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其他類課程計畫 

1.本學期課程架構：（請依學校實際情形填列，表格請自行增刪） 

實施年級：114 學年度【五】年級 

節數分配：上學期(21)週(21)節、下學期(21)週(21)節，合計(42)節。 

（1）上學期 

項目  核心素養 學習目標 表現任務 備註 

戶外教育-上學

期第十一週五

六年級戶外教

育 

國-E-C3 

社-E-B3 

自-E-C1 

綜-E-A3 

1. 透過與自然、文化與環境的

實地互動，提升學生在知識、情

感與技能三方面的整體學習，進

而培養其自我認知與批判思維能

力。 

2. 藉由參訪國立自然科學博物

館及中部地區具代表性的文化與

自然場域，使學生認識臺灣在地

文化與生態環境，培養尊重自然

與多元文化的態度。 

3. 透過與防災及永續發展相關

的教育活動，讓學生建立正確的

防災知識與永續生活理念，進而

關注社會與環境的未來發展。 

4. 力：透過戶外教育中多元活

動的參與，增進學生與自我、他

人、社會及自然之間的良性互

參與活動 

 



動，從中體會生活的美好與生命

的價值，培養積極正向的人生

觀。 

 

校際/班級交流

-性平暨性侵、

兒童及少年性

剝削防制教育

宣導 

綜-E-B1 

健體-E-B1 

高年級：透過個人衛生與性教育
了解不同性傾向的基本概念與性
別刻板印象的影響與因應方式，
以培養流暢地操作基礎健康技
能。 

參與活動 

 

校際/班級交流-

上學期第十二

週全國舞蹈比

賽屏東初賽英

語歌謠比賽 

藝-E-C2 

高年級：透過表演團隊職掌、表

演內容、時程與空間規劃的文

本，培養學生能與他人合作規劃

藝術創作或展演，並扼要說明其

中的美感。 

表演、實際操作  

校際/班級交流-

上學期第十五

週校慶活動 

藝-E-A1 

健體-E-C2 

高年級： 

1. 透過表演活動訓練，引導學生

能與他人合作規劃藝術創作或展

演，並扼要說明其中的美感。 
2.透過跑、跳與投擲的基本動

作，培養表現穩定的身體控制和

協調能力。 

表演、實際操作  

（2）下學期 

項    目 核心素養 學習目標 表現任務 備註 

校際/班級交流

-性平暨性侵、

兒童及少年性

綜-E-B1 

健體-E-B1 

高年級：認識性騷擾、性侵害、

性霸凌的概念及其求助管道。 

參與活動 

 



剝削防制教育

宣導 

校際/班級交流-

下學期第七週

兒童節 

綜-E-C2 

社 E A1 

高年級：參與歡樂的慶祝兒童節

活動，介紹地球村各國的兒童

節，在了解世界各國的兒童節習

俗及慶祝方式後說出自己想要的

兒童節與理由。 

參與活動  

校際/班級交流-

下學期第七週

高年級英語歌

謠比賽 

藝-E-C2 高年級：透過表演團隊職掌、表

演內容、時程與空間規劃的文

本，培養學生能與他人合作規劃

藝術創作或展演，並扼要說明其

中的美感。 

表演、實際操作 

 

校際/班級交流-

下學期第十二

週母親節活動 

藝-E-A1 

高年級：透過表演活動訓練，引

導學生能與他人合作規劃藝術創

作或展演，並扼要說明其中的美

感。 

表演、實際操作  

校際/班級交流-

下學期第十九

週畢業典禮 

藝-E-A1 

高年級：透過表演活動訓練，引

導學生能與他人合作規劃藝術創

作或展演，並扼要說明其中的美

感。 

表演、實際操作  

班級輔導-表達

藝術與溝通 

國-E-A2  

國-E-B3  

國-E-C1 

能利用基本句型完成句子並應

用。 

口頭評量、實作評量  

2.本學期課程內涵：(請依據其他類課程架構安排分別編寫課程計畫) 

（1）戶外教育 

項目：戶外教育 

A 上學期 



教學進度 主題/單元名稱 學習活動 節數 備註 

第 11 週 上學期第十一週

五六年級戶外教

育 

【活動一：體驗式學習】 

•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透過博物館導覽活動，學習如何閱讀展示資訊與思考人與環境的

關係，啟發反思與行動。 

•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植物園：透過植物園導覽活動，認識臺灣低海拔具有的特色生態和

熱帶雨林並做成學習紀錄。認識臺灣原生植物，培養愛護臺灣生態環境。：  

【活動二：防災與永續】 

•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921 地震教育園區：透過導覽活動，認識地震原因，瞭解地震和人

類生活的關係，體會防震的重要性。建立正確的防災知識與永續生活理念。 

• 臺灣印刷探險館：透過導覽活動，瞭解早期的鉛字活版印刷、照相製版、電腦排版，到

現今之數位印刷的演進，見證臺灣歷史進程的重要里程碑並做成學習紀錄。認識歷史發

展悠久之印刷產業及其彥近與重要變革。 

【活動三：文化與環境】 

• 日月潭環境教育中心：由教師及志工帶領學生用雙腳感受最美的環潭步道，並欣賞周邊

自然美景，以更低碳方式認識日月潭。。 

• 九族文化村-原住民部落區：由教師及志工帶領學生並以組為單位進行文化學習及遊憩設

施之使用，並在過程中體會小組活動及學習之樂趣，以提升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

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體驗寓教於樂之休閒娛樂產業，以提高學習意願 

14 戶 E1 

戶 E3 

戶 E7 

（2）班際交流 

項目：班際交流 

A 上學期 

教學進度 主題/單元名稱 學習活動 節數 備註 

第 8 週 性平暨性侵、兒童

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教育宣導 

【高年級：男生女生一樣好】 
學習目標：透過個人衛生與性教育了解不同性傾向的基本概念與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與因應方
式，以培養流暢地操作基礎健康技能。 

1. 教師分別講述愛迪生、居禮夫人的貢獻及人格特質，讓學生猜測這兩位的性別，並請學生
說出判斷的依據。 

2. 教師宣布答案，第一位是發明大王愛迪生，是位男性。第二位是居禮夫人，是位女性。 

3. 教師將學生所提到的判斷依據再次分析，說明有時我們會習慣將一些人格特質歸類為男性

1 晨光宣導 

性 E1 

性 E2 

性 E8 



特質、女性特質。但是其實有許多特質是不分性別，可以稱為中性特質。而且許多人可能
同時具有男性特質及女性特質，就像居禮夫人一樣。 

4. 教師說明以前有許多行業都會受到性別限制，例如以前只有男性可以當軍人，現在則是不
論男女均可以從軍。 

5. 教師利用簡報介紹男性護理師及女性黑手，讓學生了解就算與一般人觀念中的職業性別不
同，仍然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成為當中的佼佼者。 

6. 請學生發表自己還聽過或看過哪些類似的例子。 

7. 教師再次強調不論男女，都是父母親心中的寶貝，而且能力也不會因為性別而有所不同，
所以選擇職業時，也不必因為性別而受限。而我們也不應該對性別有著刻板印象，更不該
使用帶有性別歧視的語詞。應該試著學習不同性別的優點，拓展自己的視野，讓自己的能
力更加進步。 

第 9 週 性平暨性侵、兒童

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教育宣導 

【高年級：我們都可以做到】 
學習目標：透過個人衛生與性教育了解性騷擾與性侵害的自我防護，以培養能於不同的生活情
境中，主動表現基礎健康技能。 
1. 欣賞影片《性騷擾大解析 保護你我安全》及《性侵害防治教育宣導_高年級影片》。 

2. 教師提問，並請小朋友自由發表： 

老師邀請學生分享看完影片後的心得？ 

學生發表自己看完影片的心得。 

3. 教師說明：性騷擾及性侵害基本內容，以及為何要防治性侵害。 

1 晨光宣導 

性 E4 

性 E5 

性 E12 

第 15 週 上學期第十五週

校慶活動 

1.學生練習表演節目。 

2.學生了解校慶活動流程。 

3.學生進行各項田徑項目之練習 

7 舞蹈老師 

家 E13 

B 下學期 

教學進度 主題/單元名稱 學習活動 節數 備註 

第 7 週 下學期第七週兒

童節 

1. 透過參與歡樂的慶祝兒童節活動及二手物品義賣活動，讓學生認識兒童節的由來，引導學

生對成長過程中幫助自己的人說出感謝之語。 

2. 藉由參與慶祝兒童節活動及二手物品義賣活動，讓學生了解法律如何維護兒童的權利並關

懷社會中弱勢的族群，說出活動中的感受，畫出對弱勢兒童的祈福卡片。 

1 人 E1 

人 E4 

第 7 週 下學期第七週高

年級英語歌謠比

賽 

1.學生與老師討論表演內容。 

2.學生練習表演節目。 

3.學生了解舞蹈比賽流程。 

4.參加舞蹈比賽。 

3  



第 8 週 性平暨性侵、兒童

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教育宣導 

【高年級：性侵害防治】 
學習目標：：認識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的概念及其求助管道。 

1. 教師播放《性侵性騷防治宣導-性霸凌篇》影片 

2. 教師提問，並請小朋友自由發表： 

(1) 藉由影片中實際的案例，遇到性騷擾或性侵害時，最好的應對方式為何？ 

(2) 你認為在哪些情況下，容易遇到影片中的情形？ 

3. 教師總結：教師說明在性別平等教育中，身體是自己的，只要自己覺得有任何不舒服的情
況，都應該明確的制止對方的行為，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及情緒，以保護自己免於受害。 

1 晨光宣導 

性 E3 

性 E9 

第 9 週 性平暨性侵、兒童

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教育宣導 

【高年級：性不性由你】 

學習目標：透過個人衛生與性教育了解性騷擾與性侵害的自我防護，以培養能於不同的生活情
境中，主動表現基礎健康技能。 

1. 教師播放性侵害的防治宣導影片 

2. 教師與學生討論以下問題： 

(1) 我們的身體有哪些部位是不可以隨便讓別人碰觸的？ 

(2) 身體是不是屬於自己的？ 

(3) 對於不舒服的接觸（不管這個人是誰）可不可以說「不」？ 

(4) 大人一定是對的他們的話一定要遵從嗎？ 

(5) 哪些情境容易發生性侵害事件？ 

(6) 如何預防性侵害的發生？ 

(7) 遭遇性侵害時怎麼辦？ 

(8) 遇到令自己不舒服的不安的情況時我們要怎麼做？ 

(9) 別人問路時我要怎麼做？ 

3. 教師總結：能清楚知道哪些行為是性侵害，會保護自己，也能伸張正義，從小做起，讓每
個人都尊重自己與他人的身體。 

1 晨光宣導 

性 E10 

性 E13 

第 12 週 下學期第十二週

母親節活動 

1.學生表演節目教學。 

2.學生製作感謝卡片。 

3.學生表達對家人的感謝。 

4.活動預演與實施。 

3 舞蹈老師 

家 E7 

第 19 週 下學期第十九週

畢業典禮 

1.班級表演節目教學。 

2.畢業歌曲教唱。 

3.歡送海報留言板製作。 

4.活動預演與實施。 

6 舞蹈老師 

生 E7 

涯 E6  



（3）班級輔導-表達藝術與溝通(句子、文章) 

項目：班級輔導-表達藝術與溝通 

B 下學期 

教學進度 主題/單元名稱 學習活動 節數 備註 

第 1 週 第一單元換一個

角度 

一、你會怎麼回

答？ 

二、智救養馬人 

三、真正的「聰明」 

學習地圖一 

一、你會怎麼回答？ 

補救教學 

【聽與說】聽出重點，說出解決問題的過程。 

【閱讀】從故事中，讀出主角是從什麼角度回應問題。 

二、智救養馬人 

補救教學 

【聽與說】說出晏子如何智救養馬人的方式。 

【寫字】從課文中感受勸諫的說話藝術，體會機智的重要。 

【作文】練習以神態描寫，寫出人物的情緒。 

三、真正的「聰明」 

補救教學 

【聽與說】說出聰明的小車如何應用自己的優勢。 

【閱讀】透過文章脈絡，找出作者的論點。 

【作文】透過引導，寫出一篇「什麼型」的議論文。 

學習地圖一 

補救教學 

【聽與說】請學生小組試著說出「擬人法」和「譬喻法」的不同。 

【閱讀】運用縮寫找出文章的中心句重點。 

1  

第 2 週 第一單元換一個

角度 

一、你會怎麼回

一、你會怎麼回答？ 

補救教學 

【聽與說】聽出重點，說出解決問題的過程。 

1  



答？ 

二、智救養馬人 

三、真正的「聰明」 

學習地圖一 

【閱讀】從故事中，讀出主角是從什麼角度回應問題。 

二、智救養馬人 

補救教學 

【聽與說】說出晏子如何智救養馬人的方式。 

【寫字】從課文中感受勸諫的說話藝術，體會機智的重要。 

【作文】練習以神態描寫，寫出人物的情緒。 

三、真正的「聰明」 

補救教學 

【聽與說】說出聰明的小車如何應用自己的優勢。 

【閱讀】透過文章脈絡，找出作者的論點。 

【作文】透過引導，寫出一篇「什麼型」的議論文。 

學習地圖一 

補救教學 

【聽與說】請學生小組試著說出「擬人法」和「譬喻法」的不同。 

【閱讀】運用縮寫找出文章的中心句重點。 

第 3 週 第一單元換一個

角度 

一、你會怎麼回

答？ 

二、智救養馬人 

三、真正的「聰明」 

學習地圖一 

一、你會怎麼回答？ 

補救教學 

【聽與說】聽出重點，說出解決問題的過程。 

【閱讀】從故事中，讀出主角是從什麼角度回應問題。 

二、智救養馬人 

補救教學 

【聽與說】說出晏子如何智救養馬人的方式。 

【寫字】從課文中感受勸諫的說話藝術，體會機智的重要。 

【作文】練習以神態描寫，寫出人物的情緒。 

三、真正的「聰明」 

補救教學 

1  



【聽與說】說出聰明的小車如何應用自己的優勢。 

【閱讀】透過文章脈絡，找出作者的論點。 

【作文】透過引導，寫出一篇「什麼型」的議論文。 

學習地圖一 

補救教學 

【聽與說】請學生小組試著說出「擬人法」和「譬喻法」的不同。 

【閱讀】運用縮寫找出文章的中心句重點。 

第 4 週 第二單元職業任

意門 

四、小記者，出

動！ 

五、奇幻光芒的祕

密 

六、人「聲」就是

戲 

學習地圖二 

閱讀階梯一「溜」

出不一樣的人

生——楊元慶 

四、小記者，出動！ 

補救教學 

【聽與說】進行實際採訪，並依訪談內容做合理的回應。 

【閱讀】讀懂採訪稿的形式特色。 

【作文】寫一篇格式正確、內容通順的採訪稿。 

五、奇幻光芒的祕密 

補救教學 

【聽與說】說出最喜歡的小說角色及場景，並聆聽他人報告重點。 

【閱讀】讀懂本課是以自述的視角，描述作家的心路歷程。 

六、人「聲」就是戲 

補救教學 

【聽與說】練習朗讀技巧，體會聲音的多元面貌。 

【作文】運用課文中的四字詞語，寫出通順的句子。 

學習地圖二 

補救教學 

【聽與說】說出朗讀符號所代表的意義及運用時機。 

【閱讀】依照文章情境，註記朗讀符號。 

【作文】修改文章的錯誤，並運用學過的寫作技巧修潤文章。 

閱讀階梯一「溜」出不一樣的人生——楊元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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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 

【聽與說】根據學過的閱讀策略理解文章，並進行討論。 

【閱讀】閱讀文章後，完成不同層次的自我提問。 

第 5 週 第二單元職業任

意門 

四、小記者，出

動！ 

五、奇幻光芒的祕

密 

六、人「聲」就是

戲 

學習地圖二 

閱讀階梯一「溜」

出不一樣的人

生——楊元慶 

四、小記者，出動！ 

補救教學 

【聽與說】進行實際採訪，並依訪談內容做合理的回應。 

【閱讀】讀懂採訪稿的形式特色。 

【作文】寫一篇格式正確、內容通順的採訪稿。 

五、奇幻光芒的祕密 

補救教學 

【聽與說】說出最喜歡的小說角色及場景，並聆聽他人報告重點。 

【閱讀】讀懂本課是以自述的視角，描述作家的心路歷程。 

六、人「聲」就是戲 

補救教學 

【聽與說】練習朗讀技巧，體會聲音的多元面貌。 

【作文】運用課文中的四字詞語，寫出通順的句子。 

學習地圖二 

補救教學 

【聽與說】說出朗讀符號所代表的意義及運用時機。 

【閱讀】依照文章情境，註記朗讀符號。 

【作文】修改文章的錯誤，並運用學過的寫作技巧修潤文章。 

閱讀階梯一「溜」出不一樣的人生——楊元慶 

補救教學 

【聽與說】根據學過的閱讀策略理解文章，並進行討論。 

【閱讀】閱讀文章後，完成不同層次的自我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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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門 

四、小記者，出

動！ 

五、奇幻光芒的祕

密 

六、人「聲」就是

戲 

學習地圖二 

閱讀階梯一「溜」

出不一樣的人

生——楊元慶 

補救教學 

【聽與說】進行實際採訪，並依訪談內容做合理的回應。 

【閱讀】讀懂採訪稿的形式特色。 

【作文】寫一篇格式正確、內容通順的採訪稿。 

五、奇幻光芒的祕密 

補救教學 

【聽與說】說出最喜歡的小說角色及場景，並聆聽他人報告重點。 

【閱讀】讀懂本課是以自述的視角，描述作家的心路歷程。 

六、人「聲」就是戲 

補救教學 

【聽與說】練習朗讀技巧，體會聲音的多元面貌。 

【作文】運用課文中的四字詞語，寫出通順的句子。 

學習地圖二 

補救教學 

【聽與說】說出朗讀符號所代表的意義及運用時機。 

【閱讀】依照文章情境，註記朗讀符號。 

【作文】修改文章的錯誤，並運用學過的寫作技巧修潤文章。 

閱讀階梯一「溜」出不一樣的人生——楊元慶 

補救教學 

【聽與說】根據學過的閱讀策略理解文章，並進行討論。 

【閱讀】閱讀文章後，完成不同層次的自我提問。 

第 8 週 第三單元山與海

的呼喚 

七、題西林壁 

八、海洋的殺手 

九、你想做人魚

七、題西林壁 

補救教學 

【聽與說】教師引導學生回顧本節課的學習內容，鼓勵學生分享自己有收穫或印象深刻的內容。 

【閱讀】了解課文中詩句的意思與內涵。 

【作文】將古詩改寫為記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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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學習地圖三 

八、海洋的殺手 

補救教學 

【聽與說】根據標題連結課文內容及生活經驗，表達想法。 

【閱讀】讀懂事理說明文的形式特色。 

【作文】運用探究事理的步驟，並適時使用遞進句，寫一篇說明事理的作文。 

九、你想做人魚嗎？ 

補救教學 

【聽與說】 

1.說出自己對海洋的想像和想探索的地方。 

2.聆聽他人對海洋的想法與行動。 

【閱讀】用適當的情感朗讀詩歌，並讀出詩歌意涵。 

【作文】運用相同句式的問句開頭，創作新詩，仿寫成詩句。 

學習地圖三 

補救教學 

【聽與說】運用探究事理四步驟，說出事理說明文的重點。 

【作文】練習引用修辭的寫作技巧。 

第 9 週 第三單元山與海

的呼喚 

七、題西林壁 

八、海洋的殺手 

九、你想做人魚

嗎？ 

學習地圖三 

七、題西林壁 

補救教學 

【聽與說】教師引導學生回顧本節課的學習內容，鼓勵學生分享自己有收穫或印象深刻的內容。 

【閱讀】了解課文中詩句的意思與內涵。 

【作文】將古詩改寫為記敘文。 

八、海洋的殺手 

補救教學 

【聽與說】根據標題連結課文內容及生活經驗，表達想法。 

【閱讀】讀懂事理說明文的形式特色。 

【作文】運用探究事理的步驟，並適時使用遞進句，寫一篇說明事理的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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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你想做人魚嗎？ 

補救教學 

【聽與說】 

1.說出自己對海洋的想像和想探索的地方。 

2.聆聽他人對海洋的想法與行動。 

【閱讀】用適當的情感朗讀詩歌，並讀出詩歌意涵。 

【作文】運用相同句式的問句開頭，創作新詩，仿寫成詩句。 

學習地圖三 

補救教學 

【聽與說】運用探究事理四步驟，說出事理說明文的重點。 

【作文】練習引用修辭的寫作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