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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高職高職高職公民與社會公民與社會公民與社會公民與社會教學綱要教學綱要教學綱要教學綱要 
一、科目名稱：公民與社會 A 

二、科目屬性：一般科目(一般科目、專業科目、實習科目三選一) 

�群共同修習科目   �技能領域修習科目 

三、學分數：2 

四、建議開課學期：第一學年上下學期對開 

五、先修科目：無 

六、教學目標： 

(一) 培養同學具備適應現代化社會的公民資質， 

    使學生成為健全的現代公民。 

(二) 理論與事實並重，涵養學生性靈成長， 

    進而達成公民與社會的教育目標。 

七、教學大綱： 

單元主題 內容項目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家庭與社會 1.認識自我人格發展。 

2.多樣貌的現代家庭現象。 

3.家庭暴力防治。 

4.親密關係及群己關係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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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別關係與    

平權社會 

1.性別與性別角色差異。 

2.對不同性別、性傾向的平等接納。 

3.尊重多元性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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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元文化與

普世價值  

1.全球文化的變遷與交流。 

2.欣賞尊重多元宗教。 

3.認識基本人權、世界和平、 

生態環境保護等重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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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媒體素養與

公民傳播權  

1.媒體的本質與訊息內容。 

2.媒體識讀概念。 

3.公民傳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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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道德與

倫理 

1.教育、倫理、道德的重要。 

2.公民素養、終身學習。 

3.工作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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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基本法律制

度的認識  

1.法律的意義。 

2.法律與社會規範。 

3.法律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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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憲法、行政法 

  與生活 

1.憲法的意義、功能。  

2.人權內容、概念 

3.行政法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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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民法、刑法與

生活 

1.財產保障與侵權行為。 

2.婚姻、家庭制度。 

3.犯罪與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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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青少年相關法律。 

(九)國家的組成

與責任政治  

1.國家的形成與功能。 

2.我國立國精神。 

3.政黨與權責相符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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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政府的組織

功能及權限  

1.政府體制。 

2.中央、地方的組織與功能。 

3.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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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民意、選舉 

     與政策  

1.民意選舉的意義。  

2.政府政策原則。 

3.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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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民主文化 

    與公民參與 

1.民主的生活方式。 

2.程序民主與實質民主。 

3.社區意識、公益社會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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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經濟學基 

     本概念 

1.機會成本概念。 

2.供給與需求 

3.供需關係的市場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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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經濟活動 

     與效率 

1.生產要素。 

2.消費與儲蓄活動。 

3.各種市場型態。 

2 

 

(十五)經濟指標 

     與經濟政 

     策 

1.國民所得、國民生產毛額、 

  國內生產毛額。 

2.總體經濟的問題。 

3.經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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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環境保護 

     與自然資 

     源 

1.市場失靈的情況。 

2.自然資源的特性。 

3.漁業資源與森林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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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永續發展 

     與經濟發 

     展的關係 

1.永續發展的意義及重要性。 

2.永續發展的政治、經濟與制度。 2 

 

八、實施要點： 

(一)教材編選 

1.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 

2.出版社提供相關資料。 

(二)教學方法 

1.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隨時補充相

關時事或公民社會常識，以幫助學生了解課程內容。 

2.以生活學習經驗，結合實際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3.視內容及需要運用各項教學媒體，務必求教學活潑化，以吸引學生專

注力，增加教學效果。 

(三)教學評量 

1.總結性評量、形成性評量並重；配合隨堂測驗及作業。 

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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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資源 

1.充分運用學校各項教學設備如投影機、多媒體、網路教材資源庫以支

援教學。 

2.配合師生自備或出版社提供之媒體教材進行輔助教學。  

(五)相關配合事項 

1.本課程可隨時補充各項相關資料，以幫助學生熟悉課程，學習知識及

提升教學效果。 

2.可辦理相關教學參觀活動，擴展學生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