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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架構圖 

 

 

 

 

 

 

 

 

 

社會 3 下 

第二單元 

居民總動員 

 

第三單元 

生活要更好 

第一單元 

家鄉的生活 

第 1 課 敦親睦鄰 

第 2 課 村里生活 

第 3 課 鄉鎮市區生活 

第 1 課 參與家鄉活動 

第 2 課 多元的生活風貌 

 

 

第 1 課 便利的家鄉生活 

第 2 課 買東西學問大 

 

 

第四單元 

家鄉風情畫 

第六單元 

守護我家鄉 

第五單元 

地名故事多 

第 1 課 家鄉的故事 

第 2 課 家鄉的特色 

 

 

第 1 課 地名的由來 

第 2 課 探索家鄉地名 

 

 

第 1 課 關懷家鄉的問題 

第 2 課 愛護家鄉的行動 

 

 



二、 課程理念： 

1. 根據目標模式設計社會學習領域的課程發展架構，期以達成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社會學習領域，所指定的十大課程目標、分段能力指標及 21

世紀國民所需具備的十大基本能力。 

2. 掌握過程模式的精神，從事社會學習領域教材的編撰與教學活動的設計，引導開放式教與學的實踐，期以培養學生自主性的學習、獲得高層次認知的智

能，以及增進獨立思考和自主性批判的能力。 

 

三、 先備經驗或知識簡述：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除了家庭、學校之外，最常接觸的就是我們的家鄉，因此，在這一冊裡，要帶領大家了解家鄉居民的生活和社區的活動、認識家鄉的

各種生活設施及功能、探索家鄉的歷史和地名，並能用具體的行動愛護家鄉。 

 

四、 課程目標： 

1. 了解家鄉居民的生活。 

2. 介紹家鄉社區的活動內容與功能，並學習接納、包容不同的文化。 

3. 認識家鄉的各種場所和設施及功能，養成良好的消費態度。 

4. 藉由家鄉的歷史故事和物產特色，引導學童關注自己的家鄉的自然與人文風貌。 

5. 探索地名與家鄉的關係。 

6. 能用具體的行動愛護家鄉。 

 

五、 教學策略建議： 

課程活動中，認知、情意、技能是目標，教材是實現的工具，由於社會領域包含的範疇極廣，各地生活環境亦不相同，教材難以面面俱到。因此，教師教

學時，宜考慮本身的專長、學生的條件，以及學校所能提供的教學資源，設計適當的教學活動，以充分發揮教材教學媒介的功能。 

 



六、 參考資料： 

1. 黃正傑主編(民 82)。《班級經營—理念與策略》。臺北：師大書苑。 

2. 林清山(民 86)。《有效學習的方法》。臺北：教育部訓育委員會。 

3. 黃錫培(民 90)。《七大學習領域教法 50 招》。臺北：聯經。 

4. 鄧運林主編(民 86)。《如何指導孩子撰寫專題報告》。臺北：聯經。 

5. 王派仁(民 91)。《走出教室學更多：九年一貫課程中的社區資源整合與應用》。臺北：天衛文化。 

6. 陳淑華等(民 92)。《攜手造家園—社區》。臺北：秋雨文化。 

7. 施添福總編纂(民 88)。《臺灣地名辭書》。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七、 課程計畫： 

學習總目標： 

第一單元：從鄰、村里、鄉鎮市區認識我們的家鄉。 

第二單元：了解社區的功能及活動，並認識、尊重不同的文化。 

第三單元：認識家鄉的設施與場所，學習良好的消費態度與技能。 

第四單元：了解家鄉開發的故事、歷史和文物的保存、物產和建築物的特色。 

第五單元：探討家鄉地名的由來，進行家鄉地名探索活動。 

第六單元：認識家鄉可能產生的問題，以具體的行動愛護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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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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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
量
方
式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二 

2/22

-2/2

8 

家
鄉
的
生
活 

敦
親
睦
鄰
、
村
里
生
活 

6-2-1 從周遭生活中舉例指出權力如

何影響個體或群體的權益(如形成秩

序、促進效率或傷害權益等)。 

6-2-3 實踐個人對其屬之群體(如家庭

和學校班級)所擁有之權利和所負之義

務。 

1.探討與鄰居建立良好關係的好

處與做法。 

2.探討村長、里長的服務內容。 

 

【活動三】有鄰居真好 

1.配合課本動動腦問題「你和鄰居相

處，有哪些愉快或不愉快的經驗？請說

出來與同學分享。」發表與討論。 
2.觀察與討論課本第 10、11 頁課文及

圖片。 

3.配合【第 1 課習作】。 

4.統整課文重點：認識鄰居可以提供

我們生活上許多協助。如果鄰居間能

互相協助及尊重，生活會更加愉快。 

【活動一】為我們服務的村長、里長 

1.引起動機：請學童畫出工作中的村

長、里長。 

2.觀察與討論課本第 12 頁課文及圖

片。 

3.製作感謝卡或感謝信，謝謝村長、

里長的辛勞，並張貼在教室後面，或

是派代表送到村長、里長家中。 

4.統整課文重點：村長、里長通常為 

村里民做了很多服務工作。對於村里 

的服務工作，我們可以主動幫忙，或 
提醒村長、里長更積極的為大家服務。 

3 

教學媒體 1.口頭評量 

2.討論活動 

3.習作練習 

【家政教育】 

3-2-3 養成良好的

生活習慣。 

3-2-4 表現合宜的

生活禮儀。 

四、表達、溝通與分

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

隊合作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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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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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三 

3/1-

3/7 

家
鄉
的
生
活 

村
里
生
活 

6-2-1 從周遭生活中舉例指出權力如

何影響個體或群體的權益(如形成秩

序、促進效率或傷害權益等)。 

 

1.覺察自己在村里中應盡的責任。 

2.探討提升村里安全的設備及做

法。 

3.探討維護村里環境的方法。 

 

【活動二】安全的村里 

1.觀察與討論：課本第 13 頁課文及圖

片，討論下列問題「許多天災(如：颱

風、地震)也可能會危害村里安全，這

些天災對村里造成的影響可能有哪

些？我們可以如何預防？」。 

2.配合【第 2 課習作】第一大題，請

學童回家觀察自己村里的安全設施，

並於課堂中發表。 

3.統整課文重點：在我們的村里中有

許多設施都是為了保障居民安全而設

立的，我們應該好好維護這些設施。

為了預防天災對居民的影響，我們也

要時時做好預防工作。 

【活動三】維護村里生活 

1.引起動機：全班共同討論村里長可

能遇到的問題，並尋求解決的辦法。 

2.觀察與討論課本第 14、15 頁課文及

圖片。 

3.配合課本動動腦問題「如果你居住的

村里要舉辦清潔日活動，有哪些事情需

要大家分工合作呢？你可以幫忙作哪

些事情呢？」發表與討論。 

4.配合【第 2 課習作】第二大題。 

5.統整課文重點。 

3 

教學媒體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3.習作練習 

 五、尊重、關懷與團

隊合作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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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3/8-

3/14 

家
鄉
的
生
活 

鄉
鎮
市
區
生
活 

5-2-1 舉例說明自己可以決定自我的

發展並具有參與群體發展的權利。 

6-2-1 從周遭生活中舉例指出權力如

何影響個體或群體的權益(如形成秩

序、促進效率或傷害權益等)。 

6-2-3 實踐個人對其所屬之群體(如家

庭和學校班級)所擁有之權利和所負之

義務。 

1.認識鄉鎮市區的組成。 

2.認識鄉鎮市區的主要行政機構

與服務內容。 

3.體會鄉鎮市區行政機構與居民

日常生活的關係。 

4.了解鄉鎮市區行政機構的責任

和人民的權利。 

【活動一】鄉鎮市區的生活 

1.說明：村里之上，還有鄉鎮市區的

概念。 

2.觀察與討論課本第 16、17 頁課文及

圖片。 

3.配對遊戲：行政機構與服務內容對

對碰。請學童配對生活中常見的事情

及負責的機關，教師再進行說明以加

深學童印象。 

4.統整課文重點：了解鄉鎮市區是由

村里組成的行政單位，包含的範圍及

服務的項目比村里廣。 

【活動二】 責任與權利 

1.引起動機：教師請學童發表自己或是

家人，利用家鄉的圖書館、公園、衛生

所等機構的情形，說說看對這些機構的

感覺。 

2.評分活動。 

3.觀察與討論：教師引導學童閱讀課本

第18、19頁課文及圖片。 

4.配合動動腦：你覺得自己的鄉鎮市區

裡，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你會如何

反映？(例：居住環境吵雜，我會跟里長

說，請他轉告鄰居改善。) 

5.情境模擬。 

6.配合【第3課習作】。 

7.統整課文重點：家鄉中的行政機構，

要善盡自己的責任，為人民服務。如果

沒有善盡責任，造成人民使用上不方

便，會損害人民的權利，人民可以要求

政府改善或是賠償。 

3 

教學媒體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3.遊戲評量 

4.習作練習 

【家政教育】 

3-2-6 認識個人生

活中可回收的資

源。 

五、尊重、關懷與團

隊合作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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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3/15

-3/2

1 

居
民
總
動
員 

參
與
家
鄉
活
動 

5-2-1 舉例說明自己可以決定自我的

發展並具有參與群體發展的權利。 

6-2-1 從周遭生活中舉例指出權力如

何影響個體或群體的權益(如形成秩

序、促進效率或傷害權益等)。 

6-2-3 實踐個人對其所屬之群體(如家

庭和學校班級)所擁有之權利和所負之

義務。 

7-2-2 認識各種資源，並說明其受損、

消失、再生或創造的情形，並能愛護

資源。 

 

1.探討社區的功能及提供的服務。 

2.觀察資源再利用的方式。 

3.探討社區服務的內容。 

4.覺察家鄉活動的多樣性。 

5.了解參與家鄉活動的重要性。 

6.培養參與家鄉活動的積極態度。 

7.學習如何進行口頭報告。 

【活動一】大家一起來 

1.調查發表：請學童發表於課前調查

自己的社區曾經舉辦過的活動或文宣

海報，並發表與討論問題。 

2.觀察與討論課本第 24 頁課文及圖

片。 

3.引導問題：你居住的社區有沒有活

動中心？你曾經去過嗎？你覺得社區

活動中心應該為社區居民提供哪些服

務？ 

4.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二】小小志工 

1.故事聆賞：播放教學 CD，並發表課

前調查的社區居民行善助人的故事。 

2.觀察與討論課本第 25 頁課文及圖

片。 

3.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三】家鄉活動一起來 

1.引起動機：請學童將課前蒐集的家

鄉活動文宣海報，帶到課堂上討論。 

2.觀察與討論課本第 26、27 頁課文及

圖片。 

3.配合課本動動腦問題「你參加過家

鄉的哪些活動呢？」發表與討論。 

4.配合【第 1 課習作】。 

5.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四】家鄉活動口頭報告 

1.引起動機：教師先調查班上學童有

沒有參加過家鄉舉辦的活動？ 

2.蒐集資料。 

3.如何進行口頭報告：(1)進行分組討

論(2)列出報告大綱(3)進行口頭報告

(4)搭配主題海報。 

4.經驗分享。 

5.統整課文重點。 

3 

教學媒體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3.資料蒐集 

4.習作練習 

 

【家政教育】 

3-2-6 認識個人生

活中可回收的資

源。 

四、表達、溝通與分

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

隊合作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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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3/22

-3/2

8 

居
民
總
動
員 

多
元
的
生
活
風
貌 

1-2-2 描述不同地方居民的生活方式。 

6-2-4 說明不同的個人、群體(如性別、

族群、階層等)文化與其他生命為何應

受到尊重與保護，以及如何避免偏見

與歧視。 

9-2-1 舉例說明外來的文化、商品和資

訊如何影響本地的文化和生活。 

1.探討家鄉居民的組成。 

2.了解不同地區的移民，生活文化也

可能不同。 

3.認識家鄉舉辦的多元文化活動。 

4.培養尊重、包容不同文化的態度。 

【活動一】家鄉生活觀察 

1.引起動機：課前請學童詢問家人中有

沒有原來不是住在本地，是從外地遷移

而來的？並上臺分享家人的經驗。 

2.動腦時間：引導學童以大學的學生

為例，由於學生的需要，家鄉原有的

生活產生了哪些變化？。 

3.觀察與討論課本第 30、31 頁課文及

圖片。 

4.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二】世界那麼大 

1.引起動機：教師事先蒐集在臺灣舉辦

潑水節或南洋美食節的圖片或報導，讓

全班傳閱。 

2.美食搜查線：學童分組利用網路、報

章雜誌或書籍，蒐集在臺灣能吃到的異

國美食，將美食依照地區製成海報，並

上臺分享成果。 

3.觀察與發表課本第 32、33 頁及圖片。 

4.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童完成【第 2

課習作】。 

5.統整課文重點。 

3 

教學媒體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3.資料蒐集 

4.習作練習 

5.討論發表

表 

 

【人權教育】 

1-2-1 欣賞、包容

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

利。 

1-2-5 察覺並避免

個人偏見與歧視

態度或行為的產

生。 

四、表達、溝通與分

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

隊合作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七 

3/29

-4/4 

生
活
要
更
好 

便
利
的
家
鄉
生
活 

1-2-2 描述不同地方居民的生活方式。 

1-2-3 覺察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識

與感受具有差異性，並能表達對家鄉

的關懷。 

 

1.認識家鄉為我們提供服務的場所

和設施。 

2.知道家鄉場所和設施的服務項目。 

【活動一】生活便利多 

1.引起動機：請學童發表家鄉有哪些

場所和設施，並配合地圖指出位置。 

2.分組討論：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36～

39 頁的課文及圖片，進行分組討論及

發表。 

3.展示與發表：請學童將事先蒐集到

有關家鄉服務設施與場所的資料，展

示並與同學分享，並發表一個自己使

用公共設施和場所的經驗 

4.統整課文重點。 

3 

教學媒體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3.資料蒐集 

4.討論發表 

【家政教育】 

3-2-4 表現合宜的

生活禮儀。 

3-2-6 認識個人生

活中可回收的資

源。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

合作 

八、 運用科技與資 

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日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對應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
量
方
式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八 

4/5-

4/11 

生
活
要
更
好 

便
利
的
家
鄉
生
活
、
買
東
西
學
問
大 

1-2-2 描述不同地方居民的生活方式。 

1-2-3 覺察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識

與感受具有差異性，並能表達對家鄉

的關懷。 

7-2-1 指出自己與同儕所參與的經濟

活動。 

7-2-3 瞭解人類在交換各種資源時必

須進行換算，因此發明貨幣。 

7-2-4 瞭解從事適當的理財可調節自

身的消費力。 

1.知道家鄉場所和設施的服務項目。 

2.熟悉使用公共場所和設施的方法。 

3.遵守使用場所和設施的禮儀規範。 

4.知道家鄉的購物地點。 

5.清楚自己購物的動機。 

6.了解人類發明貨幣的原因。 

【活動二】生活好滿足 

1.引起動機：教師引導學童了解家鄉裡

可以滿足人們食、衣、住、行、育、樂

需要的場所和設施，並進一步討論善用

這些場所和設施的方法和禮儀規範的

媒介。 

2.配對遊戲：教師指導學童分組，並拿

出師生共同製作好的配對字卡(上張為

各場所和設施名稱卡、下張為各服務項

目卡)，然後進行翻牌配對遊戲(類似撿

紅點)。 

3.討論與發表：教師指導學童參考課本

內容，並配合事先蒐集到的資料，分組

討論問題。 

4.配合【第 1 課習作】。 

5.配合課本動動腦問題「使用家鄉裡的

設施時，遇到態度良好或不好的服務人

員，你的感受有何不同？你會如何反映

呢？」發表與討論。 

6.統整課文重點：我們要熟悉家鄉裡的

場所和設施，更要知道他們的服務項目

和使用方法。同時也要珍惜和善用它

們，讓生活更便利、更充實。 

【活動一】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1.引起動機：師生共同蒐集資料，並請

學童分享自己和家人在家鄉商店或市

場等地方消費購物的經驗。 

2.配合動動腦：你有沒有和家人上街買

東西的經驗，請說出來和大家分享。 

3.觀察與發表：請學童閱讀課本第 40、

41 頁及圖片。 

4.展示與分享：教師請學童展示蒐集到

的貨幣圖片，並做簡單說明，與同學分

享。 

5.統整課文重點：家鄉裡的商家、市場

等，提供各種服務，滿足我們日常生活

的需求。人們為了滿足生活上的各種需

要，最初是以物易物方式進行交換，後

來又發明了貨幣，讓物品的交換更加方

便。 

3 

教學媒體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3.資料蒐集 

4.遊戲評量 

5.習作練習 

6.討論發表 

 

【家政教育】 

3-2-4 表現合宜的

生活禮儀。 

3-2-5 認識基本的

消費者權利與義

務。 

3-2-6 認識個人生

活中可回收的資

源。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

合作 

八、 運用科技與資 

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

題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日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對應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
量
方
式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九 

4/12

-4/1

8 

生
活
要
更
好 

買
東
西
學
問
大 

7-2-1 指出自己與同儕所參與的經濟

活動。 

7-2-3 瞭解人類在交換各種資源時必

須進行換算，因此發明貨幣。 

7-2-4 瞭解從事適當的理財可調節自

身的消費力。 
 

 

 

 
 

 
 

 

 
 

 
 

1.清楚自己購物的動機。 

2.了解人類發明貨幣的原因。 

3.明白購物應該注意的事項。 

【活動二】做卡神還是做卡債族 

1.引起動機：請學童統計家中有使用刷

卡消費的人數。然後講述信用卡起源的

故事，讓學童知道信用卡也是貨幣。 

2.展示與朗讀：教師指導學生展示與朗

讀有關信用卡的資訊和卡債族的報導。 

3.觀察與發表：教師指導學童閱讀課本

第 42 頁及圖片。 

4.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三】當個小小消費高手 

1.引起動機：教師引導學童發表自己曾

經有過的購物原因與經驗。 

2.觀察與發表：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43

及圖片。 

3.眼明手快遊戲：教師指導學童分組，

進行尋找商品標示競賽活動。 

4.配合【第 2 課習作】。 

5.統整課文重點。 

3 

教學媒體 1.口頭評量 

2.資料蒐集 

3.討論發表 

4.習作練習 

5.遊戲評量 

【家政教育】 

3-2-5 認識基本的

消費者權利與義

務。 

3-2-6 認識個人生

活中可回收的資

源。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八、 運用科技與資 

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

題 

十 

4/19

-4/2

5 

家
鄉
風
情
畫 

家
鄉
的
故
事 

1-2-1 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

性。 

1-2-3 覺察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識

與感受具有差異性，並能表達對家鄉

的關懷。 

2-2-1 瞭解居住地方的人文環境與經

濟活動的歷史變遷。 

2-2-2 認識居住地方的古蹟或考古發

掘，並欣賞地方民俗之美。 
 

 

 

 

 

 
 

 

 
 

 
 

【第一次評量週】 

1.熟悉家鄉流傳的故事。 

2.了解家鄉的歷史紀錄， 並加以珍

惜。 

【活動一】話我家鄉 

1.講述跟家鄉有關的故事、傳說，讓學

童產生認同感。 

2.發表與討論：教師請學童根據蒐集來

的資料，發表並討論家鄉流傳的故事。 

3.延伸活動：教師可以視時間許可，請

地方上的長者或學童家中長輩到班級

上說故事，或是實際到社區訪問，讓學

童與社區居民直接接觸，更能讓學童對

居住的地方產生認同感。 

4.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二】走進家鄉的歷史 

1.以時光寶盒為例，引導學童藉由器

物、史料等研究過去發生的事情。 

2.發表與討論課本第 47 頁課文及圖片。 

3.指導學童將蒐集到的家鄉古老照片、

器物、歌謠等作成書面資料，舉行歷史

回顧展。 

4.配合【第 1 課習作】第一大題。 

5.統整課文重點。 

3 

教學媒體 1.口頭評量 

2.資料蒐集 

3.討論發表 

4.習作練習 

【環境教育】 

3-1-2 能具有好奇

心，體認人類在生

態中的角色，以及

自然環境與人的

相互關係。 

4-1-2 能經由家人

與師長指導，以文

字、圖畫等方式記

錄校園與住家環

境問題。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

合作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

題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日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對應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
量
方
式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十
一 

4/26

-5/2 

家
鄉
風
情
畫 

家
鄉
的
故
事
、
家
鄉
的
特
色 

1-2-1 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

性。 

1-2-3 覺察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識

與感受具有差異性，並能表達對家鄉

的關懷。 

2-2-1 瞭解居住地方的人文環境與經

濟活動的歷史變遷。 

2-2-2 認識居住地方的古蹟或考古發

掘，並欣賞地方民俗之美。 

4-2-1 說出自己的意見與其他個體、群

體或媒體意見的異同。 
 

1.知道家鄉先民開墾的事跡。  

2.覺察家鄉自然環境的改變。 

3.理解有很多人為家鄉的歷史保存

努力，並對他們表達感謝之意。 

4.知道家鄉的主要地方物產。  

5.明白家鄉特產形成的原因。 

 

【活動三】蛻變的家鄉 

1.展示家鄉早期的景觀照片，讓學童感

受家鄉景觀的改變。 

2.觀察與討論課本第 48 頁課文及圖片。 

3.集體創作：教師選定數個家鄉景觀變

化最大的地方作為範例，請學童以集體

創作的方式，畫(寫)出從早期到現在，

先民在開發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難，各

組完成後，展示在教室中，供全班同學

欣賞。 

4.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四】為家鄉盡心力的人 

1.閱讀：教師指導學童閱讀課本第49頁

課文及圖片。 

2.展示地方文史工作室的出版刊物，或

是活動行程表，讓學童了解他們的工作

內容。 

3.指導學童透過具體行動，對保存家鄉

歷史的個人或團體表達謝意。 

4.配合課本動動腦問題「你最喜歡的家

鄉故事是哪一個？請說出來和同學分

享。」發表與討論。 

5.配合【第 1 課習作】第二大題。 

6.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一】一鄉一特色 

1.觀察與發表課本第 50、51 頁課文及圖

片。 

2.請學童展示物產或照片，分享不同地

區的物產並了解不同地區居民的生活

特色。 

3.配合【第 2 課習作】第一大題。 

4.統整課文重點：不同的家鄉會因為自

然環境的因素，發展出不同的地方物

產，成為代表家鄉的特色，我們要心懷

感激，好好認識並愛惜家鄉的物產。 

3 

教學媒體 1.口頭評量 

2.資料蒐集 

3.習作練習 

4.討論發表 

【環境教育】 

3-1-2 能具有好奇

心，體認人類在生

態中的角色，以及

自然環境與人的

相互關係。 

4-1-2 能經由家人

與師長指導，以文

字、圖畫等方式記

錄校園與住家環

境問題。 
5-1-1具有跟隨家人

或師長參與社區環

境保護的活動經

驗。 

【資訊教育】 

1-2-3 瞭解綱路使

用規範。 

4-2-1 能進行網路

基本功能的操作。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

合作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

題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日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對應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
量
方
式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十
二 

5/3-

5/9 

家
鄉
風
情
畫 

家
鄉
的
特
色 

1-2-1 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

性。 

1-2-3 覺察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識

與感受具有差異性，並能表達對家鄉

的關懷。 

2-2-2 認識居住地方的古蹟或考古發

掘，並欣賞地方民俗之美。 

4-2-1 說出自己的意見與其他個體、群

體或媒體意見的異同。 
 

1.感受不同家鄉的建築與人文特色。  

2.發展關懷家鄉產業活動的情意和

技能。 

【活動二】最佳行銷員 

1.觀察與發表課本第 52、53 頁課文及圖

片。 

2.配合課本動動腦問題「想一想，你的

家鄉有哪些特色？你會如何向別人介

紹？」發表與討論。 

3.展示各地特產宣傳廣告，並請學童發

表想法。 

4.分組活動，進行家鄉特色行銷活動。

以書面或表演等方式，展示最有創意的

宣傳手法，即可成為家鄉特色最佳行銷

員。 

5.配合【第 2 課習作】第二大題。 

6.統整課文重點：認識自己家鄉的特產

與建築特色，能對家鄉有更深刻的體

認。我們可以藉由參與家鄉產業文化

季、觀光活動等機會，提供自己對家鄉

發展的意見和看法，這也是關懷與愛護

家鄉的方式。 

【活動三】上網看家鄉 

1教師透過網路展示家鄉的建築或特

色，引導學童討論如何從網路上搜尋相

關資料。 

2.教師指導學童閱讀課本第54、55頁課

文及圖片。 

3.教師依課本說明進行上網查資料步驟

示範，並做報告範例說明。引導學童以

自己家鄉的建築、特產等為主題，分組

進行各步驟的練習。 

4.完成資料查詢、整理與報告製作後，

請各組派員發表，和同學分享。 

5.統整文重點：上網查資料可以幫助我

們快速取得相關資訊，讓學習有效率，

但是網路資料，必須經過整理才能成為

有內容、有重點的報告。為了表示尊重

智慧財產權，我們要將引用的資料出處

來源註明清楚，這也是使用網路資訊的

倫理規範。 

3 

教學媒體 1.口頭評量 

2.資料蒐集 

3.習作練習 

4.討論活動 

 

【環境教育】 

3-1-2 能具有好奇

心，體認人類在生

態中的角色，以及

自然環境與人的

相互關係。 

4-1-2 能經由家人

與師長指導，以文

字、圖畫等方式記

錄校園與住家環

境問題。 
5-1-1具有跟隨家人

或師長參與社區環

境保護的活動經

驗。 

【資訊教育】 

1-2-3 瞭解綱路使

用規範。 

4-2-1 能進行網路

基本功能的操作。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

合作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

題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日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對應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
量
方
式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十
三 

5/10

-5/1

6 

地
名
故
事
多 

地
名
的
由
來 

1-2-1 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

性。 

1-2-2 描述不同地方居民的生活方式。 
 

1.了解家鄉地名命名的依據。 

2.認識家鄉地名和地形、氣候的關

係。 

3.認識家鄉地名和植物的關係。 

4.了解家鄉地名命名的依據。 

 

【活動一】認識家鄉地名 

1.教師講述家鄉比較有趣的地名由來，

讓學童對認識家鄉地名產生興趣。 

2.閱讀與觀察課本第58、59頁課文及圖

片。 

3.家鄉地名猜猜看：教師揭示鄉鎮市區

地圖，請學童在地圖中找出自己居住地

方比較有趣、特殊的地名。。 

4.配合動動腦「你家附近有哪些特殊、

有趣的地名呢？你知道它的由來嗎？」 

5.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二】地名聯想 

1.教師揭示謎題「四季如春」，請學童猜

猜看是哪一個地方的名稱。 

2.觀察與討論課本第60、61頁課文及圖

片。 

3.分組討論：教師將學童分組，依地形、

氣候、植物等方面，請學童找找看住家

所在的地區，有沒有哪一個鄉鎮市區的

命名和它們有關？ 4.統整課文重點。 

3 

教學媒體 1.口頭評量 

2.資料蒐集 

3.討論活動 

4.實作評量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
四 

5/17

-5/2

3 

地
名
故
事
多 

地
名
的
由
來 

1-2-1 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

性。 

1-2-2 描述不同地方居民的生活方式。 

1.認識家鄉地名和歷史事實的關係。 

2.認識家鄉地名和原住民的關係。 

3.認識家鄉地名和生產活動的關係 

4.認識家鄉地名和重要建築物的關

係。 

5.培養認識家鄉地名的興趣。 

【活動三】地名故事 

1.教師先揭示「左營」、「林鳳營」、「新

營」等地名，請學童從字面意思猜猜

看，這些地名和什麼有關？再簡單說明

早期鄭成功在臺的事蹟，讓學童了解這

些地名都是早期軍隊名稱沿用至今。 

2.觀察討論課本第62、63頁課文及圖片。 

3.說古道今 

4.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四】地名追追追 

1.閱讀課本第64、65頁課文及圖片，並

簡單說明這些地名的命名由來和當地

的生產活動及早期重要建築的故事。 

2.討論與發表 

3.地名配對遊戲 

4.地名猜一猜，教師揭示地名謎語，請

學童進行猜地名遊戲。謎底揭曉後，師

生共同討論如何從謎題的題意找出相

關地名。 

5.配合【第1課習作】。 

6.統整課文重點。 

3 

教學媒體 1.口頭評量 

2.資料蒐集 

3.討論活動 

4.實作評量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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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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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量
方
式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十
五 

5/24

-5/3

0 

地
名
故
事
多 

探
索
家
鄉
地
名 

1-2-1 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

性。 

1-2-3 覺察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識

與感受具有差異性，並能表達對家鄉

的關懷。 
 

1.認識家鄉地名的由來和演變。 

2.培養探索家鄉地名的興趣及技能。 

3.覺察探索地名是家鄉居民認識家

鄉的方法之一。 

【活動一】尋根探源 

1.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66、67 頁課文及

圖片。，並說明探索家鄉地名的步驟

和方法。 

(1)決定要探索的地名。 

(2)方法有： 

a.詢問家中長輩或較年長的鄰居。 

b.到圖書館翻閱書籍。 

c.上網查資料。 

(3)資料蒐集過程中，想想看： 

a.這個地名過去的名稱是什麼？和現

在的名稱一樣嗎？ 

b.如果和現在的名稱不一樣，那教學

活動麼過去的名稱由來是什麼？為什

麼要改成現在的名稱？ 

c.如果和現在的名稱一樣，那麼它的

由來是什麼？這些資料的說法合理

嗎？ 

(4).針對蒐集到的資料發表與討論。 

(5)探索家鄉地名的感想發表。 

2.請學童選取一個家鄉地名，利用各

種方法進行地名的調查。 

3.教師請學童發表進行相關調查活動

時應注意的事項。 

4.可利用的調查方法：訪問長輩、上

網調查、閱讀書籍等。 

3 

教學媒體 1.口頭評量 

2.資料蒐集 

3.習作練習 

4.討論活動 

5.實作評量 

【資訊教育】 

4-2-1 能進行網路

基本功能的操作。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
六 

5/31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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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索
家
鄉
地
名 

1-2-1 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

性。 

1-2-3 覺察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識

與感受具有差異性，並能表達對家鄉

的關懷。 
 

1.認識家鄉地名的由來和演變。 

2.培養探索家鄉地名的興趣及技能。 

3.覺察探索地名是家鄉居民認識家

鄉的方法之一。 

5.配合【第 2 課習作】。 

6.請學童發表地名調查的結果，並分

享心得。 

7.延伸教學：教師對此次尋根活動做

歸納，引導學童思考與討論「家鄉地

名變遷的因素有哪些？」作為延伸教

學活動。 

8.統整課文重點：從探索家鄉地名由

來的步驟中，可以讓學童學習探索的

技能，並能了解家鄉早期居民的生活

過程與變遷，及對家鄉的認識與期

望，同時這也是愛鄉行動的具體表現

之一。 

3 

教學媒體 1.口頭評量 

2.資料蒐集 

3.習作練習 

4.討論活動 

5.實作評量 

【資訊教育】 

4-2-1 能進行網路

基本功能的操作。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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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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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6/13 

守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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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 

關
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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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
的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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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覺察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識

與感受具有差異性，並能表達對家鄉

的關懷。 

6-2-1 從周遭生活中舉例指出權力如

何影響個體或群體的權益(如形成秩

序、促進效率或傷害權益等)。 

6-2-3實踐個人對其所屬之群體(如家庭

和學校班級)所擁有之權利和所負之義

務。 

1.知道家鄉存在的問題，以及發生的

原因。 

2.了解家鄉問題發生的原因及影響。 

 

【活動一】家鄉問題面面觀 

1.教師請學童描繪出心中理想的居住

環境，並發表分享。 

2.閱讀與觀察：教師指導學童閱讀課

本第 72～75 頁課文及圖片。 

3.分組搶答：家鄉問題面面觀 

(1)在環境整潔方面產生的家鄉問題有

哪些？對居民生活造成什麼影響？ 

(2)在文化保存方面產生的家鄉問題有

哪些？造成什麼影響？ 

(3)在公共建設方面產生的家鄉問題有

哪些？造成什麼影響？ 

(4)在生態維護方面產生的家鄉問題有

哪些？造成什麼影響？ 

(5)教師復習活動重點，並鼓勵獲勝組

別。 

4.統整課文重點。 

3 

教學媒體 1.口頭評量 

2.習作練習 

3.討論活動 

 

【環境教育】 

4-1-2 能經由家人與

師長指導，以文字、

圖畫等方式記錄校

園與住家環境問題。 

5-1-1 具有跟隨家人

或師長參與社區環

境保護的活動經驗。 

 

四、表達、溝通與分

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

隊合作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

問題 

十
八 

6/14

-6/2

0 
(預計

畢業

週)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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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覺察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識

與感受具有差異性，並能表達對家鄉

的關懷。 

6-2-1 從周遭生活中舉例指出權力如

何影響個體或群體的權益(如形成秩

序、促進效率或傷害權益等)。 

6-2-3實踐個人對其所屬之群體(如家庭

和學校班級)所擁有之權利和所負之義

務。 

 

 

 

 

 

 

 

 

 

 

 

 
 

1.表現關懷家鄉的積極態度。 

 

【活動二】家鄉問題追追追 

1.教師為學童講述一個家鄉的問題事

例，或簡報準備資料，引導學童發表

自己對家鄉現存問題的看法。 

2.分類與統計 

(1)教師指導學童將自己觀察到的家鄉

問題，以及訪問家人的意見，逐項列

出來。 

(2)教師發給各組海報紙，請各組將列

出來的家鄉問題，依照環境整潔、文

化保存、各項建設、生態維護等做分

類，並做統計排行。 

(3)教師請各組代表說明統計結果，並

將海報張貼於黑板。 

(4)教師引導學童根據各組呈現結果，

歸納出家鄉問題的一致性看法。 

3.分組討論 

(1)教師引導學童分組抽選數個家鄉問

題，討論出可行的改進意見。 

(2)各組派人上臺報告討論結果。 

(3)教師鼓勵其他組學童補充意見。 

(4)教師歸納結論。 

4.配合【第 1 課習作】。 

5.統整課文重點。 

3 

教學媒體 1.口頭評量 

2.習作練習 

3.討論活動 

 

【環境教育】 

4-1-2 能經由家人與

師長指導，以文字、

圖畫等方式記錄校

園與住家環境問題。 

5-1-1 具有跟隨家人

或師長參與社區環

境保護的活動經驗。 

 

四、表達、溝通與分

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

隊合作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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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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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7 
 

守
護
我
家
鄉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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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覺察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識

與感受具有差異性，並能表達對家鄉

的關懷。 

6-2-3 實踐個人對其所屬之群體(如家

庭和學校班級)所擁有之權利和所負之

義務。 

 

 

 
 

 

 

 

 

 

 

 

 

【第二次評量週】 

1.了解如何用具體的行動愛護家

鄉。 

2.主動發現家鄉的問題，並尋求解 

決的方法。 

【活動一】愛鄉由我開始 

1.教師解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的故事。 

2.腦力激盪請各組腦力激盪想出具體

的愛鄉行動，並上臺分享。 

3.教師指導學童閱讀第 76、77 頁的課

文及圖片。 

4.如果看到別人正在破壞公物，自己

應該怎麼做？請各組討論出意見上臺

分享做法。 

5.統整課文重點：愛護家鄉是每一個

人的責任，我們要從自己做起，除了

主動關心家鄉的問題之外，也要有具

體的行動，家鄉環境才會更美好。  

3 

教學媒體 1.口頭評量 

2 實作評量 

3.討論活動 

 

【環境教育】 

4-1-2 能經由家人與

師長指導，以文字、

圖畫等方式記錄校園

與住家環境問題。 

5-1-1 具有跟隨家

人或師長參與社區

環境保護的活動經

驗。 

【海洋教育】 

3-2-2 說明家鄉或

鄰近的水域環境變

遷對生活的影響。 

5-2-7 關懷河流或

海洋生物與環境，

養成愛護生物、尊

重生命、珍惜自然

的態度。 

5-2-8 參與河流或

海洋環境的維護，

如淨灘、淨溪。 

四、表達、溝通與分

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

隊合作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

問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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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覺察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識

與感受具有差異性，並能表達對家鄉

的關懷。 

6-2-3 實踐個人對其所屬之群體(如家

庭和學校班級)所擁有之權利和所負之

義務。 

 

 

 

 

 

 

 

 

 

 

 

 

【休業式】 

 【活動二】行動小尖兵 

1.教師事先安排時間，全班到社區實

地踏察，教師指導學童在踏察過程

中，仔細觀察發現問題。 

2.教師指導學童閱讀課本第 78、79 頁

課文及圖片。 

4.延伸活動～表演活動：教師指導學

童將興仁里的故事，以戲劇方式表

演，讓學童經由角色扮演的方式，能

激發愛護家鄉行動的省思。 

5.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三】大家動起來 

1.學童閱讀 80、81 頁的課文及圖片。 

2.配合動動腦：請閱讀課本第 84∼ 88

頁的愛鄉行動小故事，想想看，你的

家鄉有哪些問題？可以透過什麼具體

的行動愛護家鄉？ 

3.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童完成【第 2

課習作】。 

4..統整課文重點。 

3 

教學媒體 1.口頭評量 

2 實作評量 

3.討論活動 

 

【環境教育】 

4-1-2 能經由家人與

師長指導，以文字、

圖畫等方式記錄校園

與住家環境問題。 

5-1-1 具有跟隨家

人或師長參與社區

環境保護的活動經

驗。 

【海洋教育】 

3-2-2 說明家鄉或

鄰近的水域環境變

遷對生活的影響。 

5-2-7 關懷河流或

海洋生物與環境，

養成愛護生物、尊

重生命、珍惜自然

的態度。 

5-2-8 參與河流或

海洋環境的維護，

如淨灘、淨溪。 

四、表達、溝通與分

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

隊合作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

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