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臺南市立新東國民中學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  社會人文  課程計畫 

學習主題名稱 社會人文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九/306-310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6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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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理念 

藉由相關的國際新聞、議題時事，培養學生敏銳的觀察力與分析能力。 

配合所學史地相關知識，融入學生對世界的認識，建構一個有創意的世界地圖。 

本設計二十一週課程，以領域核心素養為中心，扣合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之設定，從生活經驗中出發，讓學生從課程延伸深度

與廣度，進而培養獨立思考、成熟分工的能力。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或校訂素養 

A3 規畫執行與創新應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課程目標 
瞭解生活經驗與社會現象的關聯 

提高對生活周遭環境、經濟與文化議題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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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任務 
須說明引導基準：學

生要完成的細節說明 

1. 學生投入參與本系列課程的各項活動及小組任務。 

2. 學生以小組為單位完成老師所指派的任務，不僅在學習上有所獲益，更能藉由團隊合作增進溝通與協調能力。 

3. 學生在學習相關知識之餘，也能透過同儕間的腦力激盪與共同合作，發揮其創造能力，展現多元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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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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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依據其「學習表現」之動詞具體規

畫設計相關學習活動之內容與教學流

程 

學習評量 
自編自選教材 

或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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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領域是檢核

重點) 

學習內容

(校訂)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自編自選教材 

或學習單 

(需具體說明，

例如:教材來源

出處) 

第 1到 5
週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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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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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影片與報導觀看 
教師請學生先觀看紙鈔起源相關
影片與報導；並說明紙鈔的定義
是指以柔軟的物料(通常是特殊
的紙張)印製成的特殊貨幣憑證，
通常由國家發行並強制使用的一
種貨幣符號。紙幣本身不具價值，
雖然作為一種貨幣符號，但其不
能直接行使價值尺度職能，而是
由國家對其面值進行定義。相比
起硬幣，紙幣的面值通常較高。
又稱紙幣、鈔票。 
(二)議題討論 
請學生針對以下兩個議題進行討
論。 
1.鈔票一詞的由來？ 
2.世界最早出現的紙幣是哪個國
家發行、名稱為何？ 
3.紙幣為何又被稱為鈔票？ 
4.學生分享。 
(三)議題討論 
請學生針對以下兩個議題進行討
論。 

1.課堂表現
(參與度及
積極度) 
2.口頭發表 

紙鈔知多少 

紙鈔知多少

(15)
閱讀素養

國際重要議題

(15)
時事探討

歷史事件的社會

脈絡

(9)
歷史變遷

如果你是決策者，

你會怎麼做？

(15)
政治參與

生活經驗或社會

現象

(9)
資料蒐集與調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99%E5%BC%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2%A8%E5%B9%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1%AC%E5%B9%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1.現行流通的新臺幣紙鈔是第五
套橫式新臺幣，共有哪些面額？ 
2.其正反面圖像為何？ 
3.紙鈔製作的材質僅限於紙嗎？ 
4.紙鈔為何大多採用長方形，且
圖案為橫向呢？ 
5.學生分享。 
 
 

第 6-10週 15 國際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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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1a-Ⅳ-2說

明重要環境、

經濟與文化議

題間的相互關

係。 

地 Bc-Ⅳ-2

全球氣候變

遷的衝擊。 

公 Dd-Ⅳ-2

全球化帶來

哪些影響？

人們有哪些

回應和評

價？ 

能了解近期

國際上不同

類型的時事

議題。 

運用 kahoot測試學生對新聞時

事的理解程度。 

1.課堂參與 

2.學習單 

自編 

第 11-13
週 

9 
歷史事件的社

會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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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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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b-Ⅳ-1 運

用歷史資料，

歷 Ca-Ⅳ-1 

清帝國的統

治政策。 

歷 Ca-Ⅳ-2 

農商業的發

展。 

歷 Cb-Ⅳ-2 

漢人社會的

活動。 

1.能分析圖

表，並提出

合理的歷史

解釋。 

2.了解時人

受環境影響

所做出的選

擇。 

1.透過圖表分析臺灣開港通商的

原因。 

2.透過圖表分析臺灣開港通商後

的進出口貨易。 

3.透過圖表分析西方傳教士所帶

來的文化衝擊。 

1.小組討

論。 

2.口頭發

表。 

3.學習單書

寫。 

4.課堂學習

態度及參與

度。 

自編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解釋重要歷史

人物與事件間

的關聯。 

歷 1b-Ⅳ-2 運

用歷史資料，

進行歷史事件

的因果分析與

詮釋。 

社 2a-Ⅳ-1 敏

銳察覺人與環

境的互動關係

及其淵源。 

社 2b-Ⅳ-1 感

受個人或不同

群體在社會處

境中的經歷與

情緒，並了解

其抉擇。 

社 2c-Ⅳ-1 從

歷史或社會事

件中，省思自

身或所屬群體

的文化淵源、

處境及自主

性。 

第 14-18
週 

15 

如果你是決策

者，你會怎麼

做？ 

社 1a-Ⅳ-1 

發覺生活經驗

或社會現象與

社會領域內容

公 Ab-Ⅳ-2 

學生們在校

園中享有哪

些權利？如

1.讓同學在

搜集資料與

閱讀選舉公

報資料過程

1.教師引導：從各組手上與有興

趣的選舉公報內容，投票決定模

擬選舉要以政黨／總統／立法委

員/地方首長／地方民意代表擇

 自編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知識的關係。 

社 3b-Ⅳ-3 

使用文字、照

片、圖表、數

據、地圖、年

表、言語等多

種方式，呈現

並解釋探究結

果。 

社 3c-Ⅳ-1 

聆聽他人意

見，表達自我

觀點，並能以

同理心與他人

討論。 

社 3d-Ⅳ-1 

規劃與執行社

會領域的問題

探究、訪查、

創作或展演等

活動。 

何在校園生

活中實踐公

民德性？ 

公 Ca-Ⅳ-3 

中學生如何

餐與校園公

共事務的決

策過程？ 

公 Cc-Ⅳ-1 

民主社會中

的政治參與

為什麼很重

要？ 

公 Cc-Ⅳ-2 

民主社會中

為什麼常用

投票來做為

重要的參與

形式？ 

公 Cc-Ⅳ-3 

公平投票有

哪些基本原

則？ 

中對週遭臺

灣政治生態

環境有更深

入的了解。 

2.讓同學在

討論的過程

中對社會現

況有更深入

的了解與思

考，並能分

析各黨或各

候選人提出

政見、方針

的理由。 

3.讓同學在

上臺發表與

實際進行模

擬投開票的

過程中，培

養在眾人面

前發表自己

意見的勇氣

與民主法治

社會的各種

落實方法。 

一進行。 

2.小組討論，並分配主題(政黨

或公職人員)。 

3.小組討論：從選舉公報及新

聞、各地方特色，分析各政黨或

候選人的政見(優缺)。 

4.小組發表選定後的選舉公報看

法分析與介紹政黨及候選人(每

組 3分鐘)。 

19-22第
週 

12 
生活經驗或社

會現象 

社 1a-Ⅳ-1 

發覺生活經驗

或社會現象與

公 Ab-Ⅳ-2 

學生們在校

園中享有哪

1.讓同學在

搜集資料與

採訪的過程

1.請各組於學習單記錄在校園內

或社區中(至少 3-5項)看到的事

物： 

1.海報占

30% 

2.學習單占

自編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社會領域內容

知識的關係。 

社 2a-Ⅳ-1 

敏銳察覺人與

環境的互動關

係及其淵源。 

社 3b-Ⅳ-3 

使用文字、照

片、圖表、數

據、地圖、年

表、言語等多

種方式，呈現

並解釋探究結

果。 

社 3c-Ⅳ-1 

聆聽他人意

見，表達自我

觀點，並能以

同理心與他人

討論。 

社 3d-Ⅳ-1 

規劃與執行社

會領域的問題

探究、訪查、

創作或展演等

活動。 

些權利？如

何在校園生

活中實踐公

民德性？ 

公 Ca-Ⅳ-3 

中學生如何

餐與校園公

共事務的決

策過程？ 

中對週遭生

活的環境有

更深入的了

解。 

2.讓同學在

製作投影片

時學會資料

整理與表達

意見的能

力。 

3.同學在作

社會小專題

的過程中學

會分工合作

與溝通協調

的能力。 

(1)很棒的事物 

(2)不完美或待改善的事物 

2.記錄下來所選定事、物的各項

細節。 

30% 

3.口頭報告

老師評分部

分佔 40%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依據「學習表現」之動詞來具體規劃符應「學習活動」之流程，僅需敘明相關學習表現動詞之學習活動即可。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臺南市立新東國民中學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  社會人文  課程計畫 

學習主題名稱 
(中系統) 

社會人文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九/306-310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6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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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理念 
藉由相關的國際新聞、議題時事，培養學生敏銳的觀察力與分析能力。 

配合所學史地相關知識，融入學生對世界的認識，建構一個有創意的世界地圖。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或校訂素養 

A3 規畫執行與創新應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課程目標 
瞭解生活經驗與社會現象的關聯 

提高對生活周遭環境、經濟與文化議題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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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任務 
須說明引導基準：學

生要完成的細節說明 

1. 使用新聞照片、生活調查數據、影片及搜尋引擎等方式，呈現並解釋全球化下的資訊傳播與文化交流探究結果。 

2. 反思自己居住環境的地名由來。 

3. 具備基礎閱讀能力並能與組員分享看法並討論之。 

4. 能練習查找與組織各種文本並理解文本背後的意義。 

5. 探索世界各地的生活特性，並藉由作品表達對世界生活文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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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放大鏡

(15)
閱讀素養

尋根之旅

(15)
本土探索

優遊歷史
(9)

歷史變遷

環遊世界、認識族群

(18)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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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依據其「學習表現」之動詞具體規

畫設計相關學習活動之內容與教學流

程 

學習評量 
自編自選教材 

或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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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領域是檢核

重點) 

學習內容

(校訂)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自編自選教材 

或學習單 

(需具體說明，

例如:教材來源

出處) 

第 1到 5
週 

15 事件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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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3b-Ⅳ-3使

用文字、照

片、圖表、數

據、地圖、年

表、言語等多

種方式，呈現

並解釋探究結

果。 

社 3c-Ⅳ-1聆

聽他人意見，

表達自我觀

公 Dd-Ⅳ-2

全球化帶來

哪些影響？

人們有哪些

回應和評

價？ 

公 De-Ⅳ-1

科技發展如

何改變我們

的日常生

活？ 

1.以文化差

異與文化交

流的概念解

析歐洲與臺

灣對於戴口

罩現象的差

異性。 

2.使用新聞

照片、生活

調查數據、

影片及搜尋

引擎等方

式，呈現並

解釋全球化

下的資訊傳

播與文化交

流探究結

果。 

1.從新冠肺炎所延伸的相關議題

了解全球化的意義。 

2.透過政府的防疫措施，了解全

球化下的資訊傳播現象。 

1.教師考評 

2.觀察 

3.口頭詢問 

自編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點，並能以同

理心與他人討

論。 

第 6-10週 15 尋根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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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Ca-Ⅳ-2

鄉鎮市區

(或縣市)地

名的由來與

變遷。 

地 Ca-Ⅳ-3

聚落地名的

命名與環

境、族群文

化的關係。 

 

1.舉例臺灣

本島與離島

各地名與族

群文化的影

響。 

2.反思自己

居住環境的

地名由來。 

1.操作「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2.尋找自己的國小母校與居住的

鄰里。 

3.討論與分析居住的城市有哪些

地名的變遷。 

1.學習單 

2.心得報告 

自編 

第 11-13
週 

9 優遊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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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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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c-Ⅳ-1聆

聽他人意見，

表達自我觀

點，並能以同

歷 Qc-Ⅳ-1

戰間期的世

界局勢。 

歷 Qc-Ⅳ-2

第二次世界

大戰。 

歷 Qc-Ⅳ-3

從兩極到多

元的戰後世

界。 

1.具備基礎

閱讀能力並

能與組員分

享看法並討

論之。 

2.能練習查

找與組織各

種文本並理

解文本背後

的意義。 

3.能理解兩

次大戰與現

代社會的發

展。 

從二戰為何爆發到當前世界發展

的態勢進行反思，透過文本與題

目，以閱讀、摘要、討論的方

式，融入各項議題，以閱讀、摘

要、討論的方式，融入多種議

題，培養多重公民身分的敏察覺

知，和發展民主社會所需的公民

實踐素養。 

1.個人學習

歷程檔案

（文本、學

習單累積） 

2.小組討

論。 

3.口頭發

表。 

自編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理心與他人討

論。 

第 14-20
週 

21 

 

環遊世界、認

識族群 

公 1b-IV-1比

較社會現象的

多種解釋觀

點。 

社 2b-IV-2尊

重不同群體文

化的差異性，

並欣賞其文化

之美。 

社 3c-IV-3使

用文字、照

片、圖表、數

據、地圖、年

表、言語等多

種方式，呈現

並解釋探究結

果。 

公 Dc-IV-1

日常生活

中，有哪些

文化差異的

例子？ 

公 Dc-IV-2

不同語言與

文化之間在

哪些情況下

會產生位階

和不平等的

現象？為什

麼？ 

公 Dc-IV-3

面對文化差

異時，為什

麼要互相尊

重與包容？ 

1.探索世界

各地的生活

特性，並藉

由作品表達

對世界生活

文化的理

解。 

2.能學習尊

重與關懷不

同的文化，

並發現多元

文化中相同

與相異之

處。 

1.教師讓各組代表抽選世界五大

洲籤後，以「洲」或「單一國

家」進行「食、衣、住、行、

育、樂」各項特徵的圖文描繪，

並利用拼貼軟體呈現其主題特

色。 

2.教師引導學生將學生將內容搭

配文化的特性來呈現。 

1.教師考評 

2.觀察 

3.口頭詢問 

4.紙筆測驗 

自編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依據「學習表現」之動詞來具體規劃符應「學習活動」之流程，僅需敘明相關學習表現動詞之學習活動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