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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簡介

 七年級---3班、八年級---3班、九年級---3班

共9班小而美！！



蘭州國中社會領域團隊

歷史：陳裕貞老師
地理：林郁均老師

陳韻琇老師
公⺠：曾晉邦老師



地理、歷史、公⺠的火花激盪



跨學科的思辯尋找領域中的共同點

注重歷史的脈絡：
時代的背景＆⻑期間的交互影響

注重人地的關係：
⾃然的條件＆人類適應後產生的

生活型態



地理科—第二冊CH3

歷史科—第二冊CH6

公⺠科—第五冊CH5

台灣
的產業



共備行事曆(104.)
週次 日期 共備內容 備註

預備
週

8/28 共備主題的擬定(以地理科第二冊第三
章第二、三級產業)

全體社會領
域教師

3 9/16 「學習者中心」理論分享 全體社會領
域教師

5 10/2 單元主題與歷史科的連結 歷史、地理
科教師

6 10/6 主題概念、觀念問題研討 全體社會領
域教師

6 10/7 單元各節次學習活動重點、評量方式 全體社會領
域教師

8 10/20 各節次學習活動設計 全體社會領
域教師



各節次學習活動設計
教學的起、承、轉、合



課程綱要能力指標
1-3-11 瞭解臺灣地理位置的特色及其對臺灣歷史發展的影
響。
1-3-12 瞭解臺灣具備海洋國家發展的條件及優勢。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緣環境的感受，願意提出改善
建言或方案。
2-2-1 瞭解居住地方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遷。
2-4-1 認識臺灣歷史(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的
發展過程。
2-4-4 瞭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世界的互動關係。
7-3-4 瞭解產業與經濟發展宜考量區域的⾃然和人文特色。
7-4-1分析個人如何透過參與各行各業與他人分⼯，進而產
升整體的經濟功能。
7-4-3 探討國際貿易與國家經濟發展之關係。
7-4-4舉例說明各種生產活動所使用的生產要素。

地
理

歷
史

公
⺠



104.9/16「學習者中心」

學生特質分析
1. 空間概念架構清晰，但數學
演練及閱讀能力仍待加強，
須由教師引領。

2. 具備分組討論能力，且願意
積極參與組內討論。

學生先備知識
1. 學生已知臺灣的位置與範圍，
以及和世界之間的互動關聯。

2. 學生已知臺灣的地形特徵、
氣候類別以及⾃然環境對人
類發展的優缺點。



本單元各節次學習活動設計的重點
節次 學習重點
⼀ 能知道⼯業的類別及⼯業區位
二 能知道台灣⼯業的發展歷程
三 能知道服務業的類型及台灣在世界經濟體

系中扮演的角色

教材內容結構分析



主要概念（Big Ideas）

人地關係—
1. 分析⼀地⾃然環境、歷史背景，
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
形態

2. 解釋⼀特定區域之特性發展時
間軸與國際關係間的交互關聯。

關鍵問題（Essential  Questions）

1. 臺灣的⾃然條件特色，對發
展各級產業有何優劣勢?

2. 臺灣在⾃然與人文交互影響
下，各級產業在發展過程中
有哪些轉變?

3. 目前臺灣發展主軸已由農業
轉向⼯商業為主，其中⼯業
又主力發展⾼科技⼯業，未
來有可能碰到何種發展限制?

學生能知道的知識（Knowledge）

1. 能知道⼯業的類型以及其特性
2. 能說出不同類型⼯業的區位條
件

3. 能解釋臺灣⼯業發展的歷程經
過

4. 能知道服務業的種類與特性
5. 能了解在世界經濟體系中，臺
灣的產業發展以及優勢。

學生能做到的技能（Skills）

1. 能透過圖表，瞭解臺灣產業
與世界的關聯和依賴度。

2. 能讀懂地圖，並說明台灣⼯
業空間分布的特性。

3. 能增進資料蒐集以及整理發
表的能力



流程 內容 時間 學習指導/注意事項

準備活動
（引起動機或複習舊有經驗）

⼀ 排排看: 請同學們就你們所了解的輕、
重⼯業、⾼科技⼯業，進行分類，排出
圖片中的產業屬於哪⼀類型的⼯業。

二、對對看；就簡報檔的圖片，核對每組所
分類的產業是否正確。

5分

準備輕⼯業、重⼯業、
⾼科技圖片，每組⼀份
圖卡

發展活動
(開始新概念的學習)

⼀ 分別說明及講解各⼯業類型及其
特色。

二 小組討論:課前由各小組抽討論主
題，提前蒐集相關資料。

各組主題題目如下:
第⼀組:
1.臺灣有那些輕⼯業?分布的地區及
發展情形?

2.臺灣的⾃然條件對輕⼯業的發展
有何優點和限制?
第二組:
1.臺灣有那些重⼯業?設置的地區及
發展情形?

2.臺灣的⾃然條件對重⼯業的發展
有何優點和限制

25分

1.能了解⼯業的類型
2.能判斷不同⼯業的
主要區位選擇

◎本單元第1節學習活動設計



發展活動
(開始新概念的學習)

第三組:
1.臺灣有那些⾼科技⼯業?多分布在何處
及發展情形?

2.臺灣的⾃然條件對⾼科技⼯業的發展
有何優點和限制?

第四組:
1.目前臺灣有哪些新興產業?這些新興產
業分布地區及發展情形?

2.臺灣發展新興產業的優勢和缺點?
第五組主題:
1.目前臺灣有哪些具競爭力的產業?多分
布的地區?

2. 這些有競爭力的產業優勢和弱勢的
原因？

三、各小組討論第1子題與報告

四、介紹⼯業區位類型

25分

挑戰(實現伸展跳躍的課題)

列出幾種前面同學曾提及之⼯業類型，請各
組填寫「⼯廠要蓋在哪裡?」⼯業區位學習單
並分析其屬於這類的區位條件的原因，請各
小組討論發表

10分

總結活動
（評量與統整本節學習重點）

⼀、 ⼯業類型
二、 ⼯業區位

5分

課後複習學習單~每位同學⼀份⼯業區位學習單



工業區位學習單



工業區位學習單 台灣工業歷程學習單



各小組討論題目

第⼀組討論主題:
1.臺灣有那些輕⼯業?分布的地區及發展情形?
2.臺灣的⾃然條件對輕⼯業的發展有何優點和限制?

第二組討論主題:
1.臺灣有那些重⼯業?設置的地區及發展情形?
2.臺灣的⾃然條件對重⼯業的發展有何優點和限制

第三組討論主題:
1.臺灣有那些⾼科技⼯業?多分布在何處及發展情形?
2.臺灣的⾃然條件對⾼科技⼯業的發展有何優點和限制?

第四組討論主題:
1.目前臺灣有哪些新興產業?這些新興產業分布地區及發展情形?
2.臺灣發展新興產業的優勢和缺點?

第五組討論主題:
1.目前臺灣有哪些具競爭力的產業?多分布的地區?
2.這些有競爭力的產業優勢和弱勢的原因？



◎評量方式與內容

評量
方式

■口語評量■實作評量 □檔案評量 □⾼層次紙筆測驗 □其他：
____________

表現等級
A B C D E

內容
標準

1. 學習單填寫正
確又完整。

2. 積極參與小組
討論與分享正
確，口語文字
表達流暢，並
清楚了解課程
重點。

1.學習單填
寫正確又
完整。

2.參與小組
討論且能
正確分享，
口語文字
能清楚表
達。

1. 學習單
填寫正
確。

2. 能參與
小組討
論並能
表達。

1. 學習單
填寫須
修正。

2. 不參與
小組討
論且偏
離主題。

未
達
D級

單元
評分
規準

未
達

D級



課堂實踐 授課老師：陳韻琇師

1.班級：701

2.授課單元：第二冊第三章第⼀節

第二、三級產業

3.學生背景：(1)課務調動最少

(2)班風和諧、穩定

4.說課：105.04/18(二)第七節

5.觀課：105.04/19(三)第二節

6.議課：105.04/19(三)第七節



說課105.04.18



701學生座位表

座號：08 座號：25 座號：32

陳沛家 林軒羽 羅暐翔

座號：28 座號：02 座號：

張玄燁 周鈺婕

蔡佳珈 施文偉 朱弘晉

座號： 座號：03 座號：01

林芷妤 吳怡潔

蔡郁荷 張郡誌

座號：22 座號：09

江環維 游芯綾

座號：04 座號：12

林悅永 潘佳旻

座號：26

林傳璋
座號：30 座號：13

陳宥齊 蔡佳芸
座號：10 座號：05

黃榆媗 林楹婕

陳致詮 劉伊庭

座號：06 座號：24

林曉楓 林柏宇

座號：23 座號：07

李正倫 施佳伶

講台



課堂風景 觀課104.0419
教師交代任務

小組分⼯合作

教師分組指導



課堂風景
組內認真討論

同學上台發表 教師總結歸納



議課105.04.19
一、韻琇老師說明

1.謝謝各位老師今天的觀課，也謝謝郁均老

師提供很多的協助。

2.上課之前已經給學生討論題目，請學

生回去先查資料，多數的學生都有做到



二、觀課老師回饋與分享

依據各老師觀察內容，可發現學生分為幾種類型：

1.能積極參與討論活動，並適時回應教師提問或要求，

如:林悅永、游芯綾、林柏宇、陳宥齊。

2.在某些條件下(如加分、討論期間)會積極參與課堂，

但偶爾會分心或玩鬧，如:周鈺婕、施佳伶、林傳璋、

朱弘晉、施文偉、陳致詮、林軒羽、江環維、張郡誌。



3.大部分時間不專心，但偶爾參與討論或舉
手回答或上台發表，如蔡佳珈、林曉楓、羅
暐翔、潘佳旻、蔡郁荷。

4.討論部分較安靜，但專心參與課堂(看課
本找答案、寫白板、提供想法)，如陳沛家、
施佳伶、劉伊庭、黃榆媗、吳怡潔。

5.幾乎未參與課堂活動，如:林芷妤、林楹
婕、李正倫、張玄燁。



觀課老師分享

感謝韻琇老師提供公開觀課，從課堂中
不難發現小組討論可以帶動學生思考，
且看到學生蒐集資料的能力，在整體上
課氣氛中也能展現熱絡與師生良好互動，
更讓老師發現了學生不同以往傳統授課
時的學習態度，也謝謝各位觀課老師仔
細觀察學生上課情形，提供授課老師參
考。



共備的省思

陳韻琇老師



課前的準備

共備討論後的教案，在執行前，我需思
考準備哪些教材，如何掌控時間，雖然
已有架構和教學流程，還是無法預知同
學的吸收程度，我得考慮如何進行，多
方蒐集資料，參考已有的教案或教學的
素材等等。

依據班級特性及同學們的學習能力，準
備適當的教材、分組討論的題目!



課堂的進行

課程透過所討論共備的教案進行，流程
尚為流暢，同學們也能藉由所提供的圖
片分辨各項產業!

同學們事先取得需討論的資料，可多利
用網路蒐集並整理，分組討論後，多能
依主題報告。

報告時間掌控較無法拿捏，以致課堂結
束前的總結較無法充裕完成。



課後反思

藉由大家集思廣益與建議，能多面向
地準備上課內容，而非只是課本的內
容，除此，也讓課程更活潑地引導同
學們了解台灣產業的發展。

雖然，準備的資料需要較多，也讓自
己再重新檢視可以傳遞哪些訊息給同
學們。



結語
多年後，有機會再度上學科的課程，是
一種學習和挑戰，使我更清楚理解學科
老師們的辛苦，備課、講義製作、批改
作業、段考出題，都需親力親為，除此，
為了解學生的學習吸收度，每次段考後，
我都會進行試題分析，統計題目答對率
與難易程度，拜科技所賜，這些工作較
能快速量化知悉。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