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縣 朴子國小 112學年度校訂課程教學內容規劃表 

 

 

 

 
 

 

 
 

 
 

年級 四年級 
年級課程 

主題名稱 
米樣人生、繡出自我 

課程 

設計者 

黃俊傑、黃婉婷、 

楊元凱、黃郁雯 

總節數/學期 

(上/下) 
40/上學期 

符合 

彈性課

程類型 

   第一類 統整性探究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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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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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書 健康 護鄉土 與學校願景呼應之說明 

1.學生覺察米食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2.學生關心朴子刺繡文化的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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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具備藝術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元感官的發展，

培養生活環境中的美感體驗。 

E-C3 具備自我文化認同的信念，並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積極

關心全球議題及國際情勢，且能順應時代脈動與社會需要，發展

國際理解、多元文化價值觀與世界和平的胸懷。 

課程 

目標 

1.體驗水稻及蔬菜的種植過程，並以圖文進行記錄與創作，。 

2.具備文化認同的信念，並能關心在地刺繡文化的興替與創新，以圖文進行刺繡

興衰四格漫畫，培養對刺繡文化的美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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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 1 ) 

週 

米
樣
人
生 

自 tm-Ⅱ-1/能經由觀察自

然界現象之間的關係，

理解簡單的概念模型，

進而與其生活經驗連

結。 

 

蔬菜及稻米的

基本認識。 

經由觀察來理解蔬菜及稻米的成長過程，

並連結自己的的生活經驗。 

1.學生能觀察蔬菜及稻米的成長過

程。 

2.學生能理解蔬菜及稻米的成長過

程。 

3.學生能分享蔬菜及稻米的相關生

活經驗。 

【活動 1-1】 

1.教師播放植物種植影片，結合自然

課所學， 

2.學生參觀校長有機菜園。 

3.完成學習單。 

4.學生發表相關生活經驗。 

影片、學習單 

 

2 

第 

( 2 ) 

週 

- 

第 

( 3 ) 

週 

米
樣
人
生 

戶外教育/強化與環境的

連接感，養成友善環境

的態度；發展社會覺知

與互動的技能，培養尊

重與關懷他人的情操；

開啟學生的視野，涵養

健康的身心。 

穀物烘乾中心

的參訪。 

透過穀物烘乾中心的參訪，培養「一粥一

飯當思來之不易」的觀念，開啟學生新視

野。 

1.學生能在參訪的過程，體會米食

來之不易，並能珍惜糧食。 

2.學生能簡單分享參訪心得。 

【活動 1-2】 

1.學生參訪朴子穀物烘乾中心。 

2.能完成學習單。 

3.學生參訪心得及珍惜糧食省思之分

享。 

學習單、遊覽

車 

4 

第 

( 4 ) 

週 

米
樣
人
生 

多元文化教育/認識文化

的豐富與多樣性；養成

尊重差異與追求實質平

等的跨文化素養；維護

多元文化價值。 

稻米相關知識

的認識。 

認識稻米相關知識，養成尊重外來飲食的

跨文化素養，維護多元飲食文化的價值。 

1.學生能認識各種外來飲食。 

2.學生能尊重多元飲食文化。 

3.學生能分享自己帶來的外來美

食。 

【活動 1-3】 

1.教師介紹世界各國具代表性美食，

教導學生尊重多元飲食文化及習慣。 

2.學生完成學習單。 

3.學生分享自己帶來的外來美食。 

各 國 美 食

ppt、學習單 

2 

  第

( 5 )週 

- 

第( 8 )

週 

米
樣
人
生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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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 1c-II-1/覺察工作的意

義與重要性。 

稻米及蔬菜的

種植。 

進行稻米及蔬菜的種植，察覺種植過程所

遭遇到的問題，並體會農夫的艱辛。 

1.透過分組，學生能親自體驗稻米

及蔬菜的種植。 

2.學生能察覺種植過程所遭遇到的

問題。 

3.學生能體會農夫的艱辛。 

【活動 1-4】 

1.全班分成四組，利用校內教學農園

體驗稻米及蔬菜的種植。 

2.教師引導學生種植，並提醒學生利

用學習單隨時做紀錄。 

3.每次完成觀察後，回到教室做分享

與回饋。 

4.教師提醒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到教學

農園澆水、除草、除蟲等，體會農夫的

艱辛。 

4 種種子、教

學農園、學習

單、彩色筆 

8 

第( 9 )

週 

- 

第

( 10 )

週 

米
樣
人
生 

自 pc-Ⅱ-2/能利用簡單形

式的口語、文字或圖畫

等，表達探究之過程、

發現。 

稻米及蔬菜種

植的圖文創

作。 

利用簡單圖文，表達學生種植稻米及蔬菜

之過程、發現。 

透過分組，學生能利用簡單圖文，

紀錄稻米及蔬菜的生長過程。 

【活動 1-5】 

1.教師引導學生彙整學習單。 

2.教師發下圖畫紙，讓學生畫出植物

生長史，剪貼在海報紙上，輔以文字說

明。 

3.分組報告，並將海報貼在教室外展

示。 

圖畫紙、海報

紙、彩色筆 

4 



第

( 11 )

週 

- 

第

( 12 )

週 

繡
出
自
我 

社 3d-II-1/探究問題發生

的原因與影響，並尋求

解決問題的可能做法。 

刺繡文化興替

的認識。 

探究刺繡文化的興衰。 1.學生能探究刺繡文化的興盛。 

2.學生能探究刺繡文化的沒落。 

3.參訪刺繡文化館。 

【活動 2-1】 

1.教師利用 ppt 簡單介紹朴子刺繡興

衰。 

2.教師播放刺繡相關影片。 

3.帶領學生前往圖書館尋找刺繡相關

書籍。 

4.參訪朴子刺繡文化館。 

朴子刺繡興

衰 ppt、影片、

圖書館、刺繡

文化館 4 

第

( 13 )

週 

- 

第

( 14 )

週 

繡
出
自
我 

綜 3c-II-1/參與文化活

動，體會文化與生活的

關係，並認同與肯定自

己的文化。 

社 2b-II-2/感受與欣賞不

同文化的特色。 

在地藝繡工廠

的參訪。 

透過在地藝繡工廠的參訪，欣賞刺繡文化

的特色，體會刺繡文化與在地生活的關係，

並認同與肯定自己的文化。 

1.學生能在參訪在地藝繡工廠時，

欣賞刺繡文化的特色。 

2.學生能體會刺繡文化與在地生活

的關係，並認同與肯定朴子在地文

化。 

【活動 2-2】 

1.參訪在地藝繡工廠。 

2.學生能完成學習單。 

3.學生分享參訪心得。 

學習單、神斧

藝繡工廠 

4 

第

( 15 )

週 

- 

第

( 16 )

週 

繡
出
自
我 

社 3b-II-1/透過適當的管

道蒐集與學習主題相關

的資料，並判讀其正確

性。 

織品演變的介

紹。 

透過適當的管道蒐集與學習織品相關的資

料，並判讀刺繡文化的演變。 

1.學生能蒐集與學習織品相關的資

料。 

2.學生能判讀刺繡文化的演變。 

【活動 2-3】 

1.教師分享各國刺繡相關影片。 

2.學生能完成學習單。 

影片、學習單 

4 

第

( 17 )

週 

- 

第

( 18 )

週 

繡
出
自
我 

藝 1-Ⅱ-6/能使用視覺元

素與想像力，豐富創作

主題。 

簡易刺繡體驗

活動。 

使用針線體驗簡易刺繡活動。 學生能使用針線體驗刺繡的樂趣。 【活動 2-4】 

1.教師指導學生使用針線。 

2.學生體驗刺繡活動。 

針、線、簡易

材料包 

4 

第

( 19 )

週 

- 

第

( 20 )

週 

繡
出
自
我 

藝 1-Ⅱ-6/能使用視覺元

素與想像力，豐富創作

主題。 

朴子刺繡興衰

四格漫畫。 

使用圖文創作朴子刺繡興衰四格漫畫。 1.學生能使用圖文創作朴子刺繡興

衰四格漫畫。 

2.學生能依組別分享自己創作的四

格漫畫。 

【活動 2-5】 

1.教師指導學生選擇適合的媒材創

作。 

2.學生與組員共同完成四格漫畫。 

3.各組學生上台分享四格漫畫。 

圖畫紙、彩繪

用具 

4 

教材來源     ⼞選用教材 (            )                  自編教材 

本主題是
否融入資

■無 融入資訊科技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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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障礙( 3)人 

※資賦優異學生:■無   □有- 

※課程調整建議(特教老師填寫)： 

1.課程內容不須調整。 

2.學習歷程請教師視學習情形，加強個別指導；教師提問時，多鼓勵學生發表。  

3.分組練習時，異質性分組，可建議該組有小老師可以協助指導能力較弱的學生。  

4.評量方式，依學生個別能力進行多元評量。  

                       

                             特教老師姓名：黃慧華、王贊喻 

                                          普教老師姓名：黃俊傑、黃婉婷、楊元凱、黃郁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