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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花蓮縣國民中小學校生命教育議題非正式課程模組 

「蝙蝠巢箱計畫」 

一、內容說明 

(一)設計理念： 

1.非正式課程(活動)設計動機 

 本校推展戶外教育課程，本校活動組於9/23辦理銀川農場生命教育巡禮，在闖過程中劉

老師發現有一關在介紹「馬佛部落的蝙蝠」，引起了劉老師深厚的興趣；因本校教舍三樓

多間教室有蝙蝠住在窗簾之中，如果讓學生們動手做蝙蝠的家，亦能融入生命教育議題。 

2.本校學生現況、需求與緣由 

 本校位於花蓮南區最末端的一所偏鄉學校，全校含特教生共81位學生，在專業教室設備

不齊全之下，老師們經常四處尋找經費。9/23日至銀川農場的食農教育闖關過程中發現蝙

蝠巢箱的故事，讓撰稿者產出這門課程的念頭。之後在尋找經費確定可行之後，即刻開始

設計這一連串的活動。課程設計除了讓學生了解生命教育的意義，活動內容也和本校的天

然環境做結合，因此，給小蝙一個家的行動便開始執行。 

(二)活動架構圖： 

1.活動架構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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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哪些相關課程與活動、會議的搭配 

 社團課與夜間課程相互搭配，讓進度可以更彈性運用。 

(三)單元內容： 

活動名稱 給小蝙一個家 
設計者 

(行政/任課老師) 
劉瑞雯老師 

實施時間 

團體活動時間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朝會/晨光時間 

聯課活動/班會 

▓其它：社團課、夜間

課程、大下課 

實施年級/對象 

如： 

1. 九年級/高關懷學生、

七年級/特教生 

2. 7~9年級/戶外教育社學

生 

活動節數/時數 10節/7.5小時 

設計依據 

核心 

素養 

總綱 

核心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具備身心健全發展的素質，擁有合宜的人性觀與自我觀，同時透過選擇、

分析與運用新知，有效規劃生涯發展，探尋生命意義，並不斷自我精進，

追求至善。 

領域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

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生命

教育 

學習主題 生命教育第三項核心素養--「終極關懷」 

實質內涵 
關懷的課題是整合有關生死、人生 哲學與宗教的重要課題，藉由「給小蝙

一個家」，以促進學生掌握人生的意義，建立生命的終極信念 

相關

議題 

學習主題 生命教育第三項核心素養--「人學探索」 

實質內涵 
生 J2 探討完整的人的各個面向，包括身體與心理、理性與感性、自由與

命定、境遇與嚮往，理解人的主體能動性，培養適切的自我觀。 

活動設備 木頭、鋸子、棉手套、筆、尺、砂紙、釘子、切割機、砂磨機、環保漆、

刷子、螺絲起子等。 

學習目標 

1.理解大自然的動物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2.探索生命的意義：蝙蝠沒有家，只能不斷的找地方休憩，因此容易被天敵吃掉。 

3.團隊合作：藉由團隊分工合作幫小蝙打造一個家，讓學生瞭解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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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含教學策略) 

※視活動的順序，加以調整。可能是先體驗後 

帶出主題，再整合知識。 

進行時間 學習評量 
備註 

(準備事項) 

活動一： 

112年9月27開始請協同計畫的老師夜間帶高關懷

的學生切12組木頭；並開始動手做小蝙的家。 

時間：9/27、10/4、10/11 

19:00-20:30 實作 

行政老師先

至五金行購

買釘子、砂

紙、鋸子等

工具。 

活動二： 

112年10月20日、11月3日於社團課，讓戶外教育社

的同學在木工教室接手繼續做小蝙的家 

15:00-15:45 實作  

活動三： 

112年11月8日、9日讓夜間班的學生幫蝙蝠巢箱上

環保漆。 

19:00-20:30 實作  

二、教學省思(以活動設計與學習成效為主) 

(一)活動設計 

1.活動前先跟學生講述蝙蝠的故事，加上學校二、三樓教室裡的窗簾住著許多蝙蝠，藉由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讓學生動手幫小蝙打造一個家。 

2.本活動由輔導組長負責設計課程，並尋找經費採買材料，再邀請本校活動組長協助木工

教學。 

3.行政端將教學端需要的材料事先準備好，並向教學端的教師說明設計這個課程的目的，

讓教學端的老師在教學時，能符合行政端規畫的課程設計。 

4.未來可以搭配童軍課程及生活科技課程融入，讓學生動手做木工，幫助小蝙有個家。 

5.整體需要用到的資源：除了經費需到位，剩下的就是木工方面的教學；幸好本校活動組

長及輔導組長皆有多年的木工教學經驗，在課程執行時能互相協助、支援。 

(二)學習成效 

1.行政方面設計整體課程，教學端的老師配合度很高，讓學生在動手 DIY時能充份掌握要

領，學生回家也會跟家長分享整個活動的製作過程，家長很支持老師規畫的活動。 

2.校園面積廣大，這次只先做12組蝙蝠巢箱，讓部份住在二、三樓教室窗簾中的蝙蝠移居

過去；未來在經費允許之下，會再繼續執行這個活動，讓校園裡的小蝙都有家可以安心

居住。 

3.未竟事項：這次課程只有戶外教育社的學生、高關懷學生以及特教生操作；未來希望和

生活科技的教師合作，讓全校學生都能參與這個活動。 

4.提醒或叮嚀：學生使用鋸子時要注意安全，要讓學生雙手都戴上棉手套避免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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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件(活動後所需學習單或回饋作業) 

 請見附件一。 

四、附錄 

附錄一： 蝙蝠-維基百科 

附錄二：黃金蝙蝠生態館 

五、參考資料 

(一)生物巢箱 DIY 

(二)網站：http://www.goldenbat.org.tw/ 

(三)影片：https://youtu.be/evbQZut21tE  

六、實作過程 

花蓮縣國民中小學校生命教育議題非正式課程模組成果 

學習領域 生活科技領域 授課人員 林衛志老師、劉瑞雯老師 

辦理日期 
 112年 9 月 27 日

~112年 11 月 9 日 
授課單元主題 給小蝙一個家 

照片(至少4張) 

  

http://www.goldenbat.org.tw/
https://youtu.be/evbQZut21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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