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3（九年一貫／十二年國教併用） 

南投縣中寮國民中學 112學年度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第一學期】 

課程名稱 班週會 年級/班級 八年級/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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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週 2節，共 21節 

設計教師 藍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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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安全請於學習表現欄位填入主題內容重點， 

例：交 A-I-3辨識社區道路環境的常見危險。※ 

對應的學校願景 
(統整性探究課程) 

適性積極展未來 
與學校願景

呼應之說明 

透過校園各項宣導活動，具備生活中各種議題的正確觀

念，並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及環境意識，激發學生潛

能，從做中學，培養未來多元的興趣與性向。 

設計理念 

透過全班性的週會與班級活動，從個人到團體、社會的相關重大議題，以演講、活動、宣導等活動

進行討論，並進行問題解決與批判思考的能力培養，提升學生進行互動或面對議題時的解決能力及

責任感。 

總綱核心素養具

體內涵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J-A1 具備良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

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索人

領綱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健體-J-A1具備體育與健康的知能與態度，展現自我運

動與保健潛能，探索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並積

極實踐，不輕言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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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

實踐。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J-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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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主動參與 公 益 團 體 

活動，關懷生命倫理議題與生態

環境。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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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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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體-J-C1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健康的道德思辨與實

踐能力及環境意識，並主動參與公益團體活動，關懷社

會。 

綜-J-C3 探索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理解、尊重及關懷

不同文化及族群，展現多元社會中應具備的生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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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1.培養學生問題解決與批判思考的能力 

2.提升學生進行互動或面對議題時的解決能力及責任感 

3.學生面對重大議題時樂於參與並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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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 

友善校園週 

法 J9 進行學生

權利與校園法

律之初探。 

法 J1 探討平

等。  

公 Bc-Ⅳ-2 

日常生活規範與

文化的關係 

理解法律與法治的意

義；習得法律實體與程

序的基本知能；追求人

權保障 與公平正義的價

值。 

法律常識宣導與測驗 

反毒反黑、 

活動參與 

多元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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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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J2 避免歧

視。 

增進道德發展知能；了

解品德核心價值與道德

議題；養成知善、樂善

與行 善的品德素養。 

二        

三 
(2) 

反霸凌宣導 

人 J4 了解平

等、正義的原

則，並在生活

中實踐。  

人 J5 了解社

會上有不同 的

群體和文化 

安 J7 了解霸

凌防制的精

神。 

輔 Ab-IV-1 

青少年身心發展

歷 程與調適。 

公 Ad-Ⅳ-1 

保障人權與維護

人 性尊嚴 

了解人權存在的事實、

基本概念與價值；發展

對人權的價值信念；增

強對 人權的感受與評

價；養成尊重人權的行

為及參與實踐人權的行

動。 

反霸凌教育宣導 
活動參與 

多元評量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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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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2) 

交通安全宣導 

安 J2 判斷常

見的事故傷

害。 

安 J3 了解日

常生活容易發

生事故的原 

因。 

安 J4 探討日

常生活發生事

故的影響因 

素。 

童 Cc-IV-1 

戶外休閒活動的

安 全、風險管理

與緊急 事件的處

理。 

 

建立安全意識；提升對

環境的敏感度、警覺性

與判斷力；防範事故傷

害發 生以確保生命安

全。 

宣導常見事故 

察覺生活中事故發生的潛在

因素 

防範事故發生 

活動參與 

多元評量 
 

六        

七 
(2) 

重陽節敬老活動 

生 J3 反思生

老病死與人生

無常的現象，

探索人生的目

的、價 值與意

義。 

家 Db-IV-1 

家庭組成及文化

多 元性對自我發

展的 影響，以及

少子女 化、高齡

化與家庭結 構變

遷的關聯。 

家 Dd-IV-2 

培養探索生命根本課題

的知能；提升價值思辨

的能力與情意；增進知

行合 一的修養。 

敬老活動反思生活中長輩對

生活的貢獻並學習感恩 

活動參與 

多元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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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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文化傳承與

對個 人的意義。 

 

八        

九 
性別平等教育-

性別的人我關係 

(2) 

性 J1 接納自

我與尊重他 人

的性傾向、性 

別特質與性別

認 同。 

性 J4 認識身

體自主權相 關

議題，維護自

己 與尊重他人

的身 體自主

權。 

輔 Dd-IV-2 

合宜的性別互動

與態 度的培養。 

 

理解性別的多樣性，覺

察性別不平等的存在事

實與社會文化中的性別

權力 關係；建立性別平

等的價值信念，落實尊

重與包容多元性別差

異；付諸行 動消除性別

偏見與歧視，維護性別

人格尊嚴與性別地位實

質平等。 

1.了解各成員的角色分工，

在家庭及社會中，不受性別

限制 

2.在性別互動過程中，如何

合宜的進行溝通，以及情緒

的處理與表達 

活動參與 

多元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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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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十

一 
班週會(2)婦幼

宣導 

家 J5 了解與

家人溝通互 動

及相互支持的

適 切方式。 

家 J12 分析家

庭生活與 社區

的關係，並 善

用社區資源。 

 

家 Da-IV-1 

家人溝通與情感

表 達。 

輔 Dc-IV-1 

同理心、人際溝

通、 衝突管理能

力的培 養與正向

經營人際 關係。 

 

理解性別的多樣性，覺

察性別不平等的存在事

實與社會文化中的性別

權力 關係；建立性別平

等的價值信念，落實尊

重與包容多元性別差

異；付諸行 動消除性別

偏見與歧視，維護性別

人格尊嚴與性別地位實

質平等。 

宣導活動了解正確的溝通方

式，避免衝突 

活動參與 

多元評量 
 

十

二 
       

十

三 

(2) 

兒童及少年性剝

削防制宣導 

性 J4 認識身

體自主權相 關

議題，維護自

己 與尊重他人

輔 Ab-IV-1 

青少年身心發展

歷 程與調適。 

健 Db-Ⅳ-5  

理解性別的多樣性，覺

察性別不平等的存在事

實與社會文化中的性別

權力 關係；建立性別平

宣導性剝削防治 
活動參與 

多元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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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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身 體自主

權。 

性 J5 辨識性

騷擾、性侵 害

與性霸凌的樣 

態，運用資源

解決 問題。 

 

身體自主權維護

的立場表達與行

動，以及交 友約

會安全策略。 

 

等的價值信念，落實尊

重與包容多元性別差

異；付諸行 動消除性別

偏見與歧視，維護性別

人格尊嚴與性別地位實

質平等。 

十

四 
       

十

五 
(2) 

法律常識宣導 

法 J9 進行學

生權利與校 園

法律之初探。 

法 J3 認識法

律之意義與 制

定。 

 

公 Bc-Ⅳ-1 

為什麼會有社會

規 範？法律與其

他社 會 規 範 

有 什 麼 不 

同？ 

 

理解法律與法治的意

義；習得法律實體與程

序的基本知能；追求人

權保障 與公平正義的價

值。 

法律常識宣導，理解校園法

治的重要性 

活動參與 

多元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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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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六 
       

十

七 
(2) 

災害防治教育 

防 J3 臺灣災

害防救的機制

與運作。 

防 J4 臺灣災

害預警的機 

制。 

 

童 Cc-IV-1 

戶外休閒活動的

安 全、風險管理

與緊急 事件的處

理。 

輔 Ac-IV-2 

珍惜、尊重與善

待各種 生命。 

 

認識天然災害成因；養

成災害風險管理與災害

防救能力；強化防救行

動之 責任、態度與實踐

力。 

災害防救教育四格漫畫比賽 
活動參與 

多元評量 
 

十

八 
       

十

九 
家庭教育課程 

家 J2 探討社

會與自然環 境

對個人及家庭

的 影響。 

家 Dc-IV-1 

家庭活動策劃與

參 與，以互相尊

重與同 理為基礎

具備探究家庭發展、家

庭與社會互動關係及家

庭資源管理的知能；提

升積 極參與家庭活動的

責任感與態度；激發創

省思文化及傳統如何影響個

人與家庭發展 

活動參與 

多元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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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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J5 了解與

家人溝通互 動

及相互支持的

適 切方式。 

 

的家人關 係維

繫。 

家 Da-IV-1 

家人溝通與情感

表 達。 

 

造家人互動共好的意識

與責任， 提升家庭生活

品質。 

二

十 
       

二

十

一 

(2) 

性別平等教育- 

接納自我與尊重

他人 

性 J1 接納自

我與尊重他 人

的性傾向、性 

別特質與性別

認 同。 

性 J4 認識身

體自主權相 關

議題，維護自

己 與尊重他人

的身 體自主

權。 

輔 Dd-IV-2 

合宜的性別互動

與態度的培養。 

 

理解性別的多樣性，覺

察性別不平等的存在事

實與社會文化中的性別

權力 關係；建立性別平

等的價值信念，落實尊

重與包容多元性別差

異；付諸行 動消除性別

偏見與歧視，維護性別

人格尊嚴與性別地位實

質平等。 

1.接納自我與尊重他人的性

傾向 

2.維護自己與尊重他人的身

體自主權。 

 

活動參與 

多元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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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期】 

課程名稱 班週會 年級/班級 八年級/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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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週 2節，共 20節 

設計教師 藍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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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安全請於學習表現欄位填入主題內容重點， 

例：交 A-I-3辨識社區道路環境的常見危險。※ 

對應的學校願景 
(統整性探究課程) 

適性積極展未來 
與學校願景

呼應之說明 

透過校園各項宣導活動，具備生活中各種議題的正確觀

念，並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及環境意識，激發學生潛

能，從做中學，培養未來多元的興趣與性向。 

設計理念 

透過全班性的週會與班級活動，從個人到團體、社會的相關重大議題，以演講、活動、宣導等活動

進行討論，並進行問題解決與批判思考的能力培養，提升學生進行互動或面對議題時的解決能力及

責任感。 

總綱核心素養具

體內涵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J-A1 具備良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

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索人

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

實踐。 

領綱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健體-J-A1具備體育與健康的知能與態度，展現自我運

動與保健潛能，探索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並積

極實踐，不輕言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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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3（九年一貫／十二年國教併用）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J-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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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主動參與 公 益 團 體 

活動，關懷生命倫理議題與生態

環境。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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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體-J-C1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健康的道德思辨與實

踐能力及環境意識，並主動參與公益團體活動，關懷社

會。 

綜-J-C3 探索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理解、尊重及關懷

不同文化及族群，展現多元社會中應具備的生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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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1.培養學生問題解決與批判思考的能力 

2.提升學生進行互動或面對議題時的解決能力及責任感 

3.學生面對重大議題時樂於參與並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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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 

友善校園週 

法 J9 進行學生

權利與校園法

律之初探。 

法 J1 探討平

等。  

法 J2 避免歧

視。 

公 Bc-Ⅳ-2 

日常生活規範與

文化的關係 

理解法律與法治的意

義；習得法律實體與程

序的基本知能；追求人

權保障 與公平正義的價

值。 

增進道德發展知能；了

解品德核心價值與道德

法律常識宣導與測驗 

反毒反黑 
活動參與 

多元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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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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養成知善、樂善

與行 善的品德素養。 

二        

三 
(2) 

生涯發展教育宣

導 

涯 J1 了解生

涯規劃的意 義

與功能。 

涯 J3 覺察自

己的能力與 興

趣。 

 

輔 Aa-IV-1 

自我探索的方

法、經 驗與態

度。 

輔 Ab-IV-1 

青少年身心發展

歷 程與調適。 

 

 

了解個人特質、興趣與

工作環境。  

養成生涯規劃知能。 

 

生涯探索、規劃與職群認識 
活動參與 

多元評量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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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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2) 

性別無障礙生涯

自在行宣導 

涯 J3 覺察自

己的能力與 興

趣。 

涯 J1 了解生

涯規劃的意 義

與功能。 

 

輔 Aa-IV-1 

自我探索的方

法、經驗與態

度。 

輔 Ab-IV-1 

青少年身心發展

歷程與調適。 

 

了解個人特質、興趣與

工作環境。  

養成生涯規劃知能。 

 

生涯探索、規劃與職群認識 
活動參與 

多元評量 
 

六        

七 

(2) 

戶外教育 

淨山環境闖關路

跑 

環 J3 經由環

境美學與 自然

文學了解自 然

環境的倫理價 

值。 

 

童 Cc-IV-1 

戶外休閒活動的

安 全、風險管理

與緊急 事件的處

理。 

體 Ga-Ⅳ-1 跑、

跳與推擲的基本

技巧。 

 

認識與理解人類生存與

發展所面對的環境危機

與挑戰：探究氣候變

遷、資源耗竭與生物多 

樣性消失，以及社會不

正義和環境不正義。   

執行綠色、簡樸與永續

的生活行動。 

 

路跑活動結合社區互助單位

進行友善環境活動 

活動參與 

多元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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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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九 
(2) 

性侵害.性霸凌

防治宣導 

法 J9 進行學生

權利與校園法

律之初探。 

法 J1 探討平

等。  

法 J2 避免歧

視。 

公 Bc-Ⅳ-2 

日常生活規範與

文化的關係 

理解法律與法治的意

義；習得法律實體與程

序的基本知能；追求人

權保障 與公平正義的價

值。 

增進道德發展知能；了

解品德核心價值與道德

議題；養成知善、樂善

與行 善的品德素養。 

在性別互動過程中，如何合

宜的進行溝通，以及情緒的

處理與表達 

活動參與 

多元評量 
 

十        

十

一 
家庭教育課程 

家 J2 探討社

會與自然環 境

對個人及家庭

的 影響。 

家 Dc-IV-1 

家庭活動策劃與

參 與，以互相尊

重與同 理為基礎

具備探究家庭發展、家

庭與社會互動關係及家

庭資源管理的知能；提

升積 極參與家庭活動的

責任感與態度；激發創

認識並實踐青少年在家庭中

的角色和責任 

省思文化及傳統如何影響個

人與家庭發展 

活動參與 

多元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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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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J5 了解與

家人溝通互 動

及相互支持的

適 切方式。 

 

的家人關 係維

繫。 

家 Da-IV-1 

家人溝通與情感

表 達。 

 

造家人互動共好的意識

與責任， 提升家庭生活

品質。 

十

二 
       

十

三 
(2) 

母親節感恩活動 

生 J3 反思生

老病死與人生

無常的現象，

探索人生的目

的、價 值與意

義。 

家 Db-IV-1 

家庭組成及文化

多 元性對自我發

展的 影響，以及

少子女 化、高齡

化與家庭結 構變

遷的關聯。 

家 Dd-IV-2 

家庭文化傳承與

對個 人的意義。 

 

培養探索生命根本課題

的知能；提升價值思辨

的能力與情意；增進知

行合 一的修養。 

感謝活動反思生活中長輩對

生活的貢獻並學習感恩 

活動參與 

多元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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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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四 
       

十

五 
(2) 

性別平等宣導 

性 J4 認識身

體自主權相 關

議題，維護自

己 與尊重他人

的身 體自主

權。 

性 J5 辨識性

騷擾、性侵 害

與性霸凌的樣 

態，運用資源

解決 問題。 

 

輔 Ab-IV-1 

青少年身心發展

歷 程與調適。 

健 Db-Ⅳ-5  

身體自主權維護

的立場表達與行

動，以及交 友約

會安全策略。 

 

理解性別的多樣性，覺

察性別不平等的存在事

實與社會文化中的性別

權力 關係；建立性別平

等的價值信念，落實尊

重與包容多元性別差

異；付諸行 動消除性別

偏見與歧視，維護性別

人格尊嚴與性別地位實

質平等。 

性別平等宣導海報比賽 
活動參與 

多元評量 
 

十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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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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七 
(2) 

性別平等教育 

性 J4 認識身

體自主權相 關

議題，維護自

己 與尊重他人

的身 體自主

權。 

性 J5 辨識性

騷擾、性侵 害

與性霸凌的樣 

態，運用資源

解決 問題。 

 

輔 Ab-IV-1 

青少年身心發展

歷 程與調適。 

健 Db-Ⅳ-5  

身體自主權維護

的立場表達與行

動，以及交 友約

會安全策略。 

 

理解性別的多樣性，覺

察性別不平等的存在事

實與社會文化中的性別

權力 關係；建立性別平

等的價值信念，落實尊

重與包容多元性別差

異；付諸行 動消除性別

偏見與歧視，維護性別

人格尊嚴與性別地位實

質平等。 

如何遠離家暴、性騷、性

侵、性霸凌並能以同理心關

懷受害者 

活動參與 

多元評量 
 

十

八 
       

十

九 
(2) 

全校防災演練 

防 J7 繪製校

園的防災地 圖

並參與校園防

災 演練。 

防 J3 臺灣災

害防救的機制

與運作。 

童 Cc-IV-1 

戶外休閒活動的

安 全、風險管理

與緊急 事件的處

理。 

輔 Ac-IV-2 

認識天然災害成因；養

成災害風險管理與災害

防救能力；強化防救行

動之 責任、態度與實踐

力。 

防災教育宣導與演練 
活動參與 

多元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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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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 J4 臺灣災

害預警的機 

制。 

 

珍惜、尊重與善

待各種 生命。 

 

二

十 
       

註: 

1. 本表格係依〈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課程計畫備查作業參考原則〉設計而成。 

2. 依課程設計理念，可採擇高度相關之總綱各教育階段核心素養或各領域/科目核心素養，以敘寫課程目標。 

3. 本表格舉例係以一至五年級為例，倘六年級辦理十二年國教之彈性課程者，其上課『節數』請依照「九年一貫課

程各學習領域學習節數一覽表」填寫。 

4. 計畫可依實際教學進度填列，週次得合併填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