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公立南區新興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第 1學期八年級彈性學習社會課程計畫(□普通班/■體育班) 

教材來源 康軒 教學節數 每週（1）節  本學期共（20）節 

課程目標 

1.配合二上社會領域學習內容，作為基本概念的補強。 

2.以地理、歷史、公民作為學習主題。 

3.藉以較活潑的單元內容，引起學習動機，加強課程學習。 

4.加深學生情意學習，使社會領域學習與生活緊密連結。 

相關領域 
語言、自然、綜合 

能力指標 

(總綱核心素養) 

1-4-1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7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邊環境的感受，並提出改善建言或方案。 

9-4-5探討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心的課題(如環境保護、生物保育、勞工保護、飢餓、犯罪、疫病、基本人權、媒體、

經貿與科技研究等)之間的關連性，以及問題可能的解決途徑。 

5-2-1舉例說明自己可以決定自轉並具有參與群體發展的權利。 

5-3-5舉例說明在民主社會中，與人相處所需的理性溝通、相尊重與適當妥協等基本民主素養之重要性。 

5-4-5在面對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之間產生合作或競爭的情境時，能進行負責任的評估與取捨。 

5-4-6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處可能產生的衝突及解決策略，並能運用理性溝工，相互尊重與適當妥協等基本原則。 

6-1-1舉例說明個人或群體為實現其目的而影響他人或其他群體的歷程。 

6-3-1認識我國政府的主要組織與功能。 

6-4-1以我國為例，分析權力和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型態等如何相互影響。 

6-4-2透過歷史或當代政府的例子，了解制衡對於約束權利的重要性。 

6-4-6探索民主政府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6-4-7分析國家的組成及目的。 

7-4-5舉出說明政府進行公共建設的目的。 

7-4-6舉例說明某些經濟行為的後果不僅及於行為人本身、還會影響大眾、生態及其他生物，政府因此必須扮演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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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2-4-2認識中國歷史(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5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與角色的不同，所做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2-4-6瞭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果關係。 

融入議題之能力指標(議

題實質內涵) 

【環境教育】 

2-3-2能比較國內不同區域性環境議題的特徵。 

2-3-3認識全球性的環境議題及其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並瞭解相關的解決對策。 

2-4-1瞭解環境與經濟發展間的關係。 

3-2-3尊重不同族群與文化背景對環境的態度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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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養成積極探究國內外環境議題的態度。 

【資訊教育】 

3-4-5 能針對問題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 

4-3-5 能利用搜尋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網路資源。 

【人權教育】 

1-1-2了解、遵守團體的規則，並實踐民主法治的精神。 

1-3-1表達個人的基本權利，並了解人權與社會責任的關係。 

1-3-2理解規則之制定並實踐民主法治的精神。 

1-3-4瞭解世界上不同的群體、文化和國家，能尊重欣賞其差異。 

1-4-4探索各種權力能發生的衝突，並瞭解如何運用民主方式及合法的程序，加以評估與取捨。 

2-4-1了解文化權並能欣賞文化差異。 

【海洋教育】 

2-4-6了解我國領海主權與經濟海域權力的內涵。 

2-4-7了解台灣海洋主權與經濟發展、國防、政治主權的關係。 

【生涯發展教育】 

2-3-2了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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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代號 

(學習內容、學習表現) 
單元名稱 節數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 

備註 

融入議題能力指

標 

第 1週 

8/30-8/31 
學期準備週  1 

  

第 2週 

9/2-9/6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

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邊環境

的感受，並提出改善建言或方案。 

【資訊教育】 

3-4-1 能利用軟體工具分析簡單的

數據資料。 

5-4-5 能應用資訊及網路科技，培

養合作與主動學習的能力。 

●中國居民生活的舞臺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資訊教育】 

3-4-5 

4-3-5 

【環境教育】 

2-3-2 

2-3-3 

3-2-3 

3-3-1 

第 3週 

9/9-9/12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與角

色的不同，所做的歷史解釋的多元

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

因果關係。 

3-4-4 說明多元社會與單一社會，

在應付不同的外在與內在環境變遷

時的優勢與劣勢。 

●古代的封建社會(一)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人權教育】 

1-3-4 

2-4-1 

【環境教育】 

2-4-1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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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探索促進社會永續發展的倫

理，及其變遷的原因。 

5-4-4 分析個體所扮演的角色，會

受到人格特質、社會制度、風俗習

慣與價值觀等影響。 

6-4-1 以我國為例，了解權力與政

治、經濟、文化、社會型態等如何

相互影響。 

7-4-1 分析個人如何透過參與各行

各業與他人分工、合作，進而產生

整體的經濟功能。 

8-4-2 舉例說明環境問題或社會問

題的解決，為何須靠跨領域的專業

人才彼此交流、合作與整合。 

【環境教育】 

1-4-1 覺知人類生活品質乃繫於資

源的永續利用與維持生態平衡。 

【人權教育】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賞文化、

包容文化差異。 

第 4週 

9/16-9/20 

3-4-3 舉例指出人類之異質性組

合，可產生同質性組合所不具備的

功能及衍生的問題。 

3-4-4 說明多元社會與單一社會，

在應付不同的外在與內在環境變遷

時的優勢與劣勢。 

●中國傳統的社會生活

(一)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人權教育】 

1-3-2 

1-4-4 

【海洋教育】 

2-4-6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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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想像自己的價值觀與生活方

式在不同的時間、空間下會有什麼

變化。 

4-4-3 了解文化(包含道德、藝術與

宗教等)如何影響人類的價值與行

為。 

4-4-4 探索促進社會永續發展的倫

理，及其變遷的原因。 

5-4-4 分析個體所扮演的角色，會

受到人格特質、社會制度、風俗習

慣與價值觀等影響。 

【家政教育】 

3-4-6 欣賞多元的生活文化，激發

創意、美化生活。 

 

第 5週 

9/23-9/27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

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環境教育】 

2-4-1 了解環境與經濟發展間的關

係。 

【資訊教育】 

3-4-1 能利用軟體工具分析簡單的

數據資料。 

3-4-2 能利用軟體工具製作圖與

表。 

●鄉村居民的生活(一)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資訊教育】 

3-4-5 

4-3-5 

【環境教育】 

2-3-2 

2-3-3 

3-2-3 

3-3-1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九貫版) 

第 6週 

9/30-10/5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

因果關係。 

3-4-4 說明多元社會與單一社會，

在應付不同的外在與內在環境變遷

時的優勢與劣勢。 

4-4-4 探索促進社會永續發展的倫

理，及其變遷的原因。 

5-4-4 分析個體所扮演的角色，會

受到人格特質、社會制度、風俗習

慣與價值觀等影響。 

6-4-1 以我國為例，了解權力與政

治、經濟、文化、社會型態等如何

相互影響。 

7-4-1 分析個人如何透過參與各行

各業與他人分工、合作，進而產生

整體的經濟功能。 

8-4-2 舉例說明環境問題或社會問

題的解決，為何須靠跨領域的專業

人才彼此交流、合作與整合。 

【性別平等教育】 

3-4-6 反思社會環境中，性別關係

的權力結構。 

3-4-7 探究多元文化社會中的性別

歧視，並尋求改善策略。 

●古代的封建社會(二)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人權教育】 

1-3-4 

2-4-1 

【環境教育】 

2-4-1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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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 

1-4-1 覺知人類生活品質乃繫於資

源的永續利用與維持生態平衡。 

【人權教育】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賞文化、

包容文化差異。 

2-4-2 認識各種人權與日常生活的

關係。 

第 7週 

10/7-10/9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

因果關係。 

3-4-4 說明多元社會與單一社會，

在應付不同的外在與內在環境變遷

時的優勢與劣勢。 

4-4-4 探索促進社會永續發展的倫

理，及其變遷的原因。 

5-4-4 分析個體所扮演的角色，會

受到人格特質、社會制度、風俗習

慣與價值觀等影響。 

6-4-1 以我國為例，了解權力與政

治、經濟、文化、社會型態等如何

相互影響。 

7-4-1 分析個人如何透過參與各行

各業與他人分工、合作，進而產生

整體的經濟功能。 

●古代的封建社會(二)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人權教育】 

1-3-4 

2-4-1 

【環境教育】 

2-4-1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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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舉例說明環境問題或社會問

題的解決，為何須靠跨領域的專業

人才彼此交流、合作與整合。 

【性別平等教育】 

3-4-6 反思社會環境中，性別關係

的權力結構。 

3-4-7 探究多元文化社會中的性別

歧視，並尋求改善策略。 

【環境教育】 

1-4-1 覺知人類生活品質乃繫於資

源的永續利用與維持生態平衡。 

【人權教育】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賞文化、

包容文化差異。 

2-4-2 認識各種人權與日常生活的

關係。 

第 8週 

10/14-10/18 

第一次評量週  
1 

  

第 9週 

10/21-10/25 

3-4-3 舉例指出人類之異質性組

合，可產生同質性組合所不具備的

功能及衍生的問題。 

3-4-4 說明多元社會與單一社會，

在應付不同的外在與內在環境變遷

時的優勢與劣勢。 

4-4-1 想像自己的價值觀與生活方

式在不同的時間、空間下會有什麼

●中國傳統的社會生活

(二)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人權教育】 

1-3-2 

1-4-4 

【海洋教育】 

2-4-6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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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 

4-4-3 了解文化(包含道德、藝術與

宗教等)如何影響人類的價值與行

為。 

4-4-4 探索促進社會永續發展的倫

理，及其變遷的原因。 

5-4-4 分析個體所扮演的角色，會

受到人格特質、社會制度、風俗習

慣與價值觀等影響。 

【性別平等教育】 

3-4-6 反思社會環境中，性別關係

的權力結構。 

3-4-7 探究多元文化社會中的性別

歧視，並尋求改善策略。 

【環境教育】 

1-4-1 覺知人類生活品質乃繫於資

源的永續利用和維持生態平衡。 

第 10週 

10/28-11/1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

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環境教育】 

2-4-1 了解環境與經濟發展間的關

係。 

【資訊教育】 

3-4-1 能利用軟體工具分析簡單的

●鄉村居民的生活(二)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資訊教育】 

3-4-5 

4-3-5 

【環境教育】 

2-3-2 

2-3-3 

3-2-3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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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資料。 

3-4-2 能利用軟體工具製作圖與

表。 

第 11週 

11/4-11/8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與角

色的不同，所做的歷史解釋的多元

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

因果關係。 

3-4-4 說明多元社會與單一社會，

在應付不同的外在與內在環境變遷

時的優勢與劣勢。 

4-4-4 探索促進社會永續發展的倫

理，及其變遷的原因。 

5-4-4 分析個體所扮演的角色，會

受到人格特質、社會制度、風俗習

慣與價值觀等影響。 

6-4-1 以我國為例，了解權力與政

治、經濟、文化、社會型態等如何

相互影響。 

9-4-1 探討個種關係網路(如交通

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的

發展如何讓全球各地的人類、生物

與環境產生更緊密的關係，對於人

類社會又造成什麼影響。 

【環境教育】 

3-4-1 關懷弱勢團體及其生活環

●帝制時代的傳統社會

(一)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人權教育】 

1-3-4 

2-4-1 

【環境教育】 

2-4-1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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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人權教育】 

1-4-1 探討違反人權的事件對個

人、社區(部落)、社會的影響，並

提出策略、行動方案。 

第 12週 

11/11-11/15 

4-4-1 想像自己的價值觀與生活方

式在不同的時間、空間下會有什麼

變化。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題時，能從

多元的觀點與他人進行理性辯證，

並為自己的選擇與判斷提出理由。 

4-4-4 探索促進社會永續發展的倫

理，及其變遷的原因。 

5-4-4 分析個體所扮演的角色，會

受到人格特質、社會制度、風俗習

慣與價值觀等影響。 

5-4-5 在面對個體與個體、個體與

群體之間產生合作或競爭的情境

時，能進行負責任的評估與取捨。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處

可能產生的衝突及解決策略，並能

運用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

協等基本原則。 

【人權教育】 

1-3-2 了解規則之制定並實踐民主

法治的精神。 

●社會互動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人權教育】 

1-3-2 

1-4-4 

【海洋教育】 

2-4-6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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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了解世界上不同的群體、文

化和國家，能尊重欣賞其差異。 

第 13週 

11/18-11/22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

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6 分析交通網與水陸運輸系統

的建立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人口分

布、資源交流與當地居民的生活品

質。 

【資訊教育】 

3-4-1 能利用軟體工具分析簡單的

數據資料。 

3-4-2 能利用軟體工具製作圖與

表。 

【海洋教育】 

2-4-2 了解航運與經濟發展的關

係。 

●都市居民的生活(一)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資訊教育】 

3-4-5 

4-3-5 

【環境教育】 

2-3-2 

2-3-3 

3-2-3 

3-3-1 

第 14週 

11/25-11/29 

第二次評量週  
1 

  

第 15週 

12/2-12/6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與角

色的不同，所做的歷史解釋的多元

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

因果關係。 

3-4-4 說明多元社會與單一社會，

●帝制時代的傳統社會

(二)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人權教育】 

1-3-4 

2-4-1 

【環境教育】 

2-4-1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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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應付不同的外在與內在環境變遷

時的優勢與劣勢。 

4-4-4 探索促進社會永續發展的倫

理，及其變遷的原因。 

5-4-4 分析個體所扮演的角色，會

受到人格特質、社會制度、風俗習

慣與價值觀等影響。 

6-4-1 以我國為例，了解權力與政

治、經濟、文化、社會型態等如何

相互影響。 

【性別平等教育】 

3-4-6 反思社會環境中，性別關係

的權力結構。 

【人權教育】 

1-4-1 探討違反人權的事件對個

人、社區(部落)、社會的影響，並

提出策略、行動方案。 

 

第 16週 

12/9-12/13 

3-4-4 說明多元社會與單一社會，

在應付不同的外在與內在環境變遷

時的優勢與劣勢。 

4-4-4 探索促進社會永續發展的倫

理，及其變遷的原因。 

5-4-5 在面對個體與個體、個體與

群體之間產生合作或競爭的情境

時，能進行負責任的評估與取捨。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處

●社會組織與運作(一)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人權教育】 

1-3-2 

1-4-4 

【海洋教育】 

2-4-6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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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產生的衝突及解決策略，並能

運用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

協等基本原則。 

【人權教育】 

1-3-2 理解規則之制定並實踐民主

法治的精神。 

1-4-3 了解法律、制度對人權保障

的意義。 

第 17週 

12/16-12/20 

1-4-1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

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

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6 分析交通網與水陸運輸系統

的建立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人口分

布、資源交流與當地居民的生活品

質。 

【資訊教育】 

3-4-1 能利用軟體工具分析簡單的

數據資料。 

3-4-2 能利用軟體工具製作圖與

表。 

【海洋教育】 

2-4-2 了解航運與經濟發展的關

係。 

●都市居民的生活(二)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資訊教育】 

3-4-5 

4-3-5 

【環境教育】 

2-3-2 

2-3-3 

3-2-3 

3-3-1 

第 18週 

12/23-12/27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與角

色的不同，所做的歷史解釋的多元

●帝制時代的傳統社會

(三)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人權教育】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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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

因果關係。 

3-4-4 說明多元社會與單一社會，

在應付不同的外在與內在環境變遷

時的優勢與劣勢。 

4-4-4 探索促進社會永續發展的倫

理，及其變遷的原因。 

5-4-4 分析個體所扮演的角色，會

受到人格特質、社會制度、風俗習

慣與價值觀等影響。 

6-4-1 以我國為例，了解權力與政

治、經濟、文化、社會型態等如何

相互影響。 

【環境教育】 

3-4-1 關懷弱勢團體及其生活環

境。 

3-4-3 關懷未來世代的生存與永續

發展。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2-4-1 

【環境教育】 

2-4-1 

3-4-2 

第 19週 

12/30-1/3 

3-4-4 說明多元社會與單一社會，

在應付不同的外在與內在環境變遷

時的優勢與劣勢。 

4-4-4 探索促進社會永續發展的倫

理，及其變遷的原因。 

5-4-5 在面對個體與個體、個體與

群體之間產生合作或競爭的情境

●社會組織與運作(二)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人權教育】 

1-3-2 

1-4-4 

【海洋教育】 

2-4-6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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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能進行負責任的評估與取捨。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處

可能產生的衝突及解決策略，並能

運用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

協等基本原則。 

【人權教育】 

1-3-2 理解規則之制定並實踐民主

法治的精神。 

1-3-4 了解世界上不同的群體、文

化和國家，能尊重欣賞其差異。 

1-4-1 探討違反人權的事件對個

人、社區(部落)、社會的影響，並

提出改善策略、行動方案。 

1-4-3 了解法律、制度對人權保障

的意義。 

第 20週 

1/6-1/10 

複習週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人權教育】 

1-3-4 

2-4-1 

【環境教育】 

2-4-1 

3-4-2 

第 21週 

1/13-1/17 
第三次評量週  1 

  

第 22週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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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欄請填入可融入教學之重大議題的「能力指標（學習重點）序號」，及是否為「自編」單元，或主題課程。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敘寫。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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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立南區新興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第 2學期八年級彈性學習社會課程計畫(□普通班/■體育班) 

教材來源 康軒 教學節數 每週（1）節  本學期共（20）節 

課程目標 

(一)能了解中國各區域的地形特色。 

(二)能了解中國各區域居民的生活方式與主要的經濟活動。 

(三)能認識明清盛世的成就及君主專制的局限所帶來的危機。 

(四)能了解清末以來各種內憂外患及體會前賢努力開創新局的精神。 

(五)能認識法律和日常生活的關係。 

(六)能了解法律並進而樂意遵守法律。 

相關領域 
語文、自然、綜合、藝文 

能力指標 

(總綱核心素養) 

1-4-1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相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覺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4-6分析交通網與運輸系統的建立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人口分布、資源交流與當地居們的生活品質 

1-4-7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圍環境的感受，願意提出改善建言或方案 

2-4-1認識臺灣歷史 (如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等層 面)的發展過程。 

2-4-4了解今昔台灣、中國、亞洲、世界的互動關係。 

2-4-5比較因人們因時代、處境、角色的不同，所做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9-4-2說明不同文化之接觸與交流，如何造成衝突、合作與文化創新。 

4-4-4探索促進社會永續發展的倫理。 

8-4-1舉例說明人類為何需要透過立法管理科學和技術的應用,以及在立法和執法過程可能遭遇的問題。 

8-4-2舉例說明環境問題或社會問題的解決,為何 靠跨領域的專業人才彼此交流合作與整合。 

9-4-1探討各種關係網路的發展如何讓全球各地的人類生物與環境產 更緊密的關係,對於人類社會又造成什麼影響。 

9-4-2探討強勢文化的支配性,商業產品的標準化與大眾傳播的影響力如何促使全球趨於醫治,並影響文化的多樣性和引

發人類的適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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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探討不同文化背景者在闡釋經驗,對待事務和表達方式等方面的差異,並能欣賞文化的多樣性。 

9-4-4探討國際間產生烏塗和合作的原因,並提出增進合作和化解衝突的可能方法。 

9-4-5探討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心的課題之可能的關聯性，以及問題可能的解決途徑。 

9-4-6探討國際組織在解決全球性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 

9-4-7關懷全球環境和人類共同福祉，並身體力行。 

融入議題之能力指標(議

題實質內涵) 

【環境教育】 

2-3-3認識全球環境議題及其背後的文化差異 

3-2-3瞭解並尊重不同族群文化對環境的態度及行為 

3-3-1了解人與環境互動互依的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與環境倫理 

3-3-2學習關懷弱勢團體及其生活環境 

4-4-7尊重並接納多元的家庭生活方式與文化。 

【人權教育】 

1-3-4瞭解世界上不同的群體、文化和國家，能尊重欣賞其差異。 

1-4-5討論世界公民的責任，並提出一個富有公平正義永續發展的社會藍圖。 

2-4-1了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2-4-5認識聯合國及其他人權相關組織對人權保障的功能。 

2-4-7探討人權議題對個人社會及全球的影響。 

【家政教育】 

1-4-4了解並接納異國的飲食文化。 

3-4-6欣賞多元的生活文化，激發創意，美化生活。 

3-4-7瞭解並尊重不同國家及族群的生活禮儀。 

4-4-7尊重並接納多元的家庭生活方式與文化。 

重大議題指標 

【性別平等教育】 

3-4-7探究多元文社會中的性別歧視，並群求改善策略。 

3-4-10解析社會和歷史演變過程中的兩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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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 

【環境教育】 

2-3-3認識全球環境議題及其背後的文化差異。 

2-4-2認識國內的環境法規與政策，國際環境公約，環保組織以及公民的環境行動。 

3-2-3瞭解並尊重不同族群文化對環境的態度與行為。 

3-4-1關懷弱勢團體及其生活環境。 

3-4-3關懷未來世代的生活與永續發展。 

4-4-5能抵制違反環境保護相關法規之產品。 

5-4-4具有提出改善方案採取行動進而解決環境問題的經驗。 

【資訊教育】 

1-4-1覺知人類生活品質乃係於資源的永續利用和維持生態平衡。 

3-4-4願意依循環保簡樸與健康的理念於日常生活與消費行為。 

4-4-1能運用科學方法鑑別，分析，了解周遭的環境狀況與變遷。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名稱 節數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 

備註 

融入議題能力指

標 

第 1週 

2/11-2/15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

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環境教育】 

3-1-2 能具有好奇心，體認人類在

生態中的角色，以及自然環境與人

的相互關係。 

【人權教育】 

1-3-4 了解世界上不同的群體、文

華南地區的丘陵地形 

1.嶺南丘陵地表久經侵

蝕，山丘縱橫、地形破碎。 

2.廣西壯族自治區石灰岩

廣布，居民生活受環境影

響，但風俗習慣與漢人差異

不大。 

3.東南丘陵多山地丘陵，河

川獨流入海，陸上交通不

便。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人權教育】 

1-3-4 

【環境教育】 

2-3-3 

3-2-3 

3-3-1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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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國家，能尊重欣賞其差異。 4.東南海岸為谷灣式海

岸，港灣、島嶼眾多，捕魚、

晒鹽、貿易等海上活動興

盛。 

5.耕地有限，糧食不足，為

重要的僑鄉。 

第 2週 

2/17-2/21 

2-4-2 認識中國歷史(如政治、經

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

程。 

2-4-4 了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

世界的互動關係。 

4-4-1 想像自己的價值觀與生活方

式在不同的時間、空間下會有什麼

變化。 

6-4-1 以我國為例，了解權力和政

治、經濟、文化、社會型態等如何

相互影響。 

【人權教育】 

1-3-4 了解世界上不同的群體、文

化和國家，能尊重欣賞其差異。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

文化差異。 

中國的專制王權 

1.明太祖的獨裁措施、明惠

帝削藩政策、靖難之變、明

成祖的統治。 

2.清初的統治措施：恩威並

施、開疆拓土、由盛而衰。 

3.中西文化的交流：耶穌會

教士東來、傳教方式、雍正

的禁教措施。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人權教育】 

1-3-4 

2-4-1 

【性別平等教育】 

3-4-10 

【家政教育】 

4-4-7 

【環境教育】 

3-2-3 

第 3週 

2/24-2/27 

6-3-3 了解並遵守生活中的基本規

範。 

6-4-3 舉例說明各種權利(如學習

權、隱私權、財產權、生存權、自

法律概述 

1.社會團體以社會規範來

約束團體成員的行為。 

2.社會規範包括道德倫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人權教育】 

1-3-4 

2-4-1 

【性別平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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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權、機會均等權及環境權等)之間

可能發生的衝突。 

【人權教育】 

1-3-2 理解規則之制定並實踐民主

法治的精神。 

1-3-3 了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

能在生活中實踐。 

1-4-3 了解法律、制度對人權保障

的意義。 

常、風俗習慣、宗教信仰，

以及法律等。 

3.法律與道德、習俗與宗教

等社會規範的不同，在於法

律具有強制力。 

4.法律的強制規定是為了

保障人民的權利。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3-4-7 

【家政教育】 

1-4-4 

3-4-6 

3-4-7 

4-4-7 

第 4週 

3/2-3/6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

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6 分析交通網與水陸運輸系統

的建立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人口分

布、資源交流與當地居民的生活品

質。 

【資訊教育】 

3-4-1 能利用軟體工具分析簡單的

數據資料。 

3-4-2 能利用軟體工具製作圖與

表。 

【環境教育】 

3-1-2 能具有好奇心，體認人類在

生態中的角色，以及自然環境與人

的相互關係。 

華中地區的盆地地形 

1.四川盆地四面環山，盆底

大部分為起伏不平的丘陵。 

2.四川盆地氣候四季溫

暖，終年多雲霧，秋季夜雨

尤多，溼氣重，發展出善用

麻辣、菜色豐富的飲食文

化。 

3.長江中游盆地包括兩湖

盆地、鄱陽盆地和巢湖盆

地。 

4.盆地內的河川從四周低

山向中心匯流，形成向心狀

水系，構成發達的水運網。 

5.長江中游氣候暖溼，適宜

農業發展，明清時有「湖廣

熟，天下足」的說法。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人權教育】 

1-3-4 

【環境教育】 

2-3-3 

3-2-3 

3-3-1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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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週 

3/9-3/13 

2-4-2 認識中國歷史(如政治、經

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

程。 

2-4-4 了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

世界的互動關係。2-4-5 比較人們

因時代、處境與角色的不同，所做

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4-4-1 想像自己的價值觀與生活方

式在不同的時間、空間下會有什麼

變化。 

6-4-1 以我國為例，了解權力和政

治、經濟、文化、社會型態等如何

相互影響。 

3-4-6 舉例指出在歷史上或生活

中，因缺乏內、外在的挑戰，而影

響社會或個人發展。 

9-3-2 探討不同文化的接觸和交流

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化創新。 

【人權教育】 

1-3-4 了解世界上不同的群體、文

化和國家，能尊重欣賞其差異。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

文化差異。 

專制王權下的思想箝制 

1.科舉取士更加完備。 

2.八股取士。 

3.學術思想的受限：高壓統

治、考據學發達、整理古

籍。 

4.平民文化的蓬勃發展：小

說的發達，通俗文學更加普

及。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人權教育】 

1-3-4 

2-4-1 

【性別平等教育】 

3-4-10 

【家政教育】 

4-4-7 

【環境教育】 

3-2-3 

第 6週 

3/16-3/20 

6-3-4 列舉我國人民受到憲法所規

範的權利與義務。 

人民的權利 

1.人人皆能擁有自由、平等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人權教育】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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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舉例說明法律與其他社會規

範的差異及相互關係，以及違反義

務或發生衝突時所須面對的法律責

任。 

【人權教育】 

1-1-3 討論、分享生活中不公平、

不合理、違反規則、健康受到傷害

等經驗，並知道如何尋求救助的管

道。 

1-3-3 了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

能在生活中實踐。 

1-4-3 了解法律、制度對人權保障

的意義。 

與尊嚴的權利，稱為人民的

權利。 

2. 要使人民的權利能確實

獲得保障，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明文規定於法律最高

位階的憲法中。 

3.權利的種類：平等權、自

由權、受益權、參政權。 

4.權利的限制：防止妨礙他

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

持社會秩序、增進公共利

益。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2-4-1 

【性別平等教育】 

3-4-7 

【家政教育】 

1-4-4 

3-4-6 

3-4-7 

4-4-7 

第 7週 

3/23-3/27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

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

覺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環境教育】 

2-1-1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環境與

人造環境，以及常見的動物、植物、

微生物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4-2-2 能具體提出改善周遭環境問

題的措施。【第一次評量週】 

華北地區的黃土高原 

1.太行山西側的山西、陝西

兩省為黃土高原區，受流水

侵蝕影響，水土流失嚴重，

形成溝谷散在崎嶇景觀。 

2.陝西北部因木材缺乏，居

民利用黃土的垂直壁立

性，挖掘窰洞居住。 

3.渭河盆地為精華區，盆地

中的西安為著名古都。 

4.山西省富藏煤礦，為國家

能源基地之一，但經濟過度

依賴煤，且環境汙染、缺水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人權教育】 

1-3-4 

【環境教育】 

2-3-3 

3-2-3 

3-3-1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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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問題嚴重。 

第 8週 

3/30-4/1 

2-4-2 認識中國歷史(如政治、經

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

程。 

2-4-4 了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

世界的互動關係。2-4-5 比較人們

因時代、處境與角色的不同，所做

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4-4-1 想像自己的價值觀與生活方

式在不同的時間、空間下會有什麼

變化。 

6-4-1 以我國為例，了解權力和政

治、經濟、文化、社會型態等如何

相互影響。 

3-4-6 舉例指出在歷史上或生活

中，因缺乏內、外在的挑戰，而影

響社會或個人發展。 

9-3-2 探討不同文化的接觸和交流

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化創新。 

【人權教育】 

1-3-4 了解世界上不同的群體、文

化和國家，能尊重欣賞其差異。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

文化差異。 

外患頻仍的時代 

1 林則徐禁煙與與.鴉片戰

爭的始末：戰爭原因與經

過、南京條約的簽訂與內

容、戰爭的影響與意義。 

2.英法對中國的侵略：英法

聯軍的起因、導火線、條約

的簽訂與內容、戰爭的影響

與意義。 

3.俄國對中國的侵略：中俄

簽訂條約的原因、經過、影

響與意義。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人權教育】 

1-3-4 

2-4-1 

【性別平等教育】 

3-4-10 

【家政教育】 

4-4-7 

【環境教育】 

3-2-3 

第 9週 

4/6-4/10 

6-3-3 了解並遵守生活中的基本規

範。 

人民的義務 

1.憲法規定的基本義務：納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人權教育】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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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列舉我國人民受到憲法所規

範的權利與義務。 

【人權教育】 

1-2-3 說出權利與個人責任的關

係，並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1-4-3 了解法律、制度對人權保障

的意義。 

2-3-2 了解兒童權利宣言的內涵及

兒童權利公約對兒童基本需求的維

護與支持。 

稅、.服兵役、受國民教育。 

2其他法律規定的義務：法

律具有約束全體人民的效

力、3.人民不履行義務的法

律效果：負擔民事責任、刑

事責任、行政責任。 

4.未履行憲法的責任 

(1)未履行納稅：強制徵收

稅款、科處罰鍰。 

(2)未履行服兵役：接受法

律制裁 

(3)未履行國民教育：強迫

就學、科處罰鍰。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2-4-1 

【性別平等教育】 

3-4-7 

【家政教育】 

1-4-4 

3-4-6 

3-4-7 

4-4-7 

第 10週 

4/13-4/17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

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8 探討地方或區域所實施的

環境保育政策與執行成果。 

【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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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教育】 

1-3-4 了解世界上不同的群體、文

化和國家，能尊重欣賞其差異。 

東北地區的平原地形 

1.三江平原位在黑龍江省

東部，地勢低窪，排水不

良，赫哲族居住在此，過漁

獵生活。 

2.一九六○年代以後，中國

在三江平原建設排水工

程，利用夏季高溫和長日照

來種植作物，機械化程度

高，且有餘糧外銷。 

3.松嫩平原為東北平原的

核心，因氣候適宜且有肥沃

的黑鈣土，有游牧、漁獵和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人權教育】 

1-3-4 

【環境教育】 

2-3-3 

3-2-3 

3-3-1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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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耕民族在此聚集，具多元

的文化色彩。 

4.哈爾濱位在松花江畔，有

「冰城」之稱，水陸交通便

利，工業發達，且為與俄

國、東歐國家貿易的重要口

岸，多俄式建築。 

5.遼河平原位在遼寧省中

西部，位置較南，氣候較暖

溼，華北漢人移入較早。 

6.瀋陽位在遼河平原中

央，以皇宮建築群聞名，是

東北最大都市，也是聯繫東

北和華北的交通樞紐；大連

位在遼東半島南端，港闊水

深，為東北最重要的海港。 

第 11週 

4/20-4/24 

2-4-2 認識中國歷史(如政治、經

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

程。 

2-4-4 了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

世界的互動關係。2-4-5 比較人們

因時代、處境與角色的不同，所做

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4-4-1 想像自己的價值觀與生活方

式在不同的時間、空間下會有什麼

變化。 

清末的人民起事 

1.太平天國的興起：嘉慶、

道光年間清政府面臨內憂

外患、基督教傳入、洪秀全

的崛起。 

2.太平天國的起事：興兵經

過、立國的理想及其實際措

施的落差。 

3.太平天國的興亡敗亡：外

人態度轉變原因與結果、湘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人權教育】 

1-3-4 

2-4-1 

【性別平等教育】 

3-4-10 

【家政教育】 

4-4-7 

【環境教育】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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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以我國為例，了解權力和政

治、經濟、文化、社會型態等如何

相互影響。 

3-4-6 舉例指出在歷史上或生活

中，因缺乏內、外在的挑戰，而影

響社會或個人發展。 

9-3-2 探討不同文化的接觸和交流

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化創新。 

【人權教育】 

1-3-4 了解世界上不同的群體、文

化和國家，能尊重欣賞其差異。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

文化差異。 

軍的組成及理想、太平天國

的滅亡。 

4.捻亂：起於豫、皖之交，

分為東西捻，被李鴻章、左

宗棠平定。 

5.回變：起於雲南，同治十

二年完全平定。 

第 12週 

4/27-5/1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

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8 探討地方或區域所實施的

環境保育政策與執行成果。 

【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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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教育】 

1-3-4 了解世界上不同的群體、文

化和國家，能尊重欣賞其差異。 

衝突的處理與調解 

1.由於每個人的想法、做法

和生活方式並不相同，因此

人與人之間難免會產生衝

突。 

2.發生權利衝突時，最好的

處理方式是衡量雙方利害

得失，作出對雙方損失最

小，得益最大的妥協。 

3.發生人際衝突時，最好先

穩定情緒，保持理性態度溝

通，以尋求解決方法。 

4.透過法律解決衝突，常見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人權教育】 

1-3-4 

2-4-1 

【性別平等教育】 

3-4-7 

【家政教育】 

1-4-4 

3-4-6 

3-4-7 

4-4-7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九貫版) 

的方式是由當事人聲請調

解，人民可聲請調解的事項

包括：民事事件及告訴乃論

的刑事案件兩類。 

5.調解的機關是指各鄉鎮

市區公所的調解委員會，其

委員通常由地方上素有名

望、具有法律知識的公正人

士擔任。 

6.調解除了可以滿足當事

人的意願，公平合理的解決

紛爭之外，也較為省時省

力。 

第 13週 

5/4-5/8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

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8 探討地方或區域所實施的

環境保育政策與執行成果。 

【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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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教育】 

1-3-4 了解世界上不同的群體、文

化和國家，能尊重欣賞其差異。 

訴訟程序 

1.訴訟是請求法院針對糾

紛作出判決的程序。 

2.憲法中規定人民有訴訟

權。 

3.訴訟的案件是由法官根

據事實依法獨立審判。 

4.訴訟的種類：刑事訴訟、

民事訴訟、訴願及行政訴

訟。 

5.建立訴訟制度是為了保

障人民的權利與維持社會

秩序。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人權教育】 

1-3-4 

【環境教育】 

2-3-3 

3-2-3 

3-3-1 

3-3-2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九貫版) 

6.法律對於訴訟的各項程

序均有明確規定，不可延誤

時效，且須提出確切證據，

才能維護個人權利，並追求

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第 14週 

5/11-5/15 

2-4-2 認識中國歷史(如政治、經

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

程。 

2-4-4 了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

世界的互動關係。2-4-5 比較人們

因時代、處境與角色的不同，所做

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4-4-1 想像自己的價值觀與生活方

式在不同的時間、空間下會有什麼

變化。 

6-4-1 以我國為例，了解權力和政

治、經濟、文化、社會型態等如何

相互影響。 

3-4-6 舉例指出在歷史上或生活

中，因缺乏內、外在的挑戰，而影

響社會或個人發展。 

9-3-2 探討不同文化的接觸和交流

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化創新。 

【人權教育】 

2-3-4 理解貧窮、階級剝削的相互

關係。 

清末的改革 

1.自強運動的推展原因、重

心及代表人物。 

2.自強運動時成立的機構

與推行概況、改革擴大。 

3.自強運動失敗原因及其

影響義。 

4.百日維新的起因：康有為

等上書鼓吹變法，光緒頒行

新政。 

5.戊戌政變：守舊派發動政

變，新政僅施行百日。 

6.立憲運動：君主立憲、清

廷籌備立憲、責任內閣。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人權教育】 

1-3-4 

2-4-1 

【性別平等教育】 

3-4-10 

【家政教育】 

4-4-7 

【環境教育】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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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理解戰爭、和平對人類生活

的影響。 

 

第 15週 

5/18-5/22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題時，能從

多元的觀點與他人進行理性辯論，

並為自己的選擇與判斷提出理由。 

5-3-5 舉例說明在民主社會中，與

人相處所需的理性溝通、相互尊重

與適當妥協等基本民主素養之重要

性。 

5-4-5 在面對個體與個體、個體與

群體之間產生合作或競爭的情境

時，能進行負責任的評估與取捨。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處

可能產生的衝突及解決策略，並能

運用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

協等基本原則。 

【家政教育】 

4-3-2 運用溝通技巧與家人分享彼

此的想法與感受。 

4-4-2 運用溝通技巧，促進家庭和

諧。 

少年和法律的關係 

1.《民法》對於不同年齡者

其法律行為的效力，有不同

的規定。 

2.《刑法》對於不同年齡者

犯罪時應負的法律責任，有

不同的規定。 

3.法律為保護誤入歧途的

青少年，特別制定《少年事

件處理法》，分為「少年刑

事案件」與「少年保護事件」

兩種程序處理。 

4.保護少年的相關法律：《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勞動基準法》。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人權教育】 

1-3-4 

2-4-1 

【性別平等教育】 

3-4-7 

【家政教育】 

1-4-4 

3-4-6 

3-4-7 

4-4-7 

第 16週 

5/25-5/29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

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西南地區的青藏高原 

1.高原以岡底斯山為界，北

為藏北高原，南為藏南縱

谷。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人權教育】 

1-3-4 

【環境教育】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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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探討地方或區域所實施的

環境保育政策與執行成果。 

【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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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教育】 

1-3-4 了解世界上不同的群體、文

化和國家，能尊重欣賞其差異。 

 

2.藏北高原氣候乾燥寒

冷，植被以荒漠草原為主。 

3.藏北高原的居民以山牧

季移維生，住處以黑色方帳

為主。 

4.藏南縱谷介於岡底斯山

和喜馬拉雅山之間，喜馬拉

雅山的主峰珠穆朗瑪峰為

世界最高峰。 

5.藏南縱谷氣候暖溼，作物

以青稞為主。居民以碉樓為

住所。 

6.拉薩是西藏的政治、經

濟、文化和交通中心。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3-2-3 

3-3-1 

3-3-2 

第 17週 

6/1-6/5 

2-3-3 了解今昔中國、亞洲和世界

的主要文化特色。 

2-4-2 認識中國歷史(如政治、經

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

程。 

2-4-4 了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

世界的互動關係。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與角

色的不同，所做的歷史解釋的多元

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

因果關係。 

孫中山的革命運動 

1.革命組織：興中會、同盟

會。 

2革命運動：多達十一次，

較著名者有宣統三年的廣

州之役、黃花岡七十二烈

士。 

3.武昌起義：保路運動、各

省市陸續響應。 

4.中華民國政府的建立：孫

中山為臨時大總統。 

5.清帝退位：袁世凱逼迫溥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人權教育】 

1-3-4 

2-4-1 

【性別平等教育】 

3-4-10 

【家政教育】 

4-4-7 

【環境教育】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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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透過歷史或當代政府的例

子，了解制衡對於約束權力的重要

性。 

7-4-3 探討國際貿易與國家經濟發

展之關係。 

9-1-2 覺察並尊重不同文化間的歧

異性。 

9-3-2 探討不同文化的接觸和交流

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化創新。 

【人權教育】 

2-3-5 理解戰爭、和平對人類生活

的影響。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

文化差異。 

 

儀於民國元年二月退位。 

6.二次革命：袁氏刺殺宋教

仁案、善後大借款、解除國

民黨籍三都督職務。 

第 18週 

6/8-6/12 

6-4-5 說明個人如何爭取保障及權

利、紛爭解決的機制及司法系統的

基本運作程序與原則。 

【人權教育】 

1-3-5 搜尋保障權利及救援系統之

資訊，維護並爭取基本人權。 

1-4-3 了解法律、制度對人權保障

的意義。 

2-4-7 探討人權議題對個人、社會

及全球的影響。 

 

訴訟程序 

1.訴訟是請求法院針對糾

紛作出判決的程序。 

2.憲法中規定人民有訴訟

權。 

3.訴訟的案件是由法官根

據事實依法獨立審判。 

4.訴訟的種類：刑事訴訟、

民事訴訟、訴願及行政訴

訟。 

5.建立訴訟制度是為了保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人權教育】 

1-3-4 

2-4-1 

【性別平等教育】 

3-4-7 

【家政教育】 

1-4-4 

3-4-6 

3-4-7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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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人民的權利與維持社會

秩序。 

6.法律對於訴訟的各項程序

均有明確規定，不可延誤時

效，且須提出確切證據，才

能維護個人權利，並追求社

會的公平與正義。 

第 19週 

6/15-6/20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

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8 探討地方或區域所實施的

環境保育政策與執行成果。 

【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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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教育】 

1-3-4 了解世界上不同的群體、文

化和國家，能尊重欣賞其差異。 

 

東南亞與南亞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人權教育】 

1-3-4 

【環境教育】 

2-3-3 

3-2-3 

3-3-1 

3-3-2 

第 20週 

6/22-6/24 

2-3-3 了解今昔中國、亞洲和世界

的主要文化特色。 

2-4-2 認識中國歷史(如政治、經

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

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與

發展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人權教育】 

1-3-4 

2-4-1 

【性別平等教育】 

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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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了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

世界的互動關係。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與角

色的不同，所做的歷史解釋的多元

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

因果關係。 

6-4-2 透過歷史或當代政府的例

子，了解制衡對於約束權力的重要

性。 

7-4-3 探討國際貿易與國家經濟發

展之關係。 

9-1-2 覺察並尊重不同文化間的歧

異性。 

9-3-2 探討不同文化的接觸和交流

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化創新。 

【人權教育】 

2-3-5 理解戰爭、和平對人類生活

的影響。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

文化差異。 

複習週【第三次評量週】 

6.情境測驗 

 

【家政教育】 

4-4-7 

【環境教育】 

3-2-3 

第 21週 

6/29-6/30 
複習週．休業式 

 
 

 

 

 

◎「備註」欄請填入可融入教學之重大議題的「能力指標（學習重點）序號」，及是否為「自編」單元，或主題課程。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敘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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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