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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高中學習階段公民與社會與原住民族議題有關之學習內容 
 

Aa【延伸探究】 
為什麼我國憲法、原住民族基本法賦予原住民族具有民族的地位和自治的權利？

對於原住民族的公民身分有什麼意義？ 

公 Ab-V-1 

為什麼人是權利主體，且享有平等的權利能力？為什麼在自然人之外，還有法人

的概念？ 

➔著重介紹權利主體的基本概念，並以志願結社、地方或民族自治團體為例，說

明現代法治國家中法人的概念。 

公 Ab-V-2 

為什麼部落、原住民各民族、原住民族都有權利能力？ 

➔著重探討原住民族集體權利能力，包括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所提及的部落諮

商同意權或其他權利能力。 

公 Ac-V-3 
為什麼多元身分認同的建構、肯認與保障，和國家政策關係密切？ 

➔以種族、族群、區域、文化、性別、性傾向或身心障礙等面向舉例探討。 

公 Bc-V-1 

社會規範如何維護社會秩序與形成社會控制？在什麼情形下，規範會受到質疑而

改變？ 

➔著重探討社會規範並非僅透過強制力來維護，並擇例討論規範（種族、族群、

性別、性傾向或身心障礙等相關規範）持續受到質疑時，也有改變的可能。 

公 Bc-V-2 

社會規範對個人追求自我實現以及社群的資源分配，會產生哪些影響？ 

➔擇例探討社會規範可能對特定群體（可包括種族、族群、性別、性傾向或身心

障礙等）較為不利，進而影響群體成員個人的人生目標設定與自我實現之可能。 

Be【延伸探究】 我國原住民族追自治訴求有哪些？與目前的地方自治有哪些基本差異？為什麼？ 

Cc【延伸探究】 
社會處境不利的群體面臨什麼樣政治參與機會與資源上的不平等？ 

➔從族群、性別、性傾向或身心障礙等不同面向進行探究。 

公 Da-V-2 

群體權利跟公平正義有什麼關聯？在什麼情形下，特定群體受到「差別對待」會

成為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積極原則？ 

➔探討無差別對待可能惡化社會不平等，因此須對特定群體採取積極平權措施，

可包括種族、族群、性別、性傾向或身心障礙等之討論。 

公 Da-V-3 

為什麼社會的不同群體，對於「公平正義」的理解與追求會有衝突？ 

➔擇例探討種族、族群、性別、性傾向或身心障礙等群體的文化，及其在社會中

的位置，如何影響其對公平正義的不同觀點。 

Da【延伸探究】 
民主社會如何解決「公平正義」有關的爭議？ 

➔從原住民族土地正義、環境正義、性別平權等面向探究。 

公 Dc-V-1 
不同文化之間為何會有摩擦或衝突？ 

➔擇例探討我族中心、權力位階、歧視偏見、壓迫等現象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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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我國促進族群文化平等的相關法律與政策擇例說明。 

【延伸探究】 
實現文化平等與普世人權有什麼關聯？二者之間可能存在的一致性與緊張關係是

什麼？為什麼？ 

公 De-V-1 
科技發展如何提升公共生活的參與？又會造成什麼樣的參與不平等？  

➔探討數位落差及資訊近用與族群、階級、區域、性別或身心障礙不平等之關聯。 

公 Eb-Ⅴ-1 
什麼是社會運動？為什麼會出現社會運動？社會運動為什麼是公民參與的重要形式？ 

➔著重探討這些因素的交織性及少數群體的內在壓迫。 

公 Eb-Ⅴ-2 
臺灣有哪些社會運動曾對社會變遷形成重大影響？  

➔以原住民族、性別（包括反性暴力）、勞工、環境或其他社會運動等為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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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撰寫形式 

一、撰寫形式：可選擇單一或部分學習內容進行教學設計；或採議題中心模式，以該議題或事件

為主，適當融入有關的學習內容。 

二、可融入或採用的課程類型：融入現行課程(部定必修或加深加廣選修)、融入校訂課程、彈性

學習或多元選修課程。 

三、學習目標訂立與評量方式和內容等皆須呈現於教案，另評量需詳列出預計呈現形式或提供評

量會採用的文件初稿。 

四、預期採用的教案撰寫格式(可先下載參考) 。 

五、至少設計 1節課(50分鐘)的課程活動教案。 

 

參、教案格式 

一、教案名稱： 

二、設計理念： 

三、設計架構： 

四、教學活動設計 

領域/科

目 
 

實施 

年級 
 總節數 共  節，  分鐘 

單元 

名稱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 列出相關的學習表現，且能具

體表現在學習目標上。 

•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需能明確

地連結。 
核心素養 

• 總綱及領(課綱)核心素養說

明。 

• 僅列舉出高度相關之領綱核心

素養精神與意涵。 
學習內容 

• 列出相關的學習內容，且能具

體表現在學習目標上。 

•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需能明確

地連結。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 以總綱十九項議題為考量、並落實議題核心精神，建議列出將融入的議題

實質內容。 

• 議題融入不是必要的項目，可視需要再列出。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 列出示例中融入之學習重點(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以及融入說明， 建議

同時於教學活動設計之備註欄說明。 

• 若有議題融入再列出此欄。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不是必要的項目，可視需要再列出。 

教材來源  

教學設備/資源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xbD_qIxehsIo_51EgGejKiZkWuK0Iamp/edit?usp=sharing&ouid=111432316991216057446&rtpof=true&s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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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 以淺顯易懂文字說明各單元學習目標。 

• 建議配合「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雙向細目表」之內容，提供更完整的素養導向編寫原則與示例

的連結。 

• 可參考「素養導向教材編寫原則之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雙向細目表」之編寫方法。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 建議分為三活動步驟：引起動機、課程活動、綜合

活動。 

• 摘要學習活動內容即可，呈現合呼素養導向教學的

內涵。 

• 學習活動略案可包括引起動機、發展活動、總結活

動、評量活動等內容，或以簡單的教學流程呈現。 

• 教學流程需落實素養導向教學之教材教法，掌握生

活情境與實踐等意涵。 

• 前述之各個次單元不必全部列出，可挑選部份合適

的次單元進行說明，重點在於完整說明各活動的組

織架構，不必窮盡敘述。 

 

可適時列出學習評量的方式，以

及其他學習輔助事項，原則如

下： 

• 簡要說明各項教學活動評量內

容，提出可採行方法、重要過

程、規準等。 

• 發展核心素養、學習重點與學

習目標三者結合的評量內容。 

• 檢視學習目標、學習重點/活

動與評量三者之一致關係。 

• 羅列評量工具，如學習單、檢

核表或同儕互評 

• 表等。 

參考資料： 

請列出參考知識之來源，若無參考資料，請於附錄解釋相關之原住民族知識內涵。 

附錄： 

列出與此示案有關之補充說明，尤其請補充學習內容條目中相關之原住民族知識內涵。 

 

五、教學省思與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