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小社會領域第八冊(六下)第三單元 蛋價波動的秘密：供需法

則來解碼 

單元名稱 

第三單元主題探究與實作 

蛋價波動的秘密：供需法則

來解碼(教師自編教材) 

總節數 
共 4 節，160 分鐘 

第 1 節，40 分鐘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1a-Ⅲ-2 舉例說明在個人生活

或民主社會中對各項議題做選

擇的理由及其影響。 

1b-Ⅲ-1 檢視社會現象中不同

的意見，分析其觀點與立場。 

3a-Ⅲ-1 透過對時事的理解與

省思，提出感興趣或令人困惑

的現象及社會議題。 

3b-Ⅲ-1 透過適當的管道蒐集

社會議題的相關資料，並兼顧

不同觀點或意見。 

3c-Ⅲ-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

自我觀點，並能與他人討論。 

3d-Ⅲ-1 選定學習主題或社會

議題，進行探究與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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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探究人類生活相關議

題，規劃學習計畫，並在執 

行過程中，因應情境變化，

持續調整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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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培養良好的生活習

慣，理解並遵守社會規範，

參與公共事務，養成社會責

任感， 尊重並維護自己和他

人的人權， 關懷自然環境與

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 

 

學習內容 

Ba-Ⅲ-1 每個人不同的生活背

景與經驗，會使其對社會事務

的觀點與感受產生差異。 

Da-Ⅲ-1 依據需求與價值觀做

選擇時，須評估風險、結果及

承擔責任，且不應侵害他人福

祉或正當權益。 

Db-Ⅲ-1 選擇合適的理財規

劃，可以增加個人的財富並調

節自身的消費力。 

Dc-Ⅲ-1 團體或會議的運作可

以透過成員適切的討論歷程做

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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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從學生熟悉的生活經驗「蛋價波動」出

發，引導學生關注到這項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經濟現象 。 

透過分析蛋價波動的原因，學生會了解到供給、需求、生產成本、疾病等因素

如何影響到市場價格，這實際上就是在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響。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整個教學活動的設計，就是一個探究「蛋價波動」

這個人類生活相關議題的過程。 



                                              

 

學生在分組討論、資料蒐集（例如，蒐集家中購買雞蛋的價格紀錄）、分享報

告等環節，都是在規劃學習計畫，並在執行過程中進行探究。 

老師引導學生從雞蛋價格波動，延伸到其他商品價格的討論，則是鼓勵學生持

續調整與創新思考。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教學活動中，老師運用「雞蛋價格變動探討」這個

圖像工具，幫助學生理解抽象的供需概念以及影響蛋價的各種因素 。 

學生在小組討論中，需要運用語言表達自己的觀點，並嘗試解釋蛋價波動的現

象。 

最後的小組分享，更是訓練學生達成溝通目的，促進相互理解的重要環節。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教學活動中，透過討論蛋價波動的成因，可以引導

學生思考人類的消費行為如何影響到生產，以及生產對環境的影響，從而培養

關懷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的意識 。 

議

題 

融

入 

實質內涵 

【環境教育】 

環 E9 覺知氣候變遷會對生活、社會及環境造成衝擊。 

【家庭教育】 

家 E9 參與家庭消費行動，澄清金錢與物品的價值。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從蛋價的變化，能進一步引導學生認識生產背後的環境影響，延伸到對永續發

展與消費選擇的思考。 

涉及家庭購買雞蛋與消費選擇，可引導學生了解家庭經濟運作與支出分配。建

議補充「家庭採購怎麼決定」討論活動。 

與其他領域/科

目的連結 

自然、數學 

摘要 

1.了解影響雞蛋價格的因素。 

2.認識皮蛋的製作原理與過程。 

3.培養觀察、思考與動手做的能力。 

4.體驗傳統食物製作的樂趣。 

5.學生能夠理解供需法則的基本原理。 

6.學生能夠識別影響雞蛋供給和需求的各種因素。 

7.學生能夠運用「雞蛋價格變化的原因」分析不同因素如何影響雞蛋價格。 

8.學生能夠培養批判性思維，思考生活中常見商品的價格波動。 

學習目標 

1.理解商品價格的變動與個人理財的關係 

學生能夠認識影響雞蛋價格的供需因素，並了解價格波動如何影響日常生活支

出，進而建立基本的理財與消費調節觀念。 

2. 探索傳統食物製作與資源運用的連結 

學生能夠了解皮蛋的製作原理與過程，體驗傳統食物製作的樂趣，進一步省思

食物背後所牽涉的生產資源與環境影響。 

3. 培養評估與反思消費行為的能力 

學生透過觀察與分析「蛋的多重宇宙圖」，學習辨識雞蛋價格波動的多元因

素，並以批判性思維省思日常消費選擇對個人財務與環境的影響。 

4. 落實永續與分享的消費觀念 

學生能從理財與價格分析中延伸思考，學會在滿足個人需求的同時，也能透過

節制消費與分享資源，實踐社會關懷與環境永續的價值。 



                                              

 

教材來源 康軒版社會領域第八冊(六下)第三單元小小探究家 

教學設備/資源 教師自製投影片/華視新聞網影片/教師自編學習單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一、 引起動機 (5 分鐘) 

(一)生活經驗分享： 

老師提問：同學們，你們平常喜歡吃蛋嗎？最近家裡買蛋的時候，有沒有發現蛋的價格跟之前不太

一樣？ 

(二)引導學生分享對於蛋價變化的觀察或聽到的相關討論。 

(三)新聞事件導入： 

老師可以簡單分享近期關於雞蛋價格波動的新聞報導，例如缺蛋、蛋價上漲、下跌等，引起學生的

好奇心。 

二、概念講解：供需法則 (10 分鐘) 

(一)簡單解釋供需： 

1.需求： 告訴學生「需求」就是大家想要買東西的意願。想買的人多，需求就高；想買的人少，

需求就低。 

2.供給： 告訴學生「供給」就是店家或農夫願意賣的東西數量。願意賣的多，供給就多；願意賣

的少，供給就少。 

(二)供需與價格的關係： 

舉例說明： 

如果很多人想買蛋（需求高），但是蛋很少（供給少），蛋的價格通常會比較貴。 

如果只有少數人想買蛋（需求低），但是蛋有很多（供給多），蛋的價格通常會比較便宜。 

(三)預期心理 

1.解釋「預期心理」： 

老師可以用簡單的例子向學生解釋什麼是「預期心理」。 

例如：「如果大家聽到新聞說下個月可能會有颱風，菜可能會變貴，那麼有些人可能會提早多買

一些菜回家，這就是因為預期心理影響了他們的行為。」 

2.預期心理對供需的影響： 

老師引導學生思考，「預期心理」會如何影響市場的需求和供給。 

例如： 

(1)如果消費者「預期」蛋價會上漲，可能會增加購買量，導致需求增加，進一步推高價格。 

(2)如果蛋農「預期」未來蛋價會下跌，可能會減少生產，導致供給減少，反而可能使價格維持

在高檔。 

三、討論活動「蛋價波動的秘密：供需法則來解碼」繪製十字方格圖 (15 分鐘) 

(一)播放影片：「全台缺蛋！蛋荒 你不知道的真相」 

(二)展示「蛋價波動的秘密：供需法則來解碼」十字方格圖： 

(三)兩兩討論。 

討論方向： 

影片中提到哪些影響蛋價的因素， 

這些因素是讓想買蛋的人變多還是變少？（影響需求） 

這些因素是讓可以賣的蛋變多還是變少？（影響供給） 

這些因素會讓蛋的價格比較貴還是比較便宜？ 

小組分享： 

各組派代表上台一起完成十字方格圖。 



                                              

 

四、統整(5 分鐘) 

老師總結學生的分享，並再次強調供需法則如何影響價格。 

教學評量： 

學生課堂參與度與討論表現。 

學生是否能用簡單的話語說明供需法則。 

學生是否能舉例說明影響蛋價的因素。 

紙筆測驗──學習單 

教學提醒 完成「蛋價波動的秘密：供需法則來解碼」十字方格圖 

網站資源 
 

關鍵字 供給、需求、蛋價波動、供需法則、生活經濟、消費與生產、價格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