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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  健康與體育領域  教學活動設計 
設計人：鄭素珍              教學節數：共２節 

教學 

起訖日期 
104 學年 單元名稱 1-2 生命的軌跡 

重大議題 

資訊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家政教育 

教 學 準 備 

能力指標 

1-3-2 蒐集生長、發展的相關資訊，以提升個人體能與健

康。 

6-3-3 尋求資源並發展策略以調適人生各階段生活變動

所造成的衝擊、壓力與疾病。 

7-3-1 運用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的策略，以滿足不同族

群、地域、年齡、工作者的健康需求。 

一、教師：閱讀課文內容，

準備相關的學習活動

單、海報。 

二、學生：蒐集自己小時候

或家人的照片，並觀察

家人不同時期的生理現

象。 

月 日 節 教 學 重 點 

  １ 
教師說明人生各期的發展重點及主要的人生任務，並請學生完成習作我的學習

紀錄，鼓勵學生從現在開始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2 

教師藉由健康曲線教學活動，引入人生每個不同的階段，若能順利發展，都是

奠定下階段健康狀態的基礎，並說明健康曲線圖的閱讀方式、影響健康曲線的

因素。 

學 習 目 標 

一、能知道人生可能經歷的階段及主要的發展任務。 

二、能了解每個人的成長經驗、健康狀態不同且珍貴，學習尊重他人的生命經驗。 

三、能知道影響身體健康狀態的可能因素。 

四、認識面對死亡或失落事件發生時，在世者的心路歷程及心理調適。 

教 學 指 導 要 點 
教學

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 

重點 

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    

一、 教師展示人生六個時期的圖片，並針對六個時期的名稱進行介

紹，說明人的一生中，如果沒有特殊的生活事件，通常會經歷嬰兒期、

幼兒期、兒童期、青少年期、成年期、老年期等。綜合說明一個人現

在的發展情形，會受到過去生活經驗的影響，同時也是未來身體發展

的基礎，每個階段都有自己的發展特徵及應該學習的重要任務，打好

基礎，才能愉快迎向未來。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一、 教師介紹第一時期—嬰兒期。請學生回想、觀察嬰兒在此時期會

做哪些事及其常見的生理反應？並簡要書寫於黑板上。 

二、 說明嬰兒時期是成長最快，也是智力與人格發展的關鍵期，所以

父母若能在此時期提供良好的照顧，可以幫助孩子更健康的發展。 

三、 進入幼兒期的介紹，請學生將先前觀察幼兒的動作發展及生活狀

況做說明，教師藉此說明幼兒期發展的重要任務。 

四、 請學生自由發表哪些事是在小學階段所學到的，並說明在兒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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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理發展重點。 

五、 教師詢問學生進入國中之後，是否發現自己在生理、心理上與過

去有些不同，並與學生分享。 

六、 教師說明青少年時期在生理上會開始有明顯的轉變，心理上的依

附也會開始由親人轉向同儕。此時期容易出現反抗的心態，讓學生思

考可能的反抗表現有哪些？如何合理表達自己的意見，才能兼顧家庭

與同儕間的親密關係？讓學生思考後，自由發表看法。 

七、 教師綜合說明青少年階段最重要的任務是建立自我認同的概念，

並發展自律感及責任感。鼓勵學生多於此階段學習新事物，同時學習

培養情緒管理的能力，才更有能力適應未來生活。 

八、 教師請學生發表日常生活中，看到成人的生活情形。依此說明，

由於成年期擔負最重要的人生責任，通常生活壓力大，也容易造成生

活型態的不良；說明這個階段常以四十歲作為分界，教師同時說明各

自發展的重點，以及因忙碌的生活而造成的健康影響；另外介紹更年

期，並學習調適因應的方法。 

九、 教師請學生對於「老」進行聯想，依據學生發表的內容說明「老」

在人們心中的想法，同時說明老年期的人生任務是要自我統整。此時

也要特別注意健康照護，才能擁有良好的生活品質。 

十、將所有內容介紹完畢後，進行支援前線活動，讓學生複習本章的

重點：以「排」為單位，每排推舉一人上台寫答案，由教師發問第一

個問題，優勝者，可給予鼓勵。 

(第一節結束) 

健康狀態大不同健康狀態大不同健康狀態大不同健康狀態大不同    

一、 教師說出「人生」二字，引導學生分享自己對人生的看法，並請

幾位學生報告，家中成員對於自己從過去到現在的自覺健康狀態，引

導學生發現人的健康狀態不一定都相同，每個時期的健康狀態，有可

能因為當時的生活狀況而有些許的差異。 

二、 以課本小蘭及阿齊的對話做為例子，請學生思考他們目前的健康

狀態，以及兩人對未來的健康期許，教師簡要在黑板上畫出兩人從過

去到未來的健康曲線圖，並解釋健康曲線圖的閱讀方式。圖上縱軸將

健康分成四個狀態，越往上方表示健康狀態越好；橫軸代表各發展階

段，越往右方表示年齡越長，由曲線中任何一點畫落的區域，即代表

該時期所呈現的健康狀態。 

三、 引導學生思考，人的健康狀態常是自覺的，並非以生病與否做為

衡量，就像小蘭及阿齊一般，自覺健康狀態不同，畫出的健康曲線也

不同。 

四、 自己過去自覺的健康曲線。教師可請數位學生上臺畫出自己的曲

線圖，說明每位學生曲線圖的情形，同時指出，其實每個階段自覺健

康的情形，有時候會受到過去生活階段的影響，而每個階段都是下一

階段順利發展的基礎。 

五、 教師提及無論年齡為何，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夠維持健康的

狀態，目前臺灣人平均可以活到七十多歲，但每個人的健康狀態卻會

因為體質的不同，或是保健狀況有所差異。 

(第二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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