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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怎麼開始的？

 （一）課程的起源
在課稅與輔導員減課的情況之下，身為導師的我，只好把生活課程釋出，在沒有既

定的生活課程要上之後，我就開始思考要與孩子額外進行什麼樣的主題教學。深信「一

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的我一直在等待哪根火柴棒能點燃教學之火‧‧‧

十月中，當科任教師引導孩子進行拓印活動時，忽然間孩子發現葉子上面有一隻

「綠色的」毛毛蟲，正當老師要用衛生紙把牠處理掉時，坐在教室後方批改作業的我腦

海出現教學脈絡「毛毛蟲---觀察成長—尊重生命」，馬上喊了一聲「等一下！」隨即走

向他們，緊接著說「我們來養牠好不好？！」孩子們說「好呀！」因為孩子們從來沒有

養過毛毛蟲，也沒有人跟他們說過來養毛毛蟲，所以孩子的想法是「老師為什麼想養毛

毛蟲？」「老師竟然敢養毛毛蟲！」「毛毛蟲很噁心耶！」既然教室多了新成員，就這

樣他們帶著疑惑和好奇的心情展開與蟲共室的日子！

（二）教師的期待

對於生活在都市的孩子們來說，毛毛蟲是少見的動物，孩子們對他的好奇心似乎不

高，觀察力也不足，但我們身處的校園卻有豐富的蟲類在這裡生活，因此教師希望透過

這個課程除了能觀察毛毛蟲的生長過程外，最重要的是能引發孩子對於大自然萬物的好

奇心，留意身邊的小動物，並與牠和平共處！

二、我們與蟲共室的生活如何？

第一天－我們發現「小可愛」吐絲了！

• 孩子說：為什麼牠要吐絲呢？ 

• 學生想法：（1）遮掩自己的身體，保護自己。　　

　　　　　　（2）準備生寶寶。 

我們與毛毛蟲共處的日子
新竹縣生活課程輔導團　興隆國小李雨蓁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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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要結蛹了。牠準備要變蝴蝶了！　（4）築巢。 

• 教師提問：我們怎麼知道誰說得對？ 

• 學生想法：繼續「看」就知道了！ 

第二天－牠搬到樹葉下面重新吐絲！

• 孩子說：為什麼牠要搬家呢？ 

• 學生想法：

（1）牠想要安靜一點。　　　

（2）牠會冷，他想去溫暖一點的地方。

（3）牠肚子餓，要吃樹葉。　

（4）牠怕被吃掉，所以躲起來。 （5）牠會害羞，所以躲起來。

孩子每天關心小可愛的變化~接下來幾天－小可愛變深綠色，且逐漸縮水中！

• 孩子說：為什麼牠會有這樣的變化呢？ 

• 學生想法： （1）牠快要死了！ （2）牠要結蛹了！

等了一週後，蛹毫無動靜！

•  星期一一早，老師在窗台上發現了一隻死掉的蛾，我懷疑

牠就是從蛹裡飛出來的小可愛！ 

•  提出與孩子討論，並請孩子認真看蛹，仔細一看蛹真的不

像之前鼓鼓的！於是我們決定「破蛹」！

真相是－蛹是空的！牠不見了！

• 學生想法：老師撿到的是蛾，小可愛牠有可能是蝴蝶！ 

• 我們認知衝突出現！到底毛毛蟲長大是變成什麼呢？ 

 蝴蝶：11票　　蛾：9票

那該怎麼解決小可愛到底是蝴蝶還是蛾的疑惑呢？

• 學生想法：（1）找跟毛毛蟲有關的書。 （2）問專家：自然老師。 

　　　　　　（3）上網找找看！

　　　　　　（4）再找一隻小可愛來養！－－老師預設的教學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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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認同要靠自己，所以我們決定「再找一隻同種的小可愛來養」。

• 檢討，重新出發：因為布丁杯讓小可愛飛走，下次我們要用觀察箱。

再到發現「小可愛」的地點尋覓牠的家人

• 孩子們找了一天，無功而返！ 

• 隔天，我們發現了別種毛毛蟲！孩子們決定帶回來養養看！ 

•  養了一個早上後，午餐時間，有些孩子反應牠可能有毒，所以我們決定明天把牠

放生！ 

隔天，Ni寶貝帶來了兩隻毛毛蟲！

•  Ni說：「為了讓大家可以繼續觀察毛毛蟲，所以我從安親

班的菜園抓了2隻來！」 

• 師說：「這跟我們之前的小可愛是同一種毛毛蟲嗎？」 

• 小朋友說：「是啊！牠們都是綠色的呀！」 

• 表決！相同14票 VS 不相同6票  

佈置小可愛的家，持續關注牠！

照顧到小可愛結蛹，我們開始討論！

• 孩子提出觀察的結果，討論前後養的毛毛蟲！

• 所以我們一致通過「牠們是不同的種類」！

小可愛 Ni帶來的綠色蟲 

身體淺綠色 身體深綠色 

腳沒有黃色 腳是黃色的 

會吐絲 不吐絲 

身體比較沒有毛 身體毛毛的 

咖啡色的蛹 白色的蛹 

我們發現紋

白蝶的蛹是

有笑臉的蛹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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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牠長大會變成什麼呢？

蝴蝶11票、蛾7票　　蝴蝶和蛾各1隻3票。

謎底揭曉，破蛹而出的是「紋白蝶」！

原來是常見的菜蟲啦！

下一步，我們該做什麼呢？

• 全體一致通過，讓蝴蝶展翅高飛！ 

• 孩子的想法：原來這次的小可愛長大是變成蝴蝶！ 

•  有孩子提出－科學家說過「所有的毛毛蟲長大都是蝴

蝶」，所以上次養的小可愛不會變蛾。 

•  老師反問：那蛾小時候到底長什麼模樣呢？我們找不到一

樣的小可愛來養，該怎麼解答疑惑呢？ 

孩子們曾提過上網查資料！教師引入資源：尋找幼蟲圖鑑！ 
我們一同比對圖鑑！（左列是我們照顧的，右列是網路搜尋的圖鑑）

我們養的「小可愛」⋯⋯ 原來是「大耳紋夜蛾」

原來涼亭抓到的蟲真的是有毒的⋯⋯ 牠的名字叫做「基斑毒蛾」

幼蟲

幼蟲

成蟲

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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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Ni帶來的蟲是⋯⋯ 「紋白蝶」的幼蟲

從觀賞這些圖鑑中，孩子們修改自己的已知，了解蛾的小時候也是毛毛蟲的模樣。

後來，孩子們陸陸續續發現蛾！

為了認識牠們，孩子們要求教師一同上網搜尋！經過比對我們認識了更多蛾！不過

也是有找不到名字的蛾，只好先把蛾的名稱擱置一旁了！

老師的疑惑，蛾和蝴蝶有什麼差別呢？

教師提出這個疑惑後，讓學生開始回憶一開始我們養的小可愛和菜蟲了！

從觀察到的現象，整理出下列的結果：

為了滿足充滿好奇心的孩子，教師引導孩子再用網路看看網路上的資料！

結果網路的資料琳瑯滿目，有些內容對孩子來說也過於深奧，難理解，但孩子們還

是被有些內容吸引住，例如：有部分的蝴蝶休息時，翅膀會張開來；蛾類和蝴蝶的觸角

不一樣，蝴蝶是棍棒狀，蛾類是羽毛狀、絲狀或櫛齒狀等；蛾類夜晚活動居多，蝴蝶則

是白天活動居多。因此，藉由網路內容，孩子們一同認識更多蛾和蝴蝶的差異呢！

成果發表會，盡情表現你的收穫吧！

教師提問：你們想用什麼方式來跟別人介紹你學到的蛾和蝴蝶呢？

學生想法：用畫的、用說的、用演的。

未查到名字 伊貝鹿蛾 三角璃尺蛾

蛾 蝴蝶

吐絲結蛹 直接結蛹

休息時，翅膀張開！ 休息時，翅膀縮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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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教師讓學生自由選擇用畫的還是用演的。

● 畫圖： 孩子們自然地畫出蛾或蝴蝶的成長過程，完全沒有詢問教師如何畫或者是要畫

什麼，他們認真並細微地畫出牠的模樣。完成後，上台解說。

● 戲劇表演： 孩子們以分組的方式進行表演，一開始孩子們討論角色，再接著討論表演

的內容，但對孩子來說要自行演出一個有劇情的內容是有難度的，不過孩

子們卻樂在其中，樂在地上扮演毛蟲的模樣，樂在扮演主人餵蟲的模樣。

第一次的演出，孩子們就像演默劇一樣，沒有任何的聲音，只是完成動

作；經過老師的引導思考後，孩子們決定加入口白和簡易的道具，例如：

頭套、蛾吐絲的紙條、餵食的樹葉紙片，第二次的演出就精采多了！表演

後，孩子們還希望再演一次！只是時間不允許讓他們繼續表演囉！相對於

畫圖，從表演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孩子們以動態詮釋了毛毛蟲的模樣、變

蛹、再展翅高飛。

課程結束後的新訪客！這個是昆蟲嗎？是蛾嗎？還是蝴蝶？或是其他的動物？

課程結束四個月後也就是今年三月中，孩子們大叫在隔壁班的走廊上發現這隻昆

蟲，大家都很好奇「牠是誰？」，觀察牠的模樣，孩子們大都認為是「蛾」，因為牠有

「羽毛狀的觸角、休息時，翅膀張開！」當然立刻提議上網查「蛾的圖鑑」，但竟然沒

有查到，難道我們誤會牠了，可能牠是蝴蝶嗎？我們決定改變心意來查「蝴蝶圖鑑」看

看，也都沒有發現牠的圖片，於是我們就放棄了！單純認為牠可能還沒被登錄在網路

上。

休息展翅的模樣

發現地點：走廊木瓜樹下
特徵：1.羽毛狀觸角。
　　　2.休息時，翅膀張開。
　　　3.身體亮黃色。
　　　4.六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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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無知但卻不放棄的教師決定尋求自然專家求救，自

然專家立即上網查詢，發現原來牠是「北埔櫛大蚊」，牠是屬於

蚊子的一種呢！隔天，與孩子們分享這個「北埔櫛大蚊」訊息，

孩子們個個感到驚奇，牠既不是蝴蝶，也不是蛾，竟然是「蚊

子」！這個驚喜也讓孩子學習到原來也有蚊子長得像蛾啦！這個

世界真是太有趣了！

三、	學習動機在哪裡？

（一）認知衝突的點

　　　　1.衝突「毛毛蟲長大變什麼？」－觀察力、探索力、區辨力的培養

在孩子的世界裡，只知道毛毛蟲長大變成「蝴蝶」，對於「蛾」的觀察

是少之又少，也從來沒想過蛾的小時候是什麼東西，所以當知道毛毛蟲長大

會變成蛾時的驚喜，相信讓他們對這個大自然萬物存有更多的好奇心！

　　　　2.衝突「小可愛和菜蟲是否同品種？」－觀察力、探索力、區辨力的培養

孩子們一開始的觀察力只針對毛毛蟲的「顏色」就認為牠們是同種類，

但當他們看到牠們的成長變化後，原本的認知就被推翻了！教師扮演的角色

是提問「牠們是同一種嗎？」把這個問號拋出來，孩子們為了證明自己的想

法，自然而然主動地觀察且分析彼此的不同處，相對教師主導告訴孩子這兩

者不同之處，這樣的學習過程反而顯得更有教學意義。 

　　　　3.衝突「這些毛毛蟲叫什麼名字？」－資訊搜尋的培養

因為孩子們不認識毛毛蟲，所以一開始幫牠取名字，說實在的，孩子們

如果都不知道這些蛾或蝴蝶的名字，其實也沒關係且不重要，但是當我們觀

察到的蛾愈來愈多時，孩子們就開始問「牠是誰」，教師也只能回說「不知

道」，但也開始尋找管道來幫孩子解決問題，對低年級的孩子來說，資訊能

力是需要指導的部分，因此就直接由教師操作給孩子看，讓孩子知道網路的

便利性，且我們孩子的父母大都是科學園區的員工，人人家裡都有電腦，所

以爾後他們要自行查閱也是很容易的事情，因此教師覺得適時主導給孩子看

也是一種教學方法。

　　　　4.統整「蛾和蝴蝶的差異」－觀察、探索、區辨、表現的培養

當養完紋白蝶幼蟲後，教師引導孩子討論蛾和蝴蝶成長前後的差異，

如果沒有教師刻意的引導，孩子們並不會主動去幫這兩者作區辨，但教師認

為既然這麼巧前後養的毛毛蟲正好一隻蛾和一隻蝴蝶，且在這樣的觀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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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要引導孩子討論，其實是件容易的事，雖然討論出來的結果只有兩種區

辨，但教師相信在有這樣的討論過程後，也間接培養孩子去做「分析與比

較」的能力。

　　　　5.衝突「有大翅膀、休息時張開翅膀就是蛾嗎？」－資訊搜尋的培養

從統整蛾和蝴蝶的不同處之後，孩子們都知道「蛾休息時會張開翅

膀」，但當我們看到陌生的似蛾的昆蟲時，直接反應就是蛾，這時候前面指

導孩子網路搜尋的能力馬上派上用場，因為無功而返，教師尋求專家協助，

後來還是解決問題，但也讓孩子們大開眼界，原來「牠是蚊子」呀！從這裡

讓孩子學習到，別以為有大翅膀、休息時張開翅膀就是蛾！昆蟲的世界真是

包羅萬象呀！

四、	學習結果在哪裡？

能力主軸 能力指標 學習結果

探索與體驗
1-1  以五官知覺探索生活，察覺事物及環境的
特性與變化。

1.觀察蛾幼蟲和蝴蝶幼蟲的成長過程。
2.覺察校園中有許多昆蟲。

理解與欣賞

2-1  接觸生活中的人、事、物，理解文化、藝
術與自然現象的豐富性。

了解網路工具的便利性，查詢蛾與蝴蝶

幼蟲圖鑑，認識蛾與蝴蝶。

2-3  察覺不同人不同生物不同文化各具特色，
理解並尊重其歧異性，欣賞其長處。 

比較與理解蛾和蝴蝶成長差異。

表現與運用
3-1  嘗試運用各種生活素材，表現自己的感受
與想法。 

1.畫出蛾或蝴蝶的成長過程。
2.用短劇演出蛾或蝴蝶的成長過程。

溝通與合作

4-1  使用合適的語彙或方式，表達對人、事、
物的觀察與意見。 

1.針對教師提問，思考自己的想法。 
2.能發表自己的觀察結果或看法。 

4-3  能聽取團體成員的意見、遵守規則、一起
工作，並完成任務。

能與組員共同演出蛾或蝴蝶成長短劇。

態度與情操

5-1  相信自己只要能真切的觀察、細心的體
會，常可有新奇的發現。 

養蟲過程中，能主動提出自己的發現並

有主動求解的態度或行動。 

5-5  產生愛護生活環境、尊重他人與關懷生命
的情懷。

1.用心照顧毛毛蟲。
2.尊重生命，讓羽化的蝴蝶展翅高飛。
3.尊重生活中萬物生存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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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評量有哪些？

（一）形成性評量－幫助學生學習，學生自省收穫。

1. 口頭回答：孩子們依據教師提問，提出自己的看法，詳細的提問與回答請參

照「二、我們與蟲共室的生活如何？」從學生的回應中，教師了解的學生的

迷思概念或認知衝突(詳細內容請參略三、學習動機在哪裡)，也因為要解決這

些迷思或衝突自然而然發展出下一個活動。

2. 生活日記：每次的討論除了口頭發表外，為

了全面了解孩子的想法，請學生事後要在生

活日記上記錄自己的想法或收穫。學生的紀

錄也都很有趣，對小一的孩子來說，生活日

記除了鼓勵他們思考並寫出看法之外，在語

文能力－寫作的培養也是一大收穫！

（二）總結性評量－了解孩子學習成果，由教師評分。

1. 幼蟲成長圖：教師引導學生思考如何告訴別人自己的收穫後，有些孩子選擇

用畫圖的方式來分享，在這過程中，再次驗證「在豐富的體驗後，學生能有

信心表現成果」，一節課中，就看著學生拿著筆自然而然地畫出幼蟲成長過

程，且細膩地畫出每個過程，完全沒有提問教師要畫什麼與怎麼畫！完成

後，教師也讓學生上台報告。

2. 幼蟲角色扮演：因為學生第一次角色扮演，所以教師先不介入讓學生自行表

演後，再引導討論加入一些戲劇的元素，例如：旁白、道具、台詞等，所以

評分就依第二次的演出來檢核，教師把檢核重點放在學生是否有完整詮釋幼

蟲的成長變化，例如「吃食物、逐漸不動、變蛹、破蛹而出」，學生還自行

加入放牠們展翅高飛的劇情，由此可知學生都知道要尊重這些小生命。在道

具方面，有些組加入吐絲的紙條、用拓印樹葉的方式製作幼蟲食物。另外，

教師也觀察到孩子們互相幫忙的一面，就是當別組在表演時，他們會主動將

自己的道具借給別組使用，大家一同演戲，讓他們玩得很開心！

      學生A 學生B

優 能細膩且具體畫出蛾或蝴蝶的成長階段。

不錯 能簡略畫出蛾或蝴蝶的成長階段。

再加油 無法完整畫出蛾或蝴蝶的成長階段。

需補救教學 完全無法畫出蛾或蝴蝶的成長階段。

學生評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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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A 小組B

優 能利用道具、對話、旁白，完整演出蛾或蝴蝶的成長過程

不錯 能利用道具、對話、旁白，能簡略演出蛾或蝴蝶的成長過程

再加油 需要教師從旁協助，才能順利演出蛾或蝴蝶的成長過程

需補救教學 經教師協助，仍無法演出蛾或蝴蝶的成長過程

組別評分依據

（三）評量之我見

• 煎熬！很難打分數！ 

生活課程強調教學歷程，但教學歷程並非是「評分依據」就可以給單一分

數，因為教學歷程的收穫遠遠大於評分依據的結果！ 

• 形成性評量也很重要！ 

教學過程不設計規準打分數，但是站在「鼓勵」孩子的角度，過程表現用

「加分」鼓勵！ 

六、	教學省思

這次教學是一個培養觀察力和思考力的迷你課程，我們只利用早修、彈性課或其他

課餘時間進行討論，因為毛毛蟲的變化是需要時間的，但學生卻樂此不彼，常問教師這

節課要討論小可愛嗎？當教師說「是」時，他們會大聲喊「YA！」，接著就專注地討

論。對他們來說，原本毛毛蟲是一種害怕甚至是噁心的動物，但當我們把牠當寵物來養

時，牠們很開心可以這樣近距離的觀察牠，舉例來說，幫我們送來兩條菜蟲的小朋友，

那天早上她跟我說，老師我昨天睡不好，因為我怕毛毛蟲會爬出來，所以很擔心，但是

她卻是每天來關心毛毛蟲且常問我這節課要討論嗎？當學生持有學習動機與好奇心時，

我想學習成效自然就會提高！

要養第一隻毛毛蟲時，教師原本也認為是變蝴蝶，因為從來沒想過會抓到蛾的幼

蟲，而第二次養的竟然是紋白蝶的幼蟲，這成為課程最美麗的火花，果然「一切都是最

好的安排」，因為對孩子來說，認知衝突很大！他們學習到不是所有的毛毛蟲長大都是

變蝴蝶，他有可能是蛾的幼蟲呢！其實孩子們還想再養一次毛毛蟲，因為他們很有成就

感，看到蝴蝶展翅高飛，讓他們開心極了，教師也反省如果要讓學生觀察到更多蛾幼蟲

的變化的話，有機會再讓他們養一次蛾的幼蟲，我想他們的收穫一定更豐富！可以比較

的內容也更精彩！

實施者我其實對蟲毫無研究，所以當學生想知道幼蟲是什麼名字時，只好借用快速

又便利的網路知識，也讓學生知道網路的便利性，不過教師也跟學生說明網路上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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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不盡然都是正確的，若有疑惑時，可以輔助相關書籍，不要被網路上的訊息框住自

己的想法或得到錯誤的知識。

這個課程的教學目標之一就是教師希望孩子習得尊重生命

的觀念與行動，在生活中也得到很大的回應，舉例來說，某

天，隔壁班的小朋友欺負小昆蟲，我們班容易欺負人的小朋友

馬上說：「牠們又沒有影響我們，我們怎麼可以弄死牠！」表

示他對別人不尊重小生命也感到憤怒呢！還有，學生在校園發

現一隻死掉的麻雀，就把它埋葬起來，並插上美麗的木棉花陪

伴牠！

去年十月中開始實施課程，到現在今年五月，校園裡還是持續發現許多蛾與其他昆

蟲的蹤影，孩子們也都會很開心地回來告訴教師，並帶教師去看一眼，問問牠是什麼，

這是實施這個課程的額外收穫，學生打開自己的感官，開始留意身邊的一草一物呢！

    

●  後記：5/31進行於三峽進行本案例課程發表，感謝討論人正文提出為什麼把焦點放在

「毛毛蟲成長」上，而不是一個「照顧者」的角色？中年級也會養毛毛蟲，焦點是了

解毛毛蟲的成長歷程，如何與中年級釐清課程的界線？這是很棒的討論議題，分享我

個人的想法是許多主題都是低中高年級重複的內容，但是會隨著階段加深加廣，例

如：種植課程，在低年級的焦點是培養孩子觀察力與親近大自然的態度；中年級的焦

點是認識植物的構造；高年級的焦點是植物的繁殖與生存方式。所以在我的課程案例

裡，觀察毛毛蟲的成長是想讓孩子觀察到生命的歷程，牠每天都有成長，且是努力的

變化中，從中孩子了解到生命的可貴，進而尊重每個生命存活的權利，並與大自然萬

物共存！這也是教師我認為本課程最成功的地方，因為班上的孩子留意身邊許多小生

物，且都給予尊重，而不隨意欺負或結束牠的生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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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評述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迷你課程，閱讀文本時，感覺自己也和孩子一樣正聚精會神的觀

察著飼養的小昆蟲，吱吱喳喳的討論著昆蟲的變化，而教師跟著孩子發展的脈絡就在教

學中緩緩的流動。對一個已經沒有生活課可上的導師而言，這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實踐，

因為生活課程就真實的存在孩子的生活中，孩子的學習是隨時可以被引發的，並沒有因

為分科或沒課而短少了，這當然更是生活課程所以必須存在在低年級最強大的理由。

課程的發想引自孩子的生活，教師發現了孩子們對事物的「好奇心似乎不高，觀察

力也不足」，所以，跟著學生發現毛毛蟲而發展出這麼一個課程，過程中孩子的好奇心

的確被引發了，另外他們也透過了在教室飼養昆蟲而提供了一個可以仔細觀察的學習情

境。孩子藉由彼此的對話，教師的提問，資訊的協助，專家的解惑，打開了心中一個又

一個的疑惑，相信，在課程結束後，孩子對於昆蟲的好奇心和觀察力是不會消失的，因

為他們在這次的學習中已經享受了學習的樂趣。

這個教學案例中，學生的對話中很多的臆測，有些有答案，有些沒答案，有些藉

觀察得到「當下」的答案，有些則是藉由資訊的輔助得到「概念」的知識，而孩子如何

在中間學到「不隨便下定論」，相信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低年級的孩子藉著經驗的累

積與開展而打開自己的抽象世界，在他們有限的經驗世界中，很容易因為「眼前所見，

他人所說」而輕易的認為就是這樣，而形成錯誤的迷失概念，因此，教師可以不斷地讓

孩子有反覆觀察，不斷地有認知衝突，不斷地有辯證的機會，這樣才能「不隨便下定

論」，而隨時存著疑惑與好奇心。就像孩子在學習結束時已經誤認「羽毛狀的觸角、休

息時，翅膀張開」就是蛾，但是，幸好遇到「北埔櫛大蚊」的後續狀況與教師的棄而不

捨的研究精神，否則，孩子就會以當初的認知形成自己的「概念知識」。因此，對於這

種讓孩子透過觀察、歸納下結論的課程，教師們是需要更多的謹慎和思考的。

「毛毛蟲－觀察成長—尊重生命」，這個想法是當初課程的起點，但卻著墨不深，

建議教學者可透由與毛毛蟲的相處，觀察孩子與毛毛蟲一起成長的學習歷程，如此重要

的核心概念：尊重生命，是否更容易鑲嵌到每一個孩子的生命中，值得教學者與生活

課程教師一同來思考與帶領。文本最後提及孩子對於其他班級孩子欺負小昆蟲與埋葬麻

雀，發現孩子的確對於生命有了感受與新作為，如能與建議的教學過程與教學評量呼

應，教學成效是否更容易彰顯這樣珍貴的學習歷程，值得大家一起討論討論。

另外關於網路使用，低年級的孩子其實還真的不太適合呢！如同文本裡，教師自序

「結果網路的資料琳瑯滿目，有些內容對孩子來說也過於深奧，難理解」，這或許也呼

應了正文老師給的思考議題，低年級的孩子和中年級的孩子在學習上的差異是什麼？追

求「知識」或是學會一項「技能」，這中間教師如何去處理或看待呢？相信教師心中自

有定見，一切就回歸到孩子的發展歷程與學習脈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