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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 瑠公 國民中學 112學年度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課程名稱 史心踏地Ⅰ-漫遊臺灣 
課程 

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實施年級 
□7 年級  █8 年級 □9 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若上下學期均開設者，請均註記) 
節數 每週 1節 (課程對開請說明，例：ＯＯ與ＯＯ上下學期對開) 

設計理念 
本課程期望帶領學生從臺灣出發，透過各地景點名勝的走訪與踏查，探討臺灣不同區域的自然與人文史地，了解、尊重並包容其多元性，進而對自我文化認同奠立基礎。 

另外，藉由繪製臺灣主題地圖、製作旅遊規畫書等實作活動，讓學生從做中學，試著從不同視角發現生活周遭的人文自然特色景觀。同時訓練學生的統整與表達的能力，並運用多

種媒材呈現臺灣各地的差異與多元，以培養自主學習、終身學習的習慣。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J-A2 具備理解情境全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運用適當的策略處理解決生活及生命議題。 

J-B2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媒體以增進學習的素養，並察覺、思辨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J-C3 具備敏察和接納多元文化的涵養，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並尊重與欣賞差異。 

學習重點 

學習 

表現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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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善用科技、資訊與媒體搜集資料，並加以評估，在檢索、統整、解釋及省思後，轉化成生活與素養的能力。 

3.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具備民主素養、法治觀念與環境意識。 

4.具備利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學習 

內容 

1.臺灣各地人文特色與自然景觀介紹。 

2.搜尋資料後擇定主題，並製作臺灣主題地圖。 

3.旅遊規劃的實作與執行。 

4.培養製作報告及口語表達的能力。 

課程目標 課程目標在於了解探索臺灣、拓及世界各地。在課程中學習運用各種管道蒐集資訊，從中訓練語文表達、溝通能力。同時藉由分組討論，培養學生協調、負責、尊重、包容的公民

素養。培養學生有立足臺灣，邁向國際的襟懷及與世界接軌的準備能力。 

總結性評量- 

表現任務 

上學期： 

以臺灣為主軸探討臺灣各區域的歷史、風土民情、地理環境，完成特色料理，並且能運用適當工具蒐集資訊、分組討論，並分組上台報告。 

 

下學期： 

藉由個人製作臺灣主題地圖，以及分組製作旅遊規畫書，深入了解臺灣，並且上臺分享。 

學習進度 

週次/節數 

單元/子題 

單元/子題可合併數週整合敘寫或依各週次進度敘寫。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形成性評量(檢核點)/期末總結性  

第 

1 

學 

期 

第 

1 
週 

課程簡介 
1.課程介紹，讓學生了解課程架構。 

2.確定小組成員，以利後續分組活動。 
藉由教師說明讓學生知道本學期的上課內容。 

第 

2-7 
週 

浪漫臺三線 

1.桃竹苗： 

(1)學生分組介紹客家文化，包含客家人的由來、美食、歌謠等

層面，並學簡單的客家話。 

透過欣賞影片、設計文創商品和撰寫學習單讓學

生了解臺灣西部的風土民情，並充實自我語言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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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讓學生分組討論，並上臺報告客家文化的特色。 

2.中彰雲： 

(1)教師說明此地區的媽祖相關活動與產業。 

(2)讓學生分組討論，設計媽祖的文創商品，並分享。          

3.南投： 

教師介紹竹山的民宿產業，從竹山小鎮看地方創生。 

4.南高屏： 

(1)學生在引導後進行古蹟巡禮，以及臺江、墾丁、東沙國家公

園的資料蒐集。 

(2)學生分組討論，並上臺報告南投竹山、與臺江、墾丁、東沙

國家公園不同的景觀與產業特色。 

5.教師指導學生完成學習單，並擇優分享。 

第 

8-13 
週 

美麗臺九線 

1.教師敘述東部開發史，並分析漢人與原住民在開發過程中的

互動關係。 

2.讓學生分組討論，並上臺報告東部的人文景點與自然風光，

例如宜蘭傳統藝術中心、宜蘭童玩節、宜蘭觀光酒廠、羅東夜

市、太魯閣國家公園、阿美族的豐年祭、花蓮光復糖廠、花蓮

七星潭、富里稻草藝術節、伯朗大道、多良車站等景色與活

動。 

3.教師說明花東縱谷與菲律賓海板塊、歐亞大陸的關係，並以

玉里大橋為例。 

4.讓學生欣賞《回家的路》系列影片，並且讓學生分組討論花

東人的需求與蘇花改的爭議。 

5.分組進行原民射箭比賽。 

6.學生分組完成學習單。 

運用欣賞影片、撰寫學習單和分組射箭比賽讓學

生了解臺灣東部的景點和活動。 

第 

14-19 
週 

島嶼天光 

1.教師介紹澎湖、金門、馬祖等離島的地形及特色。 

2.讓學生分組搜尋外島的旅遊活動，並分享。例如澎湖花火

節、金門風獅爺文化季、馬祖南竿北海坑道夜賞藍眼淚等。 

3.教師說明金門、馬祖的戰地文化，例如菜刀、坑道及飲食，

並且帶學生實作炒麵料理。 

5.學生分組完成學習單。 

藉由實作特色料理、撰寫學習單、閱讀文章讓學

生認識離島、外島的情形。 

第 

20 
週 

評量週 教師總結這學期的學習歷程。  

第 

2 

學 

期 

第 

1 
週 

課程簡介 
1.介紹這學期的課程內容，以及注意事項。  

2.將班上學生分組，以利後續活動。 
藉由教師說明讓學生知道本學期的上課內容。 

第 

2-7 
週 

主題地圖 

1.介紹地圖的基本要素：地圖名稱、圖例、方位、比例尺。 

2.說明臺灣主題特色地圖的製作方式，以及分享優秀的範例。 

3.學生藉由平板搜尋主題，並實作。 

4.分享優秀作品。 

從製作臺灣主題地圖，讓學生更深入了解臺灣各

地不同的美。 

第 

8-15 
週 

旅遊規劃 

學生分組學習： 

1.將臺灣分成五區：北部、中部、南部、東部及離島，讓各組

選擇一個地區做三天兩夜的旅遊規劃，內容須包含旅遊主題、

旅遊行程、景點介紹及經費預估等方面。 

1.運用平版或電腦搜尋資料，從中培養學生統整

與規劃的能力。 

2.讓學生藉由分組討論，完成指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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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在課堂上介紹旅遊規劃書的重點事項。 

3.各組運用平板搜尋資料，撰寫旅遊規劃書的草案。 

4.各組將草案的內容運用電腦轉化成旅遊規劃書。 

5.期末上臺分組報告，擇優提供予學校做為九年級畢旅的參

考。 

第 

16-19 
週 

成果製作 
1.學生將本學年的各類作品集結成冊，並美化之。 

2.分享優秀作品以資鼓勵，並讓學生互相學習。 

學生透過做書的過程，再次複習本學年度漫遊臺

灣課程的內容。 

第 

20  
週 

評量週 教師總結這學期的學習歷程。   

議題融入 

實質內涵 

人 J5 了解社會上有不同的群體和文化，尊重並欣賞其差異。 

人 J6 正視社會中的各種歧視，並採取行動來關懷與保護弱勢。 

環 J10 了解天然災害對人類生活、生命、社會發展與經濟產業的衝擊。 

海 J5 了解我國國土地理位置的特色及重要性。 

原 J5 認識原住民族與後來各族群的互動經驗。 

品 J1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品 J6 關懷弱勢的意涵、策略，及其實踐與反思 

品 J8 理性溝通與問題解決。 

法 J2 避免歧視。 

多 J3 提高對弱勢或少數群體文化的覺察與省思。 

多 J4 了解不同群體間如何看待彼此的文化。 

多 J5 了解及尊重不同文化的習俗與禁忌。 

閱 J4 除紙本閱讀之外，依學習需求選擇適當的閱讀媒材，並了解如何利用適當的管道獲得文本資源。 

閱 J8 在學習上遇到問題時，願意尋找課外資料，解決困難。 

戶 J5 在團隊活動中，養成相互合作與互動的良好態度與技能。 

國 J3 展現認同我國國家價值的行動。 

國 J9 尊重與維護不同文化群體的人權與尊嚴。 

國 J12 探索全球議題，並構思永續發展的在地行動方案。 

評量規劃 

上學期 

檢核點（80%） 

學習單（30%）、實作料理（10%）、文創商品設計（20%）、射箭比賽（20%）。 

表現任務（20%） 

團隊合作，並報告分享。 

下學期 

檢核點（80%） 

學習單（20%）、主題地圖（20%）、旅遊規劃書（40%）。 

表現任務（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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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臺灣特色主題地圖和臺灣的旅遊規劃書，並分享成果。 

教學設施 

設備需求 單槍、手機／平板、電腦、鍋子、鍋鏟、A4 紙、海報紙、射箭比賽用品 

教材來源 

影片： 

媽祖相關影片、回家的路、看見臺灣、臺灣吧：客家系列影片 

文本： 

教師自編教材 

師資來源 社會領域教師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