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三重區碧華國小
112學年度第1學期

自主學習節公開觀課之說課

※說課老師: 鄭佑津

※教學年段:六年2班



共備老師 辜永衛、蘇銘德、生命教育社群和
智慧學習社群老師

教學者 鄭佑津

教學年級 六年級

教學領域 綜合領域

教學單元 單元三暖化警戒綠色生活
活動1 大自然的反撲

教材來源 南一版&自編教材



教材內容 透過體驗遊戲「解謎小偵探」讓
學生開始覺察環境的破壞對生態
的影響；透過繪本「塑膠島」搭
配四F新聞台小記者訪問，喚起學
生對環境保護的主動性。

教學資源
整合

解謎小偵探—拍照

繪本—學習吧

四F新聞台—無邊記APP



核心素養 C 社會參與
綜-E-C1
關懷生態環境與周遭人事物，體
驗服務歷程與樂趣，理解並遵守
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識。

能力指標 4-3-3 覺察環境的改變與破壞可
能帶來的危險，並珍惜生態環境
與資源。



班級學生
特質

1、男生個性活潑樂於參與活動式課程，
但穩定性較不足。女生較內斂，會主動
投入討論，討論成果聚焦，只是需要較
長時間等待，發表時聲音較小。

2、已從五年級開始使用ipad在課程中，
對於學習吧熟悉，無邊記APP則是這學
期才開始加入，熟悉度較低。

3、班上共28人，17男11女(27號學生
資源班上課)。班級目前座位採取兩人
小組、四人大組方式，小組成員採異質
分組。



班級
座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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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活動

體驗遊戲「解謎小偵探」

1、阿海寄了一封求救信給大家，線索散在各組的
座位區。(如下圖)
2、組內共學找到拼圖，請各組共同將拼圖拼好，
並用平板拍照後進行討論。
3、組內共學由拼圖中找線索，小組討論猜猜主角
阿海可能遇到什麼問題呢?
4、各組將猜測的答案寫在寫
小白板上，張貼在黑板上。
(課堂最後再來揭曉)



開展活動1

學生自學閱讀繪本「塑膠島」(一人一機)，利用
學習吧書籍功能閱讀。

閱讀重點: 
Fact事實:看到什麼? 
Feeling感受:有什麼感受? 
Finding發現:內容想傳達哪些意義?
Future未來:你會有哪些改變或行動?

聚焦閱讀重點，練習找到繪本中傳達的意義。

4
F
提
問
法



開展活動2

( 1)學生抽取一張鋪克牌。
(2)訪問三個同學你抽到的花色問題

(不可以找同花色的人訪問)。
(3)採訪時使用無邊記app(便利貼功能)進行關鍵
字紀錄。
(4)採訪結束後，即回到座位，針對資料記錄在
小組四F新聞台學習單上(組內共學)。

活動:「小記者出動--四F新聞台」



開展活動2



總結活動

教師導學
1、經過剛剛的採訪活動，大家應該都已經知道阿海
受到什麼傷害了?
2、我們一起來看看最開始的「解謎小偵探」你們有
沒有猜對?

預告下堂課，各組要上台報告四F新聞台學習單內容，
請各組進行人員分工。將學習單內容拍照上傳
classroom作為下堂課報告依據。



評量
方式

口頭評量、小組討論、實作評量、態度評量

觀課
重點

1、學生是否能藉由「4F新聞台」活動，更理解
繪本塑膠島中想傳達的意義?

2、小組討論時，學生的學習樣貌為何? 紀錄單是
否能聚焦討論內容?

觀察
工具

軼事紀錄表&學生學習觀察表

觀課
時間
地點

時間：12/05(二) 第六節14:20-15:00
地點：6年2班教室

議課
時間
地點

時間：12/05(二)第七節15:20-15:50
地點：二樓會議室



共備記錄教授到校輔導，
與智慧學習社群
夥伴共備。

經過教授和夥伴提
醒，規劃出更適切
的教學程序。

塑膠島繪本是本堂
課的重要教學素材!

讓我們一起來讀一下這本書





我住在一座漂浮在大海中央的小島



我住的那座小島



到處充滿五顏六色的東西



這些五顏六色的東西，有的沿著河川，
一點點、一點點的流進大海



有的則是在颱風或海嘯來時，跟著大浪湧入海裡。



隨著季節來訪的朋友來到了這座島，



看到眼前的景象，全都大吃一驚。



剛開始，
他們並不太習慣這種環境。
沒多久，
他們開始學著適應。



雖然大家都不知道
這些五顏六色的東西到底
是什麼，卻還是試著咬看
看、用看看，或是把它們
蓋在身上。



偶而，有些朋友會被這些五顏六色的東西困住。



有些朋友會在找魚吃的時候，
不知不覺把這些東西，
一併吃進肚子裡。



島上五顏六色的東西愈來愈多，
我們喜歡吃的魚卻愈來愈少。



雖然，有一些人
試著清理這些東西。



但是很快的，
島上又會被更多種類、
更多數量的「東西」淹沒。



我住在這座島



是在大海中間新生成的塑膠島。





綜合領域的教學原則 :
強化學習者從容地體驗、
省思與實踐，建構內化
意義與涵養利他情懷。

每位孩子學習節奏不同
我們有耐心的陪伴等待孩子

上不完是正常的喔 ☺☺



讓我們一起來
看看孩子們的
學習樣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