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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科」的教學活動設計 

黃茂在 
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摘要：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中，於學童啟蒙教育(國小一、二

年級)階段設置「生活課程」，包括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藝術與人

文等三個學習領域的內容，而期望將此一範圍以統整為一個領域的模

式來進行教學，我們可將有關於此一領域的學習內容稱之為「生活

科」。我們可依據生活科的教學目標以及生活科的教材內容來設計生

活科的「教學活動」。 

 

一、「生活科」是一門課 

九年一貫課程中，在國小一二年級特別規劃了一門「生活課程」，此

課程包含了社會、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三個學習領域。此一課程

設計可說是我國教育由長期以來的分科教學走向統整教學的一個里程

碑。「生活課程」所代表的不僅是一個新課程的提出，它背後所象徵的是

一種教育理念的轉變；由知識內容為本位，轉移到以能力、態度及方法的

學習為本位。「生活課程」綱要中揭示基本理念：教材應「以生活為中心，

統整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係，發展生活中互動與反省的能

力，奠定從生活中學習基礎」。 

「生活課程」結合三個領域且以統整的型態出現，並強調以生活為中

心、學生為主體及基本能力的培養。如果「生活課程」只是三個學習領域

拼湊而成的，那又何必多此一舉另立一門生活課程呢？或許「生活課程」

另有所要展現的內涵吧？此外，其教材設計與實際教學又將要如何進行？

「統整化」的教材將會是什麼形態呢？「統整」什麼？想發揮什麼樣的教

學效益？ 

我們可以先由「統整」的意涵去分析；統整不應只是一種形式（把含

有的各領域教材拼湊在一起），更不應是空泛的口號。「統整」不是在強求

是否在某單元教學中同時含有多個領域的內容，而是在於關懷教學（或學

習）過程中，學習者能否產生「有整體意義」的學習；「生活課程」的設

置在於促使學習者能從生活中體驗到如何與人融洽相處，如何觀察瞭解事

物的真相，如何感受到和諧、韻律、節奏之美，也藉由這些學習使學生能

充分的、流暢的表達自己，更有能力適當地去處理自己的事物。也即學習

到「有整體性意義」的是在於能體悟到「生活」的內在意涵，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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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並不存在「領域」或「科目」的界線。所以，統整的課程設計不應有領

域分界。「生活課程」結合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人文與藝術三個領域，

乃意圖藉由「科學上的求真」、「人際間的求善」及「藝術上的求美」之訴

求，實踐「體驗真善美」的教育目標。因此，生活課程的學習發生在「感

受生命的真、善、美」之過程中--在科學的求「真」過程中，同時能體會

到社會的「善」；在科技追求實用性的內容裡，必須要能融入藝術的「美」；

藝術的創作來自於對生活（周遭人、事、物）深刻觀察與體悟，來自於對

生命的感動與關懷。 

「統整」是在學習活動的過程中自然發生的，而不是刻意要把三種不

同題材放在一起。「統整」課程的設計乃是在營造一個具有脈絡相連的學

習情境，在這學習情境中，學習者產生「有整體性意義」的學習可能性更

高、察覺同一事物的不同面向的機會更豐富。 

 

二、「生活科」的教學目標 

「生活課程」所羅列的「分段能力指標」（也即是其教學目標）項目

極多，這樣的細分細述，雖然對於提示教學中的細節活動有些幫助，但是，

若是想藉此來引導如何設計「教學活動」，反而因為描述過於細碎而流於

散漫。因此，改用「整體的」觀點來看這些細目；用統括的一句話來說，

即是「生活科」的教學目標在於： 

『培養一個活潑、快樂、靈巧的兒童』 

我們可以把統括性的目標再做具體一些的描述(或是說，把原來的細目歸

納綜合一番)，列出以下的分項目標： 

‧養成遇到事情很好奇、喜歡動手，而且想把事情做好的工作習慣。 

‧提示學生能由自身的感受來體恤別人，或設想動物及植物的處境，養成仁

愛的情懷，且知道如何去與人相處、去對待別人。 

‧經由觀察及試驗，獲得相關的知識和各種操作技能。 

‧由對現象變動觀察中，感受到生物有機性和活力、自然變化的和諧與韻律。 

‧能將自己的感受與想法，運用數字、語言、文字、音樂、繪畫、表演等方

式來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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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科」的教學活動 

教學（教與學）是一種過程。在這過程中，教師營造學習情境促進學

生學習。學生則試圖從活動中獲得意義(領悟)。以國小低年段學童而言，

有意義的學習之發生經常需要建立在「身歷其境的體會」之上。當兒童所

處理的是具有真質意義的情境時，感覺才有憑藉，思考才有脈絡，而各方

面經驗的連結才有可能。所以生活課程的學習應重視經驗性、操作性與體

驗性，並藉由如是之具體徑路，引動內心的感受（感覺）、發展概念思維

（運思）、表達與溝通的能力，涵養主動、自動與探究的學習習慣。 

 

假如我們要來設計一個以某一主題為中心的教學活動，則依據剛才所

示的教學過程來設計活動，希望學生熱切參與，則依據人們認知思維的過

程，其教學可用下列的流程： 

 

觀察情境察覺問題   觀察現象（一項事實、一張圖、一首歌、一張照片、 

引導討論確定問題   穿的衣服、校園一角⋯）。經過提示仔細的觀察，會產

生很多的問題，或有所感動。有時候，我們得把問題

再釐清，或弄清楚為什麼感動。 
 

               活動一 

分工合作進行探究   活動二               

分享經驗整合成果    

                        

 

 
綜合評鑑推廣應用   活動 N 

 

 

我們以「母親節」主題教學為例來說明；透過這個主題教學來啟發學童察覺

及感受母親的愛，並因此產生孺慕之情。其所強調的不在外表形式上的表現，而

是來自於內心的感受與如何發抒： 

 

[活動一]媽媽每天做些甚麼事？ 

（在某段時間裡）觀察母親每日在做些甚麼？藉由觀察，發現母親為了

我、為了家人做了很多事，而卻那麼自然地、理所當然的做。 

 

 

‧由活動中體驗科學、社會與藝術 

(體驗真、善、美，獲得「有意義的」學習) 

 

‧發表：用語言、文字、表演、音樂、藝術作

品來展示。 

 

‧推廣及應用：製作模型、提出進一步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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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我的媽媽 

由同學各自的經驗發表裡，引導學生察覺母親的辛勞，母親為自己的健

康和安全的關切等等，使學童引發來自內心的感動，並嘗試將內心對母

親的感覺表達出來，即描述自己的母親。 

 

[活動三]母親節的禮物 

開放由學生以自己認為最適切方式來表達對母親的愛，這個方式由學生

自行決定---可以是一朵花、一張卡片、一句感謝、一個擁抱、一個親

親、一句「媽媽我愛您」、寫一篇文章、自許自己要愛惜自己不讓母親

操心..。過程中強調的是來自內心的感動與深刻的感覺以後，採用自己

的方式來表達，且以有真情、有內涵、具傳達力的作品為好作品來評比，

而非作品形式的好壞或作品的美觀。 

 

[活動四]我的家人 

由察覺母親的關愛為開始，聯想到與父親、兄弟姊妹相處的種種。討論

如何才能回應這些感情，例如不讓父母擔憂，保持身體安全健康，友愛

兄弟姊妹...。 

 

「母親節」是一個普遍在各校都會實施的活動主題。活動一與活動二是為使

學童能藉由觀察、省思真正感受到母親的愛，而非教條式的告知母親的偉大。愛

是來自內心的感受，只有當內心有感受才可能做出實質的「表達」，而非應付作

業的「作文」。藉四個活動，「母親節」這個主題的教學不是同時涵蓋了社會、藝

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各領域的學習了嗎？這就是「統整」教學。 

 

其次，生活科的「主題」規模不宜太大，約一週完成較適宜。低年級的兒童

無論在生理、人際間以及知識認知上的發展，與學齡前的孩童有許多類似之處。

低年段兒童對各種事物與現象充滿好奇心，因此會不斷的發問。但其對單一事物

的專注時間往往不會太長，尤其很難專注於抽象性及分析性的事物上。因而，教

學設計除了努力營造學習情境之外，對一個主題活動時間不宜太久（時間過久亦

造成學生的學習動機不足，反而降低學習成效），或對主題內涵模糊，無法經由

主題學習脈絡中產生各方經驗的連結，失去主題學習的優點「在於營造更多連結

可能」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