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課程規劃表 

課程名稱(中文) 人社專題 

課程類別 

□校訂必(選)修 □多元選修 

□加深加廣選修 □補強性選修 

□彈性學習     □團體活動 課程名稱(英文) 
Seminar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課程領域 

□國文    □數學    □英文 

□社會    □自然    □藝術 

□綜合    □科技    □健體 

課程屬性 
□跨領域/專題  □實作探索 
□職涯試探     □特殊需求 
 

授課老師

(群) 

教師：孫佳婷 
來源： 
□個別教師   □外聘教師     □校
內跨科協同(協同高小筑師)   □跨
校協同 

□校內教師社群 

課程時數 每週 2節，共 2學分 

開課年級 

（可複選） 

□一上 □二上 □三上 

□一下 □二下 □三下 
每班修課人數 35人 

學習目標 

(預期成果) 

與核心素養

的對應 

與核心素養之三面九向的對應 

A 自主行

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

創新應變 

B 溝通互

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B3.藝術涵養與

美感素養 

C 社會參

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

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A 自主學

習 
□A-1認識自我  □A-2探索學習目標 □A-3訂定學習策略 

B 思辨表

達 
□B-1洞察議題  □B-2系統思考  □B-3精確表達  □B-4有效溝通 

C 群體關

懷 
□C-1推己及人  □C-2感恩惜福  □C-3服務實踐  

D 國際參

與 
□D-1國際視野  □D-2雙語學習  □D-3文化理解 

課程目標 

本課程以廣泛認識人社領域的當前議題與實踐面向為目標，針對主題進行批判 

性思考與社會介入，我們將一起參與不同單位之活動，發展社會責任與行動方 

案。課程有兩個重點面向，一為拓展對於人社領域的認識與思考深度，二為培 

養社會議題敏感度與社會實踐能力。為符應本校學生發展圖像與素養導向教育 

思潮，本課程將以當代社會議題為主，身體實作為輔，期養成學生獨立之邏輯 

思考和資料整合、批判表述、專案撰寫與使用多元方式介入社會之能力，進而 

使學生能釐清自我生涯性向、描繪未來學習及社會參與之藍圖。 

與其他課程 

內涵連繫 

縱向 

(整合知

識) 

□國中 

□部定必修:_社會科_；□加深加廣選修:____________  

□校訂必(選)修: __； 

□多元選修 :跨文化培訓；身體、性別與醫療社會學□補強性選

修：       ；□彈性學習：_____；□團體活動：_____ 

橫向 

(與其他學

科 

關聯) 

□國文  □數學  □英文  □社會  □自然  □藝術  □綜合 

□科技  □健體 



課程與大學十八學群 (請選最主要的1~3項) 

□ 資訊□ 數理化 □ 工程 □ 醫藥衛生 □ 生命科學 □ 生物資源 □ 地球與環境  
□ 外語□ 教育 □ 社會與心理 □ 法政 □ 文史哲 □ 建築與設計□ 藝術  
□ 大眾傳播 □ 管理 □ 財金 □ 遊憩與運動 □ 其他  

環境與教學

設備需求 

教室需求 
□一般教室   □資訊教室   □視聽教室   □情境教室   □智慧教室 

□美術教室  □烹飪教室  □生科教室  □表藝教室  □實驗室 

設備需求 

□平板： ___台     □筆電： _10-13__台     □簡報筆： ______隻 

□小白板、白板筆、板擦：__組    □相機：___台 

□DV：____台    □腳架：____隻   □其他：投影布幕加電腦 

學習評量 

1. 個人觀點、特殊表現與課外閱讀 30% 

2. 出席和參與狀況 20% 

3. 專案計畫研擬與執行成果 50% 

規劃內容 

(請自行依

需要增列欄

位) 

周次 單元主題 單元學習內容 

1 
課程介紹與概述 

課程介紹、分組、領域與議題概述 

專案選項、任務編排 

2 
社會實踐基本知能 共識建立與資源搜索 

3 
社會實踐基本知能 社會實踐單位與平台 

4 專案計畫 
專案主題研擬 

5 專案計畫 
專案細節規畫 

6 專案計畫 
專案細節規畫 

7 專案計畫 
專案撰寫與滾動式修正 

8 專案計畫 
專案投件與執行 

9 專案計畫 
專案執行與行銷 

10 專案計畫 
專案執行與網絡 

11 專案計畫 
專案執行與推廣 



12 專案計畫 
專案執行與資源引入 

13 專案計畫 
專案成果整合 

14 專案計畫 
專案成果整合 

15 社會介入成果 
成果轉化與紀錄 

16 社會介入成果 
成果發表會 

17 議題反思 課程回顧與反思 

18 議題反思 課程回顧與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