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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楔子：行動學習的夢想實踐課程

「我家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是小時

朗朗上口的兒歌，曾幾何時位於永和與中和交界

的瓦磘溝，原是乾淨無污染，兩旁稻浪搖曳、舟

楫蝟集、川流不息的景象。如今卻是一條幾乎被

遺忘的臭水溝，孤獨的啜泣，孩子們不以為意、

大人們生活忙碌漠不關心。當今，如何實踐學校

「從永平出發，向世界找答案」的教育願景，喚

醒孩子實踐愛鄉、愛土、愛大地的在地思維及行

動？於是產生一批教師團隊願意結合行動學習與

新興科技融入的翻轉教學及課程協作的契機。

貳、川流學的階層式課程設計與實施

溪洲川流學由基礎的初階課程先行運作，再

行動學習結合雲端資訊融入教學的一扇窗─
溪洲川流學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資訊組長　陳政典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教師　蔡雅涵、劉淑芬

思索以一學分18節的選修課程為進階課程，最後

因緣際會接受教育局新民科所賦予的高中生參與

式計畫，形成完整的階層式課程設計（如圖1所

示）。

第一階段由「基礎課程」開始發展，此初階

微課程僅6小時，運用科技融入，介紹學校周邊

的人文景觀及環境問題，此課程屬於校本課程

（School-based Curriculum），凡是學校的學

生都必須修習。（表1）

第二階段為「進階課程」，結合多元選修課

程，為一學分的規劃，主要是雲端與新興科技融

入、運用及實作，並加入實察體驗，發展多科協

作的課程設計。進階課程的最後一堂課為社區環

境議題創意提案發表，修課學生整合在課程中對

於瓦磘溝生態及社區環境的瞭解，結合科技展示

能力，創意與自信展示小組的提案以爭取評審青

睞。（表2）

最後，經提案發表甄選出來優秀的前二組，

可進入第三階段「菁英課程」，即「高中生社區

參與式計畫」，籍由計畫的獎金及圓夢動力，共

同激發學生的規劃力、創造力、合作力與執行力

等生活相關的素養課程。（表3）圖1　溪洲川流學課程概念示意圖

表1　概覽溪洲知識家教學內容一覽表

基礎課程－概覽溪洲知識家

教學對象 教學單元 時數 教學主要內容

全校學生

飛覽溪洲  2小時
一、飛覽川流影片介紹
透過飛覽影片以綜觀的視角，認識新店溪的川流環境故事

環景溪洲  2小時
一、3D虛擬環景的闖關遊戲
透過VR闖關遊戲以身歷其境的感官刺激，探究新店溪的川流環境

議題溪洲  2小時
一、環境議題分組討論與報告
探討溪洲地區的川流環境議題，瞭解其背景、現況及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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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飛覽雙和科技家教學內容一覽表

進階課程－飛覽雙和科技家

教學對象 教學單元 時數 教學主要內容

高一年級

多元選修

E覽雙和 6小時

一、川流環境介紹與GSuite運用

分組討論與收集資料，以Slide共編河川特色景點圖卡

二、百年歷史地圖GIS分析

以歷史地圖平台進行查詢、數化、疊圖分析，探討河流特色與變遷

三、川流飛覽影片製作

分組運用Google Earth製作「一條河流的故事」飛覽影片

走讀雙和 4小時

一、循環式實察探索

實地走訪新店溪與瓦磘溝流域特色景點，認識川流自然及人文環境

二、任務式實察探索

依照引導影片指引，完成資訊、社會、環境等跨域內涵的分點任務

虛實雙和 4小時

一、虛擬實境（VR）的簡介

認識VR的原理與編輯平台操作

二、河川景點VR闖關的製作

製作VR闖關遊戲來介紹河川特色

敘說雙和 4小時

一、創意提案分組討論

以瓦磘溝的環境社會議題，腦力激盪解決方案

二、各組提案成果發表

分組口頭報告並互評

表3　走覽瓦磘行動家教學內容一覽表

菁英課程－走覽瓦磘行動家

教學對象 教學單元 時數 教學主要內容

社區參與式

計畫

提案獲選

組別

（兩組）

夢想瓦磘 18小時

一、分組指導撰寫計畫

各組將瓦磘環境提案的概念，撰寫為計畫書，包含計畫內容、經

費配置、運作時程等

二、專題講座

依據各組落實提案行動所需具備的能力，安排增能講座，例如專

案執行、溝通表達、文創設計等

溝通瓦磘 18小時

一、專題導向教學

依據各組提案內容給予指導，例如規劃一個沿岸店家聯盟集點活

動、一場社區凈溝活動暨溝通餐會

二、社區實察與訪談

各組走入社區進行環境調查、素材蒐集，並與社區重要人士對談

尋求合作機會

圓夢瓦磘 18小時

一、專題導向教學

依據各組提案執行實務給予指導，例如設計活動文宣及紀念品、

接洽店家的要領、活動宣傳的策略等

二、成果發表

各組將其實行提案的歷程記錄與成果，以成果日發表及書面方式

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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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雲端資訊融入科技之運用－G Suite、

飛覽影片與VR

一、雲端資訊融入（G Suite）

本課程採用雲端應用平台Google for 

Education教育常用的Apps，也就是後來稱

為G Suite，包含Google Document、Google 

Sheet、Google Slide、Google Drive、

Google Form等，就是文件、試算表、投

影片、雲端硬碟還有表單五大天王，運用

Google 的協作及分享功能，讓教學多元

化、效率化甚至覺得輕鬆。還有教育界特有

的平台Google Classroom，負責老師教學發

送訊息、放置行事曆、教材、收作業、考

試、分組討論、評分等工作，都化為可能，

學生掌控與管理皆在咫尺間。還有軟體廣

播、切畫面、推播、錄影等功能的Google 

Classmate，這工具讓學校任何地點，皆可

能上課，不用侷限在電腦教室才可以使用

電腦或戴具。此外另外常用還有Gmail負責

收發信件、Calendar行事曆、Group群組、

Google Map地圖等，總之，教育相關常用約

在二十種左右。（圖2）

二、飛覽影片

任務導向影片（Task-based Clips）是

以影片作為專題任務教學的內容，學習者經

由專題任務影片的導引來完成指定任務，也

可製作影片展示其學習成果。任務導向影片

課程的執行方式為教師將學生分組，依任務

影片分派指定任務並加以詮釋與回應等，在

學生執行任務時教師僅在旁監督而不加干

預，當學生報告完後教師依其表現給予適當

的指點及回饋（Hwang, Tu, & Wang,2018;

王淑儀，2006） 。

飛覽影片（Aerial View Film）課程單

元的運作模式即採用任務導向影片模式，教

師先播放河流飛覽的示範影片，並向學生說

明飛覽影片製作所需達成的條件，而後讓學

生分組討論與製作，運用影片的方式，來

展現學生對河流環境認識的學習成果。飛

覽影片的製作是以Google Earth程式為核

心，結合Google搜尋、Google Map、Google 

Slide、螢幕錄製及影音編輯軟體，進行鳥

瞰式、跨越空間的河川流域認識，由學生分

組共編選擇想認識的溪流來述說「一條河的

故事」，課程步驟說明如表4。

表4　飛覽影片課程運作流程

步驟 使用工具 說明

1.選定主題 Google搜尋 學生分組討論，決定河川、主題與景點

2.製作圖卡
Google搜尋、
Google Slide

學生分組共編，在Google Slide為每個景點，製作一頁的圖文說
明，注意圖片清晰、字體要夠大，將頁面截圖儲存為JPG檔備用

3.標誌景點、
　飛行路線

Google Earth
進入Google Earth以「新增地標」將景點位置標出，並在景點說明
插入解說圖卡的JPG檔。再以「新增路徑」繪製飛行路線，並設定
參數（飛行高度、傾斜角度、線條透明）

4.錄製飛覽
Google Earth、
螢幕錄製程式

安裝並啟動螢幕錄製程式，回到Google Earth中「播放遊覽」，飛
到景點時暫停飛行並點開解說圖卡，將整段飛覽錄完後取得MP4檔
案

5.影片後製 影音編輯軟體
學生自由決定如何將飛覽原始影片檔，加上背景配樂、標題字幕、
過場特效等等

圖2　G Suite for Education常用的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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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VR擬虛實境

VR（Virtual Reality）即虛擬現實或

稱為虛擬實境。VR是一套欺騙人類大腦和感

知的系統，比如當你帶上VR眼鏡後，環顧四

周，你會發現畫面會根據你的移動而變化，

感覺就像來到一個全新的世界一樣，這就是

最籠統的VR定義（曲建仲，2016）。

當前VR設備可以大致分成兩個類別，

一是需要藉助外部硬體協助運算的，比如

Oculus Rift和HTC Vive，它們需要連接一

台高性能電腦才能運作。

另一個類別則是依賴設備內置硬體完成

運算的，比如Google Cardbard一體機，這

種VR眼鏡的特點是無需其他設備協助，能夠

完全獨立工作。

本課程利用3D相機（如Ricoh Theta 

V）先至教學景點拍攝，再將此360度的影像

匯入CoSpaces網路平台，再做進一步製作，

如闖關遊戲設計、問題設計、虛擬物件動

作、配樂等，可以發揮想像力、創造力，甚

至是程式撰寫的能力。

肆、結論

一、科技元素融入課程的教學運用以及成果良好

川流學課程的科技元素融入G Suite雲

端Apps為核心，再運用Google Earth飛覽－

一條流河的故事、VR環景遊戲、360度環景

相片等科技元素，讓學生用感知明瞭環境特

色並動手做。選修課程的學生兩人一組，皆

能完成飛覽影片的基礎編製錄影，其中更有

一組學生額外增加了配樂、特效及字幕，展

現出其學習熱忱與自學力。

二、推動科技融入的自導式課程以促進學生自主

學習

課程融入科技元素的運用，延展了在地

課程的生命力，並增加課程的互動性與趣味

性，讓在地課程的發展不僅停留在鄉土環境

的知識層面，也讓學生具備未來社會的科技

應用能力。在VR遊戲設計中，學習遊戲化是

導入自主學習的最佳模式之一，學生在課堂

中喜歡自己嘗試不同的動作指令組合，會讓

虛擬物件呈現怎樣的變化，便能在學生展現

高度自主學習動機的情況下，練習程式語言

及邏輯思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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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學生分組製作飛覽影片

圖5　學習製作VR闖關
遊戲 　　

圖4
學生飛覽影片成果

圖6　VR闖關遊戲中的
探索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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