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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課程模組思考架構參考 

生命教育非正式課程模組教案設計說明 

 每個部分都可以提供「反思」的問題 
 每個部分的「順序可改變」(請自行調整、移動) 
視活動的順序，加以調整。可能是先體驗後帶出主題，再整合知識。 

 相關知能： 

原則：預期學生能獲得有系統的「知」(課前的「知」)。 

 體驗活動： 

原則： 

1.活動流程：敘寫學生活動流程而非老師說的話。 

2.掌握活動核心概念(如，感恩、正義、尊重、同理、去除偏見)，如何結合學科學習重點、融入議題實

質內涵。 

3.如何設計能引發學生能設身處地、感同身受。 

 反思活動： 

原則： 

1.回顧活動流程。 

2.彙整學生如何理解？形塑「再知」系統，更深的理解意涵(如，感恩、正義、尊重、同理、去除偏見)。

3.引導思考(進行思辨、學習紀錄、評量方式)。 

 實踐活動： 

原則： 

1.反省後的發願力行：敘寫學生可能的行動，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知行合一？(如，能做甚麼？刻

意不做甚麼？) 

2.掌握核心概念，嘗試行動方案、如何事後評估？ 

3.引導思考(進行評估、再修正行動方案，再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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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非正式課程模組 

臺南市志開實驗小學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六年級彈性學習 

福爾摩沙的指環「自主探索研究」課程計畫(■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一、內容說明 

(一)設計理念與規劃： 

原則：1.非正式課程(活動)的預期成效 

      2.說明活動前的提醒或建議 

      3.說明行政事務、簡述講師、邀請單位、對象 

      4.說明行政與教學如何準備、合作？ 

(一)設計理念與規劃： 

  近年來，能源問題一直是各界所關注的焦點，而石油危機更導大家重視其他可替代的能

源，台灣近年來為了製造石油，卻使我們的環境的居民付出慘痛的代價，但傷害已經造成，

對於下一代，希望能培養出好的能源觀念，讓我們的土地能得到喘息的機會，進而慢慢恢復

健康的狀態。近年來，各國也都致力於替代能源與再生能源的開發，希望能減少對石油的依

賴。另外，全球暖化的情形，也隨著各國追逐經濟的發展而日趨嚴重，而全球暖化也和能源

的使用密不可分。因此，如何教育我們下一代能夠認識綠能的重要性，並進而減少二氧化碳

的排放，就成為刻不容緩的議題，並期望學生能在互相討論學習的過程中，培養出好的能源

觀。 

1.透過能源危機的影片，讓學生了解目前地球上的代替能源有哪些。 

2.讓學生在課程中能了解並感受代替能源的可行。 

3.讓學生透過合作學習的方式，提出計畫，並執行計畫。 

 

(二)行政/教學準備  

(1)設定活動目標及活動方式，由教導處擬訂計畫、安排課程活動目標、聯繫與協調班級並

與教學者、班級導師討論前導課程內容及活動規劃。 

(2)活動及體驗課程依活動時間，協調任課老師調整課程。 

(3)與導師討論後續的班級活動及提問討論問題。 

(4)設計評量學習紀錄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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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架構圖：(系統性呈現活動架構) 

 

 

課程設計理念架構圖： 

  

 

 

 

 

 

 

 

 

課程架構圖： 

 

 

 

 

 

 

 

 

能源教育

自然與科技  環境教育

節能減碳

藝術與人文 

 綠能救地球 

綠能是甚麼?  太陽能發電實作  綠能節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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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單元內容： 

領域/科目 福爾摩沙的指環／自主探索研究 設計者 志開教學團隊 

實施 

年級 

□第一學習階段：□一年級、□二年級 

□第二學習階段：□三年級、□四年級 

█第三學習階段：□五年級、█六年級 

教學 

節數 

上學期：每周3節，共63節 

下學期：每周3節，共54節 

合計：每周 3節，共 117 節 

實施 

類別 

□單一領域融入 

█跨領域融入（綜合活動領域）　 

□跨科融入 

□跨議題融入 

實施 

時間 

□領域/科目 

█校訂必修(實驗課程)/選修

□團體活動時間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單元 

名稱 

Course of Eco school 環境路徑/能源 

設計依據 

核心 

素養 

 

總

綱 

核

心

素

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領

域 

核

心 

素

養 

具

體 

內

涵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的連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自己有正向的看

法，進而愛惜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物的探索與探究，體會

與感受學習的樂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解決問題，持續學

習。 

生活-E-A2 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的方法並理解探究後所獲得的道理，

增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力。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介，探索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同時學習各種

探究人、事、物的方法、理解道理，並能進行創作、分享及實

踐。 

生活-E-B1 使用適切且多元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法、與人溝通，並

能同理與尊重他人想法。 

生活-E-B2 運用生活中隨手可得的媒材與工具，透過各種探究事物的方法

及技能，對訊息做適切的處理。 

生活-E-B3 感受與體會生活中人、事、物的真、善與美，欣賞生活中美的

多元形式與表現，在創作中覺察美的元素，逐漸發展美的敏

覺。 

生活-E-C1 覺察自己、他人和環境的關係，體會生活禮儀與團體規範的意

義，學習尊重他人、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生命，並於生活中實

踐，同時能省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的角色，在能力所及或

與他人合作的情況下，為改善事情而努力或採取改進行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與行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有所影響，用合

宜的方式與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作任務，展現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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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生活-E-C3 欣賞周遭不同族群與文化內涵的異同，體驗與覺察生活中全球

關連的現象。 

生活

領域 

主

題

軸 

1.悅納自己：透過自己與外界的連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自己有正向的

看法，學習照顧與保護自己的方法。 

2.探究事理：藉由各種媒介，探索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學習各種探

究人、事、物的方法，並理解探究後所獲得的道理。 

3.樂於學習：對生活事物充滿好奇與喜好探究之心，體會與感受學習的樂

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4.表達想法與創新實踐：使用不同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法，並進行創

作、分享及實踐。 

5.美的感知與欣賞：感受生活中人、事、物的美，欣賞美的多元形式與表

現，體會生活的美好。 

6.表現合宜的行為與態度：覺察自己、他人和環境的關係，省思自己所應

扮演的角色， 體會生活禮儀與團體規範的意義，並學習尊重他人、愛護

生活環境及關懷生命。 

7.與人合作：能與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作，展現尊重、溝通以及

合作的技巧。 

學

習

內

容

主

題 

A.事物變化及生命成長現象的觀察與省思 

B.環境之美的探索與愛護 

C.生活事物特性的探究與創新應用 

D.人際關係的建立與溝通合作 

E.生活規範的實踐與省思 

F.自主學習策策略的練習與覺察 

生活

領域 

/ 

學習 

重點 

學

習 

表

現 

若設計某一領域之非正式課程教學模組，可有該領域之學習表現與學習內

容。 

1-I-1 探索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人、事、物的感受與想法。 

1-I-2 覺察每個人均有其獨特性與長處，進而欣賞自己的優點、喜歡自己。

1-I-3 省思自我成長的歷程，體會其意義並知道自己進步的情形與努力的方

向。 

1-I-4 珍視自己並學習照顧自己的方法，且能適切、安全的行動。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索生活中的人、事、物，覺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2-I-2 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化，覺知變化的可能因素。 

2-I-3 探索生活中的人、事、物，並體會彼此之間會相互影響。 

2-I-4 在發現及解決問題的歷程中，學習探索與探究人、事、物的方法。 

2-I-5 運用各種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息做適切的處理，並養成動手

做的習慣。 

2-I-6 透過探索與探究人、事、物的歷程，了解其中的道理。 

3-I-1 願意參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心。 

3-I-2 體認探究事理有各種方法，並且樂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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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3 體會學習的樂趣和成就感，主動學習新的事物。 

4-I-1 利用各種生活的媒介與素材進行表現與創作，喚起豐富的想像力。 

4-I-2 使用不同的表徵符號進行表現與分享，感受創作的樂趣。 

4-I-3 運用各種表現與創造的方法與形式，美化生活、增加生活的趣味。 

5-I-1 覺知生活中人、事、物的豐富面貌，建立初步的美感經驗。 

5-I-2 在生活環境中，覺察美的存在。 

5-I-3 理解與欣賞美的多元形式與異同。 

5-I-4 對生活周遭人、事、物的美有所感動，願意主動關心與親近。 

6-I-1 覺察自己可能對生活中的人、事、物產生影響，學習調整情緒與行為。

6-I-2 體會自己分內該做的事，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並身體力行。 

6-I-3 覺察生活中的規範與禮儀，探究其意義，並願意遵守。 

6-I-4 關懷生活中的人、事、物，願意提供協助與服務。 

6-I-5 覺察人與環境的依存關係，進而珍惜資源，愛護環境、尊重生命。 

7-I-1 以對方能理解的語彙或方式，表達對人、事、物的觀察與意見。 

7-I-2 傾聽他人的想法，並嘗試用各種方法理解他人所表達的意見。 

7-I-3 覺知他人的感受，體會他人的立場及學習體諒他人，並尊重和自己不

同觀點的意見。 

7-I-4 能為共同的目標訂定規則或方法，一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7-I-5 透過一起工作的過程，感受合作的重要性。 

學

習 

內

容 

A-I-1  生命成長現象的認識。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察。 

A-I-3  自我省思。 

B-I-1  自然環境之美的感受。 

B-I-2  社會環境之美的體認。 

B-I-3  環境的探索與愛護。  

C-I-1  事物特性與現象的探究。 

C-I-2  媒材特性與符號表徵的使用。 

C-I-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法與技能。 

C-I-4  事理的應用與實踐。 

C-I-5  知識與方法的運用、組合與創新。  

D-I-1  自我與他人關係的認識。 

D-I-2  情緒調整的學習。 

D-I-3  聆聽與回應的表現。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助。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2  生活規範的實踐。 

E-I-3  自我行為的檢視與調整。 

E-I-4  感謝的表達與服務工作的實踐。  

F-I-1  工作任務理解與工作目標設定的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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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2  不同解決問題方法或策略的提出與嘗試。 

F-I-3  時間分配及做事程序的規劃練習。 

F-I-4  對自己做事方法或策略的省思與改善。 

生命

教育 

議題

融入 

學

習 

主

題 

■哲學思考 □人學探索 □終極關懷 □價值思辨 ■靈性修養 

實

質 

內

涵 

生 E1 探討生活議題，培養思考的適當情意與態度。 

生 E2 理解人的身體與心理面向。 

生 E3 理解人是會思考、有情緒、能進行自主決定的個體。 

生 E4 觀察日常生活中生老病死的現象，思考生命的價值。 

生 E5 探索快樂與幸福的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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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來源 自編 

教學設備 電腦、電子白板 

學習目標 

 整合知識、技能與情意態度(素養導向) 

 找出學科核心概念+融入議題核心概念(學生要學什麼？) 

-呼應總綱/領綱(或議題)之核心素養 

-學科單元學習表現/學習內容之達成 

 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目標敘寫 

例如： 

1.理解貧窮問題背後的社會結構現象。 

2.分享生活中美的人事物，體察每個人美感的多樣性。 

1.以五感覺察生活中的能源。 

2.分辨哪些是可再生能源，哪些是不可再生能源。 

3.藉由影片觀察二氧化碳、不可再生能源、全球暖化對生活可能造成的危害。 

4.認識生活中的能源有哪些，並以小組合作方式討論以心智圖方式呈現。 

5.以腦力激盪形式討論愛地球的方法。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含教學策略) 

 每個部分都可以提供「反思」的問題 

 每個部分的「順序可改變」(請自行調整、移動) 
視活動的順序，加以調整。可能是先體驗後帶出主題，再整合知識 

進行

時間 

學習 

評量 

備註 

第一週  0 口頭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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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9/2 

第二週 

9/3~9/9 

◎9/5(二)暑假作業分享(班級發表) 

 

3 口頭評量  

第三週 

9/10~9/16 

◎9/12(二)暑假作業分享(全校推薦公開發表 1)

 

3 口頭評量  

第四週 

9/17~9/23 

◎9/19(二)暑假作業分享(全校推薦公開發表 2)

 

3 實作評量 教師節

感恩 3 

第五週 

9/24~9/30 

一、畢旅系列 

1.畢旅活動任務與分組 

3 口頭評量 減塑 3 

第六週 

10/1~10/7 

一、畢旅系列 

2.畢旅前行教育 

 

3 口頭評量 戶外教

育 1 

第七週 

10/8~10/14 

國慶日放假 3  ╳ 

第八週 

10/15~10/21 

◎10/19（二）一到五年級戶外教育 

◎10/19-20（二、三）六年級畢業旅行 

 

 實作評量 戶外教

育 1 

第九週 

10/22~10/28 

一、畢旅系列 

3-1 畢旅專題探索(畢旅小書) 

 

3 實作評量  

第十週 

10/29~11/4 

◎第 1次評量：第 10 週 11/2、3（二、三) 

一、畢旅系列 

3-2 畢旅專題探索(畢旅小書) 

 

3 實作評量 ╳ 

第十一週 

11/5~11/11 

一、畢旅系列 

3-3 畢旅專題探索(畢旅小書) 

 

3 口頭評量 校慶活

動 3 

第十二週 

11/12~11/18 

一、畢旅系列 

3-4 畢旅專題探索(畢旅小書) 

 

3 口頭評量 校慶活

動 3 

第十三週 

11/19~11/25 

二、自主學習-自我管理策略(1) 

1.什麼是學習--訪談紀錄單 

2.學習經驗分享 

3 實作評量 校慶活

動 1 

第十四週 

11/26~12/2 

二、自主學習-自我管理策略(2) 

1. 有效率的管理策略—PDCA 

2. Plan（制訂計劃）Do（採取行動）Check

（檢查與分析）Act（改善與調整） 

3 口頭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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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力示範 

第十五週 

12/3~12/9 

二、自主學習-自我管理策略(3) 

1. 總結自己的年度代表字 

2. 新年新展望 

3. 素養任務 

3 實作評量  

第十六週 

12/10~12/16 

二、自主學習-自我管理策略(4) 

1.透過P(目標設定)提出適合的自我管理策略 

2.學習運用smart五原則來規劃行動計畫 

3 實作評量  

第十七週 

12/17~12/23 

二、自主學習-自我管理策略(5) 

1. 運用smart五原則規劃行動計畫和時間管理

策略—以寒假主題為例 

2. 編製檢核表單 

3 實作評量 家政-手

工藝 3 

第十八週 

12/24~12/30 

二、自主學習-自我管理策略(6) 

1. 運用smart五原則規劃行動計畫和時間管理

策略—以寒假主題為例 

2. 編製檢核表單 

3 實作評量  

第十九週 

12/31~1/6 

寒假作業指導 3 實作評量  

第二十週 

1/7~1/13 

◎第 2次評量：第 20 週 1/13、14（四、五） 

總結與回顧 

3   

第二十一週 

1/4~1/20 

◎1/19（三）經典闖關 

◎1/20（四）休業式 

3   

 

 

 

二、活動設計提醒(或省思) 

原則： 

      1.回顧反思行政、導師、任科老師、學生、家長的合作或成效，說明各方的回應，並 

        能如何精進？ 

      2.值得保留之處(供下次續辦的重要內容) 

      3.未竟事項(供下次新增的內容) 

      4.提醒或叮嚀(補充課前準備或實施後的注意事項，供各校老師參考) 

 

三、附錄(課程會用到的作業、學習單、教材或評量方式) 

附錄一：  

附錄二： 

附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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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參考資料(活動設計參考教材) 

(一)書籍 

(二)網站 

(三)影片 

(四)網站 

(五)講師、單位、聯繫方式 

(六)補充材料 

 

 

 

 

 

 

 

 

 

 

 

 

臺南市志開實驗小學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六年級彈性學習 

福爾摩沙的指環「自主探索研究」課程計畫(■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本區資料同第一學期(確認後複製貼上) 

 

 (三)單元內容： 

 

領域/科目 福爾摩沙的指環／自主探索研究 設計者 志開教學團隊 

實施 

年級 

□第一學習階段：□一年級、□二年級 

□第二學習階段：□三年級、□四年級 

█第三學習階段：□五年級、█六年級 

教學 

節數 

上學期：每周3節，共63節 

下學期：每周3節，共54節 

合計：每周 3節，共 117

節 

實施 

類別 

□單一領域融入 

█跨領域融入（綜合活動領域）　 

□跨科融入 

□跨議題融入 

實施 

時間 

□領域/科目 

█校訂必修(實驗課程)/選

修 

□團體活動時間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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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名稱 

Course of Eco school 環境路徑/能源 

設計依據 

核心 

素養 

 

總

綱 

核

心

素

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領

域 

核

心 

素

養 

具

體 

內

涵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的連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自己有正向的看法，

進而愛惜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物的探索與探究，體會與感受學

習的樂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生活-E-A2 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的方法並理解探究後所獲得的道理，增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力。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介，探索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同時學習各種探究

人、事、物的方法、理解道理，並能進行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E-B1 使用適切且多元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法、與人溝通，並能同

理與尊重他人想法。 

生活-E-B2 運用生活中隨手可得的媒材與工具，透過各種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

能，對訊息做適切的處理。 

生活-E-B3 感受與體會生活中人、事、物的真、善與美，欣賞生活中美的多元

形式與表現，在創作中覺察美的元素，逐漸發展美的敏覺。 

生活-E-C1 覺察自己、他人和環境的關係，體會生活禮儀與團體規範的意義，

學習尊重 他人、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生命，並於生活中實踐，同

時能省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的角色，在能力所及或與他人合作

的情況下，為改善事情而努力或採取改進行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與行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

方式與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作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

合作的技巧。 

生活-E-C3 欣賞周遭不同族群與文化內涵的異同，體驗與覺察生活中全球關連

的現象。 

生活

領域 

主

題

軸 

1.悅納自己：透過自己與外界的連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自己有正向的看

法，學習照顧與保護自己的方法。 

2.探究事理：藉由各種媒介，探索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學習各種探究

人、事、物的方法，並理解探究後所獲得的道理。 

3.樂於學習：對生活事物充滿好奇與喜好探究之心，體會與感受學習的樂趣，

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4.表達想法與創新實踐：使用不同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法，並進行創作、

分享及實踐。 

5.美的感知與欣賞：感受生活中人、事、物的美，欣賞美的多元形式與表現，

體會生活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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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表現合宜的行為與態度：覺察自己、他人和環境的關係，省思自己所應扮演

的角色， 體會生活禮儀與團體規範的意義，並學習尊重他人、愛護生活環

境及關懷生命。 

7.與人合作：能與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作，展現尊重、溝通以及合作

的技巧。 

學

習

內

容

主

題 

A.事物變化及生命成長現象的觀察與省思 

B.環境之美的探索與愛護 

C.生活事物特性的探究與創新應用 

D.人際關係的建立與溝通合作 

E.生活規範的實踐與省思 

F.自主學習策策略的練習與覺察 

生活

領域 

/ 

學習 

重點 

學

習 

表

現 

若設計某一領域之非正式課程教學模組，可有該領域之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1-I-1 探索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人、事、物的感受與想法。 

1-I-2 覺察每個人均有其獨特性與長處，進而欣賞自己的優點、喜歡自己。 

1-I-3 省思自我成長的歷程，體會其意義並知道自己進步的情形與努力的方向。

1-I-4 珍視自己並學習照顧自己的方法，且能適切、安全的行動。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索生活中的人、事、物，覺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2-I-2 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化，覺知變化的可能因素。 

2-I-3 探索生活中的人、事、物，並體會彼此之間會相互影響。 

2-I-4 在發現及解決問題的歷程中，學習探索與探究人、事、物的方法。 

2-I-5 運用各種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息做適切的處理，並養成動手做

的習慣。 

2-I-6 透過探索與探究人、事、物的歷程，了解其中的道理。 

3-I-1 願意參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心。 

3-I-2 體認探究事理有各種方法，並且樂於應用。 

3-I-3 體會學習的樂趣和成就感，主動學習新的事物。 

4-I-1 利用各種生活的媒介與素材進行表現與創作，喚起豐富的想像力。 

4-I-2 使用不同的表徵符號進行表現與分享，感受創作的樂趣。 

4-I-3 運用各種表現與創造的方法與形式，美化生活、增加生活的趣味。 

5-I-1 覺知生活中人、事、物的豐富面貌，建立初步的美感經驗。 

5-I-2 在生活環境中，覺察美的存在。 

5-I-3 理解與欣賞美的多元形式與異同。 

5-I-4 對生活周遭人、事、物的美有所感動，願意主動關心與親近。 

6-I-1 覺察自己可能對生活中的人、事、物產生影響，學習調整情緒與行為。

6-I-2 體會自己分內該做的事，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並身體力行。 

6-I-3 覺察生活中的規範與禮儀，探究其意義，並願意遵守。 

6-I-4 關懷生活中的人、事、物，願意提供協助與服務。 

6-I-5 覺察人與環境的依存關係，進而珍惜資源，愛護環境、尊重生命。 

7-I-1 以對方能理解的語彙或方式，表達對人、事、物的觀察與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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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I-2 傾聽他人的想法，並嘗試用各種方法理解他人所表達的意見。 

7-I-3 覺知他人的感受，體會他人的立場及學習體諒他人，並尊重和自己不同

觀點的意見。 

7-I-4 能為共同的目標訂定規則或方法，一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7-I-5 透過一起工作的過程，感受合作的重要性。 

學

習 

內

容 

A-I-1  生命成長現象的認識。 

A-I-2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察。 

A-I-3  自我省思。 

B-I-1  自然環境之美的感受。 

B-I-2  社會環境之美的體認。 

B-I-3  環境的探索與愛護。  

C-I-1  事物特性與現象的探究。 

C-I-2  媒材特性與符號表徵的使用。 

C-I-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法與技能。 

C-I-4  事理的應用與實踐。 

C-I-5  知識與方法的運用、組合與創新。  

D-I-1  自我與他人關係的認識。 

D-I-2  情緒調整的學習。 

D-I-3  聆聽與回應的表現。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助。  

E-I-1  生活習慣的養成。 

E-I-2  生活規範的實踐。 

E-I-3  自我行為的檢視與調整。 

E-I-4  感謝的表達與服務工作的實踐。  

F-I-1  工作任務理解與工作目標設定的練習。 

F-I-2  不同解決問題方法或策略的提出與嘗試。 

F-I-3  時間分配及做事程序的規劃練習。 

F-I-4  對自己做事方法或策略的省思與改善。 

生命

教育 

議題

融入 

學

習 

主

題 

□哲學思考 ■人學探索 □終極關懷 □價值思辨 ■靈性修養 

實

質 

內

涵 

生 E1 探討生活議題，培養思考的適當情意與態度。 

生 E2 理解人的身體與心理面向。 

生 E3 理解人是會思考、有情緒、能進行自主決定的個體。 

生 E4 觀察日常生活中生老病死的現象，思考生命的價值。 

生 E5 探索快樂與幸福的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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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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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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來源 自編 

教學設備 電腦、電子白板 

學習目標 

 整合知識、技能與情意態度(素養導向) 

 找出學科核心概念+融入議題核心概念(學生要學什麼？) 

-呼應總綱/領綱(或議題)之核心素養 

-學科單元學習表現/學習內容之達成 

 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目標敘寫 

例如： 

1.理解貧窮問題背後的社會結構現象。 

2.分享生活中美的人事物，體察每個人美感的多樣性。 

1.以五感覺察生活中的能源。 

2.分辨哪些是可再生能源，哪些是不可再生能源。 

3.藉由影片觀察二氧化碳、不可再生能源、全球暖化對生活可能造成的危害。 

4.認識生活中的能源有哪些，並以小組合作方式討論以心智圖方式呈現。 

5.以腦力激盪形式討論愛地球的方法。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含教學策略) 

 每個部分都可以提供「反思」的問題 

 每個部分的「順序可改變」(請自行調整、移動) 

視活動的順序，加以調整。可能是先體驗後帶出主題，再整合知

識。 

進

行

時

間 

學習評

量 

備註 

(準備

事項) 

第一週 

2/13~2/17 

2/13(二)開學正式上課 

 

3 口頭評

量 

 

第二週 

2/18~2/24 

◎2/22(二)寒假作業分享(班級發表) 

寒假作業班級內發表與推派公開發表 3-5 位 
3 口頭評

量 

假期作

業

PPT、

海報 

第三週 

2/25~3/2 

◎3/1 起(二)寒假作業分享(全校推薦公開發表) 

 

3 口頭評

量 

實作評

量 

假期作

業

PPT、

海報 

第四週 

3/3~3/9 

三、自主學習-精進自我管理策略PDCA(1) 

檢視寒假自主學習計畫表單，觀察達成率，分析失敗

與成功的因素。 

3 口頭評

量 

 

第五週 三、自主學習-精進自我管理策略 PDCA(2) 3 口頭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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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3/16 三、自主學習-精進自我管理策略 PDCA(3) 

計畫-以兩週(14 天)為期，自主決定一個主題，規劃

學習計畫、執行時間表和檢核表單。 

量 

第六週 

3/17~3/23 

三、自主學習-精進自我管理策略 PDCA(4) 

執行-依計畫時間表執行工作計畫並進行檢核，改善與

調整。 

3 口頭評

量 

 

兒童節

創意 3

第七週 

3/24~3/30 

三、自主學習-精進自我管理策略 PDCA(4) 

檢核&改善-依計畫時間表執行工作計畫並進行檢核，

改善與調整。 

3 實作評

量 

 

第八週 

3/31~4/6 

三、自主學習-精進自我管理策略 PDCA(5) 

編製成果簡報 

3 口頭評

量 

 

第九週 

4/7~4/13 

三、自主學習-精進自我管理策略 PDCA(6) 

編製成果簡報 

3 口頭評

量 

 

第十週 

4/14~4/20 

◎第 1次評量：第 9週 4/19、20（二、三) 

三、自主學習-精進自我管理策略 PDCA(7) 

編製成果簡報 

   

第十一週 

4/21~4/27 

游泳課 3 口頭評

量 

 

第十二週 

4/28~5/4 

游泳課 3 實作評

量 

母親節

感恩 3

第十三週 

5/5~5/11 

游泳課 3 實作評

量 

母親節

感恩 3

第十四週 

5/12~5/18 

游泳課 3 實作評

量 

 

第十五週 

5/19~5/25 

畢業 MV 3 口頭評

量 

畢業祝

福 3 

第十六週 

5/26~6/1 

自主探索成果發表 3 實作評

量 

畢業祝

福 3 

第十七週 

6/2~6/8 

◎畢業考：6/7-8(二、三)畢業考 

急救教育 

家政教育-亞洲餐旅學校製作奶油酥餅 

3 實作評

量 

 

第十八週 

6/9~6/15 

◎6/15（三）畢業典禮 9:00 

總結與回顧 

 

3   

第十九週 

6/16~6/22 

畢業 3   

第二十週 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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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