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 113學年度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綜合活動領域分團團務運作成果 

編號______ 

活動主題 

▓輔導團員工作會議及學習進修活動

（含央群到市輔導、團務會議、團務增

能、地方辦理之期初/末會議、央群到

市輔導、參與央團舉辦之分區活動、年

度研討會等） 

市團到校服務 

（含分區巡迴服務、學校申請、諮詢服

務等） 

學校領域召集人會議及學習進修活

動(含期初、期末領召會議) 

全市性(含分區辦理)教師學習進修

活動(開放全市各校參與、跨校共備、

公開課等) 

辦理形式 

▓ 研討會          團員個別分享      專業對話 

 分析座談        教學演示          專題講座 

 教學方案分享    其他 

研習日期 114年 04月 10日 

研習時間 ▓上 午    ▓下 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習地點 台灣師範大學 

研習名稱 113學年度議題融入領域教材教法徵選頒獎典禮及新興教育議題研討會 

主講人 吳志文副教授、 

參加對象 各縣市綜合領域輔導員 

參加人數 36人 

講座主題 

研討內容 

一、新興教育議題：超高齡社會下的家庭代間關係 

分享者：台師大吳志文副教授 

1. 高齡化的具體衝擊是什麼?厭老 or敬老 

2. 台灣有積極因應，仍需更完備。 

⚫ 因應超高齡社會對策方案~五大重點工作 

「增健康、有照顧」；「廣參與、助活力」；「數位力、樂學 習」；

「無障礙、增自立」；「興產業、穩財源」 

3. 讓學生思考：當人口快速高齡化，社會理想的樣貌是什麼？ 

4. 加強長者與社會的連結！提共安全堡壘，增加社會參與。 

5. 促進多元世代間的和諧！家庭功能充份運作。 

二、得獎教案分享：料理界的最佳綠葉 

分享者：臺東縣綠島國小阮惠婷老師 

1. 此教案為根據綠島國小校訂-《走讀自然》的跨領域課程計畫，設計每

週一堂課、教授對象為低年級學生的食農教育。 

2. 此班一年級學生因自幼兒園起即有大量機會接觸土地、種植作物的經

驗，所以接續國小部食農教育課程的實施成效佳，學生的學習興趣高

昂。 



3. 教學內容考量學生對於植物生長的先備知識，除了引導其歸納種植前

後的注意事項之外，並著重於深度認識這個學期的種植作物(珠蔥)及

其受離島環境條件的影響等，也瞭解綠島居民利用珠蔥(紅蔥頭)入菜

的在地飲食或文化。 

4. 最後，培養學生於植物成長過程中觀察、發現問題、思考並提出解決

的方法，進而學習以文字或是繪圖記錄的能力;他們也能從體驗、探索

以及探究過程中得到樂趣，進而懂得愛護環境、感恩大地。 

三、得獎教案分享：深謀遠「綠」的消費-培養環保意識與可持續消費概念 

分享者：劉芳孋、許崇豪、張玟慧 

1. 本教案共為 5 節課，透過學生為中心的問題導向策略(APPEAL)，引導

學生理解並實踐綠色消費。 

2. 第一節課從分享個人消費經驗開始，透過學生的分享來探索購物前的

思考過程，並深入討論消費習慣對環境的影響。學生使用平板進行互

動，並探討過度消費對地球生態的影響，最後反思不良消費習慣。 

3. 第二節課介紹了「綠色消費」的概念，並探討如何選擇對環境友善的

商品。學生學習六大原則（3R3E），並分組討論哪些綠色消費原則可以

實踐在日常生活中。接著，教師引導學生思考環境保護的不同角色，

如政府、企業、消費者和環保組織，並討論如何發揮每個角色的影響

力。 

4. 第三節課通過新聞討論與實際案例，鼓勵學生思考如何在生活中落實

綠色消費，並了解綠色標章與標誌的作用，接著透過分組探討如何在

食衣住行等方面選擇綠色消費，並製作心智圖來整理出綠色消費的方

式。 

5. 第四節課則鼓勵學生進行反思與討論，並計劃具體的行動，將所學運

用到家庭與朋友中。 

6. 第五節課讓學生檢視之前的行動並進行改進，確保能夠從簡單可行的

行為向更高層次的綠色消費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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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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