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福德國小 111學年度 社會公開課 教學設計 

單元名稱 
第二單元：家鄉的生活 

第四課：老街與生活 
版本  康軒(第三冊) 

領域類別 社會 教學者 楊素綾 

適用年級 四年級 教學設計 第四課共三節，120分鐘 

教學日期 111年 12月 5日(一) 教學時間 14：20~15：00 

教學地點 四甲教室及五福宮 演示節次 第四課第三節 

學習目標 

1.透過圖像觀察與討論，覺察老街的形成與居民生活之間的關聯性。 

2.透過觀察與討論，了解老街的發展會受到社會與經濟的發展而改變。 

3.探訪家鄉的老街，了解老街的發展與現況，感受家鄉老家的文化之美。 

4.透過圖像觀察與討論，覺察老街的形成與居民生活之間的關聯性。 

5.透過觀察與討論，了解老街的發展會受到社會與經濟的發展而改變。 

6.探訪家鄉的老街，了解老街的發展與現況，感受家鄉老家的文化之美。 

學 

習 

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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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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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Ⅱ-1 不同文化的接觸和交流，可能產生衝突、合作和創新，並影響在地的生活  

        與文化。 

Ca-Ⅱ-1 居住地方的環境隨著社會與經濟的發展而改變。 

Cb-Ⅱ-1 居住地方不同時代的重要人物、事件與文物古蹟，可以反映當地的歷史變 

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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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體驗生活中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欣賞多元豐富的環境與文化內涵。 

社-E-C3 了解自我文化，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關心本土及全球議題。 

議題融入 

【戶外教育】 

戶 E7參加學校校外教學活動，認識地方環境，如生態、環保、地質、文化等的戶 

     外學習。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1了解自己的文化特質。 

學習活動 

【第二單元/第四課/第一節：活動一】老街的發展 

1. 引起動機—老街遊樂趣 

(1) 教師請學生在課前準備曾經去過老街遊玩的照片。 

(2) 由學生在課堂上運用照片與同學分享去過的老街及遊玩的經驗。 

2. 閱讀與討論—老街的發展：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60-61頁，並觀察老街形

成示意圖，討論以下問題： 

(1) 觀察早期生活與現代生活示意圖？有哪些相同的地方？有哪些不同的地

方？ 

(2) 觀察現代生活示意圖中的建築，與現在的建築有什麼不同？ 

(3) 觀察圖 2老街街屋生活空間圖，生活空間跟工作空間是如何劃分？ 



(4) 老街的店舖通常設有騎樓，騎樓具有什麼樣的功能？ 

3. 討論與資料整理：師生共同進行老街重點資料整理(十字方格表)： 

(1) 老街與廟宇的關係。 

(2) 老街主要功能。 

(3) 老街的位置。 

(4) 老街店鋪的型態。 

4. 統整課文重點。 

 

【第二單元/第四課/第二節：活動二】老街的轉變 

1. 問題討論： 

(1) 說說看，去過的老街有什麼特色讓你印象深刻？ 

(2) 每一條老街的特色是否都不一樣？ 

2. 閱讀與討論─老街的轉變：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62~63頁課文與圖

片，並回答下列問題： 

(1) 臺南市橋南老街以及臺中市南屯老街與印象中的老街有什麼不一樣？ 

(2) 橋南老街為什麼轉變成寧靜的住宅區？ 

(3) 新北市深坑老街有什麼樣的轉變？你覺得這樣的轉變會對當地的發展有什

麼影響？ 

(4) 彰化縣鹿港老街一直維持原來的樣貌，也對當地造成什麼影響？ 

3. 討論與分享─配合動動腦：老街與你看到的一般街道有什麼不一樣？有哪些方

法可以維護老街的傳統風貌？ 

4. 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回家完成【第 4課習作】。 

5. 統整課文重點。 

 

【第二單元/第四課/第三節：活動三】老街采風一日遊 

1. 引導與說明：教師說明觀察前的準備工作、觀察與記錄時的注意事項，以及成

果製作與分享的方式等，並提醒探訪時應注意自身安全和禮節等。 

2. 討論與分配：教師與學生共同討論要探訪的地點，及分配探訪前要準備的事項，

例如：聯絡相關單位、蒐集相關資料與簡介、確定探訪的路線及交通動線、攜

帶的物品及裝備、安全注意事項、查詢當天的天氣等。 

3. 進行觀察與紀錄： 

(1) 教師提醒學生在進行觀察活動時，最好集體行動，並執行自己分配到的工

作，若遇到問題不慌張，依照安全注意事項與師長聯繫。 

(2) 觀察前對於要探訪的地點必須熟悉，以免到現場不知道從何開始進行。 

(3) 觀察時可以利用相機、手機、平板等工具作為記錄工具，但如果有錄音、攝

影的需求，必須事先徵得對方同意，並可事先準備感謝卡給對方，表達感謝

之意。 

(4) 觀察時要做簡單筆記，以利整理。 

4. 成果製作與分享： 

(1) 以條列式摘錄重點，如有錄音應對照內容補充缺漏。將探訪紀錄整理在自己

所設計的圖文海報或簡報，如有相片或影片也可以附上，並做說明。 

(2) 展示探訪內容並提供全班欣賞。 

5. 統整：我們可以透過實地探訪的方法，更深入了解家鄉老街的過去與現在，如



 

果能夠在實地觀察中，學習觀察時要記錄的重點，對於深入了解各種主題，會

有很大的幫助。 

配合習作 第四課 

評量方式 

1. 口語評量。 

2. 實作評量。 

3. 紙筆評量。 

參考資料 

1. 張倫(民 107)。《老街誌》。臺北：晨星。 

2. 許傑(民 108)。《台灣老街：從街屋建築、城市文化、庶民美食，看見最懷念的

時代故事，尋訪最 道地的台灣味》。臺北：PCuSER電腦人文化。 

學習活動 時間 學習評量 

(一) 引起動機： 

1. 引導與說明：教師說明觀察前的準備工作、觀察與記錄時的注意事

項，以及成果製作與分享的方式等，並提醒探訪時應注意自身安全

和禮節等。 

2. 討論與分配：教師與學生共同討論要探訪的地點，及分配探訪前要

準備的事項，例如：聯絡相關單位、蒐集相關資料與簡介、確定探

訪的路線及交通動線、攜帶的物品及裝備、安全注意事項、查詢當

天的天氣等。 

============================================================ 

(二)資料蒐集： 

    ★教師帶領學生進行觀察與紀錄： 

1. 教師提醒學生在進行觀察活動時，最好集體行動，並執行自己分配

到的工作，若遇到問題不慌張，依照安全注意事項與師長聯繫。 

2. 觀察前對於要探訪的地點必須熟悉，以免到現場不知道從何開始進

行。 

3. 觀察時可以利用相機、手機、平板等工具作為記錄工具，但如果有

錄音、攝影的需求，必須事先徵得對方同意，並可事先準備感謝卡

給對方，表達感謝之意。 

4. 觀察時要做簡單筆記，以利整理。 

============================================================ 

(三)整理分析： 

  ★小組成員進行成果製作與分享： 

1. 以條列式摘錄重點，如有錄音應對照內容補充缺漏。將探訪紀錄整

理在自己所設計的圖文海報或簡報，如有相片或影片也可以附上，

並做說明。 

2. 展示探訪內容並提供全班欣賞。 

============================================================ 

(四)概念統整：我們可以透過實地探訪的方法，更深入了解家鄉老街 

的過去與現在，如果能夠在實地觀察中，學習觀察時

要記錄的重點，對於深入了解各種主題，會有很大的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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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評量】能確

實完成自己事前

分配的工作，注意

訪談禮節及自身

安全。 

 

 

 

 

=============== 

 

【實作評量】能整

理探訪資料，完成 

探訪報告，並於課

堂上展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