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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功能優異（資賦優異）學生社會領域課程調整應用手冊 

壹、適用對象 

本手冊旨在提供資優班與普通班教師調整「學習功能優異（資賦優異）學生」

課程之參考。「學習功能優異（資賦優異）學生」（以下簡稱資優學生）係指〈特

殊教育法〉第 4 條規範的資賦優異學生：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經專業評估及

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 

教師可參酌本手冊「課程調整通則」之課程調整步驟、課程安排及提供服務

方式、課程調整原則與策略，並依據任教資優學生的學習特殊需求，調整其普通

教育課程或發展新課程，以發揮其潛能，落實因材施教與適性教育之精神。 

為協助教師更清楚「課程調整通則」介紹之課程調整理念、步驟、原則及策

略，本手冊「課程調整分論」邀請各教育階段資優班教師，針對其任教資優學生

在「社會領域」具有優勢學習特質及課程調整需求者，發展「社會領域」課程調

整教學活動示例（以下簡稱教學示例），提供教師發展及調整其所任教資優學生課

程之參考。教師亦可參閱教育部「資賦優異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及「藝

術才能班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規劃課程。 

貳、基本理念 

資優學生是異質團體，沒有單一的課程、教學公式或模式適合所有學生，教

師不應受限於一套固定的課程，為呼應資優學生的特質與學習需求，其課程需配

合調整。針對資優學生課程的調整，我國相關法規規範如下： 

〈特殊教育法〉第 19條規定：「特殊教育之課程、教材、教法及評

量方式，應保持彈性，適合特殊教育學生身心特性及需求。」〈特殊教

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第 4 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實施特殊教育課程，應依學生之個別需求，彈性調整課程及學習時數，

經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為之。前項課程之調整，包括學

習內容、歷程、環境及評量方式。」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總綱〉）」之「柒、實

施要點」附則（四）規範：「特殊教育學生（含安置在不同教育情境中的身心障

礙或資賦優異）與特殊類型班級學生（含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及科學班學生）之

部定及校訂課程均得彈性調整（包含學習節數/學分數配置比例與學習內容），並

得於校訂課程開設特殊需求領域課程，惟不應減少學習總節數。特殊教育班課程

規劃需經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並送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實

施。」 

資優學生具有反應速度快、理解力高、記憶力強，能快速理解更複雜的抽象

概念，需要更具挑戰性的學習活動，教師應實施課程調整，以因應資優學生的身

心特質與個別學習需要。為有效調整資優學生的課程，教師宜以學生為中心，評

估資優學生的身心特質、起點行為和先備能力，及其與學校課程的適配性，以確

認學生的學習特殊需求，並據以訂定資優學生的「個別輔導計畫」。彈性調整普

通教育課程（含學習內容、學習歷程、學習環境及學習評量）及學習時數，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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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新課程。課程調整乃是一種動態的過程，教師應持續地評估學生需求、分析需

求與課程的適配性、調整或發展課程、實施課程評鑑，確保調整後的課程符合資

優學生的需求。 

為支援學校及教師落實資優學生的適性課程，乃有《學習功能優異（資賦優

異）學生課程調整應用手冊》之發展（以下簡稱《資賦優異學生課程調整應用手

冊》）。本手冊內容重點在考量資優學生學習特殊需求與學校普通教育課程之適配

性，研訂課程調整通則（含課程調整步驟、課程安排及提供服務方式、課程調整

原則與策略）。針對資優學生在社會領域，具有優異學習特質及課程調整需求者，

提供課程調整的教學示例，以供學校及教師發展與調整資優學生課程之參考，協

助教師運用本手冊，適性設計個別化與彈性化的課程，發展學生優勢潛能。教師

實施課程調整時，宜評估所擔任教學之資優學生特質及需求進行，而非完全依照

教學示例。 

參、課程調整通則 

資優學生課程應以普通教育課程為基礎，並依據學生的個別需要，實施課程

調整。以下說明「課程調整步驟、課程安排及提供服務方式、課程調整原則與策

略」。 

一、課程調整步驟 

在規劃與設計資優學生的課程時，教師應先評估學生的需求，考量學生的身

心特質、起點行為、先備能力、學習需求、普通教育課程與其需求與能力的適配

性等因素，據以調整課程，其後進行教學實施及課程評鑑，說明如下： 

（一）評估學生學習特殊需求 

教師應評估自己所任教學生的需求，以個別學生為基礎，瞭解其身心特質、

興趣，探究任教領域/科目課程內涵與學生的起點行為和先備能力，並分析課程與

學生學習需求及能力之適配性。教師可自行發展，或使用現有的評估工具，完整

蒐集學生優勢能力之檔案資料，例如：可透過測驗，瞭解學生已經精熟課程的概

念與技能，找出尚未精熟課程的概念與技能；可於教學過程中觀察學生的學習特

質；可訪談學生，瞭解其喜歡的領域/科目、學習風格、優勢能力或其他特殊才能

等。 

（二）課程調整規劃 

為讓資優學生課程的調整更有系統性、更符合邏輯、及適應資優學生的特質，

在規劃課程時，亦可參考資優教育的教學模式，作為資優學生課程設計的架構，

如：三合充實模式、普度三階段充實模式、自主學習模式、平行課程模式、DISCOVER

模式等；教師亦可組合不同的教學模式，更有彈性且有系統地發展適合資優學生

需求的課程調整，針對學習內容、學習歷程、學習環境及學習評量進行調整，俾

滿足資優學生的學習需求，發揮資優其最大潛能。 

資優學生的課程調整規劃、教材發展、教學單元設計、教學方法、物理與心

理環境規劃、評量方式等，得由資優班教師、學科專長教師或相關資優教育學者

專家等成員，採團隊合作方式進行。並尋求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與學校課程

發展委員會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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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資賦優異學生應兼顧其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的學習特殊需求，進行

課程調整。 

（三）教學實施 

進行實際教學，並建置教學檔案與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前者如：授課教師及

協同教師的教學檔案、觀察紀錄、師生互動、學習氣氛等，後者如：學生創作的

成果作品、學生學習報告、學生的測驗成績、學生對課程與教材的回饋反應等。 

（四）課程評鑑 

自行發展或選用適切的工具，蒐集課程調整實施成效資料，瞭解課程調整教

學是否符合學生的學習需求？評估調整後的學習內容是否達到原訂的教學目標？

教師可檢討實施時的優缺點及應注意的事項，修正及改進課程之調整 。 

上述課程調整步驟是動態的、持續循環的過程。教師應定期評估經課程調整

後的教學成效，瞭解優點與缺點，並依其所任教學生的特質與學習需求，適時修

正，以符合資優學生的學習需求。 

二、課程安排及提供服務方式 

經專業評估資優學生的學習特殊需求後，將課程安排、提供服務方式納入個

別輔導計畫，並依循個別輔導計畫，提供適合的服務，規劃個人課表，如：減免

修學習節數、安排彈性學習課程、調整各領域/科目學習節數比例、外加學習節數、

提供資優方案、自主學習課程、教師個別指導等。學校須提供相關支持，以有效

支援個別輔導計畫的實施。 

以下說明資優學生的課程安排與提供服務方式，教師可依各校（班）的實際

及特殊狀況，進行彈性與適度的調整。 

（一）小組課程 

配合個別輔導計畫，教師可將能力相近或課程需求相似的學生，組成群組，

安排課表，並依不同需求的群組，安排數個學習小組，讓同一學習小組可在相同

的上課時間一起學習，且教師亦可考量同一學習小組內學生的個別學習需求與能

力差異，進行課程調整及區分性教學。 

為方便安排相同學習小組的資優學生一起上課，學校可採下列方式辦理： 

1.班群編班（或稱叢集編班）：經評估資優學生的能力與課程需求後，如：

資優學生鑑定（團體測驗、個別測驗）所得之各項測驗分數、平時學習的特

殊表現、學習風格、優勢能力等，將能力相近與課程需求相似的資優學生編

入同一班。 

2.區段排課（或稱區塊排課）：統整與分析全校所有資優學生的能力與課程

需求，將能力相近或課程需求相似的學生們安排在同一小組，透過學校行政、

普通班教師與資優班教師的排課協調，擬訂適當的教學時間與節數，學校優

先將同一小組的相同領域課程，安排在同一時段授課。例如：將數理資優資

源班學生具有數學優勢的群組，其原班的數學課程安排在同一時段上課，以

方便透過抽離方式，讓該群組學生至資優資源班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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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組課程 

學校及教師亦可安排同年級或跨年級的學習群組一起上課，在教學過程中，

鼓勵跨組合作或學術競賽。學校及教師亦可運用此共同上課時間，辦理校外參訪

活動、專題演講、研究及作品發表等。 

（三）跨校課程 

可與其他學校進行跨校排課，將能力相近或課程需求相似的且來自不同學校

的資優學生，安排在同一學習小組，在相同時段與地點，進行授課，鼓勵資源整

合、校際交流、同儕學習、或分組學術競賽等。 

三、課程調整原則與策略 

依據〈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第 4條規定，教師應依

資優學生的個別需求，彈性調整課程，包括：調整各領域/科目的學習內容、學習

歷程、學習環境及學習評量等向度。教師可選擇適合的向度進行調整，並可採一

種或多種調整策略。 

以下說明「學習內容、學習歷程、學習環境及學習評量」四大向度課程調整

的原則與策略。 

（一）學習內容 

1.學習內容調整原則 

有關該領域/科目資優學生的學習內容，應調整其領域/科目的核心素

養及學習重點，再根據調整過後的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編選具有挑戰性

的教材，增加課程內容的深度，期能提供個別差異學習的教材。必要時，

得調整學習節數/學分數、部定及校訂課程，並實施教學。學習內容調整原

則分述如下： 

(1) 調整已經精熟的學習內容：教師考量資優學生的起點行為，得刪減

學生已精熟的學習內容，並提供額外的、較豐富的且適合資優學生

能力之學習內容、教學單元、教材，以替代刪減的普通教育課程。 

(2) 編選具挑戰性的教材：得採「重組、加深、加廣、濃縮、加速、跨

領域/科目統整教學」等策略，調整資優學生優勢領域/科目的核心

素養及學習重點，再根據調整過後之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編選具

挑戰性的教材。 

(3) 增加課程內容的深度與廣度：應聚焦在知識的結構、基本原則、功

能概念與研究方法等，應較普通教育課程更為複雜、抽象與多樣化，

以及對具有創造性或生產力之人物研究與學習方法論等。 

(4) 開設彈性學習課程：可開設符合資優學生特質與優勢能力的彈性學

習課程，讓學生選修。例如：古典文學賞析、散文閱讀與創作、口

語表達藝術訓練、英語劇本創作、人文社會科學探究、進階數學、

邏輯推理、科學實驗操作、科學專題研究、國際移工問題探究、臺

北好好玩─臺北古城人文踏查等。 

(5) 提供區分性的學習教材：資優學生優勢領域/科目的課程內容設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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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可以結合「學科、課程與教學及資優教育」等領域的學者專

家們共同合作規劃，發展富有效度的學習內容調整策略，編製區分

性的學習教材。 

2.學習內容調整策略 

(1) 重組 

將內容進行新的組合安排，而非只有增加或刪除（adding or 

deleting），其重組方式如下：將相似功能、類別團體、相似描

述、或以時間序列方式組成。 

(2) 加深 

① 指加深各教育階段之各領域/科目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的「難度」，

也稱為「垂直的充實」。其課程探討的議題通常與普通教育課程

主題相關，或未被納入普通教育課程，且課程內容比正規普通教

育課程豐富、深入與困難，俾擴展學生學習經驗。 

② 教師可運用更「進階、複雜、多變化、或抽象」的概念和教材進

行教學，促進學生發展高層次的概念與抽象思考的技能。雖然加

深教育階段之課程內容實際上隱含加速的成份，但是未涉及讓學

生提早入學、跳級等制度。 

(3) 加廣 

增加各教育階段之各領域/科目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的「廣度及多

元性」，也可稱為「水平的充實」。即讓學生延伸學習該教育階

段內各領域/科目課程原本沒有安排的教育經驗，重要的是這些有

別於普通教育課程之補充教材與教育活動能符合學生的興趣、喜

好與其個人的學習風格。 

(4) 濃縮 

① 在不影響資優學生學習普通教育課程內容的前提下，將各教育階

段各領域/科目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加以結合，刪除學生已經精熟

的內容，或精簡內容，以符合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能力。 

② 在教學前，教師應依能力優異學生的起點行為，據以提供濃縮課

程，其包含下列八步驟： 

a. 確定領域/科目或年級的學習目標。 

b. 在教學前，自行發展或選用預試或診斷工具。 

c. 找出應該預試的學生，課程濃縮對他們可能有用。 

d. 進行預試，以瞭解學生精熟某些目標的程度。 

e. 為已經表現精熟這些目標的學生減少練習或教學時間。 

f. 部分學生尚未精熟，但有能力更快學習，則要加速教學流程。 

g. 提供充實或加速活動給課程濃縮的學生。 

h. 以上歷程及提供給學生教學活動的相關紀錄應予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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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濃縮不等於充實，亦非加速的同義字；二者也許都會用在濃縮課

程的學生上。課程濃縮包含預試或診斷，其目的是要確認原先已

會的，以免重複上課或練習。如此可提供時間來進行學生有興趣

的充實活動，或進行加速的教學。 

(5) 加速 

① 提供加速的機會給某些能力特別優秀、學習快速的學生，同意他

們可以用較少的學習時間，精熟其優勢領域/科目的普通教育課程

內容，並運用節省的時間，接觸較有挑戰性的課程與教材，充分

發揮學習潛能。 

② 加速教學是指提供學生一個比普通教育課程層次更高的課程、給

予更複雜的訊息、涵蓋更密集的材料或更多的訊息，呈現速度比

典型班級的教學更快的教材、提供給學生的教材比正常年級水準

更具更大的挑戰性。 

③ 為滿足個別學生的需求，考量其現有的能力與技能，允許學生以

適合自己的速度與層次進行學習，因此，課程與教學應保持彈性

的進度（flexible pacing），得依其個人需求、能力與技能決定

課程進度或進行研究。 

(6) 跨領域/跨科目之統整教學 

① 學生能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主題/專題/議題/，整合兩個不同領

域/科目的概念與研究方法，進行跨領域/科目的探索、體驗、實

作、實驗或研究。 

② 根據學生的興趣進行跨領域/科目的主題統整課程，強調課程的內

容與過程，發展調查，建立知識與技能的相互連結，強化跨領域/

跨科目的課程統整與應用。 

(7) 其他：本手冊未提及之調整策略，但是對資優學生學習內容之調整

有幫助的策略均屬之，教師可自行發展與運用。 

（二）學習歷程 

1.學習歷程調整原則 

針對該領域/科目資優學生的教學過程，宜由記憶、瞭解、應用、分析、

評鑑及創造等不同層次之認知歷程，進行事實、概念、程序及後設認知等

知識教學，可規劃主題探討、專題研究或創作，朝向解決問題、創造思考

與批判思考等高層次能力之培育，並以情意培養為導向，提升其與自我、

與他人、與社會及與自然互動之能力。教師應靈活運用適當的教學技巧，

並採取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歷程。 

(1) 運用適當的教學技巧：教學過程宜朝「解決問題、創造與批判性」

等思考與情意培養為導向，例如：應用較高層次的思考策略、開放

式的問題、彈性的速度與發現教學的方式，允許個別學生依其對概

念的精熟程度進行學習，以幫助資優學生發展高層次思考能力、擴

散式思考歷程與歸納和演繹的推理技能，使資優學生能學習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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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自行尋找問題的答案。 

(2) 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歷程：允許學生選擇研究主題，並指導學生處

理與傳遞資訊的方法。促進學生進行獨立、自我導向與深度的研究。

鼓勵應用進階的研究與方法論之技能。聚焦在開放式的任務。提供

機會給學生發展領導與團體互動技巧。允許以學生為中心的討論方

式，進行專題研討，或進行有邏輯的、有組織的、有思辨的、有分

析的、一問一答的蘇格拉底式對話。 

2.學習歷程調整策略 

(1) 高層次思考 

教學策略宜從較低的思考層次（如：記憶、瞭解）轉移到較高的認

知層次，目的在讓學生能更深入參與學習，促使其有進行「應用、

分析、評鑑與創造」資訊的能力，而非獲得一些事實和技能。 

(2) 開放式問題 

開放式問題需要反映在教師問問題的技巧及所提問的問題內容；它

也會影響學習活動與教材的設計，與如何評量學生回答問題的方式。

其實施方法如下： 

① 鼓勵很多學生提出回答； 

② 鼓勵學生對學生，而不是教師對學生的互動模式； 

③ 引導學生有更多完整和更複雜的回答； 

④ 允許學生提出知識性的答案； 

⑤ 鼓勵學生自我提問，也向同學及教師發問； 

⑥ 刺激學生對於某個主題有更深入的思考和探究。 

(3) 發現式學習 

發現式學習的重點在於協助學生自己發現、自己習得知識。學生須

找出意義、結構，自行組織整合想法。學生須進行「觀察、分類、

命名、描述和推理」，並自行歸納出結論或推論到其他情境。透過

實作，而不只是聽，學生學會如何作歸納式思考；從許多事物、事

件或現象中（已呈現出或被觀察到的）看出其中的規律性；且覺察

出為何出現特定規律性的背後原因。 

(4) 推理的證據 

讓資優學生能察覺自己思考的心理歷程，能解釋自己得到答案的分

析過程，並能聆聽或觀察別人如何分析問題，以便能控制或更精進

其思考歷程。 

(5) 選擇的自由 

資優學生需要有選擇研究主題的自由，還有能運用不同的方法來處

理操作與轉換資訊，並能選擇創造以不同的型態來呈現作品，以及

選擇適合自己的研究學習環境。當教師讓學生有選擇的自由時，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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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學生知道自由的程度、範圍與方式，以及學生如何從中獲益。 

(6) 團體式的互動 

教師可以運用同質分組、異質分組、跨年級分組等彈性的分組活動，

鼓勵資優學生彼此互動，或與普通班學生互動，鼓勵合作學習。 

(7) 彈性的教學進度 

教師在學生學習情境中所呈現的資訊材料，傳授及引導學生的速度

要有彈性，以適合學生不同的特質。調整進度不應縮減學生的思考

時間。在標準課程或必要課程內容的加速，目的是要讓學生有更多

的時間去作思辨和分析。 

(8) 多樣性的歷程 

① 在教學過程中，靈活運用各種適當的教學方法，如：區分教學、

合作學習，並鼓勵學生參與討論、模擬、遊戲、小組活動等。 

② 使用多種不同的教學媒介：影片、演講、電視、操作示範、戶外

教學、電腦教學、學習中心（或稱學習角）等。 

③ 多樣性歷程的調整允許所有的學生在相同的時間，可以做不同的

事情。 

(9) 其他：本手冊未提及之調整策略，但是對資優學生學習歷程之調整

有幫助的策略均屬之，教師可自行發展與運用。 

（三）學習環境 

1.學習環境調整原則 

學校應提供具有挑戰性、豐富的探索、討論及創作的物理環境，例如：

在校園設計學習中心或提供個別學習桌，並可利用校外環境進行參觀、實

察或訪談。學校應提供尊重、互動、接納及支持的心理與社會環境，以激

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以及增進展現創意思考潛能的行為。綜上所述，學習

環境包括：物理環境、心理與社會環境及結合校外資源與環境，分述如下： 

(1) 物理環境：應提供學生觸手可及的資源與教材，以滿足其學習的程

度；保持開放性的空間，以利彈性分組活動。 

(2) 心理與社會環境：以學生學習需求為中心，而非以教師專長或教學

內容為中心；以獨立學習為焦點，而非強調依賴；對於學生的新穎

想法、創新和探索行為，持開放的態度；運用各種教學分組方式，

提供各種分組的選擇；促進資優學生與其同年齡、同智力的同儕互

動。 

(3) 校外資源與環境：除了教室內的學習環境，教師應掌握、彙整及連

結社區與社會資源，將學習環境擴展到校園之外，如：參加校外競

賽、觀察自然生態環境、參訪文化創意、媒體出版、資訊科技、機

械設備、廢棄物清理等產業，或訪談各行各業的學者專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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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習環境調整策略 

(1) 調整物理的學習環境 

① 教室空間有利於教師、學生與同儕進行會議、開放式問題討論、

小團體或大團體活動、獨立研究或探索、及可進行分組教學活動，

且分組能保持彈性。 

② 規劃可支持學生自我管理的學習區域。 

(2) 營造社會-情緒的學習環境 

① 學生的活動、作品和想法能適度呈現及討論。 

② 教師在計畫、教學和成果評鑑時，會充分考慮學生的選擇。 

③ 學生具備成為獨立學習者的探究技巧和自我評鑑的能力。 

(3) 規劃有回應的學習環境 

① 在此環境中，資優學生不僅有機會可以根據自己的學習速度，獨

立工作，也可以因其學習需求，與其他學生分組一起學習。教師

能即時給予學生回饋，學生也會對教師的回饋予以回應，甚至讓

學生有機會擔任主導者。 

② 有回應的學習環境應掌握以下要件： 

a. 在教學中統整智慧的過程； 

b. 設計區分性的教學內容； 

c. 評量學習者的知識、理解程度和興趣； 

d. 進行個別化教學； 

e. 進行教學與學習的評鑑； 

f. 對整體教學過程能進行反思並融入所有新獲得的思維，然後重

新調整學習計畫。 

(4) 有挑戰性的學習環境 

高能力的學生需要一個有挑戰性的環境，此環境應以學生為中心，

鼓勵學生保持開放、有行動力的態度，培育複雜與獨立，並支持高

能力學生的認知、情感與社會發展。分組實作應保持彈性，滿足學

生的學習需求。 

(5) 調查與運用社區資源 

教師應掌握校內外的學習資源，例如：良師典範、雲端互聯網、線

上課程、社區服務、暑期學習、大專校院、博物館、美術館、國家

圖書館、自然生態環境、相關企業實習、各行各業的專家等，運用

真實的學習環境，讓學習變得非常自然而有效，並讓學習可以從教

室延伸到學校附近的社區、縣市或其他國家。 

(6) 其他：本手冊未提及之調整策略，但是對資優學生學習環境之調整

有幫助的策略均屬之，教師可自行發展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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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評量 

1.學習評量調整原則 

依個別輔導計畫實施多元評量，且該領域/科目資優學生的評量標準，

宜提高目標層次，引導自我設定目標的獨立學習或自我評鑑，亦可以多元

智能的觀點，提供符合其學習風格與優勢智能的彈性措施，避免重複練習

造成之浪費與厭倦感。每學期末，應彙整學生的個別學習成果評量資料，

召開資優資源班課程及教學研究會議，修改並擬訂下學期的個別輔導計

畫。 

(1) 蒐集真實的學習成果：依據學生個別輔導計畫，實施與調整個別評

量，包括：教學前，評量學生的起點行為、教學過程中的形成性評

量、教學結束後，依據學年與學期目標，進行總結或成果評量。且

學校實施多元評量，應考量領域/科目的性質、教學目標與內容、學

生學習優勢及特殊教育需求。 

(2) 設定適宜的評量標準：資優學生學習其優勢領域/科目時，宜提高目

標層次，並引導其自己設定目標，可避免重複練習造成之浪費與厭

倦感，也可以作為評量的依據。或允許學生以自行設計的評量標準

與方式來展現其對內容和歷程的理解。 

(3) 避免外加的評量與作業：教師應調整或替換資優學生優勢領域/科目

的課程評量與家庭作業，而非額外增加。不要因為資優學生在課堂

中提早完成功課，又給予更多相似的作業。 

(4) 強調創造生產行為的評量：教師應多鼓勵學生挑戰既存的想法，並

創造新的想法；促進學生的作品能媲美該領域/科目專業人士的表現；

鼓勵學生創作產品或解決真實世界的議題。 

(5) 鼓勵多元及學生擅長的方式表達：指導學生溝通與表達技巧，鼓勵

學生以不同的方式表達想法與作品。 

2.學習評量調整策略 

(1) 發展合適的評量工具 

① 為充分瞭解學生的學習歷程與成效，宜針對教學目標，擬訂適合

的評量方式，例如：正式或非正式的評量；標準化或非標準化的

評量；教師評量、檔案評量、同儕評量或學生自我評量；紙筆測

驗、實作評量或教師觀察等，且評量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打分數，

而是為了幫助學生瞭解已經精熟與尚需加強的部分，並作為教師

日後課程設計及修正教學的參考。 

② 教師可在課中或課後隨時記錄學生的學習情形，如：學習態度、

作業內容、發表能力、測驗結果、優異表現、有待補救等部分。

適時評量並記錄學生在各階段學習目標之達成情形。 

(2) 訂定區分性的評量標準 

① 除了針對資優學生的優勢領域/科目訂定較高的評量標準，也應針

對不同學習程度的資優學生，訂定區分性、個別化的評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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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針對資優學生的優勢與非優勢領域/科目則宜訂定不同的評

量標準。 

② 學習評量或作品要能提供機會讓資優學生表現以下特性： 

a. 具備專業特質； 

b. 能處理實際問題； 

c. 有人文社會關懷； 

d. 能綜合資訊，而非摘要資訊； 

e. 能進行自我評價。 

(3) 呈現多元的實作與作品 

① 傳統的紙筆測驗無法評量大部分資優課程之教學目標與成果，例

如：創造產出、探究與解決真實問題，但是多元的實作與作品允

許學生表現其創造力與問題解決能力。 

② 強調學生完成複雜、高層次的學習成果，以多元的作品表達展現，

學生形成作品需要應用新的技能與概念，而不只是回憶知識和事

實的作品，學生可依其學習的風格與能力，一起和教師討論與選

擇實作與作品呈現的方式，如下： 

a. 書面：研究報告、讀書報告、文章、考試等。 

b. 視覺：海報、長條圖、圓餅圖、圖示、折線圖等。 

c. 表演：實驗、模擬、演示、舞蹈等。 

d. 口頭：辯論、口頭報告、圓桌會議、班級會議、演講、評論等。 

e. 綜合：運用上述兩種或兩種以上類型的作品，如：展覽、比賽

遊戲、發明、多媒體投影片、網頁等。 

(4) 其他：本手冊未提及之調整策略，但是對資優學生學習評量之調整

有幫助的策略均屬之，教師可自行發展與運用。 

教師可運用上述課程調整四大向度的原則與策略，配合所任教資優學生的學

習風格、興趣、能力與學習特殊需求，據以進行課程調整。本手冊發展之調整策

略不僅適合調整資優學生的優勢學科領域課程，也適合調整其普通教育課程，例

如：數學資優學生的社會領域課程，可採跨科目之統整教學，而非分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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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調整分論－社會領域教學示例 

本部分為課程調整分論，邀請各教育階段資優班教師（如表 1）針對其任教資

優學生的身心特質與學習特殊需求，發展「社會領域」課程調整教學活動示例，

並進行實際教學、檢討與修正，共完成 5 件教學示例，提供學校及教師發展與調

整資優學生課程之參考，其目的係在協助教師更清楚資優學生課程設計理念，及

熟悉調整步驟、策略的使用。教師執行課程調整時，應依其擔任教學之資優學生

特質及需求評估，發展適合其任教資優學生的教學活動，而非完全照著教學示例

實施。 

 

表 1 參與研訂及提供教學示例之教師名單 

（依領域/科目及教育階段排序）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教學示例之

領域/科目 
說明 

李家兆 特教組長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國民小學 社會  

龍麗華 教師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民小學 社會  

黃春木 教師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歷史  

王永賢 教師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地理  

朱沛文 教師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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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賦優異學生社會領域課程調整教學活動示例 

（一）移起在臺灣—認識你我身邊的臺灣移工 龍麗華 

資賦優異學生社會領域課程調整教學活動示例 

課程形式 

□單一領域：          

□同領域跨科 

■不同領域跨科 

相關領域 

■語文領域（■國語文□英語文 ■本土

語文/新住民語文 □第二外國語文） 

□數學領域 

□自然科學領域 （□物理□化學□生物

□地球科學） 

■社會領域（□歷史■地理■公民與社

會） 

□其他：           

■議題融入 議題名稱 人權教育、國際教育 

實施型態 □集中式資優班 ■分散式資優班 □普通班（區分性課程） □資優方案 

階段/年級 
（可複選） 

國小：□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國中：□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高中：□十年級   □十一年級  □十二年級 

單元（活

動）名稱 
移起在臺灣—認識你我身邊的臺灣移工 

教學時間 本單元建議時數：12節 教學設計者 龍麗華 

設計理念 

一、 任課學生的學習特質 
本次學習活動的對象為 16 位五年級一般智能優異學生。因學生群體間有

其個別差異，以下僅說明 16 位學生的廣泛性學習特質。 
1.善於觀察和經驗連結，能迅速掌握事物概念和學習重點。 
2.好奇心重且樂於嘗試不同的學習任務。 
3.閱讀興趣廣泛，可就不同閱讀的媒材（如：故事、報導、散文、漫畫等）

統整重點。 
4.在各項學習任務的完成度和精緻度方面，對自己和團隊有一定的要求。 
5.對於事物的判斷和思考有自己的看法並樂於分享意見。 
6.喜歡從事創造性活動，能專注在作品設計、活動規劃與實踐。 

二、 學習本單元活動的先備能力 
1.曾參與「比報」學習活動，能針對不同的閱讀題材進行歸納分析，以多

角度理解議題。 
2.已學習訪談與田野調查等常用的研究方法。 
3.中年級開始，即有參與社會服務活動的經驗。 
4.能綜合應用口語、文字、繪圖和影像表達意見與創意構想。 
5.曾有小組合作從事設計發想、具體執行與解決問題的經驗。 
6.瞭解設計思考歷程中的循環五步驟：同理心思考、定義問題、發想點子、

製作原型和測試改良。 
三、 理念說明 

Renzulli 曾提出千鳥格經緯論(Operation Houndstooth)以「認知－情意交織

特質」(Co-Cognitive Traits)，說明資優學生的個人認知與樂觀、勇氣、對主題

或學科的熱情、人道關懷、生理及心理能量、未來願景等六項要素產生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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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對學生的行為表現產生影響。資優教育不能只把焦點擺在增進學科能

力，也應著眼於發展學生的認知—情意交織特質。這六項要素和服務學習的

內涵有重疊之處，資優學生透過服務學習的參與，可強化這些要素。透過真

實世界中的經驗產生學習，學生可憑藉這些經驗，從中學習研究技能、增進

計畫、組織與自我決策的能力，進而主動建構學習意義。 
普通課程的社會學習領域旨在培養積極參與和負責任的現代公民，並啟

發「全球化思維、 在地化實踐」的行動力。在六年級翰林版的教科書列明世

界公民的基本素養，包括：具有寬廣的國際視野；能與他人溝通、合作；維

護社會公平與正義；理解各國文化的差異；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尊重與保

護基本人權；願意為環保改變生活方式；有意願和能力參與各項事務。另一

方面，根據《資優教育白皮書》所述，資優教育強調培養學生創新思考、批

判思考與問題解決等未來世界公民必備的基礎能力。因此，將服務學習與世

界公民教育融入於課程設計中，可滿足學生的學習特殊需求。 
參考普通班社會課程「臺灣與世界」、「多元文化地球村」和「全球關聯」

三單元後，著手設計課程。本學習主題與來自東南亞的跨國移工相關，在全

球化的浪潮下，資本流動和已發展國家對勞動力的需求，吸引發展中國家的

人民前往工作，已是不可避免的現象。截至 2016 年 9 月，在臺灣工作的移工

們已達 60 萬人，來自異國的語言、食物、商品和文化風俗，為這塊土地增添

多樣性。然而，我們對「移工 」的認識有多少呢？國際觀的培養不只限於西

方國家，從身邊的人事物著手，這些來自東南亞國家的人群即是最貼近我們

日常生活的學習對象、資源。相信只要多一些認識，便能多一些理解與尊重。 
在聯合國 2015 年 9 月的會議中，與會成員達成一系列對全球 2030 年發

展目標的共識，提出 17 項目標。與此計畫相關的「全球最大課堂(World’s 
Largest Lesson)」目的鼓勵學生無論年紀大小，只要願意採取行動，即是參與

改變的一份子。其中，第 10 項減少不平等(Reduced Inequalities)和第 16 項和

平與公義(Peace, Justice and Strong Institutions)兩目標內容與本學習課程相

符。期待資優學生能展現同理心、勇於付出關懷，主動探究公共社會議題且

投入行動，善盡世界公民的責任。 

學習目標 

一、認知 
1.瞭解臺灣移工的現況及其背景。 
2.認識東南亞文化的多元特色。 

二、情意 
1.瞭解並應用自己的優勢能力。 
2.能與小組成員共同合作完成學習任務。 
3.同理與體會移工離鄉的心情與可能面臨的處境。 
4.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並傾聽與己不同的聲音。 
5.引導學生主動發現與關懷生活中的難題及他人的需要。 
6.瞭解世界上不同的群體、文化和國家，尊重與欣賞彼此間的差異。 

三、技能 
1.應用調查能力，主動蒐集行動所需的資料。 
2.使用同理心地圖，學習同理他人想法與感受。 
3.應用發表能力，分享行動歷程故事與學習心得。 
4.培養學生規劃、組織與實踐行動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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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表現 

本課程融入「設計思考」的概念，教師引導學生針對真實生活中的問題

主動進行瞭解，並思考具體可執行且創新的解決方法，在此歷程中進行跨領

域的學習。以下就設計思考的五步驟說明執行課程調整後的學生學習表現： 
一、同理心：透過多元的方式瞭解特定對象或群體。 

1.能判讀「勞動統計月報」中與臺灣移工有關的統計資料。 
2.能應用訪談技巧，蒐集他人的意見與想法。 
3.在火車站周邊進行田野調查，與東南亞商家或人民進行互動。 
4.能閱讀與東南亞有關的書籍和文章，歸納統整東南亞的文化。 
5.透過比較不同東南亞語言的「四方報」，繪製海報呈現其發現。 

二、需求定義：針對步驟一蒐集到的資訊，對問題和現象做更深入的定義。 
1.能有系統地以口語與同儕分享多元資訊。 
2.針對同儕發表的內容摘錄重點，充分溝通、交流彼此意見。 
3.依「開齋節移工聚集臺北車站」的歷年新聞，小組間進行角色扮演，理

解不同群體的立場。 
4.使用「同理心地圖」，討論臺灣移工在工作時會遇到的問題和需求。 

三、創意動腦：發想各種解決方法，並透過討論找出適合執行的方案。 
1.能應用腦力激盪，針對前一步驟所定義出的問題思考解決方法。 
2.能使用 KJ 法記錄想法，並將其分類、歸納。 
3.能想像特定解決方法所帶來的影響或改變，小組共同評估可行性。 

四、製作原型：著手設計草案、草圖或模型。 
1.小組成員能一起訂定短期任務計畫。 
2.小組成員共同討論分工，認知個人應承擔的責任。 
3.能依任務計畫內容完成前置準備工作。 

五、實際測試：執行計畫，觀察方案成效，與他人分享及交流，深入瞭解探

究的主題。 
1.小組成員能具體實踐任務計畫。 
2.能主動應用影像設備和紙筆等工具記錄實踐歷程。 
3.小組製作海報或簡報，與他人分享行動故事。 
4.能透過訪談或問卷等方式，瞭解行動後的改變或影響。 

學習內容

調整 

一、重組 
五年級社會課程「移民的新故鄉」單元中，論及早期漢人

渡海來台的歷史；六年級社會課程「臺灣與世界」單元提到臺

灣與東南亞國家的交流。將臺灣史中的「羅漢腳」和現代社會

中來自東南亞的「跨國移工」一起討論，兩者間有其相似處。

引領學生探究兩者間的人群組成、來台工作或生活的原因以及

相關限制與規定。 
二、加深 

本課程探討的議題與普通班社會課程主題有關，從「臺灣

與世界」、「多元文化地球村」和「全球關聯」三單元延伸，以

「臺灣移工」作為深入探究的主題。資優學生有機會將興趣、

知識和技能應用於解決真實問題，發展研究技能，並以不同的

方式將結果分享給他人，促進其行動力及尊重關懷力。 
三、加廣 

安排文獻資料蒐集、新聞議題討論、訪談與田野調查等課

調整策略： 
■重組 
■加深 
■加廣 
□濃縮 
□加速 
■跨領域/科目統

整教學主題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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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活動，充實學生學習經驗，引導學生對東南亞文化和臺灣移

工有更深一層的瞭解。行動計畫結合設計思考的概念，讓學生

更能同理臺灣移工的需求與感受。 
四、跨領域/跨科目之統整教學 

本課程整合語文領域和社會領域，進行跨領域的探究。語

文領域包含：國語文和新住民語文；社會領域則包含：歷史、

地理、公民與社會。此外，亦融入國際教育和人權教育兩大議

題。 

學習歷程

調整 

一、高層次思考 
課程中鼓勵學生主動統整資料，瞭解同一件事的不同視

角。每位學生有權享受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帶領學生們針

對移工相關新聞議題進行討論，學習清楚地表達、相互傾聽想

法，讓思考和討論多元化，藉此提升高層次思考能力。 
二、開放式問題 

本課程強調資優學生能解決身旁的真實問題，問題的本身

是具開放性結構的，真實問題的解決本來就不是單一解方，有

賴於學生充分發揮跨領域的創意與力量。如本課程的行動目標

即希望學生能設計任務計畫，付諸實現，讓大家更加認識這些

「最熟悉的陌生人」—臺灣移工。 
三、發現式學習 

1.學生藉由閱讀「四方報」，與中文報紙做比較，歸納思考東

南亞文化與家鄉文化的相似及相異之處。 
2.設計思考的第一步是「同理」，強調以人為本，貼近特定群

體的想法，將觀察和訪談所獲得的發現做進一步分析，才

能真正解決與改善其問題。 
四、選擇的自由 

學生可依同理心地圖的討論結果，選擇想要解決、改善的

問題。另外，學生也能依自身興趣和學習風格選擇閱讀資料和

行動故事分享會的呈現方式。 

調整策略： 
■高層次思考 
■開放式問題 
■發現式學習 
□推理的證據 
■選擇的自由 
□團體式的互動 
□彈性的教學進

度 
□多樣性的歷程 
□其他：             

學習環境

調整 

一、調整物理的學習環境 
1.資優班教室為地板教室搭配可移動拼組的木製長桌，便於

進行團體活動和小組討論，完成各課程的學習任務。 
2.佈置東南亞閱讀角：包含東南亞各國的尋寶記系列套書、

《未來少年》雜誌的國家地理文章、張貼報紙文章（「國語

日報」家庭版-臺灣新住民．多元文化一家親專欄、聯合報

繽紛版－看見東南亞專欄），讓學生自主借閱與選讀。 
3.將課程由校內延伸至校外，帶領學生在火車站周邊進行田

野調查，蒐集與東南亞相關的第一手資料。 
二、營造社會-情緒的學習環境 

1.以 KJ 法和同理心地圖進行討論時，學生可使用便利貼或海

報，手寫後張貼在白板上，讓同儕和老師都能看到。 
2.小組各有一段時間，與他組分享比報作品、互相回饋意見。 
3.學生在選讀資料或進行任務分組時，可依個人興趣和能力

自主選擇。 

調整策略： 
■調整物理的學

習環境 
■營造社會-情緒

的學習環境 
■規劃有回應的

學習環境 
■有挑戰性的學

習環境 
■調查與運用社

區資源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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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有回應的學習環境 
小組依各自擬訂的任務計畫執行，教師適時瞭解執行狀況

並提供建議，並和小組成員共同討論調整方向。 
四、有挑戰性的學習環境 

任務計畫所關注的問題來自於真實世界，學生須統整應用

各項能力和資源進行跨領域學習。透過採取行動和解決問題，

展現創意自信。 
五、調查與應用社區資源 

1.尋求彰化縣新移民協會、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好

伴駐創工作室、彰化火車站和臺灣鐵路管理局等單位協

助，包括：資源提供和徵詢意見。 
2.學生統整行動歷程紀錄後，參與瑪利亞基金會—第十屆愛

的魔法盒小學生公益行動、臺灣童心創意行動協會—第六

屆全球孩童創意行動挑戰和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分

享會等活動，有不同的舞台可以分享行動故事。 

學習評量

調整 

一、發展合適的評量工具 
為瞭解學生學習歷程與成效，本學習活動所實行的評量方

式包括：教師評量、同儕評量、學生自評、檔案評量、師長觀

察和實作評量。 
二、訂定區分性的評量標準 

區分性學習的特色為提供真實情境的問題解決經驗。因

此，學習歷程中，學生須將生活中、學校裡所學的知識與技能

應用於解決社區、社會或全球的真實問題。除了認識東南亞文

化外，學生須主動統整各方資訊，關注所發現的問題，並依自

身能力發想可具體執行的計畫，付諸行動，為來自東南亞的移

工營造更友善的環境。 
三、呈現多元的實作與作品 

1.將比報後發現的文化差異繪製成海報。 
2.以口語分享、討論同理心地圖的訊息、東南亞文化書刊和

移工相關報導。 
3.擬訂與實踐「真心微笑．傳遞感謝」和「友善的售票機」

兩項行動計畫，解決真實世界的議題。 
4.以文字或攝影記錄行動歷程。 
5.參與行動故事分享會，並擔任小講者。 

調整策略： 
■發展合適的評

量工具 
■訂定區分性的

評量標準 
■呈現多元的實

作與作品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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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架構 

 

教學流程簡案 

移工二三事（共 3 節） 

一、引起動機：呈現照片（關於臺灣移工在台工作的景象），請學生分享是否曾經見過

照片中的人群？說說看對他們的觀察與認識。 

二、發展活動 

1.清代移民與現代臺灣移工 
從學生家鄉—彰化的清代移民歷史說起，引導學生將其與現代社會來自東南亞的跨國

移工作比較，進一步探究兩者間的人群組成、來台工作或生活的原因及相關限制與規

定。 
2.臺灣移工現況 
(1)移工 VS. 外勞 

請學生思考「移工」與「外勞」兩簡稱的完整語詞、代表意思和差別。 
(2)認識移工背景 

發下勞動部統計資料和統計圖表，請各組學生討論、解讀其中的訊息。包括：工

作類型（產業移工/社福移工）、國籍（印尼/越南/菲律賓/泰國/其他）、人數（依性

別/國籍/縣市區分，綜合比較差異）。並進行小組發表。 
3.異鄉人的心情 
(1)思考移工們離鄉背井來臺灣工作的可能原因。 
(2)換位思考：如果你今天在外國唸書、工作，你會期待遇到什麼事情？可能會遇到哪

些不適應的狀況？或困難？ 
(3)觀賞公視獨立特派員《異鄉人》影片片段。 
4.看新聞學思考 
教師分享新聞報導 

＊2012~2015 年「移工在臺北車站慶祝開齋節」新聞 
＊2015 年「臺北車站設置穆斯林祈禱室」新聞 

(1)換位思考：分就台鐵工作人員、臺灣移工、一般民眾三種角色，想想他們的立場為

何？ 
(2)議題討論 

＊從歷年新聞中，你覺得臺北車站有什麼樣的轉變？又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 
＊在這些事件中，你覺得可以嘗試做什麼樣的事情或改變？讓彼此覺得受到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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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且慶祝活動也能順利進行？ 

三、綜合活動 

1.教師總結：在臺灣的異鄉夥伴們，不只是臺灣移工，還包括新移民，我們應該有平

等待人、互相尊重的觀念。 
2.說明課後自主學習任務：完成指定閱讀；至佈告欄區閱讀相關文章；探訪身邊的移

工們，與他/她說說話。 

--- 第 1 節至第 3 節結束 --- 

搭起心橋梁（共 2 節） 

一、引起動機：教師呈現車站周邊的東南亞商家照片，認識生活周遭的東南亞文化。學

生分享光顧東南亞商家的經驗。 

二、發展活動 

1.趣味東南亞 
分就印尼、越南、菲律賓、泰國四個國家，學生藉由自己的閱讀經驗、旅行經驗、電

視節目等，與同儕分享交流東南亞文化。 
2.故事分享 
(1)簡述「四方報」與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的背景。 
(2)思考與討論 

＊為何發起人想做這件事？ 
＊你覺得「四方報」的讀者和書店的使用者有哪些人群？ 
＊透過讀報、看書和參加書店的活動，你覺得會產生哪些影響？ 

3.報紙比一比 
(1)全班分為四組，各組領取「四方報」和「國語日報」各一。小組閱讀報紙後，比較

兩種報紙在版面和內容的異同之處，繪製海報。 
(2)思考與討論：「四方報」的特色。如果你是「四方報」編輯，你為何想刊載這些文

章或廣告？如：足底筋膜炎衛教文章、中文學習、就醫資訊……等。 

三、綜合活動 

1.小組上台分享比報成果及從「四方報」內發現的各國文化。 
2.說明課後自主學習任務：至佈告欄區閱讀相關文章；探訪和觀察移工們的日常生活。 

--- 第 4 節至第 5 節結束 --- 

友善微行動（共 7 節） 

一、引起動機：學生分享與移工們接觸互動的經驗及觀察後的發現。 

二、發展活動 

1.同理心地圖 
(1)教師引導學生換位思考，假設自己如移工一樣，離開家鄉到國外工作。試著感同身

受的瞭解，移工的需求與難題。 
(2)發下便利貼每人數張，依據同理心地圖上的向度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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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理心地圖 

＊See：所看到的（人的行為、事物、環境）。 
＊Hear：所聽見的（周遭的人說什麼、環境的聲音）。 
＊Think & Feel：心情感受、態度、立場與觀點。 
＊Say & Do：所說的話或表現出的行為。 
將討論內容寫在便利貼上，貼在白板，讓大家可清楚看到。 
＊Pain：感到困擾的、煩惱的地方（恐懼、挫折、障礙）。 
＊Gain：內心真正想要的東西、想做的事、想獲得的價值（期待、需要、成就）。 
依據四向度的討論加以歸納分類，藉此發現可行動的機會點。 

2.思考微行動 
學生分組腦力激盪，想像一下，以自己的能力可以設計哪些行動？ 
預計行動計畫如下： 
【真心微笑．傳遞感謝】 

＊感受：除了正在上課的我們之外，其他學生未必瞭解移工的背景與國家文化。

我們想要謝謝他們幫忙完成很多工程、照顧親友及其他因身心不適而需

要照顧的臺灣人。 
＊想像： 

(1)在校內辦理東南亞多元文化講座。 
(2)學習東南亞語言的基本用語，如：謝謝、你好、再見。 
(3)手繪感謝卡。 
【友善的售票機】 

＊感受：移工會利用假日搭乘臺鐵火車，因看不懂售票機上的文字無法順利使用，

常發生買錯票或只能到售票窗口排隊。 
＊想像： 

(1)尋求擅長東南亞語言的人協助翻譯操作步驟。 
(2)將翻譯成果製作成說明書與看板。 
(3)親自到火車站分發說明給移工與指導售票機的使用。 
3.實踐微行動 
(1)各組學生依上節討論結果，準備前置作業。 

＊真心微笑．傳遞感謝：討論簡報內容與製作簡報、將四個東南亞國家的基本用

語整理成表格、在列印好的感謝卡上以四個國家的語言寫上「謝謝」。 
＊友善的售票機：列印說明書、製作看板、聯繫臺灣鐵路管理局說明行動並確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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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組擇期完成行動計畫 
(3)行動回饋與反思 

教師提問引導學生反思： 
＊學習到了什麼？ 
＊對他人有什麼影響？ 
＊產生了什麼新問題？ 
＊還能夠做什麼嗎？ 
＊現在的心情如何？ 

(4)行動故事分享 
整理行動歷程中所記錄的文字及影像，編製成投影片，並進行口頭練習。 

三、綜合活動 

教師與同儕心情故事分享、交流 

--- 第 6 節至第 12 節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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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教學省思 

一、建議 

（一）親自與移工接觸，才能有更深刻的體驗。鼓勵學生敞開心胸，可從親友、鄰居所

聘僱的移工開始嘗試，或幾位同學結伴在放學後的操場內與外籍幫傭接觸。提醒

學生不要過於擔心溝通問題，基本上可使用中文、英語，甚至是台語進行簡易溝

通，不知如何開頭的話，笑容將會是最親切的語言。 

（二）課程準備與實行可善用社區資源。如學校內有學生為新住民二代的話，可邀請學

生家長到校分享家鄉文化、指導東南亞語言的發音。仔細留意的話，許多東南亞

商家即是一小型的多元文化圈。 

（三）部分學生會因個人特質和經驗影響，在未展開行動之前，即萌生打退堂鼓的念頭。

教師可適時多加留意，並善加利用其他同儕的特質互相激勵，有伴同行會更易凝

聚行動力。 

二、省思 

   臺灣開放移工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生活周遭裡總有機會見到移工的身影。進一步和

他們討論到「臺灣移工」，卻得知他們對移工的印象並不完整，也不盡然正確。 

    處於資訊爆炸的年代，取得管道雖多元，卻容易被混淆。新聞媒體中所報導的移工

相關新聞多屬負面，無形中讓觀眾漸有刻板印象和偏見，陷入了「單一故事的危險性」，

人與人之間應有的平等逐漸失焦、不見。思辨能力也是資優學生應具備的高層次思考能

力之一，每個人都有話要說，有不同的立場、背景，學習耐心傾聽與理解。嘗試與移工

交流，跨出第一步後，敞開心胸，當無形的界線消弭時，便能深刻地體悟到東南亞就在

你我的身邊。 

    本學習活動從關心社會議題出發，結合設計思考創意發想，強調任務行動的具體實

踐。在整段歷程中，可以發現這樣的行動學習能增進資優學生的自信心，建立自我效能

感。一次又一次的累積行動經驗，一次又一次累積飽涵創意的自信心，學生會開始相信

自己具備勝任事情的能力，進而勇於面對、解決未知的問題。社會需要的是一群具有公

民責任感和公民意識的群體。當學生有接觸公共社會議題的機會，逐漸學習將原本個人

角度出發的思維，拓展至對公共領域的思量，並付諸行動，每位學生都會是為未來帶來

良善改變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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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慢旅行─臺北好好玩 李家兆 

資賦優異學生社會領域課程調整教學活動示例 

課程形式 

█單一領域：社會 

□同領域跨科 

□不同領域跨科 

相關領域 

□語文領域（□國語文□英語文 □本土

語文/新住民語文 □第二外國語文） 

□數學領域 

□自然科學領域 （□物理□化學□生物

□地球科學） 

█社會領域（█歷史█地理□公民與社

會） 

□其他：           

□議題融入 議題名稱  

實施型態 □集中式資優班 ■分散式資優班 □普通班（區分性課程） □資優方案 

階段/年級 
（可複選） 

國小：□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國中：□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高中：□十年級   □十一年級  □十二年級 

單元（活

動）名稱 
慢旅行─臺北好好玩 

教學時間 本單元建議時數：20節 教學設計者 李家兆 

設計理念 

「每一個偉大的城市，都有著可以訴說不盡的身世與歷史。」 
─臺北市文化局前局長劉維公 

本課程為資優班旅行課程架構的一部分，本學期五年級的旅行課程聚焦

在「慢旅行」。慢旅行是為了真正的發現，真正的發現不是尋找新的風景，而

是擁有新的眼光。 
在發現的過程裡，本課程設計依據 Kaplan 與其同事(1979)的概念(theme)

導向，選擇以「變遷」作為課程的核心概念，透過此概念的引導，期許資優

學生能在此課程整合多元領域與進行高層次思考。 
在這個課程裡，學生化身成為部落客，必須在每趟旅行後，共同完成「慢

旅行」的專屬部落格(Blog)，由師生共同建構旅行的歷程與結果。在內容上，

連結普通班五年級社會學習領域的臺灣史課程，將透過深度探索大臺北地區

的方式，探尋人與土地的關係。 
 

 

 

 

 

 

 

 

 

 

 

《慢旅行─臺北好好玩》的主題單元依時間軸與空間軸進行設計與規

劃，在時間軸上，以「過去─現在─未來」切入，從「古意臺北」開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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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今昔臺北」、「現代臺北」，最後搭乘時光機進入「未來臺北」；在空間軸

上，以臺北古城、大稻埕、艋舺等為田野進行校外教學。 

 

 

 

 

 

 

 

 

 

 

學習目標 

一、認知 

1.能歸納臺北古城的範圍及比較今昔臺北城的不同。 

2.能綜合大稻埕與艋舺地區變化的歷程，並理解「變遷」的意義。 

3.能判讀地圖的意義，並應用地圖進行校外教學。 

二、情意 

1.能探討臺北古城、大稻埕與艋舺的今昔關係，並欣賞其內涵。 

2.能培養熱愛土地的心，並能與他人分享自己的所見所聞。 

三、技能 

1.能透過電腦資訊能力進行部落格的書寫。 

2.能運用圖書館、媒體進行資料蒐集。 

學習表現 
1.透過本課程能歸納區域性的歷史脈絡與地理環境的相關議題。 

2.在高層次思考的探究及實地體驗的感同身受，對照古今的差異。 

學習內容

調整 

本單元課程延伸五年級社會學習領域的內容，將焦點放在

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的關係是屬於「因果」或「互動」，以「變

遷」作為課程核心進行一連串的探究。以國小社會學習領域的

課程進行重組、加深與加廣。 

課程的內容與單元調整如下： 

1. 古意臺北：將課程焦點放在過去臺北古城。 

2. 今昔臺北：以「變遷」為核心進行探究。 

3. 現代臺北：回到臺北現代的模樣進行梳理。 

4. 未來臺北：想像未來臺北的模樣。 

調整策略： 

■重組 

■加深 

■加廣 

□濃縮 

□加速 

□跨領域/科目

統整教學主題 

□其他：             

學習歷程

調整 

1.透過高層次思考的議題挑戰，引導學生進行思考與探究。  

2.教師透過一連串的問題，引導學生思考，並準備相關的文

本，提供學生閱讀及思考。 

3.發現式的學習：以「校外教學」的形式，帶領學生至過去

歷史的發生地點進行搜查與發現，引導學生「發思古之幽

情」，進行更進一步的討論與探討。 

4.推理的證據：透過校外教學的方式，引導學生觀看與思考

過去發生的事情，並以「推理」的方式進行討論，從中蒐

集推理的證據。 

5.團體式的互動：在團隊合作的任務裡，共同完成屬於課程

的任務挑戰。 

調整策略： 

■高層次思考 

■開放式問題 

■發現式學習 

■推理的證據 

□選擇的自由 

■團體式的互動 

□彈性的教學進

度 

□多樣性的歷程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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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環境

調整 

本單元的課程延伸教室內的學習至社區進行探究，透過「校

外教學」的安排，引導學生如同「人類學家」的探究與踏查，

從所經歷過、所看見的相關資料，歸納並產生新的理解。在教

室內，佈置與規劃屬於單元的「充電站」，鼓勵學生能從充電站

裡，找尋更多的問題，並持續進行探究。 

調整策略： 

■調整物理的學

習環境 

■營造社會-情

緒的學習環境 

■規劃有回應的

學習環境 

■有挑戰性的學

習環境 

■調查與運用社

區資源 

□其他：             

學習評量

調整 

鼓勵學生展現不同的學習成果，並以「檔案評量」的方式

進行評量，以瞭解學生在學習過程裡的所思、所感與所得。並

依照學生的不同學習特質，為學生訂定區分性的評量標準，以

引導學生達到屬於自己的學習目標。 

調整策略： 

□發展合適的評

量工具 

■訂定區分性的

評量標準 

■呈現多元的實

作與作品 

□其他：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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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婉窈（2014）。少年臺灣史：寫給島嶼的新世代和永懷少年心的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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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CutePetTV（103 年 11 月 9 日）。臺北建城 130週年－西門印象【影音

資料】。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UmOj5XxS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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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文獻館（103 年 8 月 8 日）。臺北建城 130 週年特展-「記憶•飛

躍 臺北城」103 年 8 月 8 日至 9 月 30 日於樹心會館及空總舊址，

雙展場同步盛大開展【臺北市立文獻館】。取自   
http://www.chr.gov.taipei/ct.asp?xItem=80625345&ctNode=6357&mp=
119031 

民報（103 年 11 月 4 日）。臺北建城 130 週年省思【民報社論】。取自

http://www.peoplenews.tw/news/9eab48dc-833d-45ee-81da-f67dc9d04c
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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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簡案 

第 1節至第 3節教學活動 

一、準備活動 

1. 臺灣歷史關鍵詞 

教師連結普通班社會課程的舊經驗，透過以下問題引導學生複習所學的內容： 

 劉銘傳因為什麼原因來到臺灣？（1884年中法戰爭，擔任臺灣第一任巡撫） 

 劉銘傳到臺灣後有哪些重要建設呢？（郵便局、鐵路、路燈等） 

 臺北府城的出現與劉銘傳有什麼關係嗎？ 

2. 教師發下「劉銘傳現身西門」新聞報導（附錄一），並請學生閱讀。 

二、發展活動 

1. 劉銘傳現身西門 

在閱讀報導後，教師透過以下問題引導學生思考，重點在引發學生發思古之幽情，並

對課程有感覺： 

 猜想一下，臺灣首任巡撫為何會現身西門？為什麼不現身在其他地方呢？ 

 劉銘傳的出現有著什麼樣的意義？ 

 根據先前的討論，劉銘傳對臺北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這次「劉銘傳旋風」

與上次劉銘傳真正出現在臺北城距今多久的時間呢？（約 130年） 

2. 臺北城的出現 

 教師引導學生閉上眼睛，我們現在將搭乘時光機回到 130年前劉銘傳在臺北城

的時代。 

 引導學生討論「臺北城出現的關鍵」。 

（連結普通班社會課程的舊經驗，臺灣在清領統治前期對於治理臺灣是消極

的，且臺灣又地處偏遠，當時康熙皇帝曾說「臺灣屬在荒城一濱海之區耳」，

沒有建城的必要，對清朝來說，臺灣始終是偏遠之地。除此之外，清朝更怕

臺灣人造反，所以不准建城，但在地方官吏與仕紳的合作之下開始興築臺北

城，這是最早的建城原因。沈葆楨來臺後，正式出現臺北府，但本來臺北府

城要設在「艋舺」，但地方聲音不斷，延遲許多年。） 

 教師敘說「臺北城的建城歷史」。 

（臺北府第一任知府林達泉規劃將「臺北府」設於艋舺與大稻埕之間，並在

陳星聚的任內正式建城，臺北城於 1882年動工，1884年竣工，1885年臺灣

建省，劉銘傳移駐臺北府，自此經濟與社會發展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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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圖，教師提問「為什麼當時會將臺北府設於艋舺與大稻埕之間？」 

（可能的原因為：(1)平息艋舺與大稻埕之間，為爭奪府治所在地的爭端。

(2)新府城的規劃建設多為荒地，徵收較少擾民。(3)艋舺的河運漸漸沒落，

而大稻埕因茶葉外銷，已成為經濟重地，設於中間，可以連結老、新社區。） 

3. 臺北城的小秘密 

 臺北城的建立其實是有風水之說，又稱為「風水府城」，此資料建議可以請學

生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 

4. 教師提問「臺北城的城沒，可能是什麼原因？是誰來拆除臺北古城牆？」 

 （臺灣割讓給日本後，日本人怕這些中國式城門樓容易啟發臺灣人民思漢之

心，逐步拆除古建築。1900年起，日本人以修築鐵路、改建街道為理由，陸

陸續續拆除了西門、東、北城門的外廓。） 

三、綜合活動 

1. 教師引導學生進行「臺北古城，故事多」的歸納，整理課程內容的脈絡，並將課程

記錄書寫在學習紀錄手冊上。 

2. 鼓勵學生自主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建議可以借用教室裡「充電站」的書籍進行課

程延伸探討。 

 （教師在教室內規劃「充電站」，目的是要讓學生有機會延伸閱讀相關議題，

教師在課前放置課程相關書籍與資料於充電站內，本課程放置的書籍可參考本

教案之教學資源。） 

 

---第 1節至第 3節結束--- 

第 4節至第 6節教學活動 

一、準備活動 

1. 臺北古城校外教學「古城樣貌大調查」 

2. 教師說明本次校外教學任務：騎 Ubike遊臺北古城 

 

 

 

 

 

3. 請學生攜帶水、悠遊卡（確認事先已經登錄 Ubike）、筆、板夾（記錄書寫用）、學

習單（附錄二）。 

說明：旅行的形式有許多種，走路、搭車是旅行的方式，騎腳踏車也是一種

方式，這次我們要「騎 Ubike逛臺北城」，請「感受」這趟旅行中的點點滴

滴，並找時間好好記錄，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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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活動 

1. 校外教學地點：前往臺北古城（今捷運中正紀念堂站、北門站、西門站、小南門

站區域） 

2. 校外教學路線： 

 搭乘捷運至中正紀念堂六號出口。 

 步行至國家圖書館或是臺北市立大學前租借 Ubike。 

 出發後，依序行經南門、小南門、西門、北門，最後是東門，回到國家圖書

館前歸還車子。 

 

 
 

 

3. 教師於校外教學過程時，在特定地點停下，說明臺北古城的故事，並引導學生思考

臺北古城獨特與歷史意義。 

 南門：正名為「麗正門」，又稱「大南門」、「南大門」，在中國古代以南門為

正門，所以南門較其他門更為氣派。 

 小南門：正名為「重熙門」，小南門過去是通往現今板橋、中和、土城之門，

據說是板橋林本源家族捐錢另開的「方便之門」。小南門有金主捐獻後，但是

東、西、北門因為沒有人願意認捐、經費拮据，無法另開小門。 

 西門：正名為「寶成門」，此門可通往艋舺，過去是商業與貨物聚集之地。寶

成門在日本統治時期被拆毀，變成當時重要的商圈「西門町」，是臺北古城唯

一被拆除的城門。 

 北門：正名為「承恩門」，北門的正確位置，是在臺北城北城牆的西端，也就

是在古城的西北角。北門是過去通往大稻埕之門，大稻埕在 1860年代即已崛

起。在北門的上端本來有一門額，鑲刻「巖疆鎖鑰」，長一公尺半，高約四十

公分，這個門額在日本時期被拆除，現在被重新安置在北門外，但只置於地面。 

 東門：正名為「景福門」，是過去通往錫口（今松山）的大門，錫口過去是港

口，舟楫來往，有許多旅客。景福門是現今五座古城門裡，最令人記得的。 

4. 過程裡，教師隨時拍照記錄。 

三、綜合活動 

1. 教師引導學生歸納今日校外教學「觀察」與「發現」，並透過以下問題引導思考。 

 今日我們騎 Ubike遊臺北古城，沿著過去古城牆繞行一圈，臺北古城的範圍，

東門 

(景福門) 

南門(麗正門) 

小南門 

(重熙門) 

西門 

(寶成門) 

 

北門(承恩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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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現今臺北的什麼地方？ 

 今日的踏查裡，什麼地方是你最印象深刻的呢？ 

2. 教師發下學習單學生書寫記錄（附錄三）。 

3. 教師請學生回家後至部落格書寫這趟旅行紀錄，並請學生相互給予回饋。 

---第 4節至第 6節結束--- 

第 7節至第 9節教學活動 

一、準備活動 

1. 教師透過地圖說明課程將進入「今昔臺北」單元，這個單元的重點將聚焦在「臺北

三市街」的「大稻埕」與「艋舺」。 

 
2. 教師引導學生分成兩組部落客，一組探討「大稻埕」，另一組探討「艋舺」。 

二、發展活動 

1. 教師說明部落客的任務： 

 完成一篇專題報導（向度包括該地區的基本資料、範圍、歷史、特色，可自行

增加向度，但務必呈現該地區的獨特性），張貼在部落格上。 

 規劃一趟慢旅行的地點與路線，並安排時間讓同學前往，請以 Word或 PPT呈

現。 

 慢旅行的工作規畫與任務分配。 

 書寫慢旅行之後的報導（只書寫一個地點）。 

2. 分組進行部落客的任務蒐集與討論。 

3. 教師可以借用電腦教室讓學生使用，並在過程裡給予兩組部落客建議。 

4. 部落客專題報告時間：教師請兩組同學將各自的報告張貼至部落格，並分享規劃的

慢旅行行程。 

5. 報告結束後，請兩組同學進行回饋與分享，給予彼此建議。 

6. 共同討論出下次慢旅行的地點，全體同學共同投票選擇「大稻埕」或是「艋舺」（如

果課程時間允許，或許可以兩個地點都進行慢旅行）。 

三、綜合活動 

1. 教師持續與兩組同學進行慢旅行行程規畫的討論。 

2. 預告下次上課將進行慢旅行活動。 

---第 7節至第 9節結束--- 

◎說明：以下第 10節至第 12節的教案撰寫，區分為大稻埕專題與艋舺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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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節至第 12節（大稻埕專題）教學活動 

一、準備活動 

1. 大稻埕專題校外教學「大稻埕的今昔面」 

2. 教師說明本次校外教學任務： 

 

 

 

 

 

3. 請學生攜帶水、悠遊卡、筆、板夾（記錄書寫用）。 

二、發展活動 

1. 校外教學地點：大稻埕（現今環河北路一段、迪化街一段與延平北路二段的區域）。 

2. 校外教學路線： 

 搭乘捷運至雙連站。 

 沿著民權西路步行至迪化街。 

3. 教師在校外教學過程裡解說大稻埕的發展。 

 迪化街的建築特色：迪化街的店屋立面有許多不同的風格，大致可分為四

類，但實際上常融合而有變化。 

 閩南式：以單層樓為主，由閩南移民將原鄉建築帶來，斜屋頂利於排水，

設置亭仔腳方便遮陽避雨。閩南式的立面樸素，少浮雕裝飾。閩南式建

築可參訪迪化街 155號。 

 洋樓式：以二層樓房為主，源於南洋等地的「殖民地式」洋樓，殖民者

為因應亞洲氣候及安全防衛所設計。主要使用紅磚建築，經常加上中國

式的匾額框和花鳥裝飾。洋樓式建築可參訪迪化街 84號萬安堂。 

 仿巴洛克式：常為三層建築，是迪化街主要的特色。源於歐洲 17 世紀

盛行的巴洛克式建築，著重色彩、光影、採取誇張手法，在明治維新時

引入日本，再由本地匠師模仿變化。仿巴洛克式建築可參訪 131號漢誠

堂。 

 現代主義式：1920 年代末期由日本引進臺灣，源於工業革命後，對於

理性與功能性的追求，追求簡約明朗、幾何外型的美感，結構簡單連續，

強調線條和比例均衡。現代主義式建築可參訪 71號乾元行。 

 陳天來故居：於 1920 年完成興建，坐落於現今的貴德街，正面朝淡水河，

背後是迪化街，當時算是黃金地段。陳天來是當時的富商，是當時茶葉、蔗

糖與樟腦的貿易商，尤其是茶葉貿易，錦記茶行是他創立的。他因為經商的

緣故，與日本的關係良好，據說當時的日本總督都曾到他家喝茶。陳天來故

居是當時很重要的建築物，被稱為「民間的總督官邸」。 

 霞海城隍廟：大稻埕三大廟（慈聖宮、法主公廟、城隍廟）之一，建立於

1859 年，傳說霞海城隍廟位於雞母穴上，外觀呈現菜刀型建築，是國家重

要古蹟，無法擴建，雖只有 46坪，但香火卻無比興盛。 

 永樂布市：原名「公設永樂町食料品小賣市場」，1908年成立，當時日本的

商人將日本印花的布料大量的輸入臺灣，此地是當時布料進口的批發中心。

位址在現今的永樂市場。 

說明：大稻埕的發展是非常驚人的，在 1920年代，大稻埕是全臺灣最繁華、最

現代化的地方，對比於日本帝國殖民統治所在的「城內」，大稻埕是屬於「本島

人的市街」，這次的慢旅行，我們將回到屬於本島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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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活動 

1. 教師引導學生歸納今日校外教學「觀察」與「發現」。 

2. 教師請學生回家後至部落格書寫這趟旅行紀錄，並請學生相互給予回饋。 

---第 10節至第 12節結束--- 

第 10節至第 12節（艋舺專題）教學活動 

一、準備活動 

1. 艋舺專題校外教學「艋舺的今昔面」 

2. 教師說明本次校外教學任務： 

 

 

 

 

3. 請學生攜帶水、悠遊卡、筆、板夾（記錄書寫用）。 

（二）發展活動 

1. 校外教學地點：艋舺（現今龍山寺捷運站附近）。 

2. 校外教學路線：搭乘捷運至龍山寺站。 

3. 教師在校外教學過程裡解說艋舺的發展。 

 龍山寺：興建於清代乾隆時期，1740年前後，由三邑人出資興建。供奉觀世

音菩薩。 

 剝皮寮歷史街區：「剝皮寮」的意思，有人說是過去「剝獸皮」生產皮革、皮

箱等製品而來；也有人說是「剝樹皮」而來。清領時期，艋舺是木材業重要的

集散地。剝皮寮是過去許多店家的第一家，例如：第一家眼鏡行、第一家裝訂

工廠等。 

三、綜合活動 

1. 教師引導學生歸納今日校外教學「觀察」與「發現」。 

2. 教師請學生回家後至部落格書寫這趟旅行紀錄，並請學生相互給予回饋。 

---第 10節至第 12節結束--- 

第 13節至第 14節教學活動 

一、準備活動 

1. 教師說明《慢旅行─臺北好好玩》從「今昔臺北」單元要進入「現代臺北」了，連

結過去的課程，我們要有系統地探討臺北的現代化。 

2. 本次課程將結合資優班的親子活動，活動場地在「臺北探索館」進行。 

二、發展活動 

1. 參訪「臺北探索館」：臺北探索館位於臺北市政府內，從西大門進入，每週一休館。 

2. 延續本課程的內容，本次參訪將以臺北探索館三樓與四樓為主。三樓為「城市探索

廳」，分別有「快捷城市、輕漫遊」、「臺北大街風情」、「新西城故事」、「文藝首都

與臺北古蹟」、「生態城市與親山步道」五大展區；四樓為「時空對話廳」，分別有

說明： 艋舺地名的出現，是平埔族稱呼獨木舟的發音，時間久了，漢人便稱這

個地方為「艋舺」，這裡是當時商業競爭很濃厚的地方，各路人馬都想要搶進這

片土地，所以當時有許多的械鬥。這次我們要走進這個地方，感受過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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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古城之旅」、「城內記事」、「城外的常民生活」、「淡水河之歌」、「臺北多元城」

五大展區。 

3. 臺北探索館的展區，恰如同本課程設計的脈絡，從時間軸的「過去至現在」做一連

串的介紹，本次課程將讓學生有機會回憶與探索本課程的所學，重新思考與探索。 

（三）綜合活動 

1. 教師在參訪過程裡，透過問題引導過去課堂探究過的議題，例如：臺北古城的發展、

臺北三市街的發展等。 

2. 教師預告下次課程，要進行「城市精神的探索」。 

---第 13節至第 14節結束--- 

第 15節至第 16節教學活動 

一、準備活動 

1. 在課程開始前，教師透過部落格的文字帶領學生進行前幾次的探索與發現進行討

論。 

2. 教師說明「臺北城市精神，大探索」課程目的，這次課程要結合臺北市政府的「尋

找臺北城市精神」徵件比賽。 

3. 透過這次活動，讓學生瞭解自身在慢旅行的歷程裡，對於土地或環境的觀察，將會

是重要的。 

二、發展活動 

1. 教師透過徵件比賽的內容，向學生說明本次任務。 

2. 「城市精神探索」任務說明： 

 一句話：以「臺北城市精神就是…」為句首，簡要的一句話，代表心目中的臺

北城市精神（字數限 20字以內，含標點符號、英文字及數字皆算 1字）。 

 300字以內說明：輔助說明「一句話」的意義，可列舉「人、景、器物、歷史、

色彩、態度、小故事」等，彰顯「一句話」的意涵。 

 一張圖：可以是照片或圖片，象徵臺北城市精神，景物、人物不拘，但須以臺

北市為主題或背景。 

3. 進行任務思考與引導，並請學生將所思、所感記錄在學習手冊。 

4. 教師協助學生，並引導學生做深度思考。 

三、綜合活動 

1. 教師持續給予學生進行引導，並於課程結束後，請學生將自己的「一句話」與說明

上傳慢旅行課程的部落格。 

2. 教師視學生的作品狀況，進行修正，如果有不錯的作品，建議學生可以參加比賽。 

---第 15節至第 16節結束--- 

第 17節至第 18節教學活動 

一、準備活動 

1. 教師說明《慢旅行─臺北好好看》課程從大臺北的「過去」、「現在」，我們要進

入「未來」，想像這個地方的未來。 

2. 臺北從過去的三市街，演變到現在的樣貌，這些的歷程，都是累積而來的，我們

根據這些累積，想像一下，「這座城市的未來」將會變成什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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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活動 

1. 教師說明「城市的未來樣貌」任務，並請學生進行城市未來樣貌的幻遊。 

2. 教師發給學生一人一張八開圖畫紙，請學生進行未來城市想像的創作。 

3. 教師說明下次課程時，要進行「未來博覽會」，邀請同學進行「城市的未來樣貌」

大發表。 

三、綜合活動 

1. 教師持續給予學生未來想像的引導，並提供學生更多的建議。 

2. 於課餘時間也與同學進行討論，希望學生能更精緻地呈現城市的未來樣貌。 

---第 17節至第 18節結束--- 

第 19節至第 20節教學活動 

一、準備活動 

1. 「未來博覽會」籌備時間：教師給予學生未來博覽會準備的時間，並說明本次博覽

會的重點，即總結《慢旅行─臺北好好玩》課程，延伸到城市的未來想像。 

2. 準備時間可利用教室內的所有用具或自己帶來的道具。 

二、發展活動 

1. 「未來博覽會」大發表：全體同學依序上台發表自身對於城市未來的想像，並將所

繪的圖呈現給同學看，可以使用簡報進行分享。 

2. 台下同學須就同學報告的內容進行記錄，並在發表後，進行彼此的講評與回饋。 

3. 回饋與分享時間：博覽會後，每位同學進行分享，並提供自己發現的三個優點進行

說明。 

三、綜合活動 

1. 教師與學生共同歸納慢旅行課程的歷程，城市從過去不斷的「改變」，這個「變」

的過程，有著許多的故事，透過本課程，我們將回到過去瞭解故事，更從現在的樣

貌，想像未來。 

2. 請學生至課程部落格撰寫本課程的感想與回饋。 

---第 19節至第 20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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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劉銘傳現身西門 

2015年 3月 30日 

〔好報記者李家兆報導〕臺北市政府觀光局發布臺灣第一任巡撫現身臺北西門町，並希

望民眾可以多多前往西門與劉銘傳合影。 

臺灣第一任巡撫劉銘傳於日前現身臺北西門町鬧區，並在此處坐下來手持咖啡杯，

喝著咖啡享受西門町人來人往的熱鬧氣氛。許多年輕學子經過，無不感到驚喜，因為劉

銘傳就從課本裡活生生的出現在西門鬧區，而劉銘傳此次的出現，在鬧區出現了「劉銘

傳旋風」，民眾都把握機會與劉銘傳合影上傳 Facebook。 

到底劉銘傳此次為何身穿長袍馬褂出現在臺北西門町呢？是否又是神奇靈異現象

呢？臺北市政府觀光局表示這是臺北建城 130週年的系列造景之一，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表示，劉銘傳手拿現代人喝的咖啡，象徵著古今的對話交流。 

劉銘傳現身西門的事件恰巧在新北市新店區中正國小資優班進行「慢旅行─臺北好

好玩」校外教學所碰見，這幾位五年級的同學更把握機會與劉銘傳合影。 

  



38 

附錄二 

編

號 
慢旅行─臺北好好玩-1 

單

元 

古意臺北 

騎Ubike逛臺北城 
評量 

 

學

生 

GTR-_____ 班級：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 

日

期 

 教材設計 李家兆老師 

授課教師 李家兆老師 

說明： 

旅行的形式有許多種，走路、搭車是旅行的方式，騎腳踏車也是一種方式，

這次我們要「騎 Ubike 逛臺北城」，請「感受」這趟旅行中的點點滴滴，並

找時間好好記錄，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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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編號 慢旅行─臺北好好玩-2 單元 古意臺北 評量  

學生 
GTR-______ 班級：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 
日期  

教材設計 李家兆老師 

授課教師 李家兆老師 

 
 

在今天走訪踏查的地點裡，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呢？請把你的「觀察」與「感覺」寫

下來！ 

 

 

 

 

 

 

 

 

 

 

 

   

你認為你今天的表現可以 

得幾分？請給自己一個分數 

                                                 （         分） 

 

  

 

請說明臺北古城的範圍，大約是在現今

臺北的什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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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國工業革命 黃春木 

資賦優異學生社會領域課程調整教學活動示例 

課程形式 

□單一領域：          

■同領域跨科 

□不同領域跨科 

相關領域 

□語文領域（□國語文□英語文□本土

語文/新住民語文□第二外國語文） 

□數學領域 

□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化學□生物

□地球科學） 

■社會領域（■歷史□地理■公民與社

會） 

□其他：           

□議題融入 議題名稱  

實施型態 ■集中式資優班 □分散式資優班 □普通班（區分性課程） □資優方案 

階段/年級 
（可複選） 

國小：□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國中：□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高中：□十年級   ■十一年級  □十二年級 

單元（活

動）名稱 
英國工業革命 

教學時間 本單元建議時數：4節 教學設計者 黃春木 

設計理念 

一、評估學生的學習特質（先備能力與起點行為） 

1.學生對於歷史課題具有高度興趣，且大多數學生的歷史背景知識豐富。 

2.經過近兩年培養，及專題研究的訓練，所有學生都具備從文本資料分析

關鍵觀點、組織多文本觀點、形成論述的一般性能力。 

二、與普通課程的差異 

1.原來的歷史課程內容主要是老師（教科書編寫者）思辨後的結果呈現。 

2.本課程則以資料及問題引導，帶領學生進行思辨，在討論中衡量各種資

料的觀點，並運用背景知識，自主探索答案。 

三、評估學生學習特殊需求（學習表現、學習內容、學習評量調整需求等）、

依學生需求研擬本教學活動 

1.學生應具有「脈絡化思考」的習慣與能力，透過歷史課程，也可針對此

關鍵能力有所培養。 

2.「工業革命」的發生與發展是近代歷史重大事件，而且對於世界體系的

形塑或全球化擴張之影響，迄今未歇。作為培養學生具備宏觀視野、演

練脈絡化思考之題材，十分契合。 

學習目標 

1.整合器物、制度與思想三層面，分析與批判工業革命的發展。 

2.運用時序，針對工業革命進行「因果」與「變遷」的脈絡化理解與解釋。 

3.體會 18、19世紀工業革命受害者的處境，並能關懷現今勞動及環境弱勢

者的困境。 

學習表現 

現行歷史課綱關於「工業革命」課題所預期的學習表現，主要集中於「歷

史事實」的掌握，包括： 

1.瞭解工業革命發生的背景及其初期發展。 

2.瞭解工業革命初期，經濟生產與人口的增加、以及都市化與社會貧富不

均等現象的產生。 

人社班學生在相關歷史事實的掌握上足能自主學習，因此本課程設計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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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相關歷史事實作為題材，進一步聚焦於「歷史思考」（historical thinking）
能力的引導演練，並從這樣的引導演練中，深化學生對於相關歷史事實的理

解與分析。 

調整後學習表現以「脈絡化的思考」為核心，具體的能力指標包括： 

1.理解歷史 

(1)能從歷史脈絡中，理解相關歷史事件、現象或人物的不同重要性。 

2.解釋歷史 

(1)能對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提出解釋。 

(2)能對相關歷史事件、現象或人物的不同重要性提出評價。 

學習內容

調整 

一、重組策略 

現行歷史課綱原本的學習內容主要是依照「背景→發展→

影響」的慣性來設計，平鋪直敘。主要內容包括： 

1. 背景：英國的優勢條件，包括：土地、農業、資本、勞力、

市場、創新精神，以及重視自由競爭、肯定財富追求的工

商價值觀。 

2. 發展：紡織業發展→煤鐵開採→動力機械發明→交通運輸

發展。 

3. 影響：歐美地區的工業革命、都市化、階級社會、勞資關

係、大眾生活。 

4. 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烏托邦社會主義、馬克思社會主

義、費邊社會主義）。 

對照上述的學習內容，基於本課程「設計理念」與「調整

後的學習表現」之規劃，將學習內容改以「議題」形式進行統

整設計。重組之後的課程內容架構如下： 

             國際競爭→ 市場 

                 ↑  ↗  ↓ 

                英國→ 棉紡織 ←蒸汽機 

                         ↓   ↙ 

                      工業革命 

                    ↙   ↓ 

              公共衛生 受害者 

                ↓  ↙   ↓   ↘      ↘ 

             英國白人 美國黑人 印地安人 亞非殖民地 

              ↙  ↘ 

  社會主義→勞工 中上階級 

二、 加深策略 

基於課程內容以「議題」形式重組，因此配合設計「問題」，

進行提示和深化，藉以凸顯每一個議題的主要問題意識，同時

提升認知學習的難度，擴展抽象概念思考的學習經驗。 

搭配重組學習內容的主要課題，相關問題設計如下： 

1. 工業革命為何首先發生於英國，而非尼德蘭或法國？相較

於競爭者，英國的條件有哪些是獨特的、關鍵的？ 

2. 英國工業革命是以棉紡織來帶動，而非具有傳統優勢的毛

調整策略： 

■重組 

■加深 

□加廣 

□濃縮 

□加速 

□跨領域/科目

統整教學主題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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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原因何在？ 

3. 棉紡織的生產流程為：棉花生產→紡紗→織布→裁縫，18

世紀紡織業的技術突破始於「紡紗」，若從生產流程來分

析，當「紡紗」效率提升後，將對整個生產流程帶來何種

衝擊？ 

4. 何種因素是促進工業革命發展的最大「動力」？機器發明

（尤其是蒸汽機），還是市場開拓（尤其是殖民地）？ 

5. 在工業革命的輝煌成就下，產生哪些受害者？不同受害者

的遭遇，與工業革命的運作機制之間，各有何關聯？ 

6. 英國人也是工業革命的受害者嗎？ 

7. 費邊社會主義有何特色，因而得以成為英國社會主義的主

流，以及產生實際政治影響力的關鍵？ 

學習歷程

調整 

現行歷史教材的設計，往往隱含著「線性思維」，以至於

整個歷史發展似乎都「理所當然」，連帶地導致學生認為歷史

發展是固定的，有標準答案的，可以「不假思索」，直接記誦

即可。 

「工業革命」課題有非常多重要而複雜的歷史事實，直接

記誦的記憶量比較龐大，也比較困難。為避免學生偏向將歷史

學習零碎化，同時更要積極引導高層次思考，因此本課程著重

歷史思考能力的培養和演練，透過學習內容的調整，連帶地進

行學習歷程的調整。相關設計說明如下： 

1. 以開放式問題來重組課程內容，各個問題之間雖然仍帶有

「時序」，但時序的呈現並非僅是依照「機械時間」來鋪

排，而是藉由時序，引導學生針對「因果」、「變遷」這

兩個重要的歷史思考探究課題，進行練習。 

2. 基於 Understanding by Design的精神，學生的認知理解

能力與高層次思考，是在「歷史思考」學理下加以設計的。

以「因果」、「變遷」為探究基礎的脈絡化理解，足以引

導學生進行高層次思考。 

調整策略： 

■高層次思考 

■開放式問題 

□發現式學習 

□推理的證據 

□選擇的自由 

□團體式的互動 

□彈性的教學進

度 

□多樣性的歷程 

□其他：             

學習環境

調整 

避免「老師講述及學生聽取」的單一、單向溝通模式，本

課程設計調整為經由精心設計的問題和多元評量方式，引導、

激勵學生思辨、問答與討論。教師並針對學習結果加以回饋，

讓學生可以透過同儕觀摩和討論，提升探究問題的能力。 

調整策略： 

□調整物理的學

習環境 

■營造社會-情

緒的學習環境 

□規劃有回應的

學習環境 

□有挑戰性的學

習環境 

□調查與運用社

區資源 

□其他：             

學習評量

調整 

對照目前學習評量比較偏向四選一的選擇題，限制反應，

教導學生固定的答案，本課程設計搭配調整的學習內容與學習

歷程，評量活動著重於： 

1. 課堂的問答及討論等即時性、口語式的評量。 

2. 藉由開放式問題學習單，檢核學生的歷史思考能力。 

調整策略： 

■發展合適的評

量工具 

□訂定區分性的

評量標準 

□呈現多元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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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本評量方式，關鍵在於發展合適的評量工具；採用

方法是經由上述的開放式問題學習單設計，從學生的回答中歸

納，進而發展出合適的 Rubrics 評量工具。詳細資料，請參見

附錄。 

作與作品 

□其他：             

參考資料 

一、歷史思考 

黃春木（2015）。原來歷史可以這樣學。臺北市：商周。 
林慈淑（2010）。歷史，要教什麼？英美歷史教育的爭議。臺北市：臺灣學生

書局。 
宋家復譯（2016）。Sam Wineburg, Daisy Martin, Chauncey Monte-San 著。像史

家一般閱讀：在課堂裡教歷史閱讀素養。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

心。 

二、工業革命 

Jamie Byrom, Christine Counsell, Michael Riley, Mike Gorman, Andrew Wrenn 
(1999). Minds and Machines: Britain 1750-1900. Essex: Pearson. 

王建鎧譯（2014）。Bill Laws 著。改變歷史的 50 種植物。臺北市：積木文化。 
洪世民譯（2006）。Pietra Rivoli 著。一件 T 恤的全球經濟之旅。臺北市：寶

鼎。 
王章輝等譯（1997）。Eric Hobsbawm 著。革命的年代：1789-1848。臺北市：

麥田。 
張曉華等譯（1997）。Eric Hobsbawm 著。資本的年代：1848-1875。臺北市：

麥田。 
賈士蘅譯（2001）。Edward P. Thompson 著。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上、下）。

臺北市：麥田。 
林宏濤、黃煜文譯（2014）。Eric Hobsbawm 著。如何改變世界―馬克思與馬

克思主義，回顧、反思，與前瞻。臺北市：麥田。 
黃中憲譯（2015）。John Darwin 著。未竟的帝國：英國的全球擴張。臺北市：

麥田。 

教學流程簡案 

第 1節 

1. 經由國際比較，一方面複習其他歐美國家當時的社會與自然條件，另一方面藉以凸

顯、探究英國的優勢條件。工業革命為何首先發生於英國，而非尼德蘭或法國？相

較於競爭者，英國的條件有哪些是獨特的、關鍵的？ 

2. 經由棉紡織、毛紡織的對比，探究「後來居上」效應，並從亞非殖民地的地理條件，

比較棉布與毛布的適用性，為「市場」的作用預作鋪陳。英國工業革命是以棉紡織

來帶動，而非具有傳統優勢的毛紡織，原因何在？ 

3. 經由棉紡織的生產流程，一方面探究工業革命的發展歷程，另一方面凸顯工業革命

「牽一髮動全身」、「永不停機休息」的特性。棉紡織的生產流程為：棉花生產→紡

紗→織布→裁縫，18世紀紡織業的技術突破始於「紡紗」，若從生產流程來分析，

當「紡紗」效率提升後，將對整個生產流程帶來何種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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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節 

1. 經由立場不一、來源殊異的多元資料，重新省察、批判蒸汽機作為帶動工業革命的

關鍵地位是否合宜？何種因素是促進工業革命發展的最大「動力」？機器發明（尤

其是蒸汽機），還是市場開拓（尤其是殖民地）？ 

2. 經由多元資料所構成的「證據」，放寬視野，重新省察、關懷弱勢白人、黑人、印

地安人的悲慘處境，同時也從「新」角度再回顧檢視工業革命的運作機制，以及關

懷目前依舊存在的勞動與環境弱勢者處境。在工業革命的輝煌成就下，產生哪些受

害者？不同受害者的遭遇，與工業革命的運作機制之間，各有何關聯？ 

3. 經由資料閱讀，探索不分貧富、城鄉，英國人同樣蒙受工業革命之全面性衝擊，甚

至擴及環境保護、公共衛生、城市治理，與行政權力變革等非經濟層面的挑戰。英

國人也是工業革命的受害者嗎？ 

第 3節 

1. 比較不同立場的社會主義，凸顯面臨工業革命衝擊下，英國在費邊社會主義思潮下

的政治革新與社會改造。費邊社會主義有何特色，因而成為英國社會主義的主流，

以及產生實際政治影響力的關鍵？ 

2. 總結性評量活動。 

第 4節 

1. 評量回饋與總結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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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說明：以下呈現一個完整的評量資料，及相關討論。在課程進行中，此評量活動是安排

在第 3 節課實施，時間為 20 分鐘。後續討論與教師回饋是在第 4 節課進行。 
相關文字已出版，取自《原來歷史可以這樣學》，第 170 頁至第 180 頁。 

 

以下我們來進行一個小小的練習，從比較簡單的「脈絡化」工作做起，先嘗試瞭解

和掌握一些基本觀念，以及脈絡化思考時應該注意的一些基本要項。 

這個練習是參考英國的一本中學歷史教科書 Minds and Machines: Britain 1750-1900，
以「專題」的形態，在 150 年的「長時段」中，探討「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的歷史變遷。

同時也參考臺北市立建國高中歷史科莊珮柔老師的設計而加以修改。 

這裡呈現的四組卡片的內容，都與 18 世紀至 19 世紀後期英國社會所發生的各種變

遷有關。四組卡片有各自探討的主題，第一組是「工業」變遷，第二組是「農業」變遷，

兩組可以合併起來，成為「經濟」變遷的探討。第三組探討的是「社會」變遷，第四組

探討的是「政治」變遷。如果再仔細分析，四組卡片都與「科技」的應用（包括發明機

器、生產製造、動物馴養、工廠環境、環境汙染等）息息相關。科技、經濟、社會、政

治，是我們進行一個時代的探究時，常常必須觀照的四個面向。 

基本上，這四組卡片彼此存在著一些前後關聯，既是時序的關係，而且也帶有因果

的關係。不過，因為每張卡片上的文字都很簡短，所以每張卡片在排列先後順序時，卡

片和卡片之間有一些必須連結的內容是無法在簡短的字句上顯示的，得依賴排卡片的人

自己對於「工業革命」這個課題的瞭解程度，才有辦法進行「空白」的填補，完成合理

的排序。 

以下是這個練習的題目。 

必須先提醒的是，在這個題目之後，本書將接著呈現六位學生的答案，並且針對「脈

絡化思考」這個課題進行相關的討論。所以，請在自行完成練習，寫下答案之後，再往

下繼續閱讀本書的內容。 
 

請依照自己對於英國「工業革命」的瞭解，從這四組 16 張卡片中，抽取一些卡片

出來排序。為了讓大家的答題比較具體，請遵守三個規則： 
1. 「至少」要使用兩張卡片。 
2. 可以選擇呈現這一百多年間「全部」或「部分」時期的變遷。 
3. 必須包含政府權力的變遷在內。 
 
以下有兩個問題，請依序作答： 

① 請使用卡片代號，寫下排列的順序； 
② 請依照卡片的排序，寫下說明文字，述說工業革命的「變遷」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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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轉引自 Jamie Byrom, Christine Counsell, Michael Riley, Mike Gorman, Andrew 

Wrenn (1999), p.12. 
 

 

 

以下，先呈現六位學生的答案，接著再來說明每一個回答是否符合「脈絡化思考」

的要求，最後提供一個簡要的評分量表（Rubrics），提示脈絡化思考的幾個基本要項。 

 

甲生 

① C→F→N→O 

② 因為農業（圈地）和工業生產方式改變，鄉村產生推力，城市產生拉力，促使

人口流往城市，因而出現新興城市。 

由於人口快速成長，許多新城市蓬勃發展之後，卻沒有符合人口比例的議員席

位，使其利益受損（特別是商人和中產階級），因此後來在 1832 年時國會通過

法案改革，讓在工業革命中興起的商人和中產階級能擁有投票權，並且重劃選

區的議員分配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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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生 

① E→F→C→I→P 

② (1) 地主圈地造成農民失業。 

(2) 農民湧入城市尋找工作機會。 

(3) 工業革命後出現大量的工廠，需要大量的勞工，農民成為工人，而且人數

激增，人數多到足以形成一種「階級」。 

(4) 工人階級不斷發展，但生活相當艱苦，因此尋求政治權力以求改善。而政

治人物為了擴大選票來源，積極改善工人處境，也使得工人階級在 19世紀

後期獲得投票權。 

 

丙生 

① I→K、L→O、P 

② (1) 卡片 I：新興市鎮工人階級生活環境惡劣，期盼資方或政府能有所作為，改

善環境。 

(2) 卡片 K、L：執政者通過法案，一是為了爭取新興城市更多的票數，因此改

善了工作、生活環境；二是禁止童工現象，以及限制工作時數。 

(3) 卡片 O、P：在上述情況下，逐漸出現資產階級持有執政權，進一步發展到

中產階級也得到，最後普及至部分的工人階級。 

 

丁生 

① A、B→J→L 

② 因為新發明促使工業革命的發生。 

工業革命產生童工的問題。 

法律為保護童工而立法。 

 

戊生 

① N→O→P 

② 工業革命所造成的新富階級得到參政權，同時也促使議員席位和立法權的重新

分配。 

不過，貧富差距的拉大導致社會主義的興起，也促使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形

成階級認同，進而使得政治人物必須尋求與這一個利益團體合作，最終促成英

國往更為普及的民主政治邁進。 

 

己生 

① A、D→I 

② (1) 新的機器促成工業革命蓬勃發展，資本家投入大量資金開設工廠。 

資本家為了賺更多的錢，一直把工資壓低，導致工人生活困苦，環境骯髒。 

(2) 英國佔領最多殖民地，製造大量商品外銷，成為世界工廠。資本家為了賺

更多的錢，不斷壓低工資，讓大部分的工人過著窮困的生活。 

評分結果，甲生 15分，乙生 14分，丙生 8分，丁生 3分，戊生 6 分，己生 3 分。 

甲生的回答，十分具體地符合題目的要求。 

乙生沒有排列到卡片 K，但在說明時，其實有使用到卡片 K的內容。 

丙生沒有排列到卡片 J，但在說明卡片 L 時，其實是需要的。再者，卡片 O 與工人

階級處境改善的關聯不大，不應該出現在排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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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生的討論，中間有太多的疏漏，或者說內容的銜接過程跳得太快，說明不清楚。

譬如：沒有好好運用卡片 B 來更清楚地說明工業革命發生的情形。要說明卡片 J，至少

應使用到卡片 C和 I，比較能夠清楚說明工業革命造成的人口大量遷徙現象。 

戊生的說明基本上沒有錯誤，關於「社會主義」的發展，也確實與工業革命中勞工

處境的艱困與貧富差距的擴大息息相關，但是在 16 張卡片中未提及社會主義。戊生會

得到較低的分數，是因為沒有依據題目的意涵，未充分使用卡片的資訊來回答問題；對

於工業革命形成的歷史背景與問題產生的環節，尤其從卡片 O發展到卡片 P的過程，欠

缺比較清楚、完整的處理。 

己生的分數偏低，是因為從卡片 A、D推論到卡片 I，在概念上跳躍得太快，難以解

釋；尤其使用卡片 D 來推論卡片 I，無法成立，且不符合題目的要求，沒有處理政府權

力的變遷。 

透過這四組 16張卡片，以及六位學生答案的參照，相關的評分標準如下： 

得分 

評分要項 
3 2 1 

卡片選取、排列，

與說明內容符合

情形 

正確選取、排列，與

內容說明符合 

內容說明有提及，但

相關卡片沒有明列 

卡片的選取、排列，

與內容無法對應 

甲 乙 丙、丁、戊、己 

涵蓋工業革命的

發展歷程 

四組卡片至少用到

三組 

四組卡片用到兩組 歷程疏漏或未完成 

甲、乙、丙  丁、戊、己 

推論的完整與嚴

密 

敘明因果，前後關聯

緊密（加權 ×3） 

敘明因果，但內容有

疏漏（加權 ×2） 

因果敘說不清楚 

甲、乙 丙、戊 丁、己 

如果要設法將大多數的卡片依照工業革命時期的經濟、社會、政治變遷，加以詳細

地交代，以下是一種呈現方式： 

 

A↘ 
C → N → O ↘ 

F↗  ↘ I、J→L→K、P 
 

A（工業）和 F（農業）促成 C，之後的發展則分成兩個層面或階段進行。首先，在

時序比較前面的是 19世紀前期，C、N、O。因工業革命而興起的富人和中產階級，爭取

參政權，並促成 1832年國會改革法案的通過。 

其次，則是 19世紀中後期的發展，C、I、J、L、O、K、P。工業革命的發展造成勞

工或一般人民的窮苦、工廠和都市環境的惡化，還出現童工問題，這些現象激起人民的

抗爭，也終於讓部分政治人物投入改革，同時在實質利益上便於爭取選票，結果一方面

促成立法改善生活和工作環境，另一方面使得越來越多的勞工在 19 世紀後期獲得選舉

權。 

這樣的呈現方式，最明顯的是採取「雙軸線」的標示，其最重要的意義，應該是注

意到工業革命的發展存在著「階級」問題，這個問題將當時的英國社會區分成至少是兩

個部分，形成貧富的巨大差距。不過，後續的發展則是通過政治上的改革，相當程度地

化解階級之間的對立衝突，同時也逐步改善勞工生活條件與工作待遇，還進一步讓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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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參政權，可以直接影響政府的組成與政策的制訂。 

簡單地說，只關注資本家及中產階級或只重視勞工，都只能掌握工業革命時期變遷

的局部，唯有兼顧兩方，以及瞭解彼此之間的相互影響、交互作用，才稱得上針對工業

革命進行了比較妥適的脈絡化思考。 

 

  



50 

（四）環境探索─拓印校園、測繪建中、紅樓尋寶 王永賢 

資賦優異學生社會領域課程調整教學活動示例 

課程形式 

█單一領域：社會 

□同領域跨科 

□不同領域跨科 

相關領域 

□語文領域（□國語文□英語文 □本土

語文/新住民語文 □第二外國語文） 

□數學領域 

□自然科學領域 （□物理□化學□生物

□地球科學） 

█社會領域（□歷史█地理□公民與社

會） 

□其他：           

□議題融入 議題名稱  

實施型態 ■集中式資優班 □分散式資優班 ■普通班（區分性課程） □資優方案 

階段/年級 
（可複選） 

國小：□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國中：□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高中：█十年級   □十一年級  □十二年級 

單元（活

動）名稱 環境探索─拓印校園、測繪建中、紅樓尋寶 

教學時間 本單元建議時數：6節 教學設計者 王永賢 

設計理念 

一、班級學生資優行為特質 

1.學生對地理議題有興趣，尤其是地理實察。 

2.對於儀器操作學習有濃厚的興趣。 

3.對周圍事物有高度的想像力，喜歡觀察與發表看法。 

二、班級學生起點行為 

1.高一生對新環境充滿好奇。 

2.學生未接觸過測量工具。 

3.對於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勇於表達看法與相互討論。 

三、課程調整重點摘要 

本單元是生活地圖的前導課程，以人地關係的觀點，由拓印校園開始，

引導學生對日常生活事物做有系統的觀察與探究、發現及解決問題，進行鄉

土環境探索。 

四、希望培養學生的重點能力 

1.藉由拓印校園培養學生的觀察能力及環境關懷。 

2.在操作中熟悉觀測的技術及其限制。 

3.上台報告自已的產出，在接受回饋與建議後，能轉化為探索的能量。 

學習目標 

一、認知 

1.方位量測的方法。 

2.瞭解及運用全球定位系統。 

二、情意 

1.和同學討論觀測的結果。 

2.透過地理實察提高對生活環境的關心。 

三、技能 

1.正確操作量測方位的工具與掌上型全球定位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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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由地圖上已知目標物的相對方向線來推論觀測者本身所在的位置。 

學習表現 

一、地理教學的基礎 

地理學的知識基礎在於探索環境過程的記錄或描述，以及其解釋，位置

是學科的主題之一。地理學自我期許的任務為觀察能力的培養和訓練；適當

的描述、正確的解釋；適當的評估、合理的規劃。 

二、學生的學習表現 

1.熟悉傾斜儀、GPS等測量儀器的操作方式。 

2.能單獨進行野外實察，並能登錄實察所獲得的資料。 

3.適當的描述操作過程，表達選擇主題的動機與目的。 

4.參與各項議題的討論。 

學習內容

調整 

高一課程介紹地理學觀點的初步核心概念─位置，期

盼學生能清楚知道自己身在何處，再由自己所在的地方開

始往外擴展，超越個人生活世界的侷限，進而考量其他各

地對個人的意義。 

受限於授課時數之限制，學生只能由書面或媒體中認

識地圖、工具及定位等概念，缺乏實際操作的驗證。本課

程利用人社班一個學分的研究方法，進行實作與討論。 

一、校園拓圖 

1.題目：自訂。 

2.器材： 

(1)A4紙一張 

(2)鉛筆、蠟筆、碳筆或墨，只要能留下拓記的皆可。 

3.作業 

(1)拓圖方式：不限制，橫塗、直塗或斜塗皆可。 

(2)拓圖說明：以 150字至 200字描述拓圖的理由。 

二、測繪建中 

1.工具：羅盤斜儀、建中校區平面圖。 

2.操作方式、項目：請參閱附錄—測繪建中活動單。 

三、紅樓尋寶 

1.目標：學會運用全球定位系統。 

2.器材：GPS。 

3.作業： 

(1)在 GPS輸入寶藏的座標位置，搜尋寶藏。 

(2)打開寶盒，標記寶藏上的名稱。 

調整策略： 

□重組 

█加深 

█加廣 

□濃縮 

□加速 

□跨領域/科目統整教

學主題 

□其他：             

學習歷程

調整 

一、開放式問題 

1.學生自訂觀察校園的主題，培養想像與觀察的能力。 

2.利用拓圖做觀察記錄，體驗非文字的記錄方式。 

3.探討測量數據差異，思考與測不準原理的類比。 

二、團體式的互動 

1.分組操作，增加團隊合作與討論的機會。 

2.操作說明發表，學生相互提問，進一步探索對校園的

體驗。 

3.利用互評表及回饋單，提供思考與討論的題材。 

調整策略： 

□高層次思考 

█開放式問題 

□發現式學習 

□推理的證據 

□選擇的自由 

█團體式的互動 

□彈性的教學進度 

□多樣性的歷程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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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環境

調整 

一、調整物理的學習環境 

1.觀察範圍延伸到校園、進行拓印、測繪、尋寶等活動。 

2.依活動分組，調整桌椅位置，方便交換數據及討論。 

二、營造社會-情緒的學習環境 

1.展示學生的產出。 

2.學生的作為和想法能反應在班級中。 

三、規劃有回應的學習環境 

1.作品相互觀摩中提出自己的想法或用回饋單提供意

見。 

2.口頭報告的時段，包含：同儕的提問及回應。 

調整策略： 

█調整物理的學習環

境 

█營造社會-情緒的學

習環境 

█規劃有回應的學習

環境 

□有挑戰性的學習環

境 

□調查與運用社區資

源 

□其他：             

學習評量

調整 

一、發展合適的評量工具 

本教學活動期盼能瞭解學生的學習歷程及成效，擬訂

的評量方式包括：教師評量、學習歷程、同儕互評、口頭

報告。主要目的在幫助學生瞭解已經精熟與尚需加強的部

分，並作為教師調整 Rubrics 評量規準、日後課程設計及

改進教學的參考。 

1.設計 Rubrics 評量規準。 

2.設計互評表及回饋單。 

二、呈現多元的實作與作品 

1.紙本 

(1)拓圖：學生自由選材，以圖像方式呈現對校園的臆

象。 

(2)測繪活動單：數據測量、反方位角運用。 

(3)尋寶活動單：登錄座標、景點資訊。 

(4)回饋單：對同學的作品、想法提供意見。 

2.口頭報告 

利用投影片或實物投影機表達想法與操作過程，包含主

題選擇、移動過程、拓印或測量、產出說明、自我反思

及回應提問。 

調整策略： 

█發展合適的評量工

具 

□訂定區分性的評量

標準 

█呈現多元的實作與

作品 

□其他：             

參考資料 略 
教學流程簡案 

名稱 教學內容 課前準備 

拓印校園 

第 1節 

1.教學活動介紹與說明 

2.拓圖方式說明 

3.拓圖主題選擇 

4.依自訂主題拓印校園 

第 2節 

1.拓圖成品展示 

2.口頭報告：拓圖過程、構想及回應提問 

3.評量回饋與總結討論 

簡報投影片 

A4紙 

彩色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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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教學內容 課前準備 

測繪建中 

第 1節 

1.傾斜儀使用教學 

2.測繪校園及填寫活動單 

第 2節 

1.展示活動單 

2.報告與討論 

(1)描述測繪過程 

(2)如何利用反方位角在圖上定位 

3.評量回饋與總結討論 

簡報投影片 

傾斜儀 

活動單 

紅樓尋寶 

第 1節 

1.全球定位系統教學 

2.GPS使用教學 

3.校園尋寶 

第 2節 

1.展示活動單 

2.報告與討論 

(1)描述尋寶過程 

(2)討論測量數據差異的因素 

3.評量回饋與總結討論 

簡報投影片 

定位點清單 

GPS 

寶藏盒 

活動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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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測繪建中 活動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1.請在地圖右上方的框格內標示指北針。 

2.請站在「活動中心」、「大操場中央」和「司令台」前，測量升旗竿頂端的仰角。 

活動中心                大操場中央                司令台前               

3.請在「司令台」前，測量「自強樓」和「活動中心」的方位？象限角 

自強樓                  活動中心                                        

4.請在「明道樓」104班花圃前，測量「莊敬樓」和「格物樓」的方位？方位角 

莊敬樓                  格物樓                                                   

5.請在「大門」面向「紅樓」，測量「夢紅樓」和「正誼樓」的方位？十六方位法 

夢紅樓                  正誼樓                                                   

6.在 A點，測得「明道樓」象限角為 N80°W，「排球場」象限角為 N40°E。 

請在地圖上標出 A點的位置。 

7.站在 B點，測得「格物樓」象限角為 S45°E ，「小涼亭」象限角為 S40°W。 

請在地圖上標出 B點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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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紅樓尋寶 活動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一、寶藏資料 

1.點位：081 

2.座標：N25°01.824、E121°30.719 

3.運用 GPS導航，找到寶藏的位置，打開寶藏盒記錄寶藏上的圖形！ 

請列出圖形名稱 

二、請列出下列航點的經緯度 

1.夢紅樓： 

2.排球場： 

3.活動中心： 

4.小涼亭： 

5.蔣公銅像： 

6.熱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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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Rubrics 評量規準 

口頭報告評量規準 
層級 

項目 4 3 2 1 評等 

口語

表達 
聲調、速度適中 口齒清晰 不夠清楚 

喃喃自語 

不知所云 
 

關注

會場 
關注全場 只注意某些區域 偶而關注會場 幾乎埋頭看稿  

畫面

展示 
編排精美 美觀清晰 平實呈現 不易閱讀  

簡報

內容 
突顯內容重點 條理、層次分明 主題表達不清楚 結構鬆散  

問題

回應 
回應中肯 回答不完整 實問虛答 大部分不回應  

其他

檢核 

1.預先備妥器材   □是  □否 

2.問候與自我介紹 □是  □否 

3.說明報告綱要   □是  □否 

4.掌控音量大小   □是  □否 

5.精準掌握時間   □是  □否 

6.簡報後致謝     □是  □否 

7.從容進、出場   □是  □否 

8.妥善分工合作   □是  □否 

 

觀賞後的回饋 

1.印象最深的部分 

 

 

2.請對簡報整體，提出一項建議 

 

 

3.請對同學的產出提出自已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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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洞穴奇案的十四種判決》閱讀與報告模擬法庭 朱沛文 

資賦優異學生社會領域課程調整教學活動示例 

課程形式 

▓單一領域：社會領域 

□同領域跨科 

□不同領域跨科 

相關領域 

□語文領域（□國語文□英語文 □本土

語文/新住民語文 □第二外國語文） 

□數學領域 

□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化學□生物

□地球科學） 

■社會領域（□歷史□地理■公民與社

會） 

□其他：           

▓議題融入 議題名稱 法律專題 

實施型態 ■集中式資優班 □分散式資優班 □普通班（區分性課程） □資優方案 

階段/年級 
（可複選） 

國小：□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國中：□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高中：□十年級 ▓十一年級 □十二年級 

單元 （活

動 ）名稱 
《洞穴奇案的十四種判決》閱讀與報告模擬法庭 

教學時間 本單元建議時數：12節 教學設計者 朱沛文、施創譯 

設計理念 

一、班級學生資優行為特質： 

此教學活動的對象為高二人文社會資優班學生。學生具有以下特質： 

（一）針對高二社會組同學，開設上學期（法律專題）、下學期（經濟專題）課

程，所以在高一下學期，先上公民與社會第三冊「道德與法律規範」，同

學經過學習法律的相關概念後，高二進入這個專題，便能具備探討的能力。 

（二）大部分人社班學生對於閱讀本書的動機都很強，過程中透過同儕互相激勵

及老師適當地引導即可。 

（三）全班共 27人，此書共 14種判決，故安排兩位同學一組擔任每項判決的法

官，須研讀後向大家論述該法官之觀點。 

二、班級學生起點行為： 

（一）因《洞穴奇案的十四種判決》書中各個法官的推論與判決，有些部分內容

艱澀，部分普通班學生會產生閱讀上的困難與障礙，但本班學生相關的閱

讀與思考理解能力整體高於普通班學生。 

（二）對社會與法律議題感興趣： 

1.在課堂中討論書中各種判決背後的法理，有深入探討議題的動機與興趣。 

2.會主動觀察、反思關於「社會正義」、「生命價值」等議題，並在心得中抒

發自己的看法與感受。 

（三）具進階思考與表達力： 

1.說話及寫作能夠把握重點，具有高度組織能力，能夠表達較複雜的想法。 

2.能將書中法官的觀點進行結構性的論述。 

（四）能夠專注投入困難度高的學習任務，對於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甚至是

人生中的兩難問題，享受思考與解決問題的學習歷程。 

三、依上述的學生特質與學習需求，課程調整策略重點摘要： 

（一）增加內容深度 

1.老師課前先帶領批判思考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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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本採用深入的《洞穴奇案的十四種判決》。 

（二）運用補充教材 

1.鼓勵並訓練學生主動查詢其他相關法律資料。 

四、希望培養學生的重點能力： 

（一）希望藉由閱讀文本與模擬法庭的訓練，養成學生思辨、查資料與表達的能

力。 

（二）閱讀後報告，老師與同學給予回饋與建議，養成接受不同意見與挑戰的勇

氣。 

（三）完成上台報告後，學生撰寫心得報告，培養其書寫與組織的能力。 

（四）老師設計兩個案例（關廠工人臥軌案、螺絲起子殺妻案），由學生分別扮

演法官、律師和檢察官，先要求學生查閱過資料後，各自撰寫答辯書、起

訴書與判決書，在模擬法庭上加以演練和攻防。 

學習目標 

一、認知目標 ： 

1.理解洞穴奇案道德兩難的困境，並思考解決對策。 

2.從準備模擬法庭的案例，進而瞭解法庭現況。 

3.從文本中理解各種法理哲學的意義與推論。 

二、情意目標 ： 

1.激發學習動機，主動與同組成員充分合作完成學習任務。 

2.透過洞穴奇案的例子，理解群己關係及人生求生存多元面向。 

3.從模擬法庭的案例中，體會群己、權益爭取、生命意義等關係。 

三、技能目標 ： 

1.能主動搜尋、閱讀並分析文本的相關資料。 

2.能理解書中法官的立場與意見，充分清楚闡釋出來。 

3.能撰寫相關答辯書、起訴書或判決書，並於模擬法庭上演示。 

學習表現 

一、公民與社會法律專題學習表現，主要有下列項目： 

1.在現有法律知識基礎上加深加廣。 

2.能肯定自我、欣賞他人，培養法治與普世人權的價值觀念。 

3.增進參與公共生活所需要的思考、判斷、選擇、反省、溝通、解決問題、創

新與前瞻等行動能力。 

二、本次教學設計依據學生特質，調整後的學習表現條列如下： 

1-1能清楚地將各自負責的法官的觀點說明出來。 

2-1 能有自信地演譯與論述，同時欣賞並選出表現優異者。有同學對文本閱讀

心得撰寫相當認真，甚至在本書的 14種判決之外，自己思索設計第 15種、

第 16種、第 17種、第 18種及第 19種判決觀點，這些觀點與邏輯未必很

成熟，但顯示人社班學生的優質與用心。 

2-2能透過法理的邏輯思考落實正確的法治觀念。 

3-1 能與該組同學針對負責的案例，分工合作，討論出在模擬法庭上攻防的相

關資料。 

學習內容 

調整 

針對人社班學生，較普通班學生不同的是： 

一、加深部分： 

文本採行的是較深入的 14種判決（普通班五種）內容條列

如下： 

（一）五位法官，五個觀點 

1.尊重法律條文 

調整策略： 

□重組 

▓加深 

▓加廣 

□濃縮 

□加速 

□跨領域/科目統

整教學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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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探究立法精神 

3.法律與道德的兩難 

4.維持法治傳統 

5.以常識來判斷 

（二）九位法官，九個延伸觀點 

6.撇開己見 

7.判案的酌情權 

8.一命換多命 

9.動機與選擇 

10.生命的絶對價值 

11.契約與認可 

12.設身處地 

13.判決的道德啟示 

14.利益衝突 

二、加廣部分： 

有正式的模擬法庭的操作及模擬法庭學習單。 

□其他 

學習歷程 

調整 

一、高層次思考 

在學習歷程中，教學者引導教學對象以探究、資訊篩選為

基礎，發展高層次的批判思考、創造思考、問題解決思考。 

二、開放式問題 

透過老師問題引導學生把學到的內容變成自己的創作，而

不是複述或總結一般的知識，最終目標是轉化學生的探究歷程

成為新的想法、觀念和觀點。 

三、推理的證據 

在學習歷程中，教學者鼓勵教學對象推理，推理的作用不

在作出事實或理論發現，而是證實、解釋並發展，形成具有普

遍性的理論體系。 

四、團體式的互動 

透過模擬法庭的操作，訓練學生：聚焦（學生挑選、決定

並聚焦在一個特定的元素或想法）、反思（學生衡量、思索與判

斷所選的想法）、執行（學生決定、整理、準備並產生一個作品

來展現他的想法）與溝通（學生向真實的觀眾進行作品的分

享）。 

五、多樣性的歷程 

綜上所述，學習歷程調整策略豐富多元，依教學活動與學

生特質將激發多樣性的學習歷程，以教學對象為中心，提升學

習的效率，且展現出教學對象多元智慧。 

調整策略： 

▓高層次思考 

▓開放式問題 

□發現式學習 

▓推理的證據 

□選擇的自由 

▓團體式的互 動 

□彈性的教學 進

度 

▓多樣性的歷程 

□其他：             

學習環境 

調整 

一、調整物理的學習環境：專科模擬法庭教室空間內配置 5個

群組討論桌與 2台電腦資訊設備，有利於教師、學生與同

儕進行開放式的問題討論、小團體或大團體的活動、獨立

研究或探索、彈性分組的教學活動及進行模擬法庭。 

二、營造社會-情緒的學習環境： 

1.學生的活動和想法能適度反應在班級中。 

2.學生具備成為獨立學習者的探究技巧和自我評鑑的能力。 

調整策略： 

▓調整物理的學習

環境 

▓營造社會-情緒

的學習環境 

▓規劃有回應的學

習環境 

▓有挑戰性的 學

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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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有回應及有挑戰性的學習環境：在此環境中，學生可

以因其學習需求，與其他學生分組一起學習。教師能即時

給予學生回饋，學生也會對教師的回饋予以回應，並讓學

生在進行小組成果發表時，有機會擔任主導者。 

四、在人社班海外教育旅行時，參訪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院並

旁聽法律課，也參觀模擬法庭教室，學生表現出高度的興

趣。 

□調查與運用社區

資源 

▓其他：參訪外國

學校並進行交流 

學習評量 

調整 

一、發展合適的評量工具：本次教學活動設計為充分瞭解學生

的學習歷程與成效，針對教學目標擬訂下列的評量方式，

包括：教師評量、檔案（學習歷程之學習單）、同儕評量（小

組發表同儕互評）、實作評量（口頭報告）。評量的最終目

的是為幫助學生瞭解已經精熟與尚需加強的部分，並作為

教師日後課程設計及改進教學的參考。 

二、呈現多元的實作與作品： 

1.傳統的紙筆測驗無法評量大部分資優課程之教學目標與成

果，本次教學活動最後的模擬法庭允許學生表現其批判思

考與問題解決能力。 

2.小組成果發表強調學生完成複雜、高層次的學習成果，以

實作作品表達展現，學生形成作品需要應用新技能與概念

而不只是回憶知識和事實的作品，作品呈現方式為口頭報

告、心得與模擬法庭演練及學習單。此外，學生也透過法

官、律師或檢察官的角色扮演，來凸顯討論的主題。 

調整策略： 

▓發展合適的評量

工具 

□訂定區分性的評

量標準 

▓呈現多元的實作

與作品 

□其他：             

參考資料 

陳福勇、張世泰譯（2013）。《洞穴奇案的十四種判決》。香港：商務印書館。譯

自 Peter Suber(1998). The Case of the Speluncean Explorers：Nine New 

Opinion。 

「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抗爭事件」維基百科。 

「螺絲起子殺妻」自由時報電子報。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中華民國刑法〉。 

教學流程簡案 

暖身活動 

引起動機 

1.觀賞哈佛大學桑德爾教授課程：「正義─一場思辨之旅」之煞不住火車。 

2.介紹《洞穴奇案的十四種判決》的故事背景，引起學生研究討論的興趣。 

發展活動一 

閱讀《洞穴奇案的十四種判決》及論述判決要點，上台報告並撰寫心得 

說明並討論分組： 

1.人社班同學共 27人 

2.任務分配方式： 

14種判決，每兩人負責一個判決的閱讀與論述。 

※附錄一（學生心得報告） 

發展活動二 
「模擬法庭」的演練 

說明並討論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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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師先介紹模擬法庭的規則。※附錄二（模擬法庭規則說明） 

2.老師提供兩個案例： 

(1)案例一、關廠工人臥軌案。 

(2)案例二、螺絲起子殺妻案。 

※附錄三、附錄四 

3.任務分配方式： 

(1)將全班分為兩組，每組各有法官、檢察官及律師。 

(2)決定採用之案例，即開始蒐集資料、加以研究、撰寫答辯書、起訴書。 

(3)於模擬法庭上，進行雙方攻防辯論。※附錄五（模擬法庭照片） 

(4)辯論時，同學須作觀審記錄，進行自評與互評，完成學習單並繳交。

※附錄六（模擬法庭學習單） 

(5)辯論後，法官繳交判決書。 

綜合活動 
1.老師做模擬法庭結語。 

2.學習單回饋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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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模擬法庭規則說明 

一、本次模擬法庭針對兩個案例分別進行。 

二、每場次模擬法庭共分為三個角色，分別說明如下： 

1.法官：聽取兩造辯論，根據雙方主張，依其自由心證及適用法律並進行宣判。開庭

時，其中一人擔任審判長，負責掌控開庭之秩序。 

2.檢察官：追訴犯罪，以犯罪嫌疑人為被告。 

3.律師：被告的辯護人，爭取其刑事責任之權利。 

三、時程安排： 

1.法官：依照檢辯雙方的訴狀，於 11月 19日進行宣判，並在 11月 26日繳交判決書。 

2.檢察官：11月 12日繳交起訴狀，並於 11月 19日模擬法庭上進行論罪申告。 

3.律師：依檢察官提出之起訴狀，於 11月 17日繳交答辯狀，並於 11月 19日模擬法

庭上進行言詞辯論。 

四、每場次模擬法庭時間為 40分鐘，檢辯雙方每人論述時間為上限 2分鐘、下限 1分

鐘，法官每人宣告判決時間上限 3分鐘、下限 2分鐘。下限時間短鈴 1響，上限時

間前 15秒短鈴 2響，到達上限時間後，按長鈴即應停止論述，審判長必須予以制

止。 

五、法庭進行模式：基於舉證責任，檢察官先派一人做論罪申告，接著由律師方派一人

針對該論點進行答辯。再由檢察官派另一人進行論罪申告，律師方再行答辯，依此

類推。 

六、其他說明： 

1.中場休息 5分鐘。 

2.每場次老師結語 5分鐘。 

3.兩場次之最後總結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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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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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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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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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賦優異學生社會領域課程調整教學活動設計－操作表格 

課程形式 

□單一領域：         

□同領域跨科 

□不同領域跨科 
相關領域 

□語文領域（□國語文□英語文□本土語文/新住

民語文□第二外國語文） 

□數學領域 

□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

學） 

□社會領域（□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其他：           

□議題融入 議題名稱  

實施型態 □集中式資優班 □分散式資優班 □普通班（區分性課程） □資優方案 

階段/年級 
（可複選） 

國小：□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國中：□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高中：□十年級   □十一年級  □十二年級 

單元（活

動）名稱 
 

教學時間 本單元建議時數：     節 教學設計者  

設計理念 

設計理念填寫說明： 

1.評估任課學生的學習特質及學習本單元活動的先備能力與起點行為。 

2.分析普通課程與資優學生學習特質的適配性，以評估學生的學習特殊需

求，說明教材之發展（選用/改編/自編教材），研擬本單元活動。 

 

 

 

學習目標 

 

 

 

 

學習表現 

學習表現填寫說明： 

根據學生學習需求研擬之本單元活動，列出能培養的學生能力及預期達到的

成就水平。 

 

 

 

學習內容

調整 

 調整策略： 

□重組 

□加深 

□加廣 

□濃縮 

□加速 

□跨領域/科目統

整教學主題 

□其他：             

學習歷程  調整策略： 

□高層次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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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 □開放式問題 

□發現式學習 

□推理的證據 

□選擇的自由 

□團體式的互動 

□彈性的教學進

度 

□多樣性的歷程 

□其他：             

學習環境

調整 

 調整策略： 

□調整物理的學

習環境 

□營造社會-情緒

的學習環境 

□規劃有回應的

學習環境 

□有挑戰性的學

習環境 

□調查與運用社

區資源 

□其他：             

學習評量

調整 

 調整策略： 

□發展合適的評

量工具 
□訂定區分性的

評量標準 
□呈現多元的實

作與作品 
□其他：             

參考資料 
 

 

教學流程簡案 

 

 

 

附錄 

1.學習單或可供學生參考之資料等 

2.教師回饋（含自我反思心得、教學策略改進、教學活動修正） 

3.學生回饋（含學生學習單範例紀錄、課程回饋、照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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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賦優異學生課程調整教師自我檢核表 

教師進行「資賦優異學生課程調整」時，可參考本表以檢視符合課程調整原則與需求。 

項目 檢核內容 
符合 

請打 

評估學生

學習特殊

需求 

已評估教學對象的學習特殊需求。 
例如：身心特質、興趣、起點行為、先備能力、優勢能力、學習風格等並

分析普通課程與資優學生學習特質的適配性。 

 

課程調整 

規劃 

根據上述學生的學習特殊需求，訂定本單元/課程之學習目標，發

展教學活動與教材（含選用/改編/自編教材）。 

 

本單元/課程已規劃學習內容調整（至少包含一項）。 
□重組 □加深 □加廣 □濃縮 □加速  

□跨領域/科目統整教學主題    □其他：       

 

本單元/課程已規劃學習歷程調整（至少包含一項）。 
□高層次思考 □開放式問題  □發現式學習   □推理的證據 

□選擇的自由 □團體式的互動 □彈性的教學進度 □多樣性的歷程  

□其他：       

 

本單元/課程已規劃學習環境調整（至少包含一項）。 
□調整物理的學習環境  □營造社會-情緒的學習環境  

□規劃有回應的學習環境 □有挑戰性的學習環境  

□調查與運用社區資源  □其他：       

 

本單元/課程已規劃學習評量調整（至少包含一項）。 
□發展合適的評量工具  □訂定區分性的評量標準  

□呈現多元的實作與作品 □其他：       

 

教學實施 

完成實際教學，且學生的學習表現大致符合原訂之學習目標。 
 

建置教學檔案。 
例如：授課教師及協同教師的教學檔案、觀察紀錄、師生互動、學習氣氛、

教學策略改進省思等。 

 

建置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 
例如：學生創作的成果作品、學習報告、測驗成績、學生對課程與教材的

回饋與反應等。 

 

課程評鑑 檢討課程調整後的教學成效並持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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