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插角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六年級綜合活動領域教學計畫表 設計者：陳鈺方與六年級團隊 
四、本課程是否實施混齡教學：□是(__年級和__年級)  █否 

五、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三週 

9/12~9/16 

2-3-1 規畫個人運用時

間、金錢，所需的策略與行

動。 

【生涯發展教育】 

1-2-1培養自己的興趣、能 

力。 

 

【家政教育】 

3-2-5 認識基本的消費者

權利與義務。 

第一單元 生活大富翁-小小理財員 

【活動一】：錢從哪裡來？  

1.教師詢問：「你覺得金錢又有哪些用途呢？」 

2.教師提問：「你是否有零用錢呢？金錢能夠用來購買你所需要的物質

生活，但你知道錢從哪裡來嗎？」並邀請學生自由發表。 

3.教師進一步引導學生思考「那家人給你的錢從何而來？」 

4.教師提問：當擁有錢之後，你會做些什麼事情？ 

5.引導歸納「錢是必須透過付出換取，用來維持生活、完成的事情。」 

6.配合手冊：「你認為維持生活所需的花費有哪些呢？」 

7.教師請學生寫下自己認知中的家庭開銷。 

8.思考：「想一想，你寫下來的項目和實際項目會有差別嗎？為什麼？」 

9.教師提醒學生回家後，與家人共同探討維持生活花費時應注意的事

項，並提醒學生於探討後詢問家人對於金錢的使用有哪些想法和習慣。 

 

【活動二】：金錢運用知多少？  

1.教師提問：「你和家人認為的花費項目一致嗎？為什麼？」 

2.配合手冊：「說說看，家人在金錢運用上的想法和習慣有什麼考量？」 

3.教師進一步引導學生思考：「聽了他們的分享，你有什麼發現呢？」 

4.教師邀請學生分享，並給予回饋、總結。 

 

家庭教育教材融入課程       資料來源: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活動三】:5000元可以生活多久？ 

每組有存款 5000元，目前待業中，沒有收入的狀況下，可以生活多久？ 

1.教師發下紀錄表 

2.小組分組討論並紀錄生活支出費用。 

3.教師帶領小組發表並整理歸納。 

4.教師舉例說明「量入為出、精打細算」的經濟原則。 

5.教師指導學生學習如何將有限的金錢做最大的利用。 

6.日常生活中，在資源不足情況下，支出與花費必須做哪方面的取捨？ 

7.鼓勵學生發表個人的想法後，教師歸納整理。 

 

3 翰林版國小

六上綜合活

動 

第一單元 生

活大富翁 

活動二小小

理財員 

家庭教育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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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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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課程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四週 

9/19~9/23 

2-3-1 規畫個人運用時

間、金錢，所需的策略與行

動。 

【生涯發展教育】 

1-2-1培養自己的興趣、能

力。 

第一單元 生活大富翁-小小理財員 

【活動三】：想要、需要、必要 

1.教師配合學生活動手冊引言：「每個人的金錢使用習慣有所不同。想

一想，下面的事例中，什麼是需要？什麼是想要？」 

2.教師可依據學生活動手冊案例或是班級氛圍的情境說明，引導學生

思考「情境中何為需要？何為想要？ 」 

3.教師邀請學生發表並適時給予回饋後，定義需要與想要的區隔。 

4.教師引導思考「我的必需品可能是他人的奢侈品」的概念，提醒學

生想要是需要的延伸，但仍需要注意自身的能力，量力而為。 

5.教師引言：「你現在有想要的東西嗎？請把它們寫下來。」 

6.教師詢問學生當有想要的東西時，可以如何確認自己是否真的想

要、需要這些東西呢？ 

7.教師請學生完成手冊，「項目」、「需要／想要的原因」兩個欄位。 

8.教師引導學生檢視，去辨識需要還是想要，並說明想要的原因。 

9.引導學生思考該項目的實際需求與目的為何，有沒有其他替代方案。 

10.教師再次詢問學生，是否依然想要這個項目，為什麼？ 

11.教師引言：「適度滿足自己的需求能夠讓心情愉悅，但適時的節制

慾望、未雨綢繆也是必須的，為什麼呢？」 

12.教師邀請學生發表想法，並適時給予回饋。 

 

【活動四】：理財實踐家 

1.教師配合學生活動手冊引言：「學習金錢的運用原則後，你覺得自己

在金錢運用、管理時，有哪些原則可以實際執行呢？」 

2.教師可透過不同的事例分享，引導學生思考如何活用。 

3.教師邀請學生發表想法，並透過師生互動給予回饋。 

 

【活動三】：我的存摺（小書） 

1.將圖畫紙數張對摺，摺成如圖：  

  摺成一本八頁的小書。 

2.記錄自己日常生活的花費。 

3 翰林版國小

六上綜合活

動 

第一單元 生

活大富翁 

活動二小小

理財員 

家庭教育教

材 

口頭評量 

小組合作 

實作評量 

※自編課

程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七週 

10/10~10/

14 

1-3-3 探究自我學習的方

法，並發展自己的興趣與專

長。 

【生涯發展教育】 

1-2-1培養自己的興趣、能

力。 

【生涯發展教育】 

3-2-1 培養規畫及運用時

間的能力。 

 

 

【家政教育】 

4-3-1 了解家人角色意義

及其責任。 

第二單元 學習天地-有效學習 

【活動三】：有效學習經驗分享 

1.教師配合學生活動手冊引導學生思考：「你運用了哪些學習方法解決

自己的學習問題呢？實際運用的情形如何？。」 

2.教師鼓勵學生與全班分享自己有效學習的經驗。 

3.教師請學生自由發表想法。 

4.學生可能回答方向如下： 

(1)訂定目標 

(2)多樣學習管道 

(3)創造適合的環境 

(4)透過情境模擬減輕壓力 

(5)尋找伙伴共同學習 

(6)調整時間規畫內容 

(7)善用已知的訣竅 

5.教師歸納學生想法，並適時給予回饋。 

 

【活動四】：換個角度想想看 

1.引起動機: 

  (1)讓學生背著書包，體驗從一本書增加到十本書的感覺？如果每天 

    如此心情又是如何？ 

  (2)請學生發表自覺父母給予的壓力有哪些？ 

2.閱讀『豌豆家族』中的一篇文章：「閃電俠大戰火山孝子」。 

  (1)老師再唸一遍文章內容，加強學生印象並進行解說。 

  (2)討論文章中父親的心態和想法。 

    老師提問：①你如果是劇中主角，你會怎麼做？ 

              ②你覺得主角的反應和行為如何？ 

              ③你如果是主角的父親，碰到小孩的發生這樣的狀 

               況，你的想法又是如何？你會怎麼做？ 

              ④你覺得主角的父親的處理方式如何？  

3.填寫學習單。 

3 翰林版國小

六上綜合活

動 

第二單元 學

習天地 

活動二有效

學習 

口頭評量 

小組合作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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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新

北市家庭

教育中心】

教學設計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四週 

11/28~12/

2 

3-3-5 尊重與關懷不同的

文化，並分享在多元文化中

彼此相處的方式。 

【資訊教育】 

4-3-5 能利用搜尋引擎及

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網路

資源。 

【環境教育】 

3-2-3 尊重不同族群與文

化背景對環境的態度及行

為。 

 

 

【家政教育】 

4-3-2 運用溝通技巧與家

人分享彼此的想法與感受。 

4-3-5 瞭解不同的家庭文

化。 

 

第四單元多元文化相處之道_多元文化在身邊 

【活動三】：文化特色分享會 

1.教師與學生一同布置分享會座位，將大型臺灣地圖掛在黑板上。將

每個人分享的文化事物布置好並入座。 

2.教師配合學生活動手冊介紹範例，問學生對於這些文化特色的看法。 

3.教師說明分享會的進行方式「今天我們要請大家輪流發表你所欣賞

的文化事物，分享時請向大家介紹你選擇這項文化事物的原因，並和

大家分享它的優點與特色。」 

4.教師邀請學生上臺分享介紹。 

5.教師於臺下聆聽並適時提問。 

6.臺下學生提問或就實際經驗進行補充。 

7.教師總結討論的結論加深學生印象。 

 

融入課程：家庭教育（資料來源：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活動二】：我的姐夫是外國人 

1.引起動機:故事欣賞【我的姐夫是外國人】-參考改編【美國老爸台 灣

媽】 

2.討論發表：如果自己是故事主角  

(1).會在意別人的眼光看法嗎? 

(2).語言無法完整溝通想法的時候，會怎麼做？ 

(3).意見或看法不同時，會怎麼面對？ 

3.、學生分組討論：如果家族中有親戚要嫁娶其他國籍人士時 

  (1).會贊成還是反對？為什麼？ 

  (2).會用怎樣的態度對待他們？  

  (3).會願意跟他們做朋友嗎? 

  (4).會主動幫助他們嗎? 

4、各組討論結果推派同學上台發表討論結果。 

5.歸納與總結 

老師應引導學生思考：來自不同家庭的人組成家庭有許多要適應的問

題，而不同族群或國籍人士間的家庭組成所要面對的考驗與挑戰更

多，不論是發生在自己家庭或生活週遭的家庭中，都應該以真誠的關

懷、包容與尊重來面對。 

3 翰林版國小

六上綜合活

動 

第四單元多

元文化相處

之道 

活動一多元

文化在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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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八週 

12/26~12/

30 

3-3-4 體會參與社會服務

的意義。 

【人權教育】 

1-3-1 表達個人的基本權

利，並瞭解人權與社會責任

的關係。 

 

 

【家政教育】 

4-3-2 運用溝通技巧與家

人分享彼此的想法與感受 

第五單元 讓愛發光-從「愛」出發 

【活動一】：愛的報報 

1.教師配合教學活動手冊引導學童理解社會服務活動的意義、類型等。 

2.教師提問： 

(1)以下的事例中，你看到了什麼？ 

(2)你覺得什麼樣的行為叫做社會服務？ 

(3)什麼樣的人可以提供社會服務？ 

(4)他們提供了哪些社會服務活動？ 

(5)社會上還有哪些社會服務活動呢？ 

(6)看完這幾篇報導，你有什麼想法？ 

(7)聽完同學的分享，你的感受是？ 

(8)你覺得這些社會服務活動帶給社會什麼樣的改變或影響？ 

(9)為什麼需要這些社會服務活動？ 

(10)如果今天沒有這些人來參與社會服務活動，社會會變得怎麼樣

呢？ 

3.教師可將學童發表的內容記錄於黑板上，歸納學童發表的想法，並

作大方向統整，歸納出社會服務活動的概念與什麼樣的行為可以稱作

社會服務活動。 

4.課程結束前，提醒學童回憶自己是否曾經參與過社會服務活動，於

下堂課與同學分享。（可帶照片等等）藉由學童自我的生活經驗分享，

了解社會服務的多元、意義與重要性。 

 

【活動二】：我的社會服務經驗談 

1.教師配合學生活動手冊引導學童們回憶，分享、記錄自己參與社會

服務活動的經驗與感受。 

2.教師先引導全班學童分享的內容： 

(1)你做什麼樣的社會服務活動？ 

(2)誰舉辦的？或是誰與你一同參與？ 

(3)你怎麼得知這個訊息？ 

(4)在哪裡參與？ 

(5)服務的對象是誰？ 

(6)做了哪些事情？ 

3 翰林版國小

六上綜合活

動 

第五單元讓

愛發光 

活 動 一 從

「愛」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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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7)服務過程中你有什麼想法？ 

(8)服務結束後你的想法有什麼樣的轉變？你的感受？ 

3.請學童依照歸納出來的分享方向，將自己要分享的內容記錄下來，

先在小組內分享，並統整全組同學分享的內容，記錄於海報紙上，派

代表至臺上與全班分享。 

4.小組分享時，教師能至各組聆聽，適時給予鼓勵與建議。並於聆聽

完後引導小組將各自分享的內容與想法記錄於海報紙上。 

5.發表完的海報可留作教室布置。 

6.課程結束前，教師學生找一找身邊主動參與社會服務的人、義工或

服務團體，找個時間去訪問或邀請他們到學校分享。 

（教師可在上課前先詢問同學是否有人邀請志工來校分享，以便規畫

時間與聯繫，老師務必提醒學生在邀請時應注意的事項） 

 

家庭教育教材融入課程    資料來源: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活動三】：我的社區 

1.請同學回家普查社區裡會發生一些什麼問題（例如： 交通不便、路

口塞車嚴重影響居民進出、環境髒亂、遭竊、 孩子放學後沒有人照顧、

很多老人在子孫上班上學後缺少照顧等，請孩子多從自己所居住的社

區尋找問題，並試想可能的解決方案），並將問題蒐集資料，製作成海

報來呈現。 

2.分組進行報告，將小組收集的資料呈現出來，由老師提出幾個問題，

由各組分別拿回去討論出因應策略。  

3.老師引導學生思考： 社區裡的每個人都是很重要的角色，有些事情

可以請社區裡的鄰長、里長、主任委員、義工等幫忙，自己也可以動

手做做看。社區裡大大小小的工作有很多，因此，如果每一個人在可

以協助時，應該要盡力協助；要配合的事項也應該要配合，才能夠讓

社區更完善，每個人生活得更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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