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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找到學習的動能 

陳清圳 



我們內心都深信 
學習必須點燃孩子生命的熱忱 
但卻又陷入無窮的自我束縛 
挑戰，不只要給孩子生命的高度 
更要給自己寬闊的勇氣 



 成年人的教育觀、價值觀 

 缺乏好的示範與支持 

 孩子不願到戶外去，成了《失去山林的孩子》 

我們面臨的一些問題與挑戰 



學校少，無法普及 

知識結構不完整 

弱勢學生難以進入 

較無法適應考試制度 

體制外 
學校問題 

對學習主體及學習權的
理解仍待深化 

重記憶輕態度，孩子
人格難以型塑 

學習易與生活脫節，
難以連結於真實世界 

基本能力導向的課程
轉化仍須深化 

學生學習動機及高層次
思考仍須提升 

體制內 
學校問題 

過去三年的會考，偏鄉近一半「待加強」 
文化刺激不足，經濟弱勢、少子化(1/3學校百人以下) 
隔代教養，單親、新住民比例過高 
資源短缺、教師動能不夠 

偏鄉 
社區 

時代海嘯來襲 
台灣不能坐以待斃 

高壓力 
低興趣 

學力 
低落 

弱勢 



場域：社區與社會 

學校 

課程圖像   （部頒：國英數自…） 

                                 （校訂：校本+活動…） 

教師、校長、家長 

現場困境 教育願景 

學生圖像 
(自我、群己、世界) 

學校圖像 
(區域特性) 

認知能力 
(學力) 

    非認知能力 

法令政策 專業增能 經費資源 

運作精神：無私、理念、結合在地 

實驗學校 公校轉型 



     學校經營 

學校定位、願景、任務、使命… 
 非認知能力與認知能力，雙軌並行 

課程品質：系統性、深化與層次 
 課程圖像、教學方法、教師專業、態度等 

親師生社互動 
 班級經營、親師互動、社區連結 



核心價值 

創造優質的均質化學習機會， 
引發主動探索的學習動機， 
讓每個學生透過環境涵養心靈， 
找尋自發學習的渴望． 

透過與同學及社區的互動， 
學習合作與尊重的公民素養， 
走訪各個角落， 
讓分享也是一種服務學習， 
建立對於生活的信心． 

讓土地成為一個平台， 
在這個平台中， 
我們讓學習打破彼此的心牆， 
找尋和諧的途徑， 
共塑願景， 
找尋共好的智慧 

自 

發 

互 

動 

共 

好 



學校課綱圖像 

1.「自我」的圖像 

(1)「全人」教育理念 

(2)道德、文化與民主素養 

(3)主動學習及學習自信心 

2.「人與他者」的圖像 

(1)尊重、關懷 

(2)為他者存 

3.「生活世界」之圖像 

(1)正義與均等 

(2)全球意識 

(3)生態智慧    

幸福 
歸屬 
自主 
技術 
心態 

恆毅力 

正向思考 

社交智慧 

自我控制 

適應社會 

系統知識 

挫折轉化 

同理心 

依照年級需有不同的課程 



達至課程圖像之途徑 

1. 以學習者為主體的「探究」教育發展取向 

2. 同時考量人類的原發性認知與續發性認知 

3. 著重「能力」的教學 

(1)建構國民的關鍵能力 

(2)適性化的教學原則 

(3)營造友善校園 
 



願景 

激發學習的渴望 
散發生命的喜悅 
展現生活的自信 
促進創造的勇氣 
發揮即興的美學 
表現共好的智慧 

一、願景 

暫時性PPT/課程實作與理論.pptx




生態中心 
（土地倫理） 
（自然平權） 

生物中心 

人類中心 自我中心 



結合體制內與體制外學校的優點     

缺少興趣 
知識僵化 

知識活化 
有效學習 

自主學習 
成就共好 

缺少信心 
態度偏差 完備的課程體系 

全人教育 融入領域與 
社區的課程 

配合四季 
高峰自主課程 



校定課程 英文 社會 自然 數學 國文 

自主能力 
人格教育 

有效的教與學 
適度的編修 

具有邏輯思考、自我決策、獨立行動、行為調節 
 並自我開創、自我規範、自我負責 



翻轉 

部定 

課程 
校訂
課程 

經驗
知識 

套裝
知識 



布魯納提出「發現學習」具備特質 

一、探索解決方案 

二、能活用組織學習內容 

三、耐力與努力的特質 



  記憶 了解 應用 分析 評鑑 創作 

  
再
認 

回
憶 

詮
釋 

舉
例 

分
類 

摘
要 

推
論 

比
較 

解
釋 

執
行 

實
行 

區
辨 

組
織 

歸
因 

檢
查 

批
判 

產
生 

計
畫 

製
作 

國
語 
✔ ✔ ✔ ✔   ✔   ✔ ✔       ✔ ✔         

社
會 
✔ ✔ ✔ ✔   ✔   ✔ ✔       ✔         

數
學 
✔ ✔ ✔ ✔ ✔ ✔ ✔   ✔ ✔ ✔ 

自
然 
✔ ✔ ✔ ✔ ✔ ✔ ✔ ✔ ✔ ✔   ✔ 

專
題 
✔ ✔ ✔ ✔ ✔ ✔ ✔ ✔ ✔ ✔ ✔ ✔ ✔ ✔ ✔ ✔ 

主
題 
✔ ✔ ✔ ✔ ✔ ✔ ✔ ✔ ✔ ✔ ✔ ✔ ✔ ✔ ✔ ✔ ✔ ✔ ✔ 

布魯姆(Bloom) 提出認知領域的教育目標 









語文領域、彈性 

 
生活、自然 社會領域、綜合 生活、藝文領域 

家鄉小天使(7節) 跟著候鳥去旅行( 5天7節) 美麗的印記(7節) 最後的夏天(6節) 六年級 

融入領域 

山河大地(16節) 台灣業(11節) 創意包裝(11節) 我是小記者(8節) 五年級 

小水滴的旅行(6節) 家鄉的自然環境(3節) 咖啡香頌陶笛樂(3
節) 

紅果MODLE(6節) 四年級 

名偵探小柯南(5節) 社區生活地圖(7節) 自然中的藝術(8節) 社區的行業(6節) 三年級 

眉啡色舞(5節) 實畫實說(8節 最佳杯具(6節) 咖啡細語(8節) 二年級 

魔豆成長日誌 (7節) 魔豆的故事(7節) 美麗的家園(8節) 開心農園(6節) 一年級 

鍛鍊孩子觀察、
體驗、理解、表
達、創作能力，
成為稱職的記
者。 

鍛練孩子體驗、探
索、操作與解決問
題的能力，成為一
個實務的行動者。 

透過走讀、討論，
厚實對人、對家
庭、對社區、對土
地的愛與關懷。 

培養藝術知能，啟
發藝術潛能、讓孩
子成為一個美的鑑
賞者。 

教學 

目標 

啡你不可 
(40節) 

啡嚐生態 
(47節) 

細說原鄉 

啡躍國際 
(46節) 

藝術啡凡 
(41節) 

主題軸 

單
元 

幸福方程式 核心課程 

原鄉踏查紀錄片、走讀台灣新視野、百岳淬鍊溯溪遊、服務學習自主行 高峰課程展演 

體驗 

探索 

學習 

禮讚 

旅行 

關懷 

實踐以學生為主體的的自主性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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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目前學校發展自主能力課程型態 



➢小小監測員 

➢名偵探，小嵙南 

➢家鄉溪流小醫生 

➢左右為難－生
態與產業 

➢家鄉小天使  

 
➢嵙角溪的前世今
生 

➢嗚咽的嵙角溪 

➢嵙角溪大小事  

➢找尋大華山的足
跡  

➢河流與文化  

➢社區簡報 
➢走出社區，放
眼濁水   
➢綠色行動，愛
護好家鄉 

廣度 
學習 

深度 
探究 

社區產業教學活動 

主題課程設計以問題深化原則 

社區 
行動 



從學習的角度來看體驗的重要性 

90% 
70% 
50% 

30% 

20% 

10% 

說出、寫下
學習內容 

看圖片或影片 

僅透過聽
講 

參觀展覽或
他人示範 

自行設計、規
劃講題課程 

單純透過
閱讀 

該學習金字塔由美國教育學家艾德格戴爾(Edgar dale)於1969年提出 

主
動
學
習 

被
動
學
習 

學習新知兩週後的「記憶留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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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春季課程 
打開孩子經驗的世界 

原鄉踏查 

放手讓孩子有創新的勇氣 

自主旅行 
成就孩子生命中的高度 

百岳登頂 

擴張孩子生命的邊界 

單車走讀 

六年級：故事敘說
能力、紀錄片拍攝 
 

中年級：文章結構、
新聞報導、短片製
作 二年級：多張照片說故事 

故事的起承轉合 

一年級：照片說故事 

五年級：創意廣告、紀
錄片拍攝、故事敘說 

從具象走進抽象、從圖文進入故事敘說說能力 

國中：劇本寫作、紀
錄片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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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自行搭車前往 

服務內容的實踐 

新加任務的調適 

心得撰寫與訪 

   談、服務 

返鄉規劃  

 
服務據點選擇 

計畫撰寫 

計畫審核  

聯繫、購票等  

分工合作、教 

  師不得干預 

 

成果分享 

問題檢討   
回鄉轉移經驗 
學長學弟經驗 
  傳承 

規劃 

階段 

實踐 

階段 

反省 

分享 

成就孩子生命中的高度 

百岳登頂 夏季課程 
放手讓孩子有創新的勇氣 

自主旅行 

擴張孩子生命的邊界 

單車走讀 

打開孩子經驗的世界 

原鄉踏查 





華山咖啡姊ˊ 

活動中 活動後 

配
合
教
育
部
戶
外
教
育
優
質
指
標 

方案背景 學校介紹 方案理念 發展歷程 方案目標 方案內容 方案策略 方案成效 故事流傳 

華山咖啡姊ˊ 
生
態
學
概
念 

與
問
題
知
識 

環
境
敏
感
度 

環
境
態
度
、 

價
值
觀
與
信
念 

環
境
行
動
技
能 

環
境
控
制
觀 

活動前 跑步、現場踏查、
資料蒐集、簡報製
作教學、主題的討
論與選定、分組與
定位討論、手冊編

輯 

活動
中 祝禱詞、小組

叮嚀、主題解
說、主題探
索、小組合作 

分
數 

活動後 

心得寫作、心得
分享、作品展
示、經驗傳承 

秋季課程 
成就孩子生命中的高度 

百岳登頂 

擴張孩子生命的邊界 

單車走讀 

打開孩子經驗的世界 

原鄉踏查 
放手讓孩子有創新的勇氣 

自主旅行 



華山咖啡姊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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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咖啡姊ˊ 
秋季課程 

擴張孩子生命的邊界 

單車走讀 

打開孩子經驗的世界 

原鄉踏查 
放手讓孩子有創新的勇氣 

自主旅行 

成就孩子生命中的高度 

百岳登頂 



 

幸福的起點-與山同行 
                          華南實驗國小 楊惠寧 

近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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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
緣起 

真實情境

的互動 

接觸 

環境 

確認 

問題 

深究 

問題 

實踐解
決問題 



週一下午校本課程進行全校教師協同： 
(秋季-山野課程)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柯博容 周惠敏 高凡雅 黃郁璇 吳承樺 卓恩如 
孫鴻銘 王瑛琨 陳士訓 楊惠寧 賴雅芬 方齊 
看山72
變--認
識附近
的山及
合歡山 

山野大不
同--郊山
與合歡山
的不同 

走入無痕山
林 

—準備與態
度 

與山同
行--感受、
想像、
實踐與
分享 

山的翻譯
官—解說
能力與檢

核表 

小小領導
人-團隊合

作 
與領導力

展現 



學習目標 
+ 建立「我與山」、「我與團隊」的關係 

 

+ 以「改變計劃」（Design for Change 
Challenge) 

為學習架構，培養學生能活用知識解決問題
的能力及信心。 

 
34 



“ 
讓學生透過教學素材發現山林問題， 

以訪談確認問題，擬定目標後， 

發想階段性解決策略， 

實際執行後進行反思與修正。 
 

 
35 



改變計劃  
Design for Change Challenge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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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 想像 實踐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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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為什麼我們要登山？ 

HOW  如何做才能登山中挑戰自我       

             並且與自然和諧相處 

WHAT 你可以做到哪些事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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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跟人的互動，挑戰自我 

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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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文本發現問題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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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 



42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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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問題 
 

合歡山變垃圾山 



44 

設計採訪提問 



45 

訪談確認問題 



46 

修正與想像最好情境 

想像 



47 

修正後目標（最好情境） 
 

合歡山山谷和廁所垃圾減少，
像四甲教室一樣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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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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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可執行的行動方案 

想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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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行動方案前中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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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 



52 

實踐 



53 

實踐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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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月25日 合歡山越嶺古道及主峰課程 

向全校學生及登山遊客進行宣導 



56 

反思與分享 



57 



58 

針對行動策略進行反思與分享 



華山咖啡姊ˊ 
冬季課程 
擴張孩子生命的邊界 

單車走讀 

打開孩子經驗的世界 

原鄉踏查 
放手讓孩子有創新的勇氣 

自主旅行 
成就孩子生命中的高度 

百岳登頂 

活動前 
單車組裝維修、
手冊製作、路騎
訓練、路線踏
查、領騎訓練、
小組合作、主題

研究 

活動中 

主題調查、小
組解說、訪
查、紀錄、服
務、合作 

活動後 

心得寫作、主
題成果發表、
作品展示、經
驗傳承 



• 研究調查課程(專題、研究、調查) 





假說 驗證 

 
山林科研計畫 

事實 

山林探究課程：科學研究，假說-方法-驗證-事實 



朝向素養導向的教學 

63 

整合知識、
技能與態

度 

情境化、
脈絡化的
學習 

學習歷程、
方法及策

略 

實踐力行
的表現 

../國小學生用書protype 20141030.pptx
../../../../演講/信賢的近期演講/快樂新鮮人.ppt


學校 社區 

獨立成熟的公民 

知識力+自主力 

一年500教育人員參訪 

一年12000人次到學校與社區活動 

媒體效應 

打破台灣小校、大校與社區困境的案例 

影響擴及多所學校與社區 



這一代的教育，決定了下一個世代的公民！ 

決定權在我們自己！我們已經有明確的路 





感謝聆聽 
HUANAN 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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