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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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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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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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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論單 

 
 
 

社區走讀學
習單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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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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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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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論單 
 
 
 
 
 
 
 
 

Y 型未來想像
圖學習單 

 
四 
、 
想 
像 
與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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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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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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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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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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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鹽水溪的前世今生」Y型未來想像圖分組作品 

 

 

 



                                          

81 

「鹽水溪的前世今生」Y型未來想像圖分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