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官田區官田國民小學一一三學年度第一學期 四 年級 

「社會」課程教科書版本改選報告及課程銜接計畫 

一一三學年度將南一版更換為翰林版 

 

一、緣由（更換版本原因） 

◎南一版 

（一）課程架構及教材內容： 

1. 非主題式編寫，編排無系統性，課程大量重覆於各單元：學習活動重覆

出現在一、三、四單元，無統整性與連貫性。 

2. 小節標題不明確，學生無法掌握重點。一個小節包含多個概念，學生看

標題無法得知小節重點，例如小節名稱：我的新學習；主動學習；豐富

的學習。 

3. 課文閱讀動線不清楚，課堂中不易引導與教學，學生也無法找到重點。 

4. 真實圖照比例少，不易學生觀察與比較，無法培養學生讀圖能力。 

5. 知識點都涵蓋在圖說中，造成課程分量重，不利於教師課堂教學。 

6. 第五單元才教導學生彼此尊重的概念，但已經學期末，與教學現場的時

程無法配合。 

7. 習作標示不清楚，習寫的時候沒有辦法直覺的辨認出習作對應的單元。 

8. 部分習作題目內容過於模稜兩可，學生作答辨識不易，增加老師批改的

難度。 

（二）週邊資源及服務： 

1.備課指引手冊過於繁厚，造成平日備課使用與攜帶上的不便。 

2.教師專用課本的補充資料參考略顯不足。 

 

◎ 翰林版 

（一）課程架構及教材內容： 

1. 課程內容從學生的生活環境，逐漸延伸到鄉鎮市區與地方縣市範圍，有

助於學生擴大學習視野，建構完整社會領域學習。 

2. 教學取材來自臺灣各地風土民情與不同族群特殊文化，忠實反映臺灣多



元文化特色，方便學生比較各地與各族群之間不同的差異。 

3. 在家鄉第一單元就先奠定學生各縣市名稱與位置概念，不用另外補充教

學，後續家鄉課程學習更有效率。 

4. 著重以圖輔文，有大量的插圖、真實圖照，培養讀圖的能力。 

5. 搭配多元操作型附件，讓學生玩中學，加深學生的學習印象。 

6. 扉頁設計「臺灣之最」提供家鄉的趣味知識，作為課前引導，提升學習

樂趣。 

7. 習作題型採多元化設計，引導學生從不同角度發展知識與學習能力。 

（二）週邊資源及服務： 

1. 備課用書設計難字解釋，提供老師便利的專有名詞補充，能讓教學更順

暢。 

2. 備課用書的教學補充資料充足，又不會額外增加授課的負擔。 

3. 每單元有作者規劃的教學詳案，並結合電子書，豐富老師的課堂教學。 

 

二、112、113學年度使用版本比較 

項目內容 112學年度（南一）版 113學年度（翰林）版 

取材正確、客觀性 
1. 編排順序不符合學生學習

邏輯，造成老師教學不易，

學童理解有困難。 

2. 過於偏重單一概念細節的

探討，忽略整體性知識，且

過艱深，增加老師備課負

擔。 

3. 真實圖照比例少，不易學生

觀察與比較 

4. 習作標示不清楚，易造成程

度不佳的學生習寫困難。 

1. 課程架構編排循序漸進符

合教學流程，方便教師引

導，有利學生學習。 

2. 文字敘述符合小朋友的學

習程度，讓學生對於文章能

真正的了解。 

3. 課程編排符合社會科的學

習順序，循序漸進，有利於

中年段升高年段課程的銜

接。 

4. 習作能配合課本內容，題型

符合學生程度，可即時評量

學習成效。 

難易度分配 

取材適切、實用性 

內容份量的多寡 

取材時宜、多元性 

習作內容的規劃 

明確的教學目標 

教材內容的連貫性 

其他 

○項目內容可自行增減 



 

三、教材內容銜接分析 

三年級 / 上學期 

112學年度（南一）版 112學年度（翰林）版 
銜接課程（活動） 

單元名稱 單元名稱 

一、我的新學期 

1.我的新學習 

2.主動學習 

3.善用方法 

一、三年級的我 

1.我的三年級夥伴 

2.三年級的改變 

無 

二、我的家庭 

1.家庭與我 

2.居家安全 

二、學習真有趣 

1.學習的主人 

2.讓學習更寬廣 

無 

三、學校生活 

1.校園與我 

2.班級自治 

三、校園規範與班級自治 

1.遵守團體規範 

2.班級自治活動 

無 

四、與人共好 

1.每個人都不一樣 

2.與同學相處 

3.走向共好 

四、角色你我他 

1.家庭角色大集合 

2.學校角色萬花筒 

3.社會角色變變變 

無 

五、我可以學更多 

1.圖書館尋寶 

2.問問題、找答案 

五、快樂成長的童年 

1.健康的生活 

2.我的小祕密 

3.和諧的相處 

無 

 六、打造更美好的班級   

三年級 / 下學期 

112學年度（南一）版 112學年度（翰林）版 
銜接課程（活動） 

單元名稱 單元名稱 

一、居住的地方 

1.認識居住的地方 

2.認識居住地方的特色 

3.認識居住地方的方法 

一 、我們居住的地方  

1.我與鄰居的互動 

2.探訪居住的地方 

無 

二、地方生活 

1.敦親睦鄰 

2.為民服務 

二 、多元的生活空間 

1.不同地區的空間利用 

2.多元的生活方式與交流 

無 

三、生活理財 

1.理性消費你我他 

2.儲蓄為理財之本 

三、生活中的各行各業 

1.居住地方的產業和生活 

2.職業甘苦談 

南一版沒有先帶學生觀察居

住的方的產業，就帶學生認

識家鄉產業的課程，轉換版

本時翰林版將於銜接教材中

進行重點補強。 



四、居住地方的的名與故事 

1.居住地方地名的由來 

2.探索居住地方的地名 

四、生活與工作的轉變 

1.生活需求的改變 

2.工作方式的轉變 

3.社會變遷產生的影響 

南一版沒有先帶學生觀察居

住的方的產業，就帶學生認

識家鄉產業的課程，轉換版

本時翰林版將於銜接教材中

進行重點補強。 

六、打造幸福的家園  

1.探究方法 123 

五、儲蓄與消費的選擇 

1.儲蓄有計畫 

2.消費有學問 

3.購物好習慣 

無 

 

 
六、小小街道觀察家 無 

 

四年級 / 上學期 

113學年度（南一）版 113學年度（翰林）版 
銜接課程（活動） 

單元名稱 對應單元名稱 

一、家鄉的交通 

1.陸運 

2.船運與空運 

一、家鄉的地圖與運用 

1.閱讀生活中的地圖 

2.善用地圖好生活 

無 

二、地圖上的家鄉 

1.閱讀地圖認識家鄉 

2.家鄉的地圖 

二、家鄉的地形與氣候 

1.高低起伏的地形 

2.千變萬化的氣候 

無 

三、名勝古蹟 

1.家鄉的名勝古蹟 

2.名勝古蹟與生活 

三、家鄉的人口與生活 

1.家鄉的人口組成 

2.人口變化與發展 

無 

四、家鄉的節慶 

1.家鄉的傳統節慶 

2.家鄉的現代節活動 

四、家鄉的多元文化 

1.家鄉的飲食文化 

2.家鄉的多元服飾 

3.家鄉的多元語言與命名 

無 

五、家鄉的服務機構 

1.認識服務機構 

2.善用家鄉的服務機構 

五、家鄉的節慶與禮俗 

1.家鄉的傳統節慶 

2.家鄉的現代節日 

3.家鄉的生命禮俗 

無 

六、家鄉的生活 六、家鄉故事導覽員 無 

四年級 / 下學期 

113學年度（南一）版 113學年度（翰林）版 
銜接課程（活動） 

單元名稱 對應單元名稱 



一、家鄉的地形與生活 

1.家鄉的地形 

2.地形與生活 

一、家鄉水資源 

1.人們善用水資源 

2.水資源的再利用 

無 

二、家鄉的氣候與生活 

1.家鄉的氣候 

2.氣候與生活 

二、農業耕種與山林開發 

1.農耕一步一腳印 

2.山林開發與轉變 

無 

三、家鄉的產業與創新 

1.家鄉的產業 

2.翻轉產業新生命 

三、海洋資源與畜牧生產 

1.漁業發展與保護 

2.畜牧與食品安全 

無 

四、家鄉的人口 

1.家鄉的人口組成 

2.家鄉人口的分部與變化 

四、家鄉老故事 

1.家鄉開發的文物 

2.家鄉建築的保存 

3.多元的民俗文化 

無 

五、家鄉的多元文化 

1.家鄉古早味 

2.家鄉的現代風 

五、家鄉新願景 

1.環境新風貌 

2.鄉鎮新活力 

3.都市新生活 

無 

六、想像家鄉的樣子 六、歡迎來到我的家鄉 

無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五、社會領域銜接計畫 

臺南市官田國民小學一一三學年度第一學期 

 四 年級「社會」課程領域銜接計畫 

單元 

名稱 

單元學 

習目標 
節數 

能力指標融入重大議

題、學校特色 

評量 

方式 

教材 

來源 

備註（教學

時間） 

領域 彈性 

第三單元  

生活中的

各行各業 

第一課  

為我們服

務的人 

 

1觀察社區不同

職業屬性的

人，了解各行各

業的經濟活動。 

2覺察各種職業

的工作內容，了

解各行各業分

工合作的關係。 

3 體察各行各

業，並以正確態

度對待為我們

服務的人。 

4透過討論與觀

察，覺察不同行

業與職業間的

重要性。 

1 節 

Aa-II-2 不同群體（可包

括年齡、性別、族群、 

階層、職業、區域或身心

特質等）應受 

到理解、尊重與保護，並

避免偏見。 

Ad-II-1 個人透過參與

各行各業的經濟活動，與 

他人形成分工合作的關

係 

口頭報告

角色扮演 

經驗分享 

實踐情形 

作業練習 

習作評量 

翰林版三升

四銜接教材 

社會  

第四單元  

生活與工

作的轉變 

第二課  

工作方式

的改變 

 

1察覺到社會變

遷對於工作方

式的影響。 

2理解舊有行業

的困境以及力

求創新的例子。 

2 節 

Ae-II-1 人類為了解決

生活需求或滿足好奇心， 

進行科學和技術的研

發，從而改變自然 

環境與人們的生活。 

Cc-II-1 各地居民的生

活與工作方式會隨著社

會變遷而改變。 

口頭報告

角色扮演 

經驗分享 

實踐情形 

作業練習 

習作評量 

翰林版三升

四銜接教材 

社會  

1.請於備註註明：規畫銜接課程所需的教學時間 

2.請與「教材內容銜接分析」配合，安排合理的銜接課程教學時間



一一三學年度四年級教科書改選報告及銜接計畫 

◎ 原用版本：三年級康軒國語 

◎ 轉換版本：四年級南一版國語 

一、緣由（更換版本原因） 

◎康軒版 

1. 課次安排：12(正課)+2(閱讀階梯)多加兩篇的「閱讀階梯」，有習作練習，老師無法視教學進度調整。 

2. 文體比例：上學期沒有應用文，詩歌高達 4篇，文體種類單調！ 

3. 單元安排：語文萬花筒→處處有真情→臺灣風情→閱讀瞭望臺。剛開學尚未收心便馬上進入語文單元，班級經營好困

擾；寫作單元以需要靜下心的「寫景」作為入門，二升三的學生難以駕馭。 

4. 生字安排：每課總字數最多達 20 個，單課認讀字多達 6個，生字量偏多，加上三年級必須教的「讀寫」內容，學習

負擔超重！ 

5. 單元頁：呈現方式同舊綱，僅列出各課課文與課文大意，一成不變。無法引起學生興趣，對於教師來說也無任何教學

幫助。 

6. 加油小站：每課四頁，教學負擔重。 

7. 課習對應(助學系統)：課習之間的連結與課文與學習地圖之間的連結並未標示，教師需耗費更多時間備課！ 

8. 自學篇章：「我會自己讀」無任何鷹架布置，僅放三篇文章讓孩子「瀏覽」。 

9. 無延伸閱讀書單，學生延伸閱讀無參考資料。 

◎南一版 

1. 課次安排：12(正課)+2(讀寫練功房)，多加兩篇的「讀寫練功房」，無習作練習，老師可視教學進度調整教學步調，

不會造成趕課負擔。 

2. 文體比例：上學期記敘文*8，詩歌*2，說明文*2，故事*2，應用文*2(含劇本)，文體種類多元，比例平均！ 

3. 單元安排：快樂上學去→更好的自己→人物拍立得→與動物有約，單元安排貼近學生且學習循序漸進！ 



4. 生字安排：生字列空間舒適，有利學生延伸語詞。每課總字數 15個，無認讀字的安排分量適中，有助老師將學習重

點著重在「讀寫」的學習上。「讀寫練功房」另外安排「字詞策略」的方法學習，遇到沒學過的字也不用怕！ 

5. 單元頁：比照童書序幕頁方式的情境插畫。將該單元的課文內容融入單元插圖。電子書上附有單元引導動畫，可以讓

老師以輕鬆有趣的方式將孩子引導至學習情境。 

6. 加油小站：每課兩頁，份量適中。 

7. 課習對應(助學系統)：課文教學重點連結語文天地，有助教師在進行課文教學時也能將語文天地重點帶完，節省教學

時數；課習對應標示清楚，老師引導更順利、學生複習自學更方便。 

8. 自學篇章：從引導自學到獨立自學。在「讀寫練功房」中，布置簡單的學習任務，讓老師輕鬆帶著孩子學策略。南一

將學到的策略化為附件，學生在神奇讀卡機中就可以真正獨立自學。 

9. 延伸書單：各單元都有一跨頁的「閱讀搶先報」，從引起動機到書單介紹，讓學生選書、找書好方便。 

10. 習作題型多元活潑，含聆聽、說話、閱讀、寫作，並附有 QR Code、說話建議練習流程及說話自評表。每課國字注音

大題附有「動動腦」問題，寫國字注音的同時，還可以檢核閱讀理解，練習量最充足，又不會造成負擔。 

二、「國語」第二學習階段三年級南一版、康軒版能力指標比較表 

＊已達到能力部分以○表示。 

★第二階段學習表現 

 第二學習階段 
南一版 康軒版 

第五冊 第六冊 第七冊 第八冊 第五冊 第六冊 第七冊 第八冊 

１
聆
聽 

1-Ⅱ-1 聆聽時能讓對方充分表達意見。 ○ ○ ○ ○ ○ ○   

1-Ⅱ-2 具備聆聽不同媒材的基本能力。   ○ ○     

1-Ⅱ-3 聽懂適合程度的詩歌、戲劇，並

說出聆聽內容的要點。 
○ ○ ○ ○ ○ ○   



 第二學習階段 
南一版 康軒版 

第五冊 第六冊 第七冊 第八冊 第五冊 第六冊 第七冊 第八冊 

1-Ⅱ-4 根據話語情境，分辨內容是否切

題，理解主要內容和情感，並與對方互

動。 

   ○     

２
口
語
表
達 

2-Ⅱ-1 用清晰語音、適當語速和音量說

話。 
○ ○ ○ ○ ○ ○ ○ ○ 

2-Ⅱ-2 運用適當詞語、正確語法表達想

法。 
○ ○ ○ ○ ○ ○ ○ ○ 

2-Ⅱ-3 把握說話的重點與順序，對談時

能做適當的回應。 
○ ○ ○ ○ ○ ○ ○ ○ 

2-Ⅱ-4 樂於參加討論，提供個人的觀點

和意見。 
○ ○ ○ ○ ○ ○ ○ ○ 

2-Ⅱ-5 與他人溝通時能注重禮貌，並養

成說話負責的態度。 
○ ○ ○ ○ ○ ○ ○ ○ 

３
標
音
符
號

與
運
用 

3-Ⅱ-1 運用注音符號，理解生字新詞，

提升閱讀效能。 
○ ○ ○ ○ ○ ○ ○ ○ 

3-Ⅱ-2 運用注音符號，檢索資訊，吸收

新知。 
○ ○ ○ ○ ○ ○ ○ ○ 

４
識
字
與
寫
字 

4-Ⅱ-1 認識常用國字至少 1,800字，使

用 1,200字。 
○ ○ ○ ○ ○ ○ ○ ○ 

4-Ⅱ-2 利用共同部件，擴充識字量。 ○ ○ ○ ○ ○ ○ ○ ○ 

4-Ⅱ-3 會利用書面或數位方式查字辭

典，並能利用字辭典，分辨字詞義。 
 ○       



 第二學習階段 
南一版 康軒版 

第五冊 第六冊 第七冊 第八冊 第五冊 第六冊 第七冊 第八冊 

4-Ⅱ-4 能分辨形近、音近字詞，並正確

使用。 
○ ○ ○ ○ ○ ○ ○ ○ 

4-Ⅱ-5 利用字義推論詞義。 ○ ○ ○ ○ ○ ○ ○ ○ 

4-Ⅱ-6 掌握偏旁變化和間架結構要領

書寫正確及工整的硬筆字。 
○ ○ ○ ○ ○ ○ ○ ○ 

4-Ⅱ-7 習寫以硬筆字為主，毛筆為輔，

掌握楷書筆畫的書寫方法。 
○ ○ ○ ○ ○ ○ ○ ○ 

4-Ⅱ-8 知道古今書法名家的故事。   ○    ○  

５
閱
讀
能
力 

5-Ⅱ-1  以適切的速率朗讀文本，表現

抑揚頓挫與情感。 
   ○ ○    

5-Ⅱ-2  理解各種標點符號的用法。 ○ ○ ○ ○ ○ ○ ○ ○ 

◎5-Ⅱ-3  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的文本。 ○ ○ ○ ○ ○ ○ ○ ○ 

5-Ⅱ-4  掌握句子和段落的意義與主要

概念。 
○ ○ ○ ○ ○ ○ ○ ○ 

5-Ⅱ-5  認識記敘、抒情、說明及應用

文本的特徵。 
○ ○ ○ ○ ○ ○ ○ ○ 

5-Ⅱ-6  運用適合學習階段的摘要策

略，擷取大意。 
○ ○ ○ ○  ○   

5-Ⅱ-7  就文本的觀點，找出支持的理

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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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Ⅱ-8  運用預測、推論、提問等策略，

增進對文本的理解。 
○ ○ ○ ○     

5-Ⅱ-9  覺察自己的閱讀理解情況，適

時調整策略。 
○ ○ ○ ○ ○ ○ ○ ○ 

5-Ⅱ-10 透過大量閱讀，體會閱讀的樂

趣。 
○ ○ ○ ○ ○ ○ ○ ○ 

5-Ⅱ-11閱讀多元文本，以認識議題。 ○ ○ ○ ○ ○ ○ ○ ○ 

5-Ⅱ-12主動參與班級、學校或社區的閱

讀社群活動。 
○ ○ ○ ○ ○ ○ ○ ○ 

６
寫
作 

6-Ⅱ-1  根據表達需要，使用各種標點

符號。 
○ ○ ○ ○ ○ ○ ○ ○ 

6-Ⅱ-2  培養感受力、想像力等寫作基

本能力。 
○ ○ ○ ○   ○  

6-Ⅱ-3  學習審題、立意、選材、組織

等寫作步驟。 
  ○    ○  

6-Ⅱ-4  書寫記敘、應用、說明事物的

作品。 
○ ○ ○ ○ ○ ○ ○  

6-Ⅱ-5  仿寫童詩。  ○ ○    ○  

6-Ⅱ-6  運用改寫、縮寫、擴寫等技巧

寫作。 
○ ○ ○ ○   ○  

6-Ⅱ-7  找出作品的錯誤，並加以修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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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Ⅱ-8  養成寫作習慣。 ○ ○ ○ ○ ○ ○ ○ ○ 



★第二階段學習內容 

（ㄧ）文字篇章 

 第二學習階段 
南一版 康軒版 

第五冊 第六冊 第七冊 第八冊 第五冊 第六冊 第七冊 第八冊 

標音符號 Aa-Ⅱ-1 標注注音符號的各類文本。 ○ ○ ○ ○ ○ ○ ○ ○ 

字
詞 

Ab-Ⅱ-1  1,800 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

和字義。 
○ ○ ○ ○ ○ ○ ○ ○ 

Ab-Ⅱ-2  1,200個常用字的使用。 ○ ○ ○ ○ ○ ○ ○ ○ 

◎Ab-Ⅱ-3  常用字部首及部件的表音及

表義功能。 
○ ○ ○ ○ ○ ○ ○ ○ 

◎Ab-Ⅱ-4  多音字及多義字。 ○ ○ ○ ○ ○ ○ ○ ○ 

Ab-Ⅱ-5  3,000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 ○ ○ ○ ○ ○ ○ ○ 

Ab-Ⅱ-6  2,000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 ○ ○ ○ ○ ○ ○ ○ 

Ab-Ⅱ-7  國字組成詞彙的構詞規則。 ○ ○ ○ ○ ○ ○ ○ ○ 

Ab-Ⅱ-8  詞類的分辨。 ○ ○ ○ ○ ○ ○ ○ ○ 

Ab-Ⅱ-9  量詞的運用。 ○ ○ ○ ○ ○ ○ ○ ○ 

Ab-Ⅱ-10 字辭典的運用。  ○       

Ab-Ⅱ-11 筆墨紙硯的使用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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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Ⅱ-12 楷書基本筆畫運筆方法。 ○ ○ ○ ○ ○ ○ ○ ○ 

Ab-Ⅱ-13 書法名家故事。   ○    ○  

句
段 

Ac-Ⅱ-1 各種標點符號的用法。 ○ ○   ○ ○   

Ac-Ⅱ-2 各種基本句型。 ○ ○ ○ ○ ○ ○ ○ ○ 

Ac-Ⅱ-3 基礎複句的意義。 ○ ○ ○ ○ ○ ○ ○ ○ 

Ac-Ⅱ-4 各類文句的語氣與意義。 ○ ○ ○ ○ ○ ○ ○ ○ 

篇
章 

Ad-Ⅱ-1意義段。 ○ ○ ○ ○ ○ ○ ○ ○ 

Ad-Ⅱ-2篇章的大意、主旨與簡單結構。 ○ ○ ○ ○ ○ ○ ○ ○ 

Ad-Ⅱ-3故事、童詩、現代散文等。 ○ ○ ○ ○ ○ ○ ○ ○ 

（二）文本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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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敘 

Ba-Ⅱ-1 記敘文本的結構。 ○ ○ ○ ○ ○ ○ ○ ○ 

◎Ba-Ⅱ-2 順敘與倒敘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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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
情 

◎Bb-Ⅱ-1 自我情感的表達。 ○ ○ ○ ○ ○ ○ ○ ○ 

◎Bb-Ⅱ-2 人際交流的情感。 ○ ○ ○ ○ ○ ○ ○ ○ 

Bb-Ⅱ-3 對物或自然的情懷。 ○ ○ ○ ○ ○ ○ ○ ○ 

◎Bb-Ⅱ-4 直接抒情。    ○     
◎Bb-Ⅱ-5 藉由敘述事件與描寫景物間接

抒情。 
  ○  ○    

Bb-Ⅱ-6抒情文本的結構。    ○     

說
明 

Bc-Ⅱ-1 具邏輯、客觀、理性的說明，如

科學知識、產品、環境等文本。 
○ ○ ○ ○  ○ ○  

Bc-Ⅱ-2 描述、列舉、因果等寫作手法。 ○ ○ ○ ○   ○  
◎Bc-Ⅱ-3 數據、圖表、圖片、工具列等

輔助說明。 
  ○    ○  

應
用 

Be-Ⅱ-1 在生活應用方面，以日記、海報

的格式與寫作方法為主。 
○ ○    ○   

Be-Ⅱ-2 在人際溝通方面，以書信、卡

片、便條、啟事等慣用語彙及書寫格式為

主。 

 ○  ○     

Be-Ⅱ-3 在學習應用方面，以心得報告的

寫作方法為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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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Ⅱ-4應用文本的結構。 ○ ○ ○ ○ ○ ○ ○ ○ 

 

（三）文化內涵 

 第二學習階段 
南一版 康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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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質 

Ca-Ⅱ-1 各類文本中的飲食、服飾、交通

工具、名勝古蹟及休閒娛樂等文化內涵。 
○ ○ ○ ○   ○  

社
群 

◎
Cb-Ⅱ-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關係、道德倫

理、儀式風俗等文化內涵。 
  ○ ○   ○  

◎
Cb-Ⅱ-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個人與家

庭、鄉里、國族及其他社群的關係。 
  ○ ○   ○  

精
神 

◎
Cc-Ⅱ-1 各類文本中的藝術、信仰、思想

等文化內涵。 
  ○ ○   ○  

三、能力指標比對分析 

由比較表可看出南一及康軒版於三年級達成之能力指標相同。若是三年級選擇康軒版國語，而四年級改用南一版教

材的學校不需要銜接，在課程教學轉換版本時僅有「生字系統」問題，各課需要銜接的生字，將採融入式的教學方

式在教授各課生字時做補充教學。 



四、銜接計畫 

(一)時間：依照課程進度，進行教學即可。 

(二)教材：須銜接的「生字」部分將在教授各課生字時做補充教學。 



五、國語領域教材內容銜接分析 

年級 / 學期 四上 

教科書版別 113學年度南一版 銜接課程（活動） 

康軒已認讀未習寫的生字、康軒未認讀未習寫的生字 單元主題 單元名稱 

一、生活好滋味 

01窗口邊的臺灣欒樹 補充生字銜接：雀擺樓揮藝串華引群捉藏 

02奶奶的排骨粥 補充生字銜接：戴極級注斷牙湯米易碗齊足 

03充滿希望的五味屋 補充生字銜接：蘋慕撿背社項潔賣鹹推曾獨 

二、超級臺灣隊 

04玉山之歌 補充生字銜接：彎止玉深闊滑溜盤 

05高舉臺灣之光 補充生字銜接：賽鼓姐封寄克錄淚盡傷言偷哭幸獎醫響 

06臺灣的驕傲 補充生字銜接：撐晃橋龍拱隧零梯堆義紋器減超視環至羨 

三、小小觀察家 

07到此「藝」遊 補充生字銜接：熊朗磚籠介紹轉捏赤旗烈湖羽松耳招滾 

08四季的頭髮 補充生字銜接：遮梳 

09阿白觀察記 補充生字銜接：膠鬥母斑側幼圈警啄鐘 

四、跟著故事跑 

10老鼠嫁女兒 補充生字銜接：擠壞忽泡壁抹厲擋啦碰唷咬嘿捨拋 

11豆粥婆婆 補充生字銜接：砂敲掉捲命奔摔 

12戴斗笠的地藏 補充生字銜接：耕積凍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