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3-十二年課綱選用 ：課程進度計畫表/分散式資源 2班 

110學年度 

第一學期 

領域/科目 每週節數 班級/組別 授課教師 

國語文 5 G4 (全抽) 蔡閔惠 

核心 

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習 

表現 

(A組) 

1-Ⅱ-2(調)能專注聆聽老師與同儕的說話內容。  

2-Ⅱ-2(調)在引導下，運用適當詞語和語句表達想法。  

4-Ⅱ-1(調)認識常用高頻國字(教育部常用字庫辭典)360-480字。  

4-Ⅱ-2(調)認識並寫出目標字延伸之語詞。  

5-Ⅱ-4(調)在引導下，理解課文內容。  

6-Ⅱ-3(調)學習仿寫出目標字延伸之重要句型。 

(B組) 

1-Ⅱ-2(調)能專注聆聽不同媒材的基本能力。  

2-Ⅱ-2(調)在引導下，運用適當詞語和語句表達想法。  

4-Ⅱ-1(保)認識每課生字。  

4-Ⅱ-2(保)利用共同部件，擴充識字量。  

5-Ⅱ-4(保)掌握句子和段落的意義與主要概念。  

6-Ⅱ-3(調)透過步驟提示，學習寫出課文重要句型。 

學習 

內容 

(A組) 

Ab-Ⅱ-1 120個高頻國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Ab-Ⅱ-2 120個高頻字的延伸語詞應用。  

Ac-Ⅱ-2 透過引導，仿寫重要句型。  

Ad-Ⅱ-2 篇章的大意、主旨與簡單結構。  

Cb-Ⅱ-2 理解課文所反映的個人與家庭、社會的關係。 

(B組) 

Ab-Ⅱ-1 每課生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Ab-Ⅱ-2 符合年級程度之常用字的使用。  

Ac-Ⅱ-2 各種基本句型。  

Ad-Ⅱ-2 篇章的大意、主旨與簡單結構。  

Ba-Ⅱ-1 記敘文本的結構。  

Bb-Ⅱ-6 抒情文本的結構。  

Cb-Ⅱ-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及其他社群的關係。 

融入 

議題 

□家庭教育 ■生命教育 ■品德教育 ■人權教育 □法治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能源教育 ■資訊教育 □科技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安全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規劃 □閱讀素養 



教學與

評量 

說明 

教材編輯

與資源 

■南一版第 7冊 

□自編教材 

課程調整 

原則 
■簡化 ■減量 □分解 □替代 ■重整 

教學方法 
■直接教學 □工作分析 □交互教學 ■結構教學 □問題解決 □合作學習 

□協同教學 ■多層次教學 ■其他：協同學習 

教學評量 ■紙筆評量 □檔案評量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其他：觀察 

週次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教學重點 

1 

第一單元 植物嘉年華 

L1 窗口邊的臺灣欒樹 

L2 花兒的心事 

L3 水果們的晚會 

(A組) L1-L5 

1.小組共讀，完成課文大意學習單  

2.功能字/高頻生字教學(每課 12個)  

3.延伸語詞教學  

4.仿寫簡單句型 

(B組) 

1.前測單暖身，小組共讀  

2.教師提問統整，學生練習簡短口說發表  

3.部件識字及書寫策略教學  

4.句型應用  

5.後測單總結 

2 

3 

4 

5 

6 

7 第二單元 文化交響曲 

L4 冬日吃蘿蔔 

L5 飛魚成年禮 

L6 敬字紙與惜字亭 

L7 奉茶 

8 

9 

10 

11 

第三單元 媒體二三事 

L8 小小記者研習營 

L9 網繫人間情 

L10 從媒體學思考 

(A組) L8-L12 

1.小組共讀，完成課文大意學習單  

2.功能字/高頻生字教學(每課 12個)  

3.延伸語詞教學  

4.仿寫簡單句型 

(B組) 

1.前測單暖身，小組共讀  

2.教師提問統整，學生練習簡短口說發表  

3.部件識字及書寫策略教學  

4.句型應用  

5.後測單總結 

12 

13 

14 

15 

16 

17 
第四單元 故事典藏館 

L11 有錢人可能很窮 

L12 孫悟空三借芭蕉扇 

L13 快樂的油漆工 

L14 巨人和春天 

18 

19 

20 

21 

  



表 3-十二年課綱選用 ：課程進度計畫表/分散式資源 2班 

110學年度 

第一學期 

領域/科目 每週節數 班級/組別 授課教師 

數學 3 G4-a(全抽) 蔡閔惠 

核心 

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習 

表現 

n-II-1(調)理解一千以內數的位值結構，並據以作為各種運算之基礎。 

n-II-2(調)熟練乘法計算，並能應用於日常解題。 

n-II-9(調)理解角度的常用單位與測量。 

n-II-3(調)理解除法的意義，能做計算，並能在圖示及步驟引導下應用於日常解題。 

s-II-3(調)認識平面圖形的構成要素，認識常見三角形。 

d-II-1(調)報讀長條圖與折線圖，並能從表格中回答問題  

學習 

內容 

N-4-1(調)一千以內的數：含位值積木操作活動。結合點數、位值表徵、位值表。  

N-4-2(調)乘以一位數：乘法直式計算。教師用位值的概念說明直式計算的合理性。 

N-4-10(調)角度：「度」。量角器的操作。實測、估測與計算。「平角」、「周角」。指定 

   角度作圖。 

N-3-4(調)除法：除法的意義與應用。基於 N-2-9 之學習，透過幾個一數的解題方 

   法，理解如何用 乘法解決除法問題。熟練十十乘法範圍的除法，做為估商的 

   基礎。  

S-4-7(調)三角形：以邊與角的特徵認識特殊三角形。如正三角形、等腰三角形、直 

   角三角形、銳角三角形、鈍角三角形。 

D-4-1(調)報讀統計圖表：報讀與說明生活中的長條圖與折線圖。 

融入 

議題 

□家庭教育 □生命教育 ■品德教育 □人權教育 □法治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能源教育 ■資訊教育 □科技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安全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規劃 ■閱讀素養 

教學與

評量 

說明 

教材編輯

與資源 

■翰林版第 7冊 

□自編教材 

課程調整 

原則 
■簡化 ■減量 ■分解 □替代 ■重整 

教學方法 
■直接教學 ■工作分析 □交互教學 ■結構教學 □問題解決 □合作學習 

□協同教學 ■多層次教學 □其他： 

教學評量 ■紙筆評量 □檔案評量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其他：觀察 

週次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教學重點 

1 

一、一千以內的數 

1-1 數到 1000 

2 1-2 認識千位並正確唸讀/書寫讀法和記法 

3 
1-3 付錢 

1-4 比較 1000 以內數的大小 

4 
二、乘法 

4-1 十、百的乘法  

5 4-2 不進位乘法 



6 4-3 進位乘法 

7 4-4 圖示引導下進行解題 

8 

三、角度 

3-1 認識量角器 

9 3-2 使用量角器量出指定角度 

10 3-3 使用量角器畫出角度 

11 

四、除法(分裝與平分) 

4-1 分裝 

12 4-2 平分 

13 4-3 認識除法算式 

14 4-4 乘與除 

15 

五、三角形 

5-1 直角、銳角、鈍角三角形 
16 

17 
5-2 正三角形和等腰三角形 

18 

19 

六、統計圖表 

6-1 讀長條圖 

20 
6-2 讀折線圖 

21 

 

  



表 3-十二年課綱選用 ：課程進度計畫表/分散式資源 2班 

110學年度 

第一學期 

領域/科目 每週節數 班級/組別 授課教師 

數學 3 G4-b(外加) 蔡閔惠 

核心 

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習 

表現 

n-II-1(調)理解一億以內數的位值結構，並據以作為各種運算與估算之基礎。 

n-II-2(保)熟練較大位數之加、減、乘計算或估算，並能應用於日常解題。 

n-II-9(調)理解角度的常用單位與換算，並能做計算。 

n-II-9(調)理解長度的常用單位與換算，並能做計算，且在步驟引導下應用解題。 

n-II-3(調)理解除法的意義，能做計算，並能在圖示及步驟引導下應用於日常解題。 

n-II-4(調)在步驟引導下，解決四則估算之日常應用問題。 

r-II-3(保)理解兩步驟問題的併式計算與四則混合計算之約定。 

s-II-3(保)透過平面圖形的構成要素，認識常見三角形、常見四邊形與圓。 

n-II-6(調)理解同分母分數的加、減、整數倍的意義、計算與應用。 

n-II-7(調)理解小數的位值結構，並能在步驟引導下做加、減、整數倍的直式計算與應用。 

d-II-1(保)報讀與製作一維表格、二維表格與長條圖，報讀折線圖，並據以做簡單推論。 

學習 

內容 

N-4-1 一億以內的數：位值單位「萬」、「十萬」、「百萬」、「千萬」。建立應用大數時之計算習 

   慣，如「30 萬 1200」與「21 萬 300」的加減法。 

N-4-2 較大位數之乘除計算：處理乘數與除數為多位數之乘除直式計算。教師用位值的概念 

      說明直式計算的合理性。 

N-4-10 角度：「度」。量角器的操作。實測、估測 與計算。以角的合成認識 180度到 360度 

       之間的角度。「平角」、「周角」。指定角度作圖。 

N-4-9 長度：「公里」。生活實例之應用。含其他長度單位的換算與計算。 

R-4-2 四則計算規律（I）：兩步驟計算規則。加減混合計算、乘除混合計算。在四則混合計 

      算中運用數的運算性質。 

S-4-7 三角形：以邊與角的特徵認識特殊三角形並能作圖。如正三角形、等腰三角形、直角 

      三角形、銳角三角形、鈍角三角形。 

N-4-5 同分母分數：一般同分母分數教學（包括「真分數」、「假分數」、「帶分數」名詞引 

      入）假分數和帶分數之變換。同分母分數的比較、加、減與整數倍。 

N-4-7 二位小數：位值單位「百分位」。位值單位換算。比較、計算與解題。用直式計算二位 

   小數的加、減與整數倍。 

D-4-1 報讀長條圖與折線圖以及製作長條圖：報讀與說明生活中的長條圖與折線圖。配合其 

      他領域課程，學習製作長條圖。 

融入 

議題 

□家庭教育 □生命教育 ■品德教育 □人權教育 □法治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能源教育 ■資訊教育 □科技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安全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規劃 ■閱讀素養 

教學與

評量 

說明 

教材編輯

與資源 

■翰林版第 7冊 

□自編教材 

課程調整 

原則 
■簡化 ■減量 ■分解 □替代 □重整 

教學方法 
■直接教學 ■工作分析 □交互教學 ■結構教學 □問題解決 □合作學習 

□協同教學 ■多層次教學 □其他： 

教學評量 ■紙筆評量 □檔案評量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其他：觀察 

週次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教學重點 



1 

一、一億以內的數 

1-1 十萬以內的數 

1-2 認識萬的家族 

2 
1-3 一億以內的數 

1-4 十萬以內的加減 

3 

二、乘法 

2-1 乘數為一位數的乘法 

2-2 乘數為二位數的乘法 

4 
2-3 乘數為三位數的乘法 

2-4 幾十倍、幾百倍、幾千倍 

5 
三、角度 

3-1 量角器和畫角 

3-2 角度的加減 

6 3-3 旋轉角 

7 
四、公里 

4-1 認識公里 

8 4-2 公里的計算 

9 

五、除法 

5-1 四位數除以一位數 

5-2 二位數除以二位數 

10 
5-3 三位數除以二位數 

5-4 解題 

11 

六、四則運算 

6-1 加減或乘除 

6-2 先算乘除後算加減 

12 
6-3 有括號的加減併式 

6-4 有括號的乘除併式 

13 6-5 有括號的加減與乘除併式 

14 
七、三角形 

7-1 直角、銳角、鈍角三角形 

7-2 正三角形和等腰三角形 

15 7-3 畫三角形 

16 

八、分數 

8-1 認識帶分數 

8-2 帶分數與假分數 

8-3 分數的大小比較 

17 
8-4 分數的加減 

8-5 分數的整數倍與應用 

18 

九、小數 

9-1 二位小數 

9-2 小數與長度 

19 
9-3 小數的加法 

9-4 小數的減法 

20 
十、統計圖表 

10-1 讀長條圖 

21 10-2 讀折線圖 

 

  



表 3-十二年課綱選用 ：課程進度計畫表/分散式資源班 

110學年度 

第一學期 

領域/科目 每週節數 班級/組別 授課教師 

特需/社會技巧 1 G4_S1 蔡閔惠 

核心 

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習 

表現 

特社 1-II-1 嘗試因應與處理基本的情緒及壓力。 

特社 2-II-1 解讀他人口語與非口語溝通的情緒及目的，並反思自己是否有應留意或改善處。 

特社 3-II-1 在課堂或小組討論中適當表達與回應意見。 

學習 

內容 

特社 A-Ⅰ-1 基本情緒的認識與分辨。 

特社 A-Ⅱ-1 基本情緒的表達。 

特社 B-Ⅰ-3 人際關係的建立。 

特社 B-Ⅱ-4 衝突情境的因應。 

特社 C-Ⅰ-1 學校規則的認識與遵守。 

特社 C-Ⅱ-1 學習成員之間的關懷與表達。 

融入 

議題 

■家庭教育 □生命教育 ■品德教育 ■人權教育 ■法治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能源教育 □資訊教育 □科技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安全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規劃 ■閱讀素養 

教學與

評量 

說明 

教材編輯

與資源 

□ＯＯ版第Ｏ冊 

■自編教材 

課程調整 

原則 
□簡化 □減量 □分解 ■替代 □重整 

教學方法 
■直接教學 □工作分析 □交互教學 □結構教學 ■問題解決 □合作學習 

□協同教學 □多層次教學 □其他： 

教學評量 ■紙筆評量 □檔案評量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其他：觀察 

週次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教學重點 

1 

第一單元 狼和七隻小羊 

1.文本閱讀理解 

2.問題單提問 

3.桌遊-七隻小羊撿羊毛(規則理解、團體合作、策略運 

  用、面對挫折、口語表達、人際互動) 

4.桌遊-七隻小羊被狼追(規則理解、策略運用、面對挫 

  折、情緒管理、尋求雙贏) 

2 

3 

4 

5 

6 

7 

8 

9 

第二單元 特別的我 

1.繪本閱讀 

2.藉由性格卡和情緒卡找出自己的優勢能力，透過引導， 

  思考如何維持或藉以幫助他人 

3.透過性格卡和情緒卡找出自己的弱勢能力，並改正缺點 

10 

11 



12 
  或學習接納不完美 

4.學習單 

13 

第三單元 你好我也好 

1.繪本賞析-彩色怪獸(顏色 VS.情緒) 

2.影片賞析-我是遺物整理師(從劇中看自己) 

3.引導思考-使用性格卡和情緒卡，口說發表、自我對話 

4.完成情緒教育學習單 

5.完成作品-創作小書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表 3-十二年課綱選用 ：課程進度計畫表/分散式資源 2班 

110學年度 

第一學期 

領域/科目 每週節數 班級/組別 授課教師 

特需/學習策略 1 G4_S2 蔡閔惠 

核心 

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習 

表現 

特學 1-Ⅱ-3 延長專注時間。 

特學 1-Ⅱ-4 找出並練習標記學習內容的重點。 

特學 1-Ⅱ-6 運用反覆練習策略，複習學習過的內容。 

特學 2-Ⅱ-1 在提醒下完成課前和課後的學習工作。 

特學 3-Ⅱ-2 運用各種學習資源。 

特學 4-Ⅱ-1 主動依時限完成作業或考試。 

學習 

內容 

特學 A-Ⅱ-2 適當的專注時間。 

特學 A-Ⅱ-3 學習內容的重點。 

特學 A-Ⅱ-5 反覆練習策略。 

特學 B-Ⅱ-1 課前和課後的學習工作。 

特學 C-Ⅱ-2 可選擇的學習工具。 

特學 D-Ⅱ-1 有時限的作業或考試。 

融入 

議題 

□家庭教育 □生命教育 ■品德教育 □人權教育 □法治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能源教育 ■資訊教育 □科技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安全教育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規劃 ■閱讀素養 

教學與

評量 

說明 

教材編輯

與資源 

□ＯＯ版第Ｏ冊 

■自編教材 

課程調整 

原則 
□簡化 □減量 □分解 ■替代 □重整 

教學方法 
■直接教學 □工作分析 □交互教學 □結構教學 ■問題解決 □合作學習 

□協同教學 □多層次教學 □其他： 

教學評量 ■紙筆評量 □檔案評量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其他：觀察 

週次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教學重點 

1 

第一單元 維持注意力 

1.5X5手眼協調訓練單(視覺注意力、精細動作、空間感知) 

2.7X7手眼協調訓練單(視覺注意力、精細動作、空間感知) 

3.屁屁偵探-異同比較(注意力、觀察、判斷) 

2 

3 

4 

5 

6 

7 

8 

9 



10 

第二單元 提升學習動機 
1.能選擇不同增強策略自我鼓勵。  

2.能用正向歸因思考理解自己的學習表現。 

11 

12 

13 

14 

15 

第三單元 我的學習策略 

1.能透過口訣或諧音將資料聚集成串，擴充記憶量 

2.能透過聯想將內容轉化為對自己有意義的圖像、字詞或 

句子等 

3.能在協助下，運用複誦、位置記憶法、聯想法、關鍵字   

 法、諧音轉換法、意義化、等記憶策略，進行文本資料 

 的重點記憶 

16 

17 

18 

19 

20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