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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東光國民小學 107學年度四年級重要學習主題課程架構 

學

期 

重要學 

習主題 

實施

週別 

節

數 
活動名稱 

統整之領域

或彈性課程 
教學內容重點 評量方式 

上
學
期 

家鄉的自

然環境 

四 

~  

六 
9 

1.地形與

生活 

2.氣候與

生活 

3.水資源

與生活 

社會領域 
第二單元 
海洋教育 
環境教育 

 

1.認識家鄉的自然環境及海

洋文化。 

2.了解不同的地形區會發展

出不同的居住型態與生活

方式。 

3.了解家鄉的水資源。 

4.探究人們選擇生活場所的

因素。 

口語評量 

習作評量 

家庭生活

樂陶陶 

五 

~  

八 
12 

1.主動做

家事 

2.溫馨相

處情 

 

綜合領域 
第二單元 
家庭教育 
性平教育 

 

1.覺察自己與他人參與家事

分工的異同。 

2.了解家中適合的家事分工

方式並執行。 

3.實際進行家事分工並完成

分配到的家事。 

4.了解做家事的技巧與注意

事項。 

活動參與 
口頭發表 
討論發表 
態度評量 

性別面面
觀 

一 

~  

四 
12 

1.性別不

一樣？ 

2.多元欣

賞 

綜合領域 
第一單元 
性平教育 
性侵害防治

教育 

1.了解他人對性別的看法。 

2.省思自己對性別的觀點，

不因性別以偏概全。 

3.覺察性別差異與個別差異

的不同。 

4.以具體行動展現尊重與欣

賞他人的態度。 

活動參與 
口頭發表 
訪談紀錄 
態度評量 

下
學
期 

臺灣的孩
子 

五 5 
臺灣的孩

子 

語文領域 
第 11課 
海洋教育 
環境教育 

1.能透過朗讀，理解和感受

海洋文學作品中的意涵。 

2.尊重不同族群與文化背景

對環境的態度及行為。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臺灣昆蟲
知己 

-李淳陽 
十四 5 

臺灣昆蟲
知己 

-李淳陽 

語文領域 
第 9課 
生命教育 
環境教育 
閱讀教育 
品德教育 

1.閱讀課文「昆蟲知己-李淳

陽」，討論要變成昆蟲的知

己需要具備哪些條件。 

2.觀察平日不曾觀察過的動

物或植物一週，分享發現

到什麼。 

3.歸納多關心周遭微小的事

物，不僅可以從中獲得樂

趣，進而了解他們，關心

保護自大然。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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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休閒

總動員 

 

四 
~  

七 
12 

1.家族

聚會樂 

2.家庭

休閒趣 

綜合領域 
第二單元 
家庭教育 
家庭暴力 
防治課程 

 

1.分享和家人一起參與過
的休閒活動，體會參加休
閒活動後的感受。 

2.蒐集各式休閒活動，並找
出適合和家人一起進行
的活動。 

3.和家人共同規畫並進行
家庭休閒活動。 

4.省思參與休閒活動的心
得並發表感想。 

5 .體會家庭的重要性，了解

自己與家人的關係並能關

愛家人。 

6.探討家暴案例及類型。 

7.澄清家暴迷思，討論面對

家暴的因應方法。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水的奇妙

現象 

十 
一 

~  

十 
五 

15 

1.毛細現

象 

2.連通管 

3.虹吸現

象 
 

自然領域 
第三單元 
海洋教育 

1. 認識水的性質與其重要。 

2. 從生活中發現抹布、報紙

和衛生紙沾水後會產生

毛細現象，察覺水可以在

物體的細縫間移動，以及

發現細縫大小和水移動

情況的關係。 

3. 能由探討活動獲得發現

和新的認知，培養出信心

及樂趣。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迎向青春
期 

四 

~  

六 
9 

1.成長路
快慢 

2.青春你
我他 

3.關心與
尊重 

健體領域 
第二單元 
性平教育 
性侵害防治

教育 

1.解人的生長發育具有階段

性，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

特徵。 

2.解青春期的成長與變化。 

3 澄清觀念，破除性別刻板

印象，建立正確的性別意

識。 

4.接納自己，肯定自我的價

值，及如何自我保護。 

口語評量 

學習單評量 

天然災害

知多少 

十 

~  

十一 
6 

1.天搖地
動 

2.颱風來
襲 

健體領域 
第四單元 
防災教育 

1.學會評估颱風來臨時可能

發生的危險。 

2.知道如何做好防颱工作。 

3.了解遭遇颱風時的緊急應

變措施。 

4.分析颱風過後所造成的環

境及健康問題。 

5.分辨可能產生的地震災

害。 

6.知道遇到地震時的緊急應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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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方法。 

7.知道如何做好居家防震措

施。 

8.認識居家安全角落，並能

指出安全角落的位置。 

9.學習準備緊急避難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