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109 學年課程計畫 

領域 
/科目 

部定課程 
調整 

□語文（□國語文 □英語）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課程調整 
原則 

學習內容  學習歷程 
學習環境  學習評量 

校訂課程 
特殊需求（□創造力 □領導才能 □情意發展 □獨立研究 專長領域） 

□其他： 

課程名稱 校園益智解謎 課程類別 必修□選修 每週節數 1 
教學者 賴心茹 教學對象 三-六年級 

核心

素養 

總綱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領綱 

特創-E-A1：具備盡情展現創造性人格特質的個人觀，展現大膽提問與持續探尋的熱情

與動力。 
特創-E-A2：具備蒐集資料來源的能力與習慣，判斷處理順序與設定選擇標準，善用各

種方式提出多種解決問題的構想。 
特創-E-A3：善於覺察現象，擴充生活經驗，提出與眾不同的創新想法，因應日常生活

情境。 
特創-E-C2：具備友善人際情懷，接受他人協助、分享想法與接納他人意見，並參與團

隊合作建立良好互動關係。 
 
特領-E-A1：具備認識領導者特質的能力，覺察自己與他人的異同，展現樂意接受任務

與發展自我潛能。 
特領-E-A2：具備擬定任務目標與短期計畫的能力，釐清成員彼此責任，掌握進度與目

標的關聯。 
特領-E-A3：具備執行任務與掌握訊息重點的能力，分析自己與成員的困難並尋求策略

解決困難，運用適當策略控管任務品質。 
特領-E-B1：具備察覺與理解成員情緒的知能，主動關心成員並察覺彼此間 衝突原

因，適當表達對成員的支持。 
特領-E-B2：理解各類媒體與資訊的用途與內容的合適性，善用於團體事務的處理。 
特領-E-C1：具備道德知識及是非判斷能力，理解與任務相關的各種因素，欣賞團隊以

及個人表現的成功之處。 
特領-E-C2：具備理解他人感受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體認成員互助的重要性，察

覺努力與結果之間的關連性。 
 
自-E-A2：能運用好奇心及想像能力，從觀察、閱讀、思考所得的資訊或數據中，提出

適合科學探究的問題或解釋資料，並能依據已知的科學知識、科學概念及探

索科學的方法去想像可能發生的事情，以及理解科學事實會有不同的論點、

證據或解釋方式。 
自-E-A3：具備透過實地操作探究活動探索科學問題的能力，並能初步根據問題特性、

資源的有無等因素，規劃簡單步驟，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器材儀器、科技設

備及資源，進行自然科學實驗。 
自-E-B1：能分析比較、製作圖表、運用簡單數學等方法，整理已有的自然科學資訊或

數據，並利用較簡單形式的口語、文字、影像、繪圖或實物、科學名詞、數

學公式、模型等，表達探究之過程、發現或成果。 
自-E-B2：能了解科技及媒體的運用方式，並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用、自然

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等，察覺問題或獲得有助於探究的資訊。 
自-E-B3：透過五官知覺觀察周遭環境的動植物與自然現象，知道如何欣賞美的事物。 
自-E-C1：培養愛護自然、珍愛生命、惜取資源的關懷心與行動力。 
自-E-C2：透過探索科學的合作學習，培養與同儕溝通表達、團隊合作及和諧相處的能

力。 



藝-E-A1：參與藝術活動，探索生活美感。 
藝-E-A2：認識設計思考，理解藝術實踐的意義。 
藝-E-A3：學習規劃藝術活動，豐富生活經驗。 
藝-E-B1：理解藝術符號，以表達情意觀點。 
藝-E-B2：識讀科技資訊與媒體的特質及其與藝術的關係。 
藝-E-B3：善用多元感官，察覺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豐富美感經驗。 
藝-E-C1：識別藝術活動中的社會議題。 
藝-E-C3：體驗在地及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元性。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創造力/創造性人格特質/具備好奇心 
特創 1a-Ⅱ-1 在觀察事物後提出相關的疑問。 
特創 1a-Ⅱ-3 主動思索問題，嘗試尋求解答。 
特創 1a-Ⅲ-1 對事物保持懷疑的態度，勇於發表自己的看法。 
創造力/創造性人格特質/豐富想像力 
特創 1b-Ⅲ-1 發現奇特的事物，並想像聯結其中的趣味與有意義之處。 
特創 1b-Ⅲ-2 記錄與延伸豁然開朗或靈機乍現的想法。 
創造力/創造性人格特質/嘗試冒險 
特創 1c-Ⅱ-1 面對問題能大膽提出各種可能性。 
特創 1c-Ⅱ-2 嘗試使用各種方法達成任務。 
特創 1c-Ⅲ-1 勇於面對與處理混亂或複雜的資訊。 
特創 1c-Ⅲ-2 能多次嘗試解決各種情境與問題之阻礙處。 
創造力/創造性人格特質/勇於挑戰 
特創 1d-Ⅱ-1 主動接受具挑戰性的任務。 
創造力/創造性人格特質/堅持毅力 
特創 1e-Ⅱ-1 喜愛自己的作品/表現。 
特創 1e-Ⅱ-2 自動自發地投入學習。 
特創 1e-Ⅲ-2 對學習充滿熱情且精力充沛。 
特創 1e-Ⅲ-3 專注持續一段時間而無厭倦。 
創造力/思考歷程/擴散性思考 
特創 2a-Ⅱ-3 針對問題提出各種解決的構想。 
特創 2a-Ⅲ-2 從多元管道來源蒐集相關的資訊。 
特創 2a-Ⅲ-3 利用科技與不同資訊擴大主題的連結性。 
特創 2a-Ⅲ-5 善用各種創意技法產生不同的構想。 
創造力/思考歷程/聚斂性思考 
特創 2b-Ⅱ-2 從多項資訊中指出重要關鍵。 
特創 2b-Ⅱ-3 說明自己選擇某構想的原因與理由。 
創造力/創意成果/流暢 
特創 3a-Ⅱ-2 描述觀察事物的多元屬性。 
特創 3a-Ⅲ-1 經常以多元方式與素材表現事物的構想與概念。 
特創 3a-Ⅲ-2 經常以多元角度詮釋事物或主題。 
創造力/創意成果/變通 
特創 3b-Ⅱ-1 從不同面向思考同一件事情。 
特創 3b-Ⅱ-2 在達到同樣標準條件下，以各種方式呈現任務與作業。 
特創 3b-Ⅲ-2 改變原有作品的元素，擴充其趣味性與實用性。 
創造力/環境營造/支持回饋 
特創 4a-Ⅱ-1 在他人激勵下提出創意想法。 
特創 4a-Ⅱ-3 在他人支持下完成任務。 
特創 4a-Ⅱ-5 了解符合社會道德規範之創造性活動準則。 
特創 4a-Ⅲ-1 能與他人腦力激盪解決問題。 
特創 4a-Ⅲ-2 創思活動時，能維護相互尊重與開放討論的環境。 
 
領導才能/任務導向/釐清角色與目標 
特領 1a-Ⅱ-2 清楚解釋被指派的任務。 
特領 1a-Ⅱ-3 說明自己在任務中應承擔的責任。 
特領 1a-Ⅲ-1 釐清成員彼此的責任。 
特領 1a-Ⅲ-2 掌握在不同任務中自己應承擔的責任。 



領導才能/任務導向/擬定計畫 
特領 1b-Ⅱ-3 針對被指派的任務訂定時程。 
特領 1b-Ⅲ-1 自行訂定短期任務計畫。 
特領 1b-Ⅲ-3 接受他人建議修正短期任務計畫。 
領導才能/任務導向/監督過程 
特領 1c-Ⅱ-1 分辨各種線索與任務之間的關連性。 
特領 1c-Ⅱ-3 執行任務中遇到困難時會求助他人或尋求更多解決資訊。 
特領 1c-Ⅲ-1 執行任務時能掌握任務的核心目標。 
特領 1c-Ⅲ-2 執行任務時能掌握複雜訊息的重點。 
特領 1c-Ⅲ-3 根據任務進度確實執行。 
特領 1c-Ⅲ-4 彙整成員所提出與任務相關的難題，尋求協助或更多資訊與解決策略。 
領導才能/關係導向/善用心理支持 
特領 2a-Ⅱ-1 以適切的態度與成員溝通。 
特領 2a-Ⅱ-2 在陌生環境中能主動與人交談互動。 
特領 2a-Ⅱ-6 運用感受力與想像力覺察團體生活中美善的人事物。 
特領 2a-Ⅲ-1 主動關心成員，與之互動。 
特領 2a-Ⅲ-3 傾聽成員的心聲。 
特領 2a-Ⅲ-4 尊重、支持成員的特點。 
領導才能/關係導向/肯定團隊貢獻 
特領 2c-Ⅱ-1 執行任務時能盡力付出。 
特領 2c-Ⅱ-2 體認成員互助的重要性。 
特領 2c-Ⅲ-1 察覺成員的貢獻。 
特領 2c-Ⅳ-1 在合作中營造互相激勵的學習情境。 
領導才能變革導向/掌握環境 
特領 3a-Ⅱ-2 蒐集與任務相關的各種資訊。 
特領 3a-Ⅱ-3 欣賞團隊或個人的付出。 
特領 3a-Ⅱ-4 在任務中分析自己的成長或收穫。 
特領 3a-Ⅲ-2 分析各種相關資訊再做決定。 
特領 3a-Ⅲ-3 分辨環境中各種因素對任務執行可能產生的影響。 
特領 3a-Ⅲ-4 欣賞團隊或個人最佳表現者的成功之處。 
特領 3a-Ⅳ-2 開發和運用所擁有的人力及物力資源。 
特領 3a-Ⅳ-3 分析外在環境的異同處，並加以選擇或統整。 
領導才能/變革導向/實踐願景 
特領 3b-Ⅱ-1 遵守團隊規範。 
特領 3b-Ⅱ-2 配合團隊運作達成目標。 
特領 3b-Ⅱ-3 充分了解領導者所設定的任務目標。 
特領 3b-Ⅲ-1 利用各種策略幫助成員了解任務的目標。 
特領 3b-Ⅲ-2 與成員共同建立團隊目標。 
特領 3b-Ⅲ-3 認識與包容團隊成員的多元性。 
 
自然科學領域/科學的態度與本質/培養科學探究的興趣 
ai-Ⅱ-3 透過動手實作，享受以成品來表現自己構想的樂趣。 
自然科學領域/科學的態度與本質/養成應用科學思考與探究的習慣 
ah-Ⅱ-2 透過有系統的分類與表達方式，與他人溝通自己的想法與發現。 
ah-Ⅲ-1 利用科學知識理解日常生活觀察到的現象。 
 
藝術領域/表現/視覺探索 
1-Ⅱ-2 能探索視覺元素，並表達自我感受與想像。 
1-Ⅲ-2 能使用視覺元素和構成要素，探索創作歷程。 
藝術領域/表現/創作展現 
1-Ⅱ-6 能使用視覺元素與想像力，豐富創作主題。 
1-Ⅲ-6 能學習設計思考，進行創意發想和實作。 
藝術領域/鑑賞/審美感知 
2-Ⅲ-2 能發現藝術作品中的構成要素與形式原理，並表達自己的想法。 
藝術領域/鑑賞/審美理解 



2-Ⅱ-5 能觀察生活物件與藝術作品，並珍視自己與他人的創作。 
2-Ⅲ-5 能表達對生活物件及藝術作品的看法，並欣賞不同的藝術與文化。 
藝術領域/實踐/生活應用 
3-Ⅱ-3 能為不同對象、空間或情境，選擇音樂、色彩、布置、場景等，以豐富美感經

驗。 
3-Ⅲ-5 能透過藝術創作或展演覺察議題，表現人文關懷。 
 
資訊教育議題/運算思維與問題解決 
資E2 使用資訊科技解決生活中簡單的問題。 
資訊教育議題/資訊科技與合作共創 
資E5 使用資訊科技與他人合作產出想法與作品。 
資訊教育議題/資訊科技的使用態度 
資E12 了解並遵守資訊倫理與使用資訊科技的相關規範。 
資E13 具備學習資訊科技的興趣。 
 
臺北市科技領域國小資訊科技課程教學綱要/資訊科學與科技應用 
資t-II-2 能使用資訊科技解決生活中簡單的問題。 
資c-II-1 能認識常見的資訊科技共創工具的使用方法。 
資c-II-2 能使用資訊科技與他人合作產出想法與作品。 
資p-II-2 能使用資訊科技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資a-II-4 能具備學習資訊科技的興趣。 
臺北市科技領域國小資訊科技課程教學綱要/運算與設計思維 
資t-III-3 能應用運算思維描述問題解決的方法。 
資p-II-1 能認識與使用資訊科技以表達想法(樣式識別與分析)。 
資p-III-1 能認識與使用資訊科技以表達想法(呈現設計理念)。 
資p-III-1 能認識與使用資訊科技以表達想法(呈現解決程序)。 
生s-II-1 能繪製簡單草圖以呈現設計構想。 
生a-III-2 能體會動手實作的樂趣，並養成正向的科技態度。 
生c-II-3 能具備與他人團隊合作的能力。 
臺北市科技領域國小資訊科技課程教學綱要/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 
資a-II-3 能了解並遵守資訊倫理與使用資訊科技的相關規範。 
 
科技教育議題/操作技能 
科E5 繪製簡單草圖以呈現設計構想。 
科技教育議題/統合能力 
科E7 依據設計構想以規劃物品的製作步驟。 
科E8 利用創意思考的技巧。 
科E9 具備與他人團隊合作的能力。 
 
安全教育議題/校園安全 
安E8 了解校園安全的意義。 

學習內容 

創造力/創意人特質 
特創 A-Ⅱ-3 延續各種故事或情境的構想。 
特創 A-Ⅱ-4 展現點子的策略。 
特創 A-Ⅲ-4 想像力可及的範疇。 
特創 A-Ⅲ-5 想像力具體化與步驟化。 
特創 A-Ⅲ-6 冒險的安全法則。 
特創 A-Ⅲ-7 達成任務的多元方法。 
特創 A-Ⅳ-2 找出解答問題的關鍵處與重點。 
創造力/創思技巧 
特創 B-Ⅲ-3 奔馳法。 
創造力/成果評鑑 
特創 C-Ⅱ-6 創意與生活的覺察。 
特創 C-Ⅱ-7 美感的敏覺性。 
特創 C-Ⅲ-1 新奇見解。 



特創 C-Ⅲ-7 產品美感賞析。 
特創 C-IV-2 成果展現的多樣方法。 
創造力/創意資源 
特創 D-Ⅱ-1 自由、和諧、相互尊重的學習環境。 
特創 D-Ⅱ-2 允許犯錯、嘗試、肯定與眾不同的心理環境。 
特創 D-Ⅱ-5 創意表達的方法。 
 
領導才能/團體任務與行動 
特領 A-Ⅱ-1 團體工作的分配與實踐。 
特領 A-Ⅲ-3 團隊共識的建立。 
特領 A-Ⅲ-4 行動計畫的功能與要素。 
領導才能/領導者特質與成員關係 
特領 B-Ⅱ-3 團隊成員的特質差異。 
特領 B-Ⅲ-2 良好團隊成員的特質。 
特領 B-Ⅲ-4 良好的溝通技巧與能力。 
領導才能/組織議事與願景實踐 
特領 C-Ⅱ-1 任務編組的功能與方式。 
 
自然科學領域/自然界的組成與特性/系統與尺寸 
INc-Ⅱ-4 方向、距離可用以表示物體位置。 
INc-Ⅲ-1 生活及探究中常用的測量工具和方法。 
 
藝術領域 
視E-Ⅱ-1 色彩感知、造形與空間的探索。 
視E-Ⅱ-3 點線面創作體驗、平面與立體創作、聯想創作。 
視E-Ⅲ-1 視覺元素、色彩與構成要素的辨識與溝通。 
視E-Ⅲ-2 多元的媒材技法與創作表現類型。 
視E-Ⅲ-3 設計思考與實作。 
視A-Ⅱ-2 自然物與人造物、藝術作品與藝術家。 
視A-Ⅲ-2 生活物品、藝術作品與流行文化的特質。 
視P-Ⅱ-2 藝術蒐藏、生活實作、環境布置。 
視P-Ⅲ-2 生活設計、公共藝術、環境藝術。 

教學目標 

長期目標：  
1.認識自己、展現自我並發揮潛能。 
2.學習欣賞別人並能見賢思齊。 
3.學生與同儕關係對他人的理解與認同。 
4.培養團體默契及情誼，增進團隊動能。 
 
短期目標： 
1.透過活動討論瞭解領導者應具備的能力。 
2.能設計合適的解謎活動並規劃任務分組的工作及執行步驟。 
3.認識同儕的特性並欣賞他人優點。 
4.建立良好的溝通技巧、協商能力與符號運用能力。。 
5.提升學生的合作精神與能力，共同完成小組的任務與分工。  
6.培養追求卓越與接受挑戰的態度。 

議題融入 
□家庭教育 □生命教育 □品德教育 □人權教育 □性平教育 □法治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資訊教育 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 安全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其他                      
與其他領域 
/科目之連結 創造力、領導才能、自然科學領域、藝術領域 

週次 單元名稱 課程內容說明 備註 

1 校園定向 1.經由小組討論，瞭解活動的特質與需要 評量方式： 
A.C.E 



2 具備的能力為何。 
2.了解何謂定向，並經由小組討論，構思

校園定向的必要性。 
3.分組設計小型定向關卡，讓同學體驗。 3 

4 

5 

我是校園設計師 

1.經由小組討論，分析校園的硬體建設類

型，並推測硬體建築的設計理念為何。 
2.利用腦力激盪進行校園硬體架構的規

畫，包含環境、建築、校園配置等。 
3.藉由多元觀點的分享，能掌握校園設計

的多樣性與可能性。 

評量方式： 
A.B.D.E 6 

7 

8 

校園尋寶 

1.認識何謂成功的尋寶遊戲，並討論出受

人歡迎的遊戲設計元素。 
2.分組討論並分析校園尋寶常用的設計元

素及寶藏謎題符號。 

評量方式： 
A.B.D.E 9 

10 

11 

密室逃脫 

1 小組討論密室逃脫和校園尋寶的差異╒ 
2.認識符號與機關的設計種類與原理。 
3.藉由多元觀點的分享，能掌握任務中自

己應承擔的責任。 
4.透過密室逃脫體驗之任務考驗，增強運

用高層次思考之能力，並提升問題解決

技巧。 

評量方式： 
A.B.C.E 

12 

13 

14 

謎題設計師 

1.各小組共同設計一個密室逃脫的活動任

務，能參與共同討論，設定任務的目

標。 
2.能擬訂任務計畫，並確實執行。 
3.能與同儕妥善溝通協調，以增進團隊合

作成效。 
4.遭遇困難時，能尋求協助或解決策略。 

評量方式： 
A.B.C.D.E 

15 

16 

17 

18 

19 

挑戰與回饋 

1.結合校園尋寶與密室逃脫二種型態組合

成一次團體挑戰活動；參與各小組團隊

競賽活動，凝聚成員情感與動能。 
2.透過校園尋寶及密室逃脫之任務考驗，

增強運用高層次思考之能力，並提升問

題解決技巧。 
3.藉由多元觀點的分享與合作，能掌握任

務中自己應承擔的責任。 
4.能籌畫成果分享形式，並依計畫執行。  
5.能觀摩學習團隊或個人的學習成果。  

評量方式： 
A.B.C.D.E 

20 

教學資源 電子白板、電腦、平板、教學簡報、影音平台、資優教育資源相關網站、其他 
教學方法 1.實作練習  2.討論  3.講述  4.觀察  5.遊戲與扮演  6.發表  7.多媒體教學  8.其他    

教學評量 

A.口頭發表  B.作業單書寫  C.器材操作  D.活動設計  E.行為呈現 
◎學習態度與出席情形 10% 
◎領導特質認識與領導能力實踐表現 25% 
◎合作學習、分享態度與自我評鑑 25% 
◎資訊科技運用能力、符號運用能力與資料蒐集暨歸納統整能力 20% 
◎任務創意設計、執行與成果展現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