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校訂課程) 

一、課程四類規範(一類請填一張) 

1. 統整性課程 (主題 專題 議題探究) 

2.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社團活動 技藝課程) 

3.■其他類課程 

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 服務學習 戶外教育 ■班際或校際交流 自治活動 班級輔導  

學生自主學習   領域補救教學 

二、本課程每週學習節數：1 節 

三、課程設計理念：學生能夠藉由各類活動完成任務，從中習得如何透過由各種管道蒐集到的資源、進一步整理、分析並加以吸收， 

在實際情形上能應用資源，做出最適合的決定，並進一步規劃與解決問題。 

四、課程架構： 

五、本學期課程內涵如下： 

第一學期 

教學 

進度 

單元/主題

名稱 

總綱

核心 

素養 

連結領域(議題) 

學習表現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教學資
源/自編
自選教
材或學
習單 

一 認識班會流程並制定班規 

二 

 
友善校園 C1、C2 

*人 J4 了解平等、

正義的原則，並在生

活中實踐。 

安 J7 了解霸凌防

制的 精神。 

1.建構和諧關懷的溫馨校園 

2.建立多元開放的平等校園 

3.營造尊重人權的法治校園 

 

一、校園安全環境的建構 

二、校園人性氛圍的關注   

三、學生學習權的維護 

四、平等與公正的對待 

五、權利的維護與申訴 

六、多元與差異的珍視 

七、民主的參與及學習 

八、人權教育的實施 

口頭發表 自編 

三 

 
性別平等 A1 

性 J1 接納自我與

尊重他人的性傾

1.建立性別平等的觀念 

2.尊重他人，接受他人不同的

一、悅納自己的性別角色，培養

個人的價值觀 
口頭發表 自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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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性別特質與性別

認同。 
意見 

3.了解多元社會文化中兩性

發展的處境 

二、培養多元文化觀點，學習兩

性良性互動 

三、適當表達自己對他人的情 

四、探究現今社會中產生性別

歧視和文化偏見的成因 

五、反省批判社會中性別刻板   

    化印象和差別待遇，提出 

因應解決的方法 

四 推薦班級模範生 

五 

 

性侵害 

防治 

A1、

A2、C1 

性 J4 認識身體自

主權相 關議題，維

護自己 與尊重他人

的身 體自主權。 

 

性 J5 辨識性騷

擾、性侵害與性霸凌

的樣態，運用資源解 

決問題。  

1.認識性騷擾與性侵害 

2.避免性侵害的發生 

3.了解兩性在團體中的關係與

互動 

 

一、 協助與支持學校和社會

中受到性別歧視或性侵害者 

二、 主動探究兩性平等相關

議題﹙例如：約會強暴、人身

安全、性取向、安全性行為等﹚ 

 

口頭發表 自編 

六 法治教育 A2、C1 

法 J3 認識法律之 

意義與制定。 

 

法 J9 進行學生權

利與校園法律之初 

探。 

1.認識全國法規資料庫 

2.恪守本分、養成守法的好國民 

3.謹守法規、維護團體紀律 

一、具備生活中所需的基本法

律知識。 

二、 舉例說明各種權利(如兒

童權、學習權、隱私權、財 產

權、生存權、自由權 

口頭發表 自編 

七 模範生自我推薦發表會 

九 

 
環境教育 C3 

環 J1 了解生物多

樣性及環境承載力

的重要性。 

 

 

1.認識與理解人類生存與發展

所面對的環境危機與挑戰： 

2.探究氣候變遷、資源耗竭與生

物多樣性消失，以及社會不正

義和環境不正義。 

一、能瞭解本土性和國際性的 
環境議題及其對人類社會
的影響。 

二、 認識全球環境議題及其背
後的文化差異。 

三、 瞭解人與環境互動互依關

口頭發表 自編 



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與
環境倫理。 

四、 能養成主動思考國內與國
際環保議題並積極參與的
態度。 

五、 能關懷未來世代的生存與
發展。 

十 

 
多元文化 A1、C1 

多 J4 了解不同群

體間如何看待彼此

的文化。 

 

多 J9 關心多元文

化議題並做出理性

判斷。 

1認識文化的豐富與多樣性。 

2養成尊重差異與追求實質平等

的跨文化素養。 

3維護多元文化價值。 

一、能分享臺灣的特色文化並欣

賞臺灣文化的多元性。 

二、能建立文化的認知並發現臺

灣文化的特色與多元性。 

三、能分享自己對多元文化的評

價並欣賞各國的特色文

化。 

四、能接納與欣賞多元文化並實

踐對多元文化的關懷表

現。 

口頭發表 自編 

十一 校慶活動討論 

十二 校慶活動討論 

十三 校慶運動會 

十四 海洋教育 C3 

海 J3 了解沿海或

河岸的環境與居民

生活及休閒方式。 

 

海 J7 探討與海洋

相關產業之發展對

臺灣經濟的影響。 

1. 體驗海洋休閒與重視戲水安

全的親海行為。 

2. 探究海洋科學與永續海洋資

源的知海素養。 

一、 參與並規劃海洋休

閒活動與海洋生態旅遊。 

二、 段以認識多元海洋

相關休閒及生活環境。 

三、 了解我國與其他國

家海洋歷史的演變、差異

並能分析海洋相關產業

與經濟活動。 

四、 具備海洋法律基本

素養， 

口頭發表 自編 

十五 安全教育 

A2、 

B1、 

C1 

安 J1 理解安全教

育的意義。 

安 J4 探討日常生

1. 建立安全意識；提升對環境

的敏感度、警覺性與判斷力。 

2. 防範事故傷害發生以確保生

一、了解日常生活容易發生事故
的原因。 

二、探討日常生活發生事故的影
響因素。 

口頭發表 自編 



活發生事故的影響

因素。 

命安全。 三、判斷常見的事故傷害。 

十六 環境教育 

A1、

B2、C1 

 

環 J8 了解臺灣生

態環境及社會發展

面對氣候變遷的脆 

弱性與韌性。 

 

環 J9 了解氣候變

遷減緩與調適的涵 

義，以及臺灣因 

應氣候變遷調適 

的政策。 

1. 了解並珍惜我們生活的土地
與環境 

2. 認識與理解人類生存與發展
所面對的環境危機與挑戰：
探究氣候變遷、資源耗竭與
生物多樣性消失，以及社會
不正義和環境不正義。 
 

 

一、能運用科學方法研究解決環

境問題的可行策略。 

二、 能運用科學工具去鑑別、

分析、瞭解周遭的環境狀

況與變遷。 

三、 參與學校社團和社區的環

境保護相關活動。 

 

口頭發表 自編 

十七 防災教育 A1 

安 J8 演練校園災

害預防的課題。 

 

防 J1 臺灣災害的

風險因子包含社

會、經濟、環境、土

地利用…。 

 

防 J7 繪製校園的

防災地圖並參與校

園防災演練。 

1.培養學生對各種災害之警覺

心及敏感度。 

2.建立學生正確的防災概念及

知識。 

3.培養學生正面積極的防災態

度與價值觀。 

一、能找出個人生命財產與災害

預防的關係。 

二、 能覺知良好的生活習慣可

以減低災害的發生。 

三、 能保持警覺心，留意日常

生活環境中可能發生的危

害並注意其逃生方式。 

四、 能在日常生活中，參與規

劃及改善環境危機所需的

預防策略和行動。 

五、 能就自己的防災知識，

適時提醒周遭的人們做好預

防或處理災害的工作。 

口頭發表 自編 

十八 
節約能源 

永續教育 

A1、

A2、C1 

環 J4 了解永續發

展的意義（環境、社 

會、與經濟的均 

衡發展）與原則。 

 

環 J16 了解各種替

1.認識與理解人類生存與發展

所面對的環境危機與挑戰：探究

氣候變遷、資源耗竭與生物多 

樣性消失，以及社會不正義和環

境不正義。 

2執行綠色、簡樸與永續的生活

行動。 

一、瞭解人與環境互動互依關

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與環

境倫理。 

二、能養成主動思考國內與國

際環保議題並積極參與的態

度。 

口頭發表 自編 



代能 源的基本原理

與 發展趨勢。  

三、能關懷未來世代的生存與

發展。 

四、參與學校社團和社區的環

境保護相關活動。 

五、能與同僚組成團隊採民主

自治程序進行學習與規劃解

決環境議題。 

十九 生命教育 
A1、

A2、C2 

生 J3 反思生老病

死與人生無常的現

象，探索人生的目

的、價值與意義。 

1.引導學生用愛心經營生命及

思考生命方向。 

2.幫助學生明白自己的獨特

性，努力去做自己。 

3.引導學生接受痛苦與困難是

生命的一部份，且瞭解對人是有

意義的。 

4.協助學生運用積極的方法去

面對痛苦與失落。 

 

一、體會生命的起源與發展過

程，並分享個人的經驗與感

受。 

二、透過不同的活動或方式，

展現自己的興趣與專長 

 

口頭發表 自編 

二十 生涯規劃 A1、A2 

涯 J3 覺察自己的

能力與興趣。 

 

涯 J8 工作/教育環

境的類型與現況。 

1.引導學生認識自我，發現自我

的能力。 

2.認識不同的職業，探索自己的

興趣。 

一、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

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二、了解自己的能力、興趣、

特質所適合發展的方向 

三、了解教育的機會、特性及

與工作間的關係 

四、了解社會發展、國家經濟

及科技進步與工作的關係 

五、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職業

世界的資訊 

口頭發表 自編 

二十一 人權教育 
A1、

C1、C3 

法 J1 探討平等。 

法 J2 避免歧視。  

1.認識世界人權宣言 

2.了解生活中的人權關係 

一、討論世界公民的責任、並提
出一個富有公平、正義永續
發展的社會藍圖 

二、了解人權的起源與歷史發展
對人權維護的意義 2-4-4

口頭發表 自編 



了解世界人權宣言對人權
的維護與保障 

三、認識聯合國及其他人權相關
組織對人權保障的功能 

※身心障礙類學生: □無    

有-智能障礙(4人)、學習障礙(9人)、腦性麻痺(0)人、情緒行為障礙(1)人、多重障礙(1人)、身體病弱 1人 

※資賦優異學生: □無    

有- 學術性向資賦優異人、 

數理資優 9人，語文資優 7人 

※課程調整建議(特教老師填寫)： 

身障： 

1.講座宣導，搭配生活例子來解說，且可以有圖示說明。 

2.學習單評量時，可以手寫作答以口語作答、學生作品替代。 

3進行班級討論時，可以營造共同討論的氛圍，舉手、計票等都視為表達意見方式。 

資優： 

1.可營造機會讓資優生有跟同學討論、分享氛圍，或可以主持班會的機會。 

                                               特教老師簽名：黃薫葳 

                                               普教老師簽名：許尹碩、國一~國三導師群 

 

 

 

 

 

 

 



第二學期 

教學 

進度 

單元/主題

名稱 

總綱

核心

素養 

連結領域(議題) 

學習表現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教學
資源/

自編
自選
教材
或學
習單 

一 認識班會流程並制定班規及選幹部 

二 人權教育 

B2 

C1 

C3 

人 J3 探索各種

利益可能發生的

衝突，並了解如

何運用民主審議

方式及正當的程

序，以形成公 

共規則，落實平

等 

自由之保障。 

1.發展對人權的價值信
念，增強對人權的感受與
評價。 
2.養成尊重人權的行為及
參與實踐人權的行動。 

1.觀賞影片《老師您哪位？｜歐

陽靖的情境體驗｜歧視很有

事》，使學生反思日常生活中不自

覺間刻板印象而造成的傷害 

2藉由桌上遊戲，使學生在遊戲

過程中，藉由旁觀者的角度來看

到校園霸凌的各種情境。 

3利用學習單及活動討論檢視並

反思所為與所知是否合一，對於

未來的生活情境，目前還能預做

哪些準備與增能。 

學習單、口頭回答 自編 

三 法治教育 

B2 

C1 

C3 

法 J3 認識法律

之意義與制定。 

 

法 J7 理解少年

的法律地位。 

 

 

1理解法律與法治的意義。 
 
2 習得法律實體與程序的
基本知能。 
 
3 追求人權保障與公平正
義的價值。 

一、了解少年的犯法行為 

二、校園常見的觸法行為， 

三、了解道德、校規、法律等的

訂定意義 

口頭發表 自編 

四 環境教育 

A1 

B2 

C1 

環 J3 經由環境

美學與自然文學

了解自然環境的

倫理價值。 

1.保持教室及校園環境整

潔美化 

2.綠化學校環境，建立優美

校園 

一、瞭解人與環境互動互關係，
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與環
境倫理。 

二、教室美化、校園美化的發想 

三、校園環境如何維護的探討 

口頭發表 自編 



五 永續教育 
C2 

C3 

*環 J6 了解世

界人口數量增

加、糧食供給與

營養的永續議

題。 

1思考個人發展、國家發展

與人類發展的意義。 

2執行綠色、簡樸與永續的

生活行動。 

一、 能藉各種媒體主動積極蒐集

國內外環保議題與策略。 

二、、 能關懷未來世代的生存與

發展。 

三、 在面對環境議題時，能傾聽

(或閱讀)別人的報告，並且

理性地提出質疑。 

四、 組織學校及社區的環境保

護、關懷弱勢族群活動。 

口頭發表 自編 

六 能源教育 
C2 

C3 

能 J1 認識國內

外能源議題。 

能 J2 了解減少

使用傳統 能源 

對環境的影響。 

1 增進能源基本概念。 

2 發展正確能源價值觀。 

3 養成節約能源的思維、習 

慣和態度。 

一、冷氣節能小偵探 

二、水力發電知多少 

三、「小水力魁克的冒險旅程」

https://youtu.be/3uG9XbS

nuEA 

四、再生能源尚蓋好：台灣再生

能源的使用情形 

口頭發表 自編 

七 運動安全 

A2 

B1 

C1 

安 J5 了解特殊

體質學生的運動

安全。 

安 J6 了解運動

設施安全的維

護。 

1. 建立安全意識；提升對

環境的敏感度、警覺性與

判斷力。 

2. 防範事故傷害發生以確

保生命安全。 

一、了解特殊體質學生的運 
動安全。 

二、了解運動設施、環境設 
施安全的維護。 
一、運動前的準備 
二、運動傷害的預防與處

理 
三、運動設施安全的維

護。 

口頭發表 自編 

八 品德教育 
A1 

A2 

C2 

品 J1 溝通合作

與和諧人際關

係。 

品 J2 重視群體

規範與榮譽。 

 

1 增進道德發展知能。 

2了解品德核心價值與道德

議題。 

3 養成知善、樂善與行善的

品德素養。 

一、能尊重自己，不意氣用  
事，做事情會三思而後行。 

二、會做到尊重父母及家 
人，並相互體諒與包容對
方。 

三、會以正當行為幫助他人 
解決困難。 

四、能對待師長、朋友有禮 
貌，反應及應對都能合乎規
矩。 

口頭發表 自編 

https://youtu.be/3uG9XbSnuEA
https://youtu.be/3uG9XbSnuEA


五、能夠盡力維護團體秩序 
及安寧，並多參與及互相尊
重。 

六、能夠主動幫助他人，並 
且不求回報。 

九 防災教育 A1 

防 J3 臺灣災害

防救的機制與運

作。 

 

防 J6 應用氣象

局提供的災害資

訊，做出適當的

判斷及行動。 

1 認識天然災害成因。 

2養成災害風險管理與災害

防救能力。 

3 強化防救行動之責任、態

度與實踐力。 

一、防災知識一起學：地震、火

災、水災 

二、居家防災做伙來 

三、出遊防災看過來—氣象局資

料保護您！ 

口頭發表 自編 

十 性別平等 
A1 

A2 

C3 

性 J3 檢視家

庭、學校、職場

中基於性別刻板

印象產生的偏見

與歧視。 

1. 理解性別的多樣性，覺

察性別不平等的存在事

實與社會文化中的性別

權力關係。 

2. 付諸行動消除性別偏見

與歧視，維護性別人格

尊嚴與性別地位實質平

等。 

一、檢視自我期望與傳統性別角
色的衝突 

二、 悅納自己的性別角色，培
養個人的價值觀 

三、 培養多元文化觀點，學習
兩性良性互動 

四、 探討個人發展受性別影響
的因素 

口頭發表 自編 

十一 
多元文化

教育 
C1 

多 J4 了解不同

群體間如何看待

彼 此的文 

化。 

 

多 J8 探討不同

文化接觸時可能

產 生的衝突、融

合或創新。 

1、認識文化的豐富與多樣

性。 

2、養成尊重差異與追求實

質平等的跨文化素養。 

3、維護多元文化價值。 

一、認識我國不同文化 

二、各國文化大觀園 

三、文化大融合的發現與創新 

四、如何當個世界人 

口頭發表 自編 

十二 生涯規劃 A1、 涯 J6 建立對於 1.引導學生認識自我，發現 一、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 口頭發表 自編 



B2 未來生涯的願

景。 

 

涯 J13 培養生

涯規劃及執行的

能力。 

自我的能力。 

2.認識不同的職業，探索自

己的興趣。 

3 培養生涯規畫的能力 

值觀及人格特質。 

二、了解自己的能力、興趣、特

質所適合發展的方向 

三、了解教育的機會、特性及與

工作間的關係 

四、認識不同職業 

五、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職業世

界的資訊 

六、發展生涯規劃的能力 

七、培養解決生涯問題的自信與

能力 

十三 家庭教育 
A1、
C2 

家 J3 了解人際

交往、親密關係 

的發展，以及溝

通 與衝 突處 

理。 

 

家 J4 探討約 

會、婚姻與家庭

建立的歷程。 

1.提升積極參與家庭活動

的責任感與態度。 

2激發創造家人互動共好的

意識與責任，提升家庭生活

品質。 

一、 運用溝通技巧，促進家庭和 

諧。 

二、 調適個人的家庭角色與其他

角色間的衝突 

三、 策畫家人共同參與的活動，

增進家人感情 

口頭發表 自編 

十四 海洋教育 

A1、 

B2、 

C1 

海 J2 認識並參

與安全的 海洋

生態旅遊。 

 

海 J3 了解沿海 

或河岸的環境與

居民生活及休閒

方式。 

1. 體驗海洋休閒與重視戲

水安全的親海行為； 

2. 了解海洋社會與感受海

洋文化的愛海情懷； 

一認識並參與安全的海洋生 

態旅遊。 

二探討海洋生物與生態環境  

之關聯。  

三了解各國的海洋旅遊及休閒活

動。 

口頭發表  

十五 生命教育 
A1、

A2、

生 J3 反思生老 

病死與人生無常

1. 培養探索生命根本課題

的知能。 

生 J3 反思生老病死與人生無常

的現象，探索人生的目的、價 
口頭發表 自編 



A3、
C1 

的現象，探索人

生的目的、價 

值與意義。 

2. 提升價值思辨的能力與

情意。 

值與意義。 

生 J7 面對並超越人生的各種挫

折與苦難，探討促進全人健康與

幸福的方法。 

十六 

 
性侵害防治 C1 

性 J4 認識身體

自主權相關議

題，維護自己 

與尊重他人的身 

體自主權。 

 

性 J5 辨識性騷

擾、性侵害與性

霸凌的樣態，運 

用資源解決問

題。 

1 建立性別平等的價值信

念，落實尊重與包容多元性

別差異。 

2.認識性騷擾與性侵害 

3.避免性侵害的發生 

4.了解兩性在團體中的關

係與互動 

 

一、協助與支持學校和社會受到

性別歧視或性侵害者  

二、 探究現今社會中產生性別歧

視和文化偏見的成因 

三、 規劃個人生涯發展不受性

別、婚姻與家庭的限制 

四、 主動探究兩性平等相關議題

﹙例如：約會強暴、人身安

全、性取向、安全性行為等﹚ 

口頭發表 自編 

十七 

 
品德教育 

A1、

C1、
C2 

品 J2 重視群體

規範與 榮譽。 

 

品 J5 資訊與媒

體的公共性與社 

會責任。 

1 增進道德發展知能。 

2了解品德核心價值與道德

議題。 

3 養成知善、樂善與行善的

品德素養。 

一、討論公共議題的品德問題：

博愛座、廢死等問題 

二、討論班級規範、校規等爭議

空間 

三、討論現代公民的社會責任與

社會福利。 

口頭發表 自編 

十八 閱讀教育 
A1、

C1、
C2 

閱 J7 小心求證

資訊來源，判讀

文本知識的正確

性。 

養成運用文本思考、解決問

題與建構知識的能力。 

一、媒體識讀是什麼？和媒體素

養有什麼差別？ 

二、媒體識讀的重要性為何？和

課綱的關係是什麼？ 

三、媒體識讀步驟：善用 5W 思

考法 

四、媒體識讀例子有哪些？媒體

識讀與假新聞案例 

口頭發表 自編 

十九 畢業典禮的採排 



廿 

 
戶外教育 

A1、 

B2、 

C1 

戶 J7 參加學校

辦理的隔宿 型

戶外教學及考察

活 動，參與地方

相關事 務。 

1 、強化與環境的連接感， 

養成友善環境的態度。 

2、開啟學生的視野，涵養 

健康的身心。 

1、討論隔露營的活動規畫 

2、隔宿露營的活動分工與合作 

3、隔宿露營的學習設計 

 

口頭發表 自編 

※身心障礙類學生: □無    

-智能障礙(4 人)、學習障礙(9 人)、腦性麻痺(0)人、情緒行為障礙(1)人、多重障礙(1 人)、身體病弱 1 人 

※資賦優異學生: □無    

- 學術性向資賦優異人、 

數理資優 9 人，語文資優 7 人 

※課程調整建議(特教老師填寫)： 

身障： 

1.講座宣導，搭配生活例子來解說，且可以有圖示說明。 

2.學習單評量時，可以手寫作答以口語作答、學生作品替代。 

3 進行班級討論時，可以營造共同討論的氛圍，舉手、計票等都視為表達意見方式。 

資優： 

1.可營造機會讓資優生有跟同學討論、分享氛圍，或可以主持班會的機會。 

                                               特教老師簽名：黃薫葳 

                                               普教老師簽名：許尹碩、國一~國三導師群 

註： 

1.請分別列出第一學期及第二學期彈性課程之教學計畫表。 

2.社團活動及技藝課程每學期至少規劃 4 個以上的單元活動。 

 

 



參、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校訂課程) 

一、課程四類規範(一類請填一張) 

1. 統整性課程 (主題 專題 議題探究) 

2.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社團活動 技藝課程) 

3.■其他類課程 

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 服務學習 戶外教育 ■班際或校際交流 自治活動 班級輔導  

學生自主學習   領域補救教學 

二、本課程每週學習節數：與七、八年級社團隔週對開，一次授課 2節 

三、課程設計理念：學生能夠藉由各類活動完成任務，從中習得如何透過由各種管道蒐集到的資源、進一步整理、分析並加以吸收，在實際 

情形上能應用資源，做出最適合的決定，並進一步規劃與解決問題。 

四、課程架構：(請參閱本縣課程計畫平台公告範例) 

五、本學期課程內涵如下： 

第一學期 

113學年度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國中部七、八年級第一、二學期彈性學習課程  週會  教學計畫表  設計者：  許尹碩+國一國二導師群   

（表十三之一） 

教學 

進度 

單元/主題 

名稱 

總綱核心

素養 

連結領域(議題) 

學習表現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教學資
源/自編
自選教
材或學
習單 

一 
水域安全 

宣導 

A1、A2、

B1 

安 J3 了解日常生活

容易發生事故的原 

因。 

安 J4 探討日常生活

發生事故的影響因 

素。 

1.選擇安全的休閒場所。 

2.培養正確的休閒觀念。 

3.選擇合法立案以及有救

生員的水域戲水。 

一、如何選擇安全水域 

二、防溺十招 

三、救溺五招 

 

討論與發表 

投影機

簡報 

三 資源回收 
B1、B2 

C1、C2 

環 J4 了解永續發展

的意義（環境、社 

會、與經濟的均衡發

執行綠色、簡樸與永續的

生活行動。 

一、資源回收好處知多少 

二、資源回收的好撇步 

三、資源回收的創新與利

討論與發表 
投影機 

簡報 



展）與原則。 用 

五 
性別平等 

教育講座 
A1、C3 

性 J1 接納自我與尊重 

他人的性傾向、性別特

質與性別認同。 

性 J2 釐清身體意象的 

性別迷思。 

建立性別平等的價值信

念，落實尊重與包容多元 

性別差異。 

一、傳統習俗當中的性別

刻板印象、性別歧視 

二、性別刻板印象與性暴

力的關係 

三、跨性別之魅力發展 

討論與發表 
投影機

學習單 

七 第一次段考 

九 

「性」好你懂

--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

防治教育 

A1、A2、 

C1、C2 

性 J4 認識身體自主權

相關議題，維護自己 

與尊重他人的身體自

主權。 

付諸行動消除性別偏見歧 

視，維護性別人格尊嚴與 

性別地位實質平等。 

一、性騷擾之定義與樣態 

二、性侵害之定義與樣態 

三、申訴及受理管道 

四、向性騷擾、性侵害說

「不」 

討論、發表 投影機 

簡報 

十一 校慶運動會準備週 

十三 

從自我開

始，走向幸福

家庭！ 

A1 、A2 

家 J2 探討社會與自然

環境對個人及家庭的 

影響。 

 

家 J4 探討約會、婚姻 

與家庭建立的歷程。 

具備探究家庭發展、家庭

與社會互動關係及家庭資

源管理的知能。 

一、家的圖像？ 

二、我的家庭，變了 

三、家庭對我的影響 

四、如何建立重建我的家

庭 

討論、發表 投影機 

簡報 

十五 
防制校園 

霸凌 

A2、C1、

C2 

安 J7 了解霸凌防制的 

精神。 

提升對環境的敏感度、警 

覺性與判斷力。 

一、霸凌的要素 

二、霸凌的類型 

三、打鬧和霸凌之區別 

四、我有被霸凌嗎？ 

五、我是霸凌者嗎？ 

六、霸凌，我該怎麼辦？ 

討論、發表 投影機 

簡報 

十七 聖誕週班級歌唱比賽 

十九 
生涯規劃教

育講座 
A1、C3 

涯 J2 具備生涯規劃的 

知 識與概念。 

涯 J13 培養生涯規劃 

及執行的能力。 

1.養成生涯規劃知能。 

 

一、生涯規畫五階段 

二、生涯規畫的功能 

三、我的十年後 

四、我的生涯抉擇 

聆聽與發表 
投影機/

學習單 



 

 

 

 

 

 

 

二十一 
職業達人 

面面觀 
A1、C3 

涯 J8 工作/教育環境 

的類型與現況。 

涯 J9 社會變遷與工作 

/教育環境的關係。 

2.認識職業的多元。 

一、了解各行各業甘苦談 

二、覺察自己的能力與 

興趣。 

聆聽與發表 
投影機/

學習單 

※身心障礙類學生: □無    

有-智能障礙(1)、學習障礙(9 人)、腦性麻痺()人、緒行為障礙(1)人、多重障礙 1 人 

※資賦優異學生: □無    

有- 學術性向資賦優異人 

數理資優 5 人  語文資優 6 人 

※課程調整建議(特教老師填寫)： 

身障： 

1.講座宣導，搭配生活例子來解說，且可以有圖示說明。 

2.學習單評量時，可以手寫作答以口語作答、學生作品替代。 

3 進行班級討論時，可以營造共同討論的氛圍，舉手、計票等都視為表達意見方式。 

資優： 

1.可營造機會讓資優生有跟同學討論、分享氛圍，或可以主持班會的機會。 

                                               特教老師簽名：黃薫葳 

                                               普教老師簽名：許尹碩、國一~國二導師群                                               



第二學期 

教學 

進度 

單元/主題名

稱 

總綱核心

素養 

連結領域(議題) 

學習表現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教學資
源/自
編自選
教材或
學習單 

二 
我家的客廳就

是全世界 

A1、A2、

C1、C2 

國 J5 尊重與欣賞世

界不 同 文 化 的 價 

值。 

激發跨文化的觀察力與反

思力。 

一、背包客的準備 

二、旅行的意義 

三、旅行之我見 

四、旅行的你我他 

討論、發表 投影機 

簡報 

四 
移工的美麗與

哀愁 

B1、B2 

C1、C2 

國 J11 尊重與維護不

同文化群體的人權與 

尊嚴。 

養成參與國際活動的知能。 

激發跨文化的觀察力與反

思力。 

一、台灣的一隅 

二、移工的美麗與哀愁 

三、台灣新家鄉 

討論、發表 
投影機 

簡報 

六 
癲癇衛教 

講座 

A1、A2 

B2、C2 

生 J2 探討完整的人 

的各個面向，包括身體 

與心理、理性與感性、

自由與命定、境遇與嚮

往，理解人的主體能動

性，培 養 適切 的 自 

我觀。 

1.增進對癲癇疾病的認知。 

2.認識癲癇與癲癇的急救

處理 

一.聆聽癲癇朋友的心路

歷程。 

二.討論癲癇的社會問題。 

三.癲癇發生時，該如何提 

供協助。 

討論、發表 
投影機 

簡報 

八 
終結家庭害客—

家暴防治 
A1、A2、

C1、C2 

家 J3 了解人際交 

往、親密關係的發展，

以及溝通 與衝 突處 

理。 

 

1保護自己，拒絕家暴 

2認識家暴防治法 

3尋求資源幫助自己免於家

暴。 

 

一、能瞭解家庭暴力的各

種不同類型。 

二、能從自己做起，覺察

及防治家庭暴力。 

三、能勇敢對家庭暴力行

為做出因應。 

討論、發表 
投影機 

簡報 

十 
社福、公益團

體與我的距離 

A1、A2、

C1、C2 

戶 J6 參與學校附近 

環境或機構的服務學

習，以改善環境促進社

會公益。 

1.發展社會覺知與互動的

技能，培養尊重與關懷他

人的情操。 

一、認識華山基金會、世 

界展望會 

二、做一日志工 

三、小小付出，大大連結 

討論、發表 投影機 

簡報 

學習單 

十二 愛滋與反歧視 A1、A2 人 J5 了解社會上有 1發展對人權的價值信念， 一、認識愛滋，澄清迷思 討論、發表 投影機



宣導 B1、B2 

C1、C3 

不同的群體和文化，尊

重並欣賞其差異。 

 

人 J6 正視社會中的 

各種歧視，並採取行動 

來關懷與保護弱勢。 

增強對人權的感受與評價。 

2養成尊重人權的行為及參

與實踐人權的行動。 

二、學習如何關懷愛滋患

者 

三、（他）她們，需要我

做什麼。 

簡報 

十四 

有愛無礙 

生命鬥士的故

事 

A1 、A2  

生 J7 面對並超越人 

生的各種挫折與苦 

難，探討促進全人 

健康與幸福的方法。 

 

生 J4 分析快樂、幸福 

與生命意義之間的關

係。 

1培養探索生命根本課題 

的知能。 

2 提升價值思辨的能力與

情意。 

3增進知行合一的修養。 

一聆聽不同生命鬥士故

事 

二學習如何面對挫折另

思考人生意義 

三、省思自己的生命 

討論、發表 投影機 

簡報 

十六 我的閱讀秘笈 A1、C3 

閱 J4除紙本閱讀之外， 

依學習需求選擇適當

的閱讀媒材，並了解如

何利用適當的管道獲

得文本資源。 

1、涵育樂於閱讀態度。 

2、開展多元閱讀素養。 

一、我家就是圖書館 

二、愛閱讀 

三、閱讀練功坊 

討論與發表 
投影機 

簡報 

十八 畢業典禮預演 

二十 升學講座 A1、C3 

涯 J8 工作/教育環境 

的類型與現況。 

 

涯 J11 分析影響個人

生涯決定的因素。 

1、了解升學管道 

2、了解自己的升學抉擇 

一、了解各升學管道 

二、了解自己目前的升學

動向 

三、了解影響自生涯抉擇

的因素。 

聆聽與發表 

投影機

/學習

單 

※身心障礙類學生: □無    

-智能障礙(1)、學習障礙(9 人)、腦性麻痺()人、緒行為障礙(1)人、多重障礙 1 人 

※資賦優異學生: □無    



 

 

- 學術性向資賦優異人 

數理資優 5 人  語文資優 6 人 

※課程調整建議(特教老師填寫)： 

身障： 

1.講座宣導，搭配生活例子來解說，且可以有圖示說明。 

2.學習單評量時，可以手寫作答以口語作答、學生作品替代。 

3 進行班級討論時，可以營造共同討論的氛圍，舉手、計票等都視為表達意見方式。 

資優： 

1.可營造機會讓資優生有跟同學討論、分享氛圍，或可以主持班會的機會。 

                                               特教老師簽名：黃薫葳 

                                               普教老師簽名：許尹碩、國一~國二導師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