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 

臺南市公立南化區 瑞峰國民小學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五年級彈性學習     里山瑞峰   課程計畫(■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學習主題名稱 
(中系統) 

認識河川與家鄉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五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2 )節 

彈性學習課程 

四類規範 
1.▓統整性探究課程 (▓主題□專題□議題)                     

設計理念 關係與表現-體察人與社區的關聯，透過在地景點的踏查及影像記錄，關懷生態環境，並理解遵守社會規範，培養公民意識。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或校訂素養 

E-C1 具備個人生活道德的知識與是非判斷的能力，理解並遵守社會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關懷生態環境。 

E-A3 具備擬訂計畫與實作的能力，並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課程目標 
能體察人與社區的關聯，透過在地景點的踏查及影像記錄，關懷生態環境。透過製作水域告示牌，理解遵守社會規範，培養公民

意識。 

配合融入之領

域或議題 

▓國語文  □英語文  □英語文融入參考指引 □本土語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生活課程   □科技  □科技融入參考指引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能源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閱讀素養  □多元文化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教育□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表現任務 

能認識水域活動安全守則、水域安全告示牌及認識河川 

1.口語表達：能以口頭講述水域活動安全守則 

2.口語表達：能辨認校園河川汙染的問題，與同儕友善合作共同完成指定任務  

3.文字或圖像表達：能以圖文統整各類告示牌內容並自製告示牌 

 

 
 
 
 
 

水域安全重要性(7)
水域安全的認識

認識河川地形(7)
地圖認識

認識河川地形
與污染(7)

校園河川生態危機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 

本表為第一單元教學流程設計/(本學期共 3 個單元) 

單元名稱 水域安全的重要性 教學期程 第 1週至第 8週 教學節數 
  8 節 

320 分鐘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校訂或相關領

域與 

參考指引或 

議題實質內涵 

3b-Ⅲ-1 透過適當的管道蒐集社會議題的相關資料，並兼顧不同觀點或意見。(社) 

2a-Ⅲ-1 關注社會、自然、人文環境與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社) 

生 E1 探討生活議題，培養思考的適當情意與態度。（哲學思考） 

學習內容(校

訂) 

1.水域安全的認識。 

水域安全告示牌的製作。 

學習目標 
1.整理資料，了解水域安全的重要性 

2.製作水域安全告示牌，成為水域安全宣導大使 

教師提問/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學習資源 

時間

規劃

(節

數) 

教師的提問或引導 
學生的學習活動 

學生要做甚麼 

學習評量 

掌握關鍵檢核點，

透過什麼工具或形

式＋要看到什麼？ 

學習資源 

3 

生命教育 

1.影片導讀。了解氣候 影響水域環境的因素及危險因素。 

2.觀察這一條溪，請問能看出水的沈淺嗎？為甚麼？ 

3.告示牌的重要性是甚麼？ 

4.這些標示有甚麼共通性呢？ 

5.哪些區域會出現以下這些標示呢？ 

6.看到了告示牌，應該有甚麼反應呢？ 

7.如果發現有人需要救援，應該要怎麼幫助他們呢？  

1.辨識- 

說明會出現在水域附近

的告示牌及安全標示。 

2.創作- 

設計後堀溪的告示牌及

安全標示 

 

1.說出- 

各種告示牌的內容 

2.描述- 

說明防溺十招及溺

水五步驟。 

3.圖像或文字表達- 

    能創作出水域安全 

    告示牌，並宣導。 

各類告示牌簡報 

2 

1.認識救溺五步：叫叫伸拋划、救溺先自保 

(1)叫：大聲呼救 

(2) 叫：呼叫 119、118、110、112 

認識- 

水域安全相關知識(溺水五步

驟及防溺十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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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伸：利用延伸物（竹竿、樹枝等） 

(4) 拋：拋送漂浮物（球、繩、瓶等） 

(5) 划：利用大型浮具划過去（船、救生圈、浮木、救生浮標等） 

2. 認識防溺十招： 

(1)戲水地點需合法，要有救生設備與人員 

(2) 避免做出危險行為，不要跳水 

(3) 湖泊溪流落差變化大，戲水游泳格外小心 

(4)不要落單，隨時注意同伴狀況位置 

(5)下水前先暖身，不可穿著牛仔褲下水 

(6)不可在水中嬉鬧惡作劇 

(7)身體疲累狀況不佳，不要戲水游泳 

(8)不要長時間浸泡在水中，小心失溫 

(9) 注意氣象報告，現場氣候不佳不要戲水 

(10)加強游泳漂浮技巧，不幸落水保持冷靜放鬆 

 

 

 

 

 

 

 

 

 

 

 

3 

1.海報內容須具備哪些水域安全知識？ 

2.海報的主題和目的為何？ 

3.請設計一個有吸引力的標語，讓閱讀者明瞭易懂。 

4.海報須具備哪些具體的安全提示？ 

 

 

1.描述- 

各種水域安全相關知識 

2.繪製- 

請學生們討論如何製作

水域安全海報，並向大家

宣導。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各個單元以教學期程順序依序撰寫，每個單元需有一個單元學習活動設計表，表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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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為第二單元教學流程設計/(本學期共 3 個單元) 

單元名稱 認識河川地形 教學期程 第 9 週至第 15 週 教學節數 
  7 節 

280 分鐘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校訂或相關領

域與 

參考指引或 

議題實質內涵 

2a-Ⅲ-1 關注社會、自然、人文環境與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社) 

2a-Ⅲ-2表達對在地與全球議題的關懷。(社) 

1b-Ⅲ-2認識健康技能和生活技能的基本步驟。(健) 

 

學習內容(校

訂) 

1.河川地形的認識 

2.校園附近河川地區的地圖的認識。 

3.河川的踏查。 

學習目標 

1.認識河川的基本地形。 

2.使用 google 地圖認識河川。 

3.使用攝影器材找尋指示物品 

教師提問/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學習資源 

時間

規劃

(節

數) 

教師的提問或引導 
學生的學習活動 

學生要做甚麼 

學習評量 

掌握關鍵檢核點，

透過什麼工具或形

式＋要看到什麼？ 

學習資源 

2 

1. 導讀河川上游、中游、下游的地貌特點。 

2. 地勢和地形方面： 

(1) 上游地區和中游地區在地勢和地形上有什麼不同？ 

(2) 下游地區的地勢和地形與上游地區和中游地區相比有何特

點？ 

3.水質和水量方面： 

(1) 上游地區的水質和水量如何與中游地區和下游地區相比？ 

(2) 什麼因素可能導致中游地區的水質和水量有所變化？ 

1.辨認- 

教師透過河川 PTT，讓學生

能認識河川基本知識內容

(上游、中游、下游) 

2.歸納- 

根據提問與同儕討論，分組

介紹河川的上游、中游、下

1.辨認- 

能講出地圖上的資訊

(方位、比例尺等) 

2.文字或圖像表達- 

  能依指示完成拍攝內

容。 

1.google map 

2.校園找找樂學習
單 

3.河川風光與問題
學習單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 

4.生態環境方面： 

(1) 上游地區和下游地區的生態環境有什麼不同？ 

(2) 中游地區的生態環境可能會受到哪些人類活動的影響？ 

5. 人類活動方面： 

(1) 上游地區和下游地區的人類活動有何差異？ 

(2) 中游地區可能是什麼類型的人類活動的集中區域？ 

6.水資源管理和環境保護方面： 

(1) 上游地區和下游地區在水資源管理和環境保護方面有何挑

戰？ 

(2) 中游地區應如何平衡人類活動和生態保護之間的關係？ 

 

游 

3 

1.請觀察地圖上的空照圖，可以看到哪些地物和特徵？ 

2.請描述你觀察到的地物的形狀、大小、密度等特徵。 

3.這個地區的土地利用情況是怎樣的？你觀察到了哪些人文地

理特點，例如建筑物、道路、農田等？ 

4.你能從空照圖中推測出這個地區的自然地理特點嗎？例如河

川、山脈、湖泊等。 

5.這個地區的交通網絡如何發展？你觀察到了哪些道路、鐵路

或其他交通設施？ 

6.引導孩子分組共作河川創作。  

1.觀察- 

教師開啟 google map，請

學生學習判讀地圖上空

照圖 

2.實作： 

分組共作「後堀溪之美」 

2 

1.請觀察地圖上的空照圖，可以看到哪些校園中的地物和特 

  徵？ 

2.請觀察校園空照圖，可以看到哪些校園建築和設施？  

3.我們學校的佈局是怎樣的？你可以觀察到哪些區域或區段， 

  例如教學區、活動區、運動場等？ 

4.你能根據空照圖中的道路和行人路徑推測校園內的交通和行 

  走方式嗎？ 

5.這個校園的綠化情況如何？你能觀察到哪些草地、樹木、花 

1.校園找找樂:教師提供幾項 

  設施，請學生在校園尋找相  

  關設施並拍攝。 

2.創作- 

「我的所夢想的學校設 

  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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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或其他綠化帶？ 

6.這個校園的設施和資源如何分佈？你能觀察到哪些學術樓、 

  實驗室、運動場館等？ 

7.你能根據空照圖上的地理特徵推斷校園的功能和用途嗎？  

8.這個校園的規模和大小如何？  

9.你能從空照圖中觀察到哪些校園內的人流和活動痕跡？  

10.你能將空照圖上的校園特點與你在校園內實際觀察到的情 

  況相結合，提出你自己的觀察和推測嗎？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各個單元以教學期程順序依序撰寫，每個單元需有一個單元學習活動設計表，表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 

本表為第三單元教學流程設計/(本學期共 3 個單元) 

單元名稱 覺察河川地形與污染 教學期程 第 16 週至第 22 週 教學節數 
 7 節 

280 分鐘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校訂或相關領

域與 

參考指引或 

議題實質內涵 

2a-Ⅲ-1 關注社會、自然、人文環境與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社) 

4d-Ⅲ-1養成規律運動習慣，維持動態生活。(健) 

3a-Ⅲ-1透過對時事的理解與省思，提出感興趣或令人困惑的現象及社會議題。(社) 

5-Ⅲ-11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辨識文本中議題的訊息或觀點。(國) 

環 E3 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進而保護的重要棲地。 

學習內容(校

訂) 

1.河川影像紀錄。 

2.校園河川的生態危機。 

3.家鄉附近河川汙染的原因 

學習目標 
1.挑戰步行到學校旁河川。 

2.整理河川面臨的問題(水汙染) 

教師提問/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學習資源 

時間

規劃

(節

數) 

教師的提問或引導 
學生的學習活動 

學生要做甚麼 

學習評量 

掌握關鍵檢核點，

透過什麼工具或形

式＋要看到什麼？ 

學習資源 

3 

1.是否看到任何垃圾或塑膠製品？  

2.是否看到任何對於河川生態有危險的物質？ 

3.是否看到任何外來物種或入侵植物？  

4.是否看到任何違法的漁獲活動？這可能包括非法捕撈、不合 

 法的漁具、超量捕撈等 

5.是否看到任何破壞河岸或水生生態系統的行為？ 

6.這可能包括河岸侵蝕、生態環境的破壞、非法興建建築物 

 等。這些行為是否應該出現在河川中？ 

 

1.辨認- 

實際到河川附近進行踏查，

請學生思考，在踏查的過

程，哪些物品或植物是不應

該出現在河川。 

2.實作- 

請踏查的過程將所見的問

題或景色拍攝。 

1.歸納- 

能剪貼出河川的風光

與問題。 

2.描述- 

小組分享河川可能遇

到的狀況 

3.口語表達：能舉出校園

河川的水污染 

1.剪貼本 

2.水汙染介紹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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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你拍攝的照片中，是否有任何景色或場景顯示出河川生態環 

  境的健康與豐富？  

2.是否有任何景色或場景顯示出河川生態環境的問題或破壞？  

3.在河川踏查中，是否看到的任何垃圾、塑膠製品、化學品或 

  危險物質。 

4.在河川踏查中，你是否看到的任何外來物種或入侵植物？這 

  將會對當地生態有哪些影響呢？ 

發現- 

河川的風光與問題:使用剪貼

本將拍攝的景色及看到的問

題進行整理，並說明為何拍這

項物品 

 

2 

1.你是否曾在校園附近的河川中看到任何異常現象？ 

2.你是否曾注意到校園附近河川的水生生物是否豐富？ 

3.你是否發現校園附近河川岸邊有大量垃圾、污染物或是污水 

  排放的跡象？ 

4.你是否注意到校園附近河川水質是否在不同天氣或季節之間 

  有明顯的變化？ 

5.你是否發現校園附近河川的水質檢測結果是否符合水質標 

  準？ 

6.你是否了解校園附近的河川是否曾發生過環境污染事件？ 

 

辨認- 

學生辨認校園附近的河川汙

染 

(1)垃圾汙染 

(2)河川優養化 

(3)水汙染(家用廢水等)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各個單元以教學期程順序依序撰寫，每個單元需有一個單元學習活動設計表，表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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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立南化區 瑞峰國民小學 113學年度第 2學期五年級彈性學習    里山瑞峰   課程計畫(▓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學習主題名稱 
(中系統) 

家鄉和川之美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五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2 )節 

彈性學習課程 

四類規範 
1.▓統整性探究課程 (▓主題□專題□議題)                      

設計理念 關係與表現-透過在地景點的踏查及路線圖繪製，關懷生態環境，並具備統整資料的能力。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或校訂素養 

E-C1 具備個人生活道德的知識與是非判斷的能力，理解並遵守社會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關懷生態環境。 

E-A3 具備擬訂計畫與實作的能力，並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課程目標 
能體察人與社區的關聯，透過在地景點的踏查及路線圖繪製，關懷生態環境，並具備實作能力，製作旅行規劃單，以創新思

考的方式介紹家鄉景點。 

配合融入之領

域或議題 

▓國語文  □英語文  □英語文融入參考指引 □本土語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生活課程   □科技  □科技融入參考指引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能源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閱讀素養  □多元文化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教育□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表現任務 

能概述曾文溪流域和後堀溪的關係，並且認識校園附近的化石形成與原因 

1. 與人友善合作共同完成指定任務   

2. 能口頭敘述曾文溪與後堀溪的關係 

3.能以圖文、表格判讀地形圖上的資訊 

 4.能以口頭表達後堀溪的化石種類 

 5.能以圖文、表格統整後堀溪化石資料 

 

 

 

後堀溪覓化石-後堀溪的認識

(7)

認識曾文溪與後堀溪

後堀溪覓化石-化石遺跡的找
尋(7)

化石與地質的關係

後堀溪覓化石-化石遺跡的找
尋-2(6)

後堀溪的踏查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 

本表為第一單元教學流程設計/(本學期共 3 個單元) 

單元名稱 後堀溪覓化石-後堀溪的認識 教學期程 第 1 週至第 8 週 教學節數 
 8 節 

320 分鐘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校訂或相關領

域與 

參考指引或 

議題實質內涵 

3d-Ⅲ-1 選定學習主題或社會議題，進行探究與實作。(社) 

3d-Ⅲ-3 分享學習主題、社會議題探究的發現或執行經驗，並運用回饋資訊進行省思，尋求調整與創新(社) 

學習內容(校

訂) 

1. 曾文溪流域的認識。 

2. 後堀溪流域的地理位置。 

學習目標 
1. 認識曾文溪流域的位置。 

2. 認識後堀溪的流域主要位置。 

教師提問/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學習資源 

時間

規劃

(節

數) 

教師的提問或引導 
學生的學習活動 

學生要做甚麼 

學習評量 

掌握關鍵檢核點，

透過什麼工具或形

式＋要看到什麼？ 

學習資源 

2 

1.曾文溪流域位於哪一個縣市？ 

2.曾文溪流域的主要地理特徵有哪些？例如山脈、河流、湖泊 

 等。 

3.曾文溪流域的地理範圍有多大？可以在 Google 地圖上找到 

 相關資訊嗎？ 

4.曾文溪流域的氣候如何？可以通過 Google 地圖上的天氣圖 

 層或其他相關資訊來了解。 

 

辨認- 

開啟 google map 請學生看曾

文溪流域。 

 

1.描述- 

能簡述曾文溪流

域。 

2.口語表達- 

能簡述後崛溪流域

的位置。 

 

曾文流域與後堀溪

的相關接學 ppt 

3 
1.曾文溪流域的人文特徵有哪些？例如居民地、城市、農田

等。 

1.實作- 

開啟 google map，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各個單元以教學期程順序依序撰寫，每個單元需有一個單元學習活動設計表，表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2.曾文溪流域是否有重要的經濟活動？  

3.曾文溪流域是否存在環境保護議題？  

4.曾文溪流域是否有流經重要的歷史或文化遺產？ 

5.曾文溪流域是否有重要的交通運輸設施？  

6.曾文溪流域是否有重要的旅遊景點？  

 

2.理解- 

曾文溪流域的人文經濟

活動。 

2 

1.後堀溪地圖上的空照圖中有哪些地理特徵？  

2.後堀溪地圖上的空照圖中有哪些人文特徵？  

3.後堀溪地圖上的空照圖中有哪些自然地貌特徵？   例如： 

 山脈、峽谷、河口等。 

4.後堀溪地圖上的空照圖中是否顯示了地理變化或環境變遷？ 

 例如土地利用變化、水體變化、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等。 

5.後堀溪地圖上的空照圖中是否有重要的生態或自然保護區？ 

 例如森林保護區、湿地保護區等。 

6.後堀溪地圖上的空照圖中是否顯示了人類居住或活動的分佈 

 情況？例如城市、鄉村、居民區等。 

7.後堀溪地圖上的空照圖中是否顯示了地形或地勢的變化？例 

  如山區、平原、河谷等。 

8.後堀溪地圖上的空照圖中是否顯示了地理資源的分佈情況？ 

 例如水源、礦產資源等。 

 

1.辨認- 

請學生學習判讀後堀溪

地圖上空照圖。 

2.描述- 

使用後堀溪的空照圖簡

述溪流附近的地貌特徵

與人文活動。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 

本表為第二單元教學流程設計/(本學期共 3 個單元) 

單元名稱 
後堀溪覓化石-化石遺跡的找尋 

教學期程 第 9 週至第 15 週 教學節數 
 7 節 

280 分鐘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校訂或相關領

域與 

參考指引或 

議題實質內涵 

3c-Ⅲ-1 表現穩定的身體控制和協調能力。(健) 

2-Ⅲ-8 結合科技與資訊，提升表達的效能。(國) 

2a-Ⅲ-1 關注社會、自然、人文環境與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社) 

2-Ⅲ-2 從聽聞內容進行判斷和提問，並做合理的應對。(國) 

3c-Ⅲ-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我觀點，並能與他人討論。(社) 

2d-Ⅲ-2 體察、分享並欣賞生活中美感與創意的多樣性表現。(綜)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整性。 

學習內容(校

訂) 

1.化石與地質之間的關係 

2.後堀溪化石的辨別 

學習目標 
1.能說明化石與地形之間的關係 

2.能辨別後崛溪常出現的化石。 

教師提問/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學習資源 

時間

規劃

(節

數) 

教師的提問或引導 
學生的學習活動 

學生要做甚麼 

學習評量 

掌握關鍵檢核點，

透過什麼工具或形

式＋要看到什麼？ 

學習資源 

2 

1.請問曾文溪流域在台灣的哪個地區？你能從地圖中指出來 

  嗎？ 

2.請問曾文溪有哪些特殊的地質構造？ 

3.曾文溪的主要岩石類型有哪些？ 

4.請問再溪流旁，化石是如何形成的？ 

5.曾文流域中有哪些常见的化石類型？ 

 

理解- 

曾文流域的地質與化石成因。 

 

1.描述- 

   能簡述化石的成因  

2.實作- 

能準確找到化石相

關資料  

3.文字或圖像表達- 

製作後堀溪可能出

現的化石歸納表。 

1. 化石的簡報 

2. 化石相關資訊 

3. 後堀溪生態介

紹簡報 

2 

1.請問你的小組想調查後堀溪可能出現的哪一類化石？為甚 

 麼？  

2.出發後堀溪踏查前，你的小組將如何調查和收集資料？ 

3.你的小組會依照哪些特點歸類找到的化石？ 

1.歸納- 

分組找尋後堀溪可能出現的

化石種類，並做出歸納表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 

4.參考:表格可以包括以下列項目：化石名稱、化石特點、化石 

 形態、生態環境等。 

化石名稱 化石特點 化石形態 生態環境 

    
 

3 

1.根據分組討論與資料蒐集，後堀溪有哪些種類的化石呢？ 

2.後堀溪有哪些條件能形成化石呢？ 

3.這些化石在後崛溪可能出現的原因和條件是甚麼呢？。 

4.對於各小組所報告的內容，有沒有甚麼問題呢？ 

5.小組發表後，協助學生歸納總結所有組別的報告，讓孩子們 

 一起討論並確認這些化石在後崛溪地區可能會出現的情况。 

 

1.比較- 

上台發表小組討論出後

崛溪可能常出現的化石 

2.歸納- 

教師幫學生做出化石種

類的總結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各個單元以教學期程順序依序撰寫，每個單元需有一個單元學習活動設計表，表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 

本表為第三單元教學流程設計/(本學期共 3 個單元) 

單元名稱 後堀溪覓化石-化石遺跡的找尋-2 教學期程 第 16 週至第 22 週 教學節數 
  7 節 

280 分鐘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校訂或相關領

域與 

參考指引或 

議題實質內涵 

tc-Ⅲ-1 能就所蒐集的數據或資料，進行簡單的記錄與分類，並依據習得的知識，思考資料的正確性及辨別他人資訊與事實的差

異。(自) 

po-Ⅲ-1 能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用、自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等察覺問題。(自) 

pc-Ⅲ-2 能利用簡單形式的口語、文字、影像（例如：攝影、錄影）、繪圖或實物、科學名詞、數學公式、模型等，表達探究之過

程、發現或成果。(自)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整性。 

生 E1 探討生活議題，培 養思考的適當情 意與態度。（哲學思考） 

學習內容(校

訂) 

1.後崛溪的踏查 

2.後崛溪化石的辨認 

學習目標 

1.能依照規定到後崛溪進行踏查 

2.能在後堀溪撿取化石並辨認。 

3. 能說出後堀溪對南化水庫的關係重要性。 

教師提問/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學習資源 

時間

規劃

(節

數) 

教師的提問或引導 
學生的學習活動 

學生要做甚麼 

學習評量 

掌握關鍵檢核點，

透過什麼工具或形

式＋要看到什麼？ 

學習資源 

3 

生命教育 

1.安全第一：請問踏查後堀溪十，要遵循哪些安全規則？  

2.穿着合適：踏查探險時，需要穿些服裝比較合適呢？ 

3.監督孩子：當同學沒有遵守安全守則時，你會怎麼幫助他

們？ 

4.當踏查時遇到岩石和水流，你該怎麼辦？ 

5.踏查時要怎麼樣保護環境及生物多样性？  

6.後堀溪的溪水可以喝嗎？為甚麼？ 

7.如果有人溺水，你會採取哪些行動幫助他？  

1.認識- 

踏查後堀溪的注意事項 

1.實作 

能依照教師指示進

行踏查 

2.文字或圖像表達- 

整理資料並練習排

版，化石海報。 

後堀溪化石簡報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 

 

3 

1.根據踏查結果，後堀溪有哪些種類的化石呢？ 

2.後堀溪為甚麼有條件能形成化石呢？ 

3.這些化石在後崛溪可能出現的原因和條件是甚麼呢？。 

4.對於各小組所報告的內容，有沒有甚麼問題呢？ 

5.小組發表後，協助學生歸納總結所有組別的報告，讓孩子們 

 一起討論並確認這些化石在後崛溪地區可能會出現的情况。 

 

1.到實地去踏查，並且尋寶

(化石)任務，撿取相關的化

石。 

2.請學生將化石拍照下來。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各個單元以教學期程順序依序撰寫，每個單元需有一個單元學習活動設計表，表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