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縣柳溝國小 113學年度校訂課程教學內容規劃表 

 

 

年級    一   年級 
年級課程 

主題名稱 
校園裡的泥土與葉子 

課程 

設計者 
洪燕萍 

總節數 

/學期 

(上/下) 

20/下學期 

符合 

彈性課

程類型 

第一類 統整性探究課程 ⼞主題 ⼞專題 ⼞議題 
   是否融入 ◼生命教育 □安全教育 □戶外教育 □均未融入 

 

⼞第二類 ⼞社團課程  ⼞技藝課程 
⼞第四類 其他 

學校 

願景 
生態、創藝、品格、國際 

與學校願景呼

應之說明 

一、透過校園生態，了解個人與環境的相互關係，並養成學生主動探索 

和觀察的能力。 

二、藉由教學活動,培養學生美感與藝術創作的能力。 

三、藉由作品的表現與分享，讓學生能從分享中得到收獲。 

四、透過校園動植物的認識，增進學生愛校、愛鄉的情懷。 

總綱 

核心素

養 

E-A2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

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E-B3具備藝術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

促進多元感官的發展，培養生活環境中

的美感體驗。 

E-C1具備個人生活道德的知識與是非判

斷的能力，理解並遵守社會道德規範， 

培養公民意識，關懷生態環境。 

 

課程 

目標 

一、藉由學習探索與觀察的能力，了解泥土與葉子的相關知識。 

二、利用藝術與欣賞，讓學生學習創作並體驗生活的美感。 

三、藉由老師的指導，培養學生互助合作及關懷生態環境的情懷。 



教學 

進度                  

單元

名稱   
連結領域(議題)/學習表現 

自訂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表現任務 (評量內容) 

教學活動 

(學習活動) 
教學資源 

節

數 

第 

(1) 

週 

- 

第 

(2) 

週 

發 

現 

泥 

土 

語文 

1-I-1 養成專心聆聽的習

慣，尊重對方的發言。 

生活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

索生活中的人、事、物，

覺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1.尋找校

園中的泥

土。 

2.觀察和

說明泥土

中的發現 

1.探索校園中的泥

土。 

2.能說明自己的發

現。 

1.能實際在校園中找

尋泥土。 

2.能發現及說明泥土

在不同地方的差異。 

活動一：找尋體驗泥土 

1. 教師帶領學童到校園 

中合適、安全的角落，

探索尋找泥土。 

活動二：找尋泥土的發現 

1.教師引導學童討論在尋找

泥土的過程中發現的特別事

物，並察覺到泥土中蘊含著

許多的小生命。 

1.泥土 

2 

第 

(3) 

週 

- 

第 

(7) 

週 

泥 

土 

的 

朋 

友 

生活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

索生活中的人、事、

物，覺察事物及環境的

特性。 

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

習活 動，表現好 奇與

求知探 究之心。 

1.將泥土

中的觀察

與發現記

錄下來。 

2.住在泥

土中的動

物。 

3.想像中

住在泥土

裡的動物

的家。 

1.能探索周邊環境的

泥土。 

2.能透過歌曲，認識住

在泥土中的動物。 

3.參與土蚓仔子的歌

唱活動。 

4.能說出-想像中住在

泥土裡的動物的家 

1.能說明在觀察泥土

時發現的新事物。 

2.能學會-土蚓仔子的

音樂念謠，並認識念

謠中泥土裡的動物。 

3.能畫出想像中的動

物地底世界。 

活動一：泥土裡有什麼？ 

1.教師引導學童深入探討動

植物周邊環境的泥土有何不

同。 

活動二：泥土裡的動物 

1. 教師教導學童配合找到

的小動物，引導學童唱

唱-土蚓仔子，了解在泥

土中也有小動物住著。 

教師引導學生在圖畫紙上畫

出想像中的動物地底世界。 

1.歌曲〈土蚓

仔子〉 

2.圖畫紙 

5 

第 

(8) 

週 

- 

第 

(11) 

週 

有 

趣 

的 

泥 

土 

生活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索

生活中的人、事、物，覺察

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

活 動，表現好 奇與求知

探 究之心。  

1. 利 用 泥

土 玩 各 種

不 同 的 遊

戲。 

2. 泥 土 的

特性。 

3.泥娃娃

的歌唱活

動。 

1.探索泥土的用途 

2.參與各種玩泥土的活

動。 

3.能在玩泥土的過程

中，發現泥土的特性。 

4.能藉由<泥娃娃>引發

想幫泥娃娃找家的想

法。 

1.能運用泥土實際玩遊

戲。 

2.能透過玩泥土發現泥

土的特性。 

3.能演唱-泥娃娃。 

活動一：玩泥土 

1. 教師引導學童思考泥土的

用途。 

2. 教師引導學童運用泥土來

玩遊戲。 

3. 讓學童實際運用不同的方

式做出不同造型的泥土。 

4. 讓學童嘗試用不同地方的

泥土做成土球，試著滾滾

看。 

5. 讓學童嘗試把手壓在泥土

上，利用泥土容易做出不

1.泥土 

2. 歌曲<泥娃

娃> 

 

4 



同形狀的特性，玩蓋手印

的遊戲。 

6. 教師引導學童發表玩泥土

過程中的發現。 

7. 教師引導學童在玩泥土

後，如果手上都是泥土，

應該先清理手上的泥土

後，再去洗手臺洗手。 

活動二：有關<泥娃娃> 

1.教師播放音樂教唱歌曲<泥

娃娃>。 

2.教師提問有關歌詞中的問

題。 

第 

(12) 

週 

- 

第 

(15) 

週 

泥 

土 

與 

油 

土 

語文 

1-I-1 養成專心聆聽的習

慣，尊重對方的發言 

生活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索

生活中的人、事、物，覺察

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4-I-1 利用各種生活的媒

介與素材進行表現與創

作，喚起豐富的想像力。 

1. 泥 土 與

油 土 的 不

同。 

2.運用油

土的特

性，捏出

自己喜歡

的造形。 

1.探索泥土和油土的差

異 

2.利用泥土與油土進行

表現與創作。 

1.能發現泥土與油土的

差異。 

2.能實際動手捏製油

土。 

3.能發表在捏油土過程

中的發現。 

4.能向同學分享介紹自

己的油土作品。  

 

活動一：泥土與油土 

1.教師引導學童討論，依照自

己的經驗發表如何用泥土捏出

形狀。 

2.教師引導學童發表接觸油土

後，對於油土的想法與感受。 

3.教師指導學童，讓學童實際

動手捏製自己喜歡的油土外

形。 

4.教師引導學童介紹自己的油

土作品。 

1.泥土 

2.油土 

4 

第 

(16) 

週 

 

葉 

子 

大 

不 

同 

語文 

2-I-3與他人交談時，能

適當的提問、合宜的回

答，並分享想法。 

生活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

索生活中的人、事、物，

覺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1.觀察和

發表葉子

外形和顏

色的差

異。 

1.探索葉子的顏色和

外形的不同。 

2.透過發表，知道不同

葉子外形和顏色的異

同。 

1.能回答老師提問的

問題。 

2.能辨認並說出各種

種子的名稱和外觀特

色。 

活動一：葉子長什麼樣子？ 

1.教師引導學童觀察各種不

同葉子的外觀。 

2.教師引導學童用自己的話

發表看到的葉子顏色和外

形。 

1.各式葉子 

1 



第 

(17) 

週 

- 

第 

(20) 

週 

葉 

子 

的 

妙 

用 

生活 

4-I-2 使用不同的表徵

符號進行表現與分享，

感受創作的樂趣。 

1.製作葉

子 的 作

品。 

2.學習將

葉子作品

的特色與

同學分

享。 

1. 使用不同的葉子進

行表現與分享。 

2.能和同學分工合作

為葉子作品展做準

備。 

3.能從葉子作品的分

享中獲得知識和成就

感。 

1.能參與活動準備，

承擔被分配到的工

作。 

2.能在種子作品分享

時做好自我管理。 

3.能發表從種子作品

分享中得到的收穫。 

活動一：葉子裝飾作品製作 

1.葉子裝飾作品製作前的準

備工作。 

2.引導學童製作出屬於自己

的作品。 

活動二：作品分享 

1.引導學童將作品的特色與

同學分享。 

2.指導學童將環境整理乾

淨。 

3.引導學童具體說出從葉子

展中有什麼收穫？有什麼成

就感？ 

1.各式葉子 

4 

教材來源     ⼞選用教材 (            )               自編教材(請按單元條列敘明於教學資源中) 

本主題是
否融入資
訊科技教
學內容 

無 融入資訊科技教學內容 

□有 融入資訊科技教學內容 共(      )節 (以連結資訊科技議題為主) 

特教需求

學生 

課程調整 

 

※身心障礙類學生: □無  ■有-智能障礙( )人、學習障礙( )人、情緒障礙( )人、自閉症+輕度智障(1)人、身體病弱(0)人 

※資賦優異學生: ■無   □有- (自行填入類型/人數，如一般智能資優優異 2人) 

※課程調整建議(特教老師填寫)： 

  因該生未曾接受學前教育，對學校團體生活所需之規範與師生、同儕間之互動應對較為陌生，故課程建議調整如下： 

  1.課堂欲進行之教學活動，相關規則於說明後請確認該生理解。 

  2.若為分組課程，建議安排溝通、表達或人際互動能力較好之同儕與其同組。 

  3.若課程活動容許，老師亦可考慮讓該生擔任小幫手，藉由承擔責任建立其自信心，並進一步加強其表達和溝通互動能力。 

  4.若有戶外操作性課程，可視該生當前蹲下站立等大肌肉協調能力之發展，安排適合其能力之操作課程。 

  5.若有與書寫相關之評量或作業，可視該生精細動作能力的發展機動調整其份量或難易度。 

  6.學生情緒激動時，給予時間冷靜或替代行為抒發情緒。 

 

                                                    特教老師簽名：許文馨 

                                                    普教老師簽名：洪燕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