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國中部)110學年度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課程名稱 繽紛台灣-彩繪地理 
課程 

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實施年級 
7年級  □8年級 □9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節數 每週 1  節  

設計理念 

    本學期的課程內容由台灣出發，就學生國七所學之台灣地形概念加以強化應用（台灣立體模型），並就個人有興趣

之台灣主題進行探究（尋找自己的感動地圖），希望學生擺脫背誦的慣性，導入實作活動，為學生創造觀察學習、自我

學習與自我表現的機會。藉由資料蒐集→分析討論→實作→作品產出，使學生不僅能理解所學，進而整合並運用所學，

突顯社會領域作為應用學科的特質。  

    地形模型的製作，結合地理知識與美感的展現， 學習將平面資訊立體化與視覺化，使地理知識的學習更為直接、

有效果，真實而易懂。透過動手實做的過程，學生能體驗台灣地形之美，並在「做中學」的過程中，達到知識的內化與

活化。在實際觀察同儕間的作品時，能指出優缺點與特色，透過對話，彼此了解不同的創作經驗及解決問題的方法。  

    為因應教學目的，課本所呈現的地圖不外乎以地形、氣候、雨量、人口……等為主題。然課本以外的世界，繪圖者

若選擇某個「主題」來發揮，表示該主題對於繪圖者的生活而言，應具有某種程度的連結或意義，如：因應口罩實名制

而產生的口罩數量地圖。透過學生所設計繪製的主題地圖，教師能確實了解不同學生所關注的議題有別，如：熱愛動物

學生所繪製的「貓咪咖啡館地圖」、「寵物收容所地圖」，或熱愛旅遊、美食、泡湯、賞雪……的學生所繪製出各式的

主題地圖，由自身的觀點及生活經驗出發，來帶領讀者從不同角度更深入的了解台灣。 

    透過上述課程，教師期望培養學生健全的自我發展，並能檢視、分析和理解他人觀點，尊重並包容多元文化，以俾

未來更有能力從多元的觀點去看世界，讓未來朝向更好的方向發展。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具備規劃及執行計畫的能力，並試探與發展多元專業知能、充實生活經驗，發揮創新精神，以

因應社會變遷、增進個人的彈性適應力。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具備理解及使用語言、文字、數理、肢體及藝術等各種符號進行表達、溝通及互動的能力，並 

能了解與同理他人，應用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具備藝術感知、創作與鑑賞能力，體會藝術文化之美，透過生活美學的省思，豐富美感體驗， 

培養對美善的人事物，進行賞析、建構與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具備友善的人際情懷及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並發展與人溝通協調、包容異己、社會 

參與及服務等團隊合作的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 

表現 

社1a-Ⅳ-1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 

社1c-Ⅳ-1 評估社會領域內容知識與多元觀點，並提出自己的見解。 

社3b-Ⅳ-1 運用多種管道蒐集社會領域相關資料。 

社3b-Ⅳ-2 利用社會領域相關概念，整理並檢視所蒐集資料的適切性。 

社3b-Ⅳ-3 使用文字、照片、圖表、數據、地圖、言語等多種方式，呈現並解釋探究結果。 

社3c-Ⅳ-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我觀點，並能以同理心與他人討論。 

社3c-Ⅳ-2 理解成員特質並相互學習與合作。 

社3d-Ⅳ-1 規劃與執行社會領域的問題探究、訪查、創作或展演等活動。 

學習 

內容 

1. 臺灣主要地形的分布與特色。 

2. 觀察學校附近的人文景觀，並使用心智圖或語言、文字、圖像、影音等符號形式呈現其觀察結果。 

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4. 生活環境關懷與自然生態永續發展。 

5. 理性溝通與問題解決。 

6. 實作活動中創新思考、溝通、協調與合作的能力。 

課程目標 

1. 發展個人的主體意識，以及自律自治、自發精進與自我實現的素養。  

2. 提升獨立思考、價值判斷、理性決定與創新應變的素養。  

3. 發展民主社會所需之溝通互動、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社會參與等公民實踐的素養。  

4. 增進對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學科及領域知識的探究與理解能力。  

表現任務 

(總結性評量) 

    鼓勵學生自主探索並發揮對生活資訊的歸納與應用，設計一份屬於自己的主題地圖，透過繪製台灣主題地圖，引導

學生回顧個人對台灣的在地印象，帶領閱讀者重新認識台灣。內容須包括：1.地圖標題(5%)、2.地圖內容正確性(20%)、

3.地圖創意與實用性(10%)、4.地圖豐富性，景點簡單介紹每個＜30字(40%)、5.圖面美化設計(20%)、6.組員姓名與分

工（5%）。 

學習進度 

週次/節數 
單元/子題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檢核點(形成性評量) 

第 

1 

學 

期 

第1週 

3D看台灣 

1.課程介紹與分組。  

2.預備材料、製作方式。  

台灣立體模型 

第2週 
分層設色圖與高度、地形對應的觀察與說明 

第3週 

第4週 

分層設色圖層製作 
第5週 

第6週 

第7週 



第8週 

第9週 地圖四要素（高度表、圖名、比例尺與指北針）說明與製作 

第10週 台灣四周海域與重要離島說明與製作 

第11週 台灣五大地形與重要地景說明與製作 

第12週 成果發表 

第13週 

尋找自己的感動地圖 

課程介紹與分組 

台灣主題地圖 

第14週 歷屆作品欣賞，歸納好的主題地圖應有的要件。 

第15週 主題討論與擇定 

第16週 
地圖資料蒐集與整理 

第17週 

第18週 
地圖圖面美化設計 

第19週 

第20週 成果發表 

第 

2 

學 

期 

第1週 

尋找自己的感動地圖 

1.課程介紹與分組。  

2.預備材料、製作方式。  

台灣立體模型 

第2週 
分層設色圖與高度、地形對應的觀察與說明 

第3週 

第4週 

分層設色圖層製作 

第5週 

第6週 

第7週 

第8週 

第9週 地圖四要素（高度表、圖名、比例尺與指北針）說明與製作 

第10週 台灣四周海域與重要離島說明與製作 

第11週 台灣五大地形與重要地景說明與製作 

第12週 成果發表 

第13週 

尋找自己的感動地圖 

課程介紹與分組 

台灣主題地圖 
第14週 歷屆作品欣賞，歸納好的主題地圖應有的要件。 

第15週 主題討論與擇定 

第16週 地圖資料蒐集與整理 



第17週 

第18週 
地圖圖面美化設計 

第19週 

第20週 成果發表 

議題融入實質內涵 環境教育、品格教育、科技教育、資訊教育 

評量規劃 台灣立體模型（40%）、台灣主題地圖（40%）、上課表現（20%） 

教學設施 

設備需求 
筆電、單槍投影設備、網路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 師資來源 校內地理科教師黃萃文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