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3（九年一貫／十二年國教並用） 

南投縣桶頭國民小學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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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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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節 

設計教師 林詠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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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應的 

學校願景 

(統整性探究課

程) 

清溪活水挹千里 

健康 快樂 卓越 創新 

與學校願景呼

應之說明 

1.主動學習，建立自我價值，身心健康發展。 

2.探索自然，學習體驗，快樂成長。 

3.體驗式學習，增進創造力、思考力，卓越進步。 

4.主動探索，激發潛能，創新應變。 

設計理念 

先從台灣的地形特性，再到學生所熟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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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願意發自內心關心自己的家園、愛護環境，

最後將水保防災意識等相關知識傳遞給他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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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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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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台灣山坡地的特性以及發生坡地災害的原因。 

2. 從校園、生活周遭觀察，瞭解土壤流失、坍方與土石流的成因。 

3. 能透過遊戲及討論認識農地水土保持的方法、建立防災意識，減少坡地災害對生命財產的威脅。 

4. 願意關心水土保持及愛護環境。 

5. 推廣水土保持防災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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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光禿禿的台灣/1 

自 ti-Ⅲ-1 能運

用好奇心察覺

日常生活現象

的規律性會因

為某些改變而

產生差異，並

能依據已知的

科學知識科學

方法想像可能

發生的事情，

以察覺不同的

方法，也常能

自INd-Ⅲ-9流水、

風和波浪對砂石

和土壤產生侵

蝕、風化、搬運

及堆積等作用，

河流是改變地表

最重要的力量。 

社Ab-Ⅲ-3自然環

境、自然災害及 

經濟活動，和生

活空間的使用有

關聯性。 

了解台灣山坡地的特性

以及發生坡地災害的原

因。 

1. 給學生看一些有植物覆蓋

的山坡地照片，請大家討

論一下，當下雨時雨水會

往哪邊去？再給學生看一

張沒有植生覆蓋的照片，

討論與水的移動方式有什

麼不同？ 

2. 教師說明臺灣的山坡地中

約有近半數之坡度達 30

度以上，為土石崩塌滑落

區，一旦有不當的人為開

發或遭受地震、颱風、豪

1.能討論出台灣

山坡地的特

色 

2.能在觀看影片

後，找出台

灣發展出的

在地化水土

保持工法。 

1.坡地照片 

2.農地水土

保持紀錄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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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光禿禿的台灣/1 

自 ti-Ⅲ-1 能運

用好奇心察覺

日常生活現象

的規律性會因

為某些改變而

產生差異，並

能依據已知的

科學知識科學

方法想像可能

發生的事情，

以察覺不同的

方法，也常能

做出不同的成

品。 

自INd-Ⅲ-9流水、

風和波浪對砂石

和土壤產生侵

蝕、風化、搬運

及堆積等作用，

河流是改變地表

最重要的力量。 

社Ab-Ⅲ-3自然環

境、自然災害及 

經濟活動，和生

活空間的使用有

關聯性。 

了解台灣山坡地的特性

以及發生坡地災害的原

因。 

1. 台灣是個多山的地方，

山坡地占總面積 3/4，

究竟這麼多的山和我們

生活有什麼關係？有什

麼影響？讓我們透過圖

片來討論。 

2. 觀看台灣地形圖，教師

指導學生進行台灣山坡

地特性的討論。 

3. 從台灣歷年坡地災害討

論災害的性質和災害帶

來生命財產的損失。 

4. 教師歸納：台灣山坡地

的特性、發生的坡地災

1.能指出台灣坡

地的特色。 

2.能討論並推敲

出台灣山坡

地的特性，

與台灣坡地

災害的原

因。 

1.台灣地形

圖 

做出不同的成

品。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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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等外在誘因之侵襲，即

易造成嚴重的災害。 

3. 教師播放農地水土保持紀

錄影片（影片播放從 4至

13 分鐘） 

4. 小組討論：影片中，台灣

發展出怎麼樣的水土保持

工法？有哪些成效？ 

5. 教師解釋台灣在土地與人

口壓力下在有限度的開發

下利用山坡地，並在專家

的努力下發展出適合台灣

在地化的工法，可兼具保

水護土、減緩土壤流失與

增高作物產量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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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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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並扣合發生災害的

原因。 

十

一 
光禿禿的台灣/1 

自 ti-Ⅲ-1 能運

用好奇心察覺

日常生活現象

的規律性會因

為某些改變而

產生差異，並

能依據已知的

科學知識科學

方法想像可能

發生的事情，

以察覺不同的

方法，也常能

做出不同的成

品。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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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INd-Ⅲ-9流水、

風和波浪對砂石

和土壤產生侵

蝕、風化、搬運

及堆積等作用，

河流是改變地表

最重要的力量。 

社Ab-Ⅲ-3自然環

境、自然災害及 

經濟活動，和生

活空間的使用有

關聯性。 

1. 能表達說出正確的

水土保持觀念，並

進行創意思考的圖

文創作。 

1. 探索水土保持局的局徽 

2. 分組討論水土保持局局

徽所象徵的意涵，並將

結果寫在學習單內。 

3. 教師統整學生們的想

法，並認識守護大地的

水土保持局。 

4. 教師說明：水土保持局

局徽裏告訴我們要植林

護土，採用友善土地的

耕作方式，守護土地，

涵養水資源。並且延伸

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

性，水土保持固家園，

引領學生跨入水土保持

的學習領域。 

1.能討論、歸納

出水土保持

局局徽的意

涵。 

1. 水保局

局徽 

 

十

一 
光禿禿的台灣/1 

自 ti-Ⅲ-1 能運

用好奇心察覺

日常生活現象

的規律性會因

自INd-Ⅲ-9流水、

風和波浪對砂石

和土壤產生侵

蝕、風化、搬運

1. 認識土石流 

2. 了解土石流災害的成

因。 

1. 以「阿忠布袋戲～認識

土石流」的影片，讓學

生對土石流的形成有基

本的概念。 

1.能指出台灣坡

地的特色。 

2.能討論並推敲

出台灣山坡

1. 「阿忠

布袋戲

～認識

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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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某些改變而

產生差異，並

能依據已知的

科學知識科學

方法想像可能

發生的事情，

以察覺不同的

方法，也常能

做出不同的成

品。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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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堆積等作用，

河流是改變地表

最重要的力量。 

社Ab-Ⅲ-3自然環

境、自然災害及 

經濟活動，和生

活空間的使用有

關聯性。 

2. 教師說明當大雨不停的

下，沖刷著泥土、碎

石，使得大量雨水混合

泥、砂及石頭，快速地

沿著溪谷流動，這種夾

帶大量泥砂及石頭的流

動性液體，便是我們常

說的土石流。 

3. 「土石流Ｑ＆Ａ」教師

設計土石流相關概念問

題，透過學習單與投影

片資料，讓學生們分組

討論回答。 

地的特性，

與台灣坡地

災害的原

因。 

流」的

影片 

2. 「土石

流Ｑ＆

Ａ」學

習單 

 

十

二 
光禿禿的台灣/1 

自 ti-Ⅲ-1 能運

用好奇心察覺

日常生活現象

的規律性會因

為某些改變而

產生差異，並

能依據已知的

科學知識科學

方法想像可能

發生的事情，

以察覺不同的

方法，也常能

做出不同的成

品。 

自INd-Ⅲ-9流水、

風和波浪對砂石

和土壤產生侵

蝕、風化、搬運

及堆積等作用，

河流是改變地表

最重要的力量。 

社Ab-Ⅲ-3自然環

境、自然災害及 

經濟活動，和生

活空間的使用有

關聯性。 

1. 了解說出正確的水土

保持觀念 

2. 建立友善土地觀念，

體會人與環境的關

係。 

1. 教師播放公共電視「我

們的島～崩山惡水土石

流」。引導說明土石流所

造成的傷害與生命財產

損失。 

2. 引導學生分組討論，透

過文字或圖畫的方式，

表達土石流反撲所帶來

的傷害。 

1.能進行創意思

考的圖文創

作。 

1.公共電視

「我們的

島～崩山

惡水土石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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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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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二 
光禿禿的台灣/1 

自 ti-Ⅲ-1 能運

用好奇心察覺

日常生活現象

的規律性會因

為某些改變而

產生差異，並

能依據已知的

科學知識科學

方法想像可能

發生的事情，

以察覺不同的

方法，也常能

做出不同的成

品。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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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INd-Ⅲ-9流水、

風和波浪對砂石

和土壤產生侵

蝕、風化、搬運

及堆積等作用，

河流是改變地表

最重要的力量。 

社Ab-Ⅲ-3自然環

境、自然災害及 

經濟活動，和生

活空間的使用有

關聯性。 

1. 了解並說出正確的水

土保持觀念 

2. 建立友善土地觀念，

體會人與環境的關

係。 

1. 學生分組討論：假如你

是山坡或一座山頭的主

人，你要如何友善的利

用這片山坡地，並做好

水土保持呢？ 

2. 各組分享說明討論的結

果。 

3. 教師總結各組對水土保

持工作的看法。 

4. 教師以投影片、學習單

介紹說明水土保持的方

法及合理的土地使用。 

1.小組討論：水

土保持方

法。 

1.投影片 

2.水土保持

學習單 

十

三 
光禿禿的台灣/1 

自 ti-Ⅲ-1 能運

用好奇心察覺

日常生活現象

的規律性會因

自INd-Ⅲ-9流水、

風和波浪對砂石

和土壤產生侵

蝕、風化、搬運

1. 了解不同防災類型。 

1. 教師詢問如果今天沒有

做好水土保持，在颱風

豪雨的影響下，可能會

造成土石流災害。 

1.分類防災類

型。 

1.投影片 

2.水土保持

相關及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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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某些改變而

產生差異，並

能依據已知的

科學知識科學

方法想像可能

發生的事情，

以察覺不同的

方法，也常能

做出不同的成

品。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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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堆積等作用，

河流是改變地表

最重要的力量。 

社Ab-Ⅲ-3自然環

境、自然災害及 

經濟活動，和生

活空間的使用有

關聯性。 

2. 教師舉照片說明介紹共

有 27 種與水土保持相關

及土石流防災的圖片。 

3. 教師將其分類依序介紹

農地水土保持、治山防

災、土石流防災。並發

予學習單，請學生完

成。 

4. 檢討學習單的內容，歸

納農地水土保持方法、

治山防災方法、土石流

防災方法。。 

石流防災

圖片 

3.學習單 

十

三 
光禿禿的台灣/1 

自 ti-Ⅲ-1 能運

用好奇心察覺

日常生活現象

的規律性會因

為某些改變而

產生差異，並

能依據已知的

科學知識科學

方法想像可能

發生的事情，

以察覺不同的

方法，也常能

做出不同的成

品。 

自INd-Ⅲ-9流水、

風和波浪對砂石

和土壤產生侵

蝕、風化、搬運

及堆積等作用，

河流是改變地表

最重要的力量。 

社Ab-Ⅲ-3自然環

境、自然災害及 

經濟活動，和生

活空間的使用有

關聯性。 

1. 了解並說出正確的水

土保持觀念 

2. 建立友善土地觀念，

體會人與環境的關

係。 

1. 教師詢問學生如果把水

和土砂子攪拌在一起會

變成什麼樣子呢？ 

2. 教師說明如果把水和土

砂子攪拌在一起就變成

了爛泥巴或泥流，而中

文的「坔」也就表示這

樣的意涵。 

3. 介紹說明「坔」的文字

意涵。 

4. 學生分組討論，水土保

持的方法，並將這樣的

概念寫在概念圖裏。 

1.小組分組討

論，完成水

土保持概念

圖。 

1. 投影片 

2. 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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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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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將水土保持的概念，創

作在「坔」的文字裏，

讓「坔」不再是爛泥

巴、泥流。 

6. 學生分享說明自己的創

作作品。 

十

四 
光禿禿的台灣/1 

自 ti-Ⅲ-1 能運

用好奇心察覺

日常生活現象

的規律性會因

為某些改變而

產生差異，並

能依據已知的

科學知識科學

方法想像可能

發生的事情，

以察覺不同的

方法，也常能

做出不同的成

品。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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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INd-Ⅲ-9流水、

風和波浪對砂石

和土壤產生侵

蝕、風化、搬運

及堆積等作用，

河流是改變地表

最重要的力量。 

社Ab-Ⅲ-3自然環

境、自然災害及 

經濟活動，和生

活空間的使用有

關聯性。 

1. 認識土石流 

2. 了解土石流災害的成

因。 

【製作坡地模型】 

1. 學生分成兩組 

2. 一組做有種了大量草葉

的坡地模型 

3. 一組做有放上大小石頭

的坡地模型 

4. 一組做只有小石頭的坡

地模型 

1.能指出台灣坡

地的特色。 

2.能討論並推敲

出土石流災

害發生時，

對台灣山坡

地造成的影

響。 

1.泥土 

2.水 

3.塑膠板 

4.帶根植

物、大小

石頭 

十

四 
光禿禿的台灣/1 

自 ti-Ⅲ-1 能運

用好奇心察覺

日常生活現象

的規律性會因

自INd-Ⅲ-9流水、

風和波浪對砂石

和土壤產生侵

蝕、風化、搬運

1. 認識土石流 

2. 了解土石流災害的成

因。 

1. 坡地模型土石流實驗：

將寶特瓶或花灑裝水，

模擬山區裡的大雨沖

刷。 

1.能指出台灣坡

地的特色。 

2. 能討論並推

敲出土石流

1.小白板 

2.寶特瓶 

3.花灑 

4.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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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某些改變而

產生差異，並

能依據已知的

科學知識科學

方法想像可能

發生的事情，

以察覺不同的

方法，也常能

做出不同的成

品。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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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堆積等作用，

河流是改變地表

最重要的力量。 

社Ab-Ⅲ-3自然環

境、自然災害及 

經濟活動，和生

活空間的使用有

關聯性。 

2. 學生猜測：哪一種的坡

地模型，模擬土石流災

害發生時，沖刷下來的

泥沙量會最多。 

3. 學生歸納實驗結果。 

4. 教師歸納本節課程。 

災害發生

時，對台灣

山坡地造成

的影響。 

十

四 
光禿禿的台灣/1 

自 ti-Ⅲ-1 能運

用好奇心察覺

日常生活現象

的規律性會因

為某些改變而

產生差異，並

能依據已知的

科學知識科學

方法想像可能

發生的事情，

以察覺不同的

方法，也常能

做出不同的成

品。 

自INd-Ⅲ-9流水、

風和波浪對砂石

和土壤產生侵

蝕、風化、搬運

及堆積等作用，

河流是改變地表

最重要的力量。 

社Ab-Ⅲ-3自然環

境、自然災害及 

經濟活動，和生

活空間的使用有

關聯性。 

1. 認識土石流 

2. 了解土石流災害的成

因。 

1. 坡地模型土石流實驗：

將寶特瓶或花灑裝水，

模擬山區裡的大雨沖

刷。 

2. 學生猜測：哪一種的坡

地模型，模擬土石流災

害發生時，沖刷下來的

泥沙量會最多。 

3. 學生歸納實驗結果。 

4. 教師歸納本節課程。 

1.能指出台灣坡

地的特色。 

2. 能討論並推

敲出土石流

災害發生

時，對台灣

山坡地造成

的影響。 

1.小白板 

2.寶特瓶 

3.花灑 

4.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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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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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五 
光禿禿的台灣/1 

自 ti-Ⅲ-1 能運

用好奇心察覺

日常生活現象

的規律性會因

為某些改變而

產生差異，並

能依據已知的

科學知識科學

方法想像可能

發生的事情，

以察覺不同的

方法，也常能

做出不同的成

品。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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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INd-Ⅲ-9流水、

風和波浪對砂石

和土壤產生侵

蝕、風化、搬運

及堆積等作用，

河流是改變地表

最重要的力量。 

社Ab-Ⅲ-3自然環

境、自然災害及 

經濟活動，和生

活空間的使用有

關聯性。 

1. 能建立友善土地觀

念，並進一步體會人

與環境的關係。 

1. 觀看齊柏林所拍攝的影

片「換個高度守護美麗

台灣」預告片，讓學生

體會人與環境的關係。 

2. 教師以電影中文字的意

涵「美麗的同時，創傷

同在」、「善待自己、善

待彼此、善待自然」引

導學生分享表達對土地

的愛。 

3. 教師總結學生們分享的

看法，以學習單「覆蓋

一份對大地友善的愛」，

讓學生了解友善土地的

方式，透過剪貼、覆蓋

的方式，象徵性的表達

疼惜大地的愛，並身體

力行友善土地。 

1.發揮同理心，

愛惜生活的

這塊土地，

完成學習

單。 

1.齊柏林拍

攝影片 

2.學習單 

 

十

五 
光禿禿的台灣/1 

自 ti-Ⅲ-1 能運

用好奇心察覺

日常生活現象

的規律性會因

自INd-Ⅲ-9流水、

風和波浪對砂石

和土壤產生侵

蝕、風化、搬運

1. 能建立友善土地觀

念，並進一步體會人

與環境的關係。 

1. 教師總結「光禿禿的台

灣」學習課程，鼓勵學

生建立友善土地的觀

念。 

1.發揮同理心，

愛惜生活的

這塊土地，

完成學習單 

1.親子戶外

共學學習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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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某些改變而

產生差異，並

能依據已知的

科學知識科學

方法想像可能

發生的事情，

以察覺不同的

方法，也常能

做出不同的成

品。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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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堆積等作用，

河流是改變地表

最重要的力量。 

社Ab-Ⅲ-3自然環

境、自然災害及 

經濟活動，和生

活空間的使用有

關聯性。 

2. 發給學生親子戶外共學

的學習單，介紹水土保

持戶外教室的場所，建

議家長可利用時間，親

子共學，走到戶外關懷

參觀學習，認識友善我

們的土地。 

3. 彩繪青山綠水，替水土

保持局的局徽著上顏

色，參與當個水保小尖

兵，共同鼓勵宣誓守護

水資源、守護土壤資

源。 

十

五 
我的桶頭家園/1 

自 ti-Ⅲ-1 能運

用好奇心察覺

日常生活現象

的規律性會因

為某些改變而

產生差異，並

能依據已知的

科學知識科學

方法想像可能

發生的事情，

以察覺不同的

方法，也常能

做出不同的成

品。 

自INd-Ⅲ-9流水、

風和波浪對砂石

和土壤產生侵

蝕、風化、搬運

及堆積等作用，

河流是改變地表

最重要的力量。 

社Ab-Ⅲ-3自然環

境、自然災害及 

經濟活動，和生

活空間的使用有

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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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池花

台外緣，小

葉桃花心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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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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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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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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六 
我的桶頭家園/1 

自 ti-Ⅲ-1 能運

用好奇心察覺

日常生活現象

的規律性會因

為某些改變而

產生差異，並

能依據已知的

科學知識科學

方法想像可能

發生的事情，

以察覺不同的

方法，也常能

做出不同的成

品。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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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INd-Ⅲ-9流水、

風和波浪對砂石

和土壤產生侵

蝕、風化、搬運

及堆積等作用，

河流是改變地表

最重要的力量。 

社Ab-Ⅲ-3自然環

境、自然災害及 

經濟活動，和生

活空間的使用有

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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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影片比對觀察的假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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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校園大雨

時的影片，驗證剛剛的推

測和駁崁整修前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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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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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桶頭校園

育苗區有

剛栽種育

苗一年內

的樹苗，

南側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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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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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我的桶頭家園/1 

社2a-Ⅲ-1關注

社會、自然、

人文環境與生

活方式的互動

關係。 

社3d-Ⅲ-2探究

社會議題發生

的原因與影

響，評估與選

擇合適的解決

方案。 

自po-Ⅲ-1能從

學習活動、日

常經驗及科技

運用、自然環

境、書刊及網

路媒體等察覺

問題。 

自INd-Ⅲ-9流水、

風和波浪對砂石

和土壤產生侵

蝕、風化、搬運

及堆積等作用，

河流是改變地表

最重要的力量。 

社Ab-Ⅲ-3自然環

境、自然災害及 

經濟活動，和生

活空間的使用有

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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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六 

我的桶頭家園-

看「水」的厲害

/1 

社2a-Ⅲ-1關注

社會、自然、

人文環境與生

活方式的互動

關係。 

社3d-Ⅲ-2探究

社會議題發生

的原因與影

響，評估與選

擇合適的解決

方案。 

自po-Ⅲ-1能從

自INd-Ⅲ-9流水、

風和波浪對砂石

和土壤產生侵

蝕、風化、搬運

及堆積等作用，

河流是改變地表

最重要的力量。 

自INf-Ⅲ-5臺灣的

主要天然災害之

認識及防災避

難。 

社Ab-Ⅲ-3自然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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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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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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日

常經驗及科技

運用、自然環

境、書刊及網

路媒體等察覺

問題。 

境、自然災害及

經濟活動，和生

活空間的使用有

關聯性。 

3.說說看，在大自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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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六 

我的桶頭家園-

探討坍方、土石

流的成因與預防

方法/1 

社3d-Ⅲ-2探究

社會議題發生

的原因與影

響，評估與選

擇合適的解決

方案。 

自 tc-Ⅲ-1 能就

所蒐集的數據

或資料，進行

簡單的記錄與

分類，並依據

習得的知識，

思考資料的正

確性及辨別他

人資訊與事實

的差異。 

社Ab-Ⅲ-3自然環

境、自然災害及 

經濟活動，和生

活空間的使用有

關聯性。 

自INg-Ⅲ-1自然景

觀和環境一旦被

改變或破壞，極

難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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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七 
水保新樂園/1 

社 3c-Ⅲ-2發揮

各人不同的專

長，透過分工

進行團隊合

作。 

自 pc-Ⅲ-2能利

用簡單形式的

口語、文字、

社Ab-Ⅲ-3自然環

境、自然災害及

經濟活動，和生

活空間的使用有

關聯性。 

自INf-Ⅲ-5臺灣的

主要天然災害之

認識及防災避

1. 推廣水土保持防災意

識。 

1.小組討論：用魚骨圖，分

類所學的水土防災知識脈

絡。 

2. 小組分配不同種類的水土

防災知識，各組負責找出

大意。 

3. 各組撰寫「介紹水土防災

知識」文字稿。 

1.是否積極參與

討論 

2. 完成文字稿 

海報、麥克

筆、魚骨圖

簡報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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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例如：

攝影、錄

影）、繪圖或

實物、科學名

詞、數學公

式、模型等，

表達探究之過

程、發現或成

果。 

難。 

十

七 
水保新樂園/1 

社 3c-Ⅲ-2發揮

各人不同的專

長，透過分工

進行團隊合

作。 

自 pc-Ⅲ-2能利

用簡單形式的

口語、文字、

影像（例如：

攝影、錄

影）、繪圖或

實物、科學名

詞、數學公

式、模型等，

表達探究之過

程、發現或成

果。 

社Ab-Ⅲ-3自然環

境、自然災害及

經濟活動，和生

活空間的使用有

關聯性。 

自INf-Ⅲ-5臺灣的

主要天然災害之

認識及防災避

難。 

1. 能將所學之水保防災

知識產出。 

2. 推廣水土保持防災意

識。 

1.各組分配文字稿，每組成

員皆須分配到一個段落。 

2. 各組錄製分配到的部分 

3. 集結影片，剪輯影片。 

1.是否積極參與

討論 

2.完成桶頭國小

水保防災知

識推廣影

片。 

文字稿、平

板、麥克

風、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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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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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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