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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中市西屯區大鵬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張芬玲 

教師主授科目 生活課程 

班級數 4 班 

學生總數 87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學校附近（康軒版二下） 

施作課堂 生活課程 施作總節數 20 節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二 年級  

□ 國民中學      年級 

□ 高級中學      年級 

□ 職業學校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大鵬國小附近有個和大家相伴很久的好鄰居～水湳市場，這個市場照料與滋養了在地人

民的生活，容納了各種富含回憶與貼合人們百種喜好的攤販，緊扣著每個家庭的溫暖回憶。 

我們以在地孩子生活重心的「水湳市場」為主軸，透過『學校附近」主題課程，希望從

孩子生活經驗出發，從書本走入真實的生活環境，延伸學校課程的認識與想像，結合社區生

活文化，讓他們透過親身的觀察、體驗、訪問、感受，在最貼近孩子的日常生活中展現出專

屬於他們的生活美學喚起孩子對社區的意識感。從美學角度出發，我們引導每一個孩子以多

元媒材的創作方式讓他們重新體驗傳統市場的美，喚起孩子對地方文化價值的認同。 

在這一系列學習過程中，社區的探索地圖深刻烙印在孩童心中，『學校附近』的課程不

只是孩子展現學習風采的舞台，更透過一連串走訪、操作、觀察、探索、互動、反思等歷

程，結合五感體驗的融合學習，讓學習更貼近學習者的生活經驗。也期待學生能透過課程，

發現社區的美好，凝聚愛鄉的社區意識，未來成為主動關心社區與環境的重要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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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課程目標 

1. 能仔細觀察並記錄下社區景物。 

2. 能進行訪問活動，初步了解社區內受師長推薦的熱門店家及原因。 

3. 能紀錄社區店家的環境、特色。 

4. 能與他人合作，整理資料，歸納店家的特色。 

5. 能透過訪問或查資料方式，解決疑問。 

6. 能敘寫出店家內容、特色，完成商家導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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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 

 

一、課程紀錄 

1. 課程實施照片 

 

 

 

 

   

到學校附近踏查，拍

照搜集資料 

看看水湳市場建築版

畫，認識地圖樣貌 

練習把踏查的商家標

示在地圖上 

利用線上地圖確認商

店位置 

    

各組分享學校附近商
店的觀察及發現 

再訪市場：採訪記錄
特色商店 

整理採訪紀錄，製作
商家導覽小書 

把對社區家鄉的關懷
化成有趣的水湳大富
翁桌遊 

2. 課堂流程說明 

 單元一：漫步水湳（共 7 節） 

活動一：社區漫步(3 節) 

1.走走看看：實地走訪學校周邊街道，請學生用平板拍照做觀察紀錄。 

2.討論分享：小組分享走訪的觀察發現，用小白板寫出五個看見。 

3.老師分享四年級學生探訪市場，觀察店家建築外觀製作的『水湳風情畫』市場漫遊地圖。

大家一起說說這是哪一個地方，再次協助學生整理探訪的商家風貌。 

活動二：標記社區商家位置。（2 節） 

1.連結市場踏查及『水湳風情畫』市場地圖的經驗，請小組將走訪發現的景點畫在圖畫紙

上，練習標記。 

2.準備平板，提供孩子可以利用資訊設備解決問題。 

3.發表與分享：互相觀摩及聆聽大家踏查後的有趣發現。 

活動三：訪問師長『商店大推薦』（2 節） 

1.除了孩子的發現，再進行更多的資源搜集，請學生採訪學校師長推薦學校附近的特色商

家。 

2.課堂時間在教室先做『訪問練習』，提醒孩子採訪及提問的方向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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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生利用下課時間『進行採訪及完成採訪單』的任務。 

4.採訪完成後，在課堂上進行『師長推薦商家』及『小組觀察商家』的對照及比較。 

5.歸納統整得票最高的商家。 

 單元二：出去走走，一探究竟（共 6 節） 

活動一：商店體驗（2 節） 

1.根據統整歸納的高票商家，先在教室進行小組分工：紀錄、拍照、提問採訪，小組內進行

模擬演練。 

2. 商家實地到訪，引導孩子發問、觀察及聆聽的禮儀、應對進退。 

3.回到教室，小組內整理採訪資料、分享不同的發現與經驗。 

4.提出觀點：提出個人對參訪商店之最特別感受及原因，書寫在便利貼上。 

活動二：統整商店特色(2 節) 

1.統整商店最重要的特色:全班共同討論如何將資料做呈現。 

2. 討論分享：歸納整理介紹商店時需要呈現的重要內容，在黑板上以概念圖呈現。 

3. 各組上台發表歸納結果，簡介採訪內容。 

活動三：大搜查‧再發現(2 節) 

1.提問與討論：各組報告完後，每個人將自己的疑問寫在便利貼上，貼在黑板。 

2.討論尋找解答方式：(1)上網、問人→課後作業，(2)無法透過網路、書籍、詢問家人或師

長查問到的，可能需再安排商店探訪 

3.修正及整理搜查結果。 

4.決定分享店家方式，商家旅遊導覽書製作。 

5.分享『安妮新聞』報紙，討論報紙的特色在旅遊導覽書製作時可以學習的優點。 

 單元三：帶你遊水湳（共 7 節） 

活動一：商家導覽書(2 節) 

1.導覽書要呈現的內容討論，如：地圖位置、商家特色、美食商品介紹。 

2.地圖標記：運用社區平面地圖，標記出各景點位置。 

3.將完成的小書作品展示在教室中，佈置作品，讓學生觀摩學習更了解水湳大小的商家日

常。 

活動二：『水湳大富翁』桌遊設計（3 節） 

1.水湳桌遊設計：和學生討論桌遊中要呈現哪些商家、遊戲的玩法、逛水湳市場可能與到的

任務與狀況、遊戲限制。 

2.遊戲分工與製作：小組討論自己遊戲的想法、提出修正建議，最後著手開始畫在四開圖畫

紙上。 

3.完成遊戲模擬試玩：小組完成作品後，組內進行解說與試玩，來回調整遊戲規則的設定。 

活動三：桌遊咖啡館（2 節） 

1.小組分派留守順序，每個人都練習當關主介紹桌遊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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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當關主的其他三人到不同組別體驗不同桌遊的遊戲樂趣。 

3.分享體驗結束，省思自己的想法與收穫（完成學習單）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1. 藝術教育與環境之間的關係要如何做連結？希望課程的開展能以兒童為主體，以學生

的日常生活出發，讓學生更深刻體會藝術與生活之間的關係，因為如此，所以課程的

學習目標也要讓學生了解環境與人文間互動、藝術與生活之間是息息相關。 

2. 從觀察出發跟著課程的脈絡深入探索社區商家，孩子能發現家鄉社區的美好，以自己

的方式表達看法，產生認同。 

3. 以藝術的行動打開孩子的想像，編繪商家導覽書，把課程中所見、所聞、所感放入創

作的元素中，透過五感感知來呈現家鄉社區，呈現水湳市場印象，互相分享觀察中的

看見。 

4. 從知道、親近自己家鄉的土地去尋找共同的生活印記，最後能利用自己的力量把所學

的知識、對家鄉社區的認識化成行動，製作商家導覽書、水湳大富翁的遊戲，以藝術

形式轉譯，融合多元媒材形式引導，讓更多人認識水湳的美麗風貌，讓社區的傳統價

值不因為世代的更替而遺失，再興新的價值風貌。 

5. 課程結束後，孩子還能反覆玩味，在假日拉著家人去駐足每一個採訪探查過的攤商以

及和老闆間溫暖與真誠的問候，讓人感動是最美麗的課程風貌。 

6. 未來，課程的教學希望再多增加不一樣的藝術感受課程，讓孩子用身體去親近自己創

作的經驗，不一樣的五感感受，擴大孩子對美的想像，學習多元展現觀察與想像力的

發揮空間。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記得課程結束之後，有孩子問了我『老師，我們什麼時候還要再去市場呢？』『老

師，我的作品會被貼出來嗎？我有沒有畫得很漂亮？』我想他們一定很喜歡這樣的課程，

雖然很辛苦，但是大家都樂在其中，享受在大家一起動起來，為同一目標而努力的情境

中。 

記得在單元三旅遊導覽小書製作時，一位孩子天真地跟我說『老師，大家都跟我借彩

色筆耶！』『是啊！你看看佩恩的導覽小書上面的色彩多豐富，你的工具這麼棒，你的作

品也一定很不錯！』就這樣，這個孩子因爲老師的一句肯定，他很享受創作的過程，後來

完成的作品沒有其他孩子的表現來的好，但是我私心的覺得這個過程他體驗了從來沒有過

的喜悅及對自己的肯定，這就是美，美在『歷程』裡每一份真切投入的執著與用心。 

活動結束後，班級導師大方地跟我分享聯絡簿裡家長的感謝『謝謝老師的指導，品萱

以前交功課都不願意認真畫圖、上色，現在不一樣了，連週三便服日出門前都要挑很久的

衣服，因為她希望看起來漂亮整齊些』、『謝謝老師的規劃，孩子常和我們分享這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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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點點滴滴。他說下次假日要去市場買菜時，他要帶我去看看雜糧行的芝麻糖、中藥店的

藥材．．．』，因為更認識水湳市場，孩子和市場有更多的喜歡與回憶，懂得欣賞這個照

料與滋養大家的美好鄰居。在這樣的學習歷程中，點燃孩子的學習熱誠、學習樂趣，將課

堂中的學習遷移到生活上，這是我們給孩子最珍貴的禮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