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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綠地」的「網」 

一、 教學模式名稱：合作「啟動」思考 

二、 思考力分析：小組討論、發表、解決問題、實踐。 

三、 適用領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四、 資訊設備：單槍、電子白板、電腦、網路及區域網路 wps、數位相機(當成不同步投影設

備) 

五、 設計者:潘蓮菁、黃仕先老師 

六、 教學模式架構圖： 

 

 

 

 

 

評鑑回饋 

 

小組實作 

 

精緻內涵 

 

小組分享 

 

尋找策略 

 

小組釐清 

  合作 

啟動思考 

運用網路，協助找尋

答案解惑 

單槍及網站資源提供情境

引起動機 
網路問卷設計進行

成效分析及回饋 

Wps 分享及電子

白板進行投射小組

畫面來發表 

學生運用簡報

進行成果發表 

數位相機投射學生作品進行討

論，聚焦呈現畫面進行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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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學模式簡介： 

情境照片 步驟說明 

 

【小組釐清】利用單槍及網站資源提供情境引起動

機，小組互相說明老師所要詢問的問題。 

 

【尋找策略】運用網路，協助小組找尋答案解惑。 

 

【小組分享】Wps 分享及電子白板進行投射小組畫面

來發表。 

 

【精緻內涵】數位相機投射學生作品進行討論，聚焦

呈現畫面，師生共同進行歸納。 

 

【小組實作】小組實際具體行動解決問題，並運用簡

報進行成果發表。 

 

【評鑑回饋】網路問卷設計，小組回饋省思及討論後

進行成效分析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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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效益分析： 

1.圖像應用性: 運用學生畫面，聚焦呈現資料，進行引導。 

2.分享即時性：畫面立即回饋，呈現學生學習困難點，可再次地重複強調學習之重點。 

3.思考豐富性：透過互動方便，解決學生的問題，提升全班的學習動力，也提升學習能力。 

 

九、應用合作「啟動」思考教學模式之教學活動設計 

學習領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 教材來源 自編 

主題名稱 夏「綠地」的「網」 教學對象 六年級 

設計與教學者 潘蓮菁、黃仕先 節次 四節 

教學資源 
教學簡報、校園照片、影片、網際網路、單槍、電子白板、學生每組一台桌上

型電腦 

 

 

教 

學 

活 

動 

規 

畫 

節

次 

本節教學重點 教學目標 

1 
用電的代價 

能小組解讀家中電費帳單的內容，透過電子白板

互動認識用電時間、數量，省電比率等。 

2 

數字會說話 

能統計家中一星期電表的電量，透過網路台電的

電度數統計圖表，評析家中使用電量過高的原

因，找出省電策略並分享。 

3~

4 綠色小公民 

落實省電行動宣導，進行相聲、戲劇、設計太陽

能小玩具等活動，培養綠色公民意識，並以網路

問卷評估學生對省電行動的認知。 

能 

力 

指 

標 

一、資訊教育 

(一)第二學習階段(三、四年級)： 

     4-2-1 能進行網路基本功能的操作。 

(二)第三學習階段(五、六年級)： 

     4-3-1 了解電腦網路概念及其功能。 

     4-3-3 能利用資訊科技媒體等搜尋需要的資料。 

     5-3-2 認識網路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不侵犯智財權。 

二、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1-3-4-1 能由一些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整體性的看法。 

夏「綠地」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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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2 辨識出資料的特徵及通則性並做詮釋。 

     1-3-4-3 由資料顯示的相關，推測其背後可能的因果關係。 

     1-3-5-1 將資料用合適的圖表來表達。 

     1-3-5-2 用適當的方式表述資料(例如：數線、表格、曲線圖)。 

     1-3-5-4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三、社會學習領域 

     8-3-1 探討科學技術的發明對人類價值、信仰和態度的影響。 

     9-3-1 闡述全球生態環境之互相關聯以及如何形成一個開放系統。 

     9-3-4 列舉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心的課題(如環境保護、生物保育、勞 

           工保護、飢餓、犯罪、疫病、基本人權、經貿與科技研究等)。 

教學目標 

(一)透過網路資訊與實際操作，學生能獲得電能消費的具體感知。 

(二)以學習共同體理念進行小組互賴學習，學生能獲得節能知識及發展省電策

略。 

(三)透過具體行動，學生能在生活中具體實踐省電觀念並推廣。 

教學模式 教學流程 科技應用 教學評量 

小組釐清: 

小組釐清

問題 

 

教師引導小組互相合

作，找出電費單的內

容項目，包含電號、

繳費日期等。 

電腦、單

槍、相機 

小組互相

合作找尋

電費單訊

息 

尋找策略: 

小組分享

找尋解答

及策略 

 

小組討論時，教師

進行巡視，隨時給予

提示，並協助學生找

出各項數據。 

小組內互相協助合

作完成老師交付的任

務。 

桌上的電

腦及網路 

教師隨機

請各組同

學依序任

意發表在

電費單上

讀到的訊

息。 

教學模式與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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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分享: 

在小組內

依序進行

發表及討

論 

 

教師說明現今各種資料均被ｅ化，可使用ｅ化帳單得

知家中的電費資訊。 

運用 wps

呈現各組

是否成功

輸入 

各組學生

分別練習

合作完成

進入「台

灣電力公

司」的網

站。 

學生任務為觀察家中一年的用電情形並記錄。請各組

討論、分析電費較高的月份，並思考用電量高的原因。 

請學生發表可以節能的方法。 

台電網際

網路 

 

   

 

 

 

 

 

陸續請學

生發表，

教師與學

生進行總

結：學會

觀察網站

上電表變

化！ 

小分組紀錄用電量高的

分析結果，教師進行巡視

及指導。 

 

 

 

請學生分

析未來可

以改善用

電量高的

方法。 

精緻內涵:老

師及學生共

同歸納 

   

拍攝並投射學生的設計圖，進行發表小組省電宣傳的

方式。 

數位相機

投影學生

的作品作

為不同步

的呈現 

教師請各

組代表依

序上台發

表省電達

人宣導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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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實作: 

小組實際具

體行動解決

問題 

 

 

   

學生製作太陽能小玩具，可同時展現個人創意及團隊

合作。  

簡報發表 

投影機 

藉由發表

會，可讓

更多人了

解能源之

妙用。 

小組實作: 

小組實際具

體行動解決

問題 

 
  

每組桌上

的電腦、

單槍、區

域網路 

   

 

 

各組合作

製作所需

的簡報。   

教學模式與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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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在學生發表前，引導學生製作簡報，提醒須注意

事項。 

小組實作: 

小組實際具

體行動解決

問題 
 

學生利用活潑且生動的相聲及戲劇，對校內同學宣傳

節能理念。 

相聲及戲

劇道具音

響 

 

配合有獎

徵答！ 

評鑑回饋: 

回饋省思及

討論 

  

 

學生結合資訊科技及媒體傳播，透過網路，達到宣傳

目的之外，使用網路問卷，了解學習成效！ 

   

網路套裝

設計問卷

軟體 

 

 

 

 

 

請電腦教

師協助學

生完成針

對校內高

年級學生

的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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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教學省思 

  (一)覺知、知識、行動 

    1.覺知 

      本單元課程設計重視學生對於綠色能源議題的覺知，而覺知的引發點

在於對暖化議題的認識、發覺電費及電表等用電資訊。在透過不刻意的生活情境引發之下，學

生能較自然地對生活環境議題產生感知，有助於學生對於課程知識的吸收與活動進行的自主

性。 

    2.知識 

      知識的傳遞在本課程中，並非以絕對組織性的傳遞給學生，而是由學生想瞭解生活環境

的改變而產生的需求。由於教學對象為六年級學生，學生已有能力自主搜尋其所需的知識，教

師的角色則逐漸成為知識獲取的引導者、整合者與分享者，而由學生自主獲取的知識，相對於

傳統教師整理組織而傳授的方式而言，學生較能內化為帶得走的知識。 

    3.行動 

      本課程的最終目的即是引導學生將覺知、知識引導為行動實踐，將內在知識與感受轉化

為外顯知識與行動，透過學生內在的需求感，結合太陽能玩具展示會、省電宣導相聲、戲劇、

網路問卷調查等活動，引導學生在行動中學習、在行動中實踐。在「綠色小公民」的實踐活動

中，學生潛在的環境意識即在心中發芽、生根，應足以影響學生成為未來的「綠色世界公民」。 

  (二)科際整合 

    1.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社會學習領域的整合 

      「人與自我」、「人與社會」、「人與環境」三者環環相扣，本課程的教學不但著重於自然

與生活科技領域的縱向課程，更重視與社會學習領域的學科橫向整合。由於學生於五年級時，

對於「臺灣的自然環境」已有先備經驗，因此，我們將「臺灣能源使用的瞭解」合理地整合成

節能省電的前導知識，學生即可在已學習過的學科知識中，發覺生活問題、解決生活問題，使

教學模式與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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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由社會學習領域作為引導，更能引發學生對於人與環境互動的連結與關

懷。 

    2.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程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思維上，本著「不為使用而使用」、「不為融入而融入」的原則，

將資訊科技合理且自然地活用於教學活動中。 

   適量的教學影片，能使學生快速的集中注意力；在 PPT 簡報的使用上，不但便於教師將教

材視覺化、使教學更流暢，學生更能透過 PPT 簡報的製作，有效的分享與表達其所蒐集到的

資訊；電子白板的使用，不僅省去擦黑板等瑣碎步驟，學生更能透過畫筆、拖曳、圈選等功能，

進行師生、學生間的直接互動；網際網路的使用，不僅是提供學生蒐集資料的來源，也能運用

在小組桌電腦的實際操作上，學生們可以此便利且節能的方式，共同分享家庭電費的使用概

況；而網路問卷的調查，因為具有宣傳性、便利性與統整分析性，能讓行動後的孩子清楚且快

速的瞭解其成果，更是深受學生喜愛。 

    資訊科技融入本課程中，不論是硬體或軟體的使用，均不造成師、生的額外負擔，反而能

成為教與學的益助，而這也就是「適切融入」的整合理念。 

 (三)師生共省思 

    1.教師 

      由於我們鼓勵學生自主蒐集資料，因此，在教學過程中經常面對學生的深入提問與挑

戰，而這些互動，也成為了師、生間共同成長的良性互動。我們在檢視自我教學方法與設計時，

同時看著學生對於環境問題的瞭解、展現宣導節能省電活動的巧思、認真且專業的在園遊會上

向同學與來賓介紹綠建築，我們深深地感受到一株株的綠色種子正在萌芽。 

    2.學生 

    在一系列的教學活動後，我們發現學生不但隨手關燈頻率變高了，還時時能發掘學生間

能相互提醒，那是孩子們發自內心的行為，而不僅在學校，孩子們對於低碳能源、節能省電的

觀念也能逐漸深入家庭，聽到孩子們分享昨晚與家人共同更換省電燈泡、共同清理冰箱、訂立

夏季冷氣使用規則、與父母分享太陽能小玩具的巧思，我們相信，孩子們的影響力不只於十年

夏「綠地」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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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向長輩們影響更是難能可貴的「後囑教育」。 

    學生在查詢太陽能資料時，除了學會蒐集資料，也能獲得整理、分享的能力；在與其他同

學合作中，學習與他人相處、溝通，合力達成共識，成功完成作品，增進同儕情感，並提升自

我價值。 

教學模式與活動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