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元名稱 
第一單元 

第三課 家鄉的人口變遷 
年級 四 人數 人 

教材來源 翰林第四冊 教師  教學時間 2節 

學習目標 

1.閱讀「家鄉人口年齡分布變遷圖」，了解家鄉人口出生與死亡變化。 

2.探究影響家鄉人口出生與死亡的原因，以及目前政府推動的人口政策。 

3.了解影響一地人口移入與移出的原因，以及目前政府推動的政策。 

能力指標 重大議題 

1-2-5 調查居住地方人口的分布、組成和變遷狀況。 環境教育 

1-2-4 覺知自己的生活方式對環境的影響。 

教學活動 教具 評量 時間 

引導活動：家鄉人口變遷 

【閱讀觀察】 

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14、15頁，了解影響家鄉人口變遷的因素。 

【引導發表】 

1.教師依據課本第14頁，民國65~105年宜蘭縣人口年齡分配比例變遷

圖，引導學生探討影響家鄉人口變遷的因素。 

2.幼年人口的變遷 

(1)宜蘭縣幼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呈現什麼樣的發展趨勢？ 

逐年下降。 

(2)造成幼年人口所占比例逐年下降，可能的原因是？ 

出生率降低。 

(3)政府在面對少子化問題時，推出哪些人口政策，鼓勵婦女生育？ 

提供補助生育方案。 

3.老年人口的變遷 

(1)宜蘭縣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呈現什麼樣的發展趨勢？ 

逐年上升。 

(2)造成老年人口所占比例逐年增加，可能的原因是？ 

居民平均壽命的增加。 

(3)政府在面對高齡化人口的問題時，推出哪些老人福利政策，照顧

老年人的生活？ 

設立長青學苑，豐富老人日常生活。 

【歸 納】 

家鄉人口的變遷受到出生與死亡的影響，近年來幼年人口所占比例不

斷減少，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則不斷增加，政府為了改善少子化與高齡

化的問題，推出各種鼓勵婦女生育政策，以及老人安養照顧政策，讓

家鄉的人口都能受到妥善照護。 

教學活動1：讓大家聽了想生的政策 

【分組討論】 

1.教師將學生分組，請各組學生針對目前少子化的問題，提出一個口

號，與相關的配套政策。 

2.請各組學生討論後，派代表上臺報告。報告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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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策口號。 

(2)配合口號，三項具體可行之政策。 

3.各組報告完畢後，教師將各組政策口號條列於黑板上，由全班同學共

同票選出「讓大家聽了想生的政策」。 

教學活動2：家鄉人口的遷移 

【閱讀觀察】 

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16、17頁，了解影響家鄉人口移入與移出的

原因，以及政府面對可能產生的問題時，提出的各種人口政策與建設。 

【引導發表】 

教師引導學生討論，影響家鄉人口遷移的原因、可能造成的影響，以

及政府可行的解決策略。 

1.人們會因為哪些原因離開家鄉到外地？ 

求學、就業等因素。 

2.人們會因為哪些原因在外地長期定居？ 

家鄉缺乏工作機會、教育機會、醫療服務等原因。 

3.當一地人口不斷外移時，會造成什麼影響？ 

老年人口比率上升，產生老年人照顧問題。 

4.當一地人口不斷增加時，會造成什麼影響？ 

公共設施不足，生活品質降低等問題。 

5.面對人口過度集中的地區，政府可以推動哪些人口政策或公共建設？ 

改善公共交通，擴大人民居住範圍。 

6.對於人口大量外移的地區，政府可以推動哪些人口政策或公共建設？ 

推動公共建設，提升當地就業機會。 

【歸 納】 

家鄉人口的變化，受到居民移出與移入的影響，居民移動各有其原因，

但當一地人口過度集中或人口大量外流時，都可能對當地發展造成影

響，因此政府透過各種公共建設與人口政策，改善人口不均的問題。 

教學活動3：統整活動 

透過閱讀家鄉人口統計圖表，並分析圖表內容，可以了解家鄉人口分

布、組成與變遷的因素。並能了解人口變遷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各種

問題與具體可行的解決策略。 

教學活動4：習作習寫 

教師指導學生習寫習作1-3「臺灣人口老化問題」，首先閱讀一篇改編

的報導「老化海嘯襲臺」，了解目前臺灣面臨的人口老化問題，而後

根據報導資料，回答習作內相關人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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