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縣大林鎮大林國民小學 113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特教班綜合領域全組課程教學進度總表 (表 10-3) 

                                                                                       設計者：張惠娟       
一、教材來源：□自編   █編選--參考教材低年級生活領域課本、康軒版第一~八冊及網路資源 

二、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2節      

三、教學對象：中度智障 5年級 1人、多重障礙中度 5 年級 1人、中度智障 4年級 1人、重度自閉症 2年級 1人、中度自閉症 2年級 1人、輕度

自閉症 2年級 1人，共 6 人。(一、二年級因無人力單獨開設生活課程，因此部分於綜合領域中實踐，有融入生活領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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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3 藉由各種媒介，

探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

係，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理解道理，

並能進行創作、分享及實

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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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A2 覺知生活中性別刻板、

偏見與歧視，培養性別平等意

識，提出促進性別平等的改善

策略。 

 

安全議題/日常生活安全 /安 

E4 探討日常生活應該注意

的安全。 

1-Ⅰ-1 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

關人、事、物的感受與想

法。 

1-Ⅰ-4 珍惜自己並學習照顧自

己的方法，且能適切、安全

的行動。 

2-Ⅰ-4 在發現及解決問題的歷

程中，學習探索與探究人、

事、物的方法。 

2-Ⅰ-5 運用各種探究事物的方

法及技能，對訊息做適切的

處理，並養成動手做的習

慣。減、簡利用口頭報告，

探究後的心得。 

7-Ⅰ-1 以對方能理解的語彙

或合宜的方式，表達對人、事、

物的觀察與意見。 

C-Ⅰ-1 事物特性與現象的探

究。 

C-Ⅰ-5 知識與方法的運用、

組合與創新。 

E-Ⅰ-3 自我行為的檢視與調

整。 

F-Ⅰ-2 不同解決問題方法或策

略的提出與嘗試。 

C-Ⅰ-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法

與技能。 

D-Ⅰ-3 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低年級 

1. 能遵守班級規範與了解

獎勵方式。 

2. 知道校園潛藏的危險，並

能歸納校園內避免發生

危險的方法。 

3. 了解校園內不同場所的

功能，並能表現合宜的態

度與行為。 

4. 運用所學實際行動提醒

自己與別人要注意安全，

避免發生危險。 

5. 以感官、小工具探索校園

環境，覺察校園與自己的

關係。 

6. 願意主動去接觸校園、社

區的人、事、物。 

7. 透過實作收納自己的工

具，以方便取用。 

運用多元評量的方式，包括口

語測驗、紙筆評量、實作評量

等，以了解學生學習的歷程和

學習表現。 

觀察評量:學生平時上課參

與、學習態度。 

1a-II -1展現自己能力、興

趣與長處，並表達自

己的想法和感受不調

整 

Aa-II-1 自己能做的事。不

調整 
中高年級 

1. 認識班級管理與責任的，

透過團隊合作與規範的

遵循，讓班級氣氛合諧。 



1a-III-1欣賞並接納自己與

他人。不調整 

1c-II-1 覺察工作的意義與

重要性。不調整 

1c-III-1運用生涯資訊，初

探自己的生涯發展 

重整能對自己將來的職業提

出想法，知道應培養哪些技能 

Aa-II-2 自己感興趣的人、

事、物。減量自己感

興趣的人、事。 

Aa-III-1欣賞並接納自己與

他人的特質。不調整 

Aa-III-2表現對自己與他人

悅納的態度。不調整 

Ac-II-1 工作的意義。不調

整 

Ac-II-2 各種工作的甘苦。

不調整 

Ac-III-1職業與能力。重整

職業所需的能力。 

Ac-III-2職業興趣。重整就

業應培養的興趣。 

2. 能察覺個人的優點;也會

欣賞他人的優點。 

3. 了解家人的生活作息，體

恤家人對家庭的付出；會

使用工具做家事;不分男

女共同分擔家務 

4. 透過實際探索校園活動，

增強對環境保護和生命

珍惜的意識。 

5. 樂於在團體中展現自己、

表逹自己能知道自己在

團體的表達方式是否適

當，並了解表達時該注意

的事項。 

6. 認識社區機構、資源與日

常生活的關係，並能注意

外出安全。 

7. 會選擇適合的服務活

動，參與校園服務。 
 

1d-III-1覺察生命的變化與

發展歷程，實踐尊重

和珍惜生命。 

不調整 

Ad-III-4 珍惜生命的行動方

案。重整能將觀察到的生物或

植物，不殘害，珍惜生命的意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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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整會用口語表達達到

溝通目的 

2b-III-1 參與各項活動，適

切表現自己在團體中的角色，

協同合作達成共同目標。重整

能接受安排，與同學合作完成

一件事/工作/表演。 

Ba-II-2與家人、同儕及師

長的互動。不調整 

Bb-III-3團隊合作的技巧。

不調整 

 

 

 



 

2c-II-1蒐集與整理各類資

源，處理個人日常生

活問題。重整認識社

區相關資源，學會處

理個人日常生活問

題。 

2c-III-1分析與判讀各類資

源，規劃策略以解決

日常生活的問題。重

整會說出社區機構的

功能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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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會說出乘

坐校車該注意的事項

並實踐危機的避免。 

3a-III-1辨識周遭環境的潛

藏危機，運用各項資

源或策略化解危機。

重整會說出在社區活

動時，迷路應如何求

助或處理。 

Bc-II-1各類資源的認識與

彙整。減量社區資

源。 

Bc-III-1各類資源的分析與

判讀。重整社區資源

的判讀。 

Bc-II-2個人日常生活問題

所需的資源。不調整 

Bc-II-3運用資源處理日常

生活問題。不調整 

Bc-III-3運用各類資源解決

問題的規劃。簡化選

用資源解決生活問

題。 

Ca-II-1生活周遭潛藏危機

的情境。不調整 

Ca-II-2生活周遭危機情境

的辨識方法。不調整 

Ca-II-3 生活周遭潛藏危機

的處理與演練。不調整 

Ca-III-1環境潛藏的危機。

不調整 

Ca-III-3 化解危機的資源或

策略。不調整 

  

 

3b-II-1參與學校或社區服

務學習，並分享心

得。不調整 

Cb-II-1服務對象的了解與

適切服務。不調整   



3b-III-1持續參與服務活

動，省思服務學習的意義，

展現感恩、利他的情懷。重

整能樂於參與服務活動 

 

Cb-II-2 服務行動的參與與

分享。不調整 

Cb-III-2服務學習的歷程。

不調整 

Cb-III-3感恩、利他情懷。不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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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週 棒!棒!愛班 1.認識班級幹部需要完成的職責：能

源長(隨手關燈、電視、電扇、冷

氣)、衛生長(衛生事項、含氟漱口

水)、健康長(拿羊牛奶)。 

2.能經由討論訂定班級公約。 

3.能遵守班級公約。 

4.能團結合作完成班級事務。 

5.能了解增強代幣制度的規則 

 

活動一:班級自治 

1.選舉班級幹部：全班召開班級會議，參照「選舉班級幹部流程」，推選

出該職務的適當人選。 

活動二:班級公約 

1.教師揭示事先準備好的班級公約卡，隨意貼在黑板上，這些班級公約

卡，有好的習慣也有不好的習慣。 

2.請學生選出黑板上適合列為本班班級公約的項目。 

3.教師歸納全班選擇出來的班級公約卡，哪些是重疊的？而有哪些公約卡

都沒有被選出。 

4.請同學針對沒有被選出的班級公約卡，思考並發表，若選擇這些不好習

慣的班級公約卡，會帶給班級哪些影響？ 

5.教師帶領全班背誦班級公約，(內容含會按時交作業、借用別人的東

西，到期會歸還) 

6.教師說明班級的增強代幣兌換制度。 

7.教師觀察學生遵守班級公約情形，給予適當的奬勵。 

第 6~12

週 

校園探索去 1.觀察校園周遭人事物，覺察校園環

境潛藏的危險。 

2.能遵守校內活動的安全守則(教室

內/外、遊戲、運動…) 

3.能遵守學校器具設備使用的安全守

則 

活動一: 校園安全小達人 

1.教師提問並引導學童省思：「有哪些地方是看起來很安全，但是當我們

不小心還是會發生危險的呢？你曾經在這些地方看過什麼危險的情況發

生？」例如： 

(1)上下樓梯時，看到有小朋友動作太快沒注意，結果往上走和往下下的

同學撞在一起！感覺好痛！ 



4.受傷害時會找老師或護士協助 

5.探究在校園學習與生活時，可能發

生的危險事件與原因，歸納避免發生

危險的方法。 

6.分享玩的時候，曾經遇到的問題，

並透過討論、表演，呈現解決問題的

方法。 

7.能從故事中學到如何在日常生活中

實踐環保和愛護生命。 

 

(2)有看到小朋友在走廊奔跑，撞在一起了！ 

(3)廁所地板溼溼的，有人走太快，不小心滑倒了！ 

(4)有人在操場玩鬼抓人，跑太快不小心跌倒了！ 

2.教師在黑板上將學童發表的危險狀況、發生地點、發生的原因，記錄在

黑板上，並整理成表格。 

3.教師提問：「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提醒大家避免發生危險呢？」 

4..學童討論(例如：廁所、樓梯、走廊、遊戲器材)安全標語 

5.教師提問：「要怎麼介紹標語?」，請同學介紹 

(1)先說出想提醒是哪一個地方。 

(2)這個地方發生過什麼危險的事。 

(3)要提醒哪些要注意的事。 

活動二:快來玩吧 

1.教師提問：「你們平常下課時間都到校園裡哪些地方去玩呢？玩什麼

呢？要如何維護呢?」教師小結：彙整學童可能的答案。 

(1)教室：拼圖、玩積木、玩磁鐵等。 

(2)遊樂場：盪秋千、溜滑梯等。 

(3)操場：跑步、玩球等。 

2.教師提問：「玩的時候，你們曾經遇到哪些不開心的問題呢？」教師彙

整學童答案。 

(1)同學盪秋千盪很久，我等到上課鐘響了，都還沒玩到。 

(2)溜滑梯時，我還沒溜下去，就被後面的人踢到。 

3.教師提問：「遇到不開心的問題，你們會怎麼解決呢？」教師彙整學童

答案。 

(1)同學盪秋千盪很久 

①我們剛開始吵起來了。 

②最後我們決議數 20下換人，這樣下課時間大家都可以玩到。 

(2)溜滑梯時，我還沒溜下去，就被後面的人踢到。 

①溜滑梯後面的人踢到我，我就跟他吵起來了。 

②我提醒他要等前面的人站起來，才可以往下溜。 



③他也提醒我要快點往下溜，才不會讓後面的人等太久。 

4.教師請討論好的學童，把解決問題的方法和同學一起演出來。 

5.教師提問：「遇到受傷問題，你們會怎麼解決呢？」教師彙整學童答

案。 

活動三:環保教育故事時間，說明：通過故事或簡短影片，向學生傳達保

護環境和珍惜生命的信息。具體步驟： 

(1)選擇適合的兒童環保故事書或短片，內容涉及環保、愛護生物等主

題。 

(2)在課堂上讀故事或播放影片，並引導學生理解故事的寓意。 

(3)故事結束後，與學生討論故事中的行為如何影響了生物和環境。 

 

第 13-18

週 

性別新視界 

性別平等教育 

性 A2 覺知生活

中性別刻板、偏

見與歧視，培養

性別平等意識，

提出促進性別平

等的改善策略。 

 

1. 能辨識並說出常見的家事任務。 

2. 能夠理解家事分工的概念，並能

夠模擬完成分配的家事任務。 

3. 能合作進行家事任務，培養團隊

合作能力。 

4. 學生能夠完成簡單的家事任務，

並說出自己的經驗。 

5. 能認識並說出家事之外的幾種常

見職業。 

6. 能理解每個職業的基本工作內容

和重要性。 

7. 能通過角色扮演活動模擬不同職

業的工作。 

8. 能理解男女共同分擔家事的重要

性。 

9. 能通過模擬活動實踐男女分擔家

事的理念。 

10. 能選擇並表達自己感興趣的職

業。 

11. 能了解幾種常見職業所需的基本

活動一:家事卡片遊戲，說明：使用圖片卡片，幫助學生了解不同的家事

任務並進行分工。具體步驟： 

1.準備卡片：製作印有不同家事任務的圖片卡片，如掃地、擦桌子、洗碗

等。 

2.介紹家事：向學生展示每張卡片，並解釋每項家事的內容。 

3.分工遊戲：讓學生抽取卡片，並模擬完成所抽取的家事任務。 

4.輪流體驗：讓學生輪流抽取並完成不同的家事任務，體驗各種家事的分

工。 

活動二: 家事體驗分享會，說明：讓學生分享他們完成家事的經驗和心

得。具體步驟： 

1.完成家事：讓學生在家或學校完成一項簡單的家事任務，如整理書桌或

收拾玩具。 

2.分享會：每位學生輪流分享他們完成家事的經驗和感受。 

3.鼓勵互動：讓其他學生提問或分享自己的想法，鼓勵互動交流。 

活動三: 認識不同的職業，說明：通過圖片和故事，讓學生了解家事之外

的不同職業。 

1.準備材料：準備一些不同職業的圖片和簡單的故事，如老師、醫生、警

察等。 

2.講故事：向學生講述每個職業的簡單故事，並展示相關圖片。 

3.職業角色扮演：讓學生扮演不同的職業角色，進行簡單的模擬活動，如



技能。 

12. 能通過簡單的活動練習基本技

能。 

能在模擬工作環境中應用所學技能。 

扮演老師教課、扮演醫生看病等。 

4.討論工作：討論每個職業的工作內容和重要性。 

活動四: 男女共同分擔家事，簡單介紹男女共同分擔家事的概念，強調不

論性別，每個人都可以完成家事。 

1、將學生分成小組，每組包含男生和女生，分配不同的家事任務。 

2.共同完成家事：讓每組學生共同完成家事任務，如一組負責掃地，另一

組負責擦桌子等。 

3.反思討論：完成家事後，讓學生分享他們的體驗，討論男女生在完成家

事時的異同，並強調合作的重要性。 

活動五:我的職業夢想 

1.職業選擇：讓學生從職業圖片中選擇自己感興趣的職業。 

2.夢想分享：每位學生分享自己的職業夢想板，並說出自己為什麼想選擇

這個職業。 

3.通過簡單的活動，讓學生了解並練習一些基本的職業技能。選擇幾個常

見職業所需的基本技能，如溝通、整理、使用簡單工具等，進行簡單介

紹。 

4.技能練習：設計一些簡單的活動，讓學生練習這些技能，例如：模擬打

電話（溝通）、整理書桌（整理）、使用勺子舀水（使用工具）等。 

5.技能應用：讓學生在模擬工作環境中應用所學的技能，例如在模擬的

「小超市」中擔任收銀員，在「小餐廳」中擔任服務員。 

第 19-22

週 

校園服務隊 

 

1. 能說出為我們服務的班級老師姓

名、教師助理員。 

2. 能指認/說出校內主要場所的位

置/用途 

3. 能發現校園中需要服務的人事物

及項目，並提出自己的看法。 

4. 能說出小組進行校園的服務行動

項目須要準備的工具及流程。能

彼此互助合作完成服務工作。 

5. 能和同學一起工作 

6. 能和同學互相幫助(分工合作、

分擔困難) 

7. 說明服務進行中的突發狀況及困

活動一:為四愛服務的人 

1.了解班級的老師和教師助理員的姓名是非常重要的。記住他們的名字，

並在需要幫助時主動尋求他們的協助。 

2.教導輔導室及學生用得到的場所位置 

地圖：製作簡單的校園地圖，標註主要場所的位置。 

圖片：使用帶有圖片和簡單文字的標誌，幫助學生記住每個地方的用途。 

標誌：在每個場所的入口處放置清晰的標誌，便於識別。 

這樣的介紹方式讓學生更容易理解和記住校內主要場所及其用途。 

活動二:需要幫助的人 

1.請學生思考是否能發現校園/班級中需要服務的人事物及項目，並提出

自己的看法在校園/班級中，有許多需要幫助的人和事物。例如： 

幫助新同學適應環境。 

協助維護校園的整潔。 



難，討論解決方法。 

 

為老師和同學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提出看法時，可以考慮： 

觀察哪些地方最需要幫助。 

與老師討論改進措施。 

提出具體的服務項目和計劃。 

2.能說出服務行動項目可能需要準備以下工具：清潔用品（掃帚、垃圾

袋、抹布等）。 

3.經老師評估後，選擇一項可以完成的服務工作，由學生討論分配工作，

一同完成。 

流程可以包括： 

制定計劃：討論並決定具體的服務項目和目標。 

分工合作：明確每個小組成員的職責。 

準備工具：確保所有必要的工具和材料都已準備好。 

執行任務：按照計劃進行服務活動。 

反饋與改進：總結經驗，提出改進建議。 

4. 在進行服務活動時，可能會遇到一些突發狀況和困難，例如： 

工具或材料不足。 

天氣突然變化。 

遇到這些情況時，可以： 

與老師或學校管理人員溝通，尋求幫助。 

小組成員之間相互支持，共同克服困難。 

 

 

第二學期 

教學進

度 

單元名稱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第 1~5

週 

家事好幫手 

家庭教育 

家政教育 

 

1. 說出自己家中常使用的家庭工具

與電器用品及其用途。 

2. 介紹自己學會操作的工具。 

3. 學習操作不同的家庭工具與家

電。 

4. 省思操作家庭工具與電器的注意

事項，以避免不當之操作。 

活動一：家庭工具和電器卡片配對遊戲，說明：使用圖片卡片，幫助學生

認識常見的家庭工具和電器用品及其用途。具體步驟： 

1.準備卡片：製作印有常見工具和電器用品圖片的卡片，如電燈、電風

扇、吹風機、遙控器等。 

2.配對遊戲：讓學生將卡片與對應的用途卡片配對，例如「電燈」和「照

明」。 

3.口頭練習：學生完成配對後，請他們口頭說出工具或電器的名稱和用



5. 省思家庭工具及家電的收納之注

意事項。 

途。 

活動二:展示與分享時間，說明：讓學生展示和分享他們已會操作的工

具。 

1.選擇工具：每位學生選擇一個自己學會操作的簡單工具，如吹風機、遙

控器、電風扇等。 

2.展示操作：在小組內展示如何操作該工具。 

3.分享用途：說出該工具的用途，例如「用吹風機把頭髮吹乾」、「用充電

線充電」、「用電風扇吹風」。 

活動三:簡單家電操作練習，說明：讓學生學習操作還未學會的簡單的家

電，如開關電燈、打開電風扇、使用遙控器等。 

1.示範操作：教師示範如何開關電燈、打開電風扇和使用遙控器。 

2.學生進行實際操作，教師給予指導和幫助。 

3.口頭練習：操作過程中，請學生說出每一步驟，如「打開開關」、「按下

按鈕」。 

活動四:安全操作小劇場，說明：通過小劇場演示，幫助學生了解安全操

作的注意事項。具體步驟： 

1.準備劇本：編寫簡單的小劇本，包含正確和錯誤的操作方式。 

2.角色扮演：學生扮演不同角色，演示如何安全使用家庭工具和電器。 

3.討論反思：觀看演出後，討論哪些操作是正確的，哪些是不當的，並說

出應注意的事項。 

活動五:收納小幫手，說明：通過實踐活動，教導學生如何正確收納家庭

工具和電器。具體步驟： 

1.示範收納：教師示範如何正確收納不同的工具和電器，如將遙控器放在

固定位置、整理電線等。 

2.實踐收納：讓學生實際操作，將工具和電器收納到正確位置。 

3.總結反思：總結收納時應注意的事項，如避免擺放在危險地點、保持整

潔等。 

第 6~12

週 

校園生態 

 

1. 能選擇合適的工具並注意工具使

用的安全 

2. 能在校園內蒐集的自然生態物品 

3. 能找出照片是校園中的哪一個角

落 

 

活動一:工具操作示範及注意事項 

活動說明：示範並練習蒐集工具的使用方法，幫助學生了解如何操作這些

工具。具體步驟： 

1.介紹工具：展示並介紹蒐集工具，如放大鏡、小鏟子、小籃子等。 

2.操作示範：示範如何使用這些工具來蒐集自然物品，例如用小鏟子挖掘

土壤，用放大鏡觀察小昆蟲。 



3.安全講解：講解使用工具時應注意的事項，例如不要用小鏟子指向他

人，放大鏡不要對著陽光直視等。 

4.練習操作：讓學生分組練習操作這些工具，在教師指導下進行實際蒐集

活動。 

5.資料記錄：指導學生記錄使用工具時的經驗，例如哪些工具適合蒐集哪

些物品。 

活動二：自然探索之旅 

活動說明：帶領學生在校園內進行自然探索，蒐集樹葉、石頭、花朵等自

然生態物品。具體步驟： 

1.準備活動：向學生展示一些可以蒐集的自然物品（如樹葉、花朵等），

並講解這些物品的基本特徵。 

2.分發工具：分發簡單的蒐集工具，如小籃子或塑膠袋。 

3.探索活動：帶領學生在校園內進行探索，指導他們蒐集自然物品。 

4.分享討論：回到教室後，讓學生展示他們蒐集到的物品，並討論這些物

品的名稱和特徵。 

活動三:照片尋寶遊戲 

活動說明：通過照片尋寶遊戲，幫助學生認識和辨識校園的不同角落。 

具體步驟： 

1.準備照片：拍攝校園內不同角落的照片，並列印出來。 

2.尋寶活動：將照片分發給學生，讓他們在校園內找到照片中的場景。 

3.辨識訓練：當學生找到照片中的角落時，請他們說出該場所的名稱，例

如「操場」、「圖書室」等。 

4.總結活動：回到教室後，展示所有照片，讓學生回憶並說出各個角落的

名稱和特徵。 

第 13-17

週 

社區與生活 

環境教育 

安全議題/日常生

活安全/安 E4 探

討日常生活應該注

意的安全。 

1. 能說出自己住家地址 

2. 能指出/說出住家四周環境 

3. 能表現敦親睦鄰的行為 

4. 能說出自己住家的村(里)名稱 

5. 會說出自己住家的區(鄉、鎮) 

名稱 

6. 能說出自己住家所屬的縣(市) 

7. 做到搭乘校車的安全規則。 

8. 能知道社區機構的功能 

1.製作自己的住家地址卡片。老師可以與學生一起手工製作卡片，並在卡

片上寫上學生的住家地址。之後可以進行配對遊戲，讓學生練習說出地

址。 

2.周圍環境觀察遊戲。帶學生進行住家周圍的實地考察，拍攝照片或錄影

片，回到教室後，讓學生看著照片或影片，說出和指出所看到的環境，例

如便利商店、公園、學校等。 

3.模擬鄰里互動。創建一個模擬鄰里的環境，讓學生扮演不同的角色，例

如鄰居、小店老闆等。進行簡單的社交互動，如問候、借東西等，培養學

生的社交技巧。 



9. 在社區裡會利用機構與資源 

10. 能辨識並說出幾個常見的安全求

助對象。 

11. 能在角色扮演中模擬向安全對象

求助的情境。 

12. 能記住自己的姓名、住址和父母

的電話號碼。 

13. 能在需要時提供這些聯絡信息給

他人。 

14. 能熟練地說出幾個常用的求助語

句。 

15. 能在模擬場景中清晰表達自己的

需求。 

16. 能使用手機撥打緊急聯絡電話。 

17. 能理解並說出幾個基本的自我保

護原則。 

18. 能在模擬情境中正確應對潛在的

危險情境。 

4.村(里)名稱唱遊。創作一首簡單的歌曲或口訣，把學生住家的村(里)名

稱融入其中。讓學生通過反覆唱遊來記住村(里)的名稱。 

會說出自己住家的區(鄉、鎮) 名稱 

5.地圖尋寶遊戲。製作一張簡單的社區地圖，標示出學生住家的區(鄉、

鎮)名稱。進行尋寶遊戲，學生需要找到指定的地點，並說出該區(鄉、

鎮)的名稱。 

6.縣(市)名稱拼圖。設計一個縣(市)名稱拼圖遊戲，把學生所屬的縣(市)

名稱分成幾個部分，讓學生通過拼圖活動來組合並說出完整的名稱。 

7.校車司機想要同學配合的事，司機是服務同學的，可是也要請同學配合

司機下列注意事項。搭乘校車時的安全規則包括： 

(1)等待校車時要排隊，不要推擠。 

(2)上下車時要小心，不要奔跑。 

(3)校車行駛中要坐在座位上，不要隨意走動。 

(4)繫好安全帶。 

(5)聽從司機和老師的指示。 

8.安排學生實地參觀社區中的重要機構，如郵局、圖書館、超市、醫院、

公園等。 

具體步驟：事先聯繫這些機構，安排參觀時間。帶領學生參觀這些機構，

介紹它們的用途和服務時間。在每個地方停留，讓學生觀看和體驗這些機

構的運作。 

9.透過角色扮演，模擬在不同社區機構的互動情境。具體步驟：準備角色

扮演的道具（如郵局的信件、圖書館的書籍等）。讓學生分組扮演不同角

色（如顧客、店員、圖書管理員等）。模擬在這些機構中的互動，例如借

書、購物、郵寄信件等。練習說出機構的名稱、服務內容及服務時間。 

10迷路時的求助與自我保護 

(1)認識安全求助對象 

活動說明：通過圖片和角色扮演，讓學生認識可以求助的安全對象。 

具體步驟： 

A.準備材料：準備一些常見安全求助對象的圖片，如警察、社區服務中

心、便利店店員等。 

B.圖片展示：展示每張圖片，並簡單介紹這些安全對象的特徵和標誌。 

C.角色扮演：讓學生分組扮演迷路求助場景，練習向這些安全對象求助。 

(2)記住重要的聯絡信息 



活動說明：教導學生記住自己或家人的聯絡方式，以便迷路時可以求助。 

具體步驟： 

A.聯絡信息卡片：幫助學生製作聯絡信息卡片，寫上自己的姓名、住址、

父母的電話號碼等。 

B.記憶練習：通過簡單的記憶遊戲，幫助學生記住這些重要信息。 

C.攜帶卡片：讓學生隨身攜帶這些聯絡信息卡片，以備不時之需。 

11.學習求助語句，教導學生一些簡單的求助語句，讓他們能夠在迷路時

清晰表達自己的需求。 

具體步驟： 

(1)求助語句教學：教導學生一些簡單的求助語句，如「我迷路了，請幫

我」、「我需要幫助，這是我爸爸/媽媽的電話號碼」等。 

(2)語句練習：讓學生反覆練習這些求助語句，確保他們能夠清晰地表

達。 

(3)模擬場景：在教室內設置一些模擬場景，讓學生練習使用求助語句。 

12.使用科技求助，說明：教導學生使用簡單的科技工具，如手機，來進

行求助。具體步驟： 

(1)手機使用教學：展示如何使用手機撥打電話給父母或緊急求助號碼。 

(2)實際練習：讓學生在監護人或教師的陪同下練習撥打電話。 

13.迷路時的自我保護，說明：教導學生在迷路時如何保護自己，避免進

入危險的情境。 

(1)自我保護教學：教導學生一些基本的自我保護知識，如不要跟陌生人

走，不要接受陌生人的食物或禮物等。 

(2)情境模擬：設計一些模擬情境，讓學生練習如何在迷路時保持冷靜並

保護自己。 

(3)討論反思：讓學生分享他們在模擬情境中的經驗，討論應對方法。 

第 18-21

週 

更好的自己 1.記錄生活中會做的事，覺察自己做

得很好的事 

2透過活動，更加認識自己，進而欣

賞自己的優點、了解自己的興趣。 

3在活動前，能夠用心觀察別人的優

點。 

4.和他人分享自己的想法。 

活動一:認識你我他 

1.記錄生活中會做的事，覺察自己做得很好的事。教師說明：每個人的能

力和特質都不同，教師可以自己為例，說明生活中會做的事。 

活動二:肯定自己 

1.教師提問：「你的能力和表現在哪些方面有進步？」 

2.教師小結學童可能的答案。 

(1)我現在常常主動為班上同學服務，老師和同學都稱讚我。 

(2)同學都喜歡和我一起玩，我的朋友越來越多。 



 

 

(3)媽媽說我現在可以靜下心來，可以先完成回家作業才看電視。 

3.進行「優點大轟炸」遊戲。教師提問：「你觀察到和你同組的同學，有

哪些很棒的優點呢？」 

4.教師提問：「從同組同學給的優點卡片中，你發現你有哪些優點？」 

5.請學童把自己的優點大聲說出來，可鼓勵學童配上動作，也能讓學童更

有自信。 

活動三:興趣與我 

1.教師說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興趣和喜好，讓我們透過分享活動來彼此

觀摩。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興趣活動，透過同學的介紹，了解各項活動內容，探

索自己的興趣。 

3.教師提問：觀摩後，你發現了哪些你感興趣的人、事、物呢？ 

4.教師提問：當你找到自己感興趣的人、事、物後，可以如何進一步認識

或發展呢？ 

5.教師引導學生請教師長或同學、利用網路影片自學、實際體驗、透過閱

讀等方式發展興趣。 

6.統整與反思：找到自己感興趣的人、事、物後，試著透過多元的方式探

索，會讓你有更多收穫呵！ 

  13.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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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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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