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竹風逐風
 

 

     

什麼是風？

    風就是空氣流動的現象。風無所不在，風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既然風與我們

的生活息息相關，然而每個孩子對風會因區域、季節、天氣、環境-----等因素而有

不同的感受；那麼以風為主題的課程學習更切合學生的生活經驗。 

  「風城」的九降風在農曆九月前後來到，說的就是新竹縣市因九降風的天氣特色

而成為「風城」。「竹風逐風」案例，根據學生對「風」的生活經驗及在地文化特色

交相下產生的，設計者以統整的主題教學為單元，藉由「風」來培養對自然事物的

覺察，保持探究自然現象的好奇和樂趣，進而樂於學習。 

    整個課程分成三部分： 

    首先在觀察風的這部分：主要引導學生在生活中對風的感受與發現，並能彼此

分享。風城的孩子，就如新竹縣老師提到：一年級就學會拿磚塊卡住大門，以免忽

然碰聲開啟；強風呼呼作響時，舉步維艱的逆風前行；下雨時的強風斜雨，要抓好

雨傘以免吹翻。這些關於「風」的生活經驗，除了新竹的孩子會有的經驗，似乎也

是大部分孩子的生活經驗。為了確認孩子的發現，課程透過真實情境讓學生用五感

觀察，並以圖像表徵出風的現象，藉以做為課程的延伸。 

    第二部分：體驗風的現象，透過問題提問引導孩子，透過「風看不見和摸不到，

怎樣可以抓住流動的風？」的問題，老師讓孩子嘗試不同的材料練習，讓孩子發現

裝有風鼓起的塑膠袋會受到風的作用而任意飄落，再過渡到降落傘的製作，最後以

完美降落讓孩子與同組夥伴共同討論與合作來完成完美降落，運用的材料非常簡單

也隨手可得，也很有挑戰性。 

    第三部分：展現風的特性，延續前一單元的降落傘製作經驗，學生兩人一組，

討論和繪製「風力玩具計畫書」，並列出需要的材料。這個部分是提供孩子一個真實

情境的任務表現，符合素養導向課程。最後，將學習回到對風的了解，老師讓孩子

透過展演，鼓勵利用道具媒介、身體、樂曲律動透過創意展現風的特性作為課程收

尾。 

    課程設計是一個系列的故事線，故事內容跟孩子的生活經驗結合才有發展的可

能；另外，課程本身是一項逐漸擴充、延伸、發展的工程，重點在於事前規劃的預

期學習結果及能力培養的清晰目標。同樣的主題，不同的環境、教學者、學習者就

有不同的教學風景，重點在課程要跟孩子的生活經驗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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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計者：新竹縣關西國小  張雅茹主任 

二、設計理念： 

在炎熱的盛夏季節裡，沒有冷氣的教室異常悶熱，上課鐘響，學生一回到教室

便說著開電扇，開了電扇，有了風的流動，似乎就感覺清涼了點，但開了電扇真的

就會變涼嗎？詢問學生，有風就會讓人覺得涼爽嗎？是什麼樣的特色讓人有這種感

覺呢？教室裡的電扇一轉，學習單會飛散掉在地板上，窗簾會婆娑搖動，女生的頭

髮會飛揚起來，這個看不見的風似乎有著神奇的魔力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故引導學

生探究風這個主題，探索風在生活中的現象和可能情況。 

大自然現象影響生活環境的狀況，是在地化的的環境差異。在新竹縣市，秋冬

的強風呼呼作響，常被問到：「新竹的風都這麼大嗎？」生活中習以為常的強風，不

覺得有什麼特別，例如「風城」的九降風在農曆九月前後來到，強風呼呼像颱風似

的，但本地人卻習以為常，這是生活環境現象的一部分，卻也顯示在地化的差異。 

而學校學生在一年級就學會拿磚塊卡住大門，以免忽然碰聲開啟；強風呼呼作

響時，舉步維艱的逆風前行；下雨時的強風斜雨，要抓好雨傘以免吹翻。這些關於

「風」的生活經驗，期望以統整的主題教學為單元，藉由探究「風」的現象來培養

對自然事物的覺察，保持探索自然現象的好奇和樂趣，進而樂於學習、敏於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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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題架構圖

主題  單元    活動名稱 學習脈絡   活動學習目標及對應學習表現說明之標號     關鍵提問 

(一)風在哪裡
（2 節）

(二)風的作用
（2 節）

(一)抓住風
（2 節）

(一)風的玩具
（4 節）

(二)和風做朋友
（總結性評量）

（5 節） 

討 論 風 在 生 活
中的應用，對生
活的影響。 

看不見的風，可
以怎麼表現風
的存在？ 

製作降落傘，分
析 風對降 落傘
的影響和發現。 

分享舊經驗，說
出 生 活 中 關 於
風的印象。 

◎探索並分享自己的生活會受到風的影響。 (1-I-1-3)

◎運用感官觀察、辨認風的現象，以及住家和校園關於

風的經驗。 (2-I-1-1)

利用紙、布條或
塑膠袋等創作
材料，表演與風
做 朋 友 的 情
況。 

◎從探索活動中體會感官和知覺對認識風的重要性。

(2-I-4-1)

◎透過討論和探究風的作用，學習發現與提出問題的方

法。 (2-I-4-2)

◎了解風看不見，討論和思考提出展現的方法並進行實

作。(2-I-4-3)

◎從變動的實驗裡，覺知風會受地點、風量和器具等因

素的影響而產生變化。 (2-I-2-2)

◎嘗試運用生活中的各種素材，製作風的玩具，表現自

己的想法與目標。 (4-I-1-1)

◎運用語言、文字、圖像、肢體等形式，嘗試讓對方理

解風玩具的認識和玩法。 (7-I-1-1)

◎校園中大樹上的樹葉為什麼會搖動？旗桿上的國旗為什

麼會飄動呢？

◎生活中，有那些現象可以觀察到風的存在呢？

◎運用各種材質的色彩、特性及自己肢體動作等表達對

風的想法，感受創作的喜樂與滿足。。(4-I-2-2)

◎運用語言、音樂、道具和肢體等形式，嘗試讓對方理

解自己對於風的觀察和表現形式。(7-I-1-1)

◎知道任務目標，在小組中以現有材料共同創作，溝通

與討論執行的方法，展現風的現象。(7-I-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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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有哪些物品是利用風來製作呢？

◎風對生活的影響有哪些好處？想一想，是不是也有不好

的影響呢？

◎風看不見和摸不到，怎樣可以抓住流動的風？

◎如何使用塑膠袋會更容易抓住風？

◎有哪些玩具是在有風的情況下才能玩的？

◎要製作出風的玩具要注意哪些情況呢？

◎要製作出風的玩具要注意哪些情況才能讓玩具好玩？

◎不同強度的風吹來有什麼感覺？不同強度的風對我們的

生活有什麼影響？

◎你可以使用材料表現一種風的現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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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降落傘 
（總結性評量） 

（4 節） 

利 用 風 的 特
性，製作使用風
的玩具，介紹和
試玩。 

◎動手試驗降落傘，將習得的探究方法及技能，運用於

下一次的風玩具。(2-I-5-1)

◎蒐集、整理實驗因素和過程，對降落傘結果做出預測

或判斷。 (2-I-5-2)

◎製作降落傘需要有哪些材料呢？怎樣才能完成降落傘的

製作呢？

◎風的什麼情況會影響降落傘的降落地點？

◎有什麼好方法可以讓降落傘降落在指定的地方？

◎製作降落傘時，要注意什麼事情，可以預測降落地點呢？

























六、教學策略及反思： 

1.如何引起動機

要將學習帶入事先設定的主題～風。第一節課該如何切入主題，避免老師

的主觀意識過強，是課前一直躊躇與考量的第一個困境。希望能透過引導方式

來引導學生主動發現風的強度大小在生活中帶來的感受與影響，並能喚起他們

想要繼續或有興趣探討風的現象，因此課程的脈絡要如何掌握其要點才能符合

以學生為學習主體的原則呢？還好在共備時透過共同討論才把這一個問題逐漸

聚焦。 

2.如何順利銜接上一節課的教學脈絡，讓整體的學習脈絡是合理的？

例如：從探究風的作用，到製作降落傘時，本來有想以紙飛機、風火輪和

風車等素材，後來經過討論後，認為降落傘會因為風力和風向而有變化，進而

引導學生先由抓風的塑膠袋概念，在逐漸延伸想到降落傘的製作，如此才讓課

程的銜接較為順暢些，也比較有脈絡。 

3.低年級如何培養與人合作的素養？

原本以為安排兩人一組合作就可行，沒想到關於怎麼討論、怎麼分配任務、

怎麼完成作品都需要老師一步一步的說明，從小組討論、寫討論單、共同製作

比賽到最後小組合作，中間要提醒口氣溫柔、多說請和謝謝、一人說一句、人

人有工作等叮嚀，到後面才能進行總結性評量。 

4.面對低年級的詞彙用語問題

對於低年級學生，在教學時使用的詞彙也是在備課時必須考量到的，如風、

空氣、氣體流動等的詞彙。例如樹葉的搖動是因為風或空氣流動、塑膠袋會膨

脹是因為風或空氣、降落傘或風力玩具的動力等，由於上課時用語常有慣用語

或刻板印象，下課反思才發現似乎用語不夠精準，反而可能使學生混淆風和空

氣的概念。 

5.教學策略的修正

因一年級學生沒進行過分組教學，第一次發現任務單時，低年級的自我中

心表現無遺；有些組別開始討論，但意見分歧，只好各畫各的，圖畫紙上有不

同方向的答案；也有組別完全不看任務單，只管盡情的畫。這是首次分組討論，

透過大家的觀課回饋，讓我修正教學策略，下一節課需要先帶著學生一起討論

分組學習的原則和方法，讓學生學習如何與人合作、討論和分工，老師的指令

也需要更簡潔、清楚，讓學生一步一步依序執行，進而小組合作、共同學習。 

6.學習策略的操作

經由共備回饋意見，在進行降落傘實作時，由原本的一次教學，延展為小

組討論、製作、試放及修正等步驟，並以降落比賽為任務重點，提供學生學習

的鷹架和策略；學生在一次次的操作中，發現問題、體驗實作、修正反省進而

擬定策略、培養態度，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7.以符合學生在地生活、真實經驗為依歸

本案例是多位老師共同討論的教案，其中有多元的教學意見和實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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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校園生活環境的在地化，學生年級和學習特質的差異，在教學活動中因為

學生生活經驗的差異產生在地化課程；教師在吸取多元意見後，以生活課程理

念和素養導向教學為原則，記得自己是最了解這個教室學生的人，以符合學生

的學習經驗和教學脈絡為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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