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縣和興國小 109學年度校訂課程教學內容規劃表-上學期 

 
  

 

 

 

 

 

 

 

 

 

 

 

 

 

 

 

 

 

 

 

 

 

 

  

年級     四年級 
課程 

設計者 
盧昶村 

教學總節數 

/學期(上/下) 
21節/上學期 

年級 

課程主題名稱 
綠色學堂 

符合校訂

課程類型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學校 

願景 

卓越 溫馨 興享事成 

 

與學校願

景呼應之

說明 

一、 善用在地資源，透過團隊合作、小小解說員的活動，讓學生體

會學習付出，體會大手牽小手的幸福溫馨感。 

二、 藉由書籍、影片了解雙果特性，設計參觀植物生長活動，透過

實際栽種，享受實作的歡樂童年，並激發探索自然的潛能。 

分析雙果特性，藉由小組故事創作與戲劇演出，理解他人感受，展

現個人創造力。 

總綱 

核心素養 

E-A2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

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E-B1具備「聽、說、讀、寫、作」的基

本語文素養，並具有生活所需的基礎數

理、肢體及藝術等符號知能，能以同理

心應用在生活與人際溝通。  

E-C2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

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 

E-B2 具備科技與資訊應用的基本素養，

並理解各類媒體內容的意義與影響。 

課程 

目標 

一、 規劃並執行「植物偵查隊」、「健康新食代」、「綠色行動」、

「果真如此」等活動，引發學生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練習

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二、 利用基本的語文素養、學習合宜的同儕互動與溝通技巧，小

組合作完成蒐集資料、故事創作、簡報設計的活動，並能同

理他人情緒，學習團隊合作。 

三、 在展演活動及實作過程中，積極參與、樂於分享、團隊合

作，並以具體行動實踐環境關懷行為。 

利用電腦網路蒐集相關資料，小組合作製作電子簡報，並應用所學

資訊素養，判斷媒體內容的正確性。 



 

教學 

進度                  

單元

名稱   
教學活動 

連結領

域/議題 
(領綱)學習表現 

自訂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表現任務 (評量內容) 教學資源 

節

數 

第

( 1 )

週 

- 

第( 4)

週 

【植

物偵

查

隊】 

1.透過報導、影片、實地觀

察引導學生認識植物的特

性。 

2.運用五官用心觀察校園植

物。 

3.藉由分組合作、實作，確

實記錄、認識雙果的生長

史。 

4.透過活動讓學生體會種植

水果的辛苦，並養成珍惜食

物的好習慣。 

自然 

 

 

 

 

po-II-2能依據觀

察、蒐集資料、閱

讀、思考、討論

等，提出問題。 

pa-II-1能運用簡單

分類、製作圖表等

方法，整理已有的

資訊或數據。 

 

1.植物探索 

2.校園巡禮 

3.新聞報報 

（火龍果渾

身都是寶） 

（睡吊床的”嬌

貴百香果”） 

4.與雙果有

約 

1.探索大自然，認識植

物的特性及生長史。 

2.親自參與栽種雙果，

體會種植的辛勞。 

3.確實觀察並每週記錄

雙果的生長情形。 

4.學習正確的種植方

法，並培養珍惜食物的好

習慣。 

1.能認真觀察校園中的植

物。 

2.能觀察並確實記錄雙果

的生長情形。 

3.能認真照顧植物。 

4.能與同儕合作種植雙

果，並懂得愛物惜物。 

影片 

果園 

 

4 

第

( 5 )

週 

- 

第

( 11)

週 

【“悅

”讀

越”

香”

甜】 

1. 透過講解、示範、模

仿、練習等方式，指導

學生利用雙果特性創作

小書(雙果奇遇記)。 

2. 透過歌曲、繪本、書籍

等教材，讓學生認識關

於火龍果及百花果的相

關知識。 

自然 

 

 

 

 

 

 

 

語文 

 

 

語文(客

語) 

 

藝術 

pa-II-2能從得到的

資訊或數據，形成

解釋、得到解答、

解決問題。並能將

自己的探究結果和

他人的結果（例

如：來自老師）相

比較，檢查是否相

近。 

1-II-2 具備聆聽不

同媒材的基本能

力。 

1-II -3能學會運用

視聽媒材練習客家

語文的聽力。 

3-II-4  

能透過物件蒐集或

藝術創作，美化生

活環境。 

1.國語客語

水果歌 

2.影片:火

龍果達人 

3.繪本:水

果是怎麼長

出來的 

4.書籍:活

龍果摘培技

術關鍵 

故事創作

(雙果奇遇

記)產出小

書 

1. 探索水果生長特性，

了解水果栽植技術。 

2. 認識並了解火龍果及

百香果的不同與特殊

之處。 

3. 蒐集並規劃故事情

節，發揮創意，與小

組成員一起編寫畫小

書。 

1. 能說出百香果及火龍

果的栽植方式。 

2. 能說出百香果與火龍

果的特性。 

3. 能將團隊合作的精神

展現在小書創作中。 

製作小書材料 

歌曲 

影片 

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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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12 )

週 

- 

第

( 15)

週 

【健

康新

食

代】 

1. 透過影片、講解等方式

了解六大類食物，引導

學生記錄每日飲食，觀

察紀錄是否恰當。 

2. 透過小組討論、團體發

表等方式，知道如何分

工準備美味三明治製作

事宜。 

3. 小組製作美味三明治。 

透過影片、講解，了解果皮再

利用，指導學生思考環境永

續的概念。 

語文 

 

 

 

 

綜合 

 

 

自然 

1-II-2 具備聆聽不

同媒材的基本能

力。 

2-II-4 樂於參加討

論，提供個人的觀

點和意見。 

3d-III-1 實踐環境

友善行動，珍惜生

態資源與環境。 

po-II-1 能從日常

經驗、學習活動、

自然環境，進行觀

察，進而能察覺問

題。 

1.六大類食

物分類 

2.每日飲食

紀錄 

3.分組討論

三明治製作

活動事宜 

4.美味三明

治 

5.果皮再利

用 

1. 體認六大類食物與生

長之間的關連性及重

要性。 

2. 參與飲食紀錄的活

動，培養良好飲食習

慣。 

3. 體會小組合作的重要

性，創作美味的三明

治。 

4. 認識環境永續的概

念。 

1. 能了解六大類食物特

性。 

2. 確實記錄每日飲食並

檢討。 

3. 能與同儕合作製作美

問三明治。 

4. 能說出並實行環境永

續的概念。 

影片 

食材 

4 

第

( 16 )

週 

- 

第

( 17)

週 

【綠

色行

動】 

 

1.透過網路新聞、影片引導

學生覺察地球暖化對土壤與

環境的影響。 

2.藉由小組討論，歸納改善

全球暖化的方法並身體力

行。 

自然 

 

 

 

 

語文 

 

綜合 

po-II-1能從日常經

驗、學習活動、自

然環境，進行觀

察，進而能察覺問

題。 

2-II-4 樂於參加討

論，提供個人的觀

點和意見。 

3d-III-1 實踐環境

友善行動，珍惜生

態資源與環境 

 

1.全球暖化 

2.吃果子拜

樹頭 

1.覺察地球暖化對土壤

與環境的影響。 

2.體認土壤與環境保護

的重要性，並以具體行

動落實於生活中。 

1.能說出地球暖化對土壤

與環境的影響。 

2.能在生活中以具體行動

實踐環境關懷行為。 

影片 

新聞 

 

2 

第(18)

週 

- 

第

( 21)

週 

【雙

果奇

遇

記】 

1. 透過影片、講解、示

範、模仿、演練，指導

學生演戲的技巧。 

2. 藉由練習、排演，指導

學生熟練續句台詞及動

作。 

3. 發揮創意，將有果的成

藝術 1-II-7能創作簡短

的表演。 

2-II-1能使用音樂

語彙、肢體等多元

方式，回應聆聽的

感受。 

3-II-5能透過藝術

1.戲劇彩排 

2.戲劇發表 

比 手 畫 腳

(有果的成

語) 

1. 透過戲劇表演、比手

畫腳的活動，展現學

生的創造力與精神。 

2. 體會團隊的重要，展

現班級合作的態度。 

1. 能在戲劇表演與比手

畫腳活動中，表現出

自己的創造力。 

2. 能小組合作表演完成

比手畫腳題目。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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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利用動作表達出來，

展現班級合作、團隊精

神之價值。 

表現形式，認識與

探索群己關係及互

動。 

教材來源     ⼞選用教科書 (            )               自編教材(請按單元條列敘明於教學資源中) 

本主題是
否融入資
訊科技教
學內容 

無 融入資訊科技教學內容 

□有 融入資訊科技教學內容 共(      )節 (以連結資訊科技議題為主) 

特教需求

學生 

課程調整 

 

※身心障礙類學生: □無  有-智能障礙(1 )人、學習障礙(1)人、情緒障礙( )人、自閉症(   )人、(/人數) 

 

※資賦優異學生: 無   □有- (自行填入類型/人數，如一般智能資優優異 2人) 

 
※課程調整建議(特教老師填寫)： 

1.針對第 5周學習目標: 蒐集並規劃故事情節，發揮創意，與小組成員一起編寫畫小書。   

 課程調整建議:因為學生國字文字量較少，建議口說文字意見與紀錄讓團隊其他人書寫文字。 

 

                                                        特教老師簽名：楊宜珊 

                                   普教老師簽名：盧昶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