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民權華德福實驗國民中小學  公開課教案 

110 

學年度 

█主課程 

□副課程 

課程名稱： 

地方探究-一

起搭乘民權時

光機 

年級： 

四年級 

授課時間：111年 05月 17日 

授課節數：第  2 節 

授課教師： 

林雅慧 

孩子 

學習歷程

身心狀態 

九～十歲的四年級孩童的活力展現於對世界的好奇與學習興趣上。此階段的孩子開

始向外開展，除了更認識自己，也更認識自身與環境的關係。在地方探究這門課程，將

從自身向外認識所處環境的人文、地理及歷史，深入了解這片土地，體驗生命的整體及

共存的彼此。課程會加入方位辨認、地圖繪畫及實地踏查的學習元素，帶領孩子走出教

室，進入地方。透過地方探究引導孩子認識在地環境並學習利用文字與圖像記錄所處環

境，從自身區域出發向外擴展，達到整體的學習廣度。 

課程節奏

/ 

孩子 

經驗 

上學期四年級孩子在地方探究的課程中已學習過鳥瞰抽屜、完成畫教室與學校，認

識方位及地圖，整合這些學習歷程與能力，接續的課程將帶領學生乘坐時光機，一窺學

校所在地的初始樣貌。透過學校歷史的回顧，擴增孩子對學校歷史的真實感受，並擴展

對學校所在地-五俊村的環境認識。從學校、到村莊的認識，以及接續著學生騎乘腳踏

車踏查芳苑鄉其他村落的地方探究歷程，真實的連結人與環境、地景特色等關係。參酌

彰化縣文化局出版的大家來寫村史的書籍撰寫脈絡，帶領孩子由學校出發，取材學校所

在的五俊村中的人、事(件)、物(建築物、農作物等素材，最後以孩子的觀點一起幫五

俊村紀錄歷史。從民權華德福國中小的過去歷史，到認識五俊村，最後整貫實際踏查芳

苑鄉鄰近村莊、鄰近芳苑鄉的彰化縣其他鄉鎮的的歷程，建構孩子從芳苑鄉到彰化縣所

轄鄉鎮市的認識，最後對彰化經濟產業、地方特色、歷史文物影更全貌的認識與理解。 

 



教學流程 

教學內容 時間 

課程摘要 

一、 揭開學校歷史的面紗 

(一)猜猜看這是學校的哪裡? 

 1.學校古今照片配對 

 2.複習並確認學校平面圖方位 

(二)民權的學校歷史(五俊村-民權國小/方位圖) 

  1.民國 52年 8月後寮國校建立五俊分班(後寮國校在現在村莊內活動中心的 

    位置，建築四間竹屋)，招收一至四年級約 200位學生。 

  2.民國 53年 8月，五俊分班遷移至新校地(洪掛先生捐贈的現有校地，4間竹 

    屋遷移到新校地內作為教室-現在廚房位置向東方向)。後續發動義工勞動填 

    土，築圍牆，二林天主教補助人工勞動力麵粉，逐年增改建為標準教室。 

(1)民國 54年 5月新建校舍一間 

(2)民國 54年 10月新建標準教室一棟(三間) 

(3)民國 54年 12月新建廁所一棟(鄉公所補助 5000元) 

(4)民國 55年 4月新建校舍一棟(共 4間) 

(5)民國 55年 7月新建宿舍一棟 

(6)民國 56年 2月五俊分班發動義務勞動填高地基 1~5公尺，牛車 2500 公，

人工 2400工 

(7)民國 56年新增校地 0.32甲(校地共 0.65甲) 

 

5’ 

 

 

 

10’ 



 

 (8)民國 81年新建教室 

(9)民國 82年師生宿舍完工 

3.民國 57年 1月，五俊分班獨立改為「民權國校」(1月 20日) 

4.民國 57年 2月 1日，成立民權國小，學生數為 244人。 

5.民國 108年 8月 1日改制為華德福實驗國民中小學，校名為「彰化縣民權

華德福實驗國民中小學」。學生數為 54人(國小 49人，國中 5人) 

6.民國 111年 6月，第一屆國中畢業生與第 55屆國小畢業生(國小 65人，國

中 20人) 

(三)認識台灣土豆王-洪掛興學(民權-五俊村)/(學校周圍方位圖) 

1.洪掛畢業於二林芳苑國小，在沙鹿與兄長創辦福壽牌沙拉油，是美援時期

指定加工廠，有「土豆王」稱號。 

2.50年前捐 5分地，創建民權國小 

3.2018年民權國小 50周年校慶由洪掛基金會再捐贈 3.5分地，為民權華德

福轉型實驗教育擴展空間。 

4.從五俊村-學校-五俊村的平面方位圖 

(四)聽耆老說故事 

  1.民權國小校名的由來 

    2.村民協助建校 

    3.校園建設的點滴(廚房、操場、排水溝) 

 

一、 地理與歷史位置(引自芳苑鄉誌) 

1.芳苑鄉 

芳苑鄉原名「番仔挖」或「番仔崛」，日據時期更名為「沙山」，光復後改為「芳

苑」，有 26個村。 

(1) 芳苑鄉在清朝地名為「番仔挖」，簡稱「番挖」。 

二林社的平埔人是巴布薩族，但「番挖」無平埔族人的遺跡。傳說距芳苑 7公里

的南方是濁水溪(西螺溪)，每年颱風洪水期溪水氾濫，狂風北吹，大浪將西沙搬

運向北填海，海水每日晝夜各漲落一次，初一、十五海水漲落最大，海水漲落間，

海沙向外推形成一條長形沙丘，稱為「沙線」，是內外海的界線。內海有水溝通往

外海，漲潮時外海的魚蝦隨水入內海覓食，退潮時隨水游回外海。水溝凹處仍有

積水，魚蝦就藏在此處。二林的番人(平埔族)常來捕魚，故稱此地為「番挖」，又

稱「番仔挖」，「挖」有窟窿、洞穴之意，就是「崛」。 

(2) 芳苑鄉是台灣本島的中部，西濱台灣海峽，處舊濁水溪二林溪下游段的入海

口，是濁水溪沖積扇的扇端的帶，呈現海岸地理景觀 

海岸線不斷向外擴張(自然淤積或人為的海埔新生地)； 

河道位置變遷 

 

2. 芳苑鄉五俊村(埤腳) 

主要以埤腳、下埤腳為主要人口聚落。以東西向的芳草路為主幹道路，東通草湖、

西通芳苑，由仁愛路可接到永興村 

(1)埤腳，今彰化縣芳苑鄉五俊村，距芳苑街區之東北東 1.6公里處，距彰化隆起

海岸平原之西南西邊，二林溪北岸地帶，海拔約 5~10km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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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質為沖積扇的一部分，厚達數百百公尺的沖積扇，是以礫石、沙、淤泥及黏

土組成。 

(3)土壤粗且以壤土或沙質壤土為主，因近海岸，土壤鹽分含量較高。 

(4)五俊村信仰中心 

巡按府(進興宮)-溫府王爺、池王爺、哪吒太子等神祗，於 69年重建，70

年 12月竣工。 

五營-放兵 

(5)住 

竹子當圍牆，種植木麻黃、榕樹等樹抵擋強烈的海風。 

紅磚瓦厝或竹槓仔厝: 

    正面-正廳；兩側為房間；廚房(灶腳)在兩端(面向正廳右邊)及儲藏室(位於 

    左邊，俗稱五間尾)。若人口多，從主房的兩端向前方增築房間，成馬蹄 

形，俗稱「護龍」。正廳前的稻埕為曬穀場。 

(6)蚵農利用鐵牛、牛車運蚵；利用竹筏、小渡船在淺海捕魚 

 

三、來寫我們的歷史 

(一)寫村莊的歷史，你想要說那些故事? 

(二)列出重點，分組訪問和寫作 

(三)完成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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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民權華德福實驗國民中小學說備課紀錄表 
 

      教學者：林雅慧    共備小組： 蔡佳琪、陳靜琳 

      任教年級：  四    任教課程:主課程：  地方探究      □副課程：              

 

      共備日期及時間：  111  年 05   月 16   日  14  點  20  分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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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利用學校的古今照片配對，帶領孩子走入民權華德福的時光機 

(2) 複習並確認學校周遭的平面圖(先定方位，確認相對位置與比例) 

(3) 認識學校的歷史 

(4) 認識五俊村所屬的芳苑鄉 

(5) 我知道的五俊村-寫我們的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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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透過學校歷史的回顧，擴增孩子對學校歷史的真實感受，並擴展對學校所在地-五俊村

的環境認識。從學校、到村莊的認識，以及接續著學生騎乘腳踏車踏查芳苑鄉其他村落的地

方探究歷程，真實的連結人與環境、地景特色等關係。參酌彰化縣文化局出版的大家來寫村

史的書籍撰寫脈絡，帶領孩子由學校出發，取材學校所在的五俊村中的人、事(件)、物(建

築物、農作物等素材，最後以孩子的觀點一起幫五俊村紀錄歷史。 

(2)從民權的學校歷史開始，描繪出學校位址在五俊村中的移動軌跡(五俊村-民權國小/方位

圖) 

(3)認識台灣土豆王-洪掛興學(民權-五俊村)/(學校周圍方位圖)，描繪出學校校地的發展軌

跡-竹屋-平房-現在的校舍-捐地(未來的願景) 

(4)我們知道的五俊村-位置、土壤、農作物、宗教信仰、房舍、耆老訪問……，確認我們想

要描寫的主題，討論獲得資料的方式，最後寫出我們知道的五俊村。 

 

 

3.共備小組給予的建議。 

 

(1) 地圖繪製，建議以單張圖畫紙畫(學校平面圖、五俊社區平面圖、學校捐地平面圖)最後

黏貼起來成為折疊式地圖，會有不一樣的效果。 

(2) 為減少時間，繪製學校平面圖部分建議以翻閱先前工作本回顧替代(之前學生花兩節課

才繪製完) 

(3) 為五俊村寫村史的部分，課程擬開放給學生發想後再聚焦分組訪查撰寫，是很不錯的學

習活動。建議可以加重這部分的課堂運作。 

 

 

 

 

 

附件一 



 

彰化縣民權華德福實驗國民中小學回饋單 

 
      教學者：  林雅慧  觀課人員：蔡佳琪、陳靜琳 

      任教年級：   五年級   任教課程:主課程：  地方探究       □副課程：              
 

      回饋討論日期及時間：  111年  05  月  18  日 11  點 10 分至  11 點 40   分 

 

一、教學者在自我教學過程中的回顧。 

(一)構思黑板畫時，用腳印來表徵學校目前的發展與成就是踩著前人幫助的足跡前行，未

來，仍會繼續向前，也期望學生未來也可以效法興學的精神，貢獻自己的力量。 

(二)課程的發展從學校創校的時間軸、位置的空間變化兩個軸度串接，透過歷史舊照片傳達

學校建校的艱辛與得之於人的感謝。 

(三)從學校歷史故事帶入介紹五俊村的故事，透過思考發想，引領學生聚焦三個描寫五俊村

的主題:牧場(含蛋雞、雞舍、乳牛……)、農產品(含稻米、花生、苦瓜……)與廟宇(五俊村)。 

(四)藉由主帶老師協助，將學生做異質性分為三組，每組一個主題。推舉一個小組長與老師

接洽需要協助的事項(訪談對象、訪談主題……或是其他協助) 

(五)時間掌控性可再調整，超過 5分鐘下課。 

(六)原定課程方位主題僅有簡單口頭討論，可調整課程設計。 

 

二.觀課人員回饋 

(一)蔡佳琪老師 

1.用腳印的版畫開場，意象很好。 

2.說故事過程用照片引起動機，孩子們很有興趣，但照片傳閱容易讓孩子們分心，有即時發 

  現，抓回注意力。 

3.發言規矩和原則建立，如：麥克風發言權、能及時提醒、尊重每個孩子的發言。 

4.從生活經驗開始說故事更能進入故事中，如：路跑及上學路線的地理位置、三隻小豬帶出 

  竹管屋。 

5.中間穿插問答環節，孩子融入其中。 

6.故事中讓孩子能像搭乘時光機，感受時間、空間的變遷，其中包含歷史、建築、時間、空 

  間、貨幣價值、地理、斗米建校等內容。 

7.說故事時間較長，且都坐在地板，部分孩子坐不住，建議可以轉換活動和環境配置，動靜 

  穿插流動。 

8.在黑板整理發言的內容，更具體、清楚。 

9.延伸活動分組工作，碰撞思想，讓每個孩子能在組織工作中更有脈絡和圖像。 

(二)陳靜琳老師 

1.從介紹民權的舊照，校門口、銅像、教室，與現今的差別，引發學生們熱絡的討論，再由 

  學生們的提問，切入課程主題，講解民權的起源，當有孩子迫不及待的發言，打斷了同學 

  的發表時，能用傳遞「隱形麥克風」的有趣方式，引導使其尊重發言。 

2.課堂前事先準備的小黑板，寫著校名的演變，從最底下的後寮分校→民權國小→民權華德 

  福國小→民權華德福國中小，層層向上，搭配年份標籤，有如歷史演進的痕跡，十分引人 

  入勝。 

3.課程進行方式是圍圈盤腿席地坐，課堂約過半左右時，漸漸有孩子開始坐不住，建議可變 

附件三 



  化課程進行方式，中間穿插活動，讓孩子動動身子後更保持課堂專注力。 

4.在最後課程結束前，引導孩子發想，如果要介紹五俊村想介紹什麼？當孩子的回答遲遲無 

  法聚焦在預設的回應時，建議可以多一些提示詞，讓課程順利進行。 

5.在黑板記錄發想時，有使用不同顏色分類，可方便孩子判讀類別，建議板書能統一書寫方 

  向，會使閱讀更加容易。 

 



彰化縣民權華德福實驗國民中小學公開課照片 
 

授課者:林雅慧   110/05/17 

  

圖 1 四年級主課程-地方探究-民權/五俊村 圖 2老師透過建校故事介紹學校發展史 

  
圖 3 老師與學生互動 圖 4學生腦力激盪聚焦五俊村村史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