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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壹、前言

        十二年國教之核心理念「自發」、「互動」、「共好」及三大核心素養「自主行動」、「溝通互動」、

「社會參與」，以此為基礎有了生活課程的七大核心素養：「悅納自己」、「探索事理」、「樂於學習」、

「表達想法與創新實踐」、「感知與欣賞事物的美」、「表現合宜的行為與態度」、「與人合作」。從七大核

心素養內涵出發，建構學童應發展之「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

        生活課程透過主題統整教學，考量孩子的興趣、經驗及發展特性、周遭環境資源等發展多元教學活動，讓

學生探究事物、解決問題、運用所學創作表現等等，來發展相關的知識和能力，培養七大核心素養。此次《風

的動次動》課程，以風為學習的素材，為六大學習內容主題中的「生活事物特性的探究與創新應用」，主要對

應的核心素養則有「探索事理」、「樂於學習」、「表達想法與創新實踐」、「感知與欣賞事物的美」、「與

人合作」等。學童透過探究生活中因風而動的現象，進而認識風的性質、功用，思考它們與自己生活的關係，

並關注這些學到的知識與方法，如何運用在生活與學習中。

        而此次課程實施對象正好為甫入小學未滿三個月的新鮮人。對這群孩子來說 ，生活課程扮演著幼小銜接的

重要功能，更培養學生正確的學習方法、習慣和態度，也是奠定未來中年級分科學習基礎，爲將來的學習做好

準備的重要科目。

貳、教學實施歷程貳、教學實施歷程

一、風起一、風起

        主題課程「風」的開展，就從打開孩子們的眼睛開始，讓孩子觀察、探索、發現在生活中，風所吹動的現

象。

       「風來了嗎?你怎麼知道？」透過提問，孩子們七嘴八舌的討論著關於風的舊經驗，說：可以聽聽風的聲

音、可以看到被風吹動的物品……看不見、摸不著的風，在孩子們的生活中真實的存在著。因此，安排了小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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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的任務，讓孩子們到校園裡找風去，記錄下所觀察的發現。

        對小一新生來說，學會怎麼觀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看這邊……你看那邊……」，五感的探索，還

是需要老師的示範、引導，孩子才能知道，原來觀察是這麼一回事。尤其當風不大的時候，學生似乎不太會、

也不太容易「觀察」到風吹動的現象，老師的提示有助於讓孩子明確看到被風吹動的現象，知道要觀察記錄的

重點。

圖1校園裡尋找風的足跡 圖2 仔細記錄被風吹動的景象  

圖3 作業單－學生記錄校園探索風吹動的現象

          出發探索前，班上的小琇告訴大家：很輕的東西，大風小風都吹得動，很重的風吹不動。小琇的話，讓大

家的探索更聚焦。出發探索後，多數的孩子找到被風吹動的物品，如：旗子、樹葉、花、草等，不過也有些人

有獨特的發現，如：布條、柱子上的紙卡、頭髮、水窪等，值得肯定。

        有了校園探索的經驗，安排了課後的探索，學生觀察的範圍擴大，觀察對象也更豐富了，除了找到植物被

風吹動，還有衣服、紙張、風鈴、窗簾、資料夾、紙球、甚至是打桌球的圍布架……

圖4  作業單－學生記錄課後探索風吹動的現象

二、風之動二、風之動

        從觀察發現各類被風吹動的物品中，我們進一步思索、討論這些物品被吹動的情形，覺察物體被風吹動的

各種不同現象，如飄動、搖動、滾動……因此，為了讓大家眼見為憑，孩子們以家裡、教室裡的物品，展開了

「風動現象」的測試大會。衛生紙被吹飛了、小吊飾被吹得搖搖晃晃、水壺及彩色筆則是被吹得滾啊滾、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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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被吹得鼓鼓的……風朝著塑膠袋口吹，塑膠袋為什麼會鼓起來？把鼓起來的塑膠袋口綁起來裡面裝的是風

嗎？孩子們解釋著，裝起來的是空氣不是風，從袋子裡擠出來的才是風。而充滿好奇心的小霆，除了拿著抹

布、還將抹布擺在桌上、捲成條狀，朝著電風扇吹，研究抹布被風吹的樣貌，十分具有探究的精神。從測試活

動的觀察，孩子們進一步了解物體的不同樣態、風的大小不同時，被風吹動的樣子也不同。

圖5 學生改變同一條抹布的樣態，測試、觀察被風吹動的現象

  

       教室裡以電風扇測試，似乎不過癮，孩子們還想到外面去試試看。大家蒐集了簡單的袋子、繩子、報紙…

再一次帶到戶外，看看它們被風吹動的現象。外面看起來好像沒有風耶？出發前老師又拋了一個問題給孩子

們，本能就是會玩的孩子們說：只要跑，就有風啦！於是在無風的操場上，孩子們奔跑著，再次探索風對物體

的影響。

        無論是從鼓鼓的塑膠袋擠出風或是跑動時擾動空氣產生的風，對於空氣的流動產生風的概念，孩子們在很

自然的情形下，有了初步的認識，也植了小小科學種子在他們的身體記憶中。

圖6 用長長的繩子、大大的袋子、報紙，再次探索風對物體的影響

   

    

與風互動的經驗不斷堆疊下，如何延續這學習經驗？讓經驗聨貫？這是生活課程所重視的。如何讓課程核心更

聚焦？思考了許久，有一些想法……課程從被風吹動的現象探索後，再聯結風玩具的「動」，嘗試設計並運用

簡易素材製作簡易的風玩具，這樣孩子們將有意義的串聯學習經驗，展現自己的想法。

        課堂上，我們先回顧了孩子們在教室內、校園中探索風動現象的照片，一起討論這些風動的現象，像哪一

種風的玩具？還玩過哪些風玩具？拿著報紙的小禎，好像在放風箏、圓圓的杯子被風吹了像滾動的玩具、吊飾

被風吹動得搖搖晃晃像風鈴一樣……從討論中也適時澄清學生所提風玩具是否與風相關。

        接著以兩人小組合作討論想要製作的風玩具，完成《設計風玩具》的學習單設計，透過這個活動，也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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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了解孩子們對風玩具的想法。有人想做風車、也有人想做紙飛機、還有人想做能比賽風力大小的遊戲；不

過，最多人想做的是風箏。可能是前面的探索活動中，大家用報紙測試風動的現象，引起對放風箏的興趣；也

有可能平時不常有機會能去放風箏，對孩子們來說飛上天的風箏，具有無比的吸引力。

圖7 風玩具的設計討論與實作

    

       各組確認所要設計的風玩具後，學生立即嘗試運用教室裡可以取得的簡易紙張、回收杯罐、袋子等等素

材，將想設計的風玩具製作出來。這個製作風玩具的任務，很吸引孩子，但也相當具有挑戰性。看到孩子們在

這堂課嘗試製作風玩具時所展現主動學習的態度，相當讓人感動。雖然設計出的風玩具不見得都能成功，從歷

程中思考問題、解決問題，也是老師一直想帶著孩子們培養的能力。

        那一天看到放學後留在學校參加課後班的小妍，很認真地蹲在完成課程尚未完成的風箏，她說她問了課後

班的老師風箏的作法，課後班老師告訴她報紙要貼兩層才不會破，她還要黏三根尾巴……孩子一邊說著一邊用

靈巧的小手仔細地剪貼、製作她想要的風箏。這樣主動學習的熱情從課堂上延續到放學後，心裡真為孩子感到

高興。

圖8 設計風玩具學習單及完成之作

品
 圖9  我們設計的風箏有機翼喔   圖10 想要自己完成風箏的製作

三、風之遊三、風之遊

        製作完風玩具後，每一組都上臺介紹他們的風玩具，全班十二組，有八組做風箏、一組做紙飛機、一組完

成了半成品的風車、當然也有兩組什麼都沒做出來。畢竟是小一的孩子，雖然有想法，但手部精細動作仍在發

展中，因此無法順利完成的風玩具作品。

        介紹風玩具後，大家決定一起再到後操場找風來幫忙，試玩那八組所做的風箏，迫不及待想看著風箏飛上

天。我們一起輪流玩風箏，比較看看哪一架最厲害。不過，事與願違，孩子們做的風箏，一架也沒飛上天。這

時，老師另外準備了市售的風箏，讓孩子們去比較，果然發現市售風箏明顯的是乘著風往上飛的。

圖11 蓄勢待發準備風箏試飛        圖12  飛不上天的風箏 圖13  市售風箏很容易的飛在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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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為什麼買來的風箏很容易的就飛上天，但是自己做的風箏卻飛不上去呢？我問了問滿臉失望的孩子

們。大家看了看市售的風箏和自己做的風箏後，有一些想法。小宥這一組的風箏用養樂多罐做了機翼，他們說

「我們的風箏太重了」。還有人說「報紙要剪大一點」、「報紙要剪成菱形」、「用緞帶綁的風箏線好像太粗

了，買來的風箏線很細」、「竹筷子的支架太重了」……小妍這一組的風箏做工相當細緻，無論是風箏的方形

形狀剪貼或是綁線等工作，都超越了小一生的程度，不過仍然沒有如願飛上天。小妍說「我想等風大一點，應

該就能飛上去了」，這句話可以聽出小妍對他們所做的風箏充滿自信呢！

        看到大家失望的表情，於是又問了大家：你也想要做一臺能飛的風箏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為了滿足大

家想要做一架飛得上天的風箏，老師上網搜尋了關於製作風箏的資料，果然找到了一則「保證飛風箏」的相關

製作介紹（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0_uYJhL6u4），看了看所介紹的保證飛風箏的製作方法說明後，

發現好像不是那麼難做。如果前置的報紙形狀及支架的裁剪、綁線等由大人協助，而孩子們負責黏貼，如此似

乎可讓孩子有參與感，由自己做出的風箏也能享受其中的成就感。於是，評估後找了幾位家長協助前置的加

工，孩子們透過跟著老師準備的保證飛風箏製作步驟的說明圖示簡報檔，以兩人一組的方式合作，一個步驟接

著一個步驟，完成風箏組裝的黏貼。大家發現果然這個保證飛風箏，和大家先前做的風箏很不一樣，保證飛風

箏的面是好大的水滴型、加上一條長長的尾巴，小朋友說好像一隻小蝌蚪；用釣魚線和細竹條，也減輕了風箏

的重量。由於需讓黏著支架與報紙的白膠乾了後，才能綁風箏線，孩子們意識到正好是請風來幫忙的好時機，

於是各組展開了造風行動，「白膠乾了的可以先來綁風箏線喔!」聽到這句話，大家拼了命的用嘴吹、用手

搧……個個都想當第一個完成的人。

 圖14 大家使勁兒要把白膠吹  圖15  保證飛風箏完成囉

        完成保證飛風箏的製作後，大家好奇著真的能飛上天嗎？於是，我們帶著風箏再度來到學校的後操場展開

試飛行動。一樣是沒什麼風的日子，我們拉著風箏奔跑著，看看風箏飛的情形。沒想到，保證飛風箏真的飛上

高高的天空，就像買的風箏一樣，大夥兒好開心。

圖16 自己做的風箏，在空中飄啊

飄
  

        但是玩了十分鐘後，輕薄的報紙竟然破了、還有線纏繞在一起的，這可怎麼辦才好？！費心完成的保證飛

風箏，實在不忍玩壞了就這麼丟棄。大家想了想，有人說「可以用塑膠袋做嗎？ 」、「塑膠袋比較不會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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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濕掉」，於是我們展開了第二次的保證飛風箏製作，採用小朋友們提議的塑膠垃圾袋來裁剪為風箏的面，

其他釣魚線、竹條等材料則維持不變。有了前次兩人的合作完成保證飛風箏的經驗，這次老師放手讓每個人製

作自己的塑膠袋風箏，大家還在自己完成的的塑膠袋風箏上，畫上自己的專屬記號！而這一架風箏，孩子們像

禮物一樣帶回家裡和家人分享，也可以利用假日用自製的風箏，到戶外與風互動，更增添親子生活樂趣。

圖17  第二次的保證飛風箏，我們用塑膠袋做，一樣可以飄在空中呢！

        最後簡單的回顧這連續三次的風箏製作、放風箏的經驗，並讓學生嘗試記錄下來，小貽寫著：第一次我們

自己做的風箏，一點點飛起來而已，有些沒飛起來，有些在地板上。第二次老師教我們做保證飛風箏，它很可

愛，它的樣子像可愛的蝌蚪。做好的時候，我們去放風箏，風箏飛起來了，但是，玩一下子就破掉了。第三次

做風箏，我們用塑膠袋做成的風箏。我的心情很開心，因為飛得很高，不會破掉。深刻的體驗活動，加上透過

照片及提示語，輔助學生日記寫作，讓這群剛學完前十週的注音符號的小孩們，更能掌握所要敘述的重點，運

用文字表達想法。

圖18 保證飛風箏日記寫作單

四、風之樂四、風之樂

        一連串的探索風對物體的影響後，透過簡單的兒歌曲調，將孩子們對風動現象的觀察融入歌詞改編創作

中。全班以風箏為描述主角，先共同討論歌詞「風兒吹過來，風兒吹過來，在天空啊在天空啊，風箏在飄

動」，搭配簡單的兒歌曲調，孩子們一下子就朗朗上口了。接著我們讓孩子們兩人一組，自由發揮創作。創作

後，各組先模仿歌詞描述的風動現象，讓大家猜一猜，再一起演唱。音樂歌唱是孩子們表達想法的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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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讓學生感受創作的喜樂與滿足；而這樣的體驗，也進一步認識音樂的特質，有助於提升「表達想法與創新

實踐」、「感知與欣賞事物的美」核心素養。

圖19 歌詞改編全班共作
 圖20 兩人小組

改編

        圖21 模仿歌詞描述的風動現

象

五、風之語五、風之語

        對孩子們來說，風是他們的好朋友，好多玩具都因為風來幫忙而更好玩。因此運用了繪本《風喜歡跟我

玩》，協助孩子統整風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從繪本內容，我們看到了風和主角小男孩之間的互動。有時候

風是小男孩的好幫手，幫他摘蘋果、幫他吹紙船；但也有時候，風總是和小男孩唱反調、幫倒忙，把掃好的落

葉又吹得滿地都是、放風箏也不幫忙吹上天……記得和孩子討論了「如果你是書裡的小男孩，放風箏風都不幫

你的忙，還把你的風箏吹壞了，你會不會生氣呢？」我以為孩子會很同理書裡的小男孩，而告訴我當然會生氣

啊!不過孩子說：不會啊！吹壞了再做一架就好了啊！當時讓我聯想到，原來我們從飛不上去的自製風箏，到兩

次的保證飛風箏製作，孩子們無形中，也學到了失敗了再做一次就好了的豁達心胸呢！

        風除了是風玩具的好幫手外，我們也討論了風在生活中的用處，如：風可以幫忙吹乾，像吹頭髮、亮衣

服、黏白膠……；冷暖不同的風，在夏天讓人吹涼、冬天讓人保暖；帆船需要風能移動；風力發電；吹風、吸

風的不同，在生活中也有不同的運用，例如吸塵器可以幫忙吸灰塵和垃圾。這些都是孩子們想出來的呢！當

然，有些時候就像颱風，風的破壞力也是很驚人，那時可就是幫倒忙了！在大家的集體智慧下，對風的了解共

構出更完整的面貌。

圖22 團體討論風的幫忙

        透過音樂，孩子還能怎樣描述表達所認識的風呢？課程的最後，運用了兩段音樂，一段為輕柔的《卡

農》、另一段則為韋瓦第《四季》裡急促的《夏》，老師事先剪輯好音樂檔後，讓孩子聆聽這兩段音樂的部分

小節之旋律後，以圖象、文字、律動等方式，更多元的表現風的學習內涵。輕柔的卡農象微風一樣，急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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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則像狂風，這些感受孩子們先以圖畫，再以短詩的方式表達出，作品如下：

風兒吹／宸風兒吹／宸

言 言                      

微風吹

吹得沙子往前飄

吹得葉子掉下去

 

大強風吹

吹得老樹斷了

吹得國旗搖來搖去

 

風啊風

你真是一個隱形人

到哪裡都看不到你

風兒吹／翊禾風兒吹／翊禾

小風吹

吹得塑膠袋一直飛

吹得樹葉飛起來

 

颱風吹

吹得汽車翻掉了

吹得電線桿倒下去

 

風啊風

你真是一個搗蛋鬼

你總是把東西搞亂

風兒吹／彥均風兒吹／彥均

微風吹

把窗簾吹得搖來搖去

把書翻來翻去

 

強風吹

把車子吹翻了

把機電台吹垮了

 

風啊風

你把全部的東西吹得不見了，

你不乖!

六、風之舞六、風之舞

        對《卡農》及《夏》的部分小節之旋律音樂，有了感受想像的畫面後，最後我們以四人合作的方式，各組

討論可以怎麼透過肢體律動表演出從這兩段音樂裡所感受到的風動現象，也以這個活動作為課程的結束。探索

觀察的飄動窗簾、搖動的花木、滾動的垃圾桶，以及大家生活經驗中的狂風破壞力，都成了各組表演的內

容……因為課程的深刻，讓各組的肢體表現內容有獨特、豐富，而孩子們透過一起工作的過程完成表演的任

務，感受團結力量大。配合音樂，運用肢體動作，把想法表現出來，對孩子們來說是有趣的新體驗，雖然只是

在小小的講臺上表演，孩子們卻有像大明星、舞蹈家一樣的感受。

圖23 一起舞動，風的表演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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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習的看見參、學習的看見

    《風的動次動》課程，安排探索風動的現象，讓學生以感官知覺探索風，覺察風的特性，藉此提升學生的觀

察力，培養學生的「探索事理」「探索事理」之素養；從風動的現象，連結風玩具的設計製作，讓學生利用各種生活的媒介

與素材，進行表現與創作，喚起豐富的想像力，以及日記寫作、童詩創作、風的表演秀等，學生運用語文、肢

體律動，表達自己的想法，感受創作的喜樂與滿足，皆在培養「表達想法與創新實踐」「表達想法與創新實踐」之素養；保證飛風箏

的製作，讓學生體會完成工作或解決問題的樂趣，願意面對挑戰，並持續學習，培養「樂於學習」「樂於學習」之素養；

《風兒吹過來》的歌詞改編演唱、《卡農》及《夏》的音樂欣賞到肢體表演，讓學生透過體驗，感知藝術的特

質，培養「感知與欣賞事物的美」「感知與欣賞事物的美」之素養； 學習歷程中，學生以兩人、四人的合作，完成風箏的製作、風的

表演、課堂討論活動等，感受一起工作的快樂與成就，培養「與人合作」「與人合作」之素養。

        依據國家教育研究院（2015）揭示「生活課程評量的主要目的在於引導學習方向、激發學習興趣、培養學

童自信，評量形式分為形成性與總結性。形成性評量的目的在於關懷與了解學童學習進展的情形，協助學童克

服困難或引發其進一步學習；總結性評量在於了解學童「學習表現」達成的情形，透過連續的形成性評量歷程

看見學童能力的增長，評斷其學習成效。」《風的動次動》課程發展中，教師從學生的觀察記錄學習單、風箏

作品、日記、歌詞改編演唱、課堂表現情形做為形成性評量，掌握學生觀察力的發展、音樂特性的認識、與人

合作之概況，進一步提供學生需要的支持；而風的小詩及表演秀，讓學生統整、表現對風課程的學習內涵，以

作為總结性評量。透過多元評量方式，從評量中了解學生學習歷程，協助學生核心素養的發展。

肆、結語肆、結語

        此次課程感謝班級導師的協同合作及宜蘭縣國教輔導團生活課程小組的夥伴們，在課程發展的歷程中，陪

著腦力激盪共同備課。課堂教學永遠沒有最完美的時候，常常覺得好像還可以這樣做……還可以那樣做……不

過，因為師生彼此投入，讓課程令人回味、感動。一次又一次帶著孩子們從教室裡、校園中、生活上，來回探

索觀察風對物體的影響，培養敏銳的觀察力；一次次的風箏製作帶給孩子夢想實踐的行動力；與他人的合作完

成各項學習任務的成就感……這樣的生活課給了孩子們有意義的學習經驗，也在生命中留下美好的回憶。乘風

飛翔，就從生活課帶著孩子們邁向自發、互動、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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