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縣祥和國小 112 學年度校訂課程教學內容規劃表 

 

教學 

進度                  

單元

名稱   

連結領域(議題)/ 

學習表現 

自訂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表現任務 (評量內容) 

學習活動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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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1-Ⅱ-1 聆聽時能讓對方充分表達

意見。 

國 5-Ⅱ-4 掌握句子和段落的意義與

主要概念。 

社 2b-Ⅱ-1體認人們對生活事物與

環境有不同的感受，並加以尊重。 

社 2b-Ⅱ-2感受與欣賞不同文化的

特色。 

 

1. 菲律賓的民間故事。 

2. 文本問題與討論。 

3. 菲律賓的地理環境與建

築特色。 

4. 台灣與菲律賓的環境資

源異 

   同。 

1. 能專心聆聽故事。 

2. 藉由問題與討論掌握文本的主

要概念。 

3. 體認菲律賓的建築特色與自然

環境相關。 

4. 感受菲律賓的地理環境及建築

文化特色與台灣的異同。 

1. 能知道菲律賓的民間故事。 

2. 能知道菲律賓的生活與環境的關

係。 

3. 能認識菲律賓的建築特色。 

4. 能體認菲律賓與台灣環境資源的珍

貴。 

1. 故事內容導讀(人類智庫股份有限公司，亞洲民間故事) 

2. 討論故事內容(延伸結合品格教育-尊重，討論哪些行為可

以讓周遭環境更美好) 

3. 學生心得分享(珍惜愛護大自然資源的例子) 

4. 老師統整(台灣與菲律賓都是島嶼國家，海洋在我們的生

活中占了重要的角色，我們應具備充分認知海洋、善用海

洋的能力，並與海洋和諧共處。) 

5. 故事重述和表演：給學生一個機會將此主題之民間故事重

新講述或進行簡單的角色扮演。根據自己的理解和解讀，

將故事以口頭的形式講述給其他同學聽，或者進行簡單的

表演。 

6. 分享與報告 

1. 故事繪本 

2. 菲律賓介

紹 PPT 

3.學習單 

5 

年級       四年級 
年級課程 

主題名稱 
多元文化嘉年華 

課程 

設計者 
四年級導師群 

總節數/學期 

(上/下) 
20/上學期 

符合 

彈性課

程類型 

■第一類 統整性探究課程 ⼞主題 ⼞專題 ⼞議題 *是否融入 □生命教育 □安全教育 □戶外教育 ■均未融入(供統計用，並非一定要融入) 

   需跨領域，以主題/專題/議題的類型，進行統整性探究設計；且不得僅為部定課程單一領域或同一領域下科目之間的重複學習。 

⼞第二類 ⼞社團課程  ⼞技藝課程 

⼞第四類 其他 ⼞本土語文/臺灣手語/新住民語文 ⼞服務學習 ⼞戶外教育 ⼞班際或校際交流 

⼞自治活動 ⼞班級輔導 ⼞學生自主學習 ⼞領域補救教學 

學校 

願景 
國際寰宇展視野 人文科技 show時代 

與學校願景呼

應之說明 

1. 本課程以學生較為知悉的亞洲鄰近國家的民間故事為教學內容，讓學生藉由看故事了解他國的傳統文化。 

2. 本課程以分組主動探索，激發學生認識自己國家及他國傳統文化差異的興趣。 

3. 讓學生理解與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的素養，並認識與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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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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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的

素養，並認識與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課程 

目標 

1. 藉由導讀與閱讀故事，培養學生的探究思考能力，並過實際體驗去認識各國不同的生活文化。 

2. 能在理解與尊重的同理心下，培養學生養成能與他人合作與互動的素養。 

3. 能從對台灣本土文化與國際事務的理解關懷中，培養出同理心與包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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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1-Ⅱ-2 具備聆聽不同媒材的基本

能力。 

國 2-Ⅱ-3 把握說話的重點與順序，

對談時能做適當的回應。  

社 2b-Ⅱ-1  體認人們對生活事物 

與環境有不同的感受，並加以尊

重。  

社 2b-Ⅱ-2感受與欣賞不同文化的

特色。 

1. 馬來西亞的民間故事。 

2. 文本問題與討論。 

3. 馬來西亞的國慶日相關

活動。 

4. 台灣與馬來西亞的多元

文化環境。 

1. 能專心聆聽故事。 

2. 把握文本重點，並在討論中做

適當的回應。 

3. 體認馬來西亞的國慶及活動與

多元文化相關。 

4. 感受菲律賓的多元文化特色與

台灣的異同。 

1. 能知道馬來西亞的民間故事。 

2. 能知道菲律賓的多元文化特色。 

3. 能認識菲律賓的國慶日及相關活

動。 

4. 能理解台灣與馬來西亞多元文化

之異同。 

1. 故事內容導讀(人類智庫股份有限公司，亞洲民間故事) 

2. 討論故事內容(討論台灣和馬來西亞國慶日有何異同) 

3. 學生心得分享(懂得知足感恩才能活得更快樂) 

4. 老師統整(從馬來人的文學、語言、建築和社會典禮，可以

感受印度文化對馬來文化的影響。) 

5. 繪畫或手工藝活動：讓學生選擇一個喜歡的馬來西亞的故

事，並以繪畫或手工藝的形式創作相關的圖畫或手工作

品。 

6. 分享與報告。 

1. 故事繪本 

2. 馬來西亞

介紹 PPT 

3.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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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1-Ⅱ-3 聽懂適合程度的詩歌、戲

劇，並說出聆聽內容的要點。 

國 2-Ⅱ-4 樂於參加討論，提供個人

的觀點和意見。 

社 2b-Ⅱ-1  體認人們對生活事物 

與環境有不同的感受，並加以尊

重。  

社 2b-Ⅱ-2感受與欣賞不同文化的

特色。 

 

1. 泰國的民間故事。 

2. 文本問題與討論。 

3. 泰國的宗教對其社會與

生活的影響。 

4. 台灣和泰國慶祝新年習

俗的異同。 

1. 聽懂並說出故事內容要點。 

2. 討論文本問題，並提供個人觀

點。 

3. 體認泰國的宗教在生活與社會

中的影響。 

4. 感受與欣賞台灣與泰國慶祝新

年習俗的不同特色。 

1. 能知道泰國的民間故事。 

2. 能知道泰國的宗教特色。 

3. 能認識泰國的新年習俗。 

4. 能理解宗教在台灣與泰國對生活

與社會影響的異同。 

1. 故事內容導讀(人類智庫股份有限公司，亞洲民間故事)。 

2. 討論故事內容(討論是否我們常憑著表面的印象就隨便

對人產生偏見 

3. 討論台灣和泰國慶祝新年習俗的異同)。 

4. 學生心得分享 (分享自己曾有過對同學的偏見例子，最

後如何改觀。) 

5. 老師統整(寺廟是社會和宗教生活的中心，泰國是世界上

佛教強國之一)。 

6. 泰國新年--潑水節的體驗。 

7. 閱讀心得回饋單與分享-讓學生分享他們創作的繪畫、手

作品。 

1. 故事繪本 

2. 泰國文化

介紹 PPT 

3.  水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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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1-Ⅱ-4根據話語情境，分辨內容

是否切題，理解主要內容和情感，

並與對方互動。 

國 2-Ⅱ-4 樂於參加討論，提供個人

的觀點和意見。 

社 2b-Ⅱ-1  體認人們對生活事物 

與環境有不同的感受，並加以尊

重。  

社 2b-Ⅱ-2感受與欣賞不同文化的

特色。 

1. 越南的民間故事。 

2. 分組活動討論。 

3. 越南的斗笠與中秋節。 

4. 台灣和越南在斗笠文化

和中秋節活動的異同。 

1. 理解越南的民間故事。 

2. 討論文本問題並提供個人觀

點。 

3. 體認環境對越南傳統服飾斗笠

的影響及其中秋節的慶祝活

動。 

4. 感受與欣賞台灣和越南在斗笠

和中秋節文化的異同。 

1. 能知道越南的民間故事。 

2. 能知道越南的風土民情。 

3. 能認識越南的傳統服飾斗笠與中

秋節慶祝活動。 

4. 能理解環境與文化的影響使斗笠

與中秋節活動在台灣與越南的異

同。 

1. 故事內容導讀(人類智庫股份有限公司，亞洲民間故事) 

2. 討論故事內容(討論台灣和越南的中秋節活動有何異

同？) 

3. 學生心得分享(討論是否了解自己的本分，並完成任務？

如果遇到困難或不想做的事，又該如何面對呢？) 

4. 老師統整(越南古時候是中國的屬國，當地的風土民情深

受中國影響。) 

5. 中秋節的海報設計。 

6. 完成海報設計與分享。 

1. 故事繪本 

2. 越南文化

介紹 PPT 

3.海報與學習

單 
 

教材來源     ⼞選用教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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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自閉症(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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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課程調整建議(特教老師填寫)： 

1.提供圖像化的課程內容，補充相關影音資源。 

2.建議將任務的切分，給予明確的指令及步驟。 

3.視學生能力調整單次任務的分量及難度。 

4.視學生操作速度不同，予以彈性繳交時間。 

5.學生分心時，可給予唸讀任務，幫物學生將注意力拉回課程中。 

6.鼓勵學生回答問題，提升學生自信心。.                                                      

                                                      特教老師姓名：葉迎盈、劉瑞德 

                                                                      普教老師姓名：蘇采屏、蔡雅玲、賴思如、王思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