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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03年度國小綜合活動領域「優良教案徵選」教案格式 

  編號： 

         (由遴薦機關填寫，參賽者免填) 

一、課程主題 

主題

名稱 

校園安全急轉彎 
設計者 

(最多五人) 

王美琇 

相關

領域 

社會 適用年級 三年級 

教學

時間 

280分鐘 

（每節40分鐘，共 7 節） 

教材來源 

運用資源：康軒版綜合活動

第五冊 

設計

理念 

原本康軒版的課程活動有二個：一是讓學生說明在校園中受傷的經驗，並了解發

生原因；第二個是希望學生能辨識校園環境中潛藏的危險，並了解避免危險發生的方

法。但是在學生學生常發生意外的地點和潛藏危險的地點是不太一樣的，例如：最常

發生意外的地點可能是在遊戲器材區，但是潛藏危險的地方可能是學生很少去的地下

室、頂樓。因此，針對經常發生意外的地點，和潛藏危險的地方，在教育學生時應該

要有所區別，所以課程設計做了以下的修正。 

活動一「繪製安全地圖」：配合學生社會科地圖的學習，我們希望學生能將所說

的意外發生地點，透過全班一同發表、繪製成一張地圖，再經由地圖上的標示，自覺

最常發生意外的地方是在哪些地方。 

活動二「公民大會」：三年級學生正要學習班級自治，因此在這個活動中，會將

學生分成正反兩方，針對「經常發生的意外的地方是不是應該要撤除，才能避免學生

再次發生危險？」的議題進行簡單的辯論活動，再進行班級內的表決，以此學生了解

有些意外的發生是可以避免的。 

活動三「校園潛在危險大進擊」：以透過影片播放在學生了解校園中有些潛在的

危險可能發生在不常去的地方，接著再以ppt的方式一一介紹「土城國小危險區地圖」，

以及常見的危險標示，希望學生能了解標示的目的及涵義，進而避免做出危險的動作。 

活動四「小行動大安全」：在了解各個危險地區可能的危險後，請學生分組討論

避免發生危險的方法，以及學校可以改善的地方，最後將討論的內容化為行動，例如：

製作標示張貼在危險地點，讓其他人知道，或製作宣傳海報到低年級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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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架構 

 

教學

目標 

1. 學生能上台發表曾在校園發生的受傷的事件、原因。 

2. 在地圖上以危險的標示將發生意外的地點標示出來。 

3. 全班共同完成一張校園安全地圖。 

4. 在學生能清楚說出自己的意見及理由。 

5. 學生能說出危險標示的涵義，以及設立的目的。 

6. 學生能討論出避免在校園的潛在危險區發生意外的方法，以及改善方式。 

7. 學生能設計海報、危險標示，並到低年級宣導。 

相對

應能

力指

標 

綜合活動  3-2-2 參與各類自治活動，並養成自律、遵守紀律與負責的態度。 

綜合活動  4-2-1 探討生活中潛藏的危機，並提出減低或避免危險的方法 

評量

方式 

口語評量、實作評量 

教學

資源 

電子白板、電腦、網路新聞(校園安全拉警報？餐飲集訓學生被熱油燙傷)、海報紙、

彩色筆、簡報(校園潛在危險區)、圖畫紙 

 

 

 

校園安全急轉彎 

活動一： 

繪製安全地圖 

80分 
 

活動二： 

公民大會 

40 分 

活動三： 

校園潛在危險
大進擊 

120分 

活動四： 

小行動大安全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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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設計 

單元 

名稱 
活動流程 

活動一： 

繪 

製 

安 

全 

地 

圖 

 

（80分） 

一、引起動機 

1. 教師提問：從一年級到三年級這段時間內，曾經在學校受過傷的小朋友請舉

手。 

2. 教師說明上課內容：幾乎每人都曾經在學校受過傷，現在我們要來調查看看

小朋友最常受傷的地點是哪裡？並且將這些地點標示在土城國小地圖上。 

二、繪製校園地圖 

1. 教師一邊提問，一邊請學生上台在海報紙上標示出學校的範圍、校舍位置。 

2. 教師提問：除了建築物，還有哪些地方是小朋友會使用到的場所、設施？ 

3. 教師提問：除了這些地方以外，還有沒有什麼地方？ 

4. 教師提問：學校四周圍都是馬路，請問這些馬路的名稱是什麼？ 

5. 教師提問後請學生腦力激盪：這張地圖畫的範圍是土城國小，我們要標示的

是曾經發生意外事件的地方,如果要幫地圖取一個名字，你會取什麼名稱？ 

6. 學生提議後，全班舉手表決，選出一個地圖名稱後，請學生上台在地圖上寫

下地圖名稱。 

三、學生在地圖上標示危險標示 

1. 教師提問後請學生腦力激盪：你會用什麼圖案來表示危險？ 

2. 學生提議後，全班舉手表決，選出一個最能代表危險的圖案。 

3. 請學生一一上台發表印象最深刻的意外事件：「什麼時間，我曾經在什麼地

方，因為什麼原因，發生什麼事？」 

4. 學生發表完後，在地圖上找出該位置，並畫上危險的標示。 

四、.教師統整 

1. 從地圖上我們發現小朋友最常發生意外的地方是在遊戲器材區、操場。 

2. 在知道常發生意外的地點和原因之後，我們下一節課要來探討如何避免在這

些地方發生危險呢？ 

活動二： 

公 

民 

大 

會 

（40分） 

一、公民大會 

1. 教師提問：從「土城國小安全警戒圖」中，我們發現小朋友最常發生意外的

地方是遊戲器材區，如果今天有人提議說『很多小朋友在遊戲器材區受傷，

實在太危險了，應該要把它撤除』，你贊成嗎？ 

2. 教師說明公民大會召開方式： 

(1) 把全班分成二組，一組代表贊成撤除遊戲器材區；另一組反對撤除遊戲

器材區。 

(2) 由贊成的一方先發言，再由反對一方發言。等全部都發言後，再由教師

統整兩方的論點。 

3. 全班舉手表決，決定到底要不要撤除遊戲器材區。 

二、.教師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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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決結果大家都不願意撤除遊戲器材區，那麼我們就要想辦法減少意外的發

生。 

2. 從反對一方中我們知道可以透過告知、教導、宣導、放告示牌減少小朋友發

生意外。 

活動三： 

校 

園 

潛 

在 

危 

險 

大 

進 

擊 

 (120

分) 

一、  引起動機 

1. 觀看「校園安全拉警報？餐飲集訓學生被熱油燙傷」新聞影片。 

2. 教師提問： 

(1)影片中小朋友在什麼地方？發生什麼事？ 

(2)你覺得學校有哪些地方，是很少有人去，但小朋友可能會發生危險？ 

二、認識危險標示 

1. 教師播放一邊播放「校園潛在危險區」ppt，一邊提問。 

2. 教師提問： 

(1)這些圖案代表什麼意思？ 

(2)這是什麼地圖？ 

(3)你覺得在學校裡有哪些地方需要放這些警告標示？ 

三、教師統整 

1. 從學校所標示的危險地圖來看，土城國小共有 7個危險地點，包括校門口的

金字塔水池、土城館斜坡、3年 1班旁邊的地下室、6年級電梯旁邊的頂樓空

間、廚房、游泳池、中庭花園的水池。 

四、校園潛在危險大進擊 

1. 教師一邊播放「校園潛在危險區」ppt，一邊提問。 

2. 教師提問： 

(1) 校門口的金字塔水池可能發生哪些意外？如果你是學校老師你會在這裡

放什麼標示提醒小朋友？ 

(2) 土城館斜坡可能發生哪些意外？如果你是學校老師你會在這裡放什麼標

示提醒小朋友？ 

(3) 3年 1班旁邊的地下室可能發生哪些意外？如果你是學校老師你會在這

裡放什麼標示提醒小朋友？ 

(4) 6年級電梯旁邊的頂樓空間可能發生哪些意外？如果你是學校老師你會

在這裡放什麼標示提醒小朋友？ 

(5) 廚房可能發生哪些意外？如果你是學校老師你會在這裡放什麼標示提醒

小朋友？ 

(6) 游泳池可能發生哪些意外？如果你是學校老師你會在這裡放什麼標示提

醒小朋友？ 

(7) 中庭花園的水池可能發生哪些意外？如果你是學校老師你會在這裡放什

麼標示提醒小朋友？ 

五、教師統整 

1. 這些地方很少小朋友會去玩，但是小朋友可能會在這些地方發生危險。 

六、  教師說明分組討論進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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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一節課我們要分組討論如何做才能避免在學校 7個危險地方發生意外。 

2. 將全班分成七組，一組負責一個地點。 

七、訂定全班共同討論分組討論時要遵守的規則 

3. 教師一邊提問，一邊將學生的回答板書： 

(1)分組討論時要做到哪些事情，才表示有認真討論？ 

(4)分組討論時要做到哪些事情，才不會影響到別組的討論？ 

八、教師統整 

1. 分組討論時，每個人要動腦想、要發表意見、要專心聽別人發言、要有人將

別人發言的內容記下來，要注意看記錄有沒有錯誤。 

2. 分組討論時，請小聲、不要隨意去別組看。 

九、分組討論 

1. 教師說明討論題目： 

(1)你要注意什麼事情才能避免在這些地方發生危險？ 

(2)你要做哪些事情來提醒其他同學注意安全？ 

(3)學校可以做哪些事情來提醒小朋友注意安全？ 

2. 學生開始討論。 

3. 各組推派一個人上台分享內容，上台者不可以是擔任記錄的人。 

十、教師統整 

1. 每個地方要遵守的安全守則都不一樣。 

2. 提醒同學的方式有：直接告訴他、請學校宣導、做告示牌。 

3. 當看到東西壞掉時，要直接告訴總務處。 

活動四、 

小 

行 

動 

大 

安 

全 

(80分) 

一、  教師說明課程進行方式 

1. 這一節課我們要分組製作宣導的海報、警告標示。製作完成後，利用下課時

間到一年級宣導。 

3. 將全班分成七組，一組負責一個地點。 

二、分組製作 

1. 教師發下海報紙、圖畫紙： 

2. 說明製作的方式： 

(1)每組要製作一張安全守則。 

(2)每個地點至少要製作一個警告標示。 

3. 學生開始製作。 

三、各組上台演練宣導內容 

四、教師統整 

1. 老師會和一年級 2班的老師商量借用第 2節下課時間到班上宣導。 

2. 時間訂在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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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量方法 

活動一 繪製安全地圖  評量規準 (口語) 

等級 A B C D E 

內容 能完整分享個

人受傷的時間

地點經過及原

由，並在地圖上

用圖示標示受

傷的地點 

能分享個人受

傷的地點及原

由，並在地圖上

用圖示標示受

傷的地點 

能分享個人受

傷的地點，並在

地圖上用圖示

標示受傷的地

點 

能在地圖上用

圖示標示受傷

的地點 

未達 D 

 

活動二 公民大會評量規準 (口語) 

 

活動三 校園潛在危險大進擊 評量規準 (口語) 

等級 A B C D E 

內容 能說出校園7個

潛在危險地點

及可能發生的

危險類型，提出

避免的方法 

能說出校園 6個

潛在危險地點

及可能發生的

危險類型，並提

出避免的方法 

能說出校園5個

潛在危險地點

及可能發生的

危險類型 

能說出校園 5個

潛在危險地點 

未達 D 

 

活動四 小行動大安全 評量規準 (實作) 

等級 A B C D E 

內容 能在製作海

報、警告標示及

在一年級的宣

傳過程中，有效

的和同儕溝

通、實作、執

行。 

能實際參與宣

傳海報、警告標

示的製作過

程，且提出製作

意見。在一年級

宣導過程提出

意見並擔任工

作。 

能實際參與宣

傳海報、警告標

示的製作過

程，擔任一年級

宣導工作。 

能和同組在一

起製作宣傳海

報、警告標示，

並一起到一年

級宣導。 

未達 D 

. 

 

等級 A B C D E 

內容 能清楚完整的

說出個人的立

場及理由 

能完整的說出

個人的立場及

理由 

能說出個人的

立場及理由 

能說出個人的

理由 

未達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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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成效與學習成效（有效教學設計）—教學設計之有效佐證 

(一)學生在地圖上標示個人發生意外的地點達 100％，且每個學生可以在分享完個人事件後，在

地圖上找到地點，並用大家約定好的圖示來標示。 

(二)每位學生在公民大會中都能夠以「我贊成／反對 00000，因為*******，所以我贊成／反對

00000」的句型來發言。 

(三)80％的學生能說出學校 7大危險地點達及可能發生的危險類型，並提出避免的方法。 

(四)每一組都能設計出一個符合該危險地點的警告標示。 

五、學生表現與教學省思 

活動一 繪製安全地圖 

(一)在討論地圖名稱和圖示的時候，每個學生都展現出個人的想法，而且沒有偏離地圖所要呈現

的範圍，以及安全的概念，因此這個部份的課程進行的很順利。 

(二)在標示學校周圍的路名時，發現大部份的學生都不清楚學校周圍的馬路名稱。到了標示地圖

方位時，全班幾乎所有的學生都被路名所迷惑，以為「城安東路」就是地圖的東邊。因此在

另一個班級上課時，就要求學生先查看學校四周圍的馬路名稱，以及觀察每天日昇月落的方

向。即便如此，有些學生仍會忘了觀察。 

(三)每個學生可以在分享完個人事件後，在地圖上找到地點，並用大家約定好的圖示來標示。但

是每個人畫的大小都不一樣，有些人為了在空白處畫表示安全的圖示，因此畫的位置離標示

的地點有些遠，因此後來就提醒學生要把圖示畫在該地點的範圍內。 

活動二 公民大會 

(一)學生的發言相當踴躍。由於事先示範表達意見的說話方式，因此大部份的學生都能夠以「我

贊成／反對 00000，因為*******，所以我贊成／反對 00000」的句型來發言。 

(二)對於贊成／反對撤除遊戲器材的理由，學生能想到的很有限，贊成者提出的理由以「會受傷、

會讓家長傷心」為多數；反對者提出的理由以「遊戲器材區是學生最喜歡去的地方、可以自

由自在的玩的地方」為多數。 

(三)課程設計是一半學生是贊成撤除遊戲器材，另一半學生反對撤除遊戲器材。贊成撤除遊戲器

材區的小朋友因為要說出違反他心意的意見，所以都非常爭扎，甚至有學生在講「我贊成撤

除遊戲器材」這句話之前，都會先說「我不想撤除遊戲器材」。 

活動三 校園潛在危險大進擊 

(一)全班學生都能說出學校的 7大危險地點，以及可能的危險，但是在討論避免危險的方法時，

有些小組為了在數量上取勝，連「不要亂丟垃圾」、「不要在這裡睡覺」這與安全無關的答案

都出現了。 

(二)關於討論「如何避免在這些地方發生意外的方法」時，學生的想法大多侷限於放警告標示，

或口頭直接告訴違規者，並不多元。這樣的問句方式不妥當，因為學生所想的答案大多是「禁

止在這個地方做什麼事」，後來修正問句為「你自己要如何做才能避免在這些地方？你要如

何讓同學知道避免在這些地方發生意外？假如你是學校老師，你要如何做才能讓學生避免在

這些地方發生意外？」雖然這樣的問法，可以讓學生思考到「禁止在這個地方做什麼事」、「看

到同學做危險動作時要提醒他」、「向全校宣導」、「放警告的牌子」，但是可能是因為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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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時，先介紹各種警告標示，所以學生想了非常多種警告標示，有一組甚至想在同一個地

方放 5種牌子。 

活動四 小行動大安全 

(一)雖然之前曾練習製作運動會的口號標語，但是製作一張 4開的海報這還是學生的第一次，因

此有雖然在開始製作前，已先提醒學生要注意標題字要大一點，其餘說明的字可以小一點，

海報上的圖畫必須和內容有關，但有些字仍是太小，顏色也太淡，因此關於字大小的指導，

須事先剪紙板讓學生可以比對參考，而顏色方面也要針對可讀性再次說明。 

(二)原本的課程設計是希望每一個危險的場地，製作一張宣傳海報和警告標示，但是學生製作出

來的海報類型全都是 00地區的安全守則，所陳列的安全守則也幾乎相似，因此修改為請各

組分別製作：土城國小安全地圖、學校的 7大危險地區、00安全守則，以免內容相似性太

高。 

(三)原本的課程設計是希望每一組都能到一年級宣導 00地區的安全守則，而且在發表之前要各

組上台演練，但是時間不夠，我們只來得及挑出較好的 4件作品，以及選出宣傳代表，並請

宣傳代表自己利用下課時間練習。 

六、教學困境與檢討 

(一)方位及路名教學不易： 

在「繪製安全地圖」這個活動中，發現大部份的學生都不清楚學校周圍的馬路名稱。到

了標示地圖方位時，全班幾乎所有的學生都被路名所迷惑，以為「城安東路」就是地圖的東

邊。因此在另一個班級上課時，就要求學生先查看學校四周圍的馬路名稱，以及觀察每天日

昇月落的方向。即便如此，有些學生仍會忘了觀察。 

(二)學生對於「撤除遊戲器材」的發言內容不夠多樣化： 

雖然學生都會發言，但是以發言的內容而言，並不多元，有些學生發言的內容堤重覆的。 

 

七、學習資源參考資料 

輔助教學檔案 

檔案型式 檔案名稱 檔案來源 

網路新聞 校園安全拉警報？餐飲集訓學生被熱油燙傷 上網搜尋 

ppt 校園潛在危險區 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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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件：如學習單或學生學習歷程記錄 

 
 

活動一：「繪製安全地圖」上學上台分享、繪製地

圖的情形 

活動一：「繪製安全地圖」全班共同繪製的安全警

戒圖 

     

   

   

活動三：「校園潛在危險大進擊」分組討論情形 活動三：「校園潛在危險大進擊」分組討論作品 

  

活動四：「小行動大安全」分組製作海報、警告標

示情形 

活動四：「小行動大安全」到一年級宣導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