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高中優質化暨前導學校【未來學習研討會暨博覽會】 
亮點課程/教學方案說明書 

 

課程名稱 

(如：三峽學) 
追本溯源話臺東 

探討議題(不可複選) 

(如：「地方學」、「自主學習」、 
 

「國際教育」、「戶外教育」…) 

 

□人權教育 媒體識讀/素養 數位學習 □SDGs 與全球公民素養 

□自主學習 地方學 新興科技  戶外教育 □其他             

授課教師 國文、地理、歷史、美術老師 

學校名稱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與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之關

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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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類型 
□部定必修 校訂必修 □多元選修 □加深加廣選修 □彈性學習時間 

□增廣/充實選修課程 □補強性選修  □其他： 

參與學科(可多個科目) 國文、地理、歷史、美術老師 

 
課程理念與目標 

        臺東因地處特殊，形成許多特有的文化與地理發展，因此我們希望臺東

女中的學子們，能更加的認識自己所處的這塊土地，由此而開設了校本課程──

追本溯源話臺東，課程組成由不同領域教師專業對話，進行「臺東地方特色」的

課程與教學、學習與評量等，最終得以培養學生理解在地文化、關懷鄉土事物及

關注地方議題之能力。 

 

課程與教學設計 

(教學方法、媒材、評量、

策略等) 

 結合歷史、地理、美術、國文、公民與社會等課程，以「臺東鄉土特色」

為核心的課程。課程透過實作教學，以微電影方式呈現，過程中教導學生

在地文史、腳本製作、及拍攝技巧，最後讓學生以臺東地方特色為主題，

以小組為單位共同製作出一部五分鐘的短片。 

 評量方式與成績計算： 

一、形成性評量（占 40％）：依完成指標給予分數 

     （一）完成各科之學習單需求 20％ 

            例：完成所有學習單              15分 

                學習單的作答符合教師的答案  17分 

     （二）上課實作與分組練習表現 20％ 

二、總結性評量（占 60％）：期末成果展 

    ★微電影發表會（上學期）、行動方案發表會（下學期） 

     （一）方式：由社群教師及校內外教師組成評審團共同評審 

     （二）標準：內容 75％、創意 15％、態度 10% 

 
 

學生學習表現與成果 

取自其中一組學生成員之感想：「看見臍跡」 

這是我們第一次自己製作微電影，在這次的製作中，我們對自己的家鄉更加認識

了，不僅了解臍橙相關背景，也瞭解了其背後的一些不為人知的細節，像是臺東

成功是臍橙最大產地、臍橙最初是由巴西引進的外來水果、也讓我們了解到臍橙

背後的歷史、種植過程的辛勤及心酸、收成方式。除了這些以外，在製作微電影

的過程中也學到了許多，像是剪輯方法、拍攝手法、角度、旁白介紹、腳本撰

寫，發現其實要製作一部好的影片並不是我們所知道的那麼容易，每一步大家都

要配合的很好，若有一個小細節出了差錯，那都要打掉重來，這也是為什麼短短

五分鐘的影片就花費了我們將近兩個月的時間，而且也是個很特別的體驗。在那

麼多同學觀賞的同時，在螢幕上看到我們自己耗費心血所製作的影片，獲得這麼

大的迴響，除了驚訝之外更多的是感動，也讓我們發現，這門課的意義不只是要



探索家鄉，而是在更深更廣的層面，讓我們親手製作的微電影讓更多人看到不一

樣的的成功鎮！台東成功很多家庭都是以漁業農業為主，而且是代代相傳，從小

在成功長大的我們也知道那種辛勞，希望透過這支影片發揮影響力，讓更多人認

識到成功鎮當地的特產，將來當我有能力，將 影片翻譯成其他語言讓不同國家

的人也能夠認識到成功，未來當大家來到成功，不只知道 美麗的三仙台，還要

知道在翠綠的山林中藏著的那金黃酸甜的寶石—肚臍橙。 

 
學生課堂學習照片(2 張) 

(請上傳原圖/JPG 檔) 

(照片格式請用：區/學校名稱/ 

課程名稱/照片編號，例如：北

一區/北大高中/三峽學/1) 

 
 

學生討論微電影主題腳本 微電影成果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