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臺南市北門區蚵寮國民小學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二年級彈性學習 蚵寮風情話  課程計畫(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學習主題名稱 
(中系統) 

蚵寮的生產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二上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節 

彈性學習課程 

四類規範 
1. 統整性探究課程 (主題□專題□議題)                      

設計理念 結構與功能：認識家鄉魚塭、鳥類、潮間帶、虱目魚、蚵等種類及家鄉生態特色。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或校訂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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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 與國際事務 的素養，並認識 與包容 文化的多元性。 

課程目標 學生能透過踏查探索及體驗家鄉魚塭、鳥類、潮間帶、虱目魚、蚵等地方特色及物產，並能加以理解與關心，了解家鄉生態特色。 

配合融入之領域

或議題 
有勾選的務必出現在

學習表現 

□國語文  □英語文 □英語文融入參考指引  本土語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生活課程 □科技 □科技融入參考指引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能源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閱讀素養  □多元文化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表現任務 
須說明引導基準：學

生要完成的細節說明 

小組發表生態探索心得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課程架構脈絡圖(單元請依據學生應習得的素養或學習目標進行區分)(單元脈絡自行增刪)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與活動 

名稱 

學習表現 
校訂或相關領域與 

參考指引或 
議題實質內涵 

學習內容

(校訂)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請依據其「學習表現」之動詞具體規

畫設計相關學習活動之內容與教學流

程 

學習評量 
自編自選教材 

或學習單 

第 1~4週 (4) 魚塭 閩 1-Ⅱ-3 能聆

聽並理解對方

所說的閩南

語。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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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5-I-4 對生

蚵寮社區的

魚塭 

1.能聆聽並

理解蚵寮社

區的魚塭景

觀與養殖種

類。 

2.能參加戶

外教育探索

蚵寮社區的

魚塭的生活

特性。 

3.能主動關

聆聽：老師以閩南語介紹蚵寮社

區的魚塭景觀與養殖種類。(1) 

探索：參加戶外教育探索蚵寮社

區的魚塭景觀與生活特性並小組

發表蚵寮社區的魚塭探索心得。

(3) 

小組發表蚵

寮社區的魚

塭探索心得 

認識蚵寮(自

編教材) 

魚塭
(4節)

學習目標：
1.能聆聽並理
解蚵寮社區的
魚塭景觀與養
殖種類。

2.能參加戶外
教育探索蚵寮
社區的魚塭的
生活特性。

3.能主動關心
與親近蚵寮社
區的魚塭之美

鳥
(4節)

學習目標：
1.能聆聽並理
解蚵寮社區的
留鳥與候鳥。
2.能參加戶外
教育探索蚵寮
社區的留鳥與

候鳥。
3.能主動關心
與親近蚵寮社
區的留鳥與候
鳥之美。

潮間帶
(4節)

學習目標：
1.能聆聽並理
解蚵寮社區的
潮間帶生物。
2.能參加戶外
教育探索蚵寮
社區的潮間帶
生物特性。

3.能主動關心
與親近蚵寮社
區的潮間帶生
物之美。

虱目魚
(4節)

學習目標：
1.能聆聽並理
解蚵寮社區養
殖的虱目魚。
2.能參加戶外
教育探索蚵寮
社區養殖的虱
目魚特性。

3.能主動關心
與親近蚵寮社
區養殖的虱目
魚之美。

蚵
(4節)

學習目標：
1.能聆聽並理
解蚵寮社區的
蚵養殖方式。
2.能參加戶外
教育探索蚵寮
社區的蚵仔的
生活特性。

3.能主動關心
與親近蚵寮社
區的蚵之美。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活周遭人、

事、物的美 有 

所 感動，願意

主動關心與親

近。 

戶 E2參加學校

校外教學活

動，認識地方

環境，如生

態、環保、地

質、文化等的

戶外學習。 

心與親近蚵

寮社區的魚

塭之美 

第 5~8週 (4) 鳥 閩 1-Ⅱ-3 能聆

聽並理解對方

所說的閩南

語。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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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5-I-4 對生

活周遭人、

事、物的美 有 

所 感動，願意

主動關心與親

近。 

戶 E2參加學校

蚵寮社區常

見的留鳥與

候鳥 

1.能聆聽並

理解蚵寮社

區的留鳥與

候鳥。 

2.能參加戶

外教育探索

蚵寮社區的

留鳥與候

鳥。 

3.能主動關

心與親近蚵

寮社區的留

鳥與候鳥之

美 

聆聽：老師以閩南語介紹蚵寮社

區的留鳥與候鳥。(1) 

探索：參加戶外教育探索蚵寮社

區的留鳥與候鳥並小組發表蚵寮

社區常見的鳥類探索心得。(3) 

小組發表蚵

寮社區常見

的鳥類探索

心得 

認識蚵寮(自

編教材)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校外教學活

動，認識地方

環境，如生

態、環保、地

質、文化等的

戶外學習。 

第 9~12週 (4) 潮間帶 閩 1-Ⅱ-3 能聆

聽並理解對方

所說的閩南

語。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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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5-I-4 對生

活周遭人、

事、物的美 有 

所 感動，願意

主動關心與親

近。 

戶 E2參加學校

校外教學活

動，認識地方

環境，如生

態、環保、地

質、文化等的

戶外學習。 

蚵寮社區的

潮間帶生態 

1.能聆聽並

理解蚵寮社

區的潮間帶

生物 

2.能參加戶

外教育探索

蚵寮社區的

潮間帶生物

特性。 

3.能主動關

心與親近蚵

寮社區的潮

間帶生物之

美 

聆聽：老師以閩南語介紹蚵寮社

區的潮間帶生物種類。(1) 

探索：參加戶外教育探索蚵寮社

區的潮間帶生物景觀與生活特性

並小組發表蚵寮社區的潮間帶探

索心得。(3) 

小組發表蚵

寮社區的潮

間帶探索心

得 

認識蚵寮(自

編教材)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第 13~16

週 

(4) 虱目魚 閩 1-Ⅱ-3 能聆

聽並理解對方

所說的閩南

語。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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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5-I-4 對生

活周遭人、

事、物的美 有 

所 感動，願意

主動關心與親

近。 

戶 E2參加學校

校外教學活

動，認識地方

環境，如生

態、環保、地

質、文化等的

戶外學習。 

蚵寮社區的

虱目魚養殖 

1.能聆聽並

理解蚵寮社

區養殖的虱

目魚。 

2.能參加戶

外教育探索

蚵寮社區養

殖的虱目魚

特性。 

3.能主動關

心與親近蚵

寮社區養殖

的虱目魚之

美 

聆聽：老師以閩南語介紹蚵寮社

區養殖的虱目魚。(1) 

探索：參加戶外教育探索蚵寮社

區養殖的虱目魚特性並小組發表

蚵寮社區的虱目魚養殖探索心

得。(3) 

小組發表蚵

寮社區的虱

目魚養殖探

索心得 

認識蚵寮(自

編教材) 

第 17~20

週 

(4) 蚵 閩 1-Ⅱ-3 能聆

聽並理解對方

所說的閩南

語。 

生 2-I-1 以感

蚵寮社區的

蚵 

1.能聆聽並

理解蚵寮社

區的蚵養殖

方式。 

2.能參加戶

聆聽：老師以閩南語介紹蚵寮社

區的蚵仔景觀與養殖方式。(1) 

探索：參加戶外教育探索蚵寮社

區的蚵仔養殖景觀與生活特性，

小組討論生態探索心得後發表。

小組發表蚵

寮社區的蚵

探索心得 

認識蚵寮(自

編教材)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官和知覺探索

生活中的人、

事、物，覺察

事物及環境的

特性。 

生 5-I-4 對生

活周遭人、

事、物的美 有 

所 感動，願意

主動關心與親

近。 

戶 E2參加學校

校外教學活

動，認識地方

環境，如生

態、環保、地

質、文化等的

戶外學習。 

外教育探索

蚵寮社區的

蚵仔的生活

特性。 

3.能主動關

心與親近蚵

寮社區的蚵

之美 

(3)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依據「學習表現」之動詞來具體規劃符應「學習活動」之流程，僅需敘明相關學習表現動詞之學習活動即可。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臺南市北門區蚵寮國民小學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二年級彈性學習 蚵寮風情話  課程計畫(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學習主題名稱 
(中系統) 

蚵寮的傳奇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二下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節 

彈性學習課程 

四類規範 
1. 統整性探究課程 (主題□專題□議題)                      

設計理念 關聯與互動：認識家鄉傳奇人物，並支持認同在地文化。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或校訂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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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 與國際事務 的素養，並認識 與包容 文化的多元性。 

課程目標 學生能夠透過踏查探索及體驗家鄉傳奇人物洪通，並能加以發揚及保存，進一步認識並支持認同在地文化。 

配合融入之領域

或議題 
有勾選的務必出現在

學習表現 

□國語文  □英語文 □英語文融入參考指引  本土語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生活課程 □科技 □科技融入參考指引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能源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閱讀素養  □多元文化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表現任務 
須說明引導基準：學

生要完成的細節說明 

利用洪通文字畫創作發表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課程架構脈絡圖(單元請依據學生應習得的素養或學習目標進行區分)(單元脈絡自行增刪)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與活動 

名稱 

學習表現 
校訂或相關領域與 

參考指引或 
議題實質內涵 

學習內容

(校訂)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請依據其「學習表現」之動詞具體規

畫設計相關學習活動之內容與教學流

程 

學習評量 
自編自選教材 

或學習單 

第 1~8週 (7) 認識洪通 閩 1-Ⅱ-3 能聆

聽並理解對方

所說的閩南

語。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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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5-I-4 對生

洪通故事與

作品欣賞 

1.能聆聽並

理解洪通閩

南語故事。 

2.能探索洪

通作品之創

意、畫風、

背景 

3.願意主動

關心與親近

洪通之作品

及資產保

聆聽：解說「又見洪通」閩南語

解說教材(3) 

探索：透過感官探索洪通作品之

創意、畫風及背景，並完成洪通

故事學習單(4) 

洪通故事學

習單 

又見洪通(自

編教材) 

認識洪通學習

單 

認識洪通(8節)
學習目標：

1.能聆聽並理解洪通閩南語
故事。

2.能探索洪通作品之創意、
畫風、背景

3.願意主動關心與親近洪通
之作品及資產保存。

拜訪洪通(7節)
學習目標：

1.能聆聽並理解洪通閩南
語戶外解說。

2.能透過戶外學習探索洪
通作品之創意、畫風及

背景
3.能願意主動關心與親近
洪通之作品及資產保存。

學習洪通文字畫(6節)
學習目標：

1.能聆聽洪通文字畫的意義。
2.能模仿洪通文字畫表現出

個人風格
3.能分享洪通文字畫創作的

緣由。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活周遭人、

事、物的美 有 

所 感動，願意

主動關心與親

近。 

存。 

第 9~14週 (7) 拜訪洪通 閩 1-Ⅱ-3 能聆

聽並理解對方

所說的閩南

語。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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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5-I-4 對生

活周遭人、

事、物的美有

所感動，願意

主動關心與親

近。 

戶 E2參加學校

校外教學活

動，認識地方

環境，如生

態、環保、地

質、文化等的

戶外學習。 

北門區洪通

文化景觀 

1.能聆聽並

理解洪通閩

南語戶外解

說。 

2.能透過戶

外學習探索

洪通作品之

創意、畫風

及背景 

3.能願意主

動關心與親

近洪通之作

品及資產保

存。 

聆聽：實地理解新安宮藝文中心

戶外閩南語解說（2） 

探索：透過洪通藝文中心戶外解

說，探索洪通作品之創意、畫風

及背景。(1) 

聆聽：實地理解各地洪通的足蹟

戶外閩南語解說（2） 

探索：透過各地洪通的足蹟戶外

解說，探索洪通作品之創意、畫

風及背景，並完成洪通故事的發

揚學習單(2) 

洪通故事的

發揚學習單 

又見洪通(自

編教材)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第 15~20 週 (6) 學習洪通文字

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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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通文字畫 1.能聆聽洪

通文字畫的

意義。 

2.能模仿洪

通文字畫表

現出個人風

格 

3.能分享洪

通文字畫創

作的緣由。 

聆聽：洪通文字畫的意義(1) 

創作：模仿洪通文字畫創作(4) 

分享：分享與發表自已的作品。

(1) 

洪通文字畫

創作 

又見洪通(自

編教材) 

洪通文字學習

單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依據「學習表現」之動詞來具體規劃符應「學習活動」之流程，僅需敘明相關學習表現動詞之學習活動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