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大村國小 社會領域「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教學設計 

               課程設計原則與教學理念說明 
(一) 分析： 

1. 能說出交易工具發展的原因及優缺點。 

2. 能說出觀察消費類別與金額多寡呈現的現象。 

3. 能說出消費發票或收據分類項目與金額。 

(二) 學生先備經驗： 

延續三上家庭功能中的儲蓄與消費概念，介紹消費的類別、交易工具與管道，使學生

對消費有基礎的認知。 

(三) 教學亮點： 

1. 藉由圖片讓學生了解交易工具的發展。 

2. 引導學生觀察日常的消費行為。 

3. 與學生探討不同的消費管道。 

(四) 教學策略和評量 ： 

1. 講述教學法 

2. 發表學習法 

評量方式: 

1. 口頭評量: 學生能舉手回答教師的提問。 

2. 紙筆評量: 學生能完成習作。 

 

二、教學活動設計 

領域/科目 社會 設計者 劉又慎 

實施年級 三年級 總節數 共 3 節， 120  分鐘 

主題名稱 三 消費與生活 第 1課 人人有責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每節 1-2

個) 

1a-II-2 分辨社會事物的類別或先後順序。 

1c-II-1 判斷個人生活或民主社會中各項選擇的合宜性。 

學習內容 
(每節 1-2

個) 

Ad-II-2 人們透過儲蓄與消費，來滿足生活需求。 

Da-II-1 時間與資源有限，個人須在生活中學會做選擇。 

核心 

素養 

總綱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領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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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科技教育】 

科 E1 了解平日常見科技產品的用途與運作方式。 

所融入之

單元 
無 

與其他領域/科

目的連結 
無 



教材來源 
■教科書（■康軒□翰林□南一□其他      ） 

□自編（說明：） 

教學設備/資源 投影布幕、單槍、電腦 

各單元學習重點與學習目標 

單元名稱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第一節課 

學習

表現 

1a-II-2 分辨社會事物的類別或

先後順序。 

1c-II-1 判斷個人生活或民主社

會中各項選擇的合宜

性。 

1. 察覺生活中的消費及交易

工具，理解人們可以依需求

選擇不同的消費方式。 

2. 理解生活資源有限，應評估

後再消費。 學習

內容 

Ad-II-2 人們透過儲蓄與消費，

來滿足生活需求。 

Da-II-1 時間與資源有限，個人

須在生活中學會做選擇。 

第二、三節課 

學習

表現 

1c-II-1 判斷個人生活或民主社

會中各項選擇的合宜

性。 

2b-II-1 體認人們對生活事物與

環境有不同的感受，並

加以尊重。 

3b-II-2 摘取相關資料中的重

點。 

1. 覺察消費欲望與需求的差

異，避免不必要的浪費。 

2. 辨識廣告訊息及流行風潮

的影響，學習作合宜的消費

決定。 

學習

內容 

Ba-II-1人類對社會事物的認識、

感受與意見有相同之

處，亦有差異性。 

Da-II-1時間與資源有限，個人須

在撐活中學會做選擇。 

Db-II-2滿足需要的資源有限，在

進行各項消費要做評估

再選擇 

 

 

 

 

 

 

 

 

 

 

 



三、各節教案-第一節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三 消費與生活 第 1課 人人有責 
時間 共 1 節，  40  分鐘 

主要設計者 劉又慎 

學習目標 
1.察覺生活中的消費及交易工具，理解人們可以依需求選擇不同的消費方式。 

2.理解生活資源有限，應評估後再消費。 

學習表現 
1a-II-2 分辨社會事物的類別或先後順序。 

1c-II-1 判斷個人生活或民主社會中各項選擇的合宜性。 

學習內容 
Ad-II-2 人們透過儲蓄與消費，來滿足生活需求。 

Da-II-1 時間與資源有限，個人須在生活中學會做選擇。 

領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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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無 

議題融入 

說明 
無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評量方式 

(一)引起動機—消費工具的演變: 

1.教師引導學生觀察課本第 42∼43 頁並提醒觀察重點:從

圖中的人物穿著與交易行為,猜一猜,分別與哪種交易工具

配對比較合理?為什麼?不同時期的交易工具有什麼優缺點?

討論後口頭發表。 

2.請學生小組討論後,師生共同找出課本頁面解答。 

(1)早期人們會用自己生產的東西跟別人交換自己所需要的

物品。 

(2)貝殼不易腐壞且較容易攜帶,曾被用來當作交易工具。 

(3)後來工藝更進步後,便打造統一的金屬幣,如銅幣作為交

易工具。 

3.師生共同歸納交易工具的演變有統一、方便換算、便於攜

帶等 

的優點。 

(二)閱讀與統計—生活中的消費: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44 頁,說一說生活中的消費可

以怎麼分類?將學生回答的類別寫在黑板上,可分類為食、

衣、住、行、育、樂等。 

2.教師請學生將收集的消費發票或收據拿出來,仔細看看裡

面記載哪些內容,提問從這張消費發票或收據上,可以看出

買了哪些東西?請學生觀察後進行小組分享,並將這些消費

發票或收據的內容品項以食、衣、住、行、育、樂、其他不

 

 

 

口頭評量 

 

 

 

 

 

 

 

 

 

 

 

 

 

 

 

口頭評量 

 

 



同類別,統計金額。 

(三)分享: 

1.請各組學生口頭報告統計的消費類別金額,教師協助以方

格表將各組的分類金額記錄在黑板上。 

2.師生一起觀察黑板上全班各組的消費統計表,並計算出消

費最多和最少的是哪些項目?請學生說說看,還有什麼發現? 

3.請學生將「生活中的消費」課堂發現寫在第 99 頁「生活

中的消費」學習單,保留消費發票或收據留待下堂課繼續使

用。 

(本節結束) 

 

 

 

 

紙筆評量 

 

 

 

 

 

 
試教成果 

或 

教學提醒 

(教學重點) 

生活中有許多消費，各式各樣的消費能滿足我們的生活所需。 
 

參考資料 康軒版 社會三上教師手冊 教師手冊(資料篇) 

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