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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目標 

目標十一：促使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性。  

11.4在全球的文化與自然遺產的保護上，進一步努力。 

11.6 減少都市對環境的有害影響，其中包括特別注意空氣品質、都市管理與廢棄物管理。  

11.8強化國家與區域的發展規劃，促進都市、郊區與城鄉之間的社經與環境的正面連結。  

設計理念 

【緣起】 

這學期初，我們學校ETA(英語協同教學助理) Jimmy的朋友Peter從美國明尼蘇達州來到臺

灣/臺東。在他拜訪學校的一個星期中，我以國際友人的身分邀請他為我的班級上一堂課，內容

以他所熟悉的城市為主。因為學生在社會課中，曾經上過認識家鄉及地方資源的相關課程，所

以我想藉由Peter的分享，讓學生知道Peter的家鄉與自己的社區或居住環境有什麼不一樣。 

原先，我以為Peter會介紹他的家鄉Minneapolis，但是他卻選擇了他就讀大學的城市

Chicago(芝加哥)。他的分享，意外的為我們開啟了「環境與永續」這個全球議題的大門。 

在他的分享中，我們看到芝加哥歷史上很重要的火燒屋舍事件(1871)，當時被燒掉的全是以

木材建造的房舍，凸顯出住屋安全的重要性；而大火中少數留下來的建築中，唯一倖存的公共

建築，是以石材興建的芝加哥水塔，這也帶出建材選擇、建材回收、建築廢棄物，甚至是建築

環境會影響住屋品質等的相關話題。 

此外，透過Peter準備的投影片，我們還發現芝加哥是個兼容並蓄的城市。墨西哥、波蘭、

波多黎各、義大利……等不同國家的人民，共同住在這個城市，使芝加哥在同一個時間、空間中

展現出文化的多樣性，而這些現象，從服飾、飲食、文化活動，甚至住屋的形式、使用在建築

上的裝飾圖紋等，都可以看到其中的差異。 

這種在「同一時空中」展現的住屋形式差異，讓我們進一步思考到，在「不同的大自然環境

中」，也會有不同的住屋樣貌。因此配合Jimmy英文課程(Environment)中有關不同地貌的教學

內容，我們另外設計了一個課程，讓學生學習不同環境下的住屋多樣性。 

針對住屋安全與建築物所在的空間背景，我們延伸出建材及環境選擇的相關課程。由於臺灣

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周圍鄰近國家，例如日本、菲律賓、印尼，甚至紐西蘭等都在這個地

震帶上，其中日本可以說是世界上發生地震頻率最多的國家。臺灣距離日本很近，同樣也是個

地震頻繁的國家，因此我們也把「地震」這個元素放入建築安全中思考。 

 王俐蘋的〈構築循環經濟〉中提到: 

在社會討論中「構築」可指稱為人與社會的互動歷程，這將彰顯生活中人與社會相互辯證的

關係：觀點與生活方式乃基於人與時空脈絡的互動而生，同時人的行動也建構或再建構社會。 

的確，人類從原始的大自然環境出發，透過人與環境的互動，加上時間的推演，型塑、建構

了我們現在所謂的「社會」。此外，「社會」是個可以不斷複製、改進、成長的有機體，可以

因為「人」的思維，重新建構、再建構。為了更加了解「構築(Tectonic)」的意義，我們又搜尋

了相關的文章。在〈談 Tectonic 構築〉這篇文章中，作者有這樣的說明: 

建築室內從遠古時代的穴居、石塊（石板）、茅草構築轉變為使用木構造、混凝土、鋼鐵。

其方法也從挖掘、堆砌進而形成了構造與科技的運用。整個過程也從較為單純、簡單轉化為精

細、複雜。如今面臨了過度發展、開發、繁榮也帶來許多問題與困擾產生，進而回歸原始追求

自然的相互結合。 

這一段話，將人類建築住屋與建構社會的過程巧妙的結合在一起，建築住屋的方式及材質的

轉變，與社會結構、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然而現今社會的發展，經常以經濟利益為優先考量，

這樣的結果，終究帶來許多環境問題，甚至有很多已經是不可逆的環境浩劫。所以我們的團隊

致力於環境與永續概念的建立，例如我們以「防震」和「就地取材」為目標，帶領學生探討並

實際製作小鳥屋，就是希望環境保護意識能在我們的課程中紮根。 

我們讓學生預想未來要有怎樣的居住及生活環境，從而回推到現在就應該有的生活習慣及態

度。住屋是人類與大自然環境最早、也最必要的連結。從學生最熟悉的「住」為探索的出發

點，最後在「住」的生活中實踐，以達到知行合一的教育目的。 

配合三年級下學期「國語文」及「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學生對大自然環境已有更多面向

的認識與學習。除了課文文本的閱讀學習外，我們還增加了多元的文本及資源以供學生學習。

例如綠建築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的實際參訪、繪本《挖土機年年作響—鄉村變了》的閱讀、網

路資源Tiny House(小房子)的欣賞等等。 

最後，為了檢視學生在這個階段的整體學習成果，我們讓學生設計自己心中的「小房子」。

受限於我們對於建築結構的理解及實作能力，我們沒有讓學生實際蓋出自己的小房子，而是改

以繪畫設計口頭發表、陳述理念的方式進行，而後由全校師生共同投票，選出最符合環境永續

發展理念的小房子，期望有更多人受到我們的影響而加入「在『住』中行」的行列。 

 



設計理念 

【核心概念】 

從「住」中學:藉由住屋建築物的本體，及居住的時間、環境，學習屋舍的多樣性，並認識建

材及環境選擇的重要性。 

在「住」中行:透過設計、發表住屋型式、建材選用原則，以及實際生活習慣，展現環保行動

力。 

【課程思考方向】 

本課程方案以循序漸進的方式來設計課程架構。從發現差異、比較差異、思考可能性到實際

行動的過程，使學生建立全球永續發展的理念，並能落實在日常生活中。 

  

  

國際教育 

能力指標  

【國際素養】 

2-1-2 體認國際文化的多樣性。 

2-2-1 瞭解我國與全球議題之關連性。 

【全球責任感】 

4-2-1 瞭解全球永續發展之理念並落實於日常生活中。 

學習目標  

【認知】 

1.認識不同形式的房屋。 

2.了解人類的活動是改變環境的因素。 

3.探索在居住生活中能實際執行的環保行動。 

【情意】 

1.樂意參與課程學習、討論及實作。 

2.展現對環境保護及永續的熱情與使命。 

【技能】 

1.製作具有環保意識的安全屋作品。 

2.繪製想像二十年後的環境樣貌。 

3.設計自己理想的小房子。 

4.發表小房子設計元素及綠建築指標。  

探究與行動 
1.針對住屋設計及材質選用原則，規劃使其更貼近原始自然環境。 

2.強化環境保護、永續發展的意識，以調整自己的生活習慣及方式。 

 期程安排  活動名稱  

發現  

第一節  一、認識芝加哥  

第二節  二、他們住哪裡﹖  

第三、四節  三、走進綠建築  

第五、六節  四、就地取材的小鳥屋  

比較  第七節  五、綠色新主張：  Tiny House  

第八節  六、挖土機來了  

思考  第九節  七、二十年後  

行動  第十節  八、我的小房子  



活動一：住屋安全性（共80分鐘） 

一、認識芝加哥 （40分鐘） 

（一）課前準備 

1. 世界地圖 

2. 地球儀 

3. 英語老師協同 

4. 教學 PPT  

（二）引起動機 

1. 老師提問:Peter 來自美國的明尼蘇達州，有誰

可以在地球儀上找到「明尼蘇達州」呢? 

2. 教學建議:可以搭配世界地圖使用，先在平面地

圖上找出明尼蘇達州，再對應到地球儀上。 

3. 利用地球儀說明 Peter 來到臺灣的路線。 

4. 進入主題:今天我們要請 Peter 來介紹一個城

市。 

（三）發展活動 

◎投影片內容: 

1. 芝加哥屬伊利諾州，位於美國中西部。 

2. 芝加哥於西元 1871 年發生大火，毀壞了大約 9

平方公里的範圍。 

3. 石材建造的芝加哥水塔，是大火中唯一倖存的

公共建築。 

4. 有些建築上出現蠑螈的圖像，象徵不再發生火

災。 

5. 全美第二高的摩天大樓(威利斯大廈)就在芝加

哥。 

6. 居住在芝加哥的外國人，他們的生活環境、習慣

及傳統節慶都不一樣，例如: 

 【墨西哥】有類似萬聖節的遊行。 

 

 

 

 

 

 

 

   

 

 

【義大利】國旗上的顏色在生活中的展現、特色 

      美食。 

 

 

 

 

 

 

 

 

 



【愛爾蘭】綠色的聖派屈克節，他們甚至會

把河流染成綠色的，這些是特殊染料，不會

影響環境。 

 

 

 

 

 

 

 

 

 

 【中國】建築物的形式很有特色。  

 

 

 

 

 

 

 

 

 

（四）歸納及總結  

1. 西方建築使用石材，與現今的鋼筋混凝土建

築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風貌，對環境也有不一

樣的影響。鼓勵學生思考這兩者間的差異

性。 

2. 引導學生發現文化活動的進行，有時會對環

境造成影響，例如垃圾或其他衍生汙染的問

題。 

3.  開放學生互動時間，以「同時空中的文化多

樣性」為主軸，請學生分享自己的居住環境

經驗，與外國朋友交流。  

 3.這些地方會住人嗎? 

    4.為了適應環境，他們會蓋什麼樣的房子? 

       ◎發下學習單，大家先猜一猜，連連看。 

（三）發展活動 

◎投影片內容: 

1. 展示雪地圖片，請學生猜猜看，這裡的房子會

是什麼樣子? 

2.  展示蒙古草原圖片，再請學生猜猜看，這裡

的房子會是什麼樣子?(以此類推) 

3. 引導學生發現不同環境應該會有不同的住屋形

式。 

4. 逐一介紹不同環境中的住屋形式，並搭配影片

說明，例如: 

        【蒙古草原】搭建蒙古包以符合逐水草而居的 

            需求。 

 

 

 

 

 

 

 

 

 

 

【沙漠】為了取水方便，會在綠洲形成聚落。 

 

 

 

 

 

 

 

 

 

 

 【山坡、低漥或潮濕的地方】為了防止水氣進 

     入屋中，會以架高的方式搭建住屋。  

二、他們住哪裡? （40分鐘） 

（一）課前準備 

1. 教學 PPT 

2. 學習單(附件一)  

（二）引起動機 

            老師提問: 

1. 之前 Jimmy 在 Environment 課堂上教你們的

自然環境有哪些? 

2. 你們還記的這些大自然環境的英文怎麼說嗎? 

 



◎還有窯洞和冰屋(屬於就地取材)、斜屋頂(適合 

   下雪的地方)等。  

 

 

 

 

 

 

    

 

 

◎補充資料: 「就地取材」的冰屋全部以冰雪疊

成，充分利用了空氣對流和輻射原理，屋內的熱

量不易散失，並可在屋內用海豹油取暖，使屋內

因冷熱空氣對流而暖和起來。  

（四）歸納及總結  

1. 不同形式的住屋，各有其不同的形成原因。 

2.  「就地取材」是早期交通不便時的蓋房限制，

卻成了現代建築的智慧源頭，更能達到節能減

碳的需求。 

3. 建築選材除了舒適、美觀之外，也應將友善環

境的因素列入考量，使人類的足跡更能融入在

自然環境中。  

活動二：住屋設計新思維（共80分鐘） 

一、走進綠建築 （80分鐘） 

（一）課前準備 

1. 校外教學地點: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 

2. 學習單(附件二)  

（二）引起動機 

 

 

 

 

 

 

 

 ◎ 校外教學前一天展示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的照

片，事先與學生討論當天可以提問的問題，以

下為學生想要詢問的內容:  

1. 為什麼要蓋成三角形的樣子? 

2. 為什麼入口要這麼大? 

3. 為什麼這裡會有眼鏡蛇? 

4. 為什麼屋頂要種草? 

5. 為什麼那裡的樹那麼少? 

6. 為什麼要特別規劃兒童圖書區? 

7. 為什麼兒童圖書區的書要擺那麼多? 

8. 我平常就可以來嗎? 

9. 這些書是從哪來的? 

10.書可以借回去嗎?怎麼借? 

11.提醒校外教學應注意服裝儀容整齊及禮貌。  

（三）發展活動 

1.於預定時間到達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門口。 

2.導覽路線及內容: 

   (1)先到室外，從小山坡上看圖資館，說一說它  

        像什麼? 

     ◎參考答案:一座山、一本書、一塊起司、切了 

       一塊的蛋糕…… 

   (2)進到室內，介紹多媒體互動區。 

   (3)逐層簡介。 

   (4)針對綠建築設計的部分加以說明。 

        a.建築中有許多窗戶，採用自然光，達到省電 

           功效。 

        b.館外的湖有蓄水作用，主要是收集雨水，之 

           後會將雨水抽到圖資館樓上，用來沖廁所， 

           以及澆水。此舉可以省水。 

        c.三樓有一個挑高到五樓、呈現中空的區域， 

           五樓頂設置通風管，利用熱空氣上升、冷空 

           氣下降的原理，讓熱空氣可以自行排出，以 

           減少室內冷氣的使用，發揮節電的效果。 

       d.頂樓斜屋頂上種植草皮，避免陽光直射而導 

           致室內溫度上升，一樣是省電的設計。 

       e. 此外，還有館藏圖書區的介紹，並且指導 

           學生使用館藏搜尋系統，搜尋自己想要找 

           的書籍。 

（四）歸納及總結  

1. 學生與導覽員互動，提問自己準備的問題。 

2. 複習此建築物在節電、節水上的設計理念，加

強「建築設計」與「氣候環境變遷」的連結，

亦即良好的建築設計，可以減少能源的消耗。 

3. 書寫並完成學習單。  

活動三：建材及建屋環境的選擇（共240分鐘） 

一、就地取材的小鳥屋  （80分鐘） 

（一）課前準備 

1. 小鳥蛋數顆、小組共同討論所需的材料(製作小鳥

屋)  

（二）引起動機 

       1. 老師提問:什麼是「安全的居家環境」? 

◎建議答案:好鄰居、不容易起火、沒有水災侵

襲、沒有小偷…… 

◎臺灣位於地震帶上，防震也會是住屋建築時應

該考量的一環。 

        2. 老師展示小鳥蛋並提問: 

1) 小鳥蛋的居住環境在哪? 

2) 跟我們一樣嗎? 

3) 有什麼不一樣? 

4) 如果我們要幫小鳥蓋一個安全的房子，我們要

考慮什麼因素? 

5) 我們要準備那些材料? 

6) 材質的選擇與環境有什麼關聯? 



       3. 老師提問:怎樣的住屋選材是「對環境友善」的? 

1.◎之前的課程中學生已有「就地取材」的概念，

因此提醒他們要盡量使用教室裡或周圍環境就可

以取得的素材。  

（三）發展活動 

1. 小組共同討論所需的材料，老師進行必要的協

助，例如提供教室內的材料。 

2. 學生共同討論出三款不同的材料組合。 

 

 

 

 

 

 

 

 

3. 10分鐘的時間各自蒐集材料，然後回教室進行組 

     裝。 

4. 進行模擬測試、改進、再測試。 

5. 到溜滑梯上實地進行墜落測試。 

6. 感謝小鳥蛋讓我們練習怎麼替它們準備防震的房 

    子。 

◎感謝小鳥蛋，並將破掉的小鳥蛋放到大樹底

下，讓它回歸自然、成為樹的養分。 

（四）歸納及總結  

1. 比較失敗/成功的小鳥屋間的差異，探討成功保護

小鳥蛋的因素。 

 

 

 

 

 

 

 

 

        2. 歸納住屋設計時應考慮的因素。 

◎建議答案:取材方便性(盡可能就地取材以減少運

送時的支出)、地理環境(有些地方不適合居住)、

安全因素(棉花類柔軟的材料，比樹枝等更適合保

護小鳥蛋)…… 

       3. 注意建築材料的選用，當未來小鳥不住時，這些 

           材料可以完全回歸自然，最大程度、友善的對待 

           環境。 

(尼伯特風災後清運到掩埋場的建築廢材，因為分類回收

成本太高，兩年後依然堆置在原處)  

二、綠色生活新主張—Tiny House （40分鐘） 

（一）課前準備 

1. 教學PPT  

（二）引起動機 

老師提問:這是一棟你的房子，想想看，房子裡

需要什麼?  

 

 

 

 

 

 

 

◎建議答案:睡覺的地方、床、水、浴室、馬桶、

冰箱、書桌、衣櫥、電燈、……  

（三）發展活動 

            老師繼續提問，配合投影片: 

         1.你們剛剛說的內容，大部分都需要用到電。你 

            們知道電是怎麼來的嗎? 

 

 

 

 

 

 

 

◎引導方向: 帶入用電能源議題。因大量電能需

求、大量火力發電的結果，使環境中排放出更

多二氧化碳，造成溫室效應、加劇全球暖化等

問題。因此生活習慣與氣候環境變遷的關係是

密不可分的。 

         2.你的房子大嗎? 

 

 

 

 

 

 

         3.這是Jimmy在臺東的家(公寓) 

 

 

 

 

 

 

 

 

             →因為臺灣很熱，只要有人在家，五個房間的 

                 冷氣幾乎都要一直開著，每個月的電費都很 

                 嚇人。 



4.如果這是一棟大房子，它需要用到的電就更多 

   了。所以我們來看看另一種形式的房子，它叫 

   做:Tiny House! 

 

 

 

 

 

 

 

 

 

◎影片欣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ZhFTBXCWGNc  

（四）歸納及總結  

        1. 所謂「綠建築」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

A0%E8%89%B2%E5%BB%BA%E7%AF%89) 

2. 想一想，我們怎麼讓我們自己的房子更「綠」 

    呢? 

◎參考答案:有省電的設計、將雨水回收再利用、

空氣流通的設計、蓋小一點的房子、不要買很多

用不到的東西、選擇永續的建材……  

三、挖土機來了 （40分鐘） 

（一）課前準備 

1. 教學PPT 

2. 利吉老照片 

3. 《挖土機年年作響》 

4. 學習單(附件三)  

（二）引起動機 

        1.複習不同環境的住屋形式: 

           冰雪覆蓋—冰屋 

           會下雪的地方—斜屋頂建築 

           蒙古草原—蒙古包 

           沙漠—集中在綠洲 

           黃土高原—窯洞 

           低窪、潮濕或山坡地—高腳屋 

        2.老師針對「居住環境風貌的改變」進行提問: 

           (1)同一個地方的住屋形式會一直一樣嗎? 

           (2)如果不一樣，它的原因是什麼? 

           (3)我們的學校附近的環境從以前到現在，有哪些 

                不一樣?  

            ◎建議答案:以前沒有樓房、路是後來才開的、因 

              為使用需求大所以蓋了新的教室…… 

        3.校園的過去與現在。  

 

 

 

 

 

                                     〈以前〉 

 

 

 

 

 

 

                                      〈現在〉  

         4.挖土機來了，利吉社區變得不一樣了。 

 

 

 

 

 

                                       (鋪橋造路)  

（三）發展活動 

◎展示繪本《挖土機年年作響》，說明:這是約克

米勒在同一個地點，每隔三、四年就畫一張圖，

之後集結起來的一件作品。 

1. 共同欣賞繪本，引導學生發現這七張不同的圖，

是同一個地點但不同年份的紀錄。 

2. 兩張、兩張比較彼此間的差異，看看畫面上多了

什麼?少了什麼? 

3. 圖畫中、建築物旁有一棵樹，配合藝文課堂上的

內容，請學生特別關注樹木的變化。 

4. 讀完七張圖後，請學生分享自己最喜歡及最討厭

的各是哪些畫面?為什麼? 

（四）歸納及總結  

        1. 填寫學習單，完成後分享。 

 ◎教學建議:環境問題是約克米勒的作品中經常會

關注的焦點。他呈現一個真實的世界，希望讀者

思索自己的生活環境，進而思考、批判。 

        2. 預告之後我們將有一堂課，要請大家畫下20年後 

            學校或利吉社區會變成什麼樣子。  



四、二十年後 （40分鐘） 

（一）課前準備 

1.  《挖土機年年作響》 

2.  32K圖畫紙數張 

3.  上色工具  

（二）引起動機 

1. 詢問大家還記的《挖土機年年作響》的內容嗎? 

2. 快速瀏覽一次。 

3. 提醒學生:今天我們要像約克米勒一樣，來畫一

畫自己的環境。參考畫題如下: 

1) 在你的社區裡選一個你最喜歡的角落，畫下

它現在的樣子。 

2) 在我們學校裡選一個你最喜歡的地方，畫下

它現在的樣子。 

（三）發展活動 

1. 拿到紙張後就開始畫它「現在」的樣子，畫好

之後可以上色。 

◎老師巡視行間，稍加提問，讓學生聚焦自己

與該「環境」的連結上。例如:這是哪裡?那裡

有什麼?你為什麼喜歡那裡?...... 

2. 完成這個地方「現在」的樣子之後，再拿另一 

1.     張紙，畫下它「20年之後」可能會是什麼樣 

2.     子。 

3.◎老師巡視行間，繼續提問，引導學生聚焦

在該「環境」20年後有什麼不一樣?以及為什

麼會不一樣?可能原因是什麼?...... 

4.（四）歸納及總結  

5. 學生輪流上臺發表，介紹自己的兩張圖。 

6. 說明它們有什麼不一樣? 

7. 造成改變的原因是什麼? 

8. 分享自己比較喜歡「現在」的?還是「20年

後」的? 

9. 想一想自己可以為我們的環境盡什麼心力? 

10.老師做總結。  

（一）課前準備 

1.   網路資源 

2. 學習單(附件四)  

（二）引起動機 

1. 請學生回顧、分享「綠建築」的意思? 

2. 回憶Tiny House的設計理念。 

3. 介紹未來智能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DXG_YNMfTIM) 

◎教學建議:當學生發表自己對於小房子、未來

智能屋等的看法時，每個人偏好的方向可能會

不一致，例如有人覺得智能屋可以解決很多問

題；但也有人覺得這樣很耗電。老師鼓勵學生

說出自己的想法及原因即可。 

（三）發展活動 

         1.請學生發表小房子可以有的設計元素。 

             ◎參考答案: 

               格局—一房一廳一衛浴…… 

               設備—自然庭院、大地停車場…… 

               綠房子特色—自然採光、水循環系統、太陽 

               能板…… 

         2.發下學習單，請學生將自己的設計元素寫下 

             來。 

         3.根據想法，設計自己的小房子。  

（四）歸納及總結  

1. 利用朝會時進行全校性的設計理念發表。 

2. 開放觀眾提問。 

3. 進行投票。 

4. 學生根據投票結果進行討論: 

     a.哪一項設計元素使某件作品得到最高票? 

     b.觀眾喜歡它的原因可能是什麼? 

     c.這個因素對環境真的有幫助嗎?為什麼? 

5.老師總結。  

五、我的小房子 （40分鐘） 



學習目標 評量方式  

【認知】  

1.認識不同形式的房屋。  學習單紀錄  

2.了解人類的活動是改變環境的因

素。  
口語回答  

3.探索在居住生活中能實際執行的環

保行動。  
舉出三種居家生活中的節能方法  

【情意】  

1.樂意參與課程學習、討論及實作。  
課程進行及作品製作時，展現的投入程

度  

2.展現對環境保護及永續的熱情與使

命。  

課程後，能否在生活中展現省水與省電

的行動  

1.製作具有環保意識的安全屋作品。  完成一件安全屋作品  

【技能】  

2.繪製想像二十年後的環境樣貌。  
說明居住環境20年後可能的改變及敘明

可能的原因  

3.設計自己理想的小房子。  學習單評量  

4.發表小房子設計元素及綠建築指

標。  
清楚表達我的小房子的設計理念  

1.〈構築循環經濟〉，北區中小學國際教育中心課程發展組王俐蘋。 

2.〈談 Tectonic 構築〉，http://forgemind.net/media/archives/291 

3. 臺東縣富山國際教育實驗小學三年級國際教育課程架構，侯錦鳳老師設計。 

4. 國際教育融入中小學優良課程方案〈呷有什麼關係—飲食與環境正義〉，新 

    北市新興國小鄭朝月老師。 

5. 國際教育融入中小學優良課程方案〈世界有你更美好—全球關懷與實踐〉，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魏玎如老師，臺北市溪口國小賴俐帆老師。 

6. 利吉社區老照片，社區發展協會。 

7.《挖土機年年作響—鄉村變了》，約克米勒，和英文化。 

8. 網路資源:Tiny House、未來智能屋。 



課程設計方面 

這一份教學方案的成形，首先要感謝林慶和老師，在幾年前年段共同討論設計國際教育課程架構時，拋出

了「見築‧建築」的想法，因此給了今年中年級教學群豐沛的靈感。時間的縱軸引領我們參閱古今建築，區域

的橫軸引領我們思考建築與環境的關係。此外，也要感謝團隊中每一位老師的協助，不論在課前架構討論、

課中資料或人力支援，亦或是課後教案討論及文字資料整理等等。 
 

今年因為ETA Jimmy的關係，我們有了更多和外國朋友交流的機會。參考學校原本既定的國際教育課程，

我們發展出一份從「住」出發，並且能在「住」當中落實的環境教育方案。文中雖然是以「芝加哥」這個城

市為出發點，但其實也可以以其它城市取代。 
 

這一份教學方案的產生，起因於我們想將國際的概念帶到教室裡，希望學生在課堂的學習後，能更關注世

界議題，例如三年級學生還沒有發電的概念，當他們看到火力發電廠煙囪排放廢氣的照片時，十分震驚，立

刻聯想到某地方空氣品質惡劣，連帶影響附近區域或國家的相關議題。因此我們研發出一系列的活動，並在

三年級的相關領域課程中進行教學，跨領域的部分則利用彈性課程再加以延伸。 
 

針對聯合國永續發展的目標，我們將焦點擺放在「環境與永續」的議題上，帶孩子進入人與大自然的關聯

中，思考該如何友善的對待大地，最終構築屬於大自然的房子。 
 

當然，再縝密的研討，還是會有不足的地方。 
 

針對教學目標，社會領域的老師在課程檢討時提到，除了讓學生能具環保意識，且發揮創意設計理想的房

子，亦可融入社會領域所提及的地方老建築資源的探討，帶領學生認識何謂「再生建築」，讓老建築不只能

被保存、讓後人認識，還能落實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的理念。 

社會領域教材中也提及幾處本已廢棄，但經過居民和政府共同維護與再造的建築，成為地方特色與驕傲。

因此建議教師能針對此部分做「再生建築」的補充，並結合建築之教案做較具體的發想或設計，或許還能結

合當地居民，發掘歷史建築，再造歷史光榮。 
 

課程進行方面 

課程中我們安排了許多機會，讓學生透過實際練習來強化口語表達能力，傳達個人想法，亦可視為評量的

依據。分享表達自己的想法，是現代公民應具備的基本素養。然而我們也發現學生經常會覺得「自己做得不

好」，而且「怕會被別人笑」，所以「不敢表達」，這一點藝術與人文課堂上的老師體會很深。 

仔細探究背後的因素，的確發現教室裡有些學生，常會在別人分享時，講些不好聽或嘲笑的話，使得正在

分享的同學分心，甚至害怕表達自己的想法。久而久之，惡性循環的結果，班上沒有可以學習的榜樣，學生

因此更加沒有自信。 

於是授課老師利用其他時間先示範上臺分享時要注意的地方，例如:(1)立正站好、敬禮；(2)善用開頭問候

語:大家好，我是○○；(3)陳述主要內容；(4)結尾感謝語:謝謝大家；(5) 立正站好、敬禮。結束後從容下台。

另一方面，提醒未上臺的學生，聆聽別人分享時要安靜、給予尊重，聽到對方說「我的分享到這裡，謝謝大

家」時，要給予掌聲以茲鼓勵。當然，這些說明只是前置作業，接著學生在不同領域課程中進行實際練習才

是重點。 

現在我們的學生幾乎都可以很大方的跟別人分享他的作品或想法。我們期望學生，不要只是在教室裡激盪

出火花，更要能將他們學習到的知識，分享出去以影響更多人。於是我們更進一步讓學生站在全校師生面

前，闡述自己的理念和想法，然後邀請其他老師及學生給予回饋。 

此外，課程進行時還不時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插曲，也讓課程充滿趣味性。例如活動四「就地取材的小鳥

屋」，完成小鳥屋測試之後，我們在教室裡討論「如何使住屋達到安全的標準」，學生提出「沒有摔破的鳥

蛋都有很好的防護措施」的看法，進而引發「繫安全帶」、「戴安全帽」等的想法，課堂氛圍竟然轉向，儼

然成了交通安全宣導了。所幸後來又有人提出「要把屋子蓋在安全的地方」、「用適當的材料」等，課程才

又歸回正軌。 

孩子的純真與良善，很自然且很樂意的融入課程主題，一直是我們在課程進行時最佳的強心劑。課程進行

中還有許多令我們驚訝的小感動，尤其是當我們發現學生將他們的反思展現在實際的行動上時。他們願意在

生活中落實省水、省電；設計未來屋時，還突發奇想的想要做個可以收集閃電的超級電池，這樣就能省電；

藝術與人文的課堂上，有個學生說她現在就要開始種樹，這樣二十年後的環境會比現在更好……那些體貼自然

的心在在都讓人感動。我們期待，孩子們能將這份體會帶到未來，創建更美好的居住環境、永續經營的世

界。 



◎配對遊戲:先猜一猜、連連看，等一下我們再一起找答案。 

 

 
 

                                         (                                    ) 

 

                                          (                                   ) 
    

                                          (                                  ) 
 

                                          (                                    ) 
 

                                          (                                     ) 
 

                                          (                                   ) 



走進綠建築  

討論後擬定想提的問題  參觀筆記  

(參考問題) 

1. 為什麼要蓋成三角形的

樣子? 

2. 為什麼入口要這麼大? 

3. 為什麼這裡會有眼鏡

蛇? 

4. 為什麼屋頂要種草? 

5. 為什麼那裡的樹那麼

少? 

6. 為什麼要特別規劃兒童

圖書區? 

7. 為什麼兒童圖書區的書

要擺那麼多? 

8. 我平常就可以來嗎? 

9. 這些書是從哪來的? 

10. 書可以借回去嗎?怎麼

借?  

 

參觀心得  

 

〈臺東大學圖資館(參考)〉 



挖土機來了  

◎房子繪本導讀 

1.比較最喜歡/討厭的一頁。  

 最喜歡的一頁  最討厭的一頁  

季  節  

  

景  象  

  

原  因  

  

地     點  現   在  20年後  

   

  

特點描述  

  

2.畫畫現在/未來  

◆我(喜歡/討厭)20年後的這個地方，因為……  



我的小房子 

設計元素  設計圖  

 

 

◎投票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