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尾國中 110學年度共同備課紀錄單 

協同學習群組             □ 學年群--- （        ）年級                        □ 領域小組---（        ）領域 

■ 專業社群---（  社會領域    ）社群   ■跨領域、跨年級學習群（健體） 

□ 公開觀課 

教學班級 八年 5 班   授    課 

日期/節次 

    109 年 10    月 29日    第    1 節 

授課教師  廖婉粧   議    課 

日期/節次 

    10月    29日 9:40 

觀課教師                               陳美嬿    梁瓈尹                                       

領域/單元                     社會領域  歷史部分第三單元宋元時期的國際互動與交流 

3-2 宋元時期的商貿與文化交流 

教學目標 1.Cc- II -1 各地區文明的生活與生活方式會隨著社會變遷而改變 。 

2. 歷 1a-IV-1 理解以不同的紀年、歷史分期描述過去的意義。 

3. 歷 1b-IV-2 運用歷史資料，進行歷史事件的因果分析與詮釋。 

4. 社 2a-IV-3 關心不同的社會文化及其發展，並展現開闊的世界觀。 

5. 社 2b-IV-2 尊重不同群體文化的差異性，並欣賞其文化之美。  
學生學習步驟 1.探討宋元時期的商業和國際貿易發展的狀

況，以及貨幣的流通與紙幣發明的過程 

2.理解宋元時期與穆斯林的互動關係，以及與周

邊國家的文化和科技交流的情形 

 

引起動機 

   說明：從自身與不同文化接觸的經驗為基

礎，來探究古代中國與世界互動，宋代開始因

為航海技術發達，增加了與國際間其他民族的

互動。利用單元圖的示意圖，概述當時港口城

市中多元民族文化並存的情形。 

提問： 

1.同學們是否喜歡逛「夜市」？「夜市」裡有什

麼東西吸引你？並點出夜市在中國又是何時開

始出現，而古代中國的「夜市」裡有什麼東西？ 

 

2.說明：夜市的出現，代表商業活動的時間拉

長，促使商業活動繁盛；從夜市的活動中，更

能了解當時市井小民的生活情況。 

 

  

◎開展活動 

1. 說明： 

(1) 宋朝時期城市人口增加，促使商業活動增

加，夜市開始出現。 

教學資源 

1. 電腦 

2. 音源線 

3. 觸控電視 

4. POWER Point 

5. 學習單 

6. 相關圖表 

  

  

 

 

 

  

 

 

 

 

 

 

 

 

 

引導學生線上看圖 2-3-3 清明上河圖

（局部），認識宋代多采多姿的市井

生活，呈現當時經濟繁榮的景象。並



                  ↓ 

 

「清明上河圖」常被認為描繪汴京的城市生活

與商業繁華，但其實意在提醒皇帝盛世下的危

機，不一定能真實反映汴京的繁華。也可與學

生分享，看事情不能只相信眼睛看見的，也許

魔鬼藏在細節裡，常常被忽略。 

 

(2) 宋元時期，陸路與海上貿易都相當活絡，

尤其穆斯林的海上貿易擴展至東亞。 

其中東亞各國邊界貿易頗為繁榮，使貿易稅收

成為國家收入的重要來源。 

 

(3) 隨著貿易興盛，宋朝的銅錢流向海外造成

國內「錢荒」問題，促始中國開始出現紙幣的

使用（四川交子） 

 

(4)蒙古帝國統一陸路絲路貿易，設置驛站管

理，並利用運河連結陸上與海上貿易。另外，

市舶司是宋元時期對外貿易的管理機構。 

 

(4) 隨著國際貿易發達，阿拉伯人在中國擔任多

方要角，並把阿拉伯文化帶入中國。 

 

(5)元代利用穆斯林的天文、數學知識修改中國

曆法。 

 

(6)蒙古帝國的出現，加速東西方的文化、技術

交流，並促進多民族的融合。 

                ↓ 

 

(7) 引導學生看圖 2-3-10 宋元時期的科技發

展，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這三項發明有何用

處？又如何傳至西方？ 

 

總結活動  

可與學生討論，蒙古統治者為什麼能任用各民

族的人才，並對各種宗教不加限制？  

討論與現今臺灣夜市活動的異同。 

 

 

 

 

 

 

 

引導學生看圖 2-3-4 了解當時東亞、東

南亞、南亞、非洲及阿拉伯地區的貿

易網絡，以及點出當時中國管理海上

貿易的城市有杭州、泉州以及廣州。 

 

引導學生探討為何宋朝大量鑄造銅錢

卻仍然無法解決錢荒的問題？這些銅

錢都到了何處？ 

 

引導學生看圖 2-3-5 元代大運河與市舶

司分布圖，了解當時元朝如何結合海

上與陸上的貿易活動。 

 

引導學生看圖 2-3-6，了解當時中國出

現阿拉伯文化以及廟宇(泉州)。 

 

從圖 2-3-7 了解蒙古皇室中也出現中國

的元素。兩圖顯示此時期多元在中國

發展的情形。 

引導學生看圖 2-3-8 掃馬西行路線圖，

認識元代與當時基督教勢力的互動關

係，以及蒙古統治者任用各民族的人

才。 

評量方式    口頭分享及主動參與程度         

學生座位 

編排 

以分組為原則，每組四人為佳。 

■傳統座位     □分組協同 

 

 

 

 

 

 



觀課紀錄表 

110 年 10 月 29 日 

一、基本資料 

觀課 

學校 
田尾國中 授課教師 廖婉粧 年級 205 

授課 

單元 
歷史 第三單元 宋元時期的國際互動與交流 觀課者 陳美嬿 

二、教學過程 

觀課參考項目 紀錄內容（請以文字簡要描述） 

全
班
學
習
氣
氛 

1.是否有安心的學習環境？ 學生秩序良好，大致可專注於教師上課內容。 

2.是否有熱烈的學習氣氛？ 

3.學生是否專注於學習的內容？ 

學
生
學
習
歷
程 

師
生
互
動 

1.老師是否有鼓勵學生發言？ 教師有設計問題請學生回答，學生回答後，教

師有針對學生答案作簡短回應。 
2.老師是否有回應學生的反應？ 

3.是否有獎勵特殊表現的學生？ 

個
人
學
習 

1.學生是否互相協助、討論和對話？ 學生可針對老師提問回答，但較無自發性的提

問，學生大致可依教師的指示進行課程活動。 
2.學生是否主動回應老師的提問？ 

3.學生主動是否主動提問？ 

4.學生是否能專注個人或團體的練

習 (如:學習單、分組活動等)？ 

學
生
學
習
結
果 

1.學生學習是否有成效？ 教師額外運用影片及圖片補充說明，讓學生較

易吸收課程內容。 
2.學生是否有學習困難？ 

3.學生的思考程度是否深化？ 

4.學生是否樂於學習？ 

三、評論 



優點 建議 

教師講解清楚，藉以清明上河圖的相關影片

讓學生瞭解宋元時期的商業發展狀況，並運

用圖片說明及探討宋朝錢荒問題，比起課本

之文字敘述，可讓學生快速吸收其內容。 

可設計個人或分組的學習任務或評量活動。 

四、心得與反思 

    我是一名健教老師，對於歷史課程不甚熟悉，藉由此次觀課了解到，現在歷史的上課方

式不同與以往，不再以單調的文字講述為主，多搭配圖片、影片、歌曲等多媒體素材能讓學

生快速吸收了解，亦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再搭配故事性的講解，讓學習歷史這件事不再枯

燥乏味，不用死背，而是系統性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