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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一、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暨社會領域課程綱要。 

二、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三、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修正實施要點  

四、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五、學校願景及學校教育目標 

 

貳、「社會學習領域」的內涵:  

     社會領域的主要教育功能為傳遞文化與制度，培養探究、參與、實踐、反思及創新的態度與能  

 力；其理念在於涵育新世代的公民素養，以培育公民面對各種挑戰時，能做出迎向「共好」的抉擇，   

 並具社會實踐力。 

參、「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目標：  

一、發展個人的主體意識，以及自律自治、自發精進與自我實現的素養。 

二、提升獨立思考、價值判斷、理性決定與創新應變的素養。 

三、發展民主社會所需之溝通互動、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社會參與等公民實踐的素養。 

四、增進對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學科及領域知識的探究與理解能力。 

五、發展跨學科的分析、思辨、統整、評估與批判的能力。 

六、培養對於族群、社會、地方、國家和世界等多重公民身分的敏察覺知，並涵育具有  

    認同+多元、重視人權和關懷全球永續的責任意識。 

 

肆、山頂國小各年級社會學習領域使用版本及每週實施節數： 

 

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選用版本 翰林 南一 翰林 翰林 

實施節數 3 3 3 3 

 

伍、教學方法  

一、教學應引導每位兒童，懂得重視自己的作品，也懂得尊重他人的作品，和互相協調合作、包容 

  ，合乎人性化的要求。  

二、每位兒童都各自扮演最成功的角色，認同自己，也尊重他人不同的表演方式，不做價值批判， 

  而是以包容、珍惜的態度，彼此對待和互相欣賞與分享。 

三、讓每位兒童投入活動中，充分滿足 的自我表現，其想像力、表現概念、構思也不同。 

四、教師應引導兒童其創作的能力，而且有思考的歷程，進而以流暢、變通且獨特為主要內涵的一種 

  方式。畢竟創意的孩子不多，老師應要釋放適度的能量加以引導、加以鼓勵並多稱讚。 

五、生活實踐方面，老師應引導兒童，在藝術與人文領域的學習經驗中，將學習的智能應用在日常生 

  活中，增加生活品味與興趣。 

六、特殊需求學生之能力指標參照各階段基本學力指標，採加深、加廣、加速、簡化、減量、分解、  

  替代與重整方式進行學習內容的調整。 

 

 



陸、評量原則  

一、教學活動後判斷是否達成目標，教師必須蒐集資料加以客觀評量，以正確瞭解課程設計的確切 

  性，及評估每位學生的學習預備狀況、學習現況、學習結果及學習遷移。評量所得，作為教師 加  

強與補做教學的參考依據。 

二、學習成果的評量方向是探索與創作，審美與思辨，及文化與理解的教學的教學成果評量。  

三、教學品質的評量，分三階段○1 教學前○2 教學中○3 教學後；評估其起點行為，引導階段及發

展 

階段之形成性評量。教師對教學成效之檢討、學生作品、展演，做總結性及補救教學之評量。 

四、教師應考量到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及能力上的個別差異，評量方式是否確實、具體、可行 

  性之評量。  

五、教學評量可並用「量」與「質」的評量，且可視教學目標、教學範圍、教學方法及流程之需 

  要，採取教師評量、學生互評、學生自評等方式，要應用：觀察、問答、晤談、問卷調查、檢 

  核表、 討論等方式評量。 

六、特殊需求學生之能力指標參照各階段基本學力指標，採加深、加廣、加速、簡化、減量、分解、  

  替代與重整方式進行學習內容的調整。 

 

柒、計畫應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始得實施，修正時亦同。 

  



四年級教學團隊 

桃園市山頂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社會】領域學習課程計畫 

每週節數 3 節 設計者 四年級教學團隊 

核心素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習重點 

課程理念 

1.以學生為主體：教材著重由下而上的方式，從學生生活周遭

取材，透過親身體驗和探索的方式，引導他們重組和建構自

己的生活經驗。 

2.注重情意和技能的學習：本教材除提供知識性學習之外，特

別重視態度的學習以及能力技能的培養。 

3.生活化與活潑化：本教材從學生日常生活空間取材，幫助學

生發展自我探索的能力，使其成為一個生活研究者；同時，

藉由多元化、活潑化、活動化的教學策略，讓學生更能快樂

的學習。 

4.本土化與國際化：本教材兼顧本土與國際，除了讓學生能真

實的認識鄉土和世界外，更希望能培養出具備好國民和世界

公民的情操。 

5.多元化和科技化：本教材除闡示多元文化觀念的重要性之

外，亦探討科技發展的意義及其所形成的社會問題，讓學生

為因應未來社會生活需要做好準備。 
 

 

 

 

 

 

 

 

 

 

 

 

 

 

 

 

 

 

 



課程架構表： 

 

社
會
四
年
級
上
學
期 

一、我們的家鄉 

 

1.發現家鄉 

2.家鄉的地名 

社會放大鏡、從「蛤仔難」到宜蘭 

二、家鄉的自然環境 

 

1.家鄉的地形與生活 

2.家鄉的氣候與生活 

社會放大鏡、澎湖的特色風情 

三、家鄉的開發 

1.家鄉的先民 

2.開發城與鄉 

社會放大鏡、淡水的今與昔 

五、家鄉的科技 

 

 

1.科技的進步與家鄉生活 

2.現代生活新樣貌 

社會放大鏡、多功能的日月潭水庫 

六、愛護家鄉 

1.家鄉的自然資源與危機 

2.保護家鄉齊心努力 

社會放大鏡、蛻變新生的雲林縣成龍溼地 

 

四、家鄉的產業 

 

1.居民與產業活動 

2.家鄉產業的變遷 

社會放大鏡、重視食安，桃園的有機蔬菜 

行   

 
 

 

 

 

 



 

 

 

 

融入之議題 

教師視課程內容適時融入以下議題：性別平等、人權、環境、

海洋、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訊、能源、安全、防災、

家庭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 化、閱讀素養、戶外教育、國際

教育、原住民族教育、桃園市國小在地化課程等 

學習目標 

四上： 

1.透過探索家鄉地名緣由的過程中，了解家鄉所具備的自然與

人文特性，以及家鄉聚落形成與生活需求間的關聯性，並熟悉

使用地圖的各種技巧。 

2.透過分組討論、冥想引導、觀察繪圖方式，認識家鄉的自然

環境，並從探究家鄉的地形、氣候與水資源等，發現自然環境

與生活的相互關係。 

3.透過活動引導、閱讀觀察、情境討論及發表分享方式，從家

鄉文物中看先民生活方式，先民的智慧與風俗民情，了解今昔

之不同。 

4.透過分組討論、情境演練、分組報告方式，認識家鄉產業的

特色、合作與競爭關係及發展與挑戰問題，進一步覺察產業與

生活的關係。 

5.透過資料蒐集、分組討論、體驗活動、情境演練方式，認識

家鄉的名勝與古蹟，進而發現名勝、古蹟的特色及價值，從中

培養學生愛護鄉土、珍愛文化資產的態度。 

6.透過經驗分享、分組討論、體驗活動方式，認識家鄉的節慶

與民俗活動，進而發現不同群體的節慶與民俗活動所蘊含的意

義及特色，從中培養學生尊重並欣賞各種節慶與民俗活動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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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們的家鄉 

 

1.發現家鄉 

2.家鄉的地名 

社會放大鏡、從「蛤仔難」到宜蘭 

二、家鄉的自然環境 

 

1.家鄉的地形與生活 

2.家鄉的氣候與生活 

社會放大鏡、澎湖的特色風情 

三、家鄉的開發 

1.家鄉的先民 

2.開發城與鄉 

社會放大鏡、淡水的今與昔 

五、家鄉的科技 

 

 

1.科技的進步與家鄉生活 

2.現代生活新樣貌 

社會放大鏡、多功能的日月潭水庫 

六、愛護家鄉 

1.家鄉的自然資源與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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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鄉的產業 

 

1.居民與產業活動 

2.家鄉產業的變遷 

社會放大鏡、重視食安，桃園的有機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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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四下： 

1.透過各種蒐集及調查方式，了解家鄉人口的分布及組成情

形，並藉由各地縣市資料說明人口結構的概念，進而了解家鄉

人口的變遷狀況。 

2.透過活動引導、閱讀觀察、情境討論及發表分享方式，認識

縣（市）政府、縣（市）議會、民間團體的工作重點與功能。 

3.透過分組討論、情境演練、閱讀報導方式，認識家鄉交通的

特色、發展與問題挑戰等，進一步覺察，交通發展與地理環境

和人口分布之間的關係，以及對生活造成的影響與改變。 

4.以都市與鄉村、現代與過去比較居民如何因為時間與空間上

的不同，而有著不同的生活方式，了解人類生活型態與自然環

境、歷史發展等因素之間的密切關聯。 

5.透過家鄉的休閒活動與場所，探討休閒與家鄉居民生活的關

係，學習各種獲得資訊的方式，了解如何以健康、安全的方式

參與休閒活動。 

6.透過活動引導、閱讀觀察、情境討論及發表分享等方式，了

解家鄉發展中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知道居民們關心家鄉的方

式、解決問題的方法、應有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