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卓蘭高中附設國中部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 八 年級 社會 領域課程計畫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3 節，本學期共 63 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  
﹙一﹚ 了解中國人口分布與自然環境間的關係。 

﹙二﹚ 了解中國人口分布的情況。 

﹙三﹚ 理解中國各地的生活方式因區域、地形、氣候等因素而不同。 

﹙四﹚ 能透過數張不同主題地圖的疊合，找出環境與人口分布之間的關係。 

﹙五﹚ 能理解中國不同的時期，因應未來可能發生的人口問題，有不同的人口政策。 

﹙六﹚ 能了解中國人口成長的情況，並能說出龐大的人口會帶來哪些正面與負面的影響。 

﹙七﹚ 能理解中國人口遷移受哪些因素影響，而人口擴散的過程同時也伴隨著文化的擴散。 

﹙八﹚ 能了解中國農牧業近年來的轉型情況。 

﹙九﹚ 能理解中國的工商業轉型後帶來的區域發展差異。 

﹙十﹚ 能理解近年中國為了縮小區域發展差異而推動哪些政策。 

﹙十一﹚ 能透過觀看景觀照片，提出有關的地理問題，學會地理探究的第一步。 

﹙十二﹚ 能理解中國經濟崛起後，在全球貿易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何從世界工廠轉變為世界市場。 

﹙十三﹚ 能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藉由龐大的市場與勞動力，對全球各國造成哪些影響。 

﹙十四﹚ 經由探究活動能理解中國經濟發展與環保之間的矛盾，並學會對問題提出解決方式。 

﹙十五﹚ 能理解大洋洲的地理位置和三大島群的特色。 

﹙十六﹚ 能描述澳洲與紐西蘭的自然環境與資源，此地區產業的發展多與自然環境、資源相關。 

﹙十七﹚ 能理解兩極的地理位置與特色，並對此地區的資源與主權具有粗略的認知。 

﹙十八﹚ 能了解大洋洲區域的發展，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特色，也使得文化景觀上呈現出多元的樣貌。 

﹙十九﹚ 能利用圖表理解紐澳地區人口組成情況與貿易夥伴的轉變，並以快測驗培養對小節統整分析的能力。 

﹙二十﹚ 能理解大洋洲與兩極雖然人口稀少，但卻是相當重要的戰略競合的地區。 

﹙二十一﹚ 從探究活動中理解臺灣與國際的連結不僅僅立基在經濟、產業等交流，從南島語族的案例中可以發現，文化也能是臺灣與其他國 

             家交流時重要的資產。 

﹙二十二﹚ 透過歷史資料學習商周到隋唐時期國家維繫政權的方式及其影響。 

﹙二十三﹚ 從不同角度看商周到隋唐時期形塑社會區別的措施與影響。 



﹙二十四﹚ 學習商周至隋唐時期不同民族的宗教禮俗、飲食服飾的特色與交流。 

﹙二十五﹚ 發現商周至隋唐時期不同民族間的生活方式、學術思想的特色與交流。 

﹙二十六﹚ 透過歷史資料探究歷史事實在文字紀錄上的落差。 

﹙二十七﹚ 理解宋元時期的國際互動的背景與情形。 

﹙二十八﹚ 運用歷史資料來探究宋元時期的商貿與文化交流。 

﹙二十九﹚ 掌握明清時期東亞世界的政治演變與不同國家對於自身的定位觀點。 

﹙三十﹚     透過歷史資料發現明清時期東亞世界的商貿與文化交流。 

﹙三十一﹚ 歸納並分析晚清時期東西方的接觸與衝突的原因與結果。 

﹙三十二﹚ 從東西方的衝突探究日本與清帝國的政治變革狀況。 

﹙三十三﹚ 理解清末時城市風貌改變的過程與新知識的流通媒介。 

﹙三十四﹚ 透過清末大環境的改變，來探究當時風氣與傳統觀念的衝突與互動。 

﹙三十五﹚ 透過史料探究記載的用意。 

﹙三十六﹚ 認識國家的構成要素。 

﹙三十七﹚ 了解權力分立的重要性。 

﹙三十八﹚ 了解法律的位階與內涵。 

﹙三十九﹚ 理解法治與人治的區別。 

﹙四十﹚     探究政府的權力為何為憲法所規範的有限政府。 

﹙四十一﹚ 認識我國政府的分權方式。 

﹙四十二﹚ 認識我國政府的制衡機制。 

﹙四十三﹚ 探討行政法的意義 

﹙四十四﹚ 認識生活中常見的行政管制。 

﹙四十五﹚ 了解行政救濟的重要性。 

﹙四十六﹚ 了解刑法設立的目的。 

﹙四十七﹚ 理解罪刑法定原則。 

﹙四十八﹚ 探討刑罰主要的處罰方式。 

﹙四十九﹚ 了解刑事訴訟的程序。 

﹙五十﹚     認識警察、檢察官、法官的權限。 

三、本學期課程架構： 



1.中國的人口分布與自然環境中國的人口成長與遷移中國的產業轉型與區域差異全球化下的中國大洋洲與兩極地區（一）大洋洲

與兩極地區（二） 

2.商周至隋唐時期的國家與社會商周至隋唐時期的民族與文化宋元時期的國際互動與交流明清時期東亞世界的變動與交流晚清的外

力衝擊與政治變革晚清的城市新風貌與新文化 

3.人民與國家法治的基本概念我國的政府依法行政的政府刑法與犯罪犯罪與追訴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第 1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1 中國的人口分布

與自然環境／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1 中國的

人口分布與自

然環境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1.海洋教育 
2.多元文化 
3.人權教育 
4.生命教育 
5.生涯規劃教育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B3 

欣賞不同時空環境下形塑的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增進

生活的豐富 

性。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了解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單元 1 商周至隋唐時期

的國家與社會／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1 商周至

隋唐時期的國

家與社會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A1 

探索自我潛能、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培育合宜的人生觀。 單元 1 人民與國家／公

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1 人民與

國家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第 2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1 中國的人口分布

與自然環境／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1 中國的

人口分布與自

然環境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B3 

欣賞不同時空環境下形塑的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增進

生活的豐富 

性。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了解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單元 1 商周至隋唐時期

的國家與社會／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1 商周至

隋唐時期的國

家與社會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A1 

探索自我潛能、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培育合宜的人生觀。 單元 1 人民與國家／公

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1 人民與

國家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第 3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1 中國的人口分布

與自然環境／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1 中國的

人口分布與自

然環境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B3 

欣賞不同時空環境下形塑的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增進

生活的豐富 

性。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了解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單元 1 商周至隋唐時期

的國家與社會／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1 商周至

隋唐時期的國

家與社會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A1 

探索自我潛能、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培育合宜的人生觀。 單元 1 人民與國家／公

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1 人民與

國家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第 4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2 中國的人口成長

與遷移／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2 中國的

人口成長與遷

移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了解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單元 2 商周至隋唐時期

的民族與文化／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2 商周至

隋唐時期的民

族與文化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1.法治教育 
2.性別平等教育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社-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尊重人權的態度，具備民主素

養、法治觀念、環境倫理以及在地與全球意識，參與社會

公益活動。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單元 2 法治的基本概念

／公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2 法治的

基本概念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第 5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2 中國的人口成長

與遷移／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2 中國的

人口成長與遷

移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了解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單元 2 商周至隋唐時期

的民族與文化／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2 商周至

隋唐時期的民

族與文化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尊重人權的態度，具備民主素

養、法治觀念、環境倫理以及在地與全球意識，參與社會

公益活動。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單元 2 法治的基本概念

／公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2 法治的

基本概念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第 6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2 中國的人口成長

與遷移／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2 中國的

人口成長與遷

移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了解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單元 2 商周至隋唐時期

的民族與文化／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2 商周至

隋唐時期的民

族與文化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尊重人權的態度，具備民主素

養、法治觀念、環境倫理以及在地與全球意識，參與社會

公益活動。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單元 2 法治的基本概念

／公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2 法治的

基本概念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第 7
週 

複習 複習 3    

第 8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3 中國的產業轉型

與區域差異／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3 中國的

產業轉型與區

域差異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1.環境教育 
2.家庭教育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了解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單元 3 宋元時期的國際

互動與交流／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3 宋元時

期的國際互動

與交流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單元 3 我國的政府／公

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3 我國的

政府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第 9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3 中國的產業轉型

與區域差異／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3 中國的

產業轉型與區

域差異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了解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單元 3 宋元時期的國際

互動與交流／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3 宋元時

期的國際互動

與交流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單元 3 我國的政府／公

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3 我國的

政府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第 10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3 中國的產業轉型

與區域差異／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3 中國的

產業轉型與區

域差異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了解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單元 3 宋元時期的國際

互動與交流／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3 宋元時

期的國際互動

與交流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單元 3 我國的政府／公

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3 我國的

政府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第 11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4 全球化下的中國

／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4 全球化

下的中國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

善或解決問題。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4 明清時期東亞世

界的變動與交流／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4 明清時

期東亞世界的

變動與交流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單元 4 依法行政的政府

／公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4 依法行

政的政府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第 12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4 全球化下的中國

／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4 全球化

下的中國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1.環境教育 
2.家庭教育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

善或解決問題。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4 明清時期東亞世

界的變動與交流／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4 明清時

期東亞世界的

變動與交流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單元 4 依法行政的政府

／公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4 依法行

政的政府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第 13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4 全球化下的中國

／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4 全球化

下的中國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

善或解決問題。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4 明清時期東亞世

界的變動與交流／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4 明清時

期東亞世界的

變動與交流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單元 4 依法行政的政府

／公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4 依法行

政的政府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第 14
週 

複習 複習 3    

第 15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5 大洋洲與兩極地

區（一）／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5 大洋洲

與 兩 極 地 區

（一）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B3 

欣賞不同時空環境下形塑的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增進

生活的豐富 

性。 

單元 5 晚清的外力衝擊

與政治變革／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5 晚清的

外力衝擊與政

治變革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1.海樣教育 
2.性平教育 
3.法治教育 
4.生涯規劃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社-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尊重人權的態度，具備民主素

養、法治觀念、環境倫理以及在地與全球意識，參與社會

公益活動。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單元 5 刑法與犯罪／公

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5 刑法與

犯罪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第 16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5 大洋洲與兩極地

區（一）／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5 大洋洲

與 兩 極 地 區

（一）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B3 

欣賞不同時空環境下形塑的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增進

生活的豐富 

性。 

單元 5 晚清的外力衝擊

與政治變革／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5 晚清的

外力衝擊與政

治變革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尊重人權的態度，具備民主素

養、法治觀念、環境倫理以及在地與全球意識，參與社會

公益活動。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單元 5 刑法與犯罪／公

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5 刑法與

犯罪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第 17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5 大洋洲與兩極地

區（一）／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5 大洋洲

與 兩 極 地 區

（一）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B3 

欣賞不同時空環境下形塑的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增進

生活的豐富 

性。 

單元 5 晚清的外力衝擊

與政治變革／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5 晚清的

外力衝擊與政

治變革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尊重人權的態度，具備民主素

養、法治觀念、環境倫理以及在地與全球意識，參與社會

公益活動。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單元 5 刑法與犯罪／公

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5 刑法與

犯罪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第 18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6 大洋洲與兩極地

區（二）／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6 大洋洲

與 兩 極 地 區

（二）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

善或解決問題。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了解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單元 6 晚清的城市新風

貌與新文化／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6 晚清的

城市新風貌與

新文化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了解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單元 6 犯罪與追訴／公

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6 犯罪與

追訴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第 19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6 大洋洲與兩極地

區（二）／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6 大洋洲

與 兩 極 地 區

（二）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1.家庭教育 
2.環境教育 
3.原住民教育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

善或解決問題。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了解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單元 6 晚清的城市新風

貌與新文化／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6 晚清的

城市新風貌與

新文化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了解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單元 6 犯罪與追訴／公

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6 犯罪與

追訴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第 20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6 大洋洲與兩極地

區（二）／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6 大洋洲

與 兩 極 地 區

（二）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1.家庭教育 
2.環境教育 
3.原住民教育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

善或解決問題。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了解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單元 6 晚清的城市新風

貌與新文化／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6 晚清的

城市新風貌與

新文化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了解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單元 6 犯罪與追訴／公

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6 犯罪與

追訴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第 21
週 

複習 複習 3 
 

  

  



國立卓蘭高中附設國中部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 八 年級 社會 領域課程計畫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3 節，本學期共 60 節。 

五、本學期學習目標：  
1.  

2. 了解東北亞的地理位置如何塑造出當地的特色。 

3. 了解東北牙如何將地方的特色發展成觀光資源。 

4. 了解東北亞的經濟發展與產業的關聯 

5. 了解東北亞面臨的經濟挑戰。 

6. 了解東南亞和南亞自然環境背景。 

7. 了解東南亞和南亞自然環境背景。 

8. 了解東南亞和南亞的自然資源與產業的關聯。 

9. 了解東南亞和南亞的經濟發展與區域的結盟。 

10. 探究東南亞和南亞新興市場與臺灣產業發展的關聯。 

11. 了解西亞與北非有哪些重要的自然資源。 

12. 了解伊斯蘭教如何影響西亞與北非居民的生活。 

13. 了解西亞與北非成為國際焦點的原因。 

14. 理解西亞與北非水資源、石油資源等衝突造成的影響。 

15. 了解並說明伊斯蘭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互動方式。 

16. 理解革命的背景與民國成立的經過 

17. 理解民國初年政治局勢的發展。 

18. 認識中華民國的建立過程與發展。 

19. 理解民國初年中國領土遭到外國侵略的狀況。 

20. 理解新文化運動時期，新思潮傳入的內容與相關的活動。 

21. 分析民國初年，新舊文化衝突的原因與其造成的結果。 

22. 理解日本軍國主義形成的原因。 

23. 理解日本在亞洲向外侵略的背景與經過。 

24. 理解亞洲人民在戰爭下所遭遇的痛苦。 



25. 理解中國共產黨崛起的背景與勢力擴張的方式。 

26. 理解中國共產黨建國後的制度與相關政策。 

27. 理解蘇美冷戰的局勢與背景。 

28. 了解中國的外交政策以及對外關係。 

29. 分析中國改革開放的原因與後續發展。 

30. 理解冷戰時期東南亞地區的發展與處境。 

31. 理解東南亞地區組織發展的過程與背景。 

32. 認識權利與權力的差別。 

33. 知道消極及積極權利的內涵。 

34. 了解憲法為何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 

35. 了解政策制定前應提供人民參與和表達意見的緣由。 

36. 認識公共意見的形成方式及媒體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37. 公共意見具有差異性與變動性的原因。 

38. 認識政治參與於民主社會中的重要性。 

39. 了解民主社會中常用投票來進行政治參與的原因。 

40. 認識我國公平投票的基本原則。 

41. 學習民法中契約的基本規範。 

42. 了解契約自由與不履行的責任。 

43. 了解法律中行為能力的概念。 

44. 了解何為侵權行為 

45. 了解發生民事糾紛的解決辦法。 

46. 了解不同解決方法的優缺點。 

47. 了解兒童權利的發展與保障。 

48. 我國如何用法律保護兒童及少年。 

49. 認識曝險少年的保護與少年犯罪的防治。 

二、本學期課程架構： 
1.東北亞的自然環境與觀光東北亞的經濟發展與挑戰東南亞與南亞的自然環境及多元文化東南亞與南亞的經濟發展及區域結盟西亞

與中亞的區域特色西亞與北非的國際衝突 



2.中華民國的建立民初的對外關係與文化變遷日本帝國的對外擴張與衝擊中國共產政權的建立與發展冷戰與中美蘇間的外交關係

東南亞地區的結盟與組織發展 

3.權力與權利民主社會的公共意見政治參與民法與生活民事紛爭與救濟途徑兒少權利的保護 

三、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第 1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1 東北亞的自然環

境與觀光／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1 東北亞

（一）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1.海洋教育 
2.多元文化 
3.人權教育 
4.生命教育 
5.生涯規劃教育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B3 

欣賞不同時空環境下形塑的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增進

生活的豐富 

性。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了解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單元 1 中華民國的建立

／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1 中華民

國的建立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A1 

探索自我潛能、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培育合宜的人生觀。 單元 1 權力與權利／公

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1 權力與

權利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第 2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1 東北亞的自然環

境與觀光／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1 東北亞

（一）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

格與圖像等表徵符

號，表達人類生活的

豐富面，並能促進相

互溝通與理解。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B3 

欣賞不同時空環境下形塑的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增進

生活的豐富 

性。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了解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單元 1 中華民國的建立

／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1 中華民

國的建立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A1 

探索自我潛能、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培育合宜的人生觀。 單元 1 權力與權利／公

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1 權力與

權利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第 3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1 東北亞的自然環

境與觀光／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1 東北亞

（一）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B3 

欣賞不同時空環境下形塑的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增進

生活的豐富 

性。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了解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單元 1 中華民國的建立

／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1 中華民

國的建立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A1 

探索自我潛能、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培育合宜的人生觀。 單元 1 權力與權利／公

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1 權力與

權利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第 4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2 東北亞的經濟發

展與挑戰／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2 東北亞

的經濟發展與

挑戰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了解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單元 2 民初的對外關係

與文化變遷／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2 民初的

對外關係與文

化變遷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1.法治教育 
2.性別平等教育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社-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尊重人權的態度，具備民主素

養、法治觀念、環境倫理以及在地與全球意識，參與社會

公益活動。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單元 2 民主社會的公共

意見／公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2 民主社

會的公共意見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第 5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2 東北亞的經濟發

展與挑戰／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2 東北亞

的經濟發展與

挑戰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了解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單元 2 民初的對外關係

與文化變遷／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2 民初的

對外關係與文

化變遷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尊重人權的態度，具備民主素

養、法治觀念、環境倫理以及在地與全球意識，參與社會

公益活動。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單元 2 民主社會的公共

意見／公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2 民主社

會的公共意見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第 6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2 東北亞的經濟發

展與挑戰／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2 東北亞

的經濟發展與

挑戰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了解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單元 2 民初的對外關係

與文化變遷／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2 民初的

對外關係與文

化變遷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尊重人權的態度，具備民主素

養、法治觀念、環境倫理以及在地與全球意識，參與社會

公益活動。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單元 2 民主社會的公共

意見／公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2 民主社

會的公共意見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第 7

週 
複習 複習 3   

 

第 8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3 東南亞與南亞的

／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3 東南亞

與南亞的自然

環境及多元文

化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1.環境教育 
2.家庭教育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了解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單元 3 日本帝國的對外

擴張與衝擊／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3 日本帝

國的對外擴張

與衝擊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單元 3政治參與／公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3 政治參

與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第 9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3 東南亞與南亞的

自然環境及多元文化／

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3 東南亞

與南亞的自然

環境及多元文

化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了解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單元 3 日本帝國的對外

擴張與衝擊／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3 日本帝

國的對外擴張

與衝擊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單元 3政治參與／公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3 政治參

與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第 10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3 東南亞與南亞的

自然環境及多元文化／

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3 東南亞

與南亞的自然

環境及多元文

化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了解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單元 3 日本帝國的對外

擴張與衝擊／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3 日本帝

國的對外擴張

與衝擊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單元 3政治參與／公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3 政治參

與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第 11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4 東南亞與南亞的

經濟發展及區域結盟／

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4 東南亞

與南亞的經濟

發展及區域結

盟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

善或解決問題。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4 中國共產政權的

建立與發展／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4 中國共

產政權的建立

與發展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單元 4 依法行政的政府

／公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4 依法行

政的政府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第 12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4 東南亞與南亞的

經濟發展及區域結盟／

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4 東南亞

與南亞的經濟

發展及區域結

盟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1.環境教育 
2.家庭教育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

善或解決問題。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4 中國共產政權的

建立與發展／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4 中國共

產政權的建立

與發展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單元 4 依法行政的政府

／公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4 依法行

政的政府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第 13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4 東南亞與南亞的

經濟發展及區域結盟／

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4 東南亞

與南亞的經濟

發展及區域結

盟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

善或解決問題。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4 中國共產政權的

建立與發展／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4 中國共

產政權的建立

與發展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單元 4 依法行政的政府

／公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4 依法行

政的政府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第 14
週 

複習 複習 3   
 

第 15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5 西亞與中亞的區

域特色／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5 西亞與

中亞的區域特

色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B3 

欣賞不同時空環境下形塑的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增進

生活的豐富 

性。 

單元 5 冷戰與中美蘇間

的外交關係／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5 冷戰與

中美蘇間的外

交關係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1.海樣教育 
2.性平教育 
3.法治教育 
4.生涯規劃 

社-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尊重人權的態度，具備民主素

養、法治觀念、環境倫理以及在地與全球意識，參與社會

公益活動。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單元 5 權利的侵害與救

濟途徑／公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5 權利的

侵害與救濟途

徑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第 16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5 西亞與中亞的區

域特色／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5 西亞與

中亞的區域特

色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B3 

欣賞不同時空環境下形塑的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增進

生活的豐富 

性。 

單元 5 冷戰與中美蘇間

的外交關係／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5 冷戰與

中美蘇間的外

交關係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社-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尊重人權的態度，具備民主素

養、法治觀念、環境倫理以及在地與全球意識，參與社會

公益活動。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單元 5 權利的侵害與救

濟途徑／公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5 權利的

侵害與救濟途

徑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第 17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5 西亞與中亞的區

域特色／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5 西亞與

中亞的區域特

色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B3 

欣賞不同時空環境下形塑的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增進

生活的豐富 

性。 

單元 5 冷戰與中美蘇間

的外交關係／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5 冷戰與

中美蘇間的外

交關係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尊重人權的態度，具備民主素

養、法治觀念、環境倫理以及在地與全球意識，參與社會

公益活動。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單元 5 權利的侵害與救

濟途徑／公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5 權利的

侵害與救濟途

徑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第 18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6 西亞與北非的國

際衝突／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6 西亞與

北非的國際衝

突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

善或解決問題。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了解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單元 6 東南亞地區的結

盟與組織發展／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6 東南亞

地區的結盟與

組織發展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了解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單元 6 兒少權利的保護

／公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6 兒少權

利的保護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第 19
週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單元 6 西亞與北非的國

際衝突／地理 
1 

南一版教科書 

地理 

單元 6 西亞與

北非的國際衝

突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1.家庭教育 
2.環境教育 
3.原住民教育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

善或解決問題。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了解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單元 6 東南亞地區的結

盟與組織發展／歷史 
1 

南一版教科書 

歷史 

單元 6 東南亞

地區的結盟與

組織發展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了解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單元 6 兒少權利的保護

／公民 
1 

南一版教科書 

公民 

單元 6 兒少權

利的保護 

口頭問答、課堂觀察

紀錄、上機實作、參

與討論及學習歷程

檔案 
 

第 20
週 

複習 
複習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