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百齡高中(國中部) 112學年度第 2 學期 

  七  年級  社會  領域   歷史  學科  課程計畫    

任 課 教 師 曲忠恕 學分/每週節數 1 

任教班級 701～709 教科書版本 康軒 

課程學習目標 

1. 使學生具備良好的思考、組織、表達、溝通、判斷價值等基本能力。 

2. 使學生對世界歷史能有深入淺出的認識。 

3. 培養學生應用歷史知識，從事思考、理解、協調、討論，吸收生活經驗，

擴大人生視野 

評量方式 
1.作業練習  

2.紙筆測驗  

成績計算 
1.  日常評量 60%：平時考 20%   上課表現 20%   作業 20%  

2.  定期評量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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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 

素養 

重大 

議題 

節

數 

評量 

方法 
備註 

11 
1/23~1

/26 

第 1課 

日治時期

的統治 

1.知道臺灣民主國

的成立背景及其經

過。 

2.知道日治時期總

督府的殖民統治體

制。 

3.明白日治時期的

警察與保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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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的豐富面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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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海洋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生涯發展 

□家庭教育 

□性平教育 

■多元文化 

□其它: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口頭詢問 

6.專案報告 

7.活動報告 

23-26實體課

務 為 補

04/20-4/25 全

中運停課 

1 
2/12~2

/17 

第 1課 

日治時期

的統治 

1.知道臺灣民主國

的成立背景及其經

過。 

2.知道日治時期總

督府的殖民統治體

制。 

3.明白日治時期的

警察與保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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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的豐富面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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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海洋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生涯發展 

□家庭教育 

□性平教育 

■多元文化 

□其它: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口頭詢問 

6.專案報告 

7.活動報告 

08-14 春節 

16 開學日、

註冊、第 3 節

正式上課 

16 國七八補

救教學學生

說明會 

17 補 2/15

課、幹部訓

練(1225) 

2 
2/19~2

/23 

第 1課 

日治時期

的統治 

1.知道臺灣民主國

的成立背景及其經

過。 

2.知道日治時期總

督府的殖民統治體

制。 

3.明白日治時期的

警察與保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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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的豐富面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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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海洋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生涯發展 

□家庭教育 

□性平教育 

■多元文化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口頭詢問 

6.專案報告 

7.活動報告 

19 國九補教

教學學生說

明會(1230) 

21-22國九第

3 次模擬考 



週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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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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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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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3 
2/26~3

/1 

第 2課日

治時期的

經濟發展 

1.知道日治初期在

臺灣進行的調查工

作內容。 

2.了解日治時期的

金融整頓措施。 

3.認識日治時期在

臺灣進行的交通建

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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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的豐富面貌，並能促進相互溝

通與理解。 

□資訊教育 

□海洋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生涯發展 

□家庭教育 

□性平教育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口頭詢問 

6.專案報告 

7.活動報告 

26 第八節輔

導課開始、

國九補救教

學 

27 國八補救

教學 

28 和平紀念

日 

29 國七補救

教學 

4 
3/4~3/

8 

第 2課日

治時期的

經濟發展 

1.知道日治初期在

臺灣進行的調查工

作內容。 

2.了解日治時期的

金融整頓措施。 

3.認識日治時期在

臺灣進行的交通建

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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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的豐富面貌，並能促進相互溝

通與理解。 

□資訊教育 

□海洋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生涯發展 

□家庭教育 

□性平教育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口頭詢問 

6.專案報告 

7.活動報告 

 

5 
3/11~1

5 

第 2課日

治時期的

經濟發展 

1.知道日治初期在

臺灣進行的調查工

作內容。 

2.了解日治時期的

金融整頓措施。 

3.認識日治時期在

臺灣進行的交通建

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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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的豐富面貌，並能促進相互溝

通與理解。 

□資訊教育 

□海洋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生涯發展 

□家庭教育 

□性平教育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口頭詢問 

6.專案報告 

7.活動報告 

 

6 
3/18~2

2 

第 2課日

治時期的

經濟發展 

1.知道日治初期在

臺灣進行的調查工

作內容。 

2.了解日治時期的

金融整頓措施。 

3.認識日治時期在

臺灣進行的交通建

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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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的豐富面貌，並能促進相互溝

通與理解。 

□資訊教育 

□海洋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生涯發展 

□家庭教育 

□性平教育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口頭詢問 

6.專案報告 

7.活動報告 

18-19國八隔

宿露營 

7 
3/25~2

9 

第 3課 

日治時期

的社會與

文化 

1.知道日治時期臺

灣教育採差別待遇

的原則與發展概

況。 

2.清楚日治時期教

育發展對臺灣社會

文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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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的豐富面貌，並能促進相互溝

通與理解。 

社-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

□資訊教育 

□海洋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生涯發展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口頭詢問 

6.專案報告 

7.活動報告 

26-27國七八

第 1 次定期

評量第 7 節

大掃除 



週

次 

實施期

間 

單元 

活動 

主題 

單元 

學習目標 

核心 

素養 

重大 

議題 

節

數 

評量 

方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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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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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 

□性平教育 

■多元文化 

□其它: 

8 
4/1~4/

5 

第 3課 

日治時期

的社會與

文化 

1.知道日治時期臺

灣教育採差別待遇

的原則與發展概

況。 

2.清楚日治時期教

育發展對臺灣社會

文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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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的豐富面貌，並能促進相互溝

通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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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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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海洋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生涯發展 

□家庭教育 

□性平教育 

■多元文化 

□其它: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口頭詢問 

6.專案報告 

7.活動報告 

03 國八疫苗

注射(上午)、

國七校外教

學 

04-05清明節

連假 

9 
4/8~4/

12 

第 3課 

日治時期

的社會與

文化 

1.知道日治時期臺

灣教育採差別待遇

的原則與發展概

況。 

2.清楚日治時期教

育發展對臺灣社會

文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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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的豐富面貌，並能促進相互溝

通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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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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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海洋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生涯發展 

□家庭教育 

□性平教育 

■多元文化 

□其它: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口頭詢問 

6.專案報告 

7.活動報告 

10 作業抽查

說 明 會

(1230) 

10 
4/15~4

/19 

第 4課戰

後臺灣的

政治變遷 

1.知道國民政府在

戰後接收臺灣的情

形與治臺措施。 

2.了解二二八事件

發生的背景、過程、

影響與政府的善後

措施。 

3.知道政府遷臺後

政治局勢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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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的豐富面貌，並能促進相互溝

通與理解。 

社-J-B2 理解不同時空的科技

與媒體發展和應用，增進媒體識

讀能力，並思辨其在生活中可能

帶來的衝突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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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海洋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生涯發展 

□家庭教育 

□性平教育 

□多元文化 

□其它: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口頭詢問 

6.專案報告 

7.活動報告 

15-19作業抽

查週 

16-17國九第

4 次模擬考 

16 國九第 8

節課輔結束 

11 4/22~2 第 4課戰
1.知道國民政府在

戰後接收臺灣的情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

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

□資訊教育 

□海洋教育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22-25全中運



週

次 

實施期

間 

單元 

活動 

主題 

單元 

學習目標 

核心 

素養 

重大 

議題 

節

數 

評量 

方法 
備註 

6 後臺灣的

政治變遷 

形與治臺措施。 

2.了解二二八事件

發生的背景、過程、

影響與政府的善後

措施。 

3.知道政府遷臺後

政治局勢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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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的豐富面貌，並能促進相互溝

通與理解。 

社-J-B2 理解不同時空的科技

與媒體發展和應用，增進媒體識

讀能力，並思辨其在生活中可能

帶來的衝突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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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生涯發展 

□家庭教育 

□性平教育 

□多元文化 

□其它: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口頭詢問 

6.專案報告 

7.活動報告 

停課 

12 
4/29~5

/3 

第 4課戰

後臺灣的

政治變遷 

1.知道國民政府在

戰後接收臺灣的情

形與治臺措施。 

2.了解二二八事件

發生的背景、過程、

影響與政府的善後

措施。 

3.知道政府遷臺後

政治局勢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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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的豐富面貌，並能促進相互溝

通與理解。 

社-J-B2 理解不同時空的科技

與媒體發展和應用，增進媒體識

讀能力，並思辨其在生活中可能

帶來的衝突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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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海洋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生涯發展 

□家庭教育 

□性平教育 

□多元文化 

□其它: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口頭詢問 

6.專案報告 

7.活動報告 

04/30-05/1 國

九第 1 次定

期評量(期末

考) 

13 
5/6~5/

10 

第 4課戰

後臺灣的

政治變遷 

1.知道國民政府在

戰後接收臺灣的情

形與治臺措施。 

2.了解二二八事件

發生的背景、過程、

影響與政府的善後

措施。 

3.知道政府遷臺後

政治局勢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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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的豐富面貌，並能促進相互溝

通與理解。 

社-J-B2 理解不同時空的科技

與媒體發展和應用，增進媒體識

讀能力，並思辨其在生活中可能

帶來的衝突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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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海洋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生涯發展 

□家庭教育 

□性平教育 

□多元文化 

□其它: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口頭詢問 

6.專案報告 

7.活動報告 

06 國九包中

(第 4 節) 

14 
5/13~5

/17 

第 5課 

戰後臺灣

的兩岸關

係與外交 

1.了解韓戰的背景

及其對臺灣的影

響。 

2.知道美國將臺灣

納入西太平洋地區

反共防禦體系。 

3.了解民國六十年

外交挫敗對臺灣的

影響。 

4.知道美國與中華

人民共和國建交對

臺海情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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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的豐富面貌，並能促進相互溝

通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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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海洋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生涯發展 

□家庭教育 

□性平教育 

□多元文化 

■國際教育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口頭詢問 

6.專案報告 

7.活動報告 

13-14 國七八

第 2 次定期

評量第 7 節

大掃除 

17 下午因國

中教育會考

考場布置停

課 

18-19 國中教

育會考 



週

次 

實施期

間 

單元 

活動 

主題 

單元 

學習目標 

核心 

素養 

重大 

議題 

節

數 

評量 

方法 
備註 

15 
5/20~5

/24 

第 5課 

戰後臺灣

的兩岸關

係與外交 

1.了解韓戰的背景

及其對臺灣的影

響。 

2.知道美國將臺灣

納入西太平洋地區

反共防禦體系。 

3.了解民國六十年

外交挫敗對臺灣的

影響。 

4.知道美國與中華

人民共和國建交對

臺海情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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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的豐富面貌，並能促進相互溝

通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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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海洋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生涯發展 

□家庭教育 

□性平教育 

□多元文化 

■國際教育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口頭詢問 

6.專案報告 

7.活動報告 

 

16 
5/27~5

/31 

第 5課 

戰後臺灣

的兩岸關

係與外交 

1.了解韓戰的背景

及其對臺灣的影

響。 

2.知道美國將臺灣

納入西太平洋地區

反共防禦體系。 

3.了解民國六十年

外交挫敗對臺灣的

影響。 

4.知道美國與中華

人民共和國建交對

臺海情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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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的豐富面貌，並能促進相互溝

通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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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海洋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生涯發展 

□家庭教育 

□性平教育 

□多元文化 

■國際教育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口頭詢問 

6.專案報告 

7.活動報告 

31 畢典預演

(下午) 

17 
6/3~6/

7 

第 6課 

戰後臺灣

的經濟與

社會發展 

1.知道臺灣隨著教

育水準提升而逐漸

出現的各種社會運

動。 

2.了解客家族群對

提振傳統文化的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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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的豐富面貌，並能促進相互溝

通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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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海洋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生涯發展 

□家庭教育 

□性平教育 

■多元文化 

■國際教育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口頭詢問 

6.專案報告 

7.活動報告 

04 畢業典禮 

18 
6/10~6

/14 

第 6課 

戰後臺灣

的經濟與

社會發展 

1.知道臺灣隨著教

育水準提升而逐漸

出現的各種社會運

動。 

2.了解客家族群對

提振傳統文化的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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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的豐富面貌，並能促進相互溝

通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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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海洋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生涯發展 

□家庭教育 

□性平教育 

■多元文化 

■國際教育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口頭詢問 

6.專案報告 

7.活動報告 

10 端午節放

假 

19 
6/17~6

/21 

第 6課 

戰後臺灣

的經濟與

社會發展 

1.知道臺灣隨著教

育水準提升而逐漸

出現的各種社會運

動。 

2.了解客家族群對

提振傳統文化的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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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的豐富面貌，並能促進相互溝

通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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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海洋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生涯發展 

□家庭教育 

□性平教育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口頭詢問 

6.專案報告 

7.活動報告 

19 國七八第

8 節課輔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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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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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在地與全球意識，參與社會公

益活動。 

■多元文化 

■國際教育 

20 
6/24~6

/28 

第 6課 

戰後臺灣

的經濟與

社會發展 

1.知道臺灣隨著教

育水準提升而逐漸

出現的各種社會運

動。 

2.了解客家族群對

提振傳統文化的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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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的豐富面貌，並能促進相互溝

通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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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海洋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生涯發展 

□家庭教育 

□性平教育 

■多元文化 

■國際教育 

1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口頭詢問 

6.專案報告 

7.活動報告 

26-27 國七

八第 3 次定

期評量第 7

節大掃除 

28休業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