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習者中心活動學習設計備課單(臺北市社會學習領域參考版) 

104.07.08 修訂 

學校名稱：臺北市建成國民中學 

任教學科：社會學習領域地理科  

單元名稱：人口與民族 

實施節數：共一節，每節 45 分鐘 

授課年級：八年三班 

授課日期：105 年 10 月 17 日 

教 學 者：林泰安主任 

備課成員：林泰安主任；黃怡君老師、

劉淑美老師、張稚鑫老師、鍾育均老師、

鍾筱萍老師 

 

課程綱要能力指標 

1-3-4 能利用地圖、數據和其它資訊，來描述和解釋地表事象及其空間組織。 

1-3-5 說明人口空間分布的差異及人口遷移的原因和結果。 

1-4-4 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口政策。 

 

單元學習目標 

主要概念（Big Ideas） 

一、中國的人口結構與素質特徵 

二、中國的人口問題 

三、民族組成、分布及民族問題 

關鍵問題（Essential  Questions） 

一、分析中國人口變化的時間尺度及空

間尺度特性。 

二、探究中國人口問題及因應策略。 

三、思考中國民族組成、分布與自然環

境的關聯性。 

學生能知道的知識（Knowledge） 

一、認識中國人口分布特徵。 

二、認識中國人口數量、性別比、素質

及流動等問題。 

三、了解族群組成與分布。 

學生能做到的技能（Skills） 

一、利用報導找出探討人口的要素 

二、利用圖表判斷人口特徵與問題 

三、利用線條分析所經地區民族的種類 

四、透過閱讀頗析民族的特性與問題 

學生特性 

學生特質分析 學生先備知識 

本班學生較少討論發表機會，整題素質

中上，班級內學生成績落差不小，所以

希望透過班級內的差異化教學來提升

學生學習效果。  

學生已經學過中國的疆域與區域劃

分、地形、氣候與水文。同時，在已有

使用過電子地圖與小組合作學習的經

驗。 

 

 

 

 

 

 促進討論 

學習空間 



 

 

 

教材組織分析 

心點線面的中國人口與民族教學教學過程，一個核心問題，點圖找出分佈、線

段頗析現象、面面相疊探究。 

                                    

 

 

學習表現的評量 

1.促進學習的評量(Assessment For Learning)→有圖有真相的有層次提問過

程 

2.評量即學習的評量(Assessment As Learning)→人口新聞單、中國要知族 

3.學習成果的評量(Assessment Of Learning)→一個字說人口趨勢 

 

本單元各節次學習活動設計的重點 

節次 學習重點 

一 了解中國人口的空間分布及現況結構 

二 探究中國的人口問題與因應策略、分析中國少數民族的分布特徵及其因素 

 

 

 

 

本單元第二節學習活動設計 

流程 內容 時間 學習指導 

點心面線的人口教學 



注意事項 

導入（引起

動機或複習

舊經驗） 
 

    利用中國的身分證字號及新聞事件點

出中國人口的結構與問題特色。 

   教師引導思考問題:中國政府於2013年

逐漸放寬一胎化政策的管制，但至 2015 年

止，發現申請第二胎的夫妻數量遠低於官

方預期，你認為可能受到那些因素的影響? 

15 人口新聞單 

 

開展（開始

新概念的學

習） 

步驟一:人口基數大 

問題:1960 年起，人口快速增加的原因?如

何因應? 

 
步驟二:性別比 

問題:政策轉為【男孩女孩一樣好，關鍵是

培養】的原因? 

 

步驟三:人口素質 

問題:政策轉為【男孩女孩一樣好，關鍵是

20 有圖有真相 

 



培養】的原因? 

 

 

 

 

 

 

 

 

步驟四:流動人口圖  

問題:從【為什麼要流?時麼時間流?】到【還

要流嗎?】 

挑戰（實現

伸展跳躍的

課題） 

    以絲路及茶馬古道路線為基底，探究

這些路線分別通過那些少數明族，並歸納

出北方因地形單調少數民族較少，分布範

圍較廣，但在新疆與中亞接壤的地方，彼

此族群往來頻繁，種類較為多元。西南方

因雲貴高原及橫斷山脈地區，因地形崎

嶇，造成阻隔，使少數民族較多。 

 

10 

 

中國要知族 



 

總結（統整

本節學習重

點） 

 

教師引導思考:請同學以【一個字】表達你

對2040年中國可能擬定的人口政策或出現

的人口現象，並加以說明? 

最後以心點線面歸納思考表格，完成本課

所學。 

5 

點(分布) 

線(數量) 

面(移動) 

心(素質)歸納術 

◎說明：學習指導注意事項可包含：1. 評量方式；2. 教師要準備的媒材、資料等；3. 

預測學生可能的答案或反應；4. 就學生可能的迷思或困惑所做的引導；5. 提問

層次；6. 其他注意事項  

◎學習活動設計注意事項： 

1、活動設計必須以學生學習和意義建構為前提。 

2、活動設計重在培養學生探究、合作、表達的能力。 

3、表中的「開展」與「挑戰」流程，以虛線隔開，表示可視需要循環進行。 

4、用不同層次的提問做為學習鷹架，引導學生知識理解、意義建構及學習遷移。 

 

 

 

 

 

 

 

 

 

 

 

 

 

 



 

人口新聞主題:                                   

                                         （建成通訊社報導 2016.10） 

    一胎化政策造成 421 時代的到來，即是家庭由 4 名祖父母、2名父母和 1

名子女組成。最終可能造成 1名子女需負責 6位長輩的撫養。 

   為此，中國大陸為因應人口老化，中共第 18 屆五中全會決定結束一胎化

政策，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新計劃生育政策。 

   中共第 18 屆中央委員會第 5次全體會議（第 18 屆五中全會）決定，促進

人口均衡發展，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

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 

大陸勞動年齡人口 2012 年減少，為數十年來首見，使大陸可能成為全球

第一個「未致富、先變老」的經濟體。 

中國大陸自 1979 年推行獨生子女政策，通常情況下，一對夫婦僅允許生

育一胎，雖抑制瞭出生率，但卻也造成「逆殺女嬰」及「兒皇帝」的社會現

象。至 2010 年，中國大陸總生育率僅為 1.18，遠低於世代更替水平（2.1 以

上），不到世界平均水平（2.5）的一半。2013 年底，中共第 18 屆三中全會決

定啟動實施「單獨二孩」後，大陸又一次人口政策調整，但民眾生育意願遠

低於政府預期。2016 年 1 月 1日，全面兩孩政策生效，是否能達到政府預期，

不得而知。世界衛生組織預測，到 2050 年，大陸將有 35%的人口超過 60 歲，

成為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 

一、 一胎化政策始自 1979 年，此時所遇到的人口問題是什麼?  

 

二、 一胎化政策下，所產生的「逆殺女嬰」及「兒皇帝」的社會現象，反映

在新生兒性別比上有何特色? 

 

三、 2010 年，中國大陸總生育率僅為 1.18，反映出勞動力資源的何種問題? 

 

四、 從一胎化政策、獨二孩、全二孩到，2050 年預估大陸將有 35%的人口超

過 60 歲，試說明中國人口金字塔圖演變過程? 

 

小組:第         組 

組員姓名:                    

                             

                             



 

一個字，說人口趨勢 

 

    請以【一個字】表達你對 2040 年中國可能擬定的人口政策或出現

的人口現象，並加以說明? 

一、 我會選哪一個字? 

 

 

 

 

二、 為什麼我會選這個字? 

 

 

 

 

 

 

 

 

小組:第         組 

組員姓名:                    

                             

                             



 



臺北市國中領域共同備課自我檢核表（草案） 

學校：建成國民中學              報告主題：人口與民族          報告日期：2016/10/19 

報告者：林泰安主任 

共備教師：林泰安主任、劉淑美老師、黃怡君老師、鍾育均老師、張稚鑫老師、鍾筱萍老師 

一. 共備相關資料：(請勾選提供項目，可複選) 

■教案設計或學習單 █共備及議課記錄 ■共備發表 PPT 

█公開觀課影片  █學生學習回饋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二. 共備亮點自評：(前 4項請用圈選自評) 

檢核重點 

自評 

亮點 

特色 

符合 

預期 

部分 

符合 

1. 單元學習活動 

設計的完整性 

 

(1) 單元學習目標 5 4 3 2 1 

(2) 指導學生預習 5 4 3 2 1 

(3) 教材組織分析 5 4 3 2 1 

(4) 學習表現評量 5 4 3 2 1 

(5) 教學流程 5 4 3 2 1 

(6) 學習者中心精神 5 4 3 2 1 

2. 課堂教學研究三部曲 

(共同備課公開授課共同議課)的歷程與成效 
5 4 3 2 1 

3. 展現教學省思與改進策略 5 4 3 2 1 

4. 共同備課整體成效 5 4 3 2 1 

5. 本次共備亮點、特色 

本次共備分享聚焦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設計，期待透過多層次的提問與資訊豐富

表單資料，激發學生解決習習任務的熱情與動機。 

6. 未來規劃、待突破困境或需求建言 

在教學順序上，經共備會議後，會再做調整，讓整個教學的節奏可以更加輕快鮮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