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仁愛國小 112 學年度公開觀課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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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單元名稱： 繪本《塑膠島》- 減塑宣導 

    教學節次：共 1 節、本次教學為第 1 節  

 

   課堂觀察記錄： 

教師教學情形描述  學生學習

情形描述 

師生互動

及情境脈

絡  

 一、繪本封面分析 :  一隻孤鳥  VS  山與海 

        老師以 PPT 展示繪本，循序漸進探究、描述、分析講解內容，

從畫面的背景延伸至主角，讓學生慢慢熟悉畫作，帶領學生思考。

老師問小朋友「封面給你感覺是甚麼呢? 」有小朋友回答「有很多

垃圾。」、「有塑膠垃圾在上面。」、「一隻鳥在島上咬塑膠。」

從小朋友的回答來判斷，應是受到繪本名稱的暗示，所以會覺得背

景下半部，鳥的腳踩的區域，都是塑膠。老師說:，「是垃圾還是沙

子呢？」「鳥的嘴上，好像咬的不是塑膠袋喔。」  

       老師接著引導學生，聚焦至畫面上的主角那隻鳥。老師說「這隻

鳥的表情，看起來好像有一些憂傷，牠不喜歡牠所在的這個島。」

接著分析鳥身上的色調:「請小朋友和老師一起尋找，鳥身上的顏色

好嗎?有白色、黑色，嘴巴一點點是紅色，還帶了一點墨綠色及淺咖

啡色。」老師說:「這本故事內容，不是那麼開心的故事喔。」老師

對於故事的情節，能詢問孩子的感受 。 

        接著發給小朋友每人一本繪本，指定 10 分鐘時間，並且提示空

間，說明個人自己找到位置，盤腿坐下或是階梯上階可，自己看自

己的書。老師提示小朋友如何觀看繪本內容，指出內容不多，除了

觀看圖像帶給自己的感覺，老師也希望小朋友能每個字用心細細閱

讀。提醒小朋友在閱讀過程中，不會聽到聲音，接著找找看，在閱

讀過程中發現及探索，並且動動大腦去思考繪本中的訊息。 

 

二、 我能在日常生活中做到什麼?   

       老師問小朋友:「有沒有減少塑膠的使用呢？」老師指出，她在

買早餐時，會向老闆說她不要塑膠袋，以三明治為例，「三明治本

身就有一層塑膠包裝，那為何又還要再用另一個塑膠袋來裝呢？」

老師會把使用過的塑膠袋，髒了的話，用水沖一沖並曬乾，繼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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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老師訊問學生，會像老師這樣做的，請舉手，並誇獎小朋友是

環保小尖兵。「有人在怪發明塑膠袋的人，讓地球製造了那麼多的

垃圾，他說他製造的塑膠袋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使用的人卻用了一

次就丟了，要反覆利用。現在在便利商店，塑膠袋要錢，以前不用

錢，大家就拼命拿，最根本應是要減少使用塑膠。有自己的水杯，

就不需要一直買礦泉水與飲料。」「有沒有自己專用的餐袋？老師

自己也有自己專用的環保袋喔。」 

 

三、五顏六色的碎片 :  塑膠微粒與濃湯  

      老師在第一頁，提示小朋友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發現什麼呢？小

朋友舉手回答:「這是鳥在講話。」，老師指出，這本繪本是從鳥的

視角與觀點來說的故事，介紹牠的所處環境。發現文章中出現有句

子一直重覆。「我住在這個島上，這隻叫阿海的鳥。」 

        老師說有哪幾句話一直重覆?重覆了幾次?「五顏六色的東西，

那是什麼東西呢？」「是垃圾裡的塑膠微粒，塑膠在大海裡經過翻

滾，海浪的拍打，塑膠會變成小小的微粒。」 

老師問小朋友「有沒有聽過塑膠濃湯？在海洋裡面什麼垃圾最

多，答案是塑膠。」「塑膠袋。寶特瓶，都是塑膠作的，這些東西

經過海浪拍打。撞擊交疊，慢慢就會變成碎片。海洋裡面，透過空

拍機拍到，有旋渦與海流一直在那裡，不是那家餐廳的塑膠濃湯

喔！」「塑膠它是不會被融解，它會一直存在在我們的世界上。」 

 

四、終極出任務  : 令人窒息的夢靨 

        老師說，讀這繪本會給人一些沉重，不是很開朗的感覺。要學

生試著運用優美、富有感情的聲音，搭配恰當的語調、語氣和節

奏，請學生輪流從封面開始讀。「……我住在一座漂浮在大海中央

的小島。又是載滿貨物的交通工具:我住的那座小島、密集的人與市

集:到處充斥五顏六色的東西。這五顏六色的東西，有的沿著河川一

點點、一點點的流進大海。……」 

       筆者看到一隻詭異的鳥，站在烏龜的背上，頂上戴著一個寶特

瓶蓋的帽子，又尖又細長的嘴上，有一個寶特瓶拉環扣著。兩隻不

同物種的生物，依靠在一起，彼此若有所思相互背對著，好像有甚

麼煩惱的事情困擾的他們。從阿海一隻鳥的視角，來看人類居住環

境，明明是一般小島的日常，密密麻麻擠在一起的建築，這些身處

在這個島上的人，像我們一般人過著日常的生活，表面若無其事的

來來往往，卻令人倍受威脅，喘不過氣來，有身處異境的恐怖感。 

       讓我聯想到美國的一部電影，《楚門的世界》它被歸類為科幻

電影，男主角金凱瑞居住的小鎮，堪稱是全世界最理想的居住地，

看似完美，卻是荒誕離奇，一個受到人為權力操弄，虛假實境真人

秀世界。 

3.平易近

人的文字

描述故事

情節，使

學生易於

掌握故事

脈絡。 

 

 

 

 

 

4. 老師透

過提問，

學生回

答，在一

問一答傳

達故事內

涵的過程

中，學生

能主動建

構概念的

歷程。 

  

 

 

 

 

 

 

 

 

 

 

 

 

 

 

 

 

 

3.並提出

適當的問

題，讓小

朋友先去

預測、 懷

疑、推

測、與聯

想。 

 

 

 

 

4.小朋友

在個別觀

看繪本的

過程中，

老師會移

動位置到

小朋友

旁，觀察

並各別指

導。 

 

 

 

 

 

 

 

 

5.老師語

調清晰並

且抑揚頓

挫能吸引

小朋友的

目光。 

 

 



五、末世災難 : 碎片交疊、混雜糾纏 

      老師說: 「五顏六色的東西有甚麼?漁網，還有紅色塑膠碗、寶特

瓶、飲料罐、輪胎，和綠色、黃色繩子。有些鳥在找食物吃的時

候，不知不覺也把這些塑膠類的東西吃下肚。島上塑膠垃圾愈來愈

多，鳥愛吃的魚卻愈來愈少了，有一些人試著去清理。」老師指

出，真的有一些環保團體會召集大家，去海洋旁邊檢垃圾，而有些

海洋生物，他們被困住，他們也會去救那些海洋生物。「請問垃圾

撿的玩嗎?撿不完，因為太多了。」「有輪胎、瓶罐，看的到的東

西，全都在裡面。又被其他更多數量的東西淹沒了。」「這隻小鳥

的頭部帶著皇冠，我們以為牠在裝飾牠自己，其實他是被東西纏

住；」「牠嘴巴不能吃東西了，因為嘴巴也被東西纏住。眼神很悲

傷，眉毛到八字眉，眼睛垂下來了，牠不喜歡這個地方。」 

 

六、殘酷的遊戲  : 要如何逃生?    

筆者以為，有很多的恐怖電影或小說及玩家遊戲，他們像阿

海一樣，因為某些不知名的因素，被困在某些密閉空間裡，《絕地

求生》、《戰慄》、《飢餓遊戲》、《死亡實驗》、《洞》、《十

億韓元》、《魷魚遊戲》、《孤島驚魂》，他們都有共同的處境，

那就是在某個操控者，或國家機器的謊言精密計算下，殘酷的遊戲

規則，令人絕望的生存條件，在受限制與監控的計時時間裡，變得

手足無措，一個人的生存意志被削弱；有些則是沒有時間限制，卻

漫長無止盡等待，它延長一個人面對死亡的耐力，身心、受到煎

熬，讓人的痛苦被延遲。就像此繪本的主角阿海，在絕望和希望拉

鋸。究竟要如何逃生?如何才能從噩夢中掙脫？是這類題材的共通命

題。 

 

七、我能幫阿海做甚麼呢? 

        老師在小朋友唸到這頁時，老師示範引導學生，再請全班一起

朗誦兩次。「我住的這座島，是座在大海中間新生成的塑膠島。」

老師問學生說: 「你們猜猜看這世界上，有沒有真的塑膠島?還好，

現在還沒有。但是，作家先預告大家，如果不減少塑膠垃圾，有一

天地球上，可能真的會有塑膠島喔！雖然現在沒有塑膠島，但是有

塑膠濃湯。」 

老師朗讀繪本後的序文，並引導學生看這篇文章，探究書寫者

的觀點，並指出不用等到長大，每個人都可以是環境的守護者。

「我們要盡量減少塑膠瓶喔?不要每次熱了，都要去便利商店買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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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飲料罐，飲料可以在家裡做，做好了以後冰起來，然後可以帶來

學校啊！記得買塑膠瓶的飲料要回收喔！」 

 

八、文人山水：「悠悠空塵，忽忽海漚」 

        筆者發現，作者隱藏的彩蛋: 是關於封面的下兩頁，它延續的是

封面的背景上半部份。而這是唯一的一頁，掃蕩與清除所有造成世

間煩惱根源的雜物，只剩大自然；封面塑膠島那隻憂傷、痛苦的阿

海也消失不見了，畫面中只出現中遠景的山，前景是寧靜的大海畫

面，遠景是天空。除了中景山，以簡單俐落的色塊，其他都是以留

白的方式呈現，一種開闊空蕩與超凡脫俗的感覺，貌似平靜，蒼茫

無物的留白處，卻充滿無限希望。 

        唐代司空圖《詩品二十四則·含蓄》「悠悠空塵，忽忽海漚。淺

深聚散，萬取一收。」有人解釋它的意思是 : 數不盡的微塵在空中

時散時聚，數不盡的泡沫在海上流向深處淺處，在這無窮的現象

中，只要取其萬分之一，就可知道它是什麼的樣貌。另外有其他人

對司空圖這文章的銓釋是 : 不用太多華麗的詞藻，過多的烘托，只

需用含蓄簡明的語句，就把所意境表達的淋漓盡致。而筆者覺得

是，從渺小微不足道的事物，例如大海中漂浮的「微塵」，就能體

悟到宇宙的無窮。   

 

九、大自然的讚禮  :「虛」故納萬境   

         筆者以為中國文人山水畫，常會看到的是古代的文人雅士化作

隱士，像繪本的主角阿海，出現山水畫中某一角落，在山林暢遊。

隱士「臥遊山水」透過遊歷與欣賞大自然景物，抒發情感，追求的

是一種與世無爭態度，崇尚平淡素雅的審美訴求。它投射了人與大

自然和宇宙天地的一種的親密感，物我相容的狀態。    

         在《中國美學史》<第十三章 意境說的誕生>提到，老子認為，

為了把握「道」，審美主體必需保持「虛靜」的狀態，莊子則建立

了「審美心胸」的理論。之後的美學家都繼承和發揮老莊的這思

想，延續並加以闡述，後來宋代蘇軾說:「虛」故納萬境。藝術透過

畫作想像與構思呈現意象，物與我悄然神通。 

        有限的形，卻顯現無限的「道」。文人山水畫，顯現宇宙的本

体與文人審美者內在精神，那就是對大自然歌頌與讚禮，它帶給我

們最初衷那美好的記憶，與美感的極致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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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閱讀思考學習單 : 書寫與描繪 

 

 老師製作了閱讀思考學習單，提示小朋友針對繪本的內

容，找到自己喜歡或是有所感動的圖案，能將它描繪下

來。其中也有要用文字書寫下來的，要用心回答。並且希

望是學生自己獨立完成，才能較精準看出自己的實力。請

小朋友: 

 

1. 寫出書名/作者/出版社: 

2. 仔細找到最有感覺令人震驚或不可思議的一頁，進行描繪

與改造，並寫出為什麼? 

3. 訂下愛海行動:我可以怎麼坐?做哪些事?或養成甚麼習慣來

幫助海洋或地球呢? 

4. 想像與美好:畫出我心目中海洋生物都會喜歡的海洋。 

5. 介紹我畫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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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繪本中

特有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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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老師請

學生參考

原作進行

描繪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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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主動

創造學習

的態度。 

 

      

 



    基隆市 112學年度學校辦理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觀課紀錄表 

教學班級 3年 1班 觀察時間 2023年 12 月 7日 第 2 節 

教學領域 綜合領域- 

閱讀課 

教學單元 繪本《塑膠島》- 減塑宣導 

教 學 者   周淑琴   觀 察 者 彭培智 

           

 
 授課老師:周淑琴                                                                              觀課老師:彭培智 

    

層 
面 

檢核 
項目 

             檢核重點 
優 
 

良 

普 
 

通 

可
改
進 

未呈現 

教 
師 
教 
學 

1.清楚
呈現教
材內容 

1-1 有組織條理呈現教材內容 √    

1-2 清楚講解重要概念、原則或技能 √    

1-3 提供學生適當的實作或練習 √    

1-4 設計引發學生思考與討論的教學情境 √    

1-5 適時歸納學習重點  √    

2.運用
有效教
學技巧 

2-1 引起並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    

2-2 善於變化教學活動或教學方法 √    

2-3 教學活動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    

2-4 教學活動轉換與銜接能順暢進行 √    

2-5 有效掌握時間分配和教學節奏 √    

2-6 使用有助於學生學習的教學媒材 √    

3.應用
良好溝
通技巧 

3-1 口語清晰、音量適中 √    

3-2 運用肢體語言，增進師生互動 √    

3-3 教室走動或眼神能關照多數學生 √    

4.運用
學習評
量評估
學習成
效 

4-1 教學過程中，適時檢視學生學習情形 √    

4-2 學生學習成果達成預期學習目標 

√    

班 
級 
經 
營 

5.維持
良好的
班級秩
序以促
進學習 

5-1 維持良好的班級秩序 √    

5-2 適時增強學生的良好表現 √    

5-3 妥善處理學生不當行為或偶發狀況 
  

√    

6.營造
積極的
班級氣
氛 

6-1 引導學生專注於學習 √    

6-2 布置或安排有助學生學習的環境 √    

6-3 展現熱忱的教學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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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單元名稱： 繪本《塑膠島》- 減塑宣導  

            觀課時間: 2023年 12  月 7 日 第 二 節 

            議課時間: 2023年 12  月 8 日 第 五 節 
 

 

 
 

  

 

 

 

 

 

 

 

 

 

 

 

 

 

 

 

 

 

 

 

 

 

 

 

 

 

    授課教師簽名：周淑琴                   觀課教師簽名：彭培智  

 

 

一、教學者教學優點與特色： 

 

1. 老師平易近人的文字描述故事情節，使學生易於掌握故事脈絡。 

2. 老師提問，學生能輕鬆的動腦思考，增強邏輯與觀察力。並提出適當的

問題，讓小朋友先去預測、 懷疑、推測、與聯想。 
3. 老師透過提問，學生回答，在一問一答傳達故事內涵的過程中，學生能主

動建構概念的歷程。 

4. 老師語調清晰並且抑揚頓挫，能吸引小朋友的目光。 

5. 老師親自體驗並分享有關減少塑膠的使用的實例，能和小朋友的日常生

活有連結。 

6. 老師陳述繪本情節內容，可幫助學生，體會別人的喜怒哀樂感情緒感

受，具有淨化的功用。 

7. 老師請學生參考原作進行描繪與改造，培養學生主動創造學習的態度。 

8. 老師透過分享參與生活情境中的活動，學生能掌握到知識。 

9. 繪本圖畫透過投影的巨大螢幕，視覺的刺激激發學生的思考力、好奇心和

專注力。 

10. 老師肢體動作自然，表情投入，眼神散發活力，展現關愛的態度。 

11. 繪本中特有的圖畫，喚起學生對美的反應，培養學生審美的能力。 

12. 老師設計學習單，指導學生的書寫與描繪，啟發與激盪創造力，達成自我

的創作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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