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柒、 未來展望 

由國際教育之仁愛本土、認同在地文化為出發點，由歸仁十三窯轉化為「歸中窯」，透過 

做中學的體驗教學活動，建構溫馨歸中的學習足跡藍圖。 

一、營造話窯、聞窯、造窯、品窯、想窯與飄窯典範校園---成為各地國中、社區小學、幼稚園

及校外自然與科技窯燒體驗教學最佳場域。 

二、透過課程實施，提供能生體驗感受與動手操作能力，培養學生本土體驗力與國際競合力。 

三、藉由美學融入與園藝實作及「窯」之主題課程，提高美學素養深度。 

四、創造學生多元展能舞台，強化學生本土意識及國際視野廣度。 

五、透過分組合作體驗學習，激發學生之觀察力與思辯力，發展課程延續性，築構歸仁國中之

學習足跡。 

     

 

 

 

 

 

 

 

 

 

 

 

 

 

 

 

 

延伸課程之一：國際教育---<溫馨溫心，窯向國際> 

國際青年領袖社－結合金車教育基金會＜愛讓世界轉動＞之專案學習活動 

窯，充滿溫度。藉由探索本地文化歷史遺跡「歸仁窯」，思考如何將在地文化結合國際議題，以行

動力將歸仁窯的溫度傳遞出去，成為一個思源知源，懂得感恩奉獻，一個有深度、有溫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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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有上課模式

‧抽象課程，老師說，學生聽。

‧課程趕進度，沒有變化。

‧課程不有趣，缺乏認同感。

分組合作學習
異質性分組、教師掌控分組

不固定分組、小組長輪流擔任

‧解除社會隔離現象、增進人際互動

‧創造更多討論與對話，激發思考力

‧培養互助合作學習精神

結合學校

本位課程

‧活動體驗動手操作，課程內容概念具象化。

‧走訪社區認識家園，了解在地的文化特色。

‧繪製地圖，對外導覽歸仁十三窯舊址樣貌。

延伸課程之二：科普教育---<創意窯滾~樂陶窯> 

    透過科普閱讀，翻轉教室，培養學生問題解決、獨立研究與人際上的溝通等能力，突顯獨立研

究教學的重要性。課程設計透過在地文化的結合及推動科學教育，以動手做為課程設計概念，融合

科普閱讀，培養學生帶著走的能力。帶領學生參與專題研究並透過田野調查的方式了解在地文化特

色，鼓勵學生以科學角度來探究生活時事，提升學生科學素養。科研流程如下： 

研究題目—文獻引用、研究設計、資料報告、表達與論述 

 

 

 

延伸課程之三：補救教學---<窯一搖，磚出來> 

   「弱勢不能成為標記，劣勢不能失去發展。」即時的回饋才是有效的改善，讓學習弱勢的學生，

有更多的與教師對話的時刻，讓弱勢家庭的學生，能得到更多的關愛與照顧。永不放棄每一個學生

的精神，帶領學生向上。經由分組合作學習，更能激發出學生的學習動力、培養互助合作的精神。

透過討論的過程，提升學生的思考力，從課後輔導轉為課中輔導，從師生對話轉為合作討論，創造

出更多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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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窯構造的設計與
研究

比較不同種類的材燒
原料

探討烤窯溫度與時間的
關係

研究麵團原料與發酵時
間對餅皮Q度的影響

攜手計畫，課後輔導
師生比過大，單獨對話不易

課後輔導轉為課中輔導，
師生對話轉為合作討論，
有效減少學習低弱學生，
增加課後輔導師生對話。

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成就
增進在地認同，體現文化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