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年國教素養導向教學方案格式 
 

領域/科目 社會/地理 設計者 吳建中 

實施年級 七年級 總節數 共___1___節，__45_分鐘 

單元名稱 1 下第四章第二、三級產業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 習 表

現 

地 1a-Ⅳ-2 說明重要環境、經濟

與文化議題間的相互關係 

社 3b-Ⅳ-3 使用文字、圖 表、數

據、地圖等多種方式，呈 現並解

釋探究結果。 

地 1a-Ⅳ-2 說明重要環境、經濟

與文化議題間的相互關係 

核心 

素養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

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

並嘗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社-J-B1 運用文字、語 言、表

格與圖像 等表徵符號，表 達

人類生活的 豐富面貌，並能

促進相互溝通 與理解。 

學 習 內

容 

地 Mc-Ⅴ-2 工商業活動的區位選

擇。 

議題 

融入 

( 非 必

要) 

實 質 內

涵 

● 以總綱十九項議題為考量、並落實議題核心精神，建議列出將融入

的議題實質內容。 

● 議題融入不是必要的項目，可視需要再列出。 

所 融 入

之 學 習

重點 

● 列出示例中融入之學習重點(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以及融入說

明，建議同時於教學活動設計之備註欄說明。 

● 若有議題融入再列出此欄。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非必要) 

●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不是必要的項目，可視需要再列出。 

教材來源 翰林出版社 1 下社會課本 

教學設備/資源 電子書、觸控式白板 

學習目標 

1.了解不同工業區位的條件。 

2.了解不同工業選擇工業區位的依據。 

3.了解台灣近代工業發展的歷程與工業區位的改變。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一、引起動機 

    從麵包店、科學園區等生活周遭或新聞媒體常見資訊，引 

    領學生發現二者設廠位置分布差異。 

二、課程活動 

    1.不同工業區位介紹: 

    (1)原料區位:原料體積大、笨重或運送不易、製成產品失 

        重率高。 

    (2)市場區位:產品體積大或不易運送、保存。 

    (3)動力區位:需大量電力。 

    (4)勞工區位:大量廉價勞工或技術性勞工。 

    (5)交通區位:原料依賴進口。 

    (6)政策區位:政府政策補助。 

    3.台灣工業發展歷程: 

    (1)40 年代:農產加工業、勞力密集的民生工業。 

 

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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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年代:政策引導的加工出口區。 

    (3)60 年代:十大建設、重工業。 

    (4)70 年代:產業轉型、技術、資本密集、高附加價值的公 

                      科技工業。 

  三、總結 

        引導學生歸納台灣工業發展歷程與工業區位的轉變。 

15min 

 

 

 

 

7min 

 

參考資料：（若有請列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