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課程二上主題一單元 2 教案 
領域/科目 生活 設計者  

實施年級 二上 教學時間 360分鐘 

主題名稱 一、生活中的聲音和符號 

單元名稱 2.認識學校的鐘聲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2-I-1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覺察事

物及環境的特性。 

總

綱

與

領

綱

之

核

心

素

養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生活-E-A2學習各種探究

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

究後所獲得的道理，增進系

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

物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

進行創作、分享及實踐。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生活-E-B1使用適切且多元

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

法、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

尊重他人想法。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生活-E-C2覺察自己的情緒

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

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

與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

成工作任務，展現尊重、溝

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學

習

內

容 

C-I-1事物特性與現象的探究。 

C-I-2媒材特性與符號表徵的使用。 

C-I-3探究生活事物的方法與技能。 

C-I-5知識與方法的運用、組合與創新。 

融入議

題與其

實質內

涵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6了解圖像、語言與文字的性別意涵，使用性別平等的語言與文字進行溝通。 

●品德教育 

品 E3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安全教育 

安 E8了解校園安全的意義。 

●戶外教育 

戶 E1善用教師外、戶外及校外教學，認識生活環境（自然或人為）。 

戶 E3善用五官感知環境，培養眼、耳、鼻、舌、觸覺及心靈對環境感受的能力。 

與其他

領域/科
無 



目的連

結 

教材 

來源 
●南一版生活二上主題一單元2 

教學設

備/資

源 

●課本情境圖。 

●標示圖。 

●電子書。 

學習目標 

1. 能用簡單的手勢表達意思，與人溝通。 

2. 能找出學校裡的標示，知道標示的意思和功能。 

3. 能畫下一個生活中看到的標示，並向同學介紹。 

4. 能觀察出標示的特點和同類標示的功能。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方式 

【活動 1：手勢傳訊息】 

※討論 

•接續「聲音是溝通的方式」，教師引導學童由上學通過路口的生活經驗，

思考「除了聲音，還有什麼方法可以表達意思」。 

1.除了聲音，還有什麼方法可以表達意思呢？ 

2.學童發表自己知道的方法，並寫在黑板上。教師引導學童發現：比手勢

是簡單可行的方法。 

•學童發表自己知道的手勢，如比愛心、OK等，教師引導學童思考手勢的

含意。 

1.為什麼這些手勢，大家看得懂意思呢？ 

2.教師引導學童發現：這些手勢像字（如 OK），有的手勢是形狀（如愛心、

打×），字和形狀是圖像的一種，教師讓學童思考「圖像可以表達意思

嗎？」，以進入下一個教學活動。 

～第一節結束/本單元共 9節～ 

 

【活動 2：校園裡的標示】 

一、觀察與記錄 

•教師讓學童帶著紙筆，帶到校園中，簡單記錄校園中的標示。 

→提問：如果在校園中看到標示，要怎麼記下來呢？ 

二、討論與發表 

•教師請學童將記錄的標示，畫在黑板上，共同討論標示的意思和功能。 

1.在校園的什麼地方看到這個標示？ 

2.這標示是什麼意思？它在告訴大家什麼事？ 

•習作指導：一、學校的標示 

〈指導說明〉 

引導學童觀察校園中的標示，並能夠畫下來或寫下來，且能知道標示代

表的意思。 

 

40 

 

 

 

 

 

 

 

 

 

 

 

 

 

 

40 

 

 

40 

 

 

 

 

 

 

 

 

●參與討論 

●口語發表 

●態度檢核 

 

 

 

 

 

 

 

 

 

 

 

 

●參與討論 

●態度檢核 

 

●口語發表 

●參與討論 

●態度檢核 

 

 

 

 

 



～第二、三節結束/本單元共 9 節～ 

 

【活動 3：生活中的標示】 

一、觀察 

•教師鼓勵學童觀察校園外，生活中能看到的標示，注意它的形狀和代表

的意思。 

二、實作 

•教師請學童拿著習作，指著自己畫的標示，先在小組內互相介紹，每一

組再推派一位學童上臺說給大家聽。 

→要怎麼介紹標示，才能讓大家清楚的認識？ 

•習作指導：二、讓我告訴你。 

〈指導說明〉 

1.教師提醒學童要「畫完整」，包括形狀和顏色。（可用色鉛筆塗色） 

2.如果教師可展示標示圖（上網搜尋）請學童找一個看過的、知道意思

的符號，畫在習作上。 

～第四、五節結束/本單元共 9 節～ 

 

【活動 4：標示的共同特點】 

一、觀察與討論 

•教師展示標示圖卡或學童分享的標示圖，鼓勵學童觀察標示的特徵。 

→這些標示有什麼共同的特點？ 

二、討論與分享 

•教師請學童討論：怎麼將有相同特徵的標示歸成一類。 

→要用什麼來找出「相同特徵」？引導學童發現標示有相同的顏色或相同

形狀的外框，因此可以用形狀來分類，也可以用相同的顏色來分類。 

三、討論與發表 

•教師讓學童將有相同特徵的標示，放在一起，觀察它們代表的意思有什

麼共同的特點。例如：發現紅色圓形外框、中間有一條斜線的標示，都有

「禁止」的意思。 

→這些標示有什麼共同的特點？ 

•依前一個模式，教師展示「指示標示」、「警告標示」分別提問學童它們

共同的特點。 

～第六-九節結束/本單元共 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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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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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資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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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標誌。取自：認識交通標誌。http://140.128.215.1/traffic/safe/safe/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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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ondlink.com.tw/WebDesign/market-show.asp?id=2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