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翰林出版生活課程 

 

1 

領域/科目 生活 設計者 倪秀青 

實施年級 一 總節數 共 6 節(演示第 6 節) 

單元名稱 3-2 電話好幫手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2-I-4 在發現及解決問題的歷程

中，學習探索與探究人、事、物的

方法。 

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

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心。 

3-I-2 體認探究事理有各種方法，

並且樂於應用。 

核心 

素養 

生活-E-A2：學習各種探究

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

後所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

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B1：使用適切且多元

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

法、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尊

重他人想法。 

生活-E-C1：覺察自己、他人

和環境的關係，體會生活禮儀

與團體規範的意義，學習尊重

他人、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生

命，並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

省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的

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他人合

作的情況下，為改善事情而努

力或採取改進行動。 

學習內容 

C-I-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法與技

能。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調整。 

F-I-2 不同解決問題方法或策略

的提出與嘗試。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家 E7 表達對家庭成員的關心與情感。 

資 E7 使用資訊科技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資 E10 了解資訊科技於日常生活之重要性。 

資 E11 建立康健的數位使用習慣與態度。 

資 E12 了解並遵守資訊倫理與使用資訊科技的相關規範。 

資 E13 具備學習資訊科技的興趣。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品德教育。 

安全教育。 

家庭教育。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教材來源 翰林一下生活課本 

教學設備/資源 教用版電子教科書 

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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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說出生活中看過或使用過的傳話工具。 

2.能說出電話在生活中使用的時機。 

3.能知道公共用電話設置的地點。 

4.能知道當人在外面時，可以使用公共電話聯絡事情。 

5.能知道如何使用公共電話。 

6.能探索各種公共電話的使用方法。 

7.能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表演藝術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力與創作力。 

8.能感受音樂所傳達的感覺，透過肢體韻律表演出來。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第 54～55頁 

活動一、把聲音傳到遠方 

1.教師請兒童討論，如果要把聲音傳到更遠的地方，除了小話筒以外，還

有哪些方法呢？ 

2.教師鼓勵兒童將討論後的答案說出來和全班分享。 

3.教師將兒童所分享的答案呈現在黑板上。 

（1）家用電話。 

（2）手機。 

（3）公共電話。 

（4）通訊軟體。 

（5）無線電對講機。 

（6）其他。 

4.教師總結：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有許多通訊工具，幫助我們與遠方的人

聯絡。 

~第一節完~ 

活動二、電話真好用 

1.教師提問：在生活中，你曾經看過家人使用電話嗎？是在什麼樣的情況

下呢？ 

2.教師引導兒童回答： 

（1）我生病時，媽媽會打電話向老師請假。 

（2）媽媽有時候會打電話到餐廳訂位。 

（3）爸爸出差的時候，會打電話回來報平安。 

（4）我想爺爺的時候，會打電話跟爺爺聊天。 

（5）假日時，表哥會打電話邀請我到他家一起玩大富翁。 

（6）媽媽在街上看到火災，馬上打 119。 

3.教師提問：電話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功用？ 

 

40 分 

 

 

 

 

 

 

 

 

 

 

 

 

 

 

 

40分 

 

 

 

 

 

 

 

 

 

 

 
 
 
 
 
 
 
 
 
 
 
 
 
 
 
 
 
 
 
 
1.形成性-
口說評量
／能說出
在生活中
看到的通
話工具。 
2.形成性-
口說評量
／能說出
家人在生
活中利用
電話所做
的事。 
3.形成性-
習作評量
／能知道
和親友聯
絡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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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師總結：電話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例如：聯絡感情、

討論事情、聊天、問功課、緊急狀況尋求援助等都需要電話。 

活動三、習作指導 

引導兒童完成習作第 22頁。 

~第二節完~ 

第 56～57頁 

活動一、公共電話在哪裡 

1.教師提問：請兒童回想曾經在哪裡看過公共電話？ 

2.教師引導兒童根據生活的經驗回答： 

（1）便利商店外。 

（2）學校的川堂。 

（3）火車站、捷運站、機場。 

（4）公園。 

（5）運動場、運動中心。 

（6）廟宇。 

（7）其他。 

3.你看過的公共電話長什麼樣子呢？是什麼顏色呢？兒童發表：公共電

話有灰色、綠色、藍色、黃色、紅色等。 

4.教師提問：為什麼公共電話會設置在這些地方呢？ 

5.教師鼓勵兒童提出自我的看法。 

6.教師協助兒童歸納公共電話常出現在人較多的地方，例如：公共場

所、大眾運輸系統等。 

活動二、需要使用公共電話的情境 

1.教師引導兒童發表各種可能需要用到公共電話的情境。 

2.教師引導兒童回答： 

（1）忘記帶雨具或學用品。 

（2）沒有帶鑰匙。 

（3）我迷路了。 

（4）我被壞人跟蹤了。 

（5）身體不舒服。 

（6）與家人走散 

（7）其他。 

3.教師歸納兒童的答案，總結：在生活中有時會出現急需與家人聯絡的

時候，這時候公共電話便可以幫助我們。 

~第三節完~ 

活動三、如何使用公共電話 

 
 
 
 
 

 
 
 
 

40 分 

 

 

 

 

 

 

 

 

 

 

 

 

 

 

 
 
 
 

 

 

 

 

 

 

 

 
 
 
 
 
 
 
 
 
 
40 分 

以使用的
傳話工
具。 

 

 

 

 

 
 
 
 
 
 
 
 
 
 
 
 
 

 

 

 
 
 

 

 

 

 

 
1.形成性-
口說評量
／能發表
曾經在哪
些場所看
過公共 
電話。 
2.形成性-
口說評量
／能說出
在什麼情
境下需要
使用公共
電話。 
3.形成性-
實作評量
／能實際
操作使用
公共電話
的步驟。 
4.形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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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兒童發表曾經使用過公共電話的經驗。 

2.請有經驗的兒童說一說，不同種類公共電話的使用方法。 

3.教師補充說明公共電話的種類。 

4.公共電話使用教學，可以由老師利用學校現有的公共電話設備實地示

範，再讓兒童分組練習。 

5.教師提問：當你遇到的公共電話與我們練習的公共電話不同時，你知

道該怎麼使用嗎？ 

6.教師鼓勵兒童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法，並且可以提醒兒童，每一臺公共

電話上都有清楚的使用步驟圖，就算不曾使用過，也可以試著照上面的

步驟試試看。 

活動四、習作指導 

引導兒童完成習作第 23頁。 

~第四節完~ 

第 58～59頁 

活動一、拍念〈打電話〉 

1.教師示範拍念〈打電話〉，請兒童跟著模仿拍念。 

2.教師播放〈打電話〉，請兒童兩兩一組跟著做動作。 

3.教師可用加快速度、接念、分組念、大小聲變化（依老師手勢）等方

式讓兒童更加熟悉。 

活動二、肢體創作我最行 

1.教師提問：小朋友，除了課本上的動作，我們還可以做什麼其他動作

呢？ 

2.教師請兒童兩兩一組討論出一個動作。 

3.教師請兒童上臺帶全班做一次自創動作。 

4.教師播放〈打電話〉，讓兒童用自創動作念謠。 

延伸活動一、〈打電話〉遊戲趣 

1.教師說明規則： 

（1）全班一起拍念〈打電話〉，並遊走於教室內。 

（2）唱到「喂您好」的時候找到一個人。 

（3）唱到我想找「小花」的時候玩剪刀石頭布。 

（4）輸的人要在贏的人後面搭在肩膀上。 

2.開始遊戲，重複（1）到（4）的活動。 

3.全班變成一條線之後遊戲結束，由最後的頭獲勝。 

~第五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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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說評量
／能知道
不同類型
的公共電
話有相似
的使用 
步驟。 
5.形成性-
習作評量
／能記錄
下使用公
共電話的
經驗並知
道使用公
共電話的
順序。 
 
 
 
 
 
 

 

 
 
 
 
1.形成性-
觀察評量 
（1）能拍
念〈打 
電話〉。 
（2）能模
仿〈打電
話〉動
作。 
（3）能用
肢體創作
〈打電
話〉的動
作。 
2.形成性
評量／能
隨著〈打
電話〉念
謠做出肢
體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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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活動二、〈打電話〉敲奏趣 

一、 準備活動 

1.小朋友是不是還記的「打電話」這首念謠呢？我們一起來念一遍。 

2.現在我們再來為這首念謠加上伴奏，聽看看會有什麼不一樣？ 

3.如果加上其他樂器呢？ 

二、 發展活動 

1. 教師示範加上鈴鼓、響板、沙鈴等節奏樂器，示範用其他物品為念

謠伴奏。 

2. 教師請小朋友分組用各自帶來的其他物品為念謠伴奏，團隊合作設

計適當的伴奏方式。 

3.分組發表所設計的伴奏方式。 

4.教師帶領兒童用自己創作的方式進行全班大合奏。 

三、總結活動 

1.不同的伴奏方式，可以產生不同的音樂效果，產生不同趣味，和聽覺

效果。 

2.生活中也可以嘗試為歌曲創作不同的表現方式。 

~第六節完~ 

 

 

5 分 

 

 

 

 

 

5 分 

 

10 分 

 

15 分 

 

 

 

5 分 

 
 
 
 
 
 
形成性評
量／ 
1. 能隨著

〈打電
話〉念
謠利用
可發出
聲響的
物品拍
念節
奏。 

2. 能和組
員合
作，完
成〈打
電話〉
念謠的
伴奏。 

試教成果：（非必要項目） 

試教成果不是必要的項目，可視需要再列出。可包括學習歷程案例、教師教學心得、觀課者心

得、學習者心得等。 

參考資料：（若有請列出） 

若有參考資料請列出。 

附錄： 

列出與此示案有關之補充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