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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河畔中正社區的故事							
──置身其中寓居於此	開發融入與啟發情感的學習之旅

臺北市立大學 教育學系 陳亞妹

敦親睦鄰 意外的邂逅

在一個機緣下，帶著飲水思源「感

恩情懷」的心，我們拜訪給予學校協助

最大、與學校師生互動最多，我們的好

厝邊――人人稱之為「媽祖婆」的汐止

市中正社區禮門里傅玲玉前里長。

沿著基隆河畔汐止段，走在美侖美

奐的社區步道，看不到曾歷經水患侵襲

的痕跡，見不到幾成廢墟的民宅商家，

放眼望去處處是風景，彷彿置身於自然

生態的大花園中。我們驚艷位於學校所

在地、學區內許多學生每天上下學必經

的基隆河畔，竟然有那麼美好的地方；

在走訪踏查中，我們發現這裡蘊含著豐

富的自然生態之美，與有著好山好水處

處展現人文藝術氛圍的汐止相呼應。我

們內心充滿著感動，欽佩傅里長的巧思

――化腐朽為神奇；敬佩傅里長的精神

――為里民妝點出一個優質的居家環境。

這裡曾經連年獲得內政部頒發「全國模

範社區」之殊榮，也代表國家遠赴阿布

達比參加「國際宜居社區競賽獎」榮獲

銅獎。傅里長以身作則，在毫無奧援的

情況下，號召里民志工共同為所居住的

環境全力付出，這不啻是一個活生生的

愛家愛鄉典範教材；當下即觸動我們去

思考：在感動之餘如何將這份「美的感

動」融入學生的學習生活中，變成一份

「真的知識」？學校周邊環境垂手可得

的鄉土人文素材，如何與學科課程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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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廣益 啟動課程統整

基於鄉土教學的實施必須透過完善

的規劃，針對地區鄉土文化和資源的獨

特性，編選適合學生程度的教材內容；

因此，我們透過教師專業，以團隊合作

的方式進行課程設計。一方面呈現鄉土

教材的統整與多樣性，讓學生得到的不

只是認知層次上的鄉土知識，更重要的

是多元能力的培養與鄉土情意的陶冶，

進而能進行學習遷移，應用到國家社會。

因此，開學第一週，課務、班務尚不致

於太繁重時，我們展開了各領域教師的

「中正社區踏查」

實地活動，共辦理了八場，每場都

由傅里長親自導覽及解說。

為增加老師設計教材與活動的能力，

我們在華梵大學陳新轉教授的指導下辦

理「認知課程」增能研習 10 場，各領域

感動 心動 行動的開始

由於感動，我們積極地在課程發展

委員會中傳達這份心動，並安排課發委

員實地踏查；在充分溝通、化解疑慮、

達成共識之後；學期開始的備課日，將

「中正社區踏查」的理念與老師們分享，

提出以此為主軸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的構

想，爭取老師們的支持與認同。老師們

皆感念傅里長為社區鄉民守護家園無私

的付出而動容，各領域一致支持要將這

一份美好的悸動融入課程中，讓學生從

「心」出發，運用鄉土環境中的各種資

源，以最自然、最生活化的方式，體驗

鄉土環境中的人事物；因此著手規劃將

課堂教學移轉到基隆河畔享譽低碳社區、

蘊含著豐富生態人文的中正社區進行，

讓學生體驗戶外學習的樂趣、捕捉實際

觀察到的現象，並深刻留存在腦海中，

從而建構鄉土的概念與知識，進而激發

學生愛家愛鄉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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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文化素材融入各領域之致能教學」流程

歷經實地踏查、收集資料、協商討論、

專業對話、擬定活動之具體目標、根據

具體目標設計課程實施教案、教學活動

設計、再經過不斷地討論研商、修正再

討論；在集思廣益下各領域配合課程進

度發展以「汐止中正社區生態文化」為

主軸的鄉土課程設計，包含：教學活動

的教案、學生活動學習單；課程進行方

式採取課室內協同教學及戶外實地踏查，

完成後始進行課程實踐階段。實施後再

經過領域會議提出報告、心得分享作為

不斷修正的參考。歷經各領域的努力終

於有「鄉土文化素材融入各領域之致能

教學」課程之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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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下歷史的新與舊 記下新發現

國文領域：開啟學生文學修辭及人文觀察的能力，用五官摹寫對中正社區的感動；

英語領域：開啟學生愛地球及關懷地球的能力，Let´s be green! 動手作環保；

數學領域：開啟學生空間位移的能力，並描繪鄉土地圖；

自然領域：開啟學生永續環境經營理念的能力，激發愛鄉愛土情懷；

社會領域：開啟學生認識社區獨特性及與社區依存關係的能力，以實際行動關

懷社區；

綜合領域：開啟學生社區關懷能力，喜愛與關懷自己居住的社區；

藝文領域：開啟學生視覺辨識的能力，體認汐止藝術人文之美；

健體領域：開啟學生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並調整自我運動計畫的能力，中正社

區健康大步走。

學生在課程實踐中，踩在每天上下

學必經的社區裡，走在中正社區的土地

上，經過歷史的長河，用心體會周遭一

課程實踐 能力培養 傳播
善的種籽

各領域課程設計完成後，進入課程

實踐階段。在課程實踐的過程中，依課

在歷史中與古人相遇

程之規劃分別在不同年段實施。實施的

方式依學科性質分別為：( 一 ) 教室內進

行 ( 二 ) 戶外實地踏查 ( 三 ) 教室內協同

教學、戶外實地踏查三種方式同時進行。

切，感念先人先民篳路籃褸的艱辛，傅

里長賦予社區新生命的用心，因而激發

出要為社區盡一份心力，共同維護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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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歷史的長河

美好的一切，並要從社區走出去散播善

種籽，因此，興起了要做社區守護神的

心願。

我們認養社區中一塊綠地，負責綠

地植栽的整潔與成長，讓生生不息在這

裡循環著。學生體恤傅里長為社區的勞

心勞力，還得接待全省各地絡繹不絕的

驕傲地分享
社區的典故

訪客，因此，自願分擔導覽解說的工作；

在傅里長協助規劃下「小小導覽志工」

應運而生。

自己的社區自己來，在週末、每學

年新生入學時，在有學校參觀中正社區

時都擔任社區小小解說員，讓這份驕傲

分享與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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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與回饋

 透過成果分享檢討改進，是一份教

育的執著與責任；課程研發、課程深化

轉化與時俱進是我們成長的動力；和學

生一起踏出教室走進生態豐富、環境優

美兼具「持續發展教育」最佳典範的河

畔花園，享受戶外學習的樂趣，是汐中

師生共同的記憶。因此，特別感謝「咱

的媽祖婆」傅里長為汐止打造一個最具

前瞻性低碳節能的模範社區，為汐中學

子開發帶著走的能力。因此，我們堅持

要將這份美好的學習繼續下去。

探索與發現

感恩與典範學習

成果發表與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