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課綱教案競賽獲獎作品摘要(教案組-特優)

作品名稱：農產交易挑戰賽

學校：國立成功大學

作者：柯品宇 陳明璇 陳冠景

作品摘要：
教學以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公民與社會科及生物科之跨領域融合為設

計核心，結合公民與社會科之市場機能及生物科之應用生物技術與農業單

元。學習者須先認識市場組成與供需，以及農業培育與基改後，再透過合

作學習進行農產品育種和交易之活動，藉由模擬生活情境，協助學習者整

合跨領域之學科知識，並培養其問題解決的能力與態度。 

課程共分為三個單元，透過對單元一與單元二兩專業科目知識的學習，學

習者能在單元三實際運用所學知識於跨領域活動中。

1. 單元一 ：透過教師講解、分組討論和影片欣賞等方式，讓學習者了解

市場機能的知識，並能繪製出需求線與供給線。

2. 單元二 ：透過教師講解、影片欣賞和辯論活動等方式，讓學習者了解

和反思生物技術在農業上的應用。 

3. 單元三 ：透過分組活動與結合單元一和單元二所學習的課程內容的方

式，使學習者運用專業知識進行培育農作物及熟悉市場交易之運作，

並培養其團體合作和問題解決的能力。

本課程運用多樣教學方法，包含合作學習、講授法、問答法及演示法

等。同時採用多元的評量方式，包含口語問答、活動學習單、實作及辯論等，

每項教學評量皆會列出其目的、方法及規準。

    核心素養的概念是跨領域與跨學科的，期許學習者能從相異領域間，來建

構知識的學習，協助其統整與活用跨領域之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

作品名稱：我們都移樣-我國東南亞籍移工的人權

學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作者：郭洺儒 許佳蒨 謝易耘

作品摘要：

教案設計者認為，臺灣面臨高齡化社會，無論是學習者目前的家庭狀

況或是未來的生活處境，皆有可能面臨照護長輩和工作兼顧的兩難，有必要讓

學習者了解若在人力不足需聘僱外籍看護狀況下，將可能會遇到文化間的摩擦

和衝突現象，進而思考背後的原因，並有機會讓學習者在已邁入高齡化的未來，

知曉如何因應與解決。

因此，本課程設計植基於「自發」、「互動」、「共好」，從主題

附件三



「D.民主社會的理想及現實」中項目的「c.多元文化」進行兩方面條目之教學：

一為條目中的「公 Dc-Ⅴ-1 不同文化之間為何會有摩擦或衝突？」、二為條目

中「公 Dc-Ⅴ-2我國目前有什麼具體政策，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平等？」，透

過我國長照引進國際移工議題，讓學習者以角色扮演融入情境，引導其體會不

同文化之間產生摩擦或衝突的現象及後果，進而願意在與他人互動過程中激發

學習者共同思辨造成該現象的原因，重視學習者知識性的建構、情意上的同理，

進一步使學習者反思探究如何達到文化間的共好，藉由自主蒐集資料檢視我國

目前現有的法律政策如何促進文化平等，將所學與當今社會問題有所連結，透

過模擬情境，培養自主發現問題、與他人互動討論、共同達到美好未來的願景。

作品名稱：情寄岳陽，心繫天下──范仲淹與〈岳陽樓記〉

學校：慈濟大學

作者：黃庭萱

作品摘要：

  本教案教學對象為「花蓮體育高中」(簡稱花蓮體中)學生，體育專科高

級中等學校學生的入學學業成績大多低於一般高中生，因此對課業多半沒自信

也沒興趣學會，上課常處在訓練後的疲累，又因平日忙於各式體育競賽的訓練，

所以進度常被打斷，學習成效有待提升。

  但秉持著「困難點就是亮點所在」的想法，因此針對以上需求，本教案

在課程安排上盡量將每次進度獨立，以應付體育競賽行程、加強學習策略的運

用，例如：心智圖、關係圖，亦透過統整將知識脈絡化，幫助學生學習更有效

率與架構，例如：透過「范仲淹生命曲線圖」的活動，學生不僅了解作者生平

事件，更能具體表達作者一生的「晴」、「雨」。

  融入多元、情境化的教學活動與多媒體的輔助亦是本教案特色，例如：

「來去岳陽走一遭」情境體驗：透過多媒體的輔助，讓學生對岳陽樓的景色、

歷史、價值有具體認識，期待學生在體育專長訓練之餘，亦能在活潑的氣氛學

習國文。

  「世界和平遊戲『末日危機高峰會』」體現本教案課程精神的實踐力行，從

〈岳陽樓記〉文本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精神出發，融入

「國際教育議題」，期許學生在理解范仲淹超越「雨悲」、「晴喜」的胸襟與

抱負後，更能將思想的高度運用在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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