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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語文領域－臺灣手語」，並自一百十一學年度，依照

不同教育階段（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起）逐年實施。

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語文領域－臺灣手語」

部　　長　潘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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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理念 

語文是社會溝通與互動的媒介，也是文化的載體。語文教育旨在培養學生語言溝

通與理性思辨的知能，奠定適性發展與終身學習的基礎，幫助學生了解並探究不同的

文化與價值觀，促進族群互動與相互理解。 

就文化平權的角度而言，臺灣各族群語言均應受到同樣的保障，且應更進一步保

障少數族群的文化權益，除可提升臺灣民主價值外，亦可彌補過去因一元化的語言政

策而造成本土語言/臺灣手語流失，並在尊重文化多元之原則下，營造互相尊重、包容

的多元語言友善環境，讓每一位國民都能更有自信、尊嚴地使用本土語言/臺灣手語，

並使臺灣不同族群的歷史與文化能夠世代傳承。 

隨著國際人權理念對語言文化權的重視，語言文化的保存與傳承日益受到關注。

有鑑於國內本土語文/臺灣手語所面臨的傳承危機，政府於 2019 年 1 月 9 日制定公布

《國家語言發展法》，以多元、平等、保存、發展之理念，支持語言復振與傳承。在

國民基本教育層級，將本土語文/臺灣手語列為各教育階段之部定課程，以保障學生

持續修習本土語文/臺灣手語之機會。臺灣手語課程綱要的研修，係依據《國家語言

發展法》。國家語言包括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此法奠定臺灣

手語在國家語言的定位、保障語言人權與語言的多樣性、喚起社會大眾對於臺灣手語

的重視，並落實《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對聾人語言與文

化的尊重。 

選擇以手語為主要溝通模式，且認同聾人文化的聽覺障礙者，喜歡被稱為聾人。

臺灣手語係指臺灣聾人所發展出來的自然手語，也是臺灣聾人族群所使用的共同語

言，屬於視覺語言系統，其模式不同於聽覺語言系統。我國是一個多語言、多族群、

多文化的社會，學習臺灣手語不僅能傳承聾人文化，促進聾人家庭之成員的溝通與和

諧，亦能認識聾人語言與文化，進而營造友善的人文社會環境。本課程有助於學生自

發探索不同語言與文化的多樣性，啟發學生於生活情境中探索及應用臺灣手語，並能

培養學生資訊運用、藝文創作、文化傳承與在地及國際關懷應有的知識、能力與態度，

以創造共好的社會。 

臺灣手語課程綱要在發展三面九項核心素養，建立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相互搭配

的課程架構下，展現臺灣手語、生活與文化的連結，鼓勵結合各項學校內外資源的課

程發展與規劃，力求務實且多元的課程設計，以期達成十二年國教之教育目標與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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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目標 

一、啟發學習臺灣手語的興趣。 

二、培養臺灣手語理解、表達及溝通互動的能力。 

三、復振臺灣手語，增進對聾人文化的理解、尊重、欣賞及傳承。 

四、運用臺灣手語與聾人文化的視角進行思辨。 

 

參、時間分配 

         教育階段 
學習階段 

 
          年 
           級 
  類      別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第一 

學習階段 

第二 

學習階段 

第三 

學習階段 
第四學習階段 第五學習階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部定課程 1 節/週 1 節/週  2 學分 

加深加廣選修   4 學分 

備註 

一、國民小學教育階段 

1.國民小學學習節數屬「領域學習課程」，每週上課時數為 1 節，每節 40 分鐘。 

2.經由各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得以隔週上課 2 節的方式彈性調整。 

二、國民中學教育階段 

1.七、八年級學習節數屬「領域學習課程」，每週上課時數為 1 節，每節 45 分鐘。
經由各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得以隔週上課 2 節的方式彈性調整。 

2.九年級屬「彈性學習課程」，學校應調查學生之選修意願，學生有學習意願，
即於九年級之彈性學習課程開課，建議在領域學習課程基礎上，強化臺灣手語
知能整合與生活運用能力。 

3.學校亦可結合其他領域，實施跨領域統整課程，另得於彈性學習課程開課。 

三、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 

1.本土語文/臺灣手語部定必修 2 學分，以第一學年開設為原則，亦可於其他年
級實施。 

2.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加深加廣選修 4 學分，課程規劃如下： 

名稱 學分 

情境式臺灣手語 2 

臺灣手語專題研究 2 

3.技術型、綜合型與單科型等各類型高級中等學校可依據學生需求與學校發展願
景及特色，參照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本土語文/臺灣手語加深加廣選修課程，
得於部定必修課程修習完畢後，於校訂課程開設臺灣手語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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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核心素養 

下表係依循《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各教育階段核心素養具體內涵，結合

臺灣手語科目之基本理念與課程目標後，在臺灣手語科目內的具體展現。惟針對換語別或曾

中斷修習該課程的學生，教師教學時可依據學生之實際語言能力及身心發展狀況，彈性參照

不同教育階段之核心素養內涵。 

總綱 

核心素養

面向 

總綱 

核心素養 

項目 

總綱核心素養 

項目說明 

語文領域-臺灣手語 

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國民小學教育 

（E） 

國民中學教育 

（J） 

高級中等教育 

（U） 

A 

自主 

行動 

A1 

身心素質 

與 

自我精進 

具備身心健全

發展的素質，擁

有合宜的人性

觀與自我觀，同

時透過選擇、分

析 與 運 用 新

知，有效規劃生

涯發展，探尋生

命意義，並不斷

自我精進，追求

至善。 

手-E-A1 

具備樂於學習

臺灣手語的態

度，認識臺灣手

語與聾人文化。 

手-J-A1   

具備尊重與欣

賞臺灣手語與

聾人文化的態

度與能力，並持

續學習臺灣手

語。 

手-U-A1 

具備積極的學

習態度，拓展學

習或使用臺灣

手語的場域，自

我精進臺灣手

語 的 溝 通 能

力，具備實踐生

命價值的能力

與熱忱。 

A2 

系統思考 

與 

解決問題 

具 備 問 題 理

解、思辨分析、

推理批判的系

統思考與後設

思考素養，並能

行動與反思，以

有效處理及解

決生活、生命問

題。 

手-E-A2 

了 解 聾 人 文

化，並能以不同

文化的觀點，思

考生活中所遭

遇的問題，建立

主動處理問題

的態度與能力。 

手-J-A2 

具備文化比較

角度思考的能

力，進一步了解

跨 文 化 的 異

同，並有效處理

及解決生活與

生命的問題。 

手-U-A2 

面對跨文化溝

通的議題，具備

系統性理解與

推演的能力，並

提出可能的解

決策略。 

A3 

規劃執行 

與 

創新應變 

具備規劃及執

行 計 畫 的 能

力，並試探與發

展多元專業知

能、充實生活經

驗，發揮創新精

神，以因應社會

變遷、增進個人

的彈性適應力。 

手-E-A3 

具備在生活情

境中使用臺灣

手語的能力，藉

此充實文化經

驗，並增進個人

的適應力。 

手-J-A3 

善用資源以擬

定臺灣手語學

習計畫，具備規

劃與執行活動

的能力，拓展對

聾人文化內涵

之認識，培養創

新思維。 

手-U-A3 

具備規劃與執

行聾人社群相

關 活 動 的 能

力，針對新的情

境或問題，能結

合多元專業知

能，提供創新應

變的解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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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綱 

核心素養

面向 

總綱 

核心素養 

項目 

總綱核心素養 

項目說明 

語文領域-臺灣手語 

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國民小學教育 

（E） 

國民中學教育 

（J） 

高級中等教育 

（U） 

B 

溝通 

互動 

 

B1 

符號運用 

與 

溝通表達 

具備理解及使

用語言、文字、

數理、肢體及藝

術等各種符號

進行表達、溝通

及互動，並能了

解 與 同 理 他

人，應用在日常

生活及工作上。 

手-E-B1 

具備臺灣手語

基本的理解與

表達能力，進行

簡單的溝通，體

察 他 人 的 感

受，並給予適當

的回應。 

手-J-B1 

具備臺灣手語

能力，進行較複

雜的溝通，理解

並同理他人的

觀點，達到有效

的溝通與互動。 

手-U-B1   

具備以臺灣手

語思辨與創作

的能力，並能將

手語運用於各

項社會活動之

中。 

B2 

科技資訊 

與 

媒體素養 

具 備 善 用 科

技、資訊與各類

媒體之能力，培

養相關倫理及

媒體識讀的素

養，俾能分析、

思辨、批判人與

科技、資訊及媒

體之關係。 

手-E-B2   

具 備 善 用 科

技、資訊與各類

媒體的能力，學

習臺灣手語與

聾人文化，以提

升學習成效。 

手-J-B2   

透過資訊及檢

索工具，具備蒐

集臺灣手語與

聾人文化資料

的能力，並能覺

察其正確性，以

提升媒體識讀

能力。 

手-U-B2   

具備運用各類

資訊科技與媒

體傳達臺灣手

語與聾人文化

的能力，並能分

析、思辨及批判

人與科技、資

訊、媒體倫理的

關係，進而檢視

媒體資源與聾

人文化的相關

訊息。 

B3 

藝術涵養 

與 

美感素養 

具 備 藝 術 感

知、創作與鑑賞

能力，體會藝術

文化之美，透過

生活美學的省

思，豐富美感體

驗，培養對美善

的人事物，進行

賞析、建構與分

享的態度與能

力。 

手-E-B3   

具備藝術感知

能力，樂於探索

聾人的生活，欣

賞並體驗臺灣

手語與聾人文

化之美。 

手-J-B3   

具備藝術感知

與鑑賞能力，肯

定手語的視覺

語言藝術，進而

分享臺灣手語

與聾人文化之

美。 

手-U-B3   

透過參與手語

藝文表演及影

像創作，具備美

感賞析、建構與

分享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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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綱 

核心素養

面向 

總綱 

核心素養 

項目 

總綱核心素養 

項目說明 

語文領域-臺灣手語 

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國民小學教育 

（E） 

國民中學教育 

（J） 

高級中等教育 

（U） 

C 

社會 

參與 

C1 

道德實踐

與 

公民意識 

具備道德實踐

的素養，從個人

小我到社會公

民，循序漸進，

養成社會責任

感 及 公 民 意

識，主動關注公

共議題並積極

參 與 社 會 活

動，關懷自然生

態與人類永續

發展，而展現知

善、樂善與行善

的品德。 

手-E-C1 

透過認識聾人

社群的生活樣

貌，關注聾人議

題，養成社會責

任感，藉此增進

個人道德的實

踐。 

手-J-C1   

具備道德實踐

的素養，關注社

會問題與自然

生態，理解並尊

重聾人社群的

生活型態，以養

成社會責任感

及公民意識，並

採取多元視角

來探討聾人等

相關議題。 

手-U-C1   

具備運用臺灣

手語思考道德

與公共議題的

素養，主動關注

國內及國際聾

人及其他社會

議題，進而主動

參與社會公共

事務。 

C2 

人際關係

與 

團隊合作 

具備友善的人

際情懷及與他

人建立良好的

互動關係，並發

展與人溝通協

調、包容異己、

社會參與及服

務等團隊合作

的素養。 

手-E-C2   

增進與人溝通

的能力，並樂於

與不同文化背

景的人建立友

誼，體會團隊合

作的重要性。 

手-J-C2   

具備善用臺灣

手語溝通的能

力，在群體中進

行跨文化溝通

與團隊合作。 

手-U-C2   

具備積極參加

與臺灣手語及

聾人文化事務

相關團體之活

動的態度與能

力，尊重他人意

見，發展個人溝

通協調能力及

發揮團隊合作

精神。 

C3 

多元文化

與 

國際理解 

具備自我文化

認同的信念，並

尊重與欣賞多

元文化，積極關

心全球議題及

國際情勢，且能

順應時代脈動

與社會需要，發

展國際理解、多

元文化價值觀

與世界和平的

胸懷。 

手-E-C3   

具備了解聾人

文化特色的能

力，尊重多元文

化及拓展國際

視野。 

手-J-C3   

透過臺灣手語

了解跨文化的

價值，具備尊重

與理解聾人文

化的多樣性。 

手-U-C3   

透過跨文化的

溝通，具備國際

視野及地球村

觀念，能從多元

文化觀點欣賞

不同的文化習

俗，尊重生命與

全球的永續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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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習重點 

學習重點包含「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兩部分，作為課程設計、教材發展、教

科用書審查及學習評量的架構，並配合教學加以實踐。惟「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可以有不同的對應關係，得視學習階段或臺灣手語的特性，彈性加以組合。 

考量學生因為不同學習階段選習不同語別所產生的課程銜接問題，針對換語別或曾

中斷修習該課程的學生，應運用語文程度評估工具了解學生的語文程度，採用語文級別

安排課程，但無須開設所有級別課程。臺灣手語課程由淺至深分為五個語文級別，各級

別之學習重點對應各學習階段之學習重點，單一學習階段可開設若干語文級別課程，關

係如下表： 

編碼 學習階段 可開設之語文級別 

I 第一學習階段 一級 

II 第二學習階段 一～二級 

III 第三學習階段 一～三級 

IV 第四學習階段 一～四級 

V 第五學習階段 一～五級 

「臺灣手語科目學習重點與核心素養呼應表參考示例」（詳參附錄一）乃為使學習重

點與核心素養能夠相互呼應，且透過學習重點落實本科目核心素養，並引導跨領域/科目

的課程設計，增進課程發展的嚴謹度。學習重點依學習階段敘寫，但學校及教師得依學

生程度及需求提供適性教學。「議題適切融入領域課程綱要」（詳參附錄二）乃為豐富本

科目的學習，促進核心素養的涵育，使各項議題可與臺灣手語的學習重點適當結合。 

一、學習表現 

語言與文化息息相關，學習臺灣手語有必要了解聾人文化。臺灣手語科目依其語言

特性將學習表現分為「理解」、「表達」與「跨文化溝通」三個類別。「理解」係指透過臺

灣手語的理解，建構臺灣手語的語言系統，並熟悉其所使用的語言情境，形成一套理解

臺灣手語的概念系統；「表達」係指能依據不同的情境，使用臺灣手語進行溝通，掌握不

同語言結構並形成一套完整的臺灣手語表達系統；「跨文化溝通」係指在不同的語言和文

化環境下，與不同語言背景的人士交際時，能尊重文化間的差異，掌握不同語言和文化

的關聯，逐漸建立多語言、多文化的語言架構，並形成一套跨文化的溝通模式。下列之

學習表現，依各學習階段順序呈現，以達到循序漸進的學習效果。表格中的編碼說明如

下： 

1.第 1 碼為「類別」，依序以阿拉伯數字編號，以 1 表示「理解」，以 2 表示「表達」，

以 3 表示「跨文化溝通」。 

2.第 2 碼為「學習階段」，以羅馬數字編號，以Ⅰ代表第一學習階段（國民小學 1-2

年級），Ⅱ代表第二學習階段（國民小學 3-4 年級），Ⅲ代表第三學習階段（國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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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5-6 年級），Ⅳ代表第四學習階段（國民中學 7-8 年級），Ⅴ代表第五學習階段（高

級中等學校部定必修 2 學分）。 

3.第 3 碼為流水號，並非學習順序。 

4.井字號（#）係建議學校在領域學習課程的基礎上，於九年級規劃實施彈性學習課

程之參考，以強化該語文知能整合與生活運用能力。 

類別 學習階段 學習表現 

1.理解 

I 

1-I-1 在臺灣手語手勢緩慢及表達清晰的情況下，能理解以簡單

詞彙表達的個人相關資訊。 

1-I-2 在臺灣手語手勢緩慢及語境清晰的情況下，能理解簡單的

詞彙或語句。 

II 

1-II-1 在臺灣手語手勢緩慢且內容清晰的情況下，能理解他人簡

單的自我介紹。 

1-II-2 在臺灣手語手勢緩慢且內容清晰的情況下，能理解簡單詞

彙及語句所敘述之事物的訊息。 

1-II-3 在臺灣手語手勢緩慢且內容清晰的情況下，能理解簡單的

指令及說明。 

III 

1-III-1 在臺灣手語內容表達清晰的情況下，能理解生活主題的內

容和掌握特定細節。 

1-III-2 在臺灣手語內容表達清晰的情況下，能理解對方是否接受

或拒絕請求。 

1-III-3 在臺灣手語內容表達清晰的情況下，能理解簡短言談中所

傳達的情緒、感受及需求。 

IV 

1-IV-1 能理解以臺灣手語所討論生活議題的內容重點。 
#1-IV-2 能理解以臺灣手語所討論社會議題的內容重點。 

1-IV-3 能理解臺灣手語節目或影片的大意。 

V 

1-V-1 能理解以臺灣手語所討論多元性議題的內容、觀點與情感。 

1-V-2 能理解以臺灣手語所討論熟悉主題的演講內容重點。 

1-V-3 能歸納臺灣手語節目或影片之內容重點。 

2.表達 

I 

2-I-1 能以臺灣手語表達簡單的數量。 

2-I-2 能以臺灣手語簡單地介紹自己。 

2-I-3 能以臺灣手語簡單地表達問候、告別及感謝等社交用語。 

2-I-4 能以臺灣手語簡單地敘述生活環境。 

II 

2-II-1 能以臺灣手語介紹自己或他人。 

2-II-2 能以簡單的臺灣手語詞彙及語句詢問或回應與人事物相關

的訊息。 

2-II-3 能以簡單的臺灣手語詞彙及語句表達指令及說明。 

III 

2-III-1 能以簡單的臺灣手語語句就生活場域中的熟悉主題，進行

陳述與討論。 

2-III-2 能以簡單的臺灣手語語句提出問題、請求及表達接受或拒

絕。 

2-III-3 能以簡單的臺灣手語語句表達情緒、感受及需求。 

IV 
2-IV-1 能以簡短的臺灣手語作說明與回應。 

2-IV-2 能以簡短的臺灣手語表達熟悉主題之觀點，並與他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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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學習階段 學習表現 
#2-IV-3 能以簡短的臺灣手語陳述社會相關議題的個人觀點。 

V 

2-V-1 能以流暢的臺灣手語表達個人情感、經歷、規劃等主題。 

2-V-2 能以流暢的臺灣手語針對多樣性主題提出個人的見解及論

點。 

2-V-3 能以流暢的臺灣手語針對全球重要的議題表達個人的觀

點，並回應他人的意見。 

2-V-4 能運用各類資訊科技與媒體，參與臺灣手語藝文表演與影

像創作。 

3.跨文

化 溝

通 

I 

3-I-1 能主動學習臺灣手語並樂於了解聾人文化。 

3-I-2 能了解臺灣手語的表達慣例及禮節。 

3-I-3 能認識聾人社群的生活、習慣及活動。 

II 
3-II-1 能尊重聾人文化及其生活方式。 

3-II-2 能以開放的態度欣賞聾人文化。 

III 

3-III-1 能理解與聾人互動的跨文化差異。 

3-III-2 能掌握臺灣手語溝通時的眼神及臉部表情，並了解對話的

輪替時機。 

IV 

3-IV-1 能分析及比較聽人文化與聾人文化，了解文化異同，並進

行跨文化溝通。 

3-IV-2 能結合聽人文化與聾人文化，發展文化創新。 

V 

3-V-1 能思辨並調整跨文化溝通行為，並運用各式資訊傳達臺灣

手語與聾人文化。 

3-V-2 能接受跨文化溝通的差異，並做出得體的應對。 

二、學習內容 

臺灣手語科目學習內容包含「語言功能」及「生活與文化」兩大主題。「語言功能」

配合視覺語言表達的靈活性，以語言的功能來驅動語法或語言結構的學習。「生活與文化」

包含了「個人」、「社會與生活」及「聾人文化與科技」等項目。學習內容具體內涵詳參

附錄三。學習內容依各學習階段呈現，編碼說明如下： 

1.第 1 碼為「主題及項目」，「主題」依序以大寫英文字母編號，以 A 表示「語言功

能」，B 表示「生活與文化」；「項目」依序以小寫英文字母編號，以 a 表示「個人」，

以 b 表示「社會與生活」，以 c 表示「聾人文化與科技」。 

2.第 2 碼為「學習階段」，以羅馬數字編號，以Ⅰ代表第一學習階段（國民小學 1-2

年級），Ⅱ代表第二學習階段（國民小學 3-4 年級），Ⅲ代表第三學習階段（國民小

學 5-6 年級），Ⅳ代表第四學習階段（國民中學 7-8 年級），Ⅴ代表第五學習階段（高

級中等學校部定必修 2 學分）。 

3.第 3 碼為流水號，並非學習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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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項目 學習階段 學習內容 

A. 

語言功能 

 

I 

A-I-1 臺灣手語詞彙的組成要素及其功能。 

A-I-2 數字和數量。 

A-I-3 時間和日期。 

A-I-4 人稱、姓名、體型及家庭成員。 

A-I-5 問候、感激、祝賀及告別等社交用語。 

A-I-6 事物的特徵。 

II 

A-II-1 人事物的動作方式。 

A-II-2 事件的頻率。 

A-II-3 喜好及厭惡。 

A-II-4 問題的詢問與回答。 

A-II-5 人事物的空間位置及移動方向。 

A-II-6 指令、要求、建議與勸告。 

III 

A-III-1 情緒與感受。 

A-III-2 狀態的程度。 

A-III-3 否定的訊息。 

A-III-4 能力、義務及訊息的肯定程度。 

A-III-5 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事件時間。 

IV 

A-Ⅳ-1 建議與意見。 

A-IV-2 事件的時間順序。 

A-IV-3 語句銜接。 

A-IV-4 篇章中的指示詞。 

A-IV-5 事件的起始、進行與完成。 

V 

A-V-1 狀態改變。 

A-V-2 事物比較。 

A-V-3 因果關係。 

A-V-4 條件與假設。 

B. 

生活與文化 

a.個人 

I 

Ba-I-1 自我介紹。 

Ba-I-2 日常起居。 

Ba-I-3 生活自理。 

II 

Ba-II-1 個人性格。 

Ba-II-2 購物。 

Ba-II-3 飲食與營養。 

III 
Ba-III-1 情感與感覺。 

Ba-III-2 健康與幸福。 

IV 

Ba-IV-1 期許與夢想。 

Ba-IV-2 尊重與平等。 

Ba-IV-3 權利與責任。 

V 

Ba-V-1 多元文化。 

Ba-V-2 信念與價值觀。 

Ba-V-3 語言與認同。 

 I Bb-I-1 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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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項目 學習階段 學習內容 

 

 

 

 

 

 

 

b.社會 

與生活 

Bb-I-2 學校生活。 

Bb-I-3 天氣狀況。 

II 
Bb-II-1 休閒活動。 

Bb-II-2 生活禮儀。 

III 

Bb-III-1 社區生活。 

Bb-III-2 活動與節慶。 

Bb-III-3 體育活動。 

IV 

Bb-IV-1 飲食文化。 

Bb-IV-2 食農教育。 

Bb-IV-3 計畫與執行。 

V 

Bb-V-1 無障礙環境。 

Bb-V-2 勞動教育。 

Bb-V-3 社會參與、關係與結構。 

Bb-V-4 法律常識。 

Bb-V-5 醫療保健。 

c.聾人文化

與科技 

I 

Bc-I-1 臺灣手語詞彙的由來。 

Bc-I-2 與聾人互動的禮節。 

Bc-I-3 臺灣手語的語言特色。 

Bc-I-4 輔助科技。 

II 

Bc-II-1 臺灣手語的歷史。 

Bc-II-2 聾人的生活樣貌。 

Bc-II-3 臺灣手語表達慣例。 

Bc-II-4 影視媒體。 

III 

Bc-III-1 臉部表情與溝通技巧。 

Bc-III-2 科學新知。 

Bc-III-3 聾人的需求。 

IV 

Bc-IV-1 聾人的角色與文學作品。 

Bc-IV-2 戲劇與電影。 

Bc-IV-3 藝術創作。 

V 

Bc-V-1 聾價值。 

Bc-V-2 跨文化比較。 

Bc-V-3 網路產業。 

Bc-V-4 科技倫理。 

三、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選修課程說明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加深加廣選修 4 學分，係延續部定課程，強化學生臺灣手語理

解、表達、跨文化溝通之統整應用，課程規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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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境式臺灣手語 

名稱 情境式臺灣手語 

課程目標 
1.具備在不同情境中使用臺灣手語的能力。 

2.熟悉臺灣手語溝通的禮儀，並能在不同的場合與情境中展現。 

課程內涵 
應用範圍可涵蓋購物、校園、旅遊、醫療場所、網路社群、休閒活動、餐

廳、節慶、運動、交通、防災、職場等不同情境主題。 

（二）臺灣手語專題研究 

 

陸、實施要點 

一、課程發展 

（一）學校課程發展應依據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並基於全語文教育觀點，由教師（含

相關教學人員）為主的教學，逐漸邁向學生自主學習。 

（二）學習重點在學習內容方面，應涵蓋「語言功能」、「生活與文化」兩個主題；在學習表

現方面，應涵蓋「理解」、「表達」及「跨文化溝通」三種類別。 

（三）臺灣手語的課程內容應配合各學習階段學習內容，以漸進式達成各學習階段學習表現。 

（四）臺灣手語課程設計與教學，宜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培養臺灣手語溝通的基本能力，

並認識聾人社群、歷史及文化特色。 

（五）課程發展應具有延續性，各級學校可結合其他領域/科目與議題，實施橫向統整學習課

程，並配合各學習階段，縱向連接不同學習階段的課程，同時也導入思辨訓練，培養

多元觀點。 

（六）課程設計宜選取生活化教材，並參考「議題適切融入領域課程綱要」（如附錄二），適

切融入各項相關議題。 

（七）學校應鼓勵教師實驗及創新臺灣手語教材教法，以提高學習成效，培養學生對臺灣手

語的興趣與能力。 

（八）學校得成立臺灣手語教學研究會進行課程發展。 

二、教材編選 

（一）教材應依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習內容加以編選，教師可依實際需要將不同學習階段之學

名稱 臺灣手語專題研究 

課程目標 
1.深入了解聾人的語言、生活與文化，培養學生主動探究臺灣手語的態度。 

2.增進學生創造性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 

課程內涵 

1.臺灣手語及聾人文化相關議題的探究。 

2.專題研究的基本概念與主題擬定。 

3.專題研究的方法與過程。 

4.研究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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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內容，組合成不同的學習單元。 

（二）編選教材務必考量學生的年齡、語言能力和影響學習的認知因素，配合認知發展，並

評估其對語言材料的記憶力、語言現象的歸納及推演能力，使教材更符合學生的語言

習得進程。 

（三）編選教材宜尊重手語詞彙表達的多樣性，並尊重手語詞序的靈活變換，同時重視語言

結構、語言功能及語境三者的關聯性。 

（四）教材的內容務必講求實用性，多採用生活中的多元材料，使學生能依據不同的場合、

溝通內容及談話對象，選擇得體的表達方式。 

（五）教材編選應融入聾人文化，適時展現在教材中，並引導學生分辨聽人文化與聾人文化

之間的異同，以提升跨文化的溝通能力。 

（六）教材的內容設計需考量單元銜接和學習階段的關聯，由簡入繁、由易入難、新舊交疊、

循序漸進，呈現螺旋上升模式。 

（七）教材內容應豐富變化且具實用性，引起學生學習興趣，啟發學生主動思考，促進多元

思維。教材的呈現應搭配活潑的排版和插圖的運用，適時結合數位工具，使其賞心悅

目。教材編選可包含教師手冊、練習冊、課外讀物及輔助媒體等，並適時結合現代化

科技，連結課內與課外學習。 

（八）臺灣手語相關課程及教材，應採多元文化觀點，並納入性別平等與各族群歷史文化、

語言及價值觀，以增進族群間之了解與尊重。 

三、教學實施 

（一）臺灣手語課程實施建議如下： 

1.臺灣手語課程開始前，學校及教師應了解學生學習起點，選擇合適的教材，實施適

性與差異化教學。 

2.如學校在同一學習階段開設若干級別之臺灣手語課程，教師應綜合考量學生的文化

背景、年齡、語言能力和影響學習的認知因素，並依其適切的教育階段核心素養具

體內涵，進行教學轉化，使教學更符合學生的語言學習進程。 

3.課程實施方式及相關配套，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二）教學實施宜掌握學生學習經驗，配合人、事、時、地、物等因素，並得搭配聾人社群

的活動與善用語言教學原理和方法，靈活教學。 

（三）臺灣手語教師應重視下列各項教學原則： 

1.臺灣手語是課堂使用的主要語言。 

2.語言理解教學：宜指導學生於學習臺灣手語語句時，能把握主旨要點，並在學習後，

能夠表達語句中的意義與重點。 

3.語言表達教學：宜把握臺灣手語結構的基本知識，配合各種情境，並結合視聽媒材、

線上資料庫等資源進行多元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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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跨文化溝通教學：語言與文化息息相關，教學活動應將文化結合到語言教學活動中，

透過教學的活動，學生能理解並熟悉聾人文化。 

5.注重團隊合作：教師依教學需要，得讓學生以小組合作方式進行課堂互動，學習彼

此經驗，以探索不同的語言結構和情境。 

6.學習夥伴關係：隨著學生學習臺灣手語的進程，教師由主導者逐漸轉為促進者，而

學生逐漸承擔越來越多的學習責任。 

（四）教學時宜設計情境，讓學生可練習對話，必要時可適當加入角色扮演、戲劇表演等活

動，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五）教師宜引導並鼓勵學生參加符合手語程度級別的社群活動。透過不同的活動，學生能

夠體驗真實的手語情境，學習如何用手語與聾人溝通。 

（六）教師可依據學生的程度及需求，基於已修習之學習內容進行統合及加深加廣，彈性調

整教材單元之順序，或加入其他相關教材，以提升學習成效。 

（七）教學設計應以達成課程目標為依歸，教師應依據教學目標、學生特性、教材內容以及

教學環境，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 

（八）教學實施宜結合工具書及網路資訊，以擴大學習面向，並培養學生自主學習之能力。 

（九）教師在教學前應擬訂教學計畫、規劃學習活動，並於教學後進行省思，藉以提升教學

效能與品質。 

（十）課程以實體授課為原則，學校若需採用視訊教學、非同步線上課程或其他方式，應經

主管機關同意後實施，並提供相關資源協助。 

（十一）學校得考量地區特性、學校規模及不同教育階段之連貫性，聯合各校成立跨校之專

業學習社群，進行共同備課、教學觀察與回饋、研發課程與教材等，以提升臺灣手

語專業知能與學生學習成效。 

（十二）課程設計與教學，宜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並能連結學校與家庭的功能，建構出良

好的語言學習環境。 

（十三）教師得結合學校整體課程規劃，進行戶外教育，以深化學生與在地文化的連結，落

實臺灣手語於日常生活之運用，並透過手語新聞、戲劇、表演藝術、語文競賽、主

題論述、議題探究等，學習以臺灣手語創作表達，參與公共事務。 

四、教學資源 

（一）臺灣手語課程應結合平面教材、教具、以及各種視聽媒體、網路資源，以建置豐富的

語言學習環境，以利學生在理解、表達以及跨文化溝通方面，皆能達到預期目標。 

（二）學校宜擴充相關圖書、視聽資料等資源及各種教學媒材，以利教學。 

（三）為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教師宜運用臺灣手語相關網路平台，提供學生自主學習及相互

觀摩的機會。 

（四）為充實學習教材，教師可研發教具或自製教學媒材，以配合教學使用，亦可多方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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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手語相關教材，以豐富教學應用的廣度與深度。 

（五）學校與教師宜善用聾人相關活動（如：聾人電影節、聾劇團表演等）並鼓勵學生參與

時事議題討論，以豐富學習內容。 

（六）學校與教師宜結合在地人力資源，讓學生有機會與聾人互動，以提升手語和跨文化的

溝通能力。 

（七）學校與教師宜善用手語師資培訓、教師研習活動及教師專業社群等資源。 

（八）學校應鼓勵家長形成學習社群，強化親師之間的協同合作，支持學生於課後學習與應

用臺灣手語。 

（九）中央主管機關應提供語文程度評估工具，供學校使用。 

五、學習評量 

（一）評量目的 

學習評量在於了解學生學習情形，作為教師教學及輔導依據，促進學生自主學習，以

及確保學生學習成效。 

（二）評量範圍及內涵 

評量範圍及內涵應參照核心素養、各學習階段之學習重點（包含學習表現與學習內

容），兼顧學習歷程及成果。評量應能呼應學習目標，並於學習前告知學生學習目標與

評量方式。 

（三）評量方式 

1.教師宜依據評量目的、範圍與內容，採用多元的評量方法，例如實作評量與檔案評

量等方式。 

2.教師宜考慮學生的身心發展、個別差異，以及家庭語言使用狀況，採用適當的評量

方式。 

3.評量規準可由師生共同設計，據以評估學習表現。 

（四）結果呈現 

評量結果可採百分制、等第並得兼採質性描述的方式呈現。質性描述包括學生學習目

標的達成情形、學習的優勢、課內外臺灣手語活動的參與情形、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

等。 

（五）回饋應用 

1.教師根據教學前學生臺灣手語的評量結果，決定課程教學的起點，以擬定教師的教

學內容、教學方式與教學順序等的課程規劃方向。 

2.在教學過程中蒐集學生的學習狀況，給予學生即時、具體的回饋，以支持學生學習，

教師並根據評量結果是否達到階段性的學習目標，自我省思以改善教學。 

3.使用評量結果確認學生是否達到預期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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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錄 

附錄一：臺灣手語科目學習重點與核心素養呼應表參考示例 

臺灣手語科目學習重點 臺灣手語科目 

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3-I-1 能主動學習臺灣手語並

樂於了解聾人文化。 

3-I-2 能了解臺灣手語的表達

慣例及禮節。 

A-I-5 問候、感激、祝賀

及告別等社交用

語。 

手-E-A1 

具備樂於學習臺灣手語的

態度，認識臺灣手語與聾人

文化。 Bc-I-2 與聾人互動的禮

節。 

1-IV-1 能理解以臺灣手語所討

論生活議題的內容重

點。 
#2-IV-3 能以簡短的臺灣手語陳

述社會相關議題的個人

觀點。 

A-IV-1 建議與意見。 手-J-A1   

具備尊重與欣賞臺灣手語

與聾人文化的態度與能

力，並持續學習臺灣手語。 

Ba-IV-2 尊重與平等。 

2-V-1 能以流暢的臺灣手語表

達個人情感、經歷、規

劃等主題。 

3-V-1 能思辨並調整跨文化溝

通行為，並運用各式資

訊傳達臺灣手語與聾人

文化。 

Ba-V-2 信念與價值觀。 手-U-A1 

具備積極的學習態度，拓展

學習或使用臺灣手語的場

域，自我精進臺灣手語的溝

通能力，具備實踐生命價值

的能力與熱忱。 

2-III-1 能以簡單的臺灣手語語

句就生活場域中的熟悉

主題，進行陳述與討論。 

3-I-3 能認識聾人社群的生

活、習慣及活動。 

3-II-1 能尊重聾人文化及其生

活方式。 

3-III-1 能理解與聾人互動的跨

文化差異。 

Bb-III-1 社區生活。 手-E-A2 

了解聾人文化，並能以不同

文化的觀點，思考生活中所

遭遇的問題，建立主動處理

問題的態度與能力。 

Bb-III-2 活動與節慶。 

Bc-I-3 臺灣手語的語言

特色。 

Bc-II-2 聾人的生活樣貌。 

3-IV-1 能分析及比較聽人文化

與聾人文化，了解文化異

同，並進行跨文化溝通。 

Ba-IV-2 尊重與平等。 手-J-A2 

具備文化比較角度思考的

能力，進一步了解跨文化的

異同，並有效處理及解決生

活與生命的問題。 

Bb-IV-3 計畫與執行。 

2-V-3 能以流暢的臺灣手語針

對全球重要的議題表達

個人的觀點，並回應他

Ba-V-3 語言與認同。 手-U-A2 

面對跨文化溝通的議題，具

備系統性理解與推演的能
Bb-V-3 社會參與、關係與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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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手語科目學習重點 臺灣手語科目 

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人的意見。 

3-V-1 能思辨並調整跨文化溝

通行為，並運用各式資

訊傳達臺灣手語與聾人

文化。 

Bc-V-2 跨文化比較。 力，並提出可能的解決策

略。 

1-III-3 在臺灣手語內容表達清

晰的情況下，能理解簡

短言談中所傳達的情

緒、感受及需求。 

2-III-1 能以簡單的臺灣手語語

句就生活場域中的熟悉

主題，進行陳述與討論。 

Ba-III-1 情感與感覺。 手-E-A3 

具備在生活情境中使用臺

灣手語的能力，藉此充實文

化經驗，並增進個人的適應

力。 

Bb-III-1 社區生活。 

2-IV-2 能以簡短的臺灣手語表

達熟悉主題之觀點，並

與他人討論。 

3-IV-2 能結合聽人文化與聾人

文化，發展文化創新。 

Ba-IV-1 期許與夢想。 手-J-A3 

善用資源以擬定臺灣手語

學習計畫，具備規劃與執行

活動的能力，拓展對聾人文

化內涵之認識，培養創新思

維。 

Bb-IV-3 計畫與執行。 

2-V-2 能以流暢的臺灣手語針

對多樣性主題提出個人

的見解及論點。 

3-V-2 能接受跨文化溝通的差

異，並做出得體的應對。 

Ba-V-1 多元文化。 手-U-A3 

具備規劃與執行聾人社群

相關活動的能力，針對新的

情境或問題，能結合多元專

業知能，提供創新應變的解

決策略。 

Bc-V-1 聾價值。 

1-I-1 在臺灣手語手勢緩慢及

表達清晰的情況下，能

理解以簡單詞彙表達的

個人相關資訊。 

1-III-1 在臺灣手語內容表達清

晰的情況下，能理解生

活主題的內容和掌握特

定細節。 

2-I-3 能以臺灣手語簡單地表

A-I-1 臺灣手語詞彙的組

成要素及其功能。 

手-E-B1 

具備臺灣手語基本的理解

與表達能力，進行簡單的溝

通，體察他人的感受，並給

予適當的回應。 

A-I-5 問候、感激、祝賀及

告別等社交用語。 

A-II-4 問題的詢問與回答。 

A-III-1 情緒與感受。 

Ba-II-1 個人性格。 

Ba-II-2 購物。 

行政院公報　　　　　　　　　　　　　　　　　第027卷　第235期　　20211210　　教育科技文化篇



 

 

臺灣手語科目學習重點 臺灣手語科目 

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達問候、告別及感謝等

社交用語。 

2-II-2 能以簡單的臺灣手語詞

彙及語句詢問或回應與

人事物相關的訊息。 

2-III-3 能以簡單的臺灣手語語

句表達情緒、感受及需

求。 

Ba-II-3 飲食與營養。 

2-IV-2 能以簡短的臺灣手語表

達熟悉主題之觀點，並

與他人討論。 

A-IV-2 事件的時間順序。 手-J-B1 

具備臺灣手語能力，進行較

複雜的溝通，理解並同理他

人的觀點，達到有效的溝通

與互動。 

A-IV-4 篇章中的指示詞。 

Ba-IV-1 期許與夢想。 

Ba-IV-2 尊重與平等。 

2-V-2 能以流暢的臺灣手語針

對多樣性主題提出個人

的見解及論點。 

2-V-3 能以流暢的臺灣手語針

對全球重要的議題表達

個人的觀點，並回應他

人的意見。 

A-V-2 事物比較。 手-U-B1 

具備以臺灣手語思辨與創

作的能力，並能將手語運用

於各項社會活動之中。 

Ba-V-1 多元文化。 

Ba-V-2 信念與價值觀。 

Ba-V-3 語言與認同。 

Bc-V-3 網路產業。 

1-I-1 在臺灣手語手勢緩慢及

表達清晰的情況下，能

理解以簡單詞彙表達的

個人相關資訊。 

1-III-1 在臺灣手語內容表達清

晰的情況下，能理解生

活主題的內容和掌握特

定細節。 

Bb-III-1 社區生活。 手-E-B2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

媒體的能力，學習臺灣手語

與聾人文化，以提升學習成

效。 

Bc-I-4 輔助科技。 

Bc-II-4 影視媒體。 

1-IV-3 能理解臺灣手語節目或

影片的大意。 

2-IV-2 能以簡短的臺灣手語表

達熟悉主題之觀點，並

與他人討論。 

3-IV-1 能分析及比較聽人文化

與聾人文化，了解文化

異同，並進行跨文化溝

通。 

A-Ⅳ-1 建議與意見。 手-J-B2   

透過資訊及檢索工具，具備

蒐集臺灣手語與聾人文化

資料的能力，並能覺察其正

確性，以提升媒體識讀能

力。 

Bb-IV-3 計畫與執行。 

2-V-4 能運用各類資訊科技與

媒體，參與臺灣手語藝

文表演與影像創作。 

Bc-V-3 網路產業。 手-U-B2   

具備運用各類資訊科技與

媒體傳達臺灣手語與聾人

文化的能力，並能分析、思

辨及批判人與科技、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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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手語科目學習重點 臺灣手語科目 

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媒體倫理的關係，進而檢視

媒體資源與聾人文化的相

關訊息。 

3-II-2 能以開放的態度欣賞聾

人文化。 

3-III-2 能掌握臺灣手語溝通時

的眼神及臉部表情，並

了解對話的輪替時機。 

Ba-III-1 情感與感覺。 手-E-B3   

具備藝術感知能力，樂於探

索聾人的生活，欣賞並體驗

臺灣手語與聾人文化之美。 

Bb-II-2 生活禮儀。 

Bc-II-2 聾人的生活樣貌。 

Bc-III-1 臉部表情與溝通

技巧。 

3-IV-2 能結合聽人文化與聾人

文化，發展文化創新。 

Bb-IV-3 計畫與執行。 手-J-B3   

具備藝術感知與鑑賞能

力，肯定手語的視覺語言藝

術，進而分享臺灣手語與聾

人文化之美。 

Bc-IV-1 聾人的角色與文

學作品。 

Bc-IV-2 戲劇與電影。 

Bc-IV-3 藝術創作。 

2-V-4 能運用各類資訊科技與

媒體，參與臺灣手語藝

文表演與影像創作。 

Ba-V-2 信念與價值觀。 手-U-B3   

透過參與手語藝文表演及

影像創作，具備美感賞析、

建構與分享的能力。 

Bc-V-2 跨文化比較。 

3-I-3 能認識聾人社群的生

活、習慣及活動。 

Bb-I-1 家庭生活。 手-E-C1 

透過認識聾人社群的生活

樣貌，關注聾人議題，養成

社會責任感，藉此增進個人

道德的實踐。 

Bb-I-2 學校生活。 

Bb-III-1 社區生活。 

3-IV-1 能分析及比較聽人文化

與聾人文化，了解文化

異同，並進行跨文化溝

通。 

Ba-IV-3 權利與責任。 手-J-C1 

具備道德實踐的素養，關注

社會問題與自然生態，理解

並尊重聾人社群的生活型

態，以養成社會責任感及公

民意識，並採取多元視角來

探討聾人等相關議題。 

2-V-3 能以流暢的臺灣手語針

對全球重要的議題表達

個人的觀點，並回應他

人的意見。 

3-V-2 能接受跨文化溝通的差

異，並做出得體的應對。 

Ba-V-2 信念與價值觀。 手-U-C1   

具備運用臺灣手語思考道

德與公共議題的素養，主動

關注國內及國際聾人及其

他社會議題，進而主動參與

社會公共事務。 

Bb-V-3 社會參與、關係與

結構。 

3-Ⅰ-3 能認識聾人社群的生

活、習慣及活動。 

Bb-I-1 家庭生活。 手-E-C2   

增進與人溝通的能力，並樂

於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建

立友誼，體會團隊合作的重

要性。 

Bb-I-2 學校生活。 

Bb-II-2 生活禮儀。 

Bb-III-1 社區生活。 

#2-IV-3 能以簡短的臺灣手語 Bb-IV-3 計畫與執行。 手-J-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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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手語科目學習重點 臺灣手語科目 

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陳述社會相關議題的

個人觀點。 

具備善用臺灣手語溝通的

能力，在群體中進行跨文化

溝通與團隊合作。 

3-V-1 能思辨並調整跨文化溝

通行為，並運用各式資

訊傳達臺灣手語與聾人

文化。 

Ba-V-2 信念與價值觀。 手-U-C2   

具備積極參加與臺灣手語

及聾人文化事務相關團體

之活動的態度與能力，尊重

他人意見，發展個人溝通協

調能力及發揮團隊合作精

神。 

Bb-V-3 社會參與、關係與

結構。 

3-II-1 能尊重聾人文化及其生

活方式。 

Bb-I-1 家庭生活。 手-E-C3   

具備了解聾人文化特色的

能力，尊重多元文化及拓展

國際視野。 

Bb-I-2 學校生活。 

Bb-II-2 生活禮儀。 

Bb-III-1 社區生活。 

3-IV-1 能分析及比較聽人文化

與聾人文化，了解文化

異同，並進行跨文化溝

通。 

Ba-IV-1 期許與夢想。 手-J-C3   

透過臺灣手語了解跨文化

的價值，具備尊重與理解聾

人文化的多樣性。 

3-V-2 能接受跨文化溝通的差

異，並做出得體的應對。 

Ba-V-1 多元文化。 手-U-C3   

透過跨文化的溝通，具備國

際視野及地球村觀念，能從

多元文化觀點欣賞不同的

文化習俗，尊重生命與全球

的永續發展。 

Ba-V-2 信念與價值觀。 

Bb-V-3 社會參與、關係與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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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議題適切融入領域課程綱要 

壹、前言 

「議題」係基於社會發展需要、普遍受到關注，且期待學生應有所理解與行動的一

些課題，其攸關現代生活、人類發展與社會價值，具時代性與前瞻性，且常具高度討論

性與跨學門性質。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本乎總綱「自發」、「互動」及「共好」之基本理

念，為與社會脈動、生活情境緊密連結，以議題教育培養學生批判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

力，提升學生面對議題的責任感與行動力，並能追求尊重多元、同理關懷、公平正義與

永續發展等核心價值。 

依《總綱》「實施要點」規定，各領域課程設計應適切融入性別平等、人權、環境、

海洋、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訊、能源、安全、防災、家庭教育、生涯規劃、多

元文化、閱讀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等議題。各領域/科目可發揮課

程與教學之創意與特色，依需求適時融入，不受限於上述議題。同時隨著社會的變遷與

時代的推移，議題內涵亦會發生改變或產生新議題，故學校宜對議題具備高度敏覺性，

因應環境之變化，活化與深化議題內涵，並依學生的身心發展，適齡、適性地設計具創

新、前瞻與統整之課程計畫。 

為促進議題教育功能之發揮，各領域/科目「課程綱要」已進行《總綱》所列議題之

適切轉化與統整融入。學校、教學人員及教材研發、出版與審查等相關教育人員應依循

各領域/科目「課程綱要」內容，並參考本說明，落實議題融入課程與教學之責任。學校

亦可於彈性學習課程/時間及校訂課程中據以規劃相關議題，將議題的精神與價值適切融

入學校組織規章、獎懲制度及相關活動，以形塑校園文化，提升學生學習成果。 

議題教育的實施包含正式與非正式課程，學校課程的發展與教材編選應以學生經驗

為中心，選取生活化教材。在掌握議題之基本理念與不同教育階段之實質內涵下，連結

領域/科目內容，以問題覺知、知識理解、技能習得及實踐行動等不同層次循序引導學生

學習，發展教材並編輯教學手冊。教學人員教學時，除涵蓋於領域/科目之教材內容外，

可透過領域/科目內容之連結、延伸、統整與轉化，進行議題之融入，亦可將人物、典範、

習俗或節慶等加入教材，或採隨機教學，並於作業、作品、展演、參觀、社團與團體活

動中，以多元方式融入議題。經由討論、對話、批判與反思，使教室成為知識建構與發

展的學習社群，增進議題學習之品質。 

各該教育主管機關應提供資源以落實議題融入教育，有關《總綱》所列各項議題之

完整內涵說明與融入方式等，可參閱「議題融入說明手冊」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各領域/科目之課程手冊。 

 

貳、議題學習目標 

為使各領域/科目課程能適切進行議題融入，並落實教育相關法律及國家政策綱領，

以下臚列十九項議題之學習目標，提供學校及教師於相關課程或議題教學時進行適切融

入，以與領域/科目課程作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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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學習目標 

性別平等 

教育１
 

理解性別的多樣性，覺察性別不平等的存在事實與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權力

關係；建立性別平等的價值信念，落實尊重與包容多元性別差異；付諸行

動消除性別偏見與歧視，維護性別人格尊嚴與性別地位實質平等。 

人權教育２
 

了解人權存在的事實、基本概念與價值；發展對人權的價值信念；增強對

人權的感受與評價；養成尊重人權的行為及參與實踐人權的行動。 

環境教育３
 

認識與理解人類生存與發展所面對的環境危機與挑戰；探究氣候變遷、資

源耗竭與生物多樣性消失，以及社會不正義和環境不正義；思考個人發

展、國家發展與人類發展的意義；執行綠色、簡樸與永續的生活行動。 

海洋教育４
 

體驗海洋休閒與重視戲水安全的親海行為；了解海洋社會與感受海洋文化

的愛海情懷；探究海洋科學與永續海洋資源的知海素養。 

科技教育５
 

具備科技哲學觀與科技文化的素養；激發持續學習科技及科技設計的興

趣；培養科技知識與產品使用的技能。 

能源教育６
 

增進能源基本概念；發展正確能源價值觀；養成節約能源的思維、習慣和

態度。 

家庭教育７
 

具備探究家庭發展、家庭與社會互動關係及家庭資源管理的知能；提升積

極參與家庭活動的責任感與態度；激發創造家人互動共好的意識與責任，

提升家庭生活品質。 

原住民族 

教育８
 

認識原住民族歷史文化與價值觀；增進跨族群的相互了解與尊重；涵養族

群共榮與平等信念。 

品德教育 
增進道德發展知能；了解品德核心價值與道德議題；養成知善、樂善與行

善的品德素養。 

生命教育 
培養探索生命根本課題的知能；提升價值思辨的能力與情意；增進知行合

一的修養。 

法治教育 
理解法律與法治的意義；習得法律實體與程序的基本知能；追求人權保障

與公平正義的價值。 

資訊教育 
增進善用資訊解決問題與運算思維能力；預備生活與職涯知能；養成資訊

社會應有的態度與責任。 

安全教育 
建立安全意識；提升對環境的敏感度、警覺性與判斷力；防範事故傷害發

生以確保生命安全。 

防災教育 
認識天然災害成因；養成災害風險管理與災害防救能力；強化防救行動之

責任、態度與實踐力。 

生涯規劃 

教育 

了解個人特質、興趣與工作環境；養成生涯規劃知能；發展洞察趨勢的敏

感度與應變的行動力。 

多元文化 

教育 

認識文化的豐富與多樣性；養成尊重差異與追求實質平等的跨文化素養；

維護多元文化價值。 

閱讀素養 

教育 

養成運用文本思考、解決問題與建構知識的能力；涵育樂於閱讀態度；開

展多元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強化與環境的連接感，養成友善環境的態度；發展社會覺知與互動的技

能，培養尊重與關懷他人的情操；開啟學生的視野，涵養健康的身心。 

國際教育 
養成參與國際活動的知能；激發跨文化的觀察力與反思力；發展國家主體

的國際意識與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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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項議題所涉之教育相關法律及國家政策綱領如下： 

註 1：性別平等教育之教育相關法律或國家政策綱領有：《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消

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等。 

註 2：人權教育之教育相關法律或國家政策綱領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施行法》、《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等。 

註 3：環境教育之教育相關法律或國家政策綱領有：《環境教育法》、《國家環境教育綱領》等。 

註 4：海洋教育之教育相關法律或政策綱領有：《國家海洋政策綱領》等。 

註 5：科技教育之教育相關法律或政策綱領有：《科學技術基本法》等。 

註 6：能源教育之教育相關法律或政策綱領有：《能源發展綱領》等。 

註 7：家庭教育之教育相關法律或政策綱領有：《家庭教育法》等。 

註 8：原住民族教育之教育相關法律或政策綱領有：《原住民族基本法》、《原住民族教育法》、《原住民

族語言發展法》等。 

 

參、議題適切融入之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及學習重點舉例說明 

一、議題之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有鑒於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洋教育議題為延續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已具完整

之內涵架構，有利延伸規劃各領域/科目課程之適切融入，並能豐富與落實核心素養之內

涵，故以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洋教育議題為例，呈現其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以

作為課程設計、教材編審與教學實施之參考。 

有關本領域融入議題之選擇、作法與示例參考說明，可參閱「語文領域-臺灣手語課

程手冊」。 

教育階段 

議題/學習主題 

議題實質內涵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生理性別、性傾

向、性別特質與

性別認同多樣性

的尊重 

性E1 認識生理性別、

性傾向、性別特

質與性別認同的

多元面貌。 

性E2 覺知身體意象對

身心的影響。 

性J1  接納自我與他

人的性傾向、

性別特質與性

別認同。 

性J2  釐清身體意象

的性別迷思。 

性U1 肯定自我與

尊重他人的

性傾向、性別

特質與性別

認同，突破個

人發展的性

別限制。 

性U2 探究社會文

化與媒體對

身體意象的

影響。 

性別角色的突破

與性別歧視的消

除 

性E3 覺察性別角色的

刻板印象，了解

家庭、學校與職

業的分工，不應

受性別的限制。 

性J3  檢視家庭、學

校、職場中基

於性別刻板印

象產生的偏見

與歧視。 

性U3 分析家庭、學

校、職場與媒

體中的性別

不 平 等 現

象，提出改善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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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階段 

議題/學習主題 

議題實質內涵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身體自主權的尊

重與維護 

性E4 認識身體界限與

尊重他人的身體

自主權。 

性J4  認識身體自主

權相關議題，

維護自己與尊

重他人的身體

自主權。 

性U4 維護與捍衛

自己的身體

自主權，並尊

重他人的身

體自主權。 

性騷擾、性侵害

與性霸凌的防治 

性E5 認識性騷擾、性

侵害、性霸凌的

概念及其求助管

道。 

性J5  辨識性騷擾、

性侵害與性霸

凌的樣態，運

用資源解決問

題。 

性U5 探 究 性 騷

擾、性侵害與

性霸凌相關

議題，並熟知

權利救濟的

管道與程序。 

語言、文字與符

號的性別意涵分

析 

性E6 了解圖像、語言

與文字的性別意

涵，使用性別平

等的語言與文字

進行溝通。 

性J6  探究各種符號

中的性別意涵

及人際溝通中

的性別問題。 

性U6 解析符號的

性別意涵，並

運用具性別

平等的語言

及符號。 

科技、資訊與媒

體的性別識讀 

性E7 解讀各種媒體所

傳遞的性別刻板

印象。 

性J7  解析各種媒體

所傳遞的性別

迷思、偏見與

歧視。 

性J8  解讀科技產品

的性別意涵。 

性U7 批判科技、資

訊與媒體的

性別意識形

態，並尋求改

善策略。 

性U8 發展科技與

資訊能力，不

受性別的限

制。 

性別權益與公共

參與 

性E8 了解不同性別者

的成就與貢獻。 

性E9 檢視校園中空間

與資源分配的性

別落差，並提出

改善建議。 

性J9  認識性別權益

相關法律與性

別平等運動的

楷模，具備關

懷性別少數的

態度。 

性J10  探究社會中資

源運用與分配

的性別不平

等，並提出解

決策略。 

性U9 了解性別平

等運動的歷

史發展，主動

參與促進性

別平等的社

會 公 共 事

務，並積極維

護性別權益。 

性U10 檢視性別相

關政策，並提

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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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階段 

議題/學習主題 

議題實質內涵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性別權力關係與

互動 

性E10 辨識性別刻板的

情感表達與人際

互動。 

性E11 培養性別間合宜

表達情感的能

力。 

性J11  去除性別刻板

與性別偏見的

情感表達與溝

通，具備與他

人平等互動的

能力。 

性J12  省思與他人的

性別權力關

係，促進平等

與良好的互

動。 

性U11 分析情感關

係中的性別

權力議題，養

成溝通協商

與提升處理

情感挫折的

能力。 

性U12 反思各種互

動中的性別

權力關係。 

性別與多元文化 

性E12 了解與尊重家庭

型態的多樣性。 

性E13 了解不同社會中

的性別文化差

異。 

性J13  了解多元家庭

型態的性別意

涵。 

性J14  認識社會中性

別、種族與階

級的權力結構

關係。 

性U13 探究本土與

國際社會的

性別與家庭

議題。 

性U14 善用資源以

拓展性別平

等的本土與

國際視野。 

 

 

 

 

 

 

 

 

 

 

 

人

權

教

育 

 

 

 

 

 

 

 

 

人權的基本概念 

人E1 認識人權是與生

俱有的、普遍

的、不容剝奪的。 

人J1  認識基本人權

的意涵，並了

解憲法對人權

保障的意義。 

人U1 理解普世人

權意涵的時

代性及聯合

國人權公約

對人權保障

的意義。 

人權與責任 

人E2 關心周遭不公平

的事件，並提出

改善的想法。 

人J2  關懷國內人權

議題，提出一

個符合正義的

社會藍圖，並

進行社會改進

與行動。 

人U2 探討國際人

權議題，並負

起全球公民

的和平與永

續發展責任。 

人權與民主法治 

人E3 了解每個人需求

的不同，並討論

與遵守團體的規

則。 

人J3  探索各種利益

可能發生的衝

突，並了解如

何運用民主審

議方式及正當

的程序，以形

成公共規則，

落實平等自由

之保障。 

人U3 認識我國重

要的人權立

法 及 其 意

義，理解保障

人權之憲政

原理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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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階段 

議題/學習主題 

議題實質內涵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人權與生活實踐 

人E4 表達自己對一個

美好世界的想

法，並聆聽他人

的想法。 

人E5 欣賞、包容個別

差異並尊重自己

與他人的權利。 

人E6 覺察個人的偏

見，並避免歧視

行為的產生。 

人J4  了解平等、正

義的原則，並

在生活中實

踐。 

人J5  了解社會上有

不同的群體和

文化，尊重並

欣賞其差異。 

人J6  正視社會中的

各種歧視，並

採取行動來關

懷與保護弱

勢。 

人U4 理解人權與

世界和平的

關係，並在社

會中實踐。 

人U5 理解世界上

有不同的國

家、族群和文

化，並尊重其

文化權。 

人U6 探討歧視少

數民族、排除

異類、污名化

等現象，理解

其經常和政

治經濟不平

等、種族主義

等 互 為 因

果，並提出相

關的公民行

動方案。 

人權違反與救濟 

人E7 認識生活中不公

平、不合理、違

反規則和健康受

到傷害等經驗，

並知道如何尋求

救助的管道。 

人J7  探討違反人權

的事件對個

人、社區 /部

落、社會的影

響，並提出改

善策略或行動

方案。 

人U7 體悟公民不

服從的人權

法治意涵，並

倡議當今我

國或全球人

權相關之議

題。 

人權重要主題 

人E8 了解兒童對遊戲

權利的需求。 

人E9 認識生存權、身

分權的剝奪與個

人尊嚴的關係。 

人E10 認識隱私權與日

常生活的關係。 

人E11 了解兒童權利宣

言的內涵及兒童

權利公約對兒童

基本需求的維護

與支持。 

人J8  了解人身自由

權，並具有自

我保護的知

能。 

人J9  認識教育權、

工作權與個人

生涯發展的關

係。 

人J10  了解人權的起

源與歷史發展

對人權維護的

意義。 

人J11  運用資訊網絡

了解人權相關

組織與活動。 

人J12  理解貧窮、階

級剝削的相互

人U8 說明言論自

由或新聞自

由對於民主

社會運作的

重要性。 

人U9 理解法律對

社會上原住

民、身心障礙

者等弱勢所

提供各種平

權措施，旨在

促進其能擁

有實質平等

的社會地位。 

人U10 認識聯合國

及其他人權

相關組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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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階段 

議題/學習主題 

議題實質內涵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關係。 

人J13  理解戰爭、和

平對人類生活

的影響。 

人J14  了解世界人權

宣言對人權的

維護與保障。 

人權保障的

功能。 

人U11 理解人類歷

史上發生大

屠 殺 的 原

因，思考如何

避免其再發

生。 

人U12 認識聯合國

的各種重要

國際人權公

約。 

 

 

 

 

 

 

 

 

 

 

 

 

 

 

 

 

 

 

 

 

 

 

環

境

教

育 

 

 

 

 

 

 

環境倫理 

環E1 參與戶外學習與

自然體驗，覺知

自然環境的美、

平衡、與完整性。 

環E2 覺知生物生命的

美與價值，關懷

動、植物的生命。 

環E3 了解人與自然和

諧共生，進而保

護重要棲地。 

環J1  了解生物多樣

性及環境承載

力的重要性。 

環J2  了解人與周遭

動物的互動關

係，認識動物

需求，並關切

動物福利。 

環J3  經由環境美學

與自然文學了

解自然環境的

倫理價值。 

環U1 關心居住地

區，因保護所

帶來的發展

限制及權益

受損，理解補

償正義的重

要性。 

環U2 理解人為破

壞對其他物

種與棲地所

帶來的生態

不正義，進而

支持相關環

境保護政策。 

永續發展 

環E4 覺知經濟發展與

工業發展對環境

的衝擊。 

環E5 覺知人類的生活

型態對其他生物

與生態系的衝

擊。 

環E6 覺知人類過度的

物質需求會對未

來世代造成衝

擊。 

環E7 覺知人類社會有

糧食分配不均與

貧富差異太大的

問題。 

環J4  了解永續發展

的意義（環

境、社會、與

經濟的均衡發

展）與原則。 

環J5  了解聯合國推

動永續發展的

背景與趨勢。 

環J6  了解世界人口

數量增加、糧

食供給與營養

的永續議題。 

環U3 探討臺灣二

十一世紀議

程的內涵與

相關政策。 

環U4 思考生活品

質與人類發

展的意義，並

據以思考與

永續發展的

關係。 

環U5 採行永續消

費與簡樸生

活的生活型

態，促進永續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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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階段 

議題/學習主題 

議題實質內涵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氣候變遷 

環E8 認識天氣的溫

度、雨量要素與

覺察氣候的趨勢

及極端氣候的現

象。 

環E9 覺知氣候變遷會

對生活、社會及

環境造成衝擊。 

環E10 覺知人類的行為

是導致氣候變遷

的原因。 

環J7  透過「碳循

環」，了解化石

燃料與溫室氣

體、全球暖

化、及氣候變

遷的關係。 

環J8  了解臺灣生態

環境及社會發

展面對氣候變

遷的脆弱性與

韌性。 

環J9  了解氣候變遷

減緩與調適的

涵義，以及臺

灣因應氣候變

遷調適的政

策。 

環U6 探究國際與

國內對氣候

變遷的應對

措施，了解因

應氣候變遷

的國際公約

的精神。 

環U7 收集並分析

在地能源的

消耗與排碳

的趨勢，思考

因地制宜的

解決方案，參

與集體的行

動。 

災害防救 

環E11 認識臺灣曾經發

生的重大災害。 

環E12 養成對災害的警

覺心及敏感度，

對災害有基本的

了解，並能避免

災害的發生。 

環E13 覺知天然災害的

頻率增加且衝擊

擴大。 

環J10  了解天然災害

對人類生活、

生命、社會發

展與經濟產業

的衝擊。 

環J11  了解天然災害

的人為影響因

子。 

環J12  認識不同類型

災害可能伴隨

的危險，學習

適當預防與避

難行為。 

環J13  參與防災疏散

演練。 

環U8 從災害防救

法規了解臺

灣災害防救

的政策規劃。 

環U9 分析實際監

測數據，探究

天然災害頻

率的趨勢與

預估。 

環U10 執行災害防

救的演練。 

環U11 運用繪圖科

技與災害資

料調查，繪製

防災地圖。 

能源資源永續利

用 

環E14 覺知人類生存與

發展需要利用能

源及資源，學習

在生活中直接利

用自然能源或自

然形式的物質。 

環E15 覺知能資源過度

利用會導致環境

汙染與資源耗竭

的問題。 

環E16 了解物質循環與

資源回收利用的

環J14  了解能量流動

及物質循環與

生態系統運作

的關係。 

環J15  認識產品的生

命週期，探討

其生態足跡、

水足跡及碳足

跡。 

環J16  了解各種替代

能源的基本原

理與發展趨

環U12 了解循環型

社會的涵意

與 執 行 策

略，實踐綠色

消費與友善

環境的生活

模式。 

環U13 了解環境成

本、汙染者付

費、綠色設計

及清潔生產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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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階段 

議題/學習主題 

議題實質內涵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原理。 

環E17 養成日常生活節

約用水、用電、

物質的行為，減

少資源的消耗。 

勢。 環U14 了解國際及

我國對能源

利用之相關

法律制定與

行政措施。 

環U15 了解因地制

宜及友善環

境的綠建築

原理。 

 

 

 

 

 

 

 

 

 

 

 

 

 

 

 

 

 

 

 

 

海

洋

教

育 

 

 

 

 

 

 

 

 

 

 

 

 

 

 

海洋休閒 

海E1 喜歡親水活動，

重視水域安全。 

海E2 學會游泳技巧，

熟悉自救知能。 

海E3 具備從事多元水

域休閒活動的知

識與技能。 

海J1  參與多元海洋

休閒與水域活

動，熟練各種

水域求生技

能。 

海J2  認識並參與安

全的海洋生態

旅遊。 

海J3  了解沿海或河

岸的環境與居

民生活及休閒

方式。 

海U1 熟練各項水

域運動，具備

安全之知能。 

海U2 規劃並參與

各種水域休

閒與觀光活

動。 

海U3 了解漁村與

近海景觀、人

文風情與生

態旅遊的關

係。 

海洋社會 

海E4 認識家鄉或鄰近

的水域環境與產

業。 

海E5 探討臺灣開拓史

與海洋的關係。 

海E6 了解我國是海洋

國家，強化臺灣

海洋主權意識。 

海J4  了解海洋水

產、工程、運

輸、能源、與

旅遊等產業的

結構與發展。 

海J5  了解我國國土

地理位置的特

色及重要性。 

海J6  了解與日常生

活相關的海洋

法規。 

海J7  探討與海洋相

關產業之發展

對臺灣經濟的

影響。 

海U4 分析海洋相

關產業與科

技發展，並評

析其與經濟

活動的關係。 

海U5 認識海洋相

關法律，了解

並關心海洋

政策。 

海U6 評析臺灣與

其他國家海

洋歷史的演

變及異同。 

海U7 認識臺灣海

洋權益與戰

略地位。 

海洋文化 

海E7 閱讀、分享及創

作與海洋有關的

故事。 

海E8 了解海洋民俗活

動、宗教信仰與

生活的關係。 

海J8  閱讀、分享及

創作以海洋為

背景的文學作

品。 

海J9  了解我國與其

他國家海洋文

海U8 善用各種文

體或寫作技

巧，創作以海

洋為背景的

文學作品。 

海U9 體認各種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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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階段 

議題/學習主題 

議題實質內涵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海E9 透過肢體、聲

音、圖像及道具

等，進行以海洋

為主題之藝術表

現。 

化的異同。 

海J10  運用各種媒材

與形式，從事

以海洋為主題

的藝術表現。 

海J11  了解海洋民俗

信仰與祭典之

意義及其與社

會發展之關

係。 

洋藝術的價

值、風格及其

文化脈絡。 

海U10 比較我國與

其他國家海

洋民俗信仰

與祭典的演

變及異同。 

海洋科學與技術 

海E10 認識水與海洋的

特性及其與生活

的應用。 

海E11 認識海洋生物與

生態。 

海E12 認識海上交通工

具和科技發展的

關係。 

海J12  探討臺灣海岸

地形與近海的

特色、成因與

災害。 

海J13  探討海洋對陸

上環境與生活

的影響。 

海J14  探討海洋生物

與生態環境之

關聯。 

海J15  探討船舶的種

類、構造及原

理。 

海U11 了解海浪、海

嘯、與黑潮等

海洋的物理

特性，以及鹽

度、礦物質等

海洋的化學

成分。 

海U12 了解海水結

構、海底地形

及洋流對海

洋環境的影

響。 

海U13 探討海洋環

境變化與氣

候變遷的相

關性。 

海U14 了解全球水

圈、生態系與

生物多樣性

的關係。 

海U15 熟悉海水淡

化、船舶運

輸、海洋能

源、礦產探勘

與開採等海

洋相關應用

科技。 

海洋資源與永續 

海E13 認識生活中常見

的水產品。 

海E14 了解海水中含有

鹽等成份，體認

海洋資源與生活

的關聯性。 

海E15 認識家鄉常見的

海J16  認識海洋生物

資源之種類、

用途、復育與

保育方法。 

海J17  了解海洋非生

物資源之種類

與應用。 

海U16 探討海洋生

物資源管理

策略與永續

發展。 

海U17 了解海洋礦

產與能源等

資源，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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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階段 

議題/學習主題 

議題實質內涵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河流與海洋資

源，並珍惜自然

資源。 

海E16 認識家鄉的水域

或海洋的汙染、

過漁等環境問

題。 

海J18  探討人類活動

對海洋生態的

影響。 

海J19  了解海洋資源

之有限性，保

護海洋環境。 

海J20  了解我國的海

洋環境問題，

並積極參與海

洋保護行動。 

經濟價值。 

海U18 了解海洋環

境污染造成

海洋生物與

環境累積的

後果，並提出

因應對策。 

海U19 了解全球的

海洋環境問

題，並熟悉或

參與海洋保

護行動。 

 

二、議題適切融入「臺灣手語課程綱要」學習重點舉例說明 

議題融入臺灣手語之內容涵蓋議題之知識、情意與行動，重視對議題認知與敏感度之

提升、價值觀與責任感之培養，以及生活實踐之履行。進行議題教育時，透過本領域之學

習重點與議題實質內涵之連結、延伸、統整與轉化，培養學生對議題探究、思辨與實踐的

能力。下表僅先列舉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環境教育與海洋教育四項議題之學習主題

與實質內涵，其融入本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示例，作為教材編選與教學實施之參考。 

議題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融入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示例 

性別

平等

教育 

生理性別、性傾

向、性別特質與

性別認同多樣

性的尊重 

性 E1 

 

 

性 E2 

 

認識生理性別、性傾向、

性別特質與性別認同的

多元面貌。 

覺知身體意象對身心的

影響。 

A-I-4 

 

Ba-II-1 

 

人稱、姓名、體型及家

庭成員。 

個人性格。 

 

性 J1 

 

 

性 J2 

 

接納自我與他人的性傾

向、性別特質與性別認

同。 

釐清身體意象的性別迷

思。 

A-Ⅳ-1 

Ba-IV-2 

建議與意見。 

尊重與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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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融入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示例 

性 U1 

 

 

 

性 U2 

肯定自我與尊重他人的

性傾向、性別特質與性別

認同，突破個人發展的性

別限制。 

探究社會文化與媒體對

身體意象的影響。 

A-V-3 

Ba-V-2 

因果關係。 

信念與價值觀。 

性別角色的突

破與性別歧視

的消除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的刻板印

象，了解家庭、學校與職

業的分工，不應受性別的

限制。 

3-I-3 

 

A-I-4 

 

Bb-I-1 

Bb-I-2 

Bb-II-2 

Bb-III-1 

能認識聾人社群的生

活、習慣及活動。 

人稱、姓名、體型及家

庭成員。 

家庭生活。 

學校生活。 

生活禮儀。 

社區生活。 

性 J3 

 

 

檢視家庭、學校、職場中

基於性別刻板印象產生

的偏見與歧視。 

A-Ⅳ-1 

Ba-IV-1 

Ba-IV-2 

建議與意見。 

期許與夢想。 

尊重與平等。 

性 U3 分析家庭、學校、職場與

媒體中的性別不平等現

象，提出改善策略。 

Ba-V-2 信念與價值觀。 

身體自主權的

尊重與維護 

性 E4 認識身體界限與尊重他

人的身體自主權。 

3-I-3 

 

A-I-4 

 

Bb-I-1 

Bb-I-2 

能認識聾人社群的生

活、習慣及活動。 

人稱、姓名、體型及家

庭成員。 

家庭生活。 

學校生活。 

性 J4 認識身體自主權相關議

題，維護自己與尊重他人

的身體自主權。 

A-Ⅳ-1 

Ba-IV-2 

建議與意見。 

尊重與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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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融入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示例 

性 U4 維護與捍衛自己的身體

自主權，並尊重他人的身

體自主權。 

Ba-V-2 信念與價值觀。 

性騷擾、性侵害

與性霸凌的防

治 

性 E5 認識性騷擾、性侵害、性

霸凌的概念及其求助管

道。 

A-II-1 

A-III-4 

人事物的動作方式。 

能力、義務及訊息的肯

定程度。 

性 J5 辨識性騷擾、性侵害與性

霸凌的樣態，運用資源解

決問題。 

Ba-IV-3 權利與責任。 

性 U5 探究性騷擾、性侵害與性

霸凌相關議題，並熟知權

利救濟的管道與程序。 

Bb-V-2 

Bb-V-4 

勞動教育。 

法律常識。 

語言、文字與符

號的性別意涵

分析 

性 E6 了解圖像、語言與文字的

性別意涵，使用性別平等

的語言與文字進行溝通。 

A-II-6 

 

Bc-I-1 

指令、要求、建議與勸

告。 

臺灣手語詞彙的由來。 

性 J6 探究各種符號中的性別

意涵及人際溝通中的性

別問題。 

3-IV-1 

 

 

 

A-Ⅳ-1 

能分析及比較聽人文化

與聾人文化，了解文化

異同，並進行跨文化溝

通。 

建議與意見。 

性 U6 

 

解析符號的性別意涵，並

運用具性別平等的語言

及符號。 

2-V-1 

 

 

3-V-1 

能以流暢的臺灣手語表

達個人情感、經歷、規

劃等主題。 

能思辨並調整跨文化溝

通行為，並運用各式資

訊傳達臺灣手語與聾人

文化。 

科技、資訊與媒

體的性別識讀 

性 E7 

 

解讀各種媒體所傳遞的

性別刻板印象。 

Bc-I-3 

Bc-II-4 

臺灣手語的語言特色。 

影視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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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融入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示例 

性 J7 

 

性 J8 

解析各種媒體所傳遞的

性別迷思、偏見與歧視。 

解讀科技產品的性別意

涵。 

A-Ⅳ-1 

Ba-IV-2 

Bc-IV-2 

建議與意見。 

尊重與平等。 

戲劇與電影。 

性 U7 

 

 

性 U8 

批判科技、資訊與媒體的

性別意識形態，並尋求改

善策略。 

發展科技與資訊能力，不

受性別的限制。 

2-V-4 

 

 

3-V-1 

 

 

 

Bc-V-4 

能運用各類資訊科技與

媒體，參與臺灣手語藝

文表演與影像創作。 

能思辨並調整跨文化溝

通行為，並運用各式資

訊傳達臺灣手語與聾人

文化。 

科技倫理。 

性別權益與公

共參與 

性 E8 

 

性 E9 

了解不同性別者的成就

與貢獻。 

檢視校園中空間與資源

分配的性別落差，並提出

改善建議。 

1-III-3 

 

 

 

Bb-I-2 

在臺灣手語內容表達清

晰的情況下，能理解簡

短言談中所傳達的情

緒、感受及需求。 

學校生活。 

性 J9 

 

 

 

性 J10 

 

 

認識性別權益相關法律

與性別平等運動的楷

模，具備關懷性別少數的

態度。 

探究社會中資源運用與

分配的性別不平等，並提

出解決策略。 

#1-IV-2 

 

 

#2-IV-3 

 

 

Ba-IV-1 

Ba-IV-3 

Bb-IV-3 

能理解以臺灣手語所討

論社會議題的內容重

點。 

能以簡短的臺灣手語陳

述社會相關議題的個人

觀點。 

期許與夢想。 

權利與責任。 

計畫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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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融入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示例 

性 U9 

 

 

 

 

性 U10 

了解性別平等運動的歷

史發展，主動參與促進性

別平等的社會公共事

務，並積極維護性別權

益。 

檢視性別相關政策，並提

出看法。 

Ba-V-2 

Bb-V-3 

信念與價值觀。 

社會參與、關係與結

構。 

性別權力關係

與互動 

性 E10 

 

性 E11 

辨識性別刻板的情感表

達與人際互動。 

培養性別間合宜表達情

感的能力。 

A-III-1 

Ba-III-1 

情緒與感受。 

情感與感覺。 

性 J11 

 

 

 

性 J12 

去除性別刻板與性別偏

見的情感表達與溝通，具

備與他人平等互動的能

力。 

省思與他人的性別權力

關係，促進平等與良好的

互動。 

#1-IV-2 

 

 

Ba-IV-2 

能理解以臺灣手語所

討論社會議題的內容

重點。 

尊重與平等。 

性 U11 

 

 

 

性 U12 

分析情感關係中的性別

權力議題，養成溝通協商

與提升處理情感挫折的

能力。 

反思各種互動中的性別

權力關係。 

1-V-1 

 

 

Bb-V-3 

能理解以臺灣手語所討

論多元性議題的內容、

觀點與情感。 

社會參與、關係與結構。 

性別與多元文

化 

性 E12 

 

性 E13 

 

了解與尊重家庭型態的

多樣性。 

了解不同社會中的性別

文化差異。 

Bb-I-1 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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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融入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示例 

性 J13 

 

性 J14 

了解多元家庭型態的性

別意涵。 

認識社會中性別、種族與

階級的權力結構關係。 

2-Ⅳ-2 

 

 

Ba-IV-2 

能以簡短的臺灣手語表

達熟悉主題之觀點，並

與他人討論。 

尊重與平等。 

性 U13 

 

性 U14 

 

探究本土與國際社會的

性別與家庭議題。 

善用資源以拓展性別平

等的本土與國際視野。 

1-V-1 

 

 

Ba-V-1 

Bb-V-3 

能理解以臺灣手語所討

論多元性議題的內容、

觀點與情感。 

多元文化。 

社會參與、關係與結構。 

人權

教育 

人權的基本概

念 

人 E1 認識人權是與生俱有

的、普遍的、不容剝奪的。 

3-II-1 

 

Bc-III-3 

能尊重聾人文化及其生

活方式。 

聾人的需求。 

人 J1 

 

 

認識基本人權的意涵，並

了解憲法對人權保障的

意義。 

Ba-IV-2

Ba-IV-3 

 

尊重與平等。 

權利與責任。 

人 U1 

 

理解普世人權意涵的時

代性及聯合國人權公約

對人權保障的意義。 

1-V-1 

 

 

1-V-2 

 

 

1-V-3 

 

Bb-V-1 

Bb-V-2 

Bb-V-4 

能理解以臺灣手語所討

論多元性議題的內容、

觀點與情感。 

能理解以臺灣手語所討

論熟悉主題的演講內容

重點。 

能歸納臺灣手語節目或

影片之內容重點。 

無障礙環境。 

勞動教育。 

法律常識。 

人權與責任 

人 E2 

 

關心周遭不公平的事

件，並提出改善的想法。 

Ba-III-1 

Bc-III-3 

情感與感覺。 

聾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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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融入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示例 

人 J2 關懷國內人權議題，提出

一個符合正義的社會藍

圖，並進行社會改進與行

動。 

3-IV-1 

 

 

 

3-IV-2 

 

能分析及比較聽人文化

與聾人文化，了解文化

異同，並進行跨文化溝

通。 

能結合聽人文化與聾人

文化，發展文化創新。 

人 U2 探討國際人權議題，並負

起全球公民的和平與永

續發展責任。 

2-V-3 

 

 

 

Bb-V-1 

Bb-V-3 

Bb-V-4 

能以流暢的臺灣手語針

對全球重要的議題表達

個人的觀點，並回應他

人的意見。 

無障礙環境。 

社會參與、關係與結構。 

法律常識。 

人權與民主法

治 

人 E3 

 

了解每個人需求的不

同，並討論與遵守團體的

規則。 

 

2-III-1 

 

 

Bb-I-1 

Bb-I-2 

Bb-III-1 

Bc-III-3 

能以簡單的臺灣手語語

句就生活場域中的熟悉

主題，進行陳述與討論。 

家庭生活。 

學校生活。 

社區生活。 

聾人的需求。 

人 J3 探索各種利益可能發生

的衝突，並了解如何運用

民主審議方式及正當的

程序，以形成公共規則，

落實平等自由之保障。 

#2-IV-3 

 

 

Ba-IV-2 

Ba-IV-3 

能以簡短的臺灣手語陳

述社會相關議題的個人

觀點。 

尊重與平等。 

權利與責任。 

人 U3 認識我國重要的人權立

法及其意義，理解保障人

權之憲政原理與原則。 

1-V-1 

 

 

Ba-V-1 

Ba-V-2 

能理解以臺灣手語所討

論多元性議題的內容、

觀點與情感。 

多元文化。 

信念與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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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融入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示例 

人權與生活實

踐 

人 E4 

 

 

人 E5 

 

人 E6 

 

表達自己對一個美好世

界的想法，並聆聽他人的

想法。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

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覺察個人的偏見，並避免

歧視行為的產生。 

3-II-2 

 

Ba-III-1 

 

能以開放的態度欣賞

聾人文化。 

情感與感覺。 

 

人 J4 

 

人 J5 

 

 

人 J6 

了解平等、正義的原則，

並在生活中實踐。 

了解社會上有不同的群

體和文化，尊重並欣賞其

差異。 

正視社會中的各種歧

視，並採取行動來關懷與

保護弱勢。 

3-IV-1 

 

 

 

Ba-IV-2 

Ba-IV-3 

能分析及比較聽人文

化與聾人文化，了解文

化異同，並進行跨文化

溝通。 

尊重與平等。 

權利與責任。 

人 U4 

 

人 U5 

 

 

人 U6 

理解人權與世界和平的

關係，並在社會中實踐。 

理解世界上有不同的國

家、族群和文化，並尊重

其文化權。 

探討歧視少數民族、排除

異類、污名化等現象，理

解其經常和政治經濟不

平等、種族主義等互為因

果，並提出相關的公民行

動方案。 

2-V-2 

 

 

3-V-1 

 

 

 

Bc-V-1 

能以流暢的臺灣手語

針對多樣性主題提出

個人的見解及論點。 

能思辨並調整跨文化

溝通行為，並運用各式

資訊傳達臺灣手語與

聾人文化。 

聾價值。 

人權違反與救

濟 

人 E7 認識生活中不公平、不合

理、違反規則和健康受到

傷害等經驗，並知道如何

尋求救助的管道。 

A-III-4 

 

A-III-5 

能力、義務及訊息的肯

定程度。 

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事

件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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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融入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示例 

人 J7 探討違反人權的事件對

個人、社區/部落、社會的

影響，並提出改善策略或

行動方案。 

A-IV-1 

Ba-IV-3 

建議與意見。 

權利與責任。 

人 U7 體悟公民不服從的人權

法治意涵，並倡議當今我

國或全球人權相關之議

題。 

2-V-3 

 

 

 

Ba-V-1 

Ba-V-2 

能以流暢的臺灣手語

針對全球重要的議題

表達個人的觀點，並回

應他人的意見。 

多元文化。 

信念與價值觀。 

人權重要主題 

人 E8 

 

人 E9 

 

人 E10 

 

人 E11 

了解兒童對遊戲權利的

需求。 

認識生存權、身分權的剝

奪與個人尊嚴的關係。 

認識隱私權與日常生活

的關係。 

了解兒童權利宣言的內

涵及兒童權利公約對兒

童基本需求的維護與支

持。 

1-III-3 

 

 

 

Bb-I-1 

Bb-I-2 

Bc-I-2 

Bc-III-3 

在臺灣手語內容表達

清晰的情況下，能理解

簡短言談中所傳達的

情緒、感受及需求。 

家庭生活。 

學校生活。 

與聾人互動的禮節。 

聾人的需求。 

人 J8 

 

人 J9 

 

人 J10 

 

人 J11 

 

人 J12 

 

人 J13 

了解人身自由權，並具有

自我保護的知能。 

認識教育權、工作權與個

人生涯發展的關係。 

了解人權的起源與歷史

發展對人權維護的意義。 

運用資訊網絡了解人權

相關組織與活動。 

理解貧窮、階級剝削的相

互關係。 

理解戰爭、和平對人類生

1-IV-1 

 

 

#2-IV-3 

 

 

Ba-IV-3 

 

能理解以臺灣手語所

討論生活議題的內容

重點。 

能以簡短的臺灣手語

陳述社會相關議題的

個人觀點。 

權利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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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融入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示例 

 

人 J14 

活的影響。 

了解世界人權宣言對人

權的維護與保障。 

人 U8 

 

 

人 U9 

 

 

 

 

人 U10 

 

 

人 U11 

 

 

人 U12 

說明言論自由或新聞自

由對於民主社會運作的

重要性。 

理解法律對社會上原住

民、身心障礙者等弱勢所

提供各種平權措施，旨在

促進其能擁有實質平等

的社會地位。 

認識聯合國及其他人權

相關組織對人權保障的

功能。 

理解人類歷史上發生大

屠殺的原因，思考如何避

免其再發生。 

認識聯合國的各種重要

國際人權公約。 

2-V-2 

 

 

2-V-3 

 

 

 

Bb-V-1 

Bb-V-2 

Bc-V-1 

Bc-V-2 

能以流暢的臺灣手語

針對多樣性主題提出

個人的見解及論點。 

能以流暢的臺灣手語

針對全球重要的議題

表達個人的觀點，並回

應他人的意見。 

無障礙環境。 

勞動教育。 

聾價值。 

跨文化比較。 

環境

教育 
環境倫理 

環 E1 

 

 

環 E2 

 

環 E3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

驗，覺知自然環境的美、

平衡、與完整性。 

覺知生物生命的美與價

值，關懷動、植物的生命。 

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

生，進而保護重要棲地。 

A-I-6 

Bb-II-1 

事物的特徵。 

休閒活動。 

環 J1 

 

環 J2 

 

 

了解生物多樣性及環境

承載力的重要性。 

了解人與周遭動物的互

動關係，認識動物需求，

並關切動物福利。 

2-IV-2 

 

 

#2-IV-3 

 

能以簡短的臺灣手語表

達熟悉主題之觀點，並

與他人討論。 

能以簡短的臺灣手語陳

述社會相關議題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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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融入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示例 

環 J3 

 

 

經由環境美學與自然文

學了解自然環境的倫理

價值。 

 

Bb-IV-1 

Bb-IV-2 

觀點。 

飲食文化。 

食農教育。 

環 U1 

 

 

 

環 U2 

關心居住地區，因保護所

帶來的發展限制及權益

受損，理解補償正義的重

要性。 

理解人為破壞對其他物

種與棲地所帶來的生態

不正義，進而支持相關環

境保護政策。 

1-V-1 

 

 

2-V-3 

 

 

 

Ba-V-2 

Bb-V-4 

能理解以臺灣手語所討

論多元性議題的內容、

觀點與情感。 

能以流暢的臺灣手語針

對全球重要的議題表達

個人的觀點，並回應他

人的意見。 

信念與價值觀。 

法律常識。 

永續發展 

環 E4 

 

環 E5 

 

 

環 E6 

 

 

環 E7 

覺知經濟發展與工業發

展對環境的衝擊。 

覺知人類的生活型態對

其他生物與生態系的衝

擊。 

覺知人類過度的物質需

求會對未來世代造成衝

擊。 

覺知人類社會有糧食分

配不均與貧富差異太大

的問題。 

2-III-1 

 

 

A-III-1 

Ba-III-1 

能以簡單的臺灣手語語

句就生活場域中的熟悉

主題，進行陳述與討論。 

情緒與感受。 

情感與感覺。 

環 J4 

 

 

環 J5 

 

環 J6 

 

了解永續發展的意義（環

境、社會、與經濟的均衡

發展）與原則。 

了解聯合國推動永續發

展的背景與趨勢。 

了解世界人口數量增

加、糧食供給與營養的永

續議題。 

#1-IV-2 

 

 

#2-IV-3 

 

 

Ba-IV-2 

能理解以臺灣手語所

討論社會議題的內容

重點。 

能以簡短的臺灣手語陳

述社會相關議題的個人

觀點。 

尊重與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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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融入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示例 

環 U3 

 

環 U4 

 

 

環 U5 

探討臺灣二十一世紀議

程的內涵與相關政策。 

思考生活品質與人類發

展的意義，並據以思考與

永續發展的關係。 

採行永續消費與簡樸生

活的生活型態，促進永續

發展。 

1-V-1 

 

 

2-V-3 

能理解以臺灣手語所討

論多元性議題的內容、

觀點與情感。 

能以流暢的臺灣手語針

對全球重要的議題表達

個人的觀點，並回應他

人的意見。 

氣候變遷 

環 E8 

 

 

環 E9 

 

 

環 E10 

認識天氣的溫度、雨量要

素與覺察氣候的趨勢及

極端氣候的現象。 

覺知氣候變遷會對生

活、社會及環境造成衝

擊。 

覺知人類的行為是導致

氣候變遷的原因。 

1-III-1 

 

 

 

A-I-6 

Bb-I-3 

在臺灣手語內容表達清

晰的情況下，能理解生

活主題的內容和掌握特

定細節。 

事物的特徵。 

天氣狀況。 

環 J7 

 

 

 

環 J8 

 

 

環 J9 

 

透過「碳循環」，了解化

石燃料與溫室氣體、全球

暖化、及氣候變遷的關

係。 

了解臺灣生態環境及社

會發展面對氣候變遷的

脆弱性與韌性。 

了解氣候變遷減緩與調

適的涵義，以及臺灣因應

氣候變遷調適的政策。 

1-IV-1 

 

 

A-Ⅳ-1 

Bb-IV-3 

能理解以臺灣手語所討

論生活議題的內容重

點。 

建議與意見。 

計畫與執行。 

環 U6 

 

 

 

環 U7 

探究國際與國內對氣候

變遷的應對措施，了解因

應氣候變遷的國際公約

的精神。 

收集並分析在地能源的

2-V-3 

 

 

 

A-V-3 

能以流暢的臺灣手語針

對全球重要的議題表達

個人的觀點，並回應他

人的意見。 

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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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融入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示例 

消耗與排碳的趨勢，思考

因地制宜的解決方案，參

與集體的行動。 

Ba-V-2 信念與價值觀。 

災害防救 

環 E11 

 

環 E12 

 

 

 

環 E13 

認識臺灣曾經發生的重

大災害。 

養成對災害的警覺心及

敏感度，對災害有基本的

了解，並能避免災害的發

生。 

覺知天然災害的頻率增

加且衝擊擴大。 

1-III-1 

 

 

 

Bb-I-3 

在臺灣手語內容表達清

晰的情況下，能理解生

活主題的內容和掌握特

定細節。 

天氣狀況。 

環 J10 

 

 

環 J11 

 

環 J12 

 

 

環 J13 

了解天然災害對人類生

活、生命、社會發展與經

濟產業的衝擊。 

了解天然災害的人為影

響因子。 

認識不同類型災害可能

伴隨的危險，學習適當預

防與避難行為。 

參與防災疏散演練。 

1-IV-1 

 

 

2-IV-2 

能理解以臺灣手語所討

論生活議題的內容重

點。 

能以簡短的臺灣手語表

達熟悉主題之觀點，並

與他人討論。 

 

環 U8 

 

環 U9 

 

 

環 U10 

環 U11 

從災害防救法規了解臺

灣災害防救的政策規劃。 

分析實際監測數據，探究

天然災害頻率的趨勢與

預估。 

執行災害防救的演練。 

運用繪圖科技與災害資

料調查，繪製防災地圖。 

2-V-1 

 

 

Bc-V-4 

能以流暢的臺灣手語表

達個人情感、經歷、規

劃等主題。 

科技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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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融入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示例 

能源資源永續

利用 

環 E14 

 

 

 

環 E15 

 

 

環 E16 

 

環 E17 

覺知人類生存與發展需

要利用能源及資源，學習

在生活中直接利用自然

能源或自然形式的物質。 

覺知能資源過度利用會

導致環境汙染與資源耗

竭的問題。 

了解物質循環與資源回

收利用的原理。 

養成日常生活節約用

水、用電、物質的行為，

減少資源的消耗。 

1-III-1 

 

 

 

2-I-4 

 

A-III-4 

 

Bb-I-1 

在臺灣手語內容表達清

晰的情況下，能理解生

活主題的內容和掌握特

定細節。 

能以臺灣手語簡單地敘

述生活環境。 

能力、義務及訊息的肯

定程度。 

家庭生活。 

 

環 J14 

 

 

環 J15 

 

 

環 J16 

了解能量流動及物質循

環與生態系統運作的關

係。 

認識產品的生命週期，探

討其生態足跡、水足跡及

碳足跡。 

了解各種替代能源的基

本原理與發展趨勢。 

1-IV-1 

 

 

A-Ⅳ-1 

Bb-IV-2 

Bb-IV-3 

能理解以臺灣手語所討

論生活議題的內容重

點。 

建議與意見。 

食農教育。 

計畫與執行。 

環 U12 

 

 

 

環 U13 

 

 

環 U14 

 

 

環 U15 

了解循環型社會的涵意

與執行策略，實踐綠色消

費與友善環境的生活模

式。 

了解環境成本、汙染者付

費、綠色設計及清潔生產

機制。 

了解國際及我國對能源

利用之相關法律制定與

行政措施。 

了解因地制宜及友善環

2-V-3 

 

 

 

A-V-3 

Bb-V-4 

能以流暢的臺灣手語針

對全球重要的議題表達

個人的觀點，並回應他

人的意見。 

因果關係。 

法律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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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融入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示例 

境的綠建築原理。 

海洋

教育 

海洋休閒 

海 E1 

 

海 E2 

 

海 E3 

 

喜歡親水活動，重視水域

安全。 

學會游泳技巧，熟悉自救

知能。 

具備從事多元水域休閒

活動的知識與技能。 

Ba-III-2 

Bb-II-1 

健康與幸福。 

休閒活動。 

 

海 J1 

 

 

海 J2 

 

海 J3 

 

參與多元海洋休閒與水

域活動，熟練各種水域求

生技能。 

認識並參與安全的海洋

生態旅遊。 

了解沿海或河岸的環境

與居民生活及休閒方式。 

1-IV-1 能理解以臺灣手語所討

論生活議題的內容重

點。 

海 U1 

 

海 U2 

 

海 U3 

 

熟練各項水域運動，具備

安全之知能。 

規劃並參與各種水域休

閒與觀光活動。 

了解漁村與近海景觀、人

文風情與生態旅遊的關

係。 

1-V-1 

 

 

2-V-1 

 

能理解以臺灣手語所討

論多元性議題的內容、

觀點與情感。 

能以流暢的臺灣手語表

達個人情感、經歷、規

劃等主題。 

海洋社會 

海 E4 

 

海 E5 

 

海 E5 

 

認識家鄉或鄰近的水域

環境與產業。 

探討臺灣開拓史與海洋

的關係。 

了解我國是海洋國家，強

化臺灣海洋主權意識。 

2-III-1 能以簡單的臺灣手語語

句就生活場域中的熟悉

主題，進行陳述與討論。 

海 J4 

 

 

海 J5 

了解海洋水產、工程、運

輸、能源、與旅遊等產業

的結構與發展。 

了解我國國土地理位置

1-IV-1 

 

 

2-IV-2 

能理解以臺灣手語所討

論生活議題的內容重

點。 

能以簡短的臺灣手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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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融入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示例 

 

海 J6 

 

海 J7 

 

的特色及重要性。 

了解與日常生活相關的

海洋法規。 

探討與海洋相關產業之

發展對臺灣經濟的影響。 

達熟悉主題之觀點，並

與他人討論。 

海 U4 

 

 

海 U5 

 

海 U6 

 

海 U7 

分析海洋相關產業與科

技發展，並評析其與經濟

活動的關係。 

認識海洋相關法律，了解

並關心海洋政策。 

評析臺灣與其他國家海

洋歷史的演變及異同。 

認識臺灣海洋權益與戰

略地位。 

1-V-1 

 

 

2-V-2 

能理解以臺灣手語所討

論多元性議題的內容、

觀點與情感。 

能以流暢的臺灣手語針

對多樣性主題提出個人

的見解及論點。 

海洋文化 

海 E7 

 

海 E8 

 

海 E9 

 

閱讀、分享及創作與海洋

有關的故事。 

了解海洋民俗活動、宗教

信仰與生活的關係。 

透過肢體、聲音、圖像及

道具等，進行以海洋為主

題之藝術表現。 

1-III-1 

 

 

 

2-I-4 

 

Bb-III-2 

在臺灣手語內容表達

清晰的情況下，能理解

生活主題的內容和掌

握特定細節。 

能以臺灣手語簡單地

敘述生活環境。 

活動與節慶。 

海 J8 

 

海 J9 

 

海 J10 

 

 

海 J11 

 

閱讀、分享及創作以海洋

為背景的文學作品。 

了解我國與其他國家海

洋文化的異同。 

運用各種媒材與形式，從

事以海洋為主題的藝術

表現。 

了解海洋民俗信仰與祭

典之意義及其與社會發

展之關係。 

#1-IV-2 

 

 

2-IV-2 

 

 

Bc-IV-3 

能理解以臺灣手語所

討論社會議題的內容

重點。 

能以簡短的臺灣手語

表達熟悉主題之觀

點，並與他人討論。 

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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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融入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示例 

海 U8 

 

 

海 U9 

 

海 U10 

善用各種文體或寫作技

巧，創作以海洋為背景的

文學作品。 

體認各種海洋藝術的價

值、風格及其文化脈絡。 

比較我國與其他國家海

洋民俗信仰與祭典的演

變及異同。 

1-V-1 

 

 

2-V-4 

 

 

Ba-V-1 

能理解以臺灣手語所討

論多元性議題的內容、

觀點與情感。 

能運用各類資訊科技與

媒體，參與臺灣手語藝

文表演與影像創作。 

多元文化。 

海洋科學與技

術 

海 E10 

 

海 E11 

海 E12 

 

認識水與海洋的特性及

其與生活的應用。 

認識海洋生物與生態。 

認識海上交通工具和科

技發展的關係。 

1-III-1 

 

 

 

2-I-4 

在臺灣手語內容表達

清晰的情況下，能理解

生活主題的內容和掌

握特定細節。 

能以臺灣手語簡單地

敘述生活環境。 

海 J12 

 

海 J13 

 

海 J14 

 

海 J15 

探討臺灣海岸地形與近

海的特色、成因與災害。 

探討海洋對陸上環境與

生活的影響。 

探討海洋生物與生態環

境之關聯。 

探討船舶的種類、構造及

原理。 

1-IV-1 

 

 

2-IV-2 

能理解以臺灣手語所

討論生活議題的內容

重點。 

能以簡短的臺灣手語

表達熟悉主題之觀

點，並與他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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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融入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示例 

海 U11 

 

 

 

海 U12 

 

 

海 U13 

 

海 U14 

 

海 U15 

 

了解海浪、海嘯、與黑潮

等海洋的物理特性，以及

鹽度、礦物質等海洋的化

學成分。 

了解海水結構、海底地形

及洋流對海洋環境的影

響。 

探討海洋環境變化與氣

候變遷的相關性。 

了解全球水圈、生態系與

生物多樣性的關係。 

熟悉海水淡化、船舶運

輸、海洋能源、礦產探勘

與開採等海洋相關應用

科技。 

1-V-1 

 

 

2-V-2 

能理解以臺灣手語所討

論多元性議題的內容、

觀點與情感。 

能以流暢的臺灣手語

針對多樣性主題提出

個人的見解及論點。 

海洋資源與永

續 

海 E13 

 

海 E14 

 

 

海 E15 

 

 

海 E16 

 

認識生活中常見的水產

品。 

了解海水中含有鹽等成

份，體認海洋資源與生活

的關聯性。 

認識家鄉常見的河流與

海洋資源，並珍惜自然資

源。 

認識家鄉的水域或海洋

的汙染、過漁等環境問

題。 

1-III-1 

 

 

 

2-III-1 

 

 

 

Bb-III-1 

在臺灣手語內容表達

清晰的情況下，能理解

生活主題的內容和掌

握特定細節。 

能以簡單的臺灣手語

語句就生活場域中的

熟悉主題，進行陳述與

討論。 

社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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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融入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示例 

海 J16 

 

 

海 J17 

 

海 J18 

 

海 J19 

 

海 J20 

認識海洋生物資源之種

類、用途、復育與保育方

法。 

了解海洋非生物資源之

種類與應用。 

探討人類活動對海洋生

態的影響。 

了解海洋資源之有限

性，保護海洋環境。 

了解我國的海洋環境問

題，並積極參與海洋保護

行動。 

#1-IV-2 

 

 

#2-IV-3 

 

 

Bb-IV-1 

能理解以臺灣手語所

討論社會議題的內容

重點。 

能以簡短的臺灣手語

陳述社會相關議題的

個人觀點。 

飲食文化。 

海 U16 

 

海 U17 

 

海 U18 

 

 

海 U19 

 

探討海洋生物資源管理

策略與永續發展。 

了解海洋礦產與能源等

資源，以及其經濟價值。 

了解海洋環境汙染造成

海洋生物與環境累積的

後果，並提出因應對策。 

了解全球的海洋環境問

題，並熟悉或參與海洋保

護行動。 

1-V-1 

 

 

2-V-2 

 

 

Ba-V-2 

能理解以臺灣手語所討

論多元性議題的內容、

觀點與情感。 

能以流暢的臺灣手語

針對多樣性主題提出

個人的見解及論點。 

信念與價值觀。 

 

行政院公報　　　　　　　　　　　　　　　　　第027卷　第235期　　20211210　　教育科技文化篇



 

 

附錄三：學習內容具體內涵說明 

主

題 

項

目 
學習階段 學習內容 具體內涵說明 

A.

語

言

功

能 

 

I 

A-I-1 臺灣手語詞彙的組

成要素及其功能。 

包含手形、動作、位置、掌心方向以及

臉部表情等組成要素。 

A-I-2 數字和數量。 1.數字的表達，例如：個位數、十位數、

百位數、千位數等。 

2.數量的表達，例如：家中有幾個人、

學校有多少學生等。 

A-I-3 時間和日期。 1.時間的表達，例如：早上、中午、下

午、幾點幾分等。 

2.日期的表達，例如：幾年幾月幾日。 

A-I-4 人稱、姓名、體型及

家庭成員。 

1.代名詞的表達，例如：你、我、他、

你們、我們、他們等。 

2.手語名字與姓氏的表達，例如：酒窩

男、捲髮女、黃、張、王等。 

3.親屬稱謂的表達，例如：父母、兄弟

姊妹等。 

4.體型的表達，例如：高、矮、胖、瘦

等。 

A-I-5 問候、感激、祝賀及

告別等社交用語。 

常用的社交用語，例如：你好、謝謝、

恭喜、明天見等。 

A-I-6 事物的特徵。 人事物特徵的描述，例如：事物的大、

小、輕、重等。 

II 

A-II-1 人事物的動作方式。 人事物的動作方式，例如：走得很快、

走得很慢、大力地拍打、輕輕地拍打等。 

A-II-2 事件的頻率。 事件發生的頻率，例如：常常運動、偶

爾遲到、從不騙人等。 

A-II-3 喜好及厭惡。 個人對事物的喜好與厭惡，例如：我喜

歡打球，不喜歡唱歌。 

A-II-4 問題的詢問與回答。 1.問句的類型，例如：你是學生嗎、電

影幾點開始、我們一起去逛夜市好不

好等。 

2.問句的回答，例如：是，我是學生、

2 點半、好等。 

A-II-5 人事物的空間位置

及移動方向。 

事物空間關係的表達，例如：書在桌子

上、他放一本書在桌子上、小狗跳上桌

子、小朋友走進火車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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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項

目 
學習階段 學習內容 具體內涵說明 

A-II-6 指令、要求、建議與

勸告。 

1.指令與要求的表達，例如：起立、坐

下、大家看我等。 

2.建議與勸告的表達，例如：媽媽建議

我提早去上學、老師勸我要用功讀書

等。 

III 

A-III-1 情緒與感受。 1.情緒的表達，例如：他很生氣、他很

高興等。 

2.感受的表達，例如：他很擔心疫情、

他對這次的結果感到很失望等。 

A-III-2 狀態的程度。 事件不同狀態的表達，例如：弟弟有點

生氣、哥哥非常生氣等。 

A-III-3 否定的訊息。 否定的表達，例如：他今天沒有來學

校、他不高，也不胖、他從不打電動遊

戲等。 

A-III-4 能力、義務及訊息的

肯定程度。 

1.能力、許可、義務、責任等情態的表

達，例如：他會開車、他能出席會議、

你不應該遲到等。 

2.說話者運用表情態的詞彙、臉部表情

等來表達對訊息的肯定程度，例如：

確定、不確定、差不多等。 

A-III-5 過去、現在與未來的

事件時間。 

有關時式的表達，例如：包含昨天、現

在、明天、下週、前年等時間用語的表

達。 

IV 

A-Ⅳ-1 建議與意見。 建議和意見的表達，例如：老師建議他

學習手語、我反對他當班代等。 

A-IV-2 事件的時間順序。 事件先後關係的表達，例如：他去圖書

館拿書、他拿書去圖書館等。 

A-IV-3 語句銜接。 語句間不同連貫與銜接方式的使用，例

如：他笑，我也跟著笑、吃飽飯後，我

們再一起讀書等。 

A-IV-4 篇章中的指示詞。 空間、時間、人稱指示詞的表達，例如：

山上住著一位老人，他以前是位中學的

老師。 

A-IV-5 事件的起始、進行與

完成。 

進行式和完成式等時貌的表達，例如：

開始下雨了、他正在運動、他吃完飯等。 

V 

A-V-1 狀態改變。 情境或狀態改變的表達，例如：天氣越

來越冷了、這裡外國人越來越多、影響

的範圍越來越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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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項

目 
學習階段 學習內容 具體內涵說明 

A-V-2 事物比較。 事物之間的對比，包括事物相同或不同

的表達，例如：弟弟比哥哥重、哥哥和

弟弟一樣高、今天的蘋果比昨天的貴

等。 

A-V-3 因果關係。 因果關係的表達方式，即某事件造成某

種狀態的結果，例如：他打破了玻璃。 

A-V-4 條件與假設。 1.條件句的表達，例如：如果努力，就

會成功。 

2.假設句的表達，例如：假如我有錢，

我會買一間大房子。 

B.

生

活

與

文

化 

a.

個

人 

I 

Ba-I-1 自我介紹。 1.個人基本訊息相關用語，例如：手語

姓名、年齡、外形特徵等。 

2.興趣的表達，例如：喜歡做的事、喜

歡的運動等。 

Ba-I-2 日常起居。 1.家居生活用語，例如：日用品、場所

等。 

2.生活作息用語，例如：起床、上學、

放學、睡覺等。 

Ba-I-3 生活自理。 1.生活自理用語，例如：吃飯、穿衣、

如廁、盥洗等。 

2.生理現象的描述，例如：肚子餓、頭

痛等。 

II 

Ba-II-1 個人性格。 性格特質的表達，例如：活潑、文靜、

懶惰等。 

Ba-II-2 購物。 購物用語，例如：買、賣、便宜、貴等。 

Ba-II-3 飲食與營養。 1.飲食相關用語，例如：吃、喝、食物、

飲料、餐廳等。 

2.食物名稱的表達，例如：飯、蔬菜、

牛奶、魚、肉、水果、魚等。 

3.營養相關用語，例如：維生素、礦物

質、蛋白質、脂肪、澱粉、熱量、均

衡飲食等。 

III 

Ba-III-1 情感與感覺。 1.情緒的表達，例如：開心、傷心、憤

怒等。 

2.心理感受的表達，例如：好奇、驚訝、

有信心等。 

Ba-III-2 健康與幸福。 1.運動相關用語，例如：慢跑、游泳等。 

2.健康相關用語，例如：健康、生病、

恢復、接種疫苗、防疫措施等。 

3.幸福相關用語，例如：快樂、美好、

甜蜜、無憂無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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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項

目 
學習階段 學習內容 具體內涵說明 

IV 

Ba-IV-1 期許與夢想。 1.期許的表達，例如：希望某人順利畢

業、希望自己學業進步等。 

2.夢想的表達，例如：自己希望成為什

麼樣的人、夢想做什麼事等。 

Ba-IV-2 尊重與平等。 1.尊重與不尊重的相關用語，例如：尊

重、看重、看輕、身心障礙歧視、聾

人歧視、性別歧視、對聾人和手語的

迷思、性別刻板印象等。 

2.促進平等的行為，例如：倡議平權、

重視人權、性別平等(含司法院釋字第

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等。 

Ba-IV-3 權利與責任。 1.聾人權利的相關用語，例如：受教權

利、工作權利、手語翻譯服務、聽打

服務、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等。 

2.公民責任與義務的相關用語，例如：

納稅、投票、社會參與、社會關懷等。 

V 

Ba-V-1 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的表達，例如：青少年文化、

客家族群文化、原住民族群文化等。 

Ba-V-2 信念與價值觀。 1.信念的表達，例如：正向思考、生命

關懷等。 

2.價值觀的表達，例如：聾人的優勢、

金錢觀、人生觀等。 

Ba-V-3 語言與認同。 1.語言與認同的相關用語，例如：尊重

語言多樣性、語言的復振與傳承等。 

2.文化認同，例如：聾人文化認同、社

群的歸屬感等。 

b.

社

會

與

生

活 

I 

Bb-I-1 家庭生活。 1.居家環境用語，例如：客廳、餐廳、

廚房等。 

2.居家活動用語，例如：看電視、吃飯、

煮飯等。 

3.家庭活動用語，例如：打掃、旅遊、

祭祀、拜訪親戚等。 

Bb-I-2 學校生活。 1.學校生活相關人員，例如：老師、同

學、學生、校長等。 

2.學校活動之相關用語，例如：上課、

下課、考試、運動會等。 

3.學校物品與環境的詞彙，例如：桌

子、黑板、教室、操場等。 

4.介紹啟聰學校與美國高立德大學

（Gallaudet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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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I-3 天氣狀況。 1.不同天氣之用語，例如：晴天、下雨、

颱風、天氣越來越冷等。 

2.天氣相關物品的詞彙，例如：雨傘、

雨衣等。 

3.天氣狀況相關事件之用語，例如：淹

水、颱風假、房屋倒塌等。 

II 

Bb-II-1 休閒活動。 1.不同休閒活動之用語，例如：看書、

看電影、逛街等。 

2.休閒活動場所的詞彙，例如：電影

院、夜市、百貨公司等。 

Bb-II-2 生活禮儀。 1.禮貌用語，例如：請、謝謝、不客氣

等。 

2.生活禮儀相關用語，例如：守時、不

遲到、排隊、不大聲喧嘩、手機靜音

等。 

III 

Bb-III-1 社區生活。 1.各種商店的詞彙，例如：超商、書店、

大賣場等。 

2.各種機構的詞彙，例如：醫院、郵局、

銀行、警察局等。 

3.從事活動的詞彙，例如：購物、看病、

存錢、報警等。 

4.聾人相關活動之用語，例如：聾人電

影節、聾劇團表演、聾人文化講座、

博物館或美術館手語導覽服務等。 

Bb-III-2 活動與節慶。 1.不同節日的詞彙，例如：元宵節、端

午節、中秋節等。 

2.不同節日所從事的活動用語，例如：

端午節划龍舟、元宵節提燈籠等。 

3.不同節慶的活動用語，例如：原住民

歲時祭儀、媽祖繞境、聖誕節等。 

Bb-III-3 體育活動。 1.不同運動的詞彙，例如：棒球、籃球、

羽球等。 

2.介紹聽障奧運。 

3.運動賽事如何調整以利聾人參與，例

如：游泳比賽的鳴槍改為燈號顯示。 

IV 

Bb-IV-1 飲食文化。 1.臺灣不同節慶活動之用語，例如：湯

圓、粽子、月餅、柚子、月圓人團圓

等。 

2.臺灣本土不同族群的飲食習慣及食

物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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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IV-2 食農教育。 1.與農業相關的詞彙，例如：種植、收

成、運送等。 

2.當地的水果與農產品的詞彙，例如：

釋迦、鳳梨、稻米等。 

Bb-IV-3 計畫與執行。 1.與計畫相關的詞彙，例如：規劃、申

請、舉辦等。 

2.聾人相關活動之用語，例如：聾人電

影節、聾劇團表演、國際手語日等。 

3.資訊及檢索工具的相關用語，例如：

Google 搜索引擎、全國圖書目錄查詢

等。 

V 

Bb-V-1 無障礙環境。 1.身心障礙的相關用語，例如：身心障

礙、聾、盲、肢體障礙等。 

2.聾人無障礙的相關用語，例如：手語

翻譯員、聽打員、導聾犬等。 

3.其他無障礙概念與環境之用語，例

如：輪椅、點字、無障礙坡道等。 

Bb-V-2 勞動教育。 1.職場相關人員，例如：老闆、同事、

下屬等。 

2.聾人就業模式與相關法規之用語，例

如：薪資、勞工保險、調整就業環境

的無障礙設施、《職業安全衛生法》

保障、《性別工作平等法》等。 

Bb-V-3 社會參與、關係與結

構。 

1.認識與參與聾人相關活動，例如：聽

障奧運、聾人電影節、國際手語日、

國際聾人週等。 

2.聾人組織之相關用語，例如：中華民

國聾人協會、世界聾人聯合會等。 

3.聾人倡議活動之相關用語，例如：文

化平權、融合教育、資訊平權、溝通

無障礙等。 

Bb-V-4 法律常識。 1.法律從業人員，例如：律師、法官等。 

2.相關機構之用語，例如：警察局、法

院等。 

3.常見違規事項之用語，例如：酒駕、

闖紅燈等。 

4.其他相關用語，例如：法律、刑法、

違規、入監、權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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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V-5 醫療保健。 1.醫療從業人員，例如：醫師、護理師、

聽力師、語言治療師、社會工作師等。 

2.相關機構之用語，例如：醫院、藥局

等。 

3.常見疾病之用語，例如：感冒、高血

壓、心臟病、肺炎等。 

c.

聾

人

文

化

與

科

技 

I 

Bc-I-1 臺灣手語詞彙的由

來。 

說明詞彙的造詞策略及動機，例如：「棒

球」是模擬揮棒的動作。 

Bc-I-2 與聾人互動的禮節。 與聾人互動時應注意的禮節，例如：引

起聾人注意的方式、交談時話語權的輪

替方式、眼神注視等。 

Bc-I-3 臺灣手語的語言特

色。 

1.詞彙的象似性（iconicity），例如：「山」

的詞彙與山的形體有高度的相似度。 

2.同時性結構，例如：利用雙手手形之

相對位置來表達事物的空間關係。 

3.臉部表情的運用，例如：疑問句與否

定句的臉部表情。 

4.語法空間的使用，例如：比較句利用

身體左右兩側來表達不同的比較項

目。 

Bc-I-4 輔助科技。 1.影響聾人生活型態的數位科技用語。 

2.聽覺輔具新知以及語音轉譯軟體等

用語。 

3.聽覺輔具等相關科學新知之用語。 

4.語音翻譯和手語辨識等資訊技術之

用語。 

II 

Bc-II-1 臺灣手語的歷史。 說明臺灣手語雖源於日本手語系統，但

經多年發展後，已成為一個完整且獨立

於日本手語的語言系統。 

Bc-II-2 聾人的生活樣貌。 喜歡參與聾人社群的活動、手語溝通時

燈光需充足、聚會離開前的依依不捨

等。 

Bc-II-3 臺灣手語表達慣例。 1.手語表達時的臉部表情，例如：疑問

句或否定句的臉部表情。 

2.眼神注視具話語權輪替的功能。 

Bc-II-4 影視媒體。 與聾人語言與文化相關的影視節目與

傳播媒體，例如：公視手語新聞、公視

聽聽看等。 

III 

Bc-III-1 臉部表情與溝通技

巧。 

了解臉部表情在手語中扮演的功能與

角色，例如：疑問句與否定句中臉部表

情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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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III-2 科學新知。 現代科學知識的手語表達，例如：手語

新詞彙的研發。 

Bc-III-3 聾人的需求。 1.資訊平權的概念，例如：重大事件記

者會的手語翻譯與即時字幕、各博物

館與美術館手語導覽等。 

2.溝通無障礙的需求，例如：大眾運輸

系統的電子字幕、電視的即時字幕、

手語翻譯員、聽打員、導聾犬的協助

等。 

3.將聲音裝置轉換成閃光設備，例如：

閃光門鈴。 

4.聾人就業環境的調整，例如：加裝閃

光裝置、字幕設備等。 

IV 

Bc-IV-1 聾人的角色與文學

作品。 

1.聾人在談話現場時，需要做的調整與

改變，例如：座位的配置、燈光是否

充足等。 

2.聾人及手語如何成為文學的題材以

及影響文學創作的形式，例如：聾劇

團的戲劇表演、手語詩的創作、電影

或小說中包含聾人的角色等。 

Bc-IV-2 戲劇與電影。 聾人參與或以聾人為主題的戲劇與電

影作品，例如：《悲憐上帝的女兒》、《明

晴學園的寂樂青春》等。 

Bc-IV-3 藝術創作。 關於聾人的藝術創作，例如：手語詩、

有關權利被剝奪及自我肯定的藝術作

品等。 

V 

Bc-V-1 聾價值。 「聾」可能帶來的價值與益處，例如：

手語的溝通讓大家了解人類的溝通方

式不限於聽覺系統；聾人文化有助於更

多元文化的建構；高立德大學的空間設

計與配置，也可運用在一般學校，建構

更友善的聾人學習環境。 

Bc-V-2 跨文化比較。 比較聽人文化與聾人文化的差異，例

如：溝通時的眼神注視、視訊與即時通

訊軟體的使用等。 

Bc-V-3 網路產業。 與聾人相關的網路產業現況與趨勢，例

如：手語視訊翻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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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V-4 科技倫理。 1.使用數位科技觀念與道德責任，例

如：使用語音或視訊錄製軟體前，需

告知當事人。 

2.科技對聾人語言與文化發展的利

弊，例如：視訊軟體或影音平台有利

於手語與聾文化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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