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課程一上主題四單元教案 
領域/科目 生活 設計者 林秀錦 

實施年級 一上 教學時間 40分鐘 

主題名稱 四、風兒吹過來 

單元名稱 2.風會做什麼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2-1-1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覺察事物及環境的
特性。 

2-1-2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化,覺知變化的
可能因素。 

2-1-3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並體會彼此之間
會相互影響。 

2-1-5用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息做適切的處
理,並養成動手做的習慣。 

3-1-1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探

究之心。 
3-1-3體會學習的樂趣和成就感,主動學習新的事

物。 
4-1-1利用各種生活的媒介與素材進行表現與創

作,喚起豐富的想像力。 
4-1-2使用不同的表徵符號進行表現與分享,感受

創作的樂趣。 
7--1以對方能理解的語彙或合宜的方式,表達對

人、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總
綱
與
領
綱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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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藉由各種媒介，探索人、事、物

的特性與關係，同時學習各種探

究人、事、物的方法、理解道理，

並能進行創作、分享及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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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感受與體會生活中人、事、物的

真、善與美，欣賞生活中美的多

元形式與表現，在創作中覺察美

的元素，逐漸發展美的敏覺。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與行為表現可

能對他人和環境有所影響，用合

宜的方式與人友善互動，願意共

同完成工作任務，展現尊重、溝

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學
習
內
容 

A-I-2事物變化現象的觀察。 

C-I-1事物特性與現象的探究。 

C-I-2媒材特性與符號表徵的使用。 

C-I-3探究生活事物的方法與技能。 

C-I-4事理的應用與實踐。 

D-I-3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D-I-4共同工作並相互協助。 

F-I-2不同解決問題方法或策略的提出與嘗試。 

融入議
題與其
實質內
涵 

【環境教育】 

環 E1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整性。 

環 E3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進而保護重要棲地。 

環 E14 覺知人類生存與發展需要利用能源及資源，學習在生活中直接利用自然能源或自

然形式的物質。 

與其他

領域/科

目的連

結 

數學、國語 



教材 

來源 
●康軒版生活一上主題四 

教學設

備 / 資

源 

電子教科書、小白板，分組討論單、相關影片。 

學習目標 

一、覺察與風有關的生活器物與發明,體會其為生活帶來的便利性。 

二、探究風在生活中的用處並分類應用。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方式 

一、發展活動 

(一-)探究風在生活上的廣泛用途,小組腦力激盪,記錄並分享。 

1. 教師提問:「想一想,風可以幫助我們做什麼事?」越多越好。 

例如： 

(1)可以放風箏。 

(2)可以風乾柿子。 

(3)可以晾乾衣服。 

(4)可以讓風車轉動。 

(5)可以穿乾頭髮。 

(6)可以風乾米粉。 

(7)可以風力發電。 

(8)風吹過來好舒服。  

2記錄:將想到的見解想法寫在小白板上。 

3.發表:學童自由分享風是怎麼被運用在生活中。 

4.教師將學童的想法在黑板上約略分類記錄,相似的可以整合。 

5.釐清修正:學童針對不了解的想法答案請求提出說明,教師從中

引導並修正。 

6.分類命名:請學童針對黑板上已分類的風的用途屬性,嘗試命

名。 

(例如:分成四類:讓東西變乾、感覺涼快、好玩的、其他。) 

(二)分組實作評量: 

    檢視學童能否記錄風對生活的助益或用途,並加以分類： 

1. 全班分成 6組，利用教師發給各組的「請風來幫忙」的分類單

及小卡，進行討論與分類。 

2. 分類完成後，請各組派代表分享分類結果。 

(三)指導學童完成習作第 26〜27頁。 

(四)總結性評量:從習寫習作第 26~27頁過程中,檢視學童能否將風在生

活中的各種運用進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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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思考並踴

躍發表風可以

為我們做的事 

 

 

 

 

 

 

 

 

 

 

 

 

 

●能根據風的用

途屬性命名 

 

 

 

●能踴躍參與討

論 

 

 

●能判斷風在生

活中的運用方

式進行正確的

分類 



二、總結活動 

    經由學童共同討論與分享,教師引導學童串聯歸納。 

1.風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善用風可以為生活帶來便利。 

2.現代人發明與風有關的生活器物,利用電力帶動馬達製造風,可

以控制風的大小、方向,甚至冷熱,方便生活需求。 

3.利用風力電,既可減少環境汙染,又可減輕能源短缺的壓力及地

球暖化的威脅。 

4.使用產生風的電器產品,要留意安全,也要節能。 

 

 

7’ 

 

 

 

 

 

 

 

 

 

●能明白風與我

們生活中的關

係，進而感受大

自然、愛護大自

然。 

參考資料 
●教育大市集—國小館 

●網站：柿紅映秋景、一起風美食-米粉的製作過程、風力發電 

 
 

 

 

 

 

 

 

 

 

 

 

 

 

 

 

 

 

 

 

 

 

 

 

 

 

 

 

 



附錄 3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國民小學公開授課活動照片（觀課者協助拍攝） 

 

活動：公開授課                  日期：112.11.29 

 

活動：公開授課                   日期：112.11.29 



附錄 4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國民小學公開授課 

教學觀察/公開授課－公開授課前會談紀錄表 

回饋人員 蔡惠雅老師 
任教

年級 
一 

任教領域

/科目 
國語、數學 

授課教師 林秀錦 
任教

年級 
一 

任教領域

/科目 
生活 

備課社群(選填)  教學單元 四-2〜風會做什麼 

觀察前會談 

(備課)日期及時間 

112 年 11 月 27 日(一) 

 14：00 至 15：00  
地點 一年丙班教室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

公開授課日期及時間 

112 年 11 月 29 日(三) 

 08：40 至  09：20  
地點 一年丙班教室 

一、學習目標(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核心素養：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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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介，探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的方

法、理解道理，並能進行創作、分享及實踐。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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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生活-E-B3 感受與體會生活中人、事、物的真、善與美，欣賞生活中美的多元形式與表現，在

創作中覺察美的元素，逐漸發展美的敏覺。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人友善互

動，願意共同完成工作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生活-E-C3欣賞周遭不同族群與文化內涵的異同，體驗與覺察生活中全球關連的現象。 

學習表現： 

2-1-1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覺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2-1-2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化,覺知變化的可能因素。 

2-1-3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並體會彼此之間會相互影響。 

2-1-5用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息做適切的處理,並養成動手做的習慣。 



3-1-1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心。 

3-1-3體會學習的樂趣和成就感,主動學習新的事物。 

4-1-1利用各種生活的媒介與素材進行表現與創作,喚起豐富的想像力。 

4-1-2使用不同的表徵符號進行表現與分享,感受創作的樂趣。 

7--1以對方能理解的語彙或合宜的方式,表達對人、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學習內容： 
A-I-2事物變化現象的觀察。 

C-I-1事物特性與現象的探究。 

C-I-2媒材特性與符號表徵的使用。 

C-I-3探究生活事物的方法與技能。 

C-I-4事理的應用與實踐。 

D-I-3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D-I-4共同工作並相互協助。 

F-I-2不同解決問題方法或策略的提出與嘗試。 

學習目標： 

一、覺察與風有關的生活器物與發明,體會其為生活帶來的便利性。 

二、探究風在生活中的用處並分類應用。 

 

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為、學生特性…等)： 

1.學童從風的觀察體驗及生活經驗中，知道風也是好幫手。 

2.學童在生活經驗中使用過與風相關的器具或設施。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1.引起動機：從最近的天氣變化，感受到風帶來對生活上的影響與改變，想想風為我們做了

什麼事? 

2.認識與風相關的產物：介紹新竹九降風、米粉、柿餅等物產。 

4.分組討論：探究風在生活上的廣泛用途進行分類，如：讓東西變乾、讓身體變涼快、好玩

的、風力發電、其他等。 

5.習作評量：依風在生活中的各種運用進行分類。 

四、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1.從生活中的經驗，發表對風的感受。 

2.能認真參與分組討論，了解風在我們生活上發揮的不同用途。 

3.依據風的不同用途，進行判斷，發揮合作精神，共同完成分類。 



五、教學評量方式（請呼應學習目標，說明使用的評量方式）： 

1. 能說出風在我們生活上幫助我們做的事----發表、口說評量。 

2. 能踴躍參與討論，發現風在生活上的用途，具備的不同特性----發表、口說評量。 

3. 能進行風的用途的分類----操作評量。 

六、觀察工具(可複選)： 

■表 2-1、觀察紀錄表    □表 2-2、軼事紀錄表 

□表 2-3、語言流動量化分析表  □表 2-4、在工作中量化分析表 

□表 2-5、教師移動量化分析表   

□表 2-6、佛蘭德斯(Flanders)互動分析法量化分析表 

□其他：______________ 

七、回饋會談預定日期與地點：（建議於教學觀察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 

日期及時間： 112 年 11 月 30 日 14：00 至 15：00  

地點：  一年丙班教室   

  

 

 

 

 

 

 

 

 

 

 

 

 

 



附錄 5 （擇一種表格填寫）     合興國小-教學觀察紀錄簡表（觀課者填寫） 

授課教師： 林秀錦         任教年級：  一       任教領域/科目：   生活            

教學單元： 第四-2單元       教學節次：共 2 節    本次教學為第 2 節 

觀課者：  蔡惠雅         
                 觀課時間：112 年 11月 29日 08:40 至 09:20 

指標  內          容 
達到程度 

高5  4  3  2  1 低 

備    註 

(事實摘要簡述) 

A-2-1 
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能或生活經驗，

引發與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 □ □ □ □ 

依照學生生活經驗、遊戲經
驗來引起動機，學生興趣高
昂。 

A-2-2 
清晰呈現教材內容，協助學生習得重要

概念、原則或技能。 
■ □ □ □ □ 

教師授課時口條清晰、條理

分明的陳述概念。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練

學習內容。 
■ □ □ □ □ 

透過發表、討論、分類及遊

戲讓學生更理解學習內容。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結

學習重點。 
■ □ □ □ □ 

學習活動後，教師歸納並總

結學習重點。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

討論或實作。 
■ □ □ □ □ 

教師靈活運用教學方法引導

學生思考及討論。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 □ □ □ □ 
視學生學習情境，指導學生

學習的策略。 

A-3-3 
運用口語、非口語、教室走動等溝通技

巧，幫助學生學習。 
■ □ □ □ □ 

教師運用口語及肢體引導學

生學習，並巡視各組討論情

境，予以指導。 

A-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 □ □ □ □ 
教學中運用口語發表、上台

發表及實際操作進行評量。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

習回饋。 
■ □ □ □ □ 

對較不熟悉的概念，再加以

說明。 

A-4-3 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 □ □ □ □ 
對較不熟悉的概念，調整不

同教學方式再釐清概念。 

B-1-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 □ □ □ □ 
教師早已建立一套與學生的

默契掌控學習態度、秩序與

專注力。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 □ □ □ □ 
運用口頭嘉許、同學鼓掌及

分組獎卡加分鼓勵，表現最

優組別給予小獎品鼓勵。 

B-2-1 
安排適切的教學環境與設施，促進師生

互動與學生學習。 
■ □ □ □ □ 

一組 4 人，盡量讓每人有發

表機會，並透過教學圖卡及

操作，提高學生的學習興

趣。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

合作關係。 
■ □ □ □ □ 

師生互動十分良好，在愉快

的學習氣氛中進行學習活

動。 

 

項 內          容 
達到程度 

高5  4  3  2  1 低 
備    註 

1 設計有效「動機引起」來吸引學生注意力 

■ □ □ □ □ 利用與風相關的影片及

玩具(風車)引起學生的

共鳴，提高學習的興

趣。 

2 能做適切的課程設計提供優質的教材 

 ■ □ □ □ □ 搭配課程設計，靈活運

用電腦資訊、圖卡等具

體教材。 

3 
確認學生能「理解」所教授的原理原則或內

容 

 ■ □ □ □ □ 從發表及實際操作觀測

學生的學習理解度，並

適度再予以釐清及反覆

學習。 

4 安排及引導「小組討論」有效進行 
 ■ □ □ □ □ 異質性的分組，融入學

習策略的引導。 

5 確認學生達成「精熟學習」階段 

 ■ □ □ □ □ 從發表及實際操作觀測

學生的學習理解度，並

適度再予以釐清及反覆

學習。 

 

 

 

 

 

 

 

 

 

 

 

 

 

 

 

 

 

 

 



附錄 6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國民小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授課日期：112年 11月 29日 

回饋人員 蔡惠雅老師 任教年級領域 (一)年級(國數)領域 

授課教師 林秀錦 任教年級領域 (一)年級(生活)領域 

教學單元 四-2 風會做什麼 教學節次 共 二 節 

本次教學為第 二 節 
回饋會談日

期及時間 
112 年 11 月 30 日；14：00至 15：00 地點 一丙教室 

 

 

 

實際教學

內容簡述 

教學活動 學生表現 

1.引起動機：提問發表，感受窗外的風，

察覺天氣的變化，並根據自己的生活

經驗，說說風幫助們做了什麼事。 

2.分組討論：討論並分享風是怎樣被運

用在生活中，在用途上有哪些不同? 

4.分類遊戲：教師準備風的用途分類海

報及風的功能小卡，各組依據風的不

同用途，進行討論及分類。 

5.總結性評量：利用習作 P.26-27習

寫，檢視學童能否分辨風的不同功能

及用途。 

1.學生較多能從與風的遊戲及玩具

發想，踴躍表達運用風玩的遊戲。 

2.分組討論並加上教師的補充引

導，學生更廣泛的了解風的功用，

並對新竹製作米粉及柿餅的九降

風有濃厚的興趣。 

3.透過操作性的分類學習活動，學生

的學習動機與參與度相對提升，更

能清楚地明白風的不同用途。 

4.能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於遊戲中

展現相互協助的態度。 

學習目標

達成情形 

透過講述、提問、說明等教學技巧，引導學生觀察發表風在我們生活上提供的

協助、發揮的功能，覺察到生活中許多器物的發明與使用，與風有極大相關，

並體會到其為生活帶來的便利性。透過圖卡及討論，在遊戲中學習歸納統整的

能力，並依風的不同功能應用在生活中，能有更大的發揮。 

自我省思 
1.呼應 108課綱的精神，學生是學習的主體，在教學中盡量避免教學者的單向

傳授，教學者居於引導的地位，儘量讓學生去發表，且透過分組討論再加上

操作性的練習，比起教學者單向知識的傳輸，更能明顯感受到學生學習專注

力的差異，教授課程已經數年，「風」是生活中隨時存在的，以往稍作引導，

學生便能有許多親身的體驗可以熱絡的分享，但今年卻感覺到學生似乎對周

遭的風帶來的問題及風的我們的幫助，似乎不太有深刻的感受，能夠熱烈的

進行發表，不禁思考原因何在？是學生們對生活體驗的感受度變差了？忽略

了？或者，3C產品取代了更多的戶外活動，佔據了孩子大多數的空閒時間?

值得我們去探討。 

2.一直以來對生活課程的進行，我不喜歡交學者單向的傳輸知識。尤其低年

級，更適合活潑性、活動性的學習模式，我會盡可能去設計較多討論或操作

式、活動式的學習，但這樣的教學模式會存在較多時間掌控上的變數，漸漸



的，我比較不拘泥在每個教學細節的時間長短，教案是死的，但教學是活的，

只要能掌握教學的進度，即使教案內容無法完全完成亦無妨，只要在下一堂

課繼續完成即可。 

同儕回饋

後心得 

感謝觀課者的建議與肯定，誠如上述個人的想法，觀課者也持贊同的想法，教

學以實際情境，可做彈性的調整，甚至常可就當時的情境進行機會教育，只要

每個章節的進度適時掌控即可。另外，有時為了補充更多的學習內容，又必須

考慮到時間的因素，整個說話的速度往往會不自覺地越來越快，還是要多多提

醒自己這個情況。每上完一堂課的教學情境與可改進之處，我都會作為在另一

個班級的教學調整參考，修正之後的教學脈絡果真順暢許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