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小社會領域第七冊(六上)4-1 社會的變遷 

單元名稱 

第四單元  戰後臺灣的社會

與文化 

第 1課  社會的變遷 

總節數 共 3節，120分鐘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1b-Ⅲ-3 解析特定人物、族群

與事件在所處時間、空間脈絡

中的位置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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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透過語言、文字及圖

像等表徵符號，理解人類生

活的豐富面貌，並能運用多

樣的表徵符號解釋相關訊

息，達成溝通的目的，促進

相互間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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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Ⅲ-1個人在團體中的角色

會隨著社會變遷產生改變。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呼應素養導向說明：本主題呼應十二年國教課綱三大核心素養「自主行動」、

「溝通互動」、「社會參與」。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活動一了解臺灣的家庭型態。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活動二認知政府必須維護人民所應享有的權利。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活動三理解從事正當休閒活動，可以提升生活品質。 

議

題 

融

入 

實質內涵 

【人權教育】 

人 E2關心周遭不公平的事件，並提出改善的想法。 

人 E3了解每個人需求的不同，並討論與遵守團體的規則。 

人 E7認識生活中不公平、不合理、違反規則和健康受到傷害等經驗，並知道

如何尋求救助的管道。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5認識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的概念及其求助管道。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社會變遷是指任何社會型態或社會結構的改變。近年來，臺灣社會產生了巨大

的變化，未來臺灣社會仍會持續不斷的轉變。 

與其他領域/科

目的連結 

 

摘要 

1.能說出臺灣的家庭型態。 

2.能知道不同型態的家庭所可能遭遇的問題。 

3.能知道政府制定法律以保障人權。 

4.能同理婦女、兒童、勞工、原住民族，以及身心障礙人士需要協助。 



                                              

 

5.能了解臺灣政府對於婦女、兒童、勞工、原住民族，以及身心障礙人士的人

權保障。 

6.能明白休閒風氣興盛的原因。 

7.能了解從事正當休閒活動的好處。 

學習目標 

1.探討臺灣家庭型態的轉變。 

2.探討臺灣對人權的重視。 

3.探討休閒生活的發展。 

教材來源 康軒版社會領域第七冊(六上)第四單元第 1課 

教學設備/資源 康軒版教師手冊、網路資訊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活動一】家家有本難唸的經(40’) 

(一)引起動機：教師調查班上學生的家庭狀況，繪製成班級學生家庭型態長條圖後，讓學生和課文所

提到的各種家庭型態做比較。教師宜指導學生尊重不同類型的家庭。 

(二)閱讀與討論：教師指導學生閱讀課本第60、61頁課文及圖片，並討論下列問題。 

1. 家庭具備什麼功能？(例：生育子女、教養子女等。) 

2. 臺灣現今主要的家庭型態為何？(例：由夫妻及未婚子女組成的小家庭，以及三代同堂的家

庭。) 

3. 何謂隔代教養家庭？出現的原因可能為何？(例：隔代教養家庭是指由祖父母輩照顧孫子女所

組成的家庭型態。其形成原因可能因父母工作忙碌，交由祖父母照顧。其他解釋請參見教師專

用課本的補充資料。) 

4. 何謂單親家庭？出現的原因可能為何？(例：單親家庭是指由一位父親或母親，也可能是未婚

爸爸或未婚媽媽，單獨養育子女的家庭。出現的原因可能是離婚、分居，或是配偶死亡、出走

等。) 

5. 何謂異國婚姻家庭？出現的原因可能為何？(例：異國婚姻家庭是指父母一方為外籍人士所組

成的家庭。出現的原因是透過異國通婚。) 

(三)分組討論：教師將學生分組，指導學生討論隔代教養家庭、單親家庭、異國婚姻家庭可能面臨的

難題，以及我們可以給予的協助方式。 

(四)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1課習作】第一大題。 

(五)統整：由於社會的變遷，臺灣的家庭型態日趨多元。每一種家庭型態都可能有其遭遇的難題，我

們應予以尊重，政府亦應制定相關福利政策，給予適當協助。 

 

【活動二】人人有保障(40’) 

(一)引起動機：身心障礙體驗之心得分享─教師於課前指定幾位學生模擬身心障礙人士(例如：視力

極弱或需藉助枴杖行走等)於校園行動，感受身心障礙人士可能遭遇的不便，並上臺分享心得。 

(二)閱讀與討論：教師指導學生閱讀課本第62、63頁課文及圖片，並討論下列問題。 

1. 政府透過什麼方式來保障人權？(例：政府透過制定法律的方式來保障人權。) 

2. 為什麼政府要制定法律保護婦女及兒童？(例：因為他們不論在工作場所或家庭中，常處於弱

勢，所以需要法律的保障。) 

3. 政府制定什麼法律來保障婦女及兒童？(例：性別工作平等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 

4. 為什麼政府要制定法律保障原住民族？(例：為了尊重、保障原住民族的文化，所以制定姓名

條例，原住民可以依據其文化習俗來登記或回復傳統姓名。) 

5. 為什麼政府要制定法律保護勞工？(例：為了不讓勞工因超時工作而健康受損，並確保勞工的



                                              

 

權益，所以要制定法律保護勞工。) 

6. 為什麼政府要制定法律保護身心障礙人士？(例：因為他們的行動較不方便，需要無障礙設施

的協助。透過法律的規定來設置無障礙環境，可以讓他們的行動更安全且方便。) 

(三)配合動動腦：「你的學校對身心障礙人士提供哪些協助？還有哪些沒做到？在沒做到的項目中，

你會建議學校優先做哪一項？」(例：1.無障礙坡道和扶手的設置。2.室內和室外的引導設施不夠

完備。3.希望校園能增設無障礙廁所和停車場，更方便身心障礙人士使用。) 

(四)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1課習作】第二大題。 

(五)統整：政府必須維護人民所應享有的權利，尤其針對婦女、兒童、原住民族、身心障礙人士、勞

工等，政府更應制定法律加以保障。 

 

【活動三】休閒生活輕鬆來(40’) 

(一)引起動機：教師將學生分組比賽，看哪一組能在時間內想出最多項的正當休閒活動即為獲勝組

別。 

(二)閱讀與討論：教師指導學生閱讀課本第64、65頁課文及圖片，並討論下列問題。 

1. 為什麼臺灣的休閒風氣愈來愈興盛？(例：國民所得提高，實施週休二日，政府推廣觀光產

業。) 

2. 從事休閒活動有什麼好處？(例：可以讓身體放鬆，可以提高工作、學習效率，可以提升生活

品質。) 

3. 我們要如何選擇休閒活動？(例：我們可以依據時間、興趣、能力、年齡來選擇休閒活動。) 

(三)假日何處去：教師指導學生討論本週末可從事的正當休閒活動，並提醒學生利用假日多多進行有

益身心的活動。 

(四)統整：由於國民所得提高，在政府實施週休二日並大力推廣觀光產業後，社會的休閒風氣日益興

盛。我們可依照個人的喜好條件，從事正當的休閒活動，來提升生活品質。 

教學提醒 配合習作 4-1社會的變遷 

網站資源 

1.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http://www.children.org.tw/ 
2.新住民數位資訊 e網 

http://nit.immigration.gov.tw 
3.親子天下雜誌──隔代教養三代和樂

http://www.parenting.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20505 
4. 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暨資源中心 

http://hre.pro.edu.tw/ 

關鍵字 

家庭、生育、教養、小家庭、三代同堂家庭、隔代教養家庭、離婚率、意外事故、

異國婚姻家庭、風土民情、社會福利、人權、結婚、懷孕、解僱、性別工作平等

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原住民、回復姓名、姓名條例、勞動基準法、

勞工、超時工作、工作待遇、工作時數、無障礙環境、身心障礙人士、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公共空間、週休二日、工作型態改變、休閒活動、工作效率、生活品

質、價值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