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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團 /⽢宜靜  2020.11.18



~ 今⽇講綱 ~
⼀、主題說明(20分)

⼆、分組實作(50分)

三、分組報告 (30分)



核⼼素養的三⼤⾯向九⼤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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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以                   進⾏整合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較偏向學習素材)

學習表現(⽐較偏向認知歷程、⾏動能⼒、態度)

⼆者需結合編織在⼀起，構築完整的學習。

素養導向下的課程、教學及教材發展，乃在強調終⾝學

習者的陶養，⾯對快速變遷的資訊及社會，除了重視知

識之外，更要注重⾏動及態度，並透過「覺察及省

思」將此三者串連為三位⼀體，以求⾃我精進並與時俱

進。



降⿓⼗⼋掌 與 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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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個總⽬標

3個主題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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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架構與學習重點的關係

1.
⾃我與
⽣涯發展

2.
⽣活經營
與創新

3.
社會與
環境關懷

2a⼈際互動與經營
2b團體互動與領導
2c資源運⽤與開發
2d⽣活美感與創新

三主題軸 12主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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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表現」由三個主題軸
及⼗⼆個主題項⽬建構⽽來

「學習內容」涵蓋領域重要
概念、知識與原理原則
等，提供課程設計、教材發
展參考，並透過教學予以實
踐

1a⾃我探索與成⻑
1b⾃主學習與管理
1c⽣涯規劃與發展
1d尊重與珍惜⽣命

3a危機辨識與處理
3b社會關懷與服務
3c⽂化理解與尊重
3d環境保護與永續



了解⾃⼰的潛能與感受、欣賞與接納⾃⼰、探
索與發展⾃我價值、確⽴適切的⼈⽣觀，並促進
個⼈與家庭健全發展，追求幸福⼈⽣。

1a-⾃我探索
與成⻑

探究⾃我的學習⽅法，規劃執⾏學習計畫，覺
察⾃我需求與⽬標，培養⾃律與負責的態度，運
⽤批判思考與分析，積極⾯對挑戰，解決問題。

1b-⾃主學習
與管理

探索⽣涯發展資源與⾃我的關連，統整⽣涯資
訊，掌握未來社會發展趨勢，規劃個⼈⽣涯抉
擇，促進適性發展與彈性適應的能⼒。

1c-⽣涯規劃與
發展

覺察與調適⾃我情緒，探索⽣命的變化與發展歷
程，了解⽣命的意義，體會⽣命存在的價值，具
備適切的⼈性觀與⾃我觀，達到⾝⼼靈健全發
展。

1d尊重與珍惜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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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我關係，覺察⾃⼰、家⼈與團體的溝通問
題，善⽤多元溝通技巧，營造良好的⼈際關係。

2a-⼈際互動與
經營

與他⼈有效溝通與合作，發揮正向影響⼒，學
習並善⽤領導策略，營造和諧及有效能的團體⽣
活。

2b-團體互動與
領導

具備蒐集、分析、開發與運⽤各項資源的知能，探
究科技、資訊與媒體倫理的相關議題，妥善計畫與
執⾏個⼈⽣活中重要事務，提升⽣活品質。

2c-資源運⽤與
開發

覺察與體驗⽣活美感的多樣性，欣賞與分享美善的
⼈事物，展現⽣活美感，運⽤創意經營⽣活。

2d-⽣活美感與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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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為與⾃然的危險情境，運⽤資源並發展合宜的處理策
略，預防及化解危機，以保護⾃⼰與他⼈。

3a-危機辨識
與處理

關懷周遭的⼈事物，參與服務活動並體驗其意義，涵養樂於
⾏善的情懷，主動參與社會服務。

3b-社會關懷
與服務

探索世界各地的⽣活⽅式，肯定⾃我⽂化價值，理解、尊重
與關懷不同⽂化及族群，主動關⼼⼈類處境與全球議題。

3c-⽂化理解與
尊重

妥善規劃與執⾏⼾外活動，體驗、欣賞⼈與環境的關係，主
動關懷⾃然⽣態的永續發展議題，持續展現實踐的⾏動⼒。

3d-環境保護
與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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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教學的四⼤原則



綜合活動教學五⼤特⾊

體驗

省思實踐
學習者

� 體驗

� 省思

� 實踐

� 從容

� 多元



綜合活動教學原則

結合學校
⾏事活動

落實
 領域教
學

建構
內化意義

著重
省思分
享

 強調
⽣活實踐

強化
體驗學習

學習者
為中⼼

善⽤多元
教學策略



體驗學習的模式

體驗
階段

反思內省
階段

歸納
階段

應⽤
階段



體驗、省思、實踐

活動說明、帶領、進⾏

活動中遇到什麼問題？
以前是否有類似的經驗？
活動經驗在未來可以提供借鏡的地
⽅？
請說說你的⼼得？

我可以怎麼
做？

體
驗

省
思

實
踐

提問很重要



反思提問

• 3W
• 4F
• 5Q



提問的⽅法1 : 3W(what)討論法
• What 階段的提問模式
      客觀事實的問題
      情緒感官性的問題

• So what 階段的提問模式
         詮釋判斷性的問題

• Now what 階段的提問模式
          決定改變性的問題

發⽣了什麼事？

有什麼感覺？

過去曾發⽣過類似的情形
嗎？

為什麼會發⽣？

現在需要什麼改變？

要如何改進？



提問的⽅法2:  4F討論法

� Fact :體驗

� Fellings:反思內省

� Findings:歸納

� Future:應⽤

⼤家在過程中發⽣什麼事情？

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感覺是什
麼？

從過程中學習到什麼？

如果有機會重來⼀次，會不會改
變做法？

3W~wh
at

3W~so
what

3W~now what



提問的⽅法3: 5Q討論法

� Q1.你們有沒有注意……
     （根據活動中發⽣的實際情形）
� Q2.為什麼會……
� Q3.過去⽣活上也有類似的狀況嗎？
� Q4.為什麼會發⽣那種狀況？
� Q5.未來如何應⽤這次的經驗？



共備主題:防制霸凌





霸凌定義
✔ 教育部依據教育基本法第8條規定，於101年發布校園
霸凌防制準則並於109年7⽉23⽇修正公布，「校園霸
凌」指相同或不同學校校⻑及教師、職員、⼯友、學
⽣對學⽣，於校園內、外所發⽣之霸凌⾏為，指個⼈
或集體持續以⾔語、⽂字、圖畫、符號、肢體動
作、電⼦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式，直接或間接對
他⼈故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
為，使他⼈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精神
上、⽣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
進⾏。



「學⽣」：指各級學校具有學籍、學制轉銜期間未具學
籍者、接受進修推廣教育者、交換學⽣、教育實習學⽣
或研修⽣。
「教師」：指專任教師、兼任教師、代理教師、代課教
師、教官、運⽤於協助教學之志願服務⼈員、實際執⾏
教學之教育實習⼈員及其他執⾏教學或研究之⼈
員。「職員、⼯友」：指教師以外，固定、定期執⾏學
校事務，或運⽤於協助學校事務之志願服務⼈員。
校園霸凌事件均應經過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組確
認。



霸凌類型



校園⽣活問卷



通報義務與責任



霸凌⾏為之法律責任







法定代理⼈之法律責任





防制霸凌主題課程
分析

分組
實作

分組
報告

領域核⼼素養

綜-E-A3 規劃、執⾏學習及 ⽣活計
畫，運⽤資源或策略，預防危機、保護
⾃⼰，並以創新思考⽅式，因應⽇常⽣
活情境。

社會與環境關懷第三主題軸

a.危機辨識與處理主題項⽬



學習重點課程
分析





標準本位評量



開始實作吧！教學
實例

分組
實作

分組
報告

1.每組⼈數:5~6⼈

2.任    務:完成實作單

3.時    間:50分鐘

4.參考資料:提供資料、其他

5.設計⼀個單元，包括數個活動，

6.從中找出⼀個焦點活動，詳加說明。



教學
實例

分組
實作

分組
報告

參考資料p86、p87



學習⽬標的寫法

有動詞、有名詞

⼀個活動⼀個⽬標

試著把每個活動⽬標寫成⼀句話



活動⼀  活動名稱
簡述活動內容

活動⼆  活動名稱
簡述活動內容

活動三  活動名稱
簡述活動內容

活動四  活動名稱
簡述活動內容

[體
驗]、[
省
思]、[
實踐]



活動⼆  活動名稱

◎教學活動設計
⼀、引起動機
⼆、主要活動
三、綜合活動

[體
驗]、[
省
思]、[
實踐]





教學
實例

分組
實作

分組
報告

實作單上傳

1.完成實作單後，請拍照。

2.上傳⾄雲端。



教學
實例

分組
實作

分組
報告

~ 分組報告 ~

1.時間:每組5分鐘

2.每組代表報告完後，請⾄前⽅⻑桌處，
  選取⼀樣⼩禮物。



  事實  → 聯想  →  問題  → ⾏動⽅案
(看到的)  (詮釋)  (課程起點)  (課程規畫)

帶回教學現場



換⼀顆燈泡，
讓我們繼續發亮!

真正的成⻑
來⾃不斷的反思和再⾏
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