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學年度教育部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教學方案 

 

壹、   學校名稱: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 

貳、 團隊成員: 韓中梅 張澤平 蔡智惠 黎怡伶 蔡怡雅 

參、 跨領域科目: 美術 生物 歷史 英文 

肆、 教學對象與先備能力 

一、美術: 學生具備基礎造型繪圖能力 

二、英文: 學生具備基礎聽說讀寫綜合能力 

 

伍、 跨領域美感課程實施模式 

一、教師共同備課討論、主題發展教案、在個別課程進行課程活動。 

二、輔以體驗活動、激發學生的發想。 

三、最後以產出的方式，於校園公開展演。 

 

陸、 跨領域美感課程應用策略 

一、使用時機: 引起動機、發展活動、綜合活動 

二、教學策略: 應用藝術素材之問題導向教學、合作學習式教學、創造思考教學 

三、評量模式: 影音紀錄、展演實作、文字紀錄 

 

柒、 教學計畫 

一、 單元名稱： 生命樹 

1.主計畫:  我就是品牌(美術) 

2.協同計畫: 生態公民(生物)  

從肯亞綠帶運動到東中環保生活實踐(歷史) 

Seeds Of Change: On Wangari Maaithai (英文) 

 

二、 設計理念 : 



   

    本課程旨在十二年國教最後一個階段，可以讓長期在升學主義至上的台灣

教育體制中成長的學生，重新檢視美術課程進行的態度及術科操作完整度的培

力。學生可以透過此課程，確實發展個人繪畫潛能，用自畫像再度探索自我，

並藉由創作的完整度，肯定學生的自我價值。讓作品不再是打完分數就回收處

理掉的應付心態，而是視為正式作品可供展覽並存留價值珍貴紀錄。 利用跨

領域美感課程計畫的合作，轉化學生規劃作品的整合能力，讓學生練習掌握視

覺符號表達的能力，由實作的經驗，進行思想、價值與情意的表達。另外在期

末藝文空間正式的展覽中，讓學生具備藝術感知、欣賞、創作與鑑賞的能力。 

 

     本期程主軸議題是關懷自然生態與永續發展。隨著時代的發展， 棲地破

壞、汙染及氣候變遷已然造成人們生命財產的威脅。要能有效控制未來的環境問

題，最有效的方法是透過環境教育。環境保護運動推動已久，環境問題卻日益嚴

重、不見減緩，主要原因為人類與環境的切割，人類社會已與自然失去連結，只

將環境作為人類活動的場域，卻對環境系統中的交互作用全然不查，對環境的該

擾超出系統的緩衝能力，導致系統崩潰。環境體驗與生態調查能有效重新建立人

與自然的連結，並察覺人類與環境系統的關聯與互動。在十二年國教課程中，培

養主動關心自然相關議題的社會責任感與公民意識，建立關懷自然生態與人類永

續發展的自我意識等也列為重要目標。因此配合部定課程發展自然體驗與生態調

查兩大面向課程，提升未來公民的環境素養，補足永續行動至關重要卻遺缺已久

的一環。 

     竹東高中坐落於鳳陽山下，校園擁有許多珍貴的老樹，生態是本校的綠色

資產。 樹是本校令人驚奇的事物，值得我們探究。本計畫以校園攀樹活動為開

場，在這場綠色教育中，帶領師生找回校園生態與自己的連結，體驗人與人、人

與自然的關係，進行人與自然的對話。 

 

    高中生正值「自我形象」建立的關鍵期。學生可以透過對自己內在深刻的理

•我是誰？

•我的感官經
驗？

身體空間

•我與在地的
關係

文化空間
•我與校園的
關係

自然空間

•我與內心真
實我的關係

意識空間
•我與藝術的
關係

藝文空間



解，與認識自我與外在世界的關係，形塑存在的形象，因此由美術創作的角度切

入，使學生思考存在的價值。 在本跨領域美感計畫中，我們探討 2004 諾貝爾和

平獎得主 Wangari Maaithai 的一生，討論 Wangari 在肯亞所掀起在生態與經濟政治

的革命性運動，使學生探究自然與和平的關係，在歷史與英文閱讀中見證種子如

何帶來生命的改變。 其次，引導學生進行在地的思考，即是校園生態系的實際

探究活動。 最後，藉由不同的媒材演譯展示，進行創作，深化所學: 製作樹脂

標本、英文影像詩與英雄速寫書寫、自畫像、回收物再生四個軸線同時進行，將

自我內在真實的美感經驗碇錨在浹髓淪肌的日常空間。 

 

 

三、 藝術概念與美感元素 

 

 
 

 

四、 教學方法 

（一）討論教學法 

（二）講述教學法 

 

五、 設計依據（含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對應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藝術領域綱要 課程總綱 

美 1-V-1 

能運用多元視覺符號

詮 釋生活經驗,並與

他人溝 通。 

美 E-V-1 

色彩與造形應用*、形

式原理*、平面與立體

構成原理、視覺符號

分析與詮釋 

藝-U-B1 

具備掌握 各類符

號表達的 能力,

以進行經 驗、思

想、價值 與情意

之表達, 能以同

B 溝通互動 B1 

具備理解及使用

語 言、文字、數

理、肢體 及藝術

等各種符號進 行

表達、溝通及互動

視覺
• 影像與文字的結合：修辭

視覺
• 體驗自然環境：覺察生命

視覺
• 環保創作: 行動永續



理心與他人溝通

並解決問題。 

 

的能力,並能了解

與同理他人,應用

在日常生活 及工

作上。 

議 題 

融 入 

實質內涵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 體驗,覺知自然環境 的美、

平衡、與完整性。 

融 入 之 

學習重點 

視 1-IV-4 能透過議題創作,表達對生活環境及社會文化

的理解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英文、歷史、生物 

教學設備/資源 
藝文空間展示、攝錄影設備、台灣應用材料基金會提供畫
框、多媒體播放設備 

 

 

 

生物科 

  

攀

樹

體

驗 

學習綱要 拜樹為師-初探觀察力（1 小時） 

1. 暖身活動，觀察最熟悉的人類 

2. 打開感官，找尋大樹房客 

3. 透過簡易徒手爬樹，了解身體律動。 

與樹共舞-繩索攀登初探（3 小時） 

1. 穿著攀樹安全吊帶，與繩索系統的觀察學習 

2. 挑戰高度，學習克服恐懼 

3. 建構自我確保觀念，探索團隊合作的可能性。 

4. 換為思考，同理心的建構，變換看待生命的角度。 

 

評量策略 檢核表(學生自評及教師他評)及成果發表 

竹東高中學生核心能力 

一、能不斷自我成長 

1.自我覺察與管理 

● 自我評估-能察覺並辨別自己的優劣勢 

● 情緒覺察與管理-能察覺、分析自己的情緒並使用有效的方法增進

正向情緒 

● 肯定自我-能區隔事物成敗與自我價值 

環境素養指標 



二、環境概念知識 

     1.了解自然環境與生態學知識 

三、環境倫理與價值觀 

1.尊重並珍惜其他生命 

樹

脂

標

本 

學習綱要 葉看葉美麗-校園植物調查（0.5 小時） 

校園秘密客-動物採集賓果（0.5 小時） 

霎那也永恆-環氧樹脂包埋標本製作（2 小時） 

評量策略 成果展示 

生

態

系

調

查 

學習綱要 第六感應--校園微棲地調查（4 小時） 

蝴蝶效應-生態系統建模（4 小時） 

評量策略 

 

成果發表 

 

指標：自然科領綱-探究能力指標 

 

發現問題 

能從自然環境進行多方觀察。 

運用感官或儀器辨識物體和現象的特性。 

依據時間或空間的不同以觀察物體和現象的變化。 

推測所觀察現象的可能成因。 

依據觀察所得,經由蒐集資訊、閱讀和討論等過程,提出適合科學探究的

問題。 

 

收集資料數據 

正確且安全的操作器材設備。 

設計適當的紀錄格式並詳實記錄。 

有系統性的收集定性或定量的資料數據或檢視最佳化條件。 

 

論證與建模 

由探究過程所得的資料數據,整理出規則,提出分析結果與相關證據。 

 

環境素養指標 

二、環境概念知識 



1.了解自然環境與生態學知識 

 

三、環境倫理與價值觀 

5..增進環境的責任感 

 

 

六、   教學目標 

美術科  

(一) 能運用多元視覺符號詮釋生活經驗,並與他人

溝通。 

(  美 

1-V-1            ) 

(二) 能透過議題創作,展現對生活環境 及社會文化

的省思。 

(  美 

1-V-4            ) 

 

七、 課程架構圖 

 

 

•My Hero: Wangari 
Maathai

•Poetry/Photo

•自畫像/我就是品牌

•經濟、生態、國家發
展的關係

•廢棄物的再生創作

•校園生態系調查

•樹脂標本

•攀樹體驗

生物 歷史

英文美術

生命樹



 
美術科 



 

生物科 

 



 

英文科 



 

歷史科 

 

 



八、 教學活動與教材內容 

 

美術科進度表 

週 次 教 學 進 度 備註 

1 
何謂美？ 美的歷程：美術教室的使用規範；美

術老師的美育經歷 
第一章  

2 美感經驗：學生的美感開啟經驗 學習單回饋 

3 校園巡禮：從校園環境看見美的形式原理  
體驗活動：感覺經驗的

喚起  

4 社區意識的認識：認識竹塹迎曦門的前世今生 竹塹奧斯卡紀錄片影展

5 自畫像與肖像畫：介紹名畫家自畫像及動漫造型 第二章 

6 
自畫像製作：由開學認識自我回饋表中，檢視自

我特色 
術科操作 

7 自畫像製作流程介紹及相關工具的準備  

8 描圖複製定稿完成  

9 水彩調色的示範技法及平塗技法示範  

10 教師個別指導 學生作品發表  

11 作品色稿完成檢核 學生作品發表 

12 期中考週  

13 
（ 跨科合作：英文、歷史、生物 ） 

 

 

 

 

 

 

 

14 設計的創意思考：設計與生活概論 第六章 

15 作品商品化討論 訂相關材料 

16 作品材料製作方式及生產線規範  

17 器材操作示範及學生操作（第一組至第三組）  

18 學生操作（第四組至第七組） 完成學生觀影《卡羅傳》

19 失敗作品再製及學生作品互評 完成學生觀影《卡羅傳》



20 作品發表及展覽 藝文空間展覽 

21 期末考週  

 

美術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單元(活動)一：介紹「跟著奈良美智去旅行」 

第一、二節   

(一) 美感開啟 

1.五種感官的覺醒：由回饋單讓學生撰寫自己最深刻的 

  五感經驗。全班六組成員分別透過小遊戲接龍，分享 

  自身的五感經驗。 

2.導入美感有關的幾件新聞事件：世大運的開場遊行及 

  台中的捷運 logo 事件 

(二) 美的歷程 

1.教師說明何謂美？說文解字的解釋及西方 esthetica 

  字源字義，說明感覺的重要 

  2.教師引導相關美的歷程經驗及學生回饋自身經歷過最 

    美好的事物 
 
 

第三、四節   

(一) 跟著奈良美智去旅行 

1. 帶領同學們從認識奈良美智了解肖像畫 

2. 由學生回饋有關喜愛的動漫人物 

(二) 校園巡禮 

1. 從校園環境看見美的形式原理 

  2. 從學生的回饋單描述自身成長環境中經歷過最深刻 

     的事件 

  

 

 

單元(活動)二：自畫像與肖像畫 

第一、二節 

(一) 介紹自畫像及自畫像的意義 

1. 引導動機：知名藝術家的自畫像介紹(梵谷、畢卡索… ) 

2. 畫家性格與自畫像風格 

(二) 風格形象化的討論 

  1. 由開學認識自我回饋表中，檢視自我特色 

  2. 決定自己適合的動漫造型，做造型草圖 

 



第三節 

(一) 自畫像製作材料 

1. 自畫像製作流程介紹及相關工具的準備 

2. 工具材料的檢核 

(二) 自畫像輔助材料 

1. 頭部照片放大適切性檢核 

  2. 五官造型簡化說明及描圖練習 

 

第四節 

(一) 整體造型定稿 

1. 檢視自我特色與寶可夢的相關性 

2. 整體造型完成檢核 

(二) 描圖複製定稿完成 

1. 描圖完成修正 

  2. 描圖完成檢核 

第五、六節 

(一) 水彩調色的示範技法 

1. 用具使用規範及使用方法示範 

2. 水彩特性介紹及調色步驟示範：用水濕度比、轉筆調色、 

   用色的筆法步驟分解 

(二) 平塗技法示範 

1. 調色完畢的平塗步驟說明 

  2. 步驟示範及可能發生狀況說明 

(三) 學生作品配色 

1. 配色注色事項 

  2. 平塗法順序說明 

  3. 學生配色檢核與修正  

(四) 學生平塗技法的操作 

1. 平塗完成修正 

  2. 平塗完成檢核 

 

第七節  

(一) 作品色稿完成 

1. 平塗完整度不足的修正技巧 

2. 代針筆的使用注意事項 

3. 作品完成審核 

(二) 作品裝框完成 

1. 作品裝框完成評分 

  2. 學生作品發表及互評 

 

(作品完成學生發表及互評另多留一節空白時間。方案一：在班級作品於美術教

室完成時同步發表。方案二：全班統整於藝文空間看優秀作品展覽時發表) 

 



單元(活動)三：跨領域協同  我就是品牌商品化作品 

第八、九．十節 

(一) 個人品牌的認識及作品完整度的要求的關係 

    作品色稿完成檢核以進行商品化製作 

(二) 完成作品裝框及作品商品化製作 

    先行示範，指導小組長製作再依組別分組製作 

(三) 報告自畫像創作理念 

    尚未商品化製作的組別進行上台報告作品的創作理念 

    ( 各班依進度時程調整，多增加一堂課全體完成報告) 

**期末三節課製作及佈置文化走廊 

 

文化走廊展覽，六件櫥窗 

 

 

 

 

生物科 

生態系調查教學活動            

單元名稱 生態世界的系統調查 設計者 韓中梅 

涵蓋學科 生物,物理及化學 

授課年級 二年級 授課節數 2 

 

課程目標 

(條列出學習知

識與素養指標) 

認         知：生態系統中的各項因子相互影響 

                      (學生能鑑別生態系統中的各項因子) 

                      (學生能描述因子間互相影響的機制) 

跨科概念：系統與尺度 

能         力：依據時間或空間的不同以觀察物體和現象的變化。 

                      依據觀察所得，經由蒐集資訊、閱讀和討論等過 程，提出

適合科學探究的問題。 

                      運用感官或儀器辨識物體和現象的特性。     

                      正確且安全的操作器材設備。    

                      推測所觀察現象的可能成因。 

 

素         養：自-U-A2 能從一系列 的觀察、實驗中取得自然科學數據，

並依據科學理論、數理演算公式等 方法進行比較與 

判斷科學資料於 方法及程序上的 合理性。 

具體指標： 



1-1-1 能從日常經驗、學習活動、自然環境、書刊或網路媒體等，

進行各種有計畫、有條理、 

       有效率的觀察。 

1-1-2 能正確操作儀器或工具以辨識物體和現象的特性。 

1-1-3 能運用感官(手觸、鼻嗅、眼看、耳聞)辨識物體和現象的

特性。 

1-1-4 依據時間或空間的不同觀察物體和現象的變化或差異。 

1-1-5 推測所觀察現象的可能成因。 

 

1-2-4 提取適當資訊並加以整理。 

1-3-1 依據觀察所得，經由蒐集資訊及閱讀等過程提出可能適合

探究的問題。 

1-3-2 透過討論提出適合科學探究的問題。 

1-4-1 根據問題提出具體的想法。 

1-4-2 依據想法建立假說或模型。 

1-4-3 運用學理檢核所提出之假說或模型是否可驗證。 

4-1-2 能將自已或他人的探究過程或成果以自已的口語、文字或

圖像、實物的方式重新呈現。 

4-1-3 能以正確的科學名詞、符號或模型與他人溝通交流。 

4-1-4 能將自已的探究成果分享至網路、期刊或課程成果展，以

期和他人有科學資訊的交流。 

4-2-1 能傾聽他人的整體報告內容，提出至少一點的意見或方

案。 

 

概念分析 

(圖示，在整體

概念圖中畫出

學生概念或能

力發展的故事

線) 

學生要能有分工並期待自己對團隊有建設性幫助的能力 

學生要有發表的能力 

學生要能有自然觀察的經驗與能力 

學生要能將觀察到的現象以數據表示 

學生要能了解樣本調查的方法,適用情形與可能誤差 

學生要能處理數據以看出趨勢 

學生要能根據數據提出能進行科學探究的問題 

 

學習成果 

 

第_1,2_節課程(活動)流程說明 

5 

● 說明課程設計分為： 

第一週及第二週-了解系統觀念及系統內的交互作用、能

利用不同觀察工具拓展觀察尺度 

 

投影片 

投影機、電



第三週及第四週--理解生物系統的組成及交互作用、利

用化學方法探查生物分子的化學性質 

       第五週及第六週--使用生物系統的知識判斷生活中

食品安全及媒體資訊 

腦 

課程計劃書 

10 

● 接下來我們要去真正的生態系做調查。 

● 發調查指南、指定各組負責人 

      說明陸域調查方法（方格、定點、穿越線） 

             

● 發放調查用品、地圖及紀錄紙、分配區域圖、採集工

具、標本盒、夾鏈袋及圖鑑 

● 統一注意哨音 

● 分配調查區域 

● 移動至生態池 

調查方法學

習單 

 

分配區域

圖、採集工

具及植物標

本、圖鑑、

鳥叫聲音檔

連結 

每組要有調

查指南 

各組調查用

品 

寫字板、記

錄紙、方格

紙、軟尺、

指南針、標

簽紙、鉛

筆、標本

盒、夾鏈

袋、茄芷採

集袋、鑷

子、溫度計 

夾鏈袋、枝

剪、（呼拉

圈）、 

防蚊用品、

隨身擴音

器、哨子 

博士膜、塑

膠盒 

A4 廢紙、生

態池分區地

5 

● 對時集約定收隊時間、地點 

● 提醒各組分工合作的要點 

● 確認各組知道自己的區域、注意地面標記物、各項任務



圖放大印刷

貼膠膜(印

海報?) 

5 

 

● 說明記錄的項目： 

● 記錄的方式：繪圖、文字描述、拓印、採集、拍照 

每組要有調

查指南 

 

 

雲端上傳資

料夾、網路

帳密

naturebio01~

08 

 

 

25 

小組活動 

● 要找到樹木或灌叢，辨別種類在地圖上註記相對位置

● 注意樹上是否有蘚苔、蕨類、地衣或真菌，拍照或採

集。 

● 用呼啦圈作方格採樣法計算該區域的各植物的數量

與密度（採集或拍照） 

● 作定點估算。 

● 用簡單的記號在地圖上標示這些植物的數量與分佈

的範圍 

● 收集分配區域中，地面上的落葉或是果實與種子，裝

在盒子中。 

● 注意土壤狀態、地面動物、腳印、糞便、痕跡。 

● 收集昆蟲及蜘蛛的蛻皮、死掉的昆蟲或掉落的羽毛、

注意聽鳥叫聲。 

●  

25 

小組討論 

● 整理資料 

● 有哪些生物？如何辨識？這些生物將這些生物作初步的

分類，並整理出一張容易讓人看懂的表格或地圖 

請將你拍攝的照片或影片上傳至 http://ppt.cc/qhkn6（檔名：

組別＋分類+流水號 ex.第一組植物 01） 

●   地面上的落葉、果實與種子都來自樣區中的大樹嗎？ 

● 從照片與採集的標本中來看，這個區域有哪些動物？他們

 

整理資料表

格



是吃什麼的呢（請用 google 搜尋）你在樣區中有看到他們

的食物嗎？ 

● 這些生物有集中在某些區域的傾向嗎?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 這些生物之間會相互影響嗎？如何影響？ 

● 這些植物上有什麼動物嗎？有附著在上面的真菌或地衣

嗎？這些生物跟這棵植物的關係可能是什麼？你有觀察

到什麼現象可以作為推測的根據嗎？ 

● 落葉、果實或種子對這塊區域可能會有什麼影響呢？ 

● 將生物之間的關係劃成一張網狀關係圖 

15 各組分享 
(海報紙、色

筆、展示牆) 

 
便利貼、色

筆、海報紙 

5 

全班共同問答 

● 各組的生物有來自區域以外的影響嗎？ 

● 大家觀察到的生物現象很相近嗎？如果不相近，可能

有哪些原因？ 

● 各組的區域算獨立的系統嗎？為什麼（不）？有不同

的系統範圍嗎？怎麼定一個系統的範圍 

● 這些生物被哪些因素影響呢？（用便利貼表示） 

 

將漏斗法收集的燒瓶貼上標簽，註明日期、地點、組別 

提醒值日生組明日土壤秤重時間與記錄位置 

老師用色筆

組 

海報＋字卡 

 

 

 

標簽紙 

                                     

  

 



 
 



 

 

 

 

 

 

 

 

 

 

 



英文科 

 

 

 

 

 

九、 教學評量 

評量工具檢核項目 

學
習
構
面 

項目 

評量等級 

A B C E 

表 

現 

水彩

平塗 

水彩平塗技巧可

將色彩平均塗佈

成完全飽合的色

塊。 

水彩平塗技巧

可將色彩大致

塗佈成飽合的

色塊。 

水彩平塗技巧可

將色彩部分塗佈

成完整的色塊。 

水彩平塗技巧

將色彩塗佈成

不完整的色塊。

作品

造型 

造型的外框及內

部線條層次分

明，表現極佳的

完整度。 

造型的外框及

內部線條層次

大致可達成完

整度。 

造型的外框及內

部線條部分可達

成完整度。 

造型的外框及

內部線條完整

度欠佳。 

鑑 

賞 

審美 

認知 

對同學作品的鑑

賞與理解，可以

對同學作品的

鑑賞與理解，可

對同學作品的鑑

賞與理解，可部

對同學作品的

鑑賞與理解，不



將學習的知能充

分運用在評論時

的用語。 

以將學習的知

能大致運用在

評論時的用語。

分將學習的知能

運用在評論時的

用語。 

能將學習的知

能運用在評論

時的用語。 

實 

踐 

活動

參與 

可充分尊重班級

藝術活動與團隊

合作精神，在分

組回饋時能積極

帶動組員參與。 

可尊重班級藝

術活動與團隊

合作精神，在分

組回饋時能共

同參與。 

部分展現班級藝

術活動與團隊合

作精神，在分組

回饋時部分參

與。 

不能展現班級

藝術活動與團

隊合作精神，在

分組回饋時無

法融入參與。 

生活

連結 

深具養成藝術融

入生活為中心的

學習，將藝術與

生活做充分的連

結或參與。 

可養成藝術融

入生活為中心

的學習，大致可

將藝術與生活

做適度的連結。

可養成藝術融入

生活為中心的學

習，大致可將藝

術與生活做適度

的連結。 

可養成藝術融

入生活生活為

中心的學習，大

致可將藝術與

生活做適度的

連結。 

 

 

捌、課程研發成果 

英文科學習單 



 

 





 

 

 

 



 

 

攀樹日 

 

攀樹日 



 

攀樹日 



 

攀樹日 

 
攀樹日 



 

攀樹日 



 

攀樹日 

教師團隊第一次討論會議 



 

生物課: 製作樹脂標本 

 

 

生物課:製作樹脂標本 



 

生物課： 製作樹脂標本 

 

生物課：校園生態系調查 



 

生物課: 製作樹脂標本 

 

English Reading 

小組閱讀 Wangari Matthai 諾貝爾和平獎得獎演講稿 



 

英文課: Wangari 的故鄉 

 

英文課：Wangari 小組討論 

 



 

英文課:  Project on Wangari 小組影片 

 
英文課:  Project on Wangari 小組影片 

 

英文課:  Project on Wangari 小組影片 

 



 

英文課:  Project on Wangari 小組影片 

 

歷史課: 探索 Wangari 的故鄉肯亞 

 

歷史課: 探索 Wangari 的故鄉肯亞 



 

環境教育: 愛自然回收工作坊 

 

環境教育: 愛自然回收工作坊 

 

環境教育: 愛自然回收工作坊 



 

環境教育: 愛自然回收工作坊 

 

環境教育: 愛自然回收工作坊 



 
成果發表日 

 

成果發表日: 校長主持開幕式 



 

成果發表日 

 

英文導覽員: 向陳教授介紹 Wangari  



 

策展團隊: 介紹 Window on Wangari 的設計理念與製作過程 

 

生物導覽員: 向趙教授說明標本製作設計與過程 



 

生物導覽員: 回答趙教授關於校園生態系的提問 

 

歷史導覽員: 回答張教授對肯亞綠帶運動的提問 



 

英文導覽員:向研習的夥伴學校師長介紹 Wangari 諾貝爾和平獎 

 
英文導覽: 學生向老師解說 Wangari 

 



 
歷史導覽員： 向陳教授說明肯亞綠帶運動對該國政治經濟的影響力 

 

 

校園生態系: 昆蟲標本成品 

 

怡雅老師分享攀樹日的體驗活動流程 



 

怡雅老師分享攀樹活動，學生的收穫與感動 

 
生物觀課： 中梅老師 

 
美術觀課： 澤平老師 



 

成果發表日：學生接受師大團隊的訪談 

 
學生策展團隊 

 

怡雅老師與學生策展團隊 



 
跨領域執行班級： 205 

 

ppt 

ppt 



ppt 

ppt 

ppt 



ppt 

ppt 

ppt 



ppt 

ppt 

ppt 



ppt 

 

ppt 



ppt 

ppt 

ppt 



ppt 

 

ppt 



p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