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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瑪陵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主題課程教學成果 

（一）學習領域/主題別：主題課程/主題二、有機生活讓世界更美好 

（二）實施時間：主題課程時間 

（三）教學年級：六年級 

（四）教學節數：共 30 節 

（五）教學者/協同者：游淑如/陳士文、鄭婕汝、徐敏揆 

（六）教學執行狀況： 

1. 教學目標 

(1) 體察人類生活與環境的關係，探索有機生活的廣泛面向，建構有機生

活概念圖。 

(2) 擬定有機生活實踐計畫，落實並分享。 

2. 教師教學重點或引導策略 

(1) 腦力激盪，喚起學生對「有機」的先備知識。 

(2) 利用簡化六和分析法整理訪談與案例的訊息，深入了解有機生活實踐

者的用心並認識有機生活的廣度。 

(3) 蒐尋不同面向的有機生活資料，分享一則自己好奇或有趣的案例，能

進而喜歡有機生活。 

(4) 實地參訪有機生活達人的家，向上效學。 

(5) 全班共作有機生活定義與概念圖。 

(6) 擬定有機生活挑戰項目並實踐，養成一個好習慣。 

3. 主題架構. 

主題二：有機生活讓世界更美好 

   單元一：有機生活是什麼？ 

    活動一：尋找生活中的有機 

    活動二：有人這樣過有機生活 

       活動三：參訪有機生活達人--旭騰總經理郭炳源先生 

    活動四：哦！原來有機生活是… 

   單元二：我的有機生活實踐 

       活動一：我的有機生活計畫 

       活動二：歲末展演—我的有機築夢人生 

             



4. 學生學習結果&照片說明： 

  

一、邀請全班腦力激盪，想想在瑪陵、自己家庭生活中，有哪些有機生活的實踐？ 

   

二、由四個向度（what、how、why、我的感受或看法）整理有機生活實踐。鼓勵學

生透過訪問、再探究，找出更多學校、家庭中的有機生活實踐。 

   

三、老師分享案例，引發學生發現更多有機生活實踐案例的動機。請學生以四個向

度整理老師分享的案例，揣摩這位實踐者這麼做的原因（內心想法、生活取捨

等），邀請學生分享真實的感受。 



 

 

四、學生進行討論、分配，分別從食、衣、住、行等不同面相，蒐尋一則有趣的有

機生活實踐案例並展示分享。 



   

   

   

五、參訪有機生活達人--旭騰總經理郭炳源先生。 

    旭騰股份有限公司是瑪陵國小的好鄰居，一走進去，門口的電視機上已經打好歡迎我們的字

樣，潔淨的廠房讓我們很驚訝，這是一間鐵工廠嗎？屋頂上一排排亮亮的，看似電燈，學生走近

才發現是透明採光罩，讓廠房顯得十分明亮，真是聰明、節能省電的設計！所有的工具排列整整

齊齊，標示清清楚楚，一目瞭然，沒有一處顯得凌亂！ 

    工廠內設有員工餐廳，除了提供午餐，也備有泡麵、餅乾，以隨時提供有需求者。還有一間

音樂教室，郭總和員工們每週二都會一起去練習，真是一位同時關顧員工身心的好老闆。他也願

意提供瑪陵國小學習薩克斯風的師資與樂器呢！ 

    公司的頂樓有空中有機農場，由於員工餐廳產生廚餘，廚餘做成的堆肥正是農作物最佳的養

分來源，郭總完全善用不浪費。他同時也運用各種巧妙的設計，收集雨水並循環利用，省錢省水

又省人力！頂樓還有遊樂設施，是郭總為孫子設計的，讓大家好羨慕！ 

    座談時，郭總一一回答學生的提問，並勉勵孩子們，要珍惜學校的資源，認真學習，將所學

運用在生活。他雖然沒有很高的學歷，但該學的東西，他一定想辦法自學，所以他會說日語、英

語，有許多國外的客戶。有了能力要進而幫助別人、回饋社會。 



 

六、全班共作有機生活定義、概念圖。 

    什麼是「有機生活」？ 

    有機生活是一種愛護環境、充滿機智、充滿生機的生活方式。除了吃有機、用有機，還能維

護大自然環境保有無污染的水、新鮮的空氣、明媚的陽光。個人生活作息必須維持適度運動，保

持良好的休息和睡眠，多正向思考並正確表達情緒。整體而言，有機生活是一種生活態度，同時

包括對社會的關愛、對環境的保護，是全方位的健康、藝術的生活方式。選擇有機生活就是選擇

健康，使生命充滿活力。 

 

七、擬定為期三週的有機生活挑戰

計劃並實踐與紀錄。 

1、宗智：洗米後將洗米水拿去澆花 

2、沅祐：練習用好口氣跟學弟說話 

3、在恩：每天 1分鐘有氧運動 

4、楷倫：在正常燈光下閱讀，不開小夜

燈看書 

5、惜惜：每天出門回家至少走一次樓梯 

6、晴安：放學準時前往課後班 

7、芷廷：用洗澡水沖馬桶 

8、又溱：幫家人關燈 

9、時念：洗米後將洗米水拿去澆花 



 

八、配合歲末活動，學生將主題一

「築夢人生」與主題二「有機生活

讓世界更美好」結合，訂出我們歲

末展演戲劇：我的有機築夢人生。 

1、宗智：有機食品開發商，堅持製作健

康食品 

2、沅祐：籃球選手，能選擇和健康飲料

店長期合作 

3、在恩：演員，願意幫健康飲料代言 

4、楷倫：資訊工程師，幫助店家寫程式 

5、惜惜：健康飲料店老闆，販賣幸福與

健康 

6、晴安：國文老師，推廣健康理念 

7、芷廷：羽球選手，願意幫健康飲料店

代言 

8、又溱：健康飲料店老闆，販賣幸福與

健康 

9、時念：廣告設計師，協助設計 logo 

 

（七）教學反思 

1. 一開始進入這個主題，問學生對「有機」這兩個字的想法？很驚訝的發現，多數

學生並沒有被「有機農業」框住，因為在瑪陵薰習了許多環境教育的概念，加上

有理念的家長，他們能說出有機生活涵蓋許多面向，廣度雖然夠，可是發現大家

做的都差不多，所以感受多是省水、省電、省錢、環保，當然也有人只寫很好、

很棒、很麻煩…。 

2. 進入訪談、用四個向度去分析自己問到的或老師分享的案例時，學生漸漸覺察有

更多有機生活實踐者背後的動機：有人為了孩子，放棄高薪去當農夫；有人為了

青蛙、蝴蝶，跑去山裡教育當地居民；有人因為不忍心還可以用的東西被當成廢

棄物，想辦法回收再利用…。學生這時候就會睜大眼睛、發出讚嘆的聲音，生起

效學的想法。 

3. 分類進行有機生活案例搜尋時，學生們能夠先討論，兼顧各種面向盡量不重複，

蒐集的主題也都很有趣。但發現學生多是複製、貼上，根本沒有排版！第一次交

出來的作業，字有大有小、行距也不一致。並且沒有認真去看內容，找半天才回

答出老師的問題，花了較多時間在指導，最後只做展示分享，忘了這裡應該可以

進行輪流閱讀、寫下回饋，才能更確實做到分享的目的。 

4. 校外教學、參訪有機生活達人是學生期待的，多數學生也都認真聆聽、發問、作

筆記，但老師粗心忘了要給家長同意書，還好學生都平安！ 



5. 這個主題的第二個單元，原本課程設計是要透過 DFC，進行一項全校性的有機任

務，但發現歲末活動必須開跑，而且我們又想規劃畢旅，所以只好縮減成個人的

有機生活挑戰，任務都不難，只是一件該做但平常沒有做的小事，但學生願意自

己提出並持續三週執行、紀錄，相信有收到一連串學習下來的影響，老師也予以

肯定。 

6. 歲末發表，是跨領域合作的重要課程。老師提出：是否可以結合兩個主題一起呈

現？學生就說出：我的有機築夢人生，並開始進行劇本編寫。除了在課堂中的討

論，我們也在晚上進行兩次線上共學，完成劇本。婕汝老師指導分工合作完成海

報；士文主任指導大型道具製作；詩茜老師協助提供音檔；學生剪輯、作詞、合

唱；家長幫忙服裝、造型…，整個過程就是一個有機任務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