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臺南市立學甲國民中學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  學甲情懷  課程計畫      

學習主題名稱 

(中系統) 
世界時空之旅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2   )節 

彈性學習課程 統整性探究課程 (■主題□專題□議題)                      

設計理念 互動與關聯:探究人事物與環境間的「互動」情形及其「關聯」性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或校訂素養 
J-B1 具備運用各類符號表情達意的素養，能以同理心與人溝通互動，並理解數理、美學等基本概念，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課程目標 
從運用符號表情達意的素養，與人溝通互動以了解他國文化與民情。認識世界各國國歌之創作背景與風格，認識各國紙鈔、圖像意涵，以及匯率差異，表達人

類生活的豐富面貌，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配合融入之領域

或議題 
有勾選的務必出現在

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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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性 

表現任務 
須說明引導基準：學

生要完成的細節說明 

1. 學生能完成國家文化學習單並上台分享想要成為哪一國人民的原因。 

2. 學生能完成我理想中的國歌學習單並上台發表不同國家國歌特色。 

3. 學生能完成各國紙鈔特色學習單並上台報告各國紙鈔特色及如何防偽鈔? 

課程架構脈絡圖(單元請依據學生應習得的素養或學習目標進行區分)(單元脈絡自行增刪)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與活動 

名稱 

學習表現 
校訂或相關領域與 

參考指引或 

學習內容
(校訂)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自選自編教材 

或學習單 

  

換個角色做朋友 

(7) 
文獻蒐集  

 
  

國家的歌 

(7) 
文獻蒐集 

 
  

紙鈔知多少 

(8) 
文獻蒐集、資料分析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議題實質內涵 

1-7 7 換個角色做朋友 社 2a-IV-3關心不

同的社會文化及其

發展，並展現開闊

的世界觀。 

社 2b-IV-2 尊重不

同群體文化的差異

性，並欣賞其文化

之美。 
國 5-Ⅳ-2:理解各

類文本的句子、段

落與主要概念，指

出寫作的目的與觀

點。 

認識且比較

不同國家的

地理與文化

特色。 

讓學生利用彈性

課程設計，延伸

教科書裡所習知

識，觸類旁通後

進而實踐在生活

之中。 

有一類型的電影是講述前世今生及轉世相關

的內容；你有想過如果有機會，希望成為世

界上哪個國家的人民嗎？為什麼？ 

學生能說明選擇成為該國家人民的原因。 

教師引導學生找資料，將資料依據文化背

景、風土民情、宗教信仰、飲食、服裝或其

他因素來做分析。 

全班一起選出四個國家或文化世界，以利進

行之後的課程。 

(教師可依照現場自行調整後面 4節課所選之

國家或文化。) 

最後讓學生依據個人興趣完成學習單，並且

歸納自己最後想要成為哪一國人民的原因。 
每個國家有不同的民情，藉由口述或扮演他

國人民的方式，可以進一步了解該國文化。 

 

1.課堂表現

2. 國家文化

學習單 

3.口頭發表 

 
 

 國家文化學習單 

8-14 7 國家的歌 歷1a-IV-2理解所

習得歷史事件的發

展歷程與重要歷史

變遷。 

歷 1c-IV-2 從多元

觀點探究重要歷史

事件與人物在歷史

中的作用與意義。 
國 5-IV-2理解各

類文本的句子、段

落與主要概念，指

出寫作的目的與觀

點。 

認識且比較

不同國家的

國歌與背

景，並進行

我國國歌的

反思。 

讓學生利用彈性

課程設計，延伸

教科書裡所習知

識，觸類旁通後

進而實踐在生活

之中。 

早期進戲院看電影時，在電影播放前，大家

需要先全部起立立正唱完國歌，才可以坐下

欣賞電影，這件事各位同學有聽說過嗎？ 

請問播放國歌時的相關情境與禮儀。 

國歌比一比：教師引導學生想知道那些國的

國歌，再開始找資料，歸納各國國歌特色，

並完成”我理想中的國歌”學習單。 

「中華民國國歌知多少」文本閱讀學習單：

從文本閱讀中歸納現今國歌的相關爭議，並

提出看法。 

中華民國國歌淵源及歌詞爭議。中華民國國

歌現行使用版本定於 1937年。此歌曲先有

詞而後有曲。歌詞又名「黃埔軍官學校訓

詞」或「總理訓詞」，為國父孫中山在西元

1924年舉行的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開學

典禮上，對該校師生發表的訓詞。西元 1928

年底，當時已北伐統一全國的中國國民黨，

決定將總理訓詞定為黨歌，並對外徵求曲

譜，最終由程懋筠的作品獲選。國民政府在

1930年決定國歌時，亦決議選用此歌；之後

對外徵求創作，但均定為「從缺」，此歌遂

1.課堂表現 

2. 我理想中

的國歌”學

習單 

3.口頭發表 

 
 

我理想中的國歌”學

習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6%AD%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8C%E8%A9%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8C%E6%9B%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5%9F%94%E8%BB%8D%E5%AE%98%E5%AD%B8%E6%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AB%E4%B8%AD%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88%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88%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5%9F%94%E8%BB%8D%E6%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5%9F%94%E8%BB%8D%E6%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7%B5%B1%E4%B8%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8%8B%E6%87%8B%E7%AD%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6%B0%91%E6%94%BF%E5%BA%9C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於 1937年正式定為國歌，1949年中華民國

遷臺後沿用至今。 

  

15-22 8 紙鈔知多少 社 1a-IV-1發覺生

活經驗或社會現象

與社會領域內容知

識的關係。 

社 1b-IV-1 應用社

會領域內容知識解

析生活經驗或社會

現象。 

國 5-Ⅳ-2:理解各

類文本的句子、段

落與主要概念，指

出寫作的目的與觀

點。 

公Bp-IV-1貨

幣為什麼會

出現？ 

公Bp-IV-4買

賣外幣通常

透過銀行，

哪些人會想

要買外幣？

哪些人會想

要賣外幣？ 

讓學生利用彈性

課程設計，延伸

教科書裡所習知

識，觸類旁通後

進而實踐在生活

之中。 

近些年消費支付模式逐漸改變，朝向電子支

付方式偏移。越來越多人購買商品時，都是

拿出手機掃 QRcode，再不然就是悠遊卡或信

用卡支付，現金的紙鈔支付不再是唯一方

式。 

影片欣賞 

教師請學生先觀看紙鈔起源相關影片與報

導，並且引導其下幾個主題以分組報告 

分組議題討論 

請學生針對以下幾個議題進行討論。 

臺灣的紙鈔你們認識多少？ 

世界各國紙鈔上面的圖案都是什麼來源或靈

感設計的嗎？ 

各國紙鈔特色；分組報告各國紙鈔。 

如何防偽鈔？ 

 

1.課堂表現 

2. 各國紙鈔

特色學習單 

3.口頭發表 

 

各國紙鈔特色學習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6%94%BF%E5%BA%9C%E9%81%B7%E5%8F%B0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臺南市立學甲國民中學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學甲情懷課程計畫 

學習主題名稱 

(中系統) 
世界時空之旅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九 

教學 

節數 
本學期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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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動與關聯:探究人事物與環境間的「互動」情形及其「關聯」性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或議題實質內涵 
J-B1 具備運用各類符號表情達意的素養，能以同理心與人溝通互動，並理解數理、美學等基本概念，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課程目標 
具備運用文字增加閱讀能力並能分享看法;能理解多元世界各層面的互動與影響、能與人溝通互動並了解家鄉美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關愛家鄉。 

 

 

配合融入之領域

或議題 
有勾選的務必出現在

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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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性 

表現任務 
須說明引導基準：學

生要完成的細節說明 

1. 學生能完成用地圖建構你的國際觀學習單。 

2. 學生能完成地名的由來學習單並討論地名的變遷。 

3. 學生能拍攝在地照片及完成話我家鄉學習單並分享自己的見解。 

 

課程架構脈絡(單元請依據學生應習得的素養或學習目標進行區分)(單元脈絡自行增刪) 

 

 

 
 

從臺灣看世界 

(7) 
觀察比較 

 
  

看臺灣/家鄉地名的由來

(7) 
文獻蒐集 

 
  

話我家鄕~我的家鄉在學

甲 (6) 
文獻蒐集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與活動 

名稱 

學習表現 
校訂或相關領域與 

參考指引或 

議題實質內涵 

學習內容 

(校訂)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自選自編教材 

或學習單 

1-7 7 從臺灣看世界 地 1a-Ⅳ-2說明重
要環境、經濟與文
化議題間的相互關
係。 
地 1c-Ⅳ-2反思各
種地理環境與議題
的內涵，並提出相
關意見 
社 2a-Ⅳ-2關注生
活周遭的重要議題
及其脈絡，發展本
土意識與在地關
懷。 
藝-視(表現)視 1-
IV-3 能使用數位
及影音媒 體，表
達創作 

從辨識世界
區域地圖與
各國地圖並
了解該地的
特色 
 

1.學生能夠將地
理的知識與世界
各區域特色做連
結。 
2.學生能夠將地
理的知識應用在
生活的情境。 
3.學生可以明白
與解讀當前時代
發展與國際情
勢。 
 

目前世界局勢與全球挑戰。 
1.文本閱讀與地圖繪製-從各國觀點出發，
用地圖建構你的國際觀。 
2.以閱讀摘要討論的方式，融入多種議題。 
 

1.課堂表現

(參與度及

積極度) 

2.學習單 

 

學習單-用地圖建構

你的國際觀 

8-14 7 看臺灣/家鄉地名

的由來 

社 1a-Ⅳ-1發覺生
活經驗或社會現象
與社會領域內容知
識的關係。 
社 1b-Ⅳ-1應用社

會領域內容知識解

析生活經驗或社會

現象。 

藝-視(表現)視 1-

IV-3 能使用數位

及影音媒 體，表

達創作 

能了解臺灣

地名的原由 

 

1.學生能舉例臺
灣本島與離島各
地名與族群文化
的影響。 
2.學生能反思自

己居住環境的地

名由來。 

 

1. 蒐集台灣或自己居住的鄰里的資料並註明
資料來源。 
2.討論與分析居住的城市及附近區域有哪些
地名的變遷。 

1.課堂表現

2.學習單 

 

學習單-地名的由來 

 

15-20 6 

話我家鄕~我的家
鄉在學甲  

社(態度及價值) 
2a-Ⅳ-1 敏銳察覺
人與環境的互動關
係及其淵源。  
藝-視(表現)視 1-
IV-3 能使用數位
及影音媒 體，表
達創作意念。 

能思考、訪
查出代表家
鄉的景象 

察覺人與環境的
互動關係及其淵 
源，且能表達其
照片集錦背後的
創作想法 

1.學生拍攝個人認為最能代表家鄉的 5 張
照片 。  
2.學生介紹 5 張照片人地互動關係及其歷
史淵源。  
3.學生完成照片後，決定出個人認定最足以
代表在地的文物象徵，並發表自己的見解。 

1. 話我家
鄉學習單 
2.蒐集資料 
3.照片 

話我家鄉學習單—

家鄉照片集錦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