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嘉義縣新港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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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活動 

(學習活動) 
教學資源 

節

數 

第

(1)

週 

- 

認識家

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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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習配

合社會第一

單元家鄉產

業和縣府自

編教材家鄉

1. 認識新港的

產業活動 

2. 認識新港市

區 

1. 能說出新港的產業活

動 

【活動一】:「家鄉 100問」關於新港

鄉的介紹 

透過「家鄉 100 問」書中介紹新港的產

業和特色 

家鄉 100 問 

街道地圖繪製 1

0 

年級 四年級 
年級課程 

主題名稱 
閱讀小尖兵 

課程 

設計者 
蔡淑英 

總節數 

/學期 

(上/下) 

40節/下學期 

符合 

彈性課

程類型 

⼞第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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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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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知識、平安、科學 

與學校願景呼應

之說明 

1.學習圖書館利用教育，能使用圖書館各項資源。 

2.閱讀策略理解教學，增加學生接觸多文本的機會。 

3.強化搜集各項資料的方法，有統整歸納的能力。 

4.閱讀報紙文章，接觸國際社會發展趨勢。 

5.團隊合作編寫劇本，進行戲劇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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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具備「聽、說、讀、寫、作」的基

本語文素養，並具有生活所需的基礎數

理、肢體及藝術等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

應用在生活與人際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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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目標 

1. 能查詢和應用圖書館資源，認識圖書資源的分類方法。 

2. 閱讀各類文本，提升理解和思辨的能力，能創作和分享說明閱讀心得。 

3. 實際參觀圖書館的活動，讓學生有更深刻的親身經歷的體驗，  

4. 利用報紙的內容，讓學生書寫統整主題資料，並進行分析和歸納 

5. 運用繪本內容，能小組合作編寫創作故事和演出。 



第

(5)

週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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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3b-II-3整理資料，製

作成簡易的圖表，並加以

說明。 

100問中對

新港的介紹 

2.繪製街道

圖並實地走

訪 

2. 能畫出市區街道，實

地探訪市區街道店

家。 

【活動二】:進行社區探查 

繪製市區地圖，並到熱鬧的中山路和奉

天宮參觀商店 

活動三:培桂堂和誠品書局參訪 

縣府古蹟培桂堂參觀和認識誠品書局 

第

(6)

週 

- 

第

(10)

週 

家庭暴

力防治

繪本分

享和剪

報製作 

綜 2a-II-1 覺察自己的人

際溝通方式，展現合宜的

互動與溝通態度和技巧 

綜 3a-II-1 覺察生活中潛

藏危機的情境，提出並演

練減低或避免危險的方法 

綜 2c-II-1 蒐集與整理各

類資源，處理個人日常生

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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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3b-II-2  摘取相關資料

中的重點。 

1.閱讀防治

家庭暴力繪

本:「這不

是你的錯」 

2.透過探討

家庭暴力的

文章找出父

母施暴的原

因 

3.蒐集家庭

暴力真實事

件新聞讓學

生進行討論 

1.體會「這不是

你的錯」 

所描繪的家庭暴

力的情境，和孩

子的感受 

2.從文章中察覺

父母施暴的情況 

3.分析家庭暴力

的新聞內容 

1.能說出如何面對家庭暴

力時的因應對策 

2. 能說出父母施暴時情況

和心態 

3.能從新聞事件中探查出

家庭暴力防範和如何進行

兒童保護 

【活動一】:「這不是你的錯」 

繪本閱讀和心得分享 

1.從繪本中了解遇到家庭暴力，孩子如

何應對父母的行為，和抒發自己的感

受，以及引導孩子面對家庭暴力時的方

法。 

2.學生能分享受到暴力時的感受和面對

暴力時解決方式 

【活動二】:家庭暴力文章分析 

從人間福報:2023/8/2 文章 

【親子動動腦】終止家庭暴力的文章報

導去探究父母產生暴力行為的原因。 

活動三:家庭暴力相關新聞剪報 

從報紙中找出家庭暴力的報導，讓學生

小組討論發生家暴時如何自保和求救的

方法 

這不是你的錯繪

本 

https://www.yo

utube.com/watc

h?v=HUpEa_Jsg8

Q 

人間福報: 

2023/8/2文章 

【親子動動腦】 

終止家庭暴力 

https://www.merit

-

times.com.tw/News

Page.aspx?unid=85

2887 

人間福報和國語

日報 

1

0 

第

(11)

週-

第

(15)

關懷性

平教育

影片和

繪本賞

析 

綜 2a-II-1 覺察自己的人

際溝通方式，展現合宜的

互動與溝通態度和技巧 

 

1.觀賞”芭

比”電影並

討論父權社

會下對男女

角色的觀點 

2. 閱讀

1.認識影片呈現

的中尋找自

我認同和男

女生角色衝

突 

1.能說出芭比影片觀賞後

對於男女平權社會可以如

何做的方法 

2.看完「紙袋公主」繪本

能說出對比出紙袋公主與

【活動一】:芭比電影欣賞和心得分享 

在影片中談到女孩自我突破和男女角色

認同的疑惑和矛盾，透過小組討論如何

讓男性和女性和平相處的方法 

【活動二】:「紙袋公主」繪本 

觀賞影片後討論

心得學習單 

「紙袋公主」 
1

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UpEa_Jsg8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UpEa_Jsg8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UpEa_Jsg8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UpEa_Jsg8Q
https://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852887
https://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852887
https://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852887
https://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852887
https://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852887


週 「紙袋公

主」來認識

多元化的性

別角色形象 

2.認識「紙袋公

主」繪本內

容描述如何

突破男女角

色的刻板印

象 

傳統印象的公主的不同

點。以及男生和女生特質

的差異 

小組討論女性特質和男性特質的不同

點，說明如何用不同角度去看待和接納

多元的性別角色 

第

(16)

週-

第

(20)

週 

環境教

育繪本

戲劇演

出 

語 5-II-1 以適切的速率

朗讀文本，表現抑揚頓挫

與情感。 

社 2a-II-1 表達對居住地

方社會事物與環境的關懷 

語 1-II-3 聽懂適合程度

的詩歌、戲劇，並說出聆

聽內容的要點 

自 INf-Ⅱ-5 人類活動對環

境造成影響。 

1.進行「山

裡的炸彈

客」繪本閱

讀 

2.進行戲劇

排練演出 

1. 能運用朗讀

的技巧來讀

出「山裡的

炸彈客」繪

本 

2. 分組分配角

色，進行戲

劇排練 

1.能清晰完整的語調讀出

「山裡的炸彈客」繪本 

2.能設計道具，分配角色

和按照繪本內容演出戲劇 

【活動一】:閱讀「山裡的炸彈客」繪

本 

1.觀看網路上「山裡的炸彈客」戲劇演

出的相關影片 

2.分組讓學生輪流朗讀繪本 

3.能討論繪本中環境破壞的影響 

【活動二】:戲劇演出 

1.分組製作道具 

2.分配角色和腳本內容 

3.戲劇表演 

4.分享演出的心得 

山裡的炸彈客繪

本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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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自閉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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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人) 

※課程調整建議(特教老師填寫)： 

1.學習環境調整：安排小天使或安排教師附近坐位以便提供協助。 

特教老師姓名：林君萍 

普教老師姓名：蔡淑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