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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鶯歌區鳳鳴國民小學數位互動學習推行計畫書 

壹、學校簡介與特色 

一、學校簡介 

﹙一﹚超越困境、一步一腳印 

鳳鳴國民小學創設於民國七十一年八月一日，位於新北市鶯歌區與桃園縣八德市、桃園

市、龜山鄉交界處。面對學生少子化及異質化的現象，學校行政管理更需創新及營造優

質特色。本校具有校地廣闊(3.4126公頃)，學生活動空間大之優勢，藉由行政主動推

展營造健康樂活的創意校園特色上，透過深化鶯歌陶瓷的人文特色，活化校園閒置空間，

親師生一起體驗『玩出探索力』；更讓校園處處洋溢溫馨的歡笑與活潑的律動，是學生

學習的快樂天堂。 

﹙二﹚「生」生不息、「態」舊換新 

善用外部資源，設置本校蝴蝶教學園區，並爭取林務局於本校設置生態池，努力活化校

園，讓孩子親近自然、觀察體驗，提供多元的學習環境。 

﹙三﹚「陶」作展能、「藝」想天開 

鶯歌，素有臺灣景德鎮美譽，鳳鳴國小因地利之便，利用課程教學，配合鄉土文化與傳

統工藝，發展出孩子的創意巧手和美學課程，結合地方陶藝達人，實施裝置藝術的陶藝

教學，親師生共同合作，改善老舊脫落的牆面，建置了「手護鳳鳴」、「濕地采風」、「百

鳥朝鳳」、「避邪納福」、「鳳鳴采風」、「綠海三棒」等公共藝術。 

﹙四﹚活化空間、「玩」滿「圓」夢 

校地幅員廣大，許多閒置空間未能充份利用，為顧及學生安全與校園美化，在資源不足

的情形下，親師生共同合作，化腐朽為神奇，建置環校榕蔭鐵馬道，全長近 1公里；並

且利用廢棄輪胎、鋁合金、木頭等，裝置校園及閒置牆面，賦予校園空間新生命，提供

學生多元學習空間。 

 

二、教學特色 

﹙一﹚展現教育活力與創意： 

1.結合在地資源，實踐校園藝術化 

結合藝術教育與鄉土特色，透過裝置藝術改善老舊脫落的牆面，建置親師生合作完成

陶瓷鑲嵌及馬賽克藝術牆面。 

  

  

集體創作 拼貼實作 靜心覺知 蛻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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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開創藝文舞台，展現學生活力 

闢建藝文廣場，提供學生展演舞台，發展學生多元智慧，激發創新活力。 

    
健康律動 藝文展演 週末藝術秀 才藝發表 

 

﹙二﹚促進教育品質與卓越： 

1.爭取外部資源，提升教學環境品質： 

運用教育部耐震工程經費，美化校園；爭取林務局設置生態池；商請公所移植校內危

及建物安全之 22棵榕樹及原地花圃改造；爭取配合款，彩繪校內多處牆面及鑲嵌特色

之裝置藝術。 

    
榕樹移植 建置生態池 耐震工程美化校園 風雨操場 

 

2.整合人力資源，邁向優質卓越： 

邀請藝術家、設計師、師生、家長會及志工共同投入校園藝術裝置之製作，創作出心

手護鳳鳴、百鳥朝鳳、壁鞋（避邪）、溼地采風等作品。 

    
「手」護鳳鳴 百鳥朝鳳 避邪納福 溼地采風 

 

﹙三﹚引導教育革新與進步： 

1.推動永續校園，實踐環境課程化: 

化腐朽為神奇，將校園雜亂角落，蛻變為濕地生態園區、環校自行車步道、蝴蝶園、

甲蟲教學生態園區等，並透過課程設計，融入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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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校自行車道 蝴蝶教學園區 甲蟲復育教學 溼地教育工作訪 

 

2.建立策略聯盟，推動教育革新： 

與崁腳國小等締結策略聯盟，辦理學生交流遊學活動，親師生易地學習，發揮「同質

共伴、異質互補」之效應，強化優質形象。 

    
聯盟會議 崁鳳交流 生態體驗 溯溪課程 

 

貳、計畫內容 

隨著全球化、國際化程度加深，科技化環境與設備漸趨成熟，數位教材與內容發展迅速，

如何應用科技協助教學數位化，並在實體教室中協助教師與學生進行教學與學習，成為教

學現場重要的趨勢與課題。 

本學區的家長社經地位普偏不高，學生文化刺激不足，雖然開設多項補救教學課程，但學

生的學習成就仍落後新北市檢測平均值，未來將運用本計畫之資訊設備落實於學科教學中，

結合 IGCS創新教學模式，期待能引發學童學習興趣，開拓學習視野。 

一、語文領域 

結合新北市雲端圖書館、愛的書庫、可汗學院等雲端平台，以閱讀提問模式，讓孩

子進行深度閱讀。 

二、數學領域 

運用萬用揭示板及安安學習網，讓孩子隨時能進行精熟練習，並藉由平板操作抽象

思考。 

三、藝文領域 

本校設有 18面陶藝牆並建立專屬網頁與 QR-Code連結，未來可讓孩子随時運用平板

電腦查詢相關內容，或進一步的了解與探究，加深加廣孩子的藝文涵養。 

四、自然領域 

本校設有濕地生態池、蕨類教學園、蝴蝶生態區、甲蟲復育區等自然生態教學園區，

在現有硬體基礎上進行生物探討，必能引發孩子的學習興趣。 

五、資訊領域 

歐美國家已經將程式語言列為國小選修課程，未來將逐步帶領孩子進行簡單的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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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希望能倣效標竿學校設計屬於本校的自然生態或藝文走廊 APP軟體。 

 

參、團隊成員 

團隊名單 教學領域 專長 經歷 

郭良彥 語文、數學 數學教育 教務主任、輔導主任、教學組

長、生教組長 

黃自強 資訊 資訊教育 資訊組長、特教組長 

陳瓊美 藝文 藝文教育 導師、衛生組長、資料組長 

廖建安 自然 自然教育 導師、資料組長、特教組長 

鄧雅惠 社會 綜合領域 導師、輔導組長 

 

肆、了解與期待 

一、教學數位化是近年的趨勢，這幾年各校在數位學習也一直用心的推廣，從早些年的教

學投影機、無線手寫板、實物投影機，到最近的電子白板、雲端教室、電子書包、E化管

理，不外乎是希望藉由資訊設備的提昇，讓教學更有效率、學習多元化。 

二、近年的數位教室與雲端概念，也開拓了教師的視野，更多的教學平台、更豐富的教學

資源，讓教師不再單打獨鬥，各種的學習網如雨後春筍般產生，例如可汗學院、均一教育

平台、安安學習網…等，也有許多熱心的教育工作者，設計教材與軟體，並進行分享與交

流。 

三、雖然有如此豐富的網路資源，但對於本校的學生卻是陌生的，因為資源的缺乏、經濟

的弱勢，資訊的多元只出現在少數的課程中﹙例如資訊課﹚，在一般的課程教學中，只能透

過教學投影機窺探網路豐富的資源，而無法各別化的深入了解。 

四、未來將有三十位學生參與本計畫，也期待透過計畫的實施，能在本校落下一個數位學

習的種子，讓孩子透過資訊工具，引發主動學習的興趣。 

 

伍、挑戰與問題 

一、新穎的資訊設備容易讓孩子在學習過程中忘記學習主題，需要有一套管理或評測系統，

讓教師更能掌握每一位孩子的學習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