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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一場令人　　　	的教學挑戰˙再次看見教室外
學習的脈動

這次課程的生成來自醞釀許久的想法，基隆團夥伴們再次聚

焦對話、彼此合作，構築協同學習的「同僚性」，從教科書的窠

臼跳脫出來（認識校園植物單元），從孩子的生活經驗出發，在

真實情境的脈絡下（深美校園植物的豐富樣貌），透由問題意識

的建立（如何介紹別人看見深美的美），將孩子的學習經驗做層

次性的堆疊，以提升孩子的生活能力為主要教學目標所設計的課程方案，在拓展孩子多

面向意義的同時，也嘗試運用不同的評量方式，檢視孩子的學習成效，企圖藉以看見孩

子的發展與成長。在課程實踐的歷程裡，師生間的初次接觸（跨校教學）、課程內容的

檢討修正（行動－反思－調整）、教學脈絡的掌握、學習共同體教學策略的實踐、有效

教學的檢視、評量基準的討論等，種種的教學挑戰，產生了許多特別的          ，得以再

次看見教室外學習的脈動，也間接豐厚了彼此精彩的經驗。

壹、教學脈絡與核心概念

第一次自由走訪校園（觀察記錄）

各組依興趣走訪校園（探索體驗）

擬聚共識（統整歸納）

學習共同體團討（歸納）

擬計畫、定策落（解決問題的能力）

多元展現（能力的滋長）

自由探索

建構共識

焦點探索

計畫擬定

實踐發表

解決問題
能力

探索
體驗

核心
概念

歸納
統整

觀察
記錄

深美之美˙Pa Pa Go
基隆市生活課程輔導團　長興國小王玉程教師



生
活
課
程
有
效
教
學
與
多
元
評
量
之
教
學
實
踐
方
案

32

貳、課程教學設計

教學主題：生活課程多元評量之教學與實踐課程∼深美之美˙Pa Pa Go 

教學節數：11節   教學對象：深美國小202班  教材來源：自編

教學者：長興國小王玉程  課室觀察協助者：基隆生活課程輔導團團員

教學理念

生活課程的有效教學課程，必須以孩子為主體，讓孩子在生活中開展學習，

從探索體驗過程中獲得樂趣，從觀察探究的歷程裡，學習認識人事物間的特性與關

係，針對問題進行深度的思考，研究蒐集解決問題的策略與方法，進而培養生活

能力（包含探索體驗、理解欣賞、表現應用、溝通合作、態度情操與解決問題能

力）；而拓展孩子多面向意義的同時，也能藉由不同的評量方式，檢視孩子的學習

成效。

本實踐課程以深美國小的校園植物為主要的學習場域，跳脫教科書認識校園植

物教學的框架，從孩子的學習興趣出發，藉由小組觀察記錄、探究體驗、對話討論

與溝通合作，以多元的表徵方式介紹深美植物的美。

教學目標

1.能在校園中體驗植物探索的樂趣。
2.能察覺並記錄特定植物的特徵。
3.能說出並分享自己所觀察到的植物特徵。
4.能在活動中與小組夥伴溝通合作，並和諧相處。
5.能用不同的表徵方式呈現觀察的內容。
6.能主動參與活動並和小組夥伴討論合作，完成展演內容。

核心概念 探索體驗、觀察記錄、統整歸納、解決問題能力

活動名稱 能力指標 核心問題 活動主軸 學習評量

活動一（2節）
美的驚豔

1-1、1-2

1.你覺得校園中哪
種植物最特別？

找出個人及小組認為校園中

最美植物。

口語發表

生活小日記

活動二（2節）
美的理所當然

2-1、2-3
4-1、5-3

小組討論聚焦，完成區域之

最特性概念圖海報。

小組討論

概念圖紀錄

海報

活動三（2節）
獨特之美

2-3、4-1
分組討論聚焦區域之最植物

的獨特性。

小組討論

口語發表

海報

活動四（3節）
深美之美被看見

3-1、3-3
4-1、4-2

2.你可以用什麼方
式表現出它的獨

特性？

思索討論結果呈現方式，擬

訂發表計畫及展演策略。

小組討論

解決問題能力

展演溝通合作

活動五（2節）
美的饗宴

4-2、5-4 實踐發表。
發表分享

生活小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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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架構

活 動 活 動 內 容

活動一：

美的驚豔

暖身活動：【開場白】

教師說明常開車經過深美國小，覺得校園很美，總被整片青翠的綠樹吸引，如

果是外來訪客想要了解深美的美，你們可以怎樣介紹呢？

【訂定遊戲規範】

師生默契口令（包含注意、集合、發言、聆聽、討論⋯⋯）

說明討論規則：一問二聽三回應　小小世界悄悄話　分享他人的秘密

活動一：自由探索（我知道它在哪裡）

1-1【第一次自由走訪校園】（約25分）－觀察
1.依原來的班級分組組別，分6條不同行徑路線自由走訪校園。
2.事先說明走訪校園的目的，以超級任務指令一出發，避免走馬看花，隨意漫遊。
*************************************************************************
超級任務指令一：請帶著眼睛的超級照相機出門，找出自己最有興趣的是六大區塊

的哪一個區塊？

*************************************************************************
3.回到教室進行走訪心得討論：發表六區行進動線中最有興趣的區塊為何？ 打散原
有的分組模式，依孩子興趣重新決定組別，以相同興趣的同為一組，做好分組確

認，同組內再細分每2人1小組，作為討論的對話對象。
1-2【第二次依興趣走訪校園】（約20分）－探索體驗
1.按照新分組的組別帶著超級任務指令二，到有興趣探索的單一區塊，定點完成超
級任務指令二。

*********************************************************************** 
超級任務指令二：請帶著任務箱工具（筆、記錄本）出門，在有興趣的綠綠叢區塊

裡，找出並依照特徵性畫出自己認為最特別的一棵植物？

*************************************************************************
2.回到教室，依學習共同體團討模式，同組中倆倆相互分享自己的觀察紀錄作品。
教師提出3問題（3W）讓孩子互相對話：
Where 1、在同一區的什麼地方？
Who    2、它是什麼（命名，若不知樹名可自由命名，如刺刺樹）
What   3、它最特別的地方是什麼？
3.教師觀察各組討論情形，並找出觀察紀錄作品較獨特的孩子上台分享。
【心情記錄】生活小日記記錄學習各種歷程、想法、發現或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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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孩子的看見【課室觀察紀錄】v.s【活動照片】

第一次出訪自由探索校園，孩子用興奮的心情先被掉在地上的杜鵑花吸引，後又

說出第二區有很多大花咸豐草和蒲公英，而○宇突然說出對山櫻花有興趣，將眾人目光

集中在其身上，在摸索、碰觸的過程中，撿拾到各種不同的花，孩子在自認為已知的玫

瑰、指甲花中尋找來源，雖然好奇心驅使他們尋找，但卻侷限住他們觀察的視野。我試

圖讓孩子們將關注的眼光放大，退後幾步，用不同的方式去觀看，結果孩子察覺到較高

的樹種，觀看焦點不再只是落在地上的花朵。他們談到了樹枝的粗細、樹葉的大小和厚

薄、樹皮觸摸的感覺，也間接找到一株樹幹比較特別的樹枝。

○耀：我發現一片特
別的葉子，好像翅膀
也很像天使。

觸樹皮的內部
（觸覺）

秋天葉 紫菜葉 蜈蚣葉 刺刺葉 箭頭葉

○昕：這是我找到的
愛心葉片。

另一種刺刺葉，但摸
摸不會痛。（觸覺）

樹幹像蜂窩圓圓的

這片葉子味道很特別。
（嗅覺）

放大關注眼光
後退觀察

啊∼有聲音！是蟲子
在裡面吧！（聽覺）

進入林蔭小道區，孩子聚焦在不同葉子上的探索，出現菠菜葉（形狀的差異）、秋

天葉子（季節的因素）、原住民食用紫菜葉（文化的特色、顏色的區辨）、蜈蚣葉（紋

路的變化）、刺刺葉（觸摸的感覺）、綠陽傘葉（長在其他樹身上的葉子） 、箭頭葉

（特殊造型）。

因為碰觸的感覺不同，探索的面向也更加多元，視覺感官的察覺不再是唯一的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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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什麼地方？
2.它是誰？
3.最特別的地方？ 上台分享他人想法 第三者常是旁觀者 隔空對話也挺麻煩

綠光森林區內的植物多樣貌，讓孩子們彷

彿置入叢林中探索，不論是小種子的發現，還

是黑果子的尋覓，都讓他們個個興奮不已，幾

乎忘了疲憊。

●檢視教學成效【多元評量】

觀察孩子在校園探索歷程中觀察記錄的細

膩度；在小組間進行2人討論時，適時讓孩子

有機會進行口語發表；透過生活小日記的學習

紀錄，檢視孩子的學習成效。

●換個角度思考【教學省思】

透過真實情境下的探索體驗，讓孩子依照有興趣探索的區域進行分組，打破班級

分組習慣的互動模式，的確可以讓孩子在探究歷程裡具有較深刻的感受。只是教師在

問題層次上的處理需要較細膩些，例如透過小組間2人討論，發現孩子們因為舊經驗不

足，似乎尚未清楚掌握何謂倆倆討論，對於傾聽與回應這一部分，似乎也較生疏；當教

師在引導過程中用「在哪裡？是什麼？你為什麼這樣認為？」來問，會發現這樣的問題

很容易讓孩子「自我中心」，當嘗試加入：「OOO，你覺得XXX這樣說的對嗎？」、

「OOO，那你覺得呢？」，反而可以讓孩子學習傾聽與回饋。後來從側錄的影帶中也發

現，雖然教師能事先布題在黑板上提示，但教師給孩子倆倆討論的時間卻不夠充裕，且

一次拋出的問題太多，應該逐題提問對話－傾聽回饋－再提問對話，同時當有些小組討

論人數為3人時，必須注意座位的安排是否恰當？討論的順序是否需要調整，避免有人

當旁觀者。

隱密處的發現∼黑果子的真面目！

 （評量基準一）

＊老師展示提問問題內容 ＊這樣的座位不太適合對話＊（3人對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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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活動內容

活動二：

美的理所當然

活動二：建構共識－找出獨特的它

【凝聚共識】－歸納

1.小組依照個人想法說出自認為最獨特的植物是什麼？（倆倆討論）
2.小組共同討論溝通，再依他人發表獨特理由的論點中，找出該組中的「區域之最
特別的一棵植物」

3.各組依照師生共同討論的特性概念圖，再次探訪區域之最的植物，並記錄或畫出
它的特徵性。

4.各組經過討論建立共識找出區域之最特別的植物後，再以海報說明討論結果，包
含為植物命名、區域之最的地點、特殊性的理由，張貼在牆面上，推派組員上台

發表，教師統整小組的特殊性歸納。

【心情記錄】生活小日記記錄學習各種歷程、想法、發現或心情。 補充小組概念圖
不足之處。

●看見孩子的看見【課室觀察紀錄】v.s【活動照片】

「凝聚共識」對低年級的孩子而言具有一定的難度及限制性，因為不同的孩子有不

同的喜好，如何形成共識？當堅持不同的意見產生時，又該如何進行協調？雖然最後多

數組別是採用少數服從多數的投票方式進行表決，但在過程中也發現透由老師的引導，

孩子們都能嘗試說出可以說服他人有關「特別」的定義，試圖說服他人。

利用觀察記錄陳述想
法建立共識－找出區
域之最植物

孩子用身體的高度與
手臂的大小丈量樹的
高度與寬度（尖刺樹
是我的兩倍高度）

細膩的觀察與討論

引導孩子討論特性概念

細膩的觀察與討論 組員依照觀察結果，
共同完成「區域之
最」海報

引導孩子討論特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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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教學成效【多元評量】

小組成員彼此相互合作，利用概念圖紀錄，共同完成

「區域之最」的海報，藉以評量孩子的觀察記錄能力。

●換個角度思考【教學省思】

當進行到特性概念圖的討論時，原本急於讓各組直接進行書寫概念圖海報，此時夥

伴適時的提點，認為這個時間再走出去看是一個重要時機點，之前分散焦點，現在聚焦

想法，必須透過仔細觀察蒐集資訊，也是符應探索體驗才能理解欣賞的部分。於是各組

再次探訪區域之最的植物，讓學習經驗的累積不單只是靠回顧，而是透由實際細膩的觀

察紀錄與對話討論，轉化為概念性的統整架構。

事後的課程檢討時發現此時出現教學上處理的困境，如：倆倆討論的必要性？在時

間上是否應彈性調整，讓討論的寬度可以拉出、深度可以出現。（部分小組討論內容雷

同重 複，易出現疲憊；有些則討論時間不夠充裕，對話無法產生，且孩子較少有機會發

表）；協助孩子搭建學習鷹架時，如果給條件式的素材，是否使思維受到框架限制？但

無限制，是否會出現過度發散，無法收尾？透過對話討論，讓我在教學前必須思索隨時

扣緊每次課程或活動設計的核心主軸為何，是著重討論還是結果呈現？隨時檢視教學重

點，何時該延展萌發新能力還是就原地發展？避免看似面面俱到卻無法深入課程重點。

似乎為下一次的課程找到新的出口∼心生喜悅！

小組展示討論成果海報

活動 活動內容

活動三：

獨特之美

活動三：焦點探索（它很特別）

1.教師發下各組上次完成的區域之最概念圖海報圖縮小版及小組之最的植物照片，
進行2人團討，直接用彩色筆把需要再補充的概念或觀察結果或問題寫上去，豐厚
小組討論的結果海報。

2.提供條件素材引導單－觀察結果討論單（如樹幹紋路是什麼？樹葉摸起來的感覺
怎麼樣？）讓倆人利用小綠點點貼紙，討論並選出2人認為的區域之最的特徵。再
將團討範圍擴大由2人團討變成小組團討，擴大討論人數共同聚焦區域之最特點數
量及其特殊性為何的討論。

3.當孩子利用貼大藍點點聚焦出區域之最的植物其中一點最獨特的地方時，引導孩
子找出具體可行的論證理由，如高度的大小、形狀的描述、大小的比較、外貌特

徵、五官的感觸是否明顯（摸、聞、看⋯）或是其他特殊性，特別是細膩的微

觀。

4.利用延伸海報紙條（黃色），讓孩子記錄討論的結果，並貼在原先概念圖海報
上，並請各組輪流上台說明。

【心情記錄】生活小日記記錄學習各種歷程、想法、發現或心情。寫下對區域之最

的植物有疑問之處，且嘗試尋找可能的答案為何，並予以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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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孩子的看見【課室觀察紀錄】v.s【活動照片】

利用概念圖海報縮小版、綠（藍）點點貼紙、觀察結果討論單及延伸海報紙條（黃

色），讓孩子記錄討論的結果，可以清楚具體呈現出來，加上運用學習共同體倆倆討論

的教學策略，讓孩子們有更多對話的機會，所以各組參與討論相當投入，幾乎沒有人是

課堂上的局外人。

調整討論座位、運用觀察結果討論單與概念圖縮小版適當條件的提示，聚焦想法，

每個孩子都能參與在討論情境中。

搭建孩子學習鷹架：當各組討論找出區域之最獨特性時，因為有更多對話的機會加

上教師輔以適當的引導方向（如我們的特色是什麼？跟其他組有什麼不一樣呢？），讓

我驚豔於醞釀發酵足夠後，孩子們討論結果的細膩度與縱向深入探究的表述力，相對的

看見教學的脈絡性。

（尖刺組）

運用顏色的點點貼紙，再次聚焦想法。

大藍點點貼紙孩子的發現紀錄：（垂柳組）

○宇：樹幹像皺巴巴的老阿伯；

 樹的外型像一把大雨傘。

○琪：沒有花也沒有果實。

○祐：樹枝像細長的線。

○玲：樹枝會垂下來。

○甄：垂柳的生長環境－種在水池邊。

（區域之最獨特性）

小組發表討論結果： 

茶花組－葉子像電鋸，旁邊尖尖刺刺的。

小榕組－葉子像翅膀。

尖刺組－葉子像刀片，也很像刺蝟。

垂柳組－種在水池旁邊。

桑葚組－果實顏色有綠色、紅色。

楓香組－葉子形狀很像山、味道有薄荷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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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教學成效【多元評量】

透過倆倆討論－小組討論、口語發表、海報書寫及內容補充，評量孩子的歸納統

整、溝通合作與表達能力。

●換個角度思考【教學省思】

這一次小組聚焦討論的素材除了小組概念圖縮小版，還有實體的物象去對照，累

積再次觀察的經驗（各組的小樹或植物圖片是好的輔助工具），讓各組可適時添加補充

想法再行討論，如此可避免孩子輕易猶疑、任意改變想法。其實這也是在發展孩子的能

力，形塑觀察特徵時應該要具備的能力為何？從初次觀察結合舊經驗寫出的概念圖，經

過再次觀察圖片建構出更多概念的第二層次的堆疊（透過觀察補應建立的經驗），第三

次給予條件引導（如樹幹紋路是什麼？樹葉摸起來的感覺怎麼樣？），想法更聚斂，選

出的區域之最特徵性會更豐富，如此可論證的證據也相對較多且明確，最後知道如何展

現成果，且其表徵樣貌也可以更細膩（經驗豐厚搭建足夠鷹架）。夥伴們針對這次的教

學也提出許多問題，讓我思索下次課程進行時應注意觀照的面向，如：讓孩子們進行計

畫的研擬需要審慎評估可行性；思索前置鷹架的學習先備經驗是否足夠？找出區域之

最－最特別的關鍵點作法要審慎處理，注意教師引導語會呈現不同結果論的可能性。

活動 活動內容

活動四：

深美之美

被看見

活動四：計畫擬定

4-1【擬計畫】－解決問題的能力
1.小組依照上次命名的區域之最的植物進行對話討論，思考該如何呈現討論的結果
（小詩、作品、繪本、 歌唱、表演等）。

2.引導孩子發表的內容與形式可以多元，但焦點必須扣緊計畫的主題－表現區域之
最獨特之處。

3.小組擬定發表的初計畫，將計畫呈現在海報上。
*************************************************************************
超級任務指令三：請幫自己區域之最的植物，設計出可以讓別人知道且具有創意的

表現方式。

*************************************************************************
4-2【定策略】－解決問題的能力
1.小組針對計畫內容擬訂執行計畫步驟。
2.小組討論計畫分工。
3.進行發表練習。
【心情記錄】生活小日記記錄學習各種歷程、想法、發現或心情。

活動五：

美的饗宴

活動五：實踐發表

1.展演方式採二階段進行：將6小組區分A、B兩大區塊，第一階段由A區塊3小組進
行發表，B區塊的3小組則分批進行欣賞與小組互評；第二階段A、B區塊的小組互
換角色，進行欣賞與小組互評。

2.各組分批上台將計畫討論的結果進行發表。
【心情記錄】生活小日記記錄學習各種歷程、想法、發現或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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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孩子的看見【課室觀察紀錄】v.s【活動照片】

對於擬定計劃、思考發表討論結果這件事，各組的孩子都出現興奮的心情，想要呈

現的樣貌也多元，不論是拓印葉子做成海報發表的楓香組、用戲劇方式表演的小榕組、

用布偶表演植物特性的桑葚組、製作造型道具表現特徵並詩歌朗誦的垂柳組、用肢體律

動搭配歌曲改編的尖刺樹組、還是以猜謎搭配有獎徵答方式表現的茶花組，每一組都各

具特色。也透過肢體律動、語言表達、圖象表現的多元表徵，展現出牠們獨特性的創意

發想。而在計畫分工與擬定執行計畫步驟時，更出現許多令人驚豔意想不到的發現：

前幾次上課總是持反調論點、被動參與討論的○堯和始終抱持從眾心態，不輕意表

達想法的○睿，在這次的計畫討論裡，竟出現戲劇性的轉變，不僅對於演出內容提出建

設性的意見，且其論點都能被多數組員認同接受；而個性羞怯鮮少舉手發言、生理結構

較特別的○聖（其中一隻手有6根手指頭），在製作參與演出道具時（製作刺刺手），

跳脫肢體的限制性，積極投入參與的學習態度令人感動不已。

不受生理結構影響
細心準備演出道具

有創意的做法
發給觀眾楓香葉，親聞楓香味

認真討論演出內容

用心排演練習

用布偶演戲

動手規畫場地布置

我們的葉子是用真的楓香葉
貼的喔

垂柳道具（綠陽傘）做得很像吧！ 我們的尖刺樹

垂柳組

桑葚組 楓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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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瞧美不勝收的畫面！

小榕組尖刺樹組茶花組

●檢視教學成效【多元評量】

這次的課程採用多元評量檢核孩子的學習成效，包含生活小日記、教師觀察紀錄

（探索觀察紀錄、小組討論、展演準備與參與度⋯）、小組發表海報（概念圖、計畫

分工表）、教師檢核表、小組互評與個人自評表。其中孩子參與評量的互評與自評，

是讓孩子有機會欣賞其他組別展演時的優點，在提出建議事項的同時，也檢視自己的

學習歷程。

★小組互評表摘要：

【優點】內容精彩豐富有創意、有團結合作、歌聲好聽、道

具製作用心有表現出植物的特色、有獎問答問得很好、開場

白台詞介紹很好、表演聲音大聲很認真。

【建議】動作可以大一些、練熟悉一點、眼睛要看觀眾、眼

睛要看觀眾、道具黏貼要做好、可以多介紹一些相關資料再

問問題、不要搶話會更好。

★自評表摘要（認為自己或小組最棒的的地方）：          

有說出植物特色、學到很多知識、觀察仔細、表演時動作熟

練有認真練習、會跟別人合作討論實際拿楓香葉子給大家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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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發表我學到）：

組員間要相親相愛、要合作、要尊重別人、怎麼準備材料畫海報、製作道具讓表演

更豐富、發表前要做好準備。

★（課程回顧）∼再次檢視孩子的經驗堆疊與累積的結果

我曾經拜訪或觀察的樹有⋯⋯；我們這組研究的樹是⋯⋯；這棵樹最特別的地方是⋯⋯

★生活小日記 ● 看見孩子的不一樣【孩子的作品】

教師檢核表【評量基準】                         

基準二：能否主動討論和提供展演意見。      

基準三：能否互助合作完成展演前置準備工作。

基準四：能使用不同素材完成簡易道具製作。

基準五：能否同儕合作發表展演成果。

[第一次]
[第一次]

[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

（評量基準二） （評量基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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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基準四） （評量基準五）

●換個角度思考【教學省思】

再次驚豔：從演出前的計畫擬定、工作分配、演出內容討論、道具準備，到上台

展演，透由經驗的累積與堆疊，發現各組事前的計畫內容與最後的演出幾乎是我思－我

現，清楚的將構思內涵具體呈現，在這樣學習的歷程裡，我看見孩子們解決問題的能

力逐漸冒出芽。在最後的展演中，我也發現孩子們的專注度幾乎達98%，參與指數亦破

表，相信對這批孩子而言，是一次很難忘很珍貴的經驗。雖然一開始接觸，默契度不理

想的互動、許多跳tone的想法冒出、同儕間的爭執性屢見不鮮，但是∼畢竟對於初接觸

的彼此，過程中出現這樣的謀合階段是必然現象，也讓夥伴們在跟孩子們的細膩接觸

後，師生互為主體、彼此學習成長的感覺，如倒吃甘蔗，越嚼越帶甜美的滋味。

感謝所有為這次課程努力付出的夥伴們，在觀課的歷程裡提出許多建設性的意見，

讓我有機會檢視教學時所出現的盲點或發現許多孩子們的優，也讓我能很快掌握住修正

的方向為何？謝謝夥伴們協助一群主見性強、但團隊互動仍需花時間經營培養的孩子們

很快的跟上學習的步調，並時時絞盡腦汁把一群脫韁的野馬們，循循善誘、耳提面命的

拉回學習當下，並引導他們進行有組織性、有邏輯性的團討；而夥伴們所提出實務經驗

豐富的教學策略分享，讓我能很快掌握住學習的氛圍，為孩子們搭建好的墊腳石，一步

一步進入教學的核心課程，更感恩大家一路從旁協助，用對話、拋問題的策略，讓我一

次次審慎思索教學的脈絡是否符合孩子們的生活經驗？是否能協助他們搭建學習鷹架？

因為這一次，我比以前變得更不一樣了（一次次反覆性的心靈自我對話）；因為這一

次，我理解理念與實務的衝突和落差，是讓課程冒出更多樣貌的契機點。感恩有這樣的

機會能跟孩子們進行了一場富挑戰又具有深厚學習意涵的生命饗宴！感覺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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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評述

生活課程以兒童為主體，在真實的情境中，開啟他們對周遭人、事、物的好奇，引

發學習的興趣與動機。教學者以校園植物探訪為主軸，和孩子一路由自由探索到建構共

識，焦點探索後擬定發表計畫，最後將構思與學習成果展現出來，拓展出多面向意義及

能力。

案例清楚的書寫出教學架構，每一次的活動內容記錄包含了活動流程、評量內容

與評量規劃，教學實施後以「看見孩子的看見」是紀錄下課室觀察記錄，藉以了解孩子

對於活動內容的反饋，也同時由評量檢視本次活動的成效，然後「換個角度思考」將上

述活動過程中的發現加以反思，將自己真實的教學實踐反覆與理論對話、與同儕夥伴對

話、與自己原本的教學預設對話，然後修正調整。於是發現了倆倆討論時的引導語若加

入「OOO，你覺得XXX這樣說對嗎？」、「OOO，那你覺得呢？」等句子時，更能讓處於

自我中心期的低年級孩子透過模仿教師提示句提問時，就順勢成為了聆聽者與回饋者。

探索教學在實際的課堂實踐時，最難處理的就是類似案例中活動二與活動三這兩個

階段，也就是自由探索後，「如何建構共識形成探索焦點」這個階段；教學者也在教學

省思中說明了自己遇到的困境：教師什麼時候需要提供引導？什麼時候需要等待孩子萌

發新能力？這次教學的活動設計是否緊扣教學目標？透過了解發生困難的原因後，形成

對孩子、對理論、對自己的嶄新理解，進一步生成出下一次的教學與學習活動。

生活課程重視孩子的發展與成長歷程，除了以總結性評量了解孩子的學習結果外，

更重視學生的學習歷程與促進學習的評量，教學者在各個活動中以不同的多元評量方式

來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並進一步反饋調整教學；而最後一個活動讓孩子參與互評與自

評，在提出建議事項的同時，有機會欣賞他組的優點，並檢視自己的學習歷程。評量活

動能與教學目標結合，本案例中描述的多元評量教學與實踐的嘗試，豐厚了生活課程多

元評量的「精」彩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