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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校園、教學模組師資、教學模組學童簡介： 

一、校園簡介： 

吉東國小位於美濃區的南隆地區，東與荖濃溪為鄰，初始多為河灘石埔地，開荒者多

由美濃其他地區、北部客家和閩南族群，搭寮墾荒後而落腳定居，是美濃最慢開發的地區，

數十年載，而成沃土穀倉。 

吉東國小創校於民國 42年，近年來致力於客家課程，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暨客華雙

語教學，積極參與客語生活學校及十二年國教校定課程計畫，成果卓越。承租農地耕種推

展食農教育、建置 Maker自造教育基地、提升英語學習實驗計畫中心學校、雙語實驗學校，

更在 108年轉型成為全國第一所客家實驗小學，持續戮力於客家主題課程，傳承客家語言

與文化。 

 

二、 教學模組班級之師資:  

 

單位名稱: 高雄市美濃區吉東客家人文實驗小學 

學校班級:六年忠班 

學童人數：11人 

主設計者:徐麗英、徐曉茹、王姿雯 

教學主題：食水愛想水源頭 

客語腔調：南四縣腔 

教學模組設計者 

編號   姓名  簡介  負責本計畫內容 

1 徐麗英 教學生涯中，今年滿十年。通過

客語中高級認證，擔任客語沉浸

式教學教師、且榮獲「客語薪傳

師-語言類」、客語教學績優人

員。目前更積極挑戰「客語科技

化及數位化教育」教學，讓孩子

保有客家語言及文化加上數位能

力，培養未來的客家人才。 

設計 google簡報與學童共

同編輯、教材教具整理與製

作、學習評量 

2 徐曉茹 教育學程修畢後，便回故鄉服

務，至今已邁入第十五個年頭。

目前通過客語中高級認證，且致

力於客家語言及文化傳承多時，

將其所學回饋於家鄉的孩子，期

許培養孩子的新客家視野。 

影音檔製作編輯與配樂、攝

影、資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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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姿雯 教學生涯邁入第二十個年頭，雖

為閩南人，但因在客家庄服務多

時，積極推展學校相關的客家業

務，將閩客文化撞擊出的火花傳

授於學生，吸收多元文化，認同

家鄉文化。 

課程規劃、教學計劃 

 

三、教學模組班級之學童: 

    參與之學童為該校六年級學生，六忠共 11人，客籍 10人、閩籍 1人，參加沉浸式客

華雙語數位實驗班多年，在吉東團隊、家長及社區共同努力下，目前 11位學童皆通過客

語初級認證，正往更高層級的認證路途邁進，積極、努力不懈參與客語中級暨中高級認證

考試，挑戰自己，超越自己。 

*客語推廣之楷模事蹟: 

1.109年參加高雄巿四健作業組競賽榮獲冠軍、全國四健會作業組榮獲全國幼初組二等   

  奬；110年參加高雄巿四健作業組競賽榮獲第二名。 

2.110年高市分區初賽客家語情境式演說榮獲第四名 

3.109年全國客家藝文競賽南區初賽-高年級歌唱表演類榮獲優等。 

4.社區小孩趣市集、美濃蘿蔔季擺攤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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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設計原則-架構圖 

 

 

                                   社區協作 

  

                                      

  實作、小書、童詩創作             融入家庭                  素養導向 

                             

 

               多元評量                                 十二年國教 

種植蔬果                                                                 自然 

田野調查                                                                 社會 

數位課程                                                                 資訊 

 

   多元課程                                                           跨領域 

 

 

                               食水愛想水源頭 

 

    Google簡報                                                     美濃農村 

     共同編輯                                                       客家資源 

 

 特色創新                                                                客語                                                                  

                                                                         古蹟 

             食農競賽                                    食農教育    自然生態 

 

 

     食農特色文化                                           體驗農事 

                                   餐桌料理 

                                    

 

                                    生活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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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二 

尋水圳田水  

參、 教學模組設計 

(一)主題概念和學習子題-概念圖 

                              主題名稱 

  食水愛想水源頭 

 

         子題一                                               子題三  

       民以食為天                                          荖濃溪水源頭 

 

 

   課程                       課程                      課程 

(1)種包栗                  (1)逆著獅子頭水圳         (1)蔭水源頭-荖濃溪 

(2)食農競賽                   尋竹仔門發電廠         (2)荖濃溪自然生態 

(3)食包栗食對時            (2)永續經營-尾水灌 

(4)打窯仔                     溉、蓄電 

 

    學習領域/議題             學習領域/議題             學習領域/議題 

    (1)客語                   (1)客語                   (1)客語 

    (2)自然                   (2)社會                   (2)自然 

    (3)資訊                   (3)資訊                   (3)資訊 

 

 

     技能                      知識                     情意態度 

     使用客語日常對話形       在地客家諺語做媒介，      客語沉浸的導覽介紹、 

     式學習農耕技術           找尋諺語形成之主因        走訪及作品呈現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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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與學習子題的關係-概念圖 

 

 

                                     人 

                                 

                                   子題一 

                                  民以食為天                          

                            

 

 

                             主題名稱 

  自然                    食水愛想水源頭                  社會 

  

 子題三                                                   子題二 

荖濃溪水源頭                                               尋水圳田水        

 

 

                   雙向循環   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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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期成果 

    在客家農村結合社區、家長、教師共同傳承客家人文與客語文化，學童生活在農村裡，

與農村朝夕相處，設計一個農村客語沉浸式教學模組來進行教學。 

    民以食為天，學童很幸福住在農村裡，以食農教育-種玉米、從育苗、種到田裡、灌

溉、除草、採收到餐桌料理，學童一手包辦。培養食在地、食對時的概念。加上期末學校

慶豐收會舉辦打窯仔活動，讓學童增加對農村的農事趣味。 

    農田玉米要長得好，土壤、養分、陽光還有重要的水源，帶著學童逆著水圳尋找灌溉

水源，在田間道路騎著腳踏車，逆流向上探索水流向，了解日本人對美濃灌溉體系的貢獻，

建設竹仔門發電廠是美濃、南隆平原的心臟，獅山水圳是大動脈，吉東農田是細胞，水滋

養了大地。參觀竹仔門發電廠了解透過荖濃溪的水位差，進行水力發電供給電力。 

    了解吉東農田灌溉水，繼續往上追溯水源頭-荖濃溪，透過十八羅漢山自然保護區 

解說導覽員-朱春蘭老師，以客語沉浸式教學帶領學童認識荖濃溪生態教育。 

    經過農事體驗深感食物得來不易，學習珍惜食物。逆著水圳尋找竹仔門發電廠，了解

美濃經歷的日本故事。接著接受荖濃溪大自然的洗滌，期盼學童共同守護美麗的家園，進

而對家鄉文化認同及接納，傳承並活化客家語文與文化。 

    本教學模組的預期成果的要點如下： 

1.能融入家庭結合社區協作教學童種植玉米 

2.能設計符合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以客語及農村文化客語沉浸式教學模組。 

3.能推行客語沉浸式教學，將客語落實到課程。 

4.能透過主題課程進行跨領域教學，此主題課程有客語、社會、自然、資訊領域。 

5.能產生適合客語學習環境，讓學童在同儕互動時能流利的使用客語及認識美濃在地古  

  蹟文化與自然生態。 

6.能讓學童知悉在地的農產品，食在地、食對時，及農產品生產與照顧的實作課程。 

7.能將學童自己栽種的農產品，變成餐桌料理，融入在日常生活情境中且實用性高。 

8.能結合美濃農會參加食農競賽，在參訪、接觸食農競賽，能察覺別的學校在地食農文  

  化的差異，互相觀摩學習。 

9.能結合客語數位實驗班讓學童藉由觀察與實際體驗、走訪後，分小組或個別使用      

  google簡報共同編輯後，在課堂裡，共同討論分享課程內容，瞭解學童對主題課程   

  客家庄的食農教育及文化與自然生態的知悉。 

10.能讓學童透過多元課程-種植農產品、田野調查、數位課程來學習，增進對客家文化  

  與語言產生情感與認同。 

11.能讓學童透過多元評量(實際體驗栽種、田野調查走訪、數位課程編輯、小書、童詩      

  創作)明瞭過去、現代或未來都存在於客家庄，要接納與尊重並愛護資源。 

12.能讓學童學會本主題課程核心重點，透過種植、水圳灌溉、找水源頭，達成民以食為  

  天，食水想到水源頭，要習得感恩與回報，珍惜食物與愛護大自然，進而傳承、活化  

  客家語言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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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題的連貫性 

模組主題名稱 食水愛想水源頭 

課程目標 客家實驗小學課程分傳客、行客、創客、美客，透過傳客與行客課程，執

行玉米農作物栽種，成熟烹調餐桌料理課。思考灌溉水源何處來，逆著水

圳，尋找竹仔門發電展，了解日治時期日本對美濃平原灌溉工程的貢獻。

進行水源頭的探索，上游荖濃溪的水流向竹仔門發電廠，藉由位能差，提

供發電，而尾水流向獅子頭水圳給南隆平原灌溉，滋養大地。課程實際體

驗食農文化及藉由行客課程走讀家鄉文化，達到傳客課程精神，傳承客家

歷史文化、食農文化。創客課程將課程相片製成影片。 

實施對象 班級：六年忠班  學生：11 位 教學時間 一節 40分鐘，共 40節 

學習子題名稱 子題 一：民以食為天 子題 二：尋水圳田水 子題 三：水源頭-荖濃溪 

教學目標 1.學習相互合作、解決

問題。 

2.具備珍惜食物、懂得

感恩的品格。 

1.說明水圳對農田灌溉的

重要性。 

2.覺察水圳對美濃人的重

要性。 

1.連結古今經驗，找出灌

溉之水的源頭-荖濃溪。 

2.探查荖濃溪-自然生

態，以達永續經營品格。 

行為目標 

（具體目標） 

1.學會種植玉米。 

2.體驗自種食材，餐桌

料理。 

3.體會農民的辛苦，愛

惜食物。 

1.了解歷史文化日治時代

日本對瀰濃水圳開發的重

要性。 

2.認識竹仔門發電廠，探

索水圳灌溉動向。 

1.尋找竹仔門發電廠的水

源頭 

2.認識荖濃溪自然生態 

教學活動名稱 食在地、食對時 逆著獅子頭水圳 

尋竹仔門發電廠 

蔭水源頭-走讀荖濃溪 

客語融入 

內涵摘要 

使用客語日常對話形

式學習農耕技術 

在地客家諺語做媒介，找

尋諺語形成之主因 

客語沉浸的導覽介紹、走

訪及作品呈現分享  

指導要點 

注意事項 

需耐心指導與陪伴，共

同栽種農產品。 

事前先訓練學童騎腳踏

車，才能共同騎車走訪。 

先上網搜尋認識自然生態

的重要性及走訪事項。 

課程領域 客語、自然、資訊 客語、社會、資訊 客語、自然、資訊 

教材來源 自編 自編 自編 

教學設備資源 種植農產品的技術與

工具 

準備水圳及竹仔門發電廠

的資料及古蹟參訪申請 

準備自然資源的資料及自

然資源參訪申請 

教案設計示例 如第 8頁-第 14頁 如第 14頁-第 19頁 如第 19頁-第 24頁 

學習評量 種植實作、 

google簡報編輯分享 

小書製作、 

google簡報編輯分享 

小記者報導、 

google簡報編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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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活動 

學習子題一：民以食為天 

模組主題 食水愛想水源頭 

教學活動 食在地、食對時 教學時間 40鐘，20節 

設計構想 學童住在農村，與農村朝夕相處，種蔬果，直接體驗耕種與觀察植物，透過

時間累積種植玉米技術(育苗、田地種植、灌溉、除草、施肥、採收)，變成

餐桌料理，體驗農夫的種植樂趣。體會食物得來不易，當珍惜食物與體恤農

民的辛勞。 

學習領域 客語、自然 

學習內容 客家語文 Ac-Ⅲ-2 客家語日常用句。 

自然科學INf-Ⅲ-4人類日常生活中所依賴的經濟動植物及栽培養殖的方法。 

資議 S-Ⅲ-1 常見網路設備、行動裝置及系統平臺之功能應用。 

學習表現 客家語文 4-Ⅲ-3 能使用客家語文敘寫短文。 

自然科學 ai-Ⅲ-3參與合作學習並與同儕有良好的互動經驗，享受學習科學

的樂趣。 

資議 p-Ⅲ-2使用數位資源的整理方法。 

資議 p-Ⅲ-3運用資訊科技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教學資源 1.邀請社區農會班長教導種植玉米的技術 

2.準備玉米種籽與工具 

3.準備食材料理工具 

4.蒐集參加食農競賽的資料 

5.準備數位載具，讓學生編輯與上台分享 

教學活動流程、學習內容 客語學習重點詞彙、句型 

1.討論農田要種植什麼農產品？(2節) 

  *透過小組討論方式，共同決定小田要種植    

   什麼農作物並規畫種植期程。 

2.學習種植玉米技術。(3節) 

  *社區農會班班長經驗分享。 

  *學生將班長的經驗分享運用於實務上，實 

    際下田操作。 

  *透過生長紀錄，將其所遇到之問題紀錄， 

   並尋求解決之道。 

3.將農產品變成餐桌料理。(6節) 

  *小組討論餐桌料理之菜色，並將其料理方  

   式記錄分享。 

1.田坵想愛種麼个？ 

  米、草莓、番薯、包栗 

2-○1種包栗、作水、蔭田、清圳溝、挷草、  

    摘包栗。 

  ○2今晡日愛去田坵做麼个事？ 

  ○3今晡日愛去田坵(種包栗、作水、蔭 

    田、清圳溝、挷草、摘包栗) 

3.包栗做得做麼个料理？包栗炒卵、包栗 

  煮湯…… 

  句型練習：做得……也做得…… 

4.生活中較常用到个廚房工具？ 

  煮包栗要用到个瓦斯、鑊仔、夾仔 

https://www.moedict.tw/:%E6%8C%B7
https://www.moedict.tw/:%E8%8D%89
https://www.moedict.tw/:%E6%8C%B7
https://www.moedict.tw/:%E8%8D%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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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分工合作，做出其設計之料理。 

  *製作邀請卡，邀請家長、老師共同享用餐 

   桌料理。 

  *將整個過程用行動載具記錄下來並分享。 

4.介紹料理工具(2節) 

  *準備好餐桌料理所需之工具，並實際搜尋 

   其使用方法。 

  *小組分工合作介紹，並實際操作使用，及 

   時解決問題。 

5.農閒活動(4節) 

  *小組分工合作準備打窯仔的食材。 

  *共同協力將土窯搭建完成。 

  *進行焢土窯的相關事宜。 

6.客家俗諺教學(1節) 

  *透過『田愛日日到，屋愛朝朝掃』引導學   

  生知情意發揮，並動手操作，展現其精神。 

7.寫作練習(2節) 

  *透過行動載具的編輯將其食農教   

   育系列的課程做整理分享。 

 

5.打窯仔(過程用客語紹介、打嘴鼓)、紹

介食材(卵、包栗、番薯、雞腿、雞翅) 

6.客家俗諺教學 

  田愛日日到，屋愛朝朝掃 

7.用客語文字來創作-google簡報編輯分

享 

學習評量 1.實作評量-種植一學期所累積的種植玉米技術(育苗、田地種植、灌溉、除

草、施肥、採收)。 

2.實作評量-餐桌料理 

3.實作評量-焢土窯仔 

4.口頭評量-課程進行及成果分享的客語對話能力、表達能力 

5.實作評量、檔案評量-google簡報編輯分享 

 

預期成效 

1.能種出香甜可口的玉米。 

2.能料理出玉米相關的餐點。 

3.能完成農閒體驗-打窯仔。 

4.能透過數位載具 google簡報編輯與分享，讓自己所學，融會貫通。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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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包栗 社區農會班長來教學童種玉米的技術 

  

種包栗 1 種包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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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水蔭田 清圳溝 

  

挷草 摘包栗 

  

整理包栗 水煮包栗 

https://www.moedict.tw/:%E6%8C%B7
https://www.moedict.tw/:%E8%8D%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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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打窯仔个食材 起火 

 

3號阿樑 google簡報編輯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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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號阿如 google簡報編輯與分享 

 

4號阿丞 google簡報編輯與分享 

 

參加高雄市農會舉辦的食農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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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高雄市農會舉辦的食農競賽-榮獲第二名 

 

學生的客語童詩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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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回饋與省思 

1.種植玉米需要時間等待與陪伴，藉此教導孩子灌溉、除草、施肥的知識，將知識落實 

  於實務中，因此更要定期到田裡去關心農產品栽種的情形，孩子會很開心地奔向農 

  田，將課堂所學運用於農事上，向大地學習。 

2.由於六年級孩子經過五年級的食農教育教學，六年級幾乎都是孩子們自己動手蒐集、  

  體驗栽種與料理，從做中學累積經驗。 

3.看到孩子在 google簡報編輯與分享內容，知道孩子們從課程學到什麼，也看到孩子 

  努力使用客語來表達與寫作，感到溫馨及認真的回饋。 

4.現代少子化，孩子個個寶，在家沒有下田務農的經驗，認為唯有讀書高，而缺乏務農 

  的生活經驗，相對的，務農的客語及文化，會消失流傳；不過看到孩子們的實作表現 

  及 google載具的照片紀錄及文字撰寫的分享，可以感受到學生對於務農實作的積極 

  參與程度，更從文字上感受到學生對食物的珍惜及帶給他們的體悟。因此，身為一個 

  教學者，雖深感客語融入及客家文化的傳承不易，但多年下來的累積，還是可以從細 

  微地方感受到學生的成長。 

 

 

學習子題二：尋水圳田水 

模組主題 食水愛想水源頭 

教學活動 逆著獅子頭水圳 

尋竹仔門發電廠 

教學時間 40鐘，10節 

設計構想 民以食為天，帶著學童自耕在地食材，水源是重要的元素，帶學童逆著水圳

尋找水資源，認識美濃在地歷史日本文化，參訪古蹟-竹仔門發電廠，感謝

水源滋養大地，給予我們豐衣足食。 

學習領域 客語、社會 

學習內容 客家語文 Cb-Ⅲ-1客家歷史源流。 

社會 Ab-Ⅲ-1臺灣的地理位置、自然 環境，與歷史文化的發展有關聯性。 

資議 S-Ⅲ-1 常見網路設備、行動裝置及系統平臺之功能應用。 

學習表現 客家語文 2-Ⅲ-3 能運用日常生活的客家語對話。 

社會 2a-Ⅲ-1關注社會、自然、人文 環境與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資議 p-Ⅲ-2使用數位資源的整理方法。 

資議 p-Ⅲ-3運用資訊科技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教學資源 1.準備在地開發故事、水圳、竹仔門發電廠資料 

2.準備腳踏車工具 

3.申請竹仔門發電廠參訪 

4.準備數位載具，讓學生編輯與上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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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流程、學習內容 客語學習重點詞彙、句型 

1.學習及練習騎腳踏車(1節) 

*為走讀做事前準備。 

2.介紹獅山水圳(1節) 

*獅山水圳碑文的閱讀，學生探討獅山水圳

興建之始末。 

*學生將搜尋到的資源，上台分享，共同認

識獅山水圳的功能。 

3.吉東-南隆平原開發故事(1節) 

*美濃鎮誌歷史文章閱讀。 

*藉由閱讀及資料檢索，統整分享以了解日

本時代文化的遺留。 

4.客家俗諺教學(1節) 

 *透過與社區相關的客家俗諺『○1有妹莫

嫁溪埔寮庄，食飽飯每日開石崗；三日

二日還過得，日長月久苦難當。○2有妹

莫嫁十穴庄，三盤蘿蔔二盤薑；吃了幾

多渾泥水，開了幾多石崗田。』引導學

生知情意發揮，了解自己家鄉吉東-南隆

平原開發得來不易，學習其堅毅精神並

能傳承展現客家文化。 

5.騎著腳踏車逆著獅子頭水圳尋找竹仔門  

發電廠(4節) 

  *透過實際走讀，體現課堂所學知識，了

解水圳水源的來源，知道獅子頭水圳及

竹仔門發電廠的密不可分，以及對美濃

農田和鄉民的重要性。 

6.上網搜尋資料-水圳與竹仔門發電廠(1

節)  

  *用行動載具記錄下來並分享。 

7.寫作練習(1節) 

  *透過食水愛想水源頭系列的課程做整  

   理分享。 

   

1.騎腳踏車會用到个客家話用語。 

 ○1擋仔、蹬擋仔、愛蹬擋仔、你愛蹬擋仔 

 ○2慢慢仔騎 

 ○3上崎愛用力騎 

 ○4騎車仔堵著下崎時節，愛細義 

 ○5十字路，愛左片右片看看有車仔沒？ 

2.紹介水圳功能、知日本時代个故事 

 ○1水圳同水透到田肚蔭田。 

 ○2水圳做得洗衫、搞水，係蓋多人个童年  

回憶 

 句型練習：毋單淨……還…… 

3.紹介日本人愛久澤直哉、白石喜代志(白石

哥)个故事 

4.客家俗諺教學 

○1有妹莫嫁溪埔寮庄，食飽飯每日開石崗； 

  三日二日還過得，日長月久苦難當。 

○2有妹莫嫁十穴庄，三盤蘿蔔二盤薑； 

  吃了幾多渾泥水，開了幾多石崗田。 

5.騎著腳踏車逆著獅子頭水圳尋找竹仔門  

發電廠(用客家話交流、認識美濃文化) 

6.上網搜尋資料-水圳與竹仔門發電廠 

  學習用客家話溝通 

7.學習評量-用客家話上台報告分享 

學習評量 1.技能評量-確認是否會騎腳踏車 

2.實作評量-實地參訪紀錄-獅子頭水圳、竹仔門發電廠 

3.口頭評量-課程進行及成果分享的客語對話能力、表達能力 

4.實作評量、檔案評量-參訪後小書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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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實作評量、檔案評量-google簡報編輯分享 

 

預期成效 

1.能知道在地美濃南隆平原-吉東的故事。 

2.能製作出一本南隆平原-吉東的獅子頭水圳、竹仔門發電廠小書。 

3.參訪後能完成小記者報導一篇文章。 

4.能透過數位載具 google簡報編輯與分享，讓自己所學，融會貫通。 

 

活動照片 

 

 

 

逆著獅子頭水圳，尋竹仔門發電廠 與發電機組合照 

  

竹仔門發電廠中努力蒐集資料 竹仔門發電廠中認真找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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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竹仔門發電廠-水位能差發電 學童以書法寫出客家俚諺 

  

獅子頭水圳、竹仔門發電廠小書 竹仔門發電廠歷史小書 

  

小記者報導以文章方式敘述 小記者報導以圖文說明 



19 
 

 
google簡報編輯與分享 

 

google簡報編輯與分享-竹仔門發電廠與獅山水圳和九穴的關係(離吉東最近的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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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簡報編輯與分享-竹仔門發電廠个土地伯公(左手片) 

 

學生客語童詩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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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回饋與省思 

1.帶學生校外參訪，學生自己騎腳踏車是件不容易的任務，教導孩子騎車注意事項，及    

  保護自己與同學的重要性，更要謝謝同仁一同守護孩子的安全，讓學生能有個特別參 

  訪經驗與回憶。   

2.參訪結束後，期盼學生能習得知識與情意態度，透過一人一本南隆平原-吉東的獅子頭 

  水圳、竹仔門發電廠小書創作及小記者圖文報導的繪製，讓孩子將其體驗內化創作， 

  展現愛家鄉之情懷。在圖文報導及載具編輯的成果展中，可以感受到學生對於南隆平 

  原開發艱難之有感，進而懂得感恩現下所擁有之資源，期盼學生能真正落實於實務中， 

  並將此精神傳承下去，使之永續發展。 

3.看到孩子在 google簡報編輯內容與上台使用客語分享，知道孩子們學到南隆平原-獅   

  山水圳的農田灌溉情形，也學到在地台灣經歷日本時代統治的故事，透過實際走讀獅    

  山水圳、走訪竹子門發電廠，將教室移到戶外來翻轉教學，學生學習更加認真且努力  

  說客家話與使用客語寫作，達到有效教學。 

 

 

學習子題三：水源頭-荖濃溪 

模組主題 食水愛想水源頭 

教學活動 蔭水源頭-走讀荖濃溪 教學時間  40鐘，10節 

設計構想 民以食為天，種植農產品，需要土壤、陽光、水等大自然資源，看著灌溉水、

依著水圳尋找水源頭，取之大自然、用之大自然、回饋大自然，學習感恩大

自然，愛護大自然，讓大自然永續經營發展，也習得做人處事要知恩惜福，

感謝大地萬物提供人類好居所，感謝先民篳路藍縷，感謝祖先維護家園，讓

後代子孫繼續傳承大自然資源及客家文化。 

學習領域 客語、自然 

學習內容 客家語文 Cd-Ⅲ-1 家鄉人文景觀。 

自然科學 INg-Ⅲ-5能源的使用與地球永 續發展息息相關。 

資議 S-Ⅲ-1 常見網路設備、行動裝置及系統平臺之功能應用。 

學習表現 客家語文 1-Ⅲ-2 能展現聆聽客家語文的態度。 

自然科學 tr-Ⅲ-1 能將自己及他人所觀察、記錄的自然現象與習得的知識 

互相連結，察覺彼此間的關係，並提出自己的想法及知道與他人的差異。 

資議 p-Ⅲ-2使用數位資源的整理方法。 

資議 p-Ⅲ-3運用資訊科技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教學資源 1.準備荖濃溪資料 

2.申請十八羅漢山自然保護區參訪 

3.與社區結合十八羅漢山自然保護區解說員-朱春蘭老師協助解說(客語) 

4.準備數位載具，讓學生編輯與上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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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流程、學習內容 客語學習重點詞彙、句型 

1.瞭解荖濃溪對美濃水資源的貢獻擴及人的

生活。(2節) 

*從吉東國小落成誌中，探索吉東地區開墾之

源頭-荖濃溪。 

*藉由客家俗諺『食水愛想水源頭—知感恩』

引導學生了解客家先民開墾的篳路藍縷，進

而感恩珍惜。 

*引導學生知情意發揮，展現其精神。 

2.社區結合-十八羅漢山自然保護區荖濃溪

的走讀導覽解說。(4節) 

*透過社區結合，了解荖濃溪的自然生態環

境，進而體悟當時的下游地區-吉東的開墾之

困境。 

*透過實際走讀，了解美濃灌溉來源-水圳的

水源來源及源頭。 

3.圖文報導書寫創作(2節) 

*荖濃溪走讀後，透過五感寫出圖文報導書並

分享 

4.數位載具-荖濃溪走讀課程分享(2節) 

 *透過行動載具的資料的蒐集與整理及編輯

將其荖濃溪走讀系列的課程做整理分享。 

 

1.食水愛想水源頭—知感恩 

2.荖濃溪、靴筒、仗仔、 

○1下去荖濃溪愛著靴筒、戴安全帽、拿仗

仔 

○2在荖濃溪慢慢行 

○3在荖濃溪看到麼个？ 

  在荖濃溪看到石頭、水、樹仔…… 

○4在荖濃溪聽到麼个？ 

  在荖濃溪聽到水聲、鳥仔唱歌…… 

○5歸雙靴筒都係泥，拿去用水沖淨淨啊。 

3.上網搜尋資料-水圳與竹仔門發電廠 

  學習用客家話溝通 

4.學習評量-用客家話上台報告分享 

學習評量 1.實作評量-實地向大自然學習-十八羅漢山自然保護區-荖濃溪 

2.實作評量、檔案評量-走讀後繪製小記者報導 

3.口頭評量-課程進行及成果分享的客語對話能力、表達能力 

4.實作評量、檔案評量-校慶展覽課程設計簡報 

5.實作評量、檔案評量-google簡報編輯分享 

6.情意態度評量-展現懂得惜福與珍惜之態度，感恩大地給予我們資源 

 

預期成效 

1.能向大自然學習。 

2.走讀後能完成小記者報導一篇文章。 

3.能編輯簡報在校慶時展覽 

4.能透過數位載具 google簡報編輯與分享，讓自己所學，融會貫通。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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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自然的觀察 與社區結合-朱春蘭老師沉浸式教學解說 

  

開挖伏流水 有獎徵答 

  

小記者報導以圖文說明 小記者報導以文章方式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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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走讀-google簡報編輯與分享-十八羅漢山自然保護區-荖濃溪-校慶展覽 

 

網路搜尋資料-google簡報編輯與分享-十八羅漢山自然保護區-荖濃溪-校慶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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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搜尋資料-google簡報編輯與分享-十八羅漢山自然保護區-荖濃溪-校慶展覽 

 

google簡報編輯與分享--荖濃溪學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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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喜歡親近大自然 

 

學生客語童詩創作 

教學回饋與省思 

1.帶孩子親近大自然，深感專業性不足，轉而與社區結合，邀請十八羅漢山自然保護區 

  解說員-朱春蘭老師，以客語沉浸式教學解說，進行荖濃溪課程協同教學。讓學生更深 

  刻的了解荖濃溪下游地區的客家先民開墾之困境，以及如何運用大自然逆境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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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於走讀完畢，期盼學生能學到知識與情意態度，透過完成小記者報導文章及校慶展 

  覽課程設計的簡報，讓孩子思考省思課程所學，進而將其編輯分享。從班級到學校乃 

  至社區民眾，藉此可以感受到學生在系列課程中帶來的體悟，客家文化傳承不易，但 

  我們持續努力。 

3.從孩子親近大自然喜悅的笑容，及其分享之內容，可以深刻感受到孩子在大自然洗滌 

  後所帶來的省思，進而期盼孩子能共同守護及愛護大自然，更能透過行動愛護家園， 

  傳承客家文化，讓家鄉的資源永續經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