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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玩泥沙

苗栗縣生活課程輔導團　建國國小李秀枝老師

壹、緣起

身為苗栗縣輔導團團員，一直思索要怎麼幫助縣內的老師，在既有的教學環境和

資源中，更能夠掌握生活課程的精神和內涵。反覆思索後，覺得還是以現行課本為基

礎來發展課程，是最容易上手的。「來玩泥沙」這個主題，便是從翰林版一上第四個

主題「親近泥土」轉化而來的，其主題目標是透過尋找和親近泥土，養成兒童主動探

索的能力，透過與學校沙坑的接觸，培養關懷環境的情操與態度。

原教案是從探索泥土的秘密開始，先透過尋找和親近泥土的活動，讓孩子運用五

官觀察泥土的軟硬、乾濕、顏色；接著引導孩子知道泥土的各種用途及藝術品，並指

導孩子利用陶土創作自己的作品，培養孩子欣賞創作的能力；最後期望孩子能認識泥

土裡的小動物，以演唱「螞蟻搬豆」做結。其架構和教學目標整理如下：

觀察泥土裡的祕密

親近泥土

認識泥土

泥土沙子比一比

清潔雙手

能說出哪裡可以找到泥土

能仔細觀察泥土表面，發表觀察心得

能認真進行泥土觀察活動

能觀察不同的泥土，其外形、軟硬，乾濕的差異      

能知道泥土裡有哪些東西

能知道觀察泥土後，正確清洗雙手的步驟

能比較出泥土和沙子的不同

泥土的用塗

泥土和藝術品

動手捏泥土

能知道泥土提供植物和小動物生存的環境

能知道泥土的其他用途

能知道泥土可以捏塑成各種不同形狀的物品

泥土和小動物
能知道泥土提供植物和小動物生存的環境

能知道泥土的其他用途

泥土和小動物

能演唱螞蟻搬豆

能聽辨二拍子的強弱

能了解團結合作的精神

親
近
泥
土 能知道陶土的性質

能比較出陶土和泥土的不同

能用陶土捏塑造型

能欣賞和發表每個人陶土作品特色

泥土的祕密

奇妙的泥土

泥土與小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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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由於本校屬城鎮型五十幾班的學校，除了花圃、操場、草地有泥土之外，其餘

部分大都鋪上了地磚，無法隨處亂挖，泥土可說是稀少又貧瘠，孩子在泥土上或泥土

中找到小動物的機率不高。所以若依著課本的脈絡進行，很容易淪落到紙上談兵的狀

況，再則課本的脈絡，看上去老師主導的成分較高，並非以孩子為主體，脈絡的連接

上，亦不理想，因此，我們興起了改寫的念頭。

我們從接續「和樹做朋友」單元帶入，切到親近泥土，讓孩子在學校的真實情境

下進行，接著順著孩子的興趣發展，孩子從挖泥土、研究泥土的過程中，發現了硬泥

土，看見孩子不斷在泥上寫字、作畫，後來孩子企圖把學校最硬且草木不生的花圃變

軟，本來想在上面種點什麼的，花圃卻因出現裂痕，被工友敲掉了。玩土玩上癮的孩

子，從覺得泥土很噁心開始，到意猶未盡，如今花圃消失了怎麼辦？所謂「危機就是

轉機」，碰巧綜合活動老師提起學校有沙坑，孩子非常好奇沙坑在哪裡？綜合老師告

訴他們，現在棄置在校園一角，讓孩子想一探究竟，於是孩子央求繼續探索。於是，

後來我們走到了探索沙坑這一塊，還意外成了沙畫大師，搶救了學校的沙坑，在快樂

玩沙的過程中，更深入了解沙的特性。以下是轉化後的單元架構和目標：

來玩泥沙

活動一：親近泥土
（生1-3）

1.能知道泥土提供植物生存環境。

2.能說出哪些地方能找到泥土。

3.願意親近泥土。

4.觀察泥土後，能知道如何清潔自己的雙手。

活動二：土裡乾坤
（生1-1、生4-1、生2-3）

1.透過五官，觀察泥土。

2.能將觀察到的訊息，做成記錄。

3.能根據記錄發表所觀察到的現象。

活動三：好硬的土
（生1-2、生5-1）

1.能知道加水可以讓土變軟。

2.能勇於嘗試讓土變軟。

3.能察覺泥土加水後，顏色、硬度、黏性的改變。

活動四：沙裡乾坤
（生1-1、生4-1）

2.能將觀察到的訊息，做成記錄。

1.透過五官，觀察沙子。

3.能根據記錄發表所觀察到的現象。

活動五：美麗沙畫
（生3-1）

1.能用沙子做出自己想像的造型，
培養欣賞、表現與創新的能力。

活動六：搶救沙坑
（生5-3、生5-5） 2.能協助整理沙坑，培養愛護沙坑的態度。

1.能察覺沙坑不堪使用的原因。

活動七：快樂玩沙
（生2-3、生5-5）

4.能持續愛護學校的沙坑。

3.能在乾淨安全的沙坑盡情享受玩沙的樂趣。

2.能察覺泥和沙的不同。

1.透過玩沙，更加深入探索沙子的鬆硬、乾濕、顏色和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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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脈絡已和課本完全不同，但要養成兒童主動探索的能力，透過與校園中的泥

土和沙坑的接觸，培養關懷環境的情操與態度的目標已達成。以下是整個詳盡的教學

流程及教學者對課程的觀看。

貳、教學活動與課程觀看

活動一：親近泥土（1節）

微調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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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學 目 標

1.能知道泥土提供植物生存環境。

2.能說出哪些地方能找到泥土。

3.願意親近泥土。

4.觀察泥土後，能知道如何清潔自己的雙手。

教 學 活 動 課 程 觀 看

◆引起動機：

1. 教師提問：小朋友，你知道學校的樹朋友長

在哪裡？【操場邊、球場邊、廚房邊、花

圃……】

2. 教師提問：這些地方都有一個共同點，樹才

長得出來？【都有泥土】

3.教師提問：想不想去挖泥土？【想】

◆發展活動： 實地探查

1. 教師提問：教室前花圃可以挖嗎？【不行，

花或草皮會被挖壞。】

2. 教師提問：東側門停車場空花圃可以挖嗎？

【可以。】

3. 馬上動手挖。（發現土太硬了，塑膠鏟挖不

動。）

4. 教師提問：操場週邊可以挖嗎？【可以，沒

有草皮覆蓋，土比較鬆。】

5. 開始分組進行，指導學生將泥土裝袋，留待

下節課仔細觀察。

◆綜合活動：

1. 教師指導清潔雙手，沾滿泥土的雙手和鏟

子，先在水桶裡做初步清洗，再到洗手檯清

洗雙手和鏟子，避免泥土堵塞洗手臺。

    

（找泥土）

【學生反應】

△老師！他弄到我的眼睛。

△不要拿那麼高啦！

△啊！蜘蛛！

△老師！我沒有鏟子！

△ 沒有鏟子的孩子，開始有人直接用手捧泥

土、用樹枝挖泥土、用印度橡膠樹的葉子當

鏟子……

△不要挖石頭啦！

△這裡的泥土比較軟，快點來挖。

△老師，我的雙胞胎哥哥他們班有挖到蟲耶！

【教學省思】

1. 有時老師不說話，就是最棒的教學，孩子會

彼此對話，找到最適合的學習方式，老師無

需事事都搶著教、搶著做。

2. 看起來挖土只是個很普通的事，但哪裡能

挖？哪裡好挖？用什麼挖？要怎麼挖？挖到

什麼？這一籮筐問題就可以讓孩子學習好

多。以前的我，不但挖好，還將泥土晒乾、

壓碎、過篩好，孩子能學習的只剩認識泥土

的特性而已。

    

（挖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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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土裡乾坤（2節）

微調能力指標

1-1 以五官知覺探索生活，察覺事物及環境的特性與變化。

4-1 使用合適的語彙或方式，表達對人、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2-3  察覺不同人、不同生物、不同文化各具特色，理解並尊重其歧異性，欣賞

其長處。

教 學 目 標
1.透過五官，觀察泥土。

2.能將觀察到的訊息，做成記錄。

3.能根據紀錄發表所觀察到的現象。

教 學 活 動 課 程 觀 看

◆引起動機：

1.教師提問：袋子裡全都是泥土嗎？【不是】

2. 教師提問：那袋子裡面有些什麼？【要打開

來看看。】

◆發展活動：

1. 指導孩子在觀察記錄前，做工作分配，有人

負責提土、有人帶筆、有拿記錄紙、有人拿

大張白紙、有人負責記錄等。

2. 引導孩子觀察泥土時，除了用手摸一摸之

外，還可以搓一搓、壓一壓、聞一聞。

3.開始觀察記錄。

4. 觀察記錄完畢，請孩子將泥土回收袋中，將

大張白紙資源回收，清洗鏟子和小手，將觀

察記錄紙張貼在黑板上。

5.分組上台報告。

6. 老師提問：哪一種記錄方法最好？為什麼？

【有編號的、有格子的、字要大一點、要用

深色寫、彩色的……】

7. 老師提問：哪些東西的出現很怪？【貼紙、

玻璃、鐵東西、柏油、牆壁、毛。】

8. 老師提問：那些東西從哪裡來？【應該是有

人亂丟的，或是附近掉落的。】

9. 老師提問：泥土有什麼特徵嗎？【灰灰的、

咖啡色的、軟軟的、硬硬的、冰冰的、細細

的、粉粉的、臭臭的……】

◆綜合活動：

1.請小朋友抓一些泥土出來，強調只有泥土。

2.檢視結果。

    

（觀察泥土）    

【【學生反應】

△ 看老師變成大力士，當場捏碎石頭（泥土冒

充的，孩子以為是石頭）。

△啊！是泥土。

△忽然間，每個孩子都成了大力士。

△ 有個孩子拿了一個石頭給老師，要老師也把

它捏成粉碎。老師怎麼捏也捏不碎，她暗自

竊笑。（老師也暗自竊笑，因為她已經會分

辨石頭和泥土了）

△ 老師，他一直用竹子刮泥土。（美麗沙畫機

會點）

△ 老師，你看我在泥土上寫字。（美麗沙畫機

會點）

△各組觀察結果

． 蘋果排：石頭、葉子、泥土、貼紙、玻璃、

草

． 西瓜排：玻璃、石頭、濕泥土、樹枝、小草

根、硬泥土、垃圾、柏油

．香蕉排：葉子、竹子、石頭、泥土

． 草莓排：竹子、石頭、泥土、牆壁、葉子、

樹枝

． 橘子排：濕濕的、軟軟的、刺刺的、冰冰

的、樹枝、石頭、有石頭結塊了

． 葡萄排：石頭、樹葉、乾草、樹枝、硬泥

土、鐵東西、螞蟻、毛

△ 請各組孩子抓了一把泥土檢視之時，發現有

的孩子拿來之後，還用手再搓一搓成粉狀。

（評量孩子辨識泥土的能力）

△ 筱喬偷偷跑來告訴老師，她有辦法把土變

軟，就是先把土加水，再用「鐵鏟」挖，就

可以挖起來了。（好硬的土機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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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活 動 課 程 觀 看

  

（收拾初階版）

  

（上台報告）（泥土辨識）

    

（觀察記錄初階版）

【教學省思】

1. 原只是想讓孩子充分探索泥土的特徵，沒想

到，卻意外發現課程發展「美麗沙畫」及

「好硬的土」兩個機會點，心裡好開心。

2. 孩子的觀點真的和我們好不一樣，在他們心

中一直認為彩色最美，所以記錄時也偏愛這

用彩色。但我忍住不去規定，期望他們自個

兒去發現怎樣才是最棒的記錄方式，讓自己

和別人都能很容易看清楚自己的紀錄結果。

3. 原本期待孩子說泥土是軟軟的，好區別沙子

是硬硬的，但我們卻發現泥土也有硬的。

4. 孩子在收拾整理時，各組方法不同，有的又

好又快，有的弄得亂七八糟，此時，老師如

果氣呼呼的下去幫忙，並不好，不但累壞了

自己，孩子也零學習；如果能大聲讚美做

得好的那組，引導孩子互相觀摩學習，很快

的，每一組的孩子們都收拾得好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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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好硬的土（1節）

微調能力指標
1-2 透過各種媒材進行探索活動，喚起豐富的想像力，並體驗學習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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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學 目 標
1.能知道加水可以讓土變軟。

2.能勇於嘗試讓土變軟。

3.能察覺泥土加水後，顏色、硬度、黏性的改變。

教 學 活 動 課 程 觀 看

◆引起動機：

1.教師提問：還記得學校哪裡的泥土最硬？

【東側門停車場花圃】

2.教師提問：怎樣可以使硬土變軟？【加水】

◆發展活動：

1.請小朋友帶著鏟子、杯子前往東側門停車場。

2. 未加水前，請孩子先觀察泥土的顏色，再用

鏟子挖挖看。

3. 請小朋友加水，如同先前，請孩子先觀察泥

土的顏色，再用鏟子挖挖看。

◆綜合活動：

1. 教師提問：比較加水前和加水後，泥土有

什麼不同？【加水前，泥土顏色淺，硬硬

的；加水後，泥土顏色變深，變軟了，黏黏

的。】

    

（驗證前）     （加水後）      （觀望中）

    

            （投入中）                 （驗證後）

【學生反應】

△加水後，泥土顏色變深了。

△好噁心喔！好黏喔！ 
△好像巧克力喔！

△借過，借過，我也要挖。

△拜託，借我鏟子挖挖看。

△我再去裝水。

△泥土真的變軟了。

△鏟子好難洗喔！

【教學省思】

1. 給予孩子充裕的時間玩、探索，他們就能從

中發現泥土的特性，和加水後的變化。當孩

子說出「好像巧克力」、「顏色變深了」、

「真的變軟了」、「好黏」、「鏟子好難

洗」等字眼時，我知道孩子對泥土的特性已

經更為深刻的感受了。

2. 發現班上的女孩子從觀望到投入，知道她們

也深深愛上玩泥巴了。

3. 為了讓植物能在這個荒廢的花圃生長，孩子

立刻撿拾停車場週邊的豔紫荊落花及落葉扔

進花圃裡。陸續幾天有的孩子帶種子，包括

菜子、花的種子、紅豆和綠豆，有的帶咖啡

渣，真有行動力。但人算不如天算，花圃竟

被總務處工友叔叔敲掉了，因為花圃有裂

痕，擔心有危險。



29

來
玩
泥
沙

活動四：沙裡乾坤（2節）

微調能力指標
1-1 以五官知覺探索生活，察覺事物及環境的特性與變化。

4-1 使用合適的語彙或方式，表達對人、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教 學 目 標
1.透過五官，觀察沙子。

2.能將觀察到的訊息，做成記錄。

3.能根據紀錄發表所觀察到的現象。

教 學 活 動 課 程 觀 看

◆引起動機：
1. 教師提問：綜合活動老師提過，學校的沙坑

廢棄在校園一角，你知道為什麼嗎？【不知
道】

2.教師提問：想不想去研究看看？【想】
◆發展活動：
1.教師指導探索沙坑時的注意事項。
2. 開始分組進行，指導學生將沙子裝袋，留待

觀察。
3.指導孩子分配工作，開始進行觀察記錄。
4.指導清潔雙手，沾滿沙子的雙手和鏟子。
5.分組上台報告。
6. 老師再次提問：哪一種記錄方法最好？為什

麼？【有編號的、有格子的、字要大一點、
要用深色寫、螢光色最美……】

7. 老師提問：哪些東西的出現很怪？【掃把
鬚鬚、玻璃、貼紙、磚塊、螺絲、鐵釘、
PU、垃圾、鉛筆、保麗龍、BB彈、牙籤、
柏油……。】

8. 老師提問：那些東西從哪裡來？【應該是有
人亂丟的，或是附近掉落的。】

9. 老師提問：你可以猜測出沙坑為什麼不能使
用了嗎？【太髒了、有危險物品……】

◆綜合活動：
1. 教師提問：要如何使沙坑能夠正常使用？

【把奇怪的東西清掉】
2.  教師提問：觀察完的沙要如何處理？【放回

原處。】
    

【學生反應】

△有人在挖洞、堆小山、插旗子……

△ 有人發現沙坑裡還真多東西，除了、樹枝、

樹葉、草根之外，有一塊超大的石頭，還有

BB彈、吸管……

△只是挖挖沙、摸摸沙，孩子就說好好玩哦！

△ 發現上回只有幾個人帶鏟子，這次又更多人

帶鏟子來了。

△ 有人發現沙的顏色不一樣。更深的地方，沙

的顏色比較深。

△沙裡有好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觀察記錄的用筆顏色太淺會看不見。

△ 猜測沙坑裡的怪東西太多，所以沒法子正常

使用。

△ 如果把沙坑裡的垃圾清掉，沙坑是不是就可

以正常使用了？（搶救沙坑機會點）

△ 有人在沙上寫字，有人把沙刮平，這讓我們

興起了玩沙畫的念頭。（美麗沙畫機會點）

△ 這回孩子的將沙收拾乾淨的速度更快了，看

來他們找到好方法了。先直接用雙手合攏盛

土裝入袋中，最後剩一些，直接將大白紙左

右拉起，一角對著袋子，稍微傾斜，就可到

的一乾二淨。

△ 直到清洗鏟子的時刻，孩子還有新發現，他

們說，老師挖過濕泥土的鏟子比挖過濕沙子

的鏟子要難洗。手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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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活 動 課 程 觀 看

  

（挖沙）      （觀察沙） 

    

    

（觀察記錄進階版）

    

（收拾進階版）

【教學省思】

1. 孩子玩土似乎上了癮，從覺得泥土很噁心開

始，到意猶未盡。碰巧綜合活動老師提起學

校有沙坑，孩子非常好奇沙坑在哪裡？綜合

老師說現在棄置在校園一角，更讓孩子想一

探究竟，於是孩子央求繼續探索。

2. 這次的觀察記錄跟上次比，加上編號和畫格

子的變多了。但有二組選了螢光色做記錄，

照例讓孩子自己去評估，怎樣的記錄比較清

楚。

3. 我偷偷跑去問總務主任，為什麼現在沙坑都

不拿來跳遠了？主任回答：沙量太少，跑道

壞了，沙裡有一些雜物，沙太硬，……我們

發現孩子的推測有一部分是對的。

4. 這次的活動中，我們再次找到美麗沙畫的機

會點，還觸動孩子關懷環境的情懷，讓我們

的課程走到搶救沙坑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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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五：美麗沙畫（2節）

微調能力指標 3-1 嘗試運用各種生活素材，表現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教 學 目 標 1.能用沙子做出自己想像的造型， 培養欣賞、表現與創新的能力。

教 學 活 動 課 程 觀 看

◆引起動機：
1. 教師說明：沙子放回原處前，可以進行沙畫

活動喔！
2.教師播放沙畫大師影片，讓孩子體會沙畫之美。
◆發展活動：
1. 發下每生一張彩色書面紙及一把土，請孩子

摸摸看，並說一說感覺。【冰冰的、鬆鬆散
散的、一粒一粒的……】

2. 教師提問：要如何在沙上作畫？【用尺刮、
用手撥灑、用手指畫……】

3. 鼓勵孩子發揮想像力，利用各種技巧，發揮
最大創意，做出自己的作品，並享受玩沙的
樂趣。

4.清洗用具、手，整理桌面。
◆綜合活動：
1.請孩子欣賞觀摩彼此作品。
2. 請孩子介紹自己作品，說出最喜歡哪個同學

的作品，及喜歡的原因。

    

【學生反應】

△老師，他學我。

△你看，我在沙上畫線、寫字。

△加水試試看，顏色變深了，黏不起來。

△快來拍我的。

△我還要再玩。

【教學省思】

1. 老師播放網路沙畫影片，看沙畫大師隨著音

樂，或灑，或撥，或抹，或刮，巧妙的利用

手的各種部位，創作出各種美麗的畫面。孩

子依樣畫葫蘆，大展身手起來，一幅幅小巧

可愛的沙畫不斷產出。蘋果、小狗、蝴蝶、

太陽、房子、車子、甲蟲、小花……

    

    

    

（美麗沙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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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六：搶救沙坑（2節）

微調能力指標
5-3 喜歡探討事情演變的原因，並養成對周邊訊息做適切反應的態度。

5-5 產生愛護生活環境、尊重他人與關懷生命的情懷。

教 學 目 標 1.能察覺沙坑不堪使用的原因。

2.能協助整理沙坑， 培養愛護沙坑的態度。

教 學 活 動 課 程 觀 看

◆引起動機：
1. 請孩子回憶前兩節探索沙坑時，有什麼發

現？【沙坑裡有許多奇怪的東西，有些很
髒，有些很危險……】

2. 教師提問：那該怎麼辦？【把不屬於沙坑的
東西撿拾起來】

◆發展活動：
1. 開始搶救沙坑活動，指導孩子將不屬於沙坑

的東西撿拾起來放在水桶。
2. 教師提問：在搶救的過程中，你發現了什

麼？【因為沙坑旁有榕樹、印度橡膠樹、雜
草，所以會撿拾到它們的樹枝、樹葉、氣根
或乾草等；有些人不太有公德心，都亂丟垃
圾，有吸管、瓶蓋、筷子、糖果紙等；好恐
怖，有大鋼釘、大鐵釘、鐵夾子等；有人把
沙子丟到跑道上；找不到沙坑的邊……】

◆綜合活動：
1. 教師提問：現在沙坑看起來怎麼樣了？【乾

淨多了，玩起沙來，比較舒服。】

2. 教師說明：沙坑除了可以玩沙，還可以拿來
進行跳遠運動，如果能定期撿拾樹枝樹葉，
大家能發揮公德心不要亂丟廢棄物，那樣沙
坑就不會棄置在校園一角了。

【學生反應】

△ 比較乾淨了，我們可不可以自己先來玩？

（快樂玩沙機會點）

【教學省思】

1. 玩完沙畫，將沙送回沙坑之時，不禁興起搶

救沙坑的念頭，獲得一致響應。於是這一節

我們帶了水桶、鏟子、掃把、畚斗等工具前

進沙坑，因為是孩子想做，孩子一點也不覺

得累，大家反而像挖寶一樣，挖得好快樂。

    

（搶救沙坑）     

    

（沙坑中的垃圾或危險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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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七：快樂玩沙（2節）

微調能力指標

2-3  察覺不同人、不同生物、不同文化各具特色，理解並尊重其歧異性，欣賞

其長處。

5-5 產生愛護生活環境、尊重他人與關懷生命的情懷。

教 學 目 標

1.透過玩沙，更加深入探索沙子 的鬆硬、乾溼、顏色和氣味。

2.能察覺泥和沙的不同。

3.能在乾淨安全的沙坑盡情享受玩沙的樂趣。

4.能持續愛護學校的沙坑。

教 學 活 動 課 程 觀 看

◆引起動機：
1. 沙坑經過整理之後，沙坑變得怎麼樣？【乾

淨、安全，可以放心的玩了。】
2. 你今天帶了什麼玩沙道具？【鏟子、耙子、

模型、小水桶、澆花器、挖土機……】
◆發展活動：
1.教師帶領學生來到沙坑，依自己意願自由玩沙。 
2.教師指導清洗雙手及玩沙道具。
◆綜合活動：
1. 你怎麼玩？【堆起來，挖個洞，挖水溝，加

水搓成圓，加水做城堡……】 
2.為什麼要加水？【沙子會黏在一起】
3.加水的沙子顏色有沒有改變？【變深了】
4. 回想一下，沙子和泥土加了水的感覺有什麼

不同？【沙子好像比較不黏手，乾掉之後，
拍一拍就掉了。】

5. 在乾淨的沙坑玩沙感覺怎麼樣？【好好玩
喔！】

6.願不願意一起保護學校沙坑？【願意】

【學生反應】

△耶！可以玩沙了

△ 有堆火山、有人做城堡、有人做水池、有人

挖壕溝、有人捏肉丸子、有人來來回回裝水

不嫌累……

△ 孩子玩得還不過癮，有人說，他下午放學

後，還要來玩，也有人說，假日時，他要和

家人再過來玩。

【教學省思】

1. 老師並沒說什麼，只是讓孩子盡情的玩。孩

子在玩之中發現加了水，沙子的顏色變深

了；加了水，沙子可以搓成沙球；加了水，

沙子可以塑形……就在那一刻，我看到孩子

滿足的表情。

       

    

（快樂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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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後續發展

本課程是圍繞在泥沙之中，引導孩子在主動探索中體驗發現的樂趣，滿足他們的

好奇心，讓孩子學習簡單的觀察方法，初步認識泥沙的特性；讓孩子在遊戲的過程

中，萌發對泥沙的情懷，進而願意一同愛護這塊土地。課程的脈絡是建立在孩子的生

活經驗上，孩子覺得新奇有趣的事之中；整個課程是在真實的情境之下，順著孩子

的經驗和興趣去開展，身為教師的我，所做的只是一直觀看孩子，關照著微調課綱，

尋找課程發展的機會點；不急著下指導語，讓孩子有機會彼此觀看，在不停嘗試中找

到更好的表現方式。引導孩子不斷對話，讓孩子學習表達自己的觀點，聆聽同學的看

法，產出新的想法和經驗，培養出各種生活能力。 

以前的我，似乎太雞婆了，到工地挖沙，到菜園挖泥土。將沙土晒乾，用石頭搥

一搥，拿網子、篩子過濾，把一切準備妥當。請孩子依照老師的步驟用眼、用鼻、用

手分別觀察乾的和濕的泥和沙之特性。指導孩子做泥球、沙球，分別在斜板上滾把泥

球和沙球晒乾，再觀察。準備兩杯水，一杯加入泥土，一杯加入沙子，充分攪拌，靜

置一段時間，再觀察。很認真吧！孩子在老師安排、逼迫下了解了泥和沙的特性。這

次不幫孩子了，不是我偷懶，是讓孩子有更多機會探索，把學習的機會還給孩子，在

不斷探索過程中，產生更多的「驚豔」，慢慢發現建構出自己的原理原則。

上課期間，孩子變得很忙碌，似乎也沒時間搞怪，班級經營容易了許多。孩子在

充分的觀察探索、分享對話，及彼此觀看中，生活能力慢慢的建立起來，變得更有智

慧，能清楚辨識硬泥土和小石頭的不同；在觀察紀錄、溝通合作和收拾整理的能力，

有很大的進步；在藝術表現上、愛護土地情操方面，也表現不俗喔！ 從孩子的小記

中，也發現他們也挺喜歡這次的課程喔！這也給我很大的鼓舞。

承翰說：老師帶我們去沙坑玩沙，我發現沙坑中挖到了好多鐵釘，挖完鐵釘，老

師就給我們玩沙，我們做了城堡和火山，我們玩得不想回教室。

子豪說：我們挖泥土挖到鐵釘，我發現泥土上的垃圾很多，我喜歡搶救沙坑，我

們救得很快樂，我們還在堆火山、畫沙畫等。

妍伶說：我們在泥地中，看到了一些恐怖的垃圾，讓我們覺得那片沙坑很可憐，

於是老師讓我們幫助那一片沙坑復原，我們在挖垃圾當中，好像在挖寶似的，我們挖

得好高興。……，我們能在外面邊玩邊學習，真是有趣的生活課。

意博說：我觀察到很多垃圾，還可以練習堆城堡，我可以把泥土變軟，我最開心

的是我把沙坑的垃圾全部撿起來，讓我們的地球不會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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芃萱說：我發現我們是大力士，因為我們用手一捏，就把石頭捏碎了！其實那是

硬泥土，所以像石頭，用手捏就捏碎了！我們還在教室玩沙畫，有人做出不同的模

型，真開心，我喜歡生活課，因為好好玩。

故事還沒結束，還有後續發展，我持續觀察孩子各項生活能力是否真的養成，在

一次「尋找馬利筋」的事件得到了證實，事情是這樣的，我在花圃中灑下了「馬利

筋」的種子，但卻被工友誤以為也是雜草，給拔掉了，在及時搶回了那些雜草之後，

靈機一動，請孩子幫忙找出馬利筋，孩子透過網路上的圖片中，知道了馬利筋的特

色，成功找到了馬利筋，由此，我知道孩子的辨識能力還在，如今馬利筋已長到七、

八十公分高了，開出了極有特色的花（圖一）。而孩子的記錄能力也更精進了，在一

次討論各場合應注意的禮儀時，孩子知道用深色的筆，條列式並加上編號來呈現討論

的結果（圖三）；更懂得利用溝通合作來解決「搶陀螺」的問題，他們嘗試利用教室

或家中現有的東西，當作陀螺的替代品，他們研發各種玩陀螺的方法及遊戲，邊玩邊

修正遊戲規則，我們還因此發展了一個「陀螺的異想世界」的課程呢（圖二）！還有

當孩子得知本班所分配的外掃區域是離教室最遠的沙坑時，竟然是高聲歡呼，搶著要

去做這份工作，一點也不嫌遠，讓我可以利用這點，作為表現好的獎勵。從這些種

種，我知道，孩子的生活能力持續發展之中。

          

（圖一）         （圖三）

          

（圖二）    

肆、語文融入生活課程教學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修訂說明中曾提及：「帶

得走的諸多能力中，語文能力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環，更是一切學科的學習的工

具。」我們發現果真如此，在每個活動的一次次對話中，孩子的聆聽和表達能力似乎

更厲害些了；在幾次觀察紀錄和發表的活動中，孩子寫和說的能力亦有所進步；課程

結束後，孩子因內心有所感動，寫起小日記也就不覺的困難，寫作的能力也一點一滴

的精進，我們看見語文教學就這樣自然而然的落實在生活課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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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評述

「玩泥沙」是學生探索校園的重要素材之一，無論是泥土地或是沙坑，都

可以讓學生一玩再玩，不厭煩。有別於在教室內像實驗般的觀察泥沙，在親近泥

沙的同時，學生會發現泥土和沙子的差異，也會發現植物牢牢抓住泥土，會搜尋

到小動物的行蹤，進而覺察到泥沙和植物及動物的關係，處處充滿驚奇和想像；

主題教學「來玩泥沙」的特色：教學者提供學生親近泥沙的學習情境，增進學生

的學生樂趣，並從學生的對話中尋找下一個學習的線索；善用學校內的特殊場

域，引發學生解決問題的動機，學習更投入；教學活動「美麗沙畫」亦提供學生

豐厚的美感經驗；學生在教學者的細心帶領下，生活課程成為他們的最愛，這樣

飽足的能量，亦讓教學者有勇氣肩負起生活課程的教學輔導工作。

此案例中，教學者提供學生提升探索能力的挖土行動，並透由觀察與觸

摸，感受泥土的質地，校園花圃的硬土地，更提供學生實作的在地經驗，加水

鬆土後的學習情境，自然而然的引出學生的問題意識：這些土可以做什麼？有

機會繼續延展順暢的學習脈絡，然而學校突如其來的環境改變，教學者展開新

的學習脈絡，觀察起沙子，開啟教學者的創意行動，美麗沙畫及拯救沙坑都提

供學生學習的成功經驗，充分展現學生多元「表現」的生活能力，唯需留意活

動間的經驗串流。

在教學者厚實的實踐經驗下，可思考是否同時保留泥土和沙子兩種素材進

行教學，並藉由探索泥沙的過程，試著與動植物做連結，相信可更體現此案例

之教學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