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縣梅北國小 113 學年度校訂課程教學內容規劃表(表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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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級  三年級 
年級課程 

主題名稱 
地方有產-梅啥的了不起 

課程 

設計者 

鍾榮信 

(洪忠敬 修訂) 

總節數/學期 

(上/下) 

20/下學期 

(資訊融入 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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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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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有品 科技創新 藝文扎根 宏觀國際 

與學校願景呼

應之說明 

啟發科學探究的熱忱與潛能，使學生能對自身周遭環境具備好奇心與想像力，發揮理性思維，利用科學方式探索生活周邊的知識。 

增進對藝術領域相關知識，覺察並且探究歌曲對民族意識的影響，以及擴展表達思想與情感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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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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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目標 

1. 透過梅樹的實物觀察和科學分類方法，學生能夠辨識梅樹和其他相似樹種，並具備在社區中辨識梅樹的能力。 

2. 學生透過感官體驗認識各種梅產品，並了解梅產品的效用和運用，使他們能夠在日常生活中解決相關問題。 

3. 學生觀賞與梅花相關的電影，並認識電影的發展背景，進一步了解藝術創作與表達的多樣性。 

4. 學生練習歌唱與梅花相關的歌曲，體驗作者對自我民族認同的情感表達，並培養音樂藝術的欣賞能力。 



第

( 1 )

週 

- 

第

( 7 )

週 

梅 

子 

從 

何 

來 

自然 tc-II-1 

能簡單分辨或分類所觀

察到的自然科學現象 

 

自然tr-Ⅱ-1 

能知道觀察、記錄所得

自然現象的的結果是有

其原因的，並依據習得

的知識，說明自己的想

法。 

 

語文 2-II-4 

樂於參加討論，提供個

人的觀點和意見。 

 

綜合活動2c-II-1 

蒐集與整理各類資源，

處理個人日常生活問題 

 

資議c-Ⅱ-1  

體驗運用科技與他人互

動及合作的方法 

梅樹 

梅花 

梅子 

一、觀察校園裡的梅樹，描繪梅樹莖葉的特

徵 

二、可以從網路蒐集照片辨識各種梅花與梅

子。 

三、在小組討論之中，從小組成員的意見歸

納梅樹與櫻樹的差異。 

四、透過學習經驗和筆記找出公園的梅樹，

並且製作成公園的梅樹分布圖海報 

 

一、口頭描述梅樹莖和葉的特徵，

並解釋其在校園中的分布情

況。反思自己的觀察經驗，並

探討梅樹莖葉特徵對其適應環

境的影響。  

二、以插圖或圖表的形式展示梅樹

的枝葉結構，並說明自己觀察

到的細節和特點。評估梅樹的

枝葉結構對其生長和生存的重

要性，並解釋其功能。  

三、從網路收集的照片中辨識出不

同種類的梅花與梅子，並解釋

它們的特徵和區別。評估辨識

梅花與梅子的能力，並討論梅

花與梅子對梅樹的生育週期和

繁殖的影響。  

四、與小組成員進行討論，比較梅

樹與櫻樹的差異，並彙總各自

的意見。評估小組討論的合作

與思考能力，並歸納梅樹與櫻

樹的差異點和相似點。  

五、利用學習筆記和繪圖，找出公

園中的梅樹，並進行拍攝和記

錄。評估尋找和辨識公園梅樹

的能力，並描述拍攝到的梅樹

特徵和所在位置的關係。  

六、將拍攝的梅樹照片按照正確的

位置貼在公園平面圖上，製作

完成梅樹分布圖的海報。反思

海報製作過程中所運用的知識

和技能，並評估海報呈現梅樹

分布的效果。 

活動一：梅樹觀察 

1. 老師簡單介紹梅子是梅山鄉的著名農產品，並

解釋梅樹在校園中的分布情況。 

2. 學生分組在校園尋找梅樹，並記錄梅樹的位

置。 

3. 老師透過教學簡報介紹梅樹的莖與葉的特徵，

並展示照片引導學生觀察和描述梅樹的莖與

葉。 

4. 課後，學生在校園觀察梅樹，用紙筆描繪梅樹

的枝葉。在課堂上，學生分享自己的圖畫和觀

察心得。 

活動二：梅花與梅子辨識 

1. 老師透過教學簡報介紹梅樹的花與果實，並解

釋它們的特徵和區別。 

2. 展示多種植物的花與果實照片，要求學生辨識

出梅花與梅子的照片。 

3. 學生討論和解釋辨識梅花與梅子的依據，並與

同組分享結果。 

活動三：梅樹與櫻樹的比較 

1. 老師同時公布梅樹與櫻樹的照片，請學生四人

一組討論何者為梅樹。 

2. 各小組發表討論結果，老師在小組發表完後公

布答案，並解釋梅樹與櫻樹的差異。 

3. 鼓勵學生提出自己的意見和觀點，並促進整體

討論。 

活動四：公園梅樹探索 

1. 老師帶領學生到梅山公園，學生分組搜尋公園

內的梅樹，並用攜帶的平板照相記錄。 

2. 返校後，學生與老師一起討論和確認拍攝的照

片記錄是否正確，選出正確的照片。 

3. 老師張貼公園的平面圖，學生將正確的照片依

據拍攝的地點貼在平面圖上，製作梅樹探索的

海報。 

4. 學生向全班展示海報，並分享在梅山公園梅樹

探索過程中的觀察和發現。 

校園內梅樹 

網路 

梅山公園的

梅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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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 

第

( 10 )

週 

昂 

首 

唱 

梅 

 

藝術 1-II-1 

能透過聽唱、聽奏及讀

譜，建立與展現歌唱及

演奏的基本技巧 

 

藝術 2-II-4 

能認識與描述樂曲創作

背景體會音樂與生活的

關聯 。 

 

語文 1-II-3 

聽懂適合程度的詩歌、

戲劇，並說出聆聽內容

的要點。 

愛國之歌

&愛國電

影「梅

花」 

一、能透過聽唱，複習歌唱「梅花」 

二、能用口述表達「梅花」歌詞及電影情節

傳達的意義。 

三、能認識與簡述「梅花」電影與歌曲的創

作背景，以及作為愛國意義的原因 

一、每位學生以歌唱的方式表演

「梅花」歌曲，並確保節奏、

音調和表情的準確性。同時，

學生需反思表演過程中的困難

和突破，並討論如何提升自己

的演唱技巧。  

二、每位學生分享個人對於「梅

花」歌詞和電影情節的觀察和

理解，並以口頭方式表達其意

義、情感和與自己的連結。學

生需運用所學的詞彙和表達方

式，進行思考和討論。  

三、每位學生簡述「梅花」電影和

歌曲的創作背景，並解釋其與

愛國意義的關聯性。學生需運

用所學的知識和研究，提供相

關的資料和觀點支持，並進行

討論和思考。 

活動一：聆聽與探究「梅花」 

1. 老師播放「梅花」歌曲，讓學生仔細聆聽。 

2. 學生個別或小組討論，分享他們對歌詞和音樂

的感受，並討論歌曲可能傳達的訊息和主題。 

3. 觀看「梅花」電影片段，讓學生觀察片段中的

場景、人物和情節，並討論故事中可能表達的

價值觀和意義。 

4. 學生以個人或小組形式分享他們對歌詞和電影

情節的理解，並解釋他們認為這些訊息傳達了

什麼。 

5. 老師引導學生反思，深入探討歌詞和電影所呈

現的主題，以及這些主題如何與現實生活相關

聯。 

活動二：創作與呈現「梅花」的愛國精神 

1. 老師利用教學簡報介紹「梅花」電影的時空背

景，包括該時期的歷史背景、愛國精神的重要

性等。 

2. 學生進行小組討論，找出歌詞中能呼應愛國精

神的部分，並解釋這些歌詞如何表達對國家和

人民的愛與關懷。 

3. 老師引導學生整理和歸納他們提出的意見，並

與學生一起討論如何將這些愛國精神的訊息應

用到他們的日常生活中。 

4. 學生以各種形式，例如寫作、繪畫、演講等，

展示他們對「梅花」的愛國精神的理解和呈

現。 

5. 老師總結學生的意見，強調愛國精神的重要

性，並提醒學生如何將這種精神投射到自己的

行動中，為社會和國家做出貢獻。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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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週 

- 

第

( 15 )

週 

梅 

子 

變 

變 

變 

1 

自然 ah-II-1 

透過各種感官了解生活

週遭事物的屬性。 

 

語文 2-II-2 

運用適當詞語、正確語

法表達想法。 

 

語文 1-II-1 

聆聽時能讓對方充分表

達意見。 

話梅 

烏梅 

海報 

一、能口語描述話梅與烏梅的外觀與滋味 

二、能仔細聆聽同學的意見，並且提出自己

的看法 

三、能透過視覺、觸覺與味覺辨識話梅與烏

梅 

四、做出辨別話梅與烏梅的海報 

1. 口頭描述話梅和烏梅的外觀特

徵和滋味特點，包括顏色、形

狀、口感等方面的描述。同

時，請反思自己對這些特徵的

觀察和感受。  

2. 能夠專注聆聽同學的意見，並

能夠提出自己對話梅和烏梅的

看法和觀點，與同學進行有意

義的討論。思考並回答以下問

題：你覺得話梅和烏梅的滋味

有何不同？你對哪一種梅子的

口感更喜歡？為什麼？  

3. 透過視覺、觸覺和味覺的辨

識，能夠正確辨認話梅和烏

梅，並解釋辨識的依據。請提

供辨識過程中的關鍵步驟和觀

察細節。  

4. 能夠概述話梅和烏梅的製作程

序，包括選材、加工、保存等

步驟。同時，請反思製作過程

中的關鍵問題和挑戰。  

5. 能簡要比較話梅和烏梅的滋味

差異，包括酸度、甜度、咸度

等方面的描述。思考並回答以

下問題：你覺得哪一種梅子更

適合用來制作醬料或調味料？

為什麼？  

6. 能整合話梅和烏梅的相關資

料，並將其製作成具有吸引力

和資訊性的海報。海報應包括

梅子的特徵、製作方法、用途

等內容。同時，請提供你在製

作海報過程中的創意和思考。 

活動一：聊天要吃梅 

1. 老師先分發話梅給學生品嘗，同時介紹話梅的

來源和功效。 

2. 提問學生認識多少間在梅山營業的梅子食品商

店，鼓勵學生分享參訪梅子食品商店的生活經

驗。 

3. 教師使用教學簡報介紹話梅與烏梅的源起和製

作流程。 

4. 讓學生品嘗烏梅，請學生輪流描述話梅與烏梅

的外觀與味道，老師整理學生的意見並記錄。 

活動二：一口咬定 

1. 老師讓學生蒙起眼睛，拿起話梅或烏梅其中一

種，利用觸感去猜測手中物品。 

2. 最後，將話梅與烏梅切塊，讓學生蒙著眼品嘗

二者的切塊，辨識食品種類。 

3. 活動結束後，老師鼓勵正確辨識的學生並進行

反思，討論辨識過程中的觀察和感受。 

活動三： 

1. 老師將之前學生意見的紀錄資料展示給學生，

請學生進行比較和討論，將兩種食品的資料分

類。 

2. 學生根據製作流程、用途和個人評論，將資料

分類整理。 

3. 老師指導學生將整理後的資料製作成海報，並

展示給其他同學觀賞。 

4. 活動結束後，進行全體討論，讓學生分享他們

對話梅和烏梅的學習收穫和感想。 

網路 

梅子食品商

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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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 

第

( 20 )

週 

梅 

子 

變 

變 

變 

2 

自然 ah-II-1 

透過各種感官了解生活

週遭事物的屬性。 

 

語文 2-II-2 

運用適當詞語、正確語

法表達想法。 

 

語文 1-II-1 

聆聽時能讓對方充分表

達意見。 

 

資議 p-Ⅱ-2  

描述數位資源的整理方

法 

 

 

梅精 

梅醋 

海報 

一、能口語描述梅精與梅醋的滋味。 

二、能仔細聆聽同學的意見，並且提出自己

的看法。 

三、能透過味覺辨識梅精與梅醋 

四、聆聽店家的說明，認識有關梅精與梅醋

的專業知識。 

五、將梅精與梅醋的知識整理成簡報 

1. 口頭描述梅精和梅醋的外觀和

滋味，並解釋其特點和獨特之

處。描述時要包括梅精和梅醋

的製作過程和相關知識。  

2. 能專注聆聽同學的意見，並表

達自己對梅精和梅醋的看法，

進行有意義的討論。討論中要

涉及梅精和梅醋的適用場合、

保健價值等相關話題。  

3. 透過味覺辨識梅精和梅醋，並

能解釋辨識的標準和關鍵要

素。包括對梅精和梅醋的風

味、口感等特徵的辨識。  

4. 能仔細聆聽店家的說明，學習

有關梅精和梅醋的專業知識，

並能提出相關問題和意見。能

談論梅精和梅醋的生產過程、

保存方法等相關議題。  

5. 將梅精和梅醋的知識整理成簡

報，包括外觀、製作程序、滋

味差異等內容，並具有清晰的

組織和流暢的表達。簡報中應

包括梅精和梅醋的應用領域、

食用效果等相關資訊。 

活動一：不一樣的梅子汁 

1. 老師先讓學生品嘗梅精和梅醋，並猜測種類。 

2. 老師利用教學簡報介紹梅精和梅醋的製作方

式，並說明其特點和用途。 

3. 學生輪流分享對梅精和梅醋的口感和喜好，老

師記錄學生意見。 

活動二：嚐盡辛酸 

1. 老師讓學生蒙起眼睛，讓他們品嘗梅精和梅醋

其中一種，並猜測手中物品。 

2. 學生移除眼罩後，老師鼓勵正確辨識的學生分

享他們的經驗和感受。 

活動三：地方好鄰居！ 

1. 老師帶領學生參訪當地的梅問屋商家，讓商家

介紹梅精和梅醋的製作工程和用途。 

2. 學生在參訪時觀察並記錄他們所看到的細節資

訊。 

3. 返校後，學生分享他們在參訪中觀察到的細節

資訊，並進行討論。 

活動四：梅子飲品比較簡報 

1. 老師提供之前學生意見的紀錄資料。 

2. 學生根據製作流程、用途和個人評語，將梅精

和梅醋的資料進行分類和整理。 

3. 學生使用簡報工具，製作梅精和梅醋的比較簡

報，並在班上分享他們的簡報和心得。 

網路 

梅子食品商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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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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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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2)人 

※資賦優異學生:█無   □有- 

※課程調整建議(特教老師填寫)： 

(1) 多給予嘗試機會，提升自信心。 

(2) 和同儕進行同樣活動，僅調整難易度。 

(3) 提供能力可及的練習活動。 

(4) 請同學給予合理的包容、接納，並協助他行為管理。(陳生) 

(5) 視學生需求安排助理老師協助(陳生) 

特教老師姓名：林曉婷 

普教老師姓名：洪忠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