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單元 家鄉的人口 

第 1 課 認識家鄉的人口 

 

認
識
家
鄉
的
人
口 

家鄉人口調查 

了解家鄉人口 
閱讀人口統計 

資料、圖表 

影響家鄉人口 

分布的因素 

政府機關進行 

人口統計資料 

獲得方式 

有些山區早期因

資源的開採，曾聚

集不少人口 

開發較早 

交通便利 

工商發達 

人口普查 

人口資料統計 

訪問戶政機關 

查閱政府出版品 

上網查詢政府 

機關網站 

人口分布 

人口組成 

歷年變化 

自然環境 

交通設施 

經濟發展 

平原、盆地 

居住人口多 

丘陵、山地 

居住人口少 

開發不便 



第一單元 家鄉的人口 

第 2 課 家鄉的人口組成(彙整課本 P10~13) 

 

 

家鄉扶養力 

家鄉競爭力 

農林漁牧業 

幼年人口 

青壯年人口 

老年人口 

需要被扶養 

從事生產工作 

的主要人口 

需要被扶養 

人口的 

年齡組成 

人口的 

性別變化 

區分 

女性人口 

男性人口 

都市 

鄉村 

工業 服務業 

代表 

原因 

兩性走向 

推廣性別平等教育 

平等地位 

農林漁牧業 

性別組成 

經濟發展 

重男輕女 

觀念改變 
教育普及 

分工 

家庭 

職場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學及專科以上 

人口的 

教育程度 

學歷 

教育程度提升 

原因 

影響 

政府推廣 人民重視 

提升家鄉人口素質 

奠定家鄉發展基礎 

工業 

服務業 

人口的 

產業類別 

經濟活動 

家
鄉
的
人
口
組
成 

 



第一單元 家鄉的人口 

第 3 課 家鄉的人口變遷 (彙整課本 P14~17) 

 

家
鄉
的
人
口
變
遷 

出生與死亡 

的變化 

移入與移出 

的變化 

人口過度移出 

影響人口 

變遷因素 

影響人口移動 

的因素 

人口過度移入 

就業機會 

教育資源 

公共設施不足 

生活品質降低 

社會治安維護不易 

勞工不足 

幼年及老年人口 

缺乏照顧 

出生 

新生兒人數 

減少 

老年人口 

死亡數下降 

原因 

解決方式 推出生育補助方案等 

加強老年人生活照顧 

死亡 移入 移出 

生活品質 

婚姻 

原因 

解決方式 

生育改變 

家庭經濟 

醫療照護提升 

保健觀念提升 

 

 

 

 

 



第二單元 家鄉的機構 

第 1 課 認識家鄉的機關 (彙整課本 P20~27) 

 

縣（市）議會 

的產生與工作 

家鄉的民間 

團體與服務 

家鄉的 

縣（市）政府 

各縣（市）設有 

議會 

縣（市）議員由 

縣（市）民選出 

規劃辦理與民眾相關事務 

每四年由公開選舉產生 

推動為民服務的工作 

定期召開會議審理法案 

及預算 

 

)） 

接受人民陳情或諮詢 

要求各局（處）說明 

業務推動情形 

提供服務 

反映意見 

設置各種機關 

設置縣（市）長 

方便居民的生活 

保障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領導規畫家鄉發展的方向 

家鄉政府機關 

的功能 

居民申請組成 

舉辦活動 

認
識
家
鄉
的
機
關 

監督政府各項施政 

慈善活動、衛生保

健、環境教育、 

文化教育等 

 

 

 

 

 

 

 



第二單元 家鄉的機關 

第 2 課 家鄉機關與居民的生活（彙整課本 P28∼31） 

 

善用家鄉的機關 

機關間的合作 

網路查詢 

親自詢問 

整合人力、 

物力 

進行救災與 

災後重建工作 

軍事單位， 

運送民眾 

遇態度不佳的服務人員， 

可利用申訴管道要求改善 

發生颱風或重

大災難時 

電話了解 

災害應變 

中心 

單位分工 

與機關相互 

合作 

運用家鄉 

機關時注意 

家
鄉
機
關
與
居
民
的
生
活 

維護自己的權益 

減少各種損失 

珍惜機關資源 

感謝服務人員 

消防單位， 

協助民眾撤離到 

緊急安置所 

社會福利單位， 

安置收容災民 

醫療單位， 

災區醫療救護 

要申辦資料或 

反映意見時 

電力公司，搶修電

路，已恢復正常供電 

環保單位， 

清理公共環境 

 



第三單元 家鄉的交通 

第 1 課 家鄉的運輸設施（彙整課本 P34∼39） 

 

影響家鄉交通 

運輸的原因 

家鄉的交通 

問題與改善 

解決問題方式 

便捷的交通 

運輸 

地理環境、 

人口多寡 

交通便捷的問題 

造成環境破壞 

地勢平坦、人口聚集地區 

大眾運輸工具比較發達 

山地、人口稀少地區 

居民多自行開車、騎機車或搭乘客運 

離島地區 

居民搭乘船隻、飛機往來各地 

運輸工具 

過多 

興建道路 

多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多走路上開車 

避免過度開發， 

造成環境破壞 

公路、鐵路、 

橋梁、車站、 

碼頭、機場 

方便居民往來各地 

進行教育學習 

商品買賣 

噪音、塞車與 

環境汙染 

流通貨物 

觀光旅遊 

就業 

家
鄉
的
運
輸
設
施 

 

 

 

 

 

 



第三單元 家鄉的交通 

第 2 課 家鄉的通訊設施（彙整課本 P40∼45） 

 

家鄉的 

通訊問題與改善 

不當使用通訊設備 

通訊設施 

的發展 

通訊是居民的基

本需求 

不論在都會、 

山地、 

離島地區 

科技進步 通訊設施與服務更加完善 

侵犯智慧財產權 

詐騙問題 

發生交通事故 

家
鄉
的
通
訊
設
施 

政府與民眾克服限

制，建造通訊設施 

正確使用通信設備 注意禮儀， 

避免影響他人 

保護個人隱私 

遵守通訊相關規範 

 

 

 

 

 

 



第四單元 鄉親的生活 

第 1 課 生活的地區差異（彙整課本 P48∼53） 
 

都市生活的特色 

鄉村生活的特色 

鄉村生活特色 

生活差異來源 

分類依據 
地理環境 

（ 產業 ）發展 

人口較少且分散 

居民多從事農、漁業 

地理環境 

交通狀況 

工作職業 

（ 人口 ）分布 

公共設施 

大眾運輸系統少 

交通便利 

醫療機構完備 

居民多住在（ 公寓、大樓 ） 

商業（ 發達 ）、步調緊湊 

飲食、購物選擇多樣；夜晚時商圈仍多 

種類 

醫療養護機構少 

交通工具多自備 

生活空間寬廣 

居民彼此熟悉、互動多 

農村 

漁村 

（ 山村 ） 

生
活
的
地
區
差
異 

 
 

 



第四單元 鄉親的生活 

第 2 課 生活的變遷 (彙整課本 P54~59) 

 

經濟活動的改變 

衣著樣式的改變 

早期 多手工縫製 樣式簡單樸素 

生
活
的
變
遷 

飲食習慣的改變 

居住形式的改變 

交通方式的改變 

現代 

過去 

現代 

早期 

現代 

早期 

現代 

早期 

現代 

（ 紡織技術 ）進步 生產機械化 

服飾材質多 樣式多樣 

多在家用餐 自己生產製作食物 

外食人口多 餐飲選擇（ 多樣 ） 

平房為主 居住形式不同 

人口變多，住屋 

需求（ 增加 ） 
建築技術革新 

建材多樣化 建築樓層漸高 

利用人力、獸力、風力 

速度慢 

載運量低 

以（ 石油 ）、電、 

天然氣產生動力 

速度快 

商品選擇少 多以現金交易 

 

在店鋪、雜貨店與 

市集購物 

 

居民與老闆熟識、 

密切 

有國外商品可選 （ 付款 ）方式多樣 

商家營業時間長 

人與人之間疏離 

載運量大 

連鎖店、專賣店、 

大型商店愈來愈多 
  

 

 



第五單元 家鄉居民的休閒活動 

第 1 課 鄉親的休閒活動(彙整課本 P62~67) 

 

家鄉的休閒 

活動場所 

家鄉休閒活動 

的類型 

受外來文化影響 

結合地方特產與 

自然環境 

經濟發展 

週休（ 二日 ） 

發展觀光 

振興地方產業 

藝文表演團體多 

休閒場所增加 

傳承傳統 

閒置空間 

各有主題特色與功能 

學校 

源自（ 地方宗教 ） 

與民俗文化 
發展創新精神 

融合現有文化 

形式內涵豐富多元 

居民重視健康與 

生活品質 

具有豐富（ 歷史文化 ）， 

能充實心靈知識 

位於大自然， 

能放鬆心情 鄉
親
的
休
閒
活
動 

休閒受重視的

原因 

規畫改造成 

（ 藝文展演 ）場所 

 

配合（ 教學需求 ）， 

舉辦藝文活動 

 

 

 

 

 



第五單元 家鄉居民的休閒活動 

第 2 課 參與家鄉休閒活動(彙整課本 P68~73) 

 

取得活動資訊 

管道 

保持場地整潔 

定期到藝文空間參觀 

社區或鄉鎮市區公所布告欄 

報紙、（ 電視 ）、廣播 

地方文教機構網站、網路社群 

各種文宣廣告 

注意活動場所的（ 逃生路線 ） 

參
與
家
鄉
休
閒
活
動 

參加的活動是否適宜 

注意（ 防火設施 ）的位置 

仔細聆聽活動的（ 安全資訊 ）與規定 

注意活動（ 時間 ）限制 

正確使用各項設施 

參與休閒活動 

注意事項 

 
 

 

 

 

 

 

 



2 

第六單元 家鄉的未來 

第 1 課 家鄉發展的問題(彙整課本 P76~81) 

 

造成地層下陷 

人們（ 保護觀念 ）不足 

過度超抽地下水 

家鄉發展 

問題的因素 

家鄉發展 

問題 

排放未經處理廢水 大量魚蝦死亡 

危害居民生命 

財產安全 

豪雨引發土石 

傳統文化的流失 

任意傾倒廢棄物 

長期不當 

使用（ 農藥 ） 

土地受到汙染 

家
鄉
發
展
的
問
題 

缺乏整體規劃 

太過重視（ 經濟 ）利益 

忽略（ 文化 ）保存 

不當開墾（ 山坡地 ） 

土地過度開發 

外來文化的影響 

民俗技藝專業人才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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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單元 家鄉的未來 

第 2 課 家鄉新生活(彙整課本 P82~87) 

 

營造家鄉新特色 

家鄉發展的兩難 

開發創造 

（ 就業機會 ） 

政府與民間團體積極溝通 

愛鄉環保行動 

推動河川汙染整治 

運用（ 環保能源 ） 

設立（ 自然生態 ）保護區 

興建綠建築 

自然環境 

民俗活動 

調查居民意見 

聘請專家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引進解決問題的新技術 

營造家鄉新風貌 

家
鄉
新
生
活 

保護自然生態）

環境 

（ 名勝古蹟 ） 

地方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