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陽光國民小學 100 年度 

整合活化空間資源與發展特色本位課程發展特色學校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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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國小成立於 1998 年，設校過程把學校建築設計理念建構在「 ȳ ȳῂ 」的意象上，

針對學習者提供豐富的學習空間，希望讓校園空間成為孩子探索、體驗與展現潛能的學習場域。陽光

三合院的保存與再利用，也是這個理念延伸下的產物！ 

（一）灑落陽光的生命要素 

陽光的教育觀，是以永續觀點來思考兒童受教的內涵，希望學習對兒童而言絕非表象或功利的，

而是一種深化與內化的生命歷程。因此，期待陽光所提供的教育服務，應如滋養生命三要素的「 ԏȳ

Ὲ ȳѬ」那般，供養兒童學習與成長的環境要素。 

陽光團隊致力回歸教育的基本價值，讓學童所學習到的知識、技能與素養，都能像生命三要素那

樣，讓生命的帅苗生長、茁壯。與此相應，我們以「ᴞ ȳϢѝȳ 」作為陽光教育的內涵及實踐的

核心精神。 

自然是指一種真實的生活情境、真實的情感流動與情境體驗，讓陽光學童在豐富且真實的情境中，

學習活的知識，進而滋生智慧與勇氣。人文則是對自己與他人深刻的認識與理解，透過多元的學習來

拓展經驗與視野，培養同理、尊重與關懷的能力。 

自然與人文的素養中，最終要孕育出的氣質，便是「愛」的能力。一個人必須先要懂得愛自己，

然後在同情共感的同理心基礎上，懂得去愛周遭的人，進而具備土地倫理，關懷環境、守護大自然，

轉化自然與人文情懷。成為一種「愛」的積極行動。 

（二）快樂學習的陽光願景 

陽光教育的實踐，是以人文為本質，以人本為基石，以多元學習為核心，以向上向善為信念，以

關懷激勵為動能，以逐夢踏實為願景，而達到「ѿ™ІⱢѻȲ Ȳ֯ ȳ ᾼ МȲ

צ ᾼϢӢ」之教育目標。 

為了實踐陽光教育願景的理想，我們把「 ȳ֥ᵂȳ ȳ ȳ 」這五個法寶作為陽光

兒童的圖像，並將相關能力融入帄日的學習活動中；這五個法寶是送給陽光兒童珍貴的生命禮物，希

望孩子們擁有這五項帶得走的能力，日後能更有「⁞ 」與「 」地迎向未來。 

基於這樣的信念，陽光三合院夢想精靈的奇幻之旅，便是藉由空間活化、運用社區資源、建構陽

光三合院課程，朝向「九年一貫課程領域能力」和陽光「校本位特色」理念與目標，不斷讓孩子在體

驗中快樂學習的一串列車。 

Ϯȳ ӣ 

陽光三合院是一份來自鄉土的禮物。建校時，學校基地內有一戶帄常百姓人家的三合院，低矮的

房舍是用俗稱「火頭磚」等帄實建材築貣的，殘破屋子的一側，牽牛花恣意地爬滿了牆面與屋頂；而

屋後那一片竹林每當風吹時，便發出呢喃的低語，多處鏽蝕的鐵欄杆門及破損的屋瓦，默默的陳述著

滄桑的歷史痕跡。 

原本校園規劃單位傾向不保存三合院，卻在陽光建校籌備委員們的努力下，認為應該讓校園建築

形式奠基在「以教育為主體」時，歷史建築存在意義的思考，讓我們產生文化保存的新思維：三合院

的存與廢不再是文化意識形態的爭辯，而是從老師的課程與教學、孩子的學習與體驗，重新思考舊建



築存在校園的教育價值與意義。 

（一）空間作為一種資源 

若從「 ֥ ӣῂ ᴥ ғ 」的角度來看，當初辛苦保存下來的陽光三合院，如今

成為連結周邊社區特性和環境資源條件的教學場。因此，陽光三合院透過「צᶮѝо 」的「實體空

間」保存，更具備「 ᶮѝо 」的「象徵空間」意涵，而成為兼具「空間、歷史與社會」等等面向

的課程與教學資源。 

尌「Ὲ 」角度而言，陽光三合院的空間形式、材質與織理，迥異於校園內的現代建築；因

其小而美、溫馨而非冷冰冰的空間感，讓學生更容易親近。它同時是具有「時間感」與「地方感」的

空間，讓學生可以切身體驗土地、文化與生命，而成為珍貴的教學資源空間。 

尌「 ҭ 」的角度而言，三合院具有斑駁的牆面，和其他建築感覺不同，自然引發學生們的

好奇；於是，孩子們喜歡在三合院周邊玩耍、探索，也讓刻印了時間痕跡的建築空間，因具有「時間」

的深度而讓孩子們更容易懂得歷史，藉著「向過去索記憶」來認識陽光建校與社區發展的歷史。 

而作為「ῂ 」的一種形式，三合院連結學校和原屋主、社區居民的情感，讓原屋主之一的

鄭阿嬤和里長、社區委員等等，都樂意擔任「地方知識」的教學者，成為「具社區特色的人力資源」

庫；此外，三合院作為校園「特色」空間，總引發不少關心文化、環境和教育的人想來參訪，無形中

也讓這些社會賢達成為潛在的社會資源。 

陽光三合院作為「 ֥ῂ ӂү」的媒介，它不僅只是空間資源和歷史資源，也是

社區資源和社會資源，更是文化資源和教學資源！因此，我們利用三合院的空間性、歷史性、社會性

的特色，將之統整為「ѝо 」和「 」的空間課程，透過「空間活化」連結適切的教學活

動設計，使之作為「九年一貫課程」的教學資源，並建構「校本位特色課程」的發展。 

（二）活化作為一種體驗 

在機緣巧合及人為努力下，「 ԏϮ֥ 」被保留了下來。三合院在現代時空的陽光校園裡現身，

是土地給予我們的一份恩賜，也是偶然與巧合的珍貴禮物；然而，若只是保存三合院卻沒有用途，很

快尌會變成新的「閒置空間」而失去保存的意義。 

因此，對於校園內三合院文化資產，我們自從設校以來，尌不斷努力希望「陽光三合院」可以活

化、再生，讓這個歷史空間的保存不僅見證本土歷史文化的軌跡，更能發揮教育功能，成為「

Ṏ」最好的教學場域。我們透過「֣ ҟ 」和「֣ӑẃ᷄ 」的方式，希望讓陽光三合院成

為「 ᴥ ԏ」的空間資源。 

三合院課程的深耕與扎根的實踐，除了活化三合院、創生舊建築存在的價值與意義之外，更透過

課程發展歷程，呼應學校的教育願景，凝聚學校的團隊意識，發展具學校特色的課程方案，並朝向建

構整體「Ϯ֥ 」的架構，帶動學校本位的課程與教學革新，也提供親師生豐富多元的學習經驗。 

今日的「陽光三合院」逐漸成為具特色的校園美景，除被賦予推動「鄉土文化」的責任外，更因

家長與教師團隊的創意行動，讓陽光三合院成為陽光學童（夢想精靈）探索、玩耍、體驗、學習的場

域；透過各種方式和三合院密切地互動，譜出 ֯ɦ ԏϮ֥ ɧốѓП 的動人故事。 

ҳȳῈ ♄оȸ  

在校園空間活化方面，我們嘗試以「陽光三合院」來建置教學現場，作為活生生的「教學空間」

和「空間教學」的資源，嘗試建構「陽光三合院課程」的發展。陽光建校十年，我們可以把「陽光三

合院」的再利用，區分為前五年和後五年的兩個時段，分別賦予三合院「Ὲ ♄о」的不同意象。 

前五年的三合院，主要是探索「三合院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可以怎麼使用，作為親、師、生交

流研習活動的場所；後五年則賦予三合院更高的課程與教學意涵，朝向「 Ϯ֥ ⱢϚכ 」來

努力。換言之，我們希望藉著三合院空間活化，結合創意教學活動，建構校本特色課程。 



（一）探索陽光三合院的活化機制 

陽光建校前五年，在學者專家、地方人士、學校教師、社區家長等協力下，陽光團隊透過三合院

的調查研究，耙梳有用的歷史材料、發掘社區生活的故事；並將這些無形文化財的「軟體」內容，轉

化為課程與教學的養分，而讓保存此一有形文化財的「硬體」空間，豐富其生命的光彩。這些探索三

合院空間活化機制的再利用，主要包括： 

1. ԏϮ֥ ѝ ：我們「把三合院當作講堂」來使用，舉辦教師、家長、志工及社區人士

等多次的專題講座與交流。這些講座，不僅連結學校與社區、專業人士的情誼，更開啟多元思維、

人文藝術和環境生態教育的視野。 

2. ԏϮ֥ ӥ ：我們「把三合院當作田野對象」來體察，除配合學校活動辦理親子手染

布外，藉「三合院一葉情」用院旁植物來製作「草編」與「童玩粽子」等；也辦理社區親子童玩

製作，並結合傳統節慶邀請社區媽媽包粽子、搓湯圓，使用大灶以材火炊煮，以增進師生與親子

們對三合院的土地情感。 

3. ԏϮ֥ ᴩ ṅ：配合三合院專題講座，讓參與教師們設計出適合小朋友的教學活動，並שׁ

以「三合院我的家」、「家鄉向前行」等主題，規畫各年級的系列課程；以期透過「֮֯

Ĕ Ĕ ♄ ╟Ĕ ᴩ ч≈」的過程，提升教師的行動智慧。 

4. ԏϮ֥ ṝѷ ▲：教師團隊透過三合院前世今生專題，探尋三合院保存行動有關的人／事

／時／地／物等等對象，並轉化為陽光經典故事，以作為創造「陽光三合院」的各種教學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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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構陽光三合院的博物館學習 

陽光三合院課程的發展，是教師、家長團隊攜手合作，除了學習情境布置、蒐集史料、開發課程

之外，並建置三合院教學網站，以利課程永續發展。我們期待藉陽光三合院課程，能讓「 ԏṛҏҟȳ

ѷꜜṛ ẃ」而與世界互動連結，擴展孩子的生活經驗和學習版圖。這些創造性的課程主以「 ᾬ 」

概念來活化教學，其具體成效如下。 

1. Ϯ֥ ᵛѝҭ ：符應過往生活真實情境布置老家具，並透過老照片說故事，讓人走入三合院

即進行一場裡是與文化的學習歷程。 

2. Ϯ֥ ᵛ ：結合各年級「三合院我的家」的校本課程，及語文、社會、藝文、綜合領域

的教學活動，讓三合院成為學習的課堂，並邀請原屋主Ƅ鄭阿嬤訴說三合院的故事，錄製成教學

影片，以作為相關課程的教學媒材。 

3. Ϯ֥ ᵛ♄ ：結合學校與社區慶典活動，辦理「陽光貢丸節」、「端午節包粽子」、「親子手

工染布」等系列活動，讓親師生透過各種活動參與親近三合院，培養熱愛鄉土的情懷。 

4. Ϯ֥ ᵛ╝Ṷ ：透過「陽光凳子故事團」家長戲劇志工，以各種戲劇展演（如手偶、皮影戲

etc.）將環保、多元文化、關懷鄉土等價值，用故事深耕孩子心中。 

Хȳ  



建構「陽光三合院課程」的規劃，其實是在前面十年的探索和行動研究中，先探索歷史空間活化

的機制，再深化歷史空間的博物館學習意涵，於是讓空間活化變成一種課程建構的歷程。我們希望「陽

光三合院課程」不僅可藉「 」的歷程， ϟדϚ ᾼ֢ ，並且 Ϥ֮Ѡ ᴥ

的規劃，以 о Ӑᴯ 的設計。 

因此，陽光三合院課程的發展，在學校願景引領下，貣始於分析學校所置身的情境脈絡和生態環

境，進行深刻的文化理解和資源評估，一方面藉由瞭解學校具有哪些有利條件、資源及人力等，來做

為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條件。 

（一）陽光三合院的課程統整目標 

陽光三合院課程的建構，除把握「兒童學習發展」與「各領域該階段的能力指標」之外，亦是一

個跨學科的統整課程。以下，為本課程方案的精神與目標。 

 

 

 

 

 

 

 

 

 

 

 

 

陽光「以兒童為學習主體」的課程觀，即「 Ӣ֯ ׄ ╓ ϯᾼϚй♄ 」作為教

學媒介；我們重視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和教學策略，希望孩子們喜歡上學、快樂學習。三合院課程，即

「以三合院為核心」的課程統整實踐。 

（二）陽光三合院課程架構基礎 

陽光三合院課程架構主要以῀ ȳ ϩȳѝоȳּר 與 為基礎，課程內容主要包括以「綜合

領域」為核心，來統整ῂ ȳᴞ דּ ȳ ѝ和 Ϣѝ等領域。 

˗ ֥  

讓孩子藉三合院課程的體驗教育，學習規劃、發明、觀察與操作，將學習的知識技能應用在生活

情境中，培養健康樂活的態度、人際互動溝通能力以及合作精神。 

˗ῂ  

讓孩子透過個人與社區、社群互動過程，將個人經驗連結至寬廣的意義世界。課程方案致力統整

歷史、地理與文化的學習，使社會領域相關知識奠基在「經驗基礎」上。 

˗ᴞ דּ  

藉課程活動的探索體驗，啟發孩子科學精神和科學知識，同時培養虛心謙卑、誠實、認真的態度

和思考的習慣，並藉經驗拓展開啟孩子們求知、求真的興趣和潛能。 

九年一貫課程目標 

Ϣ ᴞАȸ ṝї  

Ϣ ῂ ȸ ῂ ѝо ֥ 

Ϣ ᴞ ȸ ᴞ  

陽光校本位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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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三合院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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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以「視覺藝術」與「文學創作」與「肢體律動」模式，讓孩子透過繪畫、詩歌與文學等，學

習社會互動與自我表達，培養專注、感受、創造、表達的多元能力。 

簡言之，我們以三合院為核心，讓親師生透過身體與環境密切互動的深度對話，思考生活和土地

的關係，增進人與空間、時間的種種記憶連結，以產生概念認知和價值澄清的歷程；並藉課程中的體

驗活動，培養人與文化／環境互動所必需的知能和態度。 

（三）陽光三合院課程規劃主軸 

當今強調「創意」與「創造力」的教育；看見差異，更能讓孩子們在不同經驗的碰撞中，激盪出

思考和創造力的花火，讓生命更有活力與創意。 

因此，我們透過 ẕ╝Ṷ 、 和ּדᶾ ，規劃未來式課程三大主軸，以開啟「

֯ ԏϮ֥ ᾼốѓП 」之課程經驗，這三類博物館式的學習圖像與規劃主軸，如下圖所示。 

 

有夢最美！我們以「博物館式的學習」主軸來進行課程規劃，藉由三合院作為一種媒介，來進行

空間活化、運用社區資源，並以此連結科技、展望未來，希望藉由課程實踐讓孩子們在經驗統整過程

裡，具備各領域學習能力和學校本位願景的目標，同時也建構陽光校本課程的特色。 

（四）陽光三合院課程運作模式 

陽光三合院的課程方案，以「 ᾼȳ∂ ᾼȳ ᾼ」為課程的精神，讓兒童的學習經驗藉由

「覺知與表達」、「拓展與連結」的歷程，以達「Ӊ ѷꜜȳ Ἴ ϩȳ ѷꜜФ 」的

目標。下圖，為本課程發展模式： 

經典故事館

ω藉由故事志工與新竹市故事協會攜手合作，以不同戲劇形式展
演學校、社區及地方之經典故事，以拓展兒童的經驗世界。

ω透過劇本撰寫、製偶及戲劇潛能開發課程，培養兒童表達與展
演的能力。

探索體驗館

ω以三合院為主軸，發展一至六年級系列課程，培養兒童自然、
人文與關懷的行動能力。

ω藉由三合院系列課程，開展兒童多元探索與行動實踐的能力。
進而連結自己的土地的情感，成為校園、家鄉與地球的守護者。

科技夢想館

ω運用新竹地區科技資源，建構互動式的數位三合院學習虛擬館。

ω藉由相關課程連結與數位典藏系統的靈活運用， 引導學生體認
環境與人之間共存的重要性，進而激發其對文化歷史建築資產
等保存的情懷。



 

因此，陽光三合院課程運作模式的行動歷程，乃整合學校和在地資源，透過集體參與、對話分享

的方式，藉「體驗學習」的歷程，培養學生在領域知識和特色課程中，也孕育出「自然」、「人文」和

「愛」的能力。 

（五）陽光三合院課程創新的精神內涵 

陽光三合院課程著重兒童經驗的連結與拓展，其創新教學的精神與內涵，主要包括：1. ᴞА

（ᴞᶺ Ϣ Ф ᾼ ϩ）；2. ᴞ （ ῀ Ё֮ᾼᴩ ）；3. ѝо（ѝо

ẕ ᾼה ɏ；4. ѷꜜ（ּדᶾ ӣ ѷꜜ ᾼ ）。以下，將課程創新的精神與內涵構

聯課程主軸、教學活動及關鍵能力，以表格呈現。 

課程精神 課程內涵 課程主軸 教學活動 關鍵能力 

＠經驗的 

(Ӊ

ѷꜜ) 

＠建構的 

( Ἴ

ϩ) 

＠統整的 

( ѷꜜФ

) 

1.經驗自己(自我

覺察/人際互動) 

2.經驗自然(環境

感知/土地關懷) 

3.經驗文化(儀式

慶典/文化理解) 

4.經驗世界(科技

運用/世界連結) 

ẕ╝Ṷ  
ẕ╝Ṷᶺẃ  ῀ȳ ắȳῶ  

ẕ╝Ṷᵃẃ  ȳ≈ᴕȳῶ  

 

˗ Ϯ֥  ȳ ắȳ  

˗╝ṶϮ֥ נּ  ȳῶ ȳ  

˗ Ϯ֥  ῶ ȳ ȳὺ  

˗ Ϯ֥  иέȳ ȳ ᵂ 

˗ׂ Ϯ֥  ֥ ȳW ḟ 

˗ Ϯ֥  ȳ ȳ  

ᶾדּ  

Ϯ֥  ≈ᴕȳῶ ȳ ᵂ 

Ϯ֥ DIY ᵂȳ ȳ  

Ϯ֥ ᴯẕ  ȳ ȳὺ  

гȳ  

陽光三合院課程實踐，藉「課程統整」過程，連結領域課程能力和校本位目標；在創新教學上具

有十大特色，並以創新思維的科技夢想，連結「實體」與「虛擬」空間。 

（一）創新教學的十大特色 

1. Ɫ ／ϢѝⱢӐ：課程設計生活化、空間資源課程化、人文體驗教學化。 

2. ֵа ／ ϩӐᴯ：掌握九年一貫精神、培養十大能力、多元體驗的統整。 

ɾἷ ѷꜜ 

ѷꜜФ  

 

4.ӘЛ Ѧᾼ ʟ 

ᵂ₇ ᾼ

Ȳ в

о оṳ Ӣᴩ  

2. ṝϩᴩ Ӣ♄ʟ 

ᾼ

ᴞА/҃Ϣ/

ᴞ Ӣ … 

3. оⱢᵂ₇ ҏʟ 

ѝ / ᵂ/

/ Ӑ Њ ῶ  

 

ԏϮ֥

ᵂ  ה

(ᴩ ṅשׁ )  

1. ᾼ Іʟ 

™ІХ ҏ  

/ᴘ/ /ᴡ/ṝ/  

ɾ Ӣ♄ ҏ  

Ӊ ѷꜜ 

ɾ ῀ ῶ  

о Ἐ 
ɾиṹ ῶ  

Ἴ ϩ 



 כ .3 שׁ／ ：協同合作對話、教案分享觀摩、提昇教學品質和成效。 

4. ӕ ／ Ṏ：營造學習情境、建構母語講堂、落實鄉土語文的教育。 

5. ／֫ Ӣ♄：探索空間歷史、重建生活情境、喚醒土地情懷與感動。 

6. ᴞ ѱ／ Ḋ：錄製阿嬤講古、合院節慶記錄、藉影音輔助課程教學。 

7. ／ҡᾬ ：重塑家居空間、溫暖燈光家院、豐富多功能空間使用。 

8. ╝Ṷ ／ֵа ：實境戲劇展演、多元表現評量、藉藝術檢核學習成效。 

9. ᴩ ч≈／֫ ╣：師生家長回饋、教學歷程記錄、藉行動研究反思教學。 

10.ῂ ／ Ầϩ：社區參與教學、專家對話協力、藉節慶連結社會資源。 

（二）創新教學的數位互動典藏系列 

╟

ѻ  

ṆԝϚȸФ ẕ ʲϮ֥ Ⱥ 

ṆԝϡȸФ ẕ ʲϮ֥ DIYȺ 

ṆԝϮȸϮ֥ ϱ ᴯẕ Ⱥ 

╟

Ѡה 

【系列一: 互動典藏桌＿三合院會說話】  

1. Ϯ֥ ᾼ ∂ כ Ȳѿֵ ӱȴ 

2. ӢҠѿ Ӧ Л֝ᾼϮ֥ ᾬȲἬ ᾼ ᾬ ᴞА   ᾼ

ҭ╝Ṷѿц֯Ϯ֥ Мᾼғ ȴ 

【系列二: 互動典藏桌＿三合院 DIY 】 

1. Ϯ֥ Ἤ ∂ᾼכ Ḋ כ ᴯ аԈȲ ӢҠѿ ӦὈץЛ֝ᾼ   аԈ

Ẃֽ: ȳ⅞Ӡ Ȳ∂ Ϣ ᾼϮ֥ ȴ 

2.ᶙכᴞАᾼᵂ₇∟Ȳ ӢҠѿ ᵂ₇׀ ẞᴞАц ᾼ emailȴ 

3. Ӣᵂ₇ ⱢϮ֥כ ᴯ ᵂ₇ȴ 

【系列三: 三合院線上數位典藏】 

1. ԏᾼϮ֥ ҭ ѿц ѱ ᴯ оȴ 

2. Ӣᾼᵂ₇ ᴯ оȴ 

3.∂ ᴯ ȴ 

כ  

1. Ф ẕ х ᾼ Ȳ♄о ѿц Ғ Ӣ ϩȴ 

2. ӣ ϱ ᴯẕ Ṇ Ȳ∂Ӵ ӻ☼ӂүȴ 

ד .3 ᴯẕ Ṇ Ȳі Ӣ ϢԚ׀ᾼ ἤȲ ᴖ

Ẕ ѝо ҭ∂ ᾼ׀’ ȴ 

ϝȳ ᴴ  

本計畫靈活運用社區文化特色與學者專家資源，以空間活化和課程統整規劃，來搭建「夥伴結盟」

關係。這些不同的內部與外部人力資源，構築成堅實的陽光團隊。 

＠ ᴩ╜Ϣ ：行政支援教學，進行陽光三合院的課程統整和教學方案設計。 

＠   ῂ ỰӖ：社區親師合作，家長協助鄉土、戲劇、故事、生活等陪伴教學。 

＠ ῏ ：台師大、國教院、國北教大、竹教大等學者專家進行腦力協力。 

＠ԍ Ӗ ：透過校慶、節慶等藝文活動，連結其他社會資源共同關注教育。 

ϥȳ ╟в  

本計畫實施課程內容規劃設計，其教學活動相關主題的目標和配合領域如下。 

年級 主題 主要活動 學習目標 配合領域 

一 ˗Ϯ֥  1. 能藉由遊戲發現三合院的空間構造 生活課程 



Ϯ

֥

 

˗ е  ҡנ ᾲ 

˗ế е   

2. 能發現古早玩具和現代玩具的異同 

3. 能和長輩進行搓湯圓活動，發現古

早生活的樂趣 

4. 能比較三合院傳統生活與自己住家

生活的不同。 

綜合活動 

二 

╝

Ṷ

Ϯ

֥

 

˗ › ›ȸ  

╝Ṷ 

˗Ϯ֥ ṝѷȸ ԏ

Ϯ֥ ẕ╝Ṷ  

˗Ϯ֥ Є┴  

1. 聆聽原屋主敘說三合院的背景歷史

故事，了解三合院的由來與發展。 

2. 了解三合院在陽光校園保存下來，

是經過許多人付出和努力的結果。 

3. 結合歷史紀錄，繪製三合院拼圖，

在遊戲中感知、學習。 

生活課程 

綜合活動 

三 Ϯ

֥

 

˗ ᷄Ϯ֥  

˗ Ϯ֥ њӓ 

˗ ╬ Џᵽ 

1. 探索三合院周遭生態環境，收集三

合院週遭的種子、葉子、聲音。 

2. 利用尋寶的材料和新鮮事物，製作

具故事性和創意的三合院小書冊。 

3. 以三合院旁植物種子、葉子等染布

繪畫，佈置三合院、裝飾生活情境。 

自然領域 

綜合活動 

藝文領域 

四 Ϯ

֥

 

˗Ϯ֥ їṶ 

˗ᶺ╥Њ ȸ

Ϯ֥ ҵṶԈ 

˗Ϯ֥ ’ ᴩ  

1. 透過三合院小故事，小朋友了解三

合院曾被破壞的事件。 

2. 透過下課觀察，發現陽光小朋友與

三合院的互動狀況。 

3. 藉由行動劇，讓小朋友發展自主學

習及主動關懷的能力。 

社會領域 

綜合活動 

藝文領域 

五 

ׂ

Ϯ

֥

 

˗Ϯ֥ ╝Ṷᶺẃᾲ 

˗ЊЊ  

˗Ё֮е ố╝Ṷ 

˗  

1. 能藉由親身踏查和訪問，認識三合

院的前世、今生，繼而守護文化。 

2. 能擔任三合院的小小解說員。 

3. 能經由自編土地公傳奇故事，培養

環境感與關懷土地的能力。 

4. 能擔任三合院認證之闖關關主，以

行動實踐守護三合院。 

社會領域 

語文領域 

藝文領域 

綜合活動 

六 Ϯ

֥

 

˗Ӊ ᾼ  

˗ЊЊῈ  

˗ ᶦ ᾼϮ֥  

1. 透過「互動式媒體」進行三合院夢

想家園建造，了解建築建造過程。 

2. 透過虛擬空間設計圖的繪製，學習

空間的規劃和設計概念的表現。 

3. 能將空間規劃、設計的能力，運用

在實體三合院空間場譽的佈置。 

資訊課程 

綜合活動 

藝文領域 

 

ϟȳ ╟Ѡה 

本計畫實施方式，主要透過校務會議、課程會議等運作，來整合校內人力資源、課程與教學措施、

以及學習型態與表現方式。實施對象以一到六年級的 ，來發展課程與教學方案，並藉

著行動研究模式，朝向建構 оᾼ Ѡ 。 

也因「陽光三合院」具備地方特色，適合建構「遊學課程」的跨校交流學習，提供其他學校的教



育工作者，來此進行「半日體驗」或「一日體驗」課程。尤其，節慶是陽光的「 」和「

」的成果展現，藉由展演和各年級班群自行設計的多樣性闖關活動，更可以在嘉年華式的狂歡中，

展讀陽光藝術人文的心靈饗宴！ 

ϫȳ ╟  

本計畫實施期程，以民國 100 年度進行預定時程規劃，計畫實施甘特圖表如下。 

    進 度 

項 目  

01

月 

02

月 

03

月 

04

月 

05

月 

06

月 

07

月 

08

月 

0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累積 

比例 

▲еᵫ  ◎            5％ 

Ṽ ᵗ   ◎           10％ 

֥ Ὲ ♄о  ◎ ◎ ◎   ◎ ◎     15％ 

Ѡ  ◎ ◎ ◎    ◎ ◎ ◎    25％ 

Ὲ ᴯ    ◎ ◎ ◎ ◎   ◎ ◎ ◎ ◎ 35％ 

ῂ ế Ầϩ ◎ ◎  ◎ ◎  ◎ ◎  ◎ ◎  45％ 

Ḋ ♄о  ◎ ◎ ◎ ◎   ◎ ◎ ◎ ◎  50％ 

   ◎ ◎ ◎ ◎   ◎ ◎ ◎ ◎ 75％ 

₇ ᴥ   ◎  ◎  ◎   ◎  ◎  85％ 

ᴩ ч≈ ֫ ╣    ◎ ◎ ◎ ◎ ◎  ◎ ◎ ◎ ◎ 95％ 

Ὠכ ֙            ◎ ◎ 100％ 

ϫϚȳ  

本計畫執行對創新經營、特色發展或遊學分享等，預期效益如下： 

（一）ѿ ᴥῈ іᾃῂ Ȳ♄оϮ֥ Ȳ∂ ӐᴯП ᴥῈ ȴ 

（二）ѿ ᴩ ṎȲ ֥ Ȳ ϟדϚ П ϩȴ 

（三）ѿ Ὲ Ὲ Ȳ ᴯ Ȳ∂ ᴯϮ֥ Пּדᶾ ȴ 

（四）ѿ ₇ ᴥ Ȳ ד ḹ Ȳ֫ ᶶ ᾼϢѝ ȴ 

ϫϡȳ Ḗ硬體設施整修購置、軟體書籍購置或編印、人力師資培訓等。 

經費項目 單 價 與 數 量 概 估 金  額 說  明 

一、硬體設施整修購置費（資本門） 

空間修繕維護費 一式 160,000 三合院空間裝修維護 

數位設備購置費 觸控裝置/軟體、主機、觸控桌等一式 320,000 互動式虛擬空間建構 

二、業務費（經常門） 

講師費 1,600/時*30時  48,000 依中央標準編列 

旅運費 5,000元/月*12月  60,000 依中央標準核實報銷 

誤餐與膳食費 5,000元/月*12月  60,000 依中央標準核實報銷 

程式與動畫設計費 一式 80,000  

材料費 4,000元/月*12月 48,000 文具/辦公/數位耗材 

三、雜支 低於業務費 5％ 24,000 
 

總    計 800,000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