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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教學心得分享 
嘉義縣東榮國小教師專業團隊精心設計並實施 PBL教學活動，學生在 PBL

一系列課程的帶領下，讓資訊融入教學進階延伸，由以往的被動實施轉變成學生

主動去運用延伸，讓學生的創意與構想透過資訊科技的協助完成，達到更優質的

作品與學習成效。以下為團隊在執行課程的過程中所整理的教師教學省思、學生

歷程回饋與家長意見反應，透過一系列的 PBL課程運作與實施，我們得到許多

寶貴的經驗與成長。 

 

教師教學省思 

三年級『記 e「有」新』課程 

   

導覽與解說 進行海報設計 我們的海報成品 

 

一、 教學過程中覺得哪部分讓自己獲益良多？ 

  海報設計的過程，孩子都能積極參與，讓海報內容呈現多樣化，更有些孩子

會從活動中上網查資料主動學習，讓人感到可喜。 

  此次活動不但讓孩子從中了解有關民雄地名的由來，與大士爺廟的歷史淵

源，也稍稍學會了欣賞廟宇建築的美。對於此次安排的活動，孩子也能對解說員

表達感謝之意；更難得的是，有少數同學已經能夠上台對全體同學侃侃而談，分

享自己所知道的知識。 

二、 哪部分教學讓學生學習獲益最多？ 

  讓孩子走出教室到戶外學習，是讓他們最感到興奮與期待的事。孩子們從事

先設計問題，再從參訪時找尋問題的答案，在這個過程中真正領略到學習的樂

趣，孩子的視野也變寬廣了，透過分組合作學習也達到了平時個人學習所達不到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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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壁畫故事蒐查線」課程 

   

討論故事情節 製作故事簡報 展演壁畫故事 

 

一、 教學主題設計緣起 

  大士爺雖然就在住家附近，多數的學生也都到訪過此信仰聖地，但卻很少注

意到廟內的裝飾藝術。藉由此次的教學活動，在老師的引導下，學生對於這些壁

畫故事由不經意到注目以視，從陌生到熟悉，對大士爺廟的建築之美有更進一步

的認識。尤其對壁畫的藝術和其寓含的人文思想與忠孝仁義的精神，能夠親耳聆

聽親身感受，因此這次的教學活動對孩子而言是別具意義的。。 

二、 簡報製作、劇本編寫、短劇演出 

  在學校的電腦課程中，學生雖然都學習過簡報軟體，但是將之用於實際的主

題式探索與呈現，這倒是第一次。剛開始，小組成員在操作上或許不是那麼的順

手，組員間也曾為簡報版面的設計有過不同的意見，但值得欣慰的是，這個相互

磨合的過程反倒讓他們漸漸找出解決歧見的方式，以溝通取代爭吵，擷取每個同

學的優點予以融合，因此結果是令人滿意的。 

  劇本的編寫，對孩子來說是從所未有的經驗，或許在先前的國語課程中學習

過劇本的格式，但真正要編寫還是有一定的難度，因此光是引導、討論和修改就

佔去了不少時間，但是在這樣反覆的提醒和修飾過程中，我發現孩子真的是創意

無限，天馬行空的想像總在他們小小的腦袋中不斷萌發，只要老師稍加提點，便

能綻放出亮眼的火花，我想，這樣的訓練對他們寫作能力而言，一定也具有相當

程度的助益！ 

  每個孩子都是最佳的演員！孩子們彷彿都是活潑的小天使，急欲在眾人面前

展現喜怒哀樂的人生百態。因此在指導他們進行故事短劇的演出時，孩子都能很

自在自然的表現，絲毫不露生澀害羞的神色。雖然會忘詞會笑場，但我相信他們

都是樂在其中的，也許下個國際大巨星就是他們其中之一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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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的成長 

  這次的 PBL 教學，讓學生在課程之外有機會可以接觸到與自己生長息息相

關的人文風土，透過任務導向型態的教學方式，引導學生主動學親自做，加上小

組合作學習方式以達到更好的學習成效。 

  這樣的學習方式有別於課堂內的傳統式學習，對學生而言是新鮮且富有挑戰

性的，特別能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再加上資訊設備的配合與運用，讓學生所習

得的不僅是壁畫的相關知識，人際溝通的培養、蒐尋資料技能的提升、口語肢體

表達能力的展現以及資訊技巧和素養的精進，更是收穫滿載，多元而豐富。 

 

 

五年級「創作藝輯棒」課程 

   

技中見藝悠遊學 拜師學藝練塑形 學習活動全記錄 

 

一、 資訊融入各項實作課程 

  台灣的廟宇一直是人民生活的信仰中心，而民雄的大士爺文化祭更是每年民

雄地區的重要宗教活動之一。民雄地區小朋友出入大士爺廟次數頻繁，文化祭也

吸引眾多的人潮觀瞻。但不論是廟宇的宗教文化變遷、信仰起源、祭祀神明的認

識，或是對廟宇建築上的格局設計、藝術表現上的涵意…等，其實對學生而言，

是所知有限的。 

  原本學校的課程也都僅止於對大士爺廟的初步簡略介紹與認識，藉由此次對

課程的重新規畫，結合了藝術人文、社會、資訊科技等不同的領域課程，讓小朋

友有機會在學校正式課程安排中，實際用心且深入的參訪觀察，學習認識我們的

大士爺廟。大士爺廟雖然是學生日常生活中平易可近的國家三級古蹟，但小朋友

對於廟內歷史背景、華麗的裝飾與交趾陶等藝術作品，一直感到既陌生又懵懵懂

懂。整個課程的實施過程中，我們看到小朋友在每個教學活動中興致勃勃的學

習，且課程中應用不同的資訊設備提升了學習的興趣外，更幫助小朋友能有效、

快速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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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多樣化學習模式 

  課程中除了教師的互動電子書教學，還有小組合作學習、個人學習紀錄、資

訊設備應用、藝術作品實作等課程。將 PBL 教學模式融入課程活動，便有了不

同的教學方式、評量方法、實物觀察與參訪、實作課程…等，讓學習內容更具體

實在，學習方式趣味橫生，跳脫傳統的學習模式。 

  在教學過程中師生互動頻繁，更重要的是讓小朋友能實際感受在地的鄉土宗

教藝術之美。透過一系列的課程認識寶貴的傳統在地文化資產，培養學生熱愛鄉

土的情懷。且對於長久以來存在於生活中，民雄地區每年必辦的大士爺文化祭典

有了一番全新的認識和了解，相信學生下次再去大士爺廟祭拜或參予祭典活動

時，更能體會與欣賞廟中各項裝飾背後所代表的意涵。 

三、可彈性調整教學節數 

    課程進行時，教師可視現場教學或各分組的能力狀況，適時調整教學時間。

建議可適時調整的活動如下： 

一、教學電子書的導覽：因電子書的資料較豐富、繁多，教師可以先引領同學導

讀電子書的大綱及主要內容後，再利用課餘或課後時間，開放小朋友自行上網觀

覽其他資料，更可鼓勵、促使小朋友能上網做有意義的學習。 

二、各組作品構圖的討論時間：部份小組因求好心切，會另行設計網頁中所沒介

紹的吉祥涵意圖案，而這也是老師所期望的，希望小朋友能利用創意自行設計，

在本次活動中至少有三組小朋友，因為構圖的創新而需增加構圖的時間。 

三、塑形及作品著色活動：這需要完整的時間，讓小朋友能順利不間斷的完成各

組的作品。這兩次的活動，可從中午午休起配合美勞課時間，讓各組小朋友有更

充裕的時間完成作品。 

 

 

六年級「大士爺文化祭的 e計畫」課程 

   

有趣的 E化學習 簡報製作我最行 評評同學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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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學到了什麼 

    在這次的教學活動中，學生體認到自己對大士爺廟與文化祭有了更深入的認

識，同時也多了一次讓自己更了解的機會。因為採用合作學習，學生們也學到了

組內的衝突如何化解、與他人合作以及團結力量大的重要性。原有的課程融入

PBL教學模式，學生上台呈現自己小組的學習成果。因此讓學生克服了以往不知

該如何下筆、不敢開口講的為難。學生也從中獲得了辛苦付出與獲得獎勵的喜悅。 

  為了呈現最好的成果，同組同學們相互合作，不論在分配找尋資料的能力、

解決彼此爭執的能力、利用關鍵字搜尋資料的能力、取捨資料的能力以及製作簡

報的能力都比過去增進不少。另外也增加了上台報告的勇氣與學會如何凝聚全組

向心力的方法。學生回顧自己所走過的路，總結學習的過程，都覺得自己的思考

能力有很大的進步，比較能從更多角度思考問題。 

二、 孩子的成長 

    終於完成這個課程了！本來就不認為這次的課程活動會輕鬆容易，因為不這

麼想，所以接踵而來的問題自然就覺得順理成章。學生從一開始認為大士爺文化

祭只是粗淺的市集活動，到對大士爺本身意義的了解進而明白文化祭對民雄地區

民眾的重要性。這一路的學習，孩子們也是辛苦的，但在辛苦中又喜歡上了這樣

的學習模式。在不斷的分組討論、組內爭執、大家共同找出方法，然後進行下一

個活動的互動過程中，孩子們充滿快樂，真正體會到什麼是學習的樂趣。 

  除了步行去探訪大士爺廟時，走在太陽底下大家的喊熱聲此起彼落外，一到

目的地，孩子們就很努力且興致高昂的拿著平板電腦認真學習，深怕遺漏掉任何

一個小細節，一點都不覺得累。製作與發表簡報是這一次大家呈現成果的方式，

在孩子的簡報中雖然有錯字，上台報告時會有小小的緊張，但是我們從孩子的眼

神中發現，跟別人分享自己的學習成果是最快樂的事。這一切的過程，孩子們已

經領略到更多也學習到更多，相信這些都能對他們往後的學習有更多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