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語文教育電子報第九期以推廣 「議題」與 「跨領域」的教學為出發 ，

初步探討「議題」於國語文的融入以及「跨領域」教學設計在學校實踐的

經驗 。在議題方面 ，邀請議題學科中心 、輔導團或有心關注議題的教學者 ，

針對個人推廣議題的教學經驗，提出該議題適切融入國語文教學重點的建

議或作法 。因此邀請國教署生命教育專案辦公室 （LEPO）先導計畫協同研

究、高中「生命教育」學科中心執行秘書羅東高中胡敏華老師，談論「生

命教育」在國語文教學的融入方式 ；中央輔導團性別平等的輔導員李怡穎 ，

談論 「性平教育」在國語文課程的實踐方式 。在跨領域學校實踐經驗方面 ，

則邀請高雄市中庄國中黃火炎校長、新竹縣精華國中何美慧校長，以實務

經驗談論學校跨領域之規畫與實踐。另外，這學年新成立的國語文跨領域

專案社群，依據國語文領綱課程發展之連貫性、銜接性、統整性原則，特

別邀請國立嘉義女中兼任高中國文學科中心研究教師卓翠鑾老師，以領綱

國小、國中、高中三階段的「說明文」為主軸，談論核心素養三面九項在

國語文跨領域教學設計的融入方式，以摘錄研習內容的方式呈現於電子報

內 。邀請您與我們共同分享研習的成長與喜樂 ，祈達共學共好的教育願景 。 

 



 
   
 
 
 
 
 
 
 
 
 
 

《莊子》〈逍遙遊〉中連接於大鵬與小鳥（小大之辯）的寓言之後，有一段關於人的四個層

次的描述，其原文如下：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

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

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

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

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1 
這段文獻，歷來學者已做了不少解釋，在此，想要談談古今觀念的差異。 

  首先，不免仍要大略說明《莊子》所提的內容，以便於對照說明。《莊子》所說的第一種人，

是接斥鴳自滿之言 2而說，也就是「小大之辯」中屬於「小」的。且由後續的宋榮子笑之、（宋

榮子）猶有未樹、（列子）猶有所待等語可知，層次是由低而高（也就是由小而大）。這四種層

次，最低的是「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努力去符合某些社會期許或遵

守社會規範，並將自我定位在這個框框之中。第二個稍高的層次是宋榮子。不受限於俗世的這些

框框，不受世間毀譽的影響，自己有自己的價值判斷和方向。第三個更上一層的是列子。駕風而

行、不積極追求人世間所謂的福，指出的是無關於世俗性事物。第四個，也就是最高的層次，是

乘駕著、同時也是順任著天地萬物的變化的人。 

  這四個層次，最低層次、也是一般層次，是受限於外在規約。高一層（宋榮子），雖不受限

於外在規約，卻仍受限於內在主觀觀念的束縛，且是屬於世俗性事物方面的。再高一層（列子），

已跳脫主觀觀念的束縛，不追求世俗方面的東西，但仍只處於世間，依待世間的特定東西（風），

仍受到世間特定東西的牽制。到了最高一層，因與天地一體無間，其表現猶如乘駕著天地萬物，

順任天地萬物之自然呈現而呈現，因此可以無窮的方式，應對世間無窮的變化。同時，在《莊子》

中，也含有體證萬物根源之無形無象無邊無界的「道」之意涵。而因其以無窮之方式應對世間無

窮之變化，故可以從多種角度呈現，可以從多種角度描述，所以有至人、神人、聖人等不同的名

稱，並因其只是順任自然，非從「己」出發、非彰顯「己」，故無己、無功、無名。由此，我們 

                                                 
1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逍遙遊〉（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頁 16-17。以下《莊子》本文依據此書。 
2  「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逍遙遊〉，頁 14） 



 

 

 

 

大致可以瞭解，《莊子》中這幾個層次層層提高，受到的限制由多到少，呈現的變化由少（較固

定、僵化）到多（變通度較大），則這層層提高，所提高的應是人的「自由度」。其最高的層次，

在因任自然下，達到以最大（同時也是無窮）的自由度，來生活於世間。 

  接著，我們來看現代的部分。若依《莊子》所列的四層次條件，嘗試將現代的身份、處境納

入類比，第一類人好比安分守己做好自己本分的人、專業人士等，皆以社會框架為依循、在社會

框架下尋求優秀表現。第二類人好比有特殊理想、特殊抱負的人，或堅持某些認為對的價值勇往

直前的人。諸如此類。第三類，類似的例子可能如離群索居的隱者、無業的幻想者或遊蕩者、出

世修行的僧侶…等等。這些人較不務世間俗務，寄身於某些觀念、出世理想之類，而受到較少的

世俗束縛。第四類，因《莊子》的描述指向變化無窮，故似乎無法在現代具體世界中找某些特定

身份或形象予以類比，但也因其變化無窮，所以第四類的人可能以任何樣貌呈現在你我身邊。這

種人，是屬於第四類的實踐者。又或者，若只是主張者，此類人也如《莊子》一樣提出類似主張，

因這樣的主張沒有具體對應的世俗事物，則可能被視為不切實際的人（其主張屬第四類，但其表

現屬第二類或第三類）。 

  觀察此四類在現代的排序，現代最為推崇的應是第一類追求世間身份之尊榮並表現傑出的

人。其次應是第二類的人。這類人可能無法在社會的框框下成為社會上的一個好的螺絲釘或領導

者，可是人們應仍會肯定其堅持，若有所成就，也會稱揚其表現。至於第三類的人，應該是現代

社會價值觀上不一定會積極肯定的，有的甚至是貶斥的。褒貶程度可能呈現為有範圍差距的光

譜，視其具體情況而定。至於第四類，若是實踐者，因其並非以凸出顯揚的方式實踐，隱沒於你

我與天地之間，無從評價之。若只是主張者，則可能因其不務實，受到社會某種程度的批評或輕

視。如此，由現代高低順序的觀察可以發現，《莊子》所主張的價值順序，與現代社會所重視的

順序，大致上恰恰相反。 

  關於這個古今價值高低順序相反的現象，至少有幾點值得我們去思考： 

  1、雖然說，人有時候未必只有一種表現，可能在兩種之間變換或者模糊，這四種人之分，

無法做為一個嚴格之定義或完整之區別，但是，應也足以提供一個價值序列的大約概念。當我們

古今並列而觀時，二者間的區別就變得明顯起來，成了理解古今（傳統與現代）價值觀強烈交錯

的時代人們面對衝突的種種現象的方式之一。特別是在舊傳統仍強而新價值觀念強勢席捲的年

代，類似此類之價值觀差異、衝突、甚至整個顛倒過來，人在那樣的時代會受到極度的衝擊，甚

至撕裂。而在這個全球化趨勢的世界裡，也可由此例瞭解到現在理所當然習慣的觀念，未必具有

絕對的普遍性或正確性。則面對今日生活習以為常或流行趨勢之種種，以及未來人類生活的走

向，或可有更多的反思。 



 
   

 

 

 

2、雖然說社會是分工合作的社會，現象上可以說「人」是社會的一個螺絲釘，框列在一個固定

而專精的角色中，但是，在現代這樣的價值序列下，人們生活得快樂嗎？《莊子》所提供的價值

觀，顯示人並非為了當一個螺絲釘而生於世。所以，雖然解釋社會現象時，我們可以說人是一個

螺絲釘，但若回到從每一個人本身出發的根本角度看時，人可以不只是社會機器中的一個螺絲

釘，或者說，人根本不需要、也不適合以螺絲釘來自我定位。應是追求一個整體的、全面向健全

的人生。 

  3、現代觀念潮流所指向的方向，驅動著多數人滿檔衝刺地勞累心神，且沒有盡頭。真正懂

得生活的人，或者說，許多講求追求生活的人，都是追求自由，減輕、化解或消融這些束縛。生

活不再是為了餬口或滿足他人的期待，而是在兼及有益他人之中 3追求自己此生持續的成長，例

如到處學習、旅行、服務、體驗、教學、閉關沈思研究…等等，而逐有新的創發，又由此回饋到

經濟收入上，讓自己更能自由過生活，甚至完全由自己規劃時間，依照自己的規劃去成長、去過

生活。所以，其實《莊子》所提供的價值方向，不僅是符合「人」所想要的生活方式，也應是未

來人類文明發展方向重要的內容之一。 

  4、或許有人認為，《莊子》此例只不過又是古人無聊的分類，於現代無用，更與自己無關。

然若細思，這是古人對於人在世間的表現、抉擇所做的觀察，只是古人的表現形式較為抽象，而

且，提點的用意大於詳細論證說明（此類智慧之傳授，如果有效，提點已足，如果無效，再多論

證說明一樣無效）。這些情況之具體化，便是與我們有關的生活中之種種。而且，這些觀念若不

是僅在書中念念，而是能推廣成為社會上的普遍觀念時，當官員、老闆、上司、員工…都有這些

觀念，則社會集體化的競奔爭逐之風就會降低，每個個人被挾持在這系統中暴表操勞的情況就會

減少，半夜被老闆 line 去加班也不會再是常態，則每個個人在社會中會有更好的生活環境。如

此，這些看似無用的論述、觀念，則能得其大用。而這些價值觀念的推廣，正是看似無用的人文

學科之真正的大用。 

  最後，補充說明一點。《莊子》此段人的四個層次接於大鵬寓言之後，語句上有所連接，與

大鵬這段有所關聯，則其所說的最高的層次（「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

應即為大鵬所代表的境界，且即〈逍遙遊〉所要說的「逍遙」。若能達此，應即能在生活中真正

的逍遙。 

                                                 
3  兼及有益他人非因於必須為羣體服務的道德教條，而是因所謂自我的「成長」，乃是與包括身旁之人在內的天地萬物互動的歷程，

並非只關乎孤立的自我個體。 



 

 

 

 

 

 
 

本校自 103 學年度開始就有實施跨領域課程的經

驗 ，原因為本校位在高雄 、屏東交界處 ，屬於高屏溪流

域 ，鄰近地區的農地灌溉渠皆來自高屏溪 ，因此為使學

生認識大寮生命的泉源 ，連續三年皆以 「生命泉源－高

屏溪探索｣為主題，結合國文、英文、數學、自然、社

會與藝文領域教師 ，組成跨領域合作小組 ，發展高屏溪

之環境議題的課程，設計各學習科目之主題學習活動，

由高屏溪出發，延伸至海洋世界的探索，了解海洋污染

的原因及嚴重性，並透過實際行動－高屏溪河濱公園生

態考察，對大地環境的保育工作有深刻的體會與認知，

增進世界公民應有的責任與使命。 

106 年則從高屏溪沿岸開啟鄉土尋根之旅 、由外到

內找尋延續性脈絡 ，經過一年的探究實踐歷程中 ，發現

大寮原本是豐沃的農田 ，但令人怵目驚心的是農田逐漸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棟棟的工廠林立 ，省思

到須回歸學校與在地社區的關懷上 ，因而在 106 學年度規畫出 「逗陣來熟識-咱ㄟ鄉土」，聚焦在大寮

地區整體環境教育 ，以原有高屏溪生態教育為基礎 ，中庄國中校園為中心 ，透過教學課程設計與規劃 ，

使學生能藉由深入了解 、認識學校裡的環境 ，如 ：校園建築 、校園安全 、校園植物與生態 、社區環境 、

……等 ，拓展到中庄地區的人文歷史 、街道 、在地產業與氣候及在地特色 ，並進而培育具在地化及國

際觀的世界公民。 

同樣以主題是統整的方式實踐本課程，並以三個進程為實施的依據，其架構圖如下： 

 

 

 

歡喜來逗陣

(認識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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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停看聽)

咱ㄟ故鄉
(在地好所在)

圖 1.實施架構圖 



 

 

 

 

106 學年度時 ，同時參與台灣師大林子斌教授所主持的專案計畫 「課程領導的應用與深耕」，由

校長帶領五位同仁一起進行彈性課程的開發與設計 ，在共創學校願景 ：人文 、熱情 、卓越後 ，進而

繪出學生學習圖像 ，發現學生在學習上過動 、分心 ，專注力不足 ，因此 ，開始是設計出 「靜心課程

｣，但這個名稱給同仁看過後 ，大家都會聯想到和宗教有關 ，因此 ，經過藍偉瑩執行長的帶領下 ，閱

讀 「教育大未來｣及 「未來教育新焦點｣兩本書 ，才發現本校所設計關注的就是目前國際上積極推動

的專注力課程 ，因此 ，從關注自己 、關懷他人 、理解世界為三大主軸 ，將課程名稱修正為專注力課

程 ，目的是讓學生聆聽身心的狀況 ，進而能管理自己的情緒 ，並且辨識人我的關係 ，結合素養指標

架構整體課程。其課程架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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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專注力課程架構圖 



 

 

 

 

 

 

 

專注力課程核心依據 「卓越」之學校願景 ，透過課程培養學生 「身心發展與自我價值」之核心素

養 。指標有Ｃ-1 身心發展 、Ｃ-3 自我價值 ，目標是透過身體感官體驗活動 ，覺知個人身心訊息 ，練習

專注力技巧 ，並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課程內涵在覺察身體訊息上 ，包含專注力概述 、專注力基本功 、

身體掃描、身體檢測、閱讀身體、打開感官、覺察情緒、工作中靜心。 

這套課程以學校本位課程的概念出發 ，結合素養指標 ，試圖引導學生走向他的小天份與大未來 。 

  

 



 

 

 

 

 

 

 

精華國中 ，位於新豐鄉的農田之間 ，屬於 「偏鄉學校」，隔代教養

及新住民子女約佔全校百分之五十八 ，比例非常高 ，部分家長社經地

位不高 ，文化刺激少 ，家庭功能低落 ，更彰顯學校的重要性 。「閱讀」

是學習的基礎，是教育的主軸，也是獲得知識的管道。而「閱讀力」

能決定孩子的競爭力 ，包括蒐集力 、解讀力 、思考力與判斷力 ，具備

這些 「帶得走的能力」便能決定孩子的競爭力 ，而閱讀力為決定關鍵

點 。故本校對於推動閱讀不遺餘力 ，結合人力物力資源創造閱讀環境 、

強化圖書館功能 、建構閱讀學習師資 、引進外界閱讀資源 ，希望透過

閱讀方案的推動，帶動點、線、面的閱讀風潮。 

整合各領域教學資源 、營造閱讀環境與閱讀教學課堂的實施 ，以多元 、系統以及浸潤為主要設計

概念 ，運用心理學的理論配合中學生應有的認知能力 ，以 「學生為中心 ，興趣為本位」的理念 ，讓孩

子做中學 。各領域老師自編教材 ，融入分組合作學習 ，運用行動學習引導教學 ，讓學生掌握理解策略 。 

閱讀教學的部分 ，本校課發會通過 「精實品閱 ，卓然出眾」彈性課程 ，由各領域老師自編教材 ，

融入分組合作學習 ，運用行動學習讓孩子透過收集 、解讀 、思考與判斷打造閱讀能力 ，在閱讀的喜悅

中快樂學習 。首先 ，精進教師閱讀能力 ，期初與期末辦理閱讀教學成長營 ，由鹿江基金會的講師以及

結合附近國小的老師進行課程 ，三天的課程皆由閱讀導入 ，是首創的閱讀教學策略 ，藉由討論 、分享 ，

激發出教學的熱忱 ，精進教學的能力 。鹿江基金會張采珍老師利用 「繪本教學」發展學習活動 ，以提

升學生讀寫能力，透過「對話」閱讀的策略引發學生討論與思考，增進對繪本的理解。 

在跨領域學校實踐方面 ，成立教師跨領域專業社群進行課程規劃 ，並指導學生進行相關大師資歷

文本閱讀進行摘要 ，並提出提問的講稿進行提問 ，每月二次邀請各行各業精英蒞校演講 ，以深入淺出

的方式和學生分享生活中的重要話題 ，之後由各年級學生代表進行深入的訪談及對話 ，整理成大師的

報導文章公布於校網及布告欄，提供共同學習平台更豐富詳實的資料。 

  



 

 

 

最後付梓出書，集結十七位大師，與精華國中師生共

同譜出的生命交流火花，書中摘要了每一場大師講壇的精

華內容，並實錄了學生與大師們面對面的談話互動。這些

大師成功的背後，不僅僅是專注於本業上傑出表現，更能

努力用心做喜歡的事且擁有每天堅持向理想邁進的熱忱，

將「深入」發揮得淋漓盡致的特質。每次他們與學生們深

入對談 、交流的機會 ，都是一次良好的 「典範轉移」，同學

們從頂尖且具領導力的思想家、生活家們身上，看見精闢

的洞見與豐富的一手情報。 

從與大師採訪對話中領略各行業精英生活實況 ，讓莘莘學子看見更遼闊精彩的人生 。從典範轉移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讓孩子學習典範的智慧和奮鬥過程 。從多面向議題 ：科技知識 、人文歷史 、藝術

生活及生命故事 ，啟發多元思考 。透過引入專業人士 ，以大師的實務經驗分享 ，提供學生互動式的課

外學習 ，了解科技趨勢與社會變遷 ，期勉學生塑立成功的人格特質和價值觀來做為生活的依歸 ，並身

體力行，也開拓了孩子生命視野的高度、深度、寬度和溫度。 

並從學生回饋展現學生自信，范萱怡同學分享： 「參與這十七場的講座後，我的價值觀不同了，

思考方式與待人處事都逐漸的改變 ，它讓我對未來有了更明確的想法 ，夢想的成功來自持續的堅持 、

不輕易放棄，相信築夢踏實，夢想便會成真。」 

 



 

 

 

 

 

 

 

 

 

壹、緣起 

105 學年度中央輔導團推動主軸之一 ：「教師社群與教學轉化之實踐」，推動核心素養教學示例 ；

106 學年度推動主軸之一 ：「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之研發與推廣」；107 學年延續上述主軸之外更強調

「彈性學習課程實施之策略與規劃」 (如統整/專題/議題探究 、協同教學 、跨領域教學等) 。因此 ，中

央輔導團於 107 學年規劃跨領域專案計畫 ，延攬樂意研發與實踐的學校結盟 ，成立 「跨領域教學」教

案研發社群，建立中央與縣市團協力同行的夥伴關係。 

針對 「跨領域教學」教案研發社群的成員進行專業知能的研習 ，依據社群共備過程 、結盟夥伴教

師的需求及跨域教案設計的需要，認為以國語文「說明文本」的教學為主軸，從課堂中(國文與閱讀

課程)學習說明文本的閱讀策略與寫作的知識 、技能 ，再將所習得的能力活用(遷移)於校本主題課程 、

學習歷程檔案建置與學校活動發表等彈性課程的內容裡 ，用以檢核課堂中(國文與閱讀課程)學習成效 。 

十二年國教國語文領綱強調國小 、國中 、高中學習重點之階段性學習內容 ，為了擴大區域教師社

群的連結 ，所以特別邀請高中國文學科中心研究教師─國立嘉義女中卓翠鑾老師 ，協助 「跨領域教學」

教案研發社群增能 ，分三場次工作坊 ，舉辦領綱國中小銜接----素養導向說明文課程設計與實作研習 。 

  



 

 

 

 

 

貳、研習課程表 

週次 內容 

第一週

(10/8) 

【第一單元】 

一、未來世界的想像 

二、總綱之核心素養介紹 

    (一)以融入生活情境的「詩情花藝」實作示範說明 

    (二)學員說明文本實作之 1─花藝流程步驟寫作(學員起點行為參酌之用) 

三、國語文與核心素養─領綱導讀 

 

【第二單元】 

一、領綱：「說明文本」概述 

    (一)說明(二)說明書(三)說明文 

    (四)說明文本實作之 2─千元鈔票介紹(專業說明之難點參酌) 

 

【第三單元】 

閱讀策略概述與教學示範(課程設計預備之用) 

第二週

(10/15) 

【第一單元】 

一、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理念 

二、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重點 

    介紹「目標」、「學科本質」、「學習重點」、「學習內容」、「學習表現」、「學

習評量」等概念及規劃要點 

 

【第二單元】 

介紹單科素養導向教學設計的流程圖(以麗山高中藍偉瑩設計為例) 

 

【第三單元】 

實作與分享：素養導向課程初步規劃(以研習之選文為文本) 

第三週

(10/22) 

【第一單元】 

一、說明文本特性 

二、說明文本之寫法 

三、說明文本讀寫評量指引 

四、素養導向之說明文教學規劃細節 

 

【第二單元】 

實作與分享：以上週課程規劃為基底，完成整個素養導向之說明文課程設計 

 



 

 

 

 

 

叁、研習課程內容摘要 

一、 從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三面九項進入領綱說明文本教學設計(10/08) 

(一)、 解讀總綱核心素養三面九項內涵與國語文領綱教學重點之融入連結性概念 

1. 確認總綱核心素養三面九項與國語文教學重點的關聯性 ，進行課程設計 ，確認教學的方向 ，

回應十二年國教願景「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 」 

2. 強調學習者之生活情境，所處時代的變遷及其應具備適應未來的關鍵能力。特別是 AI 科

技產業如火如荼地宣示已經進展到人類獨有理解與思辨的能力運作時 ，教學現場如何因應並正確引導

學習者的重要價值與人生追求 ，使身心靈獲得平衡 。另一面 ，教學設計與學習者生活情境的連接 ，全

面影響教師的教學設計 、教學活動 、多元評量 ；教師中心與學習者中心在課堂進行中角色地位的轉變 ，

教學設計如何跳脫舊思維的教師中心主義及如何訓練學習者在課室學習中自主權的展現 ，彼此關係的

對應決定教學效能。 

3. 承上論述 ，課室師生教學關係的進行模式與十二年國教之自主行動 、溝通互動 、社會參與

有著這密不可分的連結性 。因此 ，總綱核心素養三面九項必須是所有教師進行教學設計必備思考且重

要的來源依據。 

4. 以下圖呈現：總綱核心素養三面九項之內涵與國語文領綱之教學重點之連結性 

 

 

 

 

 

  



 

 

 

 

 

(二)、 說明文素養導向教學設計示例----唐詩花藝 

卓老師以現場實際 「插花」情境 ，營造 「如何插花」的說明文教學情境 ，實際讓現場研習教師紀

錄插花的流程及步驟 ，體驗學生學習說明文的學習難點 。運用學習者的生活情境連接抽象文本知識的

學習 ，設計教學任務使學習者將抽象文本知識的學習遷移至生活情境的問題解決 。卓老師 「唐詩花藝」

的課程。其課程目標是要學生背誦唐詩（知識），領略詩意之後，將詩的意境以花藝(知識/技能)的方

式來呈現並透過口說及寫作來分享（態度）。研習現場卓老師帶來花材、花器，現場插花示範，告訴

學員從「生活環境(嘉女校園)取花材來研習現場插花示範(展現插花知識與技能，介紹插花步驟)

插花作品完成(分享)→學員記錄插花課的觀察與流程 （說明文的實境寫作）」。在此教學過程中成功將

插花的知識轉化成 「能力/素養」的操作模式 ，展現素養導向教學設計的精髓 。誠如唐詩花藝的教學 ，

讓學生透過閱讀唐詩 ，學習將詩意境轉化成花藝 ，更深層的學習是對藝術及美感的覺知與涵養 ，文學

涵養生活與心性的體驗，正是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強調的生活態度。 

 

 

 
「唐詩花藝」課程教學設計脈絡示意圖 

  

生活情境 學習連接 學習任務(實作)

插 花 唐 詩
運用插花

表達詩中意境



 

 

 

 

 

(三)、 說明文與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花藝課程規劃表 

 

  

花藝說明文 內容 重點說明 

生活情境 採摘校園花卉，插花實作 
校園隨處可見的花木→教學情境的布置

→花藝展現 

教學設計 
教師插花流程示範→進行說明

文教學 
花藝之說明文寫作步驟 

教學活動 學員進行寫作 書寫內容：插花步驟與細節 

學習評量 

學員寫作成果 

1.寫作形式 

2.寫作內容 

檢核 

1.學員書寫的文類 

2.說明文的寫作重點 

延伸學習 插花相關寫作題材 

插花延伸的情境寫作題目： 

學生自訂─ 

插花記 

談花藝 

花非花 

花藝之美 

美的宴饗 

花之呢喃 

插花的 N種方法 

符應總綱 

核心素養 

學員回饋：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老師針對學員的回饋進一步提出說明：

插花固然符應多種核心素養，但在教學

設計時，只要以一個核心素養來做課程

設計主軸即可。因為不同的核心素養，會

影響整個教學設計的走向，學習重點也

不一樣。 



 

 

 

 

 

(四)、 素養導向初步課程規劃 

1. 課程規劃構思圖 

1) 內圈--內容：知識與內容(學科知識)，學生在課程結束時必須知道的知識與技能是甚麼 

2) 中圈—大概念：核心概念希望學生擁有的概念是甚麼 

3) 大圈—行動：甚麼樣的學習計畫、活動、評量能夠幫助學生持久的理解 

2. 學習遷移：閱讀文章<佈施不在大，救人之需即可>，學員實作產出與發表 

 

  



 

 

 

 

 

(五)、 從核心素養教學四原則進入教案撰寫的結構引導 

卓老師引用國教院研究員范信賢老師提出核心素養導向的教學四原則與麗山高中藍偉瑩主任素

養導向的教學實踐─領域之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結合唐詩花藝的教學，引導進入教案的撰寫。 

1. 國教院研究員范信賢老師核心素養導向的教學四原則之轉化 

1) 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單元目標 

2) 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學習經驗 

3) 學習歷程、方法與策略教學表現 

4) 活用實踐的表現學習評量 

2. 麗山高中藍偉瑩主任素養導向的教學實踐─領域之核心素養 

1) 單元目標學科本質+核心素養 

2) 學習經驗學生分析+學習脈絡 

3) 學習重點學習內容+學習表現 

4) 學習評量檢核點+表現任務 

 

素養導向教學的四大原則

8

整合知識

、
技能與態度

情境脈絡

化
的學習

學習方法

及策略
活用實

踐的表現

單元目標 學習經驗 學習重點 學習評量

學科本質
+

核心素養

學生分析
+

學習脈絡

學習內容
+

學習表現

檢核點
+

表現任務
 

  



 

 

 

 

 

(六)、 課程規劃到教案產出 

1. 以插花教學設計，說明課程規畫方式 

   （1）透過插花的實作示範，說明「核心素養」的概念 

    (2)讓學習者能以文字說明插花的流程、步驟，並加以描述、組織成文 

    (3)以插花實作，示範「素養導向說明文寫作教學設計」的基本架構。 

 

單元目標 

學科本質 說明文的形式創作 

核心素養 

B1符號運用語溝通表達 

J-B1 具備運用各類符號表

情達意的素養 

學習者能仔細觀察插花的實

作內容，並以文字記錄、「說

明」整個過程。 

學習經驗 

學生分析 
1. 具備文字運用的能力 

2. 說明文知識、創作能力不足 

學習脈絡 
觀察花藝實作紀錄插花流程步驟要點組織、描述插花

內容→說明文本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Bc-Ⅳ-2 描述、列舉等寫作手法 

學習表現 6--Ⅳ-4 依據需求書寫說明文本 

學習評量 

檢核點 
1. 紀錄流程步驟和重點的條理性 

2. 組織、描述內容的完整性 

表現任務 
1. 能觀察、且條理化紀錄步驟重點 

2. 能書寫形式完整的說明文 

 

  



 

 

 

 

 

(七)、 結語 

本場研習從說明文教學的插花實境秀----情境營造的現場出發，將說明文教學的「生活情境」與

「學術情境」結合 ，創造一個學習經驗 ，形成一個學習脈絡 ，活化學習者思考說明文本的定義 、特性 、

技法和內容 ，並實際練寫說明文 ，開啟研習教師書寫說明文的感受 ，以此傳達教學設計者同理學生的

學習情境 ，再進行教學鷹架的預先設計 ，展開理解與學習課綱領綱 、說明文以及素養導向說明文教學

設計之旅，最終停留在十二年國教教案撰寫的實作，將理論與實際教學設計作完整的結合。 

透過本場次的研習 ，期待跨域教師社群教師透過此研習 ，活用研習中學習的教學設計思維 ，進行

各校跨域社群教案的撰寫 ，將校本課程或主題課程設計的教學邏輯 、教學次第的安排系統化 。另外 ，

善用說明文教學展現國文老師的價值所在 ，說明文文本之邏輯 、客觀 、理性的論述可以應用在各領域

知識的學習 ，國語文學科本質就是把說明文教好 ，將來和理化 、生物 、社會等領域合作 ，才能將實驗

過程 、生物樣態 、社會事件 、重大議題 、國際局勢等說明清楚 。最後期待跨領域的教學不致流於為跨

而跨 、為活動而活動走馬看花式的學習 ，更期許經過跨域課程結構的設計與統整 ，經年累月的在教學

情境中 ，因時因地因人做持續且差異性的編排 ，使跨域課程設計 ，落實核心素養 ，符合時代性的教育

趨勢 。回應臺師大鍾宗憲教授所言 ：紮實的語文訓練加上統整知識的能力 ，並於生活中實踐 ，是核心

素養的具體展現，也是新課綱精神的體現。 

 



團務天地

活動預告



 

 

 

 

 

 

 

 

 

 

 

 

 

 

 

 

 

 

 

 

 

 

 

在本次研習中，陳惠珍老師透過遊戲評量競爭方式，運用科技—Kahoot

來知曉學員的起點行為 ，讓學員有目的性的閱讀 ，主動尋找資料 ，以釐清迷思

概念 ，引發學習動機 ，十分有趣 。而且 ，為了讓學員深入理解資訊 ，會讓我們

先行閱讀資料 ，找到重點 ，並將資料整理歸納 。最後 ，透過不同組別的分享 ，

獲知更多的資訊 ，一整天下來 ，收穫滿滿 ，未來 ，這些都是相當好用且具體可

行的活動和策略。 

分組討論之後的發表 ，各組反應相當熱絡 ，爭相上台發表 ，實在難能可貴！

不過因時間有限 ，建議每一學習段落可安排各小組輪流發表 ；分組實作時 ，一

次操作一個策略，才能更具體清楚。 （新北團 林曉茹老師） 



 

鍾宗憲教授幽默精彩的講授 ，讓大家在笑聲中領會 ；陳靜儀老師具體紮實

的分享 ，使學員得以明確掌握 。學員熱絡討論 、認真分享總是課堂中最美麗的

風景。所有課程因著彼此激盪、交流互動而能內化，並產生更美麗的火花。 

感謝王松木委員與講師參與使研習收穫滿滿 ，感謝高雄團鼎力相挺活動流

暢順利 ，感謝澎湖台東屏東夥伴風雨無阻奔波而來 ，南二區上學期活動 ，達陣！ 



  



 



 

 

 

  

精華國中何美慧校長主編  
本書集結十七位大師與精華國中師生共

譜生命交流的火花。透過學生與大師實際的訪
談與紀錄，在互動中學習美好的生命經驗與典
範傳承，有助於莘莘學子立定自己未來的志
向。所謂「放對位置，就是天才」，精華國中
一系列閱讀跨域課程規劃與實踐，落實十二年
國教「適性揚才，扶弱拔尖」成就每一位孩子
的願景。 

丹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 

彼得．聖吉（Peter Senge） 合著 

天下文化 
EQ 之父 丹尼爾．高曼、第五項修練

管理大師彼得．聖吉聯手出擊提出分心世
代所需要的內在力量：專注自己、關懷他
人、理解世界，此與十二年國教自發、互
動、共好的教育理念一致，提供教育工作
者教育趨勢，翻新教學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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