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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黏」在「異」起 

                                                    基隆市生活課程輔導團吳玲琲老師 

 

壹、緣起 

今年度生活課程輔導群推動的年度主軸訂為「從生活課程同主題異教看素養導向教與學

課程實踐~聚焦關鍵提問」，希望透過同課異教之觀、議課歷程模式，進行課程發展，也希望

社群教師於社群共備與教學實踐的工作上，深入探究關鍵提問如何促進學童的學習，協助學

童發展能力與素養。 

基隆生活課程輔導團推動共學共備已有多

年，今年度我們共備的主題是「黏」，黏的主題

涉及的層面極廣，老師在引導孩子發想時，發現

孩子的想法天馬行空，孩子們對〝黏〞這個現象

的觀察大部分來自於他們生活中實際的經驗，

如：膠水、雙面膠、膠帶、年糕、麻糬、秋葵、

芋頭、蝸牛、跟屁蟲…等，也有發現應用魔鬼氈

的布鞋，也有走到戶外褲子曾被鬼針草種子給沾

附過。提到「黏貼」對孩子而言是一件常見的事，尤其孩子的想法天馬行空，有如此多的面

向(植物類、動物類、食物類、生活用品類、人際類、工具類…等)，為了要符合學生探究及

學習機會，深美國小老師先將本單元主題聚焦於感官體驗，先讓孩子們探索「黏」並帶領孩

子探索「黏」在生活中的運用，例如：有黏性的文具用品，膠水、白膠、膠帶、便利貼…各

有什麼用途？如何使用？有了具體的經驗後，進而瞭解黏膠的種類。從認識膠水、雙面膠、

膠帶等「黏的工具」中，讓孩子清楚建構出「黏」的邏輯概念。然而如何黏貼整齊與美觀，

在黏貼物品時能使用適當的工具是深美老師希望學生學習的目的，因此此單元主題教學設計

時便將『如何黏得整齊、美觀、不浪費』之概念融入設計之中，但經過輔導團夥伴對話後，

為了增加更多「黏」主題的樣貌，於是輔導團成員中興國小吳玲琲老師及南榮國小林維彬校

長以接力的方式進行授課，讓其他兩校的學生在真實情境中開啟更多面向「黏」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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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黏」的同課異教模式:三個課程實踐基地 

同課異構黏的課程 

 

    我們共備的主題是「黏」，同樣

以孩子發想我發現的「黏」為學習素

材出發，但課程主軸與評量方向，依

據班級學生之差異性，共備出各自精

采「黏」的課程，同課異構後，也看

出課程的多元性。如：深美3個班級，

由建文校長.玉茹老師.硯涵老師為

主要教學者，發展《黏黏樂》的課程。

中興一孝吳玲琲老師發展出《快樂黏

黏》課程，南榮林維彬校長在二忠發

展出《黏巴達》的課程。 
 

教學

者 

建文校長.玉茹老師 

硯涵老師(深美國小) 

吳玲琲老師 

(中興國小) 

維彬校長 

 (南榮國小) 

案例 黏黏樂(12節) 快樂黏黏(22節) 黏巴達(6節) 

關

鍵

提

問 

1. 黏是什麼？會黏的

東西有哪些？ 

2. 黏東西要用什麼才

黏得牢？ 

3. 你會用黏來玩什麼

遊戲？ 

1. 生活中有哪些會黏的東西? 

2. 如何清楚的紀錄生活中具 

有黏性的物品並進行分類 

3. 你想用黏玩什麼遊戲和玩

具？要怎麼玩呢？ 

4. 做創意黏的玩具時有遇到

什麼困難?要怎麼解決？  

1. 生活中有哪些會黏的

東西? 

2. 以前黏的工具和現代

有什麼不同? 

3. 如何親手調製自製黏

的配方? 

主

題

軸 

探究事理、樂於學習、

與人合作 

探究事理、表達想法與創新

實踐、表現合宜的行為與態

度、與人合作、樂於學習 

探究事理、樂於學習、

與人合作 

   

活

動

學

習

目

標 

1.以感官探索生活中黏

的東西。 

2.能分組合作透過實

驗，比較不同材料所需

使用的黏合工具。 

3.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

活動或遊戲  

1.能使用文字觀察紀錄生活經

驗與自然現象黏的發現  

2. 接觸生活中具有黏性特質

的事物，用文字紀錄「黏」的

特徵與屬性。 

3.能和小組討論分工與合作，

透過肢體遊戲表達黏的特性。 

4.能用合宜的方式與同學互

動，調整自己的情緒與行為。 

5.能透過玩具設計進行討論或

改造，學習解決問題 

1.以五官知覺探索生活中

黏的現象。 

2.透過能黏貼的各種素材

進行探索活動，喚起豐富

的想像力，體驗學習的樂

趣。 

3.嘗試運用各種素材，調

製出最佳比例的黏劑。 

4.透過分組合作學習，能

與人合作並分享成果。 

一、以下說明三位教學者從學生學習分析、學習目標、學習表現、和教學架構及關鍵提問: 

(一)深美國小陳建文校長.玉茹老師.硯涵老師 



3 
 

學生學

習分析 

1.為二年級學生。 

2.曾進行小組討論：討論的狀況熱絡，孩子小組討論時都積極參與意見。 

3.合作狀況：孩子都可以依教師的指示溝通合作，不過校長公開觀課時，導師發

現孩子小組討論時，部分孩子容易強勢主導，導師之後須特別留意分組的成員 

  分配事宜。  

學習 

目標 

1. 以感官探索生活中黏的東西。 

2.能透過實驗，比較不同材料所需使用的黏合工具。 

3.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或遊戲。 

學習 

表現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覺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2-I-5 運用各種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息做適切的處理，並養成動手做的習慣。 

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心。 

7-I-4 能為共同的目標訂定規則或方法，一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教學架構圖及教學脈絡 

 

關鍵提問 

 

觀課教師設計簡案 

 

社群共備後調整與修正關鍵提問 

◎關鍵提問:平常要黏東西會用到哪些膠？為什麼要有這些膠？ 

◎修正後的關鍵提問: 〓》  黏東西要用什麼才黏得牢？ 

◎修正原因:因為要達成單元學習目標而做的關鍵提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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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美國小『黏黏樂』上課活動照片 

  

探索生活中黏的東西 每組學生抽題嘗試如何黏合 

  

比較不同材料所需使用的黏合工具 將實驗結果紀錄於學習單上 

  

積極參與各種黏的遊戲。 積極參與各種黏的遊戲。 

教學觀察省思-名辰老師(206導師) 

校長上課前備課度極高，學習單及教學流程都是熟思過的產物。剛開始校長指令一次下的

比較多，發現學生學習時有時無法跟上節奏，這時校長會在活動中給額外的提示及引導，

慢慢師生建立起默契，課堂氛圍也很熱絡。學生在這個主題學習時，有很多的全班性討論，

也有小組討論，校長會指派同學上台分享討論及實驗結果，最後再共同討論、分析判斷，

一起產出結論，並在黑板上歸納學生的實驗結果。學生對黏主題進行探究時，校長也用了

很多提示卡的教學策略，讓每組學生抽題嘗試，然後將學習任務記錄在任務單上，校長時

時關注每個學生學習狀況，記得每個人的名字！聽到要上校長的生活課都說「耶！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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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與修正關鍵提問的理由及歷程 

 

 

 

 

◎活動二：「比較黏」-我的膠朋友，建文校長

事先準備各種黏膠，如：膠水、雙面膠、膠帶、

保麗龍膠、亮亮膠帶、白膠等，讓各組依抽到的

任務卡內容，試驗用哪一種黏膠來完成最適當，

用◯△╳來紀錄試驗結果。學生興致勃勃的透過

實驗，比較不同材料所需使用的黏合工具，並將

實驗結果紀錄予學習單上。 

◎建文校長在原本教案任務卡內容做了調整與

修正，先將第一輪的任務調整成平面與平面物品

的黏合，讓實驗中保持相同的因素(控制變因)，

所以建文校長先給予學生第一輪的任務是平面

與平面物品的黏合，如： A4 紙+A4 紙，不織布

+不織布，透明片+透明片，紙箱板+紙箱板，紙

箱板+A4 紙，讓孩子不斷實驗，並將實驗結果紀

錄予學習單上，即使孩子嘗試錯誤，也是一種學

習的機會，第二輪的任務是立體與立體物品的黏

合，在寶特瓶+寶特瓶黏合時，建文校長關鍵提

問是:「怎樣將兩個寶特瓶能黏在一起？」一給

予學生任務時，班上弱勢學生立即拿起膠帶將兩

個寶特瓶成功纏起來，引起全班一陣歡呼，儼然

成為小組的領導者，令老師驚艷，學生的潛力因

為關鍵提問適當的引導而有出乎意料的表現，這

對老師而言，真是教學上最大鼓舞。建文校長給

予學生組織知識的機會，讓孩子體會教別人比被

教更有效。學童在此活動中有機會去覺察問題、

提出想法、使用策略、解決問題，成為更自主的

學習者。◎最後建文校長在黑板上歸納「我的膠

朋友」黏合工具學生的實驗結果: 

黏的物品平平的 

(平面與平面) 

黏的物品彎彎的 

(立體與立體) 

◎黏膠要均勻抹平，不要 

  塗得太多 

◎想要黏得牢固，讓黏 

  膠在空氣中暴露一小 

  段時間，等黏膠乾 

◎膠水較適合黏薄紙， 

  裡面都要黏 

◎從外面黏 

◎如果只黏中間一個

地方，會黏不牢，物

品會跑來跑去，所以 

上、中、下(三段)都 

要黏，不然會黏不牢 

◎配合物品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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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脈絡發展與調整的歷程 

 

◎硯涵老師在201班上活動一「我找到的黏」中

先提問：什麼是黏？有哪些會黏的東西？小組進

行討論，將結果紀錄在便利貼上(組內不重覆)，

最後再利用不同顏色便利貼在概念圖上進行上

層分類，如工具類、食物類、動物類、植物類、

清潔類、生活用品等。但在分類過程中，孩子對

秋葵及芋頭的分類屬於哪一類花了很多時間，最

後把他分在自然類，因為秋葵及芋頭是切開後才

會有黏的汁液。概念圖分類完後，硯涵老師對學

習脈絡發展如何切入工具類及如何導向教學目

標的達成，思索甚久，因為活動二就要孩子透過

實驗動手做做看，比較各種黏合工具，但因孩子

在上層分類中就出現工具類，所以就順著脈絡進

行下個活動。 

 

◎玉茹老師在深美學群會議一聽完建文校長分

享完206班上「我的膠朋友」課程時，讓孩子根

據任務卡內容找到最適當的黏膠，並將試驗結果

記錄於學習單中後，觸發了玉茹老師覺得教學需

要改變與調整，於是在204班增加『專家小組』

的設計，讓學習脈絡發展更加順暢並促進教學目

標的達成。 

◎因為各小組都實驗過不同材料所需使用的黏

合工具，所以每組都有膠水、雙面膠、膠帶、保

麗龍膠、白膠的『專家』，現在請各小組負責膠

水的專家集中在同一組，先報告在各小組實驗結

果，再讓專家討論各種黏膠使用時機，及比較其

優缺點，玉茹老師給予學生組織知識的機會，讓

孩子利用海報整理出各種黏膠使用時機，並繪製

表格讓專家小組將討論後的表格張貼教室的布

告欄上，作為之後課程需要黏貼物品時的參考。 

  
授課老師說明學生的哪些表現與關鍵提

問的使用與修改有關。 

社群成員針對「關鍵提問調整與修正」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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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興國小吳玲琲老師 

學生學

習分析 

1.為一年級學生。 

2.學生程度:班級有幾位弱勢學生，學習程度參差不齊。 

3.同儕互動待加強：因班級學生多為獨生子女，與同儕互動經驗較不足，且班上

有情緒障礙同學，易與同學起小爭執。 

4.熟悉小組討論模式：老師曾於課程中進行小組討論，學生也有小組討論和上台 

  分享的經驗。 

學習 

目標 

1.能使用文字觀察紀錄生活經驗與自然現象黏的發現  

2.接觸生活中具有黏性特質的事物，用文字紀錄「黏」的特徵與屬性。 

3.瞭解黏在生活中的實用性。 

4.能和小組分工合作，透過肢體遊戲表達黏的特性，並試著改編黏的遊戲。 

5.覺察自己對生活中 的人、事、物產生影響，學習調整情緒與行為。 

6.能透過黏的特性動手試驗，設計黏的玩具，並學習解決問題。 

7.樂於嘗試黏的遊戲及玩具，並覺察自己的想法與做法有時也很管用。。 

學習 

表現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覺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2-I-4在發現及解決問題的歷程中學習探究人、事、物的方法。 

2-I-5 運用各種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息做適切的處理，並養成動手做的習慣。 

6-I-1能用合宜的方式與同學互動，學習調整自己的情緒與行為。 

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心。 

7-I-4 能為共同的目標訂定規則或方法，一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教學架構圖及教學脈絡 

 

        學習脈絡發展與關鍵提問調整的歷程 

※深美的教學設計要在中興不同年級的班級實施，從學習目

標、教學策略到評量，都做了適度的調整。在「黏黏創意秀」

運用黏的特性設計黏的遊戲和玩具時，我會在適當的時間給孩

子適當的問題與挑戰，首先運用肢體進行黏的遊戲時，玲琲老

師的關鍵提問是:「我們怎麼用身體表達黏的樣子呢？」小蕾

馬上說:「可以玩『口香糖黏哪裡？』」；小蕾說出指令動作，

例如：「手黏耳朵。」同學就要依照小蕾的指令做出動作，依

此方式重複遊戲。老師詢問為什麼會玩這個遊戲，小朋友回答

幼兒園玩過，接著玲琲老師的關鍵提問是:「現在要發明一種

新的黏的遊戲，可以怎麼玩呢？」小萱馬上說:「可以玩『打

招呼遊戲？』」小儒回答:「可以用握手打招呼。」小文回答: 「可

以用擁抱打招呼。」小臨回答: 「可以用擊掌打招呼。」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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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琲老師順著孩子的興趣幫孩子延伸『黏黏小隊長』活動。每

天早上，班上會有一名小朋友被選為黏黏小隊長擔任迎賓學

生，被選中的這個小朋友會以不一樣的方式歡迎每一位來到班

裡的同學。在教室進門的大門上，有一張貼着 6種不一樣的歡

迎方式的海報。每一個走進課堂的小朋友都會從大門上選擇一

個自己喜歡的方式與黏黏小隊長問安。每位同學都可以獲得黏

黏小隊長的擁抱、擊掌、碰碰拳、手牽手轉圈、握手、手比愛

心等。經過黏黏小隊長與同學進行肢體互動後，每個人看起來

精神抖擻，這可是新的一天開始的絕佳方式！這種親密的互動

能夠讓孩童更有禮貌而且可以用互動的方式表達同學愛，還能

夠增強班級的和諧。玲琲老師鋪陳一個脈絡，讓學生知道人際

互動的重要。 

※接著在運用黏的特性設計黏的玩具時，我希望給孩子的是更

多嘗試的經驗，我希望給孩子的是更多能將自己想法與創意表

現出來的機會，我希望給孩子的是更多解決問題的能力，因

為，這才是孩子真正可以帶著走的知識與能力。以孩子在設計

「九宮格黏黏球」為例，當孩子想要做九宮格板，老師會先就

〈外型〉讚美這是一個很不錯的九宮格板，它有不同圖案，但

它真的可以黏嗎？你要不要試試看怎麼讓它變成可以黏的九

宮格板？老師讓孩子自己嘗試方法，孩子可能成功，也可能失

敗，如果失敗了，老師再提供一些素材像膠帶給孩子嘗試，後

來小臨想到用膠帶反貼在九宮格板上，於是老師再問孩子，你

的九宮格板要使用什麼來丟？小雯想用報紙做紙球，但試玩後

發現紙球會黏在反貼九宮格板上？老師讓孩子自己動手操作

去改變紙球的做法，最後小萱想到紙球用膠帶纏一纏，這個過

程就是一個幫孩子搭鷹架的歷程，這是一段美好的課程經驗。       

※另一組在設計「湯瑪士黏黏小火車」為例，孩子開始先設計

火車軌道，小組分工合作製作鐵軌，剛開始時鐵軌的距離不一

樣，最後小朋友想出用 30公分的尺做出等間距鐵軌，接著要

製作車廂，小奕從從家裡帶來紙箱，但第一代紙箱太小，套進

身體時一直卡住，且紙箱大小比軌道的距離還小，小文說會翻

車太危險，需要換大一點的紙箱，於是去回收室找了紙箱，紙

箱火車試玩一次就壞了，小豪將紙箱增加紙板並用膠帶固定，

讓車廂變得較堅固，第二代紙箱火車完成了，小儒提出希望車

廂長一點，於是又去找另外兩個紙箱，孩子還製作火車車票，

改編火車歌曲，製作骰子決定火車出發地點，玲琲老師在教學

過程中，盡量放慢腳步，不心急，不忙著給答案，再讓孩子多

嘗試、多思考、多討論，孩子學習如何與同儕合作，學習如何

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讓「黏」主題課程發展有更多元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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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黏黏』最終之教案主題架構圖 

 

『快樂黏黏』主題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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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活動 中興國小『快樂黏黏』活動紀錄 

 

一、黏的小偵探 

-我發現的黏(2 節) 

探索生活中有哪些 

會黏的東西?  

 

  

 

一、黏的小偵探 

-黏的特性(1節) 

用文字紀錄「黏」的

特徵與屬性。 

 

  

 

二、黏黏分享日 

-黏黏分享(2節) 

請學生帶來生活周

遭會黏的物品，覺察

黏在生活中的應用。  

 

  

二、黏黏分享日 

-奇妙的黏大搜密(1

節) 

請學生將黏的物品

依相黏方式進行分

類發表，並介紹黏的

特性。 

  

三、黏黏創意秀 

-和黏玩遊戲(4 節) 

 

小組用肢體展現黏

的特性並設計遊戲

規則，進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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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黏黏創意秀 

-和黏玩玩具(8 節) 

小組設計玩具: 

小組從分類圖中找

出有興趣的事物，設

計黏的玩具。小組討

論共同設計黏的玩

具，並試玩所設計黏

的玩具。   

 

三、黏黏創意秀 

-和黏玩玩具 

 

小組設計玩具: 

小組從分類圖中找

出有興趣的事物，設

計黏的玩具。小組討

論共同設計黏的玩

具，並試玩所設計黏

的玩具。 
  

 

三、黏黏創意秀 

-遊戲玩具說明書 

(2 節) 

共同討論遊戲及玩 

具的遊戲規則並寫 

於海報上 

 

  

三、黏黏創意秀 

-超級玩家創意秀 

(2 節)  

◎試玩黏的遊戲與

玩具並透過玩具

設計進行討論或

改造，學習解決問

題 

 
  

 

三、黏黏創意秀 

-超級玩家創意秀 

  

◎進行黏的玩具分

享會、並進行票選、

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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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榮國小維彬校長

學生學習分析 

1.為二年級學生。 

2.這班學生共 14人，其中有 3 位弱勢學生，學生的座位為單獨坐，

孩子未曾進行小組討論，無團體討論經驗，不容易分工合作。 

3.學生自我中心，聆聽能力弱，專注力低，探索經驗較少。 

學習 

目標 

1.以五官知覺探索生活中「黏」的現象。 

2.嘗試運用各種素材，調製出最佳比例的黏劑。 

學習 

表現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覺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2-I-5 運用各種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息做適切的處理，並

養成動手做的習慣。 

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心。 

7-I-4 能為共同的目標訂定規則或方法，一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南榮國小教學架構圖及教學脈絡 

 

關鍵提問 

 

  

維彬校長說明觀課運用評量模式，讓老師更聚

焦課程重點。 

社群成員針對「黏黏比一比競賽流程」進行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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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輔導員專業社群共同備課歷程與關鍵提問設計記錄: 

◎共同備課步驟 

STEP1 評估學生特質、先備知識 

STEP2 整理出主題學習的關鍵概念與重點 

STEP3 預測學生會遇到的學習障礙、問題並討論可行解決方案 

STEP4 關鍵提問設計 

STEP5 編排教學順序、確認教學時間 

STEP6 構思學習單、多元評量模式 

在共備過程中輔導員們一起備課，分析教材、教法和評量，共同研討關鍵提問，設想學

生可能遇到的學習問題，共同修正教案；教學設計實施後，社群夥伴分享及檢討課程活動實

施的情形，對教學過程發生的亮點和難點，進行討論和慎思，做為日後教師教學改進之參考

依據。透過共同備課，教師對授課內容能有既深且廣的理解，讓教學重點得以去蕪存菁、聚

焦學習。教師間得以有效建立教學共識，讓學童的素養能不斷地累加深化，提升教師教學效

能，讓學生有效學習。 

輔導員們在維彬校長「黏巴達」關鍵提問如何擬定，討論甚久，「黏巴達」設計理念是以

生活當中經常接觸的「黏貼」現象，帶領學生探索現象成因與應用於生活之中；從而建立學

生留心觀察、用心思考與解決問題之能力，養成主動探索並能對生活有感的好習慣。所以在

活動一:「我找到的黏」關鍵提問是「生活中有哪些會黏的東西?」活動二:「黏黏看」關鍵提

問是「以前黏的工具和現代有什麼不同?」，現代人黏貼的工具有膠水、雙面膠、膠帶…等、

小朋友回家訪問爺爺奶奶小時候用什麼黏東西?並將訪問結果記錄在學習單上。學生完成訪問

記錄單後，有出現漿糊、樹的枝液…等答案，但輔導員們發現學習單出現碳水化合物字句，

於是建議訪問記錄單如果加上請訪問人簽名一欄，就會好一點，因為有的孩子查詢網路填寫。 

輔導員們在共同備課教學設計與實踐中，時常反思學童表現目標達成的情形，以調整教學活

動，考量學生素養的累加，以達成素養目標在教學設計與實踐中。 

觀課教師設計簡案 

 

社群共備後調整與修正關鍵提問 

◎關鍵提問:請嘗試調製後如何能將卡片黏於紙上 

◎修正後的關鍵提問:比一比哪一組的配方最厲害，能夠將卡片黏在紙上不會掉? 

◎關鍵提問:下一階段要進行增加載重，要如何調製配方? 

◎修正後的關鍵提問: 

我們要繼續挑戰更有難度的第三關，(請修正配方看看哪一組的卡片可以黏得最多最牢)   

  修正原因:因爲載重兩字艱深，學生無法理解而調整關鍵提問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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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黏黏比一比」第一節先讓小朋友以小組討論後自己帶米飯、太白粉、麵粉等加水去

調製黏的配方，再紀錄到學習單上，接著社群成員針對第二節「黏黏比一比競賽流程」進行

討論，在點子發想、不同意見的激盪交流，關注學生的學習，以增進學生的學習效能為目標，

競賽流程有了雛形，整個教案設計過程中，社群成員腦力激盪，來來回回，不斷修正，相互

補充，如此才能確保整體教學設計的妥適性。 

黏 

黏 

比 

一 

比 

競 

賽 

流 

程 

第一階段 

1.2階段的比賽目的是比賽小

朋友自製的配方可以黏嗎？ 

1.撲克牌裁成 4片，4組小朋友各給 2~3分鐘將 4片拼圖 

  用自製黏的配方黏於圖畫紙上。 

2.主持人請各組小朋友將圖畫紙立起來，計時 20秒都沒 

  掉落的，一片拼圖得一個銀幣。 

第二階段 主持人將黏於圖畫紙的拼圖上下左右搖晃 10秒鐘後都沒 

掉下來的拼圖，再給一個銀幣。 

第三階段 

(目的是小朋友自製的配

方可以黏得牢嗎？) 

1.小朋友將撲克牌用接龍的方式黏起來。 

2.成功完成接龍 1張撲克牌就可得一個金幣。 

優質榮譽制度-金幣、銀幣 獎項設計 

  

教學觀察省思-玲琲老師 

維彬校長在課堂上讓孩子可以親手自製黏的配方，課堂上孩子全神貫注地聽校長說明

如何調製，並將不同材料比例紀錄於學習單中，在各組孩子們親手嘗試調製過程中，有些

是可行的，一下就黏住紙條，有些不可行，因為水加太多，太稀了，但最後無論成功與否，

撲克牌接龍活動中黏住了幾張撲克牌，孩子們都很興奮，黏最少張的組別也沒氣餒，孩子

的表現著實令人讚歎！學生因為完成老師交付的任務而產生成就感，產生主動探究與繼續

學習的動力，維彬校長在課堂上問:「為什麼撲克牌在平面桌上黏得很長，立在黑板時就很

多張掉下來?」孩子們紛紛舉手發表實驗失敗可能的原因，我發現孩子們的求知積極性被大

大地激發出來，期盼孩子們回家後會繼續探究。 

  

社群成員再次觀看觀課錄影檔，深入捕捉學生學習的細

緻訊息，討論學生學習成功和困惑之處。 

社群成員針對「關鍵提問調整與修正」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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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榮國小『黏巴達』觀課活動照片 

  

小組討論製作黏的配方 自製黏的配方可以黏住紙條 

  

孩子們合作完成老師交付的任務 處處可見到學生學習成功時愉悅的表情 

  

同學上台發表黏住了幾張撲克牌 社群成員藉由多角度觀察記錄學生學習歷程 

  

專家獎得主-黏的配方 接龍活動中黏住了 9張撲克牌獲頒達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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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三位教師同主題異教核心概念及教學策略使用及總結性評量之比較： 

    以下整理三位老師對於核心概念，不同教學重點發展出不同教學策略，老師會因著學生

特性或是學習背景，以及可進行的教學節數發展出不同的教學策略，教師在教學策略上的靈

活運用，引導出學生表現出不同的學習樣貌和學習成效。 

 深美國小(36班) 

206班 

中興國小(12班) 

一年孝班 

南榮國小(6班) 

二年忠班 

核心 
概念 

依物品的材質 

正確使用各種黏膠 

運用黏的特性 

自創黏的遊戲和玩具 

親手調製 

有效黏的配方 

教學重點 

1.小組合作學習。 

2.運用概念圖進行上層

分類 

3.能透過實驗，比較不

同材料所需使用的黏

合工具。 

4.實驗保持固定不變的

實驗因素(控制變因) 

5.在黑板上歸納黏合工

具學生的實驗結果。 

6.提供學習鷹架，讓學

生在後續單元挑戰更

難的黏合技巧。 

1.小組合作學習。 

2.探索生活中有哪些會黏

的東西。 

3.透過老師提供任務，小組

用肢體展現黏的特性並

設計新遊戲規則，進行新

遊戲。 

4.小組從分類圖中找出有

興趣的事物，設計黏的玩

具。 

5.同儕相互回饋，共同討論

設計黏的玩具及遊戲遇到

的問題及解決方法。 

1.小組合作學習。 

2.回家訪問爺爺奶奶古

代的黏合工具有哪些 

3.教師設計學習單讓學

生一邊調製一邊紀錄

黏的配方並讓同學上

台發表自製黏的配方  

4.運用比賽測試自製的

配 方 是 否 可 以 黏 得

牢，並加以改良。 

5.以小組競賽來激勵學

生榮譽感，對於任務的

達成有相當大的幫助。 

教學策略 
 

關鍵提問 

合作學習 
概念圖 
小組討論 
提示卡 

小組學習任務 
實驗探究 

關鍵提問 

合作學習 
概念圖 
小組討論 

小組學習任務 
設計遊戲玩具 

創作發表、回饋修正 

關鍵提問 

合作學習 
概念圖 
訪問學習 

發展問題意識 
實驗探究 
小組競賽 

總結性 
評量說明 

實作評量- 

1.使用實驗紀錄單紀錄

黏合工具的實驗結果。 

2.能依物品的材質決定

所使用黏膠的種類，並

確實黏貼。 

實作評量- 

1.能考量黏的特性以肢體

設計或改編黏的遊戲。 

2.能考量黏的特性與小組

合作設計黏的玩具。 

3.小組寫下遊戲及玩具規

則或說明書，向全班分享 

實作評量- 

1.使用帶來的素材進行 

黏的配方調製，並記錄在

學習單 

2.撲克牌接龍活動中確 

實黏貼撲克牌。 

總結性 
評量 

照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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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主題異教關鍵提問與學生學習成效間之比較： 

    關鍵提問為達成單元或活動目標所提出的引導語句，在組織課程內容形成教學單元時，

關鍵提問能幫助教師鎖定課程重點，進而讓學生認清學習重點，同時深思探究。透過此次同

課異構黏的教學歷程，教學者在不同年級的班級實施，受到學生發展條件的不同，關鍵提問

教學策略及評量，都做了適度的調整。今年度聚焦於「關鍵提問」探究，除了幫助教師掌握

課程目標方向，特別有助於學生思考能力的養成，社群夥伴因不斷對話，更細緻進行討論關

鍵提問，不但深化教師的主題設計與教學能力，也促進學童的學習，協助學童發展能力與素

養。「關鍵提問」的探究也提升基隆團的社群能量，有些學習的生成，是超出老師預期，處處

看見學生學習中專注的神情、學習成功時愉悅表情，學生也因為學習有了興趣、更有成就感。 

 深美國小(36班) 

206班 

中興國小(12班) 

一年孝班 

南榮國小(6班) 

二年忠班 

關 
鍵 
提 

問 

1.黏是什麼？會黏的東

西有哪些？ 

2.黏東西要用什麼才黏

得牢？ 

3.你會用黏來玩什麼遊

戲？ 

1.生活中有哪些會黏的東西? 

2.如何清楚的紀錄生活中具 

有黏性的物品並進行分類 

3.你想用黏玩什麼遊戲和玩

具？要怎麼玩呢？做黏的玩具 

遇到什麼困難? 要怎麼解決？        

1.生活中有哪些會黏的東

西? 

2.以前黏的工具和現代有

什麼不同? 

3.如何親手調製自製黏的

配方?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1.透過關鍵提問學生學
會黏著工具雖有黏性，
但黏性各有不同，使用
的功能也不太一樣，膠
水適合黏紙張、膠帶可
以用來固定物品。並透
由實驗探究，學生學會
遇到不同材質要使用最
適當的黏貼工具。 
2.鋪陳後續單元『家-秘
密屋』的學習鷹架。運
用黏貼進行秘密屋的創
作，在整體教學之後，
孩子不但把秘密屋黏貼
完整，共作作品更加細
膩，還有創意設計，最
重要是不浪費黏貼工
具！  

1.透過關鍵提問延伸出『黏黏
小隊長』活動，小朋友會以 6
種不一樣的歡迎方式向同學
問安，學生之間的互動，可
以看見「互動」這個總綱的
基本理念落實到生活課程
「表現合宜的行為與態度」
主題軸的學習表現中！ 

2.運用黏的特性設計黏的玩具
時，學生在解決問題的過程
中，表現出高度的好奇心和
學習意願。在設計「彈珠黏
黏樂」為例，彈珠丟進杯子
時，杯子會一直倒下來，關
鍵提問是:「怎麼讓杯子黏在
盤子上呢？」結果學生想到
運用魔鬼氈的特性一邊黏杯
子、一邊黏盤子，解決此問
題，令老師驚艷。 

1.透過關鍵提問回家訪問
爺爺奶奶小時候用什麼
黏東西?延伸出學生自
發性發展問題意識，想
親手調製自製黏的配
方。 

2.調製黏的配方時，學生
運用各種素材 (太白
粉、麵粉、糯米粉、米
飯)，持續不斷地實驗嘗
試，調製出最佳比例的
黏劑，讓他們累積成功
的經驗。 

3.實驗過程中，學生不斷
地小組討論修正配方，
失敗後再修正，除了表
現出熱烈的學習參與度
外，也在不斷地自我修
正中成長。 

照
片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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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省思與展望 

一、觀課反思~欣蓉 

    這次的課程設計真有趣，雖然我只能參與最後一部分的課程，但可以感受到孩子在這個

主題下玩得很開心。孩子們從討論分工，猜想什麼配方可以《黏黏黏》，有趣的任務往往開

啟了孩子的好奇心，透過層遞難度的任務安排，從分割的大張撲克牌到小張撲克牌，接最多

最長，孩子們覺得有挑戰性且興致勃勃，從中發現了~ 

※一定比例的飯有助黏着     ※水太多會不黏 

※太白粉比較黏             ※如果有更多時間 

我們跟孩子們還可以~ 

◎一起對照一下太白粉和麵粉誰調製出來的比較黏 

◎一起試試冷水熱水的差別 

◎一起說說調製的歷程與發現 

◎一起看看各組配方之間的差異 

◎一起後設思考在這個歷程中發現了什麼，可以用在什麼地方 

我想，孩子們專注的眼神，願意投入任務與人合作，學習說出自己的觀察和發現，看到他們"

啊哈"的時候，忍不住為授課的維彬校長拍拍手，還有一起共備的生活團夥伴，跟您們一起成

長真開心！ 

伍、結語:攜手同行，齊心共好，打造真善美的生活課程園地 

教育是一棒接一棒的旅程 

教學是一程接一程的前進 

學習是一小步接一小步的積累 

學生素養是一小步接一小步的累加深化 

基隆生活團 在成長的道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