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公立下營區賀建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四年級社會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南一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四 教學節數 每週（3）節，本學期共（59）節 

課程目標 

1. 認識家鄉的意義。 

2. 認識地圖的要素。 

3. 了解地圖的功用。 

4. 學習繪製地圖的流程。 

5. 認識家鄉的位置。 

6. 認識家鄉的範圍。 

7. 認識家鄉地名的由來。 

8. 了解家鄉地名的演變。 

9. 培養關懷家鄉的態度。 

10. 認識不同地形的環境特徵。 

11. 說出地形對居民生活的影響。 

12. 觀察不同的地形環境下的生活型態。 

13. 調查家鄉不同地區所發展的獨特生活方式。 

14. 善用家鄉的自然環境資源。 

15. 順應家鄉自然環境，建立有特色的生活方式。 

16. 認識家鄉的氣候特徵。 

17. 了解氣候與家鄉生活的關係。 

18. 認識家鄉環境特色。 

19. 了解家鄉先民的遷移。 

20. 了解家鄉先民的開發需求與方式。 

21. 了解家鄉環境特色與聚居的形成。 

22. 了解聚居的成因是為了滿足居民生活需求。 

23. 分析聚落發展的差異。 

24. 探究聚落的變遷與居民生活、家鄉環境的關係。 

25. 探究聚落的發展與家鄉居民使用家鄉環境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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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認識居民參與家鄉農漁牧業的狀況。 

27. 認識居民參與家鄉製造業的狀況。 

28. 認識居民參與家鄉商業與服務業的狀況。 

29. 認識家鄉產業面臨的挑戰。 

30. 認識家鄉發展創新的做法。 

31. 舉出家鄉產業轉型的例子。 

32. 舉例家鄉產業的新興職業。 

33. 思考家鄉產業未來的發展。 

34. 認識早期居民的取水方式。 

35. 認識早期居民的作息。 

36. 認識早期居民治療疾病的方法。 

37. 認識早期資訊傳播的方式。 

38. 了解早期生活的不方便。 

39. 了解居民克服環境限制，發展新科技。 

40. 認識水、電、醫療及通訊科技從早期到現代的變化。 

41. 認識新科技在生活中的應用。 

42. 認識科技發展對居民食衣住行各方面生活的影響。 

43. 了解網路應用帶給生活的便利。 

44. 了解使用網路時的適當做法。 

45. 培養使用網路的正確態度以保護自身安全。 

46. 知道家鄉的自然資源。 

47. 了解家鄉自然資源面臨的危機。 

48. 了解家鄉自然資源復育的情形。 

49. 了解科學技術協助資源復育的方式。 

50. 認識家鄉維護自然環境的團體。 

51. 了解維護自然環境的措施。 

52. 培養愛護自然資源的觀念。 

53. 培養關懷家鄉生活環境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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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能力指標 

1-2-1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1-2-2描述不同地方居民的生活方式。 

1-2-3覺察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識與感受具有差異性，並能表達對家鄉的關懷。 

1-2-4測量距離、閱讀地圖、使用符號繪製簡略平面地圖。 

1-2-6覺察聚落的形成在於符合人類聚居生活的需求。 

1-2-8覺察生活空間的型態具有地區性差異。 

2-2-1瞭解居住地方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遷。 

5-2-1舉例說明自己可以決定自我的發展並具有參與群體發展的權利。 

7-2-2認識各種資源，並說明其受損、消失、再生或創造的情形，並能愛護資源。 

8-2-1舉例說明為了生活需要和解決問題，人類才從事科學和技術的發展。 

8-2-2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生活和自然環境。 

融入之重大議題 

【環境教育】 

1-2-3察覺生活周遭人文歷史與生態環境的變遷。 

1-2-4覺知自己的生活方式對環境的影響。 

2-2-1瞭解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及其對個人、學校與社區的影響。 

2-2-2認識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形成的原因，並探究可能的改善方法。 

3-2-3尊重不同族群與文化背景對環境的態度及行為。 

4-2-3能表達自己對生活環境的意見，並傾聽他人對環境的想法。 

4-2-1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海洋教育】 

3-2-2說明家鄉或鄰近的水域環境變遷對生活的影響。 

4-2-3認識臺灣不同季節的天氣變化。 

5-2-7關懷河流或海洋生物與環境，養成愛護生物、尊重生命、珍惜自然的態度。 

5-2-8參與河流或海洋環境的維護，如淨灘、淨溪等。 

【生涯發展教育】 

2-2-3認識不同類型工作內容。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資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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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能瞭解資訊科技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4-2-1能操作常用瀏覽器的基本功能。 

5-2-1能遵守網路使用規範。 

【家政教育】 

3-2-2察覺自己家庭的生活習慣。 

3-2-6認識個人生活中可回收的資源。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領域能力指標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能力指標 

一 

8/31 

| 

9/5 

一、我們的家鄉 

第 1課、發現家鄉 
3 

1-2-1 

1-2-4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4-2-1 

二 

9/6 

| 

9/12 

一、我們的家鄉 

第 1課、發現家鄉 
3 

1-2-1 

1-2-4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4-2-1 

三 

9/13 

| 

9/19 

一、我們的家鄉 

第 2課、家鄉的地名 
3 

1-2-1 

2-2-1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1-2-3 

四 

9/20 

| 

9/26 

一、我們的家鄉 

社會放大鏡、從「蛤仔難」到

宜蘭 

3 
1-2-1 

2-2-1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1-2-3 

五 

9/27 

| 

二、家鄉的自然環境 

第 1課、家鄉的地形與生活 
1 

1-2-1 

1-2-2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環境教育】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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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1-2-3 

1-2-8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2-2-1 

3-2-3 

【海洋教育】 

3-2-2 

六 

10/4 

| 

10/10 

二、家鄉的自然環境 

第 2課、家鄉的氣候與生活 
3 

1-2-1 

1-2-2 

1-2-3 

1-2-8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2-2-1 

【海洋教育】 

4-2-3 

七 

10/11 

| 

10/17 

二、家鄉的自然環境 

社會放大鏡、澎湖的特色風情 
3 

1-2-1 

1-2-2 

1-2-3 

1-2-8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2-2-1 

【生涯發展教

育】 

3-2-2 

八 

10/18 

| 

10/24 

三、家鄉的開發 

第 1課、家鄉的先民 
3 

1-2-1 

1-2-6 

2-2-1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1-2-3 

九 

10/25 

| 

10/31 

三、家鄉的開發 

第 2課、開發城與鄉 
3 

1-2-6 

1-2-8 

2-2-1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1-2-3 

【海洋教育】 

3-2-2 

十 

11/1 

| 

11/7 

三、家鄉的開發 

社會放大鏡、淡水的今與昔 
3 

1-2-6 

1-2-8 

2-2-1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1-2-3 

十一 

11/8 

| 

四、家鄉的產業 

第 1課、居民與產業活動 
3 

2-2-1 

8-2-2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環境教育】 

1-2-3 

【生涯發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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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實作評量 育】 

2-2-3 

十二 

11/15 

| 

11/21 

四、家鄉的產業 

第 1課、居民與產業活動 
3 

2-2-1 

8-2-2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1-2-3 

【生涯發展教

育】 

2-2-3 

十三 

11/22 

| 

11/28 

四、家鄉的產業 

第 2課、家鄉產業的變遷 
3 

2-2-1 

7-2-2 

8-2-2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1-2-3 

1-2-4 

十四 

11/29 

| 

12/5 

四、家鄉的產業 

社會放大鏡、重視食安，桃園

的有機蔬菜 

3 

2-2-1 

7-2-2 

8-2-2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1-2-3 

十五 

12/6 

| 

12/12 

五、家鄉的科技 

第 1課、科技的進步與家鄉生

活 

3 
2-2-1 

8-2-1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1-2-3 

1-2-4 

十六 

12/13 

| 

12/19 

五、家鄉的科技 

第 2課、現代生活新樣貌 
3 8-2-2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資訊教育】 

1-2-1 

4-2-1 

5-2-1 

【環境教育】 

1-2-4 

【家政教育】 

3-2-2 

十七 五、家鄉的科技 3 8-2-2 口語評量 【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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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 

| 

12/26 

社會放大鏡、多功能的日月潭

水庫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1-2-3 

十八 

12/27 

| 

1/2 

六、愛護家鄉 

第 1課、家鄉的自然資源與危

機 

3 7-2-2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2-2-1 

2-2-2 

4-2-3 

【海洋教育】 

3-2-2 

十九 

1/3 

| 

1/9 

六、愛護家鄉 

第 2課、保護家鄉齊心努力 
3 

5-2-1 

7-2-2 

8-2-1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資訊教育】 

4-2-1 

【環境教育】 

1-2-4 

2-2-2 

4-2-3 

【家政教育】 

3-2-2 

3-2-6 

【海洋教育】 

5-2-7 

5-2-8 

二十 

1/10 

| 

1/16 

六、愛護家鄉 

社會放大鏡、蛻變新生的雲林

縣成龍溼地 

3 
5-2-1 

7-2-2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2-2-2 

【海洋教育】 

5-2-7 

二十一 

1/17 

| 

總複習 1 總複習 總複習 總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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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說明。 

◎敘寫融入議題能力指標，填入代號即可。 

◎集中式特教班採全班以同一課綱實施敘寫。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公立下營區賀建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四年級社會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南一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四 教學節數 每週（3）節，本學期共（54）節 

課程目標 

1. 認識家鄉的政府機構及其服務事項。 

2. 認識家鄉的民意機構及其服務事項。 

3. 認識家鄉的民間組織及其服務事項。 

4. 了解家鄉的設施及其對居民生活的影響。 

5. 了解政府機構和民間組織合作的重要性。 

6. 了解運用及監督家鄉機構與組織的方法。 

7. 培養珍惜家鄉機構與組織資源的態度。 

8. 了解應對家鄉裡為我們服務的人表達感謝。 

9. 認識家鄉早期的陸路運輸工具。 

10. 認識家鄉早期的水路運輸工具。 

11. 了解早期交通對居民生活往來、貨物運輸的影響。 

12. 認識現代都市的交通型態。 

13. 認識現代鄉村的交通型態。 

14. 認識現代海邊與離島的交通型態。 

15. 了解現代交通改善居民的對外聯絡方式。 

16. 了解現代交通加速各地貨物流通。 

17. 規畫家鄉旅遊交通路線與選擇交通工具。 

18. 認識人口組成的情形。 

19. 說出家鄉人口的組成情形。 

20. 說出人口組成對家鄉生活的影響。 

21. 學習閱讀各種人口統計圖表。 

22. 認識人口分布的現象。 

23. 說出家鄉人口的分布情形。 

24. 說出影響家鄉人口分布的可能因素。 

25. 認識人口變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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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說出家鄉人口的變化情形。 

27. 了解影響家鄉人口變化的原因。 

28. 學習查詢家鄉人口資料的方法。 

29. 了解古蹟名勝產生的背景。 

30. 了解古蹟名勝對家鄉文化發展及人民生活的影響。 

31. 了解古蹟名勝的保存、功能的轉化與人民生活的關係。 

32. 了解古蹟名勝被破壞的原因。 

33. 了解古蹟名勝該如何維護。 

34. 了解古蹟名勝的改變與保存。 

35. 古蹟名勝的改變與保存。 

36. 古蹟名勝的保存、功能的轉化與人民生活的關係。 

37. 了解家鄉的傳統飲食、文物及早期建築的樣態。 

38. 了解不同區域環境下的居民，如何發展出不同型態的傳統文化。 

39. 了解外來的生活方式、商品及文化。 

40. 了解外來的文化對居民產生的可能影響。 

41. 釐清傳統與外來文化的差異。 

42. 理解並能欣賞差異文化的不同處。 

43. 了解家鄉問題形成的原因。 

44. 發現家鄉的問題。 

45. 認識家鄉發展的各種可能面向。 

46. 尋找適合家鄉發展的潛力。 

47. 認識關懷家鄉的民間與政府組織。 

48. 認識關懷家鄉的實際做法。 

49. 主動關心家鄉面臨的問題。 

50. 主動參與關懷家鄉的行動。 

領域能力指標 

1-2-1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1-2-2描述不同地區居民的生活方式。 

1-2-3覺察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識與感受具有差異性，並能表達對家鄉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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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調查居住地方人口的分布、組成和變遷狀況。 

1-2-6覺察聚落的形成在於符合人類聚居生活的需求。 

1-2-7說出居住地方的交通狀況，並說明這些交通狀況與生活的關係。 

2-2-1了解居住地方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遷。 

2-2-2認識居住地方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欣賞地方民俗之美。 

5-2-1舉例說明自己可以決定自我的發展並具有參與群體發展的權利。 

6-2-1從周遭生活中舉例指出權力如何影響個體或群體權益（如形成秩序、促進效益或傷害權益等）。 

6-2-3實踐個人對其所屬之群體（如家庭和學校班級）所擁有之權利和所負之義務。 

8-2-1舉例說明為了生活需要和解決問題，人類才從事科學和技術的發展。 

8-2-2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生活和自然環境。 

9-2-1舉例說明外來的文化、商品和資訊如何影響本地的文化和生活。 

融入之重大議題 

【環境教育】 

1-2-3察覺生活周遭人文歷史與生態環境的變遷。 

2-2-2認識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形成的原因，並探究可能的改善方法。 

3-2-3尊重不同族群與文化背景對環境的態度及行為。 

4-2-1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4-2-2能具體提出改善周遭環境問題的措施。 

4-2-3能表達自己對生活環境的意見，並傾聽他人對環境的想法。 

5-2-2具有參與調查生活周遭環境問題的經驗。 

【生涯發展教育】 

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2-2-3認識不同類型工作內容。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海洋教育】 

3-2-1認識家鄉或鄰近的水域環境變遷。 

3-2-2說明家鄉或鄰近的水域環境變遷對生活的影響。 

【資訊教育】 

4-2-1能操作常用瀏覽器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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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教育】 

1-2-1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1-2-2知道人權是普遍的、不容剝奪的，並能關心弱勢。 

1-2-5察覺並避免個人偏見與歧視態度或行為的產生。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領域能力指標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能力指標 

一 
2/17 
| 

2/20 

一、家鄉的機構與組織 

第 1課、認識家鄉的機構與組

織 

2 6-2-1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5-2-2 

【生涯發展教

育】 

2-2-3 

二 
2/21 
| 

2/27 

一、家鄉的機構與組織 

第 2課、善用家鄉的機構與組

織 

3 
6-2-1 

6-2-3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5-2-2 

【生涯發展教

育】 

2-2-3 

三 
2/28 
| 

3/6 

一、家鄉的機構與組織 

社會放大鏡、撒播希望種子的

花蓮縣青少年公益組織 

2 6-2-3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生涯發展教

育】 

2-2-3 

四 
3/7 
| 

3/13 

二、家鄉的交通 

第 1課、早期的交通型態與影

響 

3 

1-2-7 

2-2-1 

8-2-2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1-2-3 

【生涯發展教

育】 

2-2-2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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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 

3-2-1 

3-2-2 

五 
3/14 
| 

3/20 

二、家鄉的交通 

第 1課、早期的交通型態與影

響 

3 

1-2-7 

2-2-1 

8-2-2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1-2-3 

【生涯發展教

育】 

2-2-2 

2-2-3 

【海洋教育】 

3-2-1 

3-2-2 

六 
3/21 
| 

3/27 

二、家鄉的交通 

第 2課、現代的交通型態與影

響 

3 

1-2-7 

2-2-1 

8-2-1 

8-2-2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1-2-3 

【生涯發展教

育】 

2-2-2 

2-2-3 

【海洋教育】 

3-2-1 

3-2-2 

七 
3/28 
| 

4/3 

二、家鄉的交通 

社會放大鏡、戀戀舊山線 
3 

1-2-7 

8-2-2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1-2-3 

八 
4/4 
| 

4/10 

三、家鄉的人口 

第 1課、家鄉人口的組成 
2 

1-2-1 

1-2-5 

1-2-6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資訊教育】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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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評量 

九 
4/11 
| 

4/17 

三、家鄉的人口 

第 2課、家鄉人口的分布與變

化 

3 

1-2-1 

1-2-5 

1-2-6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資訊教育】 

4-2-1 

十 
4/18 
| 

4/24 

三、家鄉的人口 

社會放大鏡、寧靜山城北埔記

事 

3 

1-2-1 

1-2-5 

1-2-6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4-2-1 

十一 
4/25 
| 

5/1 

四、家鄉的古蹟與名勝 

第 1課、家鄉的古蹟與名勝 
3 

1-2-1 

2-2-1 

2-2-2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1-2-3 

十二 
5/2 
| 

5/8 

四、家鄉的古蹟與名勝 

第 1課、家鄉的古蹟與名勝 
3 

1-2-1 

2-2-1 

2-2-2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1-2-3 

十三 
5/9 
| 

5/15 

四、家鄉的古蹟與名勝 

第 2課、愛護古蹟與名勝 
3 

1-2-1 

2-2-1 

2-2-2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1-2-3 

【資訊教育】 

4-2-1 

十四 
5/16 
| 

5/22 

四、家鄉的古蹟與名勝 

社會放大鏡、紅樓夢與西門情 
3 

1-2-1 

2-2-1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1-2-3 

【資訊教育】 

4-2-1 

十五 
5/23 
| 

5/29 

五、家鄉的生活 

第 1課、家鄉古早味 
3 

1-2-1 

1-2-2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環境教育】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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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評量 

十六 
5/30 
| 

6/5 

五、家鄉的生活 

第 2課、家鄉的多元文化 
3 9-2-1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3-2-3 

【人權教育】 

1-2-2 

1-2-5 

十七 
6/6 
| 

6/12 

五、家鄉的生活 

社會放大鏡、跟世界做朋友！

臺灣 

3 9-2-1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3-2-3 

【人權教育】 

1-2-5 

十八 
6/13 
| 

6/19 

六、家鄉新願景 

第 1課、家鄉的挑戰 
2 

1-2-1 

1-2-3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1-2-3 

2-2-2 

十九 
6/20 
| 

6/26 

六、家鄉新願景 

第 2課、家鄉新風貌 
3 

1-2-3 

5-2-1 

6-2-3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4-2-2 

4-2-3 

【人權教育】 

1-2-1 

【生涯發展教

育】 

3-2-2 

二十 
6/27 
| 

6/30 

六、家鄉新願景 

社會放大鏡、田滿小組：宜蘭

農田種房屋 

1 

1-2-1 

1-2-3 

5-2-1 

6-2-3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環境教育】 

1-2-3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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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寫融入議題能力指標，填入代號即可。 

◎集中式特教班採全班以同一課綱實施敘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