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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高雄市三民區光武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鍾宜玲 

教師主授科目 藝術(音樂/表演)、閱讀 

班級數 1 班 

學生總數 27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工具好朋友 

施作課堂 

（如：國文） 

校訂閱讀 施作總節數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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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機器、數位、模擬取代操作的時代趨勢下，再加上對工具安全的考量，不管大人小

孩，手作的機會越來越少，不但使用器械等較精細的動作訓練匱乏，對家庭五金工具也頗陌

生。 

安妮新聞第 12 期第 2 頁「工具好朋友」，以功能分類介紹工具，內容實用，文本內容

深度亦適合二年級學生。除了閱讀的認知學習，由「工具」的基礎意義延伸，讓學生對「工

具」的具體或抽象意涵有更深理解，更搭配使用工具創作之創客任務－－以一般家庭常見且

相對安全的「螺絲起子」為主要工具，用幾個螺絲釘、墊片在已裁好的木塊（本課程為廢棄

木材裁切）上組合，創作出造型可愛的機器人鑰匙圈。 

本課程素材取得尚稱容易，工作程序亦不複雜，二年級的孩子亦可勝任，最大的特色是

使用不同於平日的五金工具與素材創作，孩子認識螺絲起子、螺絲釘、墊片、羊眼釘……等

五金工具材料，實際體會磨砂紙、鎖螺絲的工具與力道運用，還可以加入個人創意。雖然鎖

螺絲「加壓、旋轉」的力道運用，對孩子是較大的挑戰，但也因此擴展孩子的經驗，辛苦的

工作過程也換來甜蜜的果實，孩子們都覺得很有成就感。 



 

 2. 課程目標 

(1)認識常見家庭五金工具名稱及用途，認識素材特性。 

(2) 正確使用螺絲起子，發揮創意創作物品。 

(3) 了解「工具」的實質與延伸意涵，體會工作中的成就感。 

執行內容 

一、課程紀錄 

(一) 課程實施照片（請提供 5-8 張） 

  

閱讀安妮新聞第 12 期第 2 版--工具好朋友 材料取自廢棄學生座椅，委請工友協助裁切 

  

參觀工具間，認識常用工具(工友協助介紹) 以砂紙打磨木材 



 

  

鎖上螺絲釘，進行創作 以簽字筆畫上表情，畫龍點睛 

  

延伸討論「工具」意涵 充滿童趣的學生作品 

 

(二)課堂流程說明 

※課前準備： 

A、 教師準備 

a. 課堂展示：簡報、家庭工具箱(展示說明用) 

b. 學生器材： 

▪ 邊長長寬各 4-5cm 正方形木塊，厚 1~1.5cm（可由角材或松木條裁切，本課

程由廢棄課椅橫條裁切而成），每生 1 塊。 

▪ 每人各 2 支平頭、圓頭十字螺絲釘(依木塊厚度決定，本課程使用 1cm 長)；金

屬墊片 2 個、羊眼釘 1 支、 鑰匙圈 1 副(手工材料行可購)。 

▪ 油性簽字筆(細字)、彩色筆 

c. 聯繫參訪：聯繫參觀學校工具間(若有)，可委請技工先生協助介紹 

B、 學生預備：1 支「十字」螺絲起子(短者尤佳)  

【第一節】 



 

1.引起動機 

▪ 揭示「工具好朋友」標題，學生發表：什麼是「工具」？/你聽過哪些「工具」？/你使

用過哪些工具？ 

▪ 引用國語辭典中「工具」的解釋：(i)工作時所用的器具；(ii)比喻用以達到目的的一切

事物。引導學生對「工具」一詞有概略、多面的認識。 

2.認識工具好朋友 

(1) 閱讀《工具好朋友》—閱讀安妮新聞 

▪ 個別閱讀：發下《安妮新聞》第 12 期，閱讀第 2 版--「工具好朋友」，指導報紙

閱讀技巧  

▪ 問答：文中分類「螺絲好朋友」、「光明好朋友」、「夾夾好朋友」、「伸縮好朋

友」、「敲敲打打好朋友」所指為何，教師可拿實物讓學生簡要說出名稱、用途、

分類。 

▪ 提示文章重點，學生分享說明。 

※提醒下節課每人帶一支十字起子。 

【第二、三節】 

 (2)認識《工具好朋友》—參觀工具間 

▪ 行前提示：參觀動線、禮節、問答。 

▪ 帶隊至工具間，由學校工友先生協助介紹重要工具、用途。 

3.工具出任務 

(1) 揭示任務目的：螺絲機器人 

▪ 揭示作品樣本：讓學生想想看要用到哪些工具，哪些程序。 

▪ 學生區分何為「素材」，何為「工具」。 

(2)創作作品 

▪ 教師發送材料，說明工序： 

打磨木塊(決定眼睛位置)鎖上眼睛螺釘(兩側)鎖上耳朵螺釘畫上嘴巴、表情

(頂端)裝上羊眼釘(在羊眼釘上)裝上鑰匙鍊組 

(若有剩餘材料學生可自行組合運用) 

▪ 巡視指導，工作提醒： 

a. 注意安全，正確使用工具。 

體會《安妮新聞：工具好朋友》一文中所謂「七分壓，三分轉」的力道運用

及其他注意事項。 

b. 互助合作，發揮創意：會使用工具的同學，協助指導不會的。 



 

【第四節】 

４.作品分享 

(1) 走動配對，倆倆分享： 

▪ 隨意走動，聽指令停止，聽指示 2 人一組分享，每人 30 秒後互換，進行 2~3 輪。 

--分享者：介紹自己的設計/特別之處；創作、工作時的感受 

--聆聽者：專注聆聽，提問；給予讚美或感謝 

(2)全班共賞： 

▪ 集合學生作品，拍照上傳，學生推薦認為特別的作品，全班共賞。 

５.總結 

(1) 書寫「出場問卷」 

▪ 學生書寫「工具好朋友」課程之出場問卷

(如右圖)。 

▪ 分享感受。 

(2)延伸討論 

因應「工具」一詞，做延伸發表、討論： 

▪ 工具通常不會出現在作品中，但它的重要

性如何？ 

▪ 如果有人把你當工具利用，你的感覺如

何？ 

▪ 怎樣的工具，可以隨身攜帶？ 

(3)結語 

▪ 再次提醒工具使用注意：尊重愛惜、注意

安全、正確正當、物歸原位。 

▪ 善用工具，讓你更有力 

(三)課堂流程簡報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一) 文本選擇與理解： 

1. 難度合宜：針對二年級孩子，「工具好朋友」一文圖文並茂，二下小朋友閱讀起來尚稱



 

流暢，理解亦無困難，教師只要針對部分重點詢問其理解狀況即可。 

2. 「工具」的認識：孩子一般接觸較多的是「文具」，對工具相對陌生，文本以工具的特

性來分類，並取了可愛的名稱—如：「螺絲好朋友」、「光明好朋友」……等，協助二年

級孩子認識特性，但文字的介紹仍不如實際看到及使用實際的工具。 

3. 「工具」內涵理解： 

(1) 關於「工具」一詞的認識，學生多能說出「工具」的原始意涵--「工作時使用之

器具」，特別提示另一意義--「達成目的的一切事物」，提醒學生更多面向的思

考，許多事物都可以成為工具，孩子甚至可說出「工具人」之現代詞彙。 

(2) 延伸討論：「工具通常不會出現在作品中，但它的重要性如何？」以及「如果有人

把你當工具利用，你的感覺如何？」學生對於「被當工具」其實沒有太大的負面

回應，也肯定工具的重要，負向情緒可能在成人世界中較容易發生，更多時候是

因為「用後即丟」，設計此二問題主要在引導孩子肯定每一個在過程中付出的人，

也肯定自己的貢獻(即便結果不一定凸顯自己)。 

(3) 另一延伸討論：「怎樣的工具可以隨身攜帶？」一開始學生仍朝具體的物品思考，

但其實是想要引導其思考「抽象的工具」，但此點對二年級學生而言，稍感困難，

筆者直接舉例後引導，學生可以說出如：語言、思考、畫畫……等能力。 

(二) 搭配活動與任務： 

1. 工具使用： 

文章既與工具有關，要認識、體會工具的使用，最直接便是「使用它」，二年級年紀尚

幼，因此以螺絲起子為主要使用工具，組合墊片、螺絲釘，再畫上表情，估計學生可以勝

任。各項工具、素材使用評估與心得如下： 

(1) 砂紙：只要事先提醒安全及注意事項，砂紙的使用對二年級學生沒有問題，學生也磨

得很高興。 

(2) 起子：多數二年級學生可以勝任螺絲起子的使用，而且感覺新鮮，但的確有部分學生

對於螺絲起子「轉動、鬆開」的腕力使用感到困難，藉此機會讓學生練習轉動及加壓

的力道控制。一開始沒有注意到鐵柄長度與施力之關係，實施後發現：學生手小，鐵

柄越短施力越容易，若再實施，可鼓勵學生盡量帶家中鐵柄較短的十字起子。 

(3) 螺絲釘：視木塊大小、厚度調整 

▪ 螺釘必須與木板(鎖入平面)垂直，對孩子稍具挑戰，學生必須學會如何讓起子與

螺釘密合，垂直、加壓施力轉入，但學生可以學習很不一樣的工作體驗，同學也

會彼此教導、協助。 

▪ 正面朝下(眼睛部分)鎖螺絲釘容易，側面鎖螺絲釘(耳朵部分)較難。 

▪ 針對困難部分，特別是力氣小的孩子，教師可以適時協助先鎖上前段，後面讓學

生練習轉動即可。 



 

(4) 木塊： 

▪ 木塊的取得與裁切可能對老師的挑戰較大，可購買 4(寬)*1(厚)cm 松木條裁切，

邊長 3~5 公分的大小，較為適合。 

▪ 材質的堅硬程度關係螺釘鎖入容易與否，太乾硬的木材，用力鎖入可能裂開，本

課程使用廢棄課椅的材質較為堅硬，挑戰較大，可多幾塊備用。 

(5) 羊眼釘：羊眼釘徒手鎖入即可，多數學生可以勝任，驚訝的是其中一位小朋友居然自

己發現可以用起子的鐵棍插入羊眼釘的孔洞中，以槓桿原理轉動羊眼釘，霎時這位平

時不大專注的孩子成為班上的英雄。 

(6) 鑰匙圈組：要掰開頭位重疊的金屬環與羊眼釘套在一起，對孩子是很大的挑戰，教師

必須一組組示範，甚至代為裝入。如果不做鑰匙圈，也可以加皮繩作為項鍊、吊飾……

等。 

整體說來，鎖螺絲釘的難度較大，有的孩子甚至會有挫折感，但因為此任務使用的是

平日孩子較不會用的工具和素材，做的也是不同於平時的手工藝，學生新鮮、好奇以及覺

得自己「長大了」的心態下，大部分都能勇於接受挑戰，完成作品。 

2. 工序與思考：在呈現創作任務時，特別先呈現「完成樣品」，讓學生推論工具、材料和

程序。此作品工序組合並不複雜，教學時老師介紹大致的程序，剩餘的時間便讓孩子

們自行創作。 

3. 創作與美感： 

幾個螺絲釘，加上幾筆畫，就可以組合出各種不同的表情，學生在臉譜的造型上盡情

發揮創意，有三眼怪、綠臉、哭臉、戴口罩的臉……，一邊創造還會一邊與老師分享，這是

他們最喜歡的部分。 

4. 協助與信心： 

訓練(擴展)孩子的手做能力，是本設計的重要目標；手做的課程，會特別鼓勵孩子彼

此協助，不但教師省力，孩子也學習如何教導別人。幾位平時較有使用工具經驗、手巧的

學生，成了同學羨慕的目標，特別的是其中一位有情緒障礙，平時專注不足，很喜歡自己

弄東西的孩子，原本班上同學們不大喜歡與他有瓜葛，但此門課中他很快就把螺絲釘鎖

好，還發現了以起子穿過羊眼釘作槓桿轉動的方式，成了許多同學求助的對象，整堂課只

見他穿梭同學中協助指導，自信之情溢於言表。 

但過程中也發生一位平日極其安靜的小女生，對著作品默默流淚，原因只是「她鎖不

上螺絲」，所幸導師發現後立即告知，筆者前往協助鑽下第一個洞，後續也就順利解決。這

也提醒筆者在進行此類課程時，通常全班都在頗亢奮的狀態，需要特別關注那些進度較為

落後，而且不會求助的孩子－－在現代，教孩子如何「開口求助」，都成了必須要教的項



 

目。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則是孩子面對挫折的能力與態度，一開始興致勃勃，但的確遇

到螺絲釘久久鎖不進去，便會開始煩躁、不耐，所幸大部分孩子都有想要突破的決心，持

續到完成。 

5. 小小學生也能體會工藝之樂 

此門課要使用這些工具，原來的導師頗有疑慮，擔

心學生不會使用會受傷，擔心學生拿了工具會玩鬧出意

外……，但事實證明只要好好跟孩子提示注意事項，強調

彼此互助學習與安全，孩子也能使用這些「大人的」器

具，而且頗有成就感。事後班級導師給予的回應，也證

實這點(如右圖)。 

在學校，基於安全考量、時間因素，我們常常限制

孩子使用的器材，其實也框限了孩子的學習和能力。此

類活動若非「刻意為之」，一般不會出現在課堂上，但這

樣的刻意卻很有價值的，不但訓練孩子思考、手眼協

調、工具組合等精細動作，還可以展現自己與眾不同的

創意，是很值得再次嘗試的課程。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上課前，學生對此課程的學習是很期待的，特別是「在學校」使用五金工具，感覺很

特別，但施作的過程其實有些難度，因此學生在其中也經歷工作前的興奮、期待，工作中

的困難、挫敗，乃至於到最後成果產出的滿意與成就感。除了實質作品，也在結束時用簡

單的學習單(出場卷)，請學生記錄下心情，以下為學習單回應整理： 

請小朋友勾選工具的使用經驗，幾乎全班都有使用過螺絲起子，有些小朋友，特別是

男生，也使用過其他鐵鎚、鉗子、扳手……，女生則多只有使用尖嘴鉗、螺絲起子。 

創作時，從發器材、用砂紙打磨，學生就很投入，完成作品的工序並不複雜，最大的

挑戰在鎖入螺絲，因為鼓勵孩子互相協助、教導，但強調不要「幫他做」。大部分的孩子除

了自己做，也會看別人做得如何，甚至彼此求助、互相教導，是很好的氛圍。 

問及關於「使用工具時，我會怎麼做」的回應，在「拿了直接用」、「先知道用法」、

「先觀察用法」以及「只看別人用」的選項中，所有的孩子都會勾選「先知道用法」、「先

觀察用法」，但也有一、二位孩子，同時也勾選「拿了直接用」和「只看別人用」。 



 

至於此次工藝創作最簡單和最困難的部分，85%孩子的回應最簡單的部分就是彩繪，

有 4 位則認為「轉羊眼釘」最簡單；最困難的部分，90%都回應是鎖螺絲釘，但也有少數

回應是「裝鑰匙圈」、「羊眼釘」。的確鎖螺絲釘和裝鑰匙圈是最困難的部分，因為與孩子的

力氣和木塊的材質有關，力氣弱的孩子需要老師協助鑽出「突破點」，裝鑰匙圈則較需要逐

一或小組示範。 

問學生工作時的感受：多數同學的回應多是「很累」、「很辛苦」的答案，有幾位回應

「好難哦」、「好麻煩」、「有一些很困難」….，還有一位同學認為：「很危險」。不過也有

三、四位同學回應：「很好玩」、「非常有趣」、「有點好玩又有點有趣」、「好興奮」。有些同

學較仔細說出其中的轉折：「一開始我覺得很期待，到最後我覺得有點累。」「好困難，不

過在做的過程很好玩」、「很累，但我做完很滿意」。有一位同學直接說出自己的負向情緒：

「很不開心，因為我覺得費力氣。」但令人感動的是，也有兩位小朋友自動提及他們終於

了解工作的辛苦--「工人很辛苦」、「很複雜，我了解工作人員的辛苦了」。能有此體會，真

是在這課程中意外的收穫。 

至於完成作品時的感受，學生多全部都是正向的，如：「很開心」、「很有成就感」、「漂

亮」、「得意」，一位小朋友的形容得很有趣，他寫：「我自由了~」。其他幾位代表性的敘述

摘錄如下： 

「很可愛，努力那麼久終於有結果了」 

「很可愛又漂亮，我用那麼久終於用好了！」 

「快樂，因為我覺得很難，但是你做很久的東西總不能放棄吧。」 

最後問小朋友接下來想要挑戰的工具，最多人寫的是「扳手」，其次是「鐵鎚」，各約

佔 1/3，也有幾位同學提到「尖嘴鉗」、「瑞士刀」，扳手對孩子而言相對陌生，難怪他們會

感興趣。 

※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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