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領域/科目 社會 設計者 許圳卿 

實施年級 三年級 教學時間 
共 3節 

(本教案為第3節) 

單元名稱 居住地方的特色與故事 

課名名稱 居住地方的特色 

設計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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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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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綱
與
領
綱
之
核
心
素
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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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圖）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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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社-E-C3了解自我文化，尊重

與欣賞多元文，關心本土及全

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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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Ⅱ-1居民的生活空間與生活方式具有地區性的

差異。 

融入議題

與其實質

內涵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1了解自己的文化特質。 

多 E2建立自己的文化認同與意識 

與其他領

域/科目

的連結 

國語 

教材 

來源 
●南一版社會領域三下第4單元第1課 

教學設備

/資源 
●南一電子書、播放設備。 

學習目標 

1.能舉例說明自己居住的地方有哪些因為當地自然環境、人文環境的差異而形成的特色。 

2.能夠解釋居住地方的特色消失如何受到自然環境及人文環境的影響。 

3.透過討論居住地方特色的保存或消失，體認並尊重每個人對於事物及環境有不同的感受。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方式 



一、尋找居住地方的特色 

㈠閱讀與討論 

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50頁的情境圖，說一說： 

1.仔細觀察情境圖，你看到什麼？ 

答：纜車、紅茶、山、湖。 

2.情境圖介紹的是臺灣哪一個地方？你怎麼知道的？ 

答：南投縣魚池鄉，因為有日月潭、還有纜車、有名的魚池紅茶。 

3.說出情境圖中最讓你好奇的事物。 

答：學生自由作答。從纜車看出去的風景是什麼樣子？ 

4.情境圖中用什麼來介紹這個地方？ 

答：日月潭、纜車、有名的魚池紅茶。 

◎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51頁「尋找居住地方特色」的圖文，說一說： 

1.居住地方的特色是來自於哪些事物？ 

答：特別的自然景物、建築、飲食等。 

2.說到「八卦山」，就會想到哪一個地方？ 

答：彰化縣彰化市。 

3.說到「清水祖師廟」，就會想到哪一個地方？ 

答：新北市三峽區。 

4.說到「蝦捲」，就會想到哪一個地方？ 

答：臺南市安平區。 

5.說到「火炎山」，就會想到哪一個地方？ 

答：苗栗縣三義鄉。 

6.說到「花蓮薯」，就會想到哪一個地方？ 

答：花蓮縣。 

7.說到「101」，就會想到哪一個地方？ 

答：臺北市信義區。 

8.我們居住的地方有什麼讓人印象深刻的特色？ 

答：學生自由作答。有很多廟、古蹟、有名的小吃。 

～第一節結束／本課共 3節～ 

 

㈡探究與討論 

教師提問： 

1.住在外地的親戚來到你家拜訪，你要如何向他介紹自己居住地方的特

色？跟同學討論後，上臺說一說。 

答：學生自由作答。我們彰化有名的媽祖廟、夜市……。 

2.你想知道哪一個地方的特色，可以上網查一查資料，讓自己更了解。 

㈢習作指導 

教師引導學生完成習作第 16頁的第一大題。 

㈣歸納統整 

1.教師提問：說一說你上完這節課，有學到什麼本來不知道的事嗎？ 

答：學生自由作答。食物（名產）是最好讓人家聯想地名的特色。 

2.教師統整：居住地方的特色大多來自於讓人印象深刻的自然景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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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飲食等。我們平日要多觀察自己居住的地方，發掘新的特色，也

許有一天也可以成為居住地方的代表喔！ 

～第二節結束／本課共 3節～ 

 

二、居住地方即將消失的特色 

㈠閱讀與討論 

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52、53頁「居住地方即將消失的特色」的內容，

說一說： 

1.「海牛犁蚵田」的景象在臺灣哪一個地方？ 

答：彰化縣芳苑鎮。 

2.「海牛」指的是什麼？ 

答：在潮間帶幫忙蚵農採收蚵的黃牛。 

3.「海牛」的數量為什麼會愈來愈少？ 

答：因為被鐵牛車取代了。 

4.地方人士做了什麼來保存「海牛犁蚵田」的文化？ 

答：發展觀光，並將「海牛犁蚵田」登錄為無形的文化資產。 

㈡探究與討論 

教師提問： 

1.為什麼居民要努力保留「海牛犁蚵田」的文化？ 

答：學生自由作答。想要保存古時候人共同的生活記憶。 

2.為什麼有些居住地方的特色會消失？ 

答：學生自由作答。有可能是因為對改善居住地方的生活沒有幫助。 

3.我們居住的地方是否有些特色即將消失？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保留居

住地方的特色？ 

答：學生自由作答。捏麵人，可以去學習製作、或是上網宣傳。 

㈢習作指導 

教師引導學生完成習作第 17頁的第二大題。 

㈣歸納統整 

1.教師提問：說一說你上完這節課，有學到什麼本來不知道的事嗎？ 

2.教師統整：居住地方的特色有時候會因為時間、空間的改變而消失，

或是改變。如果認為這個特色是值得保留的，居民就要一起努力。 

～第三節結束／本課共 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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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資料 
●南一版社會三下教師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