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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彰化縣泰和國小教師公開授課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表 1、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回饋人員 吳青樺、蔣宜玲(明正國小資源班教師、合格特教教師) 

教學者 楊鈞如 教學單元 曼陀羅思考技法 

紀錄 楊鈞如 
任教 

年級 
四 

任教領域 

/科目 
創造力 

觀察前會談 

(備課)日期及時間 

112 年 01 月 05 日 
下午 3:00~3:20 

地點 明正國小資源班教室 

預定教學觀察/公

開授課日期及時間 

112 年 01 月 12 日 
下午 2:20~3:00 

地點 明正國小資源班教室  

一、學習目標(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核心素養： 

▓創-E-A1 具備盡情展現創造性人格特質的個人觀，展現大膽提問與持續探尋的熱情與動力。  

▓創-E-A3 善於覺察現象，擴充生活經驗，提出與眾不同的創新想法，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創-E-B3 運用多重感官感受創造性產品之美，體驗生活環境中的美感事物，並發展欣賞創造性產品 

          的基本素養。 

學習表現： 

▓ 特創 1b-Ⅱ-1 能分享自己對於已發生過的事的連結想像。  

▓ 特創 2a-Ⅱ-2 能列舉問題或任務已知的各項資訊或資源。 

學習內容： 

▓ 曼陀羅思考技法。 

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為、學生特性…等)： 

(一)教材說明： 

 名稱起源：Mandala 是由 manda+la 組合來。Mandala 是西元古梵文的音譯，中文翻譯為蔓陀羅。 

Manda 是本質、真髓、已成就的事物。La 是得、所有、成就所有。”Mandala 曼陀羅”一詞的意思就是

「獲得本質」或是「具有本質之物」。是由約一千五百年前的藏傳佛教用於冥想與儀式中，也是西藏

佛教中的一種藝術。 

    不透過文字而是透過視覺化的圖像來闡述世界真理，協助進行觀想，觀想曼陀羅圖時可由中心向

四面八方擴散，亦可由外側巷內已挖掘事物本質的深度及寬度。曼陀羅將人的五個意識，包括感覺、

思考、自我、潛在、無垢組合成金剛。故曼陀羅是「轉識成智」，把知識變成智慧的一種工具。 

 演變過程：密宗傳入日本後，曼陀羅思想也影響日本人的生活，觀想曼陀羅成為一種探求身心狀 

態與內心世界的工具，精神科醫生把曼陀羅繪畫用於精神病患與一般民眾的心理治療上，日本的正木

晃教授以曼陀羅繪畫方式，研發出一系列幾何式的曼陀羅圖形；日本設計顧問今權浩晃提出 mandal

本身也是一種大腦思惟，運用曼陀羅無限延伸的思考特性，研發各種運用，用以訓練腦力。 

(二)學生經驗分析： 

(1)學生樂於分享自己相關的生活經驗，能遵守指令，進行聯想發表活動。 

(2)本節課為單元主題的第 7 節課，學生已練習過放射性曼陀羅思考法、螺旋型曼陀羅思考法、十字

排列(八段論法)曼陀羅思考法、十字排列(+SWTO 分析)曼陀羅思考法、創意訓練(虛實轉換練習)+曼

陀羅思考法以上五種思考法。 

(三)學生特性： 

(1)黃〇錞：個性活潑，思考靈活多變，表現慾望強烈，勇於發言，較不喜歡文字書寫的活動。 

(2)陳〇田柔：個性謹慎，仔細觀察後，再模仿呈現，書寫速度較快，但有時字跡潦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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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學習

內容 

教學活動 教學資

源 

時間

分配 

學生學

習策略 

教學評

量方式 

備註 

 引起動機 

活動一： 

1.教師利用 PPT，展示超市或大賣場的圖片。 

2.教師藉由超市的圖片，引導學生分享逛超市或大賣場

的所見所聞。 

主題活動 

活動二： 

1.教師引導學生複習「曼陀羅創造技法」的基本結構與

使用原則。 

2.發下一張「超市大巡禮」擴散式九宮格。 

3.請學生回想逛超市時，所看到販賣的商品，引導學生

分類說出各類蔬果、家電…等商品，先完成最中心的九

宮格。 

4.再從最中心的「九宮格」擴散，將學生想到的各類商

品一一寫下。 

5.鼓勵學生寫得越多越好，並提醒注意分類的正確性。 

6.學生完成後，將學習單張貼在黑板上。 

總結活動 

活動三： 

1.教師引導學生觀摩、檢視個人成果，並說明指導其中

優缺點。 

2.教師給予星星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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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觀察工具： 

▓表 2-1 觀察紀錄表 

六、回饋會談預定日期與地點： 

日期及時間：112 年 01 月 12 日下午 3:00~3:20 

地點：明正國小資源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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