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美樺*

引⾔

　　每年冬季，愈冷愈開花的梅，就像客家⼈的硬頸精神，在經歷⼀番寒徹骨後，雪⽩的梅花⼀朵朵在枝頭綻放，

偶爾的晨間⼩雨，頑⽪地滴掛在嬌俏的梅花上，倒映出⼀整排的校舍。春季來臨時，梅梢結出豐碩果實，有的鮮翠

欲滴、有的胭脂粉嫩，沉甸甸的掛在枝頭，此時，是孩⼦們最開⼼時候，也拉開新成釀梅的序曲。

　　位於臺中市東勢區新成國⼩，校園內有⼀排樹齡20多年的美麗梅樹，這是新成的梅林⼤道。我們透過校本課程

的發展、實踐與反思，以素養為導向，在⾃發、互動、共好的課綱願景之下，⼀步⼀步落實到⽣活情境中，培養孩

⼦愛美⼒、關懷⼒、⽣活⼒與跨界⼒，型塑新成「梅香書客」。

壹、我們的孩⼦

　　新成學區的孩⼦來⾃上城、下城以及詒福⾥，屬於客家⼤埔腔的重點發展地區。社區周圍為丘陵地形，有許多

的果園，老⼀輩多以栽種⽔果為業，年輕⼀代則⼤多到外地⼯作，孩⼦們擁有著⼗分純樸的個性。

　　但也因地處偏鄉，除了每⼀⾥的信仰中⼼：東興宮、和興宮、濟安宮以及鄰近社區活動中⼼之外，商店、菜

⾞、⾨⼝⼀擺的早餐店與菜攤，就成了⼈們活動交流與聚集的⽇常。道路上來往的⾞輛也不多，固定班次的公⾞，

是社區⼈們往返的輸送帶。孩⼦們鮮少跨出東勢區，因此保留了更多可耕耘的在地因⼦，以及可開發的跨界因⼦。

⼀、學⽣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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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盤點種種因⼦後，決定以愛美⼒、關懷⼒、⽣活⼒、跨界⼒四個核⼼素養發展出新成國⼩學⽣圖像，在藝

術老師的協助下，繪製了以下圖像（圖1），並從其意涵發展課程主軸：

愛美⼒：從⽣活中啟動學⽣美感經驗，培養學⽣感知⽣活的美感素養。

關懷⼒：在⽇常活動中涵養學⽣品格，培養學⽣關懷、利他與公⺠的素養。

⽣活⼒：以閱讀、梅⼦、運動為內涵，發展學⽣⼼智體能，培養學⽣⽣活素養。

跨界⼒：立基客家，以旅⾏、創客及社區踏查，培養學⽣跨出界線的勇氣與素養。

⼆、家族混齡

　　新成家族是我們在發展課程中的⼀個重⼤收穫。在⼀次邀請綜合活動輔導員到校陪伴的過程中，輔導員提及帶

⼩六孩⼦照顧⼩⼀孩⼦的⼤⼿牽⼩⼿課程，觸動了新成教學團隊，也啟動了新成家族的第⼀步。

　　從⼀開始的發想，將全校學⽣混齡編入每⼀個家族，我們堅持每⼀家族都必須有各年級的孩⼦，親兄弟姊妹則

須避免編在同⼀家族。接著進⾏家族命名，由六年級孩⼦擔任家族⻑，並且邀請級任及科任老師擔任家族指導老

師。雛形慢慢建構起來後，學校開始舉辦家族活動，如：食農教育、跑跑科博、體育競賽、植樹節、採梅季、美感

步道以及樓梯彩繪……等，都是以家族進⾏的精彩實例。

　　家族制度⽬前已經進入第三年，也正好搭上12年國教校訂課程的列⾞，新成教學團隊的師⻑們準備將家族系統

納入正式的彈性學習課程中，學校就是像是⼤家庭，孩⼦們在家族中，找到歸屬、找到彼此照應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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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願景 Let Children be Themselves

核⼼理念

（108微調）
美⼒⾃信 溫馨達禮 知書健康 樂創恆毅  

課程意象 梅 香 書 客  

本校課程

核⼼素養

愛美⼒ 關懷⼒ ⽣活⼒ 跨界⼒  

對應12年國

教總綱⾯向
B溝通互動 C社會參與

A⾃主⾏動

C社會參與

A⾃主⾏動

B溝通互動

C社會參與

 

對應12年

國教總綱核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

養

B1符號運⽤與溝通表

達

C1道德實踐與公⺠意

識

A1⾝⼼素質與⾃我精進

C2⼈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A3規劃執⾏與創新應

變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

題

 

貳、我們的課程

　　在九年⼀貫課程中，我們發展了閱讀、英語與資訊的彈性時數，採梅⼦的部分停留在活動，這些均尚未形成課

程。

　　藉由此次課程發展，將學⽣圖像確立之後，我們開始著⼿進⾏校本課程地圖的討論。新成國⼩是通過臺中市校

務評鑑五優的學校，擁有很扎實的基礎。我們盤點了學校的資源與優劣勢分析，重新整合學校課程發展願景為「Let

Children be Themselves」，並將美⼒⾃信、溫馨達禮、知書健康、樂創恆毅構築為學校發展的核⼼理念。

⼀、繪製課程地圖

　　在核⼼理念下，我們將學⽣的四個核⼼能⼒開展出四⼤意象「梅」、「香」、「書」、「客」，其意義與內涵

分述如表1：

 表1

 新成國⼩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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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

養

C3多元文化創新與國

際理解

課程主軸 梅風雅韻展⻑才 梅⼤梅⼩溫馨成 梅開眼笑好健康 梅邊梅際鄉⼟情  

學習內容

1.新成笛精靈

2.梅友繪本

3.舞梅弄墨

4.梅⼒四射

1.幼老共學

2.社區服務

3.三好校園

4.新橋⼼橋

1.閱讀悅讀

2.SH150

3.脆梅製作與品嘗

4.梅⼦成⻑書紀觀

5.醃梅觀察家

1.新成⼩梅愛上客

2.⼩梅⼦旅⾏

3.⼩梅⼦畢業旅⾏

4.耆老說故事

5.客客社團（客語

+創客）

 

學習展現

梅香書客成年禮—

班經動態表演/畢業

典禮/美展

新成有品—

節慶/關懷據點/社

區服務/刊物

新成家族—

校慶/採梅/食農/運

動競賽

新成⼩梅—

社區踏查/⾃助旅

⾏/

 

基礎養分 知書—領域扎根、學習扶助、多元課照、多元社團

 

⼆、初嘗跨域課程實踐精彩三例

（⼀）梅友繪本

　　此教學活動年級為四年級，運⽤國語文⼆節以及藝術與⼈文八節共⼗節，符應學⽣圖像為「梅—愛美⼒」，課

程主軸為「梅風雅韻展⻑才」，梅友繪本也在優質樂學策略聯盟的規劃下，登上東勢區⼾政事務所展出，以下是教

學團隊之教學設計與反思：

【教學⽬標】

  1.能了解並分享採梅的過程。

  2.能與同學合作創作出繪本的文字內容。

  3.能與同學合作創作出繪本的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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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素材】

  梅樹、簡報

【教學簡要流程】

1.進入梅⼦成熟季節，參與採梅過程。

2.⼝頭發表採梅過程中印象深刻的⼈、事、物。

3.將討論內容寫成短文。

4.發表個⼈短文創作，並欣賞他⼈短文創作。

5.欣賞繪本─學習繪本⼤師們的創作⽅式。

6.將⼩短文畫成繪本。

7.學習如何裝訂繪本，並完成⼀本繪本。

【教學評量⽅式】

分享短文與繪本

【教學省思】

1.寫作時較容易出現流⽔帳式的內容，可在採梅前事先引導寫作⽅式，幫助孩⼦注意各種細節的事情。

2.繪本創作時，圖畫編排美感較不易呈現，可嘗試剪貼⽅式。

【教學照片紀錄】

（⼆）醃梅觀察家

　　此教學活動年級為五年級，運⽤綜合活動與彈性時數共六節，並結合⾃然教師共備，符應學⽣圖像為「書—⽣

活⼒」，課程主軸為「梅開眼笑好健康」，以下是教學團隊之教學設計與反思：

【教學⽬標】

1.透過⼩組學習合作模式，學⽣能共同討論與醃梅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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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透過評選活動，學習歸納出各種醃梅的最佳製作⽅式及賞味期。

3.透過省思活動，引導學⽣思考成功或失敗的經驗，並分享收穫與感想。

【教學素材】

梅⼦、評分表

【教學簡要流程】

1.梅來醃趣：分組蒐集醃梅的⽅法。（綜合活動1節）

2.醃梅⼤集合：⼩組討論決定製作的⽅式（過程履歷的紀錄）及⼝味。（綜合活動1節）

3.醃梅實作：全校採梅活動後，開始實作。（彈性3節）

4.醃梅知多少：整個教學活動的回饋分享（綜合活動1節）

【教學評量⽅式】

1.觀察評量：觀察兒童參與學習活動的表現。

2.⼝頭發表：發表經驗分享的表現。

3.學習單

【教學省思】

1.梅來醃趣：

（1）藉由公開課，邀請教師同仁⼀起參加備課及議課，使課程設計及實施可以順利。

（2）分組討論成效佳，學⽣上台報告⼤⽅不怯場。

（3）有⼀位同學不敢吃，引導他⽤另⼀個⽅法完成，使其有參與感。

（4）引導學⽣形容梅的滋味很成功，學⽣的表達都很具體，有美食當家的意味。

（5）學⽣上台報告，⼀開始忘了注意事項，提醒後就表現得很好。

（6）學⽣在預測醃梅的⽅法時，使⽤「⼀段時間」很抽象的形容詞，教學者再提問：「請問⼀段時間是幾天？或

幾⼩時？」，幫助學⽣澄清時間的具體性。

（7）提供畫⾯給學⽣：有看過曬梅⼦的畫⾯嗎？有聽過醃梅⼦之前梅⼦要⽤熱⽔燙過嗎？為什麼他們會⽤這樣的

⽅法？提起學⽣好奇⼼，可以蒐集更多元的⽅法。

2.醃梅⼤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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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彙整⼩朋友蒐集的資訊後，分成三組：阿嬤組、網路組、叩叩豬組。⼩朋友分組進⾏，很能從實際體驗中，發

現失敗與進步的關鍵。

3.醃梅實作：

（1）謝謝廷浩阿嬤特別協助指導其中的⼀組，還⽀援器具及材料，最重要的是提供珍貴的家事秘訣法寶，免去我

們還要找⽯頭的⿇煩事情呢！

（2）到底最後是哪個組最厲害？哪個⼝味最受歡迎呢？哇！要半年後才會有答案唷！

（3）不論孩⼦多⼤年紀，都會偷吃鹽，⽽且吃得津津有味！  

【教學照片紀錄】

 （三）梅⼒四射

　　此教學活動年級為六年級，運⽤綜合活動、社會與彈性時數共八節，並結合校慶活動，符應學⽣圖像為「梅—

愛美⼒」，課程主軸為「梅風雅韻展⻑才」，以下是教學團隊之教學設計與反思：

【教學⽬標】

1.探究⽣產⽬的（利潤）的影響原因與因應⽅法及各項消費進⾏價值判斷與選擇。

2.透過⼩組學習合作模式，學⽣能共同討論梅⼦⾏銷⽅式並實際進⾏操作練習。

3.透過省思活動，分享收穫與感想。

【教學素材】

梅⼦、教學簡報

【教學簡要流程】

1.梅⼦產品的⾏銷（社會1節）（10/8）

2.梅⼦廣告包裝設計+公益活動。（綜合活動2節）（10/24）

3.梅⼦產品製作（綜合活動2節）（11/21）

4.⾏銷活動。（彈性1節）（11/21）

5.銷售練習（結合37週年校慶） （彈性1節）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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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省思活動。（綜合活動1節） （12/03-12/07）

【教學評量⽅式】

實作（⾏銷成效）、分組⼝頭討論

【教學省思】

1.三位老師透過公開課的⽅式將「梅⼒四射」課程設計完成，並實際運作⼀次的感覺還蠻棒的！

2.是否讓學⽣討論「銷售新成梅的價值」，於課程設計時就很掙扎，擔⼼無法拉回「代表新成國⼩做公益」。後

來，學⽣的討論中，有「做愛⼼」的答案，讓我安⼼不少，也深深覺得學校⼀直努⼒帶孩⼦回餽社會的觀念，已深

植學⽣⼼中。

3.此校本課程架構完整，唯細節處，例如：引導影片的選擇、討論議題的進⾏⽅式，梅⼦產品的製作細節（SOP）

等等可再加以調整。

【教學照片紀錄】

 三、校本課程實踐歷程

　　在108課綱開跑之前，我們已經進⾏了兩年的課程的校訂課程討論，我們選定校園中的⼀排梅樹，決定以

「梅」為發展主題。教學團隊們在這段期間透過對話、專家帶領、群體共備，逐漸組織課程地圖，再由地圖中發展

出教學模組，實際教學實踐與反思，以下是我們課程發展的分期：

（⼀）盤整期：

　　以105學年度為跨度，我們盤整了學校既有資源、硬體設備、社區文化、過去的課程與教學、學校師資、社區

家⻑與學⽣特質等等，從「看⾒新成」出發，這是我們故事的起點。

   ⼀個純樸的客家庄

        ⼀所充滿綠意的迷你⼩學

                   ⼀群對教育有夢的教師

                         和每⼀個孩⼦相遇的故事

（⼆）發展期：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脈動電子期刊 
2019年09月,第19期

我們在偏鄉‧跨域混齡─新成「梅香書客」校本課程發展歷程與反思

8



　　106學年度起，我們開始轉化學校願景，將原本的「知書達禮、溫馨安全」逐步轉型為「梅香書客」的學⽣意

象，再由意象中發展出四個核⼼素養與主軸課程。在過程中我們不斷對話、討論，也邀請專家陪伴，讓新成故事⻑

出⾎⾁與情感。

（三）實踐期：

　　107學年度是新成教學團隊課程發展的重要時期，這段期間我們實踐了上⼀學年度發展的教學⽅案，進⾏分享

與反思，教學團隊中有了領域與領域之間的合作，師⻑們不再單打獨鬥。

　　除此之外，108課綱的實施預備也在這個時期上路了。我們將課程地圖繪製成型，引進素養導向的概念，也參

加了客語校訂課程的試辦，先以⼀年級作為發展重點，教學團隊在專家的引導與社群對話中，形成課程核⼼⼩組，

逐漸對焦彈性（校訂）學習課程。

　　此時，學校社群也開始嘗試發展新型態的教學模組，為教學團隊再注入新能量。

（四）調整與穩定發展期：

　　108學年度起，我們預定每學年末安排課程分享與反思會，進⾏課程討論微調，以利來年調整與發展。

　　經歷這三年來的課程發展，教學團隊的成⻑與成果都⼗分豐碩；不過，我們也有過許多的遲疑、理念不同、腳

步不⼀與負荷過重的時候，在課程發展與團隊整合的這條路上，曾經的跌跌撞撞，都將成為我們的養分，持續為孩

⼦們⽽努⼒。

參、我們的教師

　　新成國⼩教師群不⼤，全體教師⼤約13⼈，平常研習時，⼤多由學校安排主題，全校⼀起成⻑，107學年度，

我們嘗試展開教師社群發展，企圖激發教師熱忱與對課程的創發。

⼀、教師社群發展

　　我們試著由校內教師分⼆群發展共備群組，並且在整個學年度的週三進修時間裡，為社群保留了六次的群組時

間，讓社群可以進⾏討論與成⻑。

　　在這六次的社群發展中，⽬標以學校課程地圖為主要脈絡，創新發展，並做出簡易課程模組，進⾏課程實踐與

反思，在最後⼀次社群時間裡進⾏分享。

⼆、 課程實踐與分享

（⼀）跑跑科博

　　移動教室社群跨出學校範圍，將孩⼦由東勢移動到市中⼼的科博館，以科博館為課程實施場域，由社群教師依

科博館主題設計課程，計有：中國農業、神秘⼤洋洲、豬事⼤吉、古代⼈說故事以及六上總複習等。以學⽣為主的

設計概念，並以家族混齡的⽅式進⾏，讓孩⼦⾃⼰賺午餐點數，也在過程中學習「由⼤帶⼩、⼩尊重⼤」的合作模

式。

　　在課程實施前，教學端社群教師透過共備、場勘規劃，⾏政端則協助相關⾏政流程，讓課程順利進⾏。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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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全新的概念，以往在新成沒有過。因此跨域的整合、外部資源的配合與內部流程的調整，都是我們很⼤的挑戰！

但社群教師秉持著教學的狂熱，為開拓孩⼦學習視⾓⽽努⼒，教學反思充滿熱情（如圖3），這也是我們未來發展

創新課程⼀個重要的⾥程碑。

圖3.跑跑科博教師社群的反思與檢討

（⼆）食農、在地、環境

　　頭汴⾓的芬多精社群⼀開始由社區健⾏步道發想，這是我們以前新成國⼩孩⼦們遠⾜的路線，也可以說是新成

秘境。秘境中有許多化⽯、臺灣原⽣種，結合特⽣中⼼的課程，讓孩⼦們學習製作校園地圖、⻑葉茅膏菜的復育與

植物標本製作。

　　社群也發展了食農教育。教師群在校園洗⼿台改造的快樂農園裡，和孩⼦們共議，栽種了食蟲植物以及各種的

蔬菜，運⽤這些蔬菜，製作了豬籠草蒸飯、客家淡菜⾁丸，不僅新奇有趣，更拉近班級情感與開創家庭話題！

　　在地部分則發展了東興宮踏查、家鄉巡禮以及新成⼩梅愛上「客」的模組，活動性的課程，讓學業上較慢的孩

⼦獲得了很⼤的成就感，⽽社群教師也發展了「愛護地球」的實踐課程，帶領孩⼦實地到社區撿拾垃圾，並發展了

愛地球⾏動卡的連署活動，最後孩⼦的回饋，願意為環境做的0.1，可能改變20年後的上城（如圖4），讓老師感動

不已！

圖4.頭汴⾓教師社群的反思與檢討

三、發展反思—從Me到We的感動

　　偏鄉⼩校要發展教師社群⼗分有難度，因為⼈數少，通常只能有⼀個社群。再加上社群申請與成果報表有許多

文書作業，令⼈望之卻步。我們為⿎勵教師發展社群，第⼀步先解開社群報上級的成果壓⼒與⼈數限制，第⼆步將

時間安排出來，第三步則由社群發展課程模組與實踐，最後⼀步則為分享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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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的第⼀步總是比較辛苦，社群課程的時間需要多⾯向的整合，這考驗著學校團隊；⽽另⼀個⾯向則是創新

之後的延續，如何讓這把燃起的教學之火持續燃燒，也考驗著教師群。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彼此⼿拉著⼿，在前進

中，互相欣賞，領略從『⼼』的教學風景！

肆、結語—偏鄉課程發展的反思

　　在偏鄉發展課程，有其限制性，也有其開創性。這樣的特殊性來⾃於學校團隊的編制、所處地區、文化與組織

氣氛等，若能透過課程的整體發展，將其限制性轉化為開創性，將能⾛出⼀段不同的教育風景。以下是我們發展過

程所得到的省思：

⼀、以⼩搏⼤

　　偏鄉學校通常組織屬於⼩班⼩校，傳導神經相對來說，可以⼗分敏捷有效。因此較能快速的凝聚課程共識，進

⾏全⾯性的互動溝通，進⽽發揮⼤成效。

⼆、在域中突破

　　偏鄉學校地處偏遠，但文化刺激不⾜不應該是宿命，⽽應視為域中突破點。因著其地區特性的在地因⼦，⼤膽

嘗試跨領域⽅案、混齡家族，由偏遠地區前進市中⼼乃⾄其他城市，醞釀新成⼩梅的跨界⼒。

三、讓創新成為價值

　　當創新與突破能成為價值，那麼就形成了意義。課程為誰⽽作？課程為誰⽽存在？⾝為課程發展團隊的每⼀個

⼈，都應該能感受到其存在意義。這樣的課程風景，讓來⾃臺中市東勢區新成國⼩的教師團隊與梅香書客告訴您！

感謝新成國⼩團隊每⼀位教師認真投入的⾝影！

* 黃美樺，臺中市東勢區新成國⺠⼩學校⻑

電⼦郵件：mayhuang991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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