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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深美國民小學九十基隆市深美國民小學九十基隆市深美國民小學九十基隆市深美國民小學九十六六六六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二二二二學期領域學習課程計畫學期領域學習課程計畫學期領域學習課程計畫學期領域學習課程計畫    
（一）學習領域別：社會領域 

（二）實施時間：97 年 2 月 12 日～97 年 6 月 29 日 

（三）教學年級：四年級 

（四）教學節數：60 節（10 節資訊融入） 

（五）編修者：蒲彥錚 
 （參考南ㄧ版四下社會領域教學計畫；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社會領域教學計畫；設計者黃

怡真） 

（六）學習目標與相對應能力指標 
總目標 學習目標 對應能力指標 ㄧ、認識並欣賞基隆的民俗之美 2-2-2-1 認識家鄉與信仰有關的節慶 2-2-2-2 認識家鄉廟與習俗 2-2-2-3 認識基隆民俗之美 2-2-2 認識居住城鎮(縣市鄉鎮)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欣賞地方民俗之美。  二、經由基隆老街了解家鄉經濟活動與人文環境的變遷 2-2-1-1 經由崁仔頂老街，了解家鄉先民的商業活動。 2-2-1-2 經由家鄉的古道，了解家鄉經濟活動的歷史變 2-2-1-3 能透過實地走訪觀察了解基隆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遷。 2-2-1-4 認識家鄉傳統與現在的生活。 

2-2-1 了解居住城鎮(縣市鄉鎮)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遷。 
6-2-5-1 從學生自治活動中舉例說明選舉和任期制的功能 6-2-5 從學生自治活動中舉例說明選舉和任期制的功能。 5-2-1-1 舉例說明自己具有參與群體發展的權利 5-2-1 舉例說明自己可以決定自我的發展並具有參與群體發展的權利 6-2-1-1 從周遭生活中舉例指出不同權力關係所產生的權益傷害 6-2-1 從周遭生活中舉例指出不同權力關係所產生不同效果（如形成秩序、促進效率、或傷害權益等） 6-2-4-1 明白外來文化對家鄉生活帶來的改變。 6-2-4-2 培養對外來文化的包容與尊重。 6-2-4 說明不同的個人、群體(如性別、種族、階層等)與文化為何應受到尊重與保護，以及如何避免偏見與歧視。 

三、了解團體與個人之間的均衡關係。  
6-2-3-1 知道自己對家鄉有權利也有責任 6-2-3-2 實踐對家鄉所附之責任 6-2-3 實踐個人對其所屬之群體(如家庭、同儕團體和學校班級)所擁有之權利和所負之責任。 7-2-2-1 了解家鄉資源的意義和種類 7-2-2-2 了解家鄉資源對生活的影響。 7-2-2-3 認識家鄉特有的資源  

7-2-2 辨識各種資源並說明其消失、再生或創造的情形，並能愛護資源。  四、了解各種資源，及資源交換之經濟行為以維持生活 
7-2-3-1 能從資源交換情形中發現貨幣發明之需要 7-2-3 了解人類在交換資源時必須進行換算，因此發明貨幣 五、瞭解家鄉與外在生活環境之關連性。 9-2-1-1 說明各個網絡的全球化對全球關連性所造成的影響。 9-2-1 說明各種關係網路(如交通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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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2 全球化對家鄉造成的影響 9-2-1-3 知道對於全球化的各種改變有正向、積極的因應措施。 的全球化對全球關連性所造成的影響。 9-2-2-1 比較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經驗、事物和表達的方式 9-2-2-2 欣賞文化的多樣性 9-2-2 比較不同文化背景者闡釋經驗、事物和表達的方式，並能欣賞文化的多樣性。 
 

9-2-3-1 舉出外來文化、影響當地文化和生活的例子 9-2-3 舉出外來文化、商品和資訊影響當地文化和生活的例子 六、運用生活中各式資訊媒材協助了解及解決問題 1 能了解電腦教室使用規則 2 能了解自由軟體功能 3.能利用簡報軟體編輯並播放簡報內容 4.能利用網路搜尋需要的資料 5. 認識網路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 
資 4-3-1 了解電腦網路概念及功能資 3-3-2 能利用簡報軟體編輯並播放簡報內容。盡量使用自由軟體。 資 4-3-3 能利用資訊科技媒體等搜尋需要的資 資 5-2-1 認識網路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不侵犯智財權 

【議題融入】 

環境教育 2-2-1 能了解生活週遭的環境問題及其對個人、學校與社區影響 

環境教育 3-2-3 了解並尊重不同族群文化對環境的態度及行為 

人權教育 1-2-4 舉例說明生活上違反人權的事件，並討論發生原因 

人權教育 1-2-1 欣賞、包容各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七）社會領域教學計劃 

週

次 
日期 

學校（或

年級）重

要行事 

主

題 

對應能

力指標 

學習目

標 
主要教學活動 節數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 

1. 解釋本學期作業方式 

2. 課程內容 

2 實作評量  1 2.12-2.15 2.12(二 )始業式  資4-3-1了解電腦網路概念及功能 1 能了解電腦教室使用規則 2 能了解自由軟體功能 【資訊】 

1. 電腦教室使用規則 

 

2. 認識 0penoffice－pps 

1 觀察檢核  資訊教育 

2 2.18-2.22 量 身 高 體重 
家鄉的習俗與節慶  

2-2-2 認識居住城鎮(縣市鄉鎮)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欣賞地方民俗之美 2-2-2-1 認識家鄉與信仰有關的節慶 【家鄉的祭典－中元祭】 

和信仰有關的傳統節慶 

（1） 認識漢人中元節的習俗意義

與各地方的中元習俗特色。 

（2） 基隆中元祭的由來 依據道教說法，中元祭乃起源於農曆七月十五日地官生日，而另一佛教說法為「盂蘭盆會」，相傳佛陀弟子大目揵連尊者，為解救亡母的墜入餓鬼道，在七月十五日作「盂蘭盆」。 鷄隆中元祭，起緣於咸豐元年(1851)八月之漳泉械鬥，雙方死傷眾多；挑釁報仇即將發生的時候，有漳泉地方人士出面調解，再次械鬥之衝突終於平息；取代以字姓輪值主普姓輪值主普姓輪值主普姓輪值主普，，，，輪流舉辦中元超渡、普施孤魂幽靈，以血緣代替地域觀念，以賽陣頭賽陣頭賽陣頭賽陣頭來代替打破頭的野蠻行為；達成社會和

3 觀察檢核 學習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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諧，共存共榮的大同世界，行之已有 152年，堪稱歷史悠久。 
（3） 中元祭的內容� 雞籠中元祭慶典自農曆七月一日老大公廟開龕門開始歷經十二日主普壇開燈放彩，十三日迎斗燈遶境祈福，十四日放水燈遊行，海濱放水燈頭以及十五日公私普渡、跳鍾馗，八月一日的關龕門，慶典儀式活動時間長達一個月。 
 2-2-2 認識居住城鎮(縣市鄉鎮)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欣賞地方民俗之美 2-2-2-1 認識家鄉與信仰有關的節慶 （4） 中元祭典的民俗意義 每項基隆中元祭慶典皆有其歷史傳統、文化內涵及民俗意義；開龕門的意義是《使孤魂幽靈皆能於農曆七月至陽間領受甘露法食，和聽經聞懺，並得以解脫》。「斗燈」代表著同姓血緣生命共同體的濃厚關係，其上有尺、剪刀、秤、劍、鏡子各自代表著「古老傳統」的吉祥意義，字姓手爐的交接象徵著「代代薪傳」；放水燈頭是為水上孤魂照路，招引至陸地共享。七月十五日跳鍾馗，其意為押孤魂回府；八月一日的關龕門儀式，令使孤魂回歸冥界免遺害世間；農曆七月基隆中元祭慶典儀式全部圓滿結束。 

（5）完成社會筆記 

2 觀察檢核 學習筆記  
3 2.25-2.29 2.28(四 )和平紀念日 資3-3-2能利用簡報軟體編輯並播放簡報內容。盡量使用自由軟體。 資4-3-3能利用資訊科技媒體等搜尋需要的資料。  

3.能利用簡報軟體編輯並播放簡報內容 4.能利用網路搜尋需要的資料 
【資訊融入】 

1. 認識自由軟體簡報系統 

打開軟體，使用文字輸入 

2. 查詢基隆市中元祭典資料並閱讀

做筆記 

1 觀察檢核  資訊教育 家鄉的習俗與節慶 
2-2-2 認識居住城鎮(縣市鄉鎮)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欣賞地方民俗之美 2-2-2-2 認識家鄉廟與習俗 【家鄉的廟宇與民俗】 

1. 認識奠濟宮和慶安宮（漳州人） 

2. 認識神祇（田都元帥） 

3. 認識北管（得意堂和聚樂社） 

4.陣頭和廟會 

2 觀察檢核 學習筆記 環境教育 
4 3.3-3.7   

2-2-1 了解居住城鎮(縣市鄉鎮)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遷。 2-2-1-1 經由崁仔頂老街，了解家鄉先民的商業活動。  【家鄉的老街－崁仔頂】 

1.透過崁仔頂老街，了解家鄉早期

的商業活動。 

2.探討崁仔頂老街 

（1）了解家鄉老街興起的原因。 
  崁仔頂漁市在清朝時代就存在於基隆，由於海口的地緣關係，人們在此泊船登陸，慢慢旭川河邊便住滿了人，有人的地方就有買賣，於是有了市集的形成。在尚未建造基隆港之時，現今慶安宮媽祖廟的廟埕是一片沙灘地，轉角的孝一路剛好是旭川河畔上方，河與陸地自然形高低落差的崁，故稱「崁仔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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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崁仔頂早期建有七間一整排住家、商家兼有的房子，是基隆發展最早的街道，也稱崁仔頂街。由於地利，商家大多從事漁貨買賣  建了基隆港之後，漁船進入旭川河靠岸，漁民們抬著漁貨必須爬階梯上街道將貨委託商家銷售，由於石階也叫「崁仔」，崁仔頂漁市就一直沿用至今，而石階已隨旭川河加蓋而消失無蹤。 
 2-2-1 了解居住城鎮(縣市鄉鎮)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遷。 2-2-1-1 經由崁仔頂老街，了解家鄉先民的商業活動。  【家鄉的老街－崁仔頂】 

（2）透過圖片觀察，了解傳統街屋

的建築特色與空間設計。 
   崁仔頂地區的漁行街因為歷史悠久，所以保留了許多日據初期的磚木構造建築，漁行的建築特色是住商混合建築，下層作為工作的空間，以魚貨的批發買賣為主，上層樓則是居家生活的空間，「崁仔」的演變 
（3）在崁仔頂工作的人 魚行的拍賣員通常三人一組，一男二女，通常男的擔任糶手，女的一個負責拿著本子記帳，一個則收錢和找零 

3.討論崁仔頂商圈的演變 

  從漁獲減少→沒落→懷舊文化興

起 

 

2 觀察檢核 學習筆記  

5 3.10-3.14  
資3-3-2能利用簡報軟體編輯並播放簡報內容。盡量使用自由軟體。 資4-3-3能利用資訊科技媒體等搜尋需要的資料。  

3.能利用簡報軟體編輯並播放簡報內容 4.能利用網路搜尋需要的資料 
【資訊融入】 

1.認識自由軟體簡報系統 

2.查詢基隆市中元祭典、奠濟宮、慶

安宮、陣頭資料 

3.將找到的資料整理成報告內容 

3.以中元祭典、奠濟宮、慶安宮、陣

頭為主題做出簡報 

1 觀察檢核  資訊教育 家鄉的故事和建築 
2-2-1 了解居住城鎮(縣市鄉鎮)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遷。 2-2-1-2 經由家鄉的古道，了解家鄉經濟活動的歷史變遷。 【家鄉的老街－崁仔頂】 

4.準備老照片和現代比較 

省思：家鄉老街的衝擊與突破 

 

回家作業：收集自治市長政見 

1 觀察檢核 學習筆記  
6 3.17-3.21   6-2-5 從學生自治活動中舉例說明選舉和任期制的功能。 5-2-1 舉例說明自己可以決定自我的發展並具有參與群體發展的權利  

6-2-5-1 從學生自治活動中舉例說明選舉和任期制的功能。 5-2-1-1 舉例說明自己具有參與群體發展的權利  
自治市長政見收集與分析 

 

1.對學校之自治市長與學生自治團

隊功能的瞭解。 

2.收集五年級各自治市長之政見。 

3.以客觀角度加以分析。 

4.選民之權利與義務，了解自己有參

與群體的權利。 

5.知道選舉和任期制的功能 

 

2 觀察檢核 學習筆記 人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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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從周遭生活中舉例指出不同權力關係所產生不同效果（如形成秩序、促進效率、或傷害權益等） 5-2-1 舉例說明自己可以決定自我的發展並具有參與群體發展的權利  
6-2-1-1 從周遭生活中舉例指出不同權力關係所產生的權益傷害 5-2-1-1 舉例說明自己具有參與群體發展的權利  

【「權力」最偉大】 

1.新聞放大鏡－樂生療養院的抗爭

活動 

2.從「樂生療養院模擬搬遷影片」看

到政府爲了公共政策,利用政策宣導

而忽略病友權利（http://savelosheng.googlepages.com/home） 
2.討論權力所造成的傷害 

3.認識爭取權利的方式（美濃水庫、

杜邦設廠都是民眾的力量來改變政

府政策） 

2 觀察檢核 學習筆記  
7 3.24-3.28 3.28 自治市長投票 資3-3-2能利用簡報軟體編輯並播放簡報內容。盡量使用自由軟體。 3.能利用簡報軟體編輯並播放簡報內容  【資訊融入】 

1. 插入圖檔 

2. 繼續製作簡報 

1 觀察檢核  資訊教育 
8 3.31-4.4 4.4(五 )民族掃墓節 

家鄉的故事和建築 2-2-1 了解居住城鎮(縣市鄉鎮)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遷。 2-2-1-3 能透過實地走訪觀察了解基隆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遷。 
【校外教學】 

1. 步行參觀奠濟宮、慶安宮、崁仔

頂街、孝二路委託行商圈 

2. 廟口用餐 

3. 對於廟宇所供俸的神祇與信仰之

關係能夠進一步體認 

4. 走訪崁仔頂商圈、義二路商圈看

基隆產業及資源變化（繁榮到沒

落） 

3 觀察檢核   
資3-3-2能利用簡報軟體編輯並播放簡報內容。盡量使用自由軟體。 3.能利用簡報軟體編輯並播放簡報內容  【資訊融入】 

1. 完成製作簡報 

2. 美化簡報 

 

1 觀察檢核  資訊教育 
2-2-2 認識居住城鎮(縣市鄉鎮)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欣賞地方民俗之美 2-2-2-3 認識基隆民俗之美 【單元回顧】 

1.回顧家鄉的民俗節慶及廟宇文化

課堂重點 

2.完成基隆民俗之美概念圖 

1   9 4.7-4.11  統整週 2-2-2 認識居住城鎮(縣市鄉鎮)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欣賞地方民俗之美 2-2-2-6 認識基隆民俗之美 【完成「基隆民俗之美」檔案】 

製作檔案封面 

訂正筆記作業 

1 觀察檢核   
2-2-2 認識居住城鎮(縣市鄉鎮)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欣賞地方民俗之美 2-2-2-6 認識基隆民俗之美 期中紙筆評量 1   

10 4.14-4.18 期中考 家鄉資源 7-2-2 辨識各種資源並說明其消失、再生或創造的情形，並能愛護資 7-2-2-1 了解家鄉資源的意義和種類 7-2-2-3 認識家鄉特 【基隆挖寶樂─ 

何為資源？家鄉的特殊資源〈自然、

人力、文化、動物、植物資源〉】 

 

2 觀察檢核 學習筆記  



 基隆市深美國小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四年級教學計畫(社會領域教學計畫) 
 

60  

源。 7-2-3 了解人類在交換資源時必須進行換算，因此發明貨幣 有的資源 7-2-3-1 能從資源交換情形中發現貨幣發明之需要 1、什麼是資源？有那些資源？ 

2、資源概念圖 

3、介紹貨幣未發明之前的狀況（以

物易物），分析優缺點 

4、列出上述例子並提供資料尋找與

閱讀 

5、基隆的海洋資源分類〈引導學生

思考，有沒有以前是資源，而現

在已經不是或轉型的例子〉 

學生作業：找資源再生利用或資源

消失的資料或簡報 資4-3-3能利用資訊科技媒體等搜尋需要的資料。 4.能利用網路搜尋需要的資料 【資訊融入】 

1. 查詢家鄉特有資源 

2. 查詢資源衰竭及資源利用相關資

料 

1 觀察檢核  資訊教育 
11 4.21-4.25  家鄉資源 7-2-2 辨識各種資源並說明其消失、再生或創造的情形，並能愛護資源。  

7-2-2-4 了解資源保護的重要性 7-2-2-2 了解家鄉資源對生活的影響。  
【基隆挖寶樂】 

家鄉資源今昔差異之原因、提出資源

再利用與創新之例子〈漁業、礦業…〉 

引導學生思考，有沒有以前是資

源，而現在已經不是或轉型的例子 

 

1、學生上週案例分享與簡介 

2、思考資源創新、改型與再利用的

方式〈漁港與觀光〉 

提出現今家鄉可能可以再運用的資

源 

2 觀察檢核 學習筆記  

12 4.28-5.2  家鄉資源 
2-2-1 了解居住城鎮(縣市鄉鎮)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遷。 6-2-4 說明不同的個人、群體(如性別、種族、階層等)與文化為何應受到尊重與保護，以及如何避免偏見與歧視。 

2-2-1-4 認識家鄉傳統與現在的生活。 6-2-4-1 明白外來文化對家鄉生活帶來的改變。  
【豐富家鄉的生活】 

1.傳統生活 

（1）認識家鄉傳統生活中食、衣、

住、行和大自然的關係。 

（2）了解家鄉傳統生活的型態。 

2.擬定訪問題目，進行訪問來瞭解傳

統與現代的生活 

2.現在生活 

（1）了解家鄉現在生活的情形。 

（2）了解家鄉現在的人際關係。 

3.傳統與現在：比較傳統生活與現

在生活的差異，了解彼此的關係。 

回家作業：完成「動動腦」統計，及

訪問家長，下次上課用。 

3 1 觀察檢核 學習筆記   

13 5.5-5.9 校慶週 家鄉的生活 資3-3-2能利用簡報軟體編輯並播放簡報內容。盡量使用自由軟體。 3.能利用簡報軟體編輯並播放簡報內容  【資訊融入】 

1.播放投影片並報告內容 

2.同學分享回饋 1 觀察檢核  資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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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實踐個人對其所屬之群體(如家庭、同儕團體和學校班級)所擁有之權利和所負之責任。 

6-2-3-1 知道自己對家鄉有權利也有責任 【豐富的家鄉生活】 

4.討論與發表 

（1）藉由父母故鄉、成長地的調查

統計及「動動腦」的討論，了解現在

生活的改變，及其中仍受傳統觀念

影響的部分。 ＊引導兒童思考家鄉過去與現在的優缺點。 
（2）發表因應享受進步科技和尊重

大自然兩者取得平衡的解決之道。 ＊引導兒童尋找享受進步科技和尊重大自然的平衡點。 

2 觀察檢核 學習筆記 人權教育 

14 5.12-5.16 校慶週 家鄉生活 
6-2-4 說明不同的個人、群體(如性別、種族、階層等)與文化為何應受到尊重與保護，以及如何避免偏見與歧視。9-2-3 舉出外來文化、商品和資訊影響當地文化和生活的例子  

6-2-4-1 明白外來文化對家鄉生活帶來的改變。 6-2-4-2 培養對外來文化的包容與尊重。 9-2-3-1 舉出外來文化、影響當地文化和生活的例子  

【豐富的家鄉生活】 

1.透過家鄉現在生活的觀察，體認

家鄉現在生活的多元化。 

2.改變、包容與尊重 

（1）認識融入生活中的外來觀念。 

（2）了解外來文化、生活習慣形成

的原因或背景。 

（3）藉由接觸與了解世界文化交流

的情形，建立接受不同文化的健康

態度。 

【認識緬甸街及小菲律賓】 

1.「新移民」在台灣 

2.討論如何尊重「新移民」 

3.討論協助新移民如何適應 

 

3 觀察檢核 學習筆記 人權教育 

 資4-3-3能利用資訊科技媒體等搜尋需要的資料。 4.能利用網路搜尋需要的資料 學生作業：上基隆鄉土教育網看基

隆的歷史 

1  資訊教育 
15 5.19-5.23  

小眼睛放眼大世界 9-2-1 說明各種關係網路(如交通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的全球化對全球關連性所造成的影響。  
9-2-1-1 說明各個網絡的全球化對全球關連性所造成的影響。 【基隆與台灣、全球的互動─ 

家鄉的的特色與定位了解】 

〈經濟網、交通網、資訊網、人際

網〉 

1、討論分享你到鄰近縣市所做的或

觀察到的活動（瞭解縣市歷史、

內涵以及基隆與其他地方的關

連） 

2、閱讀基隆對外的經濟、交通、防

禦資料〈貿易往來、旅遊、軍事

角色〉 

3、透過小組的資料閱讀與整理分享 

4、針對資料解讀，並分析基隆在台

灣中所代表的意義 

2 觀察檢核 學習筆記 環境教育 

16 5.26-5.30   9-2-1 說明各種關係網路(交通網、資 9-2-1-2 全球化對家鄉造成的 【基隆與台灣、全球的互動─因應

全球化之各項措施】 

2 觀察檢核 學習筆記 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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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的全球化對全球關連性所造成的影響。 影響 9-2-1-3知道對於全球化的各種改變有正向、積極的因應措施。 
1、提出有那些訊息可以看到基隆對

台灣或全球的重要性。 

2、這些重要的地位，對基隆有那些

影響？對居住在此處的人有那些

影響？ 小眼睛放眼大世界 9-2-2比較不同文化背景者闡釋經驗、事物和表達的方式，並能欣賞文化的多樣性。 
9-2-2-2 比較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經驗、事物和表達的方式 9-2-2-3 欣賞文化的多樣性 

【世界大不同─國內外不同事物之

比較】 

1、基隆歷史 

2、多元文化的基隆 

3.製作基隆多元文化大事紀年表 

1 觀察檢核 學習筆記 環境教育   資5-2-1認識網路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不侵犯智財權  5. 認識網路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 【認識智慧財產權】 

1. 認識網路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

不侵犯智財權 

1. 資訊能力檢核 

1 觀察檢核  資訊教育 
17 6.2-6.6  

小眼睛放眼大世界 9-2-2比較不同文化背景者闡釋經驗、事物和表達的方式，並能欣賞文化的多樣性。 
9-2-2-2 比較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經驗、事物和表達的方式 9-2-2-3 欣賞文化的多樣性 

【基隆市的古往今來】 

2. 統整家鄉資源及外來多元文化 

3. 製作檔案封面 

2 觀察檢核   

18 6.9-6.13 6.12，6.13六 年 級 畢業考 6.14 一二四 學 生 學習成果展 6.15 三五學 生 學 習成果展 
愛在基隆 6-2-3 實踐個人對其所屬之群體(如家庭、同儕團體和學校班級)所擁有之權利和所負之責任。 6-2-3-2 實踐對家鄉所附之責任  

如果我是基隆小市長─ 

了解與回想家鄉特色、蒐集家鄉發

展與建設資訊 

1、製作家鄉概念圖 

2、從經濟、交通、文化、產業發展

討論家鄉發展的優勢與劣勢 

3、家鄉 SWOT分析 

4、記錄與討論可能可以發展或改進

的方向 

5、記錄與討論可能可以發展或改進

的方向 

3 觀察檢核 學習筆記 環境教育 
  期末評量 1    學習將自己所學整理並發表 家鄉導覽員─整理、展示這學期自己

工作的成果 

整理學習筆記〈排序、美編、封面封

底、序言、後記〉 

1 學習檔案 作品評量 自評及互評  19 6.16-6.20 6.16(一 )成果展補假 6.19，6.20期末考 
 

資4-3-1了解電腦網路概念及功能 1.能了解自由軟體功能 【能力檢核】 

1.檢核這段時間所學的軟體應用 

1   20 6.23-6.27 6.24 成績回歸  6-2-1 從周遭生活中舉例指出不同權力關係所產生的不同效果(如形成秩 1-2-3-3找出家鄉特色，並能發揚家鄉特色 6-2-1-1 了 如果我是基隆小市長─針對情境擬

定與討論建設方案 

1、再次針對上週某一問題〈優勢或

 3 觀察檢核 學習筆記 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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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促進效率、或傷害權益等)。  解不同職位有不同的責任。 6-2-1-2 家鄉中為家鄉服務的人。 劣勢〉，將問題的產生的原因加

以條列。 

2、運用表格討論形成共識。 

3、學生分組再次探討上述問題〈討

論不同主題，可能上週為別組討

論之主題〉。 

4、報告上週與本週的討論共識。 

5、兩組探討方向是否一致。 

6、分享所學。 21 6.30 大掃除 休業式    【放假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