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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發展

生活課程輔導群在課程實踐㆖的成果
秦葆琦／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副研究員

㆒、前言

生活課程是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

中，將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與人文

整合而成的一門新課程，在小學一、二年級

教學。生活課程既包含三個領域的內容，又

要將其加以統整，在九年一貫的實施中，無

論教科書編輯（秦葆琦，2009）或教師教
學，都是難度較高的一門課。

若從生活課程的性質來看，無論社會、

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與人文，均強調與「

生活環境」的密切關連：

在社會領域的基本理念中，將人的環境

廣義的界定為自然的物理環境（如山、川、

平原等）、人造的物質環境（如漁獵、游

牧、農耕所使用的工具，商業用的貨幣、工

業用的機器設備、交通用的車子、輪船等）、

人造的社會環境（如家庭、學校、社區、國

家等組織以及政治、法律、教育等制度）、

自我（如反省與表達）與超自然的精神環境

（如哲學、宗教、道德、藝術等）（教育部，

2003a：19），就一、二年級的學生而言，就
是指其生活的家庭、學校、社區範圍中的自

然環境、物質環境、社會環境和精神環境。

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基本理念中，

他是一種實作或經由實地觀察、實驗等活動，

即經由「實作活動去體驗」的方式來學習的。

自然現象或科技運用發生在生活四周，與生

活息息相關，是一種可立即應用於生活的知

識。亦說明了與生活環境的密不可分。

在藝術與人文領域的基本理念中，則強

調藝術源於生活，生活是一切文化滋長的泉

源，因此藝術教育應該提供學生機會探索生

活環境中的人事與景物；觀賞與談論環境中

各類藝術品、器物及自然景物；運用感官、

知覺和情感，辨識藝術的特質，建構意義；

訪問藝術工作者；了解時代、文化、社會、

生活與藝術的關係；也要提供學生親身參與

探究各者藝術的表現技巧，鼓勵他們依據個

人經驗及想像，發展創作靈感，再加以推敲

和練習，學習創作發表，豐富生活與心靈（

教育部，2003b：19）。亦揭示了藝術與生活
密不可分的性質。

從上述生活課程所包含的三個領域基本

理念中，可以清楚了解生活課程就是一門以

兒童生活環境中的人、事、物作為教學內

容，透過不同學科的學習方法，來達到科學

求真、人際和善以及藝術美感的課程。

在生活課程的97課綱中，也特別強調生
活課程是「以兒童為主體、以生活為整體的

統整課程」（吳璧純，2009：416），因此提
供兒童在真實生活脈絡中學習的機會，是一

件非常重要的事。

然而在生活課程的實際教學中，大多數

老師都以教科書為主要的教學依據，但教科

書受限於篇幅，所選用的圖片多半無法符合

每一所學校的生活環境，如果教師忽略了兒

童生活環境與教科書內容有差異的事實，照

本宣科的結果，必使兒童的學習與其生活無

法密切配合，設置生活課程的美意也就無法

真正落實了。

㆓、從㆗央到㆞方的課程實踐

成果

教育部課程與教學推動小組—生活課程

輔導群有鑑於此，數年來持續辦理相關研

習，邀請輔導群的委員陪伴各縣市的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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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鼓勵輔導員從兒童的生活環境取材，將

教科書的內容進行在地的轉化，進行多元活

潑的教學設計與實踐，並將這些成果編印成

冊，以利縣市輔導團將生活課程的理念，推

廣到學校去。2006年至今，生活課程所累積
的課程實踐成果已有四本出版品，是非常豐

碩的，本文將簡單的介紹這四本出版品，以

了解輔導群在生活課程實踐上所做的努力。

（一）生活課程教學經驗與教學示例

這是經過工作坊中輔導群委員和教學設

計者深度的對談，並由教師在課堂上實踐

後，有六件作品在研討會中發表分享，另有

四件作品當時尚未經過教學，本書於2006年
出版，這十個教學設計分別是：

1.在生活課程中看見孩子—關於一個教
師教育的理念和轉變（新竹市李佳穎）

2.讓「感覺」自在飛翔—生氣篇（台東
縣林正文）

3.城堡裡的彩色小精靈（新竹市徐美玉）
4.「聲」入「潛」出（新竹市蔡宜蓁、
李玉真）

5.我們的好朋友綠精靈（台中縣陳淨宜）
6.天涼好個秋（台南市王琬婷、王美芳、
翁穎亨）

7.玩具狂想曲（嘉義縣陳麗蘭）
8.埔南社區的黃金傳奇（彰化縣陳宜青、
陳秀碧）

9.大紅柿子高高掛（台東縣蘇嘉微）
10.我的樹（台中縣曾瓊慧）
這十個教學設計，都是以兒童生活環境

中的素材進行教科書轉化的例子，內容包括

植物、季節、聲音、感覺、玩具和社區，其

中前六個示例經過老師們實際的教學，除了

紀錄學生上課的表現外，還有教師們的教學

省思，對於學生反應不如預期和未來可改進

之處，多所著墨，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二）終於我們有了自己的故事—重新看見

生活課程（中央團張仙怡、李佳穎、

林正文）

2007年出版，其中包含兩個利用生活環
境的素材進行教學的示例：

1.主題教學：以「校園尋寶」為例
2.應用創造思考解決問題教學模式：以
「和風作朋友」為例

這是中央團教師針對生活課程的理論基

礎、特色及意涵所做的資料蒐集、訪談與整

理，並以實際的教學加以落實，充分顯示中

央團教師對生活課程所投注的心力及企圖心，

對於教師的課程實踐，具有重要的示範作用。

（三）生活魔法師成果集

這是兩次「生活魔法師工作坊」的研習

成果彙編，於2008年出版，共有十四個教學
示例：

1.喂！小螞蟻（台北縣陳春秀）
2.大蟻公（苗栗縣阮元斌）
3.種子的祕密（基隆市董惠萍）
4.美麗的小花（彰化縣陳秀碧）
5.我愛雞蛋花（高雄縣游貴花）
6.葉綠樹（新竹市蔡宜蓁）
7.稻米與生活（宜蘭縣吳明素）
8.看千變萬化的雲（新竹市李玉真）
9.雲和雨（南投縣張淑慎、劉如純、夏
綠茵）

10.社區好好玩（基隆市鄧婷尹）
11.我是大頭家（金門縣李佳穎、翁雪
芬）

12.垃圾變黃金（桃園縣郭麗芬）
13.垃圾＝黃金？！（台北市張珊華）
14.感恩的祭典〜媽祖大拜拜（彰化縣
賴亞倫）

以上十四個教學示例，全部是依據課程

綱要微調的精神，從學校或社區等生活環境

中取材，所進行的實作案例，無論雲、雨、

植物、昆蟲、社區、垃圾處理或是祭典，都

能從兒童的興趣出發，進行探索、體驗、欣

賞和表現，終而培養兒童追求真善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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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每一個案例都在最後附上輔導群委員

的整體評述，說明此教學設計特別之處，並

對未來的實踐，提出具體的改進建議。

（四）生活課程在地化教學示例

生活課程輔導群在2007年6月，邀集24
縣市（當時連江縣尚未成團）的生活課程輔

導團，以六個小型策略聯盟的運作，鼓勵輔

導員以其所在的學校為範圍，選擇與兒童生

活貼近的素材，進行統整三個領域的在地化

教學設計，期待在輔導員的帶頭示範作用

下，呈現生活課程的真實樣貌。

2007年12月共有22個縣市輔導團，完成
了他們的在地化教學設計試教，進行發表，

並在2008年集結出版「生活課程在地化教學
示例」一書，成果更加豐碩。這22個教學示
例是：

1.大家一起來找茶（南投縣張淑慎、劉
如純）

2.來去新竹甲米粉（新竹市彭麗玲）
3.稻草人的呢喃（嘉義縣劉綺）
4.天氣便冷了（台中市謝青屏）
5.和阿公去旅行（台南縣蘇睿琪）
6.後壁婆的故事（高雄縣劉春美）
7.社區風情田寮社區向前行（基隆市吳
玲菲） 

8.春天的花朵（宜蘭縣吳明素）
9.發現新天地（雲林縣顏小如）
10.衣化生活（台北市林癸伶、林芳瑛）
11.襪娃國襪娃兵（彰化縣賴亞倫）
12.健康向前行—早餐吃了沒？（高雄
市林佳靜）

13.柚見秋意（苗栗縣生活課程輔導團、
王美娟）

14.校園探險家（屏東縣柯惠青）
15.綠色小農夫（台南市李怡真）
16.博陶洶湧（嘉義市楊雅棻）
17.奇妙的聲音（台北縣生活課程輔導
團）

18.七星潭特「調」（花蓮縣陳玲）
19.竹子的祕密（台中縣生活課程輔導
團）

20.六家●蹓〜佳！（新竹縣范靜玉）
21.PAIWAN我的家（台東縣張靜芳）
22.北二高在我腳下（桃園縣郭麗芬）
這二十二個教學示例，大致可以歸納為

校園探索、社區踏查、在地環境和在地產業

等四個類別，在各縣市輔導團員同心協力的

努力下，展現了豐富多元的面貌。輔導員們

在這樣的教學設計與運作過程中，除了增進

課程與教學設計專業知能外，更有機會深入

思考自己對生活課程的覺知，並從教學實踐

的歷程中，更了解微調課綱落實與推廣的方

向，增強了輔導和推廣的信心。

㆔、從㆞方到㈻校的課程實踐

成果

由縣市輔導團員設計的在地化示例，讓

輔導員們深刻體會生活課程豐富的內涵，需

透過教師對自己責任的知覺，並採取適當的

行動，才能引發兒童學習的興趣，達到生活

課程的目標。於是部分輔導團乃將此在地化

教學設計的理念，向其縣市的老師們推廣，

在2009年的精進課堂教學計畫中，規劃教師
研習，辦理各校之教學設計徵選，期能下向

紮根，讓每一所學校的生活課程老師們，都

能了解生活課程的精神與特色，並將之落實

在課堂的教學中。例如台中市徵選得到21件
作品，澎湖縣徵選得到33件作品，嘉義縣也
徵選了60多件作品，而宜蘭縣的徵稿將在10
月23日截止，這些都是地方輔導團對學校推
廣所做的努力，對於生活課程理念的實踐，

必可逐漸累積成果，值得肯定。

㆕、未來從㆗央到㆞方的努力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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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了三年多的努力，生活課程輔導群

從中央到地方、地方到學校的課程推廣，雖

已獲得初步的成果，但是輔導群的委員們，

仍集思廣益，細心規劃各項主題研究、工作

坊、研習和增能成長，期能將輔導群、小型

策略聯盟和縣市輔導團的任務與目標，加以

縱向與橫向的聯繫（生活課程輔導群98學年
度第一次諮詢委員會議紀錄）：

（一）輔導群：以課程綱要的論述和案例教

學的研發為重點

（二）小型策略聯盟：以課程綱要的論述和

教科書轉化的課程實踐為重點

（三）縣市輔導團：在課程綱要的基礎上，可

以進行教科書的轉化、自編在地化教

材、教學策略的研討、多元評量的研

發等不同方向的發展，並向學校推廣。

從98學年度到100學年度微調課綱正式

實施，只剩不到兩年的時間，輔導群期待能

將課綱的理念與教學的實踐，從中央推廣到

各縣市輔導團，進而推廣到大部分的學校，

發揮落實生活課程精神與特色的功能。

㈤、結語

生活課程的課程實踐是一個持續不斷的

歷程，透過輔導群的規劃與運作，帶動縣市

輔導團的共同參與，進而落實到各所學校，

經過2006年到2009年的努力，已得到初步的
成果。未來對於課程綱要的論述和案例教學

的研發，以及教科書的轉化、自編在地化教

材、教學策略的研討、多元評量的研發等，

仍須從中央到地方進行縱向與橫向的聯繫與

配合，使課程的實踐得以確實落實到每一位

老師的教學中，才能實現真善美的兒童生活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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