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PBL) 

臺南市公(私)立安南區安佃國民中(小)學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五年級【PBL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專題名稱 塑行不良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42)節 

學習情境 

環境保護已是現今社會每個人都要關注的議題，近年來塑膠的便利性，使塑膠生產及使用大量增加，塑膠垃圾的處理遠不及製造的速

度，造成地球很大的負擔，甚至有大量的塑膠垃圾流入海洋，使海洋生物因誤食或纏繞塑膠垃圾而喪命。海洋累積越來越多塑膠垃圾，

漂浮在海洋、聚在海流緩慢的區域，生成「塑膠濃湯」。塑膠垃圾在海中浸泡、碎化成小碎片，海洋生物吃進肚裡後，在體內不斷累

積，最終被人們吃進肚裡。這些塑膠微粒透過食物鏈，回到人體，危害健康。因此，減塑的推廣顯得相當重要。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使學生了解塑膠造成的危害，改變生活習慣減少使用一次性塑膠。進而影響家中成員，一起過上減塑生活。 

跨領域之 

大概念 
選擇與責任：改變生活習，減少使用一次性塑膠製品。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E-A1 具備良好的生活習慣，促進身心健全發展，並認識個人特質，發展生命潛能。 

E-A2 具備探索問題的思考能力，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E-B2 具備科技與資訊應用的基本素養，並理解各類媒體內容的意義與影響。 

課程目標 
學生能列舉生活中一次性塑膠垃圾，推斷可能是哪些生活習慣產生的。區分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可避免的，使用替代方案落實減塑
生活。 

表現任務 

(總結性) 

任務類型：■資訊類簡報  □書面類簡報   □展演類  □作品類  □服務類  □其他                 

服務/分享對象：■校內學生  □校內師長  □家長    □社區    □其他                

任務一：減塑宣導海報製作 

任務內容：學生以小組形式製作減塑宣導海報。海報中應包含有關塑膠垃圾對地球和海洋造成的影響，以及減塑的重要性和可行方

法。學生可以使用插圖、文字和簡單的統計數據來強調訊息的效果。 

 

任務二：減塑生活實踐 

任務內容：學生個別執行減塑生活實踐任務，例如自備環保購物袋、使用可重複使用的水杯、拒絕一次性塑膠餐具等。學生在完成實

踐任務後，可撰寫經驗心得報告，分享過程中的挑戰與收穫。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問題 學習內容(校訂)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單元任務 

(學習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 PBL) 

第 1週~ 

第 4週 

（8） 

使用後的塑膠哪裡去了？ 

塑膠王國 

全球失控的塑膠危

機 

1. 能說明塑膠垃圾會

造成許多汙染 

2. 能分類不同類型的

垃圾不同的處理方

式 

1.參訪臺南市城西垃圾焚化廠  小組報告 

第 5週~ 

第 10週 

（12） 

為什麼我們這麼喜歡使用塑

膠產品？ 

便利人生 

 

1. 能列舉生活中使用

的大量塑膠製品 

1.學習 google doc的共筆使用，並

能小組設計觀察統計表。 

2．分析學校、家裡一次性塑膠的使

用情形。 

完成觀察統計表 

第 11週~ 

第 13週 

（6） 

你在什麼情況下使用塑膠？  便利塑膠 

1. 能說明在哪些情

境最容易使用一

次性塑膠製品。 

2. 能指出使用塑膠

製品的背後的內

在動機。 

1. 觀看【便利塑膠】記錄影片 

2. 討論並分類各種使用塑膠的生

活場景 

討論和發表 

第 14週~ 

第 17週 

（8） 

生活中一次性塑膠的使用頻

率高嗎？ 
限塑台灣 

1.了解看似便利的塑

膠造成更大的麻煩 

1. 觀看【塑膠垃圾，環境殺手】影

片 

2. 討論台灣的限塑政策，發表自己

的論點，提出修正版本 

討論和發表 

第 18週~ 

第 21週 

（8） 

如果不使用塑膠可以用什麼

來替代？ 
限塑大挑戰 

1. 能比較塑製品與替

代方案的利弊得

失。 

2. 能改變日常生活習

慣減少使用一次性

塑膠製品。 

1. 討論生活中有哪些塑膠製品可

以被改用其他物品代替。 

2. 討論替代品與塑膠的利弊。 

記錄每週使用一

次性塑膠製品。 

比較期初舉期末

記錄是否達成減

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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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私)立安南區安佃國民中(小)學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五年級【PBL專題式學習】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專題名稱 這樣「行」不行？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40)節 

學習情境 

新聞事件中,行路安全議題層出不窮,大家總習慣在事發之後出聲責難,但再多譴責或刑罰終究無法挽回珍貴的性命。透過孩子每天上

放學行路安全的探討,讓孩子從真實事件中看見生命的危脆,進而重新檢視事件線索,從而反思預防的方法。藉由互動討論的溝通模式,

讓孩子思考事件全貌,理解多元觀點,並共同商討「改變未來」的策略。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是透過新聞事件的影片，引發孩子關注行路安全議題，進而剖析影響事件發生的可能因素！請孩子搭乘時光機，回到悲劇尚未發生的

過去，透過不同的作為改寫未來，創造美麗新結局。 

跨領域之 

大概念 
選擇與責任：思考事件全貌,並共同商討「改變未來」的策略。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E-A1 具備良好的生活習慣，促進身心健全發展，並認識個人特質，發展生命潛能。 

E-A2 具備探索問題的思考能力，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E-C2具備理解他人感受，樂於與人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

作之素養。 

課程目標 

1. 能覺察行路安全的重要性 

2. 能從悲劇反思積極性作為，並運用於實際生活 

3. 能透過小組合作解決問題的歷程，覺察自身態度與關係和諧度 

表現任務 

(總結性) 

任務類型：□資訊類簡報  □書面類簡報   ■展演類  □作品類  □服務類  □其他                 

服務/分享對象：■校內學生  ■校內師長  □家長    □社區    □其他                

任務一：行路安全新聞分享會 

任務內容：學生個別或小組選擇一則與行路安全相關的新聞事件，進行深入研究和整理。在分享會上，學生將介紹所選的新聞事件，

包括事件經過、原因和影響等。同時，學生需要討論如何從這些事件中學習，並提出預防的策略和方法。 

 

任務二：行路安全情境討論 

任務內容：老師提供一系列與行路安全相關的情境，例如路口的安全、過馬路的注意事項等。學生進行小組討論，分享自己對情境的

看法和建議，並從不同觀點中學習思考。討論後，學生可以撰寫心得報告，整理自己的觀點和學習收穫。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問題 學習內容(校訂)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單元任務 

(學習評量) 

第 1週~ 生活中你見過、聽過什麼樣 「誰」造就了這樁 1. 能發現團隊成員的 1. 請孩子閱讀「小安的故事」。 向組員發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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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週 

（10） 

的交通事故悲劇？ 悲劇 觀點及能力 

2. 能建立共享的陳述

和協商問題的意義 

2. 提供孩子角色參考：小安、貨

車司機、安親班老師、安親班

老闆、安親班同學、小安家

長、學校老師……。 

3. 先思考個人心中的罪魁禍首，

並簡單敘明理由。  

的想法，最後經

由討論，表決出

小組多數人認定

的罪魁禍首。 

第 6週~ 

第 15週 

（20） 

這些交通悲劇是哪些小細節

累績所造成的大傷害？ 

生死一瞬間 1. 與團隊成員溝通所

要執行的行動 

2. 理解解決問題的分

工角色 

3. 檢核、反饋與調整

團隊組織與角色 

1. 組員針對分派到的角色，共同

討論該角色要回到哪個指定時

間、地點，以及可以改變的積

極性做法。 

2. 從小組討論出的積極性做法，

進行「小安的故事」短劇改

編。 

3. 製作劇中所需的道具 

4. 排演並實際演出 

改編「小安的故

事」完成短劇劇

本並演出。 

第 16週~ 

第 18週 

（6） 

看演出時有些基本的禮儀？

對於演出的內容有自己的評

價。 

結局大翻轉~搶救生

命大作戰 

檢核行動的結果與評

價解決問題成功之處 

1. 他評－各組針對指派角色上台

展演，其他組別除了安靜觀賞

之外，亦要做出成功指數的評

價，思考「此積極性作法能否

成功解救小安？」 

2. 自評－針對自己組內扮演的角

色，也要給予成功指數評價。 

3. 展演結束，可進行成功指數最

高的短劇票選，請孩子敘明給

高分的理由。 

完成短劇觀賞記

錄表 

第 19週~ 

第 20週 

（4） 

別人的意見跟我不一樣時，

哪些做為是合宜，哪些是不

適合？ 

團隊中的「我」 伴隨著目標發現解決

問題的協同互動類型 

1. 看過不同小組的多元觀點後，

請孩子重新思考最能改變小安

命運的角色，目的是為了提醒

完成動動腦時間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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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溝通互動的「前」與

「後」，檢視自己想法改變的空

間與彈性。 

2. 團隊溝通與互動常能帶動自己

更彈性更開放的思考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