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2 新莊在地學童推動生活安全計畫活動紀錄表 

活動名稱： 民安國小入校服務 

負責教師： 涂妙如 老師 任教單位： 兒童與家庭學系 

聯絡電話： 02-29053600 E-mail： 081429@mail.fju.edu.tw 

活動時間： 日期： 5月 17 日 時間： 15:20-16:00 活動天數：  1天 

活動地點： 民安國小中、低年級教室 

參與人數： 59人 

參與人數身分： 
大學─教師：2人／學生：56 人 

合作據點或小學─教師或據點人員：1人  

活動內容歷程(至少 500字) 

活動內容： 

1. 引起動機：大學生們會先進行自我介紹，接著進行破冰遊戲，例如大十字，主帶老師喊一到兩

位老師的花名，與老師前後左右同一排的學生需起立，最慢起立的學生需上台自我介紹等活

動，讓大學生與國小學生互相熟悉。 

2. 發展活動：首先進行 SDGS 主題的影片觀賞，像是保育海洋生態的影片等，影片播放完畢後會進

行問答活動，讓學生針對影片回答重點問題，接著進行遊戲活動，像是將學生分為 3-4組，回

答問題（以抽籤的方式抽出題目）答對可以獲得積分，答錯/答不出來可由另外兩組搶答，讓學

生藉由遊戲活動了解 SDGS 議題內容。 

3. 綜合活動：大學生開始進行活動收尾，與學生一起收拾並回座位，最後再次宣導與複習 SDGS 議

題內容，幫助學生加深記憶與內化。 

 

活動歷程： 

1. 活動籌備階段：教師與服務學習中心事先聯繫國小學校，並與學校負責人進行溝通，了解學校

的教育需求及活動的時間、地點和參與人員等信息。同時，教師提供大學生可以設計活動方

案，包括主題的選擇、教材的準備、教學方法等方面，大學生則根據第一次的入校服務經驗修

正教學方法、教材運用、班經策略等，讓試教更為適切。 

2. 活動實施階段：在活動當天，大學生會和國小的學生們進行課綱的課程目標與學習指標，以及

SDGS 主題的學習和探討。例如，他們與學生們進行遊戲、回收分類、減塑等，也通過演示和多

媒體展示等方式，使國小學生們更好地理解和關注 SDGS 議題。 

3. 活動評估階段：活動結束後，大學生會對本次活動進行評估，收集學生的反饋意見，並比較兩

次入校服務的學習與專業提升，最後提出教學前、中、後之省思。 

活動特色或成果(至少 500字) 

活動特色： 

1. 專業性強：大學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過程中，接觸到更多的學術知識和先進技術，可以提供更

專業的解釋和指導。 

2. 互動性強：大學生和國小生之間有較高的互動性，可以通過問答、討論等方式進行交流和學

習，進一步激發國小生的學習熱情和對 SDGS的認知。 

3. 啟發性強：大學生可以通過實際的案例和實踐活動來啟發國小生對 SDGS的理解和認知，讓他

們深入體驗到 SDGS的實際意義和價值。 



4. 角色轉換：通過大學生進入國小進行 SDGS宣導的活動，可以讓大學生體驗到教學的樂趣和挑

戰，同時也有助於提高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和實踐能力。 

活動成果： 

大學生進入國小進行 SDGS宣導的活動成果，除了提高國小學生對 SDGS的認識外，還有許多潛在的

成果，對於學生們的成長與社會的發展都有著積極的影響。: 

1. 小學生的回饋:  

老師們的講解、互動及案例分享，讓我們對 SDGS的議題更加認識與同理，用遊戲、角色扮演及

手作的方式來學習非常有趣，大家都很主動參與活動，因為之前已有一次的活動經驗，大家比

上次還要快進入活動，可以更加享受在活動與遊戲當中。  

2. 大學生的服務回饋與省思： 

教學前的修正:  

 上次試教完覺得還是需要準備名牌方便幼兒認識我們，因此這次有製作名牌，而因上週扮

演區也有用到海洋生物名牌所以有幾個重複的可直接用，讓每個教具教材發揮最大效用有

效利用。 

 上次帶二年級做了康乃馨之後發現太難了，步驟很簡單但要解釋很複雜，且這次我們要帶

的是一年級，連二年級都不太能做好了，因此這次有找不一樣的做法，我認為較簡單講解

步驟，製作起來也較簡單。 

教學中的回饋: 

 分組方式比上次進步很多，沒有讓幼兒選組而是老師直接下去依照座位分組，不會像上次

一樣很混亂。 

 發現這次實際執行起來比較接近我們的想像，因為是同樣的教案帶第二次，較熟練之外也

修正很多上次的弊端，因此較順暢。 

教學後的省思: 

 手做步驟還是需要老師個別帶領幫忙，還是太難理解了。 

 如果還有下次應該可以準備 PPT 或實體步驟圖，讓幼兒更好理解手作怎麼進行。 

 一年級手作能力跟二年級還是有很大的落差，花藝膠帶須較用力才會有黏性，二年級纏花

藝膠帶時基本沒什麼問題，但一年級的很多無法邊出力邊纏繞所以很容易散掉。 

 如果題目設計可以用選擇題，讓小孩直接回答 abcd 可能會更容易進行，而且在回答問題

時，可以更有競爭性一點，感覺小朋友也會比較熱絡，玩起來也比較刺激。 

 

    整體來說，設計的前置作業需要再多討論與思考，面對的年齡層越大，需考量的越多且越謹

慎。因應教學對象年齡的增長，應該多準備一到兩個活動預備，除了對於時間安排可以充份掌握之

外，經過兩個班級的帶領後，當日也有發現年齡越大，程度差距也會加大，有些小朋友可以快速正

確的答題，有些小朋友則有閱讀或理解的困難，所以可能需要給予程度較好的小朋友完成一般題型

後可以進行進階的活動或題目練習，面對程度較落後的小朋友也可以多花一些時間陪他們慢慢練

習。 



活動照片  

 

 

說明：大學生們利用破冰遊戲進行自我介紹 說明：大學生們向小學生進行遊戲規則說明 

  
說明：每位兒童透過抽卡、交換牌卡、贈與牌卡

達標所需的分數，所有兒童抽完一輪牌卡後，兒

童可選擇是否要與組內其他兒童進行換牌或贈

與，依此類推直到小組成員完成目標。 

說明：分組進行省水大挑戰「桌遊」遊戲。 

  
說明：分組進行問答題比賽:1.說出三個回收分

類 2.說出三個生活中的用品是塑膠的 3.請回答

五個海洋動物 4.請整組一起想出愛護海洋或減

塑的一句話(標語)。 

說明：把海洋中的垃圾變成不同的東西重複利用

進行手作〈創意存錢筒〉。 



  

說明：環保議題手做活動-用粉紅色塑膠袋製作

康乃馨。 

說明：小組討論如何減少使用的方法，並寫加畫

在便條紙上(例如塑膠袋可以寫我可以自己帶環保

袋並畫出)然後將便條紙貼到各組的第二部份大板

子。 

  
說明：大學生開始進行活動收尾，再次宣導與複

習 SDGS議題內容，幫助學生加深記憶與內化。 

說明：大學生開始進行活動收尾，再次宣導與複

習 SDGS議題內容，幫助學生加深記憶與內化。 

負責教師  涂妙如 填表人  郭家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