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柒、教學案例 

一、課程設計原則與教學理念說明 

二、主題說明 

領域/科目 社會科 設計者 黃一平 

實施年級 五年級 總節數 共___2____節，80___分鐘 

主題名稱 法律你我他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2c-Ⅲ-2 體認並願意維護公民價值與生活方式。 

學習內容 

Ac-Ⅲ-1 憲法規範人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 

Ac-Ⅲ-2 法律是由立法機關所制定，其功能在保障人民權利、維護社會秩序

和促進社會進步。 

核心 

素養 

總綱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領綱 

社-E-C1 

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遵守社會規範，參與公共事務，維護人權。 

社-E-C2 

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養成尊重差異、關懷他人及團隊合作的態度。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所融入之

單元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教材來源 康軒版五上第 3 單元第 2 課 

教學設備/資源  

各單元學習重點與學習目標 

單元名稱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單元一 

法律你我他 

學習表現 
2c-Ⅲ-2 體認並願意維護公民價

值與生活方式。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學習內容 

Ac-Ⅲ-1 憲法規範人民的基本權

利與義務。 

Ac-Ⅲ-2 法律是由立法機關所制

定，其功能在保障人民權利、維

護社會秩序和促進社會進步。 

單元二 

社會規範面面觀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單元三 

單元名稱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單元四 

單元名稱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三、單元一設計 (單元二、三、四…可自行增列)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法律你我他 
時間 共__2___節，__80__分鐘 

主要設計者 黃一平 

學習目標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學習表現 2c-Ⅲ-2 體認並願意維護公民價值與生活方式。 

學習內容 

Ac-Ⅲ-1 憲法規範人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 

Ac-Ⅲ-2 法律是由立法機關所制定，其功能在保障人民權利、維護社會秩序和

促進社會進步。 

領綱核心素養 
社-E-C1 

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遵守社會規範，參與公共事務，維護人權。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議題融入 

說明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教學準備】 

1. 少年法律專刋-漫畫 

2. 電腦及單槍投影機 

3. 課本康軒五上第 3 單元第 2 課 

4. PPT 簡報檔 

第 3 單元第 2 課-法律你我他 

◆ 引導活動 
 教師進行簡單的引導-第 1 課社會規範：風俗習慣、倫

理道德、宗教信仰及法律。 

 藉由“法律事件-侵占手機”的漫畫，引發學童對法律

事件的興趣。 

分組討論： 

請 1~2 組發表討論後的看法。 

 專家說法： 

小華「撿到」的新手機是遺失物。依民法第八百零三條至八百零七條

規定，拾得人有通知、招領、報告，並將拾得物「交存」的義務。 

 六個月後無人認領時，遺失物歸拾得人所有；有人認領時，拾得人

僅得請求「不超過其物價值十分之一」的報酬。 

 小華「撿到」手機後的行為，觸犯刑法第三百零七條侵占遺失物

罪，可處五百元以下罰金。雖是輕罪卻「非告訴乃論」，檢察官可主動

偵辦；若被害人提出告訴，即無法撤回告訴。 

 每支手機都有內建識別序號，可追蹤手機位置。拾得人千萬別心存

僥倖，以免因一時貪念而誤觸法網。 

 

http://www.mdnkids.com.tw/comiclaw/151.shtml


◆ 發展活動 

 閱讀與討論：法律的意義 

教師引導學童閱讀課本 52 頁課文（標註行號）及圖片（標

註圖號），並回答問題。 

1. 教師簡述我國的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

及監察院。 

2. 依憲法第 62 條 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由人民選

舉之立法委員組織之，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全國法規

資料庫-憲法） 

3. 圖 1：搶劫行為觸犯了中華民國「刑法」中的搶奪強盗罪。 

刑法：是關於犯罪與刑罰的法律，即規定何種行為犯罪及

應處以何種刑罰。 

4. 圖 2：婚姻關係的相關規定，規範於「民法」之中。 

民法：是規範私人間一般社會生活的主要法律，為人民權

利與義務準則。 

快問快答： 

1.法律是由我國最高立法機關（立法 ）院所制定。 

2.法律明確規定（人民）和（政府）必須遵守的事項，以保

障（人民）的權益。 

 

 閱讀與討論：法律的功能 

教師引導學童閱讀課本 53 頁課文（標註行號）及圖片（標

註圖號），並回答問題。 

1. 圖 3：為了保障騎乘機車者的安全，政府於民國 86 年修

法，強制規定騎乘機車要戴安全帽。 

Q&A： 

問：夏天戴安全帽會很熱，可不可以不戴安全帽？（試以法

律觀點回答） 

答：不可以，不戴安全帽會被處以 500 元的罰鍰。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1 條：機車駕駛人或附

載座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者，處駕駛人 500 元罰鍰。 

補充：發生車禍時，有戴安全帽及沒有戴安全帽的傷亡數據

及比例。 

機智題： 

如果爸爸騎車載媽媽，2 人都沒戴安全帽，那要罰誰？罰多

少元呢？ 

2. 圖 4：小型車的駕駛及前、後座乘客，皆應依規定繫上安



全帶。 

討論： 

是否遇過爸爸或是阿公等開車載你時未繫上安全帶，你要怎

麼辦呢？說說看你的想法及做法。 

由學生發表討論後的結果。 

補充：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1 條：汽車行駛

於道路上，其駕駛人、前座及小型車後座乘客應依規定繫安

全帶。若未依規定繫安全帶，一般道路處 1500 元罰鍰，高、

快速道路處 3000~6000 元罰鍰。 

 

3. 圖 5：衛生局依法檢驗食品，以保障人民食用的安全。 

以 2011-2015 年發生過食安事件新聞為例。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主管機關應對於食品業者之

作業衛生及紀錄進行抽查，必要時並應抽樣檢驗，為民眾的

健康把關。 

補充：除了政府把關，食安靠自己。 

俠醫林杰樑 10 大食安忠告 

 

◆ 統整活動 

1.你上完這堂課，你心中認為「法律」是什麼？有什麼作用？ 

答：法律是由國家的立法機關所制定，明確規定人民和政府

必須遵守的事項，以保障人民的權益。 

2.今天你聽到了那些法律的名稱，舉例一個？ 

答：刑法、民法、食品安全全衛生管理法及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等 

3.反正沒人看見，不會被處罰，偶而犯規一下無妨？  
答：法網恢恢疏而不漏、慎獨的功夫。慎獨最基本樸素的

認識就是：人無論在任何環境中都能憑藉高度的自覺，保

持自己清潔的操守，不因環境差異而改變，獨處時也能謹

慎不苟。 

 

 

試教成果 

或 

教學提醒 

（非必要項目） 

參考資料 （若有請列出） 

附錄  

 

四、單元二設計 (單元二、三、四…可自行增列)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1207004538-260405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supplement/20130823/35240620/


柒、教學案例撰寫原則說明 

加一段第柒章的總說明，內容包括： 

 各示例與前面章節如何相互配合，以利讀者瞭解案例發展的脈絡。 

 此章節選取各案例的理由與重要性。 

一、課程設計原則與教學理念說明 
 請加一段說明，針對此案例之教學設計理念，敘寫重點可包括： 

(一)總體學習目標。 

(二)學生學習特質與需求（起始行為或先備知識）。 

(三)核心素養的展現(如整合知識、情意、能力，學習歷程與方法、學習情境與脈絡、實踐

力行的表現)。 

(四)學習重點(表現與內容)的概述與銜接。 

(五)議題融入與跨科/領域統整。 

(六)重要教學策略與評量。 

二、教學案例 

領域/科目  設計者 各單元設計團隊或主要設計者 

實施年級  總節數 共_______節，_____分鐘 

主題名稱 或單元名稱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列出本主題所使用之相關的學習表現，且能具體表現在學習目標上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需能明確地連結。 

 可連結項次「參、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的呼應說明」、項次「伍、素養導

向教材編寫原則」所使用之「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雙向細目表」，提供更

完整的素養導向編寫原則與示例的連結。 

學習內容 

 列出本主題所使用之相關的學習內容，且能具體表現在學習目標上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需能明確地連結。 

 可連結項次「參、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的呼應說明」、項次「伍、素養導

向教材編寫原則」所使用之「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雙向細目表」，提供更

完整的素養導向編寫原則與示例的連結。 

核心 

素養 

總綱  羅列出本主題所使用之，總綱核心素養。 

領綱 
 羅列出本主題所使用之，領綱領綱核心素養。 

 應為高度相關之領綱核心素養精神與意涵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以總綱十九項議題為考量、並落實議題核心精神，建議列出將融入的議題

實質內容。 

 議題融入不是必要的項目，可視需要再列出。 

所融入之

單元 

 若有議題融入再列出此欄。 

 說明上述議題融入於哪一個單元/節次中‧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不是必要的項目，可視需要再列出。 

教材來源  

教學設備/資源  

各單元學習重點與學習目標 

單元名稱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單元一 

單元名稱 

學習表現 

  以淺顯易懂文字說明各單

元學習目標。 

 建議配合「學習表現及學

習內容雙向細目表」之內

容，提供更完整的素養導

向編寫原則與示例的連

結。 

 可參考「素養導向教材編

寫原則之學習表現與學習

內容雙向細目表」之編寫

方法。 

 應以學生為中心敘寫。    

學習內容 

 

單元二 

單元名稱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單元三 

單元名稱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單元四 

單元名稱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