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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本資料表 

計 畫 名 稱 「探索未來．教育想像―take it easy」夢想起飛 

執 行 單 位 臺南市永康區三村國民小學 

沈坤鴻 電話 06-2531850#700 傳真 06-2537269 
計畫主持人 

Email 手機 

計 畫 期 程 自 103 年 2 月 1 日至 104 年 1 月 31 日止 

計 畫 經 費 新臺幣 100,000 元整 

計 畫 網 址 http://www.stes.tn.edu.tw 

張家盛 電話 06-2531850#701 傳真 06-2537269 
計畫聯絡人 

Email  手機 

地 址 臺南市永康區鹽行路 2 號 

 

貳、計畫目標 

透過想像未來和參與創造未來的學習歷程而啟發夢想、關懷未來，並陶冶想像力、創造力、系

統思考與未來思考（futures thinking）等相關能力。本年度工作目標如下： 

一、教師培力增能：由點連成線，前二年的種子教師協同興趣相同的教師、班級，進行擴大執

行的範圍，並且適時引進專家學者的指導。 

二、發展課程與教學：持續研發以學校本位的創意教學課程，同時將前二年設計的課程缺失，

加以修正並且再度實施。 

三、創意學子培育：創意主題活動融入教學，透過課程實行，培養學生探索未來、想像未來、

選擇未來、創造未來的能力。 

四、創意校園營造：透過校園環境整體規劃，讓學生小組討論想像理想校園圖像，經由體驗學

習過程，激發創意發想。 

五、發揮「探索未來教育想像」中心：內容包含教材資源中心及資料成果展示中心，蒐集各教

材資料，豐富教學內涵，並將實施計畫的成果，彙集、整理與展示，善用既有的 e化環境，

增強教學成效。 

 

叄、計畫核心教育議題 

本計畫議題是「探索未來．教育想像――take it easy—夢想起飛」，為延續第二年申請計畫

「探索未來．教育想像――take it easy—裝上夢想的翅膀」 

一、思考大未來 

二、讓天賦自由―敢於想像，勇於夢想，肯於築夢，實踐理想 

三、以探索教育、經驗學習，開發學生未來力 

四、迎向未來的家園與環境 

五、教育的未來也需要想像，是容易掌握，放鬆點―take it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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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工作項目、執行內容 

一、計畫重點任務：預計三年期程達成以下重點 

１、創意教師團隊  ２、教師培力增能  ３、進行探索教育 

４、發展校本課程  ５、課程實施評鑑  ６、進行行動研究 

７、主題活動融入教學 ８、學生為教學主體  ９、主動探索未來想像 

10、改造校園環境空間 11、師生共同參與規劃 12、永續發展人文環境 

13、設置探索教育中心 14、策略聯盟戶外教學 15、成果推廣與交流 

 

二、年度工作計畫目標細項 

(一)教師培力增能 

1.形塑專業團隊，分享與推廣成果 

2.辦理未來想像創意教學挑戰活動 

(二)發展課程與教學 

1.形成校本課程 

2.「探索未來教育想像」課程實施與評鑑 

3.製作成果，與他校分享 

(三)創意學子培育 

1.開辦勵志成長營 

2.規劃創意體驗營 

(四)創意校園營造 

1.未來校園大變妝 

2.未來環境監視器 

(五)發揮「探索未來教育想像」中心的功能 

1.雲端協作資訊平台建置 

2.研究與發展中心 

 

三、工作項目與執行內容 

工作項目 執行內容 具體策略 

1.形塑專業團隊，分享與推廣

成果 
1.與各校策略聯盟，至各校經驗分享 
2.進行行動研究，發表各項研究報告 

教師培力增能 2.辦理未來想像創意教學挑戰

活動 
3.結合有興趣教師，組隊參加 
4.將成果製作成風雲榜，設置於校園穿

堂 

1.形成校本課程 1.由種子團隊進行實驗教學 
2反省再修正教學活動 

2.「探索未來教育想像」課程

實施與評鑑 
3.評估課程實施成效 
4.進行行動研究 

發展課程與教學 

3.製作成果，與他校分享 5.不斷省思，評鑑課程 
6.形成教育典範，推廣至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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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開辦「勵志成長營」 1.利用探索未來教育課程進行小團體

輔導 
2.透過課程改變弱勢學生 
3.配合「N 世代的我」課程，於畢業周

規劃探索體驗活動 創意學子培育 

2.規劃創意體驗活動 4.學生組成隊伍，進行創意表演體驗活

動 
5.參加校際或社區活動，彼此交流觀摩

學 

1.未來校園大變妝 1.由學生小組討論想像理想校園圖像 
2.擇取創意點子，局部點妝校園大變身 

創意校園營造 
2.未來環境監視器 1.影響環境的因素製作成圖表 

2.認識每人造成環境的負荷量 

1.雲端協作資訊平台建置 1.建置完整資訊平台，以便知識分享擴

散 
2.善用既有的 e化環境，增強教學成效 發揮「探索未來教育

想像」中心的功能 
2.研究與發展中心 3.彙集成果，編簒成冊出版 

4.評鑑與修正改進，行動研究 

 

伍、計畫執行成果 

(一)教師培力增能 

工作項目 執行內容 重要成果 
1. 形塑專業團隊，分

享與推廣成果 
與各校策略聯盟，至各校經驗

分享 
進行行動研究，發表各項研究

報告 

＊未來想像教師專業社群持績運作，並由

種子團隊擴及全體教師(如圖一)。 

＊周四下午第七節召開未來想像社群不定

期會議 15 次，擬定實施步驟及檢核實施

進度。 

＊103.03.23~25參加未來想像與種子教師

工作坊暨研討論壇 

＊103.08.27 參訪屏東縣長榮百合國小創

意校園營造理念分享 

＊103.10.08 邀請臺南大學戲劇創作系張

麗玉教授蒞校指導 

＊103.12.31 邀請麻豆國小武君怡老師分

享桌遊創意教學 

＊104.01.30 參訪新竹市龍山國小探索課

程教學經驗交流 

＊擬訂行動研究計畫進行研究 

2. 辦理未來想像創意

教學挑戰活動 

結合有興趣教師，組隊參加 
將成果製作成風雲榜，設置於

校園穿堂 

＊團隊教師進行教學觀摩 2 次 

＊與臺灣歷史博物館合作學習夥伴課程 

＊與樹谷文化基金會合作鹽水溪教學課程 

＊規劃「三村遊．戲．戲寶盆」創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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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課程與教學 
工作項目 執行內容 重要成果 

1. 依本年度目標調整

課程架構，形成校本

課程 

由種子團隊進行實驗教學 
反省再修正教學活動 

＊反省再修正前二年課程，規

劃實驗教學執行中(如圖

二) 

2. 「探索未來教育想

像」課程實施與評鑑 
評估課程實施成效 
進行行動研究 

＊擬訂行動研究計畫，進行研

究 

3. 製作成果，與他校分

享 
不斷省思，評鑑課程 
形成教育典範，推廣至他校 

＊反省再修正本年度課程，並

規劃分享方式 

1.課程架構：為使原計畫課程扣緊未來想像核心主題，修正本計畫課程架構如圖二。 

 

＊校園小偵探──

未來圖書館 

＊未來三崁店自然

公園 

＊未來臺史博 

＊鹽水溪前世今生 

＊未來衣想世界 

＊N 世代的我 

家園探索 
社區玩透透 

校園探索 
校園大蒐奇 

環境探索 
看見大台南 

未來探索 
N 世代的夢 

想像力、創造力、未來思考力、問題解決 

單元 
主題 

學習 
活動 

核心 
能力 

創意想像、未來思考、問題解決、體驗實作、歷程反思、經驗類化、
故事敘說、歷史對話、角色扮演、價值澄清、合作學習、情境學習、
專題學習、作品欣賞、資訊融入 

教學
引導
策略 

未來家園、未來環境、未來科技 
未來
議題 

圖二 「探索未來．教育想像」發展課程架構(第三年) 
 

＊團隊學習 

＊實務社群 

＊雲端協作平

台 

＊共同願景 
＊想像未來 
＊適應未來 
＊創造未來 

＊腦力激盪 
＊未來思考 
＊分享對話 

＊資源共享 

＊創造性探索

學習模式 
＊未來想像課

程與情境 

創新的 

焦點 

準備 發散思考 

創造選擇 

孵化 聚斂思考 

與選擇 

＊行動研究 
＊辯證反省 
＊修正回饋 
＊推廣分享 

確立目標 組成團隊 執行策略 

課程架構 

學習模式 

課程設計 

實施 

評鑑 

全體教師 

(第三年) 

                                       協力教師                    
(第二年) 

種子團隊(第一年) 

模

式 

團

隊

運

作

與

內

推

廣 

圖一 未來想像教師社群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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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計未來想像課程內容 
＊課程一：未來的「衣」世界 

� 教學目標: 想像力、創造力、溝通與欣賞、克服緊張秀自己 

� 教學對象:低年級 

� 教學活動: 

(1)衣服的故事：從古到今衣服的演變史簡介。 

(2)未來衣設計理念：依學習單所設定問題引導構思未來衣。 

(3)未來衣手稿設計：使用學習單進行未來衣手稿設計，並進行討論與修正。 

(4)未來的「衣」設計：分組使用各種素材自由創作未來衣。 

(5)未來的「衣」走秀彩排：各組指定一位走秀學生，練習走秀表演並發想創意展示動作。 

(6)未來的「衣」走秀：配合兒童節活動，以三人為一組進行走秀展演。 

 

  ＊課程二：校園小偵探－－未來圖書館 

� 教學目標:觀察力、想像力、創造力、問題解決、合作與分享 

� 教學對象:中年級 

� 教學活動:5-6 人為一組，探索校園圖書館問題，並想像未來圖書館畫出構想圖 

� 問題解決歷程：（參考自全球孩童創意行動競賽Design for Change，簡稱DfC） 

(1)觀察（Feel）：感受一下校園周遭有什麼問題令我們困擾？ 

(2)想像（Imagine）：想像一下有什麼點子可以改善這個問題？ 

(3)執行（Do）：在一星期內執行點子並記錄下來。 

(4)分享（Share）：最後，將整個行動過程與其他人分享。 

 

＊課程三：穿梭歷史的場域――未來臺史博 

� 教學目標:觀察力、想像力、創造力、問題解決、團隊合作 

� 教學對象:高年級 

� 教學活動: 

教學階段 課程單元活動 

一、探索過去 活動一：臺史博說故事 

活動二：臺灣歷史博物館參訪 

二、發想現在 活動三：尋寶奇謀 

活動四：創意心智圖 

三、創建未來 活動五：未來博物館園區心智圖 

活動六：未來博物館園區想像圖 

 

＊課程四：N世代的我 

� 教學目標:觀察力、想像力、創造力、冒險力、未來思考 

� 教學對象:六年級 

� 教學活動: 

(1)我的校園生活：挑選歷年合照，討論收錄畢業紀念冊的照片，發現過去與現在的變化，以

「我的校園生活」為題寫作文章。 

(2)我是村風少年：畢業周「村風少年Pi」三公里路跑活動挑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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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生的一堂課：在六年級畢業生畢業前夕，以賈伯斯、吳季剛、吳寶春等名人故事為例，

希望學生能肯定自我，對未來生涯有理想與目標。。 

(4)2030 年的我：以心智圖發想自己可能的未來，並發表如何實踐未來的目標。 

 

＊課程五：未來三崁店－－自然生態公園 

� 教學目標:創意想像、價值思考、未來思考、未來社區規劃與行動力 

� 教學對象:高年級 

� 教學策略: 觀察=>想像=>經驗=>行動 

� 教學活動: 

教學階段 課程單元活動 

一、探索過去 ※活動一：諸羅樹蛙的神奇故事  

二、體驗現在 ※活動二：三崁店的前世今生 

三、思考與重組 ※活動三：樹蛙想像動動腦 

四、想像與行動 ※活動四：催生自然生態公園 

 
圖三 「未來三崁店自然公園」課程架構圖 

 

＊課程六：鹽水溪的前世今生 

� 教學目標:創造力、想像力、價值澄清、未來思考、未來社區規劃與行動力 

� 教學對象:高年級 

� 教學策略:提出問題=>掃描世界=>編排可能性=>問下一個問題=>深思 

� 教學活動: 

教學階段 課程單元活動 

一、探索過去 ※活動一：鹽水溪前世探幽 

二、體驗現在 ※活動二：鹽行社區走讀 

三、思考與重組 ※活動三：鹽行綠生活 

※活動四：鹽水溪亮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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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想像與行動 ※活動五：鹽行未來想像劇 

※活動六：鹽水溪未來式 

 

圖四 「鹽水溪的前世今生」課程架構圖 

 

 (三)創意學子培育 
工作項目 執行內容 重要成果 

1.開辦「勵志成長營」 利用探索未來教育課程進行小團體輔導 
透過課程改變弱勢學生 
配合「N 世代的我」課程，於畢業周規劃探

索體驗活動 

＊辦理「陽光青少年」小團

體活動 

＊辦理「村風少年 Pi」三公

里路跑活動 

2.規劃創意體驗活動 學生組成隊伍，進行創意表演體驗活動 
參加校際或社區活動，彼此交流觀摩學習 

＊辦理兒童節創意造型走秀

活動 

＊辦理創意社團成果展活動 

 

*規劃「勵志成長營」――「陽光青少年」小團體活動 

� 配合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學與兒童節，辦理「陽光青少年」活動。 

� 教學對象: 高關懷學生 

� 活動目標： 

(1)以創意節奏音樂課程，建立學生樂理素養、自我挑戰及肯定自我價值。 

(2)以創意肢體舞蹈課程，讓孩子認識自己身體、勇於展現自己及挑戰自我能量。 

(3)以創意表演課程，開發自我潛能、重拾對學習的興趣，並藉由團體間的互動合作增進人際

關係與關懷體諒的心意。 

(4)多元創意表演課程強化高關懷學生的自信心及創意思維，培養生活美學與品味，激發想像

潛能，提供多樣化的學習經驗，給予學生自我展現的舞台且更能在團體活動中展現健全的

人格，進而促進學校和諧與社會安康。    
 

*規劃小鐵人挑戰活動――「村風少年Pi」三公里路跑活動 

� 配合「N世代的我」課程，辦「村風少年Pi」三公里路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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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目標:問題解決、合作與分享、冒險力、未來生涯省思 

� 教學對象:高年級 

 

*兒童節創意造型走秀計畫――未來的「衣」想世界 

� 配合「未來的衣想世界」課程與兒童節活動，辦理未來衣走秀活動。 

� 教學目標: 想像力、創造力、溝通與欣賞、團隊合作 

� 教學對象:低年級(三人一組) 

 

*規劃創意社團成果展 

� 配合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學，辦理創意社團成果發表展演活動，由學生個人或組隊報名參加。 

� 教學目標:想像力、創造力、合作與分享 

 

陸、計畫執行人員名單 

計畫職稱 姓名 計畫分工內容 學校職稱 

計畫主持人 沈坤鴻 綜理、主持並督導計畫執行 校長 

計畫聯絡人 
中心主任 林佑霖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規劃相

關課程方向及內涵 主任 

教師培力增能及
課程發展組 周香如 

辦理教師研習及策劃融入各領域教學
活動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設
計課程、發展課程、評鑑課程 

教師 

資訊教材資源組 張家盛 方案網頁、簡報製作及維護 教師 

學子培育組 李宛儒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規劃學
生營隊、社團及參訪體驗活動 教師 

校園營造組 洪聖陽 規畫創意校園營造，各項活動影像紀
錄及剪輯 主任 

總務組 王淑華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統整校
內外人力、物力與財力。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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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課程實施記錄 

＊課程一：未來的「衣」想世界 

� 教學目標: 想像力、創造力、溝通與欣賞、克服緊張秀自己 

� 教學對象:低年級 

� 教學活動: 

(1)衣服的故事：從古到今衣服的演變史簡介。 

(2)未來衣設計理念：依學習單所設定問題引導構思未來衣。 

(3)未來衣手稿設計：使用學習單進行未來衣手稿設計，並進行討論與修正。 

(4)未來衣設計：分組使用各種素材自由創作未來衣。 

(5)未來衣走秀彩排：各組指定一位走秀學生，練習走秀表演並發想創意展示動作。 

(6)未來衣走秀活動：配合兒童節活動，以三人為一組進行走秀展演。 

� 教學省思: 

▲優點： 

(1)藉由學習單與教學引導，學生大多能發揮創意，並勇敢秀自己。 

(2)兒童節活動當天觀眾反映熱烈，能達成展演與觀摩之目標。 

▲檢討與改進： 

(1)低年級學生對於「未來衣」應該有哪些元素？仍然會受限於人類的服裝與現有材料的影響，

無法有更突出的創意發想。 

(2)應該運用更多的創意技巧，引導學生可以有更多的未來想像空間，發揮更多的創意。 

 

  ＊課程二：校園小偵探－－未來圖書館 

� 教學目標:觀察力、想像力、創造力、問題解決、合作與分享 

� 教學對象:低年級 

� 問題解決歷程：（參考自全球孩童創意行動競賽Design for Change，簡稱DfC） 

(1)觀察（Feel）：感受一下校園周遭有什麼問題令我們困擾？ 

(2)想像（Imagine）：想像一下有什麼點子可以改善這個問題？ 

(3)執行（Do）：在一星期內執行點子並記錄下來。 

(4)分享（Share）：最後，將整個行動過程與其他人分享。 

� 教學活動: 

教學階段 課程單元活動 

一、探索圖書館 活動一：一起去大學圖書館 
活動二：「DFC」創意行動挑戰 

二、發想未來圖書館 活動三：圖書館的改變行動 
活動四：創意心智想像圖 

三、創建未來圖書館 活動五：探索智慧型圖書館 
活動六：規劃未來圖書館藍圖 

� 教學省思: 

▲優點： 

(1)讓學生實地探索圖書館的空間配置和問題所在，並試著討論出改善問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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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元感官的刺激和科學想像力的培養，啟發學生的創意設計，將未來科技運用於圖書館創

意空間的規劃。 

(3)透過繪製未來圖書館的心智圖和創意空間設計圖，讓學生發揮想像力，營造自己夢想的閱

讀空間。 

▲檢討與改進： 

(1)在創意行動大挑戰的部分，應該舉更多的實例，讓學生更易於了解創意行動的意義，讓他

們自發性的去發現週遭的問題，並引導他們採取實際行動。 

(2)對於學生擬出的圖書館解決方案，在教學後應作分組檢討，修正策略後再實行。 

(3)若教學時間許可，未來可讓學生嘗試使用電腦多媒體的方式呈現創意行動的成果。 

(4)在培養學生創造力和想像力的課程，似乎比較缺乏統整性，在課程進行時也比較不容易引

導和實施，這是團隊在設計課程時需要再討論改進之處。 

 

＊課程三：穿梭歷史的場域――未來臺史博 

� 教學領域:社會、綜合領域 

� 教學對象:高年級 

� 教學活動: 

教學階段 課程單元活動 

一、探索過去 活動一：臺史博說故事 

活動二：臺灣歷史博物館參訪 

二、發想現在 活動三：尋寶奇謀 

活動四：創意心智圖 

三、創建未來 活動五：未來博物館園區心智圖 

活動六：未來博物館園區想像圖 

� 問題解決歷程(1)：【尋寶奇謀】任務式之問題解決 

 

� 問題解決歷程(2)：構思臺灣歷史博物館【未來主題館】之未來思考歷程 

 

� 教學省思: 

▲優點： 

(1)配合現有五年級社會領域課程較容易融入課程並施行。 

(2)實地參訪體驗有助於學生了解臺灣歷史博物館的現況，進而想像可能的未來。 

(3)尋寶奇謀闖關任務能促使學生合作與溝通以解決問題，且學生學習動機高，並獲得歷史博

物館導覽員的肯定。 

(4)「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軸教學活動設計(如圖五)，是可行的未來想像教學模式。 

▲檢討與改進： 

探究與計畫 任務瞭解與思考 

 

尋求答案 選擇策略 省思與擴展問題 

 

掃描世界 提出問題 深思 問下一個問題 

 

編排可能性 



                                          

13 

(1)本次修正課程，增加未來想像教學的比重，相對的也花費相當多的課餘時間，增加教師教

學負擔，未來恐不易推廣。 

(2)本課程應針對未來想像的內涵，多加入想像力的課程，例如臺灣未來可能的歷史，未來博

物館如何以園區的型式發展才能吸引更多參觀者等。 

 
圖五 「過去→現在→未來」時間軸教學活動設計 

 

＊課程四：N世代的我 

� 教學目標:觀察力、想像力、創造力、冒險力、未來思考 

� 教學對象:六年級 

� 教學活動: 

(1)我的校園生活：挑選歷年合照，討論收錄畢業紀念冊的照片，發現過去與現在的變化，以

「我的校園生活」為題寫作文章。 

(2)我是村風少年：畢業周「村風少年Pi」三公里路跑挑戰活動。 

(3)人生的一堂課：在六年級畢業生畢業前夕，以賈伯斯、吳季剛、吳寶春等名人故事為例，

希望學生能肯定自我，對未來生涯有理想與目標。 

(4)2030 年的我：以心智圖發想自己可能的未來，並發表如何實踐未來的目標。 

� 教學省思: 

▲優點： 

(1)配合現有六年級畢業活動，進行生涯省思活動，在情境配合下，較容易融入課程並施行。 

(2)藉由路跑挑戰活動的達成，學生能建立自信心，並做為思考人生未來的立基，在各行業名

人的故事中反思自己，進而想像可能的未來。 

(3)由心智圖的引導，發展「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軸思考教學活動設計，是可行的未來

想像教學模式。 

▲檢討與改進： 

(1)辦理路跑挑戰活動有安全上的顧慮，需耗費較多人力支援來活動，日後辦理可考慮請家長

協助，讓更多家長參與子女的成長活動。 

(2)本課程可以針對未來想像的內涵，加入更多未來想像的內容，例如時空膠囊、給未來自己

的信等活動，讓學生在多年後看見自己寫下內容後，可以反思與回顧自己當時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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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五：未來三崁店－－自然生態公園 

� 教學目標:創意想像、價值思考、未來思考、未來社區規劃與行動力 

� 教學對象:高年級 

� 教學策略: 觀察=>想像=>經驗=>行動 

� 教學活動: 

教學階段 課程單元活動 

一、探索過去 ※活動一：諸羅樹蛙的神奇故事  

二、體驗現在 ※活動二：三崁店的前世今生 

三、思考與重組 ※活動三：樹蛙想像動動腦 

四、想像與行動 ※活動四：催生自然生態公園 

� 教學省思: 

▲優點： 

(1)讓學生實地探訪社區，發現社區問題，能培養孩子的探索力和冒險力。 

(2)透過「心智想像圖」的繪製，能培養孩子的觀察能力和創意想像力。 

(3)多元感官的刺激和科學想像力的培養，啟發孩子的創意設計，將未來科技運用於未來家園

的規劃。 

(4)透過三崁店自然生態公園的未來心智圖和模型製作，來表現對未來的嚮往和想像。 

▲檢討與改進： 

(1)執行的對象雖為五年級，但學生對自己家園的人文歷史和環境似乎了解不夠，需要花一些

時間設計相關的活動幫助孩子了解地方的特色和人文自然景觀，培養對在地社區的認同。 

(2)在執行本課程後，教學者更加認為認識家園這個部份，要從低年級開始做起，做好向下紮

根的工作，孩子們從小對地方文化能夠關懷認同，將來長大才有可能奉獻鄉里，幫社區解

決問題，發展地方特色，營造美好的社區未來。 

(3)在培養學生創造力和想像力的課程，需要更多的課程引導，這是團隊在設計課程時需要再

討論改進之處。 

(4)未來想像與創意思考技法，不易在進行一次教學中就讓學生學會如何創造與思考，未來希

望能從低年級階段逐步融入現有課程中實施，日積月累必能提升學生的創造思考與想像力。 

 

＊課程六：鹽水溪的前世今生 

� 教學目標:創造力、想像力、價值澄清、未來思考、未來社區規劃與行動力 

� 教學對象:高年級 

� 教學策略:提出問題=>掃描世界=>編排可能性=>問下一個問題=>深思 

� 教學活動: 

教學階段 課程單元活動 

一、探索過去 ※活動一：鹽水溪前世探幽 

二、體驗現在 ※活動二：鹽行社區走讀 

三、思考與重組 ※活動三：鹽行綠生活 

※活動四：鹽水溪亮起來 

四、想像與行動 ※活動五：鹽行未來想像劇 

※活動六：鹽水溪未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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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省思: 

▲優點： 

(1)讓學生了解社區的歷史脈絡，引導學生思考過去與現在的不同，再實地探訪社區，發現社

區問題，有助於培養孩子的思考力與探索力。 

(2)透過分組走讀社區的教學方式，可以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過程中學習如何與陌生人交談，

可以從中培養與人溝通的能力。 

(3)繪製社區綠色生活地圖教學，能培養孩子的觀察與記錄的能力。 

(4)透過Y型未來想像圖「過去→現在→未來」時間軸學習單的合作思考，可以引導學生藉由過

去與現在的比較，想像社區未來可能的發展，並表現對未來社區的價值選擇。 

▲檢討與改進： 

(1)透過分組走讀社區的教學方式，需要較多的師資人力，過程中隨時要注意學生的安全，對

教學者是一大心理負擔，所幸本次有經費可以聘請荒野保護協會的教師支援，讓本次教學

得以順利進行，未來若無補助經費，恐怕難以推廣。 

(2)分組走讀社區時，學生雖然有準備問題，但一開始遇到陌生人仍難免緊張畏懼，不敢上前

發問，且不熟悉台語，教學者只好於途中指導練習，才有所改善。未來若再執行本課程，

可以先在課堂上讓學生多練習台語的訪談與對話，以改善此一狀況。 

(3)教學者認為認識社區課程，如果能從低到高年級規劃一系列的教學活動，並與未來想像結

合，學生就可以從小對地方文化產生關心與認同，並隨時思考社區的問題，想像可能的解

決方法，營造美好的未來社區。 

(4)本次Y型未來想像圖的想像與創意思考技法執行的對象雖為六年級，但是在分組活動時學生

不容易馬上進行想像與思考，需要教學者引導社區議題，才逐漸有更多的想法，希望未來

能將Y型圖思考技法融入現有課程中實施，以提升學生的創造思考與想像力。 

 
 

圖六 Y 型未來想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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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績效指標 KPI 

施政 
重點 

績效 
指標 

103 年度目標值成果說明 

形成新領域或子

領域 

� 形成未來想像、表演藝術、閱讀、鄉土文化教師學習社群 

引導重要

議題/領
域 

引導或普及該領

域之創新觀念或

知識 

�  辦理未來想像教學成果分享研習會 
� 辦理未來想像與翻轉教育研習會 

教師團隊發揮之

綜效 

� 參與未來想像教學教師總人數 54人；開課數_6__門 
 

發展持續改進教

學機制之效益 

• 參與臺南市未來想像計畫成果平臺 

教材/教具發揮

之效益 

• 課程教案 6件 強化教學

能量 

師資能量之建立 � 引進業界師資總數 4人 
� 業界師資教學時數 8時 
� 教師研習場次：4場 
� 教師研習總數：216人次 

創新性教學方法

之推動成效 

� 參加未來想像教學工作坊 
� 辦理未來想像團隊教師教學觀摩 

創新人才

培育模式 
競賽與得獎之表

現 

� 參加臺南市 103 年未來想像計畫『打造未來城市—校園篇』網路

徵件榮獲佳作 

人才培育成效 � 參與未來想像教學課程學生總人次 700人次 提升人才

素養 交流與研習活動

辦理之效益 

 

� 參加未來想像教育學術與實務研討會暨種子教師工作坊（墾丁福

華飯店） 
� 參加 103學年果未來想像成果發表會（臺南永康區桂田酒店） 
� 參訪屏東縣長榮百合國小創意校園營造、新竹市龍山國小探索教

學卓越課程、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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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經費使用情形 

項目 核定金額 實支金額 結餘款 備  註 

出席費 4000 4000 0  

講座鐘點費 9600 9600 0  

代課鐘點費 20800 20800 0  

全民健康保險

補充保費 
688 688 0 

 

影印、印刷費 9112 9112 0  

課程材料費 20000 20000 0  

國內旅運費 10200 10200 0  

膳費 1600 1600 0  

資料蒐集費 10000 10000 0  

場地布置費 10000 10000 0  

雜支 4000 4000 0  

經常門 

小計 100000 100000 0  

     資本門 

小計     

教

育

部

補

助

款 

總計 100000 100000 0 執行率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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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結論與心得 

一、未來想像計畫目標達成情形 

本計畫經過兩年的摸索，已經更能關注未來想像的核心議題，設計課程時均能以培養學生想

像力與創造力並關注未來議題為重要目標。本年度計畫在執行中發現：未來應該建立在過去

與現在的經驗上，因此「過去與現在」如何連結到「現在與未來」的經驗，在課程設計與實

施時就有所思考，因此課程設計時均涵蓋未來想像之教學目標。 

二、未來想像課程之規劃與修正 

原計畫設計之課程經教授指正，對於想像力的培養，在課程上應避免呈現過多現有圖片，以

免限制學生的想像力。再者，並應儘量使用小組討論的方式，使學生能經由討論的過程能有

更多的想像。此外，要讓學生有實際行動實現未來的可能，不要僅止於想像未來。這幾點已

在教學後之省思提出檢討，本年度在規劃設計課程時已有注意，並著重使用更多元的未來想

像思考引導之教學歷程，讓學生從真實情境的體驗與合作學習中去感受，進而更易於想像未

來。 

三、未來想像課程之創造思考引導運用於其他領域教學 

本計畫第三年設計之課程與活動，以未來想像之四大評量準則(探索未來、想像未來、選擇

未來、建立未來)進行規劃，低年級著重想像力之發想，中年級以心智圖及問題解決歷程（觀

察、想像、執行、分享）為主要引導策略，高年級以心智圖及 Y 型圖、未來思考、合作學習、

模型創作、戲劇創作等為主要教學策略。所運用之創造思考技法已逐漸多元且有效，，讓學

生從多個層面思考未來的問題。目前已將心智圖延伸至閱讀課，表演藝術課程也融入未來劇

的創作，未來將進一步思考將創造思考技法融入各年級、各領域的教學中。 

四、教師社群是校內未來想像計畫的推廣者 

本計畫第三年安排本校未來想像社群教師，辦理未來想像教學觀摩分享研習會，分享前兩年

實施之經驗與心得，已獲得多數校內老師對未來想像教學的認同，目前大部分的老師都願意

支持並參與未來想像教學活動。本年度幾個課程從原本一個班級的實驗課程，推廣到全學年

實施，讓更多學生參與未來想像的學習。此外，配合全校教學成果展，社群教師規劃未來想

像學習成果展出，讓與會家長了解本計畫的內容。這兩項活動均有助於本校未來想像教育計

畫的推廣。 

五、推動未來想像教育之展望 

本計畫在人力方面，因教育部統合視導導致每年本市校務評鑑項目偏多，行政業務工作繁

重，無法全力配合推動未想像計畫。此外，在進行合作學習與體驗課程時需要較多的師資支

援，也影響往後未來想像教學活動推廣的困難度。在物力方面，經費之核定項目與原計畫稍

有出入，在校園情境規劃未有經費支援，使得創意校園營造較為困難。雖然有上述困難點，

但本校社群教師仍願意花費課餘與下班後的時間參與研討，因為看見孩子們快樂學習，發揮

想像力就是教學者最大的動力。隨著本計畫的結束，希望教育部應重視未來想像教學是落實

翻轉教育的契機，持續推動相關計畫，給予更多的經費支援，並認真檢討不當的校務評鑑措

施，減輕行政業務負擔，給予學校與教師更多教學自主與創新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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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其他補充資料 

一、教師培力增能 

教師培力增能成果剪影 

  

未來想像教師學習社群研討會 未來想像教師學習社群研討會 

  

未來想像與種子教師工作坊暨研討論壇

（103.03.23~25） 

未來想像與種子教師工作坊暨研討論壇

（103.03.23~25） 

  

未來想像教師學習社群校內分享研習 未來想像教師學習社群校內分享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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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培力增能成果剪影 

  

未來臺史博課程參訪研習 未來臺史博課程參訪研習 

  

與臺灣歷史博物館合作學習夥伴課程 與臺灣歷史博物館合作學習夥伴課程 

  

未來想像教師學習社群三崁店參訪研習 未來想像教師學習社群三崁店參訪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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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培力增能成果剪影 

  

參訪屏東縣長榮百合國小創意校園 臺南大學戲劇創作系張麗玉教授蒞校指導 

  

新竹市龍山國小校長探索課程教學分享 
未來想像成果發表暨種子教師工作坊

（104.01.25~27） 

  

未來想像成果發表暨種子教師工作坊

（104.01.25~27） 

未來想像成果發表暨種子教師工作坊

（104.01.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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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三村國民小學未來想像教學行動研究計畫（綱要） 

研究題目：國小學童「未來三崁店自然公園」課程發展之研究 

一、研究動機 

（一）成立未來想像教學團隊，構架學校本位課程，設計、發展、實施和評鑑課程。 

（二）培養學習者想像未來、創造未來的能力。 

（三）規劃未來家園課程，針對未來的自然公園進行未來思考及想像，描繪未來藍圖。 

（四）提供教師實施未來想像課程之範例，引發更富創意特色之教學。 

二、研究目的 

（一）依據未來想像和生態教育相關理論發展「未來三崁店自然公園」教學方案。 

（二）探討學生在「未來三崁店自然公園」教學方案實施後的改變。 

（三）瞭解教師在本研究課程發展與實施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及其解決策略。 

（四）探討研究者在研究歷程的成長與省思。 

三、研究問題 

（一）教師如何依據未來想像相關理論及生態教育發展「未來三崁店自然公園」教學方案？所遭遇

的問題為何？因應的策略又為何？ 

（二）探討以未來想像「未來三崁店自然公園」教學方案的實施成效為何？ 

（三）教師如何實施以未來想像之「未來三崁店自然公園」教學方案？所遭遇的問題為（一）何？

因應的策略又為何？ 

（四）研究者在研究歷程中有何成長與省思？  

（五）依研究發現，對教師在實施課程與教學之專業成長有何啟示與收穫？ 

四、研究方法 

（一）陳述所關注的問題：教育部推動未來想像教育，並希望教師能重視與落實未來想像教育。 

（二）研擬可能解決上述問題的可能行動方案：以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包括：體驗學習、發現問

題、解決問題、實作與分享、省思、未來思考等）來實踐未來想像教育。 

（三）尋求可能的合作夥伴：找到志同道合的老師組成未來想像學習社群，當協同教學的夥伴。 

（四）採取行動實施方案：依據文獻探討擬定未來想像教育的課程方案。 

（五）評鑑與回饋：利用質性資料輔以量化資料來評估成效，每一個主題做一個循環，檢討反省

後，再實施下一個主題。 

五、文獻回顧（略） 

六、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未來想像與生態教育為理論基礎，透過「未來家園．教育想像」的學習模式，發展探

索未來三崁店自然公園為學校本位課程。在教師方面，透過課程發展與實施的過程可以瞭解教師所

面臨的問題及其解決策略，並藉由省思札記等歷程記錄幫助教師省思，並從中獲得專業的成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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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方面，透過課程的實施，可以蒐集學生在學習過程的量化與質化資料，進一步分析學習的成效。

研究架構如下圖所示： 

 

 

 

 

 

 

 

 

 

 

 研究架構圖 

七、 預期效果與研究貢獻 

（一）在學生方面：透過未來想像和生態教育的課程設計，能循序漸進引導學生產生豐富且多元

的未來想像，並思考未來科技發展與生態保育的議題。 

（二）在學校本位課程方面：結合鄉土教育、生態教育、未來想像教育，提供學校發展具體可行

的教學方案，形成學校具有特色的校本課程。 

（三）在自我成長方面︰將未來想像和生態教育的相關理論轉化成貼近學生的教學活動，透過不

斷的進修、觀察和省思提升自己的專業知能。 

（四）提供現場教師實施未來想像課程之範例，引發更多更豐富有特色的教學設計。 

八、 參考文獻(略) 

 

未來想像 

 

探索未來三崁店自然公園 

學校本位課程 

生態教育 

教  師 學  生 

課程發展實施 

之問題與策略 

成長與省思 學習歷程與 

實施成效 

量化與質化 

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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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與教學 

教學活動一：未來的「衣」想世界 

臺南市三村國小「未來的衣想世界」課程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主題 未來的「衣」想世界 適用年級版本 國小低年級 

學習領域 藝術與人文 次領域 表演藝術 

教學時間 共 320 分鐘(8 節課) 設計者 李宛儒、張家盛 

設計理念 
（一）結合未來想像計畫，以「未來服裝」為主題，進行創意發揮。 

（二）啟發學生的潛能，進而瞭解自己的優點，展現才能，發揮創意。 

學習目標 

（一）指導學生運用回收、環保素材進行物品的創意再利用。 

（二）透過未來衣的設計課程，引導學生想像未來世界「衣」的需求與創意。 

（三）透過小麻豆走秀課程的指導，增進學生展現自我表現力。 

（四）透過小麻豆走秀課程的參與，增進聽音走位的自信與能力。 

（五）糾正學生不良的走路習慣。 

領域能力指標 

藝術與人文領域 

1-1-2-2 嘗試各種媒材，引發豐富的想像力，以從事基礎性視覺藝術活動，感 

受創作的喜悅與樂趣。 

1-2-7-9 參與表演藝術之活動，以感知來探索某種事件，並自信的表現角色。 

1-2-1-1 嘗試各種藝術創作，表達豐富的想像力與創造力。 

1-4-2-4 設計關懷主題，運用適當的媒材與技法，傳達出有感情、經驗與思想 

的作品，發展個人獨特的表現。 

2-4-8-5 尊重與讚美別人的意見與感受，願意將自己的創意配合別人的想法作 

修正與結合。 

3-4-9-5 透過綜合性展演活動理解藝術創作與環保議題之關係。 

資訊融入方式 使用自製教材簡報及網路資源進行教學。 

教學資源 
◎教學簡報、學習單、示範影片 

◎邀請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服裝設計系的學生協助走秀課程指導與示範 

教  學  活  動 
教學

資源 

評量

方式 
教學時間 

活動一：衣服的故事 

【教學準備】 

1. 製作教學簡報。 

2. 上網搜尋關於衣服設計的圖片或影片。 

【教學活動】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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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起動機：引用愛迪生的故事，創造發明未來的事物。 

2. 讓學生觀看 1900 年代未來想像簡報，欣賞過去的創意發想。 

3. 讓學生觀看簡報，了解過去與現在創意的衣飾照片。 

4. 分組討論： 

（1） 請學生比較過去和現在服裝的不同。 

（2） 請學生想像一下未來的衣服的可能的概念與需求。 

（第 1 節結束） 

 

活動二：「衣」想世界 

【教學準備】 

1. 製作未來衣設計稿學習單。 

【教學活動】 

1. 引導學生想像未來的創意衣飾。 

2. 分組討論： 

（1） 請學生討論未來衣服的概念與需求 

（2） 請學生討論可以應用或取得的衣服製作素材 

3. 發下計圖稿，請學生繪製未來「衣」(需包含繪圖、設計材質、與特殊

功能的說明)。 

（第 2 節結束） 

 

活動三：我是小麻豆 

【教學準備】 

1. 準備各種表情的相關。 

【教學活動―姿態與表情的練習】 

1. 請學生表演出：喜、怒、哀、樂四種表情。 

2. 播放 8 個一重拍的音樂，請學生一個 8 拍換一次動作。 

3. 請學生表演出低、中、高水平的創意動作。 

4. 播放各種表情或姿態的兒童模特兒照片。 

5. 請學生觀察照片的特殊之處。 

6. 分組進行：重新進行教學活動 2 及 3 的步驟。讓學生可以互相觀察。 

7. 請學生兩兩一組，搭配出不同的造型組合。 

（第 3 節結束） 

 

活動四：走在音樂的拍點上 

【教學準備】 

1. 準備重拍子的走秀音樂、鈴鼓。 

 

【教學活動】 

1. 播放重拍子的走秀音樂 

（1） 請學生跟著拍子拍手。 

（2） 請學生跟著音樂一拍走動一步，自由進行進行空間探索，但是不可

碰撞到別人。 

影片 

簡報 

 

 

 

 

 

 

 

 

 

 

 

 

 

 

 

 

 

 

 

 

 

 

音樂

鈴鼓 

 

 

 

 

 

 

 

 

 

 

 

 

 

簡報 

 

 

 

 

 

 

 

 

 

 

 

 

 

 

 

 

 

學習

單 

 

 

 

 

 

 

觀察

評量 

 

 

口語

評量 

 

 

 

 

 

 

 

 

 

觀察

評量 

 

 

 

 

 

 

 

 

40 

 

 

 

 

 

 

 

 

 

 

 

40 

 

 

 

 

 

 

 

 

 

 

 

 

40 

 

 

 

 

 

 

 



                                          

26 

（3） 請學生持續在拍點中遊走，但是聽到老師拍鈴鼓聲要做出木頭人的

創意動作。 

2. 老師在課程進行的過程中，幫孩子拍攝照片，以作為下次課程的準備講

解教學內容。 

（第 4 節結束） 

 

活動五：未來衣的實作 

【教學準備】 

1. 請學生帶已完成未來衣的設計學習單。 

2. 請學生自行準備未來衣需要的製作材料。 

 

【教學活動】 

1. 學習單的分享時間。 

2. 請學生輪流分享自己設計的學習單並進行未來衣的設計理念介紹。 

3. 分組討論：請大學生分組指導學生討論未來衣的材質設計的可行性。 

4. 分組討論未來衣要如何製作。 

5. 分組進行未來衣的製作。 

6. 分組討論並進行未來衣的修正。 

（第 5、6 節結束） 

 

活動六：三村小麻豆走秀活動 

【教學準備】 

1.走秀 T 台準備(走秀舞台)。 

 

【教學活動】 

1. 試著穿上自己設計的衣服走走看。 

2. 完成未來衣的定裝照片。 

3. 走秀活動練習：請學生穿上未來衣在 T 台(走秀舞臺)上試著走走看。 

4. 聽音樂練習走秀，走在拍點上。 

（第 7、8 節結束） 

 

（本單元課程結束） 

 

 

 

 

 

 

 

 

 

 

 

 

 

 

 

 

 

 

 

 

 

 

 

 

實作 

討論 

 

 

 

 

 

 

 

 

 

實作 

討論 

 

走秀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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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省思: 

▲優點： 

(1)藉由學習單與教學引導，學生大多能發揮創意，並勇敢秀自己。 

(2)兒童節活動當天觀眾反映熱烈，能達成展演與觀摩之目標。 

▲檢討與改進： 

(1)低年級學生對於「未來衣」應該有哪些元素？仍然會受限於人類的服裝與現有材料的影響，

無法有更突出的創意發想。 

(2)應該運用更多的創意技巧，引導學生可以有更多的未來想像空間，發揮更多的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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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兒童節活動未來衣的想像設計學習單 

              年   班  設計師：             

     對於未來的世界你可以有無限的想像，就你真對未來

的人類生活，設計出特別、多功能、可適應未來環境又

具美觀的未來衣。 

◎我設計的衣服主題名稱：                   

◎我的設計理念：                                    

                                                          

                                                          

◎我所預定使用的環保素材： 

                                                      

※我的未來衣設計圖（請畫出設計圖，並以文字說明它

的特殊功能） 

 

＊請你針對自己的設計圖給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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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衣想世界」教學活動剪影 

  

未來想像啟發課程 未來想像啟發課程 

  

未來世界的想像引導 未來衣的想像引導 

  

未來「衣」想世界的發想與提問 未來「衣」想像設計學習單創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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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衣想世界」教學活動剪影 

  

未來的「衣」想世界走秀活動 未來的「衣」想世界走秀活動 

  

未來的「衣」想世界走秀活動 未來的「衣」想世界走秀活動 

  

未來的「衣」想世界走秀活動 未來的「衣」想世界走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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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衣」想世界學習單 

 



                                          

31 

未來的「衣」想世界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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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衣」想世界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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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衣」想世界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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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衣」想世界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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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永康區三村國小 103 年度兒童節創意造型走秀計畫 

三村寶貝愛地球•環保創「衣」秀 

一、活動依據：依據 102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辦理。 

二、活動目的： 

（一）結合未來想像計畫，以「未來服裝」為主題，進行創意發揮。 

（二）啟發兒童的潛能，進而瞭解自己的優點，展現才能，發揮創意。 

三、活動對象：1~3 年級學生。 

四、活動地點：校園。 

五、活動時間：103 年 4月 2日（三）09：20~10：00。 

六、實施方式： 

  （一）表演成員：每班模範生 3人，表演方式以走秀進行。 

  （二）表演時間：每組時間以 1~2 分鐘為限。 

  （三）表演主題：以「未來服裝」為主題，服裝設計材料以回收資源物或環保材 

        質製作造型，例如：外太空、綠能或環保等主題。 

  （四）走秀音樂：將由學務處活動組提供。 

  （五）走秀指導課程及預演時間（小麻豆集訓班）： 

      1.走秀說明會：103 年 3月 14 日（五）第二節；活動中心【一、二、三年 

        級模範生】 

      2.未來想像啟發課程（教務處）：103 年 3月 19 日（三）8：00；活動中心【一、 

        二、三年級全體同學】。 

      3.各班模範生繳交服裝設計學習單日期：請於 103 年 3月 25 日（二）前繳至 

        活動組李宛儒老師處。 

      4.第一次預演：103 年 3月 20 日（四）第二、三節：美姿美儀走台步訓練【一、 

        二、三年級模範生】。 

      5.第二次預演：103 年 3月 26 日（三）第二、三節【一、二、三年級模範生】。 

      6.拍攝走秀服裝定裝照：103 年 3月 27 日（四）第二、三節【一、二、三年 

        級模範生】。 

  （七）其他：參與學生，可上 YouTube 搜尋關鍵字：走台步。搜尋走台步、擺基 

        本 pose、轉身等相關訊息。 

  （八）本活動將邀請校長、家長會長、校內老師擔任評審選出優秀 15 人頒發獎狀。 

七、工作檢核：如總計畫。 

八、經費來源：由家長會費及學校相關經費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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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二：校園小偵探――未來圖書館 

臺南市三村國小「未來圖書館」課程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主題 校園小偵探――未來圖書館 適用年級 國小中年級 

學習領域 生活領域 次領域 綜合領域 

教學時間 共 160 分鐘(8 節課) 設計者 周香如 

設計理念 

（一）關懷校園生活空間：透過新聞及訪問等了解圖書館目前的狀況。 

（二）探索力及冒險力的培養：透過分組探索活動，讓學生觀察圖書館的現況

和亟待改善的問題。 

（三）培養批判思考和反思的能力：對於問題的發現和未來發展趨勢能具有獨

立的思考和敏銳的洞察能力，進而建立有意義的價值觀。 

（四）啟發創意及想像力：透過多元感官的刺激和科學想像力的培養，啟發學

生的創意設計，將未來科技運用於未來圖書館的規劃。 

（五）培養用具體行動改變現況，創造改變未來的行動力。 

 

學習目標 

（一）透過媒體資訊，關懷校園活動空間。 

（二）分組合作做實地探索學校圖書館，發現圖書館的特色、問題及可以改善

的地方。 

（三）透過報章雜誌和網路，蒐集有關現有智慧型圖書館的資料，解構現有的

思維，啟發創意及想像力。 

（四）運用電子地圖和綠色生活地圖，透過學生的觀點繪製出家園的特色。 

（五）透過全球創意行動大挑戰（DFC）的故事，激發學生改變環境的動力。 

（六）透過多元的感官刺激，繪製「心智想像圖」，引發學生的創意想像。 

（七）透過圖畫創作，建構自己的「未來圖書館」。 

（八）透過發表說出分享討論的結果和自己的創意設計成果。 

（九）讓學生思考如何透過具體行動，改變現況，實現未來圖書館的夢想。 

領域能力 

指標 

生活領域 

綜合領域 

資訊融入

方式 

使用影片分享及網路資源進行電子白板融入教學。 

(註：需準備電腦、單槍投影機、電子白板、實物投影機) 

教學資源 
智慧型圖書館簡報、童心協力，翻轉地球圖書、圖書館探索分組任務單、「唱

出我們的驕傲」台灣鄒族創意行動實例、DFC 行動挑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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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歷程 
課程內容 節數 

教學 

準備 

 
一 
、 
探 
索 
圖 
書 
館 
 
 
 

 
一、活動一：一起去大學的圖書館 
1.小朋友透過參觀學區附近臺南應用科技大學圖書

館，了解並比較大學圖書館與國小圖書館目前的
狀況與問題。 

2.讓小朋友思考在學校的圖書館有哪些問題急需改
善？如果圖書館將來重建，是否有可能讓全校師
生一起來設計規劃，讓學生自由發表。 

 
二、活動二：「DFC」創意行動挑戰 
1.播放「唱出我們的驕傲」台灣鄒族創意行動實例

及創意行動的網路影片，讓學生發表觀後感想，
並歸納出這些孩童共同的特質。 

2.透過書籍和簡報介紹孩童創意行動挑戰的想法，
引出「感受」、「想像」、「實踐」、「分享」
這四個步驟的簡單行動架構。 

3.引發學生「改造圖書館大挑戰」的動機，分組討
論並研擬探索圖書館的計畫。 

4.分組實地探索圖書館，並作影像和學習單的紀錄
單。 

5.分組報告觀察圖書館的結果，指出圖書館及待改
善的問題，並提出改善的方法。 

 

 
2 
 
 
 
 
 
 
 
2 DFC 活動學習

單 
DFC 活動介紹

影片 
 

 
二 
、 
發 
想 
未 
來 
圖 
書 
館 
 
 

 
※活動三：圖書館的改變行動 
1.各組擬訂圖書館改變計畫，提出可行動的方案和

進程，分組執行改變行動。 
2.發表執行的結果，並檢討如何改善。 
 
※ 活動四：創意心智想像圖 
1.舉例說明所有的創造發明，都源起於對現況的不

滿，先有天馬行空的想像，慢慢的變成可以實踐
的構想和計畫。 

2.配合綜合領域的探索社區課程，引導學生針對社
區空間的現況，想像它未來可以做的變化和改
造，並把它繪製成心智圖。 

2.發表社區改造的心智圖，說出自己的創意點子。 
3.分組討論有關未來的 20 個名詞，並寫出「想像未

來理想的閱讀空間」的文具。 
4.利用一些未來科技的作品和創意想像影片（222 件

T 桖逐格動畫）引發學生的科學想像力。 
 

 
3 
 
 
 
 
2 

 
 
 
 
 

 
 
影片、影像資

料 
 

激發想像力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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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創 
建 
未 
來 
圖 
書 
館 

 
※ 活動五：探索智慧型圖書館 
1.請學生蒐集資料，發表自己看過的特別的圖書空

間，並說出自己的感受（優缺點、創意性、便利
性等……） 

2.發表對智慧型圖書館的看法，並提出未來可能發
展的創意設計。 

 
※ 活動六：規劃未來圖書館藍圖 
1.引導學生畫出「未來圖書館」的創意空間設計圖。 
2.各組發表討論「未來圖書館」的創意空間設計圖

的構想。 

 
3 
 
 
 
 
 
 
 
4 

 
 

分組討論單 
 
 
 
 
 

 
八開、四開圖

畫紙 
 

 

※ 教學省思： 

＊ 優點： 

1. 引導學生注意時事報導，關心校園的生活空間。 

2. 讓學生實地探索圖書館的空間配置和問題所在，並試著討論出改善問題的方法。 

3. 多元感官的刺激和科學想像力的培養，啟發學生的創意設計，將未來科技運用於圖書館創

意空間的規劃。 

4. 透過繪製未來圖書館的創意空間設計圖，讓學生發揮想像力，營造自己夢想的閱讀空間。 

＊ 檢討與改進： 

1. 在創意行動大挑戰的部分，應該舉更多的實例，讓學生更易於了解創意行動的意義，讓他

們自發性的去發現週遭的問題，並引導他們採取實際行動。 

2. 對於學生擬出的圖書館解決方案，在實施完應作分組檢討，修正策略後再實行。 

3. 若教學時間許可，未來可讓學生嘗試使用電腦多媒體的方式呈現創意行動的成果。 

4. 在培養學生創造力和想像力的課程，似乎比較缺乏統整性，在課程進行時也比較不容易引

導和實施，這是團隊在設計課程時需要再討論改進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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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圖書館教學活動剪影 

  

參觀臺南應用科技學圖書館 參觀臺南應用科技學圖書館 

  

參觀臺南應用科技學圖書館 參觀臺南應用科技學圖書館 

  

參觀臺南應用科技學圖書館 參觀臺南應用科技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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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圖書館教學活動剪影 

  

未來圖書館教學引導活動 未來圖書館教學引導活動 

  

未來圖書館教學引導活動 未來圖書館教學引導活動 

  

未來圖書館創意空間設計 未來圖書館創意空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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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圖書館教學活動剪影 

  

未來圖書館創意空間設計發表 未來圖書館創意空間設計發表 

  

未來圖書館創意空間設計發表 未來圖書館創意空間設計發表 

  

未來圖書館創意空間設計發表 未來圖書館創意空間設計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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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圖書館 DFC 創意行動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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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圖書館 DFC 創意行動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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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圖書館 DFC 創意行動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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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圖書館創意空間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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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圖書館創意空間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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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圖書館創意空間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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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活動三：未來臺史博 

臺南市永康區三村國小未來想像「未來臺史博」課程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主題 穿梭歷史的場域—未來臺史博 適用年級版本 
國小五年級(各版

本) 

學習領域 社會領域 次領域 資訊 

教學時間 共 400 分鐘(10 節課) 設計者 許永河、張家盛 

設計理念 

 

（一）以學生為主體：教材以時間為軸，輔以臺灣歷史博物館常設展品，透過

親身體驗和探索的方式，引導他們重組和建構臺灣的歷史發展脈絡。 

（二）生活化：本教材配合臺灣歷史博物館常設展品，幫助學生發展自我探索

的能力，使其成為一個生活研究者。 

（三）本土化：本教材讓學生能真實的認識歷史，進而培養學生愛護與關懷自

己的居住地方。 

（四）多元化和科技化：本教材藉由多元化、活潑化、活動化的資訊融入教學

策略，讓學生更能快樂地學習。 

 

學習目標 

 

（一）認識台灣的歷史樣貌。 

（二）藉由博物館展品，探索過往與現代間的聯繫，並想像未來區域的發展關

係，能主動利用並加以珍惜，進而培養學生愛護與關懷自己的居住地方。 

（三）了解不同的族群、統治者在臺灣所型塑之文化，與其形成的原因。 

（四）了解自己歷史與文化的特色，主動探索居住地方的人事物，欣賞各類文

化，並培養學生學會尊重不同文化。 

 

領 

域 

能 

力 

指 

標 

 

1-3-9 分析個人特質、文化背景、社會制度以及自然環境等因素對生活空間設

計和環境類型的影響。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與事件。 

2-3-2 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賞其內涵。 

3-3-1 依自己的觀點，對一組事物建立起分類和階層關係。 

 

資訊融入方式 
使用自製教材簡報及網路資源進行電子白板融入教學。 

(註：需準備電腦、單槍投影機、電子白板、實物投影機) 

教學資源 

臺灣歷史博物館網站、Google 地圖、 

「一場歷史的冒險」教學簡報、 

「尋寶奇謀」闖關學習單、 

「未來臺史博」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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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活  動 教學資源 

評

量

方

式 

教
學 
時
間 

活動一：一場歷史的冒險 

【臺史博說故事】 

利用「一場歷史的冒險」教學簡報複習社會課本討論過的臺灣歷史文化。 

1.什麼是歷史？什麼樣的歷史值得記錄？ 

2.臺灣歷史有哪些特色？ 

3.有哪些族群來到臺灣生活？他們分別是什麼時期來到臺灣？ 

4.眾多族群來臺生活的時候，生活方式都相同嗎？生活方式不同時會發生什麼

情形？ 

5.經過眾多族群的努力與開發，臺灣社會出現什麼現象？ 

6.你覺得臺灣未來的歷史會如何發展? 

（第 1、2 節結束） 

 

活動二：穿梭歷史的場域 

【臺灣歷史博物館實地參訪】 

1.分組：將全班 30 人，每 6 人一組，共分成 5 組，各小組推選出 1 名組長，

負責組內協調、統整之工作。 

＊注意事項：博物館規定在館內照相時不可使用閃光燈。 

2.實地參訪：聽取解說並筆記重點。 

（第 3、4、5 節結束） 

【尋寶奇謀】 

1.教師以臺灣歷史博物館內常設展品為題，以找尋密碼的方式設計尋寶單，交

給各組組長。 

2.以史博館 1 樓大廳為出發地點，出發前老師再次叮嚀館內的參訪禮儀，切勿

喧嘩。 

3.給予課程活動時間的限制，優先解題完成者，整組回到出發點，將所解密碼

交由老師，確認無誤後即為優勝隊伍。 

4.活動時間結束後，全部隊伍集合在 1 樓大廳進行反思活動。 

5.為提升學生的參與度，前 3 隊答題正確無誤完成者，給予獎勵。 

（第 6、7 節結束） 

 

活動三：臺史博的未來想像 

1.分組討論：現在發生的事，就是未來的歷史。最近的時事，有哪些是屬於較

有意義的歷史紀錄？列舉出來並說明理由，上臺發表各組的觀點。 

2.歷史回顧：最近 50 年來臺灣發生了哪些事？出現了那些重要的人物？出現

了哪些具有特色的文化(如建築、文學、藝術、發明等)？請和小組一起討論，

寫出所想到的內容。 

3.未來想像：想像一下民國 150 年(2061)年的時候，臺灣歷史博物館要將民國

50 年到 100 年(1961-2011)的歷史內容做一次主題展，你覺得有哪些內容最

電子白板 

Google 地圖 

「一場歷史

的冒險」教

學簡報 

 

 

 

 

 

 

 

數位相機 

 

 

 

 

 

 

「 尋 寶 奇

謀 」 學 習

單、筆、手

錶 

 

 

 

 

 

 

 

電子白板 

分組電腦 

 

「未來臺史

博」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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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展出？請選出 5 個最值得展出的內容，並說明理由。 

4.繪製未來博物館園區心智圖：分組討論，先在一張紙上畫出構思草圖，接著

使用圖畫紙畫出未來心智圖。 

5.分享未來博物館園區心智圖：將製作完成的心智圖與全班分享，說出各組的

製作過程和想法。  

（第 8、9、10 節結束） 

（本單元課程結束） 

 

� 教學省思: 

▲優點： 

(1)配合現有五年級社會領域課程較容易融入課程並施行。 

(2)實地參訪體驗有助於學生了解臺灣歷史博物館的現況，進而想像可能的未來。 

(3)尋寶奇謀闖關任務能促使學生合作與溝通以解決問題，且學生學習動機高，並獲得歷史博

物館導覽員的肯定。 

(4)「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軸教學活動設計(如下圖)，是可行的未來想像教學模式。 

▲檢討與改進： 

(1)本次修正課程，增加未來想像教學的比重，相對的也花費相當多的課餘時間，增加教師教

學負擔，未來恐不易推廣。 

(2)本課程應針對未來想像的內涵，多加入想像力的課程，例如臺灣未來可能的歷史，未來博

物館如何以園區的型式發展才能吸引更多參觀者等。 

 

 
 

「過去→現在→未來」時間軸教學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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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臺史博」教學活動剪影 

  

臺灣歷史博物館參觀前教學 臺灣歷史博物館參觀前教學 

  

臺灣歷史博物館參訪活動 臺灣歷史博物館參訪活動 

  

臺灣歷史博物館參訪活動 「探索臺史博」未來主題館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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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歷史博物館未來想像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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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歷史博物館未來想像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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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寶奇謀】 

    賈聰明與吳添財兩人在一個洞穴中發現了一張寫滿文字的羊皮紙，仔細一看，

上頭寫著：「誰能找到開啟寶盒的 2把鑰匙，將得到無窮的知識寶藏。」賈聰明與

吳添財兩人絞盡腦汁，還是沒辦法成功的找到配對的鑰匙。聰明的你，可不可以利

用下面的 19個提示，找到開啟寶盒的 2 把鑰匙呢？ 

 

【線索 1】生活在臺南的西拉雅族人，所崇拜的神靈。 

【線索 2】臺灣文獻中最早記錄的日曬鹽田。 

【線索 3】哪間寺廟的牆上保存有「平臺記略碑」。 

【線索 4】臺史博家將團七爺帽上的文字。 

【線索 5】凱達格蘭語中稱小船或獨木舟聚集的地方。 

【線索 6】淡蘭古道入口的「雄鎮蠻煙」碑是誰所題。 

【線索 7】清廷李經芳與日本樺山資紀在何處辦理臺灣的移交。 

【線索 8】「F.L」代表的是甚麼。 

【線索 9】臺灣研究原住民的第一人。 

【線索 10】日治時期，學校校園常會擺置的雕像。 

【線索 11】臺史博內那間日治時期的雜貨店的名字。 

【線索 12】臺灣民報創刊的時間。 

【線索 13】臺灣第一位學習西洋醫學的女醫師。 

【線索 14】日治時期經典的臺灣歌謠。 

【線索 15】日人招募臺灣原住民參與東南亞的戰爭，這支部隊的名稱。 

【線索 16】二次大戰無條件投降的日本天皇。 

【線索 17】美國在何場戰爭後開始金援臺灣。 

【線索 18】西元 1992 年創下自行車世界佔有率第一的品牌。 

【線索 19】臺灣何時總人口突破 2000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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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寶闖關者： 

      我們的答案：鑰匙（    ）與鑰匙（    ） 

 

 

拍 瀑 拉 族 報 馬 仔 阿 鳥 居 龍 藏 神 社 藍 

霧 社 公 學 校 碩 華 立 千 里 眼 親 王 船 地 

高 特 安 捷 學 天 上 祖 1945 石 滬 久 濱 克 黃 

砂 1895 大 舺 小 母 聖 瀨 口 鹽 埕 能 田 戎 虎 

義 瑠 稻 艋 皇 天 府 城 章 紳 大 黑 彌 洲 旗 

勇 公 埕 鹿 帝 仁 歌 悲 臺 渡 天 水 兵 仔 國 

隊 圳 唐 港 1923 裕 西 拉 雅 族 后 溝 衛 尾 主 

源 進 景 全 德 日 茂 行 保 安 宮 越 長 濱 民 

頭 劉 崧 家 尊 臺 灣 文 化 廠 韓 戰 1987 臺 灣 

太 明 動 劉 宮 出 張 所 協 電 發 力 明 治 製 

馬 燈 運 銘 二 華 永 陳 會 搶 孤 水 東 阿 糖 

左 伊 化 傳 信 阿 蔡 見 陳 進 牙 潭 京 里 株 

間 能 民 鄭 明 分 萬 我 肅 步 班 月 日 山 式 

久 嘉 皇 經 1663 惡 霖 生 靜 黨 西 包 藥 寄 會 

佐 矩 執 事 牌 善 2000 財 風 春 望 丸 濱 橫 社 

 

 

 

 

�3 �6 �1 

�4 �5 �2 �8 �10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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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臺史博」學習單 

    年    班第       組 

1.現在發生的事，就是未來的歷史。小朋友，請你想一想，最近 50 年來臺灣發生了哪些事？出現

了那些重要的人物？出現了哪些具有特色的文化(如建築、文學、藝術、發明等)？請和小組一起討

論，寫出所想到的內容。 

分類 內容名稱 

建設發展 

 

災害事件 

 

重要人物 

 

特色文化 

 

 

2.想像一下民國 150年(2061)年的時候，臺灣歷史博物館要將民國 50 年到 100年(1961-2011)的歷史

內容做一次主題展，你覺得有哪些內容最值得展出？請和小組一起討論，選出 5 個最值得展出的內

容，並說明理由。 

 

展出內容 展出理由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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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四：N世代的我 

臺南市永康區三村國小未來想像課程「N世代的我」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主題 N 世代的我 適用年級 國小六年級 

學習領域 語文 次領域 綜合、健體 

教學時間 共 320 分鐘(8 節課) 設計者 沈坤鴻、張家盛 

設計理念 

 

（一）以學生為主體：教材以時間為軸，透過校園生活照發現自我成長，親身

體驗和探索的方式，引導思考未來的目標與方向。 

（二）教材生活化：本教材透過生活化內容，幫助學生發展自我探索的能力，

使其成為一個生活研究者。 

（三）策略多元化：本教材藉由多元化、活潑化、活動化、故事化的教學策略，

讓學生能更快樂地體驗學習。 

（四）培養未來觀：學生即將完成國小階段課程，對於未來需要進一步培養正

確學習態度與觀念，培養未來觀。 

 

學習目標 

 

（一）認識自己國小六年的成長樣貌。 

（二）藉由探索過往與現在的聯繫，並想像未來自己可能的發展方向，能主動

反思，進而引導學生愛護與關懷自己。 

（三）了解不同的族群、統治者在臺灣所型塑之文化，與其形成的原因。 

（四）了解自己的特色，學會自我認同與肯定，主動探索未來的可能性，欣賞

並尊重他人的特點。 

 

領域能力指標 

 

語文領域 

綜合領域 

健體領域 

 

資訊融入方式 
使用自製教材簡報及網路資源進行電子白板融入教學。 

(註：需準備電腦、單槍投影機、電子白板、實物投影機) 

教學資源 

全班校園生活照圖片檔、 

「人生的一堂課」教學簡報、 

「心智圖」學習單、 

「未來的我」作文引導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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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歷程 
課程內容 節數 

教學 

準備 

 
 一 
 、 
 探 
 索 
 自 
 我 

※活動一：我的校園生活 
1. 觀看全班歷年的生活照，討論並挑選要收錄畢業紀

念冊的照片。 
2. 比較自己和同學過去到現在的成長變化，自由發表

感想。 
回憶並說出自己六年級來的校園生活，以「我的校園
生活」為題寫作一篇文章。 

 
 
 
2 

 
 

歷年的生活
照圖檔 

二 
、 

 肯 
 定 
 自 
 我 

 
※活動二：我是村風少年 
1. 事前說明畢業週「村風少年 Pi」三公里路跑挑戰

活動的目的和意義。 
2. 分組討論如何三公里路跑可能面臨到的問題和困

難，應如何克服。透過「如果…，會如何…」來引
導思考過程。 

3. 依當天身體狀況參與「村風少年 Pi」三公里路跑
挑戰活動，無法路跑者擔任服務志工。 

 

 
3 

 
 

「村風少年
Pi」三公里路
跑活動單 

 

  
 三 
 、 
 選 
 擇 
 未 
 來 
 

 
※ 活動三：人生的一堂課 
1. 世界大不同：以過去的生活經驗，對比現在生活的

改變，引導學生思考過去、現在與未來是不斷變化
的，再以教學動畫呈現科技可能對未來帶來生活的
快速改變。 

2. 改變世界的第三顆蘋果：以賈伯斯的故事，讓學生
瞭解創新思考的學習方式，才有機會改變這個世
界。 

3. 你我都有機會改變這個世界：以王建民、吳寶春、
吳季剛等名人的故事，讓學生瞭解各行各業都需要
給予肯定，都要認真努力才能有所成就。 

4. 人生的一堂課：以故事與影片引導學生未來學習的
方向(1)不斷努力充實自己、(2)認真做自己、(3)
結交益友、(4)養成良好習慣、(5)胸懷大志、(6)
惜福感恩 

 
※ 活動四：2030 年的我 
1. 舉例說明心智圖的功用與繪製方法。 
2. 繪製未來心智圖：引導學生想像 2030 年自己可能

變成如何，將想像的內容具體化，繪製成心智圖。 
3. 分享未來心智圖：將製作完成的心智圖與全班分

享，說出自己的製作過程和想法。 
4. 分組討論：討論全班同學對未來的想法是否有可能

實現？應該如何實現。 
5. 寫下自己對未來的目標和努力的方向。 
 

 
1 
 
 
 
 
 
 
 
 
 
 
 
 
 
 
 
2 

 
教學簡報 

分組討論單 
 
 
 
 
 
 
 
 
 
 
 
 
 
 
 

心智圖引導
學習單 

 
四開圖畫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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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的我」學習單 

小朋友，你有想過未來會是什麼樣子嗎？你有什麼願望？希望未來可以做什麼事？成為什麼樣

的人？請想想看，再用心智圖畫出來。 

 

2030 年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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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世代的我」教學活動剪影 

  

「我的校園生活」~與校長有約 「我的校園生活」~與校長有約 

  

「人生的一堂課」~由校長授課 「人生的一堂課」~由校長授課 

  

「人生的一堂課」~由校長授課 「人生的一堂課」~由校長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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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世代的我」教學活動剪影 

  

「村風少年 Pi」三公里路跑活動 「村風少年 Pi」三公里路跑活動 

  

「村風少年 Pi」三公里路跑活動 「「村風少年 Pi」三公里路跑活動 

  

「村風少年 Pi」三公里路跑活動 「村風少年 Pi」三公里路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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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的我」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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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的我」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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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的我」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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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的我」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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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五：未來三崁店――自然生態公園 

臺南市三村國小「未來三崁店――自然生態公園」課程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主題 未來三崁店――自然生態公園 適用年級 國小高年級 

學習領域 綜合領域 次領域 自然、社會 

教學時間 共 480 分鐘(12 節課) 設計者 周香如、張家盛 

設計理念 

（一）建立在地化精神：透過社區探訪，進而培養學生愛護與關懷自己的居住

地方。 

（二）探索力及冒險力的培養：透過探索活動，讓孩子探索社區環境和特色，

發現社區問題。 

（三）培養批判思考和反思的能力：對於問題的發現和未來發展趨勢能具有獨

立的思考和敏銳的洞察能力，進而建立有意義的價值觀。 

（四）啟發創意及想像力：透過多元感官的刺激和科學想像力的培養，啟發孩

子的創意設計，將未來科技運用於未來家園的規劃。 

（五）培養用具體行動改變現況，創造改變未來的行動力。 

學習目標 

（一）認識自己的家園的人文歷史和特色，了解社區的過去與未來。 

（二）實地探索社區，發現社區特色、亮點、未來發展點。 

（三）發現社區現在和未來可能所面臨的問題，解構現有的思維，啟發創意及

想像力。 

（四）運用電子地圖和綠色生活地圖，透過孩子的觀點繪製出家園的特色。 

（五）透過「他山之石」，建立社區營造的概念和培養資源整合的能力。 

（六）透過多元的感官刺激，繪製「心智想像圖」，引發孩子的創意想像。 

（七）透過小組合作，建構自己的「未來生態公園想像地圖」。 

（八）讓孩子思考如何透過具體行動，改變現況，實現未來家園的夢想。 

資訊融入

方式 

使用影片分享及網路資源進行電子白板融入教學。 

(註：需準備電腦、單槍投影機、電子白板、實物投影機) 

教學資源 

永康區行政地圖、鹽行地區及鹽水溪古地圖、Google 地圖、 

自然觀察簡報檔、自然生態學習單、 

心智圖想像學習單、諸羅樹蛙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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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歷程 
課程內容 節數 

教學 

準備 

 
一 
、 
探 
索 
過 
去 

※活動一：諸羅樹蛙的神奇故事 
3. 引起動機：自然觀察的樂趣+刺激想像力 
4. 小偵探五感體驗：分組在校園實地探查並練習有

五種感官（視、聽、觸、嗅、味覺），觀察記錄
校園生態。 

5. 有聲有真相：利用諸羅樹蛙影片認識樹蛙，了解
三崁店發現諸羅樹蛙，改寫樹蛙歷史的神奇故
事。 

 
2 
 
 
 
 

 

永康區行政
地圖、古地
圖、自然觀察

簡報檔 
諸羅樹蛙影

片 

二 
、 
體 
驗 
現 
在 

 

※活動二：三崁店的前世今生 
1. 分組查資料，再一起討論三崁店的歷史，初步認

識三崁店今昔的狀況。 
2. 戶外探索安全與注意事項教學與討論。 
3. 三崁店自然生態體驗戶外教學活動，重要景點解

說，觀察鹽水溪三崁店的環境特色及發展點。 
4. 分組進行三崁店生態觀察與記錄，完成學習單。 
5. 各組分享探索三崁店的發現與心得，指出社區的

亮點及未來發展點。 
6. 分組探討三崁店目前的現況及面臨到的問題，並   

預測、想像三崁店社區將來發展的趨勢。透過「如
果…   會如何…」來引導思考過程。 

 
4 
 
 
 
 
 
 
 
 
 

 
分組討論單 

 
 
 

自然生態學
習單 

 
 
 

  
 三 
 、 
 思 
 考 
 與 
 重 
 組 

※活動三：樹蛙想像動動腦 
1. 認識心智圖：指導學生認識心智圖，並練習用心

智圖發想創意。 
2. 小組成員針對鹽水溪、三崁店所面臨到的問題

（諸羅樹蛙的生態保育、古蹟維護及未來的發展
等），選擇一個議題，進行動腦會議，商量如何
解決，並畫出解決策略的心智圖。 

3. 各組分享心智想像圖。 
4. 以角色扮演方式，用樹蛙的角度思考哪些特色及

價值是自然生態公園需要的？並繪製生態公園
的未來想像圖。 

 
3 
 
 
 
 
 

 
心智圖想像
力學習單 

 
分組討論單 

 
 
 

分組討論單 

 
四 
、 
想 
像 
與 
行 
動 

※活動四：催生自然生態公園 
1. 小組發表分享所繪製出來的未來想像圖，並探討

如何運用資源、科技及社區力量達成目標。 
2. 對他組的未來想像圖提出想法及建議，並討論如

何改變現況，或如何採取實際的行動。    
3. 分組擬出具體可行的方法，改變現況。（例如：

參與環保團體保護生態環境活動、寫信到市長信
箱、找社區行政單位共同研討等） 

4. 行動：討論小學生目前具體可行的方法，並付諸
行動，催生三崁店自然生態公園。 

 
3 
 
 
 
 
 
 
 
 

分組討論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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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五：未來三崁店――自然生態公園 

 

  

自然生態觀察教學 諸羅樹蛙的神奇故事 

  

三崁店自然生態體驗 三崁店自然生態體驗 

  

心智圖引導教學 自然生態公園模型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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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神奇發明」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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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神奇發明」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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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三崁店」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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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崁店自然生態戶外教學闖關學習單 

 

班級 : _____年_____班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 

 

� 自然小偵探…觀察�想像�經驗�行動 

***** 第一關 ***** 

尋找一個自然物…仔細觀察，然後畫下來，畫完後再發揮你的想像力，還可

以變化出甚麼來!! 
 

 

 

 

 

 

 

 

 

 

 

 

 

 

 

 

� 超特異功能…諸羅樹蛙有一雙超級彈跳的青蛙腿 

***** 第二關 ***** 

觀察記錄…三崁店還有哪些動物或植物，一樣有超特異功能的功夫~~ 
 

 
動物或植物名字 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

是… 

牠的特異功能是…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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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生大作戰…諸羅樹蛙靠長長的舌頭吃蚊蟲為了生存，而生存是為了繁延下一代。 

***** 第三關 ***** 

   觀察記錄：三崁店的自然環境，你覺得適合哪些動物來覓食、來棲息繁延下一代?? 
 

動物的名字 牠的食物有可能是… 牠會喜歡住在三崁店的哪裡… 

1  

 

  

2  

 

  

3  

 

  

 

� 懂得聆聽…有時候也能搶救一群生命喔~~ 

***** 第四關 ***** 

閉上眼睛，把雙手放在耳朵上，靜下來聽聽看，你可以聽到甚麼聲音??? 

 

 

 

 

 

 
 

 

� 三崁店自然生態公園…未來，這裡會是一個自然教育中心，也是保育諸羅樹蛙的

生態公園喔~~ 

***** 第五關 ***** 

1. 請你說說看…諸羅樹蛙是怎麼在三崁店被發現的?? 
 

 

 

 

 

 

請你建議…三崁店自然生態公園應該為小朋友準備哪些服務??或哪些設 

例句: 我聽到了，樹葉發出的聲音，那是風讓樹葉飄動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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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六：鹽水溪的前世今生 

臺南市三村國小「鹽水溪的前世今生」課程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主題 鹽水溪的前世今生 適用年級 國小高年級 

學習領域 綜合領域 次領域 社會 

教學時間 共 640 分鐘(16 節課) 設計者 周香如、張家盛 

設計理念 

（一）建立在地化精神：透過社區探訪，進而培養學生愛護與關懷自己的居住

地方。 

（二）探索力及冒險力的培養：透過分組探索活動，讓孩子走讀社區環境和特

色，發現社區問題。 

（三）培養批判思考和反思的能力：對於問題的發現和未來發展趨勢能具有獨

立的思考和敏銳的洞察能力，進而建立有意義的價值觀。 

（四）啟發創意及想像力：透過多元感官的刺激和科學想像力的培養，啟發孩

子的創意設計，將未來科技運用於未來社區的規劃。 

（五）培養用具體行動改變現況，創造改變未來的行動力。 

學習目標 

（一）認識自己的社區人文歷史和特色，了解社區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二）實地探索社區，發現社區特色、亮點、未來發展點。 

（三）發現社區現在和未來可能面臨的問題，解構現有的思維，啟發創意及想

像力。 

（四）運用綠色生活地圖，透過孩子的觀點繪製出社區的特色。 

（五）透過「他山之石」，建立社區營造的概念和培養資源整合的能力。 

（六）透過多元的感官刺激，繪製「心智想像圖」，引發孩子的創意想像。 

（七）透過小組合作，建構自己的「鹽水溪未來想像圖」。 

（八）讓學生思考如何透過具體行動，改變現況，實現未來家園的夢想。 

資訊融入

方式 

使用影片分享及網路資源進行電子白板融入教學。 

(註：需準備電腦、單槍投影機、電子白板、實物投影機) 

教學資源 
鹽行地區及鹽水溪古地圖、Google 地圖、 

社區走讀學習單、Y 型未來想像圖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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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歷程 
課程內容 節數 

教學 

準備 

 
一 
、 
探 
索 
過 
去 

※活動一：鹽水溪的前世探幽 
1. 引起動機：使用 google 地圖搜尋學校，以學校

為中心擴散至社區，學生看地圖發表社區有那些
景點或特色。 

2. 透過訪問家人或社區人士、分組搜尋網路或相關
文獻資料認識社區的人文歷史和特色。 

3. 認識綠色生活地圖，並使用 google 地圖繪製出
探索社區的路線簡圖。 

4. 戶外探索安全與注意事項討論。 

 
2 
 
 
 
 

 

Google 地圖 
、綠色生活地
圖 

二 
、 
體 
驗 
現 
在 

 

※活動二：鹽行社區走讀 
1. 分組發表查到的資料，再一起討論鹽行社區的歷

史，初步認識鹽行社區今昔的狀況。 
2. 分組討論探訪社區的提問題目、拍照、記錄等工

作分配。 
鹽行社區走讀分組教學活動：訪問社區耆老和在地
人對社區的看法，觀察鹽行社區的特色及發展點。 
3. 依各組的拍照與記錄，完成學習單。 

 
4 
 
 
 
 
 
 

 
分組討論單 

 
 
 

社區走讀學
習單 

 

  
 三 
 、 
 思 
 考 
 與 
 重 
 組 

※活動三：鹽行綠生活 
1. 各組分享探索社區的發現與心得，指出社區的亮

點及未來發展點。分組討論哪些特色及價值是須
要保留的，並繪製社區的綠色生活地圖。 

2. 分組探討社區目前的現況及面臨到的問題，並預
測、想像社區將來發展的趨勢。透過「如果…會
如何…」來引導思考過程。 

※活動四：鹽水溪亮起來 
1. 參考社區意識形成（甲仙社區―拔一條河、改造

社區空間）的實例，討論社區總體營造的要素和
方式。 

2. 利用分組搜尋（影片、影像資料）分享未來整體 
   環境和社區環境可能所面臨的問題。 
3. 小組成員針對鹽水溪、三崁店和社區所面臨到的

問題（諸羅樹蛙的生態保育、古蹟維護及未來的
發展等），選擇一個議題，進行動腦會議，商量
如何解決，並畫出解決策略的 Y 型未來想像圖。 

 
3 
 
 
 
 
 
 
2 

 
 
 
 

分組討論單 
 
 
 
 
 
 
 
 

Y 型未來想像
圖學習單 

 
四 
、 
想 
像 
與 
行 
動 

※活動五：鹽行未來想像劇 
1. 想像穿越時空，探索「2030 的鹽行社區」，引導

各組以戲偶劇的方式呈現。 
2. 展示劇本範例，指導學生如何編寫劇本，討論一   

部好劇本所必須具備的要素，讓各組以「穿越時   
空遇見未來的鹽水溪為主題」，編寫三到五分鐘
的劇本。 

3. 各組進行工作分配，進行排演及道具製作。 
4. 小組發表演出，各組分享、互評，評選出「最佳

創意獎」、「最佳劇情獎」、「最佳男女主角」
等獎項。 

 

 
4 
 
 
 
 
 
 
 
 
 
 

分組討論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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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六：鹽水溪未來式 
1. 小組發表分享所繪製出來的 Y 型未來想像圖，並

探討如何運用資源、科技及社區力量達成目標。 
2. 對他組的 Y 型未來想像圖提出想法及建議，並討

論如何改變現況，或如何採取實際的行動。    
3. 分組擬出具體可行的方法，改變現況。（例如：

參與環保團體保護生態環境活動、寫信到市長信
箱、找社區行政單位共同研討等） 

4. 行動：討論小學生目前具體可行的方法，並付諸
行動，催生社區改善計畫行動。 

 
1 

 

� 教學省思: 

▲優點： 

(1)讓學生了解社區的歷史脈絡，引導學生思考過去與現在的不同，再實地探訪社區，發現社

區問題，有助於培養孩子的思考力與探索力。 

(2)透過分組走讀社區的教學方式，可以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過程中學習如何與陌生人交談，

可以從中培養與人溝通的能力。 

(3)繪製社區綠色生活地圖教學，能培養孩子的觀察與記錄的能力。 

(4)透過Y型圖「過去→現在→未來」時間軸學習單的合作思考，可以引導學生藉由過去與現在

的比較，想像社區未來可能的發展，並表現對未來社區的價值選擇。 

▲檢討與改進： 

(1)透過分組走讀社區的教學方式，需要較多的師資人力，過程中隨時要注意學生的安全，對

教學者是一大心理負擔，所幸本次有經費可以聘請荒野保護協會的教師支援，讓本次教學

得以順利進行，未來若無補助經費，恐怕難以推廣。 

(2)分組走讀社區時，學生雖然有準備問題，但一開始遇到陌生人仍難免緊張畏懼，不敢上前

發問，且不熟悉台語，教學者只好於途中指導練習，才有所改善。未來若再執行本課程，

可以先在課堂上讓學生多練習台語的訪談與對話，以改善此一狀況。 

(3)教學者認為認識社區課程，如果能從低到高年級規劃一系列的教學活動，並與未來想像結

合，學生就可以從小對地方文化產生關心與認同，並隨時思考社區的問題，想像可能的解

決方法，營造美好的未來社區。 

(4)本次Y型圖的想像與創意思考技法執行的對象雖為六年級，但是在分組活動時學生不容易馬

上進行想像與思考，需要教學者引導社區議題，才逐漸有更多的想法，希望未來能將Y型圖

思考技法融入現有課程中實施，以提升學生的創造思考與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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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六：鹽水溪的前世今生 

  

認識綠色生活地圖 認識綠色生活地圖 

  

鹽行社區走讀 鹽行社區走讀 

  

鹽行社區走讀 鹽行社區走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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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六：鹽水溪的前世今生 

  

分組發表社區觀察記錄 分組發表社區觀察記錄 

  

分組繪製社區生活地圖 分組繪製社區生活地圖 

  

鹽行未來想像劇 Y 型未來想像圖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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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水溪的前世今生」社區生活地圖分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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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水溪的前世今生」Y型未來想像圖分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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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水溪的前世今生」Y型未來想像圖分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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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記 

三年多前的暑假，沈校長帶領本校幾位同仁參與

永康區勝利國小的一場會議，會議中十多所學校的校

長和老師們共同討論著一個極為陌生的議題――未來

想像，以及如何撰寫申請教育部的「未來想像創意人

才培育」計畫，這場會議催生了三村國小「未來想像

教師社群」，開啟本校教學團隊的「未來想像」，在

校長與團隊教師共同努力下，我們以「探索未來．教

育想像―take it easy」計畫連續三年獲得教育部肯

定，年年核予經費補助。 

在計畫醞釀之初，我們思考：什麼才是孩子未來

生存、適應、成功的能力呢？孩子如何從小建立必要的關鍵能力，才能面對未來更嚴峻的挑戰，身

為家長「心情無法放輕鬆」，身為學子「學習無法放輕鬆」，身為教師「教學無法放輕鬆」，身為

政策制定者「掌握方向無法放輕鬆」。對未來的無法掌握，競爭更劇烈，全球化抹平了世界，各國

人才隨著需求而世界流動，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縮短了時間與距離，知識的更新率加遽，資訊量

無限度爆炸，非線性的未來已不可預知，不斷變動成為唯一不變的法則。 

我們認為：如果教育只停留在傳授知識，學習僅在接受既有的學問，是無法戰勝資訊科技的，

教育的未來只是在教會什麼(WHAT)嗎？如何探究知識勝過教多少知識，帶著走的能力勝過書本的知

識，願力及再學習的能力勝過填充式與考試領導教學，培養孩子「敢於想像，勇於夢想，肯於築夢，

實踐理想的能力」，就非常重要，也是決勝未來，適應未來，創造未來的關鍵。本團隊發現，探索

教育的實施目標，培養青少年刻苦自勵、促進創造力、增進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培養自信心與冒

險精神，以學習者為主體的探索，與未來想像創新人才培育的目標雷同，因此，以探索教育、經驗

學習為本計畫學習主軸，稍加修正改變適合的目標，重新規劃探索校園、探索家園、探索自然、探

索社會、探索未來五大向度，研發相關課程，以達到培養學生未來力的教育目標。 

三年來，本團隊運用計畫經費發展多個未來想像課程，讓學生有機會參與打造在地社區及自

己家園的未來風貌，並從親自體驗及行動參與中，結合想像力的發揮，發展及培養創造力與未來力

相關素養，因此本團隊希望讓學生經由「探索未來．教育想像」課程的實施，對自己家園的一連串

有系統的探索過程，思考未來環境、未來社會所將面臨的衝擊及轉變，並以此為基礎來思考未來家

園所應發展的方向，營造未來遠景，進而培養學生有能力去探索未來，建立其未來圖像，更能預測

及掌握自己的未來，讓未來並不是那麼遙遠和無法預知。如果我們的教育能讓學生對未來懷著許多

想像的空間，對於未來應更有所準備，面對未來時將會是那麼的悠然自在，可以掌控，放輕鬆，take 

it eas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