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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愛住我家

新竹市生活輔導團  陽光國小陳明資老師、鄧欣怡老師

壹、設計理念：

家，是孩子每天生活中好重要的一部分，如何讓孩子在習以為常的生活中體會

到：「原來平順的生活是家人付出了多少辛苦才建構出來的！」一直是老師們放在心

中的想法。寒假後，孩子分享著年假中的家庭生活，有的人返鄉與爺爺奶奶過節；有

的人拜訪親戚，「家人」的這個主題開啟了孩子許多話題，加上國語課本裡第八課

「家」的內容提到了「小孩子最幸福，一生下來就有爸爸媽媽為我們準備好的家」也

引發了孩子對於「家」的組成的許多討論，有了這兩個起點，讓老師們覺得是個可以

深入談到家庭及家庭分工的好時機，配合本學期將生活課程「我的家庭」單元的核心

概念，設計了一連串的課程內容，課程架構，如下：

讓愛住我家

家事放大鏡家庭小記者 愛家行動

                                               

「家庭小記者」中，透過課堂討論讓孩子將生活經驗中所有的親戚稱謂做個整

理，用台灣地圖的呈現方式，對於親戚所居住的地點及與新竹的相對位置有一個初步

的概念，然後聚斂到自己在新竹居住的家有哪些家人，讓關注的焦點從「家族」聚焦

到「家人」。

在「家事放大鏡」中我們透過繪本無敵鐵媽媽及朱家故事試圖勾勒出一個家庭的

分工圖像，讓孩子知道因為有家人的照顧和分工才讓我們如此幸福。

孩子瞭解了自己在家中接受了誰的照顧之後，接著便希望讓孩子能夠透過自己的

小手來照顧家中辛苦的大手，為大人分憂解勞，同時也證明自己可以是家庭分工的一

個重要助力，「愛家行動」就是以這樣的想法，讓孩子思考自己可以在家庭分工中進

行怎樣的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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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課程最終的目的是讓孩子在課程脈絡中以理解的心去了解家人及家庭的分

工，並嘗試溝通、合作協助家庭，最後運用多元表徵來傳達對家人的愛意與謝意，孩

子能真正體會愛家不是光用口說，而是透過實際的行動去證明的。當家庭中的每個人

都這麼做的時候，這個家就會閃爍著愛的光芒，愛家的行動也會一直持續下去。

貳、課程脈絡與流程

一、本課程的發展脈絡主軸如下

二、本課程的課程流程如下

從生活經驗出發

【我是家庭小記者】
探訪及記錄對家人的印象及瞭解

多元表徵表達情意

【愛家行動】
將情意以行動、繪畫、歌謠表現

深化經驗發展概念

【家事放大鏡】
深入觀察及擬定家事實作計畫

永不停止的對話

透過作品與經驗的對話，讓學習
經驗內化與深化並產生持續性的

愛家行動

家事放大鏡

愛家行動

我是家庭小記者
1.家族與家庭

↓
2.我的家人真厲害   

↓
3.記錄家人

學習單：我們都是一家人
學習單：親愛的家人最親愛
繪本：我爸爸
作品：標籤屋與唸謠

1.家事、照顧家庭的事
↓

2.家事知多少   
↓

3.小手做家事（計畫篇）

繪本：無敵鐵媽媽、朱家故事
文字、圖作呈現：「照顧」（太陽團）+大頭貼
學習單：家事連連看
學習單：家事與我＆家事計畫

1.愛家宣言
↓

2.小手做家事（實作篇）   
↓

3.唱出我的愛摺出我的家

愛家宣言學習單
小手做家務學習單
歌唱「愛我們的家」
摺紙作品：我的可愛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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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學目標及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1.深入了解家庭成員，觀察並體會家人對於家庭的照顧。

2.能察覺家庭中的各種家庭事務，並了解這些家庭事務的分工情形。

3.察覺自己對家庭事務中有興趣的部分，透過實作證明自己可以完成家事。

4.從家事的實作中思考自己所負責家事項目需要注意的事項。

5. 能瞭解愛家行動除了分擔家事之外，還要照顧好自己、做好該做的事、不讓家

人擔心。

◎符應的能力指標：

1-1 以五官知覺探索生活，察覺事物及環境的特性與變化。 

1-3 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並體會各種網絡之間的互賴與不可分離性。 

2-2 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化，覺知變化的可能因素。 

3-1 嘗試運用各種生活素材，表現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3-2 練習並運用探究人、事、物的方法，解決生活的問題、美化生活的環境、增

          加生活的趣味。 

3-3 養成動手探究事物的習慣，並能正確、安全且有效地行動。 

4-1 使用合適的語彙或方式，表達對人、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5-1 相信自己只要能真切的觀察、細心的體會，常可有新奇的發現。 

5-2 察覺自己對許多事務的想法與作法，有時也很管用。 

5-5 產生愛護生活環境、尊重他人與關懷生命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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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各單元學習活動及語文學習領域素材應用狀況 

活動一：我是家庭小記者

透過地圖與孩子討論家族分佈與家庭稱謂，而後聚焦至與自己同住的家庭成員，透過繪本「我
爸爸」討論家人的本領，並引領孩子更深入的觀察、了解家人以進行記錄與作品呈現。

教學流程及學習單使用時機 重要教學內容說明

一、家族與家庭
1. 先帶領孩子概覽台灣地圖，約略知道各縣

市的所在位置，標示出自己的家住在哪一
個縣市？知道自己哪個親戚住在哪裡？再
讓孩子回家訪問家人，記錄下家族成員在
台灣的分布情形。

2. 而後讓孩子由「家族」的分佈聚焦至與自
己同住的「家庭」。

二、我的家人真厲害
討論繪本「我爸爸」，引領孩子觀察，記
下家人厲害的地方。例：媽咪像貓頭鷹一
樣聰明。

三、記錄家人
讓孩子利用標籤屋與唸謠呈現出自己對家
人的了解。

● 透過台灣地圖的呈現，孩子們清楚的看見新竹
市在台灣的北部，以及親戚家的所在位置，離
新竹是遠是近。

● 孩子分享自己的家族成員分布在台灣哪個縣
市，發現了每個人的家庭分佈圖都不一樣，更
知曉原來就是因為親戚距離新竹很遠，難怪久
久才見一次面。

●與孩子界定「家族」與「家人」的不同。
● 以（誰）像（什麼東西）一樣（怎麼樣）來記

錄家人厲害的事情。除了家人的喜惡或其他外
貌上，現在更深一層的向內掘取家人的本領，
對於家人的種種更熟稔了！

● 利用標籤紙，構圖自己的家，畫上家人及家人
常做的事、最拿手的地方，並搭配唸謠念給家
人聽。最後再回到班上分享。

語文素材內涵介紹：
● 訪問記錄學習單：「我們都是一家人」

讓孩子透過訪問與文字紀錄。
●訪問記錄學習單：「親愛的家人最親愛」

由家族聚焦至家庭，當個記者訪問家人，對家人有更深入的了解。
●繪本應用及圖文記錄： 「我爸爸」

藉由繪本「我爸爸」，引領孩子記下家人的本領或特別之處記錄家人厲害的地方。
●創作唸謠多元表徵作品：標籤屋與創作念謠

利用標籤紙為媒材，在紙上搭蓋出自己的家庭圖，再畫上家人正在從事的事情，藉此表徵出他對
家人的觀察結果。利用念謠創作與他人分享「我的家人」。

課程重要紀實及作品學習單成果分析：                                   

1.孩子對於家人的了解由淺至深：
    原本孩子只知道自己跟哪些人住在新竹市，以為親戚就

是家人，因而產生了重新定義「家人」的需求。歷經了
幾次的訪問與紀錄，孩子對於天天相處的家人，開始能
細數家人的本事與個性喜好。甚至在著手準備標籤屋的
呈現時，馬上就能決定自己要呈現出家人的哪一個樣
貌。

2.課程內容促進親子互動更為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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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家事放大鏡

家庭是由家人們所共同組成，每一個家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個性及喜好，但對於「家」都需要有
不同的付出及責任。

「活動二：分工與照顧」則是藉由繪本「朱家故事」「無敵鐵媽媽」讓孩子從習以為常的家庭
生活走出來，重新思考一個家的組成除了有硬體的設備外，其實還要有每個家庭成員的辛苦付出，
才能擁有有秩序安定的家庭生活。

在瞭解之後，我們帶著孩子從「家庭事務分工」的角度來觀察每個家人為家庭的付出，以及體
會反思自己受到家人的照顧，並進而思考以自己的能力能實際付出什麼樣的行動來照顧整個家庭，
並為日後的實際行動作計畫。

教學流程及學習單使用時機 重要教學內容說明

一、家事就是照顧家裡的事。
1.   講述討論繪本「無敵鐵媽媽」、「朱家

故事」
2. 學生以文字及圖像整理家庭生活中「照

顧」的概念及行動，並以圖像呈現自己
所觀察到家人對家庭的照顧行為

二、家事知多少
1. 全班共同蒐集家中成員照顧家庭的實際

行動家事項目。
2. 藉由「家事連連看」學習單觀察及分析

家中的分工情形。

三、 小手做家事（計畫篇）
透過「小手做家事計畫單」帶著孩子思考
自己能用什麼方式來照顧自己的家，並將
為該行動列計畫。

● 透過講述及討論繪本「無敵鐵媽媽」、「朱家
故事」，發現家庭生活中有許多例行性的家庭
事務，而家庭生活要能穩定有序，這些家庭事
務需要家人共同來付出及承擔。

● 同時也知道家事其實就是照顧家裡的事，學習
與瞭解了一個家庭要有穩定及安定的力量，是
需要每個家人彼此互相照顧、互相分擔家務才
能有穩定有愛的家庭生活。

● 由之前的繪本討論，孩子得到一個共識：媽媽
無微不至的在各個方面照顧我們。遂以〔照
顧〕為發想主題，利用太陽圖記錄下每個家族
成員對家裡的照顧，並以家人的大頭圖像呈現
學生所觀察到家人為家庭付出的照顧行為。

● 在讀完繪本故事之後，回到孩子自己的生活經
驗，全班共同思考自己家中的家事項目有哪
些，教師並將所有的項目一一列出。

● 請學生觀察家中這些事項是由誰來負責，並分
析家事負擔的比重，也由此感受到自己是受到
家人的如此多的照顧才能成長。

● 在分析過家庭的事物分擔情形後，帶著孩子瞭
解自己是受到家人們辛勞付出而成長茁壯。並
進而能反思自己在家庭分工中所扮演的角色，
希望由「家事計畫」讓孩子依自己的能力設
定，計畫自己能負責的家事項目，同時也證明
自己可以是家庭分工的一個重要助力。



258

兒
童
生
活
課
程
能
力
發
展
之
教
學
促
進
方
案

語文素材內涵介紹：
● 繪本應用：從「無敵鐵媽媽」、「朱家故事」繪本，討論生活中家庭所給予的各種照顧。
● 討論發表與文字記錄：孩子用文字記錄「照顧」的太陽圖再以「照顧」為發想主題，用太陽圖的

文字、有趣的照片剪貼加上手繪圖像記錄下每個家庭成員對家裡的照顧方式。
● 文字記錄學習單--家事與我：此為家事分工連連看的延伸，在記錄家庭家事分工後，希望能讓孩

子去發現家事的種類繁多，而這些家事都是家庭成員們愛家的具體行為，也希望在瞭解自己常常
是家庭照顧的受惠者後，能透過自己的小手來照顧辛苦的大手，並思考自己能力分擔的家，並為
動手做家事做出計畫。

課程重要紀實及作品學習單成果分析
1. 在以美勞圖像記錄家人照顧家庭的方式這項活動中，在此結合家人的大頭照和手繪畫圖，孩子們

覺得新奇有趣，熟練的將家人如何照顧家庭的方式記錄下來，有了真實的家人照片，搭配上孩子
手繪的分工情形，生動得躍然紙上。

    

2. 家事連連看的家事項目，是與孩子們共同討論並直接以投影機呈現，許多孩子驚覺家事種類真的
是多得數不清，版面怎麼寫也寫不完。在孩子們實際連線時也發現，家事的連線真的是密密麻
麻，也有孩子告訴老師他們發現有些家事沒有固定的分工，是家人們一起合作的。由此可知，
家事每天都發生在孩子的生活中，但都常常是變得習以為常，而透過這次文字及線條的具體化呈
現，讓孩子重新觀察及整理對於家事的認知，這對孩子可是一大收穫。

3. 孩子們在進行家事計畫時，由於是一項即將親自動手做的計畫，有些孩子們顯得很興奮，有些孩
子們則覺得不知有哪些項目是自己能力所及，也因此在其中設計了要訪問這項家事的擅長者，這
也讓孩子加深了學習動機，也有家長反應驚覺原來孩子長大了，會想要分擔家務，而且還會討論
哪些是自己做得來的、要注意哪些事項，而不是天馬行空超出能力，這點讓家長們很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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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愛家行動 

單元內容說明：
一、 愛家行動與宣言：延續家事連連看學習單，請孩子想一想如何替家人分擔，和孩子討論過後我

們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方面是固定負責一件家事的實際幫忙，另一方面是照顧好自己讓家人放
心，這兩個面像的實際行動項目都記錄在「愛家行動我最會」學習單中。「愛家宣言」是希望
以孩子的情感面出發，從承諾中去形成內在的動力與約束力，化為行動去分擔家務，也讓爸爸
媽媽知道孩子不只是說說而已，會真的去實行愛家行動。

二、 小手做家務：小手做家務是新竹市家庭教育中心發的學習單，每做完一件家事就可以請爸媽簽
名見證，然後剪下截角貼在完成的區域，可以參加抽獎，增加了這個課程的趣味性。

三、 唱出我的愛、摺出我的家：「愛我們的家」是一首溫馨可愛的歌曲，歌詞裡說明了每個人愛
家、為家付出，家就有美麗的光芒，愛就會住進家裡，讓孩子能從歌詞與旋律中加深愛家的情
感。「摺我們的家與家人」則是透過摺紙的方式，讓家庭成員及家的意像更具體的呈現，孩子
對家的情感都從摺紙中流露出來。

教學流程及學習單使用時機 重要教學內容說明

一、愛家行動與宣言
1.討論家事連連看學習單的記錄結果
2.討論如何進行實際的愛家行動
3.講解「愛家行動我最會」學習單。
4. 進行愛家宣言的意義說明，請孩子回

家在爸媽的見證下將宣言讀出來，也
到教室宣讀一次給同學聽。

二、小手做家事（行動篇）
「小手做家務」活動說明

三、唱出我的愛摺出我的家
1.歌曲「愛我們的家」教學
2.我的可愛家人摺紙教學

● 從連線中找出家中是否有最辛苦付出的人、自
己幫忙了哪些家務？

● 聽聽孩子的想法，整理出能實際行動的項目，
歸納出「照顧自己」及「固定負責一項家事」
兩個方法。

●請孩子回家與爸媽討論後記錄。
● 讓孩子以一個真誠承諾的心去承諾接下來的日

子每天都會幫忙家務。
● 請孩子回家記錄自己做的家事，來學校分享成果。
● 先一起討論歌詞的內容，了解歌詞的意義，請

孩子說一說看法及最有感覺的句子。
●歌曲唱熟並編動作
●回家唱給家人聽
● 指導如何摺家及爸爸媽媽，如何表現爸爸媽媽

的髮型與表情。再摺出其他家人。
● 將所有家人作品貼在紙板上，並寫一句感謝的話
●貼上愛家宣言，帶回家掛在家中。

語文素材內涵介紹：
● 文字記錄學習單--「愛家行動我最會」：和家人討論後學習擬定固定負責一件家事及照顧自己的

項目。
● 文字記錄學習單--「愛家宣言」：從學習單的引導中學承諾實踐自己的愛家行動，並在爸媽及同

學面前宣讀愛家宣言。
● 文字學習單「小手做家務」：透過家務的實做取得家長的簽名認證，可以看出孩子主動選擇從事

的家事項目，也是孩子確實實行的證據。
● 歌曲「愛我們的家」歌詞欣賞及歌唱：從歌詞傳達的意義及溫馨的旋律加強孩子愛家的情意，從

孩子歌唱及編動作中看見孩子對家的情感。



260

兒
童
生
活
課
程
能
力
發
展
之
教
學
促
進
方
案

課程重要紀實及作品學習單成果分析
在寒假作業中有一項新本事的分享，有些孩子選擇洗米、洗菜、切菜、削水果或綁垃圾袋，其

他的孩子聽到了也很想嚐試，從分享中他們知道家事的種類很多，可以從較為簡單且只要細心就能
做得很好的項目來做，所以在「愛家行動我最會」學習單中，孩子們選擇的項目傾向比較容易常常
做的家事，其中照顧自己的項目，也都能從訪問爸媽中，了解到自己需要努力的地方，記錄下努力
的目標。

「愛家宣言」是一個特別的作業，它不僅要孩子決定好要做什麼家事，還要宣示給家人及同
學聽，孩子在教室宣讀時一本正經、帶著自信的神情讓人感動，愛家宣言裡還補充了愛家行動可以
從簡單的幾分面著手：常常告訴家人我愛他們、每天至少給每位家人一個擁抱、每天和家人分享自
己的心情、多用讚美與鼓勵的話，這些提醒是很實際也很容易的愛家方式，孩子每天都可以容易做
到，也獲得爸爸媽媽的熱情回饋，家長會在當天的聯絡本中記錄孩子幫忙的情形。

    

「小手做家務學習單」的最下面有許多家事選項，孩子有完成的部分就可以剪下來貼在格子中
請爸媽簽名，貼滿格子代表完成任務，可以參加抽獎活動，孩子熱烈參加，也獲得家長的熱情回饋。

      

「讓愛住我家」這首歌曲主要希望孩子透過歌唱傳達對家人的愛，所以評量的部分分為能有感
情的唱出歌曲及能表演歌曲及動作給家人聽，孩子很能被旋律及歌詞吸引，每個孩子都唱得很有感
情，表演給家人聽後都獲得滿滿的讚美。

整體說來此階段的評量主要是情意的養成，從愛家宣言出發，引導孩子力行家事的分擔，再用
歌曲及摺紙作品將孩子對家的愛引出來、記錄下來，成為孩子愛家源源不絕的動力。

 

伍、課程中相關生活能力思考

一、教學前期待養成的能力

期待孩子在此課程中能從習以為常的生活中家人對自己生活的付出與奉獻，進而

擬定計畫嘗試學習家事與分擔家務。亦即希望在課程能培養出：透過覺察來反觀自己

的能力、試著去規劃及執行家事計畫，並能有多元的情意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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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中能力的檢視

在教學的過程中，孩子透過訪問家人達到關心家中人事物的目標，藉由對家庭的

關心慢慢長出主動幫忙的能力。

1.老師預期能力的檢核

從家長回饋以及學生討論中發現「家事」成為孩子們關心的議題，無論在在計畫

或實作中，親師們皆看到了孩子積極努力實踐的一面。課程最後的多元情意表徵-「愛

我們的家」更有許多家長分享了在繪圖作品及唱歌分享時的感動。覺察反思、積極實

踐、真心呈現，這些部分都是老師在設計課程前所希望達成的學習能力，而在實做中

也看到孩子一一達成。

2.孩子主動發展、習得的能力

孩子在「小手作家事」中，練習了家事新技能，像：垃圾袋打結、洗衣機操作、

獨自倒垃圾，這些行動都讓他們有克服困難的成就感，也因為同學的分享，彼此帶

動，而「挑戰困難」正是孩子在此課程中孩子主動所達成的能力。

三、教學後能力養成的省思

1.意外發展的能力

對一年級的孩子而言，作業型態常是被動的完成指定作業，但在此課程中常需主

動與家人訪問、討論，在這樣的互動中，孩子漸能有主動發問、協商家事計畫以及記

錄的能力。和家人的溝通、彼此理解及交流，成為此次課程意外的收穫。

2.尚未達成的成效

本課程以多元的展演分享形式作為課程的整理及結尾讓孩子與家人的情感緊密結

合，但，然後呢？我們認為這樣的課程需有延續性，除了燃起對家庭的關愛動力之

外，更重要的是要讓愛家護家的行動能持續。

但有些孩子的家事行動，並沒有延續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檢討過後，認為是從

察覺家事分工到動手分擔家務的過程，教師主導性太強，孩子沒有主動意識到家庭需

要他的幫忙或是有他的幫忙差別有多大，孩子不是在一個主動形成的問題意識中尋找

解決方案而形成做家事計畫。

課程的修訂，應從察覺到行動的過程，加入反思，讓孩子從表層的家庭分工中深

入去分析自己所能、所願為家庭付出的項目，感受承擔的成就感與責任心，也就是從

情意出發，延續成一個長久的愛家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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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我們都是一家人

寶貝們，先找到新竹市，並在泡泡圖裡頭，記錄下家裡的成員有哪些人。

接著，訪問爸媽，還有哪些親人住在台灣的哪個縣市呢？一樣請你利用泡泡圖標

示、並加以紀錄下來。親人是「媽媽家的親戚」塗上藍色外框；「爸爸家的親戚」塗

上橘色外框。

小計者：

給爸媽的話：在接受孩子訪問的同時，請協助孩子了解稱謂（例如：阿姨是媽媽的姊妹）

並將「媽媽家的親戚」的泡泡圖外框塗上藍色；「爸爸家的親戚」的泡泡圖外框塗上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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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親愛的家人最親愛

◎跟我住在一起的成員一共有（    ）位。（要算自己喔！）

◎ 請圈選出來：阿公、阿嬤、爸爸、媽媽、哥哥、姊姊、弟弟、妹妹、我自己、

其他______________

◎  你了解你的家人嗎？腦力激盪一下，把你觀察到的、感受到的記錄下來……

我的家人 我所了解的他們……

◎ 家人的生日、喜歡吃的水果…你都知道嗎？把自己原本已經知道的答案填在表

格裡。除了原本的項目之外，你還想更了解家人的什麼事情呢？當個稱職的小

記者，回家好好訪問一下吧！

我的家人 生日 最喜歡吃的水果 最厲害的地方 最厲害的地方

爸媽簽名或回話：

小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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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愛家行動我最會

愛家行動一：固定負責一項家事

我能負責的家事：我已經長大了，

◎我想我能固定負責家裡的哪一項家事呢？＿＿＿＿＿＿＿＿＿＿＿＿＿＿＿＿                       

◎與家人討論，確定了自己能負責的家事是：＿＿＿＿＿＿＿＿＿＿＿＿＿＿＿                                                           

◎這個家事需多久做一次？□每天□每個禮拜□其他：＿＿＿＿＿＿＿＿＿＿＿                                     

◎ 家人提醒我：負責這項家事時，我需要注意的事情（例如：倒垃圾要先學會打

結，洗衣服要先學會操作洗衣機）：＿＿＿＿＿＿＿＿＿＿＿＿＿＿＿＿＿＿

＿＿＿＿＿＿＿＿＿＿＿＿＿＿＿＿＿＿＿＿＿＿＿＿＿＿＿＿＿＿＿＿＿＿                                                        

愛家行動二：讓家人放心

◎ 愛家行動除了可以一起幫忙做家事之外，更重要的是常常關心家人，不做讓家

人擔心的事。想一想，自己時常被家人提醒的事情是什麼？或是曾經有過那些

行為讓家人擔心或煩惱：＿＿＿＿＿＿＿＿＿＿＿＿＿＿＿＿＿＿                                            

◎ 長高長壯只是身體的長大；能夠照顧好自己、體貼家人，不讓人擔心操煩，更

是證明自己真正長大了！想一想，你可以主動做到哪些事，讓家人可以放心

呢？

我可以主動做到＿＿＿＿＿＿＿＿＿＿＿＿＿＿＿＿＿＿＿＿＿＿＿               

◎給父母的話：

 讓孩子養成做家事的習慣，並依孩子的能力做適時適度的調整，是培養孩子的責

任感與信心的絕佳妙方。請您給予機會讓孩子獨當一面的完成他的任務（即便那

項家事在大人眼裡看來十分簡單）

孩子真的在長大，別小看他們唷！　　　　　　　　家長簽名：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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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評述

「家庭」隨著時代的變遷，在現今的社會，已呈現多元型態，家庭成員亦

不復昔日。如何說清楚講明白「家族」、「家庭」或者「家人」、「親戚」是

什麼？如何分工？如何讓愛常住我家？教師、家長和孩子，如何透過課程共築

一個學習的網絡，培養孩子對家庭的責任分工和體貼家人辛勞的態度，都是需

要經過縝密的教學策劃，方能朝預期的教學目標靠近。很期待看見本教學案例

能跳脫教科書的框架，走出屬於自己的教學風格和符應兒童所需的學習活動。

這裡的學習故事是從「家庭小記者」開始，透過討論，讓兒童整理出所熟

悉的親戚稱謂，再試圖運用台灣地圖，讓兒童看見、比較親戚家與自己住家之

相對位置的遠近，而界定「家族」與「家人」的不同概念。此一故事線從擴散

性的撒網，再緩慢的收網，將重點聚焦於對「家人」這個概念的認識，其實這

是一個勇於嘗試的教學案例。但，我們可以思索一下，對一個低年級的學童而

言，台灣地圖的出現，是否真能感受區域的遠近以及足以提供兒童在真實情境

中直接經驗的場域，是得再進一步思考的。再者現今的家庭型態，有些家人也

會因某些特殊原因而「久久見一次面」，如何運用這個因素來界定「家族與家

人」的不同，需要在教學現場再做細膩的處理。

因為這是一份親、師、生共構而成的教學案例，教師必須借助家人的回饋

得知孩子的表現，因此運用了不少的文字紀錄學習單作為三者間的溝通媒介。

另外也運用了繪本教學，讓兒童從故事中思考家庭成員對家的付出和家庭生活

的優劣是息息相關的。這種適時且充分的將語文素材融入生活課程中，順利的

串接學習活動的脈絡，此乃本案例的特色之一。

特色之二： 與其告訴孩子，父母有多辛苦在維護一個家，不如讓他們透過

觀察、紀錄和參與討論，理出所謂家事的項目和由誰來承擔要來得清楚，進而

領悟到自己能為家庭做什麼樣的分擔。這方面，兩位教學者擅用紀錄單的教學

策略是非常成功的，因為有這樣的鋪陳，故事線才得以順利的延伸到「小手做

家事」的計畫中，讓孩子真正理解付出的重要，心甘情願的將學習做家事和分

擔家事這兩件大事落實在生活，而孩子的行動本身是否符合孩子的生活能力，

而避免讓家事的內容與種類模糊了學習的焦點，也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兒童理解了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我們還要思考，兒童除了在既有的能力

和經驗上做表現外，能否透過此次的教學活動，讓孩子獲得新經驗，挑戰新的

任務而長出新的能力？這個新的能力，可透過體驗、操作、發現問題、修正解

決問題的策略、然後再練習、再回到家中表現出來。這過程不但能提供教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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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的觀察以及評量孩子的表現，也更能符合生活課程的精神，也就是以學生

為主體，在真實的情境中，培養其生活能力，並順利的連接親師生三個點而成

一個完整的教學面。

兩位教學者在教學過程中不斷省思，亦在案例告一段落之後，自我評量列

出下一次教學可改善的方向，教師對教學的專業態度與精神是值得鼓勵與學習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