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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東石鄉本土教材轉化至三年級社會領域教學 

-以翰林版為例 

林文智 

嘉義縣塭港國小主任 

摘 要 

民國 87 年嘉義縣政府依教育部 82 年之課程標準出版了嘉義縣三年級鄉土

教材、嘉義縣四年級鄉土教材（民國 91 年），作為第一線的教師一整學年的鄉

土教學之用。然而九年一貫課程卻將鄉土教學融入至各個領域，不再單獨設科，

原有的課程目標被能力指標所取代，既有的鄉土教材已不適用，因此嘉義縣社

會領域輔導團於 98 學年度開始編寫本鄉的鄉土教材並於 10 月完稿。 

本文試著將鄉土教材轉化融入社會課本，首先分析東石鄉鄉土教材與翰林

版三下課本內容，發現三下社會課本中「一、我們居住的地方」、「二、地方的

特色與居民的生活」、「六、居住地方的發展」與居住地方關係較為密切，可以

將鄉土教材內容作轉化以融入。接著進行教學設計以供東石鄉三年級社會領域

教師參考使用。 

社會領域第二階段的學習範圍以居住的社區或村(里)、鄉(鎮市區)、縣(市)

等行政區為主，只要在三年級學過鄉鎮市區的鄉土教材，屆時升到四年級面對

更大範圍的自己縣市區域時，許多知識將更加清楚，學生可以學的更快更好。

此外轉化鄉土教材融入至課本教材，除了能讓授課教師教學容易、學生多了解

自己居住地方的人、事、物，也是對鄉土教材的一個審閱與檢核，在轉化的過

程中，筆者發現原有的鄉土教材不足之處，並利用此機會加以補充、修正。 

關鍵字：鄉土教材、鄉土教學、東石、嘉義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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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育部頒行的社會學習領域課程目標第四條：「培養對本土與國家的認同、

關懷及世界觀」，點出了本土教育在社會科的重要性：認同本土、關懷本土。民

國 91 年(2002)，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正式實施，原來 82 年版的【國

民小學鄉土教學活動課程標準】也隨之廢止，鄉土教學被歸或融入到各領域之

中。 

依據 82 年教育部頒佈的【國民小學鄉土教學活動課程標準】，規定各校需

實施每週一節 40 分鐘的鄉土教學活動，並規定中年級鄉土教學活動範圍以本

鄉、鎮、市、區為主，包括鄉土語言、鄉土歷史、鄉土地理、鄉土自然、鄉土

藝術五大類。民國 87 年嘉義縣政府也依此課程標準出版了嘉義縣三年級鄉土教

材、嘉義縣四年級鄉土教材（民國 91 年），作為第一線的教師一整個學年的鄉

土教學之用。內容豐富充實，對於家鄉的各部分都有詳盡介紹，唯因為經費關

係，所印課數量不多，縣府召集各校菁英所編輯的各鄉鎮市鄉土教材，於民國

92 年 1 月再版後，即成為絕響。加上九年一貫課程將鄉土教學融入至各個領域，

不再單獨設科，因此這些課本大多被束之高閣、＂典藏＂了起來，等待有緣人

再度將他開封。 

時至今日將近 10 年，各鄉鎮的鄉土教材沒有再修訂更新；而各鄉鎮這些年

來在政府的努力之下，或多或少都有新的建設、交通發展或產業轉型。光以東

石鄉為例：連接港口宮到嘉 168 線的嘉 7 線已完工啟用、橫跨嘉義縣的東西向

快速道路省道 82 線，朴子到東石區段預計 2012 年完工通車、原來嘉 168 線如

今已拓寬為 30 米路、還有東石漁人碼頭的設立，增加了觀光人數與居民休閒場

所、一些分校因學生人數而被廢，校區被改成自然生態展示館、清潔隊……。 

改變的事物多了，課程指標也不同了，然而認識家鄉、了解自己的生活所

在及成長的地方依然重要，適合九年一貫的鄉、鎮、市、區的教材實在有其必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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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鄉土教材轉化內容說明 

一、設計理念 

居住地方是人們的的生活世界，每一個場所裡面有著在地人們長期實踐出

來的生活軌跡與空間脈絡，這些的生活經驗在在都影響著人看待事物與看待地

方的態度與行動。這些年在教學過程中發現，三年級的學生生活經驗有限，對

自己生活的村莊或隔壁村落內：進香繞境、開蚵、裝蚵、串蚵條、捕魚、魚塭

養殖、地層下陷比較清楚而親切；然而遠一點的村莊或是整個鄉內的產業、人

文、自然環境..等大小事情，則受到地理位置或是生活接觸的影響，而有程度

不一的了解，當然在上課所提及時反應也是不一的。 

依據九年一貫能力指標，有關居住地方或鄉土的就有： 

1-2-1 描述居住地方[1]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1-2-2 描述不同地方[3]居民的生活方式。 

1-2-3 覺察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識與感受具有差異性，並能表達對

家鄉的關懷。 

1-2-4 測量距離、閱讀地圖、使用符號繪製簡略平面地圖。 

1-2-5 調查居住地方人口的分布、組成和變遷狀況。 

1-2-6 覺察聚落的形成在於符合人類聚居生活的需求。 

1-2-7 說出居住地方的交通狀況，並說明這些交通狀況與生活的關係。 

1-2-8 覺察生活空間的型態具有地區性差異。 

2-2-1 了解居住城鎮（縣市鄉鎮）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歷史變遷 

2-2-2 認識居住地方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欣賞地方民俗之美。 

從以上能力指標，可知中年級的課程範圍在空間與時間上，多以縣、市、

鄉、鎮為範圍之學生居住地方。在 97 課綱社會領域的能力指標註釋中常常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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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到：「……基於現實上的考量，教科書編者不必依縣市之不同而有不同版本...」

的句子；而教科書業者為適應全國市場，所以中年級（第二階段）的課本，多

收錄全國各地方的例子；自己所處的縣市能被提出來作例子的，僅有寥寥幾處，

能幸運的恰巧生活在這些地點的，更是少之又少。學生在學完三、四年級的課

程，教師如果完全照本宣科教學，也許學生可以獲得某些地理知識、讀圖能力、

名詞定義和其他縣市的景觀產業....等，但是學生可以獲得的「居住地方」知識

少的可憐，更枉論去描述、覺察、認識、了解居住地方。 

鄉土教材內容很多，在學校的社會課節數一週只有 3 節課，社會領域有九

大主題軸、27 條能力指標，各有其相關的內容要在二年中學習完畢，因此在時

間有限、內容繁雜的情況下，將所收集的鄉土教材資料再進一步的轉化為適用

於符合三年級學生之上課內容，讓學生對於自己生活的家鄉-東石鄉，有能力指

標中所提及之自然與人文、居民生活方式、交通狀況、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

古蹟、考古發掘及民俗等知識的了解、認識，為本文的主要目的。三上的社會

課本內容多以家庭、校園生活、如何學習為主，認識家鄉的部分主要在三下，

也是本文所轉化之教案適用於三下之原因。 

二、東石鄉鄉鎮教材內容概述 

東石鄉鄉土教材，整個大架構依國家教育研究院秦葆琦副研究員所提供的

課程架構加以編寫，分成三大單元主題：「我的家鄉在哪裡」、「認識居住的地

方」、「家鄉的特色」
1。本教材於民國 98 年 10 月完稿，編輯者就其所收集家鄉

之資料多寡、類型，將每個單元主題分為二到八個不等之課名，因為沒有經費

印刷課本，所以以提供給教師作為補充教材為原則。簡述內容如下： 

 

 

 

 

                                                 
1架構中還有第四單元：「美麗的家鄉」-家鄉向前走、家鄉親善大使，因為考量資料內容及四

年級課本中將會提及相關課文，所以不另獨立單元，而直接列入第三單元中。 



嘉義縣東石鄉本土教材轉化至三年級社會領域教學-以翰林版為例 129 

 

單元主題 課  名 具體內容 

第一課

「東石

」 家 鄉

的 地 名

由來 

1. 先民為了表示不忘記故鄉和血脈源流，所以沿襲故鄉的

舊名，稱此地為「東石」 

2. 東石港在清朝時又稱「猿樹港」，「猿樹」由來的三種傳

說： 

3. 光復後，將「頂東石」改稱「猿樹村」 

4. 騷人墨客稱為「猿江」 

第一單元 

我的家鄉

在哪裡 

 

第 二 課

東 石 鄉

的 位 置

及交通

1. 認識地圖：嘉義縣東石鄉行政區域圖 

(1) 圖例：道路、界線、重要機關及其他的符號 

2. 東石鄉在嘉義縣的位置：  

(1) 「東石鄉位置圖」：東石鄉位於嘉義縣最西端。西臨

臺灣海峽，北與雲林縣的口湖鄉和水林鄉相鄰。東

邊是六腳鄉和朴子市，南鄰布袋鎮。 

(2) 東石鄉行政區域：共 23 村，土地總面積 8261 公頃

3. 東石鄉的交通 

(1) 交通工具：客運、蚵仔車、膠筏與觀光船 

(2) 交通路線：省道臺 17 號、臺 61 號西濱快速公路、

縣道－166 線、168 線、170 線及 157 縣道等道路。

第 一 課

家 鄉 的

景 觀 及

氣候 

一、 東石鄉的地形與河川 

(一) 東石鄉的全境是在平原區 

(二) 東石鄉境內的河川由北到南之水流 

二、 東石鄉的氣溫與雨量 
第二單元 

認識居住

的地方 第二課

東 石 鄉

的 服 務

機關 

1. 東石村是東石鄉的行政中心 

2. 東石鄉的服務機關位置： 

3. 東石鄉各服務機關地址與電話 

4. 各個服務機關提供的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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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課

東 石 鄉

的產業

 

從空中俯瞰東石，三種不同色調的景觀反映出東石鄉的產

業結構和土地利用。 

一、 綠色東石 

(一) 蘆筍為早期農民帶來豐厚的收入。一般農地則以

稻米和甘蔗為大宗。 

(二) 「綠色東石」逐漸沒落原因 

(三) 認識鄉內較為盛行的作物： 

二、 藍色東石 

(一)從鹽業到養殖漁業 

(二)東石多漁港 

(三)藍色東石特產：蚵與文蛤 

第 二 課

家 鄉 的

特 殊 建

築景觀

一、 蚵寮：村民開蚵的所在，是當地特殊的產業文化景

觀。 

二、 地層下陷使房子長高：加高地基的新宅、沉沒的廢

棄老屋、浸在水中的先人墓地及家園淹水。 

第 三 課

東 石 的

特 色 景

觀-東石

八景 

(1) 賞夕陽、望鳥歸→洲子餘暉 

(2) 迎晨曦、享生態→圍潭濕地 

(3) 遊潟湖、賞百鳥→鰲鼓濕地 

(4) 登高處、遠望海→東石海子 

(5) 鷺鷥林、八哥群→東石橋畔 

(6) 迎海風、享悠閒→漁人碼頭 

(7) 漂流島、踩沙行→外傘頂州 

(8) 乘竹筏、遊清溪→朴子溪之美 

第三單元 

家鄉的特

色 

第 四 課

東 石 鄉

的 信 仰

與 習 俗

活動 

 

一、 東石鄉的廟宇  

(ㄧ)港口宮(二)先天宮(三)福靈宮 

(四)富安宮-日本王爺「義愛公」(五)東石的教會 

二、 東石的民俗活動 

(一)百年謎會(二)划龍舟 

(三)王船祭(四)立燈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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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課

家 鄉 的

鄉 賢 人

物 

一、吳踏、吳嘏父子 

二、黃傳心、黃秀峰兄弟 

第 六 課

家 鄉 向

前走 

 

東石，一個濱海的小鄉，卻有著豐富的內涵。濕地、候鳥、

紅樹林；綠田、魚塭、蚵仔架；燈謎、龍舟、王船祭。我

們在這裡生活，這裡是屬於我們的地方。 

東石目前地層下陷、土壤塩化的問題嚴重；颱風，許多村

落容易淹水；這一切都有賴政府、專家一同規劃，地方居

民需加以配合、努力，才能使我們這塊充滿文化、生態、

傳統的東石永續長存。 

 

教材以東石鄉為主角，紀錄相關人、事、物，又因為是依據課本需要及能

力指標所編輯，教師在實施中年級社會課程教學時可以參考此教材容易找到配

合課本之內容，也省去許多找資料之時間。拜現在交通便利、攝影器材便利省

錢（不用購買、沖洗底片、可以在電腦上觀看並調整）之賜，有許多相關景物

都有照片相互對照，加以善用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鄉土教材內容豐富，卻面臨「社會課程節數只有 3 節」及「四年級課程相

重疊」的問題，節數少會影響教師使用鄉土教材的意願，部分內容或技能與四

年級課程相重疊則會增加上課時間，「上不完」則是教學者共同的問題；因此鄉

土教材與課本相配合，不額外增加太多授課節數，是研究者在下一節所嘗試的。 

三、翰林版社會課本之『居住地方』內容分析 

翰林版三下的社會課程主要分為六個單元：「一、我們居住的地方」、「二、

地方的特色與居民的生活」、「三、居民間的交流」、「四、商店與生活」、「五、

自治組織與活動」、「六、居住地方的發展」，其中： 

「三、居民間的交流」以居民間的相互照應與面對社區問題解決方式為重

點；「四、商店與生活」是知道購物為了滿足生活所需、學習有計畫的消費與儲

蓄；「五、自治組織與活動」則以認識了解地方自治組織及功能、參與地方自治

活動為民服務，營造理想的居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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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個單元地方特殊性較少，可以按照課本設計教學即可。其餘三個單

元與居住地方關係較為密切，則可以進一步分析轉化，如下表： 

主題 

單元 
課名 課本學習內容 轉化說明 

第一單

元   

我們居

住的地

方 

第一課 

認識居

住的地

方 

 

1. 居民聚居的原因： 

為了維護生命財產安全、共同開闢荒

地、相互照顧、配合工作地點、追求更

好的生活環境。 

2. 居住地方範圍： 

＊村里-地方制度劃分、有固定範圍。 

＊社區-有大有小，彼此關係密切有共同

需要與問題。 

3. 居住地方的景觀： 

不同地方有不同環境，景觀也不同。 

＊人文景觀：大樓、低矮房舍、傳統節

慶、特別建築或歷史古蹟 

＊自然景觀：山上、海邊、河川、溼地

4. 認識居住地方的方法： 

＊方法-實地觀察、閱讀地圖、圖書館和

網路查詢、訪問地方居民 

＊結果-知道眾人的努力、了解發展經

過、知道事物的過去與現在 

 

1. 從地名由來

了解東石開

發的歷史，

並知道形成

聚 居 的 原

因。 

2. 藉由閱讀東

石鄉地圖知

道自己村莊

的位置及鄰

村名稱，進

而以東石鄉

為中心，查

知東石在嘉

義縣之位置

與鄰鄉。 

3. 介紹東石鄉

之環境，並

補充東石海

邊與農村之

自然與人文

景觀。 

 第二課 

地方的

公共資

源 

1. 認識地方公共資源： 

＊公共資源定義 

＊共同場所舉例 

＊政府機構 

2. 公共資源的功能 

以村內到鄉內

為範圍，查閱地

圖了解地方共

同場所及政府

機 構 所 在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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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維護與善用公共資源 置，並介紹功能

第一課 

居住地

方的特

色 

居住地方特色形成的因素： 

＊地理環境- 

＊歷史演變- 

＊自然資源- 

＊居民族群- 

從課本所提之

四個因素來討

論東石鄉的地

方特色 

第二單

元 

地方的

特色與

居民的

生活 第二課 

多元的

生活方

式 

1. 居民生活方式的多樣性：土生土長、外

地或外國遷入，生活方式不同、事物看

法也不一定同。 

2. 不同的飲食與語言習慣 

3. 不同的宗教文化 

4. 多元的節慶活動 

5. 尊重與接納多元的生活方式 

1. 介紹東石鄉

內 各 大 宗

教。 

2. 知道東石鄉

內重大節慶

活動。 

第六單

元居住

地方的

發展 

第一課 

面對地

方發展

問題 

1. 關心地方發展的問題： 

實地觀察或參與討論，發現問題並舉例

2. 凝聚地方發展的共識 

3. 擴大地方合作與交流 

以地層下陷為

例，知道地層

下陷造成家鄉

種種問題並提

出保護家鄉的

方法與建議 

 第二課 

打造新

家園 

1. 居住地方的安全維護： 

＊維護安全-監視攝影機、門禁感應器、

緊急求救鈴 

＊預防災害-逃生梯、滅火器、煙霧感應

器 

2. 居住地方的節能環保 

3. 共同營造地方的特色 

本課主要教導

學生了解社區

的安全維護設

施、與節能環

保之作法、網

路為呈現社區

活動與溝通管

道。按課本上

課即可。 

 

四、東石鄉教材融入社會課教學之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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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試著以翰林版的課程架構融入東石鄉鄉土教材，內容如下： 

第一單元我們居住的地方 

對應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1-2-1 描述地方或區域的自然與人文特

性。 

1-2-3 覺察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識與

感受具有差異性，並能表達對家鄉

的關懷。 

1-2-4 測量距離、閱讀地圖、使用符號繪

製簡略平面地圖。 

1-2-6 覺察聚落的形成在於符合人類聚

居生活的需求。 

6-2-3 實踐個人對其所屬之群體（如家

庭、同儕團體和學校班級）所擁有

之權利和所負之責任。 

1. 了解居住地方的聚居類型及其形成

原因。 

2. 認識我們居住地方的人文景觀與自

然景觀。 

3. 能閱讀地圖認識家鄉的位置。 

4. 了解住家附近公共資源之功能及其

與生活的關係。 

5. 珍惜並愛護住家附近的景觀與公共

資源。 

教學準備 

軟體：東石鄉之鄉土教材、地圖、相關圖片、影片、文 3.字資料 

硬體：影音輸出設施-電腦、單槍、擴音器、螢幕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資源 

 

 

 

1 

 

 

 

 

 

 

 

第一課 認識居住的地方 

活動一：居民聚居的原因 

1.閱讀第一課課文： 

藉由討論過程加以整理了解各種可能影響聚落

形成的原因。 

2.根據課文討論，我們居住的地方的聚落形成的

可能原因？ 

※塭港村以從前的地緣關係分為頂庄和下庄，舊

名為碇網寮（今頂庄）和罟寮（今下庄），探究

早期的地名，可了解先民來此主要是結網捕魚。

 

 

 

 

 

 

先 請 學 生 回 家 詢

問舊地名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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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活動二：居住地方的範圍 

【閱讀課文】 

※引導學生了解村里和社區的差異。 

※藉由閱讀東石鄉地圖，告知圖例：「方向標」。

並能察覺自己村莊的位置及鄰村名稱，進而以東

石鄉為中心，查知東石在嘉義縣之位置與鄰鄉。

※塭港村為例，說明塭港社區就是一整個村。北

邊為型厝村，東邊為三家村，南邊為猿樹村，西

邊為臺灣海峽。 

※東石鄉，北邊為雲林縣口湖鄉和水林鄉，東北

邊為六腳鄉，東邊是朴子市，南邊為布袋鎮，西

邊是臺灣海峽。 

 

活動三：居住地方的景觀 

三-1 認識地方的人文景觀 

【閱讀課文並觀察圖片】 

了解在居住的地方有許多人造的景觀，居民的各

種重要活動也是地方人文景觀的一部分。 

【討論發表】 

1.我們東石鄉有哪些特殊的人文景觀，值得我們

仔細欣賞？ 

※海邊有一望無際的蚵田、浮棚、蚵筏、碼頭、

港口... 

※陸地上有很多農田、魚塭、鹽田 

※廟宇、教會、蚵寮、蚵殼山、低矮房舍 

 2.東石鄉經常舉辦哪些活動或節慶？ 

※端午節龍舟競賽、元宵猜燈謎、神明生慶典、

燒王船祭典 

 

 

三-2：認識地方的自然景觀 

 

 

東 石 鄉 行 政 區 域

圖 

 

 

 

 

 

 

 

 

 

 

 

 

 

東 石 鄉 人 文 景 觀

照片、google earth

東石鄉 

 

 

 

 

日出東石、東石鄉

鄉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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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課文並觀察圖片】 

了解在我們居住的地方有許多美麗的自然景觀

及與日常生活的關係。 

【討論發表】 

1.我們東石鄉有河川、池塘或天然綠地嗎？有哪

些生物？ 

※東石鄉靠海，地勢平緩，標高在 4~10 公尺之

間，屬嘉南平原西北部。 

※朴子溪、北港溪、 

※鰲鼓溼地、圍潭溼地 

※外傘頂州 

※紅樹林、鷺鷥群、候鳥、水鳥、招潮蟹、蚵貝

2.你和家人喜歡在這些地方做什麼活動？ 

3.怎樣做才是愛護我們居住地方的自然景觀？ 

【歸納】 

1.了解居住地方的自然特色，才能接近自然，欣

賞自然的美景。 

2.人文特色或自然景觀，都需要珍惜與愛護，才

能維持。 

 

 

 

 

 

 

 

 

 

東 石 鄉 自 然 景 觀

照片、東石鄉八景

導覽地圖 

 

 

 

3 

 

 

 

 

 

 

 

 

第二課 地方的公共資源 

活動一：認識地方公共資源： 

【閱讀課文並觀察圖片】 

＊指導學生明瞭公共資源定義 

＊指導學生明瞭住家附近有許多重要的設施與

公共資源，和我們生活密切相關。 

＊共同場所： 

村內-活動中心、廟宇、塭港國小、堤防、碼頭

鄉內-圖書館、自然生態館、漁人碼頭、朴子溪

堤防、老人活動中心 

＊政府機構： 

村內-村辦公處 

 

 

 

 

 

 

1、東石鄉地圖 

2、鄉土教材-東石

鄉的服務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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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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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內-鄉公所、派出局、戶政事務所、消防局、

衛生所 

＊查閱地圖，圈出公共資源名稱，並發現東石鄉

的公共資源多集中於猿樹村縣道 168 和縣道 166

交接處，以及東石村先天宮前靠近提防附近。 

 

活動二：公共資源的功能 

【閱讀課文並觀察圖片】 

知道學校、公園、廟宇、活動中心、政府機構（村

辦公室、衛生室）的功能。 

播放服務機關照片並簡介其功能 

【分組討論並依序報告】 

除了上述所提的公共資源，我們鄉內或是村內還

有一些公共場所，我們會在這些公共場所，做什

麼事？ 

教師帶學生將各組所報告的內容加以整理，讓學

生更清楚公共資源的功能 

，例如： 

廟宇-信仰中心、休閒聊天、慶典活動、遊戲、

辦桌請客、陣頭練習 

圖書館：借書、看書、借影片 

國小：讀書學習、運動、遊戲、休息聊天 

海邊堤防：休息聊天、看風景、運動 

碼頭：工作（綁蚵棚、整理船）、放置蚵殼、矛、

接送神、燒王船、拜拜、釣魚、停船 

朴子溪堤防：休息聊天、看風景、運動、賞鳥、

觀察紅樹林、 

 

活動三：維護與善用公共資源 

【閱讀課文並觀察圖片】 

【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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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公共資源是我們共同的資產，要善加且珍

惜利用，以及定期維護。住家附近的資源若遭到

破壞，應立即向有關單位反應。 

 

第二單元地方的特色與居民的生活 

對應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1-2-1 描 述 地 方 或 區 域 的 自 然 與 人 文 特

性。 

1-2-3 覺察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識與感

受具有差異性，並能表達對家鄉的

關懷。 

1-2-2 描述不同地區居民的生活方式。 

9-2-2 比較不同文化背景者闡釋經驗、事

物和表達的方式，並能欣賞文化的

多樣性。 

1. 覺察居住地方各有不同的特色。 

2. 了解地方特色的形成原因。 

3. 知道自己居住地方的特色及形成

因素。 

4. 覺察居民的文化多樣性。 

5. 了解住家附近的多元文化。 

6. 尊重、包容與欣賞住家附近的多

元文化。 

教學準備 

軟體：東石鄉之鄉土教材、地圖、相關圖片、影片、文字資料 

硬體：影音輸出設施-電腦、單槍、擴音器、螢幕 

教學 

目標 
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資源 

 

 

 

1 

2 

 

 

3 

 

 

第一課  居住地方的特色 

活動一：居住地方特色形成的因素 

【閱讀觀察討論發表】 

1. 了解不同的地方會有各式各樣的地方特色。 

2. 影響地方特色的因素有四：地理環境、歷史演

變、自然資源、居民族群 

 

活動二：影響地方特色的「地理環境」因素 

【閱讀課文】 

了解因地理環境的條件與限制不同，而使地方形成

課本 

 

 

 

 

 

 

 

 

網路 googl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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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不同的樣貌。 

【觀察圖片-google earth 東石鄉】 

從空中俯瞰東石鄉，以永屯村為中心，從西北到東

南拉一條直線，可以發現一個三種不同色調的東石

景觀： 

「綠色東石」（東半部）-種滿水稻、甘蔗和雜糧的

一整片農田，呈現一片翠綠 

「藍色東石」（西半部）-一池一池的魚塭及相連的

大海形成海天一色的湛藍 

「灰色東石」-散落中錯落有致的灰色屋頂和道路 

 

活動三：影響地方特色的「歷史演變」因素 

【閱讀課本】 

了解有些事物在歷史演變中，已對當地產生代表性

的意義。 

【討論發表】 

請學生提出東石鄉具有歷史意義的活動，及參與的

經驗；教師以划龍船、王船祭為例： 

＊划龍船：民國 64 年詩人節（端午節）黃建號召

鄉民架著膠筏，遊港溯行朴子溪，連續 8 年。民國

72 年時才改為龍舟賽，在朴子溪口用船筏圍起比賽

水域。後來東石新港完成後，移至港內比賽。每年

東石港的龍舟賽，都吸引了大批的人潮湧入東石

港。 

＊王船祭：東石鄉濱海村莊的王船信仰，主要特色

是都是以五府千歲為主，且王船的體型較小都是以

竹架紙糊的為多，祭典隆重，以單一村莊為主。目

前 每 年 有 製 作 王 船 的 有 塭 港 村 福 海 宮 （ 農 曆 四

月）；型厝村由天宮（農曆六月）；型厝村福安宮、

副瀨村富安宮（農曆十月）。東石村先天宮、網寮

村鎮安宮則是五年一科（實際上是四年一次），每

 

 

東石鄉鄉土教材簡

報圖片 

 

 

 

 

 

 

 

 

 

 

 

 

 

 

東石鄉鄉土教材 

 

 

 

 

 

福海宮王船祭典之

影片、照片 

 

 

 

 

 



140 國民小學社會學習領域本土教材發展與實踐研討會論文集 

 

 

 

 

 

 

 

 

 

 

 

 

 

 

 

 

 

 

 

 

 

 

 

 

 

 

 

 

 

 

 

 

逢寅、午、戌年的農曆十月舉行。 每年王船祭，

除了居民會宴請賓客外，也吸引很多遊客前來觀

看，感受熱鬧及神秘的氣氛。 

 

活動四：影響地方特色的「自然資源」因素 

【閱讀觀察】 

了解有些地方擁有特殊的自然資源，發展出的特色

產業。 

【觀察東石鄉地圖及照片並討論發表】 

＊東石鄉濱臨臺灣海峽，土地大半為鹽份地，西部

沿海是臺灣早期曬鹽的重要產地，日治時代網寮及

掌潭（白水湖）兩村亦被開發為鹽埕，面積約為 3、

4 百公頃，今因曬鹽不敷成本，目前都已停曬，但

部份鹽埕仍保存完整，是本鄉景觀一大特色。 

＊鹽化嚴重的土地難以耕種，近年來多被闢為魚

塭，飼養螃蟹、文蛤、魚和蝦類等，本鄉現有陸上

養殖魚塭約有 2 千多公頃，養殖業相當發達。 

＊除了陸上的養殖，東石附近海域，由於沿海沒有污

染，自古以來是一個絕佳的蚵養殖場，蚵的養殖就一

直是沿海居民的主要產業，現在東石的海面上到外傘

頂洲一帶蚵棚、蚵架遍布，是臺灣主要蚵的產地，依

賴養蚵之收入維生的養蚵戶約佔三分之二強。 

＊東石沿岸有型厝、塭港、東石、網寮、掌潭等多

處漁港，漁民依氣候或潮汐來決定出海與否，這些

出航的漁船，通常在凌晨一、二點出航，到了中午

出海捕魚的漁船陸續回航，東石的漁市場也在此時

變得活絡起來，漁民跟漁販把漁市場擠得水洩不

通、熱鬧非凡，糴手喊價聲充斥整個漁市場，交易

極為熱絡。 

＊鰲鼓濕地為世界七大濕地之一，亦是亞洲第一大

濕地。是臺糖公司在民國五十年初開始規劃，以大

 

 

 

 

 

 

 

 

 

 

 

東石鄉地圖及鹽田

、魚塭、蚵田、魚

市場、鰲鼓濕地照

片 

 

 

東石鄉鄉土教材- 

家鄉的產業、東石

的特色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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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犯人兵仔」築堤，圍成一千餘公頃的海埔新生

地，這塊面積遼闊的濕地，包括沙洲地、廢耕地、

魚塭以及木麻黃林等等，因地形多變，吸引大批的

候鳥、水鳥來這兒生活。根據估計，這兒的鳥類應

該有二百多種以上，植物一百種以上，貝類三十種

以上，珍貴的黑面琵鷺也曾經出現在這一帶，因此

受到保育界人士的重視。每年的十月到隔年的三月

是賞鳥旺季。 

 

活動五：影響地方特色的「居民族群」因素 

【閱讀觀察】 

了解當同族群的人聚居在一起時，會使地方表現出

族群的特色。 

【討論發表】 

東石鄉的祖先大都是來自大陸福建省泉州，因此東

石鄉的信仰、穿著、建築等多是漢人文化。 

【歸納】 

人們聚居在一起時，會使地方表現出族群的特色，

進而成為地方特色。 

4 

 

 

 

 

 

 

 

 

 

 

 

第二課多元的生活方式 

活動一：認識多元的生活方式（一） 

【閱讀觀察】 

了解各種可能出現在生活周遭的語言與飲食習慣。

【討論發表】 

依自己居住地方的實際狀況，回答下列問題： 

1.在你居住的地方，可以聽到哪些不同的語言？  

2.請家中親戚或媽媽來自大陸或其他國家的學生發

表家中的語言、飲食等經驗 

【歸納】 

知道不同背景的居民在語言及飲食的習慣上有差

異，能包容彼此的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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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地方有許多外籍配偶，有很多方面跟我們不

同，除了尊重也可以多親近及學習。 

 

活動二：認識多元的生活方式（二） 

【閱讀觀察】 

知道不同的宗教文化與節慶活動和居民的文化背

景有關。 

【討論發表】 

＊東石鄉除了傳統信仰：王爺、媽祖、觀音佛祖、

萬善爺等，東石鄉副瀨村還有祭拜生前戮力為百姓

服務，死後還護衛地方的日本警察「義愛公」（本

名：森川清次郎）。 

＊東石基督教會：東石鄉猿樹村 117 號之 12（東石

國小旁） 

＊東石天主教會（耶穌聖心堂）：嘉義縣東石鄉東

石村 30 號 

＊東石真耶穌教會（四股教會）：:嘉義縣東石鄉鰲

鼓村四股 32 號 

學生依實際狀況，發表自己知道的宗教文化與節慶

活動，並和同學分享彼此的想法。可以詢問的問題：

1.你們家裡信仰的是哪一個宗教？你們怎麼表達對

神的崇敬？ 

2.你還知道哪些不同的宗教？他們各有哪些什麼習

慣呢？ 

3.你居住的地方曾經辦過什麼樣的節慶活動？ 

4.你對哪一種節慶活動的印象最深刻？  

【歸納】 

不同文化背景的居民在宗教信仰與節慶表現上會

有所不同；每一種宗教信仰、每一個節慶表現都有

個自的淵源，都值得尊重、欣賞與包容。 

 

 

 

 

 

 

 

 

東石鄉鄉土教材-

東 石的信仰與習

俗活動及義愛公、

教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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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單元居住地方的發展 

對應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5-2-1 舉例說明自己可以決定自我的發展

並具有參與群體發展的權利。 

5-2-2 了解認識自我及認識周圍環境的歷

程，是出於主動的，也是主觀的，

但是經由討論和溝通，可以分享觀

點與形成共識。 

8-2-1 舉例說明為了生活的需要和問題的

解決，人類才去從事科學和技術的

發展。 

1. 了解地區的發展所面臨的問題。 

2. 了解問題解決的歷程。 

3. 對於不同的觀點與建議能夠予以

尊重。 

4. 了解問題的產生有時是跨區域性。

5. 能提出改善居住地方問題的建議

及解決方法。 

6. 能以具體的行動來保護居住環境。

教學準備 

軟體：東石鄉之鄉土教材、地圖、相關圖片、影片、文字資料 

硬體：影音輸出設施-電腦、單槍、擴音器、螢幕 

教學 

目標 
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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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面對地方發展問題 

活動一：關心地方發展的問題 

【引導活動】 

引導思索地方的建設與環保的抉擇。 

【閱讀觀察】 

＊閱讀課文內容，思索居住的地方有哪些發展的問

題。 

例如：地層下陷 

＊以地層下陷為例：播放東石鄉地層下陷之簡報 

【討論發表】 

1.從哪裡可以看到地層下陷的情形？ 

A：學校只露出身體和頭的駱駝、屋頂愈來愈接近路

面的老房子、泡在水裡的墳墓、墊高三次的碼頭、颱

風來或是下大雨時容易淹水...... 

2.面對地層下陷，地方居民怎麼做？ 

 

 

 

 

檢舉新增非法水井;

東石鄉地層下陷防

制之簡報 

 

 

 

 

 

 

 

地層下陷防治動畫



144 國民小學社會學習領域本土教材發展與實踐研討會論文集 

 

 

 

 

 

 

 

3 

 

 

 

 

 

 

 

 

 

5 

6 

 

 

2 

 

 

 

 

 

 

 

 

 

 

A：新蓋的建築物都抬高、一樓的東西都墊高或放在

架子上 

3.東石鄉為什麼地層下陷這麼嚴重？ 

A：超抽地下水、魚塭養殖太多....... 

播放地層下陷防治動畫「不想長高」影片 

 

活動二：凝聚地方發展的共識 

【閱讀觀察】 

＊閱讀課文內容，了解居民會因為不同的立場或思考

面像的不同，而對居住地方產生不同的抉擇。 

＊公共建設需要居民面對共同問題，透過會議，達成

共識，做出對地方發展最有利的決定。 

【引導活動】 

引導思索地方的經濟與環境保護避免地層下陷的抉

擇。 

＊避免地層下陷我們可以怎麼做？ 

A：檢舉新增非法水井、回填既有非法水井， 

電話：3621501。 

改進魚塭養殖技術-減少或不抽取地下水。 

發展沿海養殖，海上牧場。 

＊作決定之前，我們必須怎麼做？ 

A：召開會議、理性討論、取得共識，做出對地方發

展最有利的決定。 

【歸納】 

地方發展遭遇問題，必須透過居民意見的調查、專家

評估，並邀集業管的政府單位，共同開會討論，做出

對地方發展最有利的規畫與決定。 

活動三：擴大地方合作與交流 

【閱讀觀察】 

＊了解地方發展的問題，必須聯合其他地區的居民共

同努力才能解決。 

「不想長高」影片

 

 

 

 

 

 

 

 

 

 

 

 

 

 

 

 

 

 

 

 

 

 

 

 

 

 

 

 

嘉義縣地層下陷量

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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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共同討論】觀察嘉義縣地層下陷量統計圖 

1.地層下陷不是只有東石鄉的問題，嘉義縣沿海鄉

鎮，例如：布袋、義竹，也很嚴重。新港、六腳、朴

子、太保、鹿草，也有地層下陷的情形。 

2.問題解決策略： 

A：召開會議（引導學生思考要解決地層下陷需要哪

些人士或單位參加？） 

邀請政府主管機關、專家學者、地層下陷鄉鎮的業務

負責人、地方魚塭業者、地方人士等 

B：透過會議研商解決地層下陷的方案。 

C.：針對方案-聯合行動策略，並透過分工合作的方

式，讓問題能夠順利解決。 

4.遠親不如近鄰：與其他地區的居民保持良好的互動

關係，並相互學習觀摩。 

【歸    納】 

有時地方問題的發生是跨區域性的，因此必須聯合其

他地區居民共同來解決，在解決的過程中，也能夠學

習到他人的優點，以為將來發展的借鏡。 

【統    整】 

透過實地探查能讓我們發覺地方發展的問題，藉由公

開會議的討論，彙集各種意見，討論與經驗分享，提

出改善的策略，關心並參與家鄉未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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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社會領域第二階段的學習範圍以居住的社區或村(里)、鄉(鎮市區)、縣(市)

等行政區為主，我們查閱四上及四下的翰林教科書內容，可以發現所該學的家

鄉內容會更多更加完整，所以只要在三年級學過鄉鎮市區的鄉土教材，屆時升

到四年級時對於許多知識將更加清楚、更容易比較，面對更大範圍的自己縣市

區域，可以學的更快更好。 

翰林版三下教科書中沒有『氣候』『交通』『鄉賢人物』的單元，所以在四

年級上學期：『氣候與生活』單元時，除了要介紹全縣的氣溫與雨量外，更應該

舉嘉義縣內海邊、平原、山地氣候，及其對生活的影響，如此將能更加符合人

與空間中的各項能力指標。『交通』在四上『家鄉走透透』的單元會提及，可以

請學生一併觀察東石鄉內有哪些路線經過及特殊的交通工具等。『鄉賢人物』則

可以在『家鄉的開發』單元中的『1.家鄉開發的故事-家鄉開發的重要人物及事

蹟』加以融入。其他如人口、古蹟、新建設等問題，也都可以在四年級相關課

文一併討論。 

教師發揮專業能力轉化鄉土教材融入至課本教材，除了能讓鄉內教師容易

進行居住地方教學；也使學生多了解自己居住地方的人、事、物之外，也是對

鄉土教材的一個審閱與檢核，在轉化的過程中，筆者也發現原有東石鄉本土教

材不足之處，如：宗教只偏重傳統廟宇與習俗活動，而忽略了教會在家鄉的發

展介紹；地層下陷的問題也可以在課程中作更多的討論，讓學生了解家鄉的問

題以及可以解決的方式。與此同時也將不足處加以補充、修正。 

鄉土教材內容豐富，事實上如果純粹只利用原有的一週三節社會課，是無

法完全教授完畢的；而三年級的學生對於如此多的內容亦消化不完；因此在如

此多的內容中，挑選適合孩子程度、與學生有密切相關的內容，並讓學生有學

習興趣及充足的練習機會，以養成學生自身的技能，在在都考驗著教師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