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小社會領域 三下 第 6 單元 第二課 家鄉故事新發現 

單元名稱 
第六單元  家鄉的故事 

第 2課  家鄉故事新發現 
總節數 共 3節，120分鐘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1a-Ⅱ-3 舉例說明社會事物與環

境的互動、差異或變遷現象。 

1c-Ⅱ-1 判斷個人生活或民主社

會中各項選擇的合宜性。 

2a-Ⅱ-1 關注居住地方社會事物

與環境的互動、差異與變遷等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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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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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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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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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試圖從不同面向找出家鄉的新故事。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活動二發現家鄉生活環境或人文風貌的改變。 

議

題 

融

入 

實質內涵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1 了解自己的文化特質。 

多 E4 理解到不同文化共存的事實。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效法先民開墾時互助合作的精神，關注現在居住地方的生活環境及文化風貌的

變遷，並了解居民的活動，也將成為家鄉故事新的一頁。 

與其他領域/科

目的連結 

 

摘要 

1.現代家鄉的發展故事。 

2.探索家鄉的新故事。 

3.家鄉居民生活方式的轉變。 

4.改變生活環境的方法。 

5.家鄉發展中的人文風貌。 

6.家鄉的發展對居民的影響。 

學習目標 

1.透過訪談活動與討論，了解家鄉環境變遷與形成的文化特色都是家鄉故事的

一部分。 

2.觀察家鄉生活環境及文化特色，覺察家鄉的發展與居民活動之間的關聯。 

3.分析生活中的不同觀點，判斷個人選擇的合宜性。 



                                              

 

教材來源 康軒版社會領域第二冊(三下)第六單元第 2課 

教學設備/資源 康軒版電子書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活動一】生活的變遷(40’) 

(一)發表與討論： 

1.教師請學生分組後於組內發表第 106 頁「長輩訪談紀錄表」學習單，並提醒發表的內容須包含

訪問的對象、訪問的類型，與現在生活的差異，以及訪談的感想。 

2.各組推派一位同學進行全班分享後，引導學生了解家鄉的生活環境及方式會逐漸改變，這些

改變也是家鄉故事的一部分。 

(二)閱讀與討論—小鎮故事：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88∼89 頁，請學生討論課文中的內容，並回

答問題。 

1.我們可以從哪些方面找到家鄉的新故事？(例：生活環境、文化風貌等。) 

2.學生分組討論，並請學生在地圖上標示出來：小鎮故事發生在哪裡？(例：苗栗縣苑裡鎮。) 

3.苑裡鎮過去是因為什麼產業而興起？為什麼沒落？(例：因藺草產業興起，後來因為出現其他

的產品取代藺草產品而沒落。) 

4.年輕人回到苑裡鎮後，以哪些方式讓苑裡鎮的生活產生改變？(例：友善農業、日式建築空間

利用、開辦課程推廣藺草文化及產品、辦理導覽活動等。) 

5.教師引導學生歸納：苑裡鎮在回鄉年輕人的努力下，曾經獲得全臺經典小鎮的第一名，也逐

漸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環境及方式，為苑裡鎮寫下新故事的開始。 

(三)統整：家鄉的發展需要居民共同的努力，秉持著愛惜家鄉的心，一起關心家鄉的生活環境、文化

風貌，我們也能對家鄉有新的發現。 

 

【活動二】美好的家鄉生活(40’) 

(一)引起動機：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90∼91 頁，並討論：「我們可以從哪些方面發現家鄉生活

環境或是人文風貌的改變？」(例：環境設施、街道風景等。) 

(二)閱讀與討論：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分組討論問題： 

1.說說看，我們的生活環境為什麼會改變？這些改變通常會有什麼影響？(例：生活環境會因為

家鄉的發展改變，有些改變會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 

2.說說看，我們可以用哪些方式認識家鄉的人文風貌？(例：舉辦展覽、提供課程、體驗活動

等。) 

3.你喜歡家鄉的哪些人文特色？(例：家鄉的菜市場可以吃到道地的客家美食。) 

4.配合動動腦：「想一想，你的家鄉最近有什麼變化？對生活有什麼影響？」(例：高架車站的

橋下變成了兒童遊戲場、廢棄鐵道變成了自行車道，這些改變都提升了我們的生活品質。) 

(三)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 2 課習作】。 

(四)統整：我們可以透過觀察發現家鄉發展過程中的改變，並且了解這些改變來自於居民共同的努

力，身為家鄉的一分子，將來我們也可以為家鄉寫下新的故事。 

 

【小小探究家】家鄉改變的影響？(40’) 

(一)發現問題—小小劇場：教師請學生閱讀課本第 92∼93 頁，並請學生以戲劇表演問題情境。 

(二)蒐集資料： 

1.教師引導學生依意願分成「贊成」、「反對」兩組，討論設立大型購物中心對居民生活的影

響。贊成組討論大型購物中心的優點，反對組則討論大型購物中心的缺點。 

2.兩組討論後，派代表輪流說明小組討論出的觀點，觀點愈多愈好，未發表的同學需仔細聆



                                              

 

聽。 

(三)整理分析：兩組發表後，教師引導學生透過剛剛的發表，省思「自己是否改變意願？為什麼改

變？為什麼不改變？」(例：我從贊成變成反對，因為人潮變多會讓我的居住品質變差；我從反

對變成贊成，因為居住地方變得更便利，雖然可能會有些髒亂，但只要努力宣導垃圾不落地，居

住品質不一定變差。) 

(四)行動省思：教師引導學生思考並說出「家鄉有哪些改變？對生活有什麼影響？你喜歡這樣的改變

嗎？為什麼？」(例：最近住家附近新增了一座公共自行車租借站，我很喜歡這樣的改變，因為

要移動到其他地方變得更容易了，也可以減少環境的汙染。) 

(五)統整：我們要時時觀察住家附近的改變，這些改變會影響我們的生活，因此透過觀察發現問題，

蒐集相關資料，並聆聽居民不同的想法，進而省思自己的想法後再行動，才能營造美好的生活環

境。 

教學提醒 配合習作 6-2家鄉故事新發現 

網站資源 

1.微笑臺灣—苑裡掀海風 

https://smiletaiwan.cw.com.tw/author/33 
2.臺中觀光旅遊網 

https://travel.taichung.gov.tw/ 

關鍵字 故事、歷史、發展、文化、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