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民權華德福實驗國民中小學說備課紀錄表 
 

      教學者：蔡佳琪    共備小組：陳美秀、徐婉瑄 

 

      任教年級：  三   任教課程:■主課程：  建築   □副課程：              

 

      共備日期及時間：  109  年  11  月  11  日  10  點  10  分至  11  點  00  分 

1.教學者簡述本次課程流程（可含晨圈、故事、活動、回顧等等）。 

 

 晨圈 

 晨跑 

 道早安、早安歌曲 

 晨詩 

 建築歌 

 節奏活動(數學乘法表) 

 唐詩 

 課程摘要 

 回顧冰屋 

 討論冰屋搭建方式 

 實作冰屋(蜜蠟) 

 討論實作結構 

 工作本紀錄 

 

 

2.課程簡要說明（含兒童意識發展、身心靈面向、課程設計等等）。 

 

 發展剖析 

在三年級．學童進入生命中的第十年。就在這個時候，孩子的生理、心理、認知

都產生很顯著的改變。這些變化被認為是第九年／第十年的門檻，早一點可能在 8.5

歲，晚一點在 9.5歲開始，會持續六個月到一年之久。 

孩子發展出明確而較平衡的步伐、口腔中說話的聲音增大、發音也更直接而清

晰，孩子的身體架構很明顯更強了。心臟增大而能容納更多的血液，新的呼吸／脈搏

比值也被確立了：大約是一次呼吸四次脈搏。生長發育開始比較集中在四肢和新陳代

謝系統，身體軀幹的寬幅也長大了。在一些孩子身上會看到顯著的發展面相，包括：

厭倦、胃痛、頭疼、嘔心、頭暈、食慾變化、哮喘、濕疹和混亂的睡眠習慣等。 

史代納提到有關孩子情感生命的蛻變。在第七年，孩子的思考會有一次蛻變。三

年級時，孩子開始經歷了用雙重觀感去體驗世界，孩子經驗增強的過程開始進展。隨

著主觀意識增強，孩子也發展了客觀的感受。主觀的內在經驗和客觀的外在世界實體

在孩子的心中爭吵。問題、懷疑、孤獨和了解批評的趨向，突顯在孩子心理景象中。 

不管發展的快慢，對大部份孩子來說，自我醒覺很重要的一步在這一年發生。從

區別自己與周遭人物、分辨內在和外在世界，孩子經驗到醒覺。喪失了以前與世界統

整的失落感，和以新眼光看待世界的訝異，這兩種對立的情緒使孩子感到混淆和不

安。這些表現在氣質、性格的行為上，產生很顯著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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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個不確定的時期，舊約故事圖像中，它的律法和導引，撫慰了孩子內在的

安全感。而農藝、建築等主課程，幫助他們適應環境和他們的新關係。 

 

 目標與課題 

當三年級的孩子變得比較了解自己和他所處的環境，對生活、物質世界的新興趣產

生了。在二年級學習過語文、數學的技巧之後，現在在每天的生活狀況中，有更廣泛的

應用。他們需要測量、稱重、解決簡單的問題、以及寫下簡單的正式用語等。隨著參與

全班一起做建築、農藝和其它計畫活動等工作經驗，班導師幫助他們去轉換與世界的分

離感，並感受到對世界的責任。 

不只是班導師，老師們對行為的清楚規範，和老師的權威帶給他們的信心，是很重

要的。孩子必須要對班級社群的合一感，有強烈的感受，而經驗到「我們」的存在。 

 

 課程節奏孩子經驗  

在進入建築課之前，孩子們在數學課中，學習長度測量作為基礎工具，亦透過生活

課、自然日及戶外活動等課程連結生活經驗，為建築課形成概念。 

進入建築課程，將討論人類到世界的第一個家、動物的家及原始就地取材所創建之

不同形式的住所，運用故事、討論、實作的規律，學習建築的根本，並從個體發展到社

會群體，最後經由討論，能實際搭建、創造屬於班級的建築成果。學習過程中，於意志

面，孩子們學習運用手腳工作的方式，且以自己的意志努力的完成工作；於思考面，學

習建築的結構及材料的不同所建構出各種形式及功能的建築物；於情感面，學習建築之

於人類所代表的意義及情感連結，也在實作課程中，學習與同學合作。 

 

 

3.共備小組給予的建議。 

(1)課程討論方式可以再思考。 

(2)節奏活動及晨圈的順序可以更流暢。 

 

 

 

 

 

 

 

 



彰化縣民權華德福實驗國民中小學回饋單 
                                               _____年___月____日 

      教學者：__蔡佳琪_____觀課人員：_陳美秀、徐婉瑄___     

     任教年級：__三___任教課程: ■主課程：  建築    □副課程：              

 

      回饋討論日期及時間：___109__年__11__月__20__日__10___點_10_分至_10 點_30_分 

 

1.教學者在自我教學過程中的回顧。 

(1)整體節奏較顯急躁，可再放慢腳步，讓學習節奏更加流暢。 

(2)時間分配的掌握可以多思考，讓教學重點更清楚。 

(3)師生討論及分享的時間可以更多一點，讓學生有發表的舞台，及思考表達的機會。 

(4)結束課程留點時間回顧今日課程能讓記憶更深刻。 

 

 

 

 

 

 

2.觀課人員回饋。 

(1)道早安時，會以英文唸謠加上手的互動，有些學生反應較慢，或許可依學生狀態調整。 

(2)節奏活動時，有無聲的節奏遊戲，有些學生感覺跟不上，可先用唱的在進行無聲版。 

(3)課程討論問答，重複學生講的重點在深入引導很好。 

(4)工作本紀錄，先用螢光黃建立版面，再行書寫很不錯。 

(5)用不同的肢體動作搭配需記憶力的詩詞十分有趣，也幫助學生專注。 

(6)有些學生的反應沒那麼敏捷時，或許可將速度放慢，再做一次，加入蝸牛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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