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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緣起

看到，是幸福的開始

「老師，我喜歡韓國文化，我覺得台灣沒

有文化特色。」

「為什麼你會這麼想 ?」

「老師，你不覺得韓國手機好炫，泡菜、

韓國烤肉好好吃嗎？尤其我最愛韓國明星，

都好有才唷。」

「可是，我們的台灣小吃文化也是聞名全

球的唷。而且，由林懷民所率領的雲門舞

集，在世界巡迴表演時，也是在當地引起

一股旋風的。」

「老師，你說的台灣有名的小吃指的是什

麼？然後雲門舞集表演的東西我又看不懂，

那這些就代表我們台灣文化的特色嗎 ? 我怎

麼感覺很遜啊？」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擁有豐富且具特色的多元族群文化，值得我們去探索、了解。因此，

我們希望帶領孩子深度探索台灣的多元族群文化，讓我們的孩子可以透過了解而對台灣在地

文化有所認同。

其次，我們引導孩子從族群文化看台灣文化特色，從台灣文化特色回頭看自己生長的社

區文化。教學情境則從教室內延伸到教室外，並規劃翻轉學習的課程讓參與的師生能逐步習

得進而內化未來關鍵的 5C 能力。

我們深信：「看到，是幸福的開始。」

看到孩子重燃學習熱情，燦爛笑意中透出一絲的自信，是我們感受幸福的開始。

看到團隊重燃教學熱情，疲憊倦容中透出滿滿的感動，是我們感受幸福的延續。

看到多元族群文化共存共榮，為台灣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是我們創造幸福的起點。

方
案
緣
起

看到孩子重燃學習熱情，是我們感受幸福的開始。

從帶領孩子討論，到孩子能主動參與小組的討論，我們看到孩子享受學習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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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理念

一、包容多元族群文化
1. 我們要與孩子一起走出教室，將課本中的文字敘述，轉為生活的真實體驗。

2. 我們要讓台灣的各族群名稱不再只是個記憶中的說法，而是一種情感交流的生活感受。

3. 透過深度的探索，我們跟孩子都能因為更了解各種族群文化的差異與特色，進而涵養出

尊重與包容的氣度。

二、認同自己生長家鄉
1. 我們要和孩子一起努力，透過融合台灣多元族群文化，找出具台灣特色的在地文化。

2. 我們要和孩子一起發掘，藉由生活小故事的串連，編織一幅家鄉環境規劃的理想圖。

3. 我們要和孩子一起規劃，運用課堂上所學的知識，連結課堂外探索的體驗，營造自己生

長的社區文化特色。

三、尊重個體存在價值
1. 我們希望帶領孩子一起發揚台灣在地多元族群文化的特色，消弭族群間文化差異的偏見。

2. 我們希望引導孩子消弭多元族群文化差異的偏見，讓孩子學會尊重來自不同族群的個體

差異。

3. 我們希望教導孩子尊重不同族群的個體差異，進而學會尊重每個個體存在之價值。

方案理念－文化美學

尊重多元文化

創建美學社區

方
案
理
念

包容多元族群文化，認同自己生長的家鄉，尊重個體存在價值。

從親身體驗到聆聽解說，拉近台灣多元族群文化與我們的孩子的距離。

創建美學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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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團隊運作模式

本計畫的宗旨是希望集合各領域的不同視野，並用活化的教學策略，帶領學生以更宏觀

的角度觀察世界，進而善用所學於生活中，所以運作模式較為特別。

（一）團隊運作歷程

團隊草創初期，成員利用下班時間開會討論、研發教材、擬訂計畫，之後行政團隊克服

困難，空出共同不排課時間以利計畫進行，近來更建置數位化協作平台，以利成員產出教材

計畫。

下班後於團隊成員家中開會 利用共同空堂討論課程規劃 建置數位協作平台記錄課後評量成果

一、團隊成員

由校長親自領軍，成立大橋讀創團隊，並依據課程計畫所需，籌組各年級班群聯盟，加

上資訊團隊全力配合計畫與活動的施行。

校長 / 黃柄權

行政領導

教務主任 / 李斐銘 

資源整合

資訊組長 / 鄭登元

影像整合

導師 / 鄭俸安

高階課程規劃

與執行

導師 / 黃永霖

語文課程指導

導師 / 林建男

藝文課程指導

導師 / 黃嚴俊

語文課程指導

導師 / 林玠嬉

藝文課程指導

導師 / 鄭秋芳

語文課程指導

導師 / 李妙菁

藝文課程指導

輔導主任 / 謝連揚

課程整合

教學組長 / 蕭佳怡

成果彙整

導師 / 鄭育民

進階課程規劃

與執行

導師 / 吳妙蟬

初階課程規劃

與執行

學務主任 / 黃峻宏

活動規劃

導師 / 李欣霓

訪談紀錄彙整

孩子的成長，是團隊源源不絕的成長動力。團隊運作

大橋讀創團隊－尊重多元族群文化 ‧ 創建獨特美學社區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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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團隊發展歷程

92 - 95 96 - 98 99 - 100 100 -

（三）團隊成員增能

（四）團隊困境與突破

為增進活化教學能力，除於校內自組社群定期研習外，並積極參與校外創造力教學相

關研習。( 如附件 )

教育部創意培訓研習觀課後的討論，彼此相互學習 教學增能－聘請講師蒞校指導

e 化教學期

提升教師資訊

融入教學能力

創意教學期

協助教師發展

創意教學

閱讀教學期

引進多元閱讀

帶領技巧

創造力學習期

發展創造力

教學模組

無共同不排課時間，利
用下班時間研發課程

團隊成員少
人力不足，工作量繁重

課程概念新穎，
缺乏宣傳

經費拮据
校外活動課程執行困難

翻轉傳統教學方式，
教師望之卻步

行政全力協助，
排定團隊共同不排課時間

以計畫執行成果
說服校內伙伴參與

利用班親會與校務會議
向家長和老師宣傳課程概念

尋求家長會挹注經費贊助
撰寫計畫申請補助

一人帶一人模式，教師增能，
帶動教室內的教學翻轉

困

　境

突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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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架構

探索多元族群文化，創建獨特美學社區。課程架構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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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規劃

語 文 美 學

初階 (7 年級 ) 進階 (8 年級 ) 高階 (9 年級 )

認
知

1. 配合國語文課本中的選文，介紹自

然文學作家劉克襄，以及原住民

文學作家撒可努。

2. 介紹其他自然文學作品及其作家。

( 如：徐仁修 )

3. 選讀其他原住民文學作品。( 如：

瓦歷斯．諾幹 )

1. 配合閱讀指導課程，介紹眷村文學

以及客家文學 。

2. 選讀眷村文學作品。( 如：朱天心 )

3. 了解眷村的歷史沿革。

4. 介紹客家文學作家：鍾理和

5. 導讀鍾理和文學作品《笠山農場》

6. 指導小說撰寫方式。

1. 配合閱讀指導課程，介紹臺灣鄉土

文學。

2. 導讀作家蔣勳作品─少年臺灣。

3. 介紹遊記文學創作方式。

情
意

1. 提高學生對自然生態的關懷。

2. 啟發學生的環保意識。

3. 了解文化傳承與保存的重要性。

1. 強化鄉土意識。

2. 了解不同族群的風土民情。

3. 融入尊重人權意識。

1. 建構社區意識。

2. 強化社區關懷。

技
能

1. 統整閱讀的書籍或資料的能力。

2. 撰寫閱讀省思的能力。

1. 蒐集資料並能有效判讀的能力。

2. 編寫極短篇故事的能力。

1. 踏訪生長的家鄉，找尋溫暖人心的

社區小故事。

2. 仿作家筆觸，紀錄家鄉文化特色。

能力
指標

語 5-4-1、語 5-4-2、語 5-4-5-1

語 5-4-3-1、語 5-4-2-2、語 5-4-7-2

語 5-4-4-1、語 6-4-2-1、語 5-4-3-4

語 6-4-2-2、語 5-4-3-2

語 5-4-2-6、語 5-4-7-4、語 5-4-2-5

語 5-4-5-2、語 6-4-3-4、語 5-4-5-1

語 6-4-4-2、語 6-4-4-3

藝 文 美 學

初階 (7 年級 ) 進階 (8 年級 ) 高階 (9 年級 )

認
知

1. 了解「美的形式原則」。

2. 認識「點、線、面、體」

3. 透過大自然了解色彩學概念。

4. 編創戲劇表演，傳達創作思維。

5. 認識劇場製演之組織分工流程。

1. 介紹中、西方「構圖的技法」。

2. 介紹二十世紀中藝術創作在「形與色」的

改變。

3. 由生活經驗編創影視戲劇，傳達創作思維

與情感。

4. 認識影視製作的組織分工及流程。

5. 建立「微電影」的概念。

1. 認識公共藝術。

2. 了解人、環境、藝術三者關

聯。

情
意

1. 感受天地有大美。

2. 體會色彩創作情感。

3. 傳達創作的思維與意念。

4. 建立表演基礎與概念。

1. 創作生活感知之美。

2. 了解「藝術即生活，生活即藝術」概念。

3. 呈現鄉土踏察對多元文化與美學的想像。

4.用藝術的形式來展現、保存、傳承、省思。

1. 體會社區風景及人情味之美。

2. 感受藝術創作與環境的關係。

3. 欣賞多元的環境藝術創作技

巧。

技
能

1. 馬賽克創作初階技法。

2. 進行戲劇即興創作。

3. 學習劇場演出流程。

4. 依循戲劇展演的製作流程來分工合作。

5. 完成集體即興創作並進行公開演出。

1. 版畫創作技法教學。

2. 砂紙畫創作技法教學。

3. 馬賽克進階創作技巧。

4. 微電影的製作流程教學。

1. 指導藝術創作手法，於社區

文化融入生活情感。

2. 壁畫創作技法教學。

3. 工藝創作技法教學。

4. 環境造景教學。

能力
指標

藝 1-4-2、藝 1-4-3、藝 1-4-4、藝 2-4-5

藝 2-4-6、藝 3-4-9、藝 3-4-10、藝 3-4-11

藝 1-4-1、藝 1-4-3、藝 2-4-5、藝 2-4-7

藝 3-4-10、藝 3-4-11

藝 1-4-1、藝 1-4-2、藝 1-4-3、

藝 1-4-4、藝 2-4-5、藝 2-4-6

藝 2-4-7、藝 3-4-9、藝 3-4-10

藝 3-4-11

教室內課程成果－紙漿創作 教室內課程成果－馬賽克創作

（一）教室內課程：優游多元族群文學，遨遊生活美學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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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美 學 ( 國 文 )

初階 (7 年級 ) 進階 (8 年級 ) 高階 (9 年級 )

認
知

1. 導讀作家劉克襄作品《11 元鐵道

旅行》。

2. 導讀作家撒可努作品

《山豬．飛鼠．撒可努》。

1. 導讀作家蘇偉貞作品《租書店的女兒》

2. 導讀作家鍾舜文作品《那年，菸田裡：

斗笠，洋巾，花布衫》。

1. 導讀《誰搬走我的乳酪》一書。

2. 導讀作家張友漁作品《悶蛋小

鎮》。

情
意

1. 體驗閩南農村文化。

2. 提升農村慢活哲學之認知。

3 見證老店的保存與小鎮的再造

4. 了解原民的獵人文化。

5.體會文化與族群永續發展重要性。

1. 思索傳統文化保存與都市更新的衝擊。

2. 尋找沒落的文化永續發展的可能性。

3. 學習尊重不同族群對生活環境的期待。

4. 見證在地人關懷在地事，齊力讓社區

更美好。

1. 提升面對問題、分析問題、以

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2. 嘗試找出社區的共同意識。

3. 學習找出社區的熱情，一同關

心社區的人、事、物。

技
能

1. 建立訪談的基本能力。

2. 學會傾聽他人經驗分享的能力。

3. 養成與人應對進退的基本禮節。

4. 具備資料整理與判讀的能力。

5. 懂得運用文字表達個人的所見所

聞。

1. 學習面對不同族群文化的表達方式。

2. 應用電腦網路，蒐集資訊、組織材料，

廣泛閱讀。

3. 學會如何編輯小書。

4. 能夠運用蒐集的素材，擬訂故事大綱。

5. 小組接力完成故事撰寫。

1. 能主動、積極與社區民眾對話。 

2. 統整民眾對社區發展的看法。

3. 能覺察社區發展的問題，並分

析社區民眾的歧見。

4. 能與他人溝通，運用所得的資

訊，擬定解決問題的方案。

能力
指標

語 2-4-1-1、語 5-4-6-2、語 6-4-3-4、

語 5-4-7-3、語 6-4-1、語 2-4-2-1

語 3-4-1-7、語 6-4-8-1

語 5-4-8-1、語 3-4-1-5、語 3-4-3

語 6-4-4-1、語 6-4-4-2、語 3-4-3-7

語 6-4-8-2

語 5-4-5-1、語 3-4-4-3、語 5-4-7-4

語 3-4-2-2、語 3-4-3-1、語 2-4-1-4、

語 2-4-2-10、語 2-4-2-11、語 3-4-4-6

環 境 美 學 ( 藝 文 )

認
知

1. 了解生活環境及色彩之美。

2. 了解社區營造之美。

3. 認識原住民獨特圖騰與造型。

4. 運用肢體呈現意象。

1. 了解歷史文化及建築特色。

2. 了解客家文化色彩及圖畫意義。

3. 知悉戲劇拍攝技法。

1. 了解「社區總體營造」概念。

2. 深化植栽知識，融入生命、環

境教育。

情
意

1. 感受地方歷史和環境美學。

2. 體驗原住民文化及生活特色。

3.鑑賞原住民文化圖騰特色與色彩。

1. 體會眷村變遷及再造，進而轉化為藝

術創作。

2. 悟知客家文化獨特性，進而創作成藝

術品。

3. 感受戲演中齊力合作的感動。

1. 強化社區情感意識。

2. 感受社區營造之文化價值。

技
能

1. 運用馬賽克技術，完成橋中藝術

步道。

2. 運用肢體表現情感。

1. 學習版畫創作技巧。

2. 學習砂紙畫創作技巧。

3. 學習馬賽克進階創作技巧。

4. 學習戲劇概念，進行表演拍攝。

1. 繪製社區現況分析圖。

2. 學習園藝及景觀設計概念。

3. 運用公共藝術觀念，結合生涯

教育，進行社區創作。

4. 創作社區特色壁畫。

5. 創作社區意象垃圾桶。

能力
指標

藝 1-4-2、藝 1-4-3、藝 1-4-4、藝 2-4-8

藝 3-4-10

藝 1-4-2、藝 1-4-3、藝 1-4-4

藝 2-4-8、藝 3-4-10

藝 1-4-1、藝 1-4-2、藝 1-4-3

藝 2-4-8、藝 3-4-10

（二）教室外課程：襄戀菁寮、原汁原味、眷戀永康、鍾於美學

教
室
外
課
程
成
果 

｜ 

　
　

尚
頂
里
地
下
道
壁
畫
設
計
圖

大橋讀創團隊－尊重多元族群文化 ‧ 創建獨特美學社區07

課
程
架
構
與
規
劃



＜語文美學＞
(1) 文學作品欣賞：

走進文學山林，愛上自然美學介紹、品讀作家徐仁修的自

然文學作品以及作家瓦歷斯．諾幹的原住民文學作品。

(2) 閱讀能力建立：

看你怎麼說，想我如何看能對書籍中的相關訊息進行判讀，

並嘗試提出自己的看法。

＜藝文美學＞
(1) 趣味點線面體：

了解造型的基本四要素，學習創作馬賽克技法。

(2) 美的原理原則：

了解什麼是美？提升美的素養，進而能去感受菁寮後壁的

農村生活之美。

＜美學校園＞
簡報製作：

指導學生拍攝校園照片，並運用簡報製作成電子書，紀錄

校園最美一隅。 

＜語文美學＞
(1) 文字創作練習：

來一首文字圓舞曲運用文字，從觀察記錄到編寫一段故事。

(2) 思考能力養成：

一個事件的解讀，也可以有很多種。從文學作家筆下的世

界，來看台灣近代歷史的發展。

＜藝文美學＞
(1) 色彩的魅力：

讓學生了解「對比色和相似色的不同」、「色彩的情感」、

「色彩與生活文化的關係」，進而能體會眷村文化色彩的特色

和意義。

(2) 中西構圖技法介紹：

讓學生透過范寬及梵谷的畫作，了解中國的水平構圖和西方

的立體透視法的區別，進而能對所看到所感受到所想像到的眷

村圖像進行創作。

＜美學校園＞
影音剪輯教學：

運用影音剪輯軟體，製作記錄校園之美影片。

三、教學歷程與創新
（一）教室內：優游多元族群文學，遨遊生活美學之海

初 階 課 程

進 階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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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美學＞
高層次思考訓練：我思，故我在

仿效作家觀察、思考的角度，在不疑處有疑，在

不美之處覺美。

＜藝文美學＞
校園公共藝術：

(1) 建構人、環境、藝術的關係。

(2) 體會多元公共藝術之美。

＜美學校園＞
校園植物導覽影片：

撰寫橋中植物物語腳本，運用鏡頭語言，製作校

園植物導覽影片。

高 階 課 程

教 室 內 課 程 成 果

文學作品＜ 11 元鐵道旅行＞

孩子的閱讀眉批

孩子運用馬賽克進行色彩學及點線面的創作

孩子運用版畫進行構圖技法創作

大橋讀創團隊－尊重多元族群文化 ‧ 創建獨特美學社區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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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作家對話 > 聽耆老話當年 > 小組觀察記錄

環境美學

藝術步道創作：展現多元族群文化特色 美學社區

瞭解菁寮小鎮社區總體營造之美

作家劉克襄指導孩子如何透過對生活的觀察，運用文字

來小題大作，最後完成一篇佳作。

台南後壁菁寮的墨林文物館

中，展示傳統的灶爐。

指導孩子草圖設計

笠樂牛車體驗

藍染體驗課程
孩子完成馬賽克拼貼的草圖

屏東原住民文化園區內展示

排灣族民的建築住屋。

作家撒可努透過介紹獵人文化，分享

叢林的生活哲學—用盡全力。

師生專注聽著原住民介紹傳統的手工

藝—琉璃的製作過程。

（二）教室外：襄戀菁寮、原汁原味、眷戀永康、鍾於美學

文化美學

初 階 課 程

師生一起聆聽當地耆老介紹在地文化

的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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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美學
與專家對話＞聽在地耆老話當年＞小組觀察記錄＞小組故事編寫

邀請民眾劇場工作者曾靖雯蒞校指導

孩子如何用攝影鏡頭記錄生活事，進

而化為劇本創作的能量。

我們利用假日親至鍾理和文學館邀請鍾舜文蒞

校指導孩子如何將生活觀察記錄轉化為藝術創

作的能量。( 該講座預計於今年四月三十日登場 )

師生一起上課，聆聽台南永康

影三自治會會長左錫新用照片

說故事。

或拍、或記，孩子專注聽著在地社區營造

的導覽專員介紹自己土生土長的高雄美濃

的九芎林。

圖文記錄高雄美濃在地的農作物 ~ 野蓮。

進 階 課 程

圖文記錄高雄美濃客家特有的堂號寫法。

在我們的指導下，小組合力創作，運用圖文呈現眷村形成的

大時代背景。

小組齊力編寫一則以眷村為背景的故事，呈現眷村的特色

之一：濃厚的人情味。

大橋讀創團隊－尊重多元族群文化 ‧ 創建獨特美學社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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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紙畫教學成果眷村版畫教學－拓印

邀請在地人，為孩子導覽高雄美濃伯公文化

師生一同見證台南永康影劇三村眷村文化

環境美學

未來社區藝術創作

孩子將對眷村社區的感受，加上自我想像的故事文本，運用版畫和砂紙畫的創作方式表

現出來，再搭配戲劇的呈現，最後以微電影的創作方式完成。

美學社區

紀錄社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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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美學

與專家對話

美學社區

創造社區特色，再造美學社區文化

大橋里鄰長吳憲彥為

孩子講述大橋歷史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盧禹璁教授蒞校指導社區

總體營造

東橋垃圾桶創作 尚頂里地下道壁畫規劃

台南大學附中園藝科陳嬋老師指導社區園藝

景觀設計－走訪台南公園百花祭

東橋里林偉傑先生的社區環境教學
尚頂里里長周三貴為孩

子講述尚頂里歷史沿革

高 階 課 程 文化美學
找尋社區文化之美─社區踏查

大橋風華公園再造

大橋讀創團隊－尊重多元族群文化 ‧ 創建獨特美學社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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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經營

一、教室外的春天：讓孩子的課餘玩樂，更具教育價值。
1. 透過多次踏察與行前會議，不斷模擬與構思，讓孩子

學會在教室外找尋到學習的另一片天空。

2. 讓孩子體認到：寓教於樂的玩法，不但讓玩更有質感、

更令人印象深刻，與打電玩相較之下，更是讓人著

迷。

3. 孩子玩出自信，玩出學習的新視野，學習成果的呈現

驚豔校內師生以及校外的社區家長。

二、結合生活：讓孩子的課業學習，能與有情的生活接軌。
1. 閩南農村課程的體驗，讓孩子真實感受到農民耕作的

辛苦。在課程結束一年多之後，一位平日行事粗線條

的男孩，於聯絡簿上寫著：「連續下了好幾天的大雨，

不曉得菁寮的稻米還好嗎？」

2. 眷村文化課程的體驗，讓孩子願意尊重、包容這大時

代變革之下所造成的特殊文化。一位原本對眷村完全

陌生的女孩投稿於校訊中，感慨的表示：「眷村文化

的傳承與都市更新，兩者之間能否找到發展的平衡

點，讓這麼特殊的文化得以保存下去 ?」

3. 原民文化課程的體驗，讓孩子懂得所謂獵人文化的精

神。對原民有著刻板印象的孩子，在我們的訪談過程

中，說道：「我現在才明白，原民的獵人文化不是一

種掠奪，而是一種尊重山林的精神，值得被推廣。

三、大手拉小手：一起學習，一起成長。
1. 只要肯學，沒有學不會的事。單車踏查行讓不會騎單

車的孩子學習克服內心恐懼，最後可獨力的騎在田間

小徑。

2. 只要肯教，沒有不想學的人；只要肯學，沒有不願教

的人。換人來教，換人來說，我們跟著孩子一起學。

3.「願有多大，力就有多大。」不因遇到難題而心生放

棄，師生齊心為難題尋求解決之道。

親、師、生和諧共生，齊力打造橋中學習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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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凝聚共識：爭取孩子的認同，獲得家長的支持。
1. 首場「親師座談會」，與會的家長人數不算踴躍，但推動此方案的決心，未曾消減……

2. 團隊成員相互勉勵，依照既定的規劃與 Temple，利用課堂、課餘時間指導孩子。

3. 孩子的正向蛻變，學習熱情的爆發，讓家長的正向回應愈為熱烈。

4. 孩子迸發出乎意料的潛能與成長─「原來，我的孩子也能這麼棒！」更讓我們重新點燃

教學的熱情。

孩子專注聽著大橋里梁峯楠里長細述對社區環境未來的期待家長陪同孩子一同參與大橋

風華公園再造

五、感染熱情：呼朋引伴，齊力打造橋中學習樂園。
1. 社群帶動社群，班群感染班群，掀起校內學習風暴，營造學校學習共同體的氛圍。

2. 教學熱情加上學習熱情，帶動家長踴躍的參與與支持。親師的合作，讓孩子的學習園地

從校內拓展至社區，學習熱情在社區擴散開來。

大橋讀創團隊－尊重多元族群文化 ‧ 創建獨特美學社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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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人際溝通能力
從一開始老師代為提問，到孩子自訂訪問題目並主動發問，甚至向外籍朋友說明課程

內容，我們發現孩子經過三階段課程規劃的踏察與探索，已具備主動發表、提問和專注聆

聽的人際溝通能力。

學習績效

追根究底，尋找在地故事。

（襄戀菁寮）

互助合作、共同學習藍染。

（襄戀菁寮）

主動與外籍朋友交談。（原

汁原味）

透過訪談、文字、攝影，記

錄踏查點滴。（眷戀永康）

遊戲中，透過小組合作，體驗阿

美族盪鞦韆文化。（原汁原味）

二、增進團隊合作能力
「項目太煩雜、事情太多做不完怎麼辦？」起初我們的孩子常會如此抱怨，但經過三

階段課程的摸索，他們學會了：工作不可能自己獨力完成，需要透過互助合作和團隊分工，

團隊越合作，分工越細密，事情就能越快解決。

三、強化自我反思能力
孩子在踏查永康眷村後的反思是：都市更新對眷村文化的衝擊，難道兩者之間沒有平

衡點嗎？這就是教育的最終目的──反思能力，我們相信孩子若能反思就會發現更多的問

題，眼界與胸襟將更開闊，成長也就更多。

訪問蔥油餅爺爺並聆聽他的

故事。（眷戀永康）

內化 5C 能力，尊重多元族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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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厚植問題解決能力
「知識是拿來用的，知識可以解決問題」。孩子們從我們指導協助布置展場，到可以

獨力自主籌辦眷村影展，我們看到他們的成長，他們已學到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

師生共同布置展場。

馬賽克拼貼－原民文化

版畫創作－永康眷村

砂紙畫創作－未來眷村

品味泰雅族黥面文化體驗閩南農村割稻仔飯 欣賞客家社區營造之美

美學社區－東橋

垃圾桶之原創

孩子合力規劃影展活動。 孩子的眷村服裝 SHOW。

五、展現美學創作能力
我們的課程讓孩子玩出自信，

玩出學習的新視野，展現的美學創

意成果令校內師生以及校外的社區

家長驚豔，「原來，我們的孩子也

能這麼棒，這麼有創意！」讓我們

對課程規劃深具信心。

六、學會尊重多元文化
我們的孩子在探索多元族群文化後，已能品味各族群文化之美，進而思考弱勢族群文

化保護與存續的問題，並學會在生活中尊重多元文化，肯定各文化的存在價值。

大橋讀創團隊－尊重多元族群文化 ‧ 創建獨特美學社區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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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合力拼貼馬賽克，完成校園藝術步道

參與本方案課程的班群孩子，在段考的

寫作測驗上，有了顯著的進步。

當孩子找回學習的自信與熱情，再輔以小組合作的教學方式，

孩子們的學習成效必然卓著。

社區景觀植物種植、養護

七、增強學科學習能力
多元的生活觸角不但拓展了孩子的視野，也從中引導出孩子細膩的觀察力。而孩子在

省思的過程中，透過文字的記錄，不斷地練就自身的寫作力。其次，我們嘗試將小組合作

的學習方式導入教室內的學科學習，對孩子的學習成效也有極大的幫助。

八、珍愛大橋，根留家鄉
經過三階段課程的向外探索，我們的孩子回歸到居住的大橋周圍社區，透過系列社區

整體營造課程，孩子建構大橋美學社區願景，除了更加珍愛社區，也更認同家鄉。

九、媒體肯定
我們以族群文化和美學社區

為主軸的課程理念新穎獨到，加上

翻轉傳統的課程操作模式，又有學

生多元美學創意成果展現，因此屢

獲報紙和電視媒體的肯定，無疑又

為本課程的卓越下了最佳的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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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入新移民課程
本校新移民子女，佔全校學生人數達３％，因此，除了原來的閩南、客家、原民、

眷村文化的課程外，未來我們希望加入新移民課程，讓孩子欣賞差異的和諧族群觀，

讓更多元的文化教育有系統的融入課程中。

二、將教學模式運於自然領域──植物物語園藝設計
規劃「陽光小園丁」課程方案。栽培植物的過程也是一種不同形式的閱讀，閱讀

生命的成長，觀察生命時序的面貌，體會生命的奧秘。

大家總認為國中生的升學壓力大、抗壓性卻不高，但孩子們永遠都能讓我們驚訝，作品

總是令人驚豔。因此絕對不能小看孩子的創造力與行動力，放手讓他們去飛、發揮天馬行空

的創意吧！接下來我們要開發更多元的課程、更豐富的創造力內涵，在課程設計上應用更多

領域的知能，並結合社區資源，將社區總體營造紮根於國中鄉土教育。因此，我們未來的發

展目標有：

展望

a. 知識閱讀 b. 探索生活 c. 專家指導 d. 創意、創作 e. 發表作品

三、家長與社區志工參與課程
◆ 參與課程相關會議及計畫的擬訂：邀請家長及社區志工參與創造力課程相關的會

議，以及協助創造力課程的規劃。

◆ 協助課程教學活動的進行：邀請家長及社區志工擔任授課講師，或擔任助教協助教

學，以及戶外教學活動之工作人員。

◆ 直接參與課程：邀請家長直接參與課程，做孩子們的夥伴，請親子一起成長。

◆ 成立創造力後援會：成立大橋創造力教學後援會，提供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

四、凝聚社區意識，推動社區總體營造
規劃創作未來社區及校園，聘請社區總體營造及園藝景觀設計專家進行引導教

學，帶領學生實地走訪居住地週遭的環境，透過與各里里長的探討及說明，引導學生

思考其社區定位及未來的遠景、規劃。透過鄉土調查、資料蒐集、與里長、里民座談、

專家的教學引導等活動，協助凝聚社區意識，讓學生參與社區活動，提高對社區的認

同，進而推動社區總體營造。

結合社區資源，將社區總體營造紮根於國中鄉土教育。

和孩子一起灑下幸福的種子 將植物物語園藝設計帶入適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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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深信：差異的文化，是一種美麗的價值。只要彼此相互尊重與包容，必能融合出一

種足以代表台灣精神的美麗價值。

 我們堅信：這樣的美麗價值會讓我們的孩子更熱愛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每一個人、事、物，

並且引以為傲。

 我們期許： 透過 5C 能力的展現，孩子也能將這樣的美麗價值深耕於自己的成長社區，

讓更多人了解、認同這樣的美麗價值。

結語 差異的文化，是一種美麗的價值。

體驗閩南農村文化（襄戀菁寮）

體驗台南永康眷村文化（眷戀永康）

體驗社區營運（園藝造景）

體驗台灣原住民文化（原汁原味）

體驗客家美濃文化（鍾於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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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教師專業成長研習

如何有效推動閱讀策略 協同學習之策略運用 與專家有約 - 劉克襄演講

「閱讀帶領技巧」教師精進研
習

社區劇場與眷村的相遇 與專家有約 - 撒克努演講

未 來 計 畫 研 習 - 未 來 力 怎 麼
教？想像力怎麼做

活潑創意寫作研習 蔥油餅體驗營教學

未來計畫研習 - 永康歷史沿革 校園新聞寫作與攝影研習 閱讀小園丁 -photoscape

未來計畫研習 - 屏東踏查 從閱讀到寫作
閱讀小園丁 - 資訊融入生命教

育課程之教學觀摩

未來計畫研習 - 原住民文化之
探索

探索眷村文化研習 閱讀延伸課程研習

未來計畫研習 - 教學實作分享
與檢討

教導學生喜愛閱讀 閱讀種子成果發表

未來計畫研習 - 愛鄉、愛家之
鄉土紀錄片製作研習

眷村故事文本指導
閱讀融入生涯發展講座 . 輔導

實務篇

未來想像計畫──「眷村講
座」社群師生精進研習

眷村影片欣賞：《再見，忠貞
二村》

閱讀融入生涯發展講座 . 導師
班級經營

未來想像計畫研習 創造力怎麼教 濕地深度人文與環境教育

未來想像計畫眷村踏查活動研
習

資訊融入生命教育課程之教學
觀摩

讀報融入國文教學

如何思考與提問 漫談學習共同體研習
戀愛 ING 性別平等融入課程經

驗分享

狩獵課程登場：課堂外的知識

深深吸引孩子的目光。

打陀螺：從繞線開始，一堂訓

練孩子耐心的另類課程。

賽夏族的臀鈴體驗：不分男女，孩子們一起扭腰擺臀，原來肢體語

言也可以這麼有趣。

帶起手套，彎下腰來，孩子親自動手，體

驗傳統染布技藝－藍染。



坐火車到後壁，一堂精彩的戶外課

程就此展開。

發揮團隊合作精神，一起享受原民

秋千的樂趣。

聽左爺爺細說眷村發展史

跟著在地導覽員，我們和孩子騎著

單車，造訪高雄美濃九芎林的每個

角落。

步行到菁寮，體驗在地濃厚又親切的

鄉村人情味。

手拿獵人的弓，眼神專注地看著目

標，架式一點也不遜色。

按圖索驥，跟著孩子一起找尋眷村的

記憶。

教室外的生物課，讓孩子們大開眼

界。

另類的家政課，發揮綁布的技巧，染

出獨具創意的圖案。

意外的一堂外語課：孩子的應對，展

現校內學習的成果。

記錄歷史課上學不到的事。

教室外的文學殿堂：鍾理和紀念館。

教室外課程之精采畫面

襄戀菁寮

原汁原味

眷戀永康

鍾於美學



戰火無情

樹下爺爺憶當年

眷村裡，榕樹下，大伙兒集聚一堂

話家常。

沒有固定的課本可以依循，孩子卻願

意主動參與學習並堅持到最後，頒獎

是表達我們對孩子最大的肯定。

路上抓人去從軍

眷村改建：新舊兩樣情

邵族傳說：日月潭逐鹿

結合文字、攝影，記錄社區的點滴，孩

子們從記者手中領到獎項，展現了課堂

外卓越的自信。

保留眷村文化

聽眷村爺爺談古說今

農村文化：稻草人、水牛

從劇本撰寫，到微電影的拍攝，過程的

辛苦點滴，在獲首獎肯定的同時，都已

淹沒在孩子的燦爛笑容之中。

教室外課程之成果

砂紙創作

版畫創作

馬賽克創作

成果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