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5 

安全教育(交通安全)、戶外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規劃統整性、主題性之彈性學習課程 

年級 
學

期 
議題 單元/主題名稱 節數 週次 教學重點 

一 

上 

安全教育 

(交通安

全) 

安全上學我注意 1 2 1-2 

1.以感官和知覺辨識社區、學校道路周邊環境，以及車輛周遭的危險區域。 

2.探索並察覺自身生理限制對交通行為的影響，以及步行時容易發生事故與

危險的行為。 

3.在發現及解決問題的歷程中，知道遵循號誌、標誌、標線，以及運用行人

設施安全通行的方法。 

4.能覺察周遭環境及自身危險行為會對生活中的人、事、物產生嚴重的影

響，並以行動實踐課堂中所學的正確交通行為。 

下 安全上學我注意 2 2 1-2 

1.以感官和知覺辨識社區、學校道路周邊環境，以及車輛周遭的危險區域。 

2.探索並察覺自身生理限制對交通行為的影響，以及步行時容易發生事故與

危險的行為。 

3.在發現及解決問題的歷程中，知道遵循號誌、標誌、標線，以及運用行人

設施安全通行的方法。 

4.能覺察周遭環境及自身危險行為會對生活中的人、事、物產生嚴重的影

響，並以行動實踐課堂中所學的正確交通行為。 

上 戶外教育 戶外教育課程 7 1-7 

1.培養學生敏銳的觀察能力、給予孩子豐富的知識、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

以及學會對大自然謙恭的態度。  

2.透過大自然的體驗、探索，體能的鍛鍊，人際間的合作、緊密的夥伴關係，

以及自然中的觀察體驗，增進孩子健康的身心，發展正確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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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戶外教育課程 7 1-7 

1.學生透過參訪了解台灣特殊的環境所孕育出生物的多樣性  

2.學生透過參訪，聽取解說能知道特有種生物種類  

3.能培養愛護自然環境的情操  

4.尊重萬物，愛護生命 

上 

性別平等 

教育 

布農傳說/人蛇

之約 
2 9-10 

1. 認識布農族傳說內容 

透過《人蛇之約》傳說，了解布農族文化中對於自然、生育、家庭與社會分

工的敘述，作為性別角色討論的引導。 

2. 覺察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 

分析傳說中男性與女性各自的角色與任務，討論這些角色分配是否受到性別

刻板印象的影響。 

3. 了解家庭、學校與職業工作不應受性別限制 

透過現代職業與生活中的實例，幫助學生理解每個人都可以依興趣、能力選

擇職業與生活角色，而不應被性別所侷限。 

4. 培養尊重與包容的態度 

引導學生學習尊重不同性別在各領域的貢獻，並培養打破刻板印象、支持性

別平等的價值觀。 

下 
認識祭典/報戰

功 
2 18-19 

1. 認識布農族祭典與報戰功的文化內涵 

介紹布農族的傳統祭典儀式及報戰功的意義，了解其在部落中承載的文化價

值與社會功能。 

2. 探討傳統文化中性別角色的分工 

分析祭典中男性參與打獵、報戰功的角色，以及女性在部落中負責家庭、農

耕、教育子女等重要貢獻。讓學生看到不同性別各自在部落生活中的價值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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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 

3. 了解不同性別者的成就與貢獻同樣值得肯定 

強調無論男性或女性，皆在文化保存、家庭經營、社會發展中有獨特且重要

的成就，應予以尊重與肯定。 

4. 建立多元價值觀，打破成就定義的單一標準 

引導學生反思：成就不僅僅是「報戰功」或打獵的表現，也包含教養子女、

文化傳承、社區服務等各種面向。鼓勵學生欣賞多元貢獻，避免以單一性別

或表現來評價成就。 

二 

上 

安全教育 

(交通安

全) 

行走安全我遵行 

/機車小乘客 
2 1-2 

1. 以感官和知覺辨識社區、學校道路周邊環境，以及車輛周遭的危險區域。 

2. 探索並察覺自身生理限制對交通行為的影響，以及步行時容易發生事故

與危險的行為。 

3.並察覺自身安全意識對交通行為的影響，以及乘坐機車及汽車時容易發生

事故的危險行為。 

4.發現及解決問題歷程中， 知道搭乘汽機車時須遵守的乘車規則。 

下 汽車小乘客 2 1-2 

1. 以感官和知覺辨識社區、學校道路周邊環境，以及車輛周遭的危險區域。 

2. 探索並察覺自身生理限制對交通行為的影響，以及步行時容易發生事故

與危險的行為。 

3.並察覺自身安全意識對交通行為的影響，以及乘坐機車及汽車時容易發生

事故的危險行為。 

4.發現及解決問題歷程中， 知道搭乘汽機車時須遵守的乘車規則。 

上 戶外教育 
戶外教育課程 

7 1-7 
1.培養學生敏銳的觀察能力、給予孩子豐富的知識、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

以及學會對大自然謙恭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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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透過大自然的體驗、探索，體能的鍛鍊，人際間的合作、緊密的夥伴關係，

以及自然中的觀察體驗，增進孩子健康的身心，發展正確的價值觀。  

下 

戶外教育課程 

7 1-7 

1.學生透過參訪了解台灣特殊的環境所孕育出生物的多樣性  

2.學生透過參訪，聽取解說能知道特有種生物種類  

3.能培養愛護自然環境的情操  

4.尊重萬物，愛護生命 

上 

性別平等 

教育 

獵人故事 2 
9- 

10 

1. 認識獵人文化與部落生活的連結 

透過獵人故事，了解狩獵在傳統社會中不僅是糧食來源，也是文化傳承、部

落精神與生態平衡的一部分。 

2. 探討獵人角色背後的性別分工 

分析故事中獵人（多為男性）在狩獵上的成就，同時也討論女性在家庭經營、

食物保存、文化傳承、醫療照護等面向的重要貢獻，讓學生理解不同性別在

部落中各有不可或缺的角色。 

3. 強調不同性別者的多元成就與價值 

引導學生認識：成就不僅限於冒險或體力上的表現，像是照顧家庭、教養子

女、編織工藝、醫療照護、傳唱歌謠等，都是對文化與社會的重要貢獻。 

4. 培養尊重與欣賞多元貢獻的態度 

讓學生學習欣賞不同性別者的成就，不以傳統觀點侷限誰才是「貢獻大」的

人，培養尊重彼此、看見多元價值的性別平等觀念。 

下 
耆老說話-話說

布農 
2 3-4 

1. 認識布農族的家庭型態與文化背景 

透過耆老的敘述，了解布農族傳統家庭的特色，如：多代同堂、部落集體合

作、互助共生的家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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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探討家庭型態的多樣性 

比較布農族與現代社會中的家庭型態差異，例如單親家庭、隔代教養、收養

家庭、重組家庭、跨國家庭等，讓學生認識不同的家庭形式。 

3. 理解家庭型態不影響家庭價值 

引導學生思考：不論家庭型態為何，家庭的核心價值在於成員間的互相支

持、愛與照顧，而非成員組合的形式。 

4. 培養尊重與接納多元家庭型態的態度 

透過討論與分享，幫助學生學會尊重不同同學的家庭背景，避免歧視或刻板

印象，建立包容與關懷的同理心。 

三 

上 

安全教育 

(交通安

全) 

行人危險知多少/

停在安全的地方 
2 1-2 

1.能分享行人穿越道路可能發生的危險情境，了解用路行為的重要。 

2.能表達車輛特性（內輪差）的知識，並提出行人避免潛藏危險的方法。 

3.能歸納行人穿越道路遵循的順序，並估算穿越道路所需的時間。 

4.能分辨交通環境中車輛的行進方向，並辨識交通環境的聲音。 

下 

過馬路時看一看

/穿越道路停看

聽 

2 1-2 

1.能分享行人穿越道路可能發生的危險情境，了解用路行為的重要。 

2.能表達車輛特性（內輪差）的知識，並提出行人避免潛藏危險的方法。 

3.能歸納行人穿越道路遵循的順序，並估算穿越道路所需的時間。 

4.能分辨交通環境中車輛的行進方向，並辨識交通環境的聲音。 

上 戶外教育 

戶外教育課程 

7 1-7 

1.培養學生敏銳的觀察能力、給予孩子豐富的知識、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

以及學會對大自然謙恭的態度。  

2.透過大自然的體驗、探索，體能的鍛鍊，人際間的合作、緊密的夥伴關係，

以及自然中的觀察體驗，增進孩子健康的身心，發展正確的價值觀。  

3.學生能透過宿營活動瞭解人與環境互動互依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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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倫理。  

4.具備個人山野裝備的基本知識及基本體能的訓練知識 

下 

戶外教育課程 

7 1-7 

1.學生透過參訪了解台灣特殊的環境所孕育出生物的多樣性  

2.學生透過參訪，聽取解說能知道特有種生物種類  

3.能培養愛護自然環境的情操  

4.尊重萬物，愛護生命 

上 

性別平等 

教育 

繪畫布農/自我

介紹 
2 3-4 

1. 認識自我多元性別面貌 

透過繪畫與自我介紹，讓學生思考並表達自己的生理性別、性別特質、

興趣與個人特質，理解每個人的性別表現都可能不同。 

2. 了解性別多元性 

說明生理性別、性別認同、性別特質等概念，幫助學生建立對性別多

元性的基本認識。 

3. 尊重每個人獨特的性別表現 

透過分享與討論，讓學生理解：無論自己或他人的性別表現與社會傳

統期待是否相同，都是值得尊重的。 

4. 培養接納與欣賞多元的態度 

透過觀察布農族文化中對部落成員特質的包容與肯定，鼓勵學生欣賞

並接納多元性別表現，營造尊重與包容的學習氛圍。 

下 繪畫布農/禁忌 2 16-17 

1. 認識布農族文化中的性別禁忌與習俗 

介紹布農族在傳統文化中，可能存在針對男性或女性的禁忌與規範（例

如：女性進入某些聖地、男性從事特定儀式、懷孕婦女的禁忌等），讓

學生了解文化背景下的性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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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較不同社會中的性別文化差異 

引導學生認識：不同民族、宗教、歷史背景下，對性別角色的期待與

規範不盡相同，並舉例其他文化中的性別禁忌或習俗作對照。 

3. 反思性別文化規範的合理性與時代演變 

討論：哪些性別禁忌可能來自當時的生活需要或信仰？哪些禁忌在現

代社會中是否仍有意義？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能力。 

4. 培養尊重多元文化與性別觀念的態度 

強調文化多元與性別平等可以並存，鼓勵學生在尊重文化差異的同

時，也能用開放的態度看待性別平等議題，學習欣賞彼此的文化背景。 

四 

上 

安全教育 

(交通安

全) 

安全乘車我遵守/

安全逃生我知道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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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演練安全、正確的搭乘大客車的知能以及發生交通事故的避難和逃生方

式。 

4.願意在搭乘大客車時表現與遵守安全搭乘的行為，並向家人宣導其重要

性。 

下 
負責任，保平安/

能安心，才開心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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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演練安全、正確的搭乘大客車的知能以及發生交通事故的避難和逃生方

式。 

4.願意在搭乘大客車時表現與遵守安全搭乘的行為，並向家人宣導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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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上 

戶外教育 

戶外教育課程 7 1-7 

1.培養學生敏銳的觀察能力、給予孩子豐富的知識、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

以及學會對大自然謙恭的態度。  

2.透過大自然的體驗、探索，體能的鍛鍊，人際間的合作、緊密的夥伴關係，

以及自然中的觀察體驗，增進孩子健康的身心，發展正確的價值觀。  

3.學生能透過宿營活動瞭解人與環境互動互依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與

環境倫理。  

4.具備個人山野裝備的基本知識及基本體能的訓練知識 

下 戶外教育課程 7 1-7 

1.學生透過參訪了解台灣特殊的環境所孕育出生物的多樣性  

2.學生透過參訪，聽取解說能知道特有種生物種類  

3.能培養愛護自然環境的情操  

4.尊重萬物，愛護生命 

上 
性別平等 

教育 

認識布農族與他

族服飾 
2 8-9 

1. 認識布農族與他族服飾中的性別特色與象徵 

介紹布農族及其他原住民族的服飾特色，例如：男性、女性在服飾上

的不同設計、顏色、圖騰、配飾，了解這些設計背後與性別、身分、

年齡、婚姻狀態等有關。 

2. 理解服飾背後的性別文化觀念 

探討：為什麼不同性別會有不同的服飾？服飾是否也反映了傳統對性

別角色的期待？引導學生思考服飾不一定要限制性別表現，每個人都

有穿著表達自我的權利。 

3. 認識性別特質與性別認同的多元性 

透過服飾延伸到個人性別表現：有人喜歡鮮豔色彩，有人偏好樸素；



附件 1-5 

有人喜歡柔和線條，有人偏好中性或剛強風格，這些都是性別特質與

自我認同的多元展現。 

4. 培養尊重多元性別表現的態度 

透過觀察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服飾差異，學習欣賞每個人獨特的性

別表現與文化背景，尊重每個人選擇自己喜歡穿著與樣貌的自由。 

 

 

下 
布農族傳說故事

/百步蛇傳說 
2 15 

1. 認識百步蛇傳說內容與其中的身體界限意涵 

透過百步蛇傳說，介紹故事中人與動物、自然之間的界限與尊重，延

伸出對個人身體界限的認識，讓學生了解「每個人的身體都應該被保

護與尊重」。 

2. 學習身體界限的重要性 

3. 尊重他人的身體自主權 

強調每個人都有權利決定自己的身體行為與界限；教導學生在與人互

動時，應尊重他人的感受與界線，避免造成困擾或傷害。 

4. 培養保護自我與他人的安全意識 

透過討論故事中人對百步蛇的敬畏與尊重，引導學生思考在生活中如

何保護自己、尊重別人，培養正確的身體保護觀念與性別平等價值。 

五 上 

安全教育 

(交通安

全) 

兒童特性與步行

危險/危險知多少 
2 1-2 

1.透過討論與發表，了解因兒童特性及外在環境（天氣、能見度、道路狀況、

通行空間）造成的用路危險。 

2.了解無號誌路口及特殊路段中可能出現的危險並能運用停、看、聽、想四

個穿越道路口訣提出安全行走的具體策略。 

3. 覺察上下學中會遇到的用路危險情境並能提出安全的行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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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道路安全行/交通

安全小達人 
2 1-2 

1.透過討論與發表，了解因兒童特性及外在環境（天氣、能見度、道路狀況、

通行空間）造成的用路危險。 

2.了解無號誌路口及特殊路段中可能出現的危險並能運用停、看、聽、想四

個穿越道路口訣提出安全行走的具體策略。 

3.覺察上下學中會遇到的用路危險情境並能提出安全的行走策略。 

上 

戶外教育 

戶外教育課程 7 1-7 

1.培養學生敏銳的觀察能力、給予孩子豐富的知識、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

以及學會對大自然謙恭的態度。  

2.透過大自然的體驗、探索，體能的鍛鍊，人際間的合作、緊密的夥伴關係，

以及自然中的觀察體驗，增進孩子健康的身心，發展正確的價值觀。  

3.學生能透過宿營活動瞭解人與環境互動互依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與

環境倫理。  

4.具備個人山野裝備的基本知識及基本體能的訓練知識 

下 戶外教育課程 7 1-7 

1.學生透過參訪了解台灣特殊的環境所孕育出生物的多樣性  

2.學生透過參訪，聽取解說能知道特有種生物種類  

3.能培養愛護自然環境的情操  

4.尊重萬物，愛護生命 

上 
性別平等 

教育 
我會種小米 2 7-8 

1. 認識傳統農耕活動及其在布農族生活中的重要性 

介紹小米種植在布農族文化及日常生活中的角色，讓學生了解農耕是

維繫家庭與社區的重要工作。 

2. 探討農耕工作中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 

引導學生觀察故事中誰在種植小米，誰負責其他農務，思考這些分工

是否因性別而定，以及傳統中可能存在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附件 1-5 

3. 了解家庭、學校與職業工作不應受性別限制 

鼓勵學生分享自己或身邊人參與農耕或其他工作的經驗，強調無論男

女，都能勝任各種工作，並挑戰性別分工的刻板印象。 

4. 培養尊重多元角色與平等參與的態度 

透過討論，讓學生學會尊重並欣賞每個人依興趣與能力承擔的角色，

推動性別平等與合作共榮的價值觀。 

下 我是神射手 2 17-20 

1. 了解故事中神射手的身體能力與自我保護意識 

透過故事，讓學生認識神射手如何運用身體能力，強調保護自己與周

圍人的重要性。 

2. 認識身體界限與尊重他人的界限 

說明身體界限的概念，包括每個人都有權決定自己的身體不受侵犯，

並且學習尊重他人的身體自主權。 

3. 學習如何表達與維護自己的身體界限 

教導學生勇於說「不」，拒絕不舒服或不適當的身體接觸，並懂得尋求

幫助。 

4. 培養尊重與同理他人的態度 

透過故事中的互動，引導學生理解尊重他人身體界限的重要，並建立

尊重與同理心的價值觀。 

六 上 

安全教育 

(交通安

全) 

安全騎乘行 2 1-2 

1.透過討論與發表，了解因兒童特性及外在環境（天氣、能見度、道路狀況、

通行空間）造成的用路危險。 

2.了解無號誌路口及特殊路段中可能出現的危險並能運用停、看、聽、想四

個穿越道路口訣提出安全行走的具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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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覺察上下學中會遇到的用路危險情境並能提出安全的行走策略。 

下 自行車逍遙遊 2 1-2 

1.透過討論與發表，了解因兒童特性及外在環境（天氣、能見度、道路狀況、

通行空間）造成的用路危險。 

2.了解無號誌路口及特殊路段中可能出現的危險並能運用停、看、聽、想四

個穿越道路口訣提出安全行走的具體策略。 

3. 覺察上下學中會遇到的用路危險情境並能提出安全的行走策略。 

上 

戶外教育 

戶外教育課程 7 1-7 

1.培養學生敏銳的觀察能力、給予孩子豐富的知識、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

以及學會對大自然謙恭的態度。  

2.透過大自然的體驗、探索，體能的鍛鍊，人際間的合作、緊密的夥伴關係，

以及自然中的觀察體驗，增進孩子健康的身心，發展正確的價值觀。  

3.學生能透過宿營活動瞭解人與環境互動互依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與

環境倫理。  

4.具備個人山野裝備的基本知識及基本體能的訓練知識 

下 戶外教育課程 7 1-7 

1.學生透過參訪了解台灣特殊的環境所孕育出生物的多樣性  

2.學生透過參訪，聽取解說能知道特有種生物種類  

3.能培養愛護自然環境的情操  

4.尊重萬物，愛護生命 

上 
性別平等 

教育 

布農族 

傳統生命禮俗 
2 8-9 

1. 認識布農族傳統生命禮俗的內容與意義 

介紹布農族的出生、成年、婚禮、葬禮等生命禮俗，理解這些儀式在

文化中的角色和意義。 

2. 探討生命禮俗中性別角色的分工與期待 

分析不同生命階段中男女的儀式差異及所承擔的社會角色，認識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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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分工背後的文化意涵。 

3.培養尊重與包容多元性別文化的態度 

透過了解不同文化的性別角色與禮俗，培養學生尊重文化差異、接納

多元性別觀念的態度。 

 

下 

布農編織 

2 

5-6 1. 了解布農編織的文化意義與技藝特色 

介紹布農族編織工藝的傳統與文化背景，讓學生認識編織在部落生活

中的角色與價值。 

2. 探討編織活動中性別角色的多元性 

分析傳統上編織多由女性負責，但也強調性別不應限制興趣與技能，

鼓勵學生了解編織技能可跨越性別界限。 

3. 認識性別特質與性別認同的多元面貌 

透過編織的創作過程，引導學生思考個人的性別特質和認同，理解性

別表現與興趣的多樣性，不必被刻板印象限制。 

4. 培養尊重與支持多元性別表現的態度 

鼓勵學生尊重自己和他人在性別認同與興趣上的不同，推動性別平等

與包容多元的價值觀。 

 

備註:1.各校可依據其同質性規劃複合式課程（如安全教育、戶外教育、性別平等教育），非以宣導或活動形式辦理。 

2.此表所填皆為該年級全部班級實施。 

3.每學期至少 2節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