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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111至114年度新北市數位學習精進計畫 

112年度數位學習創新教案設計 

一、基本資料 

服務學校 新北市立大觀國民中學 設計者 何中楷 

領域/科目 

跨領域課程設計 

Part 1.第一～二節： 

資訊科技、地球科學 

Part 2.第三～四節： 

永續行動（彈性）、綜合活動 

Part 3.第五～六節： 

生活科技 

實施年級 

九年級 

單元名稱 浮水之「洲」 總節數 
分為三個部分，共6節 

(共270分鐘) 

行動載具 

作業系統 
□Android 系統  ■Chrome系統 ■iOS系統 ■Windows系統 

二、教案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地球科學 

po-Ⅳ-1能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

用、自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中，進行各

種有計畫的觀察，進而能察覺問題。 

pc-Ⅳ-2能利用口語、影像（例如：攝影、

錄影）、文字與圖案、繪圖或實物、科學名

詞、數學公式、模型或經教師認可後以報告

或新媒體形式表達完整之探究過程、發現與

成果、價值、限制和主張等。視需要，並能

摘要描述主要過程、發現和可能的運用。 

ai-Ⅳ-2透過與同儕的討論，分享科學發現

的樂趣。 

資訊科技 

運 p-IV-3能有系統地整理數位資源。 

運 p-V-1能整合資訊科技進行有效的溝通表

達。 

綜合活動 

3a-IV-1危機辨識與處理 

生活科技 

設 a-IV-1能主動參與科技實作活動及試探興

趣，不受性別的限制。 

核心 

素養 

地球科學 

自-J-B2能操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科技設備與資

源，並從學習活動、日

常經驗及科技運用、自

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

體中，培養相關倫理與

分辨資訊之可信程度及

進行各種有計畫的觀

察，以獲得有助於探究

和問題解決的資訊。 

 

資訊科技 

科-J-A1具備良好的科技

態度，並能應用科技知

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綜合活動 

綜-J-A3因應社會變遷與

環境風險，檢核、評估

學習及生活計畫，發揮

創新思維，運用最佳策

略，保護自我與他人。 

 

 

學習

內容 

地球科學 

Ib-Ⅳ-5臺灣的災變天氣包括颱風、梅雨、

寒潮、乾旱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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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 

資 T-IV-1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 

綜合活動 

童 Dc-IV-1 戶外休閒與環境議題 

生活科技 

生 P-IV-1 創意思考的方法。 

生 P-IV-2 設計圖的繪製。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 

生活科技 

科-J-A2運用科技工具，

理解與歸納問題，進而

提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科-J-C2運用科技工具進

行溝通協調及團隊合

作，以完成科技專題活

動。 

議題 

融入 

實質

內涵 

【資訊教育議題】 

資 E5 使用資訊科技與他人合作產出想法與作品。 

資 E8 認識基本的數位資源整理方法。 

資 E9 利用資訊科技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防災教育議題】 

防 J1 臺灣災害的風險因子包含社會、經濟、環境、土地利用…。 

防 J3 臺灣災害防救的機制與運作。 

防 J6 應用氣象局提供的災害資訊，做出適當的判斷及行動。 

 

所融

入之

學習

重點 

PART1.「均一平台自主學習」、「資訊摘要與整理_組間共學與組間互學」 

學習內容：Ib-Ⅳ-5臺灣的災變天氣包括颱風、梅雨、寒潮、乾旱等現象、資 

T-IV-1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 

教育議題：資 E5、資 E8、資 E9、防 J1。 

PART2. 「危機風險管理與應變措施」、「浮水之『洲』_桌遊」 

學習內容：資 T-IV-1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童 Dc-IV-1 戶外休閒與環境議

題。 

教育議題：資 E5、資 E8、資 E9、防 J1、防 J3、防 J6。 

PART3.「問題解決構思_排水設施設計」「問題解決實踐_排水設施實踐與應

用」 

學習內容：童 Dc-IV-1 戶外休閒與環境議題、生 P-IV-1 創意思考的方法、

生 P-IV-2 設計圖的繪製、生 P-IV-3 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 

教育議題：防 J1、防 J3。 

 

教材來源 自編課程、均一平台。  

教學設備/資

源 

桌上型電腦、投影機、平板。 

自製學習單、投影片、桌遊教具、小白板、白板筆、板擦。 

 

使用軟體、

數位資源或

APP內容 

均一教育平台、Google搜尋引擎、3D災害潛勢地圖、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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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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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一平台自主

學習」、「資訊摘

要與整理_組內共

學與組間互學」 

「危機風險管理與

應變措施」、「浮水

之『洲』_桌遊」 

「問題解決構思_排水設施

設計」「問題解決實踐_排水

設施實踐與應用」 

三、教學設計理念及架構 

  近年來新課綱實施，有不少的學習途徑與思考方式，都提供與發掘了學生在學習成

效上的各種可能性。本次課程透過跨領域的設計，從大觀國中出發，結合在地化的校園

特色，使用數位學習平台及相關網路搜尋功能，引導學生進行多樣化的學習模式；同時

利用真實生活中可能會淹水的情境，引導學生進行思考分析，彙整提出可行的措施，並

進行危機風險評估，由遊玩桌遊＿浮水之「洲」，關心週遭正在發生的事情，引發學生的

學習動機；最後在實踐的面向，引入排水的相關問題，讓學生透過設計與手作，由可以

身體力行的方案_排水孔設施改良出發，培養學生的問題解決、創意思考的能力。 

  在教學策略上，以 PBL 教學方式為主，透過切身相關議題的討論，於過程當中習得

相關的知識、技能，並陶冶對科學的好奇、對事件的重視，透過各種途徑的討論與問題

解決，延伸探討各種未知。同時搭配自主學習課堂的教學四個歷程：「學生自學、組內共

學、組間互學、教師導學」。以學生為主體進行探究，能在過程中，瞭解與認識影響天然

災害的因素、相對應的措施跟評估，並建立對於科學的具體概念、好奇心、自信心、成

就感，分享科學發現的樂趣。 

  中楷設計的教案浮水之「洲」總共分為三個部分，整體教案的設計架構如下： 

 

 

 

Part2 

浮水之洲 

Part3 

慮洲藻密 

Part1 

風雨同洲 

浮水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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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單元循序漸進、相輔相乘、由淺入深，其設計理念分述於下： 

 

PART1.風雨同舟：「均一平台自主學習」、「資訊摘要與整理_組內共學與組間互學」 

理念緣起：現代網路資源相當多，是一個大數據時代，有很多途徑可以習得學習知識，

知識也不再僅限於課堂、課本上，古言：「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而透過這個階段的

學習，教師先引導讓學生知道網路上的資料好用有可信度（哪些魚好吃）、要如何蒐尋

與彙整（要如何釣這些魚）。 

採用教材：均一教育平台、Google搜尋引擎、3D災害潛勢地圖、YouTube、學習單。 

設計理念：第一節課，教師以均一教育平台、學習吧、因材網、CoSci、PhET、

Youtube...等相關教育平台資源，提供學生不同路徑的資源取得方式，接著以台灣災變

天氣作為作業，運用均一平台的影片教學，讓學生回家進行自學。第二節課，檢視自學

完成度，教師發派各組報告災變天氣項目，配合影片及網路資源，小組進行更加精進的

組內共學討論並撰寫重點摘要，接著進行組間報告互學，最後讓學生思考哪些天然災害

會發生在學校附近。將學習主體回歸學生，而教師作為引導者與統整討論看法的角色。 

 

PART2.浮水之洲：「危機風險管理與應變措施」、「浮水之『洲』_桌遊」 

理念緣起：新北市大觀國中所在的地區_浮洲，兩側分別有大漢溪、湳仔溝，是一個位

在河邊且地質鬆軟的地方，故同時也是一個淹水、土壤液化的高潛勢地區，透過網路資

源的圖層探索、浮水之洲的桌遊，讓學生關心學校周遭可能會發生、切身相關的災害，

建立與培養學生「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的概念。 

採用教材：Google搜尋引擎、3D災害潛勢地圖、浮水之洲桌遊、學習單。 

設計理念：第三節課以 Google 搜尋引擎、3D災害潛勢地圖出發，讓學生從地理資訊系

統的疊圖，了解學校周遭可能出現的天然災害、氣象災害，並由危險風險管理矩陣，讓

學生分析風險指數，討論哪些做法可以降低災害風險程度。第四節課以浮水之洲的桌遊

出發，延伸探討影響浮洲淹水的相關因素及作為，並在進行遊玩發現、討論跟心得分

享，最後思考家中附近或大觀國中有淹水問題，可以如何從發生前、發生中、發生後進

行相關可身體力行的措施，達到減災與防災。 

 

PART3.慮洲藻密：「問題解決構思_排水設施設計」「問題解決實踐_排水設施實踐與應

用」 

理念緣起：透過情境的塑造，由大觀國中的校園相關排水設施出發，讓學生進行觀察、

設計、製作、實踐，達到培養「問題解決」的能力，同時能夠「作中學，學中作」，透

過課程落實 maker創客精神，讓學生延伸探討相關問題、體會科學的樂趣與滿足好奇

心。 

採用教材：學習單、排水設施製作器材。 

設計理念：第五節課，以淹水作為主軸，學生針對排水設施進行設計，以避免髒汙、落

葉可能會因為下雨而卡住排水孔的問題，讓學生運用老師提供的材料或自備材料，將設

計作圖於學習單，並條列作法與簡易說明。第六節課，運用相關材料進行製作，透過一

次次的改良與紀錄，將設備逐步更進與最佳化，最後透過發表與測試，將作品以實驗、

口語方式進行發表，比較各組優缺點並進行歸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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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階段教學活動設計 

節次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使用軟體、數位資

源或 APP 內容/學習

重點/四學 
PART1.

風雨 

同舟 

第一節：均一平台自主學習 

引起動機 

1.詢問學生有無於線上學習的經驗？最近一次查資料是

查了哪些東西？ 

2.請幾位同學示範平常查資料的方式或模式（例如：用

什麼瀏覽器、會打什麼關鍵字） 

 

發展活動 

1.教師說明搜尋時可能出現的狀況(為何都找不到資

料?)，並介紹學習相關教育平台，包含均一教育平台、

學習吧、因材網、CoSci、PhET、Youtube…等，同時引

導學生思考，如何運用搜尋工具查到具有公信力、有可

信度的資料。 

2.學生每組拿取兩台平板，跟著教師示範內容，操作進

入均一平台，了解均一平台有哪些功能可以做使用。 

3.教師從均一平台上發布簡易任務，提供學生進行自學

練習，小組內可互相討論與完成任務。 

 

3.總結/評量活動 

1.教師由均一平台檢核各組完成任務狀況，並獎勵最先

完成教師任務的組別。 

2.教師預告下節課的內容，並提示回家自學單元：千變

萬化的天氣。 

（此單元共分為四個短影片：颱風、洪水與乾旱、寒

流、梅雨） 

 

 

 

8分鐘 

 

 

 

 

 

30分鐘 

 

 

 

 

 

 

 

 

 

 

 

7分鐘 

均一教育平台、學

習 吧 、 因 材 網 、

CoSci 、 PhET 、

Youtube 

→教師導學 

教師引導學生回憶

搜尋資料模式，並

思考怎樣的方式比

較好。 

→教師導學 

資 T-IV-1 

教師引導學生進行

資料搜索，並說明

資料可信度的重要

性。 

→組內共學 

小組共同完成老師

發布的任務，觀看

影片及回答問題。 

 

 

→學生自學 

學生回家作業為觀

看四部影片，進行

回家自學。 

 

 

 

 

 

 

 

 

 

 

 

PART1.

風雨 

同舟 

第二節：資訊摘要與整理_組間共學與組間互學 

引起動機 

1.教師請學生回顧均一平台觀看的影片內容，回憶台灣

有哪些氣象災害呢? 

 

 

3分鐘 

 

線上搜尋引擎、均

一平台、3D 災害潛

勢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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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檢核自己在影片當中看到的內容，並與組員交互

進行評比，將對各個天然災害的了解程度以星星評定於

學習單上。 

 
 

發展活動 

1.教師請小組挑選一個氣象災害進行簡易報告。透過均

一平台的影片、網路的資料進行重點彙整。 

內容須包含：氣象災害名稱、最可能發生月份、造成的

危害、近年相關新聞事件報導一則、如何做些應對措

施。並於空白處紀錄小組討論過程與報告。 

 

2.小組間進行報告與討論，並將它組報告的重點內容筆

記下來。（組間進行提問討論與補充討論可額外進行加

分） 

 
 

 

 
 

 

 

 

 

 

 

 

 

 

 

 

 

 

 

25分鐘 

 

 

 

 

 

 

 

 

 

 

 

 

 

 

 

 

 

 

 

 

 

 

 

 

 

 

 

 

 

 

 

→學生自學 

Ib-Ⅳ-5 

學生回顧自己所

學，並進行自我評

估自學狀況。 

 
 
 
 
 
 
 
 
 
→組內共學 

Ib-Ⅳ-5 

小組進行討論，彙

整重點，並比對各

自學到的內容，未

知的事物可由網路

搜尋進行共同討

論。 

 

→組間互學 

Ib-Ⅳ-5 

小組內彙整好資料

後，進行小組發

表，可藉由聆聽他

組分享，進行互學

獲得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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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評量活動 

1.教師統整同學報告內容，將相關資料排列於黑板前，

並請學生再次評定對於氣象災害的熟悉程度，以星星表

示。 

 
 

 
 

2.知道這些災害後，教師引導學生由3D 災害潛勢地圖，

觀察大觀國中週遭可能會有哪些氣象災害造成的危害呢?

哪些地方為高災害潛勢區?了解身旁可能出現的危害問

題。 

 
圖片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_淹水狀況 

7分鐘 

 

 

 

 

 

 

 

 

 

 

 

 

 

 

 

 

 

 

 

 

 

 

 

 

10分鐘 

 

 
 
 
 
 
 
 
 
 
 
 
 
 
 
 
 
 
 
 
 
 
 
 
 
 
 
→教師導學 

資 T-IV-1 

教師引導學生進行

延伸思考，剛才了

解很多的氣象災害

質狀況，帶領學生

思考大觀國中周遭

是否也會發生這些

狀況。 

 
 
 

PART2.

浮水 

之洲 

第三節：危機風險管理與應變措施 

引起動機 

教師引導學生回顧上節課內容，由3D 災害潛勢地圖，觀

察大觀國中週遭可能會有哪些氣象災害造成的危害呢?哪

些地方為高災害潛勢區?教師抽選學生進行回答。 

 

 

8分鐘 

 

 

 

 

 

3D災害潛勢地圖 

→教師導學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

並回顧上週查詢到

的地理資訊系統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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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活動 

1.教師說明風險評估矩陣用法，橫縱軸嚴重程度、可能

性的評估，與最後指數代表的意涵(灰色代表低、黃色代

表中、橘色代表中高、紅色代表高危險) 

2.學生對於在3D 災害潛勢地圖觀察到的災害，分別標出

這些災害在大觀國中發生的狀況，於風險等級評估表上

的位置。 

 
3.教師引導學生討論，這些風險可以經由什麼做為達到

風險減少，進行小組討論並記錄下來。 

 
 

 

總結/評量活動 

1.將結果進行小組間分享，並將他組跟自己的內容進行

比對，並記錄下來。 

2.對課程有哪些想多了解或覺得有疑問的地方，提出你

的問題。 

 

 

 

 

 

 

 

 

 

 

 

 

 

25分鐘 

 

 

 

 

 

 

 

 

 

 

 

 

 

 

 

 

 

 

 

 

 

 

 

 

 

 

 

 

 

12分鐘 

 

 

 

 
 
 
 
 
 
 
 
 
 
 
→教師導學 

資 T-IV-1 

童 Dc-IV-1  

教師引導學生學習

風險評估矩陣的用

法語用意。 

 
 
 
 
 
 
 
 
 
 
 
→組內共學 

學生經由教師導學

過後，進行組內的

討論共學，並將思

考與討論內容進行

評估與紀錄。 

 
 
 
 
 
→組間互學 

資 T-IV-1 

童 Dc-IV-1  

小 組 進 行 組 間 分

享，並將比對內容

或覺得剛才小組內

沒討論過的內容記

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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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浮水 

之洲 

第四節：浮水之『洲』_桌遊 

引起動機 

1. 教師說明桌遊遊玩方式、與課程相關性：浮洲為一個

沖積沙洲，是大漢溪和湳仔溝淤積形成的沙洲地，位於

板橋跟樹林之間，同時也因為這個形成方式，為一個土

壤液化跟淹水高危險地區的地方。透過這個桌遊教具的

操作及遊玩，了解影響淹水的因素有哪些、透水磚跟柏

油路的差異性、土壤液化的現象與影響因素，主題性的

了解生活周遭的天然災害與防災措施。 

2.教師提問有無對規則有不了解的地方。 

 
 

發展活動 

1.學生進行浮水之『洲』桌遊遊玩。 

在過程當中或結束後檢查卡牌，組內進行，討論最讓我

有興趣的三個事件發生為? 

 
2.學生針對卡牌進行記錄，哪些事件可能造成淹水，哪

些事件可能會讓淹水風險降低。並進行組間分享。 

 

 

 

5分鐘 

 

 

 

 

 

 

 

 

 

 

 

 

 

 

 

 

 

 

 

 

 

 

35分鐘 

 

 

 

 

 

 

 

 

 

 

 

 

 

 

 

 

 

 

 

 
→教師導學 

教師引導學生了解

桌遊的遊戲規則。 

 
 
 
 
 
 
 
 
 
 
 
 
 
 
 
 
 
 
 
 
 
 
→組內共學、學生

自學 

Ib-Ⅳ-5 

學生透過桌遊，自

學了解淹水的相關

事件與因素，並透

過小組內的互動，

進行討論。 

 
 
 
→組間互學 

Ib-Ⅳ-5 

學生進行組間分

享，了解他組在遊

玩捉遊的過程當

中，發現與學習到

哪些東西並進行對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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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評量活動 

1.教師引導討論有哪些設施或方法，是可以由自身身體

力行的做為?先回答問題，再觀看影片，後進行整理。 

浮洲橋遇雨必淹水 騎士"打水漂"摔車│中視新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YfE4KpMPKY 

2.教師提問：對課程有哪些想多了解或覺得有疑問的 

地方，提出你的問題。 

5分鐘 

 

 

 

 

 

 

→教師導學 

教師以影片，引發

引導學生對於身體

力行可以減緩或防

制淹水的做法。 

 

PART3.

慮洲 

藻密 

第五節：問題解決構思_排水設施設計 

第六節：問題解決實踐_排水設施實踐與應用 

引起動機 

教師提問回顧防治淹水的方法或措施有哪些，寫下至少

兩種。並抽選學生進行口頭發表。 

 

發展活動 

1.教師將防治淹水措施進行聚焦，讓學生針對排水設施

進行設計，運用老師提供的材料或自備材料，將設計作

圖於下方，並文字條列作法與用簡易做說明。 

 
2.學生針對設計圖進行排水設施製作，並將歷代改良過

程做紀錄。 

 

 

 

 

 

5分鐘 

 

 

 

65分鐘 

 

 

 

 

 

 

 

 

 

 

 

 

 

 

 

 

 

 

 

 

 

 

 

 

 

 

 

 

 

 

 
 
→教師導學 

教師引導學生進行

思考，如何防治淹

水並進行簡短發

表。 

 
→組內共學 

生 P-IV-1 

生 P-IV-2 

生 P-IV-3 

學生運用器材進行

設計、製作與改良

相關排水設施，進

行組內的共同學

習，若有不清楚的

地方，可以進行網

路搜尋或互相討

論，獲得最佳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YfE4KpMP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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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評量活動 

1.學生針對實驗結果進行發表。須包含 

(1)排水設施設計圖與作品 

(2)排水設施研發過程 

(3)實驗過程發現 

(4)認為可能的待改良處與解決方式 

每位成員須認領一項進行說明，並將結果紀錄在海報紙

上。 

2.教師針對研發物進行實驗，並將優秀作品特徵進行比

對，與學生進行統整討論。 

 

 

 

 

 

 

 

 

 

 

 

 

20分鐘 

 

 

 

 

 

 
 
 
 
 
 
 
 
 
 
 
 
 

→組間互學 

學生將自己的實驗

結果進行發表，可

以透過小組間的互

相觀摩，獲得新的

概念或想法，達到

組間互學目的。 

 
 

參考資料 

均一平台【觀念】寒流＜素養動畫＞ 

https://www.junyiacademy.org/junyi-science/science-juni/junyi-middle-

earth-science/nject/v/DZWYXOYfnlc 

均一平台【觀念】梅雨＜素養動畫＞ 

https://www.junyiacademy.org/junyi-science/science-juni/junyi-middle-

earth-science/nject/v/jmPF7mZa8h4 

均一平台【觀念】颱風＜素養動畫＞ 

https://www.junyiacademy.org/junyi-science/science-juni/junyi-middle-

earth-science/nject/v/di7CN1Qcahs 

均一平台【觀念】洪水與乾旱＜素養動畫＞ 

https://www.junyiacademy.org/junyi-science/science-juni/junyi-middle-

earth-science/nject/v/Kkuu2h8JZpw 

3D災害潛勢地圖 

https://dmap.ncdr.nat.gov.tw/ 

浮洲橋遇雨必淹水 騎士"打水漂"摔車│中視新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YfE4KpMPKY 

 

 

 

https://www.junyiacademy.org/junyi-science/science-juni/junyi-middle-earth-science/nject/v/DZWYXOYfnlc
https://www.junyiacademy.org/junyi-science/science-juni/junyi-middle-earth-science/nject/v/DZWYXOYfnlc
https://www.junyiacademy.org/junyi-science/science-juni/junyi-middle-earth-science/nject/v/jmPF7mZa8h4
https://www.junyiacademy.org/junyi-science/science-juni/junyi-middle-earth-science/nject/v/jmPF7mZa8h4
https://www.junyiacademy.org/junyi-science/science-juni/junyi-middle-earth-science/nject/v/di7CN1Qcahs
https://www.junyiacademy.org/junyi-science/science-juni/junyi-middle-earth-science/nject/v/di7CN1Qcahs
https://www.junyiacademy.org/junyi-science/science-juni/junyi-middle-earth-science/nject/v/Kkuu2h8JZpw
https://www.junyiacademy.org/junyi-science/science-juni/junyi-middle-earth-science/nject/v/Kkuu2h8JZpw
https://dmap.ncdr.nat.gov.t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YfE4KpMP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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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成果照片 

教

學

成

果 

 

 

 

 

說明:學生熟悉如何運用均一平台進行自學 說明:學生熟悉如何運用均一平台進行自學 

 

 

說明:學生針對均一影片重點進行擷取紀錄 說明: 學生針對均一影片的重點整理定格檢視 

 

 

說明:學生統整重點進行發表 說明: 學生統整重點進行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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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成

果 

 

 

 

說明: 學生統整重點進行發表 說明: 學生統整重點進行發表 

 

 

說明:各組學生重點進行比對 說明:學生進行3D災害潛勢地圖疊圖與觀察 

  

說明: 學生進行3D災害潛勢地圖疊圖與觀察 說明: 學生進行3D災害潛勢地圖疊圖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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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成

果 

  

說明: 學生進行3D災害潛勢地圖疊圖與觀察 說明: 學生自主查詢相關網路資料與討論 

  

說明: 學生組內共學進行討論 說明:學生進行排水設施的測試 

  

說明: 學生進行排水設施的研發 說明: 學生進行排水設施的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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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成

果 

  

說明: 浮水之『洲』_桌遊遊玩與紀錄 說明: 浮水之『洲』_桌遊遊玩與紀錄 

 

 

說明: 浮水之『洲』_桌遊遊玩與紀錄 說明: 浮水之『洲』_桌遊遊玩與紀錄 

  

說明: 浮水之『洲』_桌遊遊玩與紀錄 說明: 浮水之『洲』_桌遊遊玩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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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成

果 

  

說明: 浮水之『洲』_學習單紀錄 說明: 浮水之『洲』_學習單紀錄 

  

說明: 排水設施創意發想報告 說明: 排水設施創意發想報告 

 

 

說明: 排水設施創意發想報告 說明: 排水設施創意發想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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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心

得

與

省

思 

一、教學與課程設計的起點 

    教學上如何引起學生的探究動機，一直是老師在課堂上的課題，而有效確切的

提升內在動機，足以讓學生能夠走到探索到更遠的地方。大觀國中的學生，主要都

是來自浮洲附近地區，故本次課程設計便以浮洲為主題，從多個角度進行切入跟分

析，讓學生能夠增加對土地的關注與認同感、提升知識有用感及重要感，在這六節

課當中，透過均一平台的自主學習、危害風險分析、桌遊遊玩、實體發想與手做的

幾個面向，並提供真實情境跟實際問題，以四學的模式：學生自學、教師導學、組

內共學、組間互學，培養學生的各種素養能力，包含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規劃執

行與創新應變、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等，從學生的角度

出發而設計的跨領域校本課程。 

二、可行性與成效的分析 

  學生在學習成效上，於第一部分，都能確切的發現均一平台上素養動畫的重

點，並嘗試運用資訊能力進行資料蒐集，篩選出重要的訊息，同時在小組發表上呈

現出自己的發現與摘要，在相關災難事件的搜尋跟描述上，都很精彩，並且實踐自

主探索的過程，達成知識、技能、情感上教學目的。第二部分，學生能從風險管理

及桌遊，清楚生活周遭的危險因素及推斷如何降低，許多學生是以積極互動、好奇

愉悅的狀態投入課程，藉由小組進行操作、討論分析、發表，這是教學上很棒的風

景，同時也透過學生自身，自主習得獲得許多面向的能力。第三部分，學生透過排

水設施，做中學、學中做，課程當中發現同學在手做的過程中，會有些設計理念的

發想，也會跟同組同學解釋自己的看法且言之有物，因為材料有限，同學能透過分

析取得共識，再進行製作，最後進行發表，許多創作的概念跟發想都相當有意思。 

三、教學省思_教學及教具上可更新調整的內容 

  本次的課程設計，每個課程階段很像積木，透過不同面向切入，老師可按照班

級的性質、想培養的素養能力、課堂數量進行調整，老師不一定要按照第一節課至

最後一節課完全照表進行，是可融入不同想法進行連結調整。同時在教具實施上，

未來會朝將卡牌的點數進行調整，讓遊戲進行加速使之更為流暢；柏油路跟透水磚

的小實驗上，未來會朝運用更貼近實物的材質做為比較，使實驗上更為擬真。而土

壤液化的實驗，雖然非用真實沙粒做實驗，是用米粒作為比擬，但於實驗上相較於

細小砂石，是更容易觀察、也容易曬乾以作重複環保的利用，是個不錯的想法跟做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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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課堂學習單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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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課堂反思與回饋 

學生在學習完課程後，能夠因為課程而引起動機，同時關心與意識到自身周遭的一

些災害問題，並嘗試思考如何因應。 

 

 

 

  

 

 

 

 

學生在學習過程當中是覺得有趣得，能夠從討論當中獲得成就感、在遊戲當中對環

境跟災害議題進行近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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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學習單(共四頁) 

 

 

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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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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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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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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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教學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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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水之「洲」 PBL探究式課程    31 

 

附件三：浮水之洲規則說明 

卡牌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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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具為一組「三合一探究教學桌遊」，總共分為三個部分可作為探討，老

師可按照教學模式做調整跟增減。 

(1)人為事件、自然事件對於淹水的影響。 

(2)土壤液化的探究。 

(3)透水磚及柏油路對淹水的影響。 

裝置示意圖 

 

 

浮洲為一個沖積沙洲，是大漢溪和湳仔溝淤積形成的沙洲地，位於板橋跟樹

林之間，同時也因為這個形成方式，為一個土壤液化跟淹水高危險地區的地

方。透過這個桌遊教具的操作及遊玩，讓學生了解影響淹水的因素有哪些、

透水磚跟柏油路的差異性、土壤液化的現象與影響因素。結合大觀國中的校

本課程「永續行動」，讓學生主題性的了解生活周遭的天然災害與防災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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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為事件、自然事件對於淹水的影響。 

 

 
將火柴人小卡裝入夾鏈袋中，抽取事件卡牌。 

 

 
抽到增加水量，用杯子裝水倒入浮水之洲當中。 

(火柴人會因為全反射，被淹沒而看不到) 

 

 
抽到減少水量，開啟水閥洩掉積水。 

抽到水量減少時，可開啟水閥排水指定秒數 

比如：「水量-２」為開啟水閥２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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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閥開啟狀態 水閥關閉狀態 

抽到水量增加時，可由井字杯倒指定水量高度 

比如：「水量+２」為水量倒至數字2透明區間的可見高度 

 
規則說明: 

1. 每個人抽取樓層卡牌，放入「浮水之洲」當中。樓層卡牌上有火柴人，

遊戲最後活下來的火柴人最多者勝利。 

 

2. 以猜拳方式決定順序，逆時針輪流抽卡。抽到機會卡牌，會觸發人為及

天然事件，減低淹水機率，開啟水閥1~3秒排出指定水量；抽到危機卡牌，

會觸發人為及天然事件，造成淹水問題，用井字杯倒入1~3級指定水量。水

量一旦超過火柴人頸部，該層樓火柴人即被淹沒出局(後來水量回歸頸部以

下也算出局，無法復活)。 

 

3. 結束條件:(1)操作時間結束(2)有一玩家火柴人皆出局。 

 

4.分數計算:每個存活下來的火柴人，無論樓層皆算1分。 

預期效果:學生可以從卡牌遊戲當中，知道哪些因素會對淹水造成影響，並

知道結合社區，知道大觀國中附近的建設跟特色。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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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壤液化的探究。 

將水裝填一些到盒子當中，再於上方撲滿米，接著搖晃觀察現象。 

預期效果:搖晃過後米粒間隙變小，水被擠上來，形成土壤液化現象。 

  
(3)透水磚及柏油路對淹水的影響。 

將水倒入這兩個盒子上方，觀察透水磚(菜瓜布)及柏油路(PP 板)的差異性。 

預期效果:PP 板不透水，容易淤積水量；菜瓜布透水，水量下滲至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