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學年度彰化縣北斗國小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北斗地名的由來教學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地名的由來-北斗地名想一想 總節數 
共 1 節，

40 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1a-Ⅱ-2 分辨社會事物的類別或

先後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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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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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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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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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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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素養呼應說明 

呼應素養導向說明：本主題呼應十二年國教課綱三大核心素養「自主行

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了解家鄉命名方式的種類。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從地名的由來幫助我們更加認識家鄉，進而關

懷家鄉。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原住民族教育】 

原 E6 了解並尊重不同族群的歷史文化經驗。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4 中高年級後需發展長篇文本的閱讀理解能力。 

所融入之學習重點 

說明家鄉命名的由來，可能與當地的地形、氣候、植物等自然環境特色

有關，也可能受到原住民族、建築、開墾、生產活動等居民活動影響而

命名。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 社會領域 

摘要 
1.北斗地名的由來。 

2. 北斗地名的其他故事。 

學習目標 

1.從具體的地名事例中，分辨其與自然環境或居民活動之關係，了解家鄉

地名的命名方式。 

2.認識家鄉地名的由來，了解家鄉的歷史變遷，並進而表達對家鄉事物的

關懷。 

教材來源 鄉土教育-北斗歷史人文圖說--謝瑞隆自編簡報 

教學設備/資源 電腦與簡報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資訊與答案 

   北斗地名想一想(40’) 

(一)引起動機：(10’) 

1.教師展示幾張特色照片，讓學生說說看從圖中看到哪些資訊？ 

2.請學生歸納當中的圖片都是北斗相關建築。 

(二)觀察與發表：(15’) 

1.學生觀察北斗地理位置，與周圍景觀，請學生說說看。 

2.教師揭示與說明東螺溪與北北斗的歷史，請學生在簡報上找出出現與「北斗」地名相關的資

訊。 

3.請學生發表之前查詢過關於北斗地名由來的相關尋訊息。 

(三)說明與統整：(10’)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簡報 p5，提示東螺社舊稱 Baota，發音和「北斗」近似，歸納斗豆地名始於東螺

社舊稱 Baota。 

2.補充說明簡報 p15-17和北斗地名(東螺社/Baota)相關故事。 

(四)總結：(5’) 

1.家鄉的命名方式有很多種，多與地方的自然環境特色或居民活動有關。 

2. 家鄉地名的命名方式有很多，了解家鄉地名的由來，可以幫助我們更加認識家鄉，進而關懷家

鄉。 

 

簡報 p144-

147都是北

斗鎮內的建

築 

 

簡報 p2.東

螺溪 

 

 

1.地形近似

「寶斗仁」 

2.像「北斗

七星」等 



 

 

   

教學提醒 配合四上社會領域第一單元-家鄉的自然環境 

網站資源 

1.臺灣文獻季刊第五十八卷第三期—從地名分類看臺灣傳統地名 

https://www.th.gov.tw/new_site/05publish/03publishquery/02journal/01download.php?COLLECNUM=401058306 
2.地名資訊服務網 

http://gn.geog.ntu.edu.tw/GeoNames/index.aspx 

關鍵字 地名、北斗、建築、開墾、東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