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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彰化縣和東國小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表 1、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回饋人員 

(認證教師) 
黃惠君 

任教

年級 
四 

任教領域

/科目 
體育 

授課教師 林月美 
任教

年級 
四 

任教領域

/科目 
社會 

備課社群(選填)  教學單元 
第二單元  家鄉的生活 

第 3 課  信仰與生活 

觀察前會談 

(備課)日期及時間 

112 年 11 月 7 日 

 12：40至 13：20  
地點 科任辦公室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

公開授課日期及時間 

112 年 11 月 8 日 

 10：30至 11：10  
地點 404 教室 

一、學習目標(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1.原住民族傳統信仰的內涵與祭典儀式。 

2.漢人傳統信仰的由來與常見的神明。 

3.廟宇建築具有的功能。 

4.信仰隨家鄉發展產生的變化。 

5.信仰對信徒、社會具有的功能。 

6.面對不同信仰時應具備的態度。 

二、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1.透過資料蒐集與閱讀，了解原住民族傳統信仰中的各種神靈，在其生活中扮演重要

的角色。 

2.了解漢人傳統信仰中的廟宇與神明對其心靈的影響，同時察覺廟宇的多功能性，及

其對漢人生活的重要性。 

3.能從生活中覺察信仰的存在，並在了解信仰的功能後，能進一步尊重信仰的差異。 

三、教學評量方式（請呼應學習目標，說明使用的評量方式）： 

問答：能說出原住民族與漢人傳統信仰的異同。 

自評：能說明信仰隨著家鄉發展產生什麼變化。 

發表：願意分享面對不同信仰時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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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饋會談預定日期與地點：（建議於教學觀察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 

日期及時間：111 年 11 月 8 日 12：40至 13：20  

地點：科任辦公室 

 

111 學年度彰化縣和東國小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表 2-1、觀察紀錄表 

授課教師：林月美   任教年級：四年 4班   任教領域/科目：社會  

回饋人員：黃惠君   任教年級：四年級      任教領域/科目：體育  

教學單元：第 2單元【第三課信仰與生活】教學節次：共 3 節，本次為第 1節  

觀察日期：111 年 11 月 8 日第 三 大節 10:30-11:10 

單元名稱 
第二單元  家鄉的生活 

第 3 課  信仰與生活 
總節數 共 3 節，120 分鐘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2b-Ⅱ-2 感受與欣賞不同文 

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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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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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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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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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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認識原住民族的神靈和祭典儀式。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活動二探究漢人的神明及廟宇。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活動三理解多數信仰具有正向功能，我們應該尊重

並包容不同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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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2 建立自己的文化認同與意識。 

多 E3 認識不同的文化概念，如族群、階級、性別、宗教等。 

多 E4 理解到不同文化共存的事實。 

多 E6 了解各文化間的多樣性與差異性。 

【原住民族教育】 

原 E6 了解並尊重不同族群的歷史文化經驗。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透過傳統信仰來認識「家鄉的生活」。了解傳統的生活樣貌，連結到現今的家

鄉風貌，更能對自己的家鄉產生另一層的情感。 

與其他領域/科

目的連結 

 

摘要 

1.原住民族傳統信仰的內涵與祭典儀式。 

2.漢人傳統信仰的由來與常見的神明。 

3.廟宇建築具有的功能。 

4.信仰隨家鄉發展產生的變化。 

5.信仰對信徒、社會具有的功能。 

6.面對不同信仰時應具備的態度。 

學習目標 

1.透過資料蒐集與閱讀，了解原住民族傳統信仰中的各種神靈，在其生活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 

2.了解漢人傳統信仰中的廟宇與神明對其心靈的影響，同時察覺廟宇的多功能

性，及其對漢人生活的重要性。 

3.能從生活中覺察信仰的存在，並在了解信仰的功能後，能進一步尊重信仰的

差異。 

教材來源 康軒版社會領域第三冊(四上)第二單元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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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的傳統信仰與生活(40’) 

(一)引起動機—原住民族神話故事：教師講述原住民族的神話故事，或播放神話故事影片、動

畫，讓學生對原住民族的神靈有簡單認識。 

(二)閱讀與觀察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52 頁，說明原住民族的各種祭典或儀式，都與祖靈或神靈有關。 

2.原住民族的祭典或儀式涵蓋的範圍很廣，包括：播種、收割、狩獵、征戰、出生、死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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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生分組上臺報告關於原住民族祭典與儀式的內容，各組完成報告後，由其他組別給予回饋，

教師可隨時補充。 

(三)閱讀與討論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53 頁的「彩虹橋傳說」。 

2.教師提問：「祖靈信仰對泰雅族的生活有什麼影響？」(例：男生會努力學會打獵，女生會熟

練布技巧。為了過世後能與祖靈相聚，他們會遵守祖靈的訓戒。) 

(四)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 3 課習作】第一大題。 

(五)統整 

1.原住民族認為自然界中存在著各種神靈。 

2.原住民族的祭典或儀式，可以表達對祖靈或神靈的敬畏，並祈求保佑。 

 

【活動二】漢人的傳統信仰與生活(40’) 

(一)引起動機：教師提問下列問題，請學生依自身經驗回答。 

1.你或家人曾經因為什麼事情到廟裡拜拜呢？(依學生實際情況作答。例：姐姐國中會考前，爸

爸、媽媽帶她去拜文昌帝君。) 

2.你在廟宇中有沒有看到什麼特別的事物？在廟裡的感覺如何？(依學生實際情況作答。例：我

看到有很大的香爐，看許多很大根的柱子；廟裡感覺很莊嚴。) 

3.你看過或參加過廟會活動嗎？說說看你對這些活動的看法。(依學生實際情況作答。例：我家

附近的神明生日時，廟前的廣場會放電影，我喜歡看露天電影的感覺。) 

(二)影片觀賞與討論 

1.教師播放電子書「田頭田尾土地公」影片。 

2.配合動動腦：「家鄉的居民為什麼會祭拜土地公？」(例：土地公會守護村莊、保佑作物豐

收，與居民關係密切。) 

(三)尋找家鄉的廟宇與神明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54∼55 頁課文與圖片。 

2.教師將學生分組，發給以學校為中心的家鄉地圖，請學生在家鄉地圖上標示附近的廟宇，並寫

出供奉的神明。 

3.教師提問：「家鄉的廟宇供奉什麼神明？」(例：學生依實際情況回答。) 

4.教師提問：「家鄉居民為什麼會興建廟宇？」(例：祈求平安，獲得心靈安慰。) 

5.教師提問：「家鄉的居民會因為什麼原因去廟宇？」(學生自由作答。例：神明生日；祈求家

人平安健康。) 

6.教師提問：「家鄉的居民會在廟宇前的廣場從事哪些活動？」(例：下棋聊天、運動、舉辦祭

典等。) 

(四)統整 

1.漢人興建廟宇、祭拜神明，希望能祈求平安和心靈寄託。 

2.廟宇是信仰中心，廟前廣場也是居民休閒聚會的所在。 

 

【活動三】信仰與現代生活？(40’) 

(一)引起動機 

1.教師播放宗教信仰活動的相關影片。 

2.學生分享家人的信仰，以及他們會從事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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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察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56∼57 頁課文與圖片，並和學生討論圖片內容，進而尋找更多

生活中存在的信仰活動。 

2.教師提問：「你的家人有什麼信仰？他們會從事哪些活動？」(依學生實際情況作答。) 

3.教師提問或分享信仰活動產生變化的案例，並請學生思考為何會產生這種變化。 

4.教師說明信仰能夠鼓勵人們行善助人、克服困難，可以安定人心、促進社會祥和，因此我們對

不同的信仰都應尊重與包容。 

(三)習作配合 

1.學生分組討論【第 3 課習作】第二大題。 

2.討論內容宜包含： 

(1)各情境中，恰當與不恰當的行為表現。 

(2)不恰當行為的改正方式。 

(四)分組競賽—好神起飛 

1.教師可自製「好神騰雲圖」貼在黑板上。 

2.教師將學生分成土地公組和媽祖組，每組有一張代表該組的好神卡，以及若干張雲朵卡。 

3.將好神卡貼到黑板最下方，各組依序在籤筒抽出編號，回答該編號的題目(題目可涵蓋本單元

與信仰相關之內容)。 

4.答對的組別，將雲朵卡貼在好神卡的位置，好神卡向上移動一格，答對愈多題，好神卡就能從

最底下騰雲而上到愈高處。最快到達黑板最高處者，請教師適度獎勵。 

(五)統整 

1.家鄉居民受到不同信仰的影響，這些信仰可以在我們的生活中發現。 

2.隨著家鄉發展、觀念轉變，居民會有不同的信仰，信仰活動也會有變化。 

3.多數信仰具有正向功能，我們應該尊重並包容不同的信仰。 

 

【社會充電站】羅馬公路上的祕境——高遶教堂 

(一)引起動機：請你說說看，圖片中的建築物是使用什麼建築材料呢？(請學生觀察圖片後回

答。) 

(二)閱讀與討論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58∼59 頁圖文，說明原住民族雖有祖靈文化，但受到傳教士來臺傳

教，有些原住民族除了傳統信仰外，也會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 

2.原住民族普遍信仰祖靈，為什麼他們要蓋教堂？(例：因為外來文化傳入，有些原住民族會跟

隨傳教士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 

3.高遶教堂在興建的過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難？居民們如何解決困難？(例：因為風吹日晒的原

因，竹製的教堂受到毀損；使用土埆的磚頭來建造教堂，也經不起風吹日曬，居民只好到河邊

搬運石頭來建造教堂。後來因開闢公路，地基下陷，於是改用鋼筋水泥建造教堂。) 

4.高遶教堂歷經這麼多次的改建，為什麼居民們願意克服萬難，改建教堂？(例：因為他們有虔

誠的信仰，讓他們即使遇到困難也能想辦法解問決問題。) 

5.除了一般常見的鋼筋水泥，你還看過哪些建築？這些建築分別使用什麼建築材料呢？(例：爺

爺家旁的豬舍使用紅磚作為建材、我看過用石板堆疊而成的石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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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由於外來文化的傳入，部分原住民族除了祖靈信仰，也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說一說，生活中

有哪些因為不同文化的交流，而影響了在地生活與文化的例子？(例：有很多異國文化的餐廳，

提供居民多樣化的選擇；有些人雖然不是基督教徒或天主教徒，但也會慶祝耶誕節。) 

(三)統整： 

1.先民在搭建建築時，通常會就地取材，展現先民的智慧。 

2.隨著時代的演進以及建築工法的進步，建築的材料也會有所不同。 

3.外來文化的傳入，會影響當地居民的生活與文化。 

教學提醒 配合習作 2-3 信仰與生活 

網站資源 

1.原住民族委員會 

https://www.cip.gov.tw/zh-tw/index.html 

2.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http://www.boch.gov.tw/ 

3.全國宗教資訊網 

https://religion.moi.gov.tw/ 

4.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知識網 

https://knowlegde.gov.taipei/Default.aspx 

關鍵字 信仰、祖靈、廟宇、教堂 

 

 

111 學年度彰化縣和東國小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表 3、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回饋人員 

(認證教師) 

黃惠君 任教

年級 

四 任教領域/

科目 

體育 

授課教師 林月美 任教

年級 

四 任教領域/

科目 

社會 

教學單元 第二單元  家鄉的生活 

第 3 課  信仰與生活 
教學節次 共 3 節 

本次教學為第 1 節 

回饋會談日期及時間 112 年 11 月 8 日 

10：30至 11：10 

地點 404 教室 

請依據教學觀察工具之紀錄分析內容，與授課教師討論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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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與學之優點及特色： 

1、教學設計簡單易懂。 

2、教學內容結合生活經驗，學生可以快速連結與發想。 

3、學生能理解學習內容，並與同學分享課程相關之生活經驗。 

4、學生能有適當回應，並能與老師有良好互動與合作。 

5、教導學生整理課文重點，並書寫於重點單上。 

二、 教與學待調整或精進之處： 

1、畫課文重點時，常有學生找不到重點，建議善用電子書。 

2、可以指定不常發言的學生，增進師生互動。 

3、海報字體較小，建議使用電子檔，可以放大縮小。 

三、 回饋人員的學習與收穫： 

1、學生能理解學習內容，並與同學分享課程相關之生活經驗。 

2、學生能有適當回應，並能與老師有良好互動與合作。 

3、學生能書寫課文重點，印象會更深刻。 

四、 照片分享 

 

介紹台灣原住民族。                      講解習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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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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