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鄉土教育（教） 
韋煙灶 

一、課程基本資料 

開課

代號 
GEUE052 課程名稱 地理鄉土教育（教） 

英文

名稱 
Geography Local Education 

全/
半年 

半 必/選修 選修 

學分

數 
2.0 

每週授課

時數 
正課時數: 2 小時 

開課

系級 
地理系 2 年級 

先修

課程  

課程

簡介 

(一)培養同學認識臺灣鄉土的相關內涵； (二)將鄉土知識融入國中、小學

社會科等教學課程設計模組； (三)啟發同學由認識鄉土，進而關心與熱

愛鄉土。 

課程目標 對應系所核心能力 

1. 能學習鄉土地理知識 
學士:  
 5-1 擁有自我發展能力 
 5-2 具有專業成長能力 

2. 能學習鄉土地理技能 

學士:  
 1-2 具備教學規劃能力 
 2-1 擁有教材呈現能力 
 2-2 具有運用教學方法能力 
 2-3 具備學習評量能力 

3. 能將學習的鄉土地理知識與技能

應用到地理教學與研究中 

學士:  
 3-1 具有班級經營能力 
 3-2 具有資源管理能力 
 4-1 具有課程評鑑能力 
 4-2 具有教學評鑑能力 
 5-3 具備專業態度 

4. 能感受台灣鄉土之美 學士:  



 5-1 擁有自我發展能力 

 

二、教學大綱 

授課教師 韋煙灶 

本課程包含實地學習時數 4 小時 

本課程適合修習領域 適合所有師資生修習 

教學進度與主題 

第一週：第一章、鄉土教育的基本概念（一） 

第二週：第一章、鄉土教育的基本概念（二） 

第三週：第十一章、鄉土戶外教學活動的設計與實施（一） 

第四週：第十一章、鄉土戶外教學活動的設計與實施（二） 

第五週：第二章、自然環境基礎知識－自然區位與居家環境安全 

第六週：第三章、台灣族群文化與語言（一） 

第七週：第三章、台灣族群文化與語言（二） 

第八週：第四章、傳統聚落（一） 

第九週：第四章、傳統聚落（二） 

第十週：期中考 

第十一週：第五章、台灣地名的探究（一） 

第十二週：第五章、台灣地名的探究（二） 

第十三週：第六章、臺灣傳統民間信仰（一） 

第十四週：第六章、臺灣傳統民間信仰（二） 

第十五週：第七章、鄉土歷史基礎知識 

第十六週：期末考 

第十七週：期末分組報告（一） 

第十八週：期末分組報告（二） 

教學方法 

方式 說明 

講述法   

討論法   

實地考察、參訪 戶外教學、田野調查（金門 3 天分組調查） 

其他 鄉土教育教案編製 

評量方法 

方式 百分比 說明 



期中考 30 %   

期末考 30 %   

課堂討論參與 10 %   

出席 5 %   

成果展覽 10 % 金門田野考察及成果展示與報告 

其他 15 % 鄉土教案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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