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田寮區新興國小校訂課程教學方案 

《我愛新興-惡地風情(四年級上學期)》 

一、設計理念 

    透過大崗山與蜜蜂養殖產業的在地故事，使學童更認識大崗山的地形景觀與在地文化，

傳承傳統產業價值培養學童對鄉土的認同和責任感。 

二、教學設計 

實施年級 四年級 設計者 
楊淑玲 蘇玉茹 

史姵緁 張金枝 

跨領域/科目 社會、自然、國語 總節數 16 

總綱核心素養：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E-A2 具備探索問題的思考能力，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E-A3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的能力，並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E-B2 具備科技與資訊應用的基本素養，並理解各類媒體內容的意義與影響。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E-C2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樂於與人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國語文-聆聽 

 1-II-1 聆聽時能讓對方充分表達意見。 

 1-II-4 根據話語情境，分辨內容是否切題，理解主要內容和情感，並 

與對方互動。 

國語文-口語表達 

 2-II-3 把握說話的重點與順序，對談時能做適當的回應。 

國語文-閱讀 

 5-II-6 運用適合學習階段的摘要策略，擷取大意。 

國語文-寫作 

 6-II-6 運用改寫、縮寫、擴寫等技巧寫作。 

社會-理解及思辨-b.分析詮釋  

 1b-II-1 解釋社會事物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社會-實作與參與-b.資料蒐整與應用  

 3b-II-3透過適當的管道蒐集與學習主題相關的資料，並判讀其正確性。 

自然-探究能力 -問題解決（p）觀察與定題（o） 

  po -II-2 能依據觀察、蒐集資料、閱讀、思考、討論等，提出問題。 

學習 

內容 

社會-A.互動與關聯-b.人與環境 

 Ab-II-2居民的生活方式與空間利用，和其居住地方的自然、人文環境相

互影響。 

自然-資源與永續性 

 I INg-Ⅱ-1自然環境中有許多資源。人類生存與生活需 依賴自然環境中

的各 



            種資源，但自然資源都是 有限的，需要珍惜使用。 

概念架構 導引問題 

 

 

 

1.為何山上岩石可看到貝殼？ 

2.大崗山後山為何有這麼多山洞？ 

3.建於 1763年，海拔 260公尺 

的超峰寺當年如何將瓦片搬上山？  

4.鐘乳石如何形成？可分哪幾種？ 

5.如果你是導遊，如何規劃大崗山一日

遊行程？ 

6.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為田寮在地的養

蜂及花卉產業留下紀錄？ 

7..在進行採訪前，請問你對採訪了解了

多少？ 

8.採訪前需要進行什麼準備事項？ 

9.與受訪者訪問時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

方？ 

10採訪的內容要如何留下紀錄? 

11.採訪後的資料多要如何整理成有邏輯

順序、主題的資料呢? 

學習目標 

1. 能規劃大崗山旅遊行程並能流暢介紹大崗山的故事。 

2. 孩子認識田寮當地養蜂產業發產。 

3.孩子主動探究家鄉的故事。 

4.促發對家鄉的情懷與對家鄉的責任 

5.提升孩子的生活品格，並培育有效找尋、評估及利用資訊的能力 

融入之議題 
（學生確實有所探討的議題

才列入） 

實質內涵 
【環境教育】-環境倫理 
環 E4 覺知經濟發展與工業發展對環境的衝擊。 

環 E5 覺知人類的生活型態對其他生物與生態系的衝擊。 

所融入之單元 【環境教育】 

學習資源 1.戀戀田寮情教材、田寮故事繪本 
2.認識養蜂產業: 

 https://www.mdais.gov.tw/files/mdais/web_structure/5496/A01_1.pdf(苗栗區農

業專刊第 83 期 

 https://www.mdais.gov.tw/ws.php?id=1036 蜜源植物介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T3q2UksjQs 養蜂人影片 

3.採訪學習單 

http://web.msvs.ptc.edu.tw/mediafile/16360017/fdownload/104/146/2016-
2-4-9-54-17-146-nf1.pdf (取自人間福報小小主播園地) 

https://tmrc.tiec.tp.edu.tw/HTML/RSR20081119215319OS9/TMRC/answer2.html 

(訪問老師學習單) 

 

學習單元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流程 時間 備註 

https://www.mdais.gov.tw/files/mdais/web_structure/5496/A01_1.pdf
https://www.mdais.gov.tw/ws.php?id=103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T3q2UksjQs
http://web.msvs.ptc.edu.tw/mediafile/16360017/fdownload/104/146/2016-2-4-9-54-17-146-nf1.pdf
http://web.msvs.ptc.edu.tw/mediafile/16360017/fdownload/104/146/2016-2-4-9-54-17-146-nf1.pdf
https://tmrc.tiec.tp.edu.tw/HTML/RSR20081119215319OS9/TMRC/answer2.html


  一.大崗山風華 

 活動一  大崗山的前世今生（一節） 

第一節 

1.欣賞介紹大崗山的照片或影片。 

2.討論為何山上的岩石或山洞可以看到海底生物殘骸？為何後山有這麼多  

  山洞？有何用途？ 

3.發表:若你是設計師，可以把這些山洞做何規劃？ 

   活動二 大崗山的傳說故事（三節） 

第二~四節 

1.老師介紹超峰寺、朝元寺的地理環境及歷史。 

2.老師講述大崗山故事—飛瓦傳奇 

3.分組製作飛瓦傳奇小書 

4.作品分享。 

   活動三 好玩的大崗山（二節） 

第五~六節 

1.老師配合 goole map 或照片說「小黑與榕樹爺爺的故事」 

2.介紹大崗山旅遊景點及美食，如：石母乳、一線天、土雞、蜂蜜……。 

3.上網找資料，並規劃大崗山一日遊行程。 

4.作品分享。 

二.蜂中奇緣 

1、認識養蜂的故事-透過影片及資料整理來認識牛稠埔的故事(1 節) 

第一節:老師事先整理關於蜜蜂養殖產業資料搭配影片讓學童認識蜜蜂的

蜜源植物、蜂蜜種類、採蜜的過程。 

2、認識採訪工作-透過教師引導認識採訪步驟(1節)  

第二節:老師引導學童採訪步驟需事先收集訪問對象的資料而後形成訪問 

問題，並將問題按主題或時間順序排列，且注意採訪時的基本禮儀(含事 

前與受訪者約時間和訪談時基本的禮貌)並以學校老師為對象進行訪問的 

問題設計及對象邀約。(本節課讓學童先找尋對象並設計與受訪對象相關 

的問題) 

3、校內老師訪談實作(2節)透過訪談實作實際體驗小小記者 

第三節:學童與校內老師進行實際的訪談，並完成訪談學習單。(為避免學

生忘記訪談內容，可借用學校平板進行錄音) 

第四節:將教師訪談的內容及錄音檔整理並進行大意摘錄、縮寫成為一篇

報導，最後進行口頭發表請全班共同檢視報導內容是否精簡、語

句完整與否。 

4、蜂農訪談(5節)- 透過實際實地與蜂農坊談了解其背景及展業發展 

第五節:學童針對養蜂產業及養蜂人為受訪者設計訪問問題，其中會包含

基本背景問題、從事養蜂的過程與困境、對於養蜂展業的未來規

劃等，並與受訪者取得聯繫約定訪問時間。 

第六~七節:實際進行養蜂人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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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學童訪談後進行訪談錄音的繕打和整理，並對逐字稿進行縮寫與

重點整理。 

第九節:學童潤飾後的訪談記錄撰寫成新聞報導，進行報紙的排版製作成

養蜂專題報導。 

第十節:養蜂專題報導報紙進行最後版面裝飾，結合作品發表、分享及綜

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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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教學重點、學習紀錄與評量方式對照表 

單元名稱 學習目標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學習紀錄/評量工具 

認識大崗山 

透過大崗山的故事與

goole map來認識大崗山

的地形與景觀 

1. 製作小書：大崗山故事

–飛瓦傳奇 

2. 規劃大崗山一日行程 

實作評量 

1.小書成品 

2.大崗山行程規畫學

習單 

蜂中奇緣 透過認識田寮養蜂展業

的在地故事來認識和傳

承在地文化 

完成養蜂產業的專題報導 實作評量 教師訪談學習單 

問題提問設計學習單 

養蜂專題報導報紙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 

第 五 條 

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應依第三條規定，並視學生身心發展、個別差異、文化差異及核

心素養內涵，採取下列適當之多元評量方式：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目標，採

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口頭報告、聽

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作、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察或其他方式。 

三、檔案評量：依學習目標，指導學生本於目的導向系統性彙整之表單、測驗、表現評量與

其他資料及相關紀錄，製成檔案，展現其學習歷程及成果。 

特殊教育學生之成績評量方式，由學校依特殊教育法及其相關規定，衡酌學生學習需求

及優勢管道，彈性調整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