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七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上學期 21週共 105節、下學期 20週共 100節，合計 205節。 

 

上學期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第 1~21週 鄉野踏查 1節 社團活動 1節 無 班會 1節 

趣味邏輯 1節    

閱讀素養 1節    

總 計 63 21 0 21 

 

 

 

 

類 

數 次 

節 週 
別 



下學期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第 1~20週 鄉野踏查 1節 社團活動 1節 無 班會 1節 

趣味邏輯 1節    

閱讀素養 1節    

總 計 60 20 0 20 

 

類 

數 次 

節 週 
別 



一、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一)課程架構： 

鄉野踏查-上學期 

課程名稱 內容 節數 項目 

1.明日未來 

1.請同學思考：明天地球就要毀滅，同學的

最後一餐最想與誰度過？ 

2.引導學生愛地球、愛各種生命、愛不同種

族性別、愛這世界上每個人類。 

3.帶領學生關注全球議題。 

4.播放影片《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死於飢

餓嗎？》。 

5.介紹本學期課程。 

2 

■主題□專題 □議題 

2.刻意練習的思辨課 

1.用道德兩難情境，讓學生理解選擇的困

難、背後的價值觀、選擇後的風險。 

2.學習慎重思考每一個選擇，並說明判斷的

理由。 

3.尊重與自己不同選擇的同學，仔細聆聽彼

此的答案。 

4.介紹難民議題。 

2 

■主題□專題 □議題 



鄉野踏查-上學期 

課程名稱 內容 節數 項目 

3.身而為人 

1.閱讀文本《原轉會各民族代表：臺灣原住

民族致中國習近平主席》。 

2.新聞閱讀。 

3.閱讀人權宣言《世界人權宣言簡易版》。 

4.進行文本理解與經驗連結。 

2 

■主題□專題 □議題 

4.你如何認識這世界 

1.說明「傳播媒體」與「閱聽人」的定義。 

2.分享自己從哪些管道得到資訊？ 

3.介紹傳播媒體的功能。 

4.說明傳播媒體如何影響生活？ 

5.介紹介紹媒體識讀。 

6.媒體識讀 THINK原則。 

7.利用報紙，進行媒體裡性別、階級、偏見

的分析。 

8.各組進行廣告設計，如何打破偏見與歧

視，並說明設計理念。 

4 

■主題□專題 □議題 

5.島嶼的記憶 

1.介紹採訪技巧。 

2.請同學互相練習採訪。 

3.設計訪談題目。 

4.採訪阿公阿嬤。 

2 

■主題□專題 □議題 

 



鄉野踏查-上學期 

課程名稱 內容 節數 項目 

6.世代差異 

1.說明採訪作業。 

2.討論採訪與紀錄時的技巧。 

3.學生分享訪問紀錄。 

4.閱讀世代差異的文章，培養閱讀速度與

做摘要的能力。 

5.思考並分享解決世代差異的方案。 

2 

■主題□專題 □議題 

7.多元高雄，差異觀點 

1.影片《驚豔是高雄》可見那些高雄的景

點與特色？哪些特色影片沒有出現？ 

2.Line貼圖創作特色。 

3.請學生分享繪圖的主題與構思。 

2 

■主題□專題 □議題 

8.雨林浩劫與悲劇巧克力 

1.說明熱帶雨林的消失與全球暖化的關

聯。 

2.介紹溫室效應。 

3.播放影片《地球浩劫 亞馬遜雨林已消失

一半》。 

4.討論如何減緩雨林的消失。 

5.說明熱帶栽培業的開發。 

6.播放影片《全球化下的工民教育__血汗

巧克力》。 

7.討論童工、勞力剝削的問題。 

2 

■主題□專題 □議題 



鄉野踏查-上學期 

課程名稱 內容 節數 項目 

9.水有問題 

1.閱讀文本《全球濕地 100年消失 7成，

2050年 57億人活在缺水危機下》。 

2.進行文本歸納，找出文中提到讓水資源

匱乏的問題、臺灣也有的問題。 

3.介紹臺灣的水資源現況。 

4.播放影片《直擊西非缺水危機「全球最

窮國家」沙漠化》、《日本西部豪雨成災，

產業停擺經濟受創》、《印度母親河變“垃

圾河”，威脅數百萬印度人健康》。 

5.討論各地區水的問題。 

6.學習「水足跡」。 

3 

■主題□專題 □議題 

 

 

 

 

 

 

 

 

 



鄉野踏查-下學期 

課程名稱 內容 節數 項目 

1.認識米粉 

1.引導學生說出米粉是風乾的產品，

需要加水烹煮才能吃。 

2.認識米粉的成分。 

3.說明水粉與炊粉的差異。 

1 □主題 ■專題 □議題 

2.稻米與他們的產地 認識稻米的生長條件。 1 □主題 ■專題 □議題 

3.新竹的地形與河流 認識新竹的地理環境。 1 □主題 ■專題 □議題 

4.新竹的地形與風 1.了解新竹的風強的原因。 

2.說明新竹的風乾燥的原因。 
1 □主題 ■專題 □議題 

5.新竹米粉產業的分布 理解為何米粉業者多位於南勢。 1 □主題 ■專題 □議題 

6.臺灣的米粉產業特色 1.學習臺灣其他地方也有生產米粉。 

2.認識生產米粉的原因。 
1 □主題 ■專題 □議題 

7.新竹米粉產業變遷 1.說明新竹米粉產業的歷史。 

2.說明臺灣米粉產業的沒落原因。 
3 □主題 ■專題 □議題 

8.新竹米粉創意行銷方案發

表會 

1.說明幫助米粉產業因應變遷的對

策。 

2.說明目前新竹米粉已有的創行銷方

案類型。 

1 □主題 ■專題 □議題 

9.米粉的製作過程 說明米粉的製作過程。 1 □主題 ■專題 □議題 



鄉野踏查-下學期 

課程名稱 內容 節數 項目 

10.參訪米粉工廠 預約米粉工廠參訪行程。 2 □主題 ■專題 □議題 

11.參訪心得分享 
1.每一組輪流上臺分享各組的參訪心

得。 

2.須注意別組沒注意到的細節。 

1 □主題 ■專題 □議題 

12.米粉料理大賽 

 

1.說明米粉料理的製作流程。 

2.分組製作米粉料理。 

3.教師與同學到各組試吃料理成品。 

1 □主題 ■專題 □議題 

13.口述歷史的方法 說明訪談注意事項。 1 □主題 ■專題 □議題 

14.口述歷史報告製作 

1.說明報告注意事項。 

2.學習報告格式。 

3.介紹可用的網路資料。 

2 □主題 ■專題 □議題 

15.新竹米粉產業報告 各組上臺報告。 2 □主題 ■專題 □議題 

 

 

 

 

  



 (二)課程內涵： 

課程名稱：七年級上學期鄉野踏查                                  項目：■主題 □專題 □議題  

教學

期程 
單元名稱 核心素養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數 評量方式 教學資源 備註 

1 明日 
未來 

C1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C3 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1.促進族群間
的相互了解，尊
重不同文化的
發展脈絡。 
2.了解人權迫
害 存 在 的 事
實、認識人生而
平等與言論自
由 的 基 本 概
念，發展對人權
的價值信念。 

1.請同學思考：明天地球就要毀
滅，同學的最後一餐最想與誰度
過？ 
2.引導學生愛地球、愛各種生
命、愛不同種族性別、愛這世界
上每個人類。 
3.帶領學生關注全球議題。 
4.播放影片《你知道全世界有多
少人死於飢餓嗎？》。 
5.介紹本學期課程。 

1 

1.口頭發
表 
2.小組參
與，自評與
互評 
3.學習單 
4.課堂學
習態度及
參與度 

影片 【人權議題】 
【原住民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2 
明日 
未來 

C1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C3 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1.促進族群間
的相互了解，尊
重不同文化的
發展脈絡。 
2.了解人權迫
害 存 在 的 事
實、認識人生而
平等與言論自
由 的 基 本 概
念，發展對人權
的價值信念。 

1.請同學思考：明天地球就要毀
滅，同學的最後一餐最想與誰度
過？ 
2.引導學生愛地球、愛各種生
命、愛不同種族性別、愛這世界
上每個人類。 
3.帶領學生關注全球議題。 
4.播放影片《你知道全世界有多
少人死於飢餓嗎？》。 
5.介紹本學期課程。 

1 

1.口頭發
表 
2.小組參
與，自評與
互評 
3.學習單 
4.課堂學
習態度及
參與度 

影片 【人權議題】 
【原住民教育】 
【品德教育】 
【家庭教育】 
【生命教育】 
 



3 刻意練習
的思辨課 

A2 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C1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1.面對兩難情
境時，能說明知
道自己抉擇的
理由，及此決定
可能會帶來的
後果。 
2.在思考與討
論過程中，能覺
察自己的價值
觀，能傾聽他人
意見，尊重他人
想法。 

1.用道德兩難情境，讓學生理解
選擇的困難、背後的價值觀、選
擇後的風險。 
2.學習慎重思考每一個選擇，並
說明判斷的理由。 
3.尊重與自己不同選擇的同學，
仔細聆聽彼此的答案。 
4.介紹難民議題。 

1 

1.口頭發
表 
2.課堂學
習態度及
參與度 

影片 【人權議題】 
【閱讀素養】 

4 刻意練習
的思辨課 

A2 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C1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1.面對兩難情
境時，能說明知
道自己抉擇的
理由，及此決定
可能會帶來的
後果。 
2.在思考與討
論過程中，能覺
察自己的價值
觀，能傾聽他人
意見，尊重他人
想法。 

1.用道德兩難情境，讓學生理解

選擇的困難、背後的價值觀、選

擇後的風險。 

2.學習慎重思考每一個選擇，並

說明判斷的理由。 

3.尊重與自己不同選擇的同學，

仔細聆聽彼此的答案。 

4.介紹難民議題。 

1 

1.口頭發
表 
2.課堂學
習態度及
參與度 

影片 【人權議題】 
【閱讀素養】 
 

5 
身而 
為人 

C1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C3 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1.促進族群間
的相互瞭解，尊
重不同文化的
發展脈絡。2.
了解人權迫害
存在的事實、認
識人生而平等
與言論自由的
基本概念，發展
對人權的價值

1.閱讀文本《原轉會各民族代
表：臺灣原住民族致中國習近平
主席》。 
2.新聞閱讀。 
3.閱讀人權宣言《世界人權宣言
簡易版》。 
4.進行文本理解與經驗連結。 

1 

1.口頭發
表 
2.小組參
與，自評與
互評 
3.學習單 
4.課堂學
習態度及
參與度 

閱讀文

本、新

聞、世界

人權宣言

簡易版 

【國際教育】 
【人權教育】 
【原住民教育】 
【閱讀素養】 
 



信念。 

6 身而 
為人 

C1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C3 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1.促進族群間
的相互瞭解，尊
重不同文化的
發展脈絡。2.
了解人權迫害
存在的事實、認
識人生而平等
與言論自由的
基本概念，發展
對人權的價值
信念。 

1.閱讀文本《原轉會各民族代

表：臺灣原住民族致中國習近平

主席》。 

2.新聞閱讀。 

3.閱讀人權宣言《世界人權宣言

簡易版》。 

4.進行文本理解與經驗連結。 

1 

1.口頭發
表 
2.小組參
與，自評與
互評 
3.學習單 
4.課堂學
習態度及
參與度 

閱讀文

本、新

聞、世界

人權宣言

簡易版 

【國際教育】 
【人權教育】 
【原住民教育】 
【閱讀素養】 
 

7 
你如何認
識這世
界？ 

B2 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C1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1.認識媒體的
種類與應用，瞭
解媒體資訊如
何建構，進而能
夠分析、評估、
批判媒體訊息。 
2.並思辨其在
生活中可能帶
來的衝突與影
響。 

1.說明「傳播媒體」與「閱聽人」
的定義。 
2.分享自己從哪些管道得到資
訊？ 
3.介紹傳播媒體的功能。 
4.說明傳播媒體如何影響生活？ 
5.介紹介紹媒體識讀。 
6.媒體識讀 THINK原則。 
7.利用報紙，進行媒體裡性別、
階級、偏見的分析。 
8.各組進行廣告設計，如何打破
偏見與歧視，並說明設計理念。 

1 

1.口頭發
表 
2.小組參
與，自評與
互評 
3.學習單 
4.課堂學
習態度及
參與度 

媒體網

站、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8 
你如何認
識這世
界？ 

B2 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C1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1.認識媒體的
種類與應用，瞭
解媒體資訊如
何建構，進而能
夠分析、評估、
批判媒體訊息。 
2.並思辨其在
生活中可能帶
來的衝突與影
響。 

1.說明「傳播媒體」與「閱聽人」
的定義。 
2.分享自己從哪些管道得到資
訊？ 
3.介紹傳播媒體的功能。 
4.說明傳播媒體如何影響生活？ 
5.介紹介紹媒體識讀。 
6.媒體識讀 THINK原則。 
7.利用報紙，進行媒體裡性別、
階級、偏見的分析。 

1 

1.口頭發
表 
2.小組參
與，自評與
互評 
3.學習單 
4.課堂學
習態度及
參與度 

戲劇、廣

告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8.各組進行廣告設計，如何打破
偏見與歧視，並說明設計理念。 

9 
你如何認
識這世
界？ 

B2 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C1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1.認識媒體的
種類與應用，瞭
解媒體資訊如
何建構，進而能
夠分析、評估、
批判媒體訊息。 
2.並思辨其在
生活中可能帶
來的衝突與影
響。 

1.說明「傳播媒體」與「閱聽人」
的定義。 
2.分享自己從哪些管道得到資
訊？ 
3.介紹傳播媒體的功能。 
4.說明傳播媒體如何影響生活？ 
5.介紹介紹媒體識讀。 
6.媒體識讀 THINK原則。 
7.利用報紙，進行媒體裡性別、
階級、偏見的分析。 
8.各組進行廣告設計，如何打破
偏見與歧視，並說明設計理念。 

1 

1.口頭發
表 
2.小組參
與，自評與
互評 
3.學習單 
4.課堂學
習態度及
參與度 

媒體網

站、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10 
你如何認
識這世
界？ 

B2 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C1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1.認識媒體的
種類與應用，瞭
解媒體資訊如
何建構，進而能
夠分析、評估、
批判媒體訊息。 
2.並思辨其在
生活中可能帶
來的衝突與影
響。 

1.說明「傳播媒體」與「閱聽人」
的定義。 
2.分享自己從哪些管道得到資
訊？ 
3.介紹傳播媒體的功能。 
4.說明傳播媒體如何影響生活？ 
5.介紹介紹媒體識讀。 
6.媒體識讀 THINK原則。 
7.利用報紙，進行媒體裡性別、
階級、偏見的分析。 
8.各組進行廣告設計，如何打破
偏見與歧視，並說明設計理念。 

1 

1.口頭發
表 
2.小組參
與，自評與
互評 
3.學習單 
4.課堂學
習態度及
參與度 

戲劇、廣

告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11 島嶼的記
憶 

B3 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1.藉由採訪親
人長輩的家族
故事，訓練學生
訪談與採集資
料的方法 
2.培養學生與
家族歷史的連
結，強化其人文

1.介紹採訪技巧。 
2.請同學互相練習採訪。 
3.設計訪談題目。 
4.採訪阿公阿嬤。 1 

1.口頭發
表 
2.課堂學
習態度及
參與度 

媒體網

站、 

【家庭教育】 
【人權教育】 



素養。 
3.透過藝術轉
化創作，表達對
生活環境及社
會文化的理解
與關懷。 

12 島嶼的記
憶 

B3 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1.藉由採訪親
人長輩的家族
故事，訓練學生
訪談與採集資
料的方法 
2.培養學生與
家族歷史的連
結，強化其人文
素養。 
3.透過藝術轉
化創作，表達對
生活環境及社
會文化的理解
與關懷。 

1.介紹採訪技巧。 
2.請同學互相練習採訪。 
3.設計訪談題目。 
4.採訪阿公阿嬤。 

1 

1.口頭發
表 
2.課堂學
習態度及
參與度 

戲劇、廣

告 

【家庭教育】 
【人權教育】 
 

13 世代 
差異 

A2 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B1 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C1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1.釐清文化偏
見，並解讀各種
訊息所傳遞的
刻板印象。 
2. 能 多 元 思
考，尊重不同主
張，反思社會議
題。 

1.說明採訪作業。 
2.討論採訪與紀錄時的技巧。 
3.學生分享訪問紀錄。 
4.閱讀世代差異的文章，培養閱
讀速度與做摘要的能力。 
5.思考並分享解決世代差異的方
案。 

1 

1.口頭發
表。 
2.採訪紀
錄。 
3.學習單。 
4.課堂學
習態度及
參與度。 

媒體網

站、 

【人權教育】 
【生涯規畫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 
【家庭教育】 
 

14 世代 
差異 

A2 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B1 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1.釐清文化偏
見，並解讀各種
訊息所傳遞的
刻板印象。 

歷 G-Ⅳ-2從主題題 E或 F挑選適
當課題深入探究，或規劃與執行
歷史踏查或展演。 
公 Dc-IV-1 日常生活中，有哪些

1 

1.口頭發
表。 
2.採訪紀
錄。 

戲劇、廣

告 

【人權教育】 
【生涯規畫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 
【家庭教育】 



C1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2. 能 多 元 思
考，尊重不同主
張，反思社會議
題。 

文化差異的例子？ 
公 Dc-IV-3 面對文化差異時，為
什麼要互相尊重與包容？ 

3.學習單。 
4.課堂學
習態度及
參與度。 

 

15 
多元高
雄，差異
觀點 

B1 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C3 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1.認識在地文
化 的 都 市 特
色，看見高雄的
亮點。 
2.透過創作貼
圖，練習將資訊
進行圖文表達
的傳播能力。 

1.影片《驚豔是高雄》可見那些
高雄的景點與特色？哪些特色影
片沒有出現？ 
2.Line貼圖創作特色。 
3.請學生分享繪圖的主題與構
思。 

1 

1.口頭發
表 
2.學習單 
3.課堂學
習態度及
參與度 

學習單、

臉書社團

相關教材

資料 

【海洋教育】 
【環境教育】 
 

16 
多元高
雄，差異
觀點 

B1 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C3 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1.認識在地文
化 的 都 市 特
色，看見高雄的
亮點。 
2.透過創作貼
圖，練習將資訊
進行圖文表達
的傳播能力。 

1.影片《驚豔是高雄》可見那些
高雄的景點與特色？哪些特色影
片沒有出現？ 
2.Line貼圖創作特色。 
3.請學生分享繪圖的主題與構
思。 

1 

1.口頭發
表 
2.學習單 
3.課堂學
習態度及
參與度 

學習單、

臉書社團

相關教材

資料 

【海洋教育】 
【環境教育】 
 

17 
雨林浩劫
與悲劇巧
克力 

A2 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C1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C3 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1.認識雨林的
開發與相關產
業的發展及對
環境的影響。2.
從公平正義、人
權的角度省思
經濟開發帶來
的文化困境與
兩難。 

1.說明熱帶雨林的消失與全球暖
化的關聯。 
2.介紹溫室效應。 
3.播放影片《地球浩劫 亞馬遜雨
林已消失一半》。 
4.討論如何減緩雨林的消失。 
5.說明熱帶栽培業的開發。 
6.播放影片《全球化下的工民教
育__血汗巧克力》。 
7.討論童工、勞力剝削的問題。 

1 

1.口頭發
表 
2.採訪紀
錄 
3.學習單 
4.課堂學
習態度及
參與度 

學習單 【環境教育】 
【人權教育】 
【國際教育】 
 

18 雨林浩劫
與悲劇巧

A2 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1.認識雨林的
開發與相關產

1.說明熱帶雨林的消失與全球暖 1 1.口頭發
表 

學習單 【環境教育】 
【人權教育】 



克力 C1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C3 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業的發展及對
環境的影響。2.
從公平正義、人
權的角度省思
經濟開發帶來
的文化困境與
兩難。 

化的關聯。 

2.介紹溫室效應。 

3.播放影片《地球浩劫 亞馬遜雨

林已消失一半》。 

4.討論如何減緩雨林的消失。 

5.說明熱帶栽培業的開發。 

6.播放影片《全球化下的工民教

育__血汗巧克力》。 

7.討論童工、勞力剝削的問題。 

2.採訪紀
錄 
3.學習單 
4.課堂學
習態度及
參與度 

【國際教育】 
 

19 水有 
問題 

A2 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C1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1.了解水資源
的重要性與稀
少性。 
2.認識水資源
匱乏的原因及
受污染的狀況。 
3.能系統思考
進行水資源調
配、關注因全球
環境變遷之水
資源分配問題。 

1.閱讀文本《全球濕地 100 年消
失 7成，2050年 57億人活在缺水
危機下》。 
2.進行文本歸納，找出文中提到
讓水資源匱乏的問題、臺灣也有
的問題。 
3.介紹臺灣的水資源現況。 
4.播放影片《直擊西非缺水危機
「全球最窮國家」沙漠化》、《日
本西部豪雨成災，產業停擺經濟
受創》、《印度母親河變“垃圾
河”，威脅數百萬印度人健康》。 
5.討論各地區水的問題。 
6.學習「水足跡」。 

1 

1.口頭發
表 
2.課堂學
習態度及
參與度 

學習單、

影片 

【環境教育】 
 

20 水有 
問題 

A2 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C1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1.了解水資源
的重要性與稀
少性。 
2.認識水資源
匱乏的原因及
受污染的狀況。 

1.閱讀文本《全球濕地 100 年消
失 7成，2050年 57億人活在缺水
危機下》。 
2.進行文本歸納，找出文中提到
讓水資源匱乏的問題、臺灣也有
的問題。 

1 

1.口頭發
表 
2.課堂學
習態度及
參與度 

學習單、

影片 

【環境教育】 
 



 

 

 

 

3.能系統思考
進行水資源調
配、關注因全球
環境變遷之水
資源分配問題。 

3.介紹臺灣的水資源現況。 
4.播放影片《直擊西非缺水危機
「全球最窮國家」沙漠化》、《日
本西部豪雨成災，產業停擺經濟
受創》、《印度母親河變“垃圾
河”，威脅數百萬印度人健康》。 
5.討論各地區水的問題。 
6.學習「水足跡」。 

21 期末交流 

A自主行動 
C社會參與 

1.促進族群間
的相互了解，尊
重不同文化的
發展脈絡。 
2.了解人權迫
害 存 在 的 事
實、認識人生而
平等與言論自
由 的 基 本 概
念，發展對人權
的價值信念。 
3. 能 多 元 思
考，尊重不同主
張，反思社會議
題。 
4.了解水資源
的重要性與稀
少性。 

1.閱讀文本《全球濕地 100 年消
失 7成，2050年 57億人活在缺水
危機下》。 
2.進行文本歸納，找出文中提到
讓水資源匱乏的問題、臺灣也有
的問題。 
3.介紹臺灣的水資源現況。 
4.播放影片《直擊西非缺水危機
「全球最窮國家」沙漠化》、《日
本西部豪雨成災，產業停擺經濟
受創》、《印度母親河變“垃圾
河”，威脅數百萬印度人健康》。 
5.討論各地區水的問題。 
6.學習「水足跡」。 

1 

1.口頭發
表 
2.課堂學
習態度及
參與度 

學習單、

影片 

【人權議題】 
【原住民教育】 
【品德教育】 
【環境教育】 
 



課程名稱：七年級下學期鄉野踏查                                         項目：■主題 □專題 □議題  

教學期

程 
單元名稱 核心素養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數 評量方式 教學資源 備註 

1 認識 
米粉 

A3 規劃執
行與創新
應變 
B3 藝術涵
養與美感
素養 
C2 人際關
係與團隊
合作 

1.知悉米粉的由來
與製作過程。 
2.了解米粉產業與
自然環境的關係。 

1.引導學生說出米粉是風乾的產
品，需要加水烹煮才能吃。 
2.認識米粉的成分。 
3.說明水粉與炊粉的差異。 

1 

市 售 米 粉
袋、補充資
料 
學習單 

學習單 
小組報告 
課堂討論 
回答問題 

【人權議題】 
【原住民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2 認識 
米粉 

A3 規劃執
行與創新
應變 
B3 藝術涵
養與美感
素養 
C2 人際關
係與團隊
合作 

1.知悉米粉的由來
與製作過程。 
2.了解米粉產業與
自然環境的關係。 

1.引導學生說出米粉是風乾的產

品，需要加水烹煮才能吃。 

2.認識米粉的成分。 

3.說明水粉與炊粉的差異。 

1 

市 售 米 粉
袋、補充資
料 
學習單 

學習單 
小組報告 
課堂討論 
回答問題 

【人權議題】 
【原住民教育】 
【品德教育】 
【家庭教育】 
【生命教育】 
 
 

3 稻米與他
們的產地 

A3 規劃執
行與創新
應變 
B3 藝術涵
養與美感
素養 
C2 人際關
係與團隊
合作 

1.知悉米粉的由來
與製作過程。 
2.了解米粉產業與
自然環境的關係。 

認識稻米的生長條件。 1 

市 售 米 粉
袋、補充資
料 
學習單 

學習單 
小組報告 
課堂討論 
回答問題 

【人權議題】 
【閱讀素養】 



課程名稱：七年級下學期鄉野踏查                                         項目：■主題 □專題 □議題  

教學期

程 
單元名稱 核心素養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數 評量方式 教學資源 備註 

4 新竹的地
形與河流 

A3 規劃執
行與創新
應變 
B3 藝術涵
養與美感
素養 
C2 人際關
係與團隊
合作 

1.知悉米粉的由來
與製作過程。 
2.了解米粉產業與
自然環境的關係。 

認識新竹的地理環境。 1 

市 售 米 粉
袋、補充資
料 
學習單 

學習單 
小組報告 
課堂討論 
回答問題 

【人權議題】 
【閱讀素養】 
 

5 新竹的地
形與風 

A3 規劃執
行與創新
應變 
B3 藝術涵
養與美感
素養 
C2 人際關
係與團隊
合作 

1.知悉米粉的由來
與製作過程。 
2.了解米粉產業與
自然環境的關係。 1.了解新竹的風強的原因。 

2.說明新竹的風乾燥的原因。 
1 

市 售 米 粉
袋、補充資
料 
學習單 

學習單 
小組報告 
課堂討論 
回答問題 

【國際教育】 
【人權教育】 
【原住民教育】 
【閱讀素養】 
 

6 

新竹 
米粉 

產業的分
布 

A3 規劃執
行與創新
應變 
B3 藝術涵
養與美感
素養 
C2 人際關
係與團隊
合作 

1.知悉米粉的由來
與製作過程。 
2.了解米粉產業與
自然環境的關係。 

理解為何米粉業者多位於南勢。 1 

學習單 學習單 
小組報告 
課堂討論 
回答問題 

【國際教育】 
【人權教育】 
【原住民教育】 
【閱讀素養】 
 



課程名稱：七年級下學期鄉野踏查                                         項目：■主題 □專題 □議題  

教學期

程 
單元名稱 核心素養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數 評量方式 教學資源 備註 

7 

臺灣的 
米粉 
產業 
特色 

A3 規劃執
行與創新
應變 
B3 藝術涵
養與美感
素養 
C2 人際關
係與團隊
合作 

1.知悉米粉的由來
與製作過程。 
2.認識米粉產業的
興衰，進而產生愛
鄉的情懷。 

1.學習臺灣其他地方也有生產米

粉。 

2.認識生產米粉的原因。 

1 

學習單 學習單 
小組報告 
課堂討論 
回答問題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人權教育】 

8 

新竹 
米粉 
產業 
變遷 

A3 規劃執
行與創新
應變 
B3 藝術涵
養與美感
素養 
C2 人際關
係與團隊
合作 

1.知悉米粉的由來
與製作過程。 
2.認識米粉產業的
興衰，進而產生愛
鄉的情懷。 

1.說明新竹米粉產業的歷史。 

2.說明臺灣米粉產業的沒落原

因。 

1 

學習單 學習單 
小組報告 
課堂討論 
回答問題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人權教育】 

9 

新竹 
米粉 
產業 
變遷 

A3 規劃執
行與創新
應變 
B3 藝術涵
養與美感
素養 
C2 人際關
係與團隊
合作 

1.知悉米粉的由來
與製作過程。 
2.認識米粉產業的
興衰，進而產生愛
鄉的情懷。 

1.說明新竹米粉產業的歷史。 

2.說明臺灣米粉產業的沒落原

因。 

1 

學習單 學習單 
小組報告 
課堂討論 
回答問題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人權教育】 
 



課程名稱：七年級下學期鄉野踏查                                         項目：■主題 □專題 □議題  

教學期

程 
單元名稱 核心素養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數 評量方式 教學資源 備註 

10 

新竹 
米粉 
產業 
變遷 

A3 規劃執
行與創新
應變 
B3 藝術涵
養與美感
素養 
C2 人際關
係與團隊
合作 

1.知悉米粉的由來
與製作過程。 
2.認識米粉產業的
興衰，進而產生愛
鄉的情懷。 

1.說明新竹米粉產業的歷史。 

2.說明臺灣米粉產業的沒落原

因。 

1 

學習單 學習單 
小組報告 
課堂討論 
回答問題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人權教育】 
 

11 

新竹米粉
創意行銷
方案發表

會 

A3 規劃執
行與創新
應變 
B3 藝術涵
養與美感
素養 
C2 人際關
係與團隊
合作 

1.知悉米粉的由來
與製作過程。 
2.認識米粉產業的
興衰，進而產生愛
鄉的情懷。 

1.說明幫助米粉產業因應變遷的

對策。 

2.說明目前新竹米粉已有的創行

銷方案類型。 

1 

學習單、食
譜、食材、
烹飪器材 

學習單 
小組報告 
課堂討論 
回答問題 

【家庭教育】 
【人權教育】 

12 
米粉的製

作 
過程 

A3 規劃執
行與創新
應變 
B3 藝術涵
養與美感
素養 
C2 人際關
係與團隊
合作 

1.知悉米粉的由來
與製作過程。 
2.認識米粉產業的
興衰，進而產生愛
鄉的情懷。 說明米粉的製作過程。 1 

學習單、食
譜、食材、
烹飪器材 

學習單 
小組報告 
課堂討論 
回答問題 

【家庭教育】 
【人權教育】 
 



課程名稱：七年級下學期鄉野踏查                                         項目：■主題 □專題 □議題  

教學期

程 
單元名稱 核心素養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數 評量方式 教學資源 備註 

13 
參訪 
米粉 
工廠 

A3 規劃執
行與創新
應變 
B3 藝術涵
養與美感
素養 
C2 人際關
係與團隊
合作 

1.知悉米粉的由來
與製作過程。 
2.認識米粉產業的
興衰，進而產生愛
鄉的情懷。 預約米粉工廠參訪行程。 1 

學習單、食
譜、食材、
烹飪器材 

學習單 
小組報告 
課堂討論 
回答問題 

【人權教育】 
【 生 涯 規 畫 教
育】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家庭教育】 
 

14 
參訪 
米粉 
工廠 

A3 規劃執
行與創新
應變 
B3 藝術涵
養與美感
素養 
C2 人際關
係與團隊
合作 

1.知悉米粉的由來
與製作過程。 
2.認識米粉產業的
興衰，進而產生愛
鄉的情懷。 預約米粉工廠參訪行程。 1 

學習單、食
譜、食材、
烹飪器材 

學習單 
小組報告 
課堂討論 
回答問題 

【人權教育】 
【 生 涯 規 畫 教
育】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家庭教育】 
 

15 參訪心得
分享 

A3 規劃執
行與創新
應變 
B3 藝術涵
養與美感
素養 
C2 人際關
係與團隊
合作 

1.知悉米粉的由來
與製作過程。 
2.認識米粉產業的
興衰，進而產生愛
鄉的情懷。 

1.每一組輪流上臺分享各組的參

訪心得。 

2.須注意別組沒注意到的細節。 

1 

學習單、食
譜、食材、
烹飪器材 

學習單 
小組報告 
課堂討論 
回答問題 

【海洋教育】 
【環境教育】 
 



課程名稱：七年級下學期鄉野踏查                                         項目：■主題 □專題 □議題  

教學期

程 
單元名稱 核心素養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數 評量方式 教學資源 備註 

16 米粉料理
大賽 

A3 規劃執
行與創新
應變 
B3 藝術涵
養與美感
素養 
C2 人際關
係與團隊
合作 

1.知悉米粉的製作
過程。 
2.認識米粉產業的
興衰，進而產生愛
鄉的情懷。 

1.說明米粉料理的製作流程。 

2.分組製作米粉料理。 

3.教師與同學到各組試吃料理成

品。 

1 

電腦、投影
設備、評分
表 

小組報告 
課堂討論 
回答問題 

【海洋教育】 
【環境教育】 
 

17 
口述 
歷史 
的方法 

A3 規劃執
行與創新
應變 
B3 藝術涵
養與美感
素養 
C2 人際關
係與團隊
合作 

1.學習專題報告技
巧。 
2.了解米粉產業與
自然環境的關係。 
3.知悉米粉的由來
與製作過程。 
4.認識米粉產業的
興衰，進而產生愛
鄉的情懷。 

說明訪談注意事項。 

1 

電腦、投影
設備、評分
表 

小組報告 
課堂討論 
回答問題 

【環境教育】 
【人權教育】 
【國際教育】 
 

18 

口述 
歷史 
報告 

製作(一) 

A3 規劃執
行與創新
應變 
B3 藝術涵
養與美感
素養 
C2 人際關
係與團隊
合作 

1.學習專題報告技
巧。 
2.了解米粉產業與
自然環境的關係。 
3.知悉米粉的由來
與製作過程。 
4.認識米粉產業的
興衰，進而產生愛
鄉的情懷。 

1.說明報告注意事項。 

2.學習報告格式。 

3.介紹可用的網路資料。 
1 

電腦、投影
設備、評分
表 

小組報告 
課堂討論 
回答問題 

【環境教育】 
【人權教育】 
【國際教育】 
 



課程名稱：七年級下學期鄉野踏查                                         項目：■主題 □專題 □議題  

教學期

程 
單元名稱 核心素養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數 評量方式 教學資源 備註 

19 

口述 
歷史 
報告 

製作(二) 

A3 規劃執
行與創新
應變 
B3 藝術涵
養與美感
素養 
C2 人際關
係與團隊
合作 

1.學習專題報告技
巧。 
2.了解米粉產業與
自然環境的關係。 
3.知悉米粉的由來
與製作過程。 
4.認識米粉產業的
興衰，進而產生愛
鄉的情懷。 

1.說明報告注意事項。 

2.學習報告格式。 

3.介紹可用的網路資料。 
1 

電腦、投影
設備、評分
表 

小組報告 
課堂討論 
回答問題 

【環境教育】 
 

20 

新竹 
米粉 
產業 
報告 
(一) 

A3 規劃執
行與創新
應變 
B3 藝術涵
養與美感
素養 
C2 人際關
係與團隊
合作 

1.學習專題報告技
巧。 
2.了解米粉產業與
自然環境的關係。 
3.知悉米粉的由來
與製作過程。 
4.認識米粉產業的
興衰，進而產生愛
鄉的情懷。 

各組上臺報告。 

1 

電腦、投影
設備、評分
表 

小組報告 
課堂討論 
回答問題 

【環境教育】 
 

 

 

 

 

 



(一)課程架構: 

111學年度七年級第一學期【趣味邏輯】課程 

課程名稱 內容 節數 項目 

1.桌遊：禮物 

1. 同學專心聆聽老師講解「禮物」桌遊的規則。 

2. 分組討論並體驗「禮物」桌遊的進行方式。 

3. 同組互動討論，學習如何管理籌碼(正數)及管理禮物牌(負數)。 

4. 判斷籌碼的使用調度及禮物牌的計分方式。 

5. 分組討論拿到的牌的計分。 

6. 分組討論「已拿到的牌&翻開的牌」之關係，由誰拿取較為有利。 

7. 紀錄每次競賽的成績。 

8. 將各組的成績加總計算競賽總合。 

9. 書寫「禮物」學習單，同桌先書寫並討論。 

10.全班各組均派人至他組跑桌，進行學習單討論。 

11.回原桌統整跑桌討論的結果，形成組內共識。 

12.各組派員發表學習單討論的結果。 

13.教師將同學的答案統整歸納，並給予回饋。 

4 

■主題 

□專題 

□議題 



14.透過操作、討論完成學習單的答案。 

15.紀錄各組討論的情形。 

16.檢視每位同學學習單的書寫情形。 

2.桌遊：拉密 

1. 同學專心聆聽老師講解「拉密」桌遊的規則。 

2. 分組討論並體驗「拉密」桌遊的進行方式。 

3. 同組互動討論，有哪些合理的出牌方式。 

4. 同組互動討論，如何完成破冰。 

5. 同組互動討論，重新組合公共牌後，若無法於時間內完成「合法出牌」，也

無法還原時，應抽幾張牌懲罰。 

6. 同組互動討論，遊戲結束的計分方式。 

7. 書寫「拉密」學習單，同桌先書寫並討論。 

8. 全班各組均派人至他組跑桌，進行競賽並學習單討論。 

9. 回原桌統整跑桌討論的結果，形成組內共識。 

10. 同組互動討論，學習如何計算得分，學習負整數和、絕對值。 

11. 紀錄每次競賽的成績。 

12.將各組的成績加總計算競賽總合。 

13.透過操作、討論完成學習單的答案。 

14.紀錄各組討論的情形。 

5 

■主題 

□專題 

□議題 



15.檢視每位同學學習單的書寫情形。 

3.桌遊：花磚

物語 

1. 同學專心聆聽老師講解「花磚物語」桌遊的規則。 

2. 分組討論並體驗「花磚物語」桌遊的進行方式。 

3. 同組互動討論，學習拿取花磚的規則，並正確擺放拿取的花磚。 

4. 同組互動討論，學習砌磚的計分方式，能計算出各自的得分。 

5. 紀錄每次競賽的成績。 

6. 將各組的成績加總計算競賽總合。 

7. 書寫「花磚物語」學習單，同桌先書寫並討論。 

8. 全班各組均派人至他組跑桌，進行競賽並學習單討論。 

9. 回原桌統整跑桌討論的結果，形成組內共識。 

10. 各組派員發表學習單討論的結果。 

11. 教師將同學的答案統整歸納，並給予回饋。 

12. 同組互動討論，學習如何計算得分，學習正、負整數和的計算。 

13.透過操作、討論完成學習單的答案。 

14.紀錄各組討論的情形。 

15.檢視每位同學學習單的書寫情形。 

5 

■主題 

□專題 

□議題 

4.桌遊：骰子
1. 同學專心聆聽老師講解「骰子街」桌遊的規則。 

2. 分組討論並體驗「骰子街」桌遊的進行方式。 
5 ■主題 



街 3. 同組互動討論，不同的顏色的效益，有哪些不同的效果。 

4. 同組互動討論，一個骰子、兩個骰子，各種點數骰子出現的機率。 

5. 同組互動討論，當自己的建築物骰點出現，可以獲得的效益，自己和別人骰

有何不同。 

6. 同組互動討論，目標牌卡的各有哪些效果。 

7. 同組互動討論，遊戲結束的方式。 

8. 書寫「骰子街」學習單，同桌先書寫並討論。 

9. 全班各組均派人至他組跑桌，進行競賽並學習單討論。 

10.回原桌統整跑桌討論的結果，形成組內共識。 

11.各組派員發表學習單討論的結果。 

12.教師將同學的答案統整歸納，並給予回饋。 

13.同組互動討論，學習如何計算得分，及一個骰子、兩個骰子，各種點數骰子

出現的機率。 

14.透過操作、討論完成學習單的答案。 

15.紀錄各組討論的情形。 

16.檢視每位同學學習單的書寫情形。 

□專題 

□議題 

5.期末回饋
1.  引導學生將這學習所學，依自己成長的部份勾選。 

2.  將這學期的感想、收穫書寫在期末回饋單上，以提供具體的建議。 
2 ■主題 



與反思 3.  依照自己喜好，複習並操作這學期桌遊。 □專題 

□議題 

 

111學年度七年級二學期【趣味邏輯】課程 

課程名稱 內容 節數 項目 

1.【課本】二

元一次聯立

方程式大挑

戰-環環救援 

1.能夠說出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的意義。 

2.能夠正確解出聯立方程式的解。 

3.能夠與同學合作完成解聯立方程式。 

4.在活動結束時能夠適時地分享自己所學習到的內容與重點節錄。 

1 

■主題 

□專題 

□議題 

2.【課本】二

元一次聯立

方程式大挑

戰-多層次賓

果  

1.能夠說出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的意義。 

2.能夠正確解出聯立方程式的解。 

3.能夠與同學合作完成解聯立方程式。 

4.在活動結束時能夠適時地分享自己所學習到的內容與重點節錄。 

1 

■主題 

□專題 

□議題 



3.【課本】二

元一次聯立

方程式大挑

戰-撲克牌挑

戰 

1.能夠說出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的意義。 

2.能夠正確解出聯立方程式的解。 

3.能夠與同學合作完成解聯立方程式。 

4.在活動結束時能夠適時地分享自己所學習到的內容與重點節錄。 

1 

■主題 

□專題 

□議題 

4.【課本】二

元一次聯立

方程式大挑

戰-神秘號碼 

1.能夠說出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的意義。 

2.能夠正確解出聯立方程式的解。 

3.能夠與同學合作完成解聯立方程式。 

4.在活動結束時能夠適時地分享自己所學習到的內容與重點節錄。 

1 

■主題 

□專題 

□議題 

5.【課本】直

角坐標與聯

立方程式運

用-直角坐標

賓果 

1.能夠正確說出直角座標上的每一點位置。 

2.能夠與同學進行友善的溝通與討論。 

3.在進行對戰時，能夠學習尊重對方，以及學會包容彼此。 

4.在活動結束時能夠適時地分享自己所學習到的內容與重點節錄。 

1 

■主題 

□專題 

□議題 

6.【課本】直

角坐標與聯

1.能夠正確說出直角座標上的每一點位置。 

2.能夠與同學進行友善的溝通與討論。 
1 ■主題 



立方程式運

用-直角坐標

五子棋 

3.在進行對戰時，能夠學習尊重對方，以及學會包容彼此。 

4.在活動結束時能夠適時地分享自己所學習到的內容與重點節錄。 

□專題 

□議題 

7.【課本】直

角坐標與聯

立方程式運

用-校園藏寶

圖 

1.能夠正確說出直角座標上的每一點位置。 

2.能夠與同學進行友善的溝通與討論。 

3.能夠說出聯立方程式的解與直角坐標的關係。 

4.在進行對戰時，能夠學習尊重對方，以及學會包容彼此。 

5.在活動結束時能夠適時地分享自己所學習到的內容與重點節錄。 

2 

■主題 

□專題 

□議題 

8.【課本】生

活中的比例-

電視比例知

不知 

1.能夠說出正比的概念 

2.能夠舉出生活中一個正比與反比的例子 

3.在活動結束時能夠適時地分享自己所學習到的內容與重點節錄。 

1 

■主題 

□專題 

□議題 

9.【課本】生

活中的比例-

看電視也要

愛眼 

1.能夠說出正比的概念 

2.能夠舉出生活中一個正比與反比的例子 

3.在活動結束時能夠適時地分享自己所學習到的內容與重點節錄。 

1 

■主題 

□專題 

□議題 



10.【課本】

生活中的比

例-一起來和

校長烤土司 

1.能夠說出正比的概念 

2.能夠舉出生活中一個正比與反比的例子 

3.在活動結束時能夠適時地分享自己所學習到的內容與重點節錄。 

1 

■主題 

□專題 

□議題 

11.【課本】

生活中的比

例-正比還是

反比？！  

1.能夠說出正比的概念 

2.能夠舉出生活中一個正比與反比的例子 

3.能夠舉出一個容易誤解的正比或反比例子 

4.在活動結束時能夠適時地分享自己所學習到的內容與重點節錄。 

2 

■主題 

□專題 

□議題 

12.【課本】

統計知不知-

你喜歡什麼

球？-長條圖

繪製 

1.能夠舉出至少一個統計與生活結合的例子 

2.能夠說出長條圖運用的時機與例子 

3.能夠與同學進行友善合作與溝通 

4.在活動結束時能夠適時地分享自己所學習到的內容與重點節錄。 

5.學生能夠運用邏輯思考整理統計資料。 

2 

■主題 

□專題 

□議題 

13.【課本】

統計知不知-

決定班遊地

1.能夠舉出至少一個統計與生活結合的例子 

2.能夠說出圓餅圖運用的時機與例子 

3.能夠與同學進行友善合作與溝通 

1 

■主題 

□專題 



點-圓餅圖繪

製 

4.在活動結束時能夠適時地分享自己所學習到的內容與重點節錄。 

5.學生能夠運用邏輯思考整理統計資料。 

□議題 

14.【課本】

統計知不知-

學會讀銷售

報表-折線圖 

1.能夠舉出至少一個統計與生活結合的例子 

2.能夠說出折線圖運用的時機與例子 

3.能夠與同學進行友善合作與溝通 

4.在活動結束時能夠適時地分享自己所學習到的內容與重點節錄。 

5.學生能夠運用邏輯思考整理統計資料。 

2 

■主題 

□專題 

□議題 

15.【課本】

統計知不知-

繪製屬於自

己的統計圖

表 

1.能夠舉出至少一個統計與生活結合的例子 

2.能夠與同學進行友善合作與溝通 

3.在活動結束時能夠適時地分享自己所學習到的內容與重點節錄。 

4.學生能夠運用邏輯思考整理統計資料。 

2 

■主題 

□專題 

□議題 

 

 

 

 

 



(二) 課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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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趣味邏輯                                            項目：■主題 □專題□議題  

週次 

課程名

稱 

核心素

養項目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節

數 

評量方

式 

教學設

備/資

源 

議題融入 

1-2 

桌遊：禮
物 

A2：系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B1：符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C2：人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數-J-A2 
數-J-B1 
數-J-C2 

1. 了解桌遊「禮物」的配
件有哪些，以及開始的
手邊資源，並理解活動
的進行方式。 

2. 籌碼在活動進行時所扮
演的角色。 

3. 禮物牌對哪位對手是有
幫助，收下禮物是否對
自己有利。 

1. 同學專心聆聽老師講
解「禮物」桌遊的規
則。 

2. 分組討論並體驗「禮
物」桌遊的進行方式。 

3.  同組互動討論，學習
如何管理籌碼(正數)
及管理禮物牌(負
數)。 

4. 判斷籌碼的使用調度
及禮物牌的計分方
式。 

5. 分組討論拿到的牌的
計分。 

6. 分組討論「已拿到的
牌&翻開的牌」之關
係，由誰拿取較為有
利。 

1 

1.課堂專
注 聆 聽
程度。 

2.同桌互
動表現。 

1. 禮 物
桌遊。 

2. 教 學
簡報。 

【品德教育】 
品 J1溝通合作與
和諧人際關係。 
品 J2重視群體規
範與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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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趣味邏輯                                            項目：■主題 □專題□議題  

週次 

課程名

稱 

核心素

養項目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節

數 

評量方

式 

教學設

備/資

源 

議題融入 

3 

桌遊：禮
物 

A2：系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B1：符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C2：人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數-J-A2 
數-J-B1 
數-J-C2 

1. 了解桌遊「禮物」的配
件有哪些，以及開始的
手邊資源，並理解活動
的進行方式。 

2. 籌碼在活動進行時所扮
演的角色。 

3. 禮物牌對哪位對手是有
幫助，收下禮物是否對
自己有利。 

1. 分組討論並複習體驗
「禮物」桌遊的進行
方式。 

2. 全班各組均派人至他
組跑桌，進行競賽。 

3. 同組互動討論，學習
如何管理籌碼(正數)
及管理禮物牌(負
數)。 

4. 判斷籌碼的使用調度
及禮物牌的計分方
式。 

5. 紀錄每次競賽的成
績。 

6. 將各組的成績加總計
算競賽總合。 

1 

1.課堂專
注 聆 聽
程度。 

2.同桌互
動表現。 

3.組間競
賽 勝 負
計分。 

1. 禮 物
桌遊。 

2. 教 學
簡報。 

【品德教育】 
品 J1溝通合作與
和諧人際關係。 
品 J2重視群體規
範與榮譽。 

4 

桌遊：禮
物 

A2：系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B1：符號
運用與溝

1. 透過書寫學習單，討論
「禮物」的相關問題，
以了解是否能順利操作
禮物桌遊。 

2.  透過操作禮物的配

1. 分組討論並複習體驗
「禮物」桌遊的進行
方式。 

2. 書寫「禮物」學習單，
同桌先書寫並討論。 

1 

1.課堂專
注 聆 聽
程度。 

2.同桌互
動表現。 

1. 禮 物
桌遊。 

2. 教 學
簡報。 

3. 學 習

【品德教育】 
品 J1溝通合作與
和諧人際關係。 
品 J2重視群體規
範與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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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趣味邏輯                                            項目：■主題 □專題□議題  

週次 

課程名

稱 

核心素

養項目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節

數 

評量方

式 

教學設

備/資

源 

議題融入 

通表達 
C2：人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數-J-A2 
數-J-B1 
數-J-C2 

件，討論出禮物學習單
中的數學問題。 

3.  透過同桌討論、跑桌討
論，學習人際溝通的方
式，並解決學習單中的
問題。 

3. 全班各組均派人至他
組跑桌，進行學習單
討論。 

4. 回原桌統整跑桌討論
的結果，形成組內共
識。 

5. 各組派員發表學習單
討論的結果。 

6. 教師將同學的答案統
整歸納，並給予回饋。 

7. 同組互動討論，學習
如何管理籌碼(正數)
及 管 理 禮 物 牌 ( 負
數)。 

8. 判斷籌碼的使用調度
及禮物牌的計分方
式。 

9. 透過操作、討論完成
學習單的答案。 

10.紀錄各組討論的情
形。 

3.學習單
書 寫 情
形。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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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趣味邏輯                                            項目：■主題 □專題□議題  

週次 

課程名

稱 

核心素

養項目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節

數 

評量方

式 

教學設

備/資

源 

議題融入 

11.檢視每位同學學習單
的書寫情形。 

5 

桌遊：禮
物 

A2：系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B1：符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C2：人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數-J-A2 
數-J-B1 
數-J-C2 

1. 透過書寫學習單，討論
「禮物」的相關問題，
以了解是否能順利操作
禮物桌遊。 

2. 透過操作禮物的配件，
討論出禮物學習單中的
數學問題。 

3. 透過同桌討論、跑桌討
論，學習人際溝通的方
式，並解決學習單中的
問題。 

1. 分組討論並複習體驗
「禮物」桌遊的進行
方式。 

2. 書寫「禮物」學習單，
同桌先書寫並討論。 

3. 全班各組均派人至他
組跑桌，進行學習單
討論。 

4. 回原桌統整跑桌討論
的結果，形成組內共
識。 

5. 各組派員發表學習單
討論的結果。 

6. 教師將同學的答案統
整歸納，並給予回饋。 

7. 同組互動討論，學習
如何管理籌碼(正數)
及 管 理 禮 物 牌 ( 負
數)。 

１ 

1.課堂專
注 聆 聽
程度。 

2.同桌互
動表現。 

3.學習單
書 寫 情
形。 

1. 禮 物
桌遊。 

2. 教 學
簡報。 

3. 學 習
單。 

【品德教育】 
品 J1溝通合作與
和諧人際關係。 
品 J2重視群體規
範與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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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趣味邏輯                                            項目：■主題 □專題□議題  

週次 

課程名

稱 

核心素

養項目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節

數 

評量方

式 

教學設

備/資

源 

議題融入 

8. 判斷籌碼的使用調度
及禮物牌的計分方
式。 

9. 透過操作、討論完成
學習單的答案。 

10.紀錄各組討論的情
形。 

11.檢視每位同學學習單
的書寫情形。 

6 桌遊：拉
密 

A2：系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B1：符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C2：人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數-J-A2 
數-J-B1 
數-J-C2 

1.了解桌遊「拉密」的配件
有哪些，以及開始的手邊
資源，並理解活動的進行
方式。 

2.能了解拉密牌與撲克牌
的差異性。 

3.能了解拉密牌的規則，合
法出牌方式有： 
(1)數字連續，顏色需全部

相同。 
(2)相同數字，顏色需全部

不同。 

1. 同學專心聆聽老師講
解「拉密」桌遊的規
則。 

2. 分組討論並體驗「拉
密」桌遊的進行方式。 

3.  同組互動討論，有哪
些合理的出牌方式。 

4. 同組互動討論，如何
完成破冰。 

5. 同組互動討論，重新
組合公共牌後，若無
法於時間內完成「合

1 

1.課堂專
注 聆 聽
程度。 

2.同桌互
動表現。 

1. 拉 密
桌遊。 

2. 教 學
簡報。 

【品德教育】 
品 J1溝通合作與
和諧人際關係。 
品 J2重視群體規
範與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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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趣味邏輯                                            項目：■主題 □專題□議題  

週次 

課程名

稱 

核心素

養項目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節

數 

評量方

式 

教學設

備/資

源 

議題融入 

4.能將公共牌，經過重新組
合，並符合合法出牌方
式，將自己的手牌全部打
出，贏得勝利。 

法出牌」，也無法還原
時，應抽幾張牌懲罰。 

6. 同組互動討論，遊戲
結束的計分方式。 

7 桌遊：拉
密 

A2：系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B1：符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C2：人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數-J-A2 
數-J-B1 
數-J-C2 

1.了解桌遊「拉密」的配件
有哪些，以及開始的手邊
資源，並理解活動的進行
方式。 

2.能了解拉密牌與撲克牌
的差異性。 

3.能了解拉密牌的規則，合
法出牌方式有： 
(1)數字連續，顏色需全部

相同。 
(2)相同數字，顏色需全部

不同。 
4.能將公共牌，經過重新組
合，並符合合法出牌方
式，將自己的手牌全部打
出，贏得勝利。 

1. 分組討論並複習體驗
「拉密」桌遊的進行
方式。 

2. 全班各組均派人至他
組跑桌，進行競賽。 

3.  同組互動討論，學習
如何計算得分，學習
負整數和、絕對值。 

4. 紀錄每次競賽的成
績。 

5. 將各組的成績加總計
算競賽總合。 

1 

1.課堂專
注 聆 聽
程度。 

2.同桌互
動表現。 

3.組間競
賽 勝 負
計分。 

1. 拉 密
桌遊。 

2. 教 學
簡報。 

【品德教育】 
品 J1溝通合作與
和諧人際關係。 
品 J2重視群體規
範與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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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趣味邏輯                                            項目：■主題 □專題□議題  

週次 

課程名

稱 

核心素

養項目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節

數 

評量方

式 

教學設

備/資

源 

議題融入 

8 桌遊：拉
密 

A2：系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B1：符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C2：人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數-J-A2 
數-J-B1 
數-J-C2 

1. 透過「拉密題」學習單，
動手操作以解決拉密
題。 

2. 各組學習分工，將拉密
題有效率的解題，並將
答案剪下黏貼於 A4白
紙上。 

1. 聆聽「拉密題」學習
單的進行方式。 

2. 組間 PK「拉密題」，以
解出題數決定各組分
數。 

3. 同組互動討論，解出
拉密題，並將答案剪
下組合後，黏貼於 A4
紙上。 

4. 活動時間內，統計各
組解題數。 

1 

1.課堂專
注 聆 聽
程度。 

2.同桌互
動表現。 

3.組間競
賽 解 題
總 數 計
分。 

1. 拉 密
桌遊。 

2.[拉密
題 ]學
習單 

3.膠水 1
瓶 / 1
組。 

4.剪刀 1
把 / 1
組。 

5.A4 白
紙 3張 
/ 1
組。 

【品德教育】 
品 J1溝通合作與
和諧人際關係。 
品 J2重視群體規
範與榮譽。 

9 桌遊：拉
密 

A2：系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1. 透過書寫學習單，討論
「拉密」的相關問題，
以了解是否能順利操作

1. 分組討論並複習體驗
「拉密」桌遊的進行
方式。 

1 
1.課堂專
注 聆 聽
程度。 

1. 拉 密
桌遊。 

2. 教 學

【品德教育】 
品 J1溝通合作與
和諧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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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趣味邏輯                                            項目：■主題 □專題□議題  

週次 

課程名

稱 

核心素

養項目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節

數 

評量方

式 

教學設

備/資

源 

議題融入 

B1：符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C2：人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數-J-A2 
數-J-B1 
數-J-C2 

拉密桌遊。 
2. 透過操作拉密的配件，

討論出拉密學習單中的
數學問題。 

3. 透過同桌討論、跑桌討
論，學習人際溝通的方
式，並解決學習單中的
問題。 

2. 書寫「拉密」學習單，
同桌先書寫並討論。 

3. 全班各組均派人至他
組跑桌，進行學習單
討論。 

4. 回原桌統整跑桌討論
的結果，形成組內共
識。 

5. 各組派員發表學習單
討論的結果。 

6. 教師將同學的答案統
整歸納，並給予回饋。 

7. 同組互動討論，學習
如何計算得分，學習
負整數和、絕對值。 

8. 透過操作、討論完成
學習單的答案。 

9. 紀錄各組討論的情
形。 

10.檢視每位同學學習單
的書寫情形。 

2.同桌互
動表現。 

3.學習單
書 寫 情
形。 

簡報。 
3. 學 習
單。 

品 J2重視群體規
範與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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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趣味邏輯                                            項目：■主題 □專題□議題  

週次 

課程名

稱 

核心素

養項目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節

數 

評量方

式 

教學設

備/資

源 

議題融入 

10-11 桌遊：拉
密 

A2：系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B1：符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C2：人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數-J-A2 
數-J-B1 
數-J-C2 

1. 透過書寫學習單，討論
「拉密」的相關問題，
以了解是否能順利操作
拉密桌遊。 

2. 透過操作拉密的配件，
討論出拉密學習單中的
數學問題。 

3. 透過同桌討論、跑桌討
論，學習人際溝通的方
式，並解決學習單中的
問題。 

1. 分組討論並複習體驗
「拉密」桌遊的進行
方式。 

2. 書寫「拉密」學習單，
同桌先書寫並討論。 

3. 全班各組均派人至他
組跑桌，進行學習單
討論。 

4. 回原桌統整跑桌討論
的結果，形成組內共
識。 

5. 各組派員發表學習單
討論的結果。 

6. 教師將同學的答案統
整歸納，並給予回饋。 

7. 同組互動討論，學習
如何計算得分，學習
負整數和、絕對值。 

8. 透過操作、討論完成
學習單的答案。 

9. 紀錄各組討論的情

1 

1.課堂專
注 聆 聽
程度。 

2.同桌互
動表現。 

3.學習單
書 寫 情
形。 

1. 拉 密
桌遊。 

2. 教 學
簡報。 

3. 學 習
單。 

【品德教育】 
品 J1溝通合作與
和諧人際關係。 
品 J2重視群體規
範與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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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趣味邏輯                                            項目：■主題 □專題□議題  

週次 

課程名

稱 

核心素

養項目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節

數 

評量方

式 

教學設

備/資

源 

議題融入 

形。 
10.檢視每位同學學習單
的書寫情形。 

12 桌遊：花
磚物語 

A2：系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B1：符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C2：人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數-J-A2 
數-J-B1 
數-J-C2 

1. 了解桌遊「花磚物語」
的配件有哪些，並理解
活動的進行方式。 

2. 能了解拿取花磚的方
式，以及如何擺放。 

3. 能了解計分方式，利用
正負數加減法進行計
分。 

1. 同學專心聆聽老師講
解「花磚物語」桌遊
的規則。 

2. 分組討論並體驗「花
磚物語」桌遊的進行
方式。 

3.  同組互動討論，學習
拿取花磚的規則，並
正確擺放拿取的花
磚。 

4. 同組互動討論，學習
砌磚的計分方式，能
計算出各自的得分。 

1 

1.課堂專
注 聆 聽
程度。 

2.同桌互
動表現。 

1. 花 磚
物 語
桌遊。 

2. 教 學
簡報。 

【品德教育】 
品 J1溝通合作與
和諧人際關係。 
品 J2重視群體規
範與榮譽。 

13 桌遊：花
磚物語 

A2：系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1. 了解桌遊「花磚物語」
的配件有哪些，並理解

1. 分組討論並複習體驗
「花磚物語」桌遊的 1 

1.課堂專
注 聆 聽
程度。 

1. 花 磚
物 語
桌遊。 

【品德教育】 
品 J1溝通合作與
和諧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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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趣味邏輯                                            項目：■主題 □專題□議題  

週次 

課程名

稱 

核心素

養項目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節

數 

評量方

式 

教學設

備/資

源 

議題融入 

B1：符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C2：人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數-J-A2 
數-J-B1 
數-J-C2 

活動的進行方式。 
2. 能了解拿取花磚的方

式，以及如何擺放。 
3. 能了解計分方式，利用

正負數加減法進行計
分。 

進行方式。 
2. 全班各組均派人至他

組跑桌，進行競賽。 
3.  同組互動討論，學習

如何砌磚，以計算砌
上磚的得分，及浪費
磚的扣分。 

4. 紀錄每次競賽的成
績。 

5. 將各組的成績加總計
算競賽總合。 

2.同桌互
動表現。 

3.組間競
賽 勝 負
計分。 

2. 教 學
簡報。 

品 J2重視群體規
範與榮譽。 

14 桌遊：花
磚物語 

A2：系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B1：符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C2：人際
關係與團

1. 透過書寫學習單，討論
「花磚物語」的相關問
題，以了解是否能順利
操作花磚物語桌遊。 

2. 透過操作花磚物語的配
件，討論出花磚物語學
習單中的數學問題。 

1. 分組討論並複習體驗
「花磚物語」桌遊的
進行方式。 

2. 書寫「花磚物語」學
習單，同桌先書寫並
討論。 

3. 全班各組均派人至他

1 

1.課堂專
注 聆 聽
程度。 

2.同桌互
動表現。 

3.學習單
書 寫 情
形。 

1. 花 磚
物 語
桌遊。 

2. 教 學
簡報。 

3. 學 習
單。 

【品德教育】 
品 J1溝通合作與
和諧人際關係。 
品 J2重視群體規
範與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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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趣味邏輯                                            項目：■主題 □專題□議題  

週次 

課程名

稱 

核心素

養項目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節

數 

評量方

式 

教學設

備/資

源 

議題融入 

隊合作 
數-J-A2 
數-J-B1 
數-J-C2 

3. 透過同桌討論、跑桌討
論，學習人際溝通的方
式，並解決學習單中的
問題。 

組跑桌，進行學習單
討論。 

4. 回原桌統整跑桌討論
的結果，形成組內共
識。 

5. 各組派員發表學習單
討論的結果。 

6. 教師將同學的答案統
整歸納，並給予回饋。 

7. 同組互動討論，學習
如何計算得分，學習
正、負整數和的計算。 

8. 透過操作、討論完成
學習單的答案。 

9. 紀錄各組討論的情
形。 

10.檢視每位同學學習單
的書寫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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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趣味邏輯                                            項目：■主題 □專題□議題  

週次 

課程名

稱 

核心素

養項目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節

數 

評量方

式 

教學設

備/資

源 

議題融入 

15 桌遊：花
磚物語 

A2：系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B1：符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C2：人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數-J-A2 
數-J-B1 
數-J-C2 

1. 透過書寫學習單，討論
「花磚物語」的相關問
題，以了解是否能順利
操作花磚物語桌遊。 

2. 透過操作花磚物語的配
件，討論出花磚物語學
習單中的數學問題。 

3. 透過同桌討論、跑桌討
論，學習人際溝通的方
式，並解決學習單中的
問題。 

1. 分組討論並複習體驗
「花磚物語」桌遊的
進行方式。 

2. 書寫「花磚物語」學
習單，同桌先書寫並
討論。 

3. 全班各組均派人至他
組跑桌，進行學習單
討論。 

4. 回原桌統整跑桌討論
的結果，形成組內共
識。 

5. 各組派員發表學習單
討論的結果。 

6. 教師將同學的答案統
整歸納，並給予回饋。 

7. 同組互動討論，學習
如何計算得分，學習

1 

1.課堂專
注 聆 聽
程度。 

2.同桌互
動表現。 

3.學習單
書 寫 情
形。 

1. 花 磚
物 語
桌遊。 

2. 教 學
簡報。 

3. 學 習
單。 

【品德教育】 
品 J1溝通合作與
和諧人際關係。 
品 J2重視群體規
範與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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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課程名

稱 

核心素

養項目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節

數 

評量方

式 

教學設

備/資

源 

議題融入 

正、負整數和的計算。 
8. 透過操作、討論完成

學習單的答案。 
9. 紀錄各組討論的情

形。 
10.檢視每位同學學習單

的書寫情形。 

16 桌遊：骰
子街 

A2：系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B1：符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C2：人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數-J-A2 
數-J-B1 
數-J-C2 

1. 了解桌遊「骰子街」的
配件有哪些，以及開始
的手邊資源，並理解活
動的進行方式。 

2. 判斷不同色的牌卡，有
不同的效益，能有效的
規劃骰子點數的效益。 

3. 能了解一個骰子&兩個
骰子的機率，規劃自己
的骰子街道。 

4. 能利用自己建立的骰子

1. 同學專心聆聽老師講
解「骰子街」桌遊的
規則。 

2. 分組討論並體驗「骰
子街」桌遊的進行方
式。 

3.  同組互動討論，不同
的顏色的效益，有哪
些不同的效果。 

4.  同組互動討論，一個
骰子、兩個骰子，各

1 

1.課堂專
注 聆 聽
程度。 

2.同桌互
動表現。 

1. 骰 子
街 桌
遊。 

2. 教 學
簡報。 

【品德教育】 
品 J1溝通合作與
和諧人際關係。 
品 J2重視群體規
範與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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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課程名

稱 

核心素

養項目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節

數 

評量方

式 

教學設

備/資

源 

議題融入 

街道，獲取收益，點亮
自己所有的城市街道。 

種點數骰子出現的機
率。 

5. 同組互動討論，當自
己的建築物骰點出
現，可以獲得的效
益，自己和別人骰有
何不同。 

6. 同組互動討論，目標
牌卡的各有哪些效
果。 

7. 同組互動討論，遊戲
結束的方式。 

17 桌遊：骰
子街 

A2：系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B1：符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C2：人際

1. 了解桌遊「骰子街」的
配件有哪些，以及開始
的手邊資源，並理解活
動的進行方式。 

2. 判斷不同色的牌卡，有
不同的效益，能有效的

1. 分組討論並複習體驗
「骰子街」桌遊的進
行方式。 

2. 全班各組均派人至他
組跑桌，進行競賽。 

3. 同組互動討論，遊戲

1 

1.課堂專
注 聆 聽
程度。 

2.同桌互
動表現。 

3.組間競
賽 勝 負

1. 骰 子
街 桌
遊。 

2. 教 學
簡報。 

【品德教育】 
品 J1溝通合作與
和諧人際關係。 
品 J2重視群體規
範與榮譽。 



 111 學年度七年級第一學期 

課程名稱：趣味邏輯                                            項目：■主題 □專題□議題  

週次 

課程名

稱 

核心素

養項目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節

數 

評量方

式 

教學設

備/資

源 

議題融入 

關係與團
隊合作 
數-J-A2 
數-J-B1 
數-J-C2 

規劃骰子點數的效益。 
3. 能了解一個骰子&兩個

骰子的機率，規劃自己
的骰子街 道。 

4. 能利用自己建立的骰子
街道，獲取收益，點亮
自己所有的城市街道。 

結束的方式。 
4. 紀錄每次競賽的成

績。 
5. 將各組的成績加總計

算競賽總合。 

計分。 

18 桌遊：骰
子街 

A2：系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B1：符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C2：人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數-J-A2 
數-J-B1 
數-J-C2 

1. 了解桌遊「骰子街」的
配件有哪些，以及開始
的手邊資源，並理解活
動的進行方式。 

2. 判斷不同色的牌卡，有
不同的效益，能有效的
規劃骰子點數的效益。 

3. 能了解一個骰子&兩個
骰子的機率，規劃自己
的骰子街 道。 

4. 能利用自己建立的骰子

1. 分組討論並複習體驗
「骰子街」桌遊的進
行方式。 

2. 書寫「骰子街」學習
單，同桌先書寫並討
論。 

3. 全班各組均派人至他
組跑桌，進行學習單
討論。 

4. 回原桌統整跑桌討論
的結果，形成組內共

1 

1.課堂專
注 聆 聽
程度。 

2.同桌互
動表現。 

3.學習單
書 寫 情
形。 

1. 骰子
街 桌
遊。 

2. 教 學
簡報。 

3. 學 習
單。 

品 J1溝通合作與
和諧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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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趣味邏輯                                            項目：■主題 □專題□議題  

週次 

課程名

稱 

核心素

養項目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節

數 

評量方

式 

教學設

備/資

源 

議題融入 

街道，獲取收益，點亮
自己所有的城市街道。 

識。 
5. 各組派員發表學習單

討論的結果。 
6. 教師將同學的答案統

整歸納，並給予回饋。 
7. 同組互動討論，學習

如何計算得分，及一
個骰子、兩個骰子，
各種點數骰子出現的
機率。 

8. 透過操作、討論完成
學習單的答案。 

9. 紀錄各組討論的情
形。 

10.檢視每位同學學習單
的書寫情形。 

19 桌遊：骰
子街 

A2：系統
思考與解

1. 了解桌遊「骰子街」的
配件有哪些，以及開始

1. 分組討論並複習體驗
「骰子街」桌遊的進

1 
1.課堂專
注 聆 聽

1. 骰 子
街 桌

【品德教育】 
品 J1溝通合作與



 111 學年度七年級第一學期 

課程名稱：趣味邏輯                                            項目：■主題 □專題□議題  

週次 

課程名

稱 

核心素

養項目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節

數 

評量方

式 

教學設

備/資

源 

議題融入 

決問題 
B1：符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C2：人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數-J-A2 
數-J-B1 
數-J-C2 

的手邊資源，並理解活
動的進行方式。 

2. 判斷不同色的牌卡，有
不同的效益，能有效的
規劃骰子點數的效益。 

3. 能了解一個骰子&兩個
骰子的機率，規劃自己
的骰子街 道。 

4. 能利用自己建立的骰子
街道，獲取收益，點亮
自己所有的城市街道。 

行方式。 
2. 書寫「骰子街」學習

單，同桌先書寫並討
論。 

3. 全班各組均派人至他
組跑桌，進行學習單
討論。 

4. 回原桌統整跑桌討論
的結果，形成組內共
識。 

5. 各組派員發表學習單
討論的結果。 

6. 教師將同學的答案統
整歸納，並給予回饋。 

7. 同組互動討論，學習
如何計算得分，及一
個骰子、兩個骰子，
各種點數骰子出現的

程度。 
2.同桌互
動表現。 

3.學習單
書 寫 情
形。 

遊。 
2. 教 學
簡報。 

3. 學 習
單。 

和諧人際關係。 
品 J2重視群體規
範與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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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趣味邏輯                                            項目：■主題 □專題□議題  

週次 

課程名

稱 

核心素

養項目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節

數 

評量方

式 

教學設

備/資

源 

議題融入 

機率。 
8. 透過操作、討論完成

學習單的答案。 
9. 紀錄各組討論的情

形。 
10.檢視每位同學學習單

的書寫情形。 

20-21 
期 末 回
饋 與 反
思 

A2：系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B1：符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C2：人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數-J-A2 
數-J-B1 
數-J-C2 

1. 回想這學期的學習內
容，紀錄自己整學期的
成長內容。 

2. 書寫整學期的感想、收
穫，以及建議。 

3. 操作這學期所學的桌
遊。 

1. 引導學生將這學習所
學，依自己成長的部
份勾選。 

2. 將這學期的感想、收
穫書寫在期末回饋單
上，以提供具體的建
議。 

3. 依照自己喜好，複習
並操作這學期桌遊。 

1 

1.課堂專
注 聆 聽
程度。 

2.期末回
饋 書 寫
情形。 

3.同桌互
動表現。 

1. 期 末
回 饋
單。 

2. 禮 物
桌遊。 

3. 拉 密
桌遊。 

4. 花 磚
物 語
桌遊。 

5. 骰 子
街 桌
遊。 

【品德教育】 
品 J1溝通合作與
和諧人際關係。 
品 J2重視群體規
範與榮譽。 



111 學年度七年級第二學期 

課程名稱：趣味邏輯                                         項目：■主題 □專題 □議題  

週次 課程名稱 
核心素養

項目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節

數 

教學設備

/資源 

評量方

式 
議題融入 

1 開學預備
週 

  開學預備週     

 2 

【課本】二
元一次聯
立方程式
大挑戰-環
環救援 

A1: 身 心
素質與自
我精進 
C1: 道 德
實踐與公
民意識 

1.能夠說出二元一次聯立
方程式的意義。 
2.能夠正確解出聯立方程
式的解。 
3.能夠與同學合作完成解
聯立方程式。 

1.學生專心聆聽老師的
指示。 
2.學生能夠與同學進行
友善的溝通與合作。 
3.在活動結束時能夠適
時地分享自己所學習到
的內容與重點節錄。 

1 

1.學習單 1. 課 堂
專 注 聆
聽程度。 
2. 學 習
單 撰 寫
狀況。 
3. 口 語
表達。 

【品德教育】 
品 J8 理性溝通
與問題解決。 
品 J9 知行合一
與自我反省。 

3 

【課本】二
元一次聯
立方程式
大挑戰-多
層次賓果  

A1: 身 心
素質與自
我精進 
C1: 道 德
實踐與公
民意識 

1.能夠說出二元一次聯立
方程式的意義。 
2.能夠正確解出聯立方程
式的解。 
3.能夠與同學合作完成解
聯立方程式。 

1.學生專心聆聽老師的
指示。 
2.學生能夠與同學進行
友善的溝通與合作。 
3.在活動結束時能夠適
時地分享自己所學習到
的內容與重點節錄。 

1 

1.學習單 1. 課 堂
專 注 聆
聽程度。 
2. 學 習
單 撰 寫
狀況。 
3. 口 語
表達。 

【品德教育】 
品 J8 理性溝通
與問題解決。 
品 J9 知行合一
與自我反省。 

4 

【課本】二
元一次聯
立方程式
大挑戰-撲
克牌挑戰 

A1: 身 心
素質與自
我精進 
C1: 道 德
實踐與公
民意識 

1.能夠說出二元一次聯立
方程式的意義。 
2.能夠正確解出聯立方程
式的解。 
3.能夠與同學合作完成解
聯立方程式。 

1.學生專心聆聽老師的
指示。 
2.學生能夠與同學進行
友善的溝通與合作。 
3.在活動結束時能夠適
時地分享自己所學習到
的內容與重點節錄。 

1 1. 學 習
單、 

2. 撲 克
牌(約
3-4
副) 

1. 課 堂
專 注 聆
聽程度。 
2. 學 習
單 撰 寫
狀況。 

【品德教育】 
品 J8 理性溝通
與問題解決。 
品 J9 知行合一
與自我反省。 

 



 

111學年度七年級第二學期 

課程名稱：趣味邏輯                                         項目：■主題 □專題 □議題  

週次 課程名稱 核心素養
項目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節
數 

1. 教 學
設備/
資源 

評 量 方
式 議題融入 

5 

【課本】二
元一次聯
立方程式
大挑戰-神
秘號碼 

A1: 身 心
素質與自
我精進 
C1: 道 德
實踐與公
民意識 

1.能夠說出二元一
次聯立方程式的意
義。 
2.能夠正確解出聯
立方程式的解。 
3.能夠與同學合作
完成解聯立方程式。 

1.學生專心聆聽老師的指示。 
2.學生能夠與同學進行友善的
溝通與合作。 
3.在活動結束時能夠適時地分
享自己所學習到的內容與重點
節錄。 

1 2. 學 習
單 

3. 彩 色
筆 

1. 課 堂
專 注 聆
聽程度。 
2. 學 習
單 撰 寫
狀況。 

【品德教育】 
品 J8 理性溝通
與問題解決。 
品 J9 知行合一
與自我反省。 

6 

【課本】直
角坐標與
聯立方程
式運用-直
角坐標賓
果 

A2：系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B1：符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1.能夠正確說出直
角座標上的每一點
位置。 
2.能夠與同學進行
友善的溝通與討論。 

1.同學專心聆聽老師說明規則。 
2.同學能夠專心與同學討論，並
運用邏輯思維解決問題。 
3.在進行對戰時，能夠學習尊重
對方，以及學會包容彼此。 
4.在活動結束時能夠適時地分
享自己所學習到的內容與重點
節錄。 

1 

1.學習單 1. 課 堂
專 注 聆
聽程度。 
2. 學 習
單 撰 寫
情況。 
 

【品德教育】 
品 J8 理性溝通
與問題解決。 
品 J9 知行合一
與自我反省。 

7-8 

【課本】直
角坐標與
聯立方程
式運用-直
角坐標五
子棋 

A2：系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B1：符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1.能夠正確說出直
角座標上的每一點
位置。 
2.能夠與同學進行
友善的溝通與討論。 

1.同學專心聆聽老師說明規則。 
2.同學能夠專心與同學討論，並
運用邏輯思維解決問題。 
3.在進行對戰時，能夠學習尊重
對方，以及學會包容彼此。 
4.在活動結束時能夠適時地分
享自己所學習到的內容與重點
節錄。 

1 1. 學 習
單 

2. 五 子
棋 

1. 課 堂
專 注 聆
聽程度。 
2. 學 習
單 撰 寫
情況。 
3. 口 語
表達。 

【品德教育】 
品 J8 理性溝通
與問題解決。 
品 J9 知行合一
與自我反省。 

 

 



111 學年度七年級第二學期 

課程名稱：趣味邏輯                                         項目：■主題 □專題 □議題  

週次 課程名稱 核心素養
項目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節
數 

教 學
設備/
資源 

評 量 方
式 議題融入 

9-10 

【課本】直
角坐標與
聯立方程
式運用-校
園藏寶圖 

A2：系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B1：符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1.能夠正確說出直
角座標上的每一點
位置。 
2.能夠與同學進行
友善的溝通與討論。 
3.能夠說出聯立方
程式的解與直角坐
標的關係。 

1.同學專心聆聽老師說明規則。 
2.同學能夠專心與同學討論，並
運用邏輯思維解決問題。 
3.在進行對戰時，能夠學習尊重
對方，以及學會包容彼此。 
4.在活動結束時能夠適時地分
享自己所學習到的內容與重點
節錄。 

2 1. 學 習
單、 

2. 校 園
平 面
圖(約
4-5
份) 

1. 課 堂
專 注 聆
聽程度。 
2. 學 習
單 撰 寫
情況。 

【品德教育】 
品 J8 理性溝通
與問題解決。 
品 J9 知行合一
與自我反省。 

11 

【課本】生
活中的比
例-電視比
例知不知 

A1：身心
素質與自
我精進 
C1：道德
實踐與公
民意識 
C2：人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1.能夠說出正比的
概念 
2.能夠舉出生活中
一個正比與反比的
例子 

1.學生能夠專心聆聽老師講解
規則。 
2.學生能夠聆聽教師答案的統
整歸納並加以紀錄。 
3.在活動結束時能夠適時地分
享自己所學習到的內容與重點
節錄。 

1 1.學習單 1. 課 堂
專 注 聆
聽程度。 
2. 學 習
單 書 寫
情形。 

【品德教育】 
品 J8 理性溝通
與問題解決。 
品 J9 知行合一
與自我反省。 

12 

【課本】生
活中的比
例-看電視
也要愛眼 

A1：身心
素質與自
我精進 
C1：道德
實踐與公
民意識 
C2：人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1.能夠說出正比的
概念 
2.能夠舉出生活中
一個正比與反比的
例子 

1.學生能夠專心聆聽老師講解
規則。 
2.學生能夠聆聽教師答案的統
整歸納並加以紀錄。 
3.在活動結束時能夠適時地分
享自己所學習到的內容與重點
節錄。 

1 1.學習單 1. 課 堂
專 注 聆
聽程度。 
2. 學 習
單 書 寫
情形。 

【品德教育】 
品 J8 理性溝通
與問題解決。 
品 J9 知行合一
與自我反省。 

 



111 學年度七年級第二學期 

課程名稱：趣味邏輯                                         項目：■主題 □專題 □議題  

週次 課程名稱 核心素養
項目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節

數 
教學設備
/資源 

評 量 方
式 議題融入 

13 

【課本】生
活中的比
例-一起來
和校長烤
土司 

A1：身心
素質與自
我精進 
C1：道德
實踐與公
民意識 
C2：人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1.能夠說出正比的概念 
2.能夠舉出生活中一個正
比與反比的例子 

1.學生能夠專心聆聽老
師講解規則。 
2.學生能夠聆聽教師答
案的統整歸納並加以紀
錄。 
3.在活動結束時能夠適
時地分享自己所學習到
的內容與重點節錄。 

1 1.學習單 1. 課 堂
專 注 聆
聽程度。 
2. 學 習
單 書 寫
情形。 

【品德教育】 
品 J8 理性溝通
與問題解決。 
品 J9 知行合一
與自我反省。 

14-15 

【課本】生
活中的比
例-正比還
是反
比？！  

A1：身心
素質與自
我精進 
C1：道德
實踐與公
民意識 
C2：人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1.能夠說出正比與反比的
概念 
2.能夠舉出生活中一個正
比與反比的例子 
3.能夠舉出一個容易誤解
的正比或反比例子 

1.學生能夠專心聆聽老
師講解規則。 
2.學生能夠聆聽教師答
案的統整歸納並加以紀
錄。 
3.在活動結束時能夠適
時地分享自己所學習到
的內容與重點節錄。 

1 1.學習單 1. 課 堂
專 注 聆
聽程度。 
2. 學 習
單 書 寫
情形。 

【品德教育】 
品 J8 理性溝通
與問題解決。 
品 J9 知行合一
與自我反省。 

16 

【課本】統
計知不知-
你喜歡什
麼球？-長
條圖繪製 

B2：科技
資訊與媒
體素養 
C3：多元
文化與國
際理解 

1.能夠舉出至少一個統計
與生活結合的例子 
2.能夠說出長條圖運用的
時機與例子 
3.能夠與同學進行友善合
作與溝通 

1.學生能夠專心聆聽老
師講解規則。 
2.在活動結束時能夠適
時地分享自己所學習到
的內容與重點節錄。 
3.學生能夠聆聽教師答
案的統整歸納並加以紀
錄。 
4.學生能夠運用邏輯思
考整理統計資料。 

1 1. 學 習
單 

2. 色筆 

1. 課 堂
專 注 聆
聽程度。 
2. 學 習
單 書 寫
情形。 

【品德教育】 
品 J8 理性溝通
與問題解決。 
品 J9 知行合一
與自我反省。 



 

111學年度七年級第二學期 

課程名稱：趣味邏輯                                         項目：■主題 □專題 □議題  

週次 課程名稱 核心素養項
目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重點 

節數 

3. 教
學
設
備
/
資
源 

評 量 方
式 議題融入 

17 

【課本】統
計知不知-
決定班遊地
點-圓餅圖
繪製 

B2：科技資
訊與媒體素
養 
C3：多元文
化與國際理
解 

1.能夠舉出至少一
個統計與生活結合
的例子 
2.能夠說出圓餅圖
運用的時機與例子 
3.能夠與同學進行
友善合作與溝通 

1.學生能夠專心聆聽老師講解規則。 
2.在活動結束時能夠適時地分享自己
所學習到的內容與重點節錄。 
3.學生能夠聆聽教師答案的統整歸納
並加以紀錄。 
4.學生能夠運用邏輯思考整理統計資
料。 

1 4. 學
習
單 

5. 色
筆 

1. 課 堂
專 注 聆
聽程度。 
2. 學 習
單 書 寫
情形。 

【品德教育】 
品 J8 理性溝通
與問題解決。 
品 J9 知行合一
與自我反省。 

18 

【課本】統
計知不知-
學會讀銷售
報表-折線
圖 

B2：科技資
訊與媒體素
養 
C3：多元文
化與國際理
解 

1.能夠舉出至少一
個統計與生活結合
的例子 
2.能夠說出折線圖
運用的時機與例子 
3.能夠與同學進行
友善合作與溝通 

1.學生能夠專心聆聽老師講解規則。 
2.在活動結束時能夠適時地分享自己
所學習到的內容與重點節錄。 
3.學生能夠聆聽教師答案的統整歸納
並加以紀錄。 
4.學生能夠運用邏輯思考整理統計資
料。 

1 6. 學
習
單 

7. 色
筆 

1. 課 堂
專 注 聆
聽程度。 
2. 學 習
單 書 寫
情形。 

【品德教育】 
品 J8 理性溝通
與問題解決。 
品 J9 知行合一
與自我反省。 

19-20 

【課本】統
計知不知-
繪製屬於自
己的統計圖
表 

B2：科技資
訊與媒體素
養 
C3：多元文
化與國際理
解 

1.能夠舉出至少一
個統計與生活結合
的例子 
2.能夠與同學進行
友善合作與溝通 

1.學生能夠專心聆聽老師講解規則。 
2.在活動結束時能夠適時地分享自己
所學習到的內容與重點節錄。 
3.學生能夠聆聽教師答案的統整歸納
並加以紀錄。 
4.學生能夠運用邏輯思考整理統計資
料。 

1 1. 學
習
單 

8. 色
筆 

1. 課 堂
專 注 聆
聽程度。 
2. 學 習
單 書 寫
情形。 

【品德教育】 
品 J8 理性溝通
與問題解決。 
品 J9 知行合一
與自我反省。 
 
 



(一)課程架構：  

  

閱讀素養-上學期 

課程名稱 內容 節數 項目 

閱讀素養 

1.以文章、影片、圖表等各類文本，搭配各種

主題，激發學生閱讀的興趣，拓展學生的視

野。 

2.古典文學不偏廢，文言文、古典詩歌也能扣

議題、跨領域，厚植閱讀基礎。 

3.融入多元評量，如比較文本、文轉圖、生活

應用題，培養學生思考、理解、協調、討論、

欣賞、創作的能力。 

4.每份學習單都有奠基題、理解題、進階題，

提供差異化教學。 

21 ■主題 □專題 □議題 

 

 



閱讀素養-下學期 

課程名稱 內容 節數 項目 

閱讀素養 

1.以文章、影片、圖表等各類文本，搭配各種

主題，激發學生閱讀的興趣，拓展學生的視野。 

2.古典文學不偏廢，文言文、古典詩歌也能扣

議題、跨領域，厚植閱讀基礎。 

3.融入多元評量，如比較文本、文轉圖、生活

應用題，培養學生思考、理解、協調、討論、

欣賞、創作的能力。 

4.每份學習單都有奠基題、理解題、進階題，

提供差異化教學。 

20 ■主題 □專題 □議題 

 

 

 

 



(二)課程內涵：(請依據統整性探究課程架構安排分別編寫課程計畫) 

課程名稱：七年級上學期閱讀素養                                        項目：■主題 □專題 □議題  

教學期程 單元名稱 核心素養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數 評量方式 教學資源 備註 

1 小滿 

A1: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A3: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C2: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1.養成運用文

本思考、解決問

題與建構知識

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

讀態度。 

3.開展多元閱

讀素養。 

4.培養合乎多

元文本閱讀的

能力，並能回答

PISA閱讀素養

的問題。 

5.能針對不同

文本的閱讀內

容進行比較與

分析。 

1.學習閱讀新詩、絕句。 

2.學習判斷文本中的「以動襯靜」

手法。 

3.學習分析文本的 6W（人事時地

物原因）。 

4.學習欣賞詩詞，觀察環境的變

化。 

5.學習評鑑省思文本形式及手

法，比較不同文本的內涵與作法。 1 

1.教師考

評 

2.觀察 

3.口頭詢

問 

4.紙筆測

驗 

5.分組報

告 

1.進階閱

讀得來素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辭典 

【人權議題】 

【原住民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2 小滿 

A1: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A3: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C2: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1.養成運用文

本思考、解決問

題與建構知識

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

讀態度。 

3.開展多元閱

讀素養。 

4.培養合乎多

元文本閱讀的

能力，並能回答

PISA閱讀素養

的問題。 

5.能針對不同

文本的閱讀內

容進行比較與

分析。 

1.學習閱讀新詩、絕句。 

2.學習判斷文本中的「以動襯靜」

手法。 

3.學習分析文本的 6W（人事時地

物原因）。 

4.學習欣賞詩詞，觀察環境的變

化。 

5.學習評鑑省思文本形式及手

法，比較不同文本的內涵與作法。 1 

1.教師考

評 

2.觀察 

3.口頭詢

問 

4.紙筆測

驗 

5.分組報

告 

1.進階閱

讀得來素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辭典 

【人權議題】 

【原住民教育】 

【品德教育】 

【家庭教育】 

【生命教育】 

 

3 
街角的冰

淇淋小店 

A1: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A3:規劃執行

1.養成運用文

本思考、解決問

題與建構知識

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

1.學習閱讀現代散文。 

2.學習分析文本訊息與地圖對應

的位置。 

3.學習從文本中歸納重點並說明

支持理由。 

1 

1.教師考

評 

2.觀察 

3.口頭詢

問 

1.進階閱

讀得來素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人權議題】 

【閱讀素養】 



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C1: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讀態度。 

3.開展多元閱

讀素養。 

4.培養合乎多

元文本閱讀的

能力，並能回答

PISA閱讀素養

的問題。 

5.能針對不同

文本的閱讀內

容進行比較與

分析。 

4.學習解讀文本的象徵含義。 

5.學習比較不同文本的內涵。 

4.紙筆測

驗 

5.分組報

告 

辭典(簡編

本) 

4 
街角的冰

淇淋小店 

A1: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A3: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1.養成運用文

本思考、解決問

題與建構知識

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

讀態度。 

3.開展多元閱

讀素養。 

4.培養合乎多

元文本閱讀的

1.學習閱讀現代散文。 

2.學習分析文本訊息與地圖對應

的位置。 

3.學習從文本中歸納重點並說明

支持理由。 

4.學習解讀文本的象徵含義。 

5.學習比較不同文本的內涵。 

1 

1.教師考

評 

2.觀察 

3.口頭詢

問 

4.紙筆測

驗 

5.分組報

告 

1.進階閱

讀得來素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辭典(簡編

本) 

【人權議題】 

【閱讀素養】 

 



B3: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C1: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能力，並能回答

PISA閱讀素養

的問題。 

5.能針對不同

文本的閱讀內

容進行比較與

分析。 

5 祭公文 

A1: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A3: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C1: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

1.養成運用文

本思考、解決問

題與建構知識

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

讀態度。 

3.開展多元閱

讀素養。 

4.培養合乎多

元文本閱讀的

能力，並能回答

PISA閱讀素養

的問題。 

5.能針對不同

文本的閱讀內

1.學習閱讀古典散文。 

2.學習理解文言文字詞與省略主

語的用法。 

3.學習從文本歸納人物特質與故

事情節的異同。 

4.學習推論文本與標題，以及文

轉圖的關係。 

5.學習結合文本的訊息進行推

論。 

1 

1.教師考

評 

2.觀察 

3.口頭詢

問 

4.紙筆測

驗 

5.分組報

告 

1.進階閱

讀得來素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辭典 

【國際教育】 

【人權教育】 

【原住民教育】 

【閱讀素養】 

 



與團隊合作 容進行比較與

分析。 

6-7 祭公文 

A1: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A3: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C1: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1.養成運用文

本思考、解決問

題與建構知識

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

讀態度。 

3.開展多元閱

讀素養。 

4.培養合乎多

元文本閱讀的

能力，並能回答

PISA閱讀素養

的問題。 

5.能針對不同

文本的閱讀內

容進行比較與

分析。 

1.學習閱讀古典散文。 

2.學習理解文言文字詞與省略主

語的用法。 

3.學習從文本歸納人物特質與故

事情節的異同。 

4.學習推論文本與標題，以及文

轉圖的關係。 

5.學習結合文本的訊息進行推

論。 2 

1.教師考

評 

2.觀察 

3.口頭詢

問 

4.紙筆測

驗 

5.分組報

告 

1.進階閱

讀得來素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辭典 

【國際教育】 

【人權教育】 

【原住民教育】 

【閱讀素養】 

 

8 朋友四型 

A1: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

1.養成運用文

本思考、解決問

題與建構知識

1.學習閱讀現代散文。 

2.學習理解分析文本訊息。 

3.學習從文本中歸納上位概念。 

1 

1.教師考

評 

2.觀察 

1.進階閱

讀得來素

學習單 

【性別平等教

育】 

【人權教育】 



與解決問題 

A3: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C2: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

讀態度。 

3.開展多元閱

讀素養。 

4.培養合乎多

元文本閱讀的

能力，並能回答

PISA閱讀素養

的問題。 

5.能針對不同

文本的閱讀內

容進行比較與

分析。 

4.學習文本間相互呼應的對應。 

5.學習比較不同文本的內涵推論

與體會文本背後的重要價值。 

3.口頭詢

問 

4.紙筆測

驗 

5.分組報

告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辭典 

3.Youtube

影片：繪本

《說到做

到》 

9 朋友四型 

A1: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A3: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1.養成運用文

本思考、解決問

題與建構知識

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

讀態度。 

3.開展多元閱

讀素養。 

1.學習閱讀現代散文。 

2.學習理解分析文本訊息。 

3.學習從文本中歸納上位概念。 

4.學習文本間相互呼應的對應。 

5.學習比較不同文本的內涵推論

與體會文本背後的重要價值。 

1 

1.教師考

評 

2.觀察 

3.口頭詢

問 

4.紙筆測

驗 

5.分組報

1.進階閱

讀得來素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辭典 

3.Youtube

影片：繪本

【性別平等教

育】 

【人權教育】 

 



B2: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C2: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4.培養合乎多

元文本閱讀的

能力，並能回答

PISA閱讀素養

的問題。 

5.能針對不同

文本的閱讀內

容進行比較與

分析。 

告 《說到做

到》 

10 
起飛的時

候 

A1: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A3: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C1:道德實踐

1.養成運用文

本思考、解決問

題與建構知識

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

讀態度。 

3.開展多元閱

讀素養。 

4.培養合乎多

元文本閱讀的

能力，並能回答

PISA閱讀素養

的問題。 

1.學習閱讀現代寫人散文。 

2.學習分析文章的表現手法。 

3.學習文本間相互呼應的對應。 

4.學習從文本推論人物的特質或

心理狀態。 

5.學習比較不同文本的情境與人

物特點。 1 

1.教師考

評 

2.觀察 

3.口頭詢

問 

4.紙筆測

驗 

5.分組報

告 

1.進階閱

讀得來素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辭典 

【性別平等教

育】 

【人權教育】 

 



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5.能針對不同

文本的閱讀內

容進行比較與

分析。 

11 
起飛的時

候 

A1: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A3: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C1: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1.養成運用文

本思考、解決問

題與建構知識

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

讀態度。 

3.開展多元閱

讀素養。 

4.培養合乎多

元文本閱讀的

能力，並能回答

PISA閱讀素養

的問題。 

5.能針對不同

文本的閱讀內

容進行比較與

分析。 

1.學習閱讀現代寫人散文。 

2.學習分析文章的表現手法。 

3.學習文本間相互呼應的對應。 

4.學習從文本推論人物的特質或

心理狀態。 

5.學習比較不同文本的情境與人

物特點。 

1 

1.教師考

評 

2.觀察 

3.口頭詢

問 

4.紙筆測

驗 

5.分組報

告 

1.進階閱

讀得來素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辭典 

【家庭教育】 

【人權教育】 

12 颱風 A1:身心素質 1.養成運用文 1.學習閱讀新詩。 1 1.教師考 1.進階閱 【家庭教育】 



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A3: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C1: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本思考、解決問

題與建構知識

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

讀態度。 

3.開展多元閱

讀素養。 

4.培養合乎多

元文本閱讀的

能力，並能回答

PISA閱讀素養

的問題。 

5.能針對不同

文本的閱讀內

容進行比較與

分析。 

2.學習分析新詩的表現手法。 

3.學習從文本中解讀作者想傳達

的含義。 

4.學習推論文本與標題間的關

係。 

5.學習比較不同文本的情境與畫

面。 

評 

2.觀察 

3.口頭詢

問 

4.紙筆測

驗 

5.分組報

告 

讀得來素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辭典 

【人權教育】 

 

13-14 颱風 

A1: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A3: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1.養成運用文

本思考、解決問

題與建構知識

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

讀態度。 

1.學習閱讀新詩。 

2.學習分析新詩的表現手法。 

3.學習從文本中解讀作者想傳達

的含義。 

4.學習推論文本與標題間的關

係。 

2 

1.教師考

評 

2.觀察 

3.口頭詢

問 

4.紙筆測

1.進階閱

讀得來素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辭典 

【人權教育】 

【生涯規畫教

育】 

【性別平等教

育】 

【家庭教育】 



B1: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C1: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3.開展多元閱

讀素養。 

4.培養合乎多

元文本閱讀的

能力，並能回答

PISA閱讀素養

的問題。 

5.能針對不同

文本的閱讀內

容進行比較與

分析。 

5.學習比較不同文本的情境與畫

面。 

驗 

5.分組報

告 

 

15 
給母親梳

頭髮 

A1: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B1: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C1:道德實踐

1.養成運用文

本思考、解決問

題與建構知識

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

讀態度。 

3.開展多元閱

讀素養。 

4.培養合乎多

元文本閱讀的

能力，並能回答

1.學習閱讀抒情文。 

2.學習理解文本中「藉物抒懷」

的手法。 

3.學習從文本擷取正確訊息。 

4.學習分析文本的時間順序與視

角。 

5.學習欣賞文章的美感，比較不

同文本的形式、做法與內涵。 

1 

1.教師考

評 

2.觀察 

3.口頭詢

問 

4.紙筆測

驗 

5.分組報

告 

1.進階閱

讀得來素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辭典 

3.Youtube

影片：廣告

《我的不

會媽媽》 

【海洋教育】 

【環境教育】 

 



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PISA閱讀素養

的問題。 

5.能針對不同

文本的閱讀內

容進行比較與

分析。 

16 
給母親梳

頭髮 

A1: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B1: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C1: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1.養成運用文

本思考、解決問

題與建構知識

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

讀態度。 

3.開展多元閱

讀素養。 

4.培養合乎多

元文本閱讀的

能力，並能回答

PISA閱讀素養

的問題。 

5.能針對不同

文本的閱讀內

容進行比較與

1.學習閱讀抒情文。 

2.學習理解文本中「藉物抒懷」

的手法。 

3.學習從文本擷取正確訊息。 

4.學習分析文本的時間順序與視

角。 

5.學習欣賞文章的美感，比較不

同文本的形式、做法與內涵。 
1 

1.教師考

評 

2.觀察 

3.口頭詢

問 

4.紙筆測

驗 

5.分組報

告 

1.進階閱

讀得來素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辭典 

3.Youtube

影片：廣告

《我的不

會媽媽》 

 

【海洋教育】 

【環境教育】 

 



分析。 

17 

觀察入微

的瑞士少

年 

A1: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A3: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C1: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1.養成運用文

本思考、解決問

題與建構知識

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

讀態度。 

3.開展多元閱

讀素養。 

4.培養合乎多

元文本閱讀的

能力，並能回答

PISA閱讀素養

的問題。 

5.能針對不同

文本的閱讀內

容進行比較與

分析。 

1.學習閱讀現代散文的文意與主

旨。 

2.學習轉換文本與圖像間的連

結。 

3.學習從文本擷取正確訊息。 

4.學習欣賞影片與文本的連結關

係。 

5.學習比較不同文本的內涵。 

1 

1.教師考

評 

2.觀察 

3.口頭詢

問 

4.紙筆測

驗 

5.分組報

告 

1.進階閱

讀得來素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辭典 

3.Youtube

影片：集中

營的大玩

家《美麗人

生》笑看生

死 

4.Youtube

影片：繪本

《森林裡

的迷藏王》 

5.繪本《想

像力的神

奇力量》 

【環境教育】 

【人權教育】 

【國際教育】 

 

18 
觀察入微

的瑞士少

A1: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1.養成運用文

本思考、解決問

1.學習閱讀現代散文的文意與主

旨。 
1 

1.教師考

評 

1.進階閱

讀得來素

【環境教育】 

【人權教育】 



年 A2: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A3: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C1: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題與建構知識

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

讀態度。 

3.開展多元閱

讀素養。 

4.培養合乎多

元文本閱讀的

能力，並能回答

PISA閱讀素養

的問題。 

5.能針對不同

文本的閱讀內

容進行比較與

分析。 

2.學習轉換文本與圖像間的連

結。 

3.學習從文本擷取正確訊息。 

4.學習欣賞影片與文本的連結關

係。 

5.學習比較不同文本的內涵。 

2.觀察 

3.口頭詢

問 

4.紙筆測

驗 

5.分組報

告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辭典 

3.Youtube

影片：集中

營的大玩

家《美麗人

生》笑看生

死 

4.Youtube

影片：繪本

《森林裡

的迷藏王》 

5.繪本《想

像力的神

奇力量》 

【國際教育】 

 

19-21 
天燈的下

一步 

A1: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A3:規劃執行

1.養成運用文

本思考、解決問

題與建構知識

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

1.學習閱讀現代散文。 

2.學習分析文本訊息與圖像轉換

的關係。 

3.學習從文本中歸納重點並說明

原因。 

3 

1.教師考

評 

2.觀察 

3.口頭詢

問 

1.進階閱

讀得來素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環境教育】 

 



 
 

課程名稱：七年級下學期閱讀素養                                          項目：■主題 □專題 □議題  

教學期程 單元名稱 核心素養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數 評量方式 教學資源 備註 

1 六把雨傘 

A1: 身 心
素質與自
我精進 
A2: 系 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A3: 規 劃
執行與創

1.養成運用文本思
考、解決問題與建
構知識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讀態
度。 
3.開展多元閱讀素
養。 
4.培養合乎多元文

1.學習閱讀現代新詩與散文。 
2.學習從文本歸納重點並說明理
由。 
3.學習使用象徵的意涵說明。 
4.學習比較不同文本。 
5.學習推論文本與新詩的呼應。 

1 

1.教師考
評 
2.觀察 
3.口頭詢
問 
4.紙筆測
驗 
5.分組報

1.進階閱
讀得來素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辭典 

【環境教育】 
 

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C1: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讀態度。 

3.開展多元閱

讀素養。 

4.培養合乎多

元文本閱讀的

能力，並能回答

PISA閱讀素養

的問題。 

5.能針對不同

文本的閱讀內

容進行比較與

分析。 

4.學習將文本情境轉換為生活情

境問題的解決能力。 

5.學習比較不同文本的內涵與論

點論據的分類。 

4.紙筆測

驗 

5.分組報

告 

辭典 

3.Youtube

影片：《不

環保的傳

統該怎麼

辦？關於

環保天燈

的創意實

踐》 



課程名稱：七年級下學期閱讀素養                                          項目：■主題 □專題 □議題  

教學期程 單元名稱 核心素養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數 評量方式 教學資源 備註 

新應變 
B1: 符 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B2: 科 技
資訊與媒
體素養 
B3: 藝 術
涵養與美
感素養 
C2: 人 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本閱讀的能力，並
能回答 PISA 閱讀
素養的問題。 
5.能針對不同文本
的閱讀內容進行比
較與分析。 

告 

2 六把雨傘 

A1: 身 心
素質與自
我精進 
A2: 系 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A3: 規 劃
執行與創
新應變 
B1: 符 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B2: 科 技
資訊與媒
體素養 
B3: 藝 術

1.養成運用文本思
考、解決問題與建
構知識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讀態
度。 
3.開展多元閱讀素
養。 
4.培養合乎多元文
本閱讀的能力，並
能回答 PISA 閱讀
素養的問題。 
5.能針對不同文本
的閱讀內容進行比
較與分析。 

1.學習閱讀現代新詩與散文。 
2.學習從文本歸納重點並說明理
由。 
3.學習使用象徵的意涵說明。 
4.學習比較不同文本。 
5.學習推論文本與新詩的呼應。 

1 

1.教師考
評 
2.觀察 
3.口頭詢
問 
4.紙筆測
驗 
5.分組報
告 

1.進階閱
讀得來素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辭典 

【環境教育】 
 



課程名稱：七年級下學期閱讀素養                                          項目：■主題 □專題 □議題  

教學期程 單元名稱 核心素養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數 評量方式 教學資源 備註 

涵養與美
感素養 
C2: 人 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3 登鸛雀樓 

A1: 身 心
素質與自
我精進 
A2: 系 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A3: 規 劃
執行與創
新應變 
B1: 符 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B2: 科 技
資訊與媒
體素養 
B3: 藝 術
涵養與美
感素養 
C1: 道 德
實踐與公
民意識 
C2: 人 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1.養成運用文本思
考、解決問題與建
構知識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讀態
度。 
3.開展多元閱讀素
養。 
4.培養合乎多元文
本閱讀的能力，並
能回答 PISA 閱讀
素養的問題。 
5.能針對不同文本
的閱讀內容進行比
較與分析。 

1.學習閱讀新詩、絕句。 
2.學習「人稱變化」的詮釋。 
3.學習分析文本的寫景手法。 
4.學習欣賞詩詞美感，評鑑省思
文本形式及手法。 
5.學習比較不同文本的內涵與作
法。 

1 

1.教師考
評 
2.觀察 
3.口頭詢
問 
4.紙筆測
驗 
5.分組報
告 

1.進階閱
讀得來素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辭典 

【環境教育】 



課程名稱：七年級下學期閱讀素養                                          項目：■主題 □專題 □議題  

教學期程 單元名稱 核心素養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數 評量方式 教學資源 備註 

4 登鸛雀樓 

A1: 身 心
素質與自
我精進 
A2: 系 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A3: 規 劃
執行與創
新應變 
B1: 符 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B2: 科 技
資訊與媒
體素養 
B3: 藝 術
涵養與美
感素養 
C1: 道 德
實踐與公
民意識 
C2: 人 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1.養成運用文本思
考、解決問題與建
構知識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讀態
度。 
3.開展多元閱讀素
養。 
4.培養合乎多元文
本閱讀的能力，並
能回答 PISA 閱讀
素養的問題。 
5.能針對不同文本
的閱讀內容進行比
較與分析。 

1.學習閱讀新詩、絕句。 
2.學習「人稱變化」的詮釋。 
3.學習分析文本的寫景手法。 
4.學習欣賞詩詞美感，評鑑省思
文本形式及手法。 
5.學習比較不同文本的內涵與作
法。 

1 

1.教師考
評 
2.觀察 
3.口頭詢
問 
4.紙筆測
驗 
5.分組報
告 

1.進階閱
讀得來素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辭典 

【環境教育】 
 

5 壞人壞事
代表 

A1: 身 心
素質與自
我精進 
A2: 系 統
思考與解

1.養成運用文本思
考、解決問題與建
構知識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讀態
度。 

1.學習閱讀現代散文。 
2.學習文本中「人物形象」的刻
畫手法。 
3.學習從文本擷取正確訊息。 
4.學習比較不同文本的「父愛」

1 

1.教師考
評 
2.觀察 
3.口頭詢
問 

1.進階閱
讀得來素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環境教育】 
 



課程名稱：七年級下學期閱讀素養                                          項目：■主題 □專題 □議題  

教學期程 單元名稱 核心素養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數 評量方式 教學資源 備註 

決問題 
A3: 規 劃
執行與創
新應變 
B1: 符 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B2: 科 技
資訊與媒
體素養 
B3: 藝 術
涵養與美
感素養 
C1: 道 德
實踐與公
民意識 
C2: 人 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3.開展多元閱讀素
養。 
4.培養合乎多元文
本閱讀的能力，並
能回答 PISA 閱讀
素養的問題。 
5.能針對不同文本
的閱讀內容進行比
較與分析。 

內涵與作法。 4.紙筆測
驗 
5.分組報
告 

辭典 

6-7 壞人壞事
代表 

A1: 身 心
素質與自
我精進 
A2: 系 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A3: 規 劃
執行與創
新應變 
B1: 符 號

1.養成運用文本思
考、解決問題與建
構知識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讀態
度。 
3.開展多元閱讀素
養。 
4.培養合乎多元文
本閱讀的能力，並
能回答 PISA 閱讀

1.學習閱讀現代散文。 
2.學習文本中「人物形象」的刻
畫手法。 
3.學習從文本擷取正確訊息。 
4.學習比較不同文本的「父愛」
內涵與作法。 

2 

1.教師考
評 
2.觀察 
3.口頭詢
問 
4.紙筆測
驗 
5.分組報
告 

1.進階閱
讀得來素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辭典 

【環境教育】 
 



課程名稱：七年級下學期閱讀素養                                          項目：■主題 □專題 □議題  

教學期程 單元名稱 核心素養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數 評量方式 教學資源 備註 

運用與溝
通表達 
B2: 科 技
資訊與媒
體素養 
B3: 藝 術
涵養與美
感素養 
C1: 道 德
實踐與公
民意識 
C2: 人 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素養的問題。 
5.能針對不同文本
的閱讀內容進行比
較與分析。 

8 別讓耳朵
吃毒藥 

A1: 身 心
素質與自
我精進 
A2: 系 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A3: 規 劃
執行與創
新應變 
B1: 符 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B2: 科 技
資訊與媒
體素養 

1.養成運用文本思
考、解決問題與建
構知識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讀態
度。 
3.開展多元閱讀素
養。 
4.培養合乎多元文
本閱讀的能力，並
能回答 PISA 閱讀
素養的問題。 
5.能針對不同文本
的閱讀內容進行比
較與分析。 

1.學習閱讀現代散文。 
2.學習從文本歸納上位概念與正
確分類。 
3.學習分析論說文的論證要素。 
4.學習閱讀圖表的訊息意義，並
與文本連結。 
5.學習比較不同文本的內容異
同，並落實於生活情境的延伸寫
作。 

1 

1.教師考
評 
2.觀察 
3.口頭詢
問 
4.紙筆測
驗 
5.分組報

告 

1.進階閱
讀得來素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辭典 

【環境教育】 
 



課程名稱：七年級下學期閱讀素養                                          項目：■主題 □專題 □議題  

教學期程 單元名稱 核心素養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數 評量方式 教學資源 備註 

B3: 藝 術
涵養與美
感素養 
C1: 道 德
實踐與公
民意識 
C2: 人 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9 別讓耳朵
吃毒藥 

A1: 身 心
素質與自
我精進 
A2: 系 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A3: 規 劃
執行與創
新應變 
B1: 符 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B2: 科 技
資訊與媒
體素養 
B3: 藝 術
涵養與美
感素養 
C1: 道 德
實踐與公

1.養成運用文本思
考、解決問題與建
構知識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讀態
度。 
3.開展多元閱讀素
養。 
4.培養合乎多元文
本閱讀的能力，並
能回答 PISA 閱讀
素養的問題。 
5.能針對不同文本
的閱讀內容進行比
較與分析。 

1.學習閱讀現代散文。 
2.學習從文本歸納上位概念與正
確分類。 
3.學習分析論說文的論證要素。 
4.學習閱讀圖表的訊息意義，並
與文本連結。 
5.學習比較不同文本的內容異
同，並落實於生活情境的延伸寫
作。 

1 

1.教師考
評 
2.觀察 
3.口頭詢
問 
4.紙筆測
驗 
5.分組報

告 

1.進階閱
讀得來素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辭典 

【環境教育】 
 



課程名稱：七年級下學期閱讀素養                                          項目：■主題 □專題 □議題  

教學期程 單元名稱 核心素養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數 評量方式 教學資源 備註 

民意識 
C2: 人 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10 螢火 

A1: 身 心
素質與自
我精進 
A2: 系 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A3: 規 劃
執行與創
新應變 
B1: 符 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B2: 科 技
資訊與媒
體素養 
B3: 藝 術
涵養與美
感素養 
C1: 道 德
實踐與公
民意識 
C2: 人 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1.養成運用文本思
考、解決問題與建
構知識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讀態
度。 
3.開展多元閱讀素
養。 
4.培養合乎多元文
本閱讀的能力，並
能回答 PISA 閱讀
素養的問題。 
5.能針對不同文本
的閱讀內容進行比
較與分析。 

1.學習閱讀近體詩與現代散文。 
2.學習還原詩句中的「主語」。 
3.學習分析文本的寫作技巧(近
體詩的格律、詩詞的呈現手法)。 
4.學習判讀作者的視角變化與觀
察圖像與文本的轉換。 
5.學習評鑑省思文本形式及手
法，比較不同文本的內涵與延伸。 

1 

1.教師考
評 
2.觀察 
3.口頭詢
問 
4.紙筆測
驗 
5.分組報
告 

1.進階閱
讀得來素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辭典 

【環境教育】 
 

11 螢火 A1: 身 心 1.養成運用文本思 1.學習閱讀近體詩與現代散文。 1 1.教師考 1.進階閱 【閱讀素養】 



課程名稱：七年級下學期閱讀素養                                          項目：■主題 □專題 □議題  

教學期程 單元名稱 核心素養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數 評量方式 教學資源 備註 

素質與自
我精進 
A2: 系 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A3: 規 劃
執行與創
新應變 
B1: 符 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B2: 科 技
資訊與媒
體素養 
B3: 藝 術
涵養與美
感素養 
C1: 道 德
實踐與公
民意識 
C2: 人 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考、解決問題與建
構知識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讀態
度。 
3.開展多元閱讀素
養。 
4.培養合乎多元文
本閱讀的能力，並
能回答 PISA 閱讀
素養的問題。 
5.能針對不同文本
的閱讀內容進行比
較與分析。 

2.學習還原詩句中的「主語」。 
3.學習分析文本的寫作技巧(近
體詩的格律、詩詞的呈現手法)。 
4.學習判讀作者的視角變化與觀
察圖像與文本的轉換。 
5.學習評鑑省思文本形式及手
法，比較不同文本的內涵與延伸。 

評 
2.觀察 
3.口頭詢
問 
4.紙筆測
驗 
5.分組報
告 

讀得來素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辭典 

【戶外教育】 
 

12-13 初至天目
雙清莊記 

A1: 身 心
素質與自
我精進 
A2: 系 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1.養成運用文本思
考、解決問題與建
構知識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讀態
度。 
3.開展多元閱讀素

1.學習閱讀古典散文。 
2.學習將文言文轉化為白話文。 
3.學習分析文本的寫作技巧與
「以動顯靜」的手法。 
4.學習掌握作者所表達的背後情
思。 

2 

1.教師考
評 
2.觀察 
3.口頭詢
問 
4.紙筆測

1.進階閱
讀得來素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辭典 

 



課程名稱：七年級下學期閱讀素養                                          項目：■主題 □專題 □議題  

教學期程 單元名稱 核心素養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數 評量方式 教學資源 備註 

A3: 規 劃
執行與創
新應變 
B1: 符 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B2: 科 技
資訊與媒
體素養 
B3: 藝 術
涵養與美
感素養 
C1: 道 德
實踐與公
民意識 
C2: 人 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養。 
4.培養合乎多元文
本閱讀的能力，並
能回答 PISA 閱讀
素養的問題。 
5.能針對不同文本
的閱讀內容進行比
較與分析。 

驗 
5.分組報
告 

3.線上影
片資源：
《110年老
樹衰老須
砍除 圖
書館員花
巧思創「街
頭書櫃」》 

14 初至天目
雙清莊記 

A1: 身 心
素質與自
我精進 
A2: 系 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A3: 規 劃
執行與創
新應變 
B1: 符 號
運用與溝

1.養成運用文本思
考、解決問題與建
構知識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讀態
度。 
3.開展多元閱讀素
養。 
4.培養合乎多元文
本閱讀的能力，並
能回答 PISA 閱讀
素養的問題。 

1.學習閱讀古典散文。 
2.學習將文言文轉化為白話文。 
3.學習分析文本的寫作技巧與
「以動顯靜」的手法。 
4.學習掌握作者所表達的背後情
思。 1 

1.教師考
評 
2.觀察 
3.口頭詢
問 
4.紙筆測
驗 
5.分組報
告 

1.進階閱
讀得來素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辭典 
3.線上影
片資源：
《110年老
樹衰老須
砍除 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課程名稱：七年級下學期閱讀素養                                          項目：■主題 □專題 □議題  

教學期程 單元名稱 核心素養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數 評量方式 教學資源 備註 

通表達 
B2: 科 技
資訊與媒
體素養 
B3: 藝 術
涵養與美
感素養 
C1: 道 德
實踐與公
民意識 
C2: 人 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5.能針對不同文本
的閱讀內容進行比
較與分析。 

書館員花
巧思創「街
頭書櫃」》 

15 與老天爺
說話 

A1: 身 心
素質與自
我精進 
A2: 系 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A3: 規 劃
執行與創
新應變 
B1: 符 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B2: 科 技
資訊與媒
體素養 
B3: 藝 術

1.養成運用文本思
考、解決問題與建
構知識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讀態
度。 
3.開展多元閱讀素
養。 
4.培養合乎多元文
本閱讀的能力，並
能回答 PISA 閱讀
素養的問題。 
5.能針對不同文本
的閱讀內容進行比
較與分析。 

1.學習閱讀極短篇小說、現代散
文。 
2.學習分析文章六何 6W。 
3.學習整理文意脈絡與事件發生
的順序。 
4.學習分析文本的寫作技巧。 
5.學習比較不同文本的內涵與延
伸。 1 

1.教師考
評 
2.觀察 
3.口頭詢
問 
4.紙筆測
驗 
5.分組報
告 

1.進階閱
讀得來素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辭典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課程名稱：七年級下學期閱讀素養                                          項目：■主題 □專題 □議題  

教學期程 單元名稱 核心素養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數 評量方式 教學資源 備註 

涵養與美
感素養 
C1: 道 德
實踐與公
民意識 
C2: 人 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16 與老天爺
說話 

A1: 身 心
素質與自
我精進 
A2: 系 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A3: 規 劃
執行與創
新應變 
B1: 符 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B2: 科 技
資訊與媒
體素養 
B3: 藝 術
涵養與美
感素養 
C1: 道 德
實踐與公
民意識 

1.養成運用文本思
考、解決問題與建
構知識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讀態
度。 
3.開展多元閱讀素
養。 
4.培養合乎多元文
本閱讀的能力，並
能回答 PISA 閱讀
素養的問題。 
5.能針對不同文本
的閱讀內容進行比
較與分析。 

1.學習閱讀極短篇小說、現代散
文。 
2.學習分析文章六何 6W。 
3.學習整理文意脈絡與事件發生
的順序。 
4.學習分析文本的寫作技巧。 
5.學習比較不同文本的內涵與延
伸。 

1 

1.教師考
評 
2.觀察 
3.口頭詢
問 
4.紙筆測
驗 
5.分組報
告 

1.進階閱
讀得來素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辭典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課程名稱：七年級下學期閱讀素養                                          項目：■主題 □專題 □議題  

教學期程 單元名稱 核心素養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數 評量方式 教學資源 備註 

C2: 人 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17 小大人的
滋味 

A1: 身 心
素質與自
我精進 
A2: 系 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A3: 規 劃
執行與創
新應變 
B1: 符 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B2: 科 技
資訊與媒
體素養 
B3: 藝 術
涵養與美
感素養 
C1: 道 德
實踐與公
民意識 
C2: 人 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1.養成運用文本思
考、解決問題與建
構知識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讀態
度。 
3.開展多元閱讀素
養。 
4.培養合乎多元文
本閱讀的能力，並
能回答 PISA 閱讀
素養的問題。 
5.能針對不同文本
的閱讀內容進行比
較與分析。 

1.學習閱讀現代散文。 
2.學習理解說明文的知識訊息。 
3.學習從文本中歸納重點並說明
原因。 
4.學習將文本訊息轉為其他形式
的呈現。 
5.學習比較不同文本的內涵。 

1 

1.教師考
評 
2.觀察 
3.口頭詢
問 
4.紙筆測
驗 
5.分組報
告 

1.進階閱
讀得來素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辭典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18-20 小大人的
滋味 

A1: 身 心
素質與自

1.養成運用文本思
考、解決問題與建

1.學習閱讀現代散文。 
2.學習理解說明文的知識訊息。 3 1.教師考

評 
1.進階閱
讀得來素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課程名稱：七年級下學期閱讀素養                                          項目：■主題 □專題 □議題  

教學期程 單元名稱 核心素養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數 評量方式 教學資源 備註 

我精進 
A2: 系 統
思考與解
決問題 
A3: 規 劃
執行與創
新應變 
B1: 符 號
運用與溝
通表達 
B2: 科 技
資訊與媒
體素養 
B3: 藝 術
涵養與美
感素養 
C1: 道 德
實踐與公
民意識 
C2: 人 際
關係與團
隊合作 

構知識的能力。 
2.涵育樂於閱讀態
度。 
3.開展多元閱讀素
養。 
4.培養合乎多元文
本閱讀的能力，並
能回答 PISA 閱讀
素養的問題。 
5.能針對不同文本
的閱讀內容進行比
較與分析。 

3.學習從文本中歸納重點並說明
原因。 
4.學習將文本訊息轉為其他形式
的呈現。 
5.學習比較不同文本的內涵。 

2.觀察 
3.口頭詢
問 
4.紙筆測
驗 
5.分組報
告 

學習單 
2.教育部
線上國語
辭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