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 6 】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上學期( 21)週共( 126 )節、下學期( 19 )週共( 114 )節，合計(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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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安全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二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安全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三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資訊素養課程*1 

法定課程-性別平等教育*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四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法定課程-性別平等教育*1 

   

類 

數 次 

節 週 
別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五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法定課程-性別平等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六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法定課程-性別平等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七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資訊素養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法定課程-性別平等教育*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八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法定課程-性別平等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九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法定課程-性侵害防治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十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法定課程-性侵害防治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十一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法定課程-性侵害防治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十二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法定課程-家庭暴力防治教育*1 

國際文化課程*1 

資訊素養課程*1 

   

第十三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法定課程-家庭暴力防治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十四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法定課程-家庭暴力防治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十五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法定課程-家庭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十六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法定課程-家庭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十七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法定課程-家庭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十八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法定課程-環境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十九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法定課程-環境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二十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法定課程-環境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二十一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戶外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總 計 1. 海洋教育-21 

2. 律動課程-21 

3. 生活邏輯推理-21 

4. 國際文化-21 

5. 資訊教育-21 

6. 議題探究-21 

合計 126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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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安全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二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安全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三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類 

數 次 

節 週 
別 



法定課程-性別平等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四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法定課程-性別平等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五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法定課程-性別平等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六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法定課程-性別平等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七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法定課程-性別平等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八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法定課程-性別平等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九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法定課程-性侵害防治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十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法定課程-性侵害防治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十一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法定課程-性侵害防治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十二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法定課程-家庭暴力防治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十三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法定課程-家庭暴力防治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十四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法定課程-家庭暴力防治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十五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法定課程-環境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十六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法定課程-環境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十七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法定課程-環境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十八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戶外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第十九週 海洋教育*1 

律動課程*1 

生活邏輯推理*1 

戶外教育*1 

資訊素養課程*1 

國際文化課程*1 

   



總 計 1. 海洋教育-19 

2. 律動課程-19 

3. 生活邏輯推理-19 

4. 國際文化-19 

5. 資訊教育-19 

6. 議題探究-19 

合計 114 節課 

   

 

 

 

  



參、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一、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一)課程規劃與實施內涵-國小(表八 A) 

每週學習節數（ 1 ）節，上學期(  21  )週共(  21  )節、下學期(  19  )週共(  19  )節，合計(  40  )節 

課程名稱 海洋教育 實施年級 六年級 

課程目標 

1.認識海洋廢棄物污染、棲地破壞、生物多樣性減少的危機  

2.能了解人類不當行為、措施對河流或海洋環境產生的影響。 

3.能在生活中實踐海洋教育中保護海洋的行動。 

4.了解基本的生態原則，以及人類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係。 

5.關切人類行為對環境的衝擊，進而建立環境友善的生活與消費觀念。  

6.養成主動關心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相關議題的習慣。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自 E-C1培養愛護自然、珍愛生命、惜取資源的關懷心與行動力。 

綜 E-C1關懷生態環境與周遭人事物，體驗服務歷程與樂趣，理解並遵守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 

自-E-A1能運用五官，敏銳的觀察周遭環境，保持好奇心、想像力持續探索自然。 

自-E-C3透過環境相關議題的學習，能了解全球自然環境的現況與特性及其背後之文化差異。 

議題融入 

環 3-3-1 關切人類行為對環境的衝擊，進而建立環境友善的生活與消費觀念。 

海 1-3-6 瞭解漁村景觀、飲食文化與生態旅遊的關係。 

海 1-3-7 透過訪問、調查或蒐集資訊，探討漁村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發展。  

環 5-2-3 執行綠色消費、節約能源、節約用水、廢棄物減量、環境保護及 環境關懷行動。 

環 5-2-2 能透過校園環保活動（如：節約能源、節約用水、廢棄物減量）， 規劃和執行簡單的環境調查活動。 



學習重點 

學習 

表現 

m-III-1 能經由提問、觀察及實驗等歷 程，探索自然界現象之間的關係，建立簡單的概念模型，並 理解到有不同模

型的存在。  

po-III-2 能初步辨別適合科學探究的問題，並能依據觀察、蒐集資料、閱讀、思考、討論等，提出適宜探究之問

題。 3d-III-1 實踐環境友善行動，珍惜生態資源與環境。 

3a-Ⅲ-1 透過對時事的理解與省思，提出感興趣或令人困惑的現象及社會議題。 

3d-Ⅲ-1 實踐環境友善行動，珍惜生態資源與環境。 

學習 

內容 

INe-III-12 生物的分布和習性，會受環境因素的影響；環境改變也會影響生存於其中的生物種類。  

Cd-III-3 生態資源與環境保護行動的執行。 

INg-Ⅲ-1自然景觀和環境一旦被改變或破壞，極難恢復。 

Ab-Ⅲ-3自然環境、自然災害及經濟活動，和生活空間的使用有關聯性。 

Cd-Ⅲ-4珍惜生態資源與環境保護情懷的展現。 

Cd-Ⅲ-2人類對環境及生態資源的影響。 

表現任務 

1. 能瞭解海洋問題 

2. 能瞭解海洋資源的有限性 

3. 能瞭解人類對海洋生態的破壞  

4. 能瞭解國際海洋保育行動 

教學資源 
PPT、網路影片、綠色和平-東亞分部－臺灣(GPEA Taiwan)、公視兒少網、公共電視 

第一學期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節數 
混齡模式與備註 

(無則免填) 

第 1-3週 航海王具備的基本知識 

一、海洋是什麼: 

1.解釋海洋的概念和涵蓋範圍。 

2.探討海洋的形成原因和對地球的影響。 

二、海洋的作用: 

3  



1.分析海洋對地球生態系統和氣候的影響。 

2.討論海洋資源對人類的重要性。 

第 4-6週 航海王具備的基本知識 

三、海洋生物介紹: 

1.介紹一些常見的海洋生物，如鯊魚、海龜、海豚等。 

2.探索這些生物的外觀和生活習性。 

四、海洋保護: 

1.強調對海洋生物和環境的保護意義。 

2.討論海洋污染和過度捕撈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3  

第 7-9週 海洋生態系統 

一、海洋食物鏈 

1.解釋海洋生態系統中不同生物之間的依存關係。 

2.展示食物鏈圖表，討論生物之間的關係。 

二、珊瑚礁生態系統 

1.探討珊瑚礁的形成、生物多樣性和重要性。 

2.觀察珊瑚礁生態系統的圖片和影片。 

3  

第 10-12

週 
海洋生態系統 

三、海草床與潟湖生態系統 

1.介紹海草床和潟湖的特點和生物。 

2.討論這些生態系統對海洋生態的重要性。 

四、深海生態系統 

1.探索深海生物的神秘世界。 

2.展示深海生物的圖片和影片，引發學生對深海的好奇

心。 

3  

第 13-15

週 
小小海洋環育家 

(1)問題一：從影片中，我們可以發現美麗的海洋正在被

破壞， 在影片中哪個團體挺身而出，捍衛海洋？ (2)問

題二：捍衛海洋的方式有哪些？ (3)問題三：我們為什

麼要守護海洋資源？ 2.影片欣賞：【守護海洋】打開鮪

魚罐頭的殘酷秘密 https://goo.gl/JpHPNo，YouTube 

3  



3.影片欣賞後，分組進行問題討論。 (1)問題一：從影

片中我們可以發現，鮪魚罐頭裡面有什麼殘酷 秘密？ 

(2)問題二：影片中，旁白鯊魚也會吃鮪魚，但是為什麼

不會給 鮪魚帶來危機？ (3)問題三：人工集魚器及大型

魚網對於海洋資源有什麼影響？ 為什麼？ (二)護海宣

言 - 護海宣言海報製作。1.我們能為大海做什麼? 2.請

各組討論「我們能為大海做什麼?」的護海宣言，寫在

「護海宣言」海報上，然後全組學生一起簽名及大聲宣

讀，以示負責， 並將宣言海報張貼公布欄。 

第 16-17

週 
我是海洋守護神 

1.每組學生上台分享自己製作的海洋海報，並分享給海

洋的一句話。 

2.引導學生討論未來能夠如何透過宣導讓大家都能共同

關心海洋生態環境的重要性。 

2  

第 18-20

週 
讀畫報告「淨海行動」： 

1. 全班分成五組，分組討論、擬定出可以保護海洋環境

的淨 塑（淨海）計畫，以學習單(附錄三)當作小組討論

的鷹架， 完成學習單即完成淨海行動計畫。  

2. 上台輪流報告各組的淨海行動計畫，並將學習單貼在

黑板 上，供其他人賞閱。  

3. 發下每人兩張便利貼，經賞閱各組的計畫案後，每人

選出 最喜歡的兩個計畫案，將便利貼貼到該學習單上。  

4. 公布最高票的組別，榮獲「淨海行動計畫王」，全班

鼓掌 以茲鼓勵。 

3  

第 21週 總結 

教學回顧與評估 

1.回顧整個學期的教學內容，強調重要概念和知識點。 

2.進行簡單的筆試或小組討論，評估學生對海洋教育的

理解程度。 

1  



第二學期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節數 
混齡模式與備註 

(無則免填) 

第 1-3週 

海洋保護與可持續發展 

 

 

一、海洋保護區 

1.探討海洋保護區的設立目的和管理方式。 

2.分析不同類型的保護區對生態系統的影響。 

二、水域污染問題 

1.討論水域污染的來源、影響和解決方案。 

2.分析個人和社區在減少污染方面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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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6週 
海洋保護與可持續發展 

 

三、過度捕撈問題 

1.探討過度捕撈對海洋生態系統的影響。 

2.提出可持續漁業的解決方案和政策建議。 

四、海洋保育行動 

1.啟發學生參與海洋保育行動的重要性。 

2.探討個人和團體參與海洋保護的方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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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9週 海洋汙染 

所謂的海洋汙染 

1.經由人類直接或間接排入物質或能量進入海洋環境造

成 

危害生物資源，人體健康，降低海域活動如捕魚、海上

娛樂等等稱之。  

2.由於人類毫無節制的開發，所製造出來的污染問題，

不僅危及人類在陸地上的生存，也使浩瀚的海洋變成一

個超大型垃圾場。  

3.透過網路影片與報導，讓學生了解台灣海洋污染的嚴

重性。 

4. 影片觀看，正視問題-討論影片的問題。討論影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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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針對海洋垃圾桶、海洋吸塵器的報導提問問題，藉此

讓學生正念思考，瞭解到海洋環保需要大家一起合作參

與。 

第 10-11

週 
蔚藍海洋的美麗與哀愁 

材料準備： 

繪畫工具（如紙張、彩色鉛筆、水彩等） 

海報製作材料（如海報板、剪刀、膠水等） 

參考圖片（污染前和污染後的海洋圖片） 

1. 學生分組，根據參考圖片和資料，創作一幅海洋污染

前後的對比圖。 

2. 在海報上展示海洋污染前的美麗景象和污染後的嚴重

影響。 

每組在海報上寫下他們認為最重要的保護海洋的措施和

建議。 

3. 各組展示他們的海報，介紹海報內容和創作過程。 

全班討論不同種類的海洋污染及其影響，並分享保護海洋

的想法和方法。 

4.透過視覺創作，加深學生對海洋污染的認識。 

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和團隊合作精神。 

提升學生保護海洋的意識和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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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14

週 

海洋污染模擬實驗 

 

材料準備： 

透明容器 

水 

油（模擬石油污染） 

塑料碎片（模擬塑料污染） 

土壤（模擬泥沙污染） 

清潔工具（如吸管、湯匙等） 

步驟 1.將水倒入透明容器中，模擬海洋環境。 

步驟 2.分別向容器中加入油、塑料碎片和土壤，觀察它們

在水中的分布和變化。 

步驟 3.嘗試用不同的工具清理污染物，並記錄清理的效果

和困難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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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察與討論： 

1.記錄污染物在水中的分布狀況。 

2.討論不同污染物對水質和水中生物的影響。 

3.請學生分享清理過程中的體驗和感受，討論減少海洋污

染的有效方法。 

三、學習目標： 

1.了解海洋污染的不同來源和種類。 

2.認識海洋污染對環境和生物的影響。 

3.提高學生對海洋污染問題的關注。 

第 15-16

週 
觀賞卡通『海底總動員』 

觀賞公共電視『我們的島』--尼莫回家去。 

1.請學生發表他認為影片中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人類隨

意去捕撈小丑魚，讓小丑魚爸爸前進到人類社會來找回兒

子。 

2.對人類來說，海洋生物到底有著什麼意義。這樣的行為

會對環境產生什麼影響。 

3.歸納本節課中，關於人類與海洋生物之間彼此的關係➔

是敵人也是朋友，主要是依賴人類看待生物的方式來決

定。觀賞影片，讓學生知道除了隨意捕撈的人之外，也有

許多人為這些生物付出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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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18

週 

戶外教學：鼓山漁港活化整建新漁

市場 

教師引言：教師先做場域介紹  

觀察學習： 

1、利用活化後展覽動線，參觀學習。  

2、各組分配發表任務，參觀完畢集合時分組發表。 

3.討論發表 

1、利用本站移轉至下一站時間，發表參觀心得。  

2、注意引導思考鼓山漁港衰落原因，以及觀察後，發表

未來活化後可努力方向。 

以參觀鼓山漁港為導引，建立能規劃及執行未來有關探

究海洋的熱情 種子，增進人與海的適切互動的能力。。 

2、認識台灣遠洋漁業及船運，並關注民生生計問題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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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3、了解海洋的汙染、近海漁業過漁等環境問題，思考解

決方法。 

第 19週 總結 

教師正向回饋如「很高興我們能用學到的知識美化環

境。 對垃圾分類與回收拾起使命感，也對於台灣的禁塑

政策燃 起與有榮焉感」。 

反思與分享: 

1.請學生寫下或分享他們今天學到的知識與感想，以及

他們計劃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保護海洋。 

2.鼓勵學生在家中和學校中實踐減少塑料使用、支持環

保產品等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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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混齡教育實施說明(未實施者毋須填列)： 

(1) 混齡教育實施年段以同一學習階段安排為優先，或依課程規劃經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實際實施混齡教學年級。 

(2) 學校務必實施一門混齡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另以每週固定排課或不得少於該門校訂課程全學年度節數之三分之二。 

(3) 混齡型態得參考以下型態，並納入該領域/科目學習與教學重點、教學進度及評量方式總表： 

a.全班教學(使用同一份教材) 

b.平行課程(各年級使用各自的教材) 

c.螺旋課程(學習共同主題，各年級難度不同) 

d.課程輪替(全班一起同一份教材，但有設計輪流實施，今年上 A年級課程，明年上 B年級的課程) 

e.科目交錯(同一節課，A、B年級分別上不同科目) 

混齡教育請依照單元架構繪製課程架構表(詳見 p.16混齡課程範例 1-1) 



一、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一)課程規劃與實施內涵-國小(表八 A) 

每週學習節數（1）節，上學期(21)週共(21)節、下學期(19)週共(19)節，合計(40)節。 

課程名稱 律動課程 實施年級 六年級 

課程目標 

1．讓學生體驗不同層面的行動。 

2．促進感官知覺練習。 

3．鞏固學生的舞蹈技能和表演能力。 

4.強化學生的舞蹈創作和表演技巧。 

5.為學生提供展示舞蹈才能的機會。 

6.讓學生互相觀摩，覺察自己的動作與同儕間的異同處。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體-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 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發展，並認識個人特質，發展運 動與保健的潛能。 

健體-E-B3 具備運動與健康有關的感知和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元感官的發展，在生活環境中培養運動與健康有關的美感體驗。 

健體-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 動和健康生活中樂於與人互 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綜-E-A2 探索學習方法，培養思考能力與自律負責的態度，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綜-E-B3 覺察生活美感的多樣性，培養生活環境中的美感體驗，增進生活的豐富性與創意表現。 

議題融入 

安 E6了解自己的身體。 

安 E7探究運動基本的保健。 

戶 E2 富自身與環境的互動經驗，培養對生活環境的覺知與敏感，體驗與珍惜環境的好。 

戶 E3善用五官的感知，培養眼、耳、鼻、舌、觸覺及心靈對環境感受的能力。 

學習重點 
學習 

表現 

健 1c-III-1 了解運動技能要素和基本運動規範。 

健 1c-III-2 應用身體活動的防護知識，維護運動安全。 

健 3 c-III-1 表現穩定的身體控制和協調能力。 

健 3c-III-2 在身體活動中表現各項運動技能，發展個人運動潛能。 

健 3c-III-3 表現動作創作和展演的能力。 



社 1b-Ⅲ-1依循學習計畫，以培養自律與負責的態度。 

社 2b-Ⅲ-1參與各項團體活動，能適切表現自己 在團體中的角色，並與同儕合作達成目標。 

學習 

內容 

綜 Bb-Ⅲ-1社區團體活動的參與 

健 Ib-III-1 模仿性與主題式創作舞。 

健 Ib-III-2 各國土風舞。 

表現任務 

【參與活動、各式創作、展演】 

1.學習高難度的舞蹈技巧和動作組合。 

2.完成一個完整的舞蹈作品，包括舞蹈編排和表演。 

3.參與學校舞蹈比賽或演出，展示所學的舞蹈技能和表演能力。  

4.參與學校各項比賽。 

5.參興運動會表演。 

6.與班上同學獨立完成整首曲目。 

7.參興社區關懷據點展演。 

8.參與母親節晚會演出。 

教學資源 

1.舞蹈教室或練習空間：一個寬敞的教室或練習空間，能夠讓學生有足夠的空間進行舞蹈動作和練習。 

2.舞蹈音樂：提供多樣化的舞蹈音樂，包括節奏明快的音樂和適合不同舞蹈風格的音樂。 

3.鏡子：在教室中設置大鏡子，讓學生能夠觀察自己的舞蹈動作，並及時進行修正。 

4.舞蹈服裝和鞋子：提供舒適的舞蹈服裝和適合的舞蹈鞋，讓學生在練習和表演中感到自在和自信。 

5.舞蹈道具：彩球。 

6.音響設備：配備適合的音響設備，以播放舞蹈音樂和指導學生進行舞蹈練習。 

7.安全設備：確保教室內的安全設備完善，如緩衝墊、急救箱等，以應對可能的意外情況。 

第一學期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節數 
混齡模式與備註 

(無則免填) 

第 1~5週 
 

【活動一】現代舞基本姿勢和動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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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動舞蹈進階訓練 - 現代舞基本跳

躍 

學習現代舞的基本姿勢和動作，如平衡、身體姿勢等。 

【活動二】現代舞基本跳躍技巧練習： 

學習現代舞基本跳躍技巧，如輕盈跳躍、轉身跳躍等。 

【活動三】現代舞跳躍組合練習： 

練習將不同的跳躍技巧組合成流暢的動作序列。 

【活動四】現代舞跳躍與音樂結合： 

與音樂節奏結合，練習在跳躍中表現音樂的節奏感。 

【活動五】現代舞基本跳躍表演練習： 

在小組中準備一個現代舞基本跳躍的簡單表演，展示所學的技

巧。 

第 6~10週 

運動會大會舞表演 

 

【活動一】運動會大會舞蹈介紹： 

了解運動會大會舞蹈的特點和要求。 

【活動二】運動會大會舞蹈動作練習： 

學習運動會大會舞蹈的特定動作，如慢跑步、轉身等。 

【活動三】運動會大會舞蹈排練： 

在小組中排練運動會大會舞蹈，確保動作整齊協調。 

【活動四】運動會大會舞蹈表演提高： 

提高表演質量，注意動作的精準度和舞台表現力。 

【活動五】運動會大會舞蹈表演： 

學生參加學校運動會，展示所學的運動會大會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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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16 週 

 

班級律動比賽 

【活動ㄧ】班級律動比賽介紹： 

了解班級律動比賽的目的和規則 

【活動二】班級律動比賽舞蹈編排： 

分組編排班級律動比賽的舞蹈表演。 

【活動三】班級律動比賽舞蹈排練： 

在小組中積極練習班級律動比賽的舞蹈，確保表演流暢。 

【活動四】班級律動比賽表演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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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表演質量，注意動作的精準度和團隊合作。 

【活動五】班級律動比賽表演： 

學生在班級內進行律動比賽，展示所學的舞蹈技能。 

第 17~21 週 

 

社區觀壞據點表演 

 

【活動一】社區觀壞據點表演介紹： 

了解社區觀壞據點表演的目的和意義 

【活動二】社區觀壞據點表演舞蹈編排： 

分組編排社區觀壞據點表演的舞蹈節目。 

【活動三】社區觀壞據點表演舞蹈排練： 

積極練習社區觀壞據點表演的舞蹈，確保表演流暢。 

【活動四】社區觀壞據點表演提高： 

提高表演質量，注意動作的精準度和舞台表現力。 

【活動五】社區觀壞據點表演： 

學生參加社區觀壞據點的舞蹈表演，展示所學的舞蹈技能並為

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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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期 

第 1~4週 

律動舞蹈進階訓練 

 

 

【活動一】舞蹈基礎回顧： 

回顧舞蹈基礎姿勢和動作，確保學生已經掌握。 

【活動二】律動舞蹈進階動作練習： 

學習更複雜的舞蹈動作，如體操動作和跳躍。 

【活動三】節奏感提升： 

進行節奏感訓練，學習更快節奏的舞蹈動作。 

【活動四】舞蹈技巧訓練： 

學習舞蹈技巧，如轉身、扭動等。 

【活動五】進階舞蹈組合排練： 

將所學的進階動作和技巧組合，進行舞蹈排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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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9週 

 

母親節晚會舞蹈表演舞蹈創作 

【活動一】舞蹈風格選擇： 

選擇舞蹈風格，如現代舞、爵士舞等，並確定表演主題。 

【活動二】舞蹈創意發想： 

發想舞蹈動作和動作組合，開始舞蹈創作。 

【活動三】舞蹈創作排練： 

積極排練舞蹈創作，並不斷調整和完善。 

【活動四】舞蹈表演編排： 

將舞蹈創作整合成一個完整的表演節目，進行排練。 

【活動五】母親節晚會舞蹈表演： 

學生參加學校母親節晚會，進行舞蹈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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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14 週 

平衡肌力協調訓練 

【活動ㄧ】平衡感訓練： 

進行平衡感訓練，如單腳站立、平衡板訓練等。 

【活動二】肌力訓練： 

進行肌力訓練，包括臂力、核心肌群等。 

【活動三】協調性訓練： 

進行協調性訓練，如眼手協調、雙腿協調等。 

【活動四】平衡肌力協調整合訓練： 

綜合前幾節課所學，進行平衡、肌力和協調的整合訓

練。 

【活動五】肌力協調訓練總結： 

總結本單元的訓練成果，並回顧所學的肌力協調訓練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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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19 週 

 

舞蹈技巧訓練 

【活動一】舞蹈技巧介紹： 

學習一些進階的舞蹈技巧，如空中翻滾、後空翻等。 

【活動二】舞蹈技巧練習： 

積極練習舞蹈技巧，提高舞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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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舞蹈技巧應用： 

將所學的舞蹈技巧應用到舞蹈表演中。 

【活動四】舞蹈技巧表演： 

學生進行舞蹈技巧表演，展示所學的舞蹈技能。 

【活動五】舞蹈技巧訓練總結： 

總結本單元的訓練成果，並回顧所學的舞蹈技巧知識。 

備註： 

2. 混齡教育實施說明(未實施者毋須填列)： 

(4) 混齡教育實施年段以同一學習階段安排為優先，或依課程規劃經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實際實施混齡教學年級。 

(5) 學校務必實施一門混齡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另以每週固定排課或不得少於該門校訂課程全學年度節數之三分之二。 

(6) 混齡型態得參考以下型態，並納入該領域/科目學習與教學重點、教學進度及評量方式總表： 

a.全班教學(使用同一份教材) 

b.平行課程(各年級使用各自的教材) 

c.螺旋課程(學習共同主題，各年級難度不同) 

d.課程輪替(全班一起同一份教材，但有設計輪流實施，今年上 A年級課程，明年上 B年級的課程) 

e.科目交錯(同一節課，A、B年級分別上不同科目) 

混齡教育請依照單元架構繪製課程架構表(詳見 p.16混齡課程範例 1-1)  



一、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一)課程規劃與實施內涵-國小(表八 A) 

每週學習節數（1）節，上學期(21)週共(21)節、下學期(19)週共(19)節，合計(40)節。 

課程名稱 資訊素養 實施年級 六年級 

課程目標 

1. 強化網路安全意識：進一步加強學生對網路安全的認識，教導他們如何有效地保護自己的隱私和個人資訊，並避免網路上的各種安

全風險。 

2. 深化資訊搜索和評估能力：加強學生使用網路搜索引擎和其他資訊檢索工具的能力，並提升他們評估網路資訊可信度和適用性的能

力，培養批判性思維。 

3. 進階程式設計能力：引導學生深入學習程式設計，學習更複雜的程式設計概念和技術，如函數、陣列、物件導向程式設計等，並能

夠應用於解決更具挑戰性的問題。 

4. 拓展多媒體創作技能：激發學生的創造力，鼓勵他們運用多媒體工具進行更豐富多彩的創作，如影片剪輯、音頻編輯、動畫製作等，

培養他們的數位表達能力。 

5. 加強資訊科技應用能力：指導學生運用資訊科技工具解決實際問題，包括數據分析、程式自動化、網頁設計等，培養他們的實踐能

力和問題解決能力。 

6. 加深倫理和社會責任意識：強調資訊使用者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和倫理準則，教導學生如何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尊重知識產權，並

避免網路欺凌和其他不當行為。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綜-E-A2 探索學習方法，培養思考能力與自律負責的態度，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自-E-B1 能分析比較、製作圖表、運用簡單數學等方法，整理已有的自然科學資訊或數據，並利用較簡單形式的口語、文字、影像、

繪圖或實物、科學名詞、數學公式、模型等，表達探究之過程、發現或成果。 

自-E-B2 能了解科技及媒體的運用方式，並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用、自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等，察覺問題或獲得有助

於探究的資訊。 

綜-E-B2 蒐集與應用資源，理解各類媒體內容的意義與影響，用以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綜-E-B3 覺察生活美感的多樣性，培養生活環境中的美感體驗，增進生活的豐富性與創意表現。 

綜-E-C3 體驗與欣賞在地文化，尊重關懷不同族群，理解並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議題融入 

閱 E5 發展檢索資訊、獲得資訊、整合資訊的數位閱讀能力。 

閱 E9 高年級後可適當介紹數位文本及混合文本作為閱讀的媒材。 

多 E1 了解自己的文化特質。 

多 E6 了解各文化間的多樣性與差異性。 

涯 E4 認識自己的特質與興趣。 

涯 E11 培養規劃與運用時間的能力。 

涯 E12 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能力。 

家 E2 了解家庭的組成與型態的多樣性。 

防 E6 藉由媒體災難即時訊息，判斷嚴重性，及通報請求救護。 

防 E7 認識校園的防災地圖。 

安 E4 探討日常生活應該注意的安全。 

能 E3 認識能源的種類與形式。 

能 E8 於家庭、校園生活實踐節能減碳的行動。 

資 E1 認識常見的資訊系統。 

資 E2 使用資訊科技解決生活中簡單的問題。 

資 E3 應用運算思維描述問題解決的方法。 

資 E4 認識常見的資訊科技共創工具的使用方法。 

資 E5 使用資訊科技與他人合作產出想法與作品。 

資 E6 認識與使用資訊科技以表達想法。 

資 E7 使用資訊科技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資 E8 認識基本的數位資源整理方法。 

資 E9 利用資訊科技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資 E10 了解資訊科技於日常生活之重要性。 

資 E11 建立康健的數位使用習慣與態度。 

資 E12 了解並遵守資訊倫理與使用資訊科技的相關規範。 

資 E13 具備學習資訊科技的興趣。 



科 E1 了解平日常見科技產品的用途與運作方式。 

科 E2 了解動手實作的重要性。 

科 E3 體會科技與個人及家庭生活的互動關係。 

科 E4 體會動手實作的樂趣，並養成正向的科技態度。 

科 E5 繪製簡單草圖以呈現設計構想。 

科 E6 操作家庭常見的手工具。 

科 E7 依據設計構想以規劃物品的製作步驟。 

科 E8 利用創意思考的技巧。 

科 E9 具備與他人團隊合作的能力。 

性 E1 認識生理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與性別認同的多元面貌。 

性 E6 了解圖像、語言與文字的性別意涵，使用性別平等的語言與文字進行溝通。 

性 E12 了解與尊重家庭型態的多樣性。 

學習重點 

學習 

表現 

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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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 2d-III-2 體察、分享並欣賞生活中美感與創意的多樣性表現。 

綜 3c-III-1 尊重與關懷不同的族群，理解並欣賞多元文化。 

社 3c-III-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我觀點，並能與他人討論。 

社 3c-III-2 發揮各人不同的專長，透過分工進行團隊合作。 

社 3d-III-1 選定學習主題或社會議題，進行探究與實作。 

社 3d-III-3 分享學習主題、社會議題探究的發現或執行經驗，並運用回饋資訊進行省思，尋求調整與創新。 

學習 

內容 

綜 Ab-III-1 學習計畫的規劃與執行。 

綜 Ac-III-3 未來職業想像。 

綜 Bb-III-1 團體中的角色探索。 

綜 Bb-III-2 團隊運作的問題與解決。 

綜 Bb-III-3 團隊合作的技巧。 

綜 Bc-III-3 運用各類資源解決問題的規劃。 

綜 Cc-III-2 與不同族群相處的態度和禮儀。 

綜 Cc-III-4 對不同族群的尊重、欣賞與關懷。 



社 Ab-Ⅲ-1 臺灣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與歷史文化的發展有關聯性。 

社 Ae-Ⅲ-1 科學和技術發展對自然與人文環境具有不同層面的影響。 

表現任務 

1. 網路安全演習： 

 提供幾個網路安全場景，例如設計一個強密碼、辨識釣魚郵件、保護個人隱私等。 

 學生分組進行網路安全演習，進行角色扮演或情境討論，針對各種網路安全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2. 資訊搜索和評估專案： 

 學生選擇一個主題，使用網路搜索引擎和其他資訊檢索工具尋找相關資訊。 

 學生撰寫一篇研究報告，介紹他們所找到的資訊，並評估其可信度、準確性和適用性。 

3. 程式設計挑戰： 

 提供一個程式設計挑戰題目，如設計一個簡單的遊戲、編寫一個自動化程式等。 

 學生個人或分組完成程式設計挑戰，並演示他們的解決方案，解釋程式的運作原理。 

4. 多媒體創作專案： 

 學生以個人或小組形式選擇一個主題，使用多媒體工具進行創作，如影片剪輯、音頻編輯、簡報製作等。 

 學生完成多媒體作品，展示他們的創意和技術，並解釋他們的創作理念和過程。 

5. 資訊科技應用任務： 

 提供一個實際的問題或情境，要求學生運用資訊科技工具解決問題，如使用試算表進行數據分析、設計網頁等。 

 學生個人或分組完成資訊科技應用任務，並演示他們的解決方案，解釋如何使用資訊科技工具解決問題。 

教學資源 PowerPoint設計與運用、photocap 認識與設計、photocap進階使用與 scratch程式進階設計 

第一學期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節數 
混齡模式與備註 

(無則免填) 

第 1 週 主題一：認識簡報與 PowerPoint（一） 主題一：認識簡報與 PowerPoint（一） 

【活動一】：  

◎ 說明什麼是簡報，以及播放簡報常見的硬體設備。 

◎ 說明什麼時候會用到簡報，例如：老師教學、來賓參訪、學生

1 

 



報告等。 

◎ 介紹常見的簡報製作軟體，例如：PowerPoint、Impress 等。 

◎ 了解製作簡報的流程，從確立主題、規劃內容、蒐集整理資

料、編輯與發表簡報，到檢討與改進的過程。 

◎ 開啟 PowerPoint 認識介面。 

◎ 建立第一個簡報「我的小檔案」。 

◎ 學會套用佈景主題，並修改主標題與副標題。 

◎ 學會儲存檔案為簡報檔。 

第 2 週 主題一：認識簡報與 PowerPoint（二） 

 

主題一：認識簡報與 PowerPoint（二） 

◎ 學會調整文字方塊大小。 

◎ 學會插入圖片與設定效果，在第一張投影片加入自己的照片。 

◎ 了解簡報中常使用的圖片格式。 

◎ 學會儲存簡報的更多格式，例如播放檔與舊版相容格式。 

◎ 學會播放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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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週 主題二：我的麻吉（一） 

 

主題二：我的麻吉（一） 

◎ 認識「SmartArt」圖形，包含清單、流程圖、循環圖、關聯

圖、階層圖、金字塔圖等。 

◎ 了解各種圖形的優缺點，以及使用時機。 

◎ 說明多媒體素材，可以讓簡報更豐富。 

◎ 製作簡報「我的麻吉」。 

◎ 學會插入背景底圖。 

◎ 學會設定標題文字，使用繪圖工具美化文字。 

1 

 

第 4 週 主題二：我的麻吉（二） 

 

主題二：我的麻吉（二） 

◎ 學會插入 SmartArt 圖形「清單」類型。 

◎ 能新增刪除清單項目，並輸入文字、編輯樣式設定。 

◎ 學會將 SmartArt 的預設圖案變更成其他圖案。 

◎ 學會新增投影片。 

1 

 



◎ 學會版面配置，插入文字作為人物介紹。 

第 5 週 主題二：我的麻吉（三） 

 

主題二：我的麻吉（三） 

◎ 學會複製投影片。 

◎ 學會更換投影片中的圖片。 

◎ 完成範例練習三位人物介紹。 

◎ 學會播放投影片，並能使用常見的四種檢視模式。 

◎ 學會更換 SmartArt 圖形(範例為遞增圖片輔色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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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週 主題三：節能減碳愛地球（一） 

 

主題三：節能減碳愛地球（一） 

◎ 了解什麼是母片，以及母片的用途。 

◎ 了解版面設計的原則。 

◎ 學會在母片編輯中，插入背景。 

◎ 學會在母片編輯中，插入動態圖片與文字方塊。 

◎ 教師介紹 MyCuteGraphics免費下載圖庫網，並能尊重版權。 

◎ 學會設計雙母片。 

◎ 學會插入文字藝術師。 

◎ 學會設定文字方塊行距，讓版面更清楚。 

◎ 學會移動文字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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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週 主題三：節能減碳愛地球（二） 

 

主題三：節能減碳愛地球（二） 

◎ 學會加入項目符號。 

◎ 學會插入圖片與移除背景。 

◎ 完成投影片圖文編輯。 

◎ 學會使用投影片的各種檢視模式來預覽。 

◎ 讓學生練習使用雙母片自製「友善校園你和我」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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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週 主題四：臺灣特有動物展（一） 

 

主題四：臺灣特有動物展（一） 

◎ 老師說明資料的整理與分享，以「臺灣特有動物展」為例，到

1 
 



維基百科網站搜尋相關資料。 

◎ 學會閱讀維基百科中的創用 CC 授權標示。 

◎ 學會在投影片中插入相簿。 

◎ 學會自訂文字效果封面圖。 

◎ 學會一次修改所有投影片的背景。 

第 9 週 主題四：臺灣特有動物展（二） 

 

主題四：臺灣特有動物展（二） 

◎ 認識圖層觀念，能組合多個圖層。 

◎ 學會插入公仔與大頭照，運用裁剪照片、移動圖層順序、將圖

片組合為群組等，完成組合公仔 

◎ 了解插入鏤空邊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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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週 主題四：臺灣特有動物展（三） 

 

主題四：臺灣特有動物展（三） 

◎ 學會插入背景音樂。 

◎ 學會為投影片增加切換特效與音樂。 

◎ 學會將簡報儲存為 MP4影片。 

◎ 練習將簡報中的圖片加入說明文字。 

◎ 練習加入更多臺灣特有動物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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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週 主題五：資訊安全四格動漫（一） 

 

主題五：資訊安全四格動漫（一） 

◎ 老師說明構思動漫劇情的流程，以「資訊安全」四格動漫為

例。 

◎ 學生練習使用圖片作為背景，完成場景。 

◎ 學生練習插入人物圖片，完成四格動漫的所有角色建置。 

◎ 學會插入圖說文字，並能套用圖案樣式與效果，完成四格漫畫

的圖文分配。 

◎ 了解什麼是「物件」，簡報中的「物件」可以增添動畫效果。 

◎ 練習為投影片的圖說文字增加「上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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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週 主題五：資訊安全四格動漫（二 主題五：資訊安全四格動漫（二） 

◎ 練習將角色增加「自訂路徑」效果，讓人物出現移動的特效。 

◎ 練習為投影片的圖說文字增加「縮放」效果。 

◎ 完成各張投影片的動畫效果。 

◎ 學會設定投影片換頁效果，讓投影片播放時自動輪播。 

◎ 完成「資訊安全」四格動漫簡報。 

◎ 練習編輯「網路安全四格動漫」簡報，發揮想像力，創作劇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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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週 主題六：生活小智慧問與答（一） 

 

主題六：生活小智慧問與答（一） 

◎ 老師說明什麼是互動式問答遊戲，讓學生從成品範例中體會簡

報設計。 

◎ 老師說明什麼是腳本，並說明本單元的範例腳本。 

◎ 學生練習用插入圖片與文字，製作答對頁與答錯頁。 

◎ 學會插入圖示作為按鈕。 

◎ 學會運用物件對齊功能，將按鈕垂直置中與水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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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週 主題六：生活小智慧問與答（二） 

 

主題六：生活小智慧問與答（二） 

◎ 學會使用超連結製作按鈕連結，製作答對頁與答錯頁的連結。 

◎ 學會將按鈕改為連結到網頁。 

◎ 學會用插入超連結功能，開啟另一份簡報。 

◎ 設定按鈕動作，換頁與結束的音效。 

◎ 學生完成「生活小智慧問與答」。 

◎ 練習按鈕設定，開啟第二課「我的麻吉」增加跳頁連結。 

1 

 

第 15 週 主題七：美麗的紫斑蝶（一） 

 

主題七：美麗的紫斑蝶（一） 

◎ 老師說明專題與製作流程，以「美麗的紫斑蝶」為例。 

◎ 學生了解從網路取得資源須尊重智慧財產權。 

◎ 認識常見影像處理軟體，如：小畫家、Inkscape(自由軟體)、

PhotoCap(免費軟體)…等，也可以自行繪製圖片。 

1 

 



◎ 老師說明文案撰寫的原則。 

第 16 週 主題七：美麗的紫斑蝶（二） 

 

主題七：美麗的紫斑蝶（二） 

◎ 學會用基本圖案繪製圖形，並能用快速鍵畫出正圓形。 

◎ 學會套用圖案效果，將圖形立體化。 

◎ 製作內頁，從課程專用範例網頁中擷取紫斑蝶介紹文字、圖片

並加入到簡報。 

1 

 

第 17 週 主題七：美麗的紫斑蝶（三） 

 

主題七：美麗的紫斑蝶（三） 

◎ 完成內文投影片圖文設計。 

◎ 學會在文字物件加上超連結，製作跳頁目錄。 

◎ 學會移除超連結。 

◎ 學會製作「回到目錄」按鈕。 

1 

 

第 18 週 主題八：防治腸病毒（一） 主題八：防治腸病毒（一） 

◎ 老師說明表格與圖表的優點，以及如何在簡報中運用。 

◎ 了解在製作業面連結時需有規劃，大致可分為首頁、承接頁、

以及最後一頁三種頁面，各種頁面分別適用不同的連結按鈕。 

◎ 學會在簡報中插入 Word 文件，完成腸病毒簡介。 

◎ 儲存簡報為「防治腸病毒」。 

1 

 

第 19 週 主題八：防治腸病毒（二） 主題八：防治腸病毒（二） 

◎ 認識儲存格與表格的關係。 

◎ 學會插入表格，並設定樣式，完成「近年患病人數─統計資

料」。 

◎ 學會插入圖表並設定填滿顏色，完成「近年患病人數─統計圖

表」。 

1 

 

第 20 週 主題八：防治腸病毒（三） 主題八：防治腸病毒（三） 

◎ 學會在簡報中插入影片(WMV)。 

1 
 



◎ 練習在簡報中加入資料來源的超連結、以及製作人的介紹。 

◎ 練習製作跳頁動作按鈕，為每個頁面設定。 

◎ 老師說明申請 Microsoft 帳戶與使用 OneDrive 雲端硬碟。 

◎ 使用範例練習「櫻花鉤吻鮭」簡報，加入圖表及動作按鈕。 

第 21 週 主題八：防治腸病毒（三） 主題八：防治腸病毒（三） 

◎ 學會在簡報中插入影片(WMV)。 

◎ 練習在簡報中加入資料來源的超連結、以及製作人的介紹。 

◎ 練習製作跳頁動作按鈕，為每個頁面設定。 

◎ 老師說明申請 Microsoft 帳戶與使用 OneDrive 雲端硬碟。 

◎ 使用範例練習「櫻花鉤吻鮭」簡報，加入圖表及動作按鈕。 

1 

 

第二學期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節數 
混齡模式與備註 

(無則免填) 

第 1 週 主題：認識多媒體影片（一） 

 

主題：認識多媒體影片（一） 

◎ 引導學生認識多媒體。 

◎ 認識多媒體影片使用到的素材，包含文字、圖片、音樂等。 

◎ 從課本的相片中認識常見的硬體配備與週邊配備。 

◎ 認識常見的多媒體播放設備。 

◎ 認識編輯多媒體影片的軟體有哪些，如威力導演、Medi@Show、

Windows Live Movie Maker 等。 

◎ 教師說明檔案管理的觀念，能有效地管理多媒體素材。 

◎ 資訊安全與倫理教學：認識創用 CC 免費資源。 

1 

 

第 2 週 主題：認識多媒體影片（二） 

 

主題：認識多媒體影片（二） 

◎ 讓學生從圖片與動畫認識硬體設備、了解如何取得素材。 

◎ 介紹編輯與處理素材的常見軟體：PhotoCap、GIMP、

1 

 



Audacity、Freemake Video Converter、Movie Maker。 

◎ 學會使用 YouTube 觀摩網路影片 

◎ 認識其他的影片平台：公視創用、隨意窩 Xuite 影音、Yam 天

空部落-影音分享。 

第 3 週 主題：素材與製作專屬公仔（一） 

 

主題：素材與製作專屬公仔（一） 

◎ 讓學生認識常見的圖片檔案格式：jpg、png、gif、tif。 

◎ 讓學生認識常見的視訊檔案格式：avi、mpeg、mp4、mov、

wmv。 

◎ 讓學生認識常見的聲音檔案格式：mp3、wav、m4a、wma。 

◎ 引導學生認識創用 CC 的標示方式，以及教育部創用 CC 資訊

網。 

◎ 介紹網路的免費素材網站，包含邊框、相片、視訊、音樂與音

效的網站。 

1 

 

第 4 週 主題：素材與製作專屬公仔（二） 

 

主題：素材與製作專屬公仔（二） 

◎ 認識攝影的技巧：手拿穩、光線夠、對焦準、構圖佳。 

◎ 學會使用 PhotoCap：擦除不要的影像、插入影像、組合公仔、

裁切、儲存檔案。 

◎ 認識個人公仔的應用：個人的專屬標章、大頭貼、桌布、封面

設計、公告、卡片。 

1 

 

第 5 週 主題：影像美化大師（一） 

 

主題：影像美化大師（一） 

◎ 介紹常見的美化照片方法，如：人物特寫、加外框與個人公

仔、組合相片、加入藝術效果、加入文字與塗鴉。 

◎ 學會用 PhotoCap 裁切製作人物特寫、套外框、加入個人公仔。 

1 

 

第 6 週 主題：影像美化大師（二） 

 

主題：影像美化大師（二） 

◎ 學會使用 PhotoCap 縮圖頁與照片拼貼，讓影像感覺更豐富。 

◎ 學會製作與開啟縮圖頁專案檔。 

1 

 



◎ 學會使用 PhotoCap 插入文字物件到影像。 

第 7 週 主題：影像美化大師（三） 

 

主題：影像美化大師（三） 

◎ 學會使用 PhotoCap 筆刷塗鴉，讓影像更有趣。 

◎ 學會使用 PhotoCap 批次處理功能，為影像加入圖片外框、遮罩

外框。 

1 

 

第 8 週 主題：我們的寫真秀（一） 

 

主題：我們的寫真秀（一） 

◎ 了解 Movie Maker 可以讓照片組合為影片。 

◎ 介紹 Movie Maker 界面、下載方式與使用素材的注意事項。 

◎ 學會開啟 Movie Maker 並匯入相片素材、安排相片位置、設定

播放時間。 

◎ 學會存檔與再次編輯。 

1 

 

第 9 週 主題：我們的寫真秀（二） 

 

主題：我們的寫真秀（二） 

◎ 學會使用 Movie Maker 套用自動製片主題，並能編輯片頭、片

尾與轉場效果。 

◎ 學會刪除影片片段與修改內容。 

◎ 學會加入背景音樂與設定淡入淡出。 

◎ 學會輸出影片並欣賞成果。 

1 

 

第 10 週 主題：音樂剪輯不求人（一） 

 

主題：音樂剪輯不求人（一） 

◎ 了解何時需要剪輯音樂。 

◎ 引導學生尊重音樂的智慧財產權。 

◎ 認識 Audacity 音樂編輯軟體。 

◎ 學會使用 Audacity 開啟音樂檔案、使用播放工具試聽與設定音

量正規化。 

◎ 學會使用 Audacity 匯出音樂。 

1 

 



第 11 週 主題：音樂剪輯不求人（二） 

 

主題：音樂剪輯不求人（二） 

◎ 學會使用 Audacity 修剪音樂長度、設定淡入淡出、匯出音樂成

品。 

◎ 學會使用 Audacity 錄音。 

1 

 

第 12 週 主題：歡樂基地（一） 

 

主題：歡樂基地（一） 

◎ 說明本單元將運用圖片、相片、視訊、音樂素材，設計一部介

紹學校的影片。 

◎ 學會使用 Movie Maker，匯入圖片作為片頭，並加入字幕與動

態效果，完成片頭設計。 

1 

 

第 13 週 主題：歡樂基地（二） 

 

主題：歡樂基地（二） 

◎ 學會使用 Movie Maker 設定取景位置的動畫效果。 

◎ 學會加入字幕與設定動畫。 

◎ 學會一次為多張相片加入相同動畫。 

◎ 學會匯入視訊，並降低音量。 

1 

 

第 14 週 主題：歡樂基地（三） 

 

主題：歡樂基地（三） 

◎ 學會使用 Movie Maker 製作片尾字幕。 

◎ 學會運用第五課的音樂成果作為背景音樂，並設定淡入淡出效

果。 

◎ 完成學校簡介影片。 

1 

 

第 15 週 主題：校園生活萬花筒（一） 

 

主題：校園生活萬花筒（一） 

◎ 學會使用 Movie Maker 製作豐富的視訊影片。 

◎ 學會運用圖片素材的變化，製作倒數計時效果，並加入音效。 

◎ 學會使用視訊作為影片片頭。 

◎ 學會分割與刪除音效。 

1 

 

第 16 週 主題：校園生活萬花筒（二） 

 

主題：校園生活萬花筒（二） 

◎ 學會使用 Movie Maker 製作豐富的視訊影片。 

1 
 



◎ 學會分割與刪除視訊。 

◎ 學會在視訊中設定終點。 

◎ 學會套用視覺特效。 

◎ 學會製作慢動作效果與適當的使用時機。 

◎ 引導學生注意隨時存檔。 

第 17 週 主題：校園生活萬花筒（三） 

 

主題：校園生活萬花筒（三） 

◎ 學會使用 Movie Maker 製作豐富的視訊影片。 

◎ 學會套用視覺淡出效果。 

◎ 學會加入音樂到指定點。 

◎ 學會混音。 

◎ 複習加入字幕與片尾。 

◎ 從影片中學習如何錄製旁白。 

1 

 

第 18-19 週 主題：雲端備份與網路分享（一） 

 

主題：雲端備份與網路分享（一） 

◎ 學會上傳影片到 Google 雲端硬碟。 

◎ 學會將雲端硬碟的影片設定共用分享。 

◎ 學會上傳影片到 YouTube 並設為公開。 

2 

 

備註： 

3. 混齡教育實施說明(未實施者毋須填列)： 

(7) 混齡教育實施年段以同一學習階段安排為優先，或依課程規劃經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實際實施混齡教學年級。 

(8) 學校務必實施一門混齡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另以每週固定排課或不得少於該門校訂課程全學年度節數之三分之二。 

(9) 混齡型態得參考以下型態，並納入該領域/科目學習與教學重點、教學進度及評量方式總表： 

a.全班教學(使用同一份教材) 

b.平行課程(各年級使用各自的教材) 

c.螺旋課程(學習共同主題，各年級難度不同) 

d.課程輪替(全班一起同一份教材，但有設計輪流實施，今年上 A年級課程，明年上 B年級的課程) 

e.科目交錯(同一節課，A、B年級分別上不同科目) 

混齡教育請依照單元架構繪製課程架構表(詳見 p.16混齡課程範例 1-1) 



  

 



一、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一)課程規劃與實施內涵-國小(表八 A) 

每週學習節數（1）節，上學期(21)週共(21)節、下學期(19)週共(19)節，合計(40)節。 

課程名稱 生活邏輯思考 實施年級 六年級 

課程目標 

1. 培養運用數學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未知數)。 

2. 培養學生數學概念，化繁為簡的精神，以應用與學習其他領域所需的數學知能。 

3. 提供學生多樣化學習的機會，增強學生數學的信心與態度。 

4. 培養好奇心及觀察規律、演算、抽象、推論、溝通和數學表述等各項能力。 

5. 培養使用工具，運用於數學程序及解決問題的正確態度。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數-E-A1具備喜歡數學、對 數 學 世 界 好奇、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並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 活問題和數學的 關聯，並能嘗試 與擬訂解決問題 的計畫。在解決 問題之後，能轉 化數學解答於日 常生

活的應用。 

數-E-B2具備報讀、製作基本統計圖表之能力。 

數-E-C2 樂於與他人合作 解決問題並尊重 不同的問題解決 想法。 

自 pa-II-1 能運用簡單分類、製作圖表等方法，整理已有的資訊或數據。 

自 po-II-1 能從日常經驗、學習活動、自然環境，進行觀察，進而能察覺問題。 

議題融入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12 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能力。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3 認識不同的文化概念，如族群、階級、性別、宗教等。 

多 E6 了解各文化間的多樣性與差異性。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了解家庭、學校與職業的分工，不應受性別的限制。 

【家庭教育】 

家 E9 參與家庭消費行動，澄清金錢與物品的價值。 



學習重點 

學習 

表現 

數 n-III-2 在具體情境中，解決三步驟以上之常見應用問題。 

數 n-III-9 理解比例關係的意義，並能據以觀察、表述、計算與解題，如比率、比例尺、速度、基準量等。 

數 s-III-1 理解三角形、平行四邊形與梯形的面積計算。 

自 po-III-1 能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用、自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等察覺問題。 

學習 

內容 

數 N-5-8 小數的乘法：整數乘以小數、小數乘以小數的意義。乘數為小數的直式計算。 

數 S-5-1 三角形與四邊形的性質：操作活動與簡單推理。含三角形三內角和為 180 度。三角形任意兩邊和大於第三

邊。平行四邊形的對邊相等、對角相等。 

數 S-5-2 三角形與四邊形的面積：操作活動與推理。利用切割重組，建立面積公式，並能應用。 

數 S-5-3 扇形：扇形的定義。「圓心角」。扇形可視為圓的一部分。將扇形與分數結合（幾分之幾圓）。能畫出指定

扇形。 

自 INc-III-1 生活及探究中常用的測量工具和方法。 

表現任務 

1能求算複合圖形的面積。 

2能求算複合圖形的面積。 

3能根據比例尺及縮圖上的長度，求算實際的長度(距離)。 

教學資源 

等比例縮圖和放大圖、比例尺、大披薩、小披薩 

數學遊戲  https://www.matific.com/zh/zh-hk/home/maths/grade-6/   

趣數學  https://sites.google.com/view/mathtalk2020/%E8%B6%A3%E6%95%B8%E5%AD%B8 

第一學期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節數 
混齡模式與備註 

(無則免填) 

第 1週 一、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 

活動一： 

貼磁磚(一) 

1.教師先複習本單元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的概念。 

2.依據素養學習單上的情境布題並提問：右圖是一間套房

的平面圖，房間部分為內部邊長 4 公尺的正方形，浴室部

1  

https://www.matific.com/zh/zh-hk/home/maths/grade-6/
https://sites.google.com/view/mathtalk2020/%E8%B6%A3%E6%95%B8%E5%AD%B8


分為內部長 1.6 公尺、寬 1.2 公尺的長方形。為磁磚店

裡有六種磁磚尺寸(如表格)。房間地板要貼同一種磁磚，

選用哪些尺寸的磁磚可以不用裁切？ 

3.學生依據學習單上的情境討論解題資訊。 

第 2週 一、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 

活動二： 

貼磁磚(二) 

1.教師將學習單情境再次複習一遍，確認每位學生對於情

境及布題 1充分了解。 

2. 依據素養學習單上的情境布題並提問：浴室地板也要

貼同一種磁磚，想要選用不需裁切且為最大的正方形磁

磚，請問要選用哪一種磁磚？ 

3.學生依據教師提問，從學習單中找尋解題資訊並回答教

師問題。 

1  

第 3週 一、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 

活動三： 

貼磁磚(三) 

1..教師重新複習情境及布題 1、2 的結論。 

2.教師提問：用 A 尺寸的磁磚，無縫隙排列成一個正方

形，排成的最小正方形邊長是多少公分？用了幾塊 A 尺

寸磁磚？ 

3.學生從布題中找尋解題資訊並回答教師問題，列式與解

題並說明解題過程。 

1  

第 4週 二、分數除法 

活動一： 

媽媽煮燒仙草(一) 

1.教師先複習本單元分數除法的概念。 

2.情境布題：媽媽要煮燒仙草的配料，買了一包重 1 公斤

的冰糖、一包重 1/2 公斤的紅豆、一包重 3/4 公斤的綠

豆，以及一包重 5/8公斤的粉圓。媽媽每一次煮燒仙草的

1  



配料，就用掉 1/8公斤的粉圓，則一包粉圓可以煮幾次？ 

3.學生從布題中找尋解題資訊並回答教師問題，列式與解

題並說明解題過程。 

第 5週 二、分數除法 

活動二： 

媽媽煮燒仙草(二) 

1.教師將學習單情境再次複習一遍，確認每位學生對於情

境及布題 1充分了解。 

2.教師提問：每一碗燒仙草配 1/40 公斤的紅豆，媽媽煮

了 1/4包的紅豆，可以分配到幾碗燒仙草？媽媽煮一次燒

仙草配料需要 3/10 公斤的綠豆，一包綠豆最多能夠煮幾

次？還剩下多少公斤？ 

3.學生依據教師提問，從布題中找尋解題資訊並回答教師

問題。 

1  

第 6週 三、數量關係 

活動一： 

摺紙飛鏢(一) 

1.教師先複習本單元數量關係的概念。 

2.依據素養學習單上的情境布題並提問：美勞課時，教學

生用色紙摺紙飛鏢，下圖是學生們用摺好的紙飛鏢排出的

圖形，請觀察圖形回答問題並完成表格。 

3.學生看圖找尋解題資訊並回答教師問題。  

4.學生列式與解題並說明解題過程，完成第 1題 1表格。 

1  

第 7週 三、數量關係 

活動二： 

摺紙飛鏢(二) 

1.教師將學習單情境再次複習一遍，確認每位學生對於情

境及表格呈現充分了解。 

2.教師提問：若要排出 20 個正方形空隙，需要幾個紙飛

鏢？小儀有 52 個紙飛鏢，最多可以排出幾個正方形空

1  



隙？ 

3.學生依據教師提問，從布題中找尋解題資訊並回答教師

問題。 

第 8週 四、小數除法 

活動一： 

哪個比較貴？ (一) 

1.教師先複習本單元小數除法的概念。 

2. 依據素養學習單上的情境布題並提問：下面(表格)三

種是不同種類和不同容量的茶葉售價。一公斤的 A 茶葉

賣多少元？一公斤的 B 茶葉賣多少元？ 

3.學生依據教師提問，從布題及表格中找尋解題資訊並回

答教師問題。 

4.學生列式與解題並說明解題過程。能回答「一公斤的 A 

茶葉賣 3000 元；一公斤的 B 茶葉賣 4000 元」。 

1  

第 9週 四、小數除法 

活動二： 

哪個比較貴？ (二) 

1.教師將學習單情境再次複習一遍，確認每位學生對於情

境及布題 1、2充分了解。 

2.教師提問：A、B、C 三種茶葉哪一種最貴？ 

3.學生依據教師提問，從布題及表格中找尋解題資訊並回

答教師問題。 

4.學生列式與解題並說明解題過程。能回答「C 茶葉最

貴」。  

1  

第 10週 五、長條圖與折線圖 

活動： 

老年人口知多少？ 

1.教師先複習本單元長條圖與折線圖的概念。 

2.依據素養學習單上的情境布題並提問：根據聯合國世界

衛生組織(WHO)的定義，65 歲以上人口稱為老年人口，當

1  



老年人口占所有人口 7%以上時，這個社會便稱為「高齡化

社會」；到達 14%時，這個社會稱為「高齡社會」，而當老

年人口占所有人口 20%以上時，這個社會便稱為「超高齡

社會」。臺灣 103～107 年的社會型態如何變化？ 

3.學生依據教師提問，從布題中找尋解題資訊並回答教師

問題。 

第 11週 六、圓周率與圓周長 

活動一： 

自行車跑得快 (一) 

1.教師先複習本單元圓周率與圓周長的概念。 

2.依據素養學習單上的情境布題並提問：下表是三種不同

種類的自行車，提供自行車輪胎的直徑長和壽命。真真從

家裡到學校的距離約是 1 公里，她想從家裡騎自行車到

學校。在相同距離下，哪一臺車的車輪轉得最多圈？ 

3.學生依據教師提問，從布題中找尋解題資訊並回答教師

問題。 

1  

第 12週 六、圓周率與圓周長 

活動二： 

自行車跑得快 (二) 

1.教師將學習單情境再次複習一遍，確認每位學生對於情

境及布題 1 是否充分了解。 

2.教師提問：公路車車輪的壽命大約可以騎幾公里？真真

騎公路車從家裡到學校，一個車輪大約要轉幾圈？ 

3.學生依據教師提問，從布題中找尋解題資訊並回答教師

問題。 

1  

第 13週 七、圓面積 

活動一： 

扇形車庫 (一) 

1.教師先複習本單元圓面積的概念。 

2.依據素養學習單上的情境布題並提問：臺灣彰化扇形車

1  



庫興建於西元 1922 年，利用一個半徑 20 公尺的圓形調

車轉盤為中心，車庫外的軌道呈 12 道放射狀扇形，下圖

是扇形車庫的平面圖。圓周率用 3 來估算，看圖回答問題，

圓形調車轉盤面積大約是多少平方公尺? 

第 14週 七、圓面積 

活動二： 

扇形車庫 (二) 

1.教師將學習單情境再次複習一遍，確認每位學生對於情

境及布題 1 是否充分了解。 

2.教師提問：車庫面積大約是多少平方公尺? 軌道區的面

積大約是多少平方公尺? 

3.學生依據教師提問，從布題中找尋解題資訊並回答教師

問題。 

4.學生回答「車庫面積大約 6400 平方公尺；軌道區的面

積大約 3200 平方公尺」，並能列式與解題與說明解題過

程。 

1  

第 15週 八、等量公理與應用 

活動一： 

媽媽買菜 (一) 

1.教師先複習本單元等量公理與應用的概念。 

2.依據素養學習單上的情境，教師帶領學生讀題並提問：

葵花油原有多少毫升？ 

3.學生能依題意列出等式，再算出答案與說明解題過程。 

1  

第 16週 八、等量公理與應用 

活動二： 

媽媽買菜 (二) 

1.教師將學習單情境再次複習一遍，確認每位學生對於情

境充分了解。 

2.教師提問：媽媽買 2000 公克的豬肉要多少元？媽媽買

了一尾多少公克的魚？ 

1  



3.學生依據教師提問，討論並回答問題。 

第 17週 九、比、比值與成正比 

活動一： 

窯烤披薩 (一) 

1.教師先複習本單元比、比值與成正比的概念。 

2.教師提問：英英窯烤披薩店賣 4 種不同尺寸的招牌披

薩，尺寸大小與價格如表。大披薩的面積大約是多少平方

公分？ 

3.學生依據教師提問，討論並回答問題。 

1  

第 18週 九、比、比值與成正比 

活動二： 

窯烤披薩 (二) 

1.教師將學習單情境再次複習一遍，確認每位學生對於情

境充分了解。 

2.教師提問：阿吉一家 5 個人平分吃一個無敵大披薩，每

個人大約吃到多少平方公分的披薩？ 

3.學生依據教師提問，討論並回答問題。 

1  

第 19週 九、比、比值與成正比 

活動三： 

窯烤披薩 (三) 

1.教師將學習單情境再次複習一遍，確認每位學生對於情

境充分了解。 

2.教師提問：大披薩的面積大約是迷你披薩面積的幾倍？

爸爸想買同樣份量的披薩，這兩種尺寸的披薩哪一種比較

便宜？3. .學生依據教師提問，討論並回答問題。 

1  

第 20週 十、縮圖、放大圖與比例尺 

活動一： 

摩天大樓(一) 

1.教師先複習本單元縮圖、放大圖與比例尺的概念。 

1  



2.依據素養學習單上的情境布題並提問：下面是世界著名

三座摩天大樓的縮圖。中國上海中心大廈的實際高度大約

是多少公尺？ 

3. .學生依據教師提問，討論並回答問題。 

第 21週 十、縮圖、放大圖與比例尺 

活動二： 

摩天大樓 (二) 

1.教師將學習單情境再次複習一遍，確認每位學生對於情

境充分了解。 

2.教師提問：杜拜哈里發塔的實際高度大約是多少公尺？

哪一座摩天大樓的實際高度最高？ 

3.學生依據教師提問，討論並回答問題。 

1  

第二學期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節數 
混齡模式與備註 

(無則免填) 

第 1週 一、分數與小數的計算 

活動一： 

搶救學童視力(二) 

1.教師請學生讀情境題第二段。 

2.學生依據學習單上的情境討論解題資訊。 

3.教師根據學習單第 1題布相關問題，學生回答。 

4.學生列式與解學習單第 1題。 

1  

第 2週 一、分數與小數的計算 

活動二： 

搶救學童視力(三) 

1.教師重新複習情境及布題 1的結論。 

2.教師根據學習單第 2、3題布相關問題，學生回答。 

3.學生列式與解學習單第 2、3題。 

1  



第 3週 一、分數與小數的計算 

活動三: 

1.教師出 2 題題目，複習本單元課程內容。 

2.教師發下素養學習單，學生各自讀情境題。 

3.教師依據情境題議題，配合班上實際情況，進行延伸討

論。 

4.教師根據學習單第 1 題布題，學生分組討論，回答問

題。 

活動：美味又營養的木瓜 1.教師重新複習情境及第 1 題

的結論，確認每位學生對於情境及第 1 題是否充分了

解。 

2.教師根據學習單第 2 題布題，學生分組討論，回答問

題。 

活動：美味又營養的木瓜 

教師重新複習情境及第 1、2 題的結論，確認每位學生對

於情境及第 1、2 題是否充分了解。 

1  

第 4週 二、速率 

活動一： 

平均速率是多少？(一) 

1.教師出 4題題目，複習本單元課程內容。 

2.教師發下素養學習單，學生各自讀情境題。 

3.學生依據學習單上的情境討論解題資訊。 

1  

第 5週 二、速率 

活動二： 

平均速率是多少？(二) 

1.教師根據學習單第 1題布相關問題，學生回答。 

2.學生列式與解學習單第 1題。 

1  

第 6週 二、速率 
活動三： 

平均速率是多少？(三) 
1  



1.教師重新複習情境及布題 1的結論。 

2.教師根據學習單第 2、3題布相關問題，學生回答。 

3.學生列式與解學習單第 2、3題。 

第 7週 三、形體關係、體積與表面積 

活動一： 

生日蛋糕(一) 

1.教師出 2題題目，複習本單元課程內容。 

2.教師發下素養學習單，學生各自讀情境題。 

3.學生依據學習單上的情境討論解題資訊。 

1  

第 8週 三、形體關係、體積與表面積 

活動二： 

生日蛋糕(二) 

1.教師根據學習單第 1題布相關問題，學生回答。 

2.學生列式與解學習單第 1題。 

1  

第 9週 三、形體關係、體積與表面積 

活動三： 

生日蛋糕(三) 

1.教師重新複習情境及布題 1的結論。 

2.教師根據學習單第 2、3題布相關問題，學生回答。 

3.學生列式與解學習單第 2、3題。 

1  

第 10週 四、基準量與比較量 

活動一： 

超商優惠活動(一) 

1.教師出 4題題目，複習本單元課程內容。 

2.教師發下素養學習單，學生各自讀情境題第一段。 

3.教師依據情境題議題，進行延伸討論。 

1  

第 11週 四、基準量與比較量 

活動二： 

超商優惠活動(二) 

1.教師請學生讀情境題第二段。 

1  



2.學生依據學習單上的情境討論解題資訊。 

3.教師根據學習單第 1題布相關問題，學生回答。 

4.學生列式與解學習單第 1題。 

第 12週 四、基準量與比較量 

活動三： 

超商優惠活動(三) 

1.教師重新複習情境及布題 1的結論。 

2.教師根據學習單第 2、3題布相關問題，學生回答。 

3.學生列式與解學習單第 2、3題。 

1  

第 13週 五、怎樣解題 

活動一： 

旅遊費用(一) 

1.教師出 4題題目，複習本單元課程內容。 

2.教師布討論議題，進行延伸討論，學生分組進行發表。 

3.教師發下素養學習單，學生各自讀情境題。 

4.學生依據學習單上的情境討論解題資訊。 

1  

第 14週 五、怎樣解題 

活動二： 

旅遊費用(二) 

1.教師根據學習單第 1題布相關問題，學生回答。 

2.學生列式與解學習單第 1題。 

1  

第 15週 五、怎樣解題 

活動三： 

旅遊費用(三) 

1.教師重新複習情境及布題 1的結論。 

2.教師根據學習單第 2、3題布相關問題，學生回答。 

3.學生列式與解學習單第 2、3題。 

1  

第 16週 六、圓形圖 
活動一： 

臺灣觀光市場(一) 
1  



 

  

1.教師出 2題題目，複習本單元課程內容。 

2.教師發下素養學習單，學生各自讀情境題。 

3.學生依據學習單上的情境討論解題資訊。 

第 17週 六、圓形圖 

活動二： 

臺灣觀光市場(二) 

1.教師根據學習單第 1題布相關問題，學生回答。 

2.學生列式與解學習單第 1題。 

1  

第 18-19

週 
六、圓形圖 

活動三： 

臺灣觀光市場(三) 

1.教師重新複習情境及布題 1的結論。 

2.教師根據學習單第 2題布相關問題，學生回答。 

3.學生列式與解學習單第 2題。 

4.教師利用其他數據布相關問題，學生回答。 

5.學生列式與解決教師的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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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4. 混齡教育實施說明(未實施者毋須填列)： 

(10) 混齡教育實施年段以同一學習階段安排為優先，或依課程規劃經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實際實施混齡教學年級。 

(11) 學校務必實施一門混齡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另以每週固定排課或不得少於該門校訂課程全學年度節數之三分之二。 

(12) 混齡型態得參考以下型態，並納入該領域/科目學習與教學重點、教學進度及評量方式總表： 

a.全班教學(使用同一份教材) 

b.平行課程(各年級使用各自的教材) 

c.螺旋課程(學習共同主題，各年級難度不同) 

d.課程輪替(全班一起同一份教材，但有設計輪流實施，今年上 A年級課程，明年上 B年級的課程) 

e.科目交錯(同一節課，A、B年級分別上不同科目) 

混齡教育請依照單元架構繪製課程架構表(詳見 p.16混齡課程範例 1-1) 



一、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一)課程規劃與實施內涵-國小(表八 A) 

每週學習節數（1 ）節，上學期( 21 )週共( 21 )節、下學期( 19 )週共( 19 )節，合計( 40 )節。 

課程名稱 國際文化素養 實施年級 五年級 

課程目標 

1. 能瞭解何謂種族歧視。 

2. 能讓小朋友了解如何尊重不同的文化和風俗。 

3. 能學會欣賞他人的優點。 

4. 認識各國特色料理。  

5. 能自己動手做一到簡單料理。 

6. 了解各國服飾的特色。 

7. 學習欣賞多元的建築文化之美。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綜-E-A1 認識個人特質，初探生涯發展，覺察生命變化歷程，激發潛能，促進身心健全發展。 

社-E-C3 了解自我文化，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關心本土及全球議題。 

 

議題融入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3 認識不同的文化概念，如族群、階級、性別、宗教等。 

多 E4 理解到不同文化共存的事實。 

多 E5 願意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處，並發展群際關係。 

多 E6 了解各文化間的多樣性與差異性。 

多 E7 減低或消除對他族文化的刻板印象或偏見，不以特定標準或成見去框限不同文化的意義與價值。 



【國際教育】 

國 E1 了解我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文化特質。 

國 E4 了解國際文化的多樣性。 

國 E5 發展學習不同文化的意願。 

【人權教育】 

人 E6 覺察個人的偏見，並避免歧視行為的產生。 

【家庭教育】 

家 E11 養成良好家庭生活習慣，熟悉家務技巧，並參與家務工作。 

【資訊教育】 

資 E8 認識基本的數位資源整理方法。 

資 E9 利用資訊科技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學習重點 

學習 

表現 

【綜合】 

3c-III-1 尊重與關懷不同的族群，理解並欣賞多元文化。 

【社會】 

2a-III-2 表達對在地與全球議題的關懷。 

2b-III-2 理解不同文化的特色，欣賞並尊重文化的多樣性。 

 

學習 

內容 

【綜合】 

Cc-III-3 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經驗和感受。 

Cc-III-4 對不同族群的尊重、欣賞與關懷。 

【社會】 

Bc-Ⅲ-1 族群或地區的文化特色，各有其產生的背景因素，因而形塑臺灣多元豐富的文化內涵。 

Bb-Ⅲ-1自然與人文環境的交互影響，造成生活空間型態的差異與多元。 

Cb-Ⅲ-2 臺灣史前文化、原住民族文化、中華文化及世界其他文化隨著時代變遷，都在臺灣留下有形與無形的文化資

產，並於生活中展現特色。 

表現任務 

1.能欣賞多元的飲食文化。 

2.能以主題探索的模式，深入調查各地獨具特色的飲食文化。 

3. 能讓小朋友了解如何尊重不同的文化和風俗。 

教學資源 各國人種照片、影片 



●〈變色龍馬諦斯〉 

https：//ananedu.com/moral/multi/index18.htm 

●〈泰國清萊北國黑白畫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ZV4Gaubsfk 

●〈2019漁光島藝術節網頁〉 

https：//www.tainanoutlook.com/activities/yu-guang-dao-yi-shu-jie 

●〈高雄機場公共藝術-海天之心 feat.藝術家賴純純〉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nKjlzUvw2A 

●〈玩美新北─公共藝術（廣告）-【新北市文化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FUwhbYVFa8 

●〈分享原民藝術.美麗文化大師作品台北展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m5qht98ceY 

第一學期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節數 
混齡模式與備註 

(無則免填) 

第 1-7 週 

我們都是一家人 

一、引起動機： 

1. 教師準備幾張亞洲鄰近國家，如：泰國、越南、菲律賓等國家

的國人生活照片。請學生發表對這些國人的想法和印象。 

2. 學生舉手發表想法、意見。 

3. 教師補充說明，將鄰近國家的優點告訴學生，主要目的是希望

學生能欣賞他人的優點。 

4. 教師說明外籍配偶的由來：隨著社會變遷以及產業外移後所帶

來社會面的變化，最明顯的即為外籍配偶的增加，社會變遷改變了

傳統的社會結構，亦使男女擇偶條件及方式產生變化，明顯的即結

婚時間的延後，再加上女性在經濟方面傾向獨立自主，不婚女性亦

有增加趨勢，這樣的現象使得臺灣男性開始向其他國家尋找結婚對

象，而尋找的對象又以亞洲地區國家為主，這與文化背景相近有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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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關係；東南亞的南進經濟政策亦增加了國人與其他亞洲女性有

更多接觸的機會。 

5.教師說明外籍配偶的處境：外籍配偶因尚未熟悉臺灣 

生活環境，配偶及家庭就是她們所有的世界，除了在生活及個人自

主方面會受到諸多的限制外，加上語言、文化背景不同亦常產生誤

解，甚至亦有暴力的發生，外籍配偶此時除面臨文化及社會適應問

題外，亦同時會面臨到國籍、居留、工作、子女監護等等相關問

題。 

二、歷史故事分享： 

教師說明:在過去歷史上，有許多因為種族之間的互相排斥而造成族

群之間的互相傷害，但歷史已告訴我們種族之間的互相傷害並不會

使任何一種族生活的更好，相反的會使國家之間更加動蕩不安。例

如:美國在 18 世紀有個南北戰爭。南北戰爭，美國歷史上唯一的一

場內戰，交戰雙方為美國聯邦和美國南方邦聯，戰爭的主題是美國

白人長期奴隸居住在美國的黑人。而美國分 

南北兩大區，在南部的實行奴隸制，和在北方實行民主制的美國聯

邦在 1865 年實行南北戰爭。南北戰爭給美國的影響是很深遠的，讓

美國人吸取教訓，更加團結了，此後美國一直沒有發生內戰。 

---------第一節課結束---------- 

三、影片欣賞 

1.教師播放影片:怒海潛將，在播放前先向學生說明影片大意。 

片名:怒海潛將 

大意: 卡爾自小就對游泳深具興趣，也因此讓他培養了優於一般人

的泳技，因為貧困的背景以及父親的期許，他矢志要出人頭地。在

種族差別的待遇下，兩年內他寫了無數的信函，終於讓美國潛將學

校，願意破例收他入校。比利桑戴（勞勃狄尼洛飾演，以下簡稱比

利）是著名的潛將統領，也是美國潛將學校的教官，負責教導所有

新兵。當卡爾以黑人身份進入了潛將學校，引起了極大的騷動，幾

乎所有的白人士兵都視他為眼中釘，肉中刺，比利對他更是百般刁

難。然而面對這一切責難，卡爾以堅強的意志咬牙撐了下來。他勇

敢堅毅、不向命運低頭的表現，使得比利對他偏執的看法逐漸改

觀。從衝突不斷到相互扶持，他們聯手向種族歧視所帶來的不平等

宣戰，面對上級的成見與世人的偏執，此刻他們所能依賴的便是身

為潛將的意志與榮耀。 

教師在說明完大意後，請學生仔細觀看並在影片結束後，進行心得

分享。 



2.電影放映囉! 

四、心得分享 

教師提問：看完這部電影後，老師相信你們應該有一些想法可以和

同學分享。老師提出一些影片中觀看到的議題，讓我們大家一起思

考並請每位小朋友要提出自己的想法。 

教師提問： 

1.在現今實行教改的社會中，仍不乏存著教學方式像電影中嚴苛訓

斥教育方式的教師，倘若你今天遇到這樣的教師，你將如何與這樣

的老師相處？ 

2.如果今天你是電影中的那位男主角卡爾，你因為身處的團體中，

有著強烈的種族歧視 

，你會如何做? 

3. 現今的世界，種族爭執問題仍是公眾所關心的焦點，你認為人類

是否已能夠以包容、公平的心態來面對這項問題呢？ 

教師說明：我們從歷史故事和生活周遭的一些小故事中知道，種族

歧視是一種不尊重人權、不平等的行為。種族歧視為國家帶來的只

是動亂絕非安寧。台灣近年來，有很多不同國家的女性嫁來台灣，

所以在你們現在的班級中有一些小朋友是混血兒，其實班上有混血

兒的小朋友，是很幸福的，因為可以知道不同國家的民情風俗，也

可以學習更多種的語言。但有些小朋友不但不惜福，還會歧視他

人，老師要請你們想幾個問題： 

1. 如果全班同學因為你的種族跟大家不同一直排擠你，你的感

受? 

2. 如果班上不團結，班上的氣氛會如何? 

3. 說說看，如果班上有小朋友欺負外籍配偶的小朋友，你會如何

做? 

4. 說說看，你會如何照顧班上的外籍小朋友? 

教師請學生針對以上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 

五、完成學習單 

第 8-14 週 

美食大不同 

 

《料理無國界》 

  台灣具有各國多元的美食。 

 地理位置 

 人文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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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住民 

  簡單介紹各國美食的文化及特色。 

 中國 

川菜、麻婆豆腐、北京烤鴨 

 日本 

        拉麵、壽司、生魚片、味增湯 

 美國 

漢堡、薯條、炸雞、冰淇淋 

 韓國 

        泡菜、米糕、拌飯、人參、雞湯 

 泰國 

       月亮蝦餅、冬陽鍋 

 義大利 

西西里柳橙汁、義大利麵、義式燉飯 

 瑞士 

瑞士小火鍋、葡萄酒、瑞士巧克力 

 新加坡 

海南雞飯、黑楜椒螃蟹、肉骨茶 

  說一說自己出國旅遊或是國內旅遊時，品嘗到的美食經驗。 

 可以提供美食照片和同學分享。 

  先向學生說明下一節課所需的材料，分小組，討論每組的創意

早餐料理是什麼？ 

《創意料理王》 

  依照上一節課所分的組別，分組製作創意料理。 

  料理製作。 

老師可依課程安排製作不同時段料理 

 依照上課時段 

        早餐、點心、下午茶 



 依照主題 

        水果、麵包、餅乾 

  製作完成後，互相品嘗成果。 

 食材是否新鮮 

 口味是否有特色 

 料理是否衛生 

 環境是否清潔乾淨 

◎ 帶回學習單填寫 

《超級比一比》 

  上兩節課介紹美食之後，接下來兩節介紹各國傳統服飾。 

  請學生分組報告。 

 中國 旗袍、中山裝 

 日本 和服 

 韓國 韓服 

 英國 蘇格蘭裙 

 美國 印地安服 

 阿拉伯 阿拉伯服 

 荷蘭 木鞋。 

  最喜歡哪一個國家的傳統服飾？為什麼？ 

  傳統服飾和現代服飾有何差別？為什麼？ 

 材質 

 用途 

 層次 

 美觀 

  請學生分組討論，下一節課想要如何創作有特色的服飾，並先

準備材料。 

 各組依照上一節課所討論，利用所需材料製作一件具有特色及

功能性的衣服。 

  製作完成後，請學生一人代表穿上所製作的衣服，到講台上走

秀展示。 

  各組互相評分，並討論優缺點，或是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總結》 

世界各國因為文化背景不同，很多的地方都各具不同的特色，在飲

食和服裝上也大異其趣，不管是哪一種表現方式，都代表了各國的

文化特色，每一種文化的獨到之處，我們應該要尊重與欣賞，讓我

們的文化更多元豐富。 

◎ 帶回學習單填寫 

第 15-18 週 

飲食文化大觀園(1) 

 

一、電影、動畫中的美食 

教師播放電影「總鋪師」部分片段，以及〈衛宮家今天的飯〉系列

動畫，尤其著重影片中製作料理、準備食材的部分，引起學生探究

飲食文化的興趣。 

二、各地飲食文化 

1.教師帶領學生瀏覽社會課本第五單元中飲食文化的相關照片，包

括亞洲的米食、麵食文化、臘魚、臘肉、酸酸辣辣的調味料等，讓

學生對亞洲食物的印象更深刻。 

2.教師提問： 

從社會課本第五單元的照片，和剛剛播放的電影片段中，我們看到

了一些亞洲美食，請說一說在你心目中，亞洲食物的特色為何？(有

很多的米食、麵食，料理方式常用大火快炒，並喜歡運用鹽、糖、

蔥、薑、蒜等調味) 

3.教師帶領學生瀏覽社會課本第六單元中飲食文化的相關照片，包

括麵包、牛排、乳酪、橄欖油、椰棗、玉米、海鮮等，讓學生更認

識亞洲以外各地的食物。 

三、總結 

教師統整：各地因為自然環境、地理環境的不同，擁有不同的物產

和食材，飲食文化也因此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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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21 週 

飲食文化大觀園(2) 

 

一、引起動機 

教師和學生一起觀看〈動畫中的美食〉影片，請學生一邊觀看

一邊辨識，哪些料理屬於亞洲地區獨有，哪些料理是其他地方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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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還有哪些料理只有亞洲以外的地區才看得到？ 

二、分組找美食 

1.教師將學生分組並發下學習單。 

2.請學生參考〈動畫中的美食〉介紹模式，選定一個主題，

如：過年吃的食物、消夜食物、各國早餐、各國小西點等，每組蒐

集五道料理，並標明國家、料理使用食材及其他細節。 

三、統整活動 

以口頭報告或作品張貼的方式，讓學生分享小組蒐集到的資

料，讓學生對多元的飲食文化有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 

 

第二學期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節數 
混齡模式與備註 

(無則免填) 

第 1-4 週 

星球上，關於房子的故事(1) 

一、引起動機 

教師問學生對臺灣傳統住屋的印象，以及現在在什麼地方，還可以

看到傳統住屋？ 

二、臺灣建築與時代背景的關聯性 

1.教師運用投影片帶領學生回顧五年級課程中的臺灣早期歷史：早

期在臺灣停留、居住的人們除了原住民族，還有荷蘭人、西班牙

人、日本人和來自大陸的移民等。這些住民帶來了多元的文化，其

中，也包括了多元的住宅特色。 

2.教師播放〈走過時代的三合院〉、〈321 巷藝術聚落，日式建築〉、

〈鹿港辜宅〉三段影片，讓學生對傳統閩南式建築、日式建築和西

洋建築有較深入的了解。 

三、總結 

1.發下學習單，帶學生一起進行影片資訊的統整。 

2.播放融合多樣建築特色的〈金門古宅〉影片，請學生根據影片資 

訊判斷每一棟出現的建築物屬於何種建築，特色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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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8 週 

星球上，關於房子的故事(2) 

一、建築材料知多少 

教師運用投影片讓學生觀察各種材質的屋舍，請學生說出每張照片

中的建築材料，並做以下說明： 

「除了歷史的因素，移民的建設外，臺灣還有許多建築物是就地取

材，因地制宜而修築建造的，在山林中的住民，用竹子搭建房舍，

海邊的住民，用咾咕石當建材……這就是建築物因為自然環境的不

同，而有了不同的變化。」 

二、臺灣建築與自然環境的關聯性 

1 教師播放〈蘭嶼地下屋建築達悟特有建築遊客必訪〉、〈賽德克族

傳統住屋「半穴居」〉、〈【原住民新聞雜誌 745-2】石頭砌的房子〉

三段影片，一方面讓學生看到原住民住屋的多樣性，一方面讓學生

對於建築與自然環境的關係，有更深入的認識。 

2.介紹完臺灣的各種住屋形式後，教師引導學生將眼界拉到世界，

請學生思考，有沒有在書籍或其他地方看過其他不同的住屋模式？

(如：遊牧民族的蒙古包、潮濕多水地區的高腳屋、南極的冰屋等) 

3.教師播放〈越南下龍灣水上人家生活艱苦不改其樂〉，帶領學生看

到另一種住屋模式，並請學生觀賞影片後，發表自己的想法。 

三、統整活動 

教師統整：世界上有各種不同的住屋模式，除了這次課程介紹的以

外，還有許多其他各具特色的建築，我們除了珍視自己的傳統建

築，好好保存下來外，也應該以尊重、欣賞的態度看待世界上多元

的建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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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12 週 

藝術萬花筒 

 

一、引起動機 

教師事先準備居住地的公共藝術照片或知名藝術家畫作給學生欣

賞，並詢問學生，每個地方的設計作品或畫作，都跟這些作品相似

嗎？ 

二、我的美感溫度計 

教師播放〈變色龍馬諦斯〉、〈泰國清萊北國黑白畫映〉兩段影片，

色彩明度高，喜用對比色的馬諦斯畫作和泰國以黑白表現的藝術作

品形成強烈對比。 

教師提問： 

1.兩段影片的作品，有什麼差別？ 

2.兩段影片中的藝術品中，你喜歡哪一種？為什麼？ 

3.你喜歡的作品會和其他同學一模一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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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結 

教師引導學生了解，每個人的美感意識都不相同，喜好也各不相

同，藝術是主觀的，我們可以堅持屬於自己的藝術品味，不一定要

跟隨波逐流，跟大家一樣才是「美」。 

第 13-16 週 

藝術萬花筒 

一、引起動機 

教師播放〈高雄機場公共藝術-海天之心〉影片，讓學童觀看藝術家

賴純純現身說法，介紹自己為高雄機場製作的公共藝術作品。 

教師引導學生注意影片最後的介紹：「〈海天之心〉將彩色海洋文化

的特質與精神帶入高雄國際機場，呼應高雄超過一世紀以來面向海

洋，連結世界的港都城市歷史與開放心胸……」臺灣四面臨海周遭

是廣大的海洋，長久以來，都是以包容的心，接納各地的文化，因

此，臺灣的文化才能如此多元、豐富。 

二、海邊、城市、山林的多元藝術 

教師和學生分享〈2019 漁光島藝術節網頁〉上的地景藝術照片，並

撥放〈玩美新北─公共藝術（廣告）-【新北市文化局】〉、〈分享原

民藝術.美麗文化大師作品台北展出〉兩段影片給學生觀賞。 

教師發下學習單，讓小組討論，一起回答學習單上的問題。 

三、統整活動 

小組輪流上台分享學習單上的答案，進行交流與回饋。 

4 

 

第 17-19 週 

世界地球村 

準備活動： 

老師準備地圖或地球儀 

相關影片 

一、引起動機 

 是否使用過地圖或是地球儀？ 

 是否有出國的經驗？ 

 是否有接觸過外國人的經驗？ 

二、發展活動 

(一) 地圖找一找 

老師說出幾個或是幾類國家，讓學生找一找在地圖上的哪裡？ 

 接近台灣的國家 

 大家較常聽到，耳熟能詳的國家 

 新住民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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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想去的國家 

(二)相關影片看一看 

 選擇常出現在台灣的異國文化(新住民)影片幫助了解 

(三)說一說 

將學生分組，並讓他們討論，對於所找到的國家有那些特色： 

食、衣、住、行 

三、綜合活動 

   本節課介紹的內容，讓學生了解世界地球村的概念，並且能對於

台灣新住民有基本的認識和尊重。 

準備活動： 

 先將學生分成五大組，每組選一大洲為主題，製作異國文化的

特色 

 學生於課前先準備各組別負責各大洲的特色圖片、圖案、文字

等資料 

一、引起動機 

 回顧上節課內容 

 老師解說製作海報原則 

(簡單易懂，字體圖示大) 

二、發展活動 

（一）海報製作 

 課前將學生分五組後，個組分配五大洲，將查到特色的圖片和

文字檔案帶來製作。 

 開始製作 

（二）了解五大洲特色 

 各組將製作好的海報帶上台，報告。 

 並說明這些國家常出現在台灣的原因 

 以大方向食、衣、住、行為告的主軸  

三、綜合活動 

老師說明新住民來台的因素種類及意義，讓學生學習尊重、包容和

融合。 

＊學習單   填寫學習單 



  



一、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一)課程規劃與實施內涵-國小(表八 A) 

每週學習節數（ 1 ）節，上學期(   2 )週共(   2)節、下學期(  2 )週共(   2 )節，合計( 4  )節。 

課程名稱 安全教育 實施年級 六年級 

課程目標 

1. 能認識自行車安全的知識。 

2. 能了解騎乘自行車前要注意的事項。 

3. 能認識騎乘自行車上路的交通安全規定。 

4. 能具備基本的自行車騎乘技能。 

5. 能建立良好的自行車騎乘禮儀。 

6. 能培養基本體能並安全騎乘自行車。 

7. 能了解騎乘安全，並能保護自己。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健體-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發展，並認識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能。 
健體-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題。 
健體-E-B3  具備運動與健康有關的感知和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元感官的發展，在生活環境中培養運動與健康有關的美感體驗。 
綜-E-A2    探索學習方法，培養思考能力與自律負責的態度，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綜-E-A3 規劃、執行學習及生活計畫，運用資源或策略，預防危機、保護自己，並 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議題融入 

【安全教育議題】 

安 E1 了解安全教育。  

安 E2了解危機與安全。 

安 E3 知道常見事故傷害。 

安 E4 探討日常生活應該注意的安全。 

安 E5 了解日常生活危害安全的事件。 

學習重點 學習 【綜合活動】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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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與體育】 

1c-III-1 了解運動技能要素和基本運動規範。 

1d-III-1 了解運動技能的要素和要領。 

學習 

內容 

【綜合活動】 

Ab-III-1 學習計畫的規劃與執行。 

Bb-III-3 團隊合作的技巧。 

Ca-III-1環境潛藏的危機。 

Ca-III-2辨識環境潛藏危機的方法。 

Ca-III-3化解危機的資源或策略。 

【健康與體育】 

Ba-III-2 校園及休閒活動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須知。 

Cb-III-1 運動安全教育、運動精神與運動營養知識。 

Cd-III-1 戶外休閒運動進階技能。 

表現任務 

1. 能認識自行車安全的知識以及騎乘自行車前要注意的事項，並實際運用於生活中。 

2. 能認識騎乘自行車上路的交通安全規定。 

3. 能具備基本的自行車騎乘技能以及建立良好的自行車騎乘禮儀。 

4. 了解騎乘安全，並能保護自己，並在狀況發生時能做出相對應處理。 

教學資源 
電腦、投影機、喇叭 

第一學期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節數 
混齡模式與備註 

(無則免填) 

第 1-2週 交通安全：交通事故防範與處理 引導活動： 2  



一、教師說明日常生活中，「行」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

關，例如：每天上下學的交通、外出旅遊的交通問題。 

二、教師說一則小故事： 

早上，小玲已經快遲到了，她想先到對街的早餐店買漢

堡，雖然紅燈已經亮了，她還是匆匆忙忙的穿越馬路。

這時，一輛汽車疾駛過來，撞上小玲…… 

三、教師請數位學生說一說：發生交通事故，對自己或

家人可能造成什麼影響？交通事故能不能預防？ 

 

正式活動： 

一、交通安全在我心 

(一)教師帶領全班一同檢視下列情境，請學生思考並判

斷何者是危險行為，並述說原因和避免方法。 

1.騎腳踏車做好安全檢查、配備齊全。 

2.排路隊靠邊走，遵守導護志工的指揮。 

3.騎乘機車不戴安全帽。 

4.司機及乘客繫好安全帶。 

5.單車雙載。 

6.行人穿越快車道。 

(二)教師詢問全班：「是否也做過類似這樣的危險行

為？」、「這樣做會造成哪些傷害？」並請學生自由發表

「是否願意改進這樣的危險行為以保障安全？」、「要如

何改進呢？」 

(三)教師從學生發表的過程中，強調人為因素是交通事

故發生的主因，假使每個人都能遵守交通規則，交通事

故一定會大為減少。 

二、永保安康 



(一)教師說明「交通安全，人人有責」的重要性，引導

學生了解改善交通安全與秩序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二)教師調查班上學生的上、下學方式，然後根據不同

的方式，請學生發表應該注意哪些交通規則，以維護交

通安全。例如： 

1.行走時：盡量靠邊走；不在道路上嬉戲或奔跑；穿越

馬路走行人穿越道、陸橋或地下道；不和多位同學一起

並排行走。 

2.騎腳踏車時：會戴上腳踏車專用的安全帽；不在人行

道上騎車；不和同學單車雙載；會靠馬路右邊騎車；不

攀扶在其他車輛上；十字路口左轉時，採二段式左轉；

小心衣褲不要被捲入車輪；下坡路段先煞後輪，在煞前

輪；黃昏或夜間行駛時，要有前後燈及反射鏡。 

3.搭乘機車時：乘坐機車應戴安全帽；不側坐；緊抱住

前方。 

4.搭乘汽車時：坐前座時，會繫上安全帶；開車門時，

會留意後方來車；不把頭、手伸出車窗外。 

5.搭乘公車時：候車時不追逐嬉戲；車未停穩或車已開

動，不可上下車；避免爭先恐後，應依序上下車；不在

車上嬉戲、吵鬧。 

(三)教師統整：強調每一個人都應該確實遵守交通規

則，維護交通安全與秩序。 

 

課後分享： 

一、教師說明維護交通安全與秩序是利人又利己的事，

要以身作則，積極實踐。 

二、請學生針對改善交通狀況的親身經驗或曾經看到、

聽到的事件，說一說(或寫出)經過情形及自己的感受。 



三、教師總結歸納，鼓勵兒童遵守交通規則要從本身做

起，再推廣而影響別人。 

第二學期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節數 
混齡模式與備註 

(無則免填) 

第 1 週 

單元主題：自行車安全行 

準備活動： 

影片《愛上安心騎-自行車生活禮儀與安全騎乘指南》 

影片《自行車騎乘安全宣導-交通安全篇》 

影片《腳踏車行車安全影片》 

 

一、引起動機 

(一)教師引導，簡述自行車騎乘禮儀及安全騎乘須注意的各種事

項。 

(二)教師帶領學生觀賞影片《愛上安心騎-自行車生活禮儀與安全

騎乘指南》。 

(三)教師引導提問： 

1.看完影片後，你對自行車騎乘的禮儀了解了嗎？請列舉幾個例

子。 

2.影片中，騎自行車時有什麼行為是不能做的呢？ 

3.當你在路上騎自行車遇到行人時，應該怎麼做呢？ 

4.教師說明：教師補充說明其他的自行車騎乘注意事項，並以實

際例子來做分享。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引導：從影片《自行車騎乘安全宣導-交通安全篇》認識

騎乘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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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欣賞影片《腳踏車行車安全影片》。 

(三)教師協助小朋友進行分組討論教學活動。 

1.問題一：想想看，騎乘自行車前我們需要準備什麼？ 

2.問題二：行駛過程中，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項？ 

3.問題三：在第二部影片中，有介紹各種自行車意外的

狀況，請舉出你印象最深刻例子，並說明應該如何避免

這種意外的產生。 

(四)教師說明：騎乘自行車，從事前準備、到騎乘時應

注意的事項等都非常重要，除此之外，防禦駕駛的觀念

也能讓我們避免許多危險狀況的產生。 

 

三、綜合活動 

(一)教師統整：騎乘自行車可以從騎乘準備、騎乘行

為、駕駛觀念等方面來探討。 

1.騎乘準備：自行車、安全帽、剎車、響鈴、照明、反

光、身體狀況。 

2.騎乘行為：騎乘在專用道或靠邊行駛、不逆向、不超

速。 

3.駕駛觀念：隨時注意停看聽、避免行駛在大車旁。 

(二)下節課程預告：將從騎乘體驗來實際認識自行車安

全。 

第 2 週 

單元主題：自行車安全行 

 

準備活動： 

影片《自行車騎乘交通安全宣導影片(財團法人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

提供)》 

影片《POLI 安全小將 | #18.腳踏車安全》 

交通安全學習單(附件 2-1) 

 

一、引起動機 

 

 



(一)教師引導說明： 

1.欣賞影片《自行車騎乘交通安全宣導影片(財團法人自行車新文化

基金會提供)》及影片《POLI 安全小將 | #18.腳踏車安全》。 

2.教師引導說明騎乘自行車的訣竅與技巧。 

(二)教師說明：騎乘自行車除了基本的平衡及踩踏等技巧外，還需

要注意各種安全事項，透過不斷的練習與觀念的學習才能保護我們

及他人。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設計「自行車路考」關卡並布置道具，請各組選出代表來

通過各項關卡。 

(二)教師說明各項「自行車路考」關卡內容： 

1.第一關：騎乘前準備，檢查自行車裝備及戴上安全帽。 

2.第二關：直線平衡騎乘。 

3.第三關：十字路口紅綠燈，紅燈停，綠燈時注意左右來車行人再

騎乘。 

4.第四關：右轉注意燈號，綠燈右轉注意來車及行人。 

5.第五關：停放自行車，請將自行車依照規定停放至停車格內。 

(三)請各組小朋友輪流當個關卡的關主，並提醒騎乘者注意各項騎

乘須知。 

(四)請分組討論回答問題。 

1.問題一：除了基本的騎乘技巧外，還有哪些更進階的騎乘觀念或

行為呢？ 

2.問題二：騎乘時有哪些行為會影響我們騎乘時的判斷能力呢？ 

 

三、綜合活動 

(一)教師說明：透過本課程實際體驗與學習，我們更能充分了解自

行車騎乘的交通安全觀念。 



 

 

  

(二)請小朋友完成交通安全學習單《自行車安全行》(附件 2-1)。 

(三)教師統整：討論與分享自己的學習單。 

備註： 

5. 混齡教育實施說明(未實施者毋須填列)： 

(13) 混齡教育實施年段以同一學習階段安排為優先，或依課程規劃經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實際實施混齡教學年級。 

(14) 學校務必實施一門混齡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另以每週固定排課或不得少於該門校訂課程全學年度節數之三分之二。 

(15) 混齡型態得參考以下型態，並納入該領域/科目學習與教學重點、教學進度及評量方式總表： 

a.全班教學(使用同一份教材) 

b.平行課程(各年級使用各自的教材) 

c.螺旋課程(學習共同主題，各年級難度不同) 

d.課程輪替(全班一起同一份教材，但有設計輪流實施，今年上 A年級課程，明年上 B年級的課程) 

e.科目交錯(同一節課，A、B年級分別上不同科目) 

混齡教育請依照單元架構繪製課程架構表(詳見 p.16混齡課程範例 1-1) 



一、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一)課程規劃與實施內涵-國小(表八 A) 

每週學習節數（1）節，上學期(6)週共(6)節、下學期(6)週共(6)節，合計(12)節。 

課程名稱 法定課程-性別平等教育 實施年級 六年級 

課程目標 

1. 能了解青春期的知識。 

2. 能破除童話中的刻板化性別角色。 

3. 能和小組伙伴共同完成表演活動。 

4. 能欣賞及接納他人的分享與建議。 

5. 能察覺兩性職業刻板印象，兩性職業平等。 

6. 能了解性侵害的相關知識。 

7. 能學習到自我保護和危機處理以避免成為受害者。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綜-E-A1  認識個人特質，初探生涯發展，覺察生命變化歷程，激發潛能，促進身心健全發展。 

綜-E-A2  探索學習方法，培養思考能力與自律負責的態度，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綜-E-C2  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動，學習尊重他人，增進人際關係，與團隊成員合作達成團體目標。 

社-E-C1  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理解並遵守社會規範，參與公共事務，養成社會責任感，尊重並維護自己和他人的人權，關懷自然環

境與活動，關懷自然生態與人類永續發展，而展現知善、樂善與行善的品德。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1 認識生理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與性別認同的多元面貌。 

性 E2 覺知身體意象對身心的影響。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了解家庭、學校與職業的分工，不應受性別的限制。 

性 E4 認識身體界限與尊重他人的身體自主權。 

性 E5 認識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的概念及其求助管道。 

性 E8 了解不同性別者的成就與貢獻。 



性 E10 辨識性別刻板的情感表達與人際互動。 

【法治教育】 

法 E8 認識兒少保護。 

學習重點 

學習 

表現 

【綜合】 

1d-III-1 覺察生命的變化與發展歷程，實踐尊重和珍惜生命。 

2a-III-1 覺察多元性別的互動方式與情感表達，並運用同理心增進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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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 

2c-III-1 反省自己或社會的價值觀、偏見與歧視，並探究其緣由。 

【語文】 

2-III-2 從聽聞內容進行判斷和提問，並做合理的應對。 

2-III-4 運用語調、表情和肢體等變化輔助口語表達。 

學習 

內容 

【綜合】 

Ba-III-1 多元性別的人際互動與情感表達。 

Bc-III-3 運用各類資源解決問題的規劃。 

Cb-III-1 對周遭人事物的關懷。 

【社會】 

Aa-Ⅲ-3 個人的價值觀會影響其行為，也可能會影響人際關係。 

【語文】 

Bd-III-1 以事實、理論為論據，達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目的。 

表現任務 

1. 角色扮演：給予學生一個場景或情境，要求他們進行角色扮演，扮演不同性別身份的人物，體驗並理解不同性別角色的挑戰和經

驗。 

2. 群體討論：組織小組或班級討論，探討性別刻板印象、性別歧視和性別不平等的例子。鼓勵學生分享自己的觀點和理解，並一起

討論如何打破這些刻板印象和促進性別平等。 

3. 資料收集和報告：要求學生進行性別相關議題的資料收集，例如性別比例在不同職業的分布、性別薪資差距等。學生可以收集資

料並製作報告，討論這些差異的原因和可能的解決方案。 



4. 創作作品：鼓勵學生使用不同的創作形式，例如繪畫、寫作、音樂、影片等，表達他們對性別平等的理解和價值觀。他們可以創

作故事、詩歌、歌曲或短片，展現他們對性別平等的看法和想法。 

教學資源 

1. 教育部性別平等全球資訊網。 

2. 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 

3. 性別平等教育—教學資源手冊。 

4. 性別平等教育影片 

5. 性別平等之相關閱讀教材 

6. 教師設計之學習單。 

第一學期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節數 
混齡模式與備註 

(無則免填) 

第 3-8 週 

單元主題：我會保護我自己 

 

教學準備 

教師：有關性侵害防制的影片、情境圖片、活動單、學習單。 

學生：查詢性侵害的相關資料。 

二、主要活動 

（一）引起動機 

1.教師拿出性侵害情境圖問詢小朋友在圖片中可能發生什麼事？ 

（二）欣賞影片 

教師播放性侵害防治短片。 

（三）分組討論 

教師提問 

1.哪一些人可能會是施暴者？ 

2.哪一些人是較容易受到性侵害的對象？ 

3.哪一些場所容易發生性侵害事件？ 

4.遇到性侵害事件時該如何處理？ 

（四）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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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請各組小朋友上台發表各組所討論的內容與如何避免受性侵害

的想法，教師再針對小朋友們所講的內容作一歸納整理與補充。 

（五）救命拳遊戲 

1.說明遊戲規則與步驟： 

(1)請兩位小朋友先猜拳決定喊拳的前後。 

(2)由猜拳贏的一方先喊拳，兩人遊戲中邊輪流喊拳邊做動作。 

(3)若是甲先喊拳，而對方乙做出與甲一樣的動作，則甲贏一次，先

贏二次者勝。 

(4)如甲喊拳所喊出的拳法與乙所出的拳法不同，則換乙喊拳。 

2.拳法： 

(1)喊聲：「大聲叫呀！大聲叫！」 

動作：雙手輕擺於嘴邊，做喊叫狀。 

(2)喊聲：「我不要呀！我不要！」 

動作：雙手在胸前揮動，做拒絕狀。  

(3)喊聲：趕快跑呀！趕快跑！ 

動作：雙手握拳放於腰間，前後揮動，作賽跑狀。 

(4) 自創自編口令動作。 

3.說明遊戲規則與步驟後，各組小朋友與自己組別所有人划拳。 

 

（六）教師講解『我會保護 

我自己』學習單。 

（七）請小朋友填寫『我會保護我自己』學習單。 

（八）分享書寫內容 

（九）交代小朋友下次所需準 

備的功課。 

第二學期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節數 
混齡模式與備註 

(無則免填) 

第 3-8 週 

單元主題：我們長大了 

 

一、引起動機 

教師準備兩組的圖片兒童期和青春期，讓學生發表有何不同呢？ 

二、男女身體大不同 

(一) 【男女身體大不同】學習單，教師提問，並請學生自由

發表： 

1. 男女生的青春期有何不同呢？  

2. 男女生的第二性徵有何不同呢？ 

(二) 教師歸納學生意見，並補充說明青春期的知識。例如： 

1.小學五、六年級男、女生將由兒童邁入成人的必須階段－青春

期。 

2.青春期女生心理、身體的變化： 

  女孩乳房部位先是有點硬，然後開始變大、變圓，乳房較豐滿

的就得開始穿戴胸罩。 皮下脂肪開始增厚，形成細腰豐腎的女性身

材。皮膚變細，腋下和陰部長毛，大約一年到兩年後，開始有月

經。 

3. 青春期男生心理身體的變化：最明顯的是聲音變沙啞，長喉結。

雖然皮下脂肪也增厚，但比女孩少，所以腰圍比女孩粗，臀部較窄

而 

而且扁平，肩膀和胸部變寬，腋下和陰部長毛，有些人會長胸毛、

腿毛，外生殖器官變大。 

一、不一樣的童話 

(一) 請學生說說最喜歡的童話故事？為什麼？ 

(二) 教師簡述「紙袋公主」故事，是描述公主解救王子的故事，顛

覆公主與王子的傳統童話，顛覆性別關係中的刻板印象。 

(三) 教師說明不一樣的童話演戲的方式。演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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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組訂不同的童話故事將主角由女生換成男生例如睡美人換成

睡王子，故事是會如何發展來演戲。 

2. 每組約 10 分鐘。 

3. 抽籤決定表演順序。 

4. 可發揮創意自由改編故事及製作道具。 

5. 每組人員要分工合作。 

（四）教師引導小組訂定表演題目及改編劇情。 

（五）小組進行表演分工。 

二、準備與彩排 

(一) 小組進行「不一樣的童話」的道具製作。 

(二) 小組進行表演彩排。 

 

三、表演開始囉 

(一) 教師引導學生將表演場地整理成「ㄇ」字型。 

(二) 教師請小組依照抽籤順序進行表演，並請其他

各組給予鼓勵。 

(三) 教師講評並給予各小組回饋。 

四、演出後的分享 

(一) 教師引導學生將表演場地恢復成原來模樣。 

(二) 書寫【不一樣的童話】學習單。 

(三) 演出感想分享。 

一、男女向前走 

（一） 各行各業的職業男女大不相同，教師將十個職

業【醫生、護士、律師、空姐、機師、工程師、會計、

警察、老師、郵差】寫在黑板上。 

（二） 分組討論： 

1. 分類：將十個職業的以男女性別來分類。 

2. 討論：這些職業一定要男生或女生才能當嗎？ 



 

  

3.是否工作專業能力勝過於性別的界定呢？請學生發

表。 

（三）教師統整：傳統的男女不同觀念對工作是不公平

的，現化社會是以為專業能力比較重要。 

備註： 

6. 混齡教育實施說明(未實施者毋須填列)： 

(16) 混齡教育實施年段以同一學習階段安排為優先，或依課程規劃經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實際實施混齡教學年級。 

(17) 學校務必實施一門混齡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另以每週固定排課或不得少於該門校訂課程全學年度節數之三分之二。 

(18) 混齡型態得參考以下型態，並納入該領域/科目學習與教學重點、教學進度及評量方式總表： 

a.全班教學(使用同一份教材) 

b.平行課程(各年級使用各自的教材) 

c.螺旋課程(學習共同主題，各年級難度不同) 

d.課程輪替(全班一起同一份教材，但有設計輪流實施，今年上 A年級課程，明年上 B年級的課程) 

e.科目交錯(同一節課，A、B年級分別上不同科目) 

混齡教育請依照單元架構繪製課程架構表(詳見 p.16混齡課程範例 1-1) 



一、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一)課程規劃與實施內涵-國小(表八 A) 

每週學習節數（ 1）節，上學期(  3 )週共( 3 )節、下學期( 3  )週共(  3 )節，合計( 6  )節。 

課程名稱 法定課程-性侵害防治教育 實施年級 六年級 

課程目標 

1. 能透過小組討論的過程了解性侵害防治的觀念。 

2. 能瞭解性騷擾與性侵害的各種不同類型。 

3. 能欣賞與尊重自己與他人的身體自主權。 

4. 能從自己做起，在生活中落實性侵害防治。 

5. 能勇敢對性侵害的行為說不。 

6. 能藉由討論過程，理解性侵害防治的內涵及實踐方式。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社-E-A2  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文環境變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響，並思考解決方法。 
社-E-C1  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理解並遵守社會規範，參與公共事務，養成社會責任感，尊重並維護自己和他人的人權，關懷自然
環境與活動，關懷自然生態與人類永續發展，而展現知善、樂善與行善的品德。 
綜-E-A2  探索學習方法，培養思考能力與自律負責的態度，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綜-E-C1  關懷生態環境與周遭人事物，體驗服務歷程與樂趣，理解並遵守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4 認識身體界限與尊重他人的身體自主權。 

性 E5 認識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的概念及其求助管道。 

學習重點 
學習 

表現 

【國語】 

2-III-2 從聽聞內容進行判斷和提問，並做合理的應對。 

2-III-5 把握說話內容的主題、重要細節與結構邏輯。 

【社會】 

1c-III-2 檢視社會現象或事件之間的關係，並想像在不同的條件下，推測其可能的發展。 



2b-III-1 體認人們對社會事物與環境有不同的認知、感受、意見與表現方式，並加以尊重。 

【綜合】 

2a-III-1 覺察多元性別的互動方式與情感表達，並運用同理心增進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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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 

內容 

【國語】 

Bc-III-2 描述、列舉、因果、問題解決、比較等寫作手法。 

【社會】 

Aa-Ⅲ-3 個人的價值觀會影響其行為，也可能會影響人際關係。 

Aa-Ⅲ-4 在民主社會個人須遵守社會規範，理性溝通、理解包容與相互尊重。 

Ac-Ⅲ-2 法律是由立法機關所制定，其功能在保障人民權利、維護社會秩序和促進社會進步。 

【綜合】 

Ad-III-3 尊重生命的行動方案。 

Ca-III-3 化解危機的資源或策略。 

表現任務 

1. 角色扮演：給予學生一個場景或情境，要求他們進行角色扮演，扮演受到性侵害的學生或幫助者，演練如何辨識和應對不當性行

為，以及如何報告和尋求支援 

2. 創作宣傳海報：要求學生以圖畫、文字和圖像創作宣傳海報，宣揚性侵害的防治和倡導性別平等的訊息。他們可以設計海報，提

醒他人辨識紅燈警示信號、倡導互相尊重和鼓勵報告性侵害 

3. 小組討論：組織小組或班級討論，探討不同性侵害案例的情境和解決方案。學生可以就如何保護自己和他人、辨識不當性行為、

幫助受害者等話題進行討論，並分享彼此的觀點和建議 

教學資源 

1. 性侵害防治教育宣導影片。 

2. 性侵害防治教育學習單。 

3. 性侵害防治教育社會案件新聞。 

第一學期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節數 
混齡模式與備註 

(無則免填) 



第 9-10 週 

單元主題：保護你我安全 

 

準備活動： 

影片《性騷擾大解析 保護你我安全》 

影片《性侵害防治教育宣導_高年級影片》 

童書《我的小雞雞》 

童書《薩琪到底有沒有小雞雞？》 

 

一、引起動機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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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師提問，並請小朋友自由發表： 

1.老師邀請小朋友上台，分享看完影片後的心得？ 

2.小朋友向全班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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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發展活動 

(一)藉童書《我的小雞雞》或《薩琪到底有沒有小雞雞？》導讀認

識身體自主權及性侵害防治觀念。 

 1.老師學生分組，分組討論。 

 2.教師先簡單說明身體自主權及性侵害的意義。提問及討論。 

3.問題一：何謂身體自主權、性侵害、性騷擾？ 

 4.問題二：性侵害的類型有哪些？那些人有可能成為性侵害者及受

性侵害者？ 

 5.問題三：身體自主權包含那些範圍？為何我們要尊重自己與他人

的身體自主權？ 

 

三、綜合活動 

教師統整：透過小組的問題與討論，對於身體自主權及性侵害防治

有初步的概念，預告下一節課程內容，將以影片及實際案例說明真

正遇到性騷擾或性侵害該如何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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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週 

單元主題：保護你我安全 

 

準備活動： 

影片《性侵性騷防治宣導-性霸凌篇》 

影片《性侵害防治宣導 擂台篇》 

 

一、引起動機 

(一) 欣賞影片《性侵性騷防治宣導-性霸凌篇》及《性侵害防治宣

導 擂台篇》。 

(二)教師提問，並請學生自由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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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說明性侵害防治教育方法，若真的不幸遭遇或目睹性騷擾

或性侵害，應記住加害人或被害人可能之特徵。並盡速進行通報。 

(二)小組進行性騷擾情境劇演出。 

 1.各組討論三至五分鐘之情境劇劇本，分配角色進行演出。  

 2.演出內容包含言語、肢體等不同形式之性騷擾類型。 

 3.教師歸納並引導正確之性騷性侵防治觀念。 

(三)分組討論與分享 

 1.問題一：從戲劇演出中，你有看到那些遇到性騷性侵時的拒絕或

保護自己的方法呢？ 

 2.問題二：從戲劇演出中，我們有看到那些不同的性侵害類型？除

了這些以外，還有其他的型態嗎？ 

 3.問題三：若你自己不幸遇到了該怎麼辦呢？ 

 

三、綜合活動 

教師統整：教師說明在性別平等教育中，身體是自己的，只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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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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學期 

第 9-11 週 

單元主題：你不可以隨便摸我 

 

準備活動： 

童書《不要隨便跟陌生人走》 

童書《怪叔叔》 

童書《你不可以隨便摸我！》 

性別平等教育學習單《拒絕性侵害》 

(附件 3-1) 

 

一、引起動機 

(一)由教師發問： 

1.引發舊經驗，熱身討論。 

2.複習前兩節課關於性侵害防治的內容並提出相關問題。 

(二)教師說明：今天我們將藉由童書的內容，統整與反思性侵害防

治。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導讀童書《不要隨便跟陌生人走》、《怪叔叔》及《你不可

以隨便摸我！》。 

 1.複習在這幾本童書中，關於性侵害防治的觀念。 

 2.舉出生活中可能遇到如書中所提到的情況。 

(二)小組問題討論 

 1.在這幾本書中，有可能對我們造成侵害的對象有哪些？ 

 2.為何這些人容易對我們做出侵害的行為呢？ 
(三) 教師發下性別平等教育學習單《拒絕性侵害》(附件 3-1)，請
小朋友自行填寫。檢視自己或身邊是否有人曾經遭到騷擾，或自己
是否常常處於容易被性騷擾及性侵害的情境中，藉此提高危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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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懂得保護自己。 
 
三、綜合活動 
教師統整：本課程藉由教導正 
確的性侵害防治方式，讓學生 
懂得有關性侵害防治的正確觀 
念，知道如何預防性侵害的發 
生，以及在遇到危險時如何解 
決，並懂得保護自己。 

備註： 

7. 混齡教育實施說明(未實施者毋須填列)： 

(19) 混齡教育實施年段以同一學習階段安排為優先，或依課程規劃經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實際實施混齡教學年級。 

(20) 學校務必實施一門混齡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另以每週固定排課或不得少於該門校訂課程全學年度節數之三分之二。 

(21) 混齡型態得參考以下型態，並納入該領域/科目學習與教學重點、教學進度及評量方式總表： 

a.全班教學(使用同一份教材) 

b.平行課程(各年級使用各自的教材) 

c.螺旋課程(學習共同主題，各年級難度不同) 

d.課程輪替(全班一起同一份教材，但有設計輪流實施，今年上 A年級課程，明年上 B年級的課程) 

e.科目交錯(同一節課，A、B年級分別上不同科目) 

混齡教育請依照單元架構繪製課程架構表(詳見 p.16混齡課程範例 1-1) 



一、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一)課程規劃與實施內涵-國小(表八 A) 

每週學習節數（1）節，上學期( 3 )週共( 3 )節、下學期( 3 )週共( 3 )節，合計( 6 )節。 

課程名稱 法定課程-家庭暴力防治教育 實施年級 六年級 

課程目標 

1. 能透過小組討論的過程了解防治家庭暴力的觀念。 

2. 能瞭解家庭暴力的各種不同類型。 

3. 能欣賞與尊重自己與他人的身體自主權。 

4. 能從自己做起，覺察及防治家庭暴力。 

5. 能勇敢對家庭暴力行為做出因應。 

6. 能藉由討論過程，理解防治家庭暴力的內涵及實踐方式。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健體-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發展，並認識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能。 
社-E-A2   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文環境變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響，並思考解決方法。 
社-E-C2   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養成尊重差異、關懷他人及團隊合作的態度。 

議題融入 

【法治教育】 

法 E8 認識兒少保護。 

【人權教育】 

人 E1 認識人權是與生俱有的、普遍的、不容剝奪的。 

人 E2 關心周遭不公平的事件，並提出改善的想法。 

人 E7 認識生活中不公平、不合理、違反規則和健康受到傷害等經驗，並知道如何尋求救助的管道。 

【生命教育】 

生 E6 從日常生活中培養道德感以及美感，練習做出道德判斷以及審美判斷，分辨事實和價值的不同。 

生 E7 發展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及主動去愛的能力，察覺自己從他者接受的各種幫助，培養感恩之心。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7 發展詮釋、反思、評鑑文本的能力。 

閱 E9 高年級後可適當介紹數位文本及混合文本作為閱讀的媒材。 

學習重點 

學習 

表現 

【社會】 

3a-III-1 透過對時事的理解與省思，提出感興趣或令人困惑的現象及社會議題。 

3b-III-1 透過適當的管道蒐集社會議題的相關資料，並兼顧不同觀點或意見。 

【健體】 

1a-III-2 描述生活行為對個人與群體健康的影響。 

學習 

內容 

【社會】 

Ac-Ⅲ-1 憲法規範人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 

Ac-Ⅲ-2 法律是由立法機關所制定，其功能在保障人民權利、維護社會秩序和促進社會進步。 

【健體】 

Aa-III-2 人生各階段的成長、轉變與自我悅納。 

Db-III-3 性騷擾與性侵害的自我防護。 

表現任務 

1. 家庭暴力宣傳海報：要求學生設計一張宣傳海報，提倡家庭暴力防治和促進健康關係。學生可以使用圖片、文字和關鍵訊息來傳

達非暴力、尊重和支持的訊息。 

2. 家庭關係故事寫作：要求學生寫一篇故事，描述一個健康和平等的家庭關係範例。學生可以描述家庭成員之間的尊重、支持和溝

通，並強調解決衝突的非暴力方式。 

3. 家庭安全計劃演練：要求學生與家人一起制定一個家庭安全計劃，並進行演練。學生可以確定家庭中的安全區域、逃生路線和緊

急聯絡人，並模擬應對家庭危機的情景。 

4. 家庭暴力資源整理：要求學生收集和整理相關的家庭暴力防治資源，包括專線電話號碼、社區組織和網上資源等。學生可以製作

一份資源手冊或網頁，提供給同學和家庭使用。 

教學資源 

1. 電腦 

2. 投影機 

3. 喇叭 



第一學期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節數 
混齡模式與備註 

(無則免填) 

第 12-14 週 

單元主題：受虐兒去哪裡 

 

準備活動： 

家扶微電影《受虐兒去哪裡》 

影片《孩能怎樣（家庭暴力影片）》 

 

一、引起動機 

(一)欣賞家扶微電影《受虐兒去哪裡》及《孩能怎樣（家庭暴力

影片）》。 

(二)教師提問，並請小朋友自由發表： 

1.老師邀請小朋友上台，分享看完影片後的心得？ 

2.小朋友向全班說明自己看完影片的心得。 

 3.教師說明：家庭暴力的涵義 

  及種類，以及為何要防治家 

  庭暴力。 

二、發展活動 

(一)藉家扶微電影《受虐兒去哪裡》及《孩能怎樣（家庭暴力影

片）》引導討論家庭暴力防治觀念。 

 1.老師協助學生分組，分組進行家庭暴力議題討論。 

 2.教師先簡單說明家庭暴力防治的意義。提問及討論。 

 3.問題一：你覺得家庭暴力的 

  種類有哪些？ 

4. 問題二：家庭暴力與一般的暴力行為有何不同？ 

5. 5.問題三：哪些人有可能成為家庭暴力的施暴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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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問題四：當你或你的朋友遇到家庭暴力時，你該

怎麼做呢？  

 

三、綜合活動 

教師統整：透過小組的問題與討論，對於防治家庭

暴力有初步的概念，預告下一節課程內容，將以繪

本及影片說明遇到家庭暴力時還有哪些處置方式。 

第二學期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節數 
混齡模式與備註 

(無則免填) 

第 12-14 週 

單元主題：拒絕家庭暴力 

 

準備活動： 

歌曲《Let It Go (Stop the Violence 拒絕家庭暴力)》 

歌曲《爸 我回來了 Dad, I'm home》 

兩性教育學習單《防治家庭暴力》 

(附件 3-1) 

 

一、引起動機 

(一)由教師發問： 

 1.引發舊經驗，熱身討論。 

2.複習前兩節課關於防治家庭暴力的內容並提出相關問題。 

(二)教師說明：今天我們將藉由家庭暴力相關歌曲的教唱，統整

與反思防治家庭暴力的觀念。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教唱歌曲《Let It Go (Stop the Violence 拒絕家庭暴

力)》及《爸 我回來了 Dad, I'm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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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從歌詞中認識家庭暴力的 

  成因及因應方式。 

 2.舉出歌詞中的家庭暴力行 

  為類型。 

(二)小組問題討論 

1.在這兩首歌中，分別以誰為 

  主角出發，唱出歌詞中的心 

  聲？ 

2.當遇到歌詞中的情境時，你 

  會怎麼做呢？ 

(三) 教師發下學習單《防治家庭暴力》(附件 3-1)，請

小朋友寫完後進行檢討。檢視自己或身邊是否有人曾經

受到家庭暴力的威脅，並說明有哪些因應之道。 

 

三、綜合活動 

教師統整：本課程藉由教導正 

確的防治家庭暴力觀念，讓學 

生知道該如何保護自己及保護 

他人。 

備註： 

8. 混齡教育實施說明(未實施者毋須填列)： 

(22) 混齡教育實施年段以同一學習階段安排為優先，或依課程規劃經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實際實施混齡教學年級。 

(23) 學校務必實施一門混齡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另以每週固定排課或不得少於該門校訂課程全學年度節數之三分之二。 

(24) 混齡型態得參考以下型態，並納入該領域/科目學習與教學重點、教學進度及評量方式總表： 

a.全班教學(使用同一份教材) 

b.平行課程(各年級使用各自的教材) 

c.螺旋課程(學習共同主題，各年級難度不同) 

d.課程輪替(全班一起同一份教材，但有設計輪流實施，今年上 A年級課程，明年上 B年級的課程) 



 

  

e.科目交錯(同一節課，A、B年級分別上不同科目) 

混齡教育請依照單元架構繪製課程架構表(詳見 p.16混齡課程範例 1-1) 



一、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一)課程規劃與實施內涵-國小(表八 A) 

每週學習節數（1）節，上學期( 3 )週共( 3 )節、下學期( 0 )週共( 0 )節，合計( 3 )節 
*下學期全校性活動：母親節晚會 

課程名稱 法定課程-家庭教育 實施年級 六年級 

課程目標 

1. 能認識理財的相關知識。 

2. 能了解零用錢運用前要注意的事項。 

3. 能擬定零用錢運用的計畫。 

4. 能了解如何正確地使用零用錢。 

5. 能建立良好的理財觀念及能力。 

6. 能培養基本的理財技巧。 

7. 能與同儕合作共同完成理財規劃。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國-E-A1  認識國語文的重要性，培養國語文的興趣，能運用國語文認識自我、表現自我，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國-E-A3  運用國語文充實生活經驗，學習有步驟的規劃活動和解決問題，並探索多元知能，培養創新精神，以增進生活適應力。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 能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個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同意見， 樂於參與學校及社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的重

要性。 

社-E-B1  透過語言、文字及圖像等表徵符號，理解人類生活的豐富面貌，並能運用多樣的表徵符號解釋相關訊息，達成溝通的目的，

促進相互間的理解。 

社-E-A2  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文環境變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響，並思考解決方法。 

社-E-C2  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養成尊重差異、關懷他人及團隊合作的態度。 

議題融入 

【閱讀素養議題】 

閱 E5 發展檢索資訊、獲得資訊、整合資訊的數位閱讀能力。 

閱 E10 中、高年級：能從報章雜誌及其他閱讀媒材中汲取與學科相關的知識。 



閱 E14 喜歡與他人討論、分享自己閱讀的文本。 

【家庭教育議題】 

家 E9 參與家庭消費行動，澄清金錢與物品的價值。 

家 E10 了解影響家庭消費的傳播媒體等各種因素。 

學習重點 

學習 

表現 

【國語】 

1-II-1 聆聽時能讓對方充分表達意見。 

1-II-2 具備聆聽不同媒材的基本能力。 

1-II-4 根據話語情境，分辨內容是否切題，理解主要內容和情感，並與對方互動。 

2-II-1 用清晰語音、適當語速和音量說話。 

2-II-2 運用適當詞語、正確語法表達想法。 

2-II-3 把握說話的重點與順序，對談時能做適當的回應。2-II-4 樂於參加討論，提供個人的觀點和意見。 

2-II-5 與他人溝通時能注重禮貌，並養成說話負責的態度。 

6-II-2 培養感受力、想像力等寫作基本能力。 

6-II-4 書寫記敘、應用、說明事物的作品。 

【社會】 

1a-II-1 辨別社會生活中的事實與意見。 

2b-II-1 體認人們對生活事物與環境有不同的感受，並加以尊重。 

3c-II-2 透過同儕合作進行體驗、探究與實作。 

學習 

內容 

【國語】 

Ab-II-8 詞類的分辨。 

Ac-II-1 各種標點符號的用法。 

Ac-II-2 各種基本句型。 

Bb-II-1 自我情感的表達。 

Bb-II-2 人際交流的情感。 

【社會】 

Ba-Ⅱ-1 人們對社會事物的認識、感受與意見有相同之處，亦有差異性。 



表現任務 

1. 家庭價值觀分享：要求學生寫一篇關於自己家庭價值觀的文章或創作一個家庭價值觀的海報。他們可以描述家庭中重要的價值觀

和原則，並解釋為什麼這些價值對他們家庭是重要的。 

2. 家庭對話錄音：要求學生錄製一段他們與家人進行有意義對話的錄音。這段錄音可以是一個討論特定議題的對話，也可以是一個

共同解決家庭問題的對話。學生應該能夠展示有效的溝通和聆聽技巧。 

3. 家庭責任承擔：要求學生列出一份他們在家庭中承擔的責任清單，包括家庭事務、家務分工或照顧家人等。學生可以描述他們如

何履行這些責任，以及這些責任如何幫助他們的家庭運作順利。 

教學資源 
電腦、投影機、喇叭 

第一學期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節數 
混齡模式與備註 

(無則免填) 

第 15 週 單元主題：理財小高手(1) 

準備活動： 

影片《3-03 《心靈環保兒童生活教育動畫 3》03 理財小老師》 

影片《理財第 11 課：金錢規劃 - 記帳》 

 

一、引起動機 

(一)教師引導，生活中我們常常需要運用金錢，如何學習良好的金

錢使用觀念及理財非常重用。 

(二)教師帶領學生觀賞影片《3-03 《心靈環保兒童生活教育動畫

3》03 理財小老師》。 

(三)教師引導提問： 

1.看完影片後，你覺的我們能夠如何有效的運用零用錢呢？請說

明。 

2.說說看儲蓄有何重要性？儲蓄對我們的金錢運用有什麼幫助

呢？ 

3.教師說明：理財在我們每個人的人生中都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1 

 



學會如何理財，才能歸化我們更好的未來生活。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引導：從影片《理財第 11 課：金錢規劃 - 記帳》學習如

何當撰寫廣告文案。 

(二)教師協助小朋友進行分組討論教學活動。 

1.問題一：想想看，你平常的消費有哪些？  

2.問題二：我們如果要為自己的消費記帳，可以大致分為哪些類

別？ 

3.問題三：檢視自己記帳的內容，花費最多的是什麼？有沒有什麼

可以改進的地方。 

(三)教師說明：檢視記帳後，我們可以對於自己和同學的記帳內容

作反省，條列出哪些是需要哪些是想要。 

 

三、綜合活動 

(一)教師統整：本課從理財中的記帳出發，記帳雖然麻煩，但可以

讓我們瞭解有多少錢可使用、錢花在哪裡、每個月大致花費，除了

檢視自己有沒有不當消費之外，也可以作更好的資金規劃運用。 

(二)下節課程預告：以理財中的消費為主題，討論「需要」或「想

要」的內涵。 

第 16 週 

單元主題：理財小高手(2) 

 

準備活動： 

影片《不給零用錢也能存錢！教育孩子金錢觀從小紮根》 

影片《零用錢大調查 【下課花路米 990】》 

影片《理財第 1 課：「 想要 」還是「 必要 」？》 

 

一、引起動機 

(一)教師引導說明： 

1.欣賞影片《不給零用錢也能存錢！教育孩子金錢觀從小紮根》

1 

 



及《零用錢大調查 【下課花路米 990】》。 

2.教師引導說明本節課的目標，調查了解小朋友們零用錢的消費

習慣。 

(二)教師說明：小朋友可以先與同組成員討論零用錢的來源及消費

使用方式。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引導說明： 

1. 欣賞影片《理財第 1 課：「 想要 」還是「 必要 」？》。 

2. 討論與分享影片內容，我們平常的消費中，哪些是「需要」？

哪些是「想要」？ 

3.推選代表上台發表每一組的想法，分享購物消費的經驗，教師統

整歸納，鼓勵學生正確使用零用錢的觀念。 

(二)請分組討論生活中的消費經驗。 

1.你最近有沒有什麼很想要購買的通西？是什麼東西呢？你為什麼

很想得到它？ 

2.如果有機會得到一筆為數不小的金錢，你會如何規劃使用呢？ 

3.請以短期、中期、長期來做規劃，列出你分別希望達成的消費目

標，並說說看要如何從零用錢中存下一筆錢來完成。 

 

三、綜合活動 

(一)教師說明：透過本課程，我們學會與同組成員共同分享，了解各

自的消費習慣，並擬定更好的消費策略。 

(二)教師統整：討論與分享自己的消費經驗。 

第 17 週 
單元主題：理財小高手(3) 

 

準備活動： 

影片《1-2 小學堂-投資理財》 

影片《國小社會研究室：買股票是投資還是理財》 

家庭教育學習單(附件 3-1) 

1 

 



 

一、引起動機 

(一)教師引導說明： 

1.欣賞影片《1-2 小學堂-投資理財》及《國小社會研究室：買股

票是投資還是理財》。 

2.教師引導說明，理財是什麼？它包含了是分配收支、管理財

富，並進而作金錢規畫。 

(二)教師說明：小朋友可以先與同組成員討論理財的方法有哪

些，如何正確的選擇理財方法。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引導說明： 

1.各組討論以《理財》為主題，規劃最佳的理財方案。 

2.要理財之前，我們必須要先有收入來源，想想看，要如何確保

我們將來能有穩定的收入呢？ 

3.你知道你的錢都花到哪裡去嗎？平常會購買那些必需品及非必需

品呢？ 

(二)請分組討論並上台發表。 

 1.小朋友們以腦力激盪的方式，提出不同的理財方案，

透過文字、繪圖等，完成各組的作品。 

2.理財方案注意事項： 

 (1)內容須完整可行，切勿天馬行空，收入與支出需同

時考慮。 

 (2)可以從最基本的儲蓄出發，達成完善的財務規劃目

標。 

 3.完成作品後，上台分享。 

 

三、綜合活動 



 

  

(一)教師說明：透過本課程，我們學會與同組成員共同

合作完成理財計劃。 

(二)請小朋友完成家庭教育學習單《理財小高手》(附件

3-1)。 

(三)教師統整：討論與分享自己的作品。 

備註： 

9. 混齡教育實施說明(未實施者毋須填列)： 

(25) 混齡教育實施年段以同一學習階段安排為優先，或依課程規劃經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實際實施混齡教學年級。 

(26) 學校務必實施一門混齡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另以每週固定排課或不得少於該門校訂課程全學年度節數之三分之二。 

(27) 混齡型態得參考以下型態，並納入該領域/科目學習與教學重點、教學進度及評量方式總表： 

a.全班教學(使用同一份教材) 

b.平行課程(各年級使用各自的教材) 

c.螺旋課程(學習共同主題，各年級難度不同) 

d.課程輪替(全班一起同一份教材，但有設計輪流實施，今年上 A年級課程，明年上 B年級的課程) 

e.科目交錯(同一節課，A、B年級分別上不同科目) 

混齡教育請依照單元架構繪製課程架構表(詳見 p.16混齡課程範例 1-1) 



一、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一)課程規劃與實施內涵-國小(表八 A) 

每週學習節數（1）節，上學期( 3 )週共( 3 )節、下學期( 3 )週共( 3 )節，合計( 6 )節。 

課程名稱 法定課程-環境教育 實施年級 六年級 

課程目標 

1. 能瞭解環保教育的意義。 

2. 能對環境表現關懷，主動探索環保知識。 

3. 能瞭解氣候變遷的成因與影響。 

4. 能瞭解環保教育的理念與內涵。 

5. 能在生活中實踐環保教育，並以行動來保護環境。 

6. 能培養尊重環境、愛護環境的精神。 

7. 認識地球受到的汙染與傷害。 

8. 了解如何落實在生活中的低碳生活。 

9. 認識低碳社區規劃師的工作內容及功能。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社-E-C1  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理解並遵守社會規範，參與公共事務，養成社會責任感，尊重並維護自己和他人的人權，關懷自然
環境與活動，關懷自然生態與人類永續發展，而展現知善、樂善與行善的品德。 
社-E-B2  認識與運用科技、資訊及媒體，並探究其與人類社會價值、信仰及態度的關聯。 
自-E-C1  培養愛護自然、珍愛生命、惜取資源的關懷心與行動力。 

議題融入 

【環境教育】 

環 E4 覺知經濟發展與工業發展對環境的衝擊。 

環 E5 覺知人類的生活型態對其他生物與生態系的衝擊。 

環 E6 覺知人類過度的物質需求會對未來世代造成衝擊。 

環 E8 認識天氣的溫度、雨量要素與覺察氣候的趨勢及極端氣候的現象。 

環 E9 覺知氣候變遷會對生活、社會及環境造成衝擊。 

環 E10 覺知人類的行為是導致氣候變遷的原因。 



環 E15 覺知能資源過度利用會導致環境汙染與資源耗竭的問題。 

環 E16 了解物質循環與資源回收利用的原理。 

環 E17 養成日常生活節約用水、用電、物質的行為，減少資源的消耗。 

學習重點 

學習 

表現 

【社會】 

1c-III-1 評論社會議題處理方案的優缺點，並提出個人的看法。 

2a-III-1 關注社會、自然、人文環境與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2b-III-1 體認人們對社會事物與環境有不同的認知、感受、意見與表現方式，並加以尊重。 

【自然】 

ah-III-1 利用科學知識理解日常生活觀察到的現象。 

【國語】 

2-III-5 把握說話內容的主題、重要細節與結構邏輯。 

2-III-7 與他人溝通時能尊重不同意見。 

學習 

內容 

【國語】 

◎Cb-III-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及其他社群的關係。 

【社會】 

Af-III-1 為了確保基本人權、維護生態環境的永續發展，全球須共同關心許多議題。 

Bb-III-1 自然與人文環境的交互影響，造成生活空間型態的差異與多元。 

Ca-Ⅲ-1 都市化與工業化會改變環境，也會引發環境問題。 

【自然】 

Ng-III-4 人類的活動會造成氣候變遷，加劇對生態與環境的影響。 

INg-III-5 能源的使用與地球永續發展息息相關。 

表現任務 

1. 環境報告：要求學生進行一項環境調查或研究，並撰寫一份環境報告。學生可以選擇一個特定的環境問題，例如廢物管理、能源

使用或生態保護，並提出解決方案和倡議。 

2. 環保行動計劃：要求學生設計一個環保行動計劃，以減少學校或社區的環境影響。學生可以提出節水、節能、垃圾分類和回收等

具體措施，並與同學和老師合作實施計劃。 

3. 環境影片製作：要求學生製作一段短影片，呈現關於環境保護的訊息。學生可以使用攝影和錄影技巧來展示環境問題，並提出解

決方案和鼓勵觀眾參與保護環境的行動。 



教學資源 
環境教育教學影片 

環境教育學習單 

第一學期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節數 
混齡模式與備註 

(無則免填) 

第 18-19 週 

單元主題：一「碳」究竟 

 

準備活動： 

老師準備行政院環保署提供的「西遊記」影片 

 

一、 引起動機 

 讓學生觀看行政院環保署提供的「西遊記」影片 

 

二、 發展活動 

 先讓學生發表影片中的內容 

 影片中西遊記一行人有哪些人物？ 

 他們遇到了什麼事情？ 

 孫悟空教鐵扇公主和蜘蛛精該怎節能減碳？ 

 

 讓學生發表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到哪些低碳生活 

 平時隨手關燈關水 

 利用再生能源 

 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減塑活動 

 了解自己的用電量 

 自備環保餐具 

 多淋浴少泡澡 

 了解碳足跡 

  



三、綜合活動 

老師統整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隨手簡單的做到低碳生活。 

第 20 週 

單元主題：「碳」熄隨手做 

 

準備活動： 

老師準備大愛電視台提供的「我的低碳老師」影片 

 

一、引起動機 

讓學生觀看大愛電視台提供的「我的低碳老師」影片 

 

二、發展活動 

 在影片中介紹「我的低碳老師」就是一位低碳社區規劃師。 

 

 他做了哪些項目： 

 照明設備的更換。 

 冷氣的規劃與更換。 

 社區地下室電動車輛的充電處。 

 在社區可利用空間種植植物、綠能環保。 

三、綜合活動 

老師統整低碳社區規劃師的工作及功能。 

說明學習單如何填寫，讓學生試著設計規劃低碳社區。 

 

 填寫學習單 

 

 

第二學期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節數 
混齡模式與備註 

(無則免填) 

第 15-17 週 單元主題：氣候變遷 
準備活動： 

影片《適應氣候變遷》  

3 
 



影片《±2℃ 正負二度 C》 

 

一、引起動機 

(一)教師引導，說明環保教育的意義，以及氣候變遷的意義及對

環境所造成的影響。 

(二)教師帶領學生觀賞影片《適應氣候變遷》。 

(三)教師引導提問： 

1.看完影片後，對於氣候變遷有哪些基本的認識？造成氣候變遷

的原因有哪些？ 

2.在影片中，氣候變遷所造成各個層面的影響包括那些？ 

3.教師說明：在氣候變遷的影響下，我們生存的地球與環境這經

歷劇烈的變動，他不僅影響了天氣，連帶造成糧食作物的減產及人

們被迫離開家園，已經成為全球性的問題。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引導：氣候變遷帶來的影響很多，請仔細觀看影片，看

看有哪些影響。 

(二)欣賞影片《±2℃ 正負二度 C》 

(三)教師協助小朋友進行分組討論教學活動。 

1.問題一：剛剛影片中出現了哪些氣候的變化？ 

2.問題二：這些氣候變化對我們的生活環境帶來哪些影

響？ 

3.問題三：你認為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影響全都是負面的

嗎？是否有正面的影響？為什麼？ 

4.問題四：氣候變遷中，人類的角色是什麼？我們又應

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三、綜合活動 



(一)教師統整：在瞭解了氣候變遷的意義後，讓學生能

夠知道地球環境資源的珍貴，我們的地球只有一個，它

並非祖先留下來的資產，而是我們向下一代借來的珍

寶。 

<第一節結束> 

準備活動： 

影片《北極熊危機》 

影片《北極熊的請求》 

繪本《北極熊搶救家園》 

繪本《浮冰上的小熊》 

 

一、引起動機 

(一)教師引導： 

 1.引發舊經驗，熱身討論。 

2.複習上一節課氣候變遷的內容，以及環境保護的基本

理念。 

(二)教師說明：本節課將從北極熊的生存環境出發，藉

由影片與繪本讓學生瞭解氣候變遷正在此時此刻不斷發

生，且影響著地球上的各種生物。 

 

二、發展活動 

(一)欣賞影片《北極熊危機》及《北極熊的請求》。教師

引導提問。 

(二)影片欣賞後，分組進行問題討論。 

1.問題一：從影片中，我們可以發現北極熊的生存環境

慢慢地消失，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2.問題二：如何幫助北極熊，使他們能繼續生存？ 

3.問題三：我們為什麼要守護北極熊和他們的棲地？ 



(三)教師導讀繪本《北極熊搶救家園》及《浮冰上的小

熊》 

。教師引導討論。 

(四)繪本導讀後，分組進行討論，幫幫北極熊，各組想

出一個能幫助北極熊的方案計畫。 

 1.各組輪流發表幫助北極熊的計畫。 

 2.想想看，這些計畫要如何有效的執行，以幫助這些無

辜的動物。 

 3.地球上，若沒有了北極熊，對我們的生態環境會有影

響嗎？為什麼？ 

三、綜合活動 

(一)教師統整：讓學生從北極熊的生存世界出發，了解

人類破壞環境所造成的巨大影響，雖然遠在北極，看似

距離我們遙遠且沒有關聯，但就如同蝴蝶效應一般，氣

候變遷的影響無遠弗屆，因此，需要你我共同攜手，保

護我們的環境。 

(二)下節課程預告：下次上課將進行北極熊的繪本故事

情境劇演出，請小朋友分組安排角色及相關工作。 

<第二節結束> 

準備活動： 

影片《公共電視 我們的島─全球暖化 面對台灣》 

環保教育學習單《搶救北極熊》(附件 3-1) 

 

一、引起動機 

(一)教師引導： 

 1.引發舊經驗，熱身討論。 

2.台灣在氣候變遷下會帶來哪些影響？ 

(二)教師說明：地球只有一個，我們的台灣也一樣，台



灣四面環海，在氣候變遷及全球暖化的衝擊下，影響首

當其衝，近年來許多異常的天氣型態，都與氣候變遷息

息相關。 

 

二、發展活動 

(一)欣賞影片《公共電視 我們的島─全球暖化 面對台

灣》。教師引導提問。 

(二)影片欣賞後，分組進行問題討論。 

 1.問題一：看完影片後，請問台灣在全球暖化下的所面

對的影響有哪些？ 

 2.問題二：我們該如何預防全球暖化下所面臨的問題？ 

 3.問題三：對於全球暖化，是否有哪些更積極性的作

為？請各組各舉出三個例子。 

(三)分組進行搶救北極熊情境劇演出。 

 1.分配角色(包含旁白)、台詞及走位。 

 2.分別扮演北極熊、人類、地球及冰山等角色。 

 3.戲劇演出：藉由不同角色的演出及詮釋，讓同學們了

解北極熊在氣候變遷下所遭遇的困境，並藉此完成環保

教育學習單《搶救北極熊》(附件 3-1)。 

三、綜合活動 

(一)請小朋友完成環保教育學習單《搶救北極熊》(附件

3-1)。 

(二)教師統整：教師總結說明環境變遷及環境保護的理

念，並請同學們反思本堂課程的意涵，設法從自身做起

實踐環境保護的理念。 

 

 

<第三節結束> 



  

備註： 

10. 混齡教育實施說明(未實施者毋須填列)： 

(28) 混齡教育實施年段以同一學習階段安排為優先，或依課程規劃經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實際實施混齡教學年級。 

(29) 學校務必實施一門混齡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另以每週固定排課或不得少於該門校訂課程全學年度節數之三分之二。 

(30) 混齡型態得參考以下型態，並納入該領域/科目學習與教學重點、教學進度及評量方式總表： 

a.全班教學(使用同一份教材) 

b.平行課程(各年級使用各自的教材) 

c.螺旋課程(學習共同主題，各年級難度不同) 

d.課程輪替(全班一起同一份教材，但有設計輪流實施，今年上 A年級課程，明年上 B年級的課程) 

e.科目交錯(同一節課，A、B年級分別上不同科目) 

混齡教育請依照單元架構繪製課程架構表(詳見 p.16混齡課程範例 1-1) 



一、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一)課程規劃與實施內涵-國小(表八 A) 

每週學習節數（1）節，上學期( 1 )週共( 1 )節、下學期( 2 )週共( 2 )節，合計( 3 )節。 

課程名稱 戶外教育 實施年級 六年級 

課程目標 

1. 能說出動物園的環境特色。 

2. 能說出動物的習性與生活方式。 

3. 能分享參觀動物園的心得或收穫。 

4. 能搜尋動物資料並完成學習單內容。 

5. 能說出保護動物園環境的方式。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綜合-E-B1覺察自己的人際溝通方式，學習合宜的互動與溝通技巧，培養同理心，並應用於日常生活。 

綜合-E-C2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動，學習尊重他人，增進人際關係，與團隊成員合作達成團體目標。 

自然-E-A1能運用五官，敏銳的觀察周遭環境，保持好奇心、想像力持續探索自然。 

自然-E-B3透過五官知覺觀察周遭環境的動植物與自然現象，知道如何欣賞美的事物。 

議題融入 

戶 E1善用教室外、戶外及校外教學，認識生活環境（自然或人為）。 

戶 E2豐富自身與環境的互動經驗，培養對生活環境的覺知與敏感，體驗與珍惜環境的好。 

戶 E3善用五官的感知，培養眼、耳、鼻、舌、觸覺及心靈對環境感受的能力。 

戶 E4覺知自身的生活方式會對自然環境產生影響與衝擊。 

戶 E7參加學校校外教學活動，認識地方環境，如生態、環保、地質、文化等的戶外學習。 

學習重點 
學習 

表現 

綜合 1b-III-1規劃與執行學習計畫，培養自律與負責的態度。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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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 tr-Ⅲ-1能將自己及他人所觀察、記錄的自然現象與習得的知識互相連結，察覺彼此間的關係，並提出自己的想

法及知道與他人的差異。 



自然 pc-Ⅲ-2能利用簡單形式的口語、文字、影像（例如：攝影、錄影）、繪圖或實物、科學名詞、數學公式、模型

等，表達探究之過程、發現或成果。 

學習 

內容 

綜合 Ab-III-1學習計畫的規畫與執行。 

綜合 Bb-III-2團隊運作的問題與解決。 

綜合 Bb-III-3團隊合作的技巧。 

自然 INd-Ⅲ-11海水的流動會影響天氣與氣候的變化。氣溫下降時水氣凝結為雲和霧或昇華為霜、雪。 

表現任務 

1.進行參觀動物園活動（不占本學習節數時間），認識動物園的環境特色，增加與環境的互動經驗，創造更多元的學習機會。 

2.藉由參觀後的心得分享活動，除了了解每個人對環境有不同的感受，也能知道更多動物的習性及保護動物園環境的方式，進而養成

友善環境的態度。 

教學資源 
電腦、投影幕、平板、海報、便利貼、學習單 

第一學期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節數 
混齡模式與備註 

(無則免填) 

第 21 週 動物園你我他 

課前活動： 

1.配合學校校外教學參觀縣市附近的動物園。 

2.參觀動物園時，教師協助拍攝學童參觀動物園的照

片。 

一、引起動機 

教師展示學童參觀動物園的照片，喚起大家校外教學的

記憶，幫助回想參觀動物園的情景。 

二、發展活動 

1.教師引導學童分享參觀動物園的所見所聞，鼓勵學童

踴躍發表： 

⑴ 動物園的環境如何？ 

1  



 

⑵ 你看到哪些動物？那些動物有什麼習性？ 

 

⑶ 當天，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麼？ 

⑷ 參觀後，有什麼心得或收穫？ 

2.教師發下「動物園你我他」學習單，說明學習單完成

方式─請學童利用網路或圖書館資源搜尋參觀動物園

後，你最喜歡的動物相關資料，並列印下來貼於學習單

上，或做整理抄寫下來，此學習單將於下一節上課時使

用。 

三、總結 

教師歸納說明參觀動物園，可以讓我們認識許多動物，

了解牠們的習性與生活方式，拓展學習視野。為了能夠

深入了解動物，我們可以利用網路、圖書館主動搜尋牠

們的相關資料，獲得更多的學習。 

第二學期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節數 
混齡模式與備註 

(無則免填) 

第 18-19

週 

讓我們看雲去 

課前準備 

1.課前活動： 

⑴ 方式一：教師鼓勵學童常走到戶外踏青健行，

到戶外多觀察自然環境，並觀察天上的雲。 

⑵ 方式二：配合學校戶外健行活動，請學童觀察

四周環境及觀察天上的雲。 

2.教師利用網路搜尋自然界的「雲」的相關介紹影片、

雲的形成、種類的相關影片、圖片。 

2 

 



 

 

一、引起動機 

教師播放網路上有關自然界的「雲」的介紹影片，讓

學童認識多變化的雲，引發學童對雲的學習興趣。 

二、發展活動 

1.教師引導學童分享對「雲」的觀察結果，鼓勵學童踴

躍發表分享： 

 

⑴ 雲有哪些形狀？會變化嗎？ 

 

⑵ 雲有顏色變化嗎？ 

⑶ 你還發現哪些有關雲的特別發現嗎？  

2.教師利用網路的影片、圖片介紹「雲」的相關知識，

並依下面幾項加以說明，並請學童有疑問時踴躍發問： 

 

 

 

 

⑴ 雲的形成。 

⑵ 雲的種類。 

⑶ 雲與天氣的關係。 

 

3.教師引導學童完成「讓我們看雲去」學習單，鼓勵學

童用不同方式呈現自己對雲的感受。完成後，教師鼓勵

學童上臺分享自己的創意作品。 

 

 



 

 

三、總結 

教師歸納說明自然界的雲隨著風會改變形狀，因個人想

像力不同而有不同的聯想；天氣晴朗時可以看到白白的

雲，天氣不佳時，天空常烏雲密布。隨著每個人的感知

的不同，對雲也有不同的感受，自然界有許多現象，只

要你用心觀察，你會有很多發現。 

備註： 

11. 混齡教育實施說明(未實施者毋須填列)： 

(31) 混齡教育實施年段以同一學習階段安排為優先，或依課程規劃經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實際實施混齡教學年級。 

(32) 學校務必實施一門混齡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另以每週固定排課或不得少於該門校訂課程全學年度節數之三分之二。 

(33) 混齡型態得參考以下型態，並納入該領域/科目學習與教學重點、教學進度及評量方式總表： 

a.全班教學(使用同一份教材) 

b.平行課程(各年級使用各自的教材) 

c.螺旋課程(學習共同主題，各年級難度不同) 

d.課程輪替(全班一起同一份教材，但有設計輪流實施，今年上 A年級課程，明年上 B年級的課程) 

e.科目交錯(同一節課，A、B年級分別上不同科目) 

混齡教育請依照單元架構繪製課程架構表(詳見 p.16混齡課程範例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