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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訂(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或其他類課程類型) 

課程名稱：歷史探究 

課程類型：■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   □ 其他類課程(註1)   
授課年級：國二第二學期 
課程目標：學生能蒐集歷史人物及事件的資料，進而分析歷史脈絡，培養學生蒐集媒體素材的能力及思辨能力。 

對應學校課程願景/校本素養指標： 

自發學習/ J-A1-1能運用閱讀策略，提升學習能力。 

溝通互動/ J-C2-2能發揮自身專長，與他人互動合作。  

表現任務（總結性評量）：學生能夠有閱讀思辨史料的能力，能夠理解中國朝代中歷史人物的思維，並且透過團隊合作的能力，以口頭發表以口

頭發表表達自己的想法。 

評量機制（含評量方式及比例）：1、觀察、文本（30％）：2、學習單(20％)  3.口頭發表（50％）：分組報告(含口頭發表及成果發表)。 

週次 課程/單元主題 學生學習重點/教師教學重點/教學進度 使用教材 
協同領域/科

目及授課教師 
議題融入 

1-4 

單元五 清末的

政治家—李鴻

章 

1. 請學生先閱讀《李鴻章的生平》短文 

2. 說明李鴻章在甲午戰爭及八國聯軍前後對中國的影響 

3. 請學生分組討論李鴻章在簽訂馬關條約的心情寫照 

4. 請學生完成李鴻章的學習單 

選自: 

網路資源 

自編教材 

  

5-8 
單元六 東北軍

閥–張作霖 

1. 簡介東北王—張作霖的生平 

2. 請同學蒐集民初軍閥的資料，分析軍閥對於中國的影響 

3. 請學生分組討論少帥張學良在父親被日本人炸死後與國民政

府合作對於中國政治發展的影響。 

4. 請學生完成張作霖生平的學習單。 

選自: 

網路資源 

自編教材 

  

9-10 評分週 
1. 請學生討論現今的政治人物與李鴻章的差異 

2. 請學生分組上台分享心得,並完成自評表跟他組的評分表 
   

11-15 

單元七 清末民

初的思想家-胡

適 

1. 請學生閱讀《胡適的一生》，並提出自己的看法 

2. 請學生討論新的三從四得與舊的三從四德的差別 

3. 請學生探討白話文對於中國文化的影響 

4. 請學生完成胡適的學習單 

選自: 

網路資源 

自編教材 

 課綱:社會-性別-(性13)-1 

17-19 
單元八 紅色教

主-毛澤東 

1. 請學生蒐集毛澤的生平，並分組討論 

2. 請學生上台分享紅衛兵及《毛語錄》的內容 

3. 請學生分組討論毛澤東及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的影響 

選自: 

網路資源 

自編教材 

 課綱:社會-人權-(人 J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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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評分週 
1. 請學生分組挑選現今的網紅與毛澤東作探討與分析 

2. 請學生分組上台分享心得,並完成自評表跟他組的評分表 
   

註1：其它類課程係指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服務學習、戶外教育、班際或校際交流、自治活動、班級輔導、學生自主學習等各式課程，以及領域

學習扶助課程。(惟考量學校活動或班級自治活動之課程運作模式，此二部分表件可運用附件伍-2簡易書寫及合併) 
註2：「議題融入」中「法定議題」為必要項目，課綱議題則為鼓勵填寫。(例：法定/課綱：領域-議題-(議題實質內涵代碼)-時數) 

（一）法定議題：性別平等教育、環境教育課程、海洋教育、家庭教育、生涯發展教育（含職業試探、生涯輔導課程）、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

低碳環境教育、水域安全宣導教育課程、交通安全教育、家庭暴力防治、登革熱防治教育、健康飲食教育、愛滋病宣導、反

毒認知教學、全民國防教育。 

（二）課綱議題：性別平等、環境、海洋、家庭教育、人權、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訊、能源、安全、防災、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 

註3：依「高雄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略以：「六、學生彈性學習課程學期評量成績之評定方式以質性描述為主。如以量化數據方式應

以等第方式呈現，計算方式如下：(一)平時評量應以多元評量方式辦理，其中紙筆測驗不得高於百分之四十。(二)有實施定期評量者，其占

學期總成績不得超過百分之四十。」 

註4：全年級或全校且全學期使用之自編教材應送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