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摺
紙
玩
具
屋

摺紙玩具屋－
一位代課老師眼中的生活課程

嘉義縣生活課程輔導團　美林國小劉綺老師、莊閔喬老師　

壹、摺紙玩具屋構想的產生

學校高年級目前積極推廣傳統布袋戲，我心想這股風潮若有吹到二年級，就能搭

配孩子一直很喜歡的戲劇扮演，一起來發展傳統戲偶主題。但是孩子目前的心思可是

繞著紙飛鏢轉呢！下午凱澤和仲鑫帶著他們的飛鏢來把玩，還問我說：老師可以改主

題嗎？我心想摺紙可以培養孩子閱讀、對稱、美勞製作等能力，最重要的是「個人摺

紙困境的重新發現與回顧」歷程，就是生活課程學習的本身，何況這樣的構想是孩子

主動提出，相信可以把枯燥的摺紙轉化為孩子的能力培養天地。

郁珊滔滔不絕地說著：「我好想把生活教室布置成玩具屋。」仲鑫：「我們可以

帶弟弟妹妹來玩。」孩子都喊著說：「我會做甚麼、我會青蛙嘴……。」仲鑫：「我

們甚至可以布置一個教他的地方。」郁珊：「也能發門票喔！」我：「那就像是一個

摺紙玩具屋。」凱澤開心地說：「老師，玩具屋可以跟飛鏢在一起！把整個教室用水

彩上色。」博傑：「摺紙投籃球，很容易。」於是便暫時擱置布袋戲的想法，「摺紙

玩具屋」的點子就這樣產生了，孩子的腦袋被玩具屋的形象佔滿，但是凱澤的一句話

點醒了大家：「可是我們不知道怎麼摺？」我：「是呀！我們的玩具不可能只有飛鏢

和青蛙嘴呀！」湘如：「飛機！」我：「可是萬一別人要學別的呢？」和謙：「啊！

用膠帶黏一黏就好了。」凱澤：「我會氣球。」

順著孩子喜歡教導他人、喜歡與人互動的天性，他們開始期待玩具屋充滿各式各

樣的東西。

貳、摺紙初體驗

我調查一下孩子目前會摺甚麼？船、紙飛機、垃圾桶、紙鶴、飛鏢、氣球，每個

孩子至少都會摺一種，我：「那我們來做做看，好不好？」大家都大聲說：「好！」

於是我給予色紙，不過不少人反而要求大張的影印紙，一切都開放給孩子使用，我發

現孩子不僅喜歡不停的摺著自己已經會的，甚至充分運用想像力把同一件作品想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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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東西，或是加以組合；宜孟和育萱、仲鑫和凱澤則是

互相教導，每個人都想知道更多摺紙的方法。

孩子的作品有部分黏貼膠帶，依賴膠帶一直是主題裡

孩子製作東西時的慣性，或許可以藉著摺紙讓他們了解老

祖宗的智慧。我把凱澤的球、飛鏢和湘如的作品加以比

較，孩子發現沒有黏膠帶可以重複調整作品，而且沒有黏

膠帶也能很堅固，於是我們訂了一個規定：「摺紙是可以重複使用紙張，而且不可黏

貼膠帶。」

可是怎麼將玩具屋的玩具變多，且讓每個人都能精熟各種物品的摺法，然後根據

客人的需求教導呢？我們自己要怎麼學呢？孩子說：問人、看別人、看摺紙本子或自

己試試看。

其實這就是一場自我建構知識的旅程，但是這場摺紙之旅和製作雞蛋糕主題相

比，孩子的能力已更上一層樓，因此透過這樣的建構歷程，我希望孩子能反觀自己在

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學習困境、詮釋自己的學習並用行動賦予意義，最後達成順利協助

客人成功學會各式摺紙的目標。

參、自己也不會摺怎麼辦？

我們的問題停留在不會摺怎麼辦？或是有人會摺這種，不見得會摺那種？畢竟面

對客人，老闆是沒有權利說：「我不會！」我：「那老闆怎麼變強呢？」文薰：「學

呀！」我：「跟誰學？」文薰：「自己學。」宜孟：「問

會摺的人。」還有人說：「看別人做、看摺紙本和自己試

試看。」，過程中我不斷地增加孩子的信心，孩子也憧憬

著像「雞蛋糕主題」那樣，把自己喜歡的東西與人分享，

將摺紙成品陳列在走廊供大家觀賞。　　

於是我們就從大家已經會做的部分學起，我將孩子會

做的摺紙類型一個個寫在壁報紙，孩子自由選擇他要學習的，決定好，就把號碼填寫

在紙上。討論時，宜孟展示了他昨天回家學的炸彈，發出「砰！」的聲響讓大家都很

感興趣，輪流玩了起來，於是炸彈、飛鏢各有六和七人選擇，只有文薰選杯子，這個

差異性結果非常有趣且極具價值。

肆、覺察到教導他人和學習的難處

倚瑄一對一教導文薰，加上杯子做法簡單，文薰很快就學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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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彈方面，宜孟性情溫柔沒有主見，凱澤學習力快，其他人跟不上，宜孟就被凱

澤一個人拉著，似乎變成一對一教學，和謙按耐不住，一下子就哭著抗議不公平。

我馬上終止，請他們三組各自陳述問題和描述教導的情形，和謙說：「宜孟都

只教凱澤一個。」凱澤說：「他先教我，我再教你們。」和謙：「為什麼不能全部

教？」我：「怎麼全部教呢？」凱澤：「全部教比較麻煩。」郁珊：「可是後來宜孟

就有慢慢開始教了呀！」我：「和謙和博傑還是不會呀！」宜孟：「他們不知道在看哪

裡？」我：「可是像靜怡他是後面才進來學的，怎麼辦？或是有人剛開始不專心，做到

一半想上廁所，怎麼辦呢？」宜孟：「我教完的那些人可以教靜怡。」我：「如果已經

學會的想去學別的了呢？」郁珊：「我先學完我可以教他。」我：「但是還是沒有方法

讓全部的人一起學啊！」仲鑫和育萱說：「大家可以停住等那個新來的人？」我：「但

是就有人在抗議好慢唷！怎麼不趕快。」我：「奇怪仲鑫那組怎麼沒有這個問題呢？那

邊人也很多？」他們說：他們是一步一步慢慢教，不過仲鑫似乎不太熟悉後半部怎麼

做？後來凱澤加入，只是飛鏢有難度，幾乎是凱澤協助其他人完成。

分組教導活動結束後，我又問孩子們：「摺紙玩具屋如果很多人一起來學，也會

有剛剛那樣的問題，怎麼辦？」孩子大部分都說：「排隊教。」宜孟：「一個一個教

很麻煩。」郁珊：「分成年紀大的一組自己看，小的看不懂再教。」湘如和仲鑫：

「先做好，他可以看我們做的做，我們也可以用紙條寫下怎麼做。」倚瑄：「寫步

驟。」凱澤：「畫箭頭，像色紙外面那個。」仲鑫也附和，湘如：「所以看的人我就

不需要教了。」

孩子體認到要如何教人、對象多寡、摺紙難易度和個人步調會影響教導成效。而

孩子親身體會的經驗，好比行動中的知識，慢慢揭開摺紙玩具屋「教導他人」的真

「情」真「意」。

伍、摺紙宣傳單

於是孩子在一對一的教導外，嘗試以圖畫加上簡單的文字符號呈現摺紙的技巧，

很有趣的是，炸彈和飛鏢沒甚麼人會做，還是只有凱澤和仲鑫會，可見剛剛小組裡頭

學會的人真的不多，即使是凱澤也很傷腦筋怎麼寫怎麼畫，最後他用一張紙摺一個步

驟，他擔心地說：「老師這樣很浪費紙喔！」

受到販賣機和雞蛋糕主題的影響， 凱澤：「以前販賣機和雞蛋糕不是有這

種。」，孩子把教導他人如何製作的圖案符號，稱之為「宣傳單」。

庭耀和倚瑄一組，庭耀認為自己有學會，可是有點看不懂摺紙宣傳單，我：「倚

瑄，庭耀看不懂的時候你怎麼教他？」倚瑄：「直接用說的。」我：「嗯！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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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薰：「我本來是要跟宜孟學杯子，可是杯子我已經

會了，後來宜孟就教我氣球，她把怎麼摺氣球也做成宣傳單

教我。」我：「還有沒有客人本來不會，你教他之後，他變

會的？」仲鑫：「我的客人是博傑，我教他飛鏢，我先用一

張色紙教他摺，如果他還是不會我就退一步教他，還是不會

的話，我就加上說的教他。」和謙：「我覺得我的老闆育萱

的宣傳單做得很好，我學會後，他還教我飛鏢，可是做到一

半他忘記了，他就去問別人來教我。」我：「所以老闆自己

不會，也是可以再去請教別人。」仲鑫：「可以問凱澤，因

為他是真正做飛鏢的老闆。」我：「有道理，不僅會自己的

那種，又多學會更多種。」；湘如：「我要教嫈淇的時候，

他就發現很多錯誤，他就叫我先改，改完我教他的時候，他

做得比我快，很快就學會了，後來我又教他正方形的蘋果。」我：「你加了甚麼？」

湘如：「我加了箭頭、虛線和成品。」我：「老師發現仲鑫也是邊教，邊發現不夠的

地方馬上再加。」我們來看看仲鑫的宣傳單：「他把不清楚的地方擦掉，且加了七個

步驟。」文楷：「我做飛鏢不會時，凱澤就做給我看。」我：「凱澤的宣傳單每一種

都是用摺的，每一種製作宣傳單的方法你都可以嘗試。」可是湘如和仲鑫都覺得光用

摺的，也有不清楚的地方，不知道後面怎麼變化。

請每個孩子簡單說明他的摺紙宣傳單，一起發現宣傳單的特色：

嫈淇：有寫字。

文薰：有箭頭。

倚瑄：他有畫圖。

和謙：有步驟。

湘如：有做好的摺紙給人家看。                                            

孩子發現摺紙宣傳單也有讓人家看不懂的地方，例如：

正方形怎麼變成三角形？

老師把正方形和三角型畫在黑板，倚瑄出來加上虛線，

仲鑫和郁珊出來加上箭頭，這些都是摺紙書曾經出現的補強

符號。

和謙：「要摺前面還是後面？」郁珊回答說：「加上寫

字。」，有人說：唸或是說給他聽。

孩子說：「步驟少了，某一步驟怎麼跳到下一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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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澤在第一步驟後寫「乘以2」，我不太明瞭，孩子

們卻看得懂，因為他們做過飛鏢，一看就知道「乘以2」

的意義，我們想：或許增加一個步驟會更好，能讓沒做過

的人更清楚。

接著我協助孩子們分組成老闆和客人一對一的組合，

準備在下一堂課互相協助補強宣傳單的遺漏之處。                                                                   

陸、補強摺紙宣傳單

分配好兩人一組後，先讓擔任客人的孩子根據老闆的摺

紙宣傳單練習，但是有人已經會老闆的那一樣，所以他們就

跳脫宣傳單學起其他的東西囉！

我提醒老闆們可以根據客人的學習狀況，適時以文字、

箭頭、數字、步驟……等等昨天討論的方式，加註於宣傳單

上。                                              

湘如說：「遇到客人不懂我會以『說』來輔助，並根據

客人的狀況，在宣傳單圖示加了虛線和完成的作品。」

凱澤則是直接動手協助，因為他的宣傳單雖然已經用色

紙一張張摺出每個步驟，文楷還是難以了解缺乏文字、箭頭

等輔助訊息的摺紙宣傳單，因此需要凱澤從旁協助。

柒、客人已經會了！

就在大家教學越來越順利的同時，我又拋出一個燙手山芋：「如果客人說我們教

的他都已經學會了，怎麼辦？」我想透過問題激發出孩子更多的想法。

孩子：「我們可以再來學新的。」

凱澤： 「像雞蛋糕主題，我們得做型錄，我們先去問人，再做成一本。」過去的

學習經驗已深入孩子的心中，當遇到類似情境時，孩子能從經驗中很快地

搜尋、比對並提取出適當的應對策略。

宜孟： 「把他要學的記錄起來，像雞蛋糕一樣。」

有人說： 「不是，應該先做成一本，去問他們。」

我：「可是我們會做的很少。」

和謙：「先問他們要學甚麼？我們再去翻書找，慢慢學慢慢學。」

文薰：「請教會別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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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鑫：「我們可以翻書學新的。」

我：「那我們到底要先做型錄還是先問人？」

和謙：「我們都還不會，怎麼先做型錄，我們應該先學多一點。」

面臨客人需求的不確定性，且摺紙書的內容琳瑯滿目，令人眼花撩亂不知如何取

捨，因此經過討論後，我們決定先多學一些，再來考慮其他問題，因為如果我們會的

變多了這些都不是問題了。

捌、觀看摺紙書，學習摺紙和自創新法

於是我影印了幾頁摺紙書，鼓勵孩子自由選作，過程中他們一直叫：「老師！老

師！許多圖示根本看不懂！」育萱：「摺紙書都亂寫。」宜孟：「它跳過很多步驟，

都看不懂。」育萱：「旁邊要兩個一起摺，它都沒有講清楚。」凱澤和仲鑫乾脆自己

變化，他們說：「本來我們是要做摺紙書上面的木馬，後來我來就自己做，變成不同

的鳥。」仲鑫：「它說要用剪刀，卻沒告訴我們要剪哪裡？」宜孟：「有的都漏寫

了。」我：「其實你們在不會的地方自己變化，是很好的。」，和謙馬上示範把衣服

變內褲和飛機變帽子。

延續昨天和謙的創意發想，我順勢藉著郁珊的摺紙書說明許多成品在不同的摺紙

書中有不同的做法，所以摺紙是沒有固定摺法的，

例如：衣服、褲子，其實可以自創摺法。孩子說：

「如果想不出來可以先看書，再自己想。」

於是成品愈來愈多，孩子的學習風格不同，自

然組成不同的學習社群，郁珊、宜孟和育萱一起翻

閱摺紙書，一邊模仿一邊創作；仲鑫、凱澤、庭耀

和文楷，發現動物摺紙書的烏龜可以拿來吹氣；文

楷則樂於在摺法類似的作品中，創作出不同的動物；和謙一直熱衷於創新改變，他的

作品琳瑯滿目十分具有創意；湘如是一個按部就班的孩子，她一直想搞清楚剛學會的

飛鏢，只是飛鏢製作的最後步驟要把兩個部分結

合，她還是搞不懂，需要凱澤幫忙她完成，完成後

湘如再加上一支棍子就變成了風車；靜怡跟著我示

範的衣服做一遍，找出比較容易的樣式模仿，有了

信心之後，靜怡的作品就更多元了；文薰因為看不

懂摺紙書，她想學的風車一直卡住，導致情緒起起

伏伏，最後經由我的協助，總算有了完整的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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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活化型錄：回顧自己的學習歷程，型錄成為客人自學
的範本

這堂課我希望孩子可以將之前大家討論出來的輔助符號加在型錄上，讓這次的摺

紙書型錄更完整。

仲鑫、凱澤和庭耀因為製作烏龜而結盟，他們運用凱澤的立體書方法來呈現，貼

在大海報上可以一目了然；湘如、倚瑄和靜怡個別運作，一張張慢慢手工繪製，湘如

還是採取做一步畫一步的方法，才不會有步驟漏掉，十分別緻用心。下課時間大家依

舊欲罷不能，紛紛要把東西帶回家製作。

這次開店，我想把重點放在兩個部分：一、透過摺紙，回顧自己學習歷程的困

境，進而活化型錄並精進教導他人的技巧；二、因應摺紙種類繁雜的現況，建立分類

的概念。

經過多次觀看摺紙書，以及累積實際摺紙經驗，孩子逐漸生成風格獨特的專屬摺

紙書。可是以畫的方式（2D）來呈現摺紙步驟（3D）對孩子而言其實是有困難的，

因此這堂課讓孩子試試看用摺的方式。我將孩子分為兩個人一組，互相搭配、互相幫

忙，立體摺紙書慢慢有了一些雛形。彼此分享討論和給予建議時，更能抓到缺失和重

點，且能在心裡摺過一遍，以發現：步驟缺漏、成

品全貌和人家看不懂的部分就要加註文字敘述。

文字敘述是要增添在哪裡呢？大家發現他是在

立體書和畫圖都沒辦法表達時，補充陳述，或是連

自己都看不懂的地方以「文字說明」。於是孩子根

據他人的建議，細心地在不清楚的地方寫上文字說

明、步驟和符號，如今摺紙宣傳單更臻完善囉。

拾、從孩子的角度看「學」與「教」

雞蛋糕販賣的只有一種商品，而摺紙種類多，怎麼一次提供多樣的服務成了一種

新挑戰，隨之也堆疊出新的經驗。而且孩子不是販賣，是教導他人，他們會說我們可

以做型錄問人家要學哪一種，我們再學做，或是直接先做好型錄給人家選，這都是先

前雞蛋糕課程所獲得的經驗。這次的課程對孩子而言可以說是一種教育實踐，為了提

供客人良好的教學服務，孩子在過程中不自覺地去反思自己在學摺紙的經驗，並將解

讀文字和圖片遇到的困難投射在自己的客人身上，進而不斷改良出各種摺紙書。例

如：2D摺紙書太抽象，所以我們有改良版的立體摺紙書，以及增加步驟和立體成品，

並互相觀摩協助修改；此外，孩子提出運用摺紙型錄時，要先給客人看並觀察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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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不會或是看不懂的地方再教他，可以解決客人很多和程度不同的問題，孩子舉

例：高年級就可以讓他自己看，其他可能就需要協助。

拾壹、摺紙玩具屋的分類

摺紙種類這麼多怎麼陳列呢？

我和孩子討論逛商店的經驗，他們提到7-11、家樂福、百貨公司，上面會放告示

牌，一層一層放飲料。

育萱：「7-11是一排一排的可是每一層都不一樣。」

和謙： 「我看的是雜貨店的，洗衣服的一區、牙刷是用吊、麵包的一區一排一

層。」

庭耀：「冰箱的飲料不一樣的放在不同層。」

湘如：「不只一層一層，還有一格一格。」

仲鑫：「它們的擺放方式不一樣，有的是用架子，有的是用吊的。」

於是我們先著手分類作品類型，孩子分類的依據很特別，我們都加以採納，只要

大家有共識，能合理解釋即可。只是孩子將氣球歸為工具，讓我產生疑惑，我：「氣

球是工具，怎麼說呢？」孩子無法解釋，也覺得奇怪，後來決定改成日常用品，和衣

服、床歸為同一類。

拾貳、製作櫃子和標籤

我們總共將摺紙分成三區：日常用品區、動物區和玩具區。 

這部分，我不斷關注孩子的進度，引導他們發現必須克服的部分，如：「日常用

品區」專注於展示櫃而忘記摺紙展示品的製作，經提醒後孩子以輪流的方式加工製

作；而面對展示櫃中，作為主要骨幹的紙捲無法站立問題，仲鑫說要懸掛在天花板，

以撐起軟趴趴的紙捲，可是天花板沒有可以吊掛的地方而且紙捲上的成品吊掛十分凌

亂，我：「其他組別是否有好方法？」郁珊：「他們或許可以用椅子撐在底部，然後

可以一個人站在旁邊介紹。」經過多方嘗試，日常

用品區以木棍撐起紙捲，順利展示他們的樣品，雖

然凌亂感依舊，可是能夠立起來且輕易移動，孩子

似乎滿足了。

互相觀賞、介紹和給予建議不僅能促進孩子的

交流，也能提升孩子表達、聆聽、辯駁、經驗再造

和接納的能力，而這樣的活動穿插在器物製作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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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具意義。器物、立體書、招牌和攤位的分區設置方法

及地點，都因為這種「需求性」的團體討論，使問題一一

浮現，並一一解決，例如：招牌放置在桌上客人可明顯知

道各區名稱，也可以安排服務人員引導和繪製平面導引地

圖等等。

拾參、「打廣告」

介紹自己的摺紙時，孩子提議以演戲的方式，後來摺

紙演戲搭配音樂取代了搖旗吶喊、廣告單、展示品、海報

等宣傳方式，成為我們打響摺紙玩具屋名號的戲碼。

孩子提出許多他們觀看過的廣告，例如：奇異果、念你、喉糖等等，我利用網路

資源找到這些廣告，讓每個人的想法可以藉著影片聚焦，我們討論出廣告會有的基本

元素：跳舞演戲、唱歌、說話（說好處）和需要道具。

我給他們每組一張A4紙，摺成四等分，根據這四個部分討論內容，我再三強調是

要凸顯摺紙，和過去海報製作一樣，內容要貼近主題。

此外，孩子對於面對攝影機較為害羞，所以第三組選棒偶；第二組本來要以面具

貼上摺紙，我提議以口罩取代比較衛生乾淨；第一組則選擇紙箱人真人演出。

設計好戲碼後，第三組在紙上編列排演順序，我問：「怎麼記得？」他們說可以

一個人拿著、寫在手上、把紙貼在舞台上，或是寫

在棒偶上以提示自己。第三組是「摺紙動物區」，

故事和劇情完全扣緊這些物件，主題十分明確。他

們的規劃是：拿好道具，接著說話自我介紹和唱歌

「摺紙摺紙非常有趣，快來學變聰明」，最後是棒

偶連在一起跳舞。

第二組由仲鑫主導，即使文薰常常和大家有爭

執，不過也在時間催促中排演起來，搭了容納一個

人站在上面的小舞台，他們是即興演出喔，由仲鑫

當導演和主持人，麥克風也是摺紙作品唷！每個人

戴上口罩，下方黏貼摺紙造型以區分角色，如：鋼

琴小姐、杯子小姐、小熊，雖然沒有主題，可是劇

情圍繞在買與賣，大家樂在其中又唱又跳盡情演

出。只是練習、排演和錄製的是完全不同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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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觀看自己的廣告，他們都說好小聲，所以要

重錄，他們在自我檢討單上寫著：太小聲、會忘記等

等。此外我也請他們說說看自己需要改進和其他組別

有進步的部分。這個程序不同以往互相給予建議，反

倒是給予讚賞，而回過頭來自我省思。經過多次練習

和製造大型提示稿，我在旁邊以手勢協助，孩子比較

不會怯場，忘詞情況減少許多，音量也更清晰整齊。

拾肆、摺紙玩具屋的規畫與布置

走廊地磚有許多格子，有人要六格、有人要八

格，於是我乾脆請孩子直接拿著桌椅、道具和立體

書，動手規劃與布置。接著再繪製他們強調的「地圖

導覽指引」。第一組一個個排排坐，每個老闆拿著一

張立體書，專門負責該類型；第二組則將立體書貼在牆壁，有人負責介紹，有的則是

專門教導；第三組立體摺紙書放置於推車讓客人自行自學，有疑惑再介入指導。以下

是開幕的盛況：

拾伍、開幕後的陳述與檢討

凱澤：哥哥飛鏢不會，都需要我去教。

宜孟：人太多，桌子要多搬一些。

嫈淇：我教一個一年級的鋼琴。

和謙： 有一位妹妹說她要做天鵝，她問湘如，湘如就叫我教她，不過下課時間她

還學不會，她等一下還要來。

我：有沒有哥哥姐姐直接看你們的立體書就會的。

孩子：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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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萱：嘉俐姐姐和珈妮姊姊，他們做飛鏢。

凱澤：還有氣球。

文薰：老師我很開心，我教人家的時候我發現我以前做的青蛙也可以變成氣球。

我：教別人有沒有甚麼有趣的事情？

文薰： 有呀！有一個一年級的男生和女生問我會不會信封，我說：『會呀！』我

就教他們信封和掃把，後來還有一個三年級的哥哥他就問我：『這是學甚

麼？』我說：『信封和掃把』他就跟我學，後來他問我：『會樹苗嗎？』

我說：『不會。』他就教我。

我： 恩！你們很聰明會互相教導，老師也有聽到有人要學氣球，你們就會告訴他

去哪裡學。

仲鑫：對啊！文楷那邊就有一個哥哥是那樣，我們就告訴他。

博傑：我慢慢教兩個姐姐氣球。

我：恩！老師都有看到，你教得非常好！

凱澤：老師，我們這邊都沒有一年級的。

我：都是幾年級的？

凱澤：我們只有一個是三年級，其他都是高年級的。

倚瑄：我教六年級女生做衣服。

我：我有看見他們拿好多件衣服，各種顏色，好可愛！

拾陸、孩子對立體摺紙書的看法

我：你們覺得立體摺紙書，客人在用的時候好不好用？ 

嫈淇：立體書放著就有人會拿去學，如果再來一個人，沒有立體書我們就教他。

我：你們發現幾年級的比較會看立體書？

嫈淇：三年級的吧！

我：高年級有嗎？

孩子：有！

我：低年級的呢？

和謙：有一些有看，有一些要教。

透過反覆來回的過程，孩子依據自己學習的需求不斷增加摺紙宣傳單的各種註

釋，也間接讓表達的方式更完整，但最令人可喜的是：此時孩子帶領自己通往思考和

自我理解的道路，以自己的方式看見自己並發現表達的可能性和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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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柒、課程的會談式回顧與評量

湘如： 我們學到很多摺紙的樂趣，可以玩也可以當作飾品看，我們的摺紙都做得

很好、很用心，別人也都沒有嫌棄我們怎麼樣。

和謙：我們學到很多東西，而且我們這組還學到分工合作。

我：什麼是分工合作？

和謙：就是我們是分組分人做。

我：那你覺得分工合作有什麼好處？

湘如：分工合作可以做得快。

凱澤：做得比較多。

和謙：還有做得好。

仲鑫：不吵架。

文薰：我們可以不吵架，可以做得快做得多，可以教別人摺紙。

我：嗯！我們不像雞蛋糕賣給人家，我們這次還教人家。

文薰：你教我們，我們教別人。

我：你們摺紙都是老師教的嗎？有沒有自己學的？

文楷：我學到內褲和杯子。

我：你是怎麼學的？

文楷：我看書的。

和謙：我自己學的和自己想的。

我：我們後來為什麼要做立體摺紙書。

凱澤：這樣就不用一直教一直教。

仲鑫：他們看了就自己摺，不會再問。

我：外面的摺紙書和我們的立體摺紙書有什麼不一樣？

仲鑫：不一樣，他們的沒有彈出來，我們的有彈出來。

凱澤：而且我們有作品給別人看。

湘如：他們的硬硬的，我們的是可以打開的。

我：那還有什麼？你還有做什麼？看什麼？知道什麼呢？

郁珊：我有教六年級哥哥，我不會的地方，和謙有幫我教。

我：六年級怎麼沒有看立體摺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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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謙：他有能力就自己看，沒有能力我們就教他。

宜孟：別人一直翻我們的東西。

我：別人為什麼要一直翻你們的東西？

凱澤：他喜歡。

宜孟：他們都說我們的炸彈錯了。

我：你們覺得你們的炸彈有錯嗎？

宜孟：沒有。

凱澤：沒有呀！我們的也有聲音。

湘如：有可能不一樣。

我：摺紙有一定對或錯嗎？

宜孟：沒有呀！

凱澤：可以玩就好了呀！

我： 我記得你們廣告說摺紙是來玩的，可以變聰明，不是死板板的只有一種方法。

文楷：我還有做兩個杯子給五年級的姐姐。

我：她是自己做還是你做給她。

文楷：她不會的地方，我有幫她摺一些些。

我：所以你有全部都幫她嗎？

文楷：沒有。

我：中間幫她一點點，像老師一樣。

博傑：我告訴三年級這邊有摺紙可以摺。

我：那你自己有學到甚麼？

博傑：氣球、火箭、炸彈……。

我：庭耀呢？

庭耀：我介紹目錄，還有帶一些人來，還有教人家青蛙和烏龜。

我：嗯！老師有看到他教別人烏龜。

文薰：知道怎麼教別人？

我：怎麼教人？

文薰： 客人來了我們就問他要學什麼？我們當老闆的就做一些氣球、掃把，看客

人要學哪一種，我們就開始教他，再把摺紙送給他，如果他不要也不要勉

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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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捌、語文融入生活課程

探索與體驗
陳述摺紙經驗、疑惑、想法、意見和思考
觀看摺紙書
拍攝摺紙廣告（邊拍邊修正）

理解與欣賞
表達想法、提出疑惑、讚美他人
理解摺紙書的內容，提出缺漏之處和修改的方法
敘述自己學習的歷程

表達與應用

表達（疑惑、想法、意見、思考、心情）和檢討缺失
團體和小組討論
介紹成品
提出摺紙書缺漏之處
描述教導他人的方法
敘述學習的歷程
摺紙宣傳單
立體摺紙書
拍攝摺紙廣告

溝通與合作

團體、小組溝通與合作
指導他人、給予建議
描述教導他人的方法
幫助他人學習：摺紙宣傳單、立體摺紙書
拍攝摺紙廣告

態度與情操

觀看摺紙書自學
自創新的摺法，並以圖像、文字表現
摺紙玩具屋開幕，樂於教導他人
拍攝摺紙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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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評述

學童在生活課程活動中覺察問題並解決問題，因此而獲得知識與各種做事

情的方法；而更重要的是，學童也因此更樂於學習，更知道如何學習。生活課

程的學童是自主學習的孩子，是不斷發展能力的孩子。「摺紙玩具屋」這個教

學方案正十足反映出生活課程的基本精神之一：以「兒童為學習的主體」。

在這個教學方案中，教師透過與孩子的對話，整合孩子的經驗、好奇心以

及過去學習所發展出來的能力，引發出一個又一個問題解決的活動，在這些

活動中，因著學童不同的個性、經驗以及小組互動的動力，老師容許學生有不

同的解題方法，但是卻讓每個學童都有機會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在整個教學

歷程中，我們驚豔於學童從不斷解決所遇到困難，進而能教導他人，到成為自

主學習的孩子。在教學中老師看似沒有角色，但卻扮演著學童學習的最重要

推手。莊老師在學生學習活動中：1.掌握孩子對該素材最有興趣時來進行這主

題。2.提出關鍵性問題，引導孩子思考、維持孩子的學習熱情，如「自己不會

摺怎麼辦？」、「如果客人說我們教的他都已經學會了，怎麼辦？」3.讓孩子

進行實際行動來展現能力，讓教學活動不再是只有口語討論，透過摺紙說明

書（宣傳單）、 摺紙書型錄的製作、打廣告等。4.讓孩子將探索的過程進行反

思、記錄和成果的展現。5.讓教學活動的過程就是一種評量，能觀看出孩子的

能力，如摺紙說明書（宣傳單）、 摺紙書型錄的製作、打廣告等。

本主題最後採會談式回顧與評量，一方面老師可以更了解學童與教學，另

一方面也讓學童反思而知道自己如何去學習的過程，讓生活課程的評量發揮

「評量促進學習」、「評量即學習」的功用。整個教學活動也符合老師原本一

開始就設定的教學目標「反觀自己在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學習困境、詮釋自己的

學習並用行動賦予意義，達成順利協助客人成功學會各式折紙的目標。」

教學活動如行雲流水般流暢，對於閱聽者而言，莊老師若能對於評量的向

度有更清楚的說明，更能幫助其他老師觀看以及了解，身為教學者如何評量孩

子在此主題學習到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