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領域(一上)第三單元教案 
領域/科目 生活 設計者 邱松珍 

實施年級 一上 教學時間 40分鐘 

單元名稱 三-1 親近大樹和小花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中的

人、事、物，覺察事物及環境的特

性。 

2-I-4 在發現及解決問題的歷程

中，學習探索與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 

總綱與領
綱之核心

素養 

生活-E-A1：透過自己與外界的

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自己

有正向的看法，進而愛惜自己，

同時透過對生活事物的探索與

探究，體會與感受學習的樂趣，

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解決問

題，持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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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內容 
A-I-1 生命成長現象的認識。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察。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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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 E1 良好生活習慣與德行 

安 E1 了解安全教育。 

戶 E1 善用教室外、戶外及校外教學，認識生活環境（自然或人為）。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環境教育。 

品德教育。 

安全教育。 

戶外教育。 

與 其他領域/科目的

連 結  
語文領域 

教材 

來源 

1. 翰林版生活課本第一冊〔一上〕第三單元 

2. 村東國小環境教育補充教材-單元一【認識植物】 

教 學 設 備 /資 源  
˙電子書及播放設備。 

˙教師準備：教材 PPT、校園植物照片、環境教育補充教材 



學習目標 

1.能仔細觀察校園裡的植物。 

2.能知道花、草、樹木有不同的顏色、大小和形狀。 

3.能說出親近植物的發現。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方式 

生活課本第 52～53頁 

【活動一、看過的花】 

1.教師以文化部兒童文化館「我家附近的野花」(4’12”)動畫引起動機。 

2.教師提問：「你看過或認識哪些花呢？」 

3.鼓勵兒童自由發表。 

 

【活動二、到校園親近植物】 

1.教師提問：「探索校園認識校園場所時，你看到植物了嗎？在哪裡看到 

  的呢？」【展示照片；上一次彈性課程中到校園中觀察到的植物】 

2.鼓勵兒童自由發表。 

3.引導兒童對校園裡的植物產生觀察的興趣。 

4.教師提問：「我們也可以到校園裡拜訪花、草、樹木喔！想一想，植物  

  要怎麼觀察才好呢？」 

5.引導兒童分組討論後發表：  

（1）可以觀察它們的顏色。 

（2）可以觀察它們的形狀。 

（3）可以觀察它們的大小。 

（4）可以觀察植物有沒有開花，花開了幾朵。 

（5）可以聞看看有沒有味道。 

（6）可以觀察它長在校園的哪裡。 

（7）其他。 

6.教師提問：「親近校園的植物時，還要注意什麼事情？」 

7.引導兒童分組討論後發表： 

(1)要專心觀察。 

(2)走路要輕輕的，不能吵到其他人。 

(3)不可以摘花。 

(4)要保持安靜，才不會嚇跑蝴蝶和蜜蜂。 

(5)其他。 

8.教師提醒： 

(1)不攀折植物。 

(2)不觸碰不熟悉的植物。 

(3)觀察後一定要使用肥皂徹底清洗雙手。 

(4)如果是在野外觀察，因部分植物有毒，小朋友無法辨識，因此不應以 

   觸摸方式進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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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小組討論
／能參與討論，和
小組同學分享交
流 
 
 
 
 
 
形成性-口語評量
／能說出親近植
物的發現。 
 
 
 
 
 
 
 
 
 
 
 
 
 
 
 
 
 
 
 
 
 
 
 
 
 
 
 
 
 
 
 
 
 
 



【活動三、親近植物新發現】 

1.教師提問：「親近校園的植物時，你有什麼新發現？ 

2,鼓勵兒童自由發表觀察心得： 

(1)校園裡的植物有很多種，有的開花了，有的沒有。 

(2)花圃裡有很多不同的花，有的我知道名字，有的我不知道。 

(3)水池旁開了好多日日春，很多蝴蝶飛過來採花蜜。 

(4)我在走廊聞到花香味，聞起來很舒服。 

(5)校園中庭旁邊有一排一樣的樹，有的樹上有開花。 

(6)每種花的大小和顏色不太一樣，有的花比我的手掌還要大。 

(7)其他。 

3.利用彈性課程，帶領學生親近植物，找一棵最喜歡的植物，畫下來並著 

色。(環境教育補充教材P3) 

4.讓學生在下一節生活課中分享並發表自己的圖畫。 

 

【第一節結束】 

12 總結性-實作評量

／能親近並仔

細觀察校園裡

的植物，並能畫

出喜歡的植物。 

 

 

 

 

參考資料 

˙文化部兒童文化館「我家附近的野花」影片 

˙村東環境教育補充資料 

˙拍攝的校園植物照片 

 

 

 

 

 

 

 

 

 

 

 

 

 

 

 

 

 

 



 

 

 

 

 

 

從繪本動畫引導學生觀察生活環境 搭配「彈性課程」的環境教育補充資料 

  

說說在校園觀察到哪些植物 說一說:我觀察到植物的哪些不同 

  

 

 

 

 

 

 

 

 

 

發現家裡也有和學校一樣的植物喔 比較課本和校園中的植物哪裡不同 



 

 

 

 

 

 

 

 

 

 

 

原來花瓣的形狀很不一樣 分享觀察到校園植物的特色 

 
 
 
 
 
 
 
 
 
 

 

撿到果實和種子～是西瓜的嗎? 我發現樹上有鳥巢耶! 
 
 
 
 
 
 
 
 
 
 

 

仔細看看花瓣和花蕊的形狀 這些花真漂亮，找找有沒有掉落的 
 

 

 

 

 



公開課教學省思  

 

    以生活課程的單元為主軸，搭配學校本位課程的環境教育題材，進行學

年老師群共備討論。 

    小一新生剛入校園，對新環境不但陌生且充滿好奇與探索心，因此課程

設計以「探索校園」進入到「認識植物」，每天生活所見的校園草木，進而

學習如何正確維護環境和愛惜動植物生命。老師在彈性課時帶領學生走出教

室，來到校園中觀察並拍照記錄，學生在過程中十分投入自己有興趣的地

方，例如：發現昆蟲、螞蟻、蜘蛛…等，還有掉落在地上的種子、葉子和花

朵，蒐集、撿拾當作寶物帶回教室；因為學生太過興奮，所以老師定點講述

時會有學生沉浸自己世界而落下。 

    藉由備課、觀課和議課的歷程，學年老師有感而發的經驗分享和預設狀

況的對話，察覺到小一生在觀察能力的培養十分需要且重要，多數學生以自

己想說的話為主，聆聽和用眼觀察需要再練習，可以減少老師重複性叮嚀，

建議會在其他學習領域多加強。 

    整體而言，戶外課程十分吸引學生，在常規表現需要先建立，再帶出教

室外，學習成效才能事半功倍；雖然在課前有先說明補充教材(範圍較概略、

廣泛)，但需要調整與生活單元有相關性，因此教師可以再設計學習單，針

對校園內看到植物的簡單描述，減輕小一生在繪畫和文字說明還能力不足的

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