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民族實驗國中 111學年度第 1-2學季      生態公民科  教學計畫 

科目 生態公民科 任教教師 李祐馨 

任教班級 901-904 每週上課時數 
每周一 

第一、二、五、六節 

教學理念 

依據各單元教學內容，以貼近學生生活經驗的情境作為教材，並使用多元化的教學

策略，例如：時事議題討論、辯論活動、小組競賽、分組活動…將公民課融入環境

保育之觀念，與學生共同討論該如何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育間找到最合適的平衡，

並鼓勵學生在課堂上提出自己對於議題的見解，並關心每位學生的學習狀況，適時

調整教學進度與內容。 

教學目標 

‧ 讓學生知曉自然資源的稀少性。 

‧ 讓學生明瞭消費者對生態環境的責任。 

‧ 讓學生思考跨國經濟對自然環境的破壞。 

‧ 讓學生學習如何做出生活中最佳的選擇。 

‧ 讓學生學習機會成本代表的意義。 

‧ 讓學生瞭解市場交易成立的原因。 

‧ 讓學生學習應用經濟學概念解釋社會現象。 

‧ 讓學生理解貨幣在市場中扮演的角色。 

‧ 讓學生認識勞動參與的重要性。 

‧ 讓學生理解快時尚文化對自然環境的破壞。 

‧ 讓學生了解綠消費對減緩溫室效應的幫助。 

‧ 讓學生了解循環經濟的產業。 

教學內容 

第一單元、生活中處處要做選擇（關於環境保育上的選擇） 

‧ 個人與家庭為什麼需要做選擇？如何選擇？ 

‧ 介紹石化燃料的使用歷史並討論能源問題。 

‧ 明白地球上的自然資源具備稀少性。 

‧ 如何計算某項選擇的機會成本？ 

‧ 如何使用機會成本的概念來解釋選擇行為？ 

‧ 應用機會成本考量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育間的難題。 

‧ 家庭與學校如何透過誘因影響學生的行為？ 

‧ 為什麼不同人對同一誘因的反應不同？ 

‧ 政府如何透過提供誘因，鼓勵民眾和廠商減少塑膠製品的使用？ 

 

第二單元、如何分配有限的資源（自然資源、綠色能源介紹） 

‧ 介紹不同對環境友善的綠色能源 

‧ 不同分配資源的方法，各有哪些優缺點？ 

‧ 價格如何影響資源分配？ 

‧ 說明世界各國的碳排放問題以及「棄成長」的新趨勢 

 

第三單元、廠商競爭對市場的影響 

‧ 廠商可能的競爭方式有哪些？ 

‧ 討論生活中有哪些對環境友善的商家。 

‧ 環境友善的商家，是否能夠影響消費者的行為。 

‧ 說明綠色消費對減緩溫室效應能夠有哪些幫助？ 



 

 

‧ 廠商間的競爭對消費者有何影響？ 

‧ 為什麼新廠商越容易加入某一市場，則該市場的競爭程度越高？ 

 

第四單元、貨幣與支付方式的演進 

‧ 貨幣為什麼會出現？ 

‧ 使用儲值卡和使用貨幣的差異。 

‧ 使用信用卡與儲值卡的差異。 

‧ 買賣外幣通常透過銀行，哪些人會想要買外幣？哪些人會想要賣外幣？ 

‧ 介紹國際間的碳排放交易，以及碳排放市場是如何運作。 

 

第五單元、經濟生活中的民事規範 

‧ 為什麼一般契約只要雙方當事人合意即可生效，而有些契約必須完成登記為什麼一般

人能自由訂立契約，而限制行為能力人訂立契約原則上必須得法定代理人同意？ 

‧ 為什麼一般契約只要雙方當事人合意即可生效，而有些契約必須完成登記方能生效？

契約不履行會產生哪些責任？ 

‧ 侵權行為的概念與責任。 

‧ 介紹全世界第一條擁有人權的河川。 

 

第六單元、民事紛爭的權利救濟途徑 

‧ 社會生活上人民如何解決民事紛爭？這些解決方法各有哪些優缺點？ 

‧ 以《旺加努伊河索賠和解法》討論法律重視自然資源權利的可能。 

教學方法 講述法、討論教學法、價值澄清法、角色扮演法、專題導向學習 

教學要求 

1. 準時出席每周的課程。 

2. 配合參與老師安排的教學活動。 

3. 當習作或試題出現錯誤時，確實完成訂正。 

4. 關注生活中的時事議題，瞭解自己所處的社會。 

評量方式 
1.定期評量(40%)：二次段考共佔學期總成績 40%。 

2.平時評量(60%)：上課參與態度、習作完成度、紙筆評量。 

期望家長 

配合事項 

1.請提醒孩子養成課前預習、課後複習的習慣。 

2.當習作或試題出現錯誤時，請叮嚀孩子確實完成訂正。 

3.請和孩子一同關心與社會議題及相關的公共政策。 

教師聯絡 

方式 
t440@mtjh.tp.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