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領域/科目 社會 設計者 莊雅閔 

實施年級 六年級 總節數 
共 8 節，320 分鐘 

(公開授課第 8 節) 

主題名稱 第四單元 都市、鄉村的互動與發展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3b-Ⅲ-2 摘取及整理社會議題相關資料的重點，判讀其正確性及價值，並加以

描述和解釋。 

3c-Ⅲ-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我觀點，並能與他人討論。 

2a-Ⅲ-1關注社會、自然、人文環境與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學習內容 
Ab-Ⅲ-2交通運輸與產業發展會影響城鄉與區域間的人口遷移及連結互動。 

Ca-Ⅲ-1都市化與工業化會改變環境，也會引發環境問題。 

核心 

素養 

總綱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領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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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認識與運用科技、資訊及媒體，並探究其與人類社會價值、信仰及

態度的關聯。 

教材來源 (康軒出版)6 上 

教學設備/資源 電腦、喇叭、單槍投影機、白板 

各單元學習重點與學習目標 

單元名稱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都市、鄉村的互動

與發展 

學習表現 

3b-Ⅲ-2摘取及整理社會議題相關

資料的重點，判讀其正確性及價

值，並加以描述和解釋。 

3c-Ⅲ-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我

觀點，並能與他人討論。 

2a-Ⅲ-1 關注社會、自然、人文環

境與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1.理解都市與鄉村各有不同的

產業發展，覺察都市與鄉村的

產業間，有彼此依賴的關係。 

2.體認交通運輸促進都市與鄉

村的互動交流及產業發展，關

注所造成的影響。 

3.了解交通與產業對人口遷移

的影響，並促進生活圈的形

成。 

4.理解都市發展促進各項資源

集中，關注都市化對居民生活

與環境的影響。 

5.察覺工業化對城鄉發展的影

響，關懷工業發展造成的環境

問題。 

6.關注宜居環境的營造，體會

與環境和諧共存是都市與鄉村

居民的共同責任。 

7.理解都市與鄉村土地利用的

差異，探討邁向永續的可行做

法。 

學習內容 

Ab-Ⅲ-2交通運輸與產業發展會影

響城鄉與區域間的人口遷移及連

結互動。 

Ca-Ⅲ-1都市化與工業化會改變環

境，也會引發環境問題。 

Ca-Ⅲ-2 土地利用反映過去和現

在的環境變遷，以及對未來的展

望。 

Bb-Ⅲ-1 自然與人文環境的交互

影響，造成生活空間型態的差異

與多元。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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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用影片欣賞和分組討論都市與鄉村的生

活樣貌與產業發展以及交通網路跟城鄉之間的關係。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活動三觀察地圖和統計圖，了解都市與鄉村有不同的

人口遷移現象。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4-1 都市與鄉村為什麼會互動交流 ? 

第一節課: 城鄉產業互動多 

一、引起動機 

教師播放所在縣市的產業活動影片，請學生說說看從影片裡觀察

到哪些產業及所提供的服務？(例：我看到八斗子漁港的漁船滿

載回港，有許多漁獲；長庚醫院在基隆市除了有基隆院區外，

也設立了情人湖院區，提供附近居民就近看診。) 

二、發展活動 

   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92～93頁的課文與跨頁示意圖、圖

說，並回答下列問題。 

1.都市與鄉村的產業有哪些舉例，互動交流的方式為何？ 

地點 產業互動 交流方式 

都市 
機械、五金、科技、

餐飲、醫療服務等 

1.提供都市及鄉村居民就業

機會。 

鄉村 
農、漁、牧、食品

加工等 

1.農產或漁獲會運送到都市

銷售。 

2.產品先進行加工後再販

售。 

2.觀察左側都市與鄉村產業互動示意圖，並和同學分享，你有什麼

發現？(例：有些餐飲業除了在都市經營外，也會到鄉村地區開分

店。鄉村的漁獲有些會送去附近的加工廠加工，有些會透過便捷的

交通，運送到都市販售。) 

3.從你的生活經驗中想一想，你覺得都市與鄉村還有哪些不同的產

業？(例：宜蘭縣礁溪鄉有溫泉觀光產業、苗栗縣大湖鄉有休閒農

業、都市內有許多連鎖量販店及餐廳等。) 

三、整合活動 

    1.統整：都市與鄉村的生活樣貌與產業發展各不相同，產業活動 

    也會彼此交流互動。 

第一節結束 

 

 

 

 

 

 

 

 

 

 

 

 

評量方式： 

1.口語評量。 

2.紙筆評量。 

 

 

 

 

 

 

 

 

 

 

 

 

 

 

 

 

 

 

 

 

 

 

 

 

 

 

 

 

 

 



第二節課: 城鄉交通促交流 

一、引起動機 

   教師引導學生觀察課本第 94頁 QR Code連結的臺灣重要運輸路網圖，

上面有哪些交通設施？這些交通設施可以連結哪些地方？(例：從所

在縣市──雲林縣出發，若有鐵路通過，往北可以連接苗栗縣、臺北

市，往南則可以達高雄市、屏東縣、臺東縣等地。) 

 

二、發展活動 

   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95頁的課文、圖片及圖說，回答問題並進

行小組任務。 

1.從課文中可以得知交通建設雖然可以促進都市與鄉村的交流，但

也可能為沿線居民的生活帶來哪些不同的影響？(例：不同立場的

人有不同的觀點：縮短交通時間、帶來經濟收益、造成環境汙染等。) 

2.國道 6號的開通，對遊客及沿線居民的生活有哪些改變？(例：外

地的遊客前往南投山區景點，可以一日來回；草屯觀光業的生意變

差，但是山區景點的觀光業生意有提升。觀光景點的垃圾量變多，

有時環境較髒亂。) 

3.教師準備所在縣市內的一項交通建設議題資料(已完工或未完工

皆可)，請學生閱讀相關資料後，進行分組討論。例：連接基隆市

暖暖區到新北市貢寮區的「基福公路」，在閱讀公路相關資料，或

進行網路資料檢索閱讀後，將學生分成不同立場的代表，各組進行

討論後，提出對於公路的觀點： 

基隆市暖暖區居民 

1.暖暖的車流量變大，容易塞

車。 

2.交通事故增多。 

3.空氣汙染。 

公路沿線觀光業者 

1.觀光客增加，餐飲業者收入

比以往多。 

2.前來休閒農場活動的遊客增

加。 

3.在地農特產品銷售量提高。 

新北市貢寮區居民 

1.要前往基隆市或臺北市就

醫、購物等，有比較快、方便

的道路。 

2.遊客變多，停車亂象增加。 

3.交通事故增多。 

使用道路的遊客 

1.可以連結新北市平溪區、雙

溪區、貢寮區，到東北角旅

遊更方便。 

 

*分享與討論 

1.各組分享報告所整理的資料。 

2.根據各組報告的內容，進行互相提問。(例：道路開通對基隆市暖

暖區的居民有哪些正面影響？福隆(新北市貢寮區)的居民要前往

臺北，會選擇走基福公路嗎？為什麼？) 

 

 

 

 

 

 

 

 

 

 

評量方式： 

1.口語評量(分組)。 

2.紙筆評量。 

 

 

 

 

 

 

 

 

 

 

 

 

 

 

 

 

 

 

 

 

 

 

 

 

 

 

 

 

 

 

 

 

 

 

 

 

 

 

 

 

 



三、整合活動 

    1.統整：交通網路可以拉近都市與鄉村的距離，但是也可能為都市

與鄉村帶來正面、負面等不同的影響。 

 

第二節結束 

 

第三節課: 生活圈大不同 

 

一、引起動機 

    教師展示臺灣行政區圖，並揭示各縣市人口數，請學生閱讀後分享

觀察到的內容。(例如：各縣市的人口數有什麼差異？哪裡的人口數

較多？哪裡的人口數較少？是否可以提出人口數分布的理由？) 

 

二、發展活動 

    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96頁課文與圖片，並回答下列問題。 

1.民國 112年臺北市有 74,000人遷往其他縣市居住，這些居民遷出

臺北市的原因可能為何？(例：臺北市房價偏高，難以負擔；生活

開銷較多；交通擁擠；其他縣市有待遇較好的工作機會等。) 

2.從圖表資料中，可以發現這些遷出的居民，移往哪些地方居住？

(例：大部分移往其他都市居住。) 

3.從臺北市遷出的居民中，最多人選擇移居的地方是？(例：新北

市。) 

*配合關鍵思考： 

1.觀察統計圖，可以了解原本居住在臺北市的人口往哪些縣市遷

移。(說明：從統計圖中可知，民國 112年臺北市的人口以遷往新

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等五個直轄市為主，少部

分則遷往六都以外的其他縣市。) 

2.圖中面積愈大的縣市，代表愈多人往該縣市遷移。(說明：以五個

直轄市來看，面積最大的是新北市，其次依序為桃園市、臺中市、

高雄市、臺南市。) 

3.想一想，為什麼遷出臺北市的人口中，以遷到新北市的人口占多

數？(例：新北市面積較大，居住地選擇較多，且新北市與臺北市

距離近，通勤到臺北市工作的時間比較短。新北市有些區域的房

價、物價比臺北市便宜。新北市的人口、交通比較沒有臺北市擁擠。) 

 

三、整合活動 

    1.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1課習作】 

    2.統整：受到產業與交通運輸的影響，都市與鄉村有不同的人口遷 

      移現象，而生活往來密切的區域則會逐漸形成生活圈。 

第三節結束 

 

 

 

 

 

 

 

 

 

 

 

 

 

 

 

 

 

 

 

 

評量方式： 

1.口語評量。 

2.紙筆評量。 

3.習作。 

 

 

 

 

 

 

 

 

 

 

 

 

 

 

 

 

 

 

 

 

 

 

 

 

 

 

 

 

 

 



4-2都市化與工業化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 

 

第四節課: 都市生活面面觀 

一、引起動機 

    教師請學生分組討論，我們居住的地方是否因為人口、產業往都市

集中而受到影響？(例：人口外移、有些產業沒落蕭條。) 

 

二、發展活動 

    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98～99頁課文與圖說，並回答下列

問題 : 

1.都市有哪些優勢吸引人們移往居住？(例：各種生活資源能滿足需

求、較多的工作機會、多元的生活空間等。) 

2.都市有哪些不同的生活空間？(例：居住、休閒、工商業等。) 

*配合關鍵思考： 

1.統計圖上的不同顏色，代表不同縣市，數字代表大專校院及醫學

中心的數量。(說明：從顏色及數量來觀察，可以發現六個直轄市

所擁有的大專校院及醫學中心數量總和超過全國一半以上。 

2.統計圖中面積愈大的顏色，代表該縣市的大專校院或醫學中心的

數量愈多，請分別找出數量最多的縣市。(說明：臺北市的大專校

院數量和醫學中心數量皆為全國最多。 

3.想一想，為什麼大專校院及醫學中心集中在這些縣市？和這些縣

市人口密集有什麼關係？(例：因為都市人口較多，居民對於教育

及醫療資源的需求較高，因此教育和醫療資源會往都市地區集中，

以滿足居民生活所需。) 

*都市問題想一想：教師準備海報紙，或從康軒數位高手網站下載學習策

略 KWL摘要法檔案，請各組學生閱讀課文內容後進行討論與摘要，製

作成 KWL表： 

1.將課文中的都市問題與原因摘要至欄位 K(我已經知道的)。 

2.討論與思考，關於這個問題還想知道哪些，寫在欄位 W(我想要知

道的)。 

3.小組分工查找資料，將找到的答案記錄在欄位 L(我學到的)。 

*小組分享： 

1.各組呈現討論的成果，並上臺分享： 

都市化影響 K(已知) W(想知) L(學到) 

1.交通擁擠

問題 

問題： 

(1)交通擁擠 

(2)停車空間

不足。 

(3)汽機車違

停。 

 

為什麼捷運

建設的速度

那麼慢？ 

捷運建設需要評估

規畫、土地徵收、

施工興建、車輛測

試、通車營運等不

同階段，因此工期

較長。 

 

 

 

 

 

 

 

 

 

 

 

評量方式: 

1.口頭回答 

2.分組報告 

3.習作 

 

 

 

 

 

 

 

 

 

 

 

 

 

 

 

 

 

 

 

 

 

 

 

 

 

 

 

 

 

 

 

 

 

 

 

 

 

 



改善策略： 

鼓勵使用大眾

運輸 

2.垃圾處理

問題 

問題： 

(1)都市垃圾

量大 

(2)焚化爐處

理量有限 

(3)垃圾汙水 

改善策略： 

臺北市、新北

市及少數地區

實施垃圾費隨

袋徵收政策 

其他縣市為

什麼不實施

垃圾費隨袋

徵收政策？ 

可能影響民眾原有

的生活習慣，使用

專用垃圾袋會造成

額外的塑膠垃圾產

生等。 

3. 對於都

市化的影

響，還有什

麼想了解？

(例：居住問

題） 

問題： 

(1)人口密

集、居住空間

狹小 

(2)高房價 

為什麼有些

都市的居民

往郊區移

居？ 

都市內房價物價較

高、居住品質沒有

比較好。郊區雖然

需要花較多的通勤

時間，但可能有房

價較低、生活環境

比市區佳的優點。 

 

三、整合活動 

1. 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2課習作】第一大題。 

2. 由於都市化的影響，現今臺灣多數人口居住在都市。然而，都市的產 

   業活動與人口較多，也會引發各種問題，極需面對和解決，政府也提 

   出許多的改善措施。 

第四節結束 

 

第五節課: 工業發展有影響 

 

一、引起動機 

1.教師帶學生閱讀繪本《挖土機年年作響》或網路資料，請學生依

序讀圖後，分享觀察到的變化。 

2.我們居住的地方是否有受到工業化的影響？(例：請學生自由發表

意見。例如：我爸媽都在附近工業區上班；附近有些工廠產生空氣

汙染、有些農地被興建違章工廠；學校旁的溪流曾經出現過偷排廢

水，使溪流呈現七彩顏色等。) 

 

 

 

 

 

 

 

 

 

 

 

 

 

 

 

 

 

 

 

 

 

 

 

 

 

 

 

 

 

 

 

 

 

 

 

 

 

 

 

 

 

 

 

 

 

 

 

 

 

 

 

 

 

 

 

 

 



二、發展活動 

    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102～105頁的課文與圖說，並回答 

    問題: 

1.臺灣的工業化歷程有哪些變化？(例：政府鼓勵工業發展，有些農

業人力轉往工業生產；農業人力不足，引進機械協助耕作；都市內

及周邊的工廠林立，農地轉變成工業發展，人們輪班上班；都市及

鄉村都因為工業發展改變了環境，人們的生活型態也有改變等。) 

2.工業化對都市環境可能有哪些影響？(例：汙染問題、安全問題

等。) 

3.工業化對鄉村環境可能有哪些影響？(例：農、漁用地消失等。) 

4.想一想，不同立場的人對於工廠轉型或搬遷，有什麼不同考量？

如果是你，你的考量會是什麼？(例：居民會覺得工廠汙染環境影

響健康，工廠遷移後也會擔心後續土地利用是否對環境和健康有影

響。工廠業者則希望居民能支持，努力做好設備提升及汙染防治。

我會擔心工廠轉型或搬遷的施工期間，會不會很吵而影響上課。) 

 

三、整合活動 

    1.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2課習作】第二大題。 

    2.工業化對都市與鄉村的環境都會產生影響，需要政府和民間共同 

      攜手改善，讓環境永續發展。 

 

                        第五節 結束 

 

4-3 都市與鄉村為什麼需要邁向永續發展? 

 

第六節課:合宜安全城鄉居 

 

一、引起動機：教師播放《SDG11永續發展與社區》動畫，請學生說說看 

    從動畫裡觀察到哪些做法，能夠建構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特 

    質的城市與鄉村？(例：包容不同族群、語言的人們；多搭乘大眾運 

    輸，減少空氣汙染；參與保護歷史建築及自然景觀的活動，為永續 

    發展努力等。) 

 

二、發展活動: 

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106～109頁的課文與圖說，並回答

下列問題。 

1.適宜居住的環境應該要包含哪些？(例：足夠的休閒綠地及公共空

間、居民獲得安全可負擔的住宅。) 

2.哪些做法可以讓鄉村年長者獲得良好的照顧，讓年長者在鄉村安

心居住？(例：加強長者居家照護體系、增設醫療設施、讓交通網

路更便利、鼓勵青年返鄉等。) 

 

 

評量方式: 

1.口頭回答 

2.習作 

 

 

 

 

 

 

 

 

 

 

 

 

 

 

 

 

 

 

 

 

 

 

 

 

 

 

 

 

 

 

 

 

 

 

 

 

 

 

 

 

評量方式: 

1.口頭回答 

2.習作 

 

 

 

 

 



3.為什麼台青蕉樂團會為了讓更多人認識旗山而努力？(例：對於家

鄉的情感、期盼家鄉傳統產業轉型、凝聚在地人的認同等。) 

4.無論都市或鄉村，都需要努力與環境和諧共存，有哪些是可行的

做法？(例：推動電動公車、改變治水觀念為與水共生、加強防災

教育、將水土保持觀念與產業結合等。) 

5.想一想，如果居民沒有與環境共存，會帶來什麼影響？(例：可能

會導致各項災害發生，最後仍影響居民的生活或生命財產安全。) 

6.你的家鄉有什麼與環境共存的做法？(例：學生依實際情況作答。

例如：推廣公共自行車的使用、鼓勵居民採用有機農法耕作、獎勵

資源再利用避免製造垃圾汙染環境等。) 

 

三、整合活動: 

1. 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3課習作】。 

2. 都市與鄉村為了邁向永續發展，政府與民間應合作營造合宜的居      

   住環境，並致力於與環境共存，降低對環境的影響，讓居民都能 

   安心生活。 

 

                       第六節 結束 

 

第七節課:永續城鄉想一想 

 

一、引起動機: 

教師請學生回想學校或住家附近時，是否都有規畫行人穿越道(人行

道)可以行走？有需要改進的地方嗎？也可以使用Google街景地圖

帶學生進行觀察。 

二、發展活動: 

    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110～111頁課文與圖片，閱讀後回 

    答下列問題。 

1.案例中的國外與臺灣對於步行空間的規畫有何差異？(答：國外的

案例是縮減車道，拓展行人空間與綠蔭。臺灣的案例有的地方規畫

寬闊的步行空間，設置自行車道，以避免行人與自行車發生事故，

但許多地方仍有人行道空間被占用的問題。) 

2.從圖文案例中可以發現，都市邁向永續發展的做法之一為何？為

什麼這樣的空間改變符合永續發展的目標？(例：改善行人的步行

環境。以人為本的思維，拓展人行空間，提供都市居民安全宜居的

生活環境，也能促進居民身體健康。) 

3.閱讀課本第 111頁文章，思考成龍村改變的原因、成果，並回答

問題：面對環境的變遷，成龍村的居民如何往永續發展的方向邁

進？(例：透過藝術家合作的藝術創作，將老屋、舊校舍改造成藝

術空間，加上各種裝置藝術的呈現，除了吸引人們的注意外，也努

力將藝術與生態、地方產業結合。) 

 

 

 

 

 

 

 

 

 

 

 

 

 

 

 

 

 

 

 

 

 

 

 

 

 

 

 

 

 

 

 

 

 

 

評量方式: 

1.口頭回答 

2.習作 

 

 

 

 

 

 

 

 

 

 

 

 

 

 

 

 



4.觀察國外、臺灣都市人行空間的規畫狀況。(說明：以西班牙巴塞

隆納的案例與學生生活經驗做比較，說說看臺灣人行道設計需要改

進的地方。) 

5.思考都市發展與人行友善空間的關係，以及對人們健康及環境的

好處。(說明：都市的主體是居民，都市的發展應該以人為本進行

規畫，對於居住環境與居民健康具有正向的影響。) 

6.想一想，你居住的地方是否有合宜的人行空間？如果從提升生活

品質、對環境及人們健康的好處來思考，還可以做哪些改善？(例：

學生依實際情況作答，例如：我居住的地方大多數道路缺乏合宜的

人行空間，常有變電箱、路燈或違停的車輛阻礙人行道，行走的空

間受到限制。若能將人行道與變電箱、路燈、停車格等空間區隔開

來，並在人行道增加綠蔭，或許能增加居民步行的意願，相信對都

市環境與生活品質有所助益，也能促進居民健康。) 

 

三、整合活動: 

營造合宜的居住環境，讓兒童、婦女、長者、身心障礙者等各族群

都能安居的都市或鄉村，是政府和居民共同努力的方向。 

 

                      第七節結束 

 

第八節課:為什麼原本居住在都市的青年要返鄉？ 

一、引起動機 

1. 請小組學生共同閱讀課本 114頁，了解文中主角對於「青年返鄉」 

   產生哪些疑問？ 

 

二、發展活動 

1. 請小組學生討論:「如果你從小在鄉村居住，成年後要選擇留在家 

鄉，還是到都市居住，為什麼?」。 

2. 學生分 5組，上台報告。 

3. 使用Kahoot回答問題。 

三、整合活動 

1. 上台發表者給予獎勵與指導。 

2. 教師歸納重點，並引導學生正向思考與解決問題之道。 

                       第八節 結束 

 

 

 

 

 

 

 

 

 

 

 

 

 

 

 

 

 

 

 

 

 

 

 

 

 

 

 

 

 

 

 

 

 

 

 

評量方式: 

1. 分組上臺報告 

2. Kahoot 回答正確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