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語文領域─大山大河大海──林中有狼 

動物保護教材前導學校課程實踐 
創意教學方案設計格式 

參酌十二年國教課綱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綱 
壹、教學活動 

單元名稱 動物保護教育融入《國文 V》第七課〈大山大河大海〉之第四小節〈林中有狼〉 

設計者 江秀郁 指導者 （無則免填） 

教學對象 
臺中市立豐原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國際貿易科三年 2 班 
教學時間 50 分鐘 

教材來源 東大圖書公司《國文 V》、《動物保護教育——同伴動物》 

教學資源 課本、網路資訊、講義、學習單、投影機、電腦、黑板、粉筆 

學生 

條件 

分析 

1. 學生從本課第一至三小節透過作者描繪的古今自然景象，理解本文之環境保育

訴求。 

2. 在文明的臺灣，學生從小學至國中無論是在教學現場或生活實況中已經多有接

觸動物保育議題。 

3. 部分學生在校園中曾見流浪貓狗、部分學生家中曾飼養動物。 

4. 事先發下講義，學生在家中先行觀看相關影片、查閱相關資料。 

教學 

準備 

1. 投影片製作。 

2. 影音資料蒐集整理。 

3. 請學生事先在家中觀看相關影片、查閱相關資料以備討論。 

總綱 

核心素養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1-V-2 能從聆聽中，釐清自我認知，

啟發解決問題的思辨能力。 

2-V-3 能選擇適當的語辭，透過表

情、肢體語言的組織技巧，條

理清晰的表達個人觀點。 

5-V-2 能認識文章作者的生命態度，

增進思辨與博學的能力。 

5-V-3 能運用獨立閱讀的能力，欣賞

及應用各種文字資訊，掌握當

代課題。 

6-V-2 能發揮思考與創造的能力，整理

並記錄個人生命經驗，展現具有

風格與價值觀的作品。 

領

綱

核

心

素

養 

國 V-U-A2 透過國語文學習，探

索生活現象，提升觀察、思辨的

深度與廣度，進而反思當代課

題的解決策略。 

國 V-U-C1 在國語文學習中建

立倫理道德觀念、公民意識與

社會責任，主動參與公共事務，

進而體認文明的價值。 



學習

內容 

Ad-V-1 篇章的意義。 

Ad-V-3 篇章的表現。 

Ba-V-1 記敘的元素。 

Bc-V-1 理路的安排。 

Bc-V-2 客觀資料的輔助。 

Bd-V-1 核心主張與論點。 

Cb-V-1  制度、風俗等社群文化認知。 

學習目標 

1. 從課文中挪威將狼視為國寶動物，凸顯現代人對原始生態的嚮往，理解人為破

壞對其他物種與棲地所帶來的生態不正義，進而支持相關環境保護政策，了解

動物保護法規。 

2. 從校園流浪犬問題切入，引導學生了解人與周遭動物的互動關係，認識動物需

求，並關切動物福利。 

3. 培養學生自行搜尋相關資料，探索生命根本課題的知能；提升價值思辨的能力

與情意；增進知行合一的修養。 

學習目 

標代號 
教學歷程 

教學

時間 
教學資源 教學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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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入活動 

• 本課一至三節，從萊茵河的鮭魚復育經

驗，到三百年前台灣山林裡的百獸奇觀已

不復可見，八百多年前長江裡多樣物種如

今已滅絕，龍應台傳達了環境保育的重要

性。重視與人類共存的各種生物，提供適

當的環境，才能使萬物的生命繁衍不息。

尤其對於瀕危物種或國寶級動物的保育，

更是我們刻不容緩的責任。 

(一). 認識世界各地的國寶動物 

(二). 認識臺灣的國寶動物 

 

二、開展活動 

(一). 從〈大山大河大海〉第四小節〈林中有

狼〉課文意涵探討，連結至人與動物的關

係演變 

(二). 關於動物保護，你有多少概念？ 

1. 說明動物的五大自由與率先為動物立法

的英國《馬丁法案》 

2. 分組討論報告動物保護法 

註︰前次上課已分組並指定各組查找資

料的國家 

3. 校園流浪犬貓的問題討論 

註︰請學生在家先觀看指定的三部影片 

      公共電視︰我們的島〈不只貓狗‧校園

同伴動物〉、〈街貓日記〉 

洪慧珊︰〈給牠一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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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認領養流浪犬貓流程說明 

 

三、綜合活動 

(一). 總結本文意義 

(二). 回饋時間︰完成學習單 

鐘 

 

 

 

 

5分

鐘 

 

 

4分

鐘 

 

 

 

學習單作業 

參考 

資料 

《動物保護教育——同伴動物》初稿四版︰第二章國內外動物保護與相關法律、

第五章流浪犬貓與校園犬貓 

公共電視︰我們的島〈不只貓狗‧校園同伴動物〉、〈街貓日記〉 

洪慧珊︰〈給牠一個家〉 

貳、教學成果 

一、教學過程 

 

課文意涵探討 

 

指導分組討論 

 

指導分組討論 

 

學生上臺報告 

 

學生上臺報告 探討動物保護議題 



 

觀課後後議課 

 

觀課後後議課 

 

 

 

 

 

 

 

二、學生作品 

  

 
 

 

參、教學省思 

1.準備教案的過程中，從《動物保護教育——同伴動物》這本教材中獲取許多同伴動物

相關資訊，努力尋找既有教材文本與同伴動物之關聯性之餘，同時了解目前臺灣對

於犬貓的諸多保育措施。 

2.教學過程中，某組學生報告時從法規探討轉而提出虐待動物形同家庭暴力的觀點，由

學生的反應更進一步體察到如果給予學生足夠的認識，必能讓學生在關懷同伴動物

方面願意進一步付出心力。 

3.討論動物保護法的時間與上臺發表時間未能控制在原訂的18分鐘之內，雖然已請學

生於課前查閱相關資料，但仍有部分組別討論較久，以至於減少了其後的流浪犬貓

相關問題討論解說時間。 

肆、附錄 

◎學習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