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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一貫課程於九十學年度開始正式

實施，我懷著「戒慎恐懼」的心情迎接這
一切。我擔心抓不住那浩瀚無涯的能力指

標；害怕進行為融入六大議題而忘卻教學
本質的五味雜菜統整湯…。沒想到這一切

的焦慮，換來的卻是多年夢想的實現。因
為九年一貫課程的多元與彈性，及對於教

師的增權與增能，使我得以在一個沒有時
間限制、進度壓力的彈性課中，陪著孩子

一起設計屬於自己的課程，在過程中修
正，也快樂的完成了一整個學期的學習。

而我，在回想過去一個學期的種種甜美
事，在計畫下學期彈性課程的同時，更想

和所有可能同我有過相同焦慮的教師分享
這一切。

新學期開始，從教務處接過新課表，
我愣住了！這學期因學校英語課改由專任

教師授課，少了與其他班級協同的英語
課，便多了自己班上的三節彈性課，更慘

的是其中有一節必須是鄉語課。雖說教師
應「本土化」，應學習所處縣市所使用之

鄉語以進行教學，但再如何學習，那非母
語、半吊子的腔調，我想仍是不足以用於

教學的。因此，我開始尋求同學年教師進
行協同教學。最後，我們組成了三個班級

的教學群，三位老師決定三節彈性課除一

方案教學在小學--我的彈性動動腦課

陳 琪 瑤
(台南大學附小教師)

節鄉語課外，另一節進行閱讀教學，至於

剩下的一節課則交給我設計。我開始翻找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試圖了解「彈性課程」

的內涵和中年級相關於彈性課程的能力指
標。我想也許可以在這節課中，融合各領

域的學習來進行一個主題教學活動。於
是，我參考該學期各領域的教材，開始蒐

集相關主題學習的資料。但同時，我發現
常用於幼稚園中的方案教學，其教學理念

和實施方式更符合九年一貫強調師生共同
建構一個學習環境的理念。最後，我定了

一個教學目標：能學會「帶著走的基本能
力」，將二十節課略分為：計畫、執行、

完成三階段，便帶著各色粉筆走進了隔壁
班教室，開始了我的第一堂彈性課程。

第一節課，我告訴孩子這節課的原
則：(1)這節課將分組進行，一切活動都將

以小組為單位進行。(2)這是一節屬於他們
的課，他們可以為自己設計這一學期的課

要如何進行。(3)既然是「上課」，就必須
要學到一些東西，因此小組必須訂定學習

目標，而這些可以是他們覺得最有趣、好
玩的。(4)評量的標準決定在學期結束時，

小組可以舉證在一整個學習過程中，使用
了多少與課本相關的知識來協助小組完成

目標。第一節課在孩子的歡呼聲中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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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班級的孩子也各自為這堂課取了名

字：彈性動動腦、彈性研究課和彈性歡樂
課。

第二節課開始，我和孩子討論了許多
可能選擇的主題後，孩子開始進行分組。

我想：這堂課該算是「全人」的學習了，
智能既為多元，孩子在各方面表現加總而

言也必為異質，又說了他們是「主人」，
因此就讓他們自由分組吧！分組完，各組

開始討論組名和主題。各式各樣的組名陸
續出爐：黃金鼠俱樂部、霹靂棒球隊、美

味點心組、V仔昆蟲隊、可魯的家、炫風
滑水道…。

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們進行小組討論
和班級討論。除了老師的建議，也加入他

組的意見來為這節課訂下各組的學習目
摽。我帶著孩子一起畫概念圖，找出主題

中包含的子概念。紀錄每節課完成的部
分，並試圖找出不完整的部份；為這節課

寫心得，也為下節課做計畫。和孩子一起
發現問題，尋求問題的答案，並設法解決

問題。也一起在校園裡探勘適合進行活動
的場地。更也一起上網、看書，參加統一

獅球迷簽名會，只為問一個問題：他們平
常住在家裡還是其他地方？我們也一起養

魚、養老鼠、做點心、蓋狗窩、作模

型…。過程中，有小組半途而廢的更換了
主題，也有孩子因爭執而更換了組別。他

們使用設計表格觀察動物的習性；使用統
計表來做歸納；為了解滑水道而進行測量

和估測；計算「研究經費」，也學習管理
組費；擬定訪問稿扮演小記者以探詢答

案；為養死的魚兒和黃金鼠哭泣，也更積
極的設法為它們營造更舒適的「家」，許

多的學習在進行，許多的能力也在啟發。
學期將近尾聲時，只有兩組完成了既

定目標，舉辦了全校有關鳥類知識的有獎
徵答和製作了可口的餅乾。然而，未完成

的小組除了為下學期做了接續的小組彈性
課程設計，也有小組做了小組的寒假學習

計畫，並決定利用寒假繼續未完成的部
份。

在這堂課裡，我看到了積極求知、努
力求解的孩子，也看到了原屬於他們的燦

爛笑容。從孩子的紀錄和日記裡也發現：
這是他們每星期最期待的一節課。然而最

重要的是，在這堂課中，我發現：九年一
貫課程其實蠻好玩的，而能當一個小學老

師真好！

圖一：小小鳥類專家有獎徵答 圖二：孩子們正仔細研究測量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