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縣民雄鄉興中國民小學１１２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集中式特教班綜合活動領域全組課程教學進度總表(表 10-3)    

                                                                                                                                  設計者：林曉君 
一、教材來源： □自編  ■編選-參考教材翰林版一二年級生活領域課本、翰林版三四五六年級綜合課本及網路資源   

二、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中高年級 2節，低年級 1節      

三、教學對象：特教班智能障礙 2年級 1人(握筆能力差，需協助才能正確描寫)、3年級 1人(口語能力差，只能說出關鍵語詞，握筆能力不佳，只能進行簡單描寫)、5 年級 2 人、6年級 2人、自閉症 5年級 1人

(口語能力差，只能說出關鍵語詞)共 7人    

四、核心素養、學年目標、評量方式 

領域核心素養 調整後領綱學習表現 調整後領綱學習內容 學年目標 評量方式 

生活領域 

A 自主行動：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的連

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自己有正

向的看法，進而愛惜自己，同時透

過對生活事物的探索與探究，體會

與感受學習的樂趣，並能主動發現

問題及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B 溝通互動：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元的表

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法、與人溝

通，並能同理與尊重他人想法。 

C 社會參與：  

生活-E-C1 覺察自己、他人和環境

的關係，體會生活禮儀與團體規範

的意義，學習尊重他人、愛護生活

環境及關懷生命，並於生活中實

踐，同時能省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

扮演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他人

合作的情況下，為改善事情而努力

或採取改進行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與行

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有所影

響，用合宜的方式與人友善互動，

願意共同完成工作任務，展現尊

重、溝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綜合活動領域 

A 自主行動： 

綜-E-A1 

認識個人特質，初探生涯發展，覺

察生命變化歷程，激發潛能，促進

身心健全發展。 

綜-E-A2 探索學習方法，培養思考

能力與自律負責的態度，並透過體

驗與實踐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第一學習階段(生活領域) 

悅納自己 

1-I-1 簡單分享對自己及相關人、事的感

受。簡化與減量 

探究事理體驗 

2-I-1以感官和觀察發現生活中的人、事、

校園與社區的特性。簡化減量 

2-I-4 在發現校園內的危險與可能發生的

災害，學習如何避開或逃生的方法。分解 

樂於學習 

3-I-1願意參與學習、戶外教育、防災等， 

表現好奇心。分解 

表現合宜的行為與態度 

6-I-4 關懷生活中的人。減量 

與人合作 

7-I-1以對方能理解簡單語彙，表達對人、 

事、物的想法。簡化 

7-I-2 嘗試理解與傾聽他人的想法。簡化 

7-I-4能為家人、同學簡單制定共同目標，

並一起完成。簡化減量 

第二學習階段 

(1) 自我與生涯發展 

1a-II-1 能知道每個人都有優點和缺點。

簡化減量  

1b-II-1 能夠提醒自己上課專心，老師出

的家課能認真完成。重整 

1c-II-1  

→能認識 6種工作，並覺察工作的意義。

減量 

(2)生活經營與創新 

2a-II-1  

能察覺自己的人際溝通方式，展現合宜的

互動技巧。減量  

2b-II-1 

在老師的協助下能與同學合作完成老師交

第一學習階段(生活領域) 

A-I-1 生命成長現象的認識。不調整 

A-I-3 自我省思。不調整 

B-I-2 社區、校園環境之美的體認。減量 

B-I-3 環境的探索與愛護。不調整 

C-I-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法。減量 

D-I-1 自我與他人關係的認識、美食文化。重整 

D-I-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不調整 

D-I-4 共同簡單的工作並相互協助。簡化 

E-I-1 校園習慣的養成。減量 

第二學習階段 

Aa-II-1 自己能做的事。不調整 

Ab-II-2  

上課鐘響馬上進教室，上課專心，認真完成家

課。重整 

Ac-II-3  

認識 6 種工作的性質及貢獻。簡化  

Ba-II-2 

和人良好的互動與技巧。重整 

Bb-II-1  

團隊合作的意義，與同學合作完成老師交代的任

務。簡化減量 

Ca-II-3  

生活周遭常見危機與天然災害的辨識與處理-颱

風、地震。重整 

Cc-II-1 Cc-II-2  

世界上不同的美食文化。重整 

第三學習階段 

Aa-III-1自己與他人特質的欣賞及接納。不調

整 

Ab-III-2  

良好的學習習慣與負責任的態度。重整 

Ac-III-2職業興趣。 

8種職業的認識與對職業的興趣。簡化 

Ba-III-1  

第一學習階段(生活領域) 

1.能夠落實良好的學習習慣，上課鐘響馬上進教室，上

課專心，家課亦能按時完成，與同學及家人相處能夠表

現良好的禮節。(議題：家庭教育) 

2.能夠傾聽並理解他人的想法，在老師的協助下能與同

學合作完成老師交代的任務。 

3.能知道工作的意義並知道 3種工作的性質及貢獻。 

4.能察覺生活中的危險與災害，並知道預防的方法和注

意事項。(議題：防災教育) 

5.能夠認識世界上 2個不同國家及它們的美食文化，並

能夠用包容的態度面對不同文化。 
第二學習階段(綜合活動領域) 

1.能了解自己在家庭、學校中的責任及角色，家課亦能

按時完成。(議題：家庭教育) 

2.能知道自己和同學的優點、缺點和感興趣的事，並彼

此欣賞接納。 

3.能知道工作的意義並知道 6種工作的性質及貢獻。 

4.能做個有禮貌的人，知道跟別人相處的技巧。 

5.在老師的協助下能與同學合作完成老師交代的任務。 

6.能察覺生活中的危險與災害，並知道預防的方法、注

意事項以解決困境。(議題：防災教育) 

7.能夠認識世界上 2個不同國家及它們的美食文化，並

能夠用包容的態度面對各個不同文化。 
第三學習階段(綜合活動領域) 

1.能了解自己在家庭、學校中的角色及責任。(議題：家

庭教育) 

2.能知道自己和同學的優點、缺點和感興趣的事，並彼

此欣賞接納。 

3.能知道工作的意義並知道 10 種工作的性質及貢獻，

並能知道自己以後會升國中，從認識各種工作中，在老

師的引導下能思考自己的興趣在哪裡。 

4.能夠覺察多元性別互動的方式與情感，並遵守界線與

禮節。(議題：性侵害犯罪防治教育) 

5.能與同學合作完成老師交代的任務。 

6.能察覺生活中的危險與災害，並知道預防的方法、注

依學生能力進行多元評量，如觀

察、實作、口頭、指認等方式交互

使用。 

  

 

 

 

 

 

 

 

 

 

 

 



B 溝通互動：  

綜-E-B1 

覺察自己的人際溝通方式，學習合

宜的互動與溝通技巧，培養同理

心，並應用於日常生活。 

C 社會參與：  
綜-E-C1 

關懷生態環境與周遭人事物，體驗

服務歷程與樂趣，理解並遵守道德

規範，培養公民意識。 

綜-E-C2 

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動，學

習尊重他人，增進人際關係，與團

隊成員合作達成團體目標。 

 

代的任務。簡化減量 

(3)社會與環境關懷 

3a-II-1  

認識生活中常見天然災害及面對天然災害

的注意事項。重整 

3c-II-1  

能夠認識世界上不同文化的國家 3 個，並

能夠用包容的心面對各族群。重整 

第三學習階段 

(1)自我與生涯發展 

1a-III-1欣賞並接納自己與他人。不調整 

1b-III-1 

能夠落實良好的學習習慣與負責任的態

度。重整 

1c-III-1  

能知道自己即將升國中，從認識各種工作

中，在老師的引導下能思考自己的興趣在

哪裡。重整 

(2)生活經營與創新 

2a-III-1  

能覺察多元性別的互動方式與情感表達。

減量 

2b-III-1  

在老師的提醒下，能夠參與活動並與同學

合作完成老師交代的任務。重整 

(3)社會與環境關懷 

3a-III-1  

認識生活中常見天然災害及面對天然災害

的注意事項。重整 

3c-III-1  

能夠認識世界上不同文化的國家 3 個，並

能夠用包容的心面對各族群的文化。重整 

 

多元性別互動的技巧。重整 

Bb-III-3 

團隊合作的際技巧，參與活動並與同學合作完成

老師交代的任務。重整 

Ca-III-3  

生活周遭常見危機與天然災害的辨識與處理-颱

風、土石流、雷電、地震。分解簡化減量 

Cc-III-1 Cc-III-4  

多元文化的認識與欣賞－美食文化、宗教。重整 

 

意事項以解決困境。(議題：防災教育) 

7.能夠認識世界上 3 個不同的國家及它們的美食文化

及 2種宗教，並能夠用包容的態度面對各個不同文化。 

 

 

 

 

 

 

五﹑本學期課程內涵：第一學期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第一-五週 

 

 

單元一 

對自己負責 

 

第一學習階段 

1.能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上課鐘響馬上進教室。 

2.上課專心聽講，家課按時完成。 

3.能簡單知道學校一天的生活作息和規範，展現合宜的行為。 

第二、三學習階段 

1.能了解自己在家庭、學校中擔任的角色。 

2.能簡單說出自己的在家庭與學校中所應盡的責任。 
3.能簡單分享自己在家及學校的責任任務和感受。 

第一學習階段 

1.從 ppt中讓學生分辨什麼學習習慣是好的。 

2.教師提供增進認識朋友的小技巧，例如主動和他打招呼、下

課一起玩等。 

3.教師提供課表，讓學生認識一天的作息。 

4.教導學校的規範，例如走廊不奔跑、玩遊樂器材要排隊等。 

第二、三學習階段 
1.教師詢問學生在家庭及學校中的角色應該做好哪些事情?如: 

寫作業、擦桌子等。 

2.教師請家長協助提醒學生在家以及在學校的任務。 



3.教師與學生統整列表，並正向鼓勵學生發表自己在家庭中以

及在學校扮演的角色。 

第六-十週 單元二 

生活中的夥伴 
第一學習階段 

1.能表達出可以與同學一起做的休閒活動兩項。 

2.在老師的協助下能實際以製作卡片的方式，增進友誼。 

第二、三學習階段 

1.能說出兩個以上能增進與家人/同學互動的情境。 

2.能實際遵守增進與家人關係的小技巧至少兩項。 

第一學習階段 

1.介紹交朋友的好處，例如讓校園生活更精彩、可以互相幫忙

等。 

2.可以跟好朋友一起做的休閒，例如一起玩遊戲等。 

3.選擇其中一方式增進友誼-寫卡片，並實際寫卡片送給同

學。 

第二、三學習階段 

１.那些情境可以增加跟家人/同學的互動，例如吃飯時、

下課時、寫功課時等。 

2.小技巧眼神注視對方、不玩手機，耐心傾聽。 

3.制定與實施:提供簡單的紀錄檢核表，讓學生可以與家人完

成紀錄。 

4.完成後，進行簡單的分享歷程與感受。 

第十一-十五週 

 

單元三 

認真工作很重要 
第一學習階段 

1.能認識生活中 3種為我們服務的人。 

第二學習階段 

1.知道工作的意義。 

2.認識 6種工作的性質及貢獻。 

3.知道自己身為學生的本分。 

4.藉由團體工作，培養學生做事情認真的態度與責任感。(把東西分堆、小瓶子

開關組合、摺布) 

第三學習階段 

1.知道工作的意義。 

2.認識 10 種工作的性質及貢獻。 

3.知道自己身為學生的本分。 

4.藉由團體工作，培養學生做事情認真的態度與責任感。 

5.能夠知道自己即將畢業，在老師的引導下，能思考自己的興趣。 

第一、二、三學習階段 

1.藉由視聽媒體，讓學生認識各種工作，並引導他們認識工作

的意義。 

2.藉由視聽媒體讓學生認識工作的內容和貢獻。 

3.引導學生認識自己的本分是做個認真、乖巧的學生。 

4.從團體工作的操作活動中，培養學生做事情的認真態度與責

任感。(二、三) 

5.引導學生思考自己的興趣及以後想從事的工作。(二、三) 

第十六-二十一週 

 

單元四 

和別人相處的技巧 

 

 

 

 

 

 

第一學習階段 

1.看到同學、家人能主動打招呼。 

2.能關心別人。 

第二學習階段 

1.看到家人、同學或師長會主動跟他們打招呼。 

2.要離開家人、同學或師長時會跟他們說再見。 

3.當有人幫助自己的時候，會跟他說謝謝。 

4.不小心弄到別人的時候會跟他說對不起。 

5.需要別人幫忙的時候，會說請問、請幫忙。 

第三學習階段 

1.能夠將問候語及請、謝謝、對不起應用到多元性別的互動中。 

2.和別人互動的時候能保持適當的距離。 

3.和別人互動時不隨便和別人有肢體的接觸。 

第一、二、三學習階段 

1.將生活中常用有禮貌的話如早安、晚安、你好、再見、謝

謝、對不起、請等做成詞條，教導學生在什麼情境要說哪一句

有禮貌的話。 

2.從視聽媒體中呈現情境，問學生這樣的情境該說什麼有禮貌

的話。 

3.讓學生角色扮演，練習在適當的情境中說出有禮貌的話。 

4.從視聽媒體中引導學生如何關心別人。 

5.視聽媒體播放多元性別互動相關影片，引導學生思考多元性

別互動的注意事項。(三) 

 

 

 



第二學期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第一-五週 

 

單元一 

大家一起來合作 

 

 

 

 

 

 

 

 

 

第一學習階段 

1.在老師的舉例下能夠知道團隊合作的重要。 

2.在老師的提示下能夠跟同學一起把窗戶擦乾淨。 

3.能夠將清掃用具收拾好。 

4.在老師的提示下能夠跟同學一起幫花圃澆水。 

5.能夠將澆水的用具收拾好。 

第二、三學習階段 

1.能夠知道團隊合作可以產生力量。 

2.能夠和同學一起把教室掃乾淨。 

3.能夠和同學一起把教室拖乾淨。 

4.能夠和同學一起合作整理花圃。 

5.能夠將用具收拾好放回原處。 

第一、二、三學習階段 

1.從視聽媒體的動畫舉例，讓學生瞭解團隊合作的重要。 

2.告訴學生我們一起玩闖關遊戲，大家要合作完成一些任務。 

3.介紹常用的打掃工具，老師分配學生負責的打掃任務，請學

生分工合作把教室打掃乾淨，並將打掃用具收拾好。 

4.老師指導學生合作完成澆水、摘菜、拔草等整理工作。 

5.老師獎勵認真做事、和同學團隊合作的學生。 

第六-十週 單元二 

校園中的危險 

 

 

 

第一學習階段 

1.能察覺校園中有哪些區域比較危險。 

2.能表達出危險區域可能造成的傷害 3項。 

第二、三學習階段 

1.能表達出校園內較危險的區域 5個。 

2.能說出如何做可以避免危險的產生。  

 

第一學習階段 

1.教師播放校園危險的新聞影片及呈現 PPT講解，引導學生察

覺校園內可能存在的危險。 

2.參與尋找任務，指認出校園那些地方危險。 

3.辨別校園中哪些地方盡量避免去。 

第二、三學習階段 

1.教師播放校園危險的新聞影片呈現 PPT講解，引導學生察覺

校園內可能存在的危險。 

2.找出校園中危險的地方:實際帶學生巡視校園，說明如何避免 

危險發生。 

3.討論可能會造成的危險影響。 

 

第十一-十五週 單元三 

天然災害的認識與注意事項 

 

 

 

 

第一學習階段 

1.能辨別天災發生時校園中的危險情境。 

2.能認識逃生的標誌與路線。 

3.一學年能進行地震防災演練兩次。 

第二、三學習階段 

1.認識常見的天然災害-颱風、雷電、地震、土石流。 

2.能認識颱風的預防與注意事項。 

3.能認識地震的預防與注意事項。 

4.能認識土石流的預防與注意事項。(高) 

5.能辨識逃生標誌與逃生路線。 

6.能說出校園內的可能出現的災害兩項。 

7.每學年能進行兩種防災演練兩次。 

第一、二、三學習階段 

1.從 PPT中讓學生了解天然災害發生時校園中的危險情境。 

2.藉由網路資源的視聽媒體引導學生認識常見的天然災害-地

震，並了解地震的預防與注意事項。 

3.認識地震逃生路線，進行校園地震防災演練。 

4.教師介紹逃生標誌圖片，解釋這些標誌代表的涵義。 

5.藉由網路資源的視聽媒體引導學生認識常見的天然災害-颱

風，並了解颱風的預防與注意事項。(第二、三學習階段) 

6.藉由網路資源的視聽媒體引導學生認識常見的天然災害-土石

流，並了解土石流的預防與注意事項。(第三學習階段) 

7.綜合練習，呈現災害圖片並詢問學生，這是屬於哪一樣天然

災害，並知道災害的注意事項，釐清學生的觀念。 

第十六-二十週 單元四 

多元文化在台灣 

 

 

 

 

 

 

第一學習階段 

1.能認識 2個不同的國家名稱。 

2.能認識 2個不同國家的美食。 

3.能用包容的態度面對不同的國家。 

第二學習階段 

1.認識 2個不同的國家。 

2.認識在台灣常見的多元文化美食-泰國料理打拋飯、辣蝦湯、青木瓜沙拉。 

第一學習階段 

1.藉由網路資源讓學生認識 2個不同的國家。 

2.藉由網路資源的視聽媒體讓學生了解在台灣常見的多元文化

美食-泰式料理、日本壽司--。 

第二學習階段 

1.藉由 PPT及網路資源讓學生認識 2個不同的國家-泰國、日

本。 



 

 

 

3.認識在台灣常見的多元文化美食-日本壽司。 

4.能用包容的態度面對不同的國家。 

第三學習階段 

1.認識 3個不同的國家。 

2.認識在台灣常見的多元文化美食-越南河粉、泰國料理打拋飯、辣蝦湯、青木

瓜沙拉、印尼巴東牛肉、炒飯。 

3.認識多元文化的宗教-佛教。 

4.認識多元文化的宗教-伊斯蘭教。 

 

2.藉由網路資源的視聽媒體讓學生了解在台灣常見的多元文化

美食-泰國料理打拋飯、辣蝦湯、青木瓜沙拉。 

3.藉由網路資源的視聽媒體讓學生了解在台灣常見的多元文化

美食-日本壽司。 

4.引導學生說出自己最喜歡吃哪一種多元文化的美食。 

5.引導學生對多元文化抱持著尊重包容的態度。 

第三學習階段 

1.藉由 PPT及網路資源讓學生認識 3個不同的國家-越南、泰

國、印尼。 

2.藉由 PPT及網路資源讓學生認識 3種多元文化的美食。 

3.藉由網路資源的視聽媒體，讓學生了解多元文化的宗教-佛

教。 

4.藉由網路資源的視聽媒體，讓學生了解多元文化的宗教-伊斯

蘭教。 

5.呈現照片或影片讓學生說說看這是屬於哪一種多元文化的宗

教。 

註 1：請分別列出第一學期及第二學期學習領域（語文、數學、自然科學、綜合、藝術、健體、社會等領域）之教學計畫表。 

註 2：接受巡迴輔導學生領域課程亦使用本表格，請巡迴輔導教師填寫後交給受巡迴輔導學校併入該校課程計畫。 

註 3：5-6 年級採用九年一貫課程者，領域核心素養無需填寫，領綱學習重點/調整後領綱學習重點請自行修改為能力指標/調整後的能力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