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中壢區新明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生活課程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 

二、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生活課程課程發展小組研討會決議。 

貳、基本理念： 

國民小學低年級課程乃屬國民教育之開端，特別應以生活為重心，統整人與自己、人與

社會、人與自然的關係，發展生活中的各種互動與反省能力，奠定從生活中學習的基礎。 

參、課程目標： 

生活課程設置的目的在於引導學童經由生活中的體驗與探索、理解與欣賞、溝通與合 

作、表現與實踐等學習歷程，提升其對周遭人、事、物與環境的覺知及互動能力，增進其 

適應生活及改善生活的態度、知能及實踐的能力。課程目標如下： 

一、探索生活中人、事、物及環境的特性與變化，增進探究事理的能力，獲得學習的樂趣，

展現自信。 

二、發現並嘗試解決問題，透過各種媒介與表徵符號表達感受與想法，於生活中應用所學 

並身體力行。 

三、覺察生活中文化、藝術及自然現象的豐富性，尊重與欣賞其歧異，建構重要概念，發 

展生活技能與方法。 

四、體認生活規範建立的意義，使用合適的語彙或方式與人互動及合作，建立起良好生活 

習慣，並能關懷環境與尊重生命。 

五、省思生活中人、事、物互動現象對自己的意義，發現生活之美並應用於生活。 

肆、核心素養  

下表係依循《總綱》各教育階段核心素養之具體內涵，結合生活課程之基本理念與課 

程目標後，在生活課程內的具體展現。 

 

 

 

 

 



 

 

 



 

 

伍、現況概述： 

一、師資陣容：以級任老師授課為原則。授課教師只要詳加閱讀教學指引以及相關文獻，並

透過校內外之培訓研習課程，及班群討論，提昇教師專業素養，即能順利教

學。 

二、學生部分：生活課程在一、二年級進行教學活動。本校一年級學生 99.999﹪都有接受至

少一年以上學前教育，學生受文化薰陶經驗豐富，有禮貌、知進退，具有活

潑樂觀、積極參與活動且自律的特性。 

三、目前實施方式： 

(一)依據教育部公布十二年國教一零八課綱內容及學校總體行事規劃課程目標，並依領

域課程小組選用符合學校願景之教材，來建構教學主題及學生學習教材、研擬課程

規劃及進度。因應地區特性、學生實際需要且配合能力指標來調整、刪減教學活動。 

(二)配合教師專長，進行協同教學。 

(三)教學方式包含直接講述、實地參觀、角色扮演、實際操作、分組報告…，視教材內

容及學生學習需要，提供多元型態的教學活動設計，不僅刺激教師潛能的開發，更

能引導學生學習具備帶著走的能力。 

(四)將認識世界課程融入式教學。 

陸、實施原則： 

一、本計劃應與相關配套計劃執行：如學校行事活動、學年教學計劃、班級經營計劃等等。 

二、課程應以教學活動為核心，以學生學習為主體，確實實施多元評量。 

三、計劃應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始得實施，修正時亦同。 

四、特殊需求學生之能力指標參照各階段基本學力指標，採加深、加廣、加速、簡化、減量、 

分解、替代與重整方式進行學習內容的調整。 

柒、課程設計： 

一、理念： 

(一)教材內容選編注意要項與重點： 

1.要考量多面向統整融合。 

2.以學生生活體驗為核心。 

3.評估教師教學勝任程度。 



4.易改編且不失教學目標。 

(二)教學活動應透過教學群運作，結合班級經營計劃，以達本課程分段能力指標。 

(三)觀照各領域間統整、學生適性發展、採多元評量、實施課程評鑑，確保教學品質。 

二、實施內容： 

(一)教材選編：依據教育部審定版本由新學年度領域小組選書定案。 

(二)實施時間與節數： 

1.一個學年度分上下兩學期。 

2.課表編排：以週課表領域學習時間排課，排課 40週，低年級每週授課 6節。 

        (三)教學方式： 

1.採班級教學並依教學群之教學計劃進行。 

2.配合家長及社區資源共同進行。 

三、教學資源 

(一)學校資源 

1.室內、外活動場地：各班級教室、社會學習領域專任教室、生態教學園區、綜合

教室。 

2.教學教具：各版本教材所附之掛圖、統計圖表、VCD…等操作型教具。 

3.視聽器材：電腦、投影機、DvD、收錄音機、相關影帶。 

4.資訊設備：網路系統、數位電台、有限視訊。 

(一)社區教學資源 

行政機關（戶政事務所自強工作站）、警察局、郵局、李義輝圖書館、社區發展委

員會、代表會、家長會、里鄰長、相關企、商業。 

捌、課程銜接： 

生活課程的特點是由三領域（社會、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由結合到融合，經

由以學生生活環境為主體的學習，使生活課程的發展符合學童生活整體性的原始面貌。

其連貫策略有以下七個原則： 

一、以學童幼兒時期的教育經驗為基礎，思考低年級學童在生理與心理的發展下，以社會、

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與人文三領域能力為基礎，分析決定兒童面對生活環境時，生活

課程應當給予學童學習的內容、面向。 

二、確定生活課程原屬三領域必須達成的重要概念與技能，以及可融合出現的主題，確立學

習基礎架構。 

三、教材內容的編寫盡量使教師以生活體驗及社會的整體性來看待學生的學習，而不是以領

域知識的角度看待生活課程。 

四、對於一些能力指標無法流暢的融入架構主題的學習，將以單獨節次的形式呈現，使統整

的設計成為有意義且密切結合的學習。 

五、各主題的連貫依據季節與時令，符合學童生活經驗，統整主題內容可以完全應用於生活

中。 

六、各冊內容之間的連貫強調學童能力的增加與生活環境的擴展，加強其深度與廣度。 

七、對於生活課程的學習與中年級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以及藝術與人文三領域能力指標的

銜接，強調其難度的增強與銜接的連續性，使學生學習不至於出現斷層活重疊的困惑



感。 

  玖、計畫應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始得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