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臺北市  木柵  國民中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七 年級彈性學習  社會倫理  課程計畫 
 

編撰教師:  社會領域教師團隊   

 

 

本學期學習目標 

（一）認識文化資產的保存方法。 

（二）知道「臺灣」一詞的由來。 

（三）認識臺灣各歷史階段的地名由來。 

（四）瞭解臺灣各地名與時代間的關係。 

（五）認識各時期地名的命名原則、趨向。 

（六）認識家鄉各行政層級的歷代地名來源。 

（七）明白文化資產的重要性。 

（八）認識文化資產保護法。 

（九）認識文化資產的保存方法。 

（十）認識世界文化遺產。 

（十一） 瞭解臺灣對文化資產保護的始末。 

（十二） 認識臺灣的文化資產。 

（十三） 瞭解文化資產如何進行保存維護。 

（十四） 認識文化資產的再利用。 

（十五） 瞭解城鄉的差距與社區發展的關係。 

（十六） 知道進行社區營造的幾個必要條件。 

（十七） 瞭解地方和環境的改變 

（十八） 知道社區居民與社區間的關係。 

（十九） 認識所在社區的位置與範圍。 

（二十） 認識社區的特色。 

（二十一） 瞭解人存在的價值 

（二十二） 知道死亡也是生命中的一環。 

（二十三） 能明白愛惜自己與他人生命的重要。 

（二十四） 能知道每個人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本學期各單元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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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8/27 

| 

09/02 

臺灣的古地

名【歷史】 

1.知道「臺灣」一詞的由來。 

2.認識臺灣各歷史階段的

地名由來。 

3.瞭解臺灣各地名與時代

間的關係。 

4.認識各時期地名的命名

原則、趨向。 

5.認識家鄉各行政層級的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

的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 

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

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 

型態 

2-4-1 認識臺灣歷史(如思想、文

化、社會制度、經濟活動與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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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地名來源。 政治興革等)的發展過程。 

2.  

09/03 

| 

09/09 

打造自己的

社區―社區

營造【公民】 

1.瞭解城鄉的差距與社區

發展的關係。 

2.知道進行社區營造的幾

個必要條件。 

3.瞭解地方和環境的改變。 

4.知道社區居民與社區間

的關係。 

5.認識所在社區的位置與

範圍。 

6.認識社區的特色。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

的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

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

及其互動如影響人類的生活型

態態。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邊環

境的感受，並提出改善建言或方

案。 

5-4-5 在面對個體與個體、個體

與群體之間產生合作或競爭的

情境時，能進行負責任的評估與

取捨。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

處可能的衝突及解決策略，並能

運用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

妥協等基本原則。 

環境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3.  

09/10 

| 

09/16 

臺灣的古地

名【歷史】 

1.知道「臺灣」一詞的由來。 

2.認識臺灣各歷史階段的

地名由來。 

3.瞭解臺灣各地名與時代

間的關係。 

4.認識各時期地名的命名

原則、趨向。 

5.認識家鄉各行政層級的

歷代地名來源。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

的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

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

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

型態 

2-4-1 認識臺灣歷史(如思想、文

化、社會制度、經濟活動與政治

興革等)的發展過程。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4.  

09/17 

| 

09/23 

打造自己的

社區―社區

營造【公民】 

1.瞭解城鄉的差距與社區

發展的關係。 

2.知道進行社區營造的幾

個必要條件。 

3.瞭解地方和環境的改變。 

4.知道社區居民與社區間

的關係。 

5.認識所在社區的位置與

範圍。 

6.認識社區的特色。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

的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

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

及其互動如影響人類的生活型

態態。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邊環

境的感受，並提出改善建言或方

案。 

5-4-5 在面對個體與個體、個體

與群體之間產生合作或競爭的

情境時，能進行負責任的評估與

取捨。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

處可能的衝突及解決策略，並能

環境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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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

妥協等基本原則。 

5.  

09/24 

| 

09/30 

臺灣的古地

名【歷史】 

1.知道「臺灣」一詞的由來。 

2.認識臺灣各歷史階段的

地名由來。 

3.瞭解臺灣各地名與時代

間的關係。 

4.認識各時期地名的命名

原則、趨向。 

5.認識家鄉各行政層級的

歷代地名來源。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

的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

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

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

型態態。 

2-4-1 認識臺灣歷史(如思想、文

化、社會制度、經濟活動與政治

興革等)的發展過程。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6.  

10/01 

| 

10/07 

打造自己的

社區―社區

營造【公民】 

1.瞭解城鄉的差距與社區

發展的關係。 

2.知道進行社區營造的幾

個必要條件。 

3.瞭解地方和環境的改變。 

4.知道社區居民與社區間

的關係。 

5.認識所在社區的位置與

範圍。 

6.認識社區的特色。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

的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

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

及其互動如影響人類的生活型

態態。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邊環

境的感受，並提出改善建言或方

案。 

5-4-5 在面對個體與個體、個體

與群體之間產生合作或競爭的

情境時，能進行負責任的評估與

取捨。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

處可能的衝突及解決策略，並能

運用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

妥協等基本原則。 

環境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7.  

10/08 

| 

10/14 

復習評量（第一次段考） 1 

 

 

8.  

10/15 

| 

10/21 

打造自己的

社區―社區

營造【公民】 

1.瞭解城鄉的差距與社區

發展的關係。 

2.知道進行社區營造的幾

個必要條件。 

3.瞭解地方和環境的改變。 

4.知道社區居民與社區間

的關係。 

5.認識所在社區的位置與

範圍。 

6.認識社區的特色。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

的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

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

及其互動如影響人類的生活型

態態。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邊環

境的感受，並提出改善建言或方

案。 

5-4-5 在面對個體與個體、個體

與群體之間產生合作或競爭的

情境時，能進行負責任的評估與

環境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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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捨。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

處可能的衝突及解決策略，並能

運用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

妥協等基本原則。 

9.  

10/22 

| 

10/28 

文化資產與

保存【歷史】 

1.明白文化資產的重要性。 

2.認識文化資產保護法。 

3.認識文化資產的保存方

法。 

4.認識世界文化遺產。 

5.瞭解臺灣對文化資產保

護的始末。 

6.認識臺灣的文化資產。 

7.瞭解文化資產如何進行

保存維護。 

8.認識文化資產的再利用。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

的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

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

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

型態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邊環

境的感受，並提出改善建言或方

案。 

2-4-1 認識臺灣歷史(如思想、文

化、社會制度、經濟活動與政治

興革等)的發展過程。 

8-4-1 分析科學技術的發明與人

類價值、信仰、態度如何交互影

響。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文 

10.  

10/29 

| 

11/04 

打造自己的

社區―社區

營造【公民】 

1.瞭解城鄉的差距與社區

發展的關係。 

2.知道進行社區營造的幾

個必要條件。 

3.瞭解地方和環境的改變。 

4.知道社區居民與社區間

的關係。 

5.認識所在社區的位置與

範圍。 

6.認識社區的特色。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

的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

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

及其互動如影響人類的生活型

態態。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邊環

境的感受，並提出改善建言或方

案。 

5-4-5 在面對個體與個體、個體

與群體之間產生合作或競爭的

情境時，能進行負責任的評估與

取捨。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

處可能的衝突及解決策略，並能

運用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

妥協等基本原則。 

環境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11.  

11/05 

| 

11/11 

文化資產與

保存【歷史】 

1.明白文化資產的重要性。 

2.認識文化資產保護法。 

3.認識文化資產的保存方

法。 

4.認識世界文化遺產。 

5.瞭解臺灣對文化資產保

護的始末。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

的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

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

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

型態態。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邊環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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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認識臺灣的文化資產。 

7.瞭解文化資產如何進行

保存維護。 

8.認識文化資產的再利用。 

境的感受，並提出改善建言或方

案。 

2-4-1 認識臺灣歷史(如思想、文

化、社會制度、經濟活動與政治

興革等)的發展過程。 

8-4-1 分析科學技術的發明與人

類價值、信仰、態度如何交互影

響。 

12.  

11/12 

| 

11/18 

打造自己的

社區―社區

營造【公民】 

1.瞭解城鄉的差距與社區

發展的關係。 

2.知道進行社區營造的幾

個必要條件。 

3.瞭解地方和環境的改變。 

4.知道社區居民與社區間

的關係。 

5.認識所在社區的位置與

範圍。 

6.認識社區的特色。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

的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

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

及其互動如影響人類的生活型

態態。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邊環

境的感受，並提出改善建言或方

案。 

5-4-5 在面對個體與個體、個體

與群體之間產生合作或競爭的

情境時，能進行負責任的評估與

取捨。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

處可能的衝突及解決策略，並能

運用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

妥協等基本原則。 

環境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13.  

11/19 

| 

11/25 

文化資產與

保存【歷史】 

1.明白文化資產的重要性。 

2.認識文化資產保護法。 

3.認識文化資產的保存方

法。 

4.認識世界文化遺產。 

5.瞭解臺灣對文化資產保

護的始末。 

6.認識臺灣的文化資產。 

7.瞭解文化資產如何進行

保存維護。 

8.認識文化資產的再利用。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

的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

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

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

型態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邊環

境的感受，並提出改善建言 

或方案。 

2-4-1 認識臺灣歷史(如思想、文

化、社會制度、經濟活動與 

政治興革等)的發展過程。 

8-4-1 分析科學技術的發明與人

類價值、信仰、態度如何交互 

影響。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14.  

11/26 

| 

12/02 
 1 

 

 



 

 5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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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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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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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2/03 

| 

12/09 

文化資產與

保存【歷史】 

1.明白文化資產的重要性。 

2.認識文化資產保護法。 

3.認識文化資產的保存方

法。 

4.認識世界文化遺產。 

5.瞭解臺灣對文化資產保

護的始末。 

6.認識臺灣的文化資產。 

7.瞭解文化資產如何進行

保存維護。 

8.認識文化資產的再利用。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

的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

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

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

型態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邊環

境的感受，並提出改善建言 

或方案。 

2-4-1 認識臺灣歷史(如思想、文

化、社會制度、經濟活動與 

政治興革等)的發展過程。 

8-4-1 分析科學技術的發明與人

類價值、信仰、態度如何交互 

影響。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16.  

12/10 

| 

12/16 

生命之歌【公

民】 

1.瞭解人存在的價值。 

2.知道死亡也是生命中的

一環。 

3.能明白愛惜自己與他人

生命的重要。 

4.能知道每個人生命的意

義與價值。 

3-4-1 舉例解釋個人的種種需求

與人類繁衍的關係。 

4-4-1 想像自己的價值觀與生活

方式在不同時間、空間下會有什

麼變化。 

4-4-5 探索生命與死亡的意義。 

5-4-1 瞭解自己的身心變化，並

分享自己追求身心健康與成長

的體驗。 

生涯發展

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17.  

12/17 

| 

12/23 

文化資產與

保存【歷史】 

1.明白文化資產的重要性。 

2.認識文化資產保護法。 

3.認識文化資產的保存方

法。 

4.認識世界文化遺產。 

5.瞭解臺灣對文化資產保

護的始末。 

6.認識臺灣的文化資產。 

7.瞭解文化資產如何進行

保存維護。 

8.認識文化資產的再利用。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

的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 

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

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 

型態。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邊環

境的感受，並提出改善建言或方

案。 

2-4-1 認識臺灣歷史(如思想、文

化、社會制度、經濟活動與政治

興革等)的發展過程。 

8-4-1 分析科學技術的發明與人

類價值、信仰、態度如何交互 

影響。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18.  

12/24 

| 

12/30 

生命之歌【公

民】 

1.瞭解人存在的價值。 

2.知道死亡也是生命中的

一環。 

3.能明白愛惜自己與他人

生命的重要。 

4.能知道每個人生命的意

義與價值。 

3-4-1 舉例解釋個人的種種需求

與人類繁衍的關係。 

4-4-1 想像自己的價值觀與生活

方式在不同時間、空間下會有什

麼變化。 

4-4-5 探索生命與死亡的意義。 

5-4-1 瞭解自己的身心變化，並

分享自己追求身心健康與成長

生涯發展

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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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 

活動主題 

單元 

學習目標 
能力指標 

重大 

議題 

節

數 

評量 

方法 

備 

註 

的體驗。 

19.  

12/31 

| 

01/06 

文化資產與

保存【歷史】 

1.明白文化資產的重要性。 

2.認識文化資產保護法。 

3.認識文化資產的保存方

法。 

4.認識世界文化遺產。 

5.瞭解臺灣對文化資產保

護的始末。 

6.認識臺灣的文化資產。 

7.瞭解文化資產如何進行

保存維護。 

8.認識文化資產的再利用。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

的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 

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

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 

型態。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邊環

境的感受，並提出改善建言或方

案。 

2-4-1 認識臺灣歷史(如思想、文

化、社會制度、經濟活動與政治

興革等)的發展過程。 

8-4-1 分析科學技術的發明與人

類價值、信仰、態度如何交互 

影響。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20.  

01/07 

| 

01/13 

生命之歌【公

民】 

1.瞭解人存在的價值。 

2.知道死亡也是生命中的

一環。 

3.能明白愛惜自己與他人

生命的重要。 

4.能知道每個人生命的意

義與價值。 

3-4-1 舉例解釋個人的種種需求

與人類繁衍的關係。 

4-4-1 想像自己的價值觀與生活

方式在不同時間、空間下會有什

麼變化。 

4-4-5 探索生命與死亡的意義。 

5-4-1 瞭解自己的身心變化，並

分享自己追求身心健康與成長

的體驗。 

生涯發展

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21.  

01/14 

| 

01/20 

復習評量（第三次段考） 

結業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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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木柵  國民中學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七 年級彈性學習  社會倫理  課程計畫 
 

編撰教師:  社會領域教師團隊   

 

 

本學期學習目標 
1.知道慰安婦形成的時代背景。 

2.瞭解目前慰安婦的生活情況。 

3.知道臺灣政府與其他國家對慰安婦的處理方式。 

4.瞭解近來慰安婦對日本的指控，及日本的回應。 

5.收集有關慰安婦的新聞報導和資訊。 

6.彼此分享所收集的資料及感想，並對各組的討論結果提供意見。 

7.體會慰安婦因其時代背景的逼迫，所遭受到的苦難，藉以發揮對慰安婦的關切、捍衛慰安婦的尊嚴。 

8.藉慰安婦事件瞭解過去對婦女的不尊重，學會兩性之間的尊重，以期達到兩性平等。 

9.能知道社區的意義和範圍。 

10.知道社區的目的和功能。 

11.知道工業革命後，傳統社區的轉變情形。 

12.知道社區營造的背景。 

13.瞭解社區營造的意義。 

14.瞭解社區營造的功能和目的。 

15.知道社區營造可以有哪些主題。 

16.瞭解目前社區營造可能遭遇的困難。 

17.培養學生合作學習的能力。 

18.訓練學生口語表達的能力。 

19.知道臺灣從光復以來在社會福利制度上的進展。 

20.瞭解社會福利制度的興盛與其時代背景的關聯性。 

21.能夠理解社會福利政策制定的必要性。 

22.明白社會福利政策施行的好壞，會對整個社會環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23.能將所收集到的相關資料作統整，並建立一個完整的架構。 

24.試著去看社會變遷所造成的變動，進而從中學習到制定一個制度必須具備的宏觀思考。 

25.藉由社會福利制度去發現這些制度背後所要保障的弱勢團體。26.目睹社會的不平等時，能夠發揮同

情心，幫助這些弱勢團體重新獲得社會的認同。 

27.瞭解團體的定義、組成及其功能。 

28.認識結社自由的重要性及其法令限制。 

29.瞭解我國人民團體發展法源及其三種類型態。 

30.瞭解志願團體的意義與重要性。 

31.瞭解國中生參與團體事務的方式。 

32.認識人所處的關係類型態。 

33.明白群己關係的重要性。 

34.體認生命的相互扶持特性。 

35.積極發揮自我角色。 

36.體認自己對社會的價值觀。 

37.認識不同年代社會的生活背景。 

38.瞭解什麼是社會變遷。 

39.瞭解哪些因素會導致社會變遷。 

40.瞭解社會變遷的影響。 

41.瞭解社會變遷下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並面對社會變遷衝擊下的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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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各單元內涵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 
活動主題 

單元學習目標 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 
節
數 

評量 
方法 

備 
註 

1. 

02/11 

| 

02/17 

飄零的落

花：慰安婦 

【歷史】 

1.知道慰安婦形成的時代背

景。 

2.瞭解目前慰安婦的生活情

況。 

3.知道臺灣政府與其他國家

對慰安婦的處理方式。 

4.瞭解近來慰安婦對日本的

指控，及日本的回應。 

5.收集有關慰安婦的新聞報

導和資訊。 

6.彼此分享所收集的資料及

感想，並對各組的討論結果

提供意見。 

7.體會慰安婦因其時代背景

的逼迫，所遭受到的苦難，

藉以發揮對慰安婦的關切、

捍衛慰安婦的尊嚴。 

8.藉慰安婦事件瞭解過去對

婦女的不尊重，學會兩性之

間的尊重，以期達到兩性平

等。 

2-3-3 瞭解今昔臺灣與亞洲

和世界的互動關係。 

2-4-3 認識世界歷史發展過

程中的思想、文化、社會制

度、經濟活動與政治興革。 

2-4-4 比較人們對歷史的不

同說法和不同解釋。 

4-4-1 想像自己的價值觀與

生活方式在不同的時間、空

間下會有什麼變化。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題

時，能從多元的觀點與他人

進行理性辯證，並為自己的

選擇與判斷提出好理由。 

5-3-2 瞭解自己可以決定自

我的發展，並且突破傳統風

俗或社會制度的期待與限

制。 

5-4-4 在面對個體與個體、個

體與群體之間產生合作或競

爭的情境時，能進行負責任

的評估與取捨。 

6-2-4 說明不同的個人、群體

（如性別、種族、階層等）

與文化為何應受到尊重與保

護，以及如何避免偏見與歧

視。 

9-4-6 討論國際組織在解決

全球性問題上所扮演的角

色。 

人權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2. 

02/18 

| 

02/24 

社會團體生

活 

【公民】 

1.瞭解團體的定義、組成及

其功能。 

2.認識結社自由的重要性及

其法令限制。 

3.瞭解我國人民團體發展法

源及其三種類型。 

4.瞭解志願團體的意義與重

要性。 

5.瞭解國中生參與團體事務

的方式。 

6.認識人所處的關係類型。 

7.明白群己關係的重要性。 

8.體認生命的相互扶持特

性。 

9.積極發揮自我角色。 

10.體認自己對社會的價值

觀。 

3-4-2 舉例說明個人追求自

身幸福時，如何影響社會的

發展；而社會的發展如何影

響個人追求幸福的機會。 

5-4-3 從生活中推動學習型

組織(如家庭、班級、社區

等)，建立終身學習理念。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

體相處時可能產生的衝突及

解決策略，並能運用理性溝

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協等

基本原則。 

人權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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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 
活動主題 

單元學習目標 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 
節
數 

評量 
方法 

備 
註 

3 

02/25 

| 

03/03 

飄零的落

花：慰安婦 

【歷史】 

1.知道慰安婦形成的時代背

景。 

2.瞭解目前慰安婦的生活情

況。 

3.知道臺灣政府與其他國家

對慰安婦的處理方式。 

4.瞭解近來慰安婦對日本的

指控，及日本的回應。 

5.收集有關慰安婦的新聞報

導和資訊。 

6.彼此分享所收集的資料及

感想，並對各組的討論結果

提供意見。 

7.體會慰安婦因其時代背景

的逼迫，所遭受到的苦難，

藉以發揮對慰安婦的關切、

捍衛慰安婦的尊嚴。 

8.藉慰安婦事件瞭解過去對

婦女的不尊重，學會兩性之

間的尊重，以期達到兩性平

等。 

2-3-3 瞭解今昔臺灣與亞洲

和世界的互動關係。 

2-4-3 認識世界歷史發展過

程中的思想、文化、社會制

度、經濟活動與政治興革。 

2-4-4 比較人們對歷史的不

同說法和不同解釋。 

4-4-1 想像自己的價值觀與

生活方式在不同的時間、空

間下會有什麼變化。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題

時，能從多元的觀點與他人

進行理性辯證，並為自己的

選擇與判斷提出好理由。 

5-3-2 瞭解自己可以決定自

我的發展，並且突破傳統風

俗或社會制度的期待與限

制。 

5-4-4 在面對個體與個體、個

體與群體之間產生合作或競

爭的情境時，能進行負責任

的評估與取捨。 

6-2-4 說明不同的個人、群體

（如性別、種族、階層等）

與文化為何應受到尊重與保

護，以及如何避免偏見與歧

視。 

9-4-6 討論國際組織在解決

全球性問題上所扮演的角

色。 

人權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4 

03/04 

| 

03/10 

社會團體生

活 

【公民】 

1.瞭解團體的定義、組成及

其功能。 

2.認識結社自由的重要性及

其法令限制。 

3.瞭解我國人民團體發展法

源及其三種類型。 

4.瞭解志願團體的意義與重

要性。 

5.瞭解國中生參與團體事務

的方式。 

6.認識人所處的關係類型。 

7.明白群己關係的重要性。 

8.體認生命的相互扶持特

性。 

9.積極發揮自我角色。 

10.體認自己對社會的價值

觀。 

3-4-2 舉例說明個人追求自

身幸福時，如何影響社會的

發展；而社會的發展如何影

響個人追求幸福的機會。 

5-4-3 從生活中推動學習型

組織(如家庭、班級、社區

等)，建立終身學習理念。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

體相處時可能產生的衝突及

解決策略，並能運用理性溝

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協等

基本原則。 

人權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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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 
活動主題 

單元學習目標 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 
節
數 

評量 
方法 

備 
註 

5 

03/11 

| 

03/17 

飄零的落

花：慰安婦 

【歷史】 

1.知道慰安婦形成的時代背

景。 

2.瞭解目前慰安婦的生活情

況。 

3.知道臺灣政府與其他國家

對慰安婦的處理方式。 

4.瞭解近來慰安婦對日本的

指控，及日本的回應。 

5.收集有關慰安婦的新聞報

導和資訊。 

6.彼此分享所收集的資料及

感想，並對各組的討論結果

提供意見。 

7.體會慰安婦因其時代背景

的逼迫，所遭受到的苦難，

藉以發揮對慰安婦的關切、

捍衛慰安婦的尊嚴。 

8.藉慰安婦事件瞭解過去對

婦女的不尊重，學會兩性之

間的尊重，以期達到兩性平

等。 

2-3-3 瞭解今昔臺灣與亞洲

和世界的互動關係。 

2-4-3 認識世界歷史發展過

程中的思想、文化、社會制

度、經濟活動與政治興革。 

2-4-4 比較人們對歷史的不

同說法和不同解釋。 

4-4-1 想像自己的價值觀與

生活方式在不同的時間、空

間下會有什麼變化。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題

時，能從多元的觀點與他人

進行理性辯證，並為自己的

選擇與判斷提出好理由。 

5-3-2 瞭解自己可以決定自

我的發展，並且突破傳統風

俗或社會制度的期待與限

制。 

5-4-4 在面對個體與個體、個

體與群體之間產生合作或競

爭的情境時，能進行負責任

的評估與取捨。 

6-2-4 說明不同的個人、群體

（如性別、種族、階層等）

與文化為何應受到尊重與保

護，以及如何避免偏見與歧

視。 

9-4-6 討論國際組織在解決

全球性問題上所扮演的角

色。 

人權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6 

03/18 

| 

03/24 

社會團體生

活 

【公民】 

1.瞭解團體的定義、組成及

其功能。 

2.認識結社自由的重要性及

其法令限制。 

3.瞭解我國人民團體發展法

源及其三種類型。 

4.瞭解志願團體的意義與重

要性。 

5.瞭解國中生參與團體事務

的方式。 

6.認識人所處的關係類型。 

7.明白群己關係的重要性。 

8.體認生命的相互扶持特

性。 

9.積極發揮自我角色。 

10.體認自己對社會的價值

觀。 

3-4-2 舉例說明個人追求自

身幸福時，如何影響社會的

發展；而社會的發展如何影

響個人追求幸福的機會。 

5-4-3 從生活中推動學習型

組織(如家庭、班級、社區

等)，建立終身學習理念。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

體相處時可能產生的衝突及

解決策略，並能運用理性溝

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協等

基本原則。 

人權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11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 
活動主題 

單元學習目標 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 
節
數 

評量 
方法 

備 
註 

7 

03/25 

| 

03/31 
復習評量（第一次段考） 

１  

 

8 

04/01 

| 

04/07 

社會團體生

活 

【公民】 

1.瞭解團體的定義、組成及

其功能。 

2.認識結社自由的重要性及

其法令限制。 

3.瞭解我國人民團體發展法

源及其三種類型。 

4.瞭解志願團體的意義與重

要性。 

5.瞭解國中生參與團體事務

的方式。 

6.認識人所處的關係類型。 

7.明白群己關係的重要性。 

8.體認生命的相互扶持特

性。 

9.積極發揮自我角色。 

10.體認自己對社會的價值

觀。 

3-4-2 舉例說明個人追求自

身幸福時，如何影響社會的

發展；而社會的發展如何影

響個人追求幸福的機會。 

5-4-3 從生活中推動學習型

組織(如家庭、班級、社區

等)，建立終身學習理念。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

體相處時可能產生的衝突及

解決策略，並能運用理性溝

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協等

基本原則。 

人權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9 

04/08 

| 

04/14 

飄零的落

花：慰安婦 

【歷史】 

1.知道慰安婦形成的時代背

景。 

2.瞭解目前慰安婦的生活情

況。 

3.知道臺灣政府與其他國家

對慰安婦的處理方式。 

4.瞭解近來慰安婦對日本的

指控，及日本的回應。 

5.收集有關慰安婦的新聞報

導和資訊。 

6.彼此分享所收集的資料及

感想，並對各組的討論結果

提供意見。 

7.體會慰安婦因其時代背景

的逼迫，所遭受到的苦難，

藉以發揮對慰安婦的關切、

捍衛慰安婦的尊嚴。 

8.藉慰安婦事件瞭解過去對

婦女的不尊重，學會兩性之

間的尊重，以期達到兩性平

等。 

2-3-3 瞭解今昔臺灣與亞洲

和世界的互動關係。 

2-4-3 認識世界歷史發展過

程中的思想、文化、社會制

度、經濟活動與政治興革。 

2-4-4 比較人們對歷史的不

同說法和不同解釋。 

4-4-1 想像自己的價值觀與

生活方式在不同的時間、空

間下會有什麼變化。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題

時，能從多元的觀點與他人

進行理性辯證，並為自己的

選擇與判斷提出好理由。 

5-3-2 瞭解自己可以決定自

我的發展，並且突破傳統風

俗或社會制度的期待與限

制。 

5-4-4 在面對個體與個體、個

體與群體之間產生合作或競

爭的情境時，能進行負責任

的評估與取捨。 

6-2-4 說明不同的個人、群體

（如性別、種族、階層等）

與文化為何應受到尊重與保

護，以及如何避免偏見與歧

視。 

人權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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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 
活動主題 

單元學習目標 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 
節
數 

評量 
方法 

備 
註 

9-4-6 討論國際組織在解決

全球性問題上所扮演的角

色。 

10 

04/15 

| 

04/21 

社會變變變 

【公民】 

1.認識不同年代社會的生活

背景。 

2.瞭解什麼是社會變遷。 

3.瞭解哪些因素會導致社會

變遷。 

4.瞭解社會變遷的影響。 

5.瞭解社會變遷下所帶來的

社會問題並面對社會變遷衝

擊下的因應之道。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

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

的生活型態。 

2-4-1 認識臺灣歷史(如政

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

面)的發展過程。 

3-3-4 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

的關係是屬於「因果」或「互

動」。 

3-4-4 說明多元社會與單一

社會，在應付不同的外在與

內在環境變遷時的優勢與劣

勢。 

環境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11 

04/22 

| 

04/28 

社會變遷與

福利制度 

【歷史】 

1.知道臺灣從光復以來在社

會福利制度上的進展。 

2.瞭解社會福利制度的興盛

與其時代背景的關聯性。 

3.能夠理解社會福利政策制

定的必要性。 

4.明白社會福利政策施行的

好壞，會對整個社會環境造

成什麼樣的影響。 

5.藉由社會福利制度去發現

這些制度背後所要保障的弱

勢團體。 

6.目睹社會的不平等時，能

夠發揮同情心，幫助這些弱

勢團體重新獲得社會的認

同。 

7.收集相關資料。 

8.能將所收集到的資料作統

整，並建立一個完整的架構。 

9.試著去看社會變遷所造成

的變動，進而從中學習到制

定一個制度必須具備的宏觀

思考。 

1-4-5 討論城鄉的發展演

化，引出城鄉問題及其解決

或改善的方法。 

1-4-6 分析交通網與運輸系

統的建立如何影響經濟發

展、人口分布、資源交流與

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

緣環境的感受，願意提出改

善建言或方案。 

2-3-2 認識居住城鎮（縣市鄉

鎮）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

欣賞地方民俗之美。 

2-4-5 從演變與革命的觀

點，分析歷史的變遷。 

3-4-2 舉例說明個人追求自

身幸福時，如何有助於社會

的發展；而社會的發展如何

庇護個人追求幸福的機會。 

4-4-1 想像自己的價值觀與

生活方式在不同的時間、空

間下會有什麼變化。 

5-4-4 在面對個體與個體、個

體與群體之間產生合作或競

爭的情境時，能進行負責任

的評估與取捨。 

7-4-2 瞭解在人類成長的歷

程中，社會如何賦予各種人

不同的角色與機會。 

8-4-5 評估因新科技出現而

訂定的有關處理社會變遷的

人權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13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 
活動主題 

單元學習目標 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 
節
數 

評量 
方法 

備 
註 

政策或法令。 

12 

04/29 

| 

05/05 

社會變變變 

【公民】 

1.認識不同年代社會的生活

背景。 

2.瞭解什麼是社會變遷。 

3.瞭解哪些因素會導致社會

變遷。 

4.瞭解社會變遷的影響。 

5.瞭解社會變遷下所帶來的

社會問題並面對社會變遷衝

擊下的因應之道。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

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

的生活型態。 

2-4-1 認識臺灣歷史(如政

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

面)的發展過程。 

3-3-4 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

的關係是屬於「因果」或「互

動」。 

3-4-4 說明多元社會與單一

社會，在應付不同的外在與

內在環境變遷時的優勢與劣

勢。 

環境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13 

05/06 

| 

05/14 
復習評量（第二次段考） 1   

14 

05/13 

| 

05/19 

社會變變變 

【公民】 

1.認識不同年代社會的生活

背景。 

2.瞭解什麼是社會變遷。 

3.瞭解哪些因素會導致社會

變遷。 

4.瞭解社會變遷的影響。 

5.瞭解社會變遷下所帶來的

社會問題並面對社會變遷衝

擊下的因應之道。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

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

的生活型態。 

2-4-1 認識臺灣歷史(如政

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

面)的發展過程。 

3-3-4 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

的關係是屬於「因果」或「互

動」。 

3-4-4 說明多元社會與單一

社會，在應付不同的外在與

內在環境變遷時的優勢與劣

勢。 

環境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15 

05/20 

| 

05/26 

社會變遷與

福利制度 

【歷史】 

1.知道臺灣從光復以來在社

會福利制度上的進展。 

2.瞭解社會福利制度的興盛

與其時代背景的關聯性。 

3.能夠理解社會福利政策制

定的必要性。 

4.明白社會福利政策施行的

好壞，會對整個社會環境造

成什麼樣的影響。 

5.藉由社會福利制度去發現

這些制度背後所要保障的弱

勢團體。 

6.目睹社會的不平等時，能

夠發揮同情心，幫助這些弱

勢團體重新獲得社會的認

同。 

1-4-5 討論城鄉的發展演

化，引出城鄉問題及其解決

或改善的方法。 

1-4-6 分析交通網與運輸系

統的建立如何影響經濟發

展、人口分布、資源交流與

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

緣環境的感受，願意提出改

善建言或方案。 

2-3-2 認識居住城鎮（縣市鄉

鎮）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

欣賞地方民俗之美。 

2-4-5 從演變與革命的觀

點，分析歷史的變遷。 

3-4-2 舉例說明個人追求自

人權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14

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 
活動主題 

單元學習目標 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 
節
數 

評量 
方法 

備 
註 

7.收集相關資料。 

8.能將所收集到的資料作統

整，並建立一個完整的架構。 

9.試著去看社會變遷所造成

的變動，進而從中學習到制

定一個制度必須具備的宏觀

思考。 

身幸福時，如何有助於社會

的發展；而社會的發展如何

庇護個人追求幸福的機會。 

4-4-1 想像自己的價值觀與

生活方式在不同的時間、空

間下會有什麼變化。 

5-4-4 在面對個體與個體、個

體與群體之間產生合作或競

爭的情境時，能進行負責任

的評估與取捨。 

7-4-2 瞭解在人類成長的歷

程中，社會如何賦予各種人

不同的角色與機會。 

8-4-5 評估因新科技出現而

訂定的有關處理社會變遷的

政策或法令。 

16 

05/27 

| 

06/02 

社會變變變 

【公民】 

1.認識不同年代社會的生活

背景。 

2.瞭解什麼是社會變遷。 

3.瞭解哪些因素會導致社會

變遷。 

4.瞭解社會變遷的影響。 

5.瞭解社會變遷下所帶來的

社會問題並面對社會變遷衝

擊下的因應之道。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

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

的生活型態。 

2-4-1 認識臺灣歷史(如政

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

面)的發展過程。 

3-3-4 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

的關係是屬於「因果」或「互

動」。 

3-4-4 說明多元社會與單一

社會，在應付不同的外在與

內在環境變遷時的優勢與劣

勢。 

環境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17 

06/03 

| 

06/09 

社會變遷與

福利制度 

【歷史】 

1.知道臺灣從光復以來在社

會福利制度上的進展。 

2.瞭解社會福利制度的興盛

與其時代背景的關聯性。 

3.能夠理解社會福利政策制

定的必要性。 

4.明白社會福利政策施行的

好壞，會對整個社會環境造

成什麼樣的影響。 

5.藉由社會福利制度去發現

這些制度背後所要保障的弱

勢團體。 

6.目睹社會的不平等時，能

夠發揮同情心，幫助這些弱

勢團體重新獲得社會的認

同。 

7.收集相關資料。 

8.能將所收集到的資料作統

整，並建立一個完整的架構。 

1-4-5 討論城鄉的發展演

化，引出城鄉問題及其解決

或改善的方法。 

1-4-6 分析交通網與運輸系

統的建立如何影響經濟發

展、人口分布、資源交流與

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

緣環境的感受，願意提出改

善建言或方案。 

2-3-2 認識居住城鎮（縣市鄉

鎮）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

欣賞地方民俗之美。 

2-4-5 從演變與革命的觀

點，分析歷史的變遷。 

3-4-2 舉例說明個人追求自

身幸福時，如何有助於社會

的發展；而社會的發展如何

庇護個人追求幸福的機會。 

人權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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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實施 
期間 

單元 
活動主題 

單元學習目標 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 
節
數 

評量 
方法 

備 
註 

9.試著去看社會變遷所造成

的變動，進而從中學習到制

定一個制度必須具備的宏觀

思考。 

4-4-1 想像自己的價值觀與

生活方式在不同的時間、空

間下會有什麼變化。 

5-4-4 在面對個體與個體、個

體與群體之間產生合作或競

爭的情境時，能進行負責任

的評估與取捨。 

7-4-2 瞭解在人類成長的歷

程中，社會如何賦予各種人

不同的角色與機會。 

8-4-5 評估因新科技出現而

訂定的有關處理社會變遷的

政策或法令。 

18 

06/10 

| 

06/16 

社會變變變 

【公民】 

1.認識不同年代社會的生活

背景。 

2.瞭解什麼是社會變遷。 

3.瞭解哪些因素會導致社會

變遷。 

4.瞭解社會變遷的影響。 

5.瞭解社會變遷下所帶來的

社會問題並面對社會變遷衝

擊下的因應之道。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

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

的生活型態。 

2-4-1 認識臺灣歷史(如政

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

面)的發展過程。 

3-3-4 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

的關係是屬於「因果」或「互

動」。 

3-4-4 說明多元社會與單一

社會，在應付不同的外在與

內在環境變遷時的優勢與劣

勢。 

環境教育 1 

課堂報告 

參與討論 

學習單 

 

19 

06/17 

| 

06/23 

復習評量（第三次段考） 

結業式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