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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基本資料表

學校校名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普通型高中 普通科

技術型高中

專業群科

1. 商業與管理群:資料處理科；電子商務科
2. 設計群:廣告設計科
3. 家政群:時尚造型科
4.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餐飲管理科

建教合作班

重
點
產
業
專
班

產學攜手合
作專班

產學訓專班

就業導向課
程專班

雙軌訓練旗
艦計畫

其他

進修部 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特殊教育及
特殊類型

1. 原住民藝能班
2. 旅館服務科;體育班(技術型)

聯絡人

處　室 校長室 電　話 038886171-100

職　稱 校長 行動電話 個資不予顯示

姓　名 個資不予顯示 傳　真 個資不予顯示

E-mail 個資不予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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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一、總統發布之「高級中等教育法」第43條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及其實施之有關規
定，作為學校規劃及實施課程之依據；學校規劃課程並得結合社會資源充實教學活動。

二、教育部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三、教育部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四、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課程實施規範。

五、學校應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第8條之規定成立體育班發展委員會，並於該會下設
課程規劃小組。組織要點之內容應含組織與運作方式，以及校務會議通過之日期。

六、學校應依特殊教育法第45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為處理校內特殊教育學生之學習輔導
等事宜，應成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貳、學校現況

一、班級數、學生數一覽表
表 2-1 前一學年度班級數、學生數一覽表

類型 群別 科班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小　計

班級 人數 班級 人數 班級 人數 班級 人數

普通型高
中

學術群
普通科 1 18 1 21 1 21 3 60

原住民藝能班 1 10 1 8 1 10 3 28

技術型高
中

學術群 體育班 1 28 1 23 1 21 3 72

商業與管
理群

資料處理科 1 12 1 12 1 17 3 41

電子商務科 1 10 1 12 1 4 3 26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1 12 1 21 1 7 3 40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1 8 1 12 1 12 3 32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1 12 1 7 1 11 3 30

餐飲管理科 1 29 1 24 1 19 3 72

服務群 旅館服務科 1 7 1 3 1 2 3 12

進修部
商業與管
理群

商業經營科 1 8 1 7 1 6 3 21

二、核定科班一覽表
表 2-2 111學年度核定科班一覽表

類型 群別 科班別 班級數 每班人數

普通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1 35

原住民藝能班 1 35

技術型高中

學術群 體育班 1 36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1 35

電子商務科 1 35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1 35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1 35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1 35

餐飲管理科 1 35

進修部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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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

一、學校願景

(一)學校願景—以「創新活力、多元適性、全人教育」為願景。
(1) 創新活力：獨立創意思考，涵養活力熱情
(2) 多元適性：啟發多元智能，適性學習發展。
(3) 全人教育：五育均衡發展，身心健全涵育。
(二)學校目標
(1)人文涵養：涵養藝術美學素養，著重在地文化與多元文化理解。
(2)資訊素養：養成資訊科技應用與媒體資訊溝通之能力素養。
(3)追求卓越：培育具系統性思考、問題解決與創新思維之自我超越。

二、學生圖像

前言

學校以全人教育為宗旨，致力於多元適性與創新活力的孕育，以人文涵養、資訊素養及追求卓越為學校目
標，培養學生具備品格、資訊、創新之基礎素養能力，養成終身學習者。
學生圖像包含：
1.品格力：尊重、責任、信賴、關懷。
2.資訊力：檢索、組織、整理、應用。
3.創新力：思考、挑戰、積極、改變

品格力：尊重生命，關懷社會 誠信負責，身心健全

資訊力：溝通協調．科技應用 自主學習，組織統整

創新力：團隊合作．主動積極．創意思考．活潑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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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106.6.6擴大行政會報審議通過
106.12.7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一、 依據教育部110年3月15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00016363B號頒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總綱》之柒、實施要點，訂定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置委員27人，委員任期一年，任期自每年八月一
日起至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其組織成員如下：
(一) 召集人：校長。
(二) 學校行政人員：由各處室主任(教務主任、學務主任、實習主任、輔導主任、進修部主任、
教學組長、實習組長、體育組長、特教組長)擔任之，共計9人；並由教務主任兼任執行秘書，實
習主任和進修部主任兼任副執行秘書。
(三) 學科教師：由各學科召集人（含國語文科、英語文科、數學科、自然科、社會科及藝能
科）擔任之，每學科1人，共計6人。
(四) 專業群科(學程)教師：由各專業群科(學程)之科主任或學程召集人擔任之，每專業群科(學
程)1人，共計6人。
(五) 教師組織代表：由學校教師會推派1人擔任之。
(六) 專家學者：由學校聘任專家學者1人擔任之。
(七) 產業代表：由學校聘任產業代表1人擔任之。
(八) 學生代表：由學生會或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1人擔任之。
(九) 學生家長代表：由學校學生家長委員會推派1人擔任之。

三、 本委員會根據總綱的基本理念和課程目標，進行課程發展，其任務如下：
(一) 掌握學校教育願景，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二) 統整及審議學校課程計畫。
(三) 審查學校教科用書的選用，以及全年級或全校且全學期使用之自編教材。
(四) 進行學校課程自我評鑑，並定期追蹤、檢討和修正。
四、 本委員會其運作方式如下：
(一) 本委員會由校長召集並擔任主席，每年定期舉行二次會議，以十一月前及六月前各召開一
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二) 如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開時，由校長召集之，得由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三) 本委員會每年十一月前召開會議時，必須完成審議下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送所屬教育主
管機關備查。
(四) 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須有出席委員二
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得議決。
(五) 本委員會得視需要，另行邀請學者專家、其他相關人員列席諮詢或研討。
(六) 本委員會相關之行政工作，由教務處主辦，實習處和進修部協辦。
五、 本委員會設下列組織：(以下簡稱研究會)
(一) 各學科教學研究會：由學科教師組成之，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
(二) 各專業群科(學程)教學研究會：由各科(學程)教師組成之，由科(學程)主任召集並擔任主
席。
(三) 各群課程研究會：由該群各科(學程)教師組成之，由該群之科(學程)主任互推召集人並擔
任主席。
研究會針對專業議題討論時，應邀請業界代表或專家學者參加。
六、 各研究會之任務如下：
(一) 規劃校訂必修和選修科目，以供學校完成各科和整體課程設計。
(二) 規劃跨群科或學科的課程，提供學生多元選修和適性發展的機會。
(三) 協助辦理教師甄選事宜。
(四) 辦理教師或教師社群的教學專業成長，協助教師教學和專業提升。
(五) 辦理教師公開備課、授課和議課，精進教師的教學能力。
(六) 發展多元且合適的教學模式和策略，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和有效學習。
(七) 選用各科目的教科用書，以及研發補充教材或自編教材。
(八) 擬定教學評量方式與標準，作為實施教學評量之依據。
(九) 協助轉學生原所修課程的認定和後續課程的銜接事宜。
(十) 其他課程研究和發展之相關事宜。
七、 各研究會之運作原則如下：
(一) 各學科/群科(學程)教學研究會每學期舉行三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各群課程研
究會每年定期舉行二次會議。
(二) 每學期召開會議時，必須提出各學科和專業群科之課程計畫、教科用書或自編教材，送請
本委員會審查。
(三) 各研究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如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集時，由召集人召集之，得由
連署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四) 各研究會開會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須有出席委員二
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得議決，投票得採無記名投票或舉手方式行之。
(五) 經各研究會審議通過之案件，由科(群)召集人具簽送本委員會會核定後辦理。
(六) 各研究會之行政工作及會議記錄，由各科(群)召集人主辦，教務處和實習處協助之。
八、 本組織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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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課程發展與規劃

　一、課程地圖



一、課程規劃理念與課程目標 (一)課程規劃理念 體育班課程在符應總綱的原則與素養發展的前提
下，以總綱既有之素養導向，融入適合學生專業運動發展應有之核心素養，透過一般科目及體育專
業課程的實施，以求能在學習歷程中建立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
態度，更能發揮運動潛能，以完善之運動技能，迎接所有競技運動之挑戰。學生透過課程在「自
發」、「互動」與「共好」三個層面有不同的學習重點與實踐方式。在「自發」層面，以學生為主
體，教導學生覺知各種運動與生活情境，引導學生認識體育專業課程，培養個人成為具運動參與興
趣、多元運動能力，使身體及心理均衡發展之運動人才，並以正向積極的態度面對人生。「互動」
層面是強調個人、團體及競技訓練環境的溝通思辨，培養學生透過體育專業領域課程學習的歷程，
能與他人互動且相互合作的目的。「共好」層面是以行動力進行專業運動訓練，在課程中施以專業
體育及運動教育，輔導其適性發展與社會參與，培育運動專業人才。 (二)課程目標 1.啟發生命潛
能：啟迪學習的動機，培養好奇心、探索力、思考力、判斷力與行動力，願意以積極的態度、持續
的動力進行探索與學習；從而體驗學習的喜悅，增益自我價值感。進而激發更多生命的潛能，達到
健康且均衡的全人開展。 2.陶養生活知能：培養基本知能，在生活中能融會各領域所學，統整運
用、手腦並用地解決問題；並能適切溝通與表達，重視人際包容、團隊合作、社會互動，以適應社
會生活。進而勇於創新，展現科技應用與生活美學的涵養。 3.促進生涯發展：導引適性發展、盡展
所長，且學會如何學習，陶冶終身學習的意願與能力，激發持續學習、創新進取的活力，奠定學術
研究或專業技術的基礎；並建立「尊嚴勞動」的觀念，淬鍊出面對生涯挑戰與國際競合的勇氣與知
能，以適應社會變遷與世界潮流，且願意嘗試引導變遷潮流。 4.涵育公民責任：厚植民主素養、法
治觀念、性別平等及權益、人權理念、道德勇氣、社區/部落意識、國家認同與國際理解，並學會自
我負責。進而尊重多元文化與族群差異，追求社會正義；並深化地球公民愛護自然、珍愛生命、惜
取資源的關懷心與行動力，積極致力於生態永續、文化發展等生生不息的共好理想。 5.提升運動競
技：提高運動競技知能，涵養運動倫理，發展多元運動能力，增進競技體能及技術，提升運動競技
水平，成為具備現代公民素養之優秀運動人才。 二、學校課程特色 本校體育班課程選用技術型課
程，修習一般科目、設計群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體育專項術科及學科、校定選修特色課程等，共
計192學分。 十二年國教課綱裡的「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代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
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素養導向教學成為新課綱教學的重要目標，培養孩子自主學習、社會
參與及溝通互動的能力。因此，體育班新課綱規劃也朝向這個方向目標前進。本校因應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體育班課程綱要之推行，體育班課程選用技術型課程。本校體育班課程規劃以學生學習為
主體，減少部定一般科目學分數，大幅增加校定選修特色課程，安排跨群科領域學習，重視體育班
孩子的技能學習和培養就業能力，並發展學校特色課程。

　二、課程規劃理念與課程目標、學校課程特色



陸、群科課程表

　一、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表
表 6-1-1　學術群體育班 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表

111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課程

類別
領域 / 科目及學分數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備 註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稱 名稱 學分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部
定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語文領域

國語文 16 3 3 3 3 2 2

英語文 12 2 2 2 2 2 2

閩南語文 0 (2)

客語文 0 (2)

原住民族語文-太魯
閣語

0 (2)

原住民族語文-卡那
卡那富語

0

原住民族語文-布農
語

0 (2)

原住民族語文-卑南
語

0

原住民族語文-拉阿
魯哇語

0

原住民族語文-邵語 0

原住民族語文-阿美
語

2 2

原住民族語文-泰雅
語

0 (2)

原住民族語文-排灣
語

0 (2)

原住民族語文-雅美
語

0

原住民族語文-鄒語 0

原住民族語文-撒奇
萊雅語

0 (2)

原住民族語文-魯凱
語

0 (2)

原住民族語文-噶瑪
蘭語

0

原住民族語文-賽夏
語

0

原住民族語文-賽德
克語

0 (2)

閩東語文 0 (2)

臺灣手語 0 (2)

數學領域 數學 8 2 2 2 2 B版

社會領域

歷史 2 2

地理 2 2

公民與社會 2 2

自然科學領
域

物理 2 2 A版

化學 2 2 A版

生物 2 2 B版

藝術領域

音樂 2 2

美術 0

藝術生活 2 2

綜合活動領
域

生命教育 2 1 1

生涯規劃 2 1 1

家政 0

法律與生活 0

環境科學概論 0

科技領域
生活科技 0

資訊科技 0

健康與體育
領域

健康與護理 2 1 1

體育 4 1 1 1 1

全民國防教育 2 1 1

小計 66 13 15 13 13 6 6 部定必修一般科目總計66學分

體
育
專
業
科
目

體育專業學
科

運動學概論 2 1 1

體育專項術
科

專項體能訓練 24 4 4 4 4 4 4
可實施分組教學

專項技術訓練 24 4 4 4 4 4 4
可實施分組教學

小計 50 9 9 8 8 8 8 部定必修專業科目總計50學分

專業及實習科目合計 50 9 9 8 8 8 8 　

部定必修合計 116 22 24 21 21 14 14 部定必修總計116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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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　學術群體育班 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表(續)

111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課程類別 領域 / 科目及學分數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備 註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稱 學分 名稱 學分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校
訂
科
目

校
訂
必
修

實
習
科
目

2學分
1.69%

專題實作 2 2

小計 2 2 校訂必修實習科目總計2學分

校訂必修學分數合計 2 2 校訂必修總計2學分

校
訂
選
修

一
般
科
目

多媒體學英文 4 1 1 1 1

國文閱讀與寫作 2 1 1

統合數學 4 2 2

運動應用英語 6 1 1 1 1 1 1

觀光英語會話 4 2 2

原住民族語文-太魯閣語 0 (2) (2) (2)
同校跨群
阿美語、布農語、太魯閣語，同時段開課。

原住民族語文-布農語 0 (2) (2) (2)
同校跨群
阿美語、布農語、太魯閣語，同時段開課。

原住民族語文-阿美語 0 (2) (2) (2)
同校跨群
阿美語、布農語、太魯閣語，同時段開課。

最低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20

專
業
科
目

設計與生活美學 2 2

創意潛能開發 2 2

最低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4

實
習
科
目

印染 6 3 3

多媒體製作與應用 6 3 3

套裝軟體應用 4 2 2

玉石研磨 0 (3) (3)
同校跨群
玉石研磨、圖文編排實習二選一

基礎攝影實習 2 2
同校跨群
基礎攝影實習、影音製作實習二選一

產品設計 6 3 3
同校跨群
產品設計、陶藝二選一

陶藝 0 (3) (3)
同校跨群
產品設計、陶藝二選一

圖文編排實習 6 3 3
同校跨群
玉石研磨、圖文編排實習二選一

影音剪輯實習 0 (2)
同校跨群
數位商業攝影實習、影音剪輯實習二選一

影音製作實習 0 (2)
同校跨群
基礎攝影實習、影音製作實習二選一

數位商業攝影實習 2 2
同校跨群
數位商業攝影實習、影音剪輯實習二選一

數位設計基礎 0 (2) (2)
同校跨群
繪畫基礎實習、數位設計基礎二選一

繪畫基礎實習 4 2 2
同校跨群
繪畫基礎實習、數位設計基礎二選一

最低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36

特
殊
需
求
領
域
(體
育)

專項戰術運用 12 2 2 2 2 2 2

運動健康管理 2 1 1

小計 14 2 2 3 3 2 2

校訂選修學分數合計 74 10 8 11 11 16 18 多元選修開設0學分

必選修學分數總計 192 32 32 32 32 32 32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節數) 12 2 2 2 2 2 2

每週彈性學習時間(節數) 6 1 1 1 1 1 1

每週總上課時間(節數) 210 35 35 35 35 3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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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團體活動時間規劃

說明：

1. 團體活動時間每周教學節數以2-3節為原則。其中班級活動1節列為教師基本節數。各校可因應實際需求，於團體活動課程安排班級活
動、社團活動、學生自治會活動、學生服務學習活動及週會或講座，惟社團活動每學年不得低於24節。

2. 學校宜以三年整體規劃、逐年實施為原則，一學年或一學期之總節數配點實際教學需要，彈性安排各項活動，不受每週1節或每週班
級活動、社團活動各1節之限制。

3. 節數：請務必輸入阿拉伯數字，切勿輸入其他文字。

序
號

項目

團體活動時間節數

備註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1 班級活動 18 18 18 18 18 18

2 社團活動 36 36 36 36 36 36

合計
54 54 54 54 54 54  (節/學期)

3 3 3 3 3 3  (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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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表

一、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表
說明：

1.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每週 0-2 節，六學期每週單位合計需4-12節。
2. 若開設類型授予學分數者，請於備註欄位加註說明。
3. 開設類型為「充實(增廣)性教學」或「補強性教學」，且為全學期授課時，須檢附教學大綱，敘明授課內容等。若同時採計學分時其

課程名稱應為：OOOO(彈性)
4. 開設類型為「自主學習」，由第陸章中各科所設定之彈性學習時間之各學期節數時新增，無法由此處修正。
5. 實施對象請填入群科別等。
6. 本表以校為單位，1校1表。

科別
授課節數

備 註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每週彈性學習時間(節數)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體育班 1 1 1 1 1 1

　　

開設年

段
開設名稱

每

週

節

數

開

設

週

數

實施對象

開設類型

師資

規劃
備註

自

主

學

習

選

手

培

訓

充實

(增

廣)

性教

學

補

強

性

教

學

學校特

色活動

第
一
學
年

第
一
學
期

自主學習 1 18 全校各科 V 內聘

體育專業培訓 1 18 全校各科 V 內聘

第
二
學
期

自主學習 1 18 全校各科 V 內聘

體育專業培訓 1 18 全校各科 V 內聘

第
二
學
年

第
一
學
期

自主學習 1 18 全校各科 V 內聘

體育專業培訓 1 18 全校各科 V 內聘

第
二
學
期

自主學習 1 18 全校各科 V 內聘

體育專業培訓 1 18 全校各科 V 內聘

第
三
學
年

第
一
學
期

自主學習 1 18 全校各科 V 內聘

體育專業培訓 1 18 全校各科 V 內聘

第
二
學
期

自主學習 1 18 全校各科 V 內聘

體育專業培訓 1 18 全校各科 V 內聘

備查版備查版
備查版
備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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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學英文

選修 一般科目　

領域：

附件、教學大綱

附件一：部定一般科目各領域跨科之統整型、探究型、實作型課程規劃

附件二：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一）一般科目

　表 11-2-1-1國立玉里高級中學(原住民重點學校)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Multi-Medias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科目屬性

非跨領域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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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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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力：尊重生命，關懷社會 誠信負責，身心健全、資訊力：溝通協調．科技應用 自主學習，組織統
整、創新力：團隊合作．主動積極．創意思考．活潑熱情

適用科別

體育班

4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藉由活潑生動的方式，教導學生利用網路、廣播、APP應用程式等多媒體，進行語言學習，希望引發學生
的學習動機，讓學生保持興趣，並且有效率地學習英文，將課堂所學習的知識技能，實際運用在生活
中，並且願意主動搜尋英文相關學習方式及資源，增進英文能力。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英語歌曲聽唱發表
Lyrics Training + Youtube東洋風學英文+
Performance in groups

12

希臘羅馬神話
Introduction to Gods and Goddesses +
Presentation in any form. E.g. Submission
of a PPT， paper， or drawing.

12

音樂劇介紹
Introduction to musical + Appreciation of
the musical， E.g. Phantom of the Opera

12

Ted Talks學英文
Watching a film through Voicetube + Mind
Mapping (APP: Mindly) + Presentation

12

旅遊英文
English needed at the airport and hotel
through videos and handouts + Role-Playing

12

娛樂焦點fun英文 Film Dubbing + Recording + Presentation 12

　合　計　 72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課堂參與表現、小組討論、口頭發表、課堂學習單。

教學資源 部訂課本，坊間書籍，網路資源

教學注意事項 電腦教室、投影機、平板、手機

備查版



國文閱讀與寫作

選修 一般科目　

領域：

　表 11-2-1-2國立玉里高級中學(原住民重點學校)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科目屬性

非跨領域

科目來源 學校自行規劃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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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力：尊重生命，關懷社會 誠信負責，身心健全、資訊力：溝通協調．科技應用 自主學習，組織統
整、創新力：團隊合作．主動積極．創意思考．活潑熱情

適用科別

體育班

2

第三學年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循序漸進引導學生思考、寫作。 2、建立正向價值觀、接納多元的知識範疇。 3、獨立思考解決問
題，並具備規劃執行的應變能力。 4、能判別媒體報導是否客觀，寫作文章與人建立良性溝通。 5、具
備各類藝術作品賞析能力，增進美學素養。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1）名家散文賞析1
閱讀楊逵、余光中、柏楊、許達然、司馬中原、
張拓蕪、王鼎鈞、張讓、林清玄、劉大任等人作
品，賞析作品並且擇一仿作文章。

4

（2）名家散文賞析2

閱讀柯裕棻、舒國治、蔡珠兒、平路、徐國能、
陳大為、蘇偉貞、焦桐、周芬伶、蔣勳、李欣
倫、宇文正、鍾怡雯、袁瓊瓊、鍾文音、郭強生
等人作品，賞析作品並且擇一仿作文章。

4

（3）名家新詩賞析1

朗讀小詩（十行或百字內）作品：下午茶應該有
自己的性別 ／方群。茶花不再昨日／林煥彰。夜
之寺／管管。強迫被愛（截句）／媜嫚
。嬰兒翻／林彧。微塵眾中／許悔之。愛的骨節
／成孝華。孤單／柳一。愛 ／湖南蟲。論藉口之
巨大／孫維民。朗讀短詩（十一至三十行）作
品：心理測驗 ／林婉瑜。用火思考／洛夫。每天
都在膨脹／鯨向海。戀人呻吟／沈眠。接吻之
前，我有話要說／曾元耀。一條永遠的路／林
廣。所謂詩人／李勤岸。內亂／向明。小耳朵／
鴻鴻。吊絲蟲／詹澈。流水帳／楊佳嫻。溜冰課
／陳黎。消失的國度——詩寫大肚王／路寒袖。
大師／渡也。法式性別論／陳育虹。論羅蘭?巴特
／莫渝。重讀與初讀／席慕蓉。賞析作品並且擇
一仿作新詩。

4

（4）名家新詩賞析2

朗讀中長型詩（三十一行以上）作品：你在夜晚
被偷走聽覺／劉曉頤。計時器／顏艾琳。老牌落
日天文異象觀測研究員／羅青
朗讀散文詩作品：大話西遊 ／柯彥瑩。城門訣
——致意象／蘇紹連
朗讀組詩作品：神奇寶貝五首（選三）／凌性
傑。玩字辯證四首 ／向陽。數學教我的事／鄭旭
峰。活著需要實話實說／馬尼尼為。一二三四五
六七／老瞎貓。沉默的日常（十八選九）／羅任
玲。孫想 四帖／夏婉雲。賞析作品並且擇一仿作
新詩。

4

（5）作品發表1 學生以朗讀或圖文或影音形式發表創作。 2

（6）名家小說賞析1
學生選讀：賴和、吳濁流、鍾理和、林海音、朱
西甯、王尚義、白先勇、黃春明、蘇偉貞、張系
國、張貴興等人作品。上台發表小說分析評論。

4

（7）名家小說賞析2

學生選讀：朱天文、朱天心、陳雪、郝譽翔、駱
以軍、楊富閔、張經宏、黃錦樹、王定國、蔡素
芬、沈默、阮慶岳等人作品。上台發表小說分析
評論。

4

（8）新聞時事導讀
選擇年度網路聲量前20名新聞時事，範圍含括國
內外政治、經濟、外交、國防、天災、藝文等，
分析正反意見，以及報導背後的隱性資訊。

4

（9）社群媒體分析
帶領學生認識各類社群媒體，分析各社群媒體的
設計特色，使用族群。說明網路語言與書面語言
的不同。如何發揮社群媒體的功能而不受牽制。

4

（10）作品發表2
學生可創作小說，以多媒體形式介紹個人創作。
或創作趣味影視新聞影片，或以多媒體形式分享
個人成功經營社群媒體的實際經驗。

2

　合　計　 36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定期紙筆測驗評量 2.小組上台報告。 3.各式寫作練習。

教學資源
1.視聽影音設備 2.語言教室 3.華文散文百年選．臺灣卷1、2 4. 2017臺灣詩選 5. 華文小說百年選．
臺灣卷1、2 6. 小數據騙局：不再被數字玩弄，八個觀點教你戳破媒體的圖表謊言 7. 社群媒體前兩千
年

教學注意事項

1.宜另編教師手冊，內容包含教材摘要、教學目標與節數、教材地位分析、參考資料、教學方法與注意
事項、教學活動舉例、習題簡答，以及教學媒體使用說明等，以提供教學參考，充分發揮教師手冊的功
能。 2.在教材中應安排隨堂練習，使學生在課堂上演練。 3.教師得因學生實際需求，增減單元時數，
務使學生能有實質之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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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合數學

選修 一般科目　

領域：

　表 11-2-1-3國立玉里高級中學(原住民重點學校)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Intergation of math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科目屬性

非跨領域

科目來源 學校自行規劃

課綱核心素養
A 自主行動：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學生圖像
品格力：尊重生命，關懷社會 誠信負責，身心健全、資訊力：溝通協調．科技應用 自主學習，組織統
整、創新力：團隊合作．主動積極．創意思考．活潑熱情

適用科別

體育班

4

第三學年

建議先修
科目

有，科目：技高數學B第1、2、3、4冊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配合數學B引導學生複習過去所學的數學知識，統整所有學過的數學概念與計算技巧，以做為學習技高
數學的基礎。 2.訓練學生的演算與作圖等能力，以應用於處理事務的技能。 3.配合各相關專業科目的
教學需要，以達學以致用的目的。 4.造就學生的基礎學力，以培養繼續進修、自我發展的能力。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1.坐標系與函數圖形
數線、絕對值、平面坐標系、線型函數、二次函
數

4

2.直線方程式 斜率、直線方程式 6

3.式的運算
配方法、一元二次不等式、多項式的基本概念、
因式分解、除法原理與餘式定理、分式

6

4.三角函數
比與比值、角度的基本性質、銳角三角函數、任
意角的三角函數、正弦定理、餘弦定理、正餘弦
函數週期現象的表徵

6

5.平面向量 向量的坐標表示法、向量的內積、向量的作圖 6

6.圓與直線 圓方程式、圓與直線的關係 6

7.數列與級數 等差數列與級數、等比數列與級數 6

8.方程式 一元一次方程式、一元二次方程式 6

9.二元一次不等式及其應用
二元一次聯立方程組、二元一次不等式、線性規
劃

4

10.指數與對數
指數與指數函數、對數與對數函數、常用對數及
其應用

6

11.三角函數的應用 三角測量 4

12.排列組合 二項式定理、直線排列、重複排列、組合 6

13.機率與統計
集合、機率的運算、數學期望值、統計資料整
理、統計量分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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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作業評量、考試評量、筆記評量、學習態度評量

教學資源 一、一般用書：部定審核字號通過之數學B習作之出版用書 二、教師自編補充資料

教學注意事項

1.宜另編教師手冊，內容包含教材摘要、教學目標與節數、教材地位分析、參考資料、教學方法與注意
事項、教學活動舉例、習題簡答，以及教學媒體使用說明等，以提供教學參考，充分發揮教師手冊的功
能。 2.在教材中應安排隨堂練習，使學生在課堂上演練。 3.教師得因學生實際需求，增減單元時數，
務使學生能有實質之學習成效。

備查版



運動應用英語

選修 一般科目　

領域：

　表 11-2-1-4國立玉里高級中學(原住民重點學校)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Sports English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科目屬性

非跨領域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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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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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力：尊重生命，關懷社會 誠信負責，身心健全、資訊力：溝通協調．科技應用 自主學習，組織統
整、創新力：團隊合作．主動積極．創意思考．活潑熱情

適用科別

體育班

6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提升英語會話能力，強化日常生活溝通。 二、增進專業英文素養，強化運動議題討論。 三、提升
英文讀寫能力，正確填寫常用表單。 四、增進英語表達能力，適切介紹我國文化。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日常會話

1.簡易自我介紹。
1-1家庭背景。
1-2個人特色與經歷。
1-3個人與運動的淵源。
1-4個人未來願景與目標。

8

（二）日常會話
2.簡易日常問候。
2-1 日常生活近況。
2-2 運動訓練情形。

8

（三）日常會話

3.基本個人需求與感受。
3-1機上或機場服務。
3-2住宿及餐廳服務。
3-3交通方式。
3-4撥打電話方式。
3-5得獎感言。

12

（四）談論運動相關議題
1.個人運動專長、背景。
1-1個人專長運動的英語術語。
1-2個人專長運動的背景發展。

14

（五）談論運動相關議題

2.比賽過程、結果及感受。
2-1描述比賽過程。
2-2說明比賽結果。
2-3表達比賽的感受。

10

（六）談論運動相關議題

3.比賽賽程及相關訊息。
3-1檢錄地點與時間。
3-2比賽進行的方式與賽程。
3-3比賽相關訊息。

12

（七）閱讀與填寫表單
1.入出境相關表格。
1-1入境相關表格。
1-2出境相關表格。

4

（八）閱讀與填寫表單
2.住宿、餐飲相關資料。
2-1基本住宿資料。
2-2常見菜單、訂位資料。

4

（九）閱讀與填寫表單
3.比賽相關表格。
3-1報名表。
3-2比賽紀錄。

8

（十）介紹我國概況
1.個人專長項目在我國的發展概況。
1-1我國運動人口。
1-2我國國際賽成績。

6

（十一）介紹我國概況
2.我國主要的運動項目及概況。
2-1我國運動重點發展項目。
2-2運動名人與時事。

6

（十二）介紹我國概況
3.我國的社會概況及文化特色。
3-1國內社會概況。
3-2國內文化特色。

6

（十三）介紹我國概況
4.台灣的地理位置及主要自然景觀。
4-1我國地理位置與周遭環境。
4-2我國自然景觀與知名觀光景點。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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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 課堂上口筆試 2. 期末小組報告 3. 參與度及出席率

教學資源 ㄧ、教育部審訂教科書 二、坊間出版相關書籍 三、網路資源

教學注意事項 一、教學方法：一般上課、會話練習、分組情境模擬。 二、筆試口試並行。

備查版



觀光英語會話

選修 一般科目　

領域：

　表 11-2-1-5國立玉里高級中學(原住民重點學校)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Tourism English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科目屬性

非跨領域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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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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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力：尊重生命，關懷社會 誠信負責，身心健全、資訊力：溝通協調．科技應用 自主學習，組織統
整、創新力：團隊合作．主動積極．創意思考．活潑熱情

適用科別

體育班

4

第三學年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培養基本英語會話能力，以因應觀光旅遊基本需求。 二、強化英語基礎及興趣。 三、啟發學生自
我學習，繼續成長或進修的動機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1) Restaurant English
Reservations， welcoming and seating，
orders， serving meals

18

(2) Hotel English
Inquiries， reception， requests for
services， nearby attractions

18

(3) Tourism English
Travel arrangements， reminders， planning
the tour， shopping

18

(4) Airline and Transport
English

Booking airline tickets， departure， on
the plane， arrival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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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 課堂上口筆試 2. 期末小組報告 3. 參與度及出席率

教學資源 ㄧ、教育部審訂教科書 二、坊間出版相關書籍 三、網路資源

教學注意事項 一、 教學方法：一般上課、會話練習、分組情境模擬。 二、 筆試口試並行。

備查版



原住民族語文-太魯閣語

選修 一般科目　

領域：

　表 11-2-1-6國立玉里高級中學(原住民重點學校)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Indigenous Language - Truku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非跨領域

科目來源 其他；說明：本土語文

課綱核心素養
A 自主行動：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品格力：尊重生命，關懷社會 誠信負責，身心健全、資訊力：溝通協調．科技應用 自主學習，組織統
整、創新力：團隊合作．主動積極．創意思考．活潑熱情

適用科別

體育班

0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內容以熟悉族語拼音字母與單字為主，輔以生活會話及族語歌謠。(一年級) 2.內容以文法為主，輔以
生活會話。(二年級) 3.內容以族語寫作與造句為主，輔以生活會話及歌謠/戲劇。(三年級)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 文化與族語概說
認識族群與部落故事、族群傳說與樂舞、歌謠教
唱學族語

18

(二) 族語用語-1 認識族群語音符號、常用基本招呼語 18

(三) 族語用語-2 基本的人稱代名詞、事務代名詞及常用冠詞 18

(四) 族語用語-3 基本副詞表示時間、表示場所及常用冠詞 18

(五) 族語文化-1
親屬稱謂、稱呼、親屬人稱代名詞、親屬人稱代
名詞、身體部位、疾病名稱

18

(六) 族語文化-2
歲時祭儀與禁忌、祭儀特殊用語、數字唸法及數
量形容詞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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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期中考30％，平時作業30％，期末考40％

教學資源 九階原住民族語言教材或相關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
1.內容以熟悉族語拼音字母與單字為主，輔以生活會話及族語歌謠。(一年級) 2.內容以文法為主，輔以
生活會話。(二年級) 3.內容以族語寫作與造句為主，輔以生活會話及歌謠/戲劇。(三年級)

備查版



原住民族語文-布農語

選修 一般科目　

領域：

　表 11-2-1-7國立玉里高級中學(原住民重點學校)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Indigenous Language - Bunun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非跨領域

科目來源 其他；說明：本土語文

課綱核心素養
A 自主行動：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品格力：尊重生命，關懷社會 誠信負責，身心健全、資訊力：溝通協調．科技應用 自主學習，組織統
整、創新力：團隊合作．主動積極．創意思考．活潑熱情

適用科別

體育班

0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內容以熟悉族語拼音字母與單字為主，輔以生活會話及族語歌謠。(一年級) 2.內容以文法為主，輔以
生活會話。(二年級) 3.內容以族語寫作與造句為主，輔以生活會話及歌謠/戲劇。(三年級)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 文化與族語概說
認識族群與部落故事、族群傳說與樂舞、歌謠教
唱學族語

18

(二) 族語用語-1 認識族群語音符號、常用基本招呼語 18

(三) 族語用語-2 基本的人稱代名詞、事務代名詞及常用冠詞 18

(四) 族語用語-3 基本副詞表示時間、表示場所及常用冠詞 18

(五) 族語文化-1
親屬稱謂、稱呼、親屬人稱代名詞、親屬人稱代
名詞、身體部位、疾病名稱

18

(六) 族語文化-2
歲時祭儀與禁忌、祭儀特殊用語、數字唸法及數
量形容詞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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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期中考30％，平時作業30％，期末考40％

教學資源 九階原住民族語言教材或相關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
1.內容以熟悉族語拼音字母與單字為主，輔以生活會話及族語歌謠。(一年級) 2.內容以文法為主，輔以
生活會話。(二年級) 3.內容以族語寫作與造句為主，輔以生活會話及歌謠/戲劇。(三年級)

備查版



原住民族語文-阿美語

選修 一般科目　

領域：

　表 11-2-1-8國立玉里高級中學(原住民重點學校)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Indigenous Language - Amis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

非跨領域

科目來源 其他；說明：本土語文

課綱核心素養
A 自主行動：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品格力：尊重生命，關懷社會 誠信負責，身心健全、資訊力：溝通協調．科技應用 自主學習，組織統
整、創新力：團隊合作．主動積極．創意思考．活潑熱情

適用科別

體育班

0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內容以熟悉族語拼音字母與單字為主，輔以生活會話及族語歌謠。(一年級) 2.內容以文法為主，輔以
生活會話。(二年級) 3.內容以族語寫作與造句為主，輔以生活會話及歌謠/戲劇。(三年級)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 文化與族語概說
認識族群與部落故事、族群傳說與樂舞、歌謠教
唱學族語

18

(二) 族語用語-1 認識族群語音符號、常用基本招呼語 18

(三) 族語用語-2 基本的人稱代名詞、事務代名詞及常用冠詞 18

(四) 族語用語-3 基本副詞表示時間、表示場所及常用冠詞 18

(五) 族語文化-1
親屬稱謂、稱呼、親屬人稱代名詞、親屬人稱代
名詞、身體部位、疾病名稱

18

(六)族語文化-2
歲時祭儀與禁忌、祭儀特殊用語、數字唸法及數
量形容詞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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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期中考30％，平時作業30％，期末考40％

教學資源 九階原住民族語言教材或相關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
1.內容以熟悉族語拼音字母與單字為主，輔以生活會話及族語歌謠。(一年級) 2.內容以文法為主，輔以
生活會話。(二年級) 3.內容以族語寫作與造句為主，輔以生活會話及歌謠/戲劇。(三年級)

備查版



設計與生活美學

選修 專業科目　

（二）專業科目

　表 11-2-2-1國立玉里高級中學(原住民重點學校)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Design and Life Aesthetics

師資來源 內聘

科目屬性 專業科目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生圖像
品格力：尊重生命，關懷社會 誠信負責，身心健全、資訊力：溝通協調．科技應用 自主學習，組織統
整、創新力：團隊合作．主動積極．創意思考．活潑熱情

適用科別

體育班

2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 說明生活經驗，發現設計學習並培養設計興趣。 二 運用觀察學習與設計聯想，延伸於日常生活環境
中。 三 結合美學思維，參與社區文創活動。 四 養成主動進入美術館、設計展覽，自願參觀欣賞活
動。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自然及環境觀察
1.發現與討論觀察的對象及方法
2.分辨自然物及人造物
3.描述與記錄物體及產品的方法

6

(二)日常生活中的造物者
1.發現設計
2.討論設計及日常生活的關聯性
3.設計師的定義

4
1.探討生活周遭的設計
品 。
2.舉例知名設計師 。

(三)設計與文化美學的關係

1.設計的概念模式
2.文化的特色探析
3.設計及文化的相互影響
4.美學融入設計的思維

4

(四)設計技術的發生
1.發覺生活中的問題
2.討論解決生活問題的方法
3.設計的技術的定義

6

(五)設計價值的所在
1.發現人體及工具運用
2.討論美好的解決方法

6 定義設計的價值 。

(六)生活中的設計實例探討

1.討論設計、生活及環境的關係
2.舉出實例加以評析
3.設計的進路及發展
4.在地社區設計美學營造狀況的探討

10

1.校內設計、藝文展覽
參觀活動的觀察及體
驗。
2.校外設計、藝文展覽
參觀活動的觀察及體
驗。
3.設計產品介紹並可以
加以評
析或改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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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師於教學時須做客觀的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做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
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 、技能、情意(行
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性別平等)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形成性評量：配
合各種教學媒體，以口頭問答、討論或實作等方式實施評量。 4.診斷性評量：以作業考核列為過程評量
的成績，未達標準者予以逐項指正，建立其基本設計技能，再予以評量。 5.總結性評量：以 階段性測
驗成績作總結性評量考核標準，除了是非題及選擇題的型式外，並應以實作、報告方式予以考核 。 6.
學生作品宜仔細評量，時時導正其錯誤習慣；另視需要採取個別指導方式。 7.因應學生學習能力的不
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提昇自我 。 8.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切
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 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9.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具特殊才能的學生，應實施充實
性教學，已充分發展其特殊才能。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設計相關媒體雜誌、教材、教具及其他教
學資源。 2.學校宜提供成果展示區，供學生分享創意及作品賞析。教師教學可適時帶領學生到校外參
訪，使理論與實務相結合，提高學習興趣和效果。 3.學校應配合國家技能檢定政策，引發學生學習技能
的興趣，提升技術及職業教育教學的成效及功能。 4.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資源、網路資源與社區、社會
資源，結合在地特色及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教學注意事項

(一)教材編選 1.除設計群各版本教材外，教師亦可參考其他群別的設計教材。 2.因本科教學重視設計
學理與生活結合課程，宜選擇適合題例，以供學生練習學習。 3.教師宜多蒐集有關設計的各式題例、以
適合學生的程度，由淺至深，培養其對美學文創的學習興趣。 4.選擇適合學生程度之教材，並應重視個
別的差異化教學。 (二)教學方法 1.本科目為專業科目，重視教師的講解及實務體驗，並依學生的程度
差異做個別的指導，為達教學功效，可採小組討論方式進行。 2.教師在教學前應編訂教學進度表。 3.
教學活動應重視示範教學及個別輔導。 4.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多舉例；並可適時搭
配、運用電腦教學影片進行示範教學，加強學習動機。 5.分組教學加強組內學生互動及學生主動學習機
會，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之能力。 6.安排學生完成主題實作，以培養學生理解執行與創新應變
能力。 7.講述、討論、影片與多媒體範例欣賞，提升學生美感素養。 8.利用習作讓理論能透過實務體
驗方式靈活運用之。 9.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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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潛能開發

選修 專業科目　

　表 11-2-2-2國立玉里高級中學(原住民重點學校)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Potential

師資來源 內聘

科目屬性 專業科目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生圖像
品格力：尊重生命，關懷社會 誠信負責，身心健全、資訊力：溝通協調．科技應用 自主學習，組織統
整、創新力：團隊合作．主動積極．創意思考．活潑熱情

適用科別

體育班

2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 描述何謂個體的創意潛能。 二 說明體驗生活中之創意，養成突破成規、求新求變之探究精神。 三
應用創意思考增進學生敏覺、流暢、變通、獨特、精進、熱忱及自信等人格特質。 四 統整創意來解決
問題。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創造發明的歷史沿革
1.說明創造的意義及與人類文明的關係
2.舉出一些創造發明的故事

2

(二)生活中之創意
1.發掘生活中之創意
2.設計中之創意舉例
3.發揮創意潛能創造生活樂趣

4

(三)創新與創造價 值
1.創造對生命個體之意義
2.創造人格特質
3.人腦奧秘及創意潛能

2

四)創造潛能開發

1.水平思考 (lateral thinking) 及垂直思考
(vertical thinking) 交互運用
2.歸零思考法
3.逆向思考法
4.腦力激盪法
5.屬性列舉思考法
6.葛登分合法
7.自由聯想思考法
8.典範學習法
9.檢核表法
10.型態分析法
11.其他

10

(五)設計創意演練

1.問題的形成
2.構想發展
3.推演解決方法
4.創意企畫 提案
5.創意評量
6.成果發表及觀摩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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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師於教學時須做客觀的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做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
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
(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性別平等)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形成性評量：
配合各種教學媒體，以口頭問答、討論或實作等方式實施評量。 4.診斷性評量：以作業考核列為過程評
量的成績，未達標準者予以逐項指正，建立其基本技能，再予以評量。 5.總結性評量：以階段性測驗成
績作總結性評量考核標準，除了是非題及選擇題的型式外，並應以實作方式予以考核。 6.因應學生學習
能力的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提昇自我。 7.學習評量的結果
須妥切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解與
合作。 8.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具特殊才能的學生，應實
施充實性教學，已充分發展其特殊才能。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設計相關媒體雜誌、教材、教具及其他教
學資源。 2.學校宜提供成果展示區，供學生分享創意及作品賞析。教師教學可適時帶領學生到校外參
訪，使理論與實務相結合，提高學習興趣和效果。 3.學校應配合國家技能檢定政策，引發學生學習技能
的興趣，提升技術及職業教育教學的成效及功能。 4.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資源、網路資源與社區、社會
資源，結合在地特色及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教學注意事項

(一)教材編選 1.教材的選擇應顧及學生的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的身心發展順序除設計群各版本教材外，
為能適合學生的程度教師亦可參考其他教材。 2.因本科教學重視實際創意思考演練，宜選擇適合題例，
以供學生練習學習。 3.教師宜多蒐集有關創意思考的各式題例、以適合學生的程度，由淺至深，培養其
對創意潛能的學習興趣。 4.選擇適合學生程度之教材，並應重視個別的差異化教學。 (二)教學方法 1.
本科目為專業科目，重視教師的講解及實務體驗，並依學生的程度差異做個別的指導，為達教學功效，
可採小組討論方式進行。 2.教師在教學前應編訂教學進度表。 3.教學活動應重視示範教學及個別輔
導。 4.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多舉例；並可適時搭配、運用電腦教學影片進行示範教
學，加強學習動機。 5.分組教學加強組內學生互動及學生主動學習機會，培養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之能力。 6.安排學生完成主題實作，以培養學生理解執行與創新應變能力。 7.講述、討論、影片與多
媒體範例欣賞，提升學生美感素養。 8.利用習作讓理論能透過實務體驗方式靈活運用之。 9.教學完畢
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備查版



專題實作

必修 實習科目　

（三）實習科目

　表 11-2-3-1國立玉里高級中學(原住民重點學校)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Project Development

師資來源 內聘

科目屬性 實習科目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生圖像
品格力：尊重生命，關懷社會 誠信負責，身心健全、資訊力：溝通協調．科技應用 自主學習，組織統
整、創新力：團隊合作．主動積極．創意思考．活潑熱情

適用科別

體育班

2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瞭解專題製作之基本概念。 2.養成專題製作之方法、程序、技術與管理能力。 3.建立專業技能的實
作化及實務化導向的專題學習。 4.激發學生專業整合與創新的能力。 5.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的能力。 6.
熟練專題製作及發表。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專題製作基本架構
1.專題製作基本認知
2.專題製作分類及範圍

2

(二)專題研究動機與目的
1.分組與擬定主題
2.專題步驟與進度表完成

2

(三)專題製作文獻蒐集
1.搜集資料的方法
2.上網搜尋、書報討論

2

(四)專題計畫書
1.專題計畫書格式
2.簡報發表技巧與相關知識

2

(五)研究方法
1.研究方法的類型及舉例
2.研究方法的選擇

2

(六)研究限制
1.研究對象
2.研究內容

2

(七)專題設計
1.專題製作過程
2.資料整理與歸納

9

(八)專題成果
1.製作過程拍照紀錄告總整理
2.整理資料、撰寫初稿

9

(九)專題製作結果與討論
1.修整大綱並進行段落寫作
2.加強論述的真實性和說服力、注意細節 2

(十)結論與建議
1.參考資料及其他
2.補充引註資料及附錄

2

(十一)總結報告
1.專題製作成果發表(口頭報告)
2.專題書面報告修訂與裝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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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 上課聽講、課程進行中的抽問及參予討論發表的表現。 2. 依進度評量各階段應完成作業。 3. 是否
配合實習及專業教室管理規則確實清點並回報所使用的儀器設備使用狀況，並珍惜愛護使用，列入職業
道德考核項目。 4. 是否依實習場所清潔分配的輪序，進行整潔工作，列入職業道德考核項目。 5. 作
品製作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

教學資源
1. 專題製作教科書與自編教材 2. 電腦與列印、投影機、網路設施等資訊硬體設備 3. 相關電腦應用軟
體 4. 圖書館提供各類型圖書、期刊、雜誌等資料，並與部份大專院校簽約，支援館際合作。 5. 校外
工商機構提供見習及參訪的資源。

教學注意事項

一、教材編選 (一)符合教育部審定通過之教科書版本。 (二)自編教材與PPT 二、教學方法 (一) 講述
法 首先介紹專題製作的基本架構與範圍，讓學生瞭解專題製作之基本概念。其次透過各式專題製作或小
論文比賽的得獎案例，引起學生仿作動機，再分析案例特性、理論基礎、製作實務，讓學生習得專題的
實作程序及研究方法，養成專題製作之方法、程序、技術與管理能力。 (二) 討論法 將學生分組，利用
創意思考與討論的方式，讓學生能多元的去思考各種問題解決的可能性，蒐集有關資訊、擬訂解決方
案、選定及執行解決方案，以及進行專業整合與專題製作等程序，培養學生問題發覺、問題解決與團隊
合作的能力。 (三) 示範法 各式軟、硬體操作與成品製作以實務演練示範教學，培養學生具備實作知識
與技能，以及實務探究能力。獲得思考智能、習得操作技能、達成課程目標為原則。 (四) 實作法 提供
學生自我發揮之創造空間，學生親手操作與製作專題作品，以熟練實作技巧，教師從旁協助善加指導，
並培養實作技能、團隊分工合作的學習，使學生能學以致用，最終能完成專題與發表。 (五) 口頭報告
依各階段進度，學生分組輪流上台報告完成內容，並授以簡報製作及發表技巧，每階段各組報告完畢，
教師即時給予回饋，讓學生可以做滾動式修正其專題作品，建立專業技能的實作化及實務化導向的專題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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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染

選修 實習科目　

　表 11-2-3-2國立玉里高級中學(原住民重點學校)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Drinting and Dyeing

師資來源 內聘

科目屬性 實習科目

科目來源 學校自行規劃

學生圖像
品格力：尊重生命，關懷社會 誠信負責，身心健全、資訊力：溝通協調．科技應用 自主學習，組織統
整、創新力：團隊合作．主動積極．創意思考．活潑熱情

適用科別

體育班

6

第二學年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讓學生了解何謂印染。 2.培養學生創意思考的能力 3.讓學生熟悉染料特性 4.讓學生學習各式絞染縫
染等技法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印染概說 介紹各式印染種類及工具運用等 3

(二)絞染、蠟染介紹 利用實際作品介紹絞染、蠟染特性及應用 3

(三)染料介紹
介紹染料種類特性(植物染、化學染)，及調製方
法

3

(四) 絞染技法教學

1.練習綁紮法----條紋、圓紋、角紋、方紋
2.染料調製及染布
3.練習扭搓法----搓紋
4. 染料調製及染布
5.練習包物法----包物紋

15

(五)絞染技法應用

1.染料調製及染布
2.練習任意聚紮法----石紋
3. 染料調製及染布
4.工具伸縮法----鱗紋
5.染料調製及染布

15

(六)縫染技法教學
1.線逢法----介紹逢染特性
2.縫染小品製作
3.染料調製及染布

15

(七)縫染技法應用
1.線逢法作品創作
2.染料調製及染布

15

(八) 創意作品製作
透過染布結合個人創意，創作實用作品(分組討
論)

18

(九)染料配置與染布技法 染料調製及染布 18

(十)作品賞析 作品賞析與講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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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操作評量、作品評量

教學資源 蠟染、絞染、絹印、嵌畫教材/玉里高中編印

教學注意事項
(1)以講解分析及實作方式，使學生充分理解。 (2)運用教學媒體、實際作品等，使學生容易理解，達成
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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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製作與應用

選修 實習科目　

　表 11-2-3-3國立玉里高級中學(原住民重點學校)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Multimedia P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師資來源 內聘

科目屬性 實習科目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生圖像
品格力：尊重生命，關懷社會 誠信負責，身心健全、資訊力：溝通協調．科技應用 自主學習，組織統
整、創新力：團隊合作．主動積極．創意思考．活潑熱情

適用科別

體育班

6

第二學年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 認識多媒體概念及格式。 二 培養 多媒體製作與應用 之 興趣 。 三 應用 影音處理功能 。 四 應
用 3D 繪圖與 3D 列印功能 。 五 應用 電腦動畫功能 。 六 養成多媒體製作與應用基本能力 。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多媒體簡介
1.多媒體概念
2.多媒體格式

6

(二)影音處理1
1.影音處理簡介
2.軟體基本操作
3.影音剪輯與製作

15

(三)影音處理2
1.影音特效處理
2.影音輸出處理

15

(四)3D繪圖
1.3D繪圖 簡介
2.軟體基本操作

18

(五)3D列印1
1.3D建模
2.3D設計與應用

18

(六)3D列印2 3D列印與輸出 9

(七)電腦動畫1
1.場景、圖層與時間軸
2.動畫元件的製作與應用

18

(八)電腦動畫2 動畫輸出處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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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本科目為實習科目，評量方式宜考核學生實習操作技巧、熟練程度及思考能力，作為日常評量成績。
2.評量方式得採觀察、口試、筆試 、作業、實作、報告、測驗、自我評量、同儕互評或檔案評量等多元
評量方式辦理。 3.教學評量須客觀，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的依據，並使
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4.教學評量內容應兼顧認知 知識 、技能、情意 行為、習慣、態度、理
想、興趣、職業道德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5.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
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瞭解
學生的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 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 材、教法及輔導
學生的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瞭解與合作。 7.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
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學習能力佳 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份的發展。

教學資源

1.教學設備需符合「電腦教室」設備基準。 2.除個人電腦外、亦可利用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或智慧手
機等相關行動裝置設備，及 3D 印表機、數位相機、數位攝影機等。 3.為避免軟體取得價格昂貴，宜選
用自由軟體、免費軟體，雲端應用軟體或行動裝置 App 等做為教學資源。 4.相關教學參考 文字、 圖
片、音訊、視訊、模 型作品、多媒體設計專題和資料 等 ，宜重視性別平衡及尊重人權的理念，並避免
有違國情與善良風俗 。 5.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份利用教材、教具及其
他教學資源。 6.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社會資源等。

教學注意事項

一、教材編選 1.教材內容宜採主題式範例為優，並簡單說明所用的工具用途。 2.為讓學生容易取得軟
體，宜選用自由軟體或免費軟體來說明；若編選教材時暫無適用的自由軟體，可改以授權的套裝軟體作
為教材說明，若未來有適用的自由或免費軟體，宜採用之。 3.宜增加目前較新的電腦新知，提供學生學
習符合現代生活的內容。 二、教學方法 1. 老師講解、導讀。 2. 多採實例講解，以幫學生瞭解課程內
容。 3. 實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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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裝軟體應用

選修 實習科目　

　表 11-2-3-4國立玉里高級中學(原住民重點學校)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Package Software Application

師資來源 內聘

科目屬性 實習科目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生圖像
品格力：尊重生命，關懷社會 誠信負責，身心健全、資訊力：溝通協調．科技應用 自主學習，組織統
整

適用科別

體育班

4

第一學年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熟悉文書處理、電子試算表、資料庫等軟體之整合與應用 二、提昇學生資料處理之能力 三、協助
學生取得技術士電腦軟體應用乙級證照 四、培養正確使用中文電腦的專業道德。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資料庫基本操作
1.建立資料庫、匯入資料表。
2.建立設計查詢。

8

(二)資料庫關聯設定
1. 資料表之間的關聯設定與操作。
2. 設定之後的各項欄位定義及規則說明。

16

(三)試算表進階設定
1. 各種樞紐分析表設定:欄、列及內容設定。
2. 各種圖表設計:圓餅圖、長條圖、雙抽折線
圖、橫條圖。

16

(四)試算表的圖表設定
1. 試算表的函數介紹與說明。
2. 試算表各項儲存格設定。

16

(五)文書處理設定
版面設定、直書橫書、橫向文字、段落的縮排、
行距、對齊文字、分段、分欄設定。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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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 期中考二次佔40％，期末考佔20％。 2. 日常考查成績佔40％，包括：上機實作15％；指定作業
15％；學習態度與職業道德10％。

教學資源
1. 教材內容宜切合日常生活，以個人、家庭為中心，選取生活化教材，激發學習興趣。 2. 選用適宜的
資料庫應用參考書藉。 3. 選用適宜的試算表應用參考書藉。

教學注意事項

一、教材編選 1.教材內容宜採主題式範例為優，並簡單說明所用的工具用途。 2.為讓學生容易取得軟
體，宜選用自由軟體或免費軟體來說明；若編選教材時暫無適用的自由軟體，可改以授權的套裝軟體作
為教材說明，若未來有適用的自由或免費軟體，宜採用之。 3.宜增加目前較新的電腦新知，提供學生學
習符合現代生活的內容。 二、教學方法 1. 老師講解、導讀。 2. 多採實例講解，以幫學生瞭解課程內
容。 3. 實際操作。

備查版



玉石研磨

選修 實習科目　

　表 11-2-3-5國立玉里高級中學(原住民重點學校)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Jade grinding

師資來源 內聘

科目屬性 實習科目

科目來源 學校自行規劃

學生圖像
品格力：尊重生命，關懷社會 誠信負責，身心健全、資訊力：溝通協調．科技應用 自主學習，組織統
整、創新力：團隊合作．主動積極．創意思考．活潑熱情

適用科別

體育班

0

第三學年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玉石作品從原料採集至作品完成之過程。 二、培養創作表現的想像、創造及鑑賞的知能。
三、具備玉石研磨相關專業技術與實作完成的能力，培育技術人才。 四、培育終身愛好美術工藝的興
趣，提升人文素養與生活品學習。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玉石研磨基本原理概論與操作
1.認識寶玉石、玉石加工原理
2.作品欣賞與基本機械操作介紹

6

(二)石材取料
1.玉石切割練習，玉石切割取料原則
2.基礎實物平面加工研磨練習

6

(三)單凸面加工一
1.玉石切割取料
2.基礎造形實物研磨技巧―單凸面(戒面)

9

(四)單凸面加工二 3.玉石拋光程序介紹與拋光練習 9

(五)雙凸面加工一
1.玉石切割取料
2.基礎造形實物研磨技巧―雙凸面(墜子)

9

(六)雙凸面加工二 3.玉石拋光練習 9

(七)玉石打孔加工 1.高週波鑽孔機使用技巧與練習 9

(八)玉石造形設計一
1.玉石切割取料
2.基礎造形實物研磨技巧―月牙造形墜子設計

9

(九)玉石造形設計二
3.玉石拋光
4.玉石切割取料

9

(十)基礎造形實物研磨一
1.基礎造形實物研磨技巧―肉粽造形吊飾設計
2.玉石拋光

9

(十一)基礎造形實物研磨二 3.玉石切割取 9

(十二)實物研磨技巧應用一 1.基礎造形實物研磨技巧―文昌筆造型設計 7

(十三)實物研磨技巧應用二 2.玉石拋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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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操作評量、作品評量

教學資源 大專院校珠寶系交流研習

教學注意事項
1.訓練實習技能:創作設計、實務操作、知識鏈結 2.重視職業道德:準時上課、主動參與討論、材料收拾
歸位 3.累積學生相關知識:資料蒐集、了解玉石研磨作品製作過程、培養創作力、想像力與鑑賞力

備查版



圖文編排實習

選修 實習科目　

　表 11-2-3-6國立玉里高級中學(原住民重點學校)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Typography and Editorial Design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科目屬性 實習科目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生圖像
品格力：尊重生命，關懷社會 誠信負責，身心健全、資訊力：溝通協調．科技應用 自主學習，組織統
整、創新力：團隊合作．主動積極．創意思考．活潑熱情

適用科別

體育班

6

第三學年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引用教材的資料，描述分享圖文編排的運用概念。 (二)分辨作業的需求，規劃選擇圖文編排的適當
設備。 (三)依循老師的引導，開始操作圖文編排的相關用具。 (四)重整課程的學習，設計製作圖文編
排的相關作品。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導論
1.圖文編排的概念與運用
2.圖文編排的構成元素

3
圖文編排的構成元素：
版面、文字、圖像、色
彩配置、圖文整合。

(二)版面
1.版面的概念
2.版面的種類

6
版面：文件基本概念與
頁面配置。

(三)文字1
1.文字的基本構成要素
2.漢字、英文字與數字的演變
3.漢字、英文字與數字的基本筆劃特色

18

(四)文字2
1.字體設計與應用
2.字群的編輯設計與應用

9

(五)圖像
1.靜態圖像編排
2.動態圖像編排

18

1.靜態圖像：圖表和圖
形...等。
2.動態圖像：視訊、動
畫...等。

(六)圖文整合

1.文字的編排
2.圖像的編排
3.色彩的配置
4.圖像與文字整合編排

15

1.文字的編排：段落、
樣式處理。
2.色彩的配置：配色與
調和、編排的色彩應
用。

(七)圖文編排原理
1.視覺心理與動線
2.編排美感原則
3.編排構成形式

12

1.編排美感原則：單純
與秩序、對比與和諧、
對稱與均衡、節奏與韻
律、虛實與留白...等。
2.編排構成形式：點、
線、面、自由版式設
計...等。

(八)平面編排設計與應用

1.書籍編排設計與應用
2.報紙編排設計與應用
3.海報編排設計與應用
4.型錄編排設計與應用

15
書籍編排：書本、雜
誌、作品集等。

(九)數位編排設計與應用

1.網頁編排設計與應用
2.簡報編排設計與應用
3.電子書編排設計與應用
4.行動載具編排設計與應用

12
行動載具泛指手機或其
它行動裝置上的應用程
式。

　合　計　 108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
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
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性別平等)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形成性評量：配合各種
教學媒體，以口頭問答、討論或實作等方式實施評量。 4診斷性評量：以作業考核列為過程評量的成
績，未達標準者予以逐項指正，建立其基本技能，再予以評量。 5總結性評量：以階段性測驗成績做總
結性評量考核標準。 6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
上進提昇自我。 7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切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
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8.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
教學；對於具特殊才能的學生，應實施充實性教學，已充分發展其特殊才能。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設計相關媒體雜誌、教材、教具及其他教
學資源。 2.學校宜提供成果展示區，供學生分享創意及作品賞析。教師教學可適時帶領學生到校外參
訪，使理論與實務相結合，提高學習興趣和效果。 3.學校應配合國家技能檢定政策，引發學生學習技能
的興趣，提升技術及職業教育教學的成效及功能。 4.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資源、網路資源與社區、社會
資源，結合在地特色及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教學注意事項

(一)教材編選 1.教材的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宜多方收集日常生活與各類設計中有關圖
文編排的實例，使學生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 2.教材之選擇應顧及學生在圖文編排的學習經
驗，且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
銜接。 3.教材之選擇須注意銜接性，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以適當的組織，宜灌輸正
確操作製圖與上色用具及電腦軟硬體的方式。 4.教材之選擇重視圖文編排的專業知識與電腦科技應用的
關聯，使學生能獲得統整之知能，以聯合運用於實際工作中。 5.教材之選擇宜適合高職程度，須具啟發
性與創造性，並應重視個別的差異化教學。 (二)教學方法 1.本科目為實習科目，重視教師的講解及現
場示範，並依學生的程度差異做個別的指導，為達教學功效，建議分組教學，是否分組上課，得依主管
機關規定辦理。 2.教師在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教師教學應以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且課堂講授及實際練習並重。 4.教師教學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並利用習作讓
理論能透過實作方式靈活運用。 5.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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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攝影實習

選修 實習科目　

　表 11-2-3-7國立玉里高級中學(原住民重點學校)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Basic Photography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科目屬性 實習科目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生圖像
品格力：尊重生命，關懷社會 誠信負責，身心健全、資訊力：溝通協調．科技應用 自主學習，組織統
整、創新力：團隊合作．主動積極．創意思考．活潑熱情

適用科別

體育班

2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相機、鏡頭、感光材料的使用方式及成像技巧。 (二)學會各式相機技術的拍攝與應用方式。
(三)欣賞生活中不同類別攝影作品的表現。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攝影基本概念

1.攝影的意義與起源
2.攝影的功能
3.攝影的要素
4.攝影的範疇
4.1光
4.2被照物與環境
4.3成像器
4.4控制器
4.5接收器
4.6處理系統
4.7人文自然與美學

4

(二)相機操作

1.相機的種類
2.傳統及數位相機的構造與功能
3.光圈與快門
4.鏡頭的運用
5.感光度
6.取景與調焦
7.景深的控制
8.曝光模式
9.相機的保養

4

(三)鏡頭運用

1.鏡頭的種類
2.鏡頭的使用方法
3.鏡頭的選擇
4.鏡頭的保養

4

(四)影像記錄元件運用

1.影像記錄形式
1.1像素概念
1.2解析度概念
2.影像記錄特性
3.影像記錄的選擇
4.數位感光元件

2

(五)光源認識與運用

1.光源的認識與應用
1.1自然光源
1.2人工光源
1.3光源的大小
2.基本採光技巧
2.1光源明暗比例
2.2各種光源方向
3.閃光燈的特性
3.1連續光源
3.2閃光光源
4.閃光燈的使用技巧
5.室內人像採光方式

6
1.3.1點光源
1.3.2擴散光源
1.3.2中間光源

(六)構圖運用

1.構圖的基本原理
2.構圖與攝影的配合
3.主題與空間的處理
4.攝影構圖

4

(七)濾鏡運用

1.黑白攝影用濾鏡
2.彩色攝影用濾鏡
3.特殊效果用濾鏡
4.濾鏡與白平衡

2

(八)主題攝影

1.風景攝影
2.花卉攝影
3.動物攝影
4.生態攝影
5.街頭攝影
6.其它主題攝影

6

(九)數位影像後製

1.數位影像處理軟體
2.數位影像處理技法
3.數位影像檔案輸入與輸出設定
4.色彩校正
5.數位影像媒材種類
6.數位影像保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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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師於教學時須做客觀的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做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
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
(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性別平等)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形成性評量：
配合各種教學媒體，以口頭問答、討論或實作等方式實施評量。 4.診斷性評量：以作業考核列為過程評
量的成績，未達標準者予以逐項指正，建立其基本技能，再予以評量。 5.總結性評量：以階段性測驗成
績作總結性評量考核標準，除了是非題及選擇題的型式外，並應以實作方式予以考核。 6.因應學生學習
能力的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提昇自我。 7.學生作品宜仔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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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時時導正其錯誤習慣；另視需要採取個別指導方式。 8.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切運用，除作為教師
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9.未通過評量的學
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具特殊才能的學生，應實施充實性教學，已充分發
展其特殊才能。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設計相關媒體雜誌、教材、教具及其他教
學資源。 2.學校宜提供成果展示區，供學生分享創意及作品賞析。教師教學可適時帶領學生到校外參
訪，使理論與實務相結合，提高學習興趣和效果。 3.學校應配合國家技能檢定政策，引發學生學習技能
的興趣，提升技術及職業教育教學的成效及功能。 4.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資源、網路資源與社區、社會
資源，結合在地特色及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教學注意事項

(一)教材編選 1.教材的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
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
謀解決之道，以改進目前生活。 2.教材之選擇應顧及學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
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的課程銜接。 3.教材之選擇須注意「縱」的銜
接。 4.教材之選擇須重視「橫」的聯繫。 5.教材之選擇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
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
能力。 6.教材編選除了設計群各版本教材外，教師亦可參考其他群別的攝影教材。 7.因本科教學重視
實際實習課程，教材編選宜選擇適合題例，以供學生練習學習。 8.教師宜多蒐集有關基礎攝影的範例，
培養其對基礎攝影的學習興趣。 9.教材編選應選擇適合學生程度之教材，並應重視個別的差異化教學。
10.教材編選應加強基礎攝影技法能力之培養。 (二)教學方法 1.本科目為實習科目，應重視教師的講解
及現場示範，並依學生的程度差異做個別的指導，為達教學功效，建議分組教學，是否分組教學，得依
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2.教師教學前編定教學進度表。 3.教師教學時以和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
材。 4.教師教學時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
的步驟。 5.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6.本科教學理論及
實習並重，故教學時間安排，以每週示範講解1節，實際練習1節為原則。 7.教學活動應重視示範教學及
個別輔導。 8.鼓勵學生家長添購攝影設備，以強化學生學習效果。 9.可適時搭配、運用各式教學媒體
進行示範教學，加強學習動機。 10.應兼顧各式攝影器材之學習，以適應各種不同的就業市場需求。
11.應多方蒐集實例作品，進行鑑賞及分析比較。 12.應就學生作品加以分析討論，以提升學習興趣及創
作能力。 13.可利用攝影教室或數位設計教室進行教學，供學生做相關練習與作品賞析。 14.課程內容
可至戶外攝影、室內攝影、數位影像攝影、並結合電腦影像處理。 15.本課程相關實作，可以手繪畫稿
方式，進行發想、構思。 16.各單元的作業量及深度，可依學生程度作適當調整。



影音製作實習

選修 實習科目　

　表 11-2-3-8國立玉里高級中學(原住民重點學校)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Video and Audio Production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科目屬性 實習科目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生圖像
品格力：尊重生命，關懷社會 誠信負責，身心健全、資訊力：溝通協調．科技應用 自主學習，組織統
整、創新力：團隊合作．主動積極．創意思考．活潑熱情

適用科別

體育班

0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 )分辨 影音媒體 的範疇，統整正確的製作觀念。 (二 )依循教師指導，分辨媒體製作流程。 (三 )
操作相關器材，製作不同的影音 媒體素材 。 (四 )規劃影音 媒體 的整合，建構完整實作演練。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 一 )影音媒體概述
1.影音媒體的演進
2.影音媒體應用的範疇
3.影音媒體製作流程

4

( 二) 拍攝規劃及相關表格
1.拍攝團隊工作分配說明
2.拍攝 記錄表格
3.企劃書撰寫

8

( 三 )影音製作設備介紹
1.認識攝影棚
2.影片拍攝器材使用說明
3.錄音室環境及設備介紹

6

( 四 )拍攝取景應用

1.取景鏡位
2.拍攝運鏡技能
3.鏡頭角度
4.鏡頭運動

6

( 五) 媒體素材取得作業一

1.工作分配
2.動態影像取得
2.1靜態圖片串連
2.2動態影片取得

6

( 五) 媒體素材取得作業二
3.錄音與音效
3.1環境音及現場收音
3.2錄音室配音與音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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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師於教學時須做客觀的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做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
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 知識 、技能、情意
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性別平等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並依學生個別狀況
進行多元評量。 3.形成性評量：配合各種教學媒體，以口頭問答 討論方式實施評量。 4診斷性評量：
以作業考核列為過程評量的成績，未達標準者予以逐項指導，建立其基本知能，再予以評量。 5總結性
評量：以 階段性 測驗或作業成績做總結式評量考核標準。 6因應學生學習能力的不同，評量應注意鼓
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 提昇自我 。 7學習 評量的結果須妥切運用，除作為教師
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 解與合作。 8未通過評量的
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具特殊才能的學生，應實施充實性教學，已充分
發展其特殊才能。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設計相關媒體雜誌、教材、教具及其他教
學資源。 2.學校宜提供成果展示區，供學生分享創意及作品賞析。教師教學可適時帶領學生到校外參
訪，使理論與實務相結合，提高學習興趣和效果。 3.學校應配合國家技能檢定政策，引發學生學習技能
的興趣，提升技術及職業教育教學的成效及功能。 4.學校 宜充分利用圖書資源、網路資源與社區、社
會資源，結合在地特色及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教學注意事項

1.因本科教學重視實務課程，宜多舉例影音實作，以供學生參考。 2.宜加強新科技應用及專業影 音製
作領域的關聯 與 銜接，各單元能由簡入深，由易而難，詳細列舉各種影音媒體取得之實作步驟，以利
教學參照。 3.選擇適合學生程度之教材，需注意影音製作的相關領域的認識，例如攝影、動畫等相關教
材，輔以系統化深入淺出的教學程序，並配合就業的實際需要。 4.教材宜加入正確使用影音器材的知
識、技能與尊重智慧財產等概念。 5本課程為學習錄影與收音技巧及如何取得影音素材為教學目的，因
此教材設計上應考量到與其他媒體製作相關課程的連貫，故建議應有基礎的攝影知能，再由靜態影像進
入動態影像與聲音的結合。

備查版



產品設計

選修 實習科目　

　表 11-2-3-9國立玉里高級中學(原住民重點學校)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Product Design

師資來源 內聘

科目屬性 實習科目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生圖像
品格力：尊重生命，關懷社會 誠信負責，身心健全、資訊力：溝通協調．科技應用 自主學習，組織統
整、創新力：團隊合作．主動積極．創意思考．活潑熱情

適用科別

體育班

6

第三學年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 認識產品設計形式要素與設計步驟 2. 培養規劃設計與設計創新能力 3. 藉由多元媒材應用創作，涵
養藝術與美感素養 4. 建立資源再用觀念，尊重自然與多元文化 5. 培養具備專業知識、技能，養成良
好工作態度與職業倫理道德 6. 內化團隊合作精神，建立正確職場安全衛生觀念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設計概論
1.形態與造型
2.造型形式原理

6

(二)設計步驟
1.市場分析
2.產品定位
3.形式與機能

6

(三)創意思考
1.創意的思考法
2.創意的表現法
3.案例分析

6

(四)設計實務

1.設計模仿與抄襲
2.智慧財產權
3.設計草圖練習與評圖
4.設計圖完稿

9

(五)安全衛生

1.一般安全衛生
2.人員安全衛生
3.機具設備安全衛生
4.易燃物安全衛生
5.電氣設備安全衛生
6.消防逃生與緊急事故處理

9

(六)材料運用
1.石材、塑膠、金屬多元媒材應用
2.木工材料種類與應用
3.環氧樹脂應用製作

6

(七)機具介紹

1.實習安全衛生注意事項
2.木工手工具介紹、操作與注意事項
3.木工氣、電動工具介紹、操作與注意事項
4.木工機具介紹與正確操作及安全注意事項

12

(八)產品設計與實作
1.設計規劃
2.實品製作

18

(九)產品實作
1.選取材料
2.實務操作

18

(十)產品整體設計與塗裝
1.設計圖
2.作品完成與塗裝應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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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 實習心得報告作業 2. 設計評圖報告與課堂參與表現 3. 作品製作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

教學資源
1. 設計基礎教科書與自編教材 2. 電腦與投影機等資訊設備 3. 相關網路資源 4. 木工實習工場相關設
備

教學注意事項

一、教材編選 (一)符合教育部審定通過之教科書版本。 (二)自編教材與PPT 二、教學方法 (一)講述法
藉由介紹形式的原理原則與培養學生對外在事物更加敏銳，提升觀察藝術之美，以及分析其特色與創
意，幫助學生觀察藝術之美，內化成為自己的美學能量。 (二)討論法 利用創意思考與討論式的方式，
讓學生能多元的去思考各種媒材創作的可能性，蒐集有關資訊、擬訂解決方案、選定及執行解決方案，
以及進行方案評鑑與改進等程序實施教學。 (三)案例法 透過媒體、雜誌的設計創作案例，以引起學生
仿作動機，進而自行推理分析，習得演繹法的實作程序及方法；請學生分析設計特性、理論基礎、製作
實務、問題發覺與解決，培養學生思考批判素養與問題解決能力。 (四) 演示法 工具操作與成品製作以
實務演練示範教學，培養學生具備實作知識與技能，以及實務探究能力。獲得思考智能、習得操作技
能、達成課程目標為原則。 (五)實作法 提供學生自我發揮之創造空間，學生親手操作與製作產品，以
熟練實作技巧，教師從旁協助善加指導，將設計概念透過動手做形成作品、感受親自完成作品的喜悅，
習得邏輯順序法之實作程序及方法，並培養實作技能、團隊分工合作的學習。

備查版



陶藝

選修 實習科目　

　表 11-2-3-10國立玉里高級中學(原住民重點學校)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Ceramics

師資來源 內聘

科目屬性 實習科目

科目來源 學校自行規劃

學生圖像
品格力：尊重生命，關懷社會 誠信負責，身心健全、資訊力：溝通協調．科技應用 自主學習，組織統
整、創新力：團隊合作．主動積極．創意思考．活潑熱情

適用科別

體育班

0

第三學年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培養了解陶藝作品從原料採集至作品完成之過程。 二、培養創作表現的想像、創造及鑑賞的知能。
三、具備陶藝作品實作完成的能力 四、培育終身愛好美術工藝的興趣，提升人文素養與生活品質。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陶藝概說
1.認識工作場所、設備、道具
2.介紹陶器的原料
3.黏土處理和揉泥練土

6

二、 陶瓷裝飾技法(一) 1.拍印 2.印紋 3.雕刻 4.鏤空 6

三、 陶瓷裝飾技法(二)
5.堆紋與模印貼
花 6.絞胎 7.遮蓋去蝕

6

四、陶器成形與加工(一) 1.徒手成形 6

五、陶器成形與加工(二) 2.模製成形 6

六、陶器成形與加工(三) 3.拉坯成形 6

七、坯體表面施釉處理(一) 1.浸釉 2.淋釉 6

八、坯體表面施釉處理(二) 3.刷釉 4.滴釉 5.噴釉 6

九、構思設計主題(一) 1.優良作品賞析 4

十、構思設計主題(二) 2.資料蒐集及設計草圖 8

十一、陶土成形實務(一) 1.作品設計 9

十二、陶土成形實務(二) 2.作品成形 9

十三、窯爐操作與素燒(一) 1.乾燥 6

十四、窯爐操作與素燒(二) 2.素燒 6

十五、釉藥與彩釉(一) 1. 釉藥與彩釉技巧 6

十六、釉藥與彩釉(二) 2. 作品噴釉實務操作 6

十七、作品發表
1. 作品整理與組裝
2. 優秀作品成果發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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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資料蒐集、參與討論、創作設計、實務操作

教學資源 自編講義、優質坊間專書、媒體教學資源

教學注意事項
一、每學期3學分，共6學分。 二、本科目為實習科目，以實務操作為主。 三、除了教師實際示範外，
善用各種媒體分析講解步驟，以加強學習效果。 四、注重學生個別指導，力求從做中學，融會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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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剪輯實習

選修 實習科目　

　表 11-2-3-11國立玉里高級中學(原住民重點學校)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Video and A udio C lips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科目屬性 實習科目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生圖像
品格力：尊重生命，關懷社會 誠信負責，身心健全、資訊力：溝通協調．科技應用 自主學習，組織統
整、創新力：團隊合作．主動積極．創意思考．活潑熱情

適用科別

體育班

0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 分辨影音剪輯的系統的差異，選擇合適的製作方式。 (二) 依循教師引導，操作影音輯剪軟體。
(三) 進行實際影片剪輯，並整合配音混音軟體之應用。 (四) 完成正確格式的影片，展示影音剪輯製作
的正確觀念。 (五) 操作雲端儲存及跨平台系統分享。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 一 影音剪輯概述
1.影音剪輯系統的演進
2.影音剪輯的軟體介紹與應用
3.影音剪輯系統製作流程

4

( 二 )非線性剪輯作業

1.影片的擷取與匯入
2.媒體素材的編輯
3.視覺與轉場特效
4.影片色彩校正
5.字幕的匯入
6.視訊的編輯與剪輯

8

( 三 )後製特效應用

1.影像的去背與遮罩應用
2.分子運動特效
3.運動追蹤
4.模擬光與攝影機

6

( 四 )配音與混音工程
1.旁白或對白錄製
2.音效錄製
3.混音與配樂

6

( 五 )影音整合與輸出應用一
1.影音剪輯的敘事方法
2.影音整合

6

( 六 )影音整合與輸出應用二
3媒體平台的認識
4.影片輸出的格式與應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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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師於教學時須做客觀的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做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
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 知識 、技能、情意
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 、性別平等 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並依學生個別狀況
進行多元評量。 3.形成性評量：配合各種教學媒體，以口頭問答討論方式實施評量。 4診斷性評量：以
作業考核列為過程評量的成績，未達標準者予以逐項指導，建立其基本知能，再予以評量。 5總結性評
量：以 階段性 測驗或作業成績做總結式評量考核標準。 6因應學生學習能力的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
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 提昇自我 。 7學習 評量的結果須妥切運用，除作為教師改
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 了 解與合作。 8未通過評量的學
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具特殊才能的學生，應實施充實性教學，已充分發
展其特殊才能。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設計相關媒體雜誌、教材、教具及其他教
學資源。 2.學校宜提供成果展示區，供學生分享創意及作品賞析。教師教學可適時帶領學生到校外參
訪，使理論與實務相結合，提高學習興趣和效果。 3.學校應配合國家技能檢定政策，引發學生學習技能
的興趣，提升技術及職業教育教學的成效及功能。 4.學校 宜充分利用圖書資源、網路資源與社區、社
會資源，結合在地特色及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教學注意事項

1.因本科教學重視實務課程，宜多舉例影音實作，以供學生參考。 2.宜加強新科技應用及專業影音製作
領域的關聯 與 銜接，各單元能由簡入深，由易而難，詳細列舉各種影音剪輯之實作步驟，以利教學參
照。 3.選擇適合學生程度之教材，需注意影音剪輯的相關領域的認識，用「剪輯」詮釋影片敘事觀念之
培養，並可融入攝影、動畫、蒙太奇風格等相關教材。 4.輔以系統化深入淺出的教學程序，並配合就業
的實際需要。 5.教材宜加入正確使用影音剪輯器材的知識、技能之培養及職業道德、網路禮儀、尊重智
慧財產等概念。 6.本課程為培養影片剪輯製作及如何與數位成音應用科技結合為目的，因此教材設計上
應考量到與其他媒體製作相關課程的連貫，循序漸進由影音製作實 習再進階到影音剪輯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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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商業攝影實習

選修 實習科目　

　表 11-2-3-12國立玉里高級中學(原住民重點學校)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Digital and Commercial Photography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科目屬性 實習科目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生圖像
品格力：尊重生命，關懷社會 誠信負責，身心健全、資訊力：溝通協調．科技應用 自主學習，組織統
整、創新力：團隊合作．主動積極．創意思考．活潑熱情

適用科別

體育班

2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了解專業相機、電子閃光燈與測光錶之使用方式。 (二)熟悉電子閃光燈採光之運用方式。 (三)運
用各式攝影構圖之應用方式。 (四)欣賞生活中各種專題攝影之表現。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室內攝影棚器材認識與操作

1.座架式相機
2.電子閃光燈
3.測光錶
4.背景架設

6

(二)閃光燈採光運用

1.包圍式採光運用
2.反光體採光運用
3.透明體採光運用
4.吸收體採光運用
5.採光工具運用

10

(三)專題攝影表現

1.人像與商業攝影
1.1戶外人像專題攝影
1.2婚禮與活動攝影
1.3運動專題攝影
2.靜物與商業攝影
2.1景觀專題攝影
2.2建築專題攝影
2.3商品專題攝影
2.4其他專題攝影

16

(四)專題攝影設計與輸出
1.專題攝影設計運用
2.專題攝影輸出運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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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師於教學時須做客觀的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做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
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評量內容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
趣、職業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形成性評量：配合各種教學媒體，以口頭問答、討論或
實作等方式實施評量。 4.診斷性評量：以作業考核列為過程評量的成績，未達標準者予以逐項指正，建
立其基本技能，再予以評量。 5.總結性評量：以階段性測驗成績作總結性評量考核標準，除了是非題及
選擇題的型式外，並應以實作方式予以考核。 6.因應學生學習能力的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
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提昇自我。 7.學生作品宜仔細評量，時時導正其錯誤習慣；另視需要採
取個別指導方式。 8.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切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應通
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9.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
教學；對於具特殊才能的學生，應實施充實性教學，已充分發展其特殊才能。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設計相關媒體雜誌、教材、教具及其他教
學資源。 2.學校宜提供成果展示區，供學生分享創意及作品賞析。教師教學可適時帶領學生到校外參
訪，使理論與實務相結合，提高學習興趣和效果。 3.學校應配合國家技能檢定政策，引發學生學習技能
的興趣，提升技術及職業教育教學的成效及功能。 4.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資源、網路資源與社區、社會
資源，結合在地特色及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教學注意事項

(一)教材編選 1.以商業攝影相關的教材為主要編選的範圍。 2.教材的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並配合科技
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理解，使學生不但能應用所學知能於
實際生活中，且能洞察實際生活之各種問題，思謀解決之道，以改進目前生活。 3.教材之選擇應顧及學
生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程序，一方面基於前階段學校的學習經驗，一方面須考慮與後階段學校
的課程銜接。 4.教材之選擇須注意「縱」的銜接。 5.教材之選擇須重視「橫」的聯繫。 6.教材之選擇
需具啟發性與創造性，課程內容及活動須能提供學生觀察、探索、討論與創作的學習機會，使學生具有
創造思考、獨立判斷、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能力。 7.教材編選除了設計群各版本教材外，教師亦可參
考其他群別的攝影教材。 8.因本科教學重視實際實習課程，教材編選宜選擇適合題例，以供學生練習學
習。 9.教材編選應選擇適合學生程度之教材，並應重視個別的差異化教學。 (二)教學方法 1.本科目為
實習科目，應重視教師的講解及現場示範，並依學生的程度差異做個別的指導，為了達到教學功效，建
議分組教學，是否分組上課，得依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2.教師教學前，應編定教學進度表。 3.教師教
學時，應以和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4.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
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
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6.本科教學理論及實習並重，故教學時間安排，以每週示範講解1節，實際練
習1節為原則。 7.教學活動應重視示範教學及個別輔導。 8.為了鼓勵學生進行課程課後練習與學習，鼓
勵學生家長添購新關攝影設備，以強化學生學習效果。 9.可適時搭配、運用各式教學媒體進行示範教
學，加強學習動機。 10.應兼顧各式專題攝影之學習，以適應各種不同的就業市場需求。 11.應多方蒐
集實例作品，進行鑑賞及分析比較。 12.應就學生作品加以分析討論，以提升學習興趣及創作能力。
13.可利用攝影教室或數位設計教室進行教學，供學生做相關練習與作品賞析。 14.課程內容可至戶外攝
影、室內攝影、數位影像攝影、並結合電腦進行專題攝影設計與輸出之處理。 15.本課程相關實作，可
以手繪畫稿方式，進行發想、構思。 16.各單元的作業量及深度，可依學生程度作適當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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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設計基礎

選修 實習科目　

　表 11-2-3-13國立玉里高級中學(原住民重點學校)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Digital Design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科目屬性 實習科目

科目來源 學校自行規劃

學生圖像
品格力：尊重生命，關懷社會 誠信負責，身心健全、資訊力：溝通協調．科技應用 自主學習，組織統
整、創新力：團隊合作．主動積極．創意思考．活潑熱情

適用科別

體育班

0

第一學年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能瞭解數位設計的相關發展、概念及相關應用軟體。 二、能培養良好的工作習慣與正確運用電腦的
觀念。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數位設計基本概念
1.數位設計的發展
2.數位設計所需的電腦軟硬體
3.網際網路在數位設計上的應用

8

(二)數位設計相關軟體介紹一
1.繪圖軟體。
向量、點陣等繪圖軟體。
2.圖像處理軟體。

7

(二)數位設計相關軟體介紹二
2.1 數位化素材(如數位相機、掃瞄器等介紹使
用)。
2.2 簡易修片、輸出等。

7

(三)動畫與多媒體編輯軟體應用一
1.動畫軟體。
2.多媒體編輯軟體。

7

(三)動畫與多媒體編輯軟體應用二
2.1 攝、錄影。
2.2 簡易影像剪輯、輸出等。

7

(四)符號設計一
1.環境與符號之運用
2.造型資料收集討論

5

(四)符號設計二 3.實用記號設計製作 5

(五)圖案設計一
1.圖案草圖繪製
2.色彩運用及配色

5

(五)圖案設計二
3.掃描草圖電腦繪製
4.視覺結構與色彩調和度

5

(六)創意數位設計一
1.創意發想與討論
2.視覺設計原理應用

8

(六)創意數位設計二
3.數位設計表現實作
4.創意視覺圖形設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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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為達充分、具體、客觀，應依以下四個項目評量： 1.情意性評量：隨時觀察記錄，包括課前準備、勤學
精神態度等。 2.形成性評量：配合各種教學媒體，以口頭問答討論方式實施評量。 3.診斷性評量：以
作業考核列為過程評量的成績，未達標準者予以逐項 指導，建立其基本知能，再予以評量。 4.總結性
評量：以期中、期末測驗成績作總結性評量考核標準。

教學資源 1.電腦教室、視聽教室。 2.電腦、數位設計相關軟體、輸出設備。

教學注意事項

1.本課程基本上為灌輸電腦科技如何及設計專業結合之課程，因此其教學上應考慮到及其他設計相關課
程間的連貫。 2.教學時間之安排，每週以講課一節、電腦操作一節為原則。 3.教學活動應重視示範及
個別輔導。 4.教學過程中應加強職業道德及正確使用電腦觀念之培養。 5.教學評量之結果，未達標準
者應實施補救教學；能力佳者，應給予加深加廣之輔導。 6.蒐集製作或購置範例、ppt、影片等，以輔
助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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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基礎實習

選修 實習科目　

　表 11-2-3-14國立玉里高級中學(原住民重點學校)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Basic Painting Practice

師資來源 內聘

科目屬性 實習科目

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

學生圖像
品格力：尊重生命，關懷社會 誠信負責，身心健全、資訊力：溝通協調．科技應用 自主學習，組織統
整、創新力：團隊合作．主動積極．創意思考．活潑熱情

適用科別

體育班

4

第一學年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說明描述繪畫及設計的關係。 (二)養成觀察形體、空間結構的能力。 (三)運用基本的光影變化、
肌理質感、構圖，表現描繪能力。 (四)表現繪畫及設計的基礎描繪呈現。 (五)運用使用不同素描媒材
的基礎能力。 (六)感受並且描述繪畫的視覺語言及形式。 (七)養成良好的繪畫美感、情感及創作步驟
的能力呈現。 (八)具備運用不同彩繪媒材的基礎技巧及表現能力。 (九)養成觀察能力及速寫與水彩描
繪能力。 (十)養成精密、準確與跨媒材的描繪能力。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基本繪畫及素描概說

1.繪畫與素描的定義及目的
2.繪畫與設計的關係及重要性
3.繪畫與素描表現內容及形式簡介
4.繪畫與素描材料、工具及表現方法

3

(二)鉛筆素描概說
1.工具及基本技法介紹
2.鉛筆素描的基本技法練習

3

(三)形體的觀察及描繪
1.形體的簡化
2.形體的比例及量測
3.形體的描繪練習

6

(四)空間的觀察與表現
1.各種空間的觀察
2.各種空間的表徵
3.各種空間的表現練習

3

(五)光影明暗的觀察及表現
1.光影明暗變化的觀察
2.光影明暗的表徵
3.光影明暗的表現練習

6

(六)肌理質感的觀察及表現
1.各種肌理質感的觀察
2.各種肌理質感的表徵
3.各種肌理質感的表現練習

3

(七)構圖概說
1.繪畫及構圖概說
2.構圖形式介紹
3.畫面主從關係之處理

3

(八)其他材料及形式的素描

1.其他材料的素描介紹及練習
1.1炭筆素描
1.2沾水筆素描
1.3簽字筆素描
1.4其他
2.其他表現形式的素描介紹及練習
2.1點畫
2.2線畫
2.3其他

6

(九)繪畫的視覺語言及形式原則

1.秩序及平衡
2.繪畫的點、線、面、體
3.光影及明暗
4.色彩
5.空間及透視
6.肌理及質感
7.動態及張力

6

(十)速寫練習

1.靜態速寫練習
2.風景速寫練習
3.動態速寫練習
4.人物速寫練習

6

(十一)水彩畫習作

1.水彩畫基本技法及特性簡介
2.水彩和素描的結合
3.各類型水彩畫作品欣賞
4.水彩畫的基本表現及創作練習

6

(十二)其他彩繪材料習作

1.其他各種彩繪材料基本技法及特性簡介
1.1乾性顏料
1.2水性顏料
1.3油性顏料
1.4壓克力顏料
1.5麥克筆
2.其他各種彩繪作品欣賞

6

(十三)繪畫的情感表達及創作
1.繪畫的情感表達要素
2.情感表達與技法的結合

3

(十四)創意草圖及彩色稿

1.由創意草圖(thumbnail)、粗稿(rough sketch)
到彩色精稿(comprehensive)的發展轉換及練習
2.各種彩繪材料的彩色精細稿表現及繪製
3.構圖能力及完整性

6

(十五)精細描繪
1.精細描繪的意義
2.精細描繪的步驟及方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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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教師於教學時須做客觀的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做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
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技能、情意
(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性別平等)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形成性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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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各種教學媒體，以口頭問答、討論或實作等方式實施評量。 5.診斷性評量：以作業考核列為過程評
量的成績，未達標準者予以逐項指正，建立其繪畫基礎技能，再予以評量。 6.總結性評量：以階段性測
驗成績作總結性評量考核標準，除了是非題及選擇題的型式外，並應以繪畫基礎的實作方式予以考核。
7.學生作品宜仔細評量，時時導正其錯誤習慣；另視需要採取個別指導方式。 8.因應學生學習能力的不
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提昇自我。 9.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切運
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10.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具特殊才能的學生，應實施充實
性教學，已充分發展其特殊才能。

教學資源

1.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設計相關媒體雜誌、教材、教具及其他教
學資源。 2.學校宜提供成果展示區，供學生分享創意及作品賞析。教師教學可適時帶領學生到校外參
訪，使理論與實務相結合，提高學習興趣和效果。 3.學校應配合國家技能檢定政策，引發學生學習技能
的興趣，提升技術及職業教育教學的成效及功能。 4.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資源、網路資源與社區、社會
資源，結合在地特色及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教學注意事項

(一)教材編選 1.教材的選擇應顧及學生的學習經驗並配合學生的身心發展順序，除設計群各版本教材
外，為能適合學生的程度教師亦可參考其他群別的繪畫教材。 2.因本科教學重視實際繪畫基礎實習課
程，宜選擇適合題例，以供學生練習學習。 3.教師宜多蒐集有關繪畫的各式題例、以適合學生的程度，
由淺至深，培養其對繪畫的學習興趣。 4.選擇適合學生程度之教材，並應重視個別的差異化教學。 5.
繪畫基礎為進階繪畫課程的基礎，宜加強基礎繪畫技法能力之培養。 (二)教學方法 1.本科目為實習科
目，重視教師的講解及現場示範，並依學生的程度差異做個別的指導，為達教學功效，建議分組教學，
是否分組上課，得依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2.教師在教學前應編訂教學進度表。 3.本科教學理論及實習
並重，故教學時間的安排，以每週示範講解，實際繪圖練習視實際教學情況而定。 4.教學活動應重視示
範教學及個別輔導。 5.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多舉例；並可適時搭配、運用電腦教學
影片進行示範教學，加強學習動機。 6.應兼顧簡易工具及最新精密儀器之學習，務期適應各種不同的就
業市場需求。 7.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成效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體育專業培訓

充實(增廣)性

（四）彈性學習時間之充實(增廣)/補強性課程 (全學期授課)

　表 11-2-4-1國立玉里高級中學(原住民重點學校)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彈性學習時間充實(增廣)/補強性 課程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Player training

師資來源 內聘

科目屬性

適用科別 體育班

節/週 每週1節，共18週

開課
年級/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年、第三學年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一、 強化競技運動單項賽事各項參賽知能。 二、 厚植競技運動單項賽事各項戰術戰略應用技能。
三、 熟練並於競賽實務中活用所需之綜合競技能力。 四、 尊重競技運動文化，且表現出符合運動倫理
道德之行為。

s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一)專項體能Ⅰ

1.動力、速度、敏捷
2.有氧耐力、馬克操、協調性
3.速度耐力、柔軟度、核心肌群
4.肌力、肌耐力訓練、射箭動作的技術

2

含：
1.棒球
2.田徑
3.籃球
4.射箭

(二)專項技術Ⅰ

1.傳接球、短傳、實戰守備、實戰打擊、特殊狀
況演練
2.反復訓練、模擬訓練、分段訓練、全程訓練
3.進攻：聯防、盯人、緊迫防守、區域緊迫防
守、快攻
4.間歇性心肺功能訓練、風向判斷的技術

2

含：
1.棒球
2.田徑
3.籃球
4.射箭

(三)專項體能Ⅱ

1.肌耐力、游泳-肢體協調、球類輔助
2.藥球、重量、間歇、配速
3.速度、肌力、動力、敏捷
4.柔軟度、核心肌群、基礎器材調整

2

含：
1.棒球
2.田徑
3.籃球
4.射箭

(四)專項技術Ⅱ

1.傳接球、轉傳、個人守備基本動作修正、打擊
訓練、Lon-tee、跑壘練習
2.反復訓練、模擬訓練、分段訓練、全程訓練
3.防守：快攻、半場盯人、全場盯人、區域聯
防、全場區域緊迫、混合
4.肌力、肌耐力訓練、射箭動作的技術

2

含：
1.棒球
2.田徑
3.籃球
4.射箭

(五)專項體能Ⅲ

1.動力、速度、敏捷
2.有氧耐力、馬克操、協調性
3.速度耐力、柔軟度、核心肌群
4.間歇性心肺功能訓練、風向判斷的技術

2

含：
1.棒球
2.田徑
3.籃球
4.射箭

(六)專項技術Ⅲ

1.傳接球、短傳、實戰守備、實戰打擊、特殊狀
況演練
2.反復訓練、模擬訓練、分段訓練、全程訓練
3.進攻：聯防、盯人、緊迫防守、區域緊迫防
守、快攻
4.柔軟度、核心肌群、基礎器材調整

2

含：
1.棒球
2.田徑
3.籃球
4.射箭

(七)專項體能Ⅳ

1.肌耐力、游泳-肢體協調、球類輔助
2.藥球、重量、間歇、配速
3.速度、肌力、動力、敏捷
4.肌力、肌耐力訓練、射箭動作的技術

2

含：
1.棒球
2.田徑
3.籃球
4.射箭

(八)專項技術Ⅳ

1.傳接球、轉傳、個人守備基本動作修正、打擊
訓練、Lon-tee、跑壘練習
2.反復訓練、模擬訓練、分段訓練、全程訓練
3.防守：快攻、半場盯人、全場盯人、區域聯
防、全場區域緊迫、混合
4.間歇性心肺功能訓練、風向判斷的技術

2

含：
1.棒球
2.田徑
3.籃球
4.射箭

(九)專項體能Ⅴ

1.動力、速度、敏捷
2.有氧耐力、馬克操、協調性
3.速度耐力、柔軟度、核心肌群
4.柔軟度、核心肌群、基礎器材調整

2

含：
1.棒球
2.田徑
3.籃球
4.射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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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個人綜合技術運用(40％)
2.個人專項體能表現(40％)
3.競技參賽運動表現(20％)

教學資源 體育專業領域課程綱要及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 1. 課程設計以紮實、靈活、創新及熟練等原則。
2. 每學期開學前做好教學/訓練規劃，並準備教學或訓練所需資源及相關事項。
3. 備課或編寫訓練計畫時應分析學生學習經驗、運動訓練歷程、族群文化特性、教材性質、教學與訓練
目標，準備符合學生需求的學習內容，並規劃多元適性之教學與訓練活動，提供學生學習、觀察、探
索、提問、反思、討論、創作與問題解決的機會，以增強學習的理解、連貫和運用。
4. 依據核心素養、教學/訓練目標及學生學習表現，選用適合的教學/訓練模式，並就課程特性，採用經
實踐檢驗有效的教學/訓練方法或策略；或針對不同性質的學習內容，如事實、概念、原則、技能和態度
等，設計有效的教學/訓練活動，並適時融入數位學習資源與方法。
5. 依據學生多方面差異，規劃適性分組、採用多元教學/訓練模式及提供符合不同需求的學習材料與評
量方式等，並可安排普通班與體育班交流之教學活動。
6. 為增進學生學習成效，具備自主學習和終身學習能力，引導學生如何學習，包括動機策略、思考策
略，以及後設認知策略等。
7. 依據教材內容與學生能力，兼顧創意和適性，並適度補充最新之知識。
8. 教學實施以學生為中心，並強化學生自主學習、批判性與創造性思考的能力，引導其學習如何學習、
思考如何思考，進而培養終身學習的能力。
9. 活動設計應顧及學生的多元智能需求，以達成適性發展的目標。
10. 教學實施得依學生個別差異，彈性實施能力分組、跨年級分組或其他適性教學，並採取適切之協同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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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重視學生學習之情緒問題，應經常關心學生的生活、訓練及比賽情況，使其身心獲得健全發展。
12. 建立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為個別及追蹤輔導之依據。
13. 從事教學/訓練時，應注意對學生言語指導與肢體接觸的適當性，以及輔導管教與性平等相關法規。
14. 學習評量依據各該主管機關訂定之學習評量準則及相關補充規定辦理。
15. 學習評量應兼顧形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並可視學生實際需要，實施診斷性評量、安置性評量或
學生轉銜評估。
16. 依據學習評量需求自行設計學習評量工具。評量的內容應考量學生身心發展、個別差異、文化差異
及核心素養內涵，並兼顧認知、技能、情意等不同層面的學習表現。
17. 教材研發包括教科用書、各類圖書、數位教材、補救教材與診斷工具及各種學習資源等，需衡量不
同學習階段間的縱向銜接及領域/群科/學程/科目及課程類型之間的橫向統整。
18. 教材內容宜強調相互關連性與應用性，以期學生能習得實用性、統整性之知識能力及優良之心理素
質。
19. 依運動項目特徵、運動成績優良學生身心特性及比賽週期等因素，編訂具有個別化、彈性化之訓練
計畫。訓練計畫除明列遠、中、近程目標及其達成目標之過程與方法外，應包含日訓練計畫、週訓練計
畫、學期訓練計畫、年度訓練計畫之課程內容。
20.教材內容應包括各種基本戰術及創新戰術，並安排運用與熟練之課程。



專項戰術運用

校訂選修　一般科目　

（五）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表 11-2-5-1國立玉里高級中學(原住民重點學校)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special item tactical application

師資來源 內聘

科目屬性

學生圖像
品格力：尊重生命，關懷社會 誠信負責，身心健全、資訊力：溝通協調．科技應用 自主學習，組織統
整、創新力：團隊合作．主動積極．創意思考．活潑熱情

適用科別

體育班- 　 　 　

12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學習力、是適性學習的一種核心能力，包括知識質與量，更重要的是知識增加、學習成果的創新以及將
知識轉化應用的能力。 本校訂定學習力的基本核心能力―優質學習、卓越技能、適性發展、終身學
習。、執行力、是活力創新的一種核心能力，要有深厚的核心能力為基礎才能成功創新。 本校訂定執行
力的基本核心能力―活力創新、團隊合作、前瞻規劃、接軌國際。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專項戰術I-初階簡介

1.個人基本守備/投手、捕手、內野手、外野手、
個人守
備位置解說
2.隊形簡介/隊形位置.特性.功能簡介

9
1.棒球
2.籃球

專項戰術I-初階解說

1.個人基本守備/投手、捕手、內野手、外野手、
個人守
備位置操作
2.隊形基礎戰術介紹

9
1.棒球
2.籃球

專項戰術I-初階引導

1.個人基本守備/投手、捕手、內野手、外野手、
個人守
備位置實作
2.攻擊波段特性簡介與演練

9
1.棒球
2.籃球

專項戰術I-初階應用
1.打擊強化/上肢打擊策略(上半身應用)
2.防守隊形功能.特性介紹與演練

9
1.棒球
2.籃球

專項戰術II-強化初階簡介
1.打擊強化/下肢打擊策略(下半身應用)
2.邊線戰術介紹與演練

9
1.棒球
2.籃球

專項戰術II-強化初階解說
1.投球強化/增強投球動力鏈
2.底線戰術介紹與演練

9
1.棒球
2.籃球

專項戰術II-強化初階引導
1.實戰策略/守備走位
2.無球戰術介紹與演練

9
1.棒球
2.籃球

專項戰術II-強化初階應用
1.實戰策略/打擊策略
2.強邊多人戰術介紹與演練

9
1.棒球
2.籃球

專項戰術III-進階簡介

1.進階守備/投手、捕手、內野手、外野手、基本
守
備訓練(接球)
2.強邊少人戰術演練

9
1.棒球
2.籃球

專項戰術III-進階解說

1.進階守備/投手、捕手、內野手、外野手走位默
契
配合訓練
2.強弱側轉移戰術介紹與演練

9
1.棒球
2.籃球

專項戰術III-進階引導
1.進階打擊/定點打擊、快速揮擊訓練
2.強邊空間應用與分析

9
1.棒球
2.籃球

專項戰術III-進階實作
1.進階打擊/快慢速差反應訓練
2.弱側空間應用與分析

9
1.棒球
2.籃球

專項戰術IV-強化進階簡介
1.進階傳球/傳球準確度訓練
2.小組戰術介紹與演練

9
1.棒球
2.籃球

專項戰術IV-強化進階解說
1.進階傳球/傳球動作速度訓練
2.小組戰術介紹與演練

9
1.棒球
2.籃球

專項戰術IV-強化進階引導
1.戰術策略應用/牽制短打守備練習
2.團體戰術介紹與演練

9
1.棒球
2.籃球

專項戰術IV-強化進階實作

1.戰術策略應用/狀況攻擊訓練(不同出局數、好
球數擊球
策略)
2.團體戰術介紹與演練

9
1.棒球
2.籃球

專項戰術V-高階簡介

1.進階基本動作/投手、捕手、內野手、外野手綜
合默契
配合訓練
2.戰術圖形實繪

9
1.棒球
2.籃球

專項戰術V-高階解說
1.傳球強化/投球流暢準確度訓練
2.隊形戰術實作演練

9
1.棒球
2.籃球

專項戰術V-高階引導
1.傳球強化/投球遠距離強化距離
2.隊形戰術實作演練

9
1.棒球
2.籃球

專項戰術V-高階實作
1.進階打擊訓練/上下半身擊球運用
2.模擬賽/分析與應對

9
1.棒球
2.籃球

專項戰術VI-強化高階簡介
1.進階戰略戰術/守備戰術補位、暗號、演練
2.競賽閱讀與理解/分析與破解

9
1.棒球
2.籃球

專項戰術VI-強化高階解說
1.進階戰略戰術/攻擊、跑壘、暗號演練
2.競賽閱讀與理解/分析與破解

9
1.棒球
2.籃球

專項戰術VI-強化高階引導
1.進階戰略戰術/攻擊戰略暗號、發動實際演練
2.競賽閱讀與理解/分析與破解

9
1.棒球
2.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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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項戰術VI-強化高階實作
1.進階戰略戰術/守備戰術補位、暗號、走位演練
2.競賽閱讀與理解/分析與破解

9
1.棒球
2.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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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實作評量.紙筆測驗

教學資源 網路平台.

教學注意事項 發展專項運動戰術.透過專項運動戰術之執行與練習,實際應用於比賽.競技中



運動健康管理

校訂選修　一般科目　

　表 11-2-5-2國立玉里高級中學(原住民重點學校)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sport and health management

師資來源 內聘

科目屬性

學生圖像
品格力：尊重生命，關懷社會 誠信負責，身心健全、創新力：團隊合作．主動積極．創意思考．活潑熱
情

適用科別

體育班- 　 　 　

2 　 　 　

第二學年 　 　 　

建議先修
科目

無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知識： 透過本課程之學習，可提升學生對運動健康的重視。 2.技能： 透過本課程之學習，可培養學
生推展健康體適能的正確觀念。 3.態度： 透過本課程之學習，可見到運動健康相關的議題不斷的被推
廣及討論。 4.其他： 透過本課程之學習，可培養學生對運動健康的思考與研究能力。

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進度) 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 備註

運動、體適能與健康
健康體適能與競技體適能
如何藉由運動提升體適能與健康

6

心肺適能
心肺適能概要
提升心肺適能的運動處方

6

肌力與肌耐力的訓練
肌肉適能的益處與訓練原則
阻力訓練及健身常用的訓練動作

6

柔軟度的維持與促進
伸展運動之重要性
柔軟度訓練

6

身體組成與體重管理
身體組成的概念
認識肥胖

6

健康體適能評估
健康體適能評估的項目與流程
健康體適能的評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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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1.紙筆測驗
2.實作評量
3.個案研討

教學資源
運動傷害防護室
網路
體適能測驗工具

教學注意事項
教材選用參考: 健康體適能理論與實務/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方進隆等人編著
自編教材

備查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