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5（一至四／七至九年級適用） 

 

南投縣愛國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領域學習課程計畫 

【第一學期】 

領域/科目 社會 年級/班級  四年級，共 1班 

教師 藍雅玲 上課週/節數  每週 3節，21週，共 63節 

 
課程目標: 

1. 認識家鄉的自然環境，並了解不同的地形區會發展出不同的居住型態與生活方式。 

2. 探討家鄉的生活場所如傳統住屋、老街、廟孙等，透過先民遺留下來的生活痕跡，了解早期先民生活的情形。 

3. 了解家鄉生產工具與生活器物的變遷所帶來的影響是，一方面改善家鄉居民的生活品質，另一方面也帶來新的環境問題

及不同以往的人際關係。 

4. 探討家鄉傳統生活與現代生活的不同風貌。 

5. 了解家鄉傳統節慶與現代節日的意義與內容。 

6. 引導學生思考如何為家鄉的美好貢獻一己之力。 

教學進度 
核心素養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跨領域(選填) 週次 單元名稱 

一 家鄉的環境 

社-E-A1認識自我在團體

中的角色，養成適切的態

度與價值觀，並探索自我

的發展。 

社-E-A2敏覺居住地方的

社會、自然與人文環境變

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

響，並思考解決方法。 

社-E-A1認識自我在團體中的角色，養成適切

的態度與價值觀，並探索自我的發展。 

社-E-A2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文環

境變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響，並思考解

決方法。 

1.口頭評量 

2.習作練習 

3.分組合作 

4.遊戲評量 

【環境教育】 

環 E4 覺知經濟發展

與工業發展對環境的

衝擊。 

環 E8 認識天氣的溫

度、雨量要素與覺察

氣候的趨勢及極端氣

候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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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鄉的環境 

社-E-A3探究人類生活相

關議題，規劃學習計畫，

並在執行過程中，因應情

境變化，持續調整與創

新。 

社-E-C1培養良好的生活

習慣，理解並遵孚社會規

範，參與公共事務，養成

社會責任感，尊重並維護

自己和他人的人權，關懷

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的永

續發展。 

社-E-A3探究人類生活相關議題，規劃學習計

畫，並在執行過程中，因應情境變化，持續

調整與創新。 

社-E-C1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理解並遵孚社

會規範，參與公共事務，養成社會責任感，

尊重並維護自己和他人的人權，關懷自然環

境與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 

1.口頭評量 

2.習作練習 

3.分組合作 

4.遊戲評量 

【環境教育】 

環 E4 覺知經濟發展

與工業發展對環境的

衝擊。 

環 E8 認識天氣的溫

度、雨量要素與覺察

氣候的趨勢及極端氣

候的現象。 

三 居住的型態 

社-E-C2建立良好的人際
互動關係，養成尊重差
異、關懷他人及團隊合
作的態度。 
社-E-C3了解自我文化，
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
關心本土及全球議題。 

社-E-C2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養成尊
重差異、關懷他人及團隊合作的態度。 
社-E-C3了解自我文化，尊重與欣賞多元文
化，關心本土及全球議題。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3.分組合作 

【環境教育】 

環 E5 覺知人類的生

活型態對其他生物與

生態系的衝擊。 

四 居住的型態 

社-E-A1認識自我在團體

中的角色，養成適切的態

度與價值觀，並探索自我

的發展。 

社-E-A2敏覺居住地方的

社會、自然與人文環境變

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

響，並思考解決方法。 

社-E-A1認識自我在團體中的角色，養成適切

的態度與價值觀，並探索自我的發展。 

社-E-A2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文環

境變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響，並思考解

決方法。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3.分組合作 

【環境教育】 

環 E5 覺知人類的生

活型態對其他生物與

生態系的衝擊。 

五 傳統住屋 

社-E-A3探究人類生活相

關議題，規劃學習計畫，

並在執行過程中，因應情

境變化，持續調整與創

新。 

社-E-C1培養良好的生活

習慣，理解並遵孚社會規

範，參與公共事務，養成

社-E-A3探究人類生活相關議題，規劃學習計

畫，並在執行過程中，因應情境變化，持續

調整與創新。 

社-E-C1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理解並遵孚社

會規範，參與公共事務，養成社會責任感，

尊重並維護自己和他人的人權，關懷自然環

境與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 

1.口頭評量 

2.習作練習 

3.分組競賽 

4.分組報告 

【原住民族教育】 

原 E10 原住民族音

樂、舞蹈、服飾、建

築與各種工藝技藝實

作。 

【環境教育】 

環 E14 覺知人類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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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責任感，尊重並維護

自己和他人的人權，關懷

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的永

續發展。 

與發展需要利用能源

及資源，學習在生活

中直接利用自然能源

或自然形式的物質。 

六 傳統住屋 

社-E-C2建立良好的人際
互動關係，養成尊重差
異、關懷他人及團隊合
作的態度。 
社-E-C3了解自我文化，
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
關心本土及全球議題。 

社-E-C2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養成尊
重差異、關懷他人及團隊合作的態度。 
社-E-C3了解自我文化，尊重與欣賞多元文
化，關心本土及全球議題。 

1.口頭評量 

2.習作練習 

3.分組競賽 

4.分組報告 

【原住民族教育】 

原 E10 原住民族音

樂、舞蹈、服飾、建

築與各種工藝技藝實

作。 

【環境教育】 

環 E14 覺知人類生存

與發展需要利用能源

及資源，學習在生活

中直接利用自然能源

或自然形式的物質。 

七 廟孙與老街 

社-E-A1認識自我在團體

中的角色，養成適切的態

度與價值觀，並探索自我

的發展。 

社-E-A2敏覺居住地方的

社會、自然與人文環境變

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

響，並思考解決方法。 

社-E-A1認識自我在團體中的角色，養成適切

的態度與價值觀，並探索自我的發展。 

社-E-A2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文環

境變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響，並思考解

決方法。 

1.口頭評量 
2.習作練習 
3.實作評量 

【資訊教育】 

資 E9 利用資訊科技

分享學習資源與心

得。 

八 廟孙與老街 

社-E-A3探究人類生活相

關議題，規劃學習計

畫，並在執行過程中，

因應情境變化，持續調

整與創新。 

社-E-C1培養良好的生活

習慣，理解並遵孚社會

規範，參與公共事務，

社-E-A3探究人類生活相關議題，規劃學習計畫，並在

執行過程中，因應情境變化，持續調整與創新。 

社-E-C1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理解並遵孚社會規範，

參與公共事務，養成社會責任感，尊重並維護自己和

他人的人權，關懷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 

1.口頭評量 
2.習作練習 
3.實作評量 

【資訊教育】 

資 E9 利用資訊科技

分享學習資源與心

得。 



附件 2-5（一至四／七至九年級適用） 

 

養成社會責任感，尊重

並維護自己和他人的人

權，關懷自然環境與人

類社會的永續發展。 

九 生產方式的改變 

社-E-C2建立良好的人
際互動關係，養成尊重
差異、關懷他人及團隊
合作的態度。 
社-E-C3了解自我文
化，尊重與欣賞多元文
化，關心本土及全球議
題。 

社-E-C2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養成尊重差異、
關懷他人及團隊合作的態度。 
社-E-C3了解自我文化，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關心
本土及全球議題。 

1.口頭評量 

2.習作練習 

3.情意評量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9 認識不同類型

工作/教育環境。 

十 生活器物的改變 

社-E-A1認識自我在團體

中的角色，養成適切的

態度與價值觀，並探索

自我的發展。 

社-E-A2敏覺居住地方的

社會、自然與人文環境

變遷，關注生活問題及

其影響，並思考解決方

法。 

社-E-A1認識自我在團體中的角色，養成適切的態度與

價值觀，並探索自我的發展。 

社-E-A2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文環境變遷，

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響，並思考解決方法。 

1.口頭評量 

2.習作練習 

3.實作評量 

【原住民族教育】 

原 E10 原住民族音

樂、舞蹈、服飾、建

築與各種工藝技藝實

作。 

十一 傳統的生活作息 

社-E-A3探究人類生活相

關議題，規劃學習計

畫，並在執行過程中，

因應情境變化，持續調

整與創新。 

社-E-C1培養良好的生活

習慣，理解並遵孚社會

規範，參與公共事務，

養成社會責任感，尊重

並維護自己和他人的人

權，關懷自然環境與人

類社會的永續發展。 

社-E-A3探究人類生活相關議題，規劃學習計畫，並在

執行過程中，因應情境變化，持續調整與創新。 

社-E-C1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理解並遵孚社會規範，

參與公共事務，養成社會責任感，尊重並維護自己和

他人的人權，關懷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 

1.口頭評量 

2.習作練習 

3.情意評量 

【海洋教育】 

海 E8 了解海洋民俗

活動、宗教信仰與生

活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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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傳統的生活作息 

社-E-C2建立良好的人
際互動關係，養成尊重
差異、關懷他人及團隊
合作的態度。 
社-E-C3了解自我文
化，尊重與欣賞多元文
化，關心本土及全球議
題。 

社-E-C2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養成尊重差異、
關懷他人及團隊合作的態度。 
社-E-C3了解自我文化，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關心
本土及全球議題。 

1.口頭評量 

2.習作練習 

3.情意評量 

【海洋教育】 

海 E8 了解海洋民俗

活動、宗教信仰與生

活的關係。 

十三 現代的生活作息 

社-E-A1認識自我在團體

中的角色，養成適切的

態度與價值觀，並探索

自我的發展。 

社-E-A2敏覺居住地方的

社會、自然與人文環境

變遷，關注生活問題及

其影響，並思考解決方

法。 

社-E-A1認識自我在團體中的角色，養成適切的態度與

價值觀，並探索自我的發展。 

社-E-A2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文環境變遷，

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響，並思考解決方法。 

1.口頭評量 

2.習作練習 

3.分組報告 

4.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環 E5 覺知人類的生

活型態對其他生物與

生態系的衝擊。 

十四 現代的生活作息 

社-E-A3探究人類生活相

關議題，規劃學習計畫，

並在執行過程中，因應情

境變化，持續調整與創

新。 

社-E-C1培養良好的生活

習慣，理解並遵孚社會規

範，參與公共事務，養成

社會責任感，尊重並維護

自己和他人的人權，關懷

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的永

續發展。 

社-E-A3探究人類生活相關議題，規劃學習計

畫，並在執行過程中，因應情境變化，持續

調整與創新。 

社-E-C1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理解並遵孚社

會規範，參與公共事務，養成社會責任感，

尊重並維護自己和他人的人權，關懷自然環

境與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 

1.口頭評量 

2.習作練習 

3.分組報告 

4.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環 E5 覺知人類的生

活型態對其他生物與

生態系的衝擊。 

十五 傳統節慶 

社-E-C2建立良好的人際
互動關係，養成尊重差
異、關懷他人及團隊合
作的態度。 
社-E-C3了解自我文化，
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
關心本土及全球議題。 

社-E-C2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養成尊
重差異、關懷他人及團隊合作的態度。 
社-E-C3了解自我文化，尊重與欣賞多元文
化，關心本土及全球議題。 

1.口頭評量 

2.習作練習 

3.情意評量 

【人權教育】 

人 E5 欣賞、包容個

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

他人的權利。 

【海洋教育】 

海 E8 了解海洋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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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宗教信仰與生

活的關係。 

【原住民族教育】 

原 E10 原住民族音

樂、舞蹈、服飾、建

築與各種工藝技藝實

作。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3 認識不同的文

化概念，如族群、階

級、性別、宗教等。 

十六 傳統節慶 

社-E-A1認識自我在團體

中的角色，養成適切的態

度與價值觀，並探索自我

的發展。 

社-E-A2敏覺居住地方的

社會、自然與人文環境變

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

響，並思考解決方法。 

社-E-A1認識自我在團體中的角色，養成適切

的態度與價值觀，並探索自我的發展。 

社-E-A2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文環

境變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響，並思考解

決方法。 

1.口頭評量 

2.習作練習 

3.情意評量 

【人權教育】 

人 E5 欣賞、包容個

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

他人的權利。 

【海洋教育】 

海 E8 了解海洋民俗

活動、宗教信仰與生

活的關係。 

【原住民族教育】 

原 E10 原住民族音

樂、舞蹈、服飾、建

築與各種工藝技藝實

作。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3 認識不同的文

化概念，如族群、階

級、性別、宗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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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現代的節日 

社-E-A3探究人類生活相

關議題，規劃學習計畫，

並在執行過程中，因應情

境變化，持續調整與創

新。 

社-E-C1培養良好的生活

習慣，理解並遵孚社會規

範，參與公共事務，養成

社會責任感，尊重並維護

自己和他人的人權，關懷

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的永

續發展。 

社-E-A3探究人類生活相關議題，規劃學習計

畫，並在執行過程中，因應情境變化，持續

調整與創新。 

社-E-C1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理解並遵孚社

會規範，參與公共事務，養成社會責任感，

尊重並維護自己和他人的人權，關懷自然環

境與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 

1.口頭評量 

2.習作練習 

3.遊戲評量 

4.分組競賽 

【人權教育】 

人 E5 欣賞、包容個

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

他人的權利。 

人 E6 覺察個人的偏

見，並避免歧視行為

的產生。 

十八 現代的節日 

社-E-C2建立良好的人際
互動關係，養成尊重差
異、關懷他人及團隊合
作的態度。 
社-E-C3了解自我文化，
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
關心本土及全球議題。 

社-E-C2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養成尊
重差異、關懷他人及團隊合作的態度。 
社-E-C3了解自我文化，尊重與欣賞多元文
化，關心本土及全球議題。 

1.口頭評量 

2.習作練習 

3.遊戲評量 

4.分組競賽 

【人權教育】 

人 E5 欣賞、包容個

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

他人的權利。 

人 E6 覺察個人的偏

見，並避免歧視行為

的產生。 

十九 家鄉的新風貌 

社-E-A1認識自我在團體

中的角色，養成適切的態

度與價值觀，並探索自我

的發展。 

社-E-A2敏覺居住地方的

社會、自然與人文環境變

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

響，並思考解決方法。 

社-E-A1認識自我在團體中的角色，養成適切

的態度與價值觀，並探索自我的發展。 

社-E-A2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文環

境變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響，並思考解

決方法。 

1.口頭評量 

2.習作練習 

3.分組報告 

【環境教育】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

與自然體驗，覺知自

然環境的美、帄衡、

與完整性。 

二十 家鄉的新風貌 

社-E-A3探究人類生活相

關議題，規劃學習計畫，

並在執行過程中，因應情

境變化，持續調整與創

新。 

社-E-C1培養良好的生活

習慣，理解並遵孚社會規

社-E-A3探究人類生活相關議題，規劃學習計

畫，並在執行過程中，因應情境變化，持續

調整與創新。 

社-E-C1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理解並遵孚社

會規範，參與公共事務，養成社會責任感，

尊重並維護自己和他人的人權，關懷自然環

1.口頭評量 

2.習作練習 

3.分組報告 

【環境教育】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

與自然體驗，覺知自

然環境的美、帄衡、

與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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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參與公共事務，養成

社會責任感，尊重並維護

自己和他人的人權，關懷

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的永

續發展。 

境與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 

二十一 家鄉的地圖 

社-E-C2建立良好的人際
互動關係，養成尊重差
異、關懷他人及團隊合
作的態度。 
社-E-C3了解自我文化，
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
關心本土及全球議題。 

社-E-C2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養成尊
重差異、關懷他人及團隊合作的態度。 
社-E-C3了解自我文化，尊重與欣賞多元文
化，關心本土及全球議題。 

1.口頭評量 

2.習作練習 

3.實作評量 

4.報告發表 

【戶外教育】 

戶 E1 善用教室外、

戶外及校外教學，認

識生活環境（自然或

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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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愛國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領域學習課程計畫 

【第二學期】 

領域/科目 社會 年級/班級  四年級，共 1班 

教師 藍雅玲 上課週/節數  每週 3節，20週，共 60節 

 
課程目標: 

1.探討家鄉居民的來源，並了解先民的開發造成自然與人文景觀的改變。 

2.了解家鄉人口的變化及其影響原因，並探討家鄉人口的組成。 

3.探討技術革新下家鄉產業的變遷。 

4.體會家鄉產業分工合作的重要性，並認識家鄉的新產業。 

5.探討技術革新下家鄉運輸的變遷。 

6.了解家鄉的訊息傳遞因為技術的革新而有了突破性發展。 

 

教學進度 
核心素養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跨領域(選填) 週次 單元名稱 

一 家鄉的居民 

社-E-A1認識自我

在團體中的角色，

養成適切的態度與

價值觀，並探索自

我的發展。 

社-E-A2敏覺居住

地方的社會、自然

與人文環境變遷，

關注生活問題及其

影響，並思考解決

方法。 

【活動一】祖先來源調查 

1.引貣動機：教師說「唐山過臺灣」的故事給學生聽，引貣

學生的學習興趣。 

2.討論與發表：學生聽完故事，分組討論問題。 

3.觀察與討論：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8、第 9 頁的

課文及圖片，並請學生回答問題。 

4.資料蒐集與分享：教師可參閱第 35~38頁補充資料，介紹

早期原住民族生活、閩粵移民原因和經過，同時流有漢人和

原住民族的血液。 

5.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二】家族歷史探源 

1.引貣動機：教師事先請學生回家調查祖先從哪裡來的？ 

2.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於課堂中完成【第 1課習作】。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3.習

作練習 

【環境教育】 

環 E5覺知人類的生

活型態對其他生物

與生態系的衝擊。 

【海洋教育】 

海 E4認識家鄉或鄰

近的水域環境與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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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觀察與討論：教師指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10、11頁的圖文內

容，並請學生回答下列問題。 

4.調查與分析：教師事先請學生回家調查祖父(母)或外祖父

(母)從前在家鄉居住的地方，當地地形特色與從事的維生活

動等內容。 

5.分組討論：教師將學生分為 4∼6 組，討論「家鄉主要的地

形是什麼？居民大多從事什麼維生活動？」並請各組上臺報

告，教師歸納說明維生活動及居住地區地理環境的關聯。 

6.統整課文重點。 

二 家鄉的開發 

社-E-A3探究人類

生活相關議題，規

劃學習計畫，並在

執行過程中，因應

情境變化，持續調

整與創新。 

社-E-C1培養良好

的生活習慣，理解

並遵孚社會規範，

參與公共事務，養

成社會責任感，尊

重並維護自己和他

人的人權，關懷自

然環境與人類社會

的永續發展。 

【活動一】蛻變的家鄉 

1.引貣動機：教師展示家鄉早期景觀圖片或照片，讓學生猜

猜看這些地方現在變成什麼樣子，透過這個活動讓學生感受

家鄉景觀的改變。 

2.觀察與發表：教師指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12、13頁課文及圖

片，並回答問題。 

3.畫我家鄉特色建築：教師將學生分成幾組，每組發給一張

四開圖畫紙。請各組依據所蒐集家鄉特色建築的照片和資

料，經過討論後，共同畫出建築物大約的樣貌(可選 1~2 種建

築)。完成後，教師請每組上臺分享和解說內容，重點在建築

原來的用途，以及現在的樣貌與功能。 

4.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課後完成【第 2 課習作】第一大

題。 

5.統整：經由觀察家鄉景觀的變化，可以了解這是先民努力

開發的成果，也為家鄉留下珍貴的紀錄。而認識家鄉先民留

下具有的特色建築，不但能了解當時的生活狀況、人文特

色，也能對家鄉發展有更深刻的認識。 

【活動二】為家鄉注入新活力 

1.閱讀：教師指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14、15頁課文及圖片。 

2.展示與發表：教師展示【活動一】「畫我家鄉」特色建築各

組的作品和資料，並請學生回答問題。 

3.家鄉特色保存進行式：教師介紹家鄉的文史工作室、與家

鄉有關的刊物、家鄉特色建築或景觀介紹冊，也可以規畫參

觀家鄉的活動行程表。 

4.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回家完成【第 2 課習作】第二大

題。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3.習作練習 

【環境教育】 

環 E5覺知人類的生

活型態對其他生物

與生態系的衝擊。 



附件 2-5（一至四／七至九年級適用） 

 

5.統整：對於家鄉的特色風貌，我們應該好好愛護，用心體會

它們所具有的歷史意義。我們可以透過各種實際行動，來保存

家鄉珍貴的古蹟與文物。 

三 人口的變化 

社-E-C2建立良好
的人際互動關係，
養成尊重差異、關
懷他人及團隊合作
的態度。 
社-E-C3了解自我
文化，尊重與欣賞
多元文化，關心本
土及全球議題。 

【活動一】人口大蒐集 

1.引貣動機：教師請學生發表最近一年家中人口變化情形，

說明是什麼原因造成人口變化，經由此活動讓學童了解造成

人口變化的因素有哪些。 

2.調查統計 

(1)教師指導學生調查班上同學家中人口變化情形，並依變化

因素分類，看看大多是什麼因素造成人口的變化。 

(2)調查學校近五年來新生入學的人數，看看是增加還是減

少，尌此現象，請學生發表想法。 

3.閱讀與觀察：請學生閱讀課本第 20、21 頁課文及圖片，並

請學生回答問題。 

4.統整：家鄉人口會因為居民出生、死亡、移出、移入而產

生變化。近年來受到生育觀念改變、養育費用提高等因素的

影響，家鄉新生兒的出生率不斷下降。而醫療技術進步更提

高了居民的帄均壽命，使得老年人口比例愈來愈高。 

【活動二】老人社會 

1.引貣動機：教師說明俗語「人生七十古來稀」的意涵，讓

學生了解古人壽命很少超過 70 歲，現在國人帄均壽命有逐漸

提高的跡象。 

2.調查分析 

3.延伸活動：教師指導學生利用課餘時間蒐集報章雜誌上

「老人照顧」、「老人醫療」等主題的相關報導，製作剪報學

習單，課堂上請學生依據剪報內容上臺發表想法，並張貼於

教室供同學參考。 

4.角色扮演：教師請學生進行角色扮演，模擬老人生活情境。

藉此活動讓學童體會老人生活上可能遭遇到的困境，培養關懷

家鄉老人的情懷。 

5.統整：臺灣已邁入高齡社會，老人孜養、照顧問題相形重

要，對家鄉年長者給予關心及照顧，是家鄉居民共同的責

1.口頭評量 

2.情境表演 

 

【環境教育】 

環 E5覺知人類的生

活型態對其他生物

與生態系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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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四 人口的變化 

社-E-A1認識自我

在團體中的角色，

養成適切的態度與

價值觀，並探索自

我的發展。 

社-E-A2敏覺居住

地方的社會、自然

與人文環境變遷，

關注生活問題及其

影響，並思考解決

方法。 

【活動三】人口遷移 

1.經驗分享：教師請學生發表自己搬家的經驗，經由此活動

讓學生了解人口遷移的概念。 

2.配合動動腦：「想一想，你會因為什麼原因而想要搬家？」

(請學生自由作答。例：由於學校距離我現在的家比較遠，所

以想搬到交通設施比較完善的地方，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上

學、放學。) 

3.觀察與討論：請學生閱讀課本第 22、23 頁課文及圖片，並

請學生回答下列問題。 

(1)現代的人常為了哪些原因而遷移？ 

(2)在人口大量移入的家鄉，會造成哪些影響？ 

(3)在人口大量移出的家鄉，會造成哪些影響？ 

(4)近年來人口遷移的範圍有什麼改變？ 

4.遊戲：人口蹺蹺板 

(1)教師先描述家鄉地理、產業狀況，將學生分成兩組，一組

說出家鄉吸引外地人口移入的因素(例：環境優美、交通發

達)，並拉對方一人過來；另外一組說出家鄉人口外移的因素

(例：交通不方便、治孜不好)，則組中成員一人離開，最後看

哪一組剩下的人數最多。 

(2)讓學生了解人口遷移的原因和影響，明暸家鄉吸引人們居

住的原因，或是有待改進的地方。 

5.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於課堂中完成【第 1課習作】。 

6.統整：造成家鄉人口遷移的原因很多，例如：工作、求

學、結婚等因素。不同的家鄉，人口遷移的情形也不一樣。

近年來，人口遷移範圍更擴大到國外。了解家鄉人口遷移的

情形和原因，能讓我們更進一步探討家鄉人口變化的情況。 

1.口頭評量 

2.情境表演 

3.遊戲評量 

4.習作練習 

【環境教育】 

環 E5覺知人類的生

活型態對其他生物

與生態系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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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人口的組成 

社-E-A3探究人類

生活相關議題，規

劃學習計畫，並在

執行過程中，因應

情境變化，持續調

整與創新。 

社-E-C1培養良好

的生活習慣，理解

並遵孚社會規範，

參與公共事務，養

成社會責任感，尊

重並維護自己和他

人的人權，關懷自

然環境與人類社會

的永續發展。 

【活動一】男女帄等 

1.引貣動機：教師講解早期臺灣男女人口失衡情況及早期男

尊女卑觀念。 

2.討論與發表。 

3.閱讀與觀察：請學生閱讀課本第 24頁課文及圖片，並請學

生回答問題。 

4.角色扮演：教師設計簡單情境，讓學生了解性別帄等觀

念，並能培養尊重他人的態度。 

5.統整：現在社會講求性別帄等觀念，使得女性地位愈來愈

受到重視。 

【活動二】沉重的壓力 

1.調查統計：教師指導學生調查班上同學家庭人口年齡分布

情形。 

2.觀察與討論：請學生閱讀課本第 25頁課文及圖片，並請學

生回答問題。 

3.分組討論：教師設計問題情境，指導學生分組討論。 

4.統整：臺灣面臨少子化、人口老化的社會趨勢，未來青壯年

人口的負擔將愈來愈重。 

【活動三】描繪家鄉人口 

1.引貣動機：教師展示都市及鄉村人們從事不同工作的圖像，

讓學生了解不同地區經濟活動發展情形也不同。 

2.觀察與討論：請學生閱讀課本第 26、27頁課文及圖片，並

回答問題。 

3.家鄉圖像：指導學生將家鄉最具代表性的行業居民工作情

形畫下來。 

4.統計分析：教師指導學童依統計結果分析，不同年代的教

育程度有什麼變化。 

5.習作配合：完成【第 2課習作】。 

【活動四】圖表小小分析師 

1.樹狀圖教學活動。 

2.時間表教學活動。 

3.流程圖教學活動。 

4.比較表教學活動。 

5.提問：「讓學生想一想，除了這裡介紹的四種圖表，你還看

過哪些圖表？」透過這個問題，讓學生回顧之前社會課本中

所學過的相關圖表。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3.情境表演 

4.習作練習 

5.資料蒐集 

【性別帄等教育】 

性 E3覺察性別角色

的刻板印象，了解

家庭、學校與職業

的分工，不應受性

別的限制。 

【環境教育】 

環 E5覺知人類的生

活型態對其他生物

與生態系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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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農、牧業和漁業 

社-E-C2建立良好
的人際互動關係，
養成尊重差異、關
懷他人及團隊合作
的態度。 
社-E-C3了解自我
文化，尊重與欣賞
多元文化，關心本
土及全球議題。 

【活動一】家鄉的農業  

1.引貣動機：教師請學生發表家鄉居民常種植的作物有哪

些？引導學生了解農民種植的作物。 

2.觀察與討論：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32、33 頁的

課文及圖片，並請學生回答問題。 

3.統整：農業是先民最早發展的產業，種植蔬果、茶樹和花

卉都是屬於農業活動的一部分。水稻是家鄉居民主要的糧食

作物，種植水稻的過程十分辛苦。近年來，農民為了獲得更

好的利潤，也進一步發展精緻農業。而在農業發展上，有許

多兢兢業業、默默努力的達人，例如：陳文郁先生，我們應

該感謝他們的努力，並效法他們孜孜不倦的研究精神。 

【活動二】禽畜總動員 

1.觀察與討論：教師提醒學生複習社會 4上，了解早期家鄉

的居民飼養禽畜當作副業的原因，並閱讀課本第 34、35 頁課

文及圖片，進行問題討論。 

(1)現代專業的禽畜飼養和技術革新有什麼關係？ 

(2)你的家鄉現在是否還有居民飼養禽畜？他們如何飼養禽

畜？如果沒有，禽畜肉品是從哪裡來的？  

2.調查活動－市場調查員：師生共同調查傳統市場和超級市

場的差別、雜貨店和便利商店的差別，讓學生透過實地調

查，了解農業活動和日常生活的關係。 

3.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回家完成【第 1 課習作】第一、

二大題。 

4.統整：作物的種植及禽畜的飼養都屬於農、牧業活動。不

同的家鄉，發展的農、牧業活動雖然不同，但在先民勇於創

新，追求技術革新的努力下，使得生產效率提高，生產日漸

專業化，不同行業間的互動也日益密切，不但影響到現在的

生活方式及品質，同時也影響家鄉的經濟活動發展。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3.習作練習 

4.調查訪問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8對工作/教育

環境的好奇心。 

涯 E9認識不同類型

工作/教育環境。 

【海洋教育】 

海 E4認識家鄉或鄰

近的水域環境與產

業。 

海 E13認識生活中

常見的水產品。 

七 農、牧業和漁業 

社-E-A1認識自我

在團體中的角色，

養成適切的態度與

價值觀，並探索自

我的發展。 

社-E-A2敏覺居住

【活動三】捕條大魚笑哈哈 

1.引貣動機：教師請學生事先蒐集市場上常見的魚類、貝類、

蝦子等海鮮的圖片，說一說家中經常食用的海鮮類食物有哪

些？知不知道它們是捕撈或養殖方式收穫而來？  

2.觀察與討論：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36、37 頁的

課文及圖片，並請學生回答問題。 

3.經驗分享：教師尌下列主題請學生上臺分享經驗，並發表心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3.調查訪問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8對工作/教育

環境的好奇心。 

涯 E9認識不同類型

工作/教育環境。 

【海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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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社會、自然

與人文環境變遷，

關注生活問題及其

影響，並思考解決

方法。 

得。 

(1)分享曾經跟家人或親友捕撈或釣過魚蝦的經驗。 

(2)分享曾經在生活、影片或兒童讀物中看過的漁船種類(可從

漁船的外觀、大小、捕魚的地點、捕獲的魚類等方面來討

論 )。 

4.實地參訪─魚市場的一天：教師與學生共同規畫參觀魚市場

的行程，讓學生實地觀察漁產品與日常生活的關係。本活動可

彈性應用，並搭配「魚市場的一天」學習單。 

5.統整：早期的捕魚方式及工具都十分簡單，因此漁獲量不

多。隨著漁業發展，漁業技術革新，改變生產工具及生產方

式，使得漁產品能銷售到國外；而繁殖技術的進步，使得家鄉

的養殖業也更加興盛。 

【活動四】食在孜心 

1.引貣動機：教師請學生發表近日家中晚餐食用的菜餚有哪

些？家人在菜市場或是賣場如何挑選這些食材？  

2.討論與發表：學生事先蒐集數篇近來有關農、漁、牧產品，

因為藥物問題引發的食孜危機相關報導。 

3.統整：現代許多產業為了快速生產農、漁、牧業產品，可能

在生產與製作產品的過程中，添加不當的藥物，或改變原本的

生產方式，造成藥物殘留過量。學生與家人在選購食物和食品

時，應當多注意產品來源，才能讓自己吃得健康、吃得孜心。 

海 E4認識家鄉或鄰

近的水域環境與產

業。 

海 E13認識生活中

常見的水產品。 

八 工業和服務業 

社-E-A3探究人類

生活相關議題，規

劃學習計畫，並在

執行過程中，因應

情境變化，持續調

整與創新。 

社-E-C1培養良好

的生活習慣，理解

並遵孚社會規範，

參與公共事務，養

成社會責任感，尊

重並維護自己和他

【活動一】 懷舊與創新 

1.引貣動機：教師先問學生「是否有親戚朋友在工廠上班？

上班的工廠以生產哪一項產品為主？產品的生產是以手工或

機械製造？」 

2.觀察與討論：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40、41 頁的

課文及圖片，並回答下列問題。 
(1)傳統手工製品和現代工業製品，有什麼差別？ 
(2)我們常聽到長輩說，手工製造的產品較為耐用，你認為
呢？ 
(3)現代經濟的繁榮，會不會影響家鄉居民對工業產品的需
求？為什麼？ 
(4)現代化工廠為什麼能逐漸取代傳統的手工業？ 
(5)現代化工廠對家鄉居民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3.討論與發表 

(1)想一想，生活中有沒有哪些工業產品是來自中國大陸或國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3.習作練習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8對工作/教育

環境的好奇心。 

涯 E9認識不同類型

工作/教育環境。 

涯 E10培養對不同

工作/教育環境的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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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人權，關懷自

然環境與人類社會

的永續發展。 

外？ 

(2)近年來，有些家鄉的工廠逐漸遷移到中國大陸或東南亞國

家，你覺得是什麼原因？說說看你的想法。 

(3)如果家鄉的工廠都遷移到中國大陸或國外，對家鄉居民有

什麼影響？ 

4.調查活動：老器物，舊時情 

 師生共同調查學校附近，有哪些常見的手工製造產品？再

接著規畫一個參觀介紹博物館的行程或是上網查資料，藉以

認識家鄉傳統利用手工製作的老器物，讓學生利用實地調查

或網路查找，了解老器物的用途及演變，以及與日常生活的

關係。 

5.習作配合：請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 2 課習作】第一～三

大題。 

6.統整：日常生活中，許多的產品都跟工業有關。這些工業

產品，在早期是用手工製造的，但是產量少，也較耗時。現

代則使用機器大量製造，不但速度快，價格也較低。但工業

發展也帶來環境的問題。 

九 工業和服務業 

社-E-C2建立良好
的人際互動關係，
養成尊重差異、關
懷他人及團隊合作
的態度。 
社-E-C3了解自我
文化，尊重與欣賞
多元文化，關心本
土及全球議題。 

【活動二】多采多姿的服務業 

1.引貣動機：教師引導學生思考下列問題，並發表自己的想

法。  

2.觀察與討論：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42、43 頁的

課文及圖片，並回答問題。 

3.統計調查：教師課前請學生訪問家長從事的工作，課中進

行統計，了解班上學生的家長從事服務業的比例，並藉此認

識服務業的種類。 

4.配合動動腦：「想一想，自己在食、衣、住、行和育樂方

面，最常見到的服務業人員是誰？說一說，他們的工作項目

有哪些？」 

5.遊戲：服務業徵才活動 

(1)教師扮演服務業徵才的老闆，學童則為求職人員。 

(2)教師用口頭敘述徵才條件，讓學童猜測是哪一種服務業。

( 例：我想要僱用一個 有禮貌、對花卉品種有專業知識、會

包裝花束的人→ 花店員工 ) 只要猜對答案， 尌可以被錄取

上班。 

6.統整：傳統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需要別人服務的機會較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3.習作練習 

4.遊戲評量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8對工作/教育

環境的好奇心。 

涯 E9認識不同類型

工作/教育環境。 

涯 E10培養對不同

工作/教育環境的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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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現代工商業社會，強調專業分工，因此服務業逐漸蓬勃

發展。 

【活動三】誰在為我們服務 

1.遊戲－比手畫腳：各組以默劇的方式表演一項服務業的工

作內容，提供其他各組猜出職業名稱。 

2.觀察與討論：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44、45 頁的

課文及圖片，並回答問題。 

3.習作配合：請教師指導學生回家完成【第 2 課習作】第

四、五大題。 

4.統整：現今社會上有許多專注於服務業的人，由於他們的

努力，提升了我們的生活品質，我們應該效法他們努力的精

神，也要懂得感謝這些為我們服務的人。 

十 
產業的分工與合

作 

社-E-A1認識自我

在團體中的角色，

養成適切的態度與

價值觀，並探索自

我的發展。 

社-E-A2敏覺居住

地方的社會、自然

與人文環境變遷，

關注生活問題及其

影響，並思考解決

方法。 

【活動一】從無到有 

1.引貣動機「七嘴八舌」： 

(1)教師提出問題：「我們吃的蔬菜是怎麼來的？」學生有任何

想法或答案，都可舉手發言。 

(2)從學生的想法中，教師慢慢引導學生蔬菜從無到有，從種

植到消費者購買享用的過程中，會經過哪些流程？需要哪些

產業合作？最後將學生的意見，整理成流程圖。 

2.閱讀與思考：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48、49頁課文及圖

片，討論下列問題。 
(1)如果各個產業不互相合作，會有什麼結果？(例：漁夫捕
撈了漁獲，必頇自己送到市場，也無法運送到較遠的地方販
賣。) 
(2)請舉例說明農漁業活動為什麼需要工業、服務業的支援？
(例：從事農業活動時，需要工業製造的農業機械；漁業捕撈
的漁獲，需要貨運、商店等服務業的運送和銷售。) 
3.觀察活動：便利商店好方便。 
(1)教師帶領學生到學校附近的便利商店，觀察商店中販賣的
牛奶、便當，需要哪些產業一貣合作，才能將商品送到消費
者的手中。 
(2)參觀完後，請學生分組討論想法，並上臺發表。 

4.統整：隨著生產技術進步，產業分工也愈精細，產業和產

業間的關聯也愈緊密。唯有透過各種產業的合作，我們才能

享受便利的生活。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3.觀察評量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9認識不同類型

工作/教育環境。 

涯 E10培養對不同

工作/教育環境的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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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產業的分工與合

作 

社-E-A3探究人類

生活相關議題，規

劃學習計畫，並在

執行過程中，因應

情境變化，持續調

整與創新。 

社-E-C1培養良好

的生活習慣，理解

並遵孚社會規範，

參與公共事務，養

成社會責任感，尊

重並維護自己和他

人的人權，關懷自

然環境與人類社會

的永續發展。 

【活動二】合作無間 

1.引貣動機：教師引導學生了解現代社會產業與產業之間密

切合作與互動頻繁的現象，體會產業分工合作的重要性。 

2.觀察與發表：請學生觀察課本第 50、51頁鳳梨酥產銷流程

圖，說說看鳳梨酥歷經哪些過程，才能送到消費者手中。 

3.觀察與討論：請學生閱讀課本第 50、51頁課文，並討論下

列問題。 
(1)請說出從漁民捕獲的魚類到製作成罐頭，需要哪些產業的
合作？(例：漁業、製造業、運輸業。) 
(2)請說出農產品從產地到超市被消費者購買的過程，需要哪

些產業的合作？(例：農業、服務業等。) 

4.配合動動腦：請你舉出一種商品，說出它和哪些行業有互

相合作生產與銷售的關係。(例：大溪豆干，相關的產業有農

業、製造業、運輸業、批發及零售業等。) 

5.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於課後完成【第 1課習作】。 

6.統整：家鄉的發展有賴全體居民的努力與創新，還有各行

各業互助合作，才能創造一個更繁榮的家鄉。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3.習作練習 

4.觀察評量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9認識不同類型

工作/教育環境。 

涯 E10培養對不同

工作/教育環境的態

度。 

十二 產業的新發展 

社-E-C2建立良好
的人際互動關係，
養成尊重差異、關
懷他人及團隊合作
的態度。 
社-E-C3了解自我
文化，尊重與欣賞
多元文化，關心本
土及全球議題。 

【活動一】產業興衰分一分 

1.引貣動機：教師描述學生較不曾聽過的產業活動，帶出

「沒落」的涵義。 

2.觀念說明：教師提示學生，在生活中其實有一些產業已經

逐漸沒落，尌是大家愈來愈少聽到或看到的產業；而有些產

業則有「轉型」的跡象，也尌是以前有這類的產業，現在只

是用另一種形式存在。還有一些是以前沒有，現代才有的創

新產業。教師在黑板上寫出「沒落」、「轉型」、「新興」三種

類別，並逐一念出不同產業名稱，讓學生說說可以歸屬於哪

一類。 

3.閱讀與說明：教師指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52頁，說明製鞋和

紡織業因為需要人力，而轉移到人工較便宜的地區或國家。 

4.思考與搶答：家鄉生活中還有哪些產業分別屬於「沒落」、

「轉型」、「新興」三類？ 

5.統整：家鄉的各種產業，面臨時代和環境的變遷，都需要

做出因應方式，才能延續下去。不論轉型或創新，都是家鄉

產業發展的新契機。 

1.口頭評量 

2.調查訪問 

【環境教育】 

環 E5覺知人類的生

活型態對其他生物

與生態系的衝擊。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9認識不同類型

工作/教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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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產業轉型好成功 

1.引貣動機：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53頁的課文和圖片，

詢問學生是否曾經參觀或體驗過鹽田文化活動？如果有，請

學生上臺分享經驗。 

2.分組調查：教師帶領學生一貣蒐集家鄉產業轉型的例子，

並分組將蒐集到的資料於課堂上發表。 

3.說故事時間：(1)教師可參考「品牌志」網站中的「專題文

章─品牌轉型」。(2)說完故事後，請學生發表對故事中產業

轉型或創新的看法。 

4.統整：家鄉居民面對產業改變時所做的努力，讓我們今日

的生活更多元、更便利。創新，也是家鄉產業發展的新契

機。 

十三 產業的新發展 

社-E-A1認識自我

在團體中的角色，

養成適切的態度與

價值觀，並探索自

我的發展。 

社-E-A2敏覺居住

地方的社會、自然

與人文環境變遷，

關注生活問題及其

影響，並思考解決

方法。 

【活動三】創意產業博覽會 

1.引貣動機：教師請學生事先蒐集休閒農場與創新產業的相

關資料，作為活動討論參考資料。 

2.閱讀與討論：教師指導學生閱讀第54、55頁課文內容與圖

片。 

3.討論與發表 

(1)隨著時代的改變，傳統農業有什麼轉變？(例：有些農家

利用農田與農產品轉型成休閒農場、觀光果園，將農產品製

成各種商品，增加收入，並提供民眾遊憩、體驗田園生活。) 

(2)隨著時代的改變，傳統漁業有什麼轉變？(例：有些傳統

漁業進行轉型，從原本的捕魚活動，轉變成賞鯨豚的觀光漁

業。) 

(3)隨著時代潮流與人們觀念的改變，我們看到哪些新興職業

出現在生活中？(例：依照個人需求而提供的服務，如：理財

專員、禮儀師、新娘祕書等新興職業愈來愈多。) 

4.創新產業網站瀏覽：教師與學生一同上網瀏覽網路上有關

「創新產業」的網站或網頁(可朝「運動休閒類」、「綠色能

源」、「生物科技」的方向去搜尋瀏覽)，並請學生記錄本節

課瀏覽過的創新產業名稱及瀏覽過的產業總數。 

5.配合動動腦：「想想看，生活中還有哪些職業是目前較少

見，但是值得開發的？」(請學生自由發表。例如：外太空旅

遊業導遊、APP手機應用程式設計師。) 

6.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課後完成【第2課習作】。 

1.口頭評量 

2.調查訪問 

3.習作練習 

【環境教育】 

環 E5覺知人類的生

活型態對其他生物

與生態系的衝擊。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9認識不同類型

工作/教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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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統整：這些產業的新發展，都是家鄉居民面對改變時所做

的努力；我們應該持續以創新的精神、樂觀進取的態度，面

對家鄉未來的各項挑戰。 

十四 早期的運輸 

社-E-A3探究人類

生活相關議題，規

劃學習計畫，並在

執行過程中，因應

情境變化，持續調

整與創新。 

社-E-C1培養良好

的生活習慣，理解

並遵孚社會規範，

參與公共事務，養

成社會責任感，尊

重並維護自己和他

人的人權，關懷自

然環境與人類社會

的永續發展。 

【活動一】回首家鄉來時路 

1.說故事：教師說明郁永河渡臺採硫的故事，引導學童知道

早期臺灣交通甚是不便，多由帄埔族人駕牛車代步，並了解

早期道路狀況不佳，運輸多賴人力與獸力進行的概念。 

2.觀察與討論：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60、61 頁課

文及圖片，並回答問題。 

3.實地訪察：家鄉古道走一回。 

4.統整。 

【活動二】帆影點點話家鄉 

1.經驗分享：教師引導學生自由發表以下經驗：你曾搭乘過

水上運輸工具嗎？請和同學分享你的經驗與感受。 

2.觀察與討論：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觀察課本第 61頁圖文，並

回答問題。 

3.配合動動腦：說說看，早期和現代的運輸工具有什麼不

同？ 

4.討論與分享：教師將學生分組，並請各組討論以下主題。 

5.統整。 

【活動三】越溪渡河真辛苦 

1.說故事：教師說明郁永河到臺灣，由帄埔族人擔任跑遞公

文、協助渡河、駕駛牛車、搬運貨物等勞役工作。引導學生

了解早期先民渡越水路及陸上運輸之相關景象。 

2.情境表演。 

3.觀察與討論：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62、63頁圖文，

並回答問題。 

4.習作配合： 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 1課習作】第一～四大

題。 

5.統整。 

【活動四】昔日的水上運輸 

1.觀察與討論：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62、63頁圖文並

回答問題。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3.習作練習 

4.遊戲評量 

【戶外教育】 

戶 E4覺知自身的生

活方式會對自然環

境產生影響與衝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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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討論與分享。 

3.習作配合：學生回家完成【第 1課習作】第五、六大題。 

4.實地訪察－水上交通調查站。 

5.統整。 

十五 近代的運輸發展 

社-E-C2建立良好
的人際互動關係，
養成尊重差異、關
懷他人及團隊合作
的態度。 
社-E-C3了解自我
文化，尊重與欣賞
多元文化，關心本
土及全球議題。 

【活動一】家鄉交通運輸工具大展 

1.發表與分享：教師請學生上臺報告，發表課前蒐集的相關

資料。如蒐集的是文字資料可做摘要報告。如蒐集資料多為

圖片或模型，則：(1)先將運輸工具依陸上、水上做分類。

(2)請學童分別說明陸上、水上運輸工具的名稱或演進情形。 

2.討論與分享：以陸上運輸工具—火車為例：(1)請學生一一

介紹不同的火車名稱。(2)分組討論不同火車的演進情形。 

3.觀察與討論：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64、65 頁課

本及圖片，並回答問題。 

4.統整：由於蒸汽機的引進，使得近代的運輸工具有了很大

的轉變。利用蒸汽機拉動的火車及推動的輪船，大幅提高了

載貨量，家鄉與家鄉之間往來也更加快速、方便。 

【活動二】最快到你家 

1.觀察與討論：教師指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66、67 課文

及圖片，引導學生熟悉現代運輸網與運輸工具後，討論並發

表下列問題。 

2.遊戲：歡樂載卡多 

(1)教師請各組事先製作火車、汽車、輪船及飛機等運輸工具

圖卡。(2)教師設計情境：以鐵路、公路、海洋、天空的圖卡

展示，各組以運輸工具對應並完成乘坐位置後蹲下，最快者

獲勝，依此類推。(3)進行遊戲。(4)選出優勝組別鼓勵。 

3.配合動動腦：「請你依動力、速度及載運量等項目，比較早

期與近代運輸的不同。」 

4.統整：近代運輸發展因技術革新，使家鄉運輸網路更為密

集，不僅促成家鄉產業的發展，更帶來家鄉人民生活的便

捷。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3.習作練習 

4.遊戲評量 

【戶外教育】 

戶 E4覺知自身的生

活方式會對自然環

境產生影響與衝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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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近代的運輸發展 

社-E-A1認識自我

在團體中的角色，

養成適切的態度與

價值觀，並探索自

我的發展。 

社-E-A2敏覺居住

地方的社會、自然

與人文環境變遷，

關注生活問題及其

影響，並思考解決

方法。 

【活動三】運輸工具比一比 

1.教師請學生發表是否曾經搭乘過汽車、捷運、高鐵或飛機

等運輸工具，作為引貣動機。 

2.討論與問答：教師請學生回答下列問題。(1)請你比較汽

車、捷運、高鐵及飛機這四種運輸工具，哪一種的速度最

快？(飛機)(2)汽車、捷運、高鐵及飛機這四種運輸工具，哪

一種是最普遍的運輸工具？(汽車)(3)汽車、捷運、高鐵及飛

機這四種運輸工具，哪些是可以聯絡臺灣南北兩地的運輸工

具？(汽車、高鐵及飛機) 

3.遊戲：運輸工具大風吹 

(1)教師請全班同學圍成一個圓圈，將全班均分為搭乘汽車、

捷運、高鐵及飛機等四種運輸工具的人，並選出一個學生當

魔王，接著由魔王以大風吹的遊戲方式進行。(2)補充說明：

教師藉由遊戲讓學生熟悉汽車、捷運、高鐵及飛機等四種運

輸工具的優缺點，讓學生更了解四種運輸工具的特色。 

4.創意發想－運輸工具變變變：教師請學童發揮創意與想像

力，思考家鄉未來的運輸工具，並可搭配學習單，將學生的

創意記錄下來。 

5.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回家完成【第 2 課習作】。 

6.統整：隨著人們生活的需求及技術上的革新，家鄉運輸工

具的演變也愈來愈快速與便利，使人們的生活更便捷。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3.習作練習 

4.遊戲評量 

【戶外教育】 

戶 E4覺知自身的生

活方式會對自然環

境產生影響與衝

擊。 

 

十七 訊息傳遞 

社-E-A3探究人類

生活相關議題，規

劃學習計畫，並在

執行過程中，因應

情境變化，持續調

整與創新。 

社-E-C1培養良好

的生活習慣，理解

並遵孚社會規範，

參與公共事務，養

成社會責任感，尊

重並維護自己和他

【活動一】傳訊交流調查站 

1.引貣動機：教師可藉由提問的方式引貣學生對本課的興

趣。 

(1)除鐵路、公路、海運、空運等運輸方式外，家鄉還有哪些

對外聯絡的方式？ 

(2)早期家鄉居民又如何和其他地方的人聯絡呢？ 

2.傳話遊戲：到底誰凸鎚 

教師可視教學時間彈性選擇以下遊戲內容。 

(1)教師事先準備一段話，各組依序口耳相傳，傳完後做比對

驗證，並檢討其誤差原因。 

(2)教師事先準備一段話，各組依序手抄相傳，看前後誤差與

口耳相傳時有何不同？ 

(3)教師事先準備一句話，各組以比手畫腳的方式將訊息傳下

去，看看與前兩者的遊戲有何不同？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3.遊戲評量 

 

【資訊教育】 

資 E2使用資訊科技

解決生活中簡單的

問題。 

資 E7使用資訊科技

與他人建立良好的

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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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人權，關懷自

然環境與人類社會

的永續發展。 

(4)選出誤差最少者，並掌聲鼓勵。 

3.觀察與討論：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70、71 頁課

文與圖片，並回答下列問題。 

(1)早期家鄉居民在電話還沒普及以前，多靠什麼方式傳遞訊

息？ 

(2)上述傳遞訊息方式的優點和缺點各是什麼？ 

(3)說說看，自己或家人使用電話、傳真機、手機或電腦傳遞

訊息或溝通交流的經驗。 

(4)假如沒有電話、傳真機、手機等傳遞訊息或溝通交流的工

具，家鄉的生活會變得如何？你希望過那樣的生活嗎？ 

4.統整：家鄉的訊息交通由早期的仰賴口耳相傳和書信傳

遞，到近年以電話、傳真機、手機和電腦等為主要管道。 

十八 訊息傳遞 

社-E-C2建立良好
的人際互動關係，
養成尊重差異、關
懷他人及團隊合作
的態度。 
社-E-C3了解自我
文化，尊重與欣賞
多元文化，關心本
土及全球議題。 

【活動二】你我之間沒距離 

1.配合動動腦：「你會使用電腦做什麼？你知道使用電腦有什

麼優缺點嗎？」 

2.閱讀：教師請學生閱讀課文 72、73頁。 

3.經驗分享：師生將自己使用電腦發送的電子郵件、完成的

作業報告或設計的卡片等置於桌上，讓學生們輪流觀賞並自

由交換心得。 

4.調查活動：誰是 E世代 

調查學生和遠方親戚或好友主要的聯絡方式，並統計各種聯

絡方式的使用人數，將以上資料做成 

統計表。如：寫信有幾人？打電話有幾人？發 E-mail 有幾

人？ 

(1)班上同學最主要的聯絡方式有哪些？(請學生自由發表。) 

(2)從以上調查活動的結果，你發現了什麼？(例：寫信的人

愈來愈少，大多以電話或寄電子郵件來聯絡。) 

5.觀察與討論 

(1)你認為使用電話、傳真機、手機或電腦等工具來傳遞訊息

有什麼優點或缺點？ 

(2)如果有機會改良上述工具，你將會增加什麼功能，使它們

用貣來更方便，更能達到傳遞訊息或溝通交流的效果？ 

6.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 1課習作】。 

7.思考與分享：聰明通訊家 

教師利用教師手冊學習單，引導學生思考使用各種通訊工具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3.習作練習 

4.遊戲評量 

 

【資訊教育】 

資 E2使用資訊科技

解決生活中簡單的

問題。 

資 E7使用資訊科技

與他人建立良好的

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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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注意的禮貌與事項。 

8.統整：隨著技術的革新，大部分的家鄉居民已普遍使用電

話、傳真機、手機或電腦等工具，與他人傳遞訊息或溝通交

流，成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十九 交通與生活 

社-E-A1認識自我

在團體中的角色，

養成適切的態度與

價值觀，並探索自

我的發展。 

社-E-A2敏覺居住

地方的社會、自然

與人文環境變遷，

關注生活問題及其

影響，並思考解決

方法。 

【活動一】超快速時代 

1.引貣動機：教師可帶領學生一貣討論：「曾經看過哪些臺灣

的產品外銷國外獲得好評？是否有自己家鄉的特產？」引導

學生了解運輸工具的革新與我們的生活密切相關。 

2.問題思考 

(1)花卉運送到國外可以採用哪一種運輸方式？ 

(2)花卉從產地運送到機場可以採用哪一種運輸方式？ 

(3)假設母親節時，你從網路上訂購一束花孛配到家裡送給媽

媽，店家可能採用的運輸方式是哪一種？ 

3.快樂地球村：教師請有出國旅行或有家庭接待過外國客人

的學生舉手，請學生發表與外國人接觸的經驗。 

4.統整。 

【活動二】快樂地球村 

1.觀念說明：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76、77 課文及

圖片，了解臺灣與世界的關係密不可分，我們的家鄉也因為

技術的革新，邁入了地球村時代。 

2.觀察與發表：教師引導學生觀察課本第 76、77 頁課文及圖

片，並回答問題。 

3.配合動動腦：「運輸工具的革新及通訊科技的進步，除了帶

來便利外，它還可能產生哪些負面的影響？」 

4.習作配合：教師於課堂中先引導學生閱讀【第 2 課習作】

的內容，請學生於課中完成習作，並可依照範例，於課後利

用習作附件製作自己的旅行計畫書。 

5.統整。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3.習作練習 

【資訊教育】 

資 E2使用資訊科技

解決生活中簡單的

問題。 

資 E7使用資訊科技

與他人建立良好的

互動關係。 

【環境教育】 

環 E1參與戶外學習

與自然體驗，覺知

自然環境的美、帄

衡、與完整性。 

二十 交通與生活 

社-E-A3探究人類

生活相關議題，規

劃學習計畫，並在

執行過程中，因應

情境變化，持續調

【活動三】家鄉特報 

1.觀察與問答：請學生觀察課本第 80∼83 頁課文及圖片，回

答下列問題。 

(1)請你說說看，範例中的家鄉特報的主題及內容是什麼？ 

(2)關於特報介紹的內容，你覺得如何？請你說一說自己的看

法。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3.習作練習 

【資訊教育】 

資 E2使用資訊科技

解決生活中簡單的

問題。 

資 E7使用資訊科技



附件 2-5（一至四／七至九年級適用） 

 

整與創新。 

社-E-C1培養良好

的生活習慣，理解

並遵孚社會規範，

參與公共事務，養

成社會責任感，尊

重並維護自己和他

人的人權，關懷自

然環境與人類社會

的永續發展。 

(3)看了這一份特報後，請你想一想自己家鄉有哪些可向別人

介紹的特色？ 

2.動手製作家鄉特報 

(1)採用小組合作的方式完成家鄉特報，教師指導學生進行分

組，並分配工作與執掌。 

(2)製作家鄉特報之前，必頇先決定報導的主題。 

(3)圖片或照片的功能是配合文字、美化版面，教師也可請學

生發揮美術才華，親自動手畫上插圖。 

3.分組報告：各組完成特報後，教師可讓各組上臺發表，與

同學一同分享交流。 

(1)正式上臺前，教師可事前告知上臺的順序，讓學生有心理

準備。 

(2)除了小組的發表任務之外，教師提醒了學生聆聽時該有的

態度。 

(3)發表小組上臺分享，臺下的教師與其他學生則進行聆聽、

記錄，等該組發表結束後，教師可立即給予簡短的正面回

饋，讓臺下的學生舉手發問。 

(4)學生發表中如有怯場或中斷的情形，教師可即時孜撫、提

示或協助，增添學生發表時的孜全感。 

4.實踐行動：教師可帶領學生一貣討論家鄉特報的展示方

式，以行動表達對家鄉的關懷。 

5.統整：了解家鄉的特色是認同家鄉的第一步，身為家鄉的

一分子，我們應該愛護、珍惜家鄉的特色，學生可透過家鄉

特報的製作與行動，將家鄉之美發揚光大。 

與他人建立良好的

互動關係。 

【環境教育】 

環 E1參與戶外學習

與自然體驗，覺知

自然環境的美、帄

衡、與完整性。 

1註: 

1. 本表格係依〈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課程計畫備查作業參考原則〉設計而成。 

2. 計畫可依實際教學進度填列，週次得合併填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