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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科目 生活 設計者 陳秀鳳 

實施年級 二 總節數 共 1 節，40 分鐘 

單元名稱 1-2 我愛動物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1-I-4 珍視自己並學習照顧自己

的方法，且能適切、安全的行動。 

2-I-2 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

化，覺知變化的可能因素。 

5-I-1 覺知生活中人、事、物的豐

富面貌，建立初步的美感經驗。 

5-I-4 對生活周遭人、事、物的美

有所感動，願意主動關心與親近。 

6-I-4 關懷生活中的人、事、物，

願意提供協助與服務。 

6-I-5 覺察人與環境的依存關係，

進而珍惜資源，愛護環境、尊重生

命。 

7-I-1 以對方能理解的語彙或方

式，表達對人、事、物的觀察與意

見。 
核心 

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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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運用生活中隨手

可得的媒材與工具，透過各種

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

息做適切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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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覺察自己、他人

和環境的關係，體會生活禮儀

與團體規範的意義，學習尊重

他人、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生

命，並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

省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的

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他人合

作的情況下，為改善事情而努

力或採取改進行動。 

學習內容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察。 

A-I-3 自我省思。 

B-I-1 自然環境之美的感受。 

B-I-3 環境的探索與愛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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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2 生活規範的實踐。 

E-I-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調整。 

F-I-4 對自己做事方法或策略的

省思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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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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 E2 覺知生物生命的美與價值，關懷動、植物的生命。 

環 E3 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進而保護重要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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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 E2 豐富自身與環境的互動經驗，培養對生活環境的覺知與敏感，體驗

與珍惜環境的好。 

戶 E4 覺知自身的生活方式會對自然環境產生影響與衝擊。 

戶 E5 理解他人對環境的不同感受，並且樂於分享自身經驗。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環境教育 

戶外教育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教材來源 翰林二上生活課本 

教學設備/資源 教用版電子教科書 

學習目標 

1. 能和同學分享自己所觀察的動物。 

2. 能從同學的觀察分享中認識不同的動物，了解動物的喜好。 

3. 能演唱〈大象〉。 

4. 能將〈大象〉的歌詞改成自己喜歡的動物唱出來。 

5. 能配合歌曲〈大象〉，利用簡單的肢體把自己喜歡的動物表演出來。 

6. 能說出對待動物的正確行為。 

7. 能在日常生活中落實愛護動物的行為。 

8. 能說出自己可以幫助動物做的事。 

9. 能從遊戲中養成愛護動物的好習慣。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第 14～15頁 

活動一、動物研究員 ( 引起動機) 

1. 教師提問:想不想更認識你所觀察到的動物呢？有哪些方式可以更認

識動物呢？ 

2. 教師引導兒童討論可以更進一步認識動物的方式，例如： 

(1)到圖書館或書店找相關的動物書籍或報章雜誌。 

(2)利用自己平常的課餘時間可以到動物可能出現的地方，尋找牠們的蹤

跡，更進一步進行觀察。 

(3)親朋好友家中如果有養寵物，可以到他們家中就近觀察。或是透過親

朋好友對飼養的寵物的了解，對小動物可以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4)電視裡的動物頻道有介紹動物的節目，有時會有機會可以透過電視節

 
 
 
 
 
 

5 分 

 
 
 
 
 
 
 

 
 
1.形成性-
實作評量
／能用不
同的方式
更進一步
認識動
物。 
2.形成性-
實作評量
／能與同
學分享自
己觀察動
物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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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認識喜歡的動物。 

(5)網路上時常可以搜尋到相關的資訊。可以透過家中兄姊或是長輩的協

助，利用網路搜尋找到有關動物的相關資訊。 

3. 教師鼓勵兒童透過各種方式，更進一步認識動物。可以給兒童一些時

間，也可以利用周末或假日讓兒童有進一步接觸動物的機會，再將自

己搜查、接觸或獲取的資料帶到學校和同學分享。並鼓勵兒童用各種

不同的方式將這些對動物更進一步的發現記錄下來。 

活動二、動物觀察家 

1. 教師提問：在觀察了小動物，以及對小動物進一步認識與了解後，你

想要用什麼方式和同學分享你的發現呢？ 

2. 兒童發表自己想要和同學分享自己所觀察的動物的方式。例如： 

(1)分享動物觀察日記。 

(2)利用唱跳或肢體模仿等表演的方式，演出動物的特色。 

(3)利用猜謎方式說出動物的特色讓同學猜測。 

(4)利用朗誦分享自己對動物的觀察和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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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動物與我 

1. 教師引導兒童上臺發表「動物觀察紀錄」，並提醒兒童要仔細聆聽同學

的分享。 

2. 教師提醒兒童先不要說出自己所觀察的動物是哪一種。先介紹動物的

觀察紀錄，包含動物的顏色、運動方式、特別的地方等。 

3. 教師指導兒童以多元化的方式來呈現動物觀察紀錄。例如：發表、模

仿、唱跳、朗誦動物小詩、呈現相關動物作品等。 

4. 教師補充說明並提問： 

(1)這個動物有什麼其他特性？ 

(2)你知道這個動物的生活習性嗎？ 

(3)這個動物的性情如何？是否有特殊的喜好？ 

(4)如何對待這些動物才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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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四、習唱〈大象〉 

1. 教師播放〈大象〉，請兒童仔細聆聽。 

2. 教師帶領兒童念一次歌詞。 

3. 教師帶領兒童齊唱。 

4. 教師提問： 

(1)歌詞中提到大象有什麼特徵呢？ 

(2)除了鼻子長還有其他特徵嗎？ 

5. 教師引導兒童回答：鼻子長、耳朵大、皮膚皺、體積大、腳粗粗

 
 
 
 
 
 
 
 
 
 
 
 
 
 
 
 
5 分 
 
 
 
 
 
 
 
 
 
 
 
 
 
 
 
 
5 分 
 
 
 
 
 
 
 
 
 
 
 
 
 
 
 
 
 
10 分 
 
 
 

或發現。 
3.形成性-
習作評量
／能記錄
觀察動物
所使用的
方法和新
發現。 
 
 
 
 
 
 
 
 
 
1.形成性-
口語評量
／能說出
觀察的動
物的特
色。 
2.形成性-
口語評量
／能和同
學分享自
己的「動
物觀察紀
錄」。 
3.形成性-
習作評量
／ 
(1)能從謎
語中描述
的動物特
色猜出謎
底。 
(2)能為自
己在「動
物觀察分
享」活動
中的表現
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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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6. 教師用接唱、分組唱、大小聲變化（依老師手勢）等方式讓兒童更

熟悉歌曲。 

 

活動五、動物特徵大不同 

1. 教師提問：剛剛我們認識的大象的特徵，你觀察的是哪一種動物

呢？說說看這個動物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2. 教師引導兒童分享： 

(1)我觀察的是青蛙，牠的臉頰會鼓鼓的。 

(2)我觀察的是兔子，牠的耳朵長長的。 

(3)我觀察的是貓咪，牠臉上有很多毛，尾巴很長。 

(4)我觀察的是烏龜，牠的殼有很多花紋，也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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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六、我會善待小動物 

1. 教師引導兒童回想同學分享的動物觀察紀錄。 

2. 回想這些動物的特色或喜好，有哪些特別的生活習慣，教師引導兒

童思考，如何依據動物的特色或喜好正確的對待動物，可以從一般

家中有飼養的小動物開始討論，例如： 

(1)烏龜喜歡有水，也喜歡晒太陽，所以烏龜的家要能讓牠有在水裡，

在岸上，也有晒太陽的機會。 

(2)小狗不喜歡被關在家裡，所以常常可以看到養狗的人牽著小狗在外

散步。 

(3)小貓特別愛乾淨，大小便也特別注意清潔，所以主人要準備貓砂讓

貓咪能夠安心的大小便。 

(4)養魚要注意水質的清潔，放入足夠的水草，以及更換乾淨的水。 

3. 教師引導兒童參閱課本圖文。 

(1)教師提問：拿球的小男孩為什麼要換地方打球？ 

(2)教師引導兒童回答：樹上有隻鳥媽媽在孵蛋，希望牠能安心平安的

孵出小鳥，所以換地方打球以免打到他們。 

(3)教師提問：左下角的小女孩提醒小男孩什麼？ 

(4)教師引導兒童回答：小女孩提醒男孩不可以隨便餵松鼠吃東西，不

然牠會生病。並提醒對待其他的小動物也是同樣的方式。 

(5)教師提問：要如何對待會飛的動物？ 

(6)教師引導兒童回答：蝴蝶飛舞很美麗，蝴蝶和昆蟲等小動物在觀察

完後，一定要將牠們放回大自然。 

(7)教師提問：圖片中右下角的池塘裡發生什麼事了？ 

 
 
 
 
 
 
 
 
 
 
 
 
 
 
5 分 
 
 
 
 
 
 
 
 
 
 
 
 
 
 
 
 
 
 
 
 
 
 
 
 
 
 
5 分 
 
 
 
 
 
 
 
 
 
 
 
 
 

 
 
。 
 
 
 
 
1.形成性-
口語評量
／能說出
自己喜歡
的動物與
其特徵。 
2.形成性-
觀察評量
／能改編
歌詞並利
用肢體表
演出來。 
3.形成性
評量／能
節奏平穩
地唱〈大
象〉。 
 
 
 
 
 
 
1.形成性-
口語評量
／能說出
對待動物
的正確行
為。 
2.形成性-
實作評量
／能在日
常生活中
落實愛護
動物的行
為。 
3.總結性-
習作評量
／能評估
自己在與
動物相處
時的行為
是否恰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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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師引導兒童回答：小魚家裡面有很多垃圾。如果自己的家裡有很

多垃圾，生活起來一定也很不舒服，容易生病。 

4. 教師總結：兒童在親近動物，和動物做朋友時，應該要表現出尊重

動物的行為。動物和我們人類一起居住在地球，除了愛護動物，也

要給動物一個乾淨的家。 

第 24～25頁 

活動七、動物的困難 

1. 教師引導兒童分享曾經看到動物遇到的困難。可以從家中有寵物的

兒童開始引導分享。可以讓兒童反向思考，如果沒有當個盡職的主

人，動物們會遇到什麼問題，或是讓兒童從生活中容易看到的動物

開始思考。例如： 

(1)動物也喜歡住在乾淨的家。流浪貓狗就是沒有固定的家可以居住。 

(2)颱風天時，發現流浪貓狗都躲到有騎樓的地方。 

(3)常常在公園看到餵松鼠吃東西的人，人類餵食的食物未必適合松

鼠，可能會造成松鼠的疾病，也會養成動物依賴人類來覓食的習

慣。 

(4)公園的鴿子或斑鳩很容易被小朋友當成遊戲餵食並追逐驅趕。 

(5)看到電視報導許多動物表演都會讓動物面臨非常嚴格殘酷的訓練。 

(6)北極熊因為全球暖化、溫度上升，所以海冰減少，也使得北極熊居

住的地方減少，面臨很嚴重的生存考驗。 

活動八、我的愛護動物計畫 

1. 教師針對兒童所分享的動物的困難，和兒童討論可以幫助這些動物

的具體方法。例如： 

(1)用領養代替購買，就可以減少更多沒有主人的流浪貓狗。 

(2)如果颱風天發現流浪貓狗會躲到門口或有遮蔽的騎樓，不要驅趕牠

們，讓牠們也能平安度過颱風天。 

(3)不隨意餵食動物。 

(4)鳥類欣賞即可，因為小朋友追逐驅趕牠們會讓牠們受到驚嚇，近距

離餵食也會有傳染禽流感的危險。 

(5)盡量避免花錢觀賞動物表演秀。 

(6)在生活中落實節能減碳的小妙招，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減緩全球

暖化溫度上升的速度。 

2. 教師引導兒童選定一個可以用實際行動幫助到的動物，將動物遇到

的問題，以及自己可以付諸的行動記錄下來。 

3. 教師可以給兒童一段實際執行的時間，等時間到後，再和兒童討論

執行的成果，以及可以修正的方向，並討論未來如何繼續幫助動物

 
 
 
 
 
 
 
 
 
 
 
 
 
 
 
 
5 分 

 

 
 
 
 
 
 
 
 
 
 
1.形成性-
口語評量
／能說出
動物朋友
遇到的困
難。 
2.形成性-
口語評量
／能說出
在生活中
幫助動物
朋友的方
式。 
3.總結性-
實作評量
／能擬定
愛護動物
的計畫，
並付諸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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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試教成果：（非必要項目） 

試教成果不是必要的項目，可視需要再列出。可包括學習歷程案例、教師教學心得、觀課者心

得、學習者心得等。 

參考資料：（若有請列出） 

若有參考資料請列出。 

附錄： 

列出與此示案有關之補充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