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3（九年一貫／十二年國教並用） 

南投縣永興國民小學 113學年度校訂課程計畫 
 

【第一學期】 

課程名稱 交通安全教育 年級/班級 三年甲班 

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上課節數 共 2節 

設計教師 永興教師團隊/田家維老師編修 

配合融入之領

域或議題 

(統整性課程

須 2以上) 

□國語文 □英語文(不含國小低年級) 

□本土語文□臺灣手語 □新住民語文 

□數學  □生活課程 ■健康與體育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資訊科技(國小) □科技(國中)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能源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閱讀素養 

□家庭教育 □戶外教育 □原住民教育□國際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對應的學校願景 

(統整性探究課

程) 
健康、品格、學習力 

與學校願景呼

應之說明 

健康：了解人身安全的重要性 

品格：學會遵守規則、自助人助 

學習力：探索交通案例、學會思考、解決問題 

設計理念 
本課程主要以學習並演練大客車安全的搭乘方法，以及事故的避難與逃生為目標，學習內容包括

兩大層面：了解公共交通工具的特性與安全搭乘方法；學習並演練發生交通事故的避難與逃生方式。 

總綱核心素養具

體內涵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領綱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健體-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

實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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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E-A2  

探索學習方法，培養思考能力與自律負責的態度，並透過體驗

與實踐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課程目標 
一、培養具備健康生活與體育運動的知識、態度與技能，增進健康與體育的素養。 

二、培養健康與體育問題解決及規劃執行的能力。 

   

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校訂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週

次 

單元名稱/節

數 

一        

二 
安全乘車我遵守 

/1節 

交(健) 

3a-Ⅱ-1 演練基本

的健康技能。 

3a-Ⅱ-2 能於生活

中獨立操作基本的

健康技能。 

 

交(綜) 

1b-II-1選擇合宜

的學習方法，落實

學習行動。  

 

安 E4 探討日常生

活應該注意的安

全。 

健體 Ba-Ⅱ-1 居

家、交通及戶外

環境的潛在危機

與安全須知。 

1.認識安全搭乘大客車

的方法，並了解安全搭

乘行為的重要性。 

2.關注錯誤和危險的搭

乘行為以及大客車交通

事故對生命和生活安全

所帶來的威脅。 

 

一、引起動機 

1.教師先說明日常生活中，

有時需要獨自搭公車的情

形， 接著詢問學生應該表

現哪些搭乘公車的行為？ 

 

二、發展活動 

2.播放以搭公車的影片，討

論遵守乘車安全規定，才能

維護搭乘安全。 
 
三、統整活動 

教師歸納搭公車時應該要遵

問答 

搭公車時要注

意哪些事情？ 

 

觀察 

學生是否專心

看影片？ 

 

表現評量 
能專心聆聽同

學的回答，並

提出自己的看

法 

168 交通安

全入口網 

資訊設備 

數位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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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校訂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週

次 

單元名稱/節

數 

安 E14 知道通報

緊急事件的方式。 
守哪些乘車安全規定。 

三        

四        

五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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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校訂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週

次 

單元名稱/節

數 

七        

八        

九        

十        

十

一 
安全逃生我知道 

/1節 

交(健) 

3a-Ⅱ-1 演練基本

的健康技能。 

 

交(健) 

3a-Ⅱ-2 能於生活

中獨立操作基本的

健康技能。 

 

交(綜) 

健體 Ba-Ⅱ-1 居

家、交通及戶外

環境的潛在危機

與安全須知。 

1.認識安全搭乘大客車

的方法，並了解安全搭

乘行為的重要性。 

2.關注錯誤和危險的搭

乘行為以及大客車交通

事故對生命和生活安全

所帶來的威脅。 

 

一、引起動機 

1. 遊覽車也是日常生活中經

常搭乘的公共交通工具，引

導學生利用「車輛比一比」

(討論單)，比較公車和遊覽

車特色有何差異? 

 

二、發展活動 

口語評量： 

能分析公車與

遊覽車特色的

差異。 

 

口語評量： 

能說出搭乘 

遊覽車的注 

168 交通安

全入口網 

資訊設備 

數位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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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校訂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週

次 

單元名稱/節

數 

1b-II-1選擇合宜

的學習方法，落實

學習行動。  

 

安 E4 探討日常生

活應該注意的安

全。 

 

安 E5 了解日常生

活危害安全的事

件。 

 

安 E14 知道通報

緊急事件的方式。 

2.教師展示公車和遊覽車

「車內座位圖」引導學生思

考搭乘遊覽車時需要遵守的

安全搭乘行為 

 

三、統整活動 

3.教師歸納學生答案後再補

充部分重要內容，並提醒大

客車的搭乘人數較多，乘客

除了要尊重他人乘坐的權利

和安寧之外，也要共同遵守

乘車規定，並遵從駕駛指示

或提醒，共同維護車內乘客

的安全。 

意事項。 

十

二 
       

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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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校訂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週

次 

單元名稱/節

數 

十

四 
       

十

五 
       

十

六 
       

十

七 
       

十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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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校訂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週

次 

單元名稱/節

數 

十

九 
       

二

十 
       

二

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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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期】 

課程名稱 交通安全教育 年級/班級 三年甲班 

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上課節數 共 2節 

設計教師 永興教師團隊/江明勳老師編修 

配合融入之領

域或議題 

(統整性課程

須 2以上) 

□國語文 □英語文(不含國小低年級) 

□本土語文□臺灣手語 □新住民語文 

□數學  □生活課程 ■健康與體育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資訊科技(國小) □科技(國中)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能源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閱讀素養 

□家庭教育 □戶外教育 □原住民教育□國際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對應的學校願景 

(統整性探究課

程) 
健康、品格、學習力 

與學校願景呼

應之說明 

健康：了解人身安全的重要性 

品格：學會遵守規則、自助人助 

學習力：探索交通案例、學會思考、解決問題 

設計理念 
本課程主要以學習並演練大客車安全的搭乘方法，以及事故的避難與逃生為目標，學習內容包括

兩大層面：了解公共交通工具的特性與安全搭乘方法；學習並演練發生交通事故的避難與逃生方式。 

總綱核心素養具

體內涵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領綱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健體-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

實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題。 

綜-E-A2  

探索學習方法，培養思考能力與自律負責的態度，並透過體驗

與實踐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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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一、培養具備健康生活與體育運動的知識、態度與技能，增進健康與體育的素養。 

二、培養健康與體育問題解決及規劃執行的能力。 

   

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校訂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週

次 

單元名稱/節

數 

一        

二 
行人安全守則 

/1節 

交(健) 

3a-Ⅱ-1 演練基本

的健康技能。 

 

交(健) 

3a-Ⅱ-2 能於生活

中獨立操作基本的

健康技能。 

 

交(綜) 

1b-II-1選擇合宜

的學習方法，落實

學習行動。  

 

安 E4 探討日常生

活應該注意的安

全。 

 

安 E5 了解日常生

健體 Ba-Ⅱ-1 居

家、交通及戶外

環境的潛在危機

與安全須知。 

1.認識路權。 

2.知道正確行人用路行

為。 

3.認識大貨車視線死

角。 

4.舉例說明視線死角會

發生的事情。 

一、引起動機 

老師敘述自己在路上走路時

曾經發生過的一些危險經

驗，並邀請有類似經驗的學

生說說看。 

 

二、發展活動 

1.教師先說明路權規範及路

人使用道路的相關權利與義

務。 

2.圖示大貨車視線死角，教

導學生正確停等位置。 

3.播放以大貨車視線死角的

影片，討論歸納遵守安全規

定，才能維護自身安全。 

 

問答 

能說出走路不

專心時可能會

遇到的危險 

 

觀察 

學生是否專心

看影片？ 

 

表現評量 
能專心聆聽同

學的回答，並

提出自己的看

法 
 

問答 

168 交通安

全入口網 

資訊設備 

數位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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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校訂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週

次 

單元名稱/節

數 

活危害安全的事

件。 

 
安 E14 知道通報

緊急事件的方式。 

三、統整活動 

4.統整出視線死角所發生之

事件，及預防方法。 

舉例說明視線

死角會發生的

事 

三        

四        

五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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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校訂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週

次 

單元名稱/節

數 

七        

八        

九        

十        

十

一 
大客車逃生知多

少/1節 

交(健) 

3a-Ⅱ-1 演練基本

的健康技能。 

 

交(健) 

3a-Ⅱ-2 能於生活

中獨立操作基本的

健康技能。 

 

交(綜) 

健體 Ba-Ⅱ-1 居

家、交通及戶外

環境的潛在危機

與安全須知。 

1. 能知道大客車發生意

外時，簡易的逃生方

法。 

2.能知道演練乘車逃生

與避難的重要性 

3. 能依據不同狀況表現

正確逃生方式。 

 

一、引起動機 

1. 教師展示有關大客車意

外事件的報導或影片，引導

學生發表如果自己是事件中

的乘客該如何逃生? 

二、發展活動 

2. 逃生演練停看聽 

教師講解學校要舉行校外教

口語評量： 

能說出簡易的

逃生方法。 

 

口語評量： 

能說出演練乘

車逃生與避難

的重要性 

168 交通安

全入口網 

資訊設備 

數位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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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校訂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週

次 

單元名稱/節

數 

1b-II-1選擇合宜

的學習方法，落實

學習行動。  

 

安 E4 探討日常生

活應該注意的安

全。 

 

安 E5 了解日常生

活危害安全的事

件。 

 
安 E14 知道通報

緊急事件的方式。 

 學，出發前學校會舉辦一場

校外教學行前教育及安全宣

導，讓大家學會車子發生緊

急事故時，該如何逃生與避

難。 

3.教師引導學生分組演練。 

教師根據學生演練結果提供

回饋，並提醒發生交通事故 

時先聽從駕駛或隨車導遊指

示逃生。 

 

三、統整活動 

教師歸納：搭乘大客車時，

遇到不同的狀況，該怎麼逃

生。 

 

 

實作評量： 

能依據不同狀

況表現正確逃

生方式。 

十

二 
       

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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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校訂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週

次 

單元名稱/節

數 

十

四 
       

十

五 
       

十

六 
       

十

七 
       

十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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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校訂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週

次 

單元名稱/節

數 

十

九 
       

二

十 
       

二

十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