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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設計

中六年級

三：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主題

可持續發展課題



本課節學習目標

可持續發展理念中社會、經濟、環境的
相互影響

知識

技能

態度

從影片及網頁中選取有用的資訊，以認識可持
續發展中社會、經濟、環境的相互影響

認同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



本課節預期學習成果(高組)

能夠應用可持續發展理念舉例說明社會、
經濟、環境的相互影響

知識

技能

態度

能從影片及網頁中選取有用的資訊，總結可持
續發展中社會、經濟、環境的相互影響

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環保生活，並
認同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



本課節預期學習成果(中組)
能夠描述持續發展理念中社會、經濟、環境的
相互影響，如：三者互相帶來好處，互相推動
以達致可持續發展

知識

技能

態度

能從影片及網頁中選取有用的資訊，判斷可持
續發展中社會、經濟、環境的相互影響

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環保生活，並
認同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



本課節預期學習成果(初組)
能分別聯繫社會與經濟的相互影響和帶來的好
處；及經濟與環境的平衡所帶來的影響

知識

技能

態度

能從影片及網頁中選取有用的資訊，掌握社會
與環境、經濟與環境所帶來的好處

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環保生活，並
認同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



本課節概念建構
運用環保物料生產衣物
為例子認識可持續發展
理念中的相互影響

社會

經濟

環境

可持續發展
平衡



課堂結構
認識可持續發展理念中社會的好處

認識可持續發展理念中經濟的好處

認識可持續發展理念中社會與經濟的
相互影響

認識可持續發展理念中環境的好處

認識可持續發展理念中社會、經濟與
環境的相互影響

以
環
保
物
料
生
產
衣
物
為
例
子

概念建構

歸納概念
鞏固知識

概念建構

歸納概念
鞏固知識



添加字幕剪裁及調整次序 重新配音

02

調適教學材料協助學生(影片)

0 1 0 3



剪裁及調整次序

調適前的影片

 5分37秒

 訊息量較多

 內容次序並非按教學

設計呈現

調適後的影片

 每段不多於2分鐘

 按可持續發展的三大

向度剪裁成3段影片

 內容次序按教學設計

呈現(社->經->環)



剪裁及調整次序

好處：

減少學生的資訊負荷量

有助學生集中掌握本課節的重點概念



調適前的影片

 沒有字幕

 對話以英文為主

 輔以普通話

調適後的影片

 加入中文字幕

 簡化內容

 運用學生較易理解的

詞彙

添加字幕



添加字幕

好處：

有助學生更易掌握影片內容

有助學生集中掌握本課節的重點概念



調適前的影片

 以英文為主

 輔以普通話

 語速較快

調適後的影片

 以廣東話進行配音

 運用學生較易理解的

詞彙

 語速較慢

重新配音



重新配音

好處：

有助學生更易掌握影片內容

有助學生集中掌握本課節的重點概念

有效地移除學生理解上的障礙



展示重點網頁資料擷取及

裁剪

02

調適教學材料協助學生(網頁資料)

0 1



調適教學材料協助學生(網頁資料)

原來的設計：

透過異質分組，運用IPAD瀏覽商品網頁選

取有用的資訊

惟時間有限，網頁資料較分散

學生或未能有效地從網頁中取得資料



調適教學材料協助學生(網頁資料)

好處：

減少學生的資訊負荷量

有效地針對本課節重點概念(三大向度)理

解資訊



從不同媒體協助學生理解例子

影片：台灣花蓮 網頁資料：台灣、洪都

拉斯、海地

例子—



學生表現示例(工作紙)

影片 網頁資料



從不同媒體協助學生理解例子

 配合不同學生接收資訊的不同特性，如：

圖像、聽覺、文字等

 不同媒體互相配合

(影片為主、網頁資料輔助)



從不同的媒體
理解三個向度
在例子中如何

展示

已有知識

(三大向度)

三個向度的
相互影響

新知識



透過工作紙推動學生進行討論

 透過工作紙問題逐步協助學生建構知識

 推動學生進行討論

 與已有知識扣連(三大向度)



學生表現示例(工作紙)



從學生的表現回饋教學

工作紙以表格形

式呈現

學生難以發現當

中的相互關係

學生只是按各部

分逐一回答問題



 協助學生建構相互關係概念

社會

經濟

環境

可持續發展
平衡

能更明顯及
直接地展示
不同向度的
相互關係

展示因果

反思：運用適切的視覺圖像

透過提問協助
學生思考當中

關係



 要更適切地運用的視覺圖像

 影片的內容及工作紙問題需要更加配合

 需協助學生整理及建構好概念才進展至下

一個教學流程

反思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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