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PBL) 

臺南市公立鹽水區月津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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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一無二的牛墟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節 

學習情境 

牛墟為老一輩鹽水人的共同記憶，當時更和與北港牛墟、善化牛墟並稱為台灣三大牛墟，市況繁榮。但隨著農耕機械化後，牛不再是

耕作的主要度動力，牛墟的交易亦步步走上衰落。目前鹽水牛墟市集已轉型成「菜市場」結合「跳蚤市場」，除了耕作用的農具、漁

業用的網具，還有一些販售民間膏藥及日常生活用品的販賣，特別的是，還有衣物、五金、鐘錶、餐飲等等攤位，就像是一個大型園

遊會，非常熱鬧。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雖然牛墟對於部分鹽水人來說仍有存在的特殊意義，但已和學生的生活經驗相距甚遠，如何讓學生了解牛墟的由來及存在的意義，讓

這項特別的活動能永遠保存，已成為重要的議題。 

跨領域之 

大概念 
互動與關聯-透過各種探究校內學生與牛墟的互動情形及關聯性，並認識牛墟。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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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具備「聽、 說、讀、寫、作」的基本語文素養，並具有生活所需的藝術等符號知能，能以同理心應用在生活與人際溝通。 

E-C3 具備理解與關心本土的素養，並認識與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課程目標 學生能親近牛墟並了解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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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專網頁             

實際走訪牛墟發現牛墟的特色與意義並向全校學生介紹及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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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週 

6 節 

牛墟的重要性和對鹽水人的

意義是什麼？ 

學生能了解牛墟的

歷史由來及對鹽水

人存在的意義及情

感。 

1.了解牛墟的由來 

2.理解牛墟對於鹽水

人特殊的意義與情感 

1. 學生進行網路資料搜尋，了解

牛墟形成的原因及各地牛墟的

歷史沿革 

2. 實地走訪牛墟，訪問當地攤販

及顧客對於牛墟的看法及情感 

1. 學生能針對牛

墟分組進行資

料蒐集及整

理，進行口頭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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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能進行訪

問完後口頭分

享。 

第 7-13 週 
學校的同學們到過鹽水牛墟

並了解鹽水牛墟特色嗎? 

學生能透過問卷調

查了解全校同學對

於牛墟的認識。 

1. 針對全校學生發放

問卷，了解全校學

生對於牛墟的認識 

2. 進行問卷做資料整

理及分析，繪製成

統計圖表進行報告 

1. 全班同學討論問卷的題目的編

製並實際發放至全校班級。 

2. 回收問卷後進行資料整理及分

析，分組進行繪製統計圖表再

分組報告。 

1. 編製完整問卷

並進行問卷發

放及統計。 

2. 進行班級內分

組報告。 

第 14-20 週 
如何讓更多小學生願意走進

牛墟並重視牛墟? 

透過對於牛墟的簡

報介紹讓更多小學

生願意走進並重視

牛墟文化。 

1. 利用影片拍攝將牛

墟的基本資料、歷史

由來、對於為鹽水人

的意義進行剪輯 

1. 學生討論影片腳本設計進行影

片拍攝 

2. 利用全校集合時間進行問卷分

析報告並呈現影片，介紹鹽水牛

墟的特色 

1. 每位學生能負

責自己分派的

任務 

2. 以影片呈現鹽

水牛墟特色。 

◎待解決問題設定檢核項目，可以如下： 
  (1)真實性-與學生生活經驗相關。          
  (2)真實性-在真實情境中應用。 
  (3)開放性-非單一標準答案。 
  (4)挑戰性-待解決問題之解決方法非 google搜尋即可得之。     
  (5)挑戰性-探究過程非單次性活動即可完。 
  (6)互動性/影響性-明述表現任務服務(報告)對象/利害關係人。 
◎任務類型說明如下： 

  (1)資訊類簡報並分享，如 PPT、電子書、Google簡報、KeyNote…等。 

  (2)書面類簡報並分享，如海報、小書、企劃書…等。 

  (3)展演類，如音樂會、說明會、策展…等。 

  (4)作品類，如模型、地圖、程式設計、影片…等。 

  (5)服務類，如社區改造、樂齡服務…等。 

  (6)其他，請自行具體說明。 
◎總結性表現任務為呈現課程評鑑的「課程效果」，故各校應自行建置學生校訂課程 PBL成果資料庫，以利展現學生依據 PBL課程計畫實施後之學習

成效，請於「課程計畫備查網」放置學校資料庫網站連結。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PBL) 

臺南市公立鹽水區月津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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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的牛墟創意市集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節 

學習情境 

牛墟為老一輩鹽水人的共同記憶，當時更和與北港牛墟、善化牛墟並稱為台灣三大牛墟，市況繁榮。但隨著農耕機械化後，牛不再是

耕作的主要度動力，牛墟的交易亦步步走上衰落。目前鹽水牛墟市集已轉型成「菜市場」結合「跳蚤市場」，除了耕作用的農具、漁

業用的網具，還有一些販售民間膏藥及日常生活用品的販賣，特別的是，還有衣物、五金、鐘錶、餐飲等等攤位，就像是一個大型園

遊會，非常熱鬧。 

待解決問題 

(驅動問題) 

牛墟目前傾向「菜市場」結合「跳蚤市場」，價格普遍便宜，能吸引長輩光顧，但相對來說無法吸引太多年輕人的目光，因此如何吸

引更多年齡層的顧客，成為待解決問題。 

跨領域之 

大概念 
交互作用-時代演變(消費需求/疫情/購物型態變化)後對牛墟產生的影響與可能的改善對策。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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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具備「聽、 說、讀、寫、作」的基本語文素養，並具有生活所需的藝術等符號知能，能以同理心應用在生活與人際溝通。 

E-C3 具備理解與關心本土的素養，並認識與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課程目標 學生能理解牛墟隨時代演變後的現況困境，並藉由思考與與創作重新賦予市集新的樣貌與發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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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攤           

服務/分享對象：■校內學生  ■校內師長  ■家長    ■社區    ■其他     粉專網頁           

全班共同打造市集攤車實際進駐牛墟擺攤，開啟不一樣的創意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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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週 

(4 節) 

你對於不同時代的市集特色

及攤車文化了解多少? 

學生能了解不同時

代的市集特色及攤

車文化。 

1.能觀察出不同時代

市集的文化特色。 

2.能說出台灣獨特的

攤車文化特色。 

1.透過簡報認識不同時代市集的畫

作特色。 

2.利用多元感官觀察地方市集的特

色。 

3.分組討論參加過的市集體驗及觀

1. 學生理解不同

時代市集的特

色。 

2. 學生能分享不

同時代攤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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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的攤車形式。 市集特色。 

第 5-7 週 

(3 節) 

你發現現在的牛墟存在那些

問題?如何改善? 

 

學生能現代牛墟市

集的困境，並商議改

善對策 

1. 能說出牛墟市集現

況與困境。 

2. 能針對牛墟問題商

議解決對策。 

1.透過實地踏查發現牛墟現況與問

題。 

2.能透過小組討論商議如何打造創

意市集。 

1.學生能分享牛

墟的問題與困

境。 

2.學生能發表創

意市集的構想。 

第 8-18 週 

(11 節) 

如何打造屬於自己的創意市

集? 

學生能透過小組討

論攤車的意向及進

行設計圖繪製，最後

實際打造創意市集

(攤車)。 

1.學生能小組討論創

意市集的意向及繪製

設計圖。 

2.全班學生能分工共

同打造實際的創意市

集攤車。 

1、依據特色主題，分析其視覺元素。 

2、分組討論，擇定創作主題，設計

藝術語彙。 

3、學生繪製自己的市集設計草圖。 

4、學生組內分享自己市集設計圖，

統整小組成員設計概念，繪製小組

市集設計圖。 

5、全班進行投票表決擇一組打造實

際市集攤車。 

1.分組討論發表

市集設計圖。 

2.全班共同打造

市集攤車。 

第 19-20 週 

(2 節) 

各組創意市集發想的理念為

何?實作歷程與意義為何? 

學生能介紹創意市

集的理念、過程及背

後意義。 

1. 學生能針對小組負

責的部分進行分

享。 

1. 全班學生分組進行口頭介紹任

務。 

2. 練習向全校師生進行介紹。 

3. 實際至牛墟對民眾進行攤車的

理念、過程及背後意義的分

享。 

1. 市集攤車展

示、口頭分享

及介紹 

◎待解決問題設定檢核項目，可以如下： 
  (1)真實性-與學生生活經驗相關。          
  (2)真實性-在真實情境中應用。 
  (3)開放性-非單一標準答案。 
  (4)挑戰性-待解決問題之解決方法非 google搜尋即可得之。     
  (5)挑戰性-探究過程非單次性活動即可完。 
  (6)互動性/影響性-明述表現任務服務(報告)對象/利害關係人。 
◎任務類型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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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資訊類簡報並分享，如 PPT、電子書、Google簡報、KeyNote…等。 

  (2)書面類簡報並分享，如海報、小書、企劃書…等。 

  (3)展演類，如音樂會、說明會、策展…等。 

  (4)作品類，如模型、地圖、程式設計、影片…等。 

  (5)服務類，如社區改造、樂齡服務…等。 

  (6)其他，請自行具體說明。 
◎總結性表現任務為呈現課程評鑑的「課程效果」，故各校應自行建置學生校訂課程 PBL成果資料庫，以利展現學生依據 PBL課程計畫實施後之學習

成效，請於「課程計畫備查網」放置學校資料庫網站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