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貳、各年級各領域課程計畫(部定課程) 

嘉義縣大林鎮三和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四年級普通班社會課程計畫(表 10-1) 

                                                                                         設計者：  四年級教學群              

第一學期 

教材版本 康軒版第三冊 教學節數 每週(3)節，本學期共(63)節 

課程目標 

1.透過閱讀各種地圖來認識自己居住的縣市，進而探討家鄉裡各種地形與當地居民生活的關係，以及家鄉的氣候、水資源如何影響居民的生活。 

2.透過介紹原住民族與漢人的傳統生活器物，以及各種現代生活器物；再介紹原住民族與漢人的傳統住屋，以及傳統住屋的改變；最後再介紹原住民族與漢人的傳統信仰，以及信仰與現代生活的關係，認識「家鄉的生活」。 

3.認識家鄉裡傳統與現代的不同生活作息特色，進一步理解家鄉裡原住民族與漢人的各種傳統節慶的意義，以及發現不同類別的現代節日與家鄉居民生活的關係。 

4.透過主題探究與實作，使用到從本冊習得的知識，製作家鄉小書。 

教學進度 

週次 
單元名稱 節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跨領域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一週 第一單元家鄉的環

境 

第 1課家鄉在哪裡 

3 社-E-B1 透過語言、文字

及圖像等表徵符號，理解

人類生活的豐富面貌，並

能運用多樣的表徵符號解

釋相關訊息，達成溝通的

目的，促進相互間的理

解。 

3a-Ⅱ-1 透過

日常觀察與

省思，對社

會事物與環

境提出感興

趣的問題。 

Bb-Ⅱ-1 居民

的生活空間與

生活方式具有

地區性的差

異。 

1.透過圖像觀察與討論，認識家鄉的

位置與地圖四要素。 

2.了解並探討家鄉不同種類地圖的特

性與用途，並學習地圖使用的四步

驟。 

3.探究電子地圖的使用方法，覺察在

不同模式中呈現出的內容與差異。 

【活動一】家鄉在哪裡 

1.引起動機—從地圖找家鄉 

(1)教師請學生閱讀臺灣行政區域圖或臺灣電子地圖。 

(2)請學生指出我的家鄉—自己居住縣市的位置。 

2.閱讀與討論—家鄉的特色。 

3.閱讀與討論—地圖四要素。 

【活動二】我是讀圖高手 

1.引起動機—地圖大不同：教師展示事先準備的某一地區

觀光導覽圖與街道圖，請學生觀察同一地區兩種地圖呈現

的內容是什麼？有何差異？各具有什麼用途。 

2.閱讀與討論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科技教育 

科E1 了解平日常見

科技產品的用途與

運作方式。 

 

第二週 第一單元家鄉的環

境 

第 1課家鄉在哪裡 

3 社-E-B1 透過語言、文字

及圖像等表徵符號，理解

人類生活的豐富面貌，並

能運用多樣的表徵符號解

釋相關訊息，達成溝通的

目的，促進相互間的理

解。 

3a-Ⅱ-1 透過

日常觀察與

省思，對社

會事物與環

境提出感興

趣的問題。 

Bb-Ⅱ-1 居民

的生活空間與

生活方式具有

地區性的差

異。 

1.透過圖像觀察與討論，認識家鄉的

位置與地圖四要素。 

2.了解並探討家鄉不同種類地圖的特

性與用途，並學習地圖使用的四步

驟。 

3.探究電子地圖的使用方法，覺察在

不同模式中呈現出的內容與差異。 

【活動三】功能多樣的電子地圖 

1.引起動機—地圖再進化 

(1)教師請學生想一想，爸媽或其他家人有使用電子地圖的

經驗嗎？並說明他們的使用情形？ 

2.閱讀與討論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科技教育 

科E1 了解平日常見

科技產品的用途與

運作方式。 

 

第三週 第一單元家鄉的環

境 

第 2課家鄉的地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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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體驗生活中自

然、族群與文化之美，欣

賞多元豐富的環境與文化

內涵。 

1b-Ⅱ-1 解釋

社會事物與

環境之間的

關係。 

 

Bb-Ⅱ-1 居民

的生活空間與

生活方式具有

地區性的差

異。 

1.透過實際觀察，認識家鄉不同的地

形，並了解各種地形的特色與差

異。 

2.探究不同地形與生產活動的關係，

覺察自然環境影響居民生活，應加

以保護。 

【活動一】家鄉地形大不同 

1.引起動機—不同的地形 

(1)教師展示臺灣立體地圖，透過觀察或實際觸摸，感受家

鄉的地形起伏狀態。 

(2)開啟電腦 Google地圖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環境教育 

環E3 了解人與自然

和諧共生，進而保

護重要棲地。 

環E5 覺知人類的生

活型態對其他生物

與生態系的衝擊。 

 

第四週 第一單元家鄉的環

境 

第 2課家鄉的地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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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體驗生活中自

然、族群與文化之美，欣

賞多元豐富的環境與文化

內涵。 

1b-Ⅱ-1 解釋

社會事物與

環境之間的

關係。 

2a-Ⅱ-1 關注

居住地方社

會事物與環

境的互動、

差異與變遷

等問題。 

Ab-Ⅱ-2 自然

環境會影響經

濟的發展，經

濟的發展也會

改變自然環

境。 

 

1.透過實際觀察，認識家鄉不同的地

形，並了解各種地形的特色與差

異。 

2.探究不同地形與生產活動的關係，

覺察自然環境影響居民生活，應加

以保護。 

【活動二】地形對生活的影響 

1.引起動機—生產活動與地形 

(1)教師詢問學生家人工作的類型或場所，進一步討論其所

在地屬於哪一種地形區？ 

(2)教師統計班上學生家人工作的類型或場所，進一步探究

工作場所與地形的關係？ 

2.閱讀與討論—生活型態與地形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環境教育 

環E3 了解人與自然

和諧共生，進而保

護重要棲地。 

環E5 覺知人類的生

活型態對其他生物

與生態系的衝擊。 

 

第五週 第一單元家鄉的環

境 

第 3課氣候、水資

源與生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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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體驗生活中自

然、族群與文化之美，欣

賞多元豐富的環境與文化

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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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Ⅱ-1 居民

的生活空間與

生活方式具有

地區性的差

異。 

1.透過課文、圖片的觀察討論與生活

經驗結合，了解不同的居住地方的

氣候特色，及生活方式的差異。 

2.探究居住地區的自然與人文環境相

互影響，並發展出不同的生活方

式。 

3.了解居住地方的水文特色，並體認

水對生活的重要性。 

4.認識家鄉常見的水資源，並能表達

對居住地方社會事物與環境的關

懷，珍惜資源。 

【活動一】家鄉的氣候 

1.引起動機：說一說，你的家鄉氣候有什麼特色呢？ 

2.閱讀與觀察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24∼25頁課文與圖片。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環境教育 

環E9 覺知氣候變遷

會對生活、社會及

環境造成衝擊。 

◎海洋教育 

海E15 認識家鄉常

見的河流與海洋資

源，並珍惜自然資

源。 

 



第六週 第一單元家鄉的環

境 

第 3課氣候、水資

源與生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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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體驗生活中自

然、族群與文化之美，欣

賞多元豐富的環境與文化

內涵。 

 

1b-Ⅱ-1 解釋

社會事物與

環境之間的

關係。 

2a-Ⅱ-1 關注

居住地方社

會事物與環

境的互動、

差異與變遷

等問題。 

 

Ab-Ⅱ-1 居民

的生活方式與

空間利用，和

其居住地方的

自然、人文環

境相互影響。 

Bb-Ⅱ-1 居民

的生活空間與

生活方式具有

地區性的差

異。 

1.透過課文、圖片的觀察討論與生活

經驗結合，了解不同的居住地方的

氣候特色，及生活方式的差異。 

2.探究居住地區的自然與人文環境相

互影響，並發展出不同的生活方

式。 

3.了解居住地方的水文特色，並體認

水對生活的重要性。 

4.認識家鄉常見的水資源，並能表達

對居住地方社會事物與環境的關

懷，珍惜資源。 

【活動三】家鄉的水資源 

1.引起動機：教師分享各種圖片，讓學生猜一猜，這是哪

一種水資源。 

2.閱讀與討論 

【活動四】水資源與居民的生活 

1.引起動機：你知道家鄉有哪些與水資源相關的設施嗎？ 

2.閱讀與討論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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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教育 

海E15 認識家鄉常

見的河流與海洋資

源，並珍惜自然資

源。 

 

第七週 第二單元家鄉的生

活 

第 1課傳統住屋與

生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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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Ⅱ-3 舉例

說明社會事

物與環境的

互動、差異

或變遷現

象。 

 

Cb-Ⅱ-1 居住

地方不同時代

的重要人物、

事件與文物古

蹟，可以反映

當地的歷史變

遷。 

1.透過圖像觀察與討論，覺察原住民

族有不同的傳統建築形式。 

2.了解漢人以就地取材的方式，建造

不同的傳統住屋，並進一步了解其

不同的住屋形式。 

 

【活動一】原住民族的傳統住屋 

1.引起動機—眼明手快 

教師將課前準備的各種住屋圖片隨意張貼於黑板，看看誰

能最快找出原住民的傳統住屋，並正確說明其名稱。 

2.閱讀與討論—原住民族的傳統住屋 

【活動二】漢人的傳統住屋 

1.引起動機：學生上臺報告住家附近，屬於漢人傳統住屋

的資料。 

2.觀察與說明：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42∼43頁

課文與圖片。 

(1)教師指導學生了解漢人傳統住屋的建材大多就地取材，

使用竹子、木頭、土石，也有人用人工燒製的磚瓦建造。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原住民族教育 

原E9 提升原住民族

人的自我認同，增

進主體民族對原住

民族文化的理解。 

原E10 原住民族音

樂、舞蹈、服飾、

建築與各種工藝技

藝實作。 

 

第八週 第二單元家鄉的生

活 

第 1課傳統住屋與

生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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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體驗生活中自

然、族群與文化之美，欣

賞多元豐富的環境與文化

內涵。 

1a-Ⅱ-3 舉例

說明社會事

物與環境的

互動、差異

或變遷現

象。 

1b-Ⅱ-1 解釋

社會事物與

環境之間的

關係。 

Ab-Ⅱ-1 居民

的生活方式與

空間利用，和

其居住地方的

自然、人文環

境相互影響。 

1.透過圖像觀察與討論，覺察原住民

族有不同的傳統建築形式。 

2.了解漢人以就地取材的方式，建造

不同的傳統住屋，並進一步了解其

不同的住屋形式。 

3.透過資料的蒐集與討論，深入了解

三合院的居住形式。 

 

【活動三】三合院裡的生活 

1.觀察：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44∼45頁，並觀察課本理想

三合院生活空間情境圖。 

2.動動腦討論 

【活動四】傳統住屋的改變 

1.引起動機：教師請學生說說看，傳統生活和現代生活有

何異同，進而比較傳統住屋和現代住屋之間的異同。 

2.觀察與討論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多元文化教育 

多E1 了解自己的文

化特質。 

多E2 建立自己的文

化認同與意識。 

 

第九週 第二單元家鄉的生

活 

第 2課器物與生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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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體驗生活中自

然、族群與文化之美，欣

賞多元豐富的環境與文化

內涵。 

 

1b-Ⅱ-1 解釋

社會事物與

環境之間的

關係。 

2a-Ⅱ-1 關注

居住地方社

會事物與環

境的互動、

差異與變遷

等問題。 

Cb-Ⅱ-1 居住

地方不同時代

的重要人物、

事件與文物古

蹟，可以反映

當地的歷史變

遷。 

 

1.透過圖像觀察與討論，覺察生活器

物與自然環境間的關係。 

2.比較塑膠器物與可重複利用器物的

特性，發現日常生活習慣和方式的

選擇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3.透過日常觀察與省思，覺察人類因

為生活的便利，大量使用塑膠器物

對自然環境造成影響。 

【活動一】傳統器物與生活 

1.引起動機—長輩的壓箱寶 

(1)教師請學生在課前先回家詢問家中長輩，家裡是否有傳

統的器物，可以拍照或是帶到學校。 

(2)由學生利用器物的實體或是照片，介紹器物的材質及用

途。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環境教育 

環E15 覺知能資源

過度利用會導致環

境汙染與資源耗竭

的問題。 

◎多元文化教育 

多E6 了解各文化間

的多樣性與差異

性。 

 

第十週 第二單元家鄉的生

活 

第 2課器物與生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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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Ⅱ-2 感受

與欣賞不同

文化的特

色。 

 

Da-Ⅱ-2 個人

生活習慣和方

式的選擇，對

環境與社會價

值觀有不同的

影響。 

1.透過圖像觀察與討論，覺察生活器

物與自然環境間的關係。 

2.比較塑膠器物與可重複利用器物的

特性，發現日常生活習慣和方式的

選擇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活動二】生活器物的現代風貌 

1.引起動機： 

(1)教師請學生回想消費經驗，最常買的物品是什麼？有哪

些材質？這些材質是可以再利用的嗎？ 

(2)教師歸納學生答案。 

2.閱讀與討論─現代生活器物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環境教育 

環E15 覺知能資源

過度利用會導致環

境汙染與資源耗竭

的問題。 

 

 

第十一週 第二單元家鄉的生

活 

第 3課信仰與生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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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Ⅱ-2 感受

與欣賞不同

文化的特

色。 

Af-Ⅱ-1 不同

文化的接觸和

交流，可能產

生衝突、合作

和創新，並影

響在地的生活

與文化。 

1.透過資料蒐集與閱讀，了解原住民

族傳統信仰中的各種神靈，在其生

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2.了解漢人傳統信仰中的廟宇與神明

對其心靈的影響，同時察覺廟宇的

多功能性，及其對漢人生活的重要

性。 

 

【活動一】原住民族的傳統信仰與生活 

1.引起動機—原住民族神話故事：教師講述原住民族的神

話故事，或播放神話故事影片卡通，讓學生對原住民族的

神靈有簡單認識。 

2.閱讀與觀察 

【活動二】漢人的傳統信仰與生活 

1.引起動機：教師提問下列問題，請學生依自身經驗回

答。 

(1)你或家人曾經因為什麼事情到廟裡拜拜呢？ 

(2)你在廟宇有看到什麼特別的事物，在廟裡心中的感覺如

何？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多元文化教育 

多E1 了解自己的文

化特質。 

◎原住民族教育 

原E6 了解並尊重不

同族群的歷史文化

經驗。 

 

第十二週 第二單元家鄉的生

活 

3 社-E-A2 敏覺居住地方的

社會、自然與人文環境變

2b-Ⅱ-2 感受

與欣賞不同

Af-Ⅱ-1 不同

文化的接觸和

1.透過資料蒐集與閱讀，了解原住民

族傳統信仰中的各種神靈，在其生

【活動三】信仰與現代生活 

1.引起動機：教師播放不同的宗教信仰活動影片，並說明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多元文化教育 

多E1 了解自己的文

 



第 3課信仰與生活 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

響，並思考解決方法。 

社-E-B3 體驗生活中自

然、族群與文化之美，欣

賞多元豐富的環境與文化

內涵。 

文化的特

色。 

交流，可能產

生衝突、合作

和創新，並影

響在地的生活

與文化。 

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2.了解漢人傳統信仰中的廟宇與神明

對其心靈的影響，同時察覺廟宇的

多功能性，及其對漢人生活的重要

性。 

3.能從生活中覺察信仰的存在，並在

了解信仰的功能後，能進一步尊重

信仰的差異。 

該活動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 

2.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回家完成【第 13習作】第二大

題。 

5.統整： 

(1)家鄉居民受到不同信仰的影響，這些信仰可以在我們的

生活中發現。 

(2)多數信仰都具有正向功能，我們應該尊重並包容不同的

信仰。 

 

紙筆評量 化特質。 

多E2 建立自己的文

化認同與意識。 

◎原住民族教育 

原E6 了解並尊重不

同族群的歷史文化

經驗。 

第十三週 第二單元家鄉的生

活 

第 4課老街與生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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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b-Ⅱ-1 解釋

社會事物與

環境之間的

關係。 

 

Ca-Ⅱ-1 居住

地方的環境隨

著社會與經濟

的發展而改

變。 

 

1.透過圖像觀察與討論，覺察老街的

形成與居民生活之間的關聯性。 

2.透過觀察與討論，了解老街的發展

會受到社會與經濟的發展而改變。 

3.探訪家鄉的老街，了解老街的發展

與現況，感受家鄉老家的文化之

美。 

【活動一】老街的發展 

1.引起動機—老街遊樂趣 

(1)教師請學生在課前準備曾經去過老街遊玩的照片。 

(2)由學生在課堂上運用照片與同學分享去過的老街及遊玩

的經驗。 

2.閱讀與討論 

【活動二】老街的轉變 

1.問題討論： 

(1)說說看，去過的老街有什麼特色讓你印象深刻？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戶外教育 

戶E7 參加學校校外

教學活動，認識地

方環境，如生態、

環保、地質、文化

等的戶外學習。 

 

 

第十四週 第二單元家鄉的生

活 

第 4課老街與生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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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體驗生活中自

然、族群與文化之美，欣

賞多元豐富的環境與文化

內涵。 

1b-Ⅱ-1 解釋

社會事物與

環境之間的

關係。 

2a-Ⅱ-2 表達

對居住地方

社會事物與

環境的關

懷。 

 

Ab-Ⅱ-1 居民

的生活方式與

空間利用，和

其居住地方的

自然、人文環

境相互影響。 

 

1.透過圖像觀察與討論，覺察老街的

形成與居民生活之間的關聯性。 

2.透過觀察與討論，了解老街的發展

會受到社會與經濟的發展而改變。 

3.探訪家鄉的老街，了解老街的發展

與現況，感受家鄉老家的文化之

美。 

【活動三】老街采風一日遊 

1.引導與說明：教師說明觀察前的準備工作、觀察與記錄

時的注意事項，以及成果製作與分享的方式等，並提醒探

訪時應注意自身安全和禮節等。 

2.討論與分配：教師與學生共同討論要探訪的地點，及分

配探訪前要準備的事項，例如：聯絡相關單位、蒐集相關

資料與簡介、確定探訪的路線及交通動線、攜帶的物品及

裝備、安全注意事項、查詢當天的天氣等。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多元文化教育 

多E1 了解自己的文

化特質。 

 

第十五週 第三單元家鄉的作

息、節慶與節日 

第 1課生活的作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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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透過語言、文字

及圖像等表徵符號，理解

人類生活的豐富面貌，並

能運用多樣的表徵符號解

釋相關訊息，達成溝通的

目的，促進相互間的理

解。 

1b-Ⅱ-1 解釋

社會事物與

環境之間的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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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Ⅱ-1 居民

的生活方式與

空間利用，和

其居住地方的

自然、人文環

境相互影響。 

 

1.觀察圖像或影片內容，瞭解探討傳

統生活作息的樣貌及形成的原因。 

2.理解影響傳統生活作息的因素及安

排的參考依據，體認與尊重不同族

群對生活事物的感受與安排。 

3.觀察照片或圖表，了解現代生活作

息的安排方式，並運用在自己的日

常生活中。 

【活動一】傳統的生活作息 

1.引起動機—照片說一說 

(1)教師呈現一張農夫在阡陌中行走的照片，請學生觀察，

說說看農夫接下來的作息安排為何。 

(2)請學生打開自己的訪問紀錄，說說看家中長輩年輕時的

一天生活作息是否和農民作息一樣？是否有不同職業的不

同作息？ 

2.思考與討論 

 

口語評量 

紙筆評量 

實作評量 

◎家庭教育 

家E12 規劃個人與

家庭的生活作息。 

◎多元文化教育 

多E1 了解自己的文

化特質。 

多E2 建立自己的文

化認同與意識。 

 

 

第十六週 第三單元家鄉的作

息、節慶與節日 

第 1課生活的作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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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透過語言、文字

及圖像等表徵符號，理解

人類生活的豐富面貌，並

能運用多樣的表徵符號解

釋相關訊息，達成溝通的

目的，促進相互間的理

解。 

1b-Ⅱ-1 解釋

社會事物與

環境之間的

關係。 

2b-Ⅱ-2 感受

與欣賞不同

文化的特

色。 

Ab-Ⅱ-1 居民

的生活方式與

空間利用，和

其居住地方的

自然、人文環

境相互影響。 

 

1.觀察圖像或影片內容，瞭解探討傳

統生活作息的樣貌及形成的原因。 

2.理解影響傳統生活作息的因素及安

排的參考依據，體認與尊重不同族

群對生活事物的感受與安排。 

3.觀察照片或圖表，了解現代生活作

息的安排方式，並運用在自己的日

常生活中。 

【活動二】傳統生活作息的依據 

1.引起動機 1：教師展示 4張原住民族活動的圖片並，請

學生想想看，原住民族傳統生活一年之中什麼時候做這些

事？該如何進行？依據是什麼？ 

2.觀察與討論 

【活動三】現在的生活作息 

1.引起動機： 

(1)教師展示早期年節活動及廟會活動的老照片或圖片，教

師提問：早期居民一年之中都忙於農事或漁撈等工作，什

麼時候可以進行這些活動呢？ 

(2)教師展示日治時期的休閒活動照片並提問：照片中的人

們在什麼時候可以從事這些活動呢？ 

2.觀察與討論 

 

口語評量 

紙筆評量 

實作評量 

◎家庭教育 

家E12 規劃個人與

家庭的生活作息。 

◎多元文化教育 

多E1 了解自己的文

化特質。 

多E2 建立自己的文

化認同與意識。 

 

 

第十七週 第三單元家鄉的作

息、節慶與節日 

第 2課傳統的節慶 

3 社-E-B3 體驗生活中自

然、族群與文化之美，欣

賞多元豐富的環境與文化

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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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Ⅱ-2 分辨

社會事物的

類別或先後

順序。 

2b-Ⅱ-2 感受

與欣賞不同

文化的特

色。 

Bc-Ⅱ-1 各個

族群有不同的

命名方式、節

慶與風俗習

慣。 

1.透過圖文資料的閱讀，以及影片觀

賞，認識不同族群各自擁有不同的

祭典與節慶，瞭解這些活動的意

義。 

2.感受臺灣各族群文化的豐富，欣賞

與尊重各自的文化。 

【活動一】原住民族的祭典 

1.引起動機—原住民族祭典短片欣賞 

(1)教師播放原住民族電視臺有關「阿美族-海祭」的報

導。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z1zIhpOkMk 

2.閱讀與討論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品德教育 

品E4 生命倫理的意

涵、重要原則、以

及生與死的道德議

題。 

 

 

第十八週 第三單元家鄉的作 3 社-E-B3 體驗生活中自 1a-Ⅱ-2 分辨 Bc-Ⅱ-1 各個 1.透過圖文資料的閱讀，以及影片觀 【活動二】漢人的節慶 口語評量 ◎品德教育  



息、節慶與節日 

第 2課傳統的節慶 

然、族群與文化之美，欣

賞多元豐富的環境與文化

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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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事物的

類別或先後

順序。 

2b-Ⅱ-2 感受

與欣賞不同

文化的特

色。 

族群有不同的

命名方式、節

慶與風俗習

慣。 

賞，認識不同族群各自擁有不同的

祭典與節慶，瞭解這些活動的意

義。 

2.感受臺灣各族群文化的豐富，欣賞

與尊重各自的文化。 

1.引起動機 

(1)教師請學生翻閱農民曆，找出未來兩個月內會遇到的節

慶有哪些？ 

(2)請學生想一想，一年之中的重要節慶有哪些？ 

2.觀察與討論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品E4 生命倫理的意

涵、重要原則、以

及生與死的道德議

題。 

 

第十九週 第三單元家鄉的作

息、節慶與節日 

第 3課現代的節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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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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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Ⅱ-1 關注

居住地方社

會事物與環

境的互動、

差異與變遷

等問題。 

 

Bc-Ⅱ-1 各個

族群有不同的

命名方式、節

慶與風俗習

慣。 

1.透過影片或圖像觀察與討論，覺察

不同階段所扮演的身分，說明判斷

的理由及推斷這個時期應盡的責

任。 

2.小組成員能合作製作相關現代節日

不同主題的海報，並上臺發表。 

3.能說出各職業所代表的節日名稱及

所需具備的專業。 

4.能說出經過文化交流下，來自外來

文化的節日名稱及發表參與的經

驗。 

5.能發表聽聞過的國際議題節日名稱

及這個節日所闡述的主旨內涵，以

及規劃自己如何實踐的實際行動。 

【活動一】人生各階段身分拼圖 

1.引起動機： 

(1)教師播放有關人生不同階段的動畫片，讓學生透過欣賞

短片，認知人一生，有不同的階段，也扮演著不同的角

色。 

(2)教師播放到一個人生階段時，請學生發表，這個階段所

扮演的角色名稱為何？請學生說明判斷的依據？並嘗試說

明這個階段所應盡的責任。 

2.觀察與發表 

【活動二】職業的秘密 

1.引起動機： 

(1)教師播放有關不同職業的教學影片，讓學生透過欣賞影

片，認知每個職業的甘苦談及肩負的責任。 

(2)教師請學生自由發表事先已完成的《家族職業樹》學習

單，分享家人職業名稱及工作內容。 

2.觀察與發表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家庭教育 

家E3 察覺家庭中不

同角色，並反思個

人在家庭中扮演的

角色。 

◎多元文化教育 

多E1 了解自己的文

化特質。 

多E6 了解各文化間

的多樣性與差異

性。 

 

 

第廿週 第三單元家鄉的作

息、節慶與節日 

第 3課現代的節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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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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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Ⅱ-1 關注

居住地方社

會事物與環

境的互動、

差異與變遷

等問題。 

2b-Ⅱ-2 感受

與欣賞不同

文化的特

色。 

Bc-Ⅱ-1 各個

族群有不同的

命名方式、節

慶與風俗習

慣。 

1.透過影片或圖像觀察與討論，覺察

不同階段所扮演的身分，說明判斷

的理由及推斷這個時期應盡的責

任。 

2.小組成員能合作製作相關現代節日

不同主題的海報，並上臺發表。 

3.能說出各職業所代表的節日名稱及

所需具備的專業。 

 

【活動四】現代國際日總動員 

1.引起動機： 

(1)教師播放全球特殊文化節日的影片，讓學生透過影片介

紹，對西方節慶活動，有更多的認識與了解。 

(2)教師播放 1970年第一屆世界地球日的影片，以及探討

世界地球日的由來影片，讓學生體會國際文化議題節日的

重要性。 

2.閱讀與發表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國際教育 

國E1 了解我國與世

界其他國家的文化

特質。 

國E3 具備表達我國

文化特色的能力。 

國E4 認識全球化與

相關重要議題。 

 

第廿一週 主題探究與實作單

元 

來！認識我的家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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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體驗生活中自

然、族群與文化之美，欣

賞多元豐富的環境與文化

內涵。 

3a-Ⅱ-1 透過

日常觀察與

省思，對社

會事物與環

境提出感興

趣的問題。 

3d-Ⅱ-3 將問

題解決的過

程與結果，

進行報告分

享或實作展

演。 

Ab-Ⅱ-1 居民

的生活方式與

空間利用，和

其居住地方的

自然、人文環

境相互影響。 

Bb-Ⅱ-1 居民

的生活空間與

生活方式具有

地區性的差

異。 

1.透過資料蒐集及與同學的討論，能

確認家鄉小書的內容。 

2.能思考如何製作家鄉小書，並認真

完成。 

3.能欣賞他人的作品，並給予建議、

讚美與回饋。 

【活動一】探究實作初體驗 

1.引起動機：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98~99頁圖片與圖

照文字說明，請同學發表閱讀後的感受。 

2.探究活動步驟一「發現問題」：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

課本第 98頁課文及圖片並回答問題。 

3.探究活動步驟二「蒐集資料」：教師引導學生以閱讀與觀

察課本第 99頁下方課文及圖片並進行分組討論。 

4.探究活動步驟三「整理分析」：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

課本第 100頁課文及圖片並回答問題。 

5.探究活動步驟四「行動省思」：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

課本第 101頁課文及圖片並回答問題。 

6.教師統整：探究活動可以分成四個步驟進行。 

【活動二】換我們做做看 

1.引起動機：簡述探究活動可以分成四個步驟進行。 

2.探究活動步驟一「發現問題」：讓學生分組討論，找出要

解決的問題。 

3.探究活動步驟二「蒐集資料」：學生討論這個「班級問

題」的形成原因。 

4.探究活動步驟三「整理分析」：學生分析這個「班級問

題」的解決方式。 

5.探究活動步驟四「行動省思」的行動部分：實際執行解

決問題。 

【活動三】讓班級更美好 

1.引起動機：將探究活動的海報張貼在黑板上或請學生閱

讀自己的拉頁學習單。 

2.探究活動步驟四「行動省思」的省思部分：請各組同學

發表「行動」期間的執行概況，並請同學給自己一個自我

評估，完成省思學習單。 

3.教師統整：我們完成了班上問題的探究活動，解決了這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檔案評量 

◎資訊教育 

資E9 利用資訊科技

分享學習資源與心

得。 

◎多元文化教育 

多E2 建立自己的文

化認同與意識。 

◎閱讀素養 

閱E5 發展檢索資

訊、獲得資訊、整

合資訊的數位閱讀

能力。 

閱E8 低、中年級以

紙本閱讀為主。 

 



個問題，希望未來大家都可以運用探究與實作的四個步

驟，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問題。 

 

 

註 1：請於表頭列出第一、二學期，屬於一、二、三、四或五年級(112學年度適用新課綱)，以及所屬學習領域（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藝術、綜合活動、健康與體育）。 

註 2：議題融入部份，請填入法定議題及課綱議題。 

註 3：「學習目標」應結合「學習表現」(動詞)與「學習內容」(名詞)，整合為學生本單元應習得的學科本質知能。 

註 4：「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需呈現領綱完整文字，非只有代號。 

註 5：議題融入應同時列出實質內涵，而非只有代號或議題名稱(請參考教育部議題融入說明手冊)。例如：性別平等教育    性 E5 認識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的概念及其求助管道。 

註 6：法律規定教育議題如於領域課程融入，其實質內涵之填寫請參考以下文件 

1. 環境教育：請參考環境教育議題實質內涵 

2. 性別平等教育：請參考性別平等教育實質內涵 

3. 性侵害犯罪防治課程：請參考性別平等教育實質內涵-E5 

4. 家庭教育課程：請參考家庭教育實質內涵 

5. 家庭暴力防治課程：請填寫「融入家庭暴力防治」即可 

 

  



貳、各年級各領域課程計畫(部定課程) 

嘉義縣大林鎮三和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四年級普通班社會課程計畫(表 10-1) 

                                                                                         設計者：四年級教學群                

第二學期 

教材版本 康軒版第四冊 教學節數 每週(3)節，本學期共(60)節 

課程目標 

1.說明家鄉居民為了生活而從事各種產業活動及產業的發展，滿足我們的日常所需。 

2.了解家鄉人口分布的狀況及原因，並以陸海空運輸及訊息傳遞為基礎，理解社會事物發展的過程與關聯。 

3.認識家鄉風貌，及探究特產形成原因，關注家鄉的產業發展和居民活動，用具體的行動愛護家鄉，培養愛護鄉土的情懷。 

4.透過主題探究與實作，引導學生從自身做發想，將興趣與工作結合，並進一步的試想如何讓工作發揮更大的價值，為家鄉盡心力。 

教學進度 

週次 
單元名稱 節數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跨領域統整規劃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一週 第一單元家鄉的產

業 

第 1課家鄉的農、

漁、牧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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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認識與運用科技、

資訊及媒體，並探究其與人

類社會價值、信仰及態度的

關聯。 

1a-Ⅱ-2 分辨

社會事物的

類別或先後

順序。 

 

Ab-Ⅱ-2 自然

環境會影響

經濟的發

展，經濟的

發展也會改

變自然環

境。 

 

1.理解家鄉的農、林、漁、牧業等產

業發展受自然環境的影響，並能理解

產業與自然環境的相關性。 

2.理解家鄉居民為了提升農、漁、牧

產品的品質與產量，會進行產業會進

行科學和技術的研發，改變了產業的

生產方式。 

3.閱讀資料並摘要製作圖表，進而理

解居住地方產業與環境的互動與變

遷。 

【活動一】家鄉的農業 

1.引起動機 

(1)教師準備臺灣常見的農產品圖片、詢問學

生是否知道這些農產品的名稱。 

(2)教師請學生討論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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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二】家鄉的漁業 

1.引起動機：教師引導學生思考「靠山吃

山、靠海吃海」這句話有什麼意思？ 

2.觀察與討論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資訊教育 

資E10 了解資訊科技

於日常生活之重要

性。 

◎科技教育 

科E3 體會科技與個

人及家庭生活的互

動關係。 

 

第二週 第一單元家鄉的產

業 

第 1課家鄉的農、

漁、牧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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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認識與運用科技、

資訊及媒體，並探究其與人

類社會價值、信仰及態度的

關聯。 

1a-Ⅱ-2 分辨

社會事物的

類別或先後

順序。 

2a-Ⅱ-1 關注

居住地方社

會事物與環

境的互動、

差異與變遷

等問題。 

Ab-Ⅱ-2 自然

環境會影響

經濟的發

展，經濟的

發展也會改

變自然環

境。 

 

1.理解家鄉的農、林、漁、牧業等產

業發展受自然環境的影響，並能理解

產業與自然環境的相關性。 

2.理解家鄉居民為了提升農、漁、牧

產品的品質與產量，會進行產業會進

行科學和技術的研發，改變了產業的

生產方式。 

3.閱讀資料並摘要製作圖表，進而理

解居住地方產業與環境的互動與變

遷。 

【活動三】家鄉的畜牧業及產業的轉型 

1.引起動機：教師準備臺灣常見的畜牧業圖

片、詢問學生是否知道有依些人是以飼養這

些禽畜為生。 

2.觀察與討論：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

本第 14頁的課文與圖照及圖說，並回答下列

問題。 

(1)你知道過去家鄉的居民如何飼養禽畜？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海洋教育 

海E4 認識家鄉或鄰

近的水域環境與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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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週 第一單元家鄉的產

業 

第 2課家鄉的工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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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認識與運用科技、

資訊及媒體，並探究其與人

類社會價值、信仰及態度的

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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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Ⅱ-2 分辨

社會事物的

類別或先後

順序。 

2a-Ⅱ-1 關注

居住地方社

會事物與環

境的互動、

差異與變遷

等問題。 

Cc-Ⅱ-1 各地

居民的生活

與工作方式

會隨著社會

變遷而改

變。 

1.體認家鄉工業的發展受科學與技術

的研發，居民的生活與工作方式已隨

著社會變遷而改變。 

2.同理於在工地或工廠工作的居民工

作環境的辛苦，我們應保有尊敬的態

度。 

【活動一】在工地工作的人 

1.引起動機 

(1)教師準備在不同工地工作照片或影片。請

學生想像這些在工地工作的人的可能感受。 

(2)這些感受請學生在各小組討論，並用形容

詞在小白板寫出來，並張貼在黑板上。 

2.觀察與討論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人權教育 

人E6 覺察個人的偏

見，並避免歧視行

為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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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週 第一單元家鄉的產

業 

第 2課家鄉的工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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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認識與運用科技、

資訊及媒體，並探究其與人

類社會價值、信仰及態度的

關聯。 

 

1a-Ⅱ-2 分辨

社會事物的

類別或先後

順序。 

2a-Ⅱ-1 關注

居住地方社

會事物與環

境的互動、

差異與變遷

等問題。 

Ae-Ⅱ-1 人類

為了解決生

活需求或滿

足好奇心，

進行科學和

技術的研

發，從而改

變自然環境

與人們的生

活。 

 

1.體認家鄉工業的發展受科學與技術

的研發，居民的生活與工作方式已隨

著社會變遷而改變。 

2.同理於在工地或工廠工作的居民工

作環境的辛苦，我們應保有尊敬的態

度。 

【活動二】在工廠工作的人 

1.引起動機： 

(1)教師先問學生「是否有家人或親戚朋友在

工廠上班？ 

(2)上班的工廠以生產哪一種產品為主？產品

的生產是以手工或機械製造？ 

2.觀察與討論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人權教育 

人E6 覺察個人的偏

見，並避免歧視行

為的產生。 

◎生涯規劃教育 

涯E8 對工作/教育環

境的好奇心。 

 

 

第五週 第一單元家鄉的產

業 

第 3課家鄉的服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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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Ⅱ-3 舉例

說明社會事

物與環境的

Cc-Ⅱ-1 各地

居民的生活

與工作方式

1.理解個人因生活需求而參與各行業

的經濟活動，並與他人產生合作的關

係。 

【活動一】提供服務的人 

1.引起動機 

(1)教師引導學生發表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資訊教育 

資E10 了解資訊科技

於日常生活之重要

 



業 化，持續調整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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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動、差異

或變遷現

象。 

3a-Ⅱ-1 透過

日常觀察與

省思，對社

會事物與環

境提出感興

趣的問題。 

 

會隨著社會

變遷而改

變。 

2.舉例說明服務業的內容與種類，並

了解服務業形成的原因。 

3.透過日常的觀察，舉例說明提供服

務的人工作方式會隨著科技的研發而

有所改變。 

4.透過觀察與省思，理解服務業工作

形式的改變，發現自己可能有興趣的

職業進而深入研究。 

5.透過提出問題、蒐集資料、摘取重

點並製作簡易的流程圖，了解各行各

業分工合作的關係及對生活的影響。 

食、衣、住、行、育、樂等方面的需求。 

(2)引導學生思考這些需求必須有那些工作

者，才能提供並滿足我們這些生活需求。 

2.觀察與分組討論 

【活動二】服務方式大不同 

1.引起動機： 

(1)教師準備不同餐廳與小吃店廚師的照片或

影片，引導學生思考這些出師提供的服務有

何不同？ 

2.觀察與討論 

 

檔案評量 性。 

◎科技教育 

科E3 體會科技與個

人及家庭生活的互

動關係。 

第六週 第一單元家鄉的產

業 

第 3課家鄉的服務

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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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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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Ⅱ-3 舉例

說明社會事

物與環境的

互動、差異

或變遷現

象。 

 

Cc-Ⅱ-1 各地

居民的生活

與工作方式

會隨著社會

變遷而改

變。 

1.理解個人因生活需求而參與各行業

的經濟活動，並與他人產生合作的關

係。 

2.舉例說明服務業的內容與種類，並

了解服務業形成的原因。 

3.透過日常的觀察，舉例說明提供服

務的人工作方式會隨著科技的研發而

有所改變。 

 

【活動三】生活與職業的轉變 

1.引起動機：教師準備不同的新興職業的資

料、照片或影片、詢問學生是否知道這些職

業的名稱。 

2.觀察與討論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檔案評量 

◎資訊教育 

資E10 了解資訊科技

於日常生活之重要

性。 

◎科技教育 

科E3 體會科技與個

人及家庭生活的互

動關係。 

 

第七週 第二單元家鄉的人

口與交通 

第 1課家鄉人口的

分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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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Ⅱ-2 表達

對居住地方

社會事物與

環境的關

懷。 

 

Ca-Ⅱ-2 人口

分布與自

然、人文環

境的變遷相

互影響。 

1.能實際運用老師指導的查詢方式，

查閱並判讀家鄉行政區的人口數，並

發表影響家鄉人口分布的因素。 

2.能透過觀看影片，發表影片中自然

與人文景觀之間的異同。 

 

【活動一】人口分布大不同 

1.引起動機：教師展示全國人口分布圖，請

同學觀察並發表，從分布圖中，觀察到人口

分布較為密集的地方，是分布在地圖的東部

或西部地區？平地或山地？ 

2.觀察與發表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資訊教育 

資E9 利用資訊科技

分享學習資源與心

得。 

 

第八週 第二單元家鄉的人

口與交通 

第 1課家鄉人口的

分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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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Ⅱ-2 表達

對居住地方

社會事物與

環境的關

懷。 

3c-Ⅱ-1 聆聽

他人的意

見，並表達

自己的看

法。 

Ca-Ⅱ-2 人口

分布與自

然、人文環

境的變遷相

互影響。 

1.能實際運用老師指導的查詢方式，

查閱並判讀家鄉行政區的人口數，並

發表影響家鄉人口分布的因素。 

2.能透過觀看影片，發表影片中自然

與人文景觀之間的異同。 

3.能發表家鄉受到工商業發展、便利

交通的影響，成為近年來人口聚集的

行政區名稱。 

【活動二】家鄉人口的分布 

1.引起動機 

(1)教師播放二部家鄉觀光宣傳影片。 

(2)教師引導學生針對這兩部家鄉觀光宣傳影

片中的地理環境、居住型態、人口多寡，進

行觀察並發表異同之處。 

2.討論與發表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資訊教育 

資E9 利用資訊科技

分享學習資源與心

得。 

 

第九週 第二單元家鄉的人

口與交通 

第 2課家鄉人口的

變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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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透過語言、文字及

圖像等表徵符號，理解人類

生活的豐富面貌，並能運用

多樣的表徵符號解釋相關訊

息，達成溝通的目的，促進

相互間的理解。 

2a-Ⅱ-1 關注

居住地方社

會事物與環

境的互動、

差異與變遷

等問題。 

2a-Ⅱ-2 表達

對居住地方

社會事物與

環境的關

懷。 

 

Ab-Ⅱ-1 居民

的生活方式

與空間利

用，和其居

住地方的自

然、人文環

境相互影

響。 

Ca-Ⅱ-2 人口

分布與自

然、人文環

境的變遷相

互影響。 

1.能透過觀察學校每年新生入學的班

級人數及透過繪製家中子女人數變化

折線圖，來判斷家鄉人口變化情形。 

2.能透過閱讀與觀察人口統計圖，發

表影響人口遷移的現象以及影響因

素。 

3.能說出家鄉人口遷移的現象及影響

因素，並提出解決策略。 

4.能關懷家鄉目前所面臨的人口問

題，並提出解決策略。 

5.能經由小組合作發揮創意，提出具

有吸引力的政策口號及相關策略。 

【活動一】家鄉人口特搜隊 

1.引起動機：《臺灣登上世界紀錄的小學》 

(1)老師展示 1980年代，臺北縣(現今改制為

新北市)永和市秀朗國小學生在操場升旗老照

片。 

(2)教師揭示現今新北市永和秀朗國小學生總

數大概為三千多人。 

【活動二】家鄉人口的遷移 

1.引起動機：請學童發表自己搬家的經驗，

讓學童了解人口遷移的概念。 

(2)教師播放近年來臺灣曾經歷經的重大天災

相關影片，讓學生透過影片，感受大自然的

威力，也喚醒學生環境保育的重要性。 

2.觀察與發表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防災教育 

防E3 臺灣曾經發生

的重大災害及其影

響。 

◎環境教育 

環E12 養成對災害的

警覺心及敏感度，

對災害有基本的了

解，並能避免災害

的發生。 

◎資訊教育 

資E9 利用資訊科技

分享學習資源與心

得。 

 

第十週 第二單元家鄉的人

口與交通 

第 2課家鄉人口的

變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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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透過語言、文字及

圖像等表徵符號，理解人類

生活的豐富面貌，並能運用

多樣的表徵符號解釋相關訊

息，達成溝通的目的，促進

相互間的理解。 

2a-Ⅱ-1 關注

居住地方社

會事物與環

境的互動、

差異與變遷

等問題。 

2a-Ⅱ-2 表達

對居住地方

社會事物與

環境的關

懷。 

 

Ab-Ⅱ-1 居民

的生活方式

與空間利

用，和其居

住地方的自

然、人文環

境相互影

響。 

Ca-Ⅱ-2 人口

分布與自

然、人文環

境的變遷相

1.能透過觀察學校每年新生入學的班

級人數及透過繪製家中子女人數變化

折線圖，來判斷家鄉人口變化情形。 

2.能透過閱讀與觀察人口統計圖，發

表影響人口遷移的現象以及影響因

素。 

3.能說出家鄉人口遷移的現象及影響

因素，並提出解決策略。 

4.能關懷家鄉目前所面臨的人口問

題，並提出解決策略。 

5.能經由小組合作發揮創意，提出具

有吸引力的政策口號及相關策略。 

【活動三】人口問題與政策因應 

1.引起動機： 

(1)教師將全班分組，依據學習單所調查家鄉

這十年來人口移出或移入的實際情形，透過

「事實」、「感受」、「想法」和「行動」的提

問，分析家鄉人口遷移現況及因應對策。並

記錄在小白板上。 

(2)教師請每組派代表上臺，分析思考家鄉近

十年人口數字的呈現的現象，以及影響的因

素為何？ 

2.觀察與發表：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42-

43頁課文及圖片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防災教育 

防E3 臺灣曾經發生

的重大災害及其影

響。 

◎資訊教育 

資E9 利用資訊科技

分享學習資源與心

得。 

 



互影響。  

第十一週 第二單元家鄉的人

口與交通 

第 3課家鄉的運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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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認識與運用科技、

資訊及媒體，並探究其與人

類社會價值、信仰及態度的

關聯。 

1a-Ⅱ-2 分辨

社會事物的

類別或先後

順序。 

1b-Ⅱ-1 解釋

社會事物與

環境之間的

關係。 

 

Ab-Ⅱ-2 自然

環境會影響

經濟的發

展，經濟的

發展也會改

變自然環

境。 

 

1.認識陸、海、空交通運輸的發展，

理解自然環境影響運輸方式並分析其

特色。 

2.關注運輸發展對自然環境帶來的改

變，思考可能對人類生存造成的變遷

與威脅。 

3.覺察人類為保護受到經濟開發破壞

的自然環境，所做的補救措施，思考

可能的平衡經濟與環境的方式。 

【活動一】多樣化的運輸方式及陸上運輸 

1.引起動機──搭乘過的運輸工具 

(1)教師請學生在個人的小白板上，將自己搭

乘過的交通運輸工具都寫出來。 

(2)師生核對課前預習的答案，並請學生將小

白板上寫出來搭乘過的運輸工具，依陸

(黑)、海(藍)、空(紅)種類做顏色圈選，並與

小組同學分享彼此哪種搭乘經驗最多？哪種

最讓自己印象深刻？  

口語評量 

紙筆評量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環E4 覺知經濟發展

與工業發展對環境

的衝擊。 

◎科技教育 

科E3 體會科技與個

人及家庭生活的互

動關係。 

 

第十二週 第二單元家鄉的人

口與交通 

第 3課家鄉的運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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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認識與運用科技、

資訊及媒體，並探究其與人

類社會價值、信仰及態度的

關聯。 

1a-Ⅱ-2 分辨

社會事物的

類別或先後

順序。 

 

Ab-Ⅱ-2 自然

環境會影響

經濟的發

展，經濟的

發展也會改

變自然環

境。 

 

1.認識陸、海、空交通運輸的發展，

理解自然環境影響運輸方式並分析其

特色。 

2.關注運輸發展對自然環境帶來的改

變，思考可能對人類生存造成的變遷

與威脅。 

3.覺察人類為保護受到經濟開發破壞

的自然環境，所做的補救措施，思考

可能的平衡經濟與環境的方式。 

【活動二】多樣化的運輸方式及陸上運輸 

1.引起動機： 

(1)請學生將蒐集到的水上及空中運輸工具跟

小組同學輪流介紹，若其他人已經介紹過的

就不要重複，並由負責記錄的同學寫在小白

板上，將運輸工具分為水上和空中兩區。 

(2)教師提問「課前預習」 

 

口語評量 

紙筆評量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環E4 覺知經濟發展

與工業發展對環境

的衝擊。 

◎科技教育 

科E3 體會科技與個

人及家庭生活的互

動關係。 

 

第十三週 第二單元家鄉的人

口與交通 

第 4課訊息的傳遞 

3 社-E-B2 認識與運用科技、

資訊及媒體，並探究其與人

類社會價值、信仰及態度的

關聯。 

社-E-C1 培養良好的生活習

慣，理解並遵守社會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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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Ⅱ-2 分辨

社會事物的

類別或先後

順序。 

2c-Ⅱ-1 省思

個人的生活

習慣與在群

體中的角色

扮演，尊重

人我差異，

避免對他人

產生偏見。 

Da-Ⅱ-1 時間

與資源有

限，個人須

在生活中學

會做選擇。 

1.覺察通訊發展的順序覺察其與科技

發展、人類需求有關。 

2.理解通訊設備不只帶來生活的便利

性，也造成人們的生活型態改變，思

辨人類在使用這些設備上應具備的規

範。 

3.從檢視過往發生的網路事件或自己

的生活經驗中，省思應扮演的角色態

度，培養資訊安全素養。 

【活動一】訊息傳遞的發展 

1.引起動機—妙傳訊息 

(1)請學生分組進行「妙傳訊息」遊戲，每組

成一排、每人只能看見組員的背影，由最後

一位學生抽看字卡，且限定使用字卡上指定

的方式將答案一位傳一位，傳到最前面一位

時，由該學生將答案寫在黑板上，限時內完

成。 

【活動二】網路通訊的功能與影響 

1.引起動機—網路霸凌的殺傷力 

 

口語評量 

紙筆評量 

實作評量 

◎科技教育 

科E3 體會科技與個

人及家庭生活的互

動關係。 

◎資訊教育 

資E10 了解資訊科技

於日常生活之重要

性。 

資E12 了解並遵守資

訊倫理與使用資訊

科技的相關規範。 

 

第十四週 第三單元家鄉風情

畫 

第 1課家鄉的風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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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體驗生活中自然、

族群與文化之美，欣賞多元

豐富的環境與文化內涵。 

1a-Ⅱ-3 舉例

說明社會事

物與環境的

互動、差異

或變遷現

象。 

2a-Ⅱ-2 表達

對居住地方

社會事物與

環境的關

懷。 

Bb-Ⅱ-1 居民

的生活空間

與生活方式

具有地區性

的差異。 

1.觀察家鄉居民生活環境，認識家鄉

自然環境與人文風貌特色。 

2.透過探究與觀察，了解不同地區居

民的生活，具有地區性的差異。 

3.培養珍視、愛護家鄉的觀念。 

【活動一】家鄉自然景觀窗 

1.引起動機： 

(1)教師請學生閱讀繪本「我的家鄉真美麗」

臺灣篇，共同討論文章中出現哪些臺灣美麗

的風貌？ 

(2)教師說明臺灣各地有許多吸引人的自然景

觀及人文風貌，都是家鄉重要的資源。 

2.觀察與發表 

【活動二】家鄉人文望遠鏡 

1.引起動機：教師詢問學生有沒有和家人到

傳統市埸或夜市的經驗，分享自己的經驗。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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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文化教育 

多E6 了解各文化間

的多樣性與差異

性。 

 

第十五週 第三單元家鄉風情

畫 

第 1課家鄉的風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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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體驗生活中自然、

族群與文化之美，欣賞多元

豐富的環境與文化內涵。 

1a-Ⅱ-3 舉例

說明社會事

物與環境的

互動、差異

或變遷現

象。 

2a-Ⅱ-2 表達

對居住地方

社會事物與

環境的關

懷。 

Ab-Ⅱ-1 居民

的生活方式

與空間利

用，和其居

住地方的自

然、人文環

境相互影

響。 

Bb-Ⅱ-1 居民

的生活空間

與生活方式

具有地區性

的差異。 

1.觀察家鄉居民生活環境，認識家鄉

自然環境與人文風貌特色。 

2.透過探究與觀察，了解不同地區居

民的生活，具有地區性的差異。 

3.培養珍視、愛護家鄉的觀念。 

【活動三】我的家鄉最美 

1.引起動機： 

(1)教師說明曾有旅遊網業者舉辦「我的家鄉

最美」網路票選，吸引不少民眾關注，紛紛

上網分享對家鄉印象的故事或照片。 

(2)藉由此活動，讓學生了解每個人對自己家

鄉的印象都不同，都有屬於自己的記憶。 

2.記錄與展示：教師指導學生將自己對家鄉

自然及人文風貌記錄下來。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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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文化教育 

多E6 了解各文化間

的多樣性與差異

性。 

 

第十六週 第三單元家鄉風情

畫 

第 2課家鄉的特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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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體驗生活中自然、

族群與文化之美，欣賞多元

豐富的環境與文化內涵。 

1a-Ⅱ-3 舉例

說明社會事

物與環境的

互動、差異

或變遷現

象。 

1b-Ⅱ-1 解釋

社會事物與

Ab-Ⅱ-2 自然

環境會影響

經濟的發

展，經濟的

發展也會改

變自然環

境。 

 

1.覺察家鄉自然環境與經濟發展相互

影響，認識家鄉的主要物產。 

2.探討特產和環境的關係，了解家鄉

經濟活動的變遷。 

3.透過觀察不同家鄉居民的生活情

形，了解家鄉特產相關活動的發展。 

【活動一】一鄉一特產 

1.引起動機： 

(1)教師詢問學生跟家人到其他鄉鎮旅遊，曾

經購買哪些當地著名的農產品或是加工產

品？說說看購買的經驗。 

(2)藉由發表活動，讓學生了解這些不同地方

特殊的物產都是家鄉的特產。 

2.觀察與發表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多元文化教育 

多E6 了解各文化間

的多樣性與差異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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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環境之間的

關係。 

【活動二】特產萬花筒 

1.引起動機： 

(1)教師請學生描述自己或家人平常使用的

傘，其外觀、顏色、功用為何？ 

(2)學生發表完，教師展示油紙傘實物或圖

片，學生比較和自己家中的傘有什麼不同的

地方？ 

2.觀察與發表 

衡、與完整性。 

第十七週 第三單元家鄉風情

畫 

第 2課家鄉的特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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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體驗生活中自然、

族群與文化之美，欣賞多元

豐富的環境與文化內涵。 

1a-Ⅱ-3 舉例

說明社會事

物與環境的

互動、差異

或變遷現

象。 

1b-Ⅱ-1 解釋

社會事物與

環境之間的

關係。 

Ab-Ⅱ-2 自然

環境會影響

經濟的發

展，經濟的

發展也會改

變自然環

境。 

 

1.覺察家鄉自然環境與經濟發展相互

影響，認識家鄉的主要物產。 

2.探討特產和環境的關係，了解家鄉

經濟活動的變遷。 

3.透過觀察不同家鄉居民的生活情

形，了解家鄉特產相關活動的發展。 

【活動三】推廣家鄉特產 

1.展示與發表：教師指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72-

73頁的課文及圖片，並展示師生共同蒐集的

各地特產活動宣傳廣告，針對下列問題進行

討論。 

(1)對於這些宣傳廣告你有什麼想法，你覺得

有沒有達到宣傳特產的目的？ 

(2)你曾經參加過哪些地方的特產活動？你有

什麼感覺？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多元文化教育 

多E6 了解各文化間

的多樣性與差異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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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衡、與完整性。 

 

第十八週 第三單元家鄉風情

畫 

第 3課愛我家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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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體驗生活中自然、

族群與文化之美，欣賞多元

豐富的環境與文化內涵。 

1a-Ⅱ-3 舉例

說明社會事

物與環境的

互動、差異

或變遷現

象。 

2a-Ⅱ-1 關注

居住地方社

會事物與環

境的互動、

差異與變遷

等問題。 

Ab-Ⅱ-2 自然

環境會影響

經濟的發

展，經濟的

發展也會改

變自然環

境。 

Ca-Ⅱ-1 居住

地方的環境

隨著社會與

經濟的發展

而改變。 

1.透過觀察居住地方的環境，察覺家

鄉問題發生的原因及影響。 

2.探究居住地方環境改變情形，表達

對家鄉的關愛。 

3.主動發現家鄉的問題，並尋求解決

的方法。 

【活動一】家鄉的問題 

1.引起動機： 

(1)教師說明曾有雜誌社以網路票選方式，選

出臺灣最適宜居住的鄉鎮，主要評比項目有

友善、乾淨、特色等。 

(2)教師請學生描繪出心中理想的居住環境，

並發表分享，看看學生注重哪些方面。 

2.觀察與發表 

【活動二】家鄉新風貌 

1.引起動機： 

(1)教師說明這些都是臺灣傳統文化，有些目

前已逐漸流失。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檔案評量 

◎環境教育 

環E3 了解人與自然

和諧共生，進而保

護重要棲地。 

環E4 覺知經濟發展

與工業發展對環境

的衝擊。 

 

第十九週 第三單元家鄉風情

畫 

第 3課愛我家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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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Ⅱ-3 舉例

說明社會事

物與環境的

互動、差異

或變遷現

象。 

 

Ca-Ⅱ-1 居住

地方的環境

隨著社會與

經濟的發展

而改變。 

1.透過觀察居住地方的環境，察覺家

鄉問題發生的原因及影響。 

2.探究居住地方環境改變情形，表達

對家鄉的關愛。 

3.主動發現家鄉的問題，並尋求解決

的方法。 

【活動三】愛鄉動起來 

1.引起動機： 

(1)教師說明每年農曆過年前，政府訂定「國

家清潔月」，鼓勵各區里民眾一同參與社區

清潔工作，為家鄉環境整潔盡心力。 

(2)教師調查曾經參與過社區清掃活動的學生

人數，並請他們分享參與活動的情形。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檔案評量 

◎環境教育 

環E3 了解人與自然

和諧共生，進而保

護重要棲地。 

環E4 覺知經濟發展

與工業發展對環境

的衝擊。 

 

第廿週 主題探究與實作 

家鄉的徽章 

3 社-E-B3 體驗生活中自然、

族群與文化之美，欣賞多元

豐富的環境與文化內涵。 

社-E-C3 解自我文化，尊重

與欣賞多元文化，關心全球

議題。 

2b-Ⅱ-2 感受

與欣賞不同

文化的特

色。 

3b-Ⅱ-3 整理

資料，製作

成簡易的圖

表，並加以

說明。 

Bb-Ⅱ-1 居民

的生活空間

與生活方式

具有地區性

的差異。 

1.透過課文與圖片的觀察與討論，覺

察透過家鄉居民的分工與互動，能夠

讓家鄉變得更美好。 

2.探究生活需求、個人興趣、工作以

及居住的家鄉彼此的互動關係。 

3.能夠透過規畫未來的工作內容，表

達對家鄉的關懷。 

【活動一】為家鄉盡心力－工作大探究 

1.引起動機─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86-87頁圖片與

圖照文字說明，請同學發表閱讀後的感受。 

(2)教師展示具特色的家鄉照片以及對家鄉有

貢獻的人物故事，請學生分享看到照片的感

受。 

【活動二】我的未來工作 

1.引起動機：教師先將海報張貼在黑板上，

再一次簡述探究活動可以分成四個步驟進

行，步驟一：發現問題；步驟二：蒐集資

料、步驟三：整理分析、步驟四：行動省

思。 

【活動三】家鄉未來快報 

1.引起動機：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92頁

圖片與圖照文字說明，請同學用螢光筆標示

出三則報導人物的工作以及為家鄉盡心力的

具體事蹟。 

2.探究活動步驟四：行動省思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人權教育 

人E4 表達自己對一

個美好世界的想

法，並聆聽他人的

想法。 

◎國際教育 

國E3 具備表達我國

文化特色的能力。 

 

註 1：請於表頭列出第一、二學期，屬於一、二、三、四或五年級(112學年度適用新課綱)，以及所屬學習領域（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藝術、綜合活動、健康與體育）。 

註 2：議題融入部份，請填入法定議題及課綱議題。 

註 3：「學習目標」應結合「學習表現」(動詞)與「學習內容」(名詞)，整合為學生本單元應習得的學科本質知能。 

註 4：「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需呈現領綱完整文字，非只有代號。 

註 5：議題融入應同時列出實質內涵，而非只有代號或議題名稱(請參考教育部議題融入說明手冊)。例如：性別平等教育    性 E5 認識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的概念及其求助管道。 



註 6：法律規定教育議題如於領域課程融入，其實質內涵之填寫請參考以下文件 

1. 環境教育：請參考環境教育議題實質內涵 

2. 性別平等教育：請參考性別平等教育實質內涵 

3. 性侵害犯罪防治課程：請參考性別平等教育實質內涵-E5 

4. 家庭教育課程：請參考家庭教育實質內涵 

5. 家庭暴力防治課程：請填寫「融入家庭暴力防治」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