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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領域 社會 教學班級/對象 三年級 

單元名稱 
主題探究與實作 

家鄉特派員 
教材來源 康軒社會 

設計者 連偲媁 教學者 連偲媁 

學習目標 

1. 透過生活

經驗的分

享，覺察家

鄉的生活

問題。 

2. 透過實地

的觀察與

訪問，探究

問題發生

的原因。 

3. 整理分析

問題相關

資料，評估

適當的問

題解決方

法。 

4. 實際執行

問題解決

方案，記錄

過程與結

果，並進行

分享與省

思。 

學習表現 

1b-Ⅱ-1 解釋社會事物

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2a-Ⅱ-2 表達對居住地

方社會事物與環境的

關懷。 

3a-Ⅱ-1 透過日常觀察

與省思，對社會事物與

環境提出感興趣的問

題。 

3b-Ⅱ-1 透過適當的管

道蒐集與學習主題相

關的資料，並判讀其正

確性。 

3b-Ⅱ-3 整理資料，製

作成簡易的圖表，並加

以說明。 

3d-Ⅱ-1 探究問題發生

的原因與影響，並尋求

解決問題的可能做法。 

領域

核心

素養 

社-E-A2 

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

與人文環境變遷，關注生活

問題及其影響，並思考解決

方法。 

社-E-A3 

探究人類生活相關議題，規

劃學習計畫，並在執行過程

中，因應情境變化，持續調

整與創新。 

社-E-C1 

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理解

並遵守社會規範，參與公共

事務，養成社會責任感，尊

重並維護自己和他人的人

權，關懷自然環境與人類社

會的永續發展。 

學習內容 

Ab-Ⅱ-1 居民的生活方

式與空間利用，和其居

住地方的自然、人文環

境相互影響。 

Ba-Ⅱ-1 人們對社會事

物的認識、感受與意見

有相同之處，亦有差異

性。 

Da-Ⅱ-2 個人生活習慣

和方式的選擇，對環境

與社會價值觀有不同

的影響。 

議題融入 

實質內涵 

【環境教育】 

環 E3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進而保護重要棲地。 

【品德教育】 

品 E1良好生活習慣與德行。 

品 E6同理分享。 

品 E7知行合一。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透過實際的家鄉問題發現、蒐集資料、整理分析及行動省思等過程，提升學

生對家鄉環境的敏覺與關懷，分辨家鄉問題類別，並主動探索適當的問題解

決方式。 

教材來源 康軒版社會領域第一冊(三下)主題探究與實作 

教學設備 康軒版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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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活動】家鄉特派員(120’) 

(一)引起動機： 

1.教師播放幾個家鄉問題的短片或呈現幾張照片，內容可以擴及環境、場所、設施、服務人員、消

費、休閒活動與交通等多種議題，讓學生聚焦並關注多元議題。 

2.請學生發表從影片或照片中觀察到的現象與問題。 

3.請學生想一想，說說看發現這些現象與問題的可能原因。 

4.詢問學生是否在生活周遭有看到類似的現象或問題？是否發現其他問題？(例：發現人行道被堆放

雜物或垃圾、社區周遭常有電線桿被貼廣告或塗鴉、某些路段交通問題較嚴重等。) 

(二)探究活動步驟一： 

發現問題：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96∼99頁，並觀察圖片。教師說明家鄉特派員的任務主旨，並依照任務

步驟及項目說明做法： 

2.請學生參考課本第 96頁發現公園問題的範例，分享自己曾注意過生活周遭的哪些問題？請學生盡

可能舉出各項問題，並記錄在黑板上。請全班討論並決定一個要深入探討的問題。 

(三)探究活動步驟二： 

蒐集資料： 

1.為了找出問題發生的原因，討論資料蒐集的方式，包括上網查資料、訪問、實地觀察等，並進行

各組工作分配。例： 

工作項目 上網查找 訪問師長 實地觀察 翻閱書籍 

組別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2.教師指導學生利用課餘時間進行資料蒐集，並於下次課堂中進行報告說明。 

(四)探究活動步驟三： 

整理分析： 

1.請各組報告蒐集到的資料，說明問題發生的可能原因。 

2.各組報告後，請學生進行以下步驟： 

(1)討論並提出解決方法。將學生提出的方法記錄在黑板上。 

(2)依照討論出的解決方法，分配負責執行的小組。 

(3)請各組針對解決方法，討論執行的細節與每個人的工作分配。 

(4)將討論結果記錄在課本第 101頁的學習單。 

(五)探究活動步驟四： 

行動省思： 

1.教師指導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實際執行解決方法，並說明安全注意事項。 

2.執行完成任務後，各組報告實際執行的結果，包含執行過程中遇到的各種狀況與問題排除、是否

對原本問題的解決產生效果。 

3.請學生自由分享執行前後的心得。 

4.將執行結果及心得記錄在課本第 101頁的學習單。 

(六)統整：我們的生活周遭可能存在各種問題，有的會被看到，有的則等待我們去觀察與發現。透過主

題探究與實作的學習，未來若遇到家鄉的相關問題，我們便可以按照解決問題的步驟來進行，主動

嘗試解決問題，一起讓我們的家鄉生活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