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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民生國民小學「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設計案例表件 

一、課程設計原則與教學理念說明 

   (一)單元的設計緣起、背景、意涵與重要性 

    本單元僅就台灣社會在 50 年代後，因快速工業化，在家庭類型、性別平權、人們

生活型態等變遷做討論。期待學生由觀察變遷的現象中，體察這些變遷是如何影響我

們的生活，進而關心目前社會現象，以凝聚台灣社會的生命力。 

   (二) 重要教學策略與評量的說明: 

    小組討論：透過討論反思自己的思考脈絡。 

   (三) 單元架構: 

 

 

 

 

二、教學活動設計 

 （一）單元 

領域科目 社會 設計者 黃齡嫻 

單元名稱 第五單元第二課家庭性別新關係 總節數 共   3   節，   120  分鐘 

教材來源 

■教科書（□康軒■翰林□南一□其他      ） 

□改編教科書（□康軒□翰林□南一□其他      ） 

□自編（說明：） 

學習階段 

□第一學習階段 （國小一、二年級） 

□第二學習階段 （國小三、四年級） 

■第三學習階段 （國小五、六年級） 

□第四學習階段 （國中七、八、九年級） 

實施年級 

六年級 

學生學習 

經驗分析 

1. 學生已了解自己家庭成員的組成有哪些。 

2. 從媒體看過關於家庭型態改變及女性在家庭中角色的相關報導。 

3. 對性別平等法律有基礎的了解。 

設計依據 

學科價值定位 

1. 了解臺灣家庭型態的變遷情形。 

2. 發現家庭型態改變所帶來的問題。 

3. 了解臺灣女性地位的提升 

4. 培養性別平等互助，包容合作的態度。 

領域核心素養 

社-E-A1 

認識自我在團體中的角色，養成適切的態度與價值觀，並探索自我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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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養成尊重差異、關懷他人及團隊合作的態度。 

 

 

社會變遷 

從農業社會到工商業社會 

家庭性別新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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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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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Ⅱ-3 舉例說明社會事物與環境的互動、差異或變遷現象。 

1b-Ⅱ-1 解釋社會事物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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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Ⅱ-2 表達對居住地方社會事物與環境的關懷。 

學習內容 Ad-II-1 個人透過參與各行各業的經濟活動，與他人形成分工合作的關係。 

單元課程目標 
1.了解臺灣社會變遷對家庭與女性的影響。 

2.培養適應社會變遷的能力。 

核心素養呼應說明 

覺察社會變遷對家庭變遷和女性地位改變的影響，進而自我省思，涵養

出自我認同與形塑正確的價值觀。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家E2了解家庭組成與型態的多樣性。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了解家庭、學校與職業的分工，不應受 

     性別的限制。 

融入單元  

與他領域／科目連結 家庭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 

教學設備／資源 智慧螢幕、youtube 網站 

參考資料 翰林六上社會課本、教用版電子教科書 

 （二）規劃節次（請自行設定節次，可自行調整格式） 

節次規劃說明 

選定節次 

（請打

勾） 

單元節次 

教學活動安排簡要說明 

✓ 1 第  1 節課 認識與了解家庭型態的改變。 

 2 第  2 節課 性別平等向前行。 

 3 第  3 節課 兩性平等海報製作。 

 （三）本節教案 

教學活動規劃說明 

選定節次 第 1 節 授課時間 40分鐘 

學習表現 

1a-Ⅱ-2 分辨社會事物的類別或先後順序。 

1a-Ⅱ-3 舉例說明社會事物與環境的互動、差異或變遷現象。 

1b-Ⅱ-1 解釋社會事物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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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Ⅱ-2 表達對居住地方社會事物與環境的關懷。 

學習內容 Ad-II-1 個人透過參與各行各業的經濟活動，與他人形成分工合作的關係。 

學習目標 
1.了解家庭型態的變遷情形。 

2.發現家庭型態改變所帶來的問題。 

情境脈絡 
社會變遷改變了家庭型態，期待學生在了解之餘，能以一顆包容的心，去

看待每一種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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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檢核／備註 
 
【準備活動】 

一、課堂準備 

(一)教師：將投影機、教學相關連結影片、海報紙準備好。 

(二)學生：上課前，請學生先了解自己家庭成員與家庭組成的類型。 

二、引起動機 

1. 影片欣賞：家庭性別新關係  

2. 說說看，你的家庭如何幫助你成長？ 

【發展活動】 

【閱讀與分享】 

1. 學生用自己的速度朗讀課本68-69頁，找出重要的詞句畫線或

圈出來。 

2. 與學習夥伴分享你們倆的重點，並說說看為什麼你覺得重要？ 

【問題與回答】 

1. 家庭具有那些功能？ 

個人生存、情感維繫、文化傳遞、社會秩序維護。 

2. 家庭型態經歷了那些社會變遷？ 

由農業社會轉型成為工業化社會後，大家庭轉變為折衷家庭、

小家庭。 

3. 為什麼工業化後，折衷家庭及小家庭成為臺灣主要的家庭型

態？ 

工業化後，許多生產行為漸漸被機器所取代，不需要大量的人

力來提高產量，因此大家庭逐漸減少。而臺灣在重孝道的文化

背景下，折衷家庭穩定的維持一定比率，小家庭則成為最主要

的家庭型態。 

4. 現代社會的家庭型態有哪些類型？ 

大家庭、小家庭、折衷家庭、兩人家庭、單身戶、單親家庭、

隔代家庭、異國婚姻。 

5. 家庭變遷衍生了哪些問題？ 

少子化、子女教養、獨居老人。 

【總結活動】 

【心智圖製作】 

1. 差異化分組：一組討論「家庭的功能」 、一組討論「家庭的型

態」、一組討論「家庭變遷」 

2. 分組製作心智圖 

3. 將三組心智圖，彙整黏貼到全開海報紙，成為「家庭型態的改

變」的大概念圖。 

【小結】 

由於社會環境變遷，產生了多元的家庭型態。這些家庭型態或許和

傳統家庭型態有所不同，也可能遭遇經濟、子女教養等問題，但只

要用心經營及善用社會資源，一樣可以建立和諧良好的家庭環境。

我們應該要珍愛並且重視自己的家庭，也要尊重和包容不同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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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 

學習任務說明 

1. 了解家庭成員及各種角色的特徵、變遷及角色間的互動關係。 

2. 學生能分組協力完成「家庭型態的改變」心智圖，並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