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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課程計畫 
■ 能力指標(學習領域)            □ 課程目標(彈性學習) 

1-2-1 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1-2-2 描述不同地方居民的生活方式。 
1-2-3 覺察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識與感受具有差異性，並能表達對家鄉的關懷。 
1-2-4 測量距離、閱讀地圖、使用符號繪製簡略平面地圖。 
1-2-6 覺察聚落的形成在於符合人類聚居生活的需求。 
1-2-8 覺察生活空間的型態具有地區性差異。 
2-2-1 瞭解居住地方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遷。 
5-2-1 舉例說明自己可以決定自我的發展並具有參與群體發展的權利。 
7-2-2 認識各種資源，並說明其受損、消失、再生或創造的情形，並能愛護資源。 
8-2-1 舉例說明為了生活需要和解決問題，人類才從事科學和技術的發展。 
8-2-2 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生活和自然環境。 

課程名稱 社會 年級 四 設計者 蕭淑婉 教學者 蕭淑婉 
每週授課節數 3 學期授課節數 合計【 63 】節 

學校願景融入

情形 

1.多元學習：以各種摘要方法及實作活動學習家鄉的各種議題。 
2.快樂和諧：能關懷家鄉的發展。 
3.服務人群：能以實際行動愛護家鄉。 

教育議題融入

情形標記(多選) 
□1.性別平等 2.環境 3.資訊 4.家政 □5.人權 6.生涯 7.海洋 □8.國防 

新興議題融入

情形標記(多選) 

□A.法治 B.生命 □C.品德  □D.媒體 □E.智慧財產 F.資訊倫理與安全上網 

□G.理財 H.動物福利 □I.人口販賣 □J.多元文化 K.族群                

□L.圖資利用與閱讀教育 □M.(其他:              請自述) 
◎學期教學課程目標：(與學生學期評量要點相對應)  
認知：  

1. 能了解家鄉地名的由來與演變。 

2. 了解家鄉的地形、氣候，及其對家鄉生活的影響。 

3. 能分析聚落形成的原因與發展差異。 

4. 能了解家鄉產業的變遷與發展。 

5. 認識早期家鄉的生活狀況，及現代科技發展對生活的影響。 

6. 了解家鄉的資源與危機。 

  

情意：  

1. 培養關懷家鄉的態度。 

2. 關懷家相聚落的發展。 

3. 能關懷家鄉的生活環境。 

 

技能： 
1. 能正確使用資訊科技。 
2. 能以實際行動愛護家鄉的自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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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達成學生學習能力：（本校設計之學生學習評量要點） 
1. 能了解家鄉地名的由來與演變。 
2. 了解家鄉的地形、氣候對家鄉生活的影響。 
3. 能分析聚落形成的原因。 
4. 能了解家鄉產業的變遷與發展。 
5. 認識早期家鄉的生活狀況，及現代科技發展對生活的影響。 
6. 了解家鄉的資源運用與危機。 

 

◎教學評量方式說明：(請依據教育局評量相關規定) 
  1.量化：平時(  70  )%    定期評量(  30  )%    
  2.質性：(評量方式說明) 
    一、紙筆評量 
    二、習作、重點學習單 
    三、課堂討論及口頭報告 

 
教學進度安排(教育議題：1.性別平等 2.環境 3.資訊 4.家政 5.人權 6.生涯 7.海洋 8.國防) 
              (新興議題：A.法治、B.生命、C.品德、D.媒體、E.智慧財產、F.資訊倫理與安全上

網 G.理財、H.動物福利、I.人口販賣、J.多元文化、K.族群 

L.圖資利用與閱讀教育□M. (其他:           請自述) 
單元名稱 起訖日期 教育議題 新興議題 節數 使用教材（含輔助學習教材） 學生評量方式 

一、我們的家鄉 8/30~9/22 2 F 12 

南一版四年級社會領域

教材（含教學掛圖、教學

DVD、網路資源、教具圖

卡等） 

習作、學習單、

資料蒐集、口頭

報告、互動式問

答、學習態度、

紙筆評量。 

二、家鄉的自然

環境與生活 
9/25~10/13 2.6.7  9 

三、家鄉的開發 10/16~11/3 2.7 K 9 

四、家鄉的產業 11/6~11/24 2.6  9 

五、科技與家鄉

生活 
12/4~12/15 2.3.4 F 9 

六、愛護家鄉 
12/18~1/19 2.3.4.7 B.H 15 

定期評量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範圍 學生評量方式 
期中評量 10/30 11/03 第一單元~第三單元 紙筆評量 
期末評量 1/11 1/12 第四單元~第六單元 紙筆評量 

【家長配合事項】 1. 鼓勵孩子閱讀課外書籍，增加生活中的知識，假日休閒活動可安

排至 臺灣 各地旅遊以見證 臺灣 的區域發展與過往的歷史事蹟。 
2. 提醒孩子確實訂正各項作業，並請家長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