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教案格式 

臺南400主題優良教案甄選 

一、教案名稱：遊左鎮探菜寮 

二、設計理念： 

    左鎮區是臺灣的重要化石產地之一，1969年早坂一郎（Ichiro Suzuki）學者在左鎮考古

出早坂犀牛，而這也是臺灣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大型哺乳化石之一，而曾協助早坂一郎學者的

陳春木先生在其將近80年的化石探索中，考古出許多珍貴的化石並捐贈給許多學術單位及左

鎮區自然史教育館(現為左鎮化石園區)，因陳春木先生一生對於化石的付出跟貢獻，而稱其

為「化石爺爺」。左鎮不僅有豐富的化石歷史，還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再加上2019年正式

啟用的左鎮化石園區，因此我認為應以此為基底，設計一個連結社區、學校及化石園區的課

程，透過這樣的課程，不論是左鎮還是外地的孩子都可以對這個土地更加認識，也能更妥善

運用這裡的資源，期望在這個課程種下的種子，未來結為美好的果實。 

    而除了化石以外，有孔蟲課程也是光榮實小的重要校訂課程，從之前的「科技館愛迪生

出發公益活動」打下基礎，接著因應校訂課程跟教學卓越而編寫屬於1-6年級的有孔蟲課

程，近兩年更北上參與臺灣科學節展示有孔蟲解說攤位。因此若能在化石課程後接續著有孔

蟲課程，不僅能加深創作及表達能力，也加廣化石科普知識，期許孩子能自發主動去了解化

石館的知識，而在進行解說時也能實踐所學，最後能與同儕一同為左鎮的文化及環境努力，

符應108課綱的「自發」、「互動」及「共好」理念。 

  



三、設計架構：含學習目標概念分析與架構圖 

節數 活動名稱 領域 學習目標 

1 探險前準備 
國語文 

資訊教育 

1. 能操作 google map，並運用程式上的功能，安排

到達目的地的方式。 

2. 能從影片中歸納重點，並推論出學習單上的題目

答案。 

2 採集化石趣 自然科學 
1. 能辨別採集到的石頭是否為化石。 

2. 能向教師及同儕詢問來解決自己遇到的問題。 

3 深究化石館 

國語文 

自然科學 

資訊教育 

1. 能從化石館的展覽來對照自己的採集成果。 

2. 能運用 canva來製作自己的化石簡報。 

4 CANVA 
國語文 

資訊教育 

1. 能上台報告自己的化石簡報。 

2. 能傾聽教師及同儕的建議來修改自己的簡報。 

3. 能傾聽同儕報告，給予讚美及分享自己的看法。 

5 發現有孔蟲 
國語文 

自然科學 

1. 能連結之前所學到的有孔蟲經驗，並分享自己的

看法。 

2. 能扮演有孔蟲解說員的角色，除了背誦相關解說

步驟外，也能因應情況的不同，變更不同的解說

方法。 

 

  



四、教學活動設計： 

實施年級 五年級 總節數 共5節，200分鐘 

實施人數 6 

核心素養 

自-E-A3 

具備透過實地操作探究活動探索科學問題的能力，並能初步根據問題特性、資

源的有無等因素，規劃簡單步驟，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器材儀器、科技設備及

資源，進行自然科學實驗。 

自-E-C2  

透過探索科學的合作學習，培養與同儕溝通表達、團隊合作及和諧相處的能

力。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 能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個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同意見， 

樂於參與學校及社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自然科學領域 

tc-III-1 能就所蒐集的數據或資料，進行簡單的記錄與分類，並依據習得的知

識，思考資料的正確性及辨別他人資訊與事實的差異。 

pe-III-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備及資源。

能進行客觀的質性觀察或數值量測並詳實記錄。 

pc-III-2 能利用簡單形式的口語、文字、影像（例如：攝影、錄影）、繪圖或實

物、科學名詞、數學公式、模型等，表達探究之過程、發現或成果。 

an-III-1 透過科學探究活動，了解科學知識的基礎是來自於真實的經驗和證

據。 

國語文領域 

2-III-5 把握說話內容的主題、重要細節與結構邏輯。 

2-III-7 與他人溝通時能尊重不同意見。 

資議  

p-Ⅲ-3 運用資訊科技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a-Ⅲ-1 理解資訊科技於日常 



議題 

學

習

主

題 

戶外教育 

1. 有意義的學習 

2. 友善環境 

實

質

內

涵 

戶 E1 善用教室外、戶外及校外教學，認識生活環境（自然或人為）。 

戶 E7 參加學校校外教學活動，認識地方環境，如生態、環保、地質、文

化等的戶外學習。 

 

臺南

400 

珍視傳統 

左鎮有其化石底蘊，在化石爺爺陳春木先生的引領下，越來越多化石在這裡出

土，我們更應承接前人的精神，轉化為行動，更加認識左鎮化石寶地。 

開創當代 

左鎮化石園區於2019年正式啟用，迄今已超過130萬人參訪，而典藏研究中心也

在2023年正式啟用，而本校緊鄰化石園區，再加上校館合一的優勢，不論是典

藏庫房巡禮還是專業導覽解說，甚至是最具吸引力的化石清修都跟化石園區有

緊密的交流，整合現有資源，精煉出完整課程。 

展望未來 

化石，在以前需要大量的時間與人力去採集、挖掘、清修跟鑑定，而在未來，

透過科技的進步，我們能用更系統化的方式去辨別及定年化石。讓左鎮年代久

遠的化石透過新科技再次呈現於世人眼中。 

所融

入之

學習

重點 

自然科學領域 

1. 能就採集到的化石進行記錄與分類，並依照教師所提供的資料來辨別自己

與同儕的化石是否為真。 

2. 能正確且安全操作顯微鏡，並將觀測到的化石及有孔蟲結果詳實紀錄。 

3. 能將採集到的化石及挑選的有孔蟲透過口語、文字、繪圖及簡報方式進行

發表。 

4. 透過採集活動了解到化石館所展列的生物都是依照其形態特徵進行分類。 

國語文領域 



2-III-5 把握說話內容的主題、重要細節與結構邏輯。 

2-III-7 與他人溝通時能尊重不同意見。 

1. 能在口頭評量、紙本評量及簡報發表時把握呈現內容的主題、細節以及邏

輯。 

2. 能傾聽並尊重他人的意見。 

戶外教育 

    左鎮是個有故事、有文化的化石寶地，我們帶孩子去看看真正的化石出土

地，透過實際採集體會前人的堅持與辛勞，也了解到環境的保護及其重要，培

養孩子行動力成為負責任的環境公民。，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國語文、資訊教育、自然科學 

教材來源 1. 網路資源 

2. 校本教材 

教學設備/資

源 

1. 硬體設備：電子白板、電腦、平板、篩子、桶子、鏟子、左鎮化石園區、

顯微鏡、放大鏡。 

2. 教學教具：教學簡報、學習單、簡報互評表、有孔蟲百寶箱、有孔蟲化

石。 

3. 人力資源：外聘化石學者、外聘有孔蟲教師。 

學習目標 第一節 

3. 能操作 google map，並運用程式上的功能，安排到達目的地的方式。 

4. 能從影片中歸納重點，並推論出學習單上的題目答案。 

第二節 

3. 能辨別採集到的石頭是否為化石。 

4. 能向教師及同儕詢問來解決自己遇到的問題。 

第三節 

3. 能從化石館的展覽來對照自己的採集成果。 

4. 能運用 canva來製作自己的化石簡報。 

第四節 

4. 能上台報告自己的化石簡報。 



5. 能傾聽教師及同儕的建議來修改自己的簡報。 

6. 能傾聽同儕報告，給予讚美及分享自己的看法。 

第五節 

3. 能連結之前所學到的有孔蟲經驗，並分享自己的看法。 

4. 能扮演有孔蟲解說員的角色，除了背誦相關解說步驟外，也能因應情況的

不同，變更不同的解說方法。 

教學型態 ■ 個別班級教學 □ 班群教學 □ 全學年教學活動 

□ 跨學年教學活動 □ 戶外教學 □ 其他 

教學活動 

（單元/節

次）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實施時間 

探險前準備 

/第一節 

1. 請學生拿出平板，運用 Google map 尋找化石挖掘

的地點「龍溝、牛食水」。 

2. 依照圖示猜測與測試 Google map介面上的各個圖

示，並簡介說明在校本教材的空格裡。 

3. 完成牛食水及龍溝路線圖，並完成學習單。 

4. 觀看化石採集影片，並完成學習單問題。 

影片名稱：台灣第一等【最多化石研究者 左鎮人

臼齒出土】台南_精選版 

5. 請學生回家準備採集化石需要的工具。 

10 

 

5 

 

 

 

 

 

25 



採集化石趣/

第二節 

1. 前往龍溝前，先進行安全教育及化石行前教育。 

安全教育 

(1)行走時，注意前後左右方來車。 

(2)龍溝雖然只有淺淺的水，但也要注意腳步，小

心滑倒 

化石行前教育 

(1)說明龍溝會出現的化石有哪些。 

(2)黑色的通常是骨頭或腳；白色的通常是貝類。 

2. 徒步前往龍溝，請學生按照前一節課影片中提到

的方式進行採集 

方法一：挖土放進篩子 – 過濾泥沙 – 挑化石 

方法二：仿效雨水沖刷岩石表層樹葉 – 挑化石 

3. 請學生依照化石特徵來判斷為挑出來的成品是石

頭或化石。 

4. 將成品帶回學校並記錄於校本教材上。 

5 

 

 

 

 

 

 

 

25 

 

 

 

 

 

10 

深究化石館/

第三節 

左鎮化石園區的化石館主要在介紹菜寮溪流域出現的

生物以及臺灣珍貴的動物化石 

1. 學生帶著上節課採集的化石前往參觀化石園區化

石館，雖然挖到的東西一定跟展覽不同，但學生

可以透握觀察跟比對來判斷自己採集到的是否為

化石。 

2. 學生各自選擇一個種類的化石並深入研究，透過

上網尋找資料等方法做成五至七分鐘左右的簡

報，簡報內容包含：此種化石的歷史、位置分

布、研究價值等等。 

3. 指定學生使用 canva來製作簡報，上課時先大略

介紹介面及功能並讓學生實際操作，接著請學生

回家觀看 canva教學影片並製作簡報，下一次上

課會進行簡報驗收。 

 

 

10 

 

 

 

20 

 

 

 

10 



影片名稱：Canva第九課 製作簡報 

CANVA 

/第四節 

1. 學生分別上台呈現自己的簡報，並透過互評表來

發現自己可以學習跟改進的地方。 

2. 簡報結束後，請學生檢視自己的簡報內容，是否

有發現幾個常見簡報錯誤 

(1)簡報字太多 

(2)字體跟顏色看起來很怪 

(3)投影片太多動畫、過於花俏 

(4)報告時把照著簡報內容念，沒有自己的想法 

3. 學生回家修改簡報內容。 

30 

 

10 

發現有孔蟲/ 

第五節 

1. 陳列在龍溝採集到的有孔蟲化石，由於之前學過

的有孔蟲課程中，有孔蟲以白色居多，請學生猜

想「為什麼在龍溝採集到的有孔蟲是黑色的？」 

(答：因為沉積年代久遠。埋在岩石中，會受到岩

石裡面其他物質的影響，所以顏色會有改變。) 

2. 介紹顯微鏡的功能跟操作，並完成學習單。 

3. 有孔蟲作為本校校本課程，時常用於課程交流，

因此學生也得培養解說能力。 

有孔蟲解說練習： 

(1) 說明有孔蟲的特徵(有均勻孔洞)以便觀察。 

(2) 利用圖片、標本來從砂石裡面挑選。 

(3) 說明顯微鏡的使用。 

(4) 用顯微鏡觀察後，辨別為星砂還是有孔蟲。 

(5) 同儕間的互相練習。 

(6) 邀請其他班級來參與活動，學生透過實作累

積經驗，培養解說能力。 

15 

 

 

 

 

 

 

 

25 

 

  



一、 教學成果與省思：（可包括學習歷程案例的紀錄與分析、學生學習成果與

問題的分析、教師教學心得、觀課者心得、學習者心得等。） 

(一) 教師教學心得 

1. 教學準備 

    今年是我在光榮實小的第五年，我一直認為這裡擁有得天獨厚的文化歷史與

自然環境，而在教育局校訂課程的推動下，我們終於發展出一套可以讓孩子深刻

了解左鎮化石及有孔蟲價值的課程，而這套課程也經過不斷的精練，最終奪得111

年度教學卓越銀質獎。 

    而在準備的過程中，夥伴跟外部資源的支持顯得特別重要，透過不同領域教

師的共備可以激盪出多元看法，而外部專家學者則可以對於這些看法提出最專業

的建議，使得我們可以精煉出這套課程。 

2. 學習情況 

    本教案設計給五年級的孩子，共6位學生。我是採取每人完成各自任務的方式

進行課程，因為我認為孩子普遍會有依賴高成就孩子的壞習慣，而這是歸因於對

自己缺乏自信心，因此我期盼每位孩子能順利完成自己的任務，即使遇到難題，

也能想辦法求助他人。而這個課程採取口語評量、紙本評量、實作評量、科技使

用等多元評量方式，且多元評量表的部分還有搭配核心素養，更能檢核孩子的學

習情況。 

3. 延伸學習場域 

    除了得天獨厚的天然環境外，左鎮化石園區也是讓孩子增廣見聞，豐富化石

知識的教學場域。考慮到孩子之前參觀其他博物館經驗，其實大多都是走馬看

花，因此我希望孩子可以選擇化石館中的其中一個動物來進行深入探究，透過書

籍、展覽及網路資源來蒐集資料，並運用 canva來設計精美的簡報，最後在課堂

上進行報告，培養孩子的口語表達、知識歸納、評價作品跟欣賞同儕的能力。 

(二) 學生回饋 

學生 上課回饋 

○宸 一聽到要自己做簡報跟上台報告，我的心都涼了，因為我本來就對

自己沒什麼信心，也不認為自己能順利完成。還好在過程中，同學

在簡報製作上幫了我很多忙，雖然在報告的時候，講得很爛，但至



少我有努力過了。 

○德 之前學長姐參加臺灣囡仔讚的節目拍攝時，我就很羨慕他們可以參

加這樣的課程，因此我非常期待可以上這個課程。在這個課程中，

我覺得最難但也最好玩的就是化石的採集跟辨識，說實在的，要不

是有上過課，我根本分不出來自己採集到的東西是化石還是石頭，

很開心透過這樣的課程可以學習到化石的知識。 

○琥 我個人比較喜歡從化石館找報告主題的課程，因為我比較擅長做簡

報跟上台發表，所以當同學需要我幫忙時，我也都盡量幫助他們。 

○昕 我比較喜歡挑有孔蟲的課程，因為我覺得能用顯微鏡觀察有孔蟲很

酷，外表看起來像碎石頭，但放在鏡頭下竟然有一顆一顆的孔洞。

雖然說要練習解說很累人，不過能讓其他人也知道有孔蟲這麼有

趣，累就累吧！ 

(三) 學生成果 

1. 化石簡報 



2. 學習單 

  

  

  
  



3. 成果照片 

  

觀察有孔蟲標本 練習有孔蟲解說 

  

觀看有孔蟲繪本，了解有孔蟲習性 龍溝採集化石 

  

挑選跟辨別有孔蟲化石 於課程後前往臺灣科學節擺攤解說 

 

 



(四) 教師省思 

1. 課程內涵艱澀 

雖然在課程中已透過專家分享跟影片內容來得知如何辨別是否為化石，但實際採

集後才發現要辨別化石不是件簡單的事情，有好幾次學生無法辨別請我幫忙，但

其實我也無法肯定，只能先請學生收起來，之後一起詢問外聘專家。因此要準備

這個課程，我想除了自己上網搜尋資料以外，適時地尋求專家協助也是必要的。 

2. 結合化石園區 

其實左鎮化石園區提供了非常好的化石展覽，因此我希望學生不只是走馬看花地

參觀博物館，我們更應該善用校館合一的優勢，若在製作簡報時有任何疑惑，都

可以趕快去園區尋找答案，而且園區的導覽老師們都有豐富的化石知識，我希望

孩子們也能把握機會，主動詢問來解決自己的困難。 

3. 製作簡報機會少 

我認為製作簡報這個能力應從小就開始培養，而且隨著年紀增長，使用簡報報告

或者交作業的頻率不減反增，再加上現在不只有 ppt 可以用，canva 這個平台是更

好上手的軟體，大大的減輕孩子的製作負擔。而透過 canva簡報製作的課程，學

生不僅可以修正自己的問題，教師也可以從孩子的成果中找到亮點，畢竟在創意

這個部分，說不定孩子的表現會出乎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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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錄：列出與本教案有關之補充說明或資料，例：學習單、ppt……等。 

學習單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五節 

 

※ 附註：請依序掃描成 PDF 並寄送至以下信箱：tainancitymuseum@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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