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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領域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工作坊成效報告表 

學校名稱 木柵國中 

學習領域 綜合活動 

領域人數 9 人 

工作坊主題 生命教育--飢起感恩 節取幸福 

主題簡介 

以生命教育為主要發想概要，經由領域夥伴提到的飢餓三十的體驗為主要實

踐活動，依此來設計課程，遵循綜合活動學習領域「體驗、反省、實踐」的

宗旨，透過活動課程設計來進行教學活動，以達成活化教學的目的。 

實施方式 實作演練、分組討論 

工作坊流程 

場次 日期 課程內容 負責人 

1 09/12 多元評量研習與活化課程規劃 吳貞芳 

2 09/26 有效教學研習與生命教育教案討論 方志宏 

3 10/24 生命教育教案討論—分組討論 吳秉儒 

4 10/14 生命教育教案討論—教材、簡報分享 宋宥賢 

5 11/21 學習評量與生命教育教案討論 林雪筠 

6 11/28 生命教育教案討論—教案試教 許金裕 

7 12/19 生命教育教案討論—實施計畫 杜金龍 

8 12/26 生命教育教案討論—課程確認 謝麗勤 

9 01/09 生命教育教案討論—檢討與回饋 吳貞芳 

量化呈現辦理

成效 

1. 討論次數共 9 次，討論教案內容與分享跟試教，預定實施課程共計約 6 堂

課。 

2. 組員心得分享： 

白玉鈴 (家政專長) 

     本學期所參加的活化教學研習活動共有 8 次，雖因為身兼行政工作常因

公務外出開會所以無法每場皆能出席參加，但整體上非常肯定活化教學研習

的意義與過程。首先透過活化教學的機會讓領域教師能有更多的互動機會，

有別於過去每個月的領域會議時間，在固定的時間裡訂有固定的討論主題與

方向，使得老師們可以放下忙碌的工作針對教學工作有所精進。 

     在這八次的活化教學研習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大家針對主題活

動—「饑起感恩、節取幸福」的教學演示，每個夥伴都能用心準備進行教案

說明及試教，在分享過後彼此的討論更讓人覺得感動，不同學科的老師卻可

以互相肯定及提供不同的觀點，在分科教的教學活動中有可發現可能有重疊

或比重較不足的部分，然後進行協調與調整。希望讓整個主題課程能更完整

的呈現。 

     參加活化教學對我的另一個省思是我可以從年輕的夥伴們身上學習到

新的資訊能力與多元的教材來源， 還有精美的 PPT 製作等。而我在領域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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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供的是許多創新的點子或方向，另外我也能以宏觀的角度提供整體與邏

輯的思考架構。 

    因應 12 年國教所以衍生出許多的教師研習活動，讓許多老師疲於奔命或

產生許多的負面觀感，我個人常常覺得從事教育工作是件無比幸福的事情，

除了有穩定的工作權之外，我們可以影響無數的孩子。所以把教育工作做好

本來就是老師的天職，無論教育如何改革，教育的原理原則、信念與價值都

是恆久不變的， 

除此，教育的很多作為決不會因為 12 年國教開始才產生，對我而言，我所做

的進修研習都是本著教育的原始目標—照顧好每個孩子、成就每個孩子。 

 

宋宥賢（輔導專長） 

這學期參與活化教學研習其實讓我有很多學習，尤其是彼此在激盪領域

教案產生的歷程，這讓我有許多想法，雖然綜合活動領域是童軍、家政與輔

導三門科目所集合而成，然彼此間也具有共同性，而這學期產生的教案便就

是以生命教育為目標，且配合飢餓十二的活動讓學生有良善的體驗與收穫，

而在這歷程，彼此激盪出了許多想法，且也讓我發現彼此學科間切入的角度

雖不同，但共同都圍繞在生命教育的議題上，且在要籌辦飢餓十二活動的歷

程，也讓我見識到教師與行政間的協調與籌劃分工，雖此次的課程並沒有實

際運行，但未來我們也期望可以更精細的規畫並將活動付諸行動，而在參與

活化教學研習的歷程，我覺得很棒的收穫便是在於彼此間的不同觀點分享，

學科別間的觀點分享，教師與行政間不同觀點分享，這都讓彼此能換個角度

看事情，也精細了整個事情的籌畫。 

 

方志宏（童軍專長） 

飢餓 30 的活動本來是加拿大的青少年，在一所教會中，體驗 36 小時禁

食，來為衣索比亞的飢民募款，分享愛與祝福而感動更多人。 

各地的志工為了搶救生命免於死亡和疾病的威脅、流離失所與心靈創傷的痛

苦，致力於¬全球各地人道救援，呼籲人們以「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心情，

在全球各地透過公益募款活動與飢餓體驗營等方式，一同投入關懷急難的行

列。透過活動凝聚眾人愛的力量，在 30 個小時的飢餓體驗中，感受那些孩子

們在天災、糧荒、疾病、戰火所擾而挨餓受凍的的痛苦，從飢寒交迫¬及渴望、

期望中了解，雖然只是飢餓 30 小時，但那些孩子們不知要面對多久的飢餓煎

熬¬！在台灣的孩子冷了，有食物和衣物，但在世界另一個角落的孩子，或許

面臨無盡的挨餓及寒冷！ 

所以設計飢餓 12 的活動，是讓木中的孩子省思地球的資源有限，生長在

這塊土地上衣食無虞時，地球上還有其他角落的人們可能還在為下一餐食物

煩惱，我們應該要衷心感激並且讓「愛」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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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貞芳（輔導專長） 

    這學期原先要實施的飢餓 12 的活動，雖然延至下學期才安排其活動，但

是這一段時間對於課程的安排與教學，讓領域夥伴們也都會相互討論起來，

並且對於該如何引導學生能真正投入活動，對要教授給予的課程有些啟發而

產生熱烈討論，領域的夥伴各個都提出自己的看法與秘技，討論過程中每個

人都能夠以專業的知能與經驗分享給夥伴們，每每討論完後都會感覺能量充

電完畢！ 

    但這學期因為加入了 12 年國教的一些專案研習，故導致許多的專業領域

會談時間相對而言縮減許多，對談中也要加入一些相關的宣導教育，雖然有

助於大家對於 12 年國教的認知與瞭解，但是卻也相對減低相互分享與討論的

時間，如此多的課務行政工作要老師再另覓時間討論或分享，其實也是挺難

的！因此每次領召回流時，必會將該狀況轉告上面單位，期望可以在有限的

時間下，讓老師可以更有效率的活化課程以及吸收相關的教育政策，而非僅

僅一直推展新的政策或方案，讓老師無所適從。 

 

實習老師 黃玠倫 

活化課程是現行教育部推動的課程政策，強調課程內容的活潑化、生活

化，希望各科目能以更貼近學生經驗與興趣的方式呈現。 

 在一般的非考試科目中，其實各課程教師的活化課程已經行之有年，分

組競賽、活動體驗、影片賞析等等，這些課程內容的改變都使學生夠投入。

為什麼，非考科的課程能夠如此活化呢?最重要的構成要素是性質，因為是「非

考科」，所以相對之外較無進度壓力，因此可以嘗試以更動態、緩慢的方式來

營造學習經驗。 

而考科有固定範圍的考試內容，但是授課時數與其不成比例，所以教師

們通常為了使學生考試能有充足的知能，他/她必須要在緊迫的時限下，將東

西教完──但進度通常多到教不完。也就是說，大部分的考科教師們的光以講

述法都來不及將內容教畢了，怎麼還有可能活化課程呢? 

總結而言，若欲落實活化課程的政策，只提供研習與宣導是不夠的。我

們必須要從最根本的問題著手──考試範圍與內容。 

 

吳秉儒（輔導專長） 

    這學期本領域的活化研習是以生命教育為主題，規劃出一系列的課程，

科目涵蓋童軍、家政、輔導，是一次蠻特別的經驗。雖說同屬於一領域，但

同樣的主題在三個科目中探討的範圍、教學內容的呈現、課程教學的方法等

皆不盡相同，每次的探討對我來說都有新的學習，同時也對領域夥伴們的專

長有了新的了解。 

    另外，這似乎也是我們領域第一次一起撰寫教案，安排系列課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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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其實並非一帆風順，遇到很多阻礙。甚至很可惜的，最後並未能在預定的

時間內順利舉辦，而是在經過緊急討論各種困難和應對方法後，決定將活動

及課程延期至下學期，讓準備能更充足。這次經驗也提醒了我們，活動的辦

理並不容易，雖然大家充滿熱情，擁有許多點子，更可貴的是領域裡每個人

的積極配合，但活動絕對不是只有單一處室可以完成，需要各方資源的協助

和參與。從不斷討論、反思的過程中，不斷發現計畫一些小細節的不足，雖

然這些細節並不難辦但卻很重要，少了某些環節，活動或許便不能順利辦理，

也就無法達到本來的教育目的。透過這次的反思，相信下學期肯定能讓課程

與活動順利辦理! 

林雪筠（輔導專長） 

    延續上學期的活化教學討論，我們透過八次的研習討論時間，以綜合領

域內各科的連結，整理與凝聚產生結合生命教育與飢餓體驗概念的主題式教

案，在每次的討論中，我們因著每個人生活經驗與教學專長背景的不同，每

每都激盪出許多嶄新的想法，也回到了教學的初衷，重新感受深刻去思考學

生的需求與我們想帶給孩子的學習間的平衡，甚至在跟夥伴們討論之後，看

著一修再修產出的教案，萌生一股新的動力。 

    除了教案產出之外，也穿插了不少專業精進的研習課程，令我印象最深

刻的是綜合領域多元評量課程，嚴謹地依照教學目標訂定多元評量的等第，

確實掌握學生學習狀況，也可以做為未來教學調整的參考。 

    整體來說，本學期的活化教學研習藉由領域間夥伴合作學習的方式，在

專業成長和教學上都有所收穫，期待下學期能在實施教案中學習成長更多。 

質性說明辦理

成效 

由於本學期校內活動過多，且擔任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幾乎有兼行政職務，故

在推行活動的時候會因為需考慮校內的活動辦理次數比例是否過多，因此該

領域活動無法搭上世界展望會的飢餓十二的活動，但是也因為想要給予學生

體驗並且知行合一，故領域成員皆希望可以將該活動辦理到下學期的 4/21 世

界地球日。期望可以透過這個主題活動課程的知識教導，進而教導學生體驗

飢餓的感受，使其達成愛物惜物以及了解地球的現狀，生起愛護之情感。 

未來展望 

1. 期望在辦理活動時，可以請教務處協助推展與提供必要性之支援（行政

通知與行事曆活動的安排）。 

2. 透過一系列的課程設計，並且結合社區家長，進行飢餓體驗活動之贊助。

（果汁、牛奶、流質食物…等）。 

3. 活動進行時可安排一些活動讓學生可以給予更多回應或省思。 

4. 要搭配給家長的通知以及行政配合與支援需有醫療小組 

附件資料 詳如附件（教案） 

 

填表人：吳貞芳            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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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木柵國中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綜合活動領域研習 

活化教學課程研習活動照片 

  

夥伴們教案設計分享 夥伴們教案分享 

  

夥伴們教案課程討論 夥伴們教案課程討論 

  

教案課程簡報 教案課程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