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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計理念： 

三面環山的金瓜石聚落，走出教室，一步一腳印的認識自己生活的聚落，走

入社區，挑戰大大小小的山徑，總是會遇到一些小小的狀況，如：水帶不夠，走

到一半喊累常常會放棄，戶外包包裡總是塞了一些跟登山無關緊要的物品，抑或

是拿著竹子登山杖亂打一旁的樹或花草…等狀況。透過課程希望引導孩子從登山

中，除了認識自我外，最重要的是活動中學習如何和團隊彼此加油、打氣，學習

如何時向團隊成員伸出援手，體會團隊的重要。 

       這一次課程中，藉由公視影片的引導，從「壯遊闖天下-雪山東峰壯遊」分

享去發現他們在登山前的準備，遇到了哪些問題，可以怎麼解決，同行伙伴間如

何互相打氣及協助，哪些值得我們去學習，並且配合課本第六課攀登生命的高峰

-江秀真，為了追求自己的夢想，他的勇氣和決心，及遇到困難如何正向面對，

從他人經驗及文本中學習更多解決問題的策略，引導孩子反思平日我們遇到問題

時，有更多不同的行動方案。 

公視兒少教育資源網 

「改變教室的風景」教案徵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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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流程：  

活動一名稱：情境覺察-登山問題來現形 時間：10 分鐘 

教師提問，引導學生反思，分享跟家人或是老師的爬山經驗，在登山的過程中，

有遇見什麼問題或是困難的部份？ 

利用停步思考策略，完成「登山紅綠燈」的學習單 

活動二名稱：從影片中累積登山好經驗 時間：30 分鐘 

欣賞影片《下課花路米｜壯遊闖天下 雪山東峰壯遊 不能輸的 3201 公尺》 

再利用 ORID 焦點討論法讓學生記錄心得、回顧發現、達到內化學習。 

全班討論：影片中印象最深刻的部份，透過影片的內容哪一些是我們可以學習的

登山小撇步？ 

活動三名稱：從文本中學習登山的態度-至理名言來打

氣 

時間：80 分鐘 

從<攀登生命的高峰-江秀真>文章中，利用六何法提問來分析文本的細節。 

聚焦在文章中江秀真女士追求夢想時的行動，完成行動七字詞並分享。 

接著將文章和自己生活連結，找出打動人心的金句，當成自己的人生格言，並分

享原因。 

最後對照公視影片，和自己登山常見的小壯況，在課文中找到解決的行動，發表

想法，並完成鼓勵小卡，成為自己打氣時的心靈雞湯。 

活動四名稱：方法連結行動力-沉澱省思寫作 時間：40 分鐘 

讓學生從自己的經驗開始，利用影片及課文文本中所學到的知識內容進行轉化，

當我們再次走入山徑，或是遇見一些難題時，不會茫茫然不知所措，可以透過這

些方法及策略，有不同的想法及思維，也可以藉這些登山的方法，更認識自己，

在團隊中更能互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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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領域/科目 國語課 設計者 吳彥樺 

實施年級 中年級 教學節次 共 4 節 

課程名稱 走入山徑找到心方向 

教案實施情形 

1.本教案已實際教學實施 

  (1)實施時間：160 分鐘 

  (2)實施課程名稱：走入山徑找到心方向 

2.本教案尚未實際教學實施，預計實施日期：___________ 

設計依據 

核心

素養 

總綱核心

素養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領域核心

素養具體

內涵 

國-E-A2 

透過國語文學習，掌握文本要旨，發展學習及解決問題策略、初探

邏輯思維，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5-II-11 閱讀多元文本，以認識議題。 

學習內容 Ba-II-1 記敘文本的結構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生 E7 發展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及主動去愛的能力，覺察

自己從他者接受的各種幫助，培養感恩之心。 

學習主題 人學探索 

教材來源 《下課花路米｜壯遊闖天下 雪山東峰壯遊 不能輸的 3201 公尺》 

第七冊教師手冊。 

康軒第七册第六課 攀登生命的高峰-江秀真 

教學設備/資源 電腦、電子白板、學習單、白板筆、小白板、便利貼 

使用的公視影片 《下課花路米｜壯遊闖天下 雪山東峰壯遊 不能輸的 3201 公尺》 

學習目標 

1.透過走入山徑的活動，認識及了解自我，並建立正確的登山安全觀念。 

2.學生能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並學會以謙卑的態度去面對以及守護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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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活動一：情境覺察-登山問題來現形 

提問： 說一說我們曾經利用校本課程一起爬過金瓜石的山，你或

妳曾經在爬山中遇到過哪些問題？或是在登山中，你有過哪裡好的

或不好的經驗？ 

 利用停步思考的策略，紅色代表暫停鍵，就是讓我們停下來，

好好的思考下一步應該怎麼做，以「登山紅綠燈」的

jamboard （學習單一）讓學生把問題記錄在綠燈的部份 

活動二：從影片學習累積登山好經驗 

提問： 你們知道臺灣有哪些高山嗎？ 

說一說你們知道的百岳？ 

(一)影片欣賞 

《下課花路米｜壯遊闖天下 雪山東峰壯遊 不能輸的 3201 公尺》

把聽到的內容，利用圖象或關鍵字記錄下來， 

  (二)焦點討論法策略：利用 ORID 焦點討論法的策略，讓學生透過記 

    錄心得、回顧發現、達到內化學習（學習單二） 

(1)Objcective 客觀：幫助學生回顧整理課程所學的內容 

提問：請學生看完影片後，將影片中印象最深刻的部份，有觀察到

什麼或是請學生將記錄單的內容整理一下寫在便利貼上。 

(2)Reflective 反思：整理跟自己連結，很有感覺的問題。 

提問：看完影後，有讓你覺得特別驚訝、意外的地方，或是有什麼

片段或場景會讓你很感動 

(3)Interpretive 詮譯：課程學習後，了解大家有哪些不同角度來 

解釋自己的學習。 

提問：這個影片到底在表達什麼，為什麼對我們很重要？ 

(4)Decisional 決定：下一次你會有什麼不同的行動，或是有什麼 

需要改變的部份。 

提問：看完影片後，你會有什麼不同的行動，或是下次爬山 

時，你會有什麼不同的改變？ 

 討論：在公視的影片中，你是否從他們登雪山的經驗中，有學

到一些方法，來解決我們的登山遇到的問題？  

第二部份： 利用 ORID 表格的方式整理，利用海報的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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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配合老師上述的提問問題，將自己想要表達的想法記錄在

便利貼上，在貼在黑板的海報時，並唸出便利貼上的字。 

   全班討論： 

 這個影片中印象最深刻的部份？ 

 透過影片中的分享，是否解決一些你在「停步思考圖」上所列

出登山問題？ 

 透過討論，影片中的內容，哪一些是我們多學到的登山小撇

步？ 

活動三：從文本中學習登山的態度（發展活動）-至理名言來

打氣 

1. 從記敘文的架構（背景、起因、問題、解決、結果）從文本的

細節來讀懂文章內容。 

(1)利用六何法的提問與學生共作完成課文架構表。 

(2)小組上台分享及發表課文架構表。 

2. 聚焦課文中江秀真在追求夢想的行動 

(1)行動七字詞-請學生完成江秀真在追求夢想時，他做了哪些

行動，完成行動七字詞並分享。 

(2)江秀真送給我的一句話 

從課文的文本中和你的生活連結，找出江秀真在文章中打動

人心的金句，當成你的人生格言，並說明為什麼？ 

 對照影片《下課花路米｜壯遊闖天下 雪山東峰壯遊 不能輸的

3201 公尺》及自己登山常遇見的小狀況，應對課文中找到行

動討論及發表自己的想法。 

 試著將江秀真送給我的一句話變成鼓勵小卡，成為自己打氣時

的心靈雞湯。 

活動四：方法連結行動力-沉澱省思寫作 

讓學生從自己的經驗開始，利用影片及課文文本中所學到的知識內

容進行轉化，當我們再次走入山徑，或是遇見一些難題時，不會茫

茫然的不知所措，可以透過這些方法及策略，有不同的想法及思

維，也可以藉這些登山的方法，更認識自己，在團隊中更能互助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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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成果：  

1. 播放公視影中，學生覺得影片的內容跟我們平常在爬山很有相關，比較深刻的

內容有在行進中他們相互鼓勵的樣子，看見他們登頂時的很有成就感，出門爬

山時，東西要帶得剛好不要帶太多、發現他們在爬山時很有毅力，而且都小口

小口的喝水補充水份。 

2. 從公視影片中比較感動的部份：一起努力登上山頂的畫面很迷人，有人有困難

時，互相幫忙，有的會拿出自己的東西去分享，其中有同學爬得比較慢時，大

家並沒有責怪，反而給予鼓勵及協助。 

3.看完影片後，學生有了新的領悟：爬山時，只背自己需要的物品，水不要一次

喝多，要小口小口喝，把安全擺第一，不舒服就不要逞強，一定要說出來。 

4. 江秀真送給我的一句話變成鼓勵小卡後，這些金句，孩子們朗朗上口，一想到  

    到就會唸出來，講到相關字也會直接背誦出來，一股正向風氣，很有感。 

教學心得與省思： 

從沉澱省思的寫作發現，學生在面對登山這件事，有了不同的看法，例如，對自

己要有自信，並且要有強大的毅力，有困難時，需要開口求救，不能逞強不說，

做任何事都要有勇氣和決心，勇敢的面對爬山的累，有更多方法跟策略來處理，

而且都充滿著正向思維的力量，對一個問題或事件有不同的看法，並且能夠去落

實他們的行動。 

在實際的戶外課程或登山活動時，大家更有自覺的會去提醒自己多多關心自己的

伙伴，等待走比較慢的伙伴，也比較會分享自己的食物，改變最多的是互相為伙

伴打氣，一趟路走下來，說說笑笑，也多了很多溫馨感。 

參考資料：  

康軒國語課本第七冊教師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