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3（九年一貫／十二年國教併用） 

南投縣新城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第一學期】 

課程名稱 漁村進行式-1 年級/班級 四年級 

彈性學習課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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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節數 2 

設計教師 四年級團隊 

配合融入之領域

及議題 

(統整性課程必

須 2領域以上) 

■國語文 □英語文(不含國小低年級) 

□本土語文□臺灣手語 □新住民語文 

□數學  □生活課程 □健康與體育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資訊科技(國小) □科技(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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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 □戶外教育 □原住民教育□國際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請於學習表現欄位填入所勾選之議題實質內涵※ 
海 E4 認識家鄉或鄰近的水域環境與產業。 

海 E6 了解我國是海洋國家，強化臺灣海洋主權意識。 

海 E7 閱讀、分享及創作與海洋有關的故事。 

(了解適合漁業發展的自然條件，並透過詩作認識漁村生活。) 

對應的學校願景 
(統整性探究課程) 

◼ 健康-藉由課程安排，幫助學生以正確的觀

念，維持健康永續。 

 創意-透過課程引導，啟發學生想像力，培

養學生創意及問題解決能力。 

 優雅-經由活動安排，覺察與體驗生活美

感，培養學生優雅氣質。 

◼ 宏觀-以多元課程洗禮，幫助學生運用不同

角度的思考，開拓宏觀視野。 

與學校願景呼

應之說明 

透過知水、識水、親水之課程，讓孩

子理解水的重要性，對人們身心健康

重大影響，並能了解水域生物的困

境，進而能以關懷的心、宏觀的角度

關注水域活動，培養孩子愛護海洋、

愛護環境的良好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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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土-學生透過實作、探索，深植鄉土意

識，培養對於家鄉的認同感。 

◼ 關懷-透過觀察與探索，關心在地產業與人

文，激發學生尊重及關懷生命現象。 

設計理念 

⚫ 臺灣是個四面環海的島嶼國家，海洋蘊含著豐富的資源，「漁港印象」讓學生知道臺灣的地理環

境獨特，及適合發展漁業的優勢。 

⚫ 隨著漁港的興建，伴隨漁港而起的聚落－漁村，成為臺灣文化重要的一部份，透過「漁村生活」

教學帶領孩子一探漁村風貌，讓孩子對漁村的自然、人文景觀以及轉型中的漁村文化有更深體認 

⚫ 本課程設計在教學媒材方面運用影片並結合 google earth軟體讓孩子對臺灣海岸地理有初步的認

識，了解漁業作業情形，繼而從漁村相關文學作品認識其獨特的人文風情。 

⚫ 臺灣雖有許多漁村，但除非居住在此，否則很少有機會可以接觸或體驗其生活。「漁村進行式」

提供學生思考漁村面臨的問題，在社區總體營造的風潮下，無論是轉型休閒漁業、推動漁村體驗

或漁村生態旅遊……，漁村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存在每位關心漁村的人身上。期許透過對漁村的

學習與認識，讓更多小朋友有意願接觸漁村、了解漁村、愛護漁村，並實際投入參與漁村未來。 

總綱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E-A2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

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

問題。 

E-C1 具備個人生活道德的知識與

是非判斷的能力，理解並遵守社

會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關

懷生態環境。 

領綱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綜-E-A2  

探索學習方法，培養思考能力與自律負責的態度，

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綜-E-C1  

關懷生態環境與周遭人事物，體驗服務歷程與樂

趣，理解並遵守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 

課程目標 

1. 能了解漁村的自然環境及村民生活的人文特色。 

2. 理解漁村轉型的原因及特色，與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3. 分析自己的生活型態與漁村生活型態的異同。 

4. 能評論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不同環境價值。 

5. 感受海洋帶給人類資源，養成關心海洋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議題的態度。 

6. 能檢視自我對環境變遷的覺知，並實踐對環境友善的生活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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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須選用正確學

習階段之 2以

上領域，請完

整寫出「領域

名稱+數字編

碼+內容」 

學習內容 
可由學校自訂 

若參考領綱，

至少包含 2領

域以上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評量方式 

教材 

學習資

源 
自選/編

教材須經

課發會審

查通過 

週

次 

單元名稱 

/節數 

 

漁 村 進 行

式-1 

 

(2) 

國語 5-Ⅱ-1 

以適切的速率

朗讀文本，表

現抑揚頓挫與

情感。 

國語 5-Ⅱ-11 

閱讀多元文

本，以認識議

題。 

社會 2a-Ⅱ-1 

關注居住地方

社會事物與環

境的互動、差

異與變遷等問

題。 

國語 Ad-Ⅱ-3 

故事、童詩、

現代散文等。 

社會 Ab-Ⅱ-1 

居民的生活方

式與空間利

用，和其居住

地方的自然、

人文環境相互

影響。 

1. 能 了 解

漁村的自然環

境及村民生活

的人文特色。 

2. 理 解 漁

村轉型的原因

及特色，與未

來發展的可能

性。 

3. 分 析 自

己的生活型態

與漁村生活型

態的異同。 

4. 能 評 論

經濟發展與環

境保護的不同

環境價值。 

5. 感 受 海

洋帶給人類資

源，養成關心

海洋環境保護

與生態保育議

題的態度。 

6. 能 檢 視

自我對環境變

遷的覺知，並

準備活動 

1.請學生於課前先預習漁港及漁業相關資料。 

2.教師準備教學影帶「海岸生命線」、臺灣漁港分布

圖。 

漁港印象 

一、引起動機 

欣賞影片：「海岸生命線」（時間從 8分 05至 14

分 45，約 6分 40秒） 

二、發展活動 

1.整理影片內容： 

(1)請說說看你從影片看到了什麼？ 

學生一邊說出答案時，教師在黑板上記下關鍵

詞。 

(2)影片中所談及的「定置網」、「箱網」是跟哪

一種行業有關？ 

答案：漁業 

2.漁港知多少： 

(1)教師提問：「回想你之前查找的學習內容，我

們縣市有哪些漁港？」 

答案：依縣市狀況說明 

(2)學生一邊回答時，老師在黑板上記下漁港的名

稱。 

3.教師說明漁港的類型：我國的漁港有「第一類漁

港」、「第二類漁港」，從漁港卸下來的魚貝類，

會運送到全國各地。 

 

 

 

 

 

●提醒兒童

用心觀賞 

 

 

 

●提醒兒童

用心參與、

踴躍回答問

題 

 

 

  

●鼓勵兒童

用心思考、

踴躍回答 

●鼓勵兒童

認真學習 

 

 

 

 

⚫ 舞動北

海生命

DVD 

⚫ 以

google 

earth

軟體呈

現臺灣

海岸地

理 

⚫ 國立教

育資料

館-教育

頻道學

習影片

(社會領

域174

號) 

http://w

ww.nio

erar.e

du.tw/

societ

y.jsp 

⚫ 學生攜

帶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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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對環境友

善 的 生 活 態

度。 

4.猜猜看全臺灣有多少漁港？是幾十座？還是幾百

座？ 

三、統整活動 

1.引導學生觀察臺灣發展漁業之地理特色：臺灣是

個四面環海的島嶼，地跨亞熱帶與熱帶，蜿蜒曲折的海岸線長一

千多公里，多樣的環境地形加上離島作為屏障適合棲居，形成海洋生物多元化。 

2.展示臺灣的漁港分布圖，說明：我國現有漁港 225

處（依據 98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報告資料） 

 
3.預告下次上課主題「漁村生活」，說明回家作

業：請學生先閱讀漁村的相關資訊。 

～ 第一節結束/共 2節 ～ 

 

準備活動 

1.教師準備教學影片「各行各業的人(一)農人與漁

夫」。 

2.挑選出船長詩人（林福蔭先生）最能表達跟漁村

生活有關的三首詩。 

 

漁村生活  

一、引起動機 

欣賞影片：「各行各業的人(一)農人與漁夫」

（時間從 14分 26至 16分 47，約 2分 21秒）從影片

內容約略了解漁村生活。 

 

 

 

●帶領兒童

一同思考與

了解 

 

 

 

 

 

 

 

 

 

 

 

 

 

 

 

 

 

 

 

 

 

●請兒童用

心欣賞 

 

料 

⚫ 希望的

海(林福

蔭詩集) 

⚫ 漁村風

景或設

施照片 

⚫ 舞動北

海生命

DVD 

⚫ 國立教

育資料

館-教育

頻道學

習影片

(社會領

域174

號) 

http://w

ww.nio

erar.e

du.tw/

societ

y.jsp 

⚫ 希望的

海(林福

蔭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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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活動 

1.交換訊息：請學生跟組內同學分享，第一節課後

所閱讀有關漁村的相關訊息。 

2.邀請各組一至二位代表，跟大家分享該組蒐集的

資料與想法。 

3.文學欣賞：教師先朗讀船長詩人的作品《初

航》，再邀請兩位同學朗讀《補破網》及《夏夜歸

航》。 

4.說明詩的內容，想像這三首詩表達的意境。 

三、統整活動 

以照片簡介漁村環境、漁船及船長詩人的家。 

   
長潭里社區工作站     長潭漁港停放的漁船 

   
長潭社區及漁港       路上曬的石花菜 

 

 

 

●引導兒童

主動分享、

討論與發表 

●引導兒童

用心聆聽 

 

 

 

 

 

●請兒童用

心聆聽與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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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在林福蔭船長家門口的作品 

  
長潭里潮間帶、海蝕平臺 晒髮菜 

～ 第二節結束/共 2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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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期】 

課程名稱 漁村進行式-2 年級/班級 四年級 

彈性學習課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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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節數 2 

設計教師 四年級團隊 

配合融入之領域

及議題 

(統整性課程必

須 2領域以上) 

■國語文 □英語文(不含國小低年級) 

□本土語文□臺灣手語 □新住民語文 

□數學  □生活課程 □健康與體育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統整活動 

□資訊科技(國小) □科技(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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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 □戶外教育 □原住民教育□國際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請於學習表現欄位填入所勾選之議題實質內涵※ 
海 E3 具備從事多元水域休閒活動的知識與技能。 

海 E4 認識家鄉或鄰近的水域環境與產業。 

(透過閱讀認識漁村的生活特色與漁業發展，並能知道不同地

方的特色差異。) 

對應的學校願景 
(統整性探究課程) 

◼ 健康-藉由課程安排，幫助學生以正確的觀

念，維持健康永續。 

 創意-透過課程引導，啟發學生想像力，培

養學生創意及問題解決能力。 

 優雅-經由活動安排，覺察與體驗生活美

感，培養學生優雅氣質。 

◼ 宏觀-以多元課程洗禮，幫助學生運用不同

角度的思考，開拓宏觀視野。 

 鄉土-學生透過實作、探索，深植鄉土意

識，培養對於家鄉的認同感。 

與學校願景呼

應之說明 

透過知水、識水、親水之課程，讓孩

子理解水的重要性，對人們身心健康

重大影響，並能了解水域生物的困

境，進而能以關懷的心、宏觀的角度

關注水域活動，培養孩子愛護海洋、

愛護環境的良好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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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透過觀察與探索，關心在地產業與人

文，激發學生尊重及關懷生命現象。 

設計理念 

⚫ 海洋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透過繪本，讓學生多「接近」海、親近海，了解海有不同的樣貌，

也有不同的特色與生態。 

⚫ 藉由認識離海比較近的地方、可以親近海的地方—「溼地」，多了解水生動物與溼地的生態，拉

近我們與海的距離。 

⚫ 認識與海洋相關的紀念日：2月 2日世界溼地日，3月 22日世界水資源日，4月 22日世界地球

日， 6月 8日的世界海洋日，多重視地球一點、就能更關心海洋一點！ 

總綱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E-A2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

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

問題。 

E-C1 具備個人生活道德的知識與

是非判斷的能力，理解並遵守社

會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關

懷生態環境。 

領綱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生活-E-A2 

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獲

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C1 

覺察自己、他人和環境的關係，體會生活禮儀與團

體規範的意義，學習尊重他人、愛護生活環境及關

懷生命，並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省思自己在團體

中所應扮演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他人合作的情

況下，為改善事情而努力或採取改進行動。 

課程目標 

1. 能了解漁村的自然環境及村民生活的人文特色。 

2. 理解漁村轉型的原因及特色，與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3. 分析自己的生活型態與漁村生活型態的異同。 

4. 能評論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不同環境價值。 

5. 感受海洋帶給人類資源，養成關心海洋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議題的態度。 

6. 能檢視自我對環境變遷的覺知，並實踐對環境友善的生活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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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須選用正確學

習階段之 2以

上領域，請完

整寫出「領域

名稱+數字編

碼+內容」 

學習內容 
可由學校自訂 

若參考領綱，

至少包含 2領

域以上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評量方式 

教材 

學習資

源 
自選/編

教材須經

課發會審

查通過 

週

次 

單元名稱 

/節數 

 
漁 村 進 行

式-2 

國語 5-Ⅱ-6 

運用適合學習

階段的摘要策

略，擷取大

意。 

社會 1a-Ⅱ-3 

舉例說明社會

事物與環境的

互動、差異或

變遷現象。 

社會 2b-Ⅱ-1 

體認人們對生

活事物與環境

有不同的感

受，並加以尊

重。 

國語 Ad-Ⅱ-2 

篇章的大意、

主旨與簡單結

構。 

社會 Ab-Ⅱ-1 

居民的生活方

式與空間利

用，和其居住

地方的自然、

人文環境相互

影響。 

社會 Bb-Ⅱ-1 

居民的生活空

間與生活方式

具有地區性的

差異。 

1. 能了解漁村

的自然環境

及村民生活

的人文特

色。 

2. 理解漁村轉

型的原因及

特色，與未

來發展的可

能性。 

3. 分析自己的

生活型態與

漁村生活型

態的異同。 

4. 能評論經濟

發展與環境

保護的不同

環境價值。 

5. 感受海洋帶

給人類資

源，養成關

心海洋環境

保護與生態

保育議題的

態度。 

6. 能檢視自我

準備活動 

1.準備三篇跟漁村、漁村發展及休閒漁業相關的文

章各兩份。 

2-1「從一個小漁村說起」、2-2「傳承趴手網慶祝

父親節」、2-3「行動夢想家城市女子讓台西漁村

變美麗」。 

2.畫好整理海報 

文章 
從一個小漁

村說起 

傳承趴

手網 

行動夢想

家 

重點

摘要 

第 1組 第 3組 第 5組 

第 2組 第 4組 第 6組 

 

漁村風華 

一、引起動機 

分組閱讀文章：同組同學閱讀同一篇文章，組內 2-

3人 1組，共讀。 

二、發展活動 

1.小組討論： 

(1)小組同學閱讀後畫出重要的語句。 

(2)討論出文章重點摘要 2～3個：漁村的生活情

形；漁村居民的想法；漁村的發展。 

(3)將重點摘要寫好，貼到黑板的海報紙上。 

3.分享活動：小組代表輪流向全班同學分享該組整

理的重點。 

 

 

 

 

 

 

 

 

 

 

 

 

 

 

●鼓勵兒童

仔細閱讀 

 

●鼓勵兒童

用心參與討

論 

 

 

 

●指導兒童

認真撰寫 

 

⚫ 跟漁

村、漁

村發展

及休閒

漁業相

關的文

章 

⚫ 海報 

⚫ 作業單 

⚫ 有關休

閒漁

業、漁

村體驗

或生態

導覽觀

光的圖

照片 

網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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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環境變遷

的覺知，並

實踐對環境

友善的生活

態度。 

三、統整活動 

1.請同學分享自己對漁村生活環境的了解、想法或

感受。 

2.同學一邊分享時，老師一邊將同學的感受便利貼

貼在海報上，之後將全班的感受作整理與分類。 

3.完成「漁村生活的感受紀錄」海報，引導同學了

解「人們對環境、事、物的認識與感受會有所不

同」。 

4.說明回家作業：「漁你生活  比一比」。 

～ 第一節結束/共 2節 ～ 

 

準備活動 

1.整理並在教室中展示所有同學的作業單：「漁你生

活 比一比」 

2.準備有關休閒漁業、漁村體驗或生態導覽觀光的圖

照片資料。 

 

漁村多元發展 

一、引起動機 

教師邀請學生發表，分享他所知道跟海洋、漁業

或漁村相關的活動。內容可包含：廣告、網路宣傳或

是聽別人說、自己曾參加過的活動……。 

二、發展活動 

1.欣賞漁村的圖、照片（ppt）：包含漁業相關圖照

片及推展觀光活動之圖照片。 

    

 

●鼓勵兒童

主動發表想

法 

 

 

 

 

 

 

 

 

 

 

 

 

●指導兒童

踴躍發表 

 

 

 

●指導兒童

用心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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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靠港邊的漁船 

  
海域休閒活動：乘坐風帆、划獨木舟 

 
賞鯨活動           浮潛及游泳 

2.舉例說明不同縣市舉辦之與海洋、漁業或漁村相

關的活動，如：苗栗海洋觀光季、基隆鎖管季、東

海岸旗魚祭及臍橙節祭及臍橙節系列活動 

3.請同學分享自己參訪漁村或參加漁村活動（如鎖

管季）的經驗。 

4.請同學在小組內輪流分享「漁你生活比一比」作

業單內容。 

5.邀請同學說出自己期望的生活型態。 

三、統整活動 

引導同學回顧課程一起整理「漁村發展-機會與

挑戰」海報。 

～ 第二節結束/共 2節 ～ 

 

 

 

 

 

 

 

 

 

 

 

 

 

 

●引導兒童

認真聆聽、

用心思考 

 

 

●指導同學

踴躍發表 

 

 

 

 

●指導同學

用心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