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3（九年一貫／十二年國教並用） 

南投縣桶頭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第一學期】 

課程名稱 土石流與水土保持 年級/班級 四年級/甲班 

彈性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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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節數 5節 

設計教師 王業 

配合融入之領

域及議題 

(統整性課程

必須 2領域以

上) 

□國語文 □英語文(不含國小低年級) 

□本土語文□臺灣手語 □新住民語文 

□數學  □生活課程 □健康與體育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資訊科技(國小) □科技(國中)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能源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閱讀素養  

□家庭教育 █戶外教育 □原住民教育□國際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設計理念 

從校園及周遭環境裡分辨土壤流失的現象，再由學區及上放學沿途的各落石路段瞭解危險區域，透過

實驗瞭解水對土壤的影響，進而體會土石流的成因與要素。由落石坍方引導進入土石流，以照片與影

片說明其異同，從歷史事件的教訓中獲得防治經驗，達到減災的目標。 

總綱核心素養 

E-A2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E-A3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的能力，並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E-B2 具備科技與資訊應用的基本素養，並理解各類媒體內容的意義與影響。 

E-C1具備個人生活道德的知識與是非判斷的能力，理解並遵守社會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關懷生

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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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2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 

課程目標 
1.從生活周遭觀察，瞭解土壤流失、坍方與土石流的成因。 

2.尋找可能的防災減災策略，建立防災意識，減少坡地災害對生命財產的威脅。 

  

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須選用正確學

習階段之 2以

上領域，請完

整寫出「領域

名稱+數字編碼

+內容」 

學習內容 
可學校自訂 

若參考領綱，必須

至少 2領域以上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評量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自選/編教

材須經課發

會審查通過 

週

次 

單元名稱/節

數 

二 

找出桶頭校園

土壤流失的痕

跡/1 

自 ti-Ⅱ-1

能在指導下

觀察日常生

活現象的規

律性，並運

用想像力與

好奇心，了

解及描述自

然環境的現

象。 

社 3a-Ⅱ-1

透過日常觀

察與省思，

對社會事物

與環境提出

自INd-Ⅱ-5自

然環境中有砂

石及土壤，會

因水流、風而

發生改變。 

社Ab-Ⅱ-1居民

的生活方式與

空間利用，和

其居住地方的

自然、人文環

境相互影響。 

1.能從實際現象中找

出土壤流失的痕跡 

2.能說出土壤流失可

能造成的危害 

1.帶領學生走察校園，

說明曾發生過土壤流

失的地方：東側停車

場後方與鄰地交界

處，駁崁破損 

2.北側小葉桃花心木邊

曾發生邊坡滑落，破

一個大洞 

3.下方車棚後有一塊大

石頭底部土壤流失，

大石塊懸空，土壤流

到階梯及車棚 

1.能說出擋

土牆破裂

造成的後

果(土壤流

失，沈積

在排水溝

裡) 

2.能指出校

園與下方

車棚的相

對位置，

正確指出

土壤流失

的痕跡(從

上方看：

1.實地探

查桶頭

國小東

側與鄰

地交界

處 

2.北側邊

坡滑落

位置 

3.車棚上

方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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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須選用正確學

習階段之 2以

上領域，請完

整寫出「領域

名稱+數字編碼

+內容」 

學習內容 
可學校自訂 

若參考領綱，必須

至少 2領域以上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評量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自選/編教

材須經課發

會審查通過 

週

次 

單元名稱/節

數 

感興趣的問

題。 

水池花台

外緣，小

葉桃花心

木邊。從

下方看，

指出大石

塊下方土

壤掏空的

狀況。指

出車棚地

上殘留的

土壤痕跡) 

三 水往低處流/1 

自 ti-Ⅱ-1

能在指導下

觀察日常生

活現象的規

律性，並運

用想像力與

好奇心，了

解及描述自

自INd-Ⅱ-5自

然環境中有砂

石及土壤，會

因水流、風而

發生改變。 

1.以校園內外常見的

芒果樹為例，認識

樹木的生長速度，

以胸徑推測樹齡。 

2.複習學校的方位，

分辨校園排水的流

向與排水溝。 

3.透過影片比對觀察

1.以校園內的芒果樹為

例，觀察栽種年份與

胸徑，比對自己的身

體部位 

2.探討本校降雨排水的

流向，指出主要排水

溝 

3.回到教室，播放校園

1.以校園內

外可見到

的芒果

樹，比對

自己身上

各部位，

能分辨並

指出一

1.桶頭校

園育苗

區有剛

栽種育

苗一年

內的樹

苗，南

側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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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須選用正確學

習階段之 2以

上領域，請完

整寫出「領域

名稱+數字編碼

+內容」 

學習內容 
可學校自訂 

若參考領綱，必須

至少 2領域以上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評量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自選/編教

材須經課發

會審查通過 

週

次 

單元名稱/節

數 

然環境的現

象。 

的假設 大雨時的影片，驗證

剛剛的推測和駁崁整

修前的狀況 

年、兩

年、三

年、七年

以上的芒

果樹和自

己肢體的

比較(如：

一年像手

指，兩年

像腳姆

指、三年

像手臂、

六年像大

腿粗) 

2.能推測出

學校排水

的方向，

指出主要

排水溝的

位置 

器材區

的芒果

樹，分

別為

2、3年

生，牆

外鄰地

的為 6

年生 

2.指出學

校主要

的排水

溝，推

測流向 

3.大雨時

錄製的

水溝排

放大量

雨水的

影片 



附件 3-3（九年一貫／十二年國教並用） 

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須選用正確學

習階段之 2以

上領域，請完

整寫出「領域

名稱+數字編碼

+內容」 

學習內容 
可學校自訂 

若參考領綱，必須

至少 2領域以上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評量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自選/編教

材須經課發

會審查通過 

週

次 

單元名稱/節

數 

四 
建立防災社區

/1 

社 1a-Ⅱ-辨

別社會生活

中的事實與

意見。 

社 1a-Ⅱ-3

舉例說明社

會事物與環

境的互動、

差異或變遷

現象。 

社 1b-Ⅱ-1

解釋社會事

物與環境之

間的關係。 

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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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Ab-II-1 居

民的生活方式

與空間利用，

和其居住地方

的自然、人文

環境相互影

響。 

社 Ab-Ⅱ-2自

然環境會影響

經濟的發展，

經濟的發展也

會改變自然環

境。 

社 Bb-Ⅱ-1居

民的生活空間

與生活方式具

有地區性的差

異。 

1.能辨認並說出照片

拍攝的位置 

2.能說出坡地災害的

形成原因 

3.能說出落石坍方、

土壤流失與土石流

的異同 

4.能列舉出預防坡地

災害的方法 

1.播放學區、主要對外

交通幹線上拍攝到的

土石坍方照片 

2.播放影片報導：草嶺

潭堰塞湖潰堤、八八

風災、桃芝颱風木屐

寮 

3.探討土石流、落石坍

方與土壤流失的差別 

4.檢視學校、學區或住

家附近發生坡地災害

的可能，並尋思對策 

1.是否能積

極的參與

討論 

2.能回答教

師提出的

問題 

1.平時拍

攝的土

石坍方

照片 

2.網路收

集土石

流、坡

地災害

的新

聞、影

片與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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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須選用正確學

習階段之 2以

上領域，請完

整寫出「領域

名稱+數字編碼

+內容」 

學習內容 
可學校自訂 

若參考領綱，必須

至少 2領域以上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評量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自選/編教

材須經課發

會審查通過 

週

次 

單元名稱/節

數 

題。 

社3d-Ⅱ-1探

究問題發生

的原因與影

響，並尋求

解決問題的

可能做法。 

五 
看「水」的厲

害/1 

社 1b-Ⅱ-1

解釋社會事

物與環境之

間的關係 

社 3d-Ⅱ-1

探究問題發

生的原因與

影響，並尋

求解決問題

的可能做法 

自 tm-Ⅱ-1

能經由觀察

自然界現象

社 Ab-II-1 居

民的生活方式

與空間利用，

和其居住地方

的自然、人文

環境相互影

響。 

Ab-Ⅱ-2自然環

境會影響經濟

的發展，經濟

的發展也會改

變自然環境。 

Bb-II-1居民的

1.能以安全的方式參

與戶外探索課程 

2.能比較水份對土壤

的影響，會讓土壤

變成泥漿 

3.能說出植被對土壤

沖刷的影響 

4.能說出坡地居民應

防範的災害及減災

方法 

1.做個體驗實驗─水和

土的交互作用 

(1)穿上雨鞋，先踩踩

看，乾的土是硬的還

是軟的？ 

(2)以雨水貯留系統的

水龍頭接水，澆灌土

堆。 

(3)再踩踩看被水沖過

的土，有什麼感覺？ 

2.介紹校園裡的雨水貯

留系統 

3.說說看，在大自然

1.是否能正

確穿戴護

具，參與

體驗活動 

2.是否能說

出土壤在

乾和濕不

同狀態的

差別 

3.是否能說

出雨水對

土壤的影

響 

1.雨鞋、

手套 

2.雨水貯

留系統

之水槽

與水龍

頭 

3.土壤沖

刷模型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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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須選用正確學

習階段之 2以

上領域，請完

整寫出「領域

名稱+數字編碼

+內容」 

學習內容 
可學校自訂 

若參考領綱，必須

至少 2領域以上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評量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自選/編教

材須經課發

會審查通過 

週

次 

單元名稱/節

數 

之間的關

係，理解簡

單的概念模

型，進而與

其生活經驗

連結。 

自po-Ⅱ-1能

從日常經

驗、學習活

動、自然環

境，進行觀

察，進而能

察覺問題。 

自ah-Ⅱ-1透

過各種感官

了解生活週

遭事物的屬

性。 

生活空間與生

活方式具有地

區性的差異。 

中，雨水對人類的好

處和壞處有哪些？ 

4.在山區生活的人，遇

到大雨應該注意什

麼？ 

4.是否能把

實驗遷移

到日常生

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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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須選用正確學

習階段之 2以

上領域，請完

整寫出「領域

名稱+數字編碼

+內容」 

學習內容 
可學校自訂 

若參考領綱，必須

至少 2領域以上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評量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自選/編教

材須經課發

會審查通過 

週

次 

單元名稱/節

數 

六 

探討坍方、土

石流的成因與

預防方法/1 

社 3d-Ⅱ-1

探究問題發

生的原因與

影響，並尋

求解決問題

的可能做法 

自tc-Ⅱ-1能

簡單分辨或

分類所觀察

到的自然科

學現象。 

自 tr-Ⅱ-1

能知道觀

察、記錄所

得自然現象

的的結果是

有其原因

的，並依據

習得的知

識，說明自

社Ab-Ⅱ-1居民

的生活方式與

空間利用，和

其居住地方的

自然、人文環

境相互影響。 

社 Ab-Ⅱ-2自

然環境會影響

經濟的發展，

經濟的發展也

會改變自然環

境。 

自INg-Ⅱ-1自

然環境中有許

多資源。人類

生存與生活需

依賴自然環境

中的各種資

源，但自然資

源都是有限

1.探討坍方、土石

流、土壤流失的成

因 

2.理解雨水沖刷土壤

的原理 

3.探究坍方、土壤流

失、土石流對生命

財產的威脅 

4.瞭解開發與水土保

持的平衡點 

1.探討土石流、落石坍

方與土壤流失的差別 

2.水為什麼會把土沖

走？為什麼雨會讓水

溝裡的水變黃色？ 

3.如果雨一直下，山坡

會怎樣？(土支撐不

住石頭，就滾下來

了) 

4.保育、種樹與開墾、

修剪樹木開發的平

衡：說明山坡地開發

的注意事項 

5.修剪砍伐樹木很快，

但樹木長成大樹要很

多年(以芒果樹為例) 

1.是否積極

參與討論 

2.能否說出

下大雨後

的水變混

濁的原因 

3.能否理解

水、土、

石的交互

作用 

4.能否說出

樹木對坡

地水土保

持的重要

性 

5.體認樹木

成長不

易，應善

加維護 

導覽行程

規畫單、

行動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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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須選用正確學

習階段之 2以

上領域，請完

整寫出「領域

名稱+數字編碼

+內容」 

學習內容 
可學校自訂 

若參考領綱，必須

至少 2領域以上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評量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自選/編教

材須經課發

會審查通過 

週

次 

單元名稱/節

數 

己的想法。 的，需要珍惜

使用。 

自 INf-Ⅱ-5人

類活動對環境

造成影響。 

註: 

1. 本表格係依〈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課程計畫備查作業參考原則〉設計而成。 

2. 依課程設計理念，可採擇高度相關之總綱各教育階段核心素養或各領域/科目核心素養，以敘寫課程目標。 

3. 本表格舉例係以一至四年級為例，倘五至六年級欲辦理十二年國教之彈性課程者，其上課『節數』請依照「九年

一貫課程各學習領域學習節數一覽表」填寫。 

4. 計畫可依實際教學進度填列，週次得合併填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