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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2 年國教上路，核心素養成為課程中必要的培養能力。建成國中語文科（國

文科、英語科）與藝文科合作，透過情境課程助學生培養相關核心素養。在這個

繪本文創情境課程中，學生成為主動自發的文創者、學習者，而老師則轉變為引

導者、輔助者。在一年的繪本課程洗禮下，學生們成功地展現出相關核心素養，

也將能力實踐於如下所述的許多情境與場合中。 

    建成國中八年級的語文教師群，透過全年級的繪本課程實施，創發出「珍愛

臺灣植得記憶」課程；我們成功地幫助學生習得相關素養，並展現各組的文創繪

本中及繪本相關校內外說書表演及圖畫書展覽、圖畫書競賽上（Joanne，2019，

9 月）。本課程獲得小田園社團陳麗雲老師的支持與幫助，開放了學校小田園作

為繪本課程的學習暨教學場域；因此，學生們不但經常到小田園觀花賞葉、照顧

植物，也主動參加臺北市酷課雲電子書競賽、全國圖畫書比賽，陸續傳出捷報，

參與課程之前年級師生共 58 人獲得酷課雲電子書出版（臺北酷課雲，2019），或

感謝狀或是全國圖畫書競賽獎項（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2019）。課程成就讓我

們的課程不但獲得媒體的相關報導，也得到了 108 學年度天下雜誌舉辦的微笑臺

灣創意教案佳作。從繪本在社區公開展覽後，學生們陸續獲邀到臺北市立實小、

鄰近的大同幼兒園、臺北市立大學進行說書表演以及創作發表（Joanne，2019，

9 月）。是以，課程感動促使我們透過各種管道，將課程模組與教育界的先進及

夥伴們分享；期待一個好的課程模組，能獲得推廣，幫助更多孩子們學習應用自

己習得的能力，懂得主動解決問題、互相合作、溝通，進而創發作品。再者，學

生在創作過程中，由創作中了解珍愛臺灣及土地的精神。期許這樣的課程模組能

廣為推廣與應用，創發出更多令人驚豔的珍愛臺灣好故事。 

    總綱中明訂：「核心素養」是學生未來身為社會的一份子，為適應現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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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面對挑戰，所應具備的知識、能力與態度（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

心，2015〉。因此，我們不只是教孩子們如何學習相關語言、藝術知識；更期待

能培養孩子展現可應用於生活的能力，諸如創作故事、介紹自己繪本及說書表演

的能力。整體而言，我們對學生的成長期待與實際成效如下： 

    在教師專長分工指導下，學生學會整合的跨域能力，並實踐在繪本創作及說

書學習歷程上：英文課協助英語文法、邏輯；國文課強化寫作與結構能力、視覺

藝術課協助圖像設計。在繪本創作中體現各科所學的整合力。 

(一) 植得經驗在地出發，布展說書「植畫植說」，校內、社區展能，國際推廣 

    學生從種植與觀察植物過程中，了解土地的力量及植物收成的艱辛與喜悅；

接著透過繪本說書訓練與彩排，以中英對照的演繹方式，推廣給國際交換生，讓

國際友人不但能走入建成國中校園田園踏查，也透過學生們的介紹，了解臺灣的

國花、臺北市花，以及各組介紹的植物及寓言故事；最後學生們將自己的故事到

校內禮堂、校外的大學、國小及幼稚園推廣，將在地的植得精神推廣出去。 

(二) 受邀發表，無懼展能，師生夥伴，合作無間 

    教案獲獎後，我們師生受邀幼稚園、國小、大學發表；學生對於自己成為作

品的創作發表人一事感到受寵若驚。在幾次受訪及發表後，對於發表一事，學生

們從一開始的怯生生到後來的展能自若，也逐漸能認同自己及文創夥伴的合作關

係與能力。此外，我們發現師生的關係從上下關係，變成平行的夥伴關係；學生

們樂於與教師群共同發表作品或進行說書表演；他們亦主動請求老師們助其參加

各種展能的競賽。對於上述之主動學習與樂於展能的轉變，是我們看到課程中最

美麗的風景。 

二、本文 

(一) 創意教學背景說明 

    課程以國英相輔相成，以藝文科為輔，實踐跨域整合教學。以「珍愛臺灣在

地植感故事創作」為中心概念來引學生發現身旁及臺灣在地的植物並創作出相關

的愛護環境的寓言故事。重點概述如下： 

    課程先從引導學生觀察身旁的植物，寫出植物觀察日記，內含在地植物特

性，及從臺灣土地生長的植物感悟的特色或美味。接著創造繪本，在繪本中傳達

一個想要告訴臺灣人一起珍愛土地、自然或人事物的寓意，設計成一本有意義的

植感寓言故事；然後進行靜態展覽，最後指導學生說書，鼓勵學生從社區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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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國際交流，並利用網路廣為宣傳植得之愛。 

(二) 跨域整合教學概念教學（這個教案是從繪本創作到產出、推廣的歷程） 

    課程架構發展模式由小而大，詳如圖 1，以同心圓方式，由教室內到校內進

而走出校園、走入社區、關懷臺灣。跨域整合方式，以全八年級語文任課教師為

課程執行者，我們結合八年級國文（李欣宜等人，2018）及英語（羅清玉等人，

2018）之課本文本：引導學生學習英文過去式、國文植物創作，並透過影片與舉

例練習如何應用於創作中，相關設計理念要點如下： 

1. 從在地出發之特色課程田園教育 

    七年級起，國英教師們將田園與課本文本結合，引導學生書寫語文植物介紹

短文，也在國文課的大樹之歌課程配合校內校樹講座，介紹學生關於本校的在地

植物與歷史（李欣宜等人，2018）。 

2. 走出校園的植物語創作繪本是連結校園與社區的橋梁 

    立基於七年級的植物介紹經驗與技能先備知識上，八年級課程將延伸植物介

紹學習單，將內容擴大發展成植物或主人視角的有植感故事。我們透過故事與鄰

里做朋友，在臺北光點布置繪本展，讓社區能認識建成。 

3. 國文科、英語科共同推動語文繪本閱讀課程，語言在地化也國際化 

    國英整合，讓母語成為英文的助力。透過繪本課程的教學，幫助學生多閱讀

繪本相關書籍、影片，並學會應用所學的概念技能於各組創作的繪本中，最後能

主動閱讀。學生們也能透過教師的引導與幫助，將自創的在地真愛臺灣的各種「植

得記憶」與社區民眾、國小及幼稚園學童，以及國際來的各國交換生分享在地的

植得記憶。 

 
圖 1  珍愛臺灣植得記憶之在地繪本創作暨國際交流課程架構示意圖 

植得珍愛(台
灣) 

植得流傳(社
區) 

植得鼓勵(校
內) 

植得守護
(校內) 

植得記憶
(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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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跨域整合並延長可用之繪本情境課程的可用教學時數 

    透過跨域整合的方式，延長了學習時數，整合國、英、藝共 11（概念草稿）

+10 堂繪本短文寫作訓練，及 20（創作產出）共 41 堂課。 

1. 觀察植物生長之繪本草稿分鏡創作 

    108 課綱的素養導向在語文合科統整中實現了，我們透過合科延長學習時數

的英文情境課、國文情境課、視覺藝術課，運用國英情境課程，檢視學生繪本創

作狀況。 

2. 結合小組創意之植得寓言故事性繪本實作與產出 

完成上述課程後，進行 30 堂繪本創作與產出課程，最後帶領學生社區布展、

參賽及進行說書表達力訓練。完成國文及英文的整合性聽說讀寫訓練。 

3. 植得寓言故事性繪本的創作引導與理念 

(1) 透過上述的植物觀察，各組學生選出自認為能代表臺灣的植物 

(2) 寫出想要告訴他人創意故事，並在故事中藏入小組想的教育寓意 

(3) 透過資料整合，告訴大家尋找代表植物地點，連結在地植物產地 

(四) 透過推廣，期待更多學校師生投入「珍愛臺灣植得記憶」繪本創作課，創作

出更多臺灣植物繪本。因此，教師團隊所研發的教學內容與安排如下： 

1. 認識校園校樹的「植得記憶」 

    從圖 1 的課程架構可知，植得內圈的圓心，是在我身旁的植物與自然環境。

課程從建成校樹有情意的課程出發，以建成國中為圓心喚起對學校歷史與植物的

聯結： 

(1) 課文賞析（第一~三堂） 

國文老師在課程中帶領學生學習翰林課本第二冊第一課「大樹之歌」，透過

課文喚醒學生對大自然親近的想望（李欣宜等人，2018）。 

(2) 七年級研習之「校樹給我許多美好回憶」（第四堂） 

透過建成國中最資深的張世聰老師的回憶與介紹，帶領學生們穿越時空，回

頭看看這些還活著的校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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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樹導覽與走讀介紹（第五~六堂） 

國文教師以校樹歷史與賞析相關 PPT 介紹建成瀕臨廢校及重建校園的歷

史，結合校樹研習，讓學生能了解建成的百年植得歷史。課堂介紹後，由國文科

任課教師帶領學生親自走訪已拆的舊校址附近的校樹，連結學生的在地情感。 

2. 我的校園，「植得守護」 

    本課程概念，也是植得內圈第一圈，以結合語文及健康教育課程，帶領學生

設計校園植物的田園守護天使的概念，透過實作與觀察，喚起學生守護愛護校園

自然環境的意識。守護建成田園之護眼天使創作課程安排如下： 

(1) 英語、國文課（第一~二堂） 

    介紹並提供建成 56 種植物中英對照表給各班參考。活動為避免學生重

複選取植物，採占領植物方式，找到自己想創作的植物向老師報備，拍照

後，於學習單寫出自己選擇原因。 

(2) 健康教育課（第四堂） 

    健康教育老師介紹校內小田園種植的各種可食植物的營養與均衡飲食

的重要，並引導學生在設計田園立牌時，可以融入植物特色與功效。 

(3) 視覺藝術課（第五~六堂） 

由視覺藝術教師指導，以守護天使的概念，學生畫出該植物的田園守

護天使。 

(4) 建成田園守護天使競賽（不占節數，利用朝會時間宣導與頒獎） 

    透過全年級競賽，由參與的跨域教師群共同投票選出最棒的田園立牌

設計。 

3. 諧音雙關，有植感，互相激勵、親手栽種，「植得鼓勵 」 

    對照圖 1 的課程架構，本階段課程屬於植得內圈第二圈，校園諧音雙關為隊

名之小隊，一起栽種，感受校園泥土的養分與回饋，課程安排如下： 

(1) 諧音雙關之植物介紹與栽種課程 

a. 請學生思考一個可以激勵小組成員與自己的諧音雙關隊名，進行分組加

分競賽。例如，「刮目相看對」，暗藏木瓜的諧音在其中。 

b. 學生以組為單位栽種植物與紀錄其成長過程，建議學生種植生長期較短

的植物，才能看到植物完整的生長週期。 

c. 語文教師利用加分模式，要求學生每周情境語文課程回報其種植狀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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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植物的認識狀況，透過短文敘寫方式，寫出植物的照顧與觀察日記。 

(2) 繪本之國英及美術相關教學引導 

    英文情境課時，從植物觀察日記出發，以課本的學科英語的頻率副詞

及過去式教學導入植物介紹文（羅清玉等人，2018），美術課時，畫出植物

生長狀況。國文課部分，教導課文愛蓮說時，啟發學生對植物與生命想法，

寫成作文（李欣宜等人，2018）。 

(3) 國文、英文繪本故事創作結構教學 

    教導學生創作一本書，並以國文科書的結構為骨架，填入英文及國文

的內容，形成一本與植物有關的「植得繪本」 

(4) 繪本圖文設計教學之情境國文、英文教學 

    情境國文時，國文老師以課程架構表引導學生設計創作出包含 24 頁的

繪本故事。讀者設定為 12 歲以下幼童，而語文採用中英對照方式撰寫。在

國文課時，逐步完成故事內文與架構，英文課引導學生寫出自己的植物異

想創作的英文對應文： 

d. 加入幻想寫出植物日誌繪本故事 

e. 將自己的繪本想像故事敘寫於故事草稿架構表 

f. 收集植物及繪本材料製作 

(5) 國文英文合科教學 

    最後兩堂課，邀請外師入班，中師及外師共同於課堂上，協助學生修

正文章。國英教師亦協同教學聆聽小組故事報告，共同指導學生整體故事

架構與修正。 

(6) 學生說書小助教訓練（發表前訓練課程） 

利用七八年級社團活動時間開設「繪說書」社團以國英合科方式以「聲

情表達」的方式訓練學生。 

(7) 繪本國際說書發表與交流 

    利用國際交流活動與外國交換生分享植畫植說之繪本與達到真實語言

交流實踐，讓學生運用所學英文介紹繪本並兼任小助教，引導交換生寫學

習單。 

(8) 校內七八年級說書發表會 

利用全校朝會時間舉辦七八年級說書人繪本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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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社區推廣活動 

    進行臺北光點繪本展開幕說書表演、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小學及大

同幼兒園發表的植畫植說之繪本交流課程。 

(10) 校內延續展覽 

臺北光點撤展後在校內於圖書館進行繪本展。 

三、課程與教學省思與結論 

(一) 課程進行模式 

1. 異質分組有助孩子整合創意，分工合作，樂於學習 

    學生三人一組，進行異質性分組，採用學習共同體機制，透過專長分工，產

出有植感學共繪本。 

2. 整合英文國文美術，透過繪本課啟動孩子的語文與藝術相關素養與能力 

語文科（英文、國文）：透過課程，學生能逐步學會如何發想植物異想世界

與故事，並用適當的中英組合表達。透過整合，不只能整合學生完整的素養學習，

亦能整合延長完整的繪本學習及創作時數。 

3. 素養能力展現於繪本合作創作過程中，學生在創發及觀摩他人過程中，對臺灣

的植物更有感，也從植得創作，有所成長  

建議施作教師透過學生報告助其互相觀摩學習，觀摩他人作品有助激盪創意

想法，創造出異想繪本。透過引導，幫助思考臺灣植得創作的植物，並融入臺灣

精神。 

(二) 課程記憶，刻印師生心田 

1. 有植感繪本紀錄植物，加入想像，啟動創造，留下田心記憶 

故事設計透過每次課堂的討論與修正，越來越有架構性、正確性。孩子們對

於植物開始有感。寓言故事中的臺灣植物，也能喚起讀者的臺灣植得記憶。 

2. 透過實作及報告互相觀摩課程讓學生體悟語文是溝通利器 

學習的輸入、輸出是保留學習記憶的歷程。當國英都能成為學生展現自我及

與他人溝通工具時，學生對語文的記憶也更深刻。讓學生在班練習發表故事，師

生共助各組觀摩並檢視故事，有助創作。 

(三) 課程展能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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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繪本（學生創作）是臺灣及社區推廣的最佳文宣：珍愛臺灣植得記憶，在發表

過程中，看見植物之美 

    我們把繪本推動到光點臺北，讓社區的鄰里朋友能看到建成的語文及美感教

育。我們的繪本到社區幼兒園、小學，進行推廣，讓學生學習特色被看見。後來

因展覽讓許多人看見我們學生的繪本及說書才華，不但邀約學生到場發表，也受

邀到電台分享成功經驗（陳怡杏等人，2019，8 月）。 

2. 與社區鄰近展場光點臺北展覽場之合作有植感亦有質感 

    展覽結合語文教學，我們讓繪本的語文及藝術性能走入光點臺北，外師駐點

互動，讓更多人看見建成學生的才華。我們發現能感動人心的除了靜態的藝文創

作品外，圖畫語文書籍更能傳達作者的想法並引起共鳴。 

四、附錄：繪本課程活動照片 

1.情境語文教學（合科） 2.國英合科教學公開觀課 3.邀藝術家參與繪本競賽評選 

   

4.繪說書訓練課程與社團 5.進行社區繪本展（外師互動） 6.國際交換生參訪之國際交流 

   

7.校內說書發表會 8. 光點繪本展暨課程走讀 9.國小繪本語文小助教課程 

   

10.幼稚園繪本語文助教

課程 

11.獲邀至電台及大學發表與分

享文創 

12.全九年級 44 位學生獲酷課雲

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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