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階段基本能力 第二階段 (3-4 年級) 第三階段 (5-6 年級) 

1.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4-2-1 說出自己的意見與其他個體、群體或媒體意

見的異同。 

5-2-1 舉例說明自己可以決定自我的發展並具有

參與群體發展的權利。 

4-3-4 反省自己所珍視的各種德行與道德信念。 

5-3-1 說明個體的發展與成長，會受到社區與社會等

重大的影響。 

5-3-2 瞭解自己有權決定自我的發展，並且可能突破

傳統風俗或社會制度的期待與限制。 

5-3-4 舉例說明影響自己角色扮演的因素。 

2.欣賞、表現與創新 
2-2-2 認識居住地方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欣賞地

方民俗之美。 

1-3-1 瞭解生活環境的地方差異，並能尊重及欣賞各

地的不同特色。 

3.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7-2-4 瞭解從事適當的理財可調節自身的消費力。 

4-3-1 說出自己對當前生活型態的看法與選擇未來

理想生活型態的理由。 

7-3-3 瞭解投資是一種冒風險的行動，同時也是創造

盈餘的機會。 

4.表達、溝通與分享 

1-2-1 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1-2-2 描述不同地方居民的生活方式。 

1-2-7 說出居住地方的交通狀況，並說明這些交通

狀況與生活的關係。 

7-2-1 指出自己與同儕所參與的經濟活動。 

1-3-5 說明人口空間分布的差異及人口遷移的原因

和結果。 

1-3-6 描述鄉村與都市在景觀和功能方面的差異。 

1-3-7 說明城鄉之間或區域與區域之間有交互影響

和交互倚賴的關係。 

5-3-3 瞭解各種角色的特徵、變遷及角色間的互動關

係。 

5-3-5 舉例說明在民主社會中，與人相處所需的理性

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協等基本民主素養之重要

性。 

5.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3-2-1 理解並關懷家庭內外環境的變化與調適。 

5-2-2 舉例說明在學習與工作中，可能和他人產生

合作或競爭的關係。 

6-2-2 舉例說明兒童權(包含學習權、隱私權及身

體自主權等)與自己的關係，並知道維護自己的權

利。 

6-2-3 實踐個人對其所屬之群體(如家庭和學校班

級)所擁有之權利和所負之義務。 

6-2-4 說明不同的個人、群體(如性別、族群、階

層等)文化與其他生命為何應受到尊重與保護，以

及如何避免偏見與歧視。 

6-3-3 瞭解並遵守生活中的基本規範。 

6-3-4 列舉我國人民受到憲法所規範的權利與義務。 



6.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 

1-2-3 覺察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識與感受具有

差異性，並能表達對家鄉的關懷。 

1-2-8 覺察生活空間的型態具有地區性差異。 

2-2-1 瞭解居住地方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

史變遷。 

9-2-1 舉例說明外來的文化、商品和資訊如何影響

本地的文化和生活。 

1-3-2 瞭解各地風俗民情的形成背景、傳統的節令、

禮俗的意義及其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1-3-3 瞭解人對地方與環境的認識與感受有所不同

原因。 

1-3-8 瞭解交通運輸的類型及其與生活環境的關係。 

1-3-11 瞭解臺灣地理位置特色及對臺灣歷史發展的

影響。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與事件。 

2-3-2 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賞其內涵。 

2-3-3 瞭解今昔中國、亞洲和世界的主要文化特色。 

4-3-2 認識人類社會中的主要宗教與信仰。 

4-3-3 瞭解人類社會中的各種藝術形式。 

9-3-2 探討不同文化的接觸和交流可能產生的衝

突、合作和文化創新。 

9-3-3 舉例說明國際間因利益競爭而造成衝突、對立

與結盟。 

9-3-4 列舉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心的課題(如環境

保護、生物保育、勞工保護、飢餓、犯罪、疫病、

基本人權、經貿與科技研究等)。 

9-3-5 列舉主要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紅十字會、

世界貿易組織等)及其宗旨。 

7.規劃、組織與實踐 
6-2-5 從學生自治活動中舉例說明選舉和任期制

的功能。 

6-3-1 認識我國政府的主要組織與功能。 

7-3-2 針對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各項消費進行價值

判斷和選擇。 

8.運用科技與資訊 

8-2-1 舉例說明為了生活需要和解決問題，人類才

從事科學和技術的發展。 

8-2-2 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生

活和自然環境。 

1-3-4 利用地圖、數據和其它資訊，來描述和解釋地

表事象及其空間組織。 

8-3-1 探討科學技術發明對人類價值、信仰和態度的

影響。 

8-3-3 舉例說明科技的研究和運用，不受專業倫理、

道德或法律規範的可能結果。 

8-3-4 舉例說明因新科技出現而訂定的相關政策或

法令。 

9.主動探索與研究 

1-2-5 調查居住地方人口的分布、組成和變遷狀

況。 

4-2-2 列舉自己對自然與超自然界中感興趣的現

象。 

7-2-2 認識各種資源，並說明其受損、消失、再生

或創造的情形，並能愛護資源。 

1-3-9 分析個人特質、文化背景、社會制度以及自然

環境等因素對生活空間設計和環境類型的影響。 

1-3-12 瞭解臺灣具備海洋國家發展的條件及優勢。 

3-3-1 依自己的觀點，對一組事物建立起分類和階層

關係。 

6-3-2 瞭解各種會議、議會或委員會(如學生、教師、



 

7-2-3 瞭解人類在交換各種資源時必須進行換

算，因此發明貨幣。 

家長、社區或地方政府的會議)的基本運作原則。 

7-3-4 瞭解產業與經濟發展宜考量區域的自然人文

特色。 

8-3-2 探討人類的價值、信仰和態度如何影響科學技

術的發展。 

9-3-1 探討全球生態環境之相互關連以及如何形成

一個開放系統。 

10.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2-4 測量距離、閱讀地圖、使用符號繪製簡略平

面地圖。 

1-2-6 覺察聚落的形成在於符合人類聚居生活的

需求。 

6-2-1 從周遭生活中舉例指出權力如何影響個體

或群體的權益(如形成秩序、促進效率或傷害權益

等)。 

1-3-10 舉例說明地方或區域環境變遷所引發的環境

破壞，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 

3-3-2 瞭解家庭、社會與人類世界三個階層之間，有

相似處也有不同處。 

3-3-3 瞭解不能用過大的尺度去觀察和理解小範圍

的問題，反之亦然。 

3-3-4 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的關係是屬於”因果”或”

互動”。 

3-3-5 舉例指出在一段變遷當中，有某一項特徵或數

值是大體相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