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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北斗國小 110學年度公開授課教學設計 

領域科目 特殊需求領域-學習策略 設計者 葉志偉 

單元名稱 風帆車 授課節次 共 2節，公開授課第 2節 

教材來源 

□教科書（□康軒□翰林□南一□其他      ） 

⬛改編教科書（□康軒□翰林□南一⬛其他：智高積木- 風力能源     ） 

□自編（說明：    ) 

學習階段 

□第一學習階段 （國小一、二年級） 

⬛第二學習階段 （國小三、四年級） 

□第三學習階段 （國小五、六年級） 

□第四學習階段 （國中七、八、九年級） 

實施年級 四、五年級 

學生學習 

經驗分析 

1.學生有操弄過智高積木的經驗。 

2.學生在三年級自然課學過空氣和水的關係。 

3.學生有季節風向、颱風和風力能源的概念。 

設計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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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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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域核心素養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運用學習策略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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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運用學習策略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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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認知 

特學 1-Ⅱ-1  察覺訊息中的重要項目。 

技能 

特學 3-Ⅱ-2  運用各種學習資源。 

特學 4-Ⅱ-2  發現並留意自己學習時常犯的錯誤。 

情意 

特學 2-Ⅱ-2  對學習具備正向思考。 

學習內容 

特學 A-Ⅱ-8  學習內容的疑問和討論。 

特學 B-Ⅱ-3  適合鼓勵或增強學習的方式。  

特學 C-Ⅱ-2  可選擇的學習工具。 

特學 D-Ⅱ-2  自我檢查錯誤的方法。   

教學/學習目標 

1. 能欣賞「風帆車」的影片，了解該項休閒活動。 

2. 能了解風帆車的簡易原理。 

3. 透過動手操作組裝風帆車，了解風帆車的特性。 

4. 透過操弄風帆車，了解風帆車種類的不同。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1-2-1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人權教育) 

融入單元 （非必要項目） 

與他領域／科目連結 

自然與生活科技 

INd-Ⅱ-4 空氣流動產生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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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Ⅱ-7 天氣預報常用雨量、溫度、風向、風速等資料來表達天氣狀

態，這些資料可以使用適當儀器測得。 

健康與體育 

2d-Ⅱ-3 參與並欣賞多元性身體活動。 

數學 

s-II-3  透過平面圖形的構成要素，認識常見三角形、常見四邊形與圓。 

教學設備／資源 觸控螢幕、智高積木 

參考資料 智高積木－風力能源操作手冊，台灣智高。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檢核／備註 

第一節 

【準備活動】 

 一、課堂準備 

  (一)教師： 

        1.完成課程設計 

        2.準備教材教具 

  (二)學生： 

        1.到資源班入座，將聯絡簿、作業放置到教師桌上 

        2.整理並收拾桌面上的物品 

 

 二、引起動機 

    (一)教師呈現風帆車的照片，詢問學生這是什麼？ 

     (二)教師根據學生的回答，再說明這個交通工具是風帆車。 

 

【發展活動】 

  一、休閒運動的風帆車 

     (一)教師播放 Youtube影片，講解風帆車的歷史和運動。 

     (二)教師呈現新聞報導，與學生討論風帆車運動在台灣如何進

行。 

  二、風帆車零件尋寶 

       (一)老師指定 1位學生擔任尋寶指揮官，安排其他 3位同學負

責尋找零件、品管(檢查零件是否正確?)和收納(檢查零件數量是否

正確?) 

【老師先挑好零件，再加入同樣數量的積木，簡化尋找時的難

度】 

    (二) 老師適時協助學生辨別積木是否挑選正確，最後請學生

將所需的積木零件收到收納箱內。 

【總結活動】 

  一、教師做歸納總結 

      (一)本節課講解休閒交通工具風帆車的知識，本節課著重風

帆車的學理知識，並將下一節課要組裝的零件整理好。 

          (二)老師預告下節課要進行風帆車組裝 

【第一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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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準備活動】 

 一、課堂準備 

  (一)教師： 

        1.完成課程設計 

        2.準備教材教具 

  (二)學生： 

        1.到資源班入座，將聯絡簿、作業放置到教師桌上 

        2.整理並收拾桌面上的物品 

 

二、引起動機 

    (一)教師呈現風帆車組裝好的完成品，說明等一下要請學生利用

上一節課收集的作品完成風帆車。 

    (二)教師講解等一下活動要進行的重要事項。 

【發展活動】 

  一、風帆車 DIY 

        (一)將學生分成 2組，一組完成風帆的剪裁(2張 A4)；另一組

利用上一節完成風帆車的組裝。 

        (二) 老師讓學生試著讓風帆車移動(室內可以用電風扇；室外

走廊看北風的強弱) 

        (三)讓學生更換風帆，了解不同風帆車的用途。 

  二、風帆設計我最會 

       (一)老師發給每位學生 1張A4的紙，請學生利用筆和剪刀設計

屬於自己的風帆，請學生動動腦設計屬於自己的風帆。 

    (二) 老師讓學生使用自己設計的風帆安裝在風帆車上並試著

移動。 

    (三)讓學生發表自己的風帆和其他同學的風帆在風帆車的運動

中有何不同。 

【總結活動】 

  一、教師做歸納總結 

      (一)本節課講解透過組裝風帆車、試驗，讓學生體會風力能

源也能成為交通工具的動力。 

          (二)老師預告下節課要上「風動稻草人」  

【第二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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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課紀錄表 
1、 單元名稱：特殊需求課程-學習策略 風力能源-風帆車 

2、 上課時間：110 年 11月 9日午休時段 

3、 任課班級：資源班 

4、 授課教師：葉志偉 

5、 觀課人員：李英杰(輔諮教師)、蔡秀鳳、馮士軒、張家銘 

6、 議課時間：110年 11月 12日第六節 

教學者自我回饋 

1、 優點方面： 

(1)運用 Google簡報呈現完成品，讓學生能有完整概念。 

(2)發現風帆組學生剪錯風帆，彈性調整活動內容，讓學生先設計風

帆，教學者趕緊處理錯誤的集風式風帆。 

(3)教學者讓每位學生設計風帆後，由學生自己先測試再讓其他同學

測試。 

(4)適時發現提醒其他同學留意正在測試同學的表現。 

2、 可改進之處： 

(1)上課學生來的時間不一，剛開始整頓學生的情緒花了一些時間，

導致發展活動延後，以至於下課時間才做統整活動。 

(2)原本以為學生分組進行組裝積木和裁剪風帆時，教學者能批改聯

絡簿，但因為不佔用太多時間，就省略這步驟直接教學，覺得可

惜。 

(3)裁剪風帆組和組裝積木組，在說課時討論認為裁剪風帆組應該會

動作比較快，上課時發覺組裝積木組動作較快，裁剪風帆組還在進

行(還有沒看指導語導致集風式風帆剪錯的情形)，推測是高估學生

使用剪刀的能力。 

(4)給學生設計風帆時，雖指導語已經有引導學生以風帆的「形狀」

剪裁為主，但學生看到白紙後都以畫圖設計為主，導致有 1位學生

風帆內容畫太精緻花了太多時間而影響學習活動。 

(5)雖然風帆設計有指導語引導，但未考慮到學生使用剪刀和圖形概

念的先備經驗，導致風帆設計呆板(2個長方形)、面積太小或太大

的情形，原本以為學生會有三角形、菱形等其他圖形出現，但最後

仍都是長方形為主，指導語技術可以再改善。 



3、 所遭遇之困境： 

(1)原本規劃課程是 3位學生，所以只從圓夢計畫購得 1箱風力能源

積木箱，但因故變成 4位學生時，1箱積木箱就變得不夠用，4位學

生應該要 2箱積木箱分組完成，感覺在教材資源上應該要多添購 1

箱風力能源積木箱。在課程規劃和教材設計。 

(2)如果要加入風帆車的美感設計，2節課可能也不太夠。原本只有

設計 1節課，後來加了積木組裝和風帆設計後，孩子可能想把風帆

做得更好，應該可以設計 1節課做風帆，而非在 20分鐘內和風帆車

測試擠在一起，如果拉長教學時間，學生的學習品質會更好。 

 

觀課人員回饋 

1、 教學者優點 

(1)班級經營佳，學生上課狀況投入，也能表現出其活潑的特質。 

(2)事先完成作品，讓學生能了解完成品的概念為何，減少錯誤率。 

(3)在學生剪錯風帆樣式時能即時補救，避免課程受影響。 

(4)教學者上課能適時回應學生的問題，提供協助。 

(5)讓學生參與風帆的設計，體驗不同的風帆影響風帆的行進，能  

   加深學習成效。 

2、 學生學習狀況說明及待釐清問題 

(可包含回應教學者說課時所欲被觀察之重點) 

(1)組別分組為隨機的，原預定積木組所需的時間較長，裁剪組較快 

   ，但實際上剛好相反，積木組的兩位學生在操作積木較拿手，裁 

   剪組因較為謹慎所以動作較慢些。 

(2)學生在理解設計風帆的概念和教學者期待不太一樣，以致圖形較 

   局限皆為長方形為主。 

3、 在觀課過程中的收穫 

(1)活動多感官的內容，有操作有設計，讓孩子更願意投入學習情 

   境。 

(2)教師充分掌握教學重點，耐心指導學生，學生反應佳，願意積極 

   參與課程，達到學習成效。 

4、 針對教學者所遭遇困境之回應 

(1)學生在裁剪風帆時出現錯誤，因為風帆有較多的線條，容易混淆 

   ，建議可以事先用不同顏色的色筆將要裁剪的線條標示出來減少 

   錯誤。 

(2)風帆設計可以事先多提供數個不同形狀的範例讓學生參考，指導 

   語明確說明重點在形狀的設計，等形狀確定剪出後，有時間的同 

   學再讓他做內容的美化。 

使用說明：建議可於議課時，提供議課紀錄者使用。 



議課紀錄表 
1、 單元名稱：特殊需求課程-學習策略 風力能源-風帆車 

2、 上課時間：110 年 11月 9日午休時段 

3、 任課班級：資源班 

4、 授課教師：葉志偉 

5、 觀課人員：李英杰(輔諮教師)、蔡秀鳳、馮士軒、張家銘 

6、 議課時間：110年 11月 12日第六節 

教學者自我回饋 

1、 優點方面： 

(1)運用 Google簡報呈現完成品，讓學生能有完整概念。 

(2)發現風帆組學生剪錯風帆，彈性調整活動內容，讓學生先設計

風帆，教學者趕緊處理錯誤的集風式風帆。 

(3)教學者讓每位學生設計風帆後，由學生自己先測試再讓其他同

學測試。 

(4)適時發現提醒其他同學留意正在測試同學的表現。 

 

2、 可改進之處： 

(1)上課學生來的時間不一，剛開始整頓學生的情緒花了一些時

間，導致發展活動延後，以至於下課時間才做統整活動。 

(2)原本以為學生分組進行組裝積木和裁剪風帆時，教學者能批改

聯絡簿，但因為不佔用太多時間，就省略這步驟直接教學，覺得

可惜。 

(3)裁剪風帆組和組裝積木組，在說課時討論認為裁剪風帆組應該

會動作比較快，上課時發覺組裝積木組動作較快，裁剪風帆組還

在進行(還有沒看指導語導致集風式風帆剪錯的情形)，推測是高

估學生使用剪刀的能力。 

(4)給學生設計風帆時，雖指導語已經有引導學生以風帆的「形

狀」剪裁為主，但學生看到白紙後都以畫圖設計為主，導致有 1

位學生風帆內容畫太精緻花了太多時間而影響學習活動。 

(5)雖然風帆設計有指導語引導，但未考慮到學生使用剪刀和圖形

概念的先備經驗，導致風帆設計呆板(2個長方形)、面積太小或太

大的情形，原本以為學生會有三角形、菱形等其他圖形出現，但



最後仍都是長方形為主，指導語技術可以再改善。 

 

3、 所遭遇之困境： 

(1)原本規劃課程是 3位學生，所以只從圓夢計畫購得 1箱風力能

源積木箱，但因故變成 4位學生時，1箱積木箱就變得不夠用，4

位學生應該要 2箱積木箱分組完成，感覺在教材資源上應該要多

添購 1箱風力能源積木箱。在課程規劃和教材設計。 

(2)如果要加入風帆車的美感設計，2節課可能也不太夠。原本只

有設計 1節課，後來加了積木組裝和風帆設計後，孩子可能想把

風帆做得更好，應該可以設計 1節課做風帆，而非在 20分鐘內和

風帆車測試擠在一起，如果拉長教學時間，學生的學習品質會更

好。 

觀課人員回饋 

1、 教學者優點 

(1)主題創新有趣，讓孩子可以透過團隊合作及手眼並用發揮自動

好的新課綱精神。 

(2)Google簡報清楚明瞭，引導整體概念佳。 

(3)給每個孩子設計及嘗試錯誤的機會。 

(4)風帆設計有不同的實驗結果，透過實作體驗學習的樂趣並讓孩

子可以知道如何調整自己設計的風帆可以增加更好的效果。 

2、 學生學習狀況說明及待釐清問題(可包含回應教學者說課時所

欲被觀察之重點) 

(1)裁剪能力個別差異大，可藉此觀察學生操作技能的過程。 

(2)風帆設計限於學生能力雖以長方形為主，但可在之後課程延伸

到其他不同形狀的測試。 

3、 在觀課過程中的收穫 

(1)有條理的教學步驟讓孩子投入學習並發揮團隊合作及動手做的

經驗。 

(2)特教結合科學概念，讓孩子進行跨科學習並結合數學概念，可

提升數學邏輯思考與嘗試錯誤的學習。 

4、 針對教學者所遭遇困境之回應 

(1)風帆裁剪高能力組可自行設計（使用照片給予提示可能相關形

狀），低能力組或可使用預先設計的不同形狀範本給予剪裁，待

能力提升後可漸進式給予自行設計空間。 

(2)風帆積木組數於日後可增加，提升操作機會。 

使用說明：建議可於議課時，提供議課紀錄者使用。 



議課紀錄表 
1、 單元名稱：特殊需求課程-學習策略 風力能源-風帆車 

2、 上課時間：110 年 11月 9日午休時段 

3、 任課班級：資源班 

4、 授課教師：葉志偉 

5、 觀課人員：李英杰(輔諮教師)、蔡秀鳳、馮士軒、張家銘 

6、 議課時間：110年 11月 12日第六節 

教學者自我回饋 

1、 優點方面： 

(1)運用 Google簡報呈現完成品，讓學生能有完整概念。 

(2)發現風帆組學生剪錯風帆，彈性調整活動內容，讓學生先設計風

帆，教學者趕緊處理錯誤的集風式風帆。 

(3)教學者讓每位學生設計風帆後，由學生自己先測試再讓其他同學測

試。 

(4)適時發現提醒其他同學留意正在測試同學的表現。 

 

2、 可改進之處： 

(1)上課學生來的時間不一，剛開始整頓學生的情緒花了一些時間，導

致發展活動延後，以至於下課時間才做統整活動。 

(2)原本以為學生分組進行組裝積木和裁剪風帆時，教學者能批改聯絡

簿，但因為不佔用太多時間，就省略這步驟直接教學，覺得可惜。 

(3)裁剪風帆組和組裝積木組，在說課時討論認為裁剪風帆組應該會動

作比較快，上課時發覺組裝積木組動作較快，裁剪風帆組還在進行(還

有沒看指導語、導致集風式風帆剪錯的情形)，推測是高估學生使用剪

刀的能力。 

(4)給學生設計風帆時，雖指導語已經有引導學生以風帆的「形狀」剪

裁為主，但學生看到白紙後都以畫圖設計為主，導致有 1位學生風帆

內容畫太精緻花了太多時間而影響學習活動。 

(5)雖然風帆設計有指導語引導，但未考慮到學生使用剪刀和圖形概念

的先備經驗，導致風帆設計呆板(2個長方形)、面積太小或太大的情

形，原本以為學生會有三角形、菱形等其他圖形出現，但最後仍都是

長方形為主，指導語技術可以再改善。 



3、 所遭遇之困境： 

(1)原本規劃課程是 3位學生，所以只從圓夢計畫購得 1箱風力能源積

木箱，但因故變成 4位學生時，1箱積木箱就變得不夠用，4位學生應

該要 2箱積木箱分組完成，感覺在教材資源上應該要多添購 1箱風力

能源積木箱。在課程規劃和教材設計。 

(2)如果要加入風帆車的美感設計，2節課可能也不太夠。原本只有設

計 1節課，後來加了積木組裝和風帆設計後，孩子可能想把風帆做得

更好，應該可以設計 1節課做風帆，而非在 20分鐘內和風帆車測試擠

在一起，如果拉長教學時間，學生的學習品質會更好。 

觀課人員回饋 

1、 教學者優點 

1.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能、引發與維持學生學習動機--學生們能透過實

地操作、觀察，營造溫馨的學期氣氛，師生們互動氣氛良善，學生們

優游於該堂學習活動中，整個教學活動顯得生動有趣。 

2. 適時歸納或總結學習重點-於學生每個小學習練習/操作告一段或會

適時做出小結 

3.透過圖示與實例，呈現教材內容，並能適時協助學生學習(例如: 學

生的風帆剪錯時，教師的介入)。 

2、 學生學習狀況說明及待釐清問題 

(可包含回應教學者說課時所欲被觀察之重點) 

待釐清問題 

(1) 觀課者:（好奇）學生配對入小組的依據？ 

(2) 教學設計中的課程學習重點有提到: (學習內容) 自我檢查錯誤

的方法；而對照實際在課堂發生的(風帆剪錯)狀況，是由授課者

葉老師直接發現剪錯了；未來，倘使學生能力尚未完全具備自我

檢查錯誤的情形下，或許也可考慮在學生裁切風帆的過程中，教

師進行半提示、提供紙本步驟進行自我檢核、或同儕交互檢核等

其他的方式? 

3、 在觀課過程中的收穫 

1.學生們能透過實地操作、觀察，整個教學活動顯得生動有趣，營造

溫暖的學習氣氛，值得作為觀課者未來設計課程的大方向 

2.受限於教具數量不足，以及，教學流程的流暢性(裁剪風帆組和組裝

積木組的耗時與因應)，任課教師均想方設法讓四位學生能參與學習活

動，此種以學生學習為本位的教學思維，足堪學習。 

  



4、 針對教學者所遭遇困境之回應 

(1)教學者提出的可改進之處(5)的呼應:…學生自行設計的風帆最後都

是長方形… 

觀課者以為: 此次出現了該情況，未來，該課程除了如教學者所言，

在指導語方面，教學者直白地說出其他的圖形(例如學生學過的三角

形、正方形、圓形等)(以呼應教學設計中的與其他令譽科目的連結 s-

II-3)外，也可以考慮同步秀出觸控大屏上的多種其他非長方形的，以

免學生在自我設計創作上繼續畫出長方形。 

(2) 教學者在所遭遇困境(2)有提到: 如果拉長教學時間，學生的學習

品質會更好。觀課者也認同。據此方式，或可讓學生有更多時間在操

作後，觀察發表，集風帆與一般風帆的差異，而進一步歸納出集風帆

的集風效果會大於一般風帆。或是用同一種風帆，探討，風吹角度的

不同，所造成該風帆，可以跑的距離長短上的發現。 

使用說明：建議可於議課時，提供議課紀錄者使用。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110 學年度 

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計畫(第 5-2 期) 

基地班名稱：【寶斗數位學習社群】 

⬥時間：110 年 10 月 29 日 ⬥地點：新民國小資源班 

說明：葉志偉老師公開授課（一）志偉師與夥伴討論共備教案內容 

 

說明：葉志偉老師公開授課（二）志偉師提出公開授課內容構想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110 學年度 

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計畫(第 5-2 期) 

基地班名稱：【寶斗數位學習社群】 

⬥時間：110 年 11 月 9 日 ⬥地點：北斗國小資源班 

說明：葉志偉老師公開授課（三）運用積木讓學生組裝風帆車測試 

 

說明：葉志偉老師公開授課（四）指導學生自行設計風帆形狀和樣式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110 學年度 

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計畫(第 5-2 期) 

基地班名稱：【寶斗數位學習社群】 

⬥時間：110 年 11 月 12 日 ⬥地點：線上議課 

說明：葉志偉老師公開授課（五）志偉師議課前進行教學者自我回饋 

 

說明：葉志偉老師公開授課（六）士軒師提供議課內容提出專業回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