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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中小社會

領域課程綱要的學習內容說明

地理
報告人：林聖欽

理論基礎

•主要依據總綱和本領綱的基本理念與課程目標，並

參考國際地理聯合會公布之《2016地理教育國際憲

章》 (IGU：2016 International Charter on Geographical Education )揭

櫫的基本精神而研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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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憲章的主張：
1.地理學是關於地球及其自然和人文環境的研究。地理學使得從地方

到全球尺度研究人類活動及其相互關係、人類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
用成為可能。

2.地理學經常成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橋樑，是處理空間變化卓越
的學科，空間變化即現象、事件和過程在地方內和地方間的變化。
因此地理應該被認為是所有社會所有公民教育的必要組成部分。

地理對教育的貢獻
地理探究滿足並滋養好奇心。地理視角説明人們加深理解許多當代
面臨的挑戰，諸如氣候變化、食品安全、能源選擇、自然資源的過
度開發和都市化。

重要的研究問題
1.學生需要學習什麼地理內容？學生的錯誤認知和先備概念是什麼？
2.如何提升學生的地理知識、理解力和技能？
3.如何理解學生的地理學習進展？怎樣對他們進行最好的測驗和評量？
4.提升地理教育品質的有效教學資源和材料的特徵是什麼？
5.哪些教學方法在提升地理教育品質方面既有效果又有效率？
6.如何改善地理教師教育以提升學校教學品質和學生學業成就水準？
改善地理教學中的課程、教學和評量實踐；【中學端】
在地理教師和教育者中發展「研究導向」，以使他們能對教育實踐

進行反思性和批判性的參與，並發展要求提升地理教育品質的專業
「思維習慣」【師培端=大學+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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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訂方向

1.以培養核心素養為導向，學習內容兼顧學科知識、技能及核心素養的連結。

2.強調領域內的縱向連貫，既銜接國小階段的學習經驗，也提供高中學習內

容加深加廣的基礎。【國中以地區為綱，高中以主題為綱】

3.注重領域間的橫向聯繫，既考慮與歷史、公民與社會的分工，也提供跨領

域教學的平台。

4.重視學生自主探究和小組合作學習。

國中地理課綱型態(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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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一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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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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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公共同特點
1.避免重複學習－與國小、高中內容適度區隔
2.內容簡化－學習內容大約只佔12-13節，其餘做為操作學生活動時間
3.內容開放－提供大致方向，但實質敘寫內容由教材設計者自行規劃
4.探究活動－讓教學特色得到最大發揮，也提供史地公共同備課
其他特點
1.嘗試在學習內容凸顯原住民的主體性
2.嘗試在學習內容跳脫歐美為中心的論述
3.嘗試在學習內容強調田野觀察、訪查的實作

研修特色

草案公聽會課審會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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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項目：人與環境、全球關聯、環境差異、環境的變遷
國中項目：【基本概念與臺灣】世界中的臺灣、臺灣的地形與海域、

臺灣的氣候與水文、臺灣的人口與文化、臺灣的產業發
展、臺灣的區域發展，【區域特色】中國、大洋洲與兩
極地區、季風亞洲、西亞與北非、漠南非洲、歐洲與俄
羅斯、美洲，【地理議題】臺灣的地名文化議題、臺灣
的食品安全議題。

高中項目：【地理視野】臺灣與世界、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
東西文化的接觸與區域發展、孤立位置的發展特色、伊
斯蘭世界的形成與發展、歐洲文明的發展與擴散、超級
強國的興起與挑戰、南方區域的發展與挑戰、全球化

即是主題
的欄位

2.內容簡化－學習內容佔12-13節，餘為學生活動時間

a世界中的臺灣

地Aa-IV-1全球經緯度座標系統
地Aa-IV-2全球海陸分布
地Aa-IV-3臺灣地理位置的特性及其影響
地Aa-IV-4探究活動：臺灣和世界各地的關聯性

b臺灣的地形與海域

地Ab-IV-1地形與海岸的分類
地Ab-IV-2臺灣主要地形的分布與特色
地Ab-IV-3臺灣的領海與經濟海域
地Ab-IV-4探究活動：土地利用與環境倫理

c臺灣的氣候與水文

地Ac-IV-1天氣與氣候
地Ac-IV-2臺灣的氣候特色
地Ac-IV-3臺灣的水資源分布
地Ac-IV-4探究活動：颱風與生活

㇐個學期以3個項目12個條目+1個田野觀察(訪查)為學習內容

七上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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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上
中國(㇐)
中國(二)

2.內容簡化－學習內容佔12-13節，餘為學生活動時間

各項目雖然隱含邏輯連結關係，但容許教科書編輯者調整順序。

3.內容開放－提供大致方向，內容由設計者自行規劃

b臺灣的地形與
海域

地Ab-IV-1地形與海岸的分類
地Ab-IV-2臺灣主要地形的分布與特色
地Ab-IV-3臺灣的領海與經濟海域
地Ab-IV-4探究活動：土地利用與環境倫理

例如土地利用與環境倫理的實作，可由設計者自行選取案例來操作，
像是海岸土地利用、山坡地土地利用、行水區邊際土地利用等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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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探究活動－發揮教學特色，提供史地公共同備課

d季風亞洲(㇐)
東北亞

地Bd-IV-1自然環境背景
地Bd-IV-2產業與文化發展的特色
地Bd-IV-3東北亞經濟發展的成就與挑戰
地Bd-IV-4探究活動：臺灣與東北亞的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可以是傳統文化的互動，也可以是現代流行文化的傳播

a 臺 灣 的 地
名文化議題

地Ca-IV-1「臺灣」地名的由來與指涉範圍的演變
地Ca-IV-2鄉鎮市區地名的由來與變遷
地Ca-IV-3聚落地名的命名與環境、族群文化的關係
地Ca-IV-4探究活動：地名和生產活動、產物命名等

商品行銷的關係。

b 臺 灣 的 食
品安全議題

地Cb-IV-1農業生產與地理環境
地Cb-IV-2食物運銷與國際貿易
地Cb-IV-3飲食文化與食品加工、基因改造食物
地Cb-IV-4探究活動：食安問題的解決策略

預期在九年級下學期的兩個議題，提供史地公共同備課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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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嘗試在學習內容凸顯原住民的主體性

f 臺灣的區
域發展

地Af-IV-1聚落體系與交通網絡
地Af-IV-2都市發展與都市化
地Af-IV-3臺灣的區域發展及其空間差異
地Af-IV-4探究與實作：原住民族文化與生態保育政策

不同於過去在談環境與開發之間的衝突
這次議題是直接討論原住民傳統生活領域與國家公園等保護區政策
之間的矛盾

a中國(㇐)

地Ba-IV-1自然環境的地區差異
地Ba-IV-2傳統維生方式與人口分布
地Ba-IV-3人口成⾧、人口遷移與文化擴散

c大洋洲與
兩極地區

地Bc-IV-1自然環境與資源
地Bc-IV-2產業發展與交通
地Bc-IV-3區域的戰略競合
地Bc-IV-4探究活動：大洋洲與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的關聯

不同於過去將大洋洲放在全部單元的最後
這次是以文化擴散的角度，依序認識中國漢文化與臺灣、臺灣原住
民文化與大洋洲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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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群島

南島語族的起源

1.本有麥克羅尼西亞、中國、中南半島、西新幾內亞是起源地的觀點。近代
學者漸趨相信臺灣是南島語系民族的原居地。

2.㇐般而言，南島語族早在6000年前從中國東南來到臺灣，包括泰雅、鄒、
賽夏、巴則海、洪雅族。排灣系統則在5000年前來到臺灣。
有聖山傳說

3.平埔族中的噶瑪蘭族為3000年前來到宜蘭，凱達格蘭族為2000年登陸於
三貂角或淡水河口；猴猴族則在1000年前從立霧溪口登陸花蓮，達悟族
則是在400年前從菲律賓島嶼往北遷至蘭嶼。
有海外小島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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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遷移傳說-海外小島sanasai

卑南族發源地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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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李壬癸，台北：常民文化，1997。
臺灣原住民社會與文化，王嵩山 ，聯經，2001。
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李亦園，聯經，1982。
Taiwan Aboriginal Culture Park：http://www.tpg.gov.tw/tacp/english/home.tw

有系統介紹台灣原住民族群的分布、文化特色、食物、物質文化、生
存方式、音樂、藝術，內容深入淺出，設計活潑，可以對臺灣原住民
有㇐個初步而完整的認識。

2.嘗試在學習內容跳脫歐美為中心的論述

g漠南非洲

地Bg-IV-1自然環境與資源
地Bg-IV-2漠南非洲的文化特色與影響
地Bg-IV-3現代經濟的發展與挑戰
地Bg-IV-4探究活動：漠南非洲的公平貿易議題

h歐洲與俄
羅斯

地Bh-IV-1自然環境背景
地Bh-IV-2產業活動的發展與文化特色(後略)

不同於過去將非洲放在歐美的最後，強調殖民經濟的發展
這次是以非州為主體，嘗試討論非洲文化、經濟與其他大洲的關係
以往東南亞也放在歐洲單元之前，但並無礙東南亞殖民經濟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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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2 鑽石3

石油1

黃金2、可可、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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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經濟繼續向好的主要原因是：
1.本土旺盛的消費需求， 2.資源類初級產品相對較高的價格，
3.得天獨厚的人口紅利， 4.與新興經濟體日益緊密的經貿合作。
與此同時，還應該看到非洲經濟的另外㇐面，
1.非洲經濟成⾧的不平衡性與脆弱性同時並存：區域差異、疾病問題
2.增強自主發展意識：向東看、基加利共識
2011-2015，中國不僅連續5年成為非洲最大貿易夥伴，而且非洲已
經成為中國在海外第二大工程承包地和第四大投資目的地。
3.經濟轉型：非洲經濟㇐體化，2017年完成覆蓋整個非洲54個國家
的超級自貿區(尚未達成)

3.嘗試在學習內容強調田野觀察、訪查的實作
d季風亞洲(㇐)東北亞
e季風亞洲(二)東南亞
和南亞

f西亞與北非

田野觀察

配合Bd、Be、Bf 的學習內容，觀察學校附近具
有異國色彩的商店分布，並使用主題地圖或語言、
文字、圖像、影音等符號形式呈現其觀察結果，
教師可與其他學科教師配合總綱揭櫫之議題協同
設計。

預期在七、八年級，每個學期搭配教學內容，進行田野觀察，培養
學生實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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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maps/d/u/0/edit?mid=1Fz6AjIr9ga255J0UEpnVyFaYSQk&hl=zh-TW&ll=24.982888892158634%2C121.56086620158555&z=17

田野訪查

1.教師可與其他學科教師配合總綱揭櫫之議題
協同設計，訪查學校附近地名蘊含的意義。

2.教師可與其他學科教師配合總綱揭櫫之議題
協同設計，訪查並統計學校附近賣場的農產
品生產國家來源及其蘊含的意義。

(以上二活動可擇㇐執行)

預期在九年級，以七、八年級的田野觀察基礎，同樣搭配教學內容，
進行進階的田野訪查，培養學生實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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