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級課程計畫
主課程教師 蔡文豪
年級整體教學目標 華德福教育目標是在幫助孩子入世工作，精神的靈性意識能進入物質世界中所誕生的身體並讓意志、情感、思維達到和諧的

平衡。
一年級孩子在生命第七年左右，從幼兒園進入小學階段，將會陸續完成換牙的過程。身體發育和生長逐漸俱足生命力，在發

展獨立具體及圖像的塑形力量也得到解放並積極，孩子也將藉由這股力量開始學習。因此透過藝術性的教學，結合圖像式、故
事、 韻律節奏，給予孩子此階段適合發展的教材與學習之流，讓孩子透過大量的活動與模仿學習，體驗學習的快樂並對世界充
滿好奇與興趣。
同時意志力的鍛鍊與模仿、節奏感建立及培養孩子互相尊重、友愛並遵守和明白老師給予的規範和界限下，擁有自由及自我

發展的空間，也是一年級發展的重要目標。

課程規劃 ※主課程科目:形線畫、語文、數學
各
科
課
程
簡
要
說
明

形線畫 形線畫通常是華德福學校一年級剛入學的第一個主課程，做為正式書寫文字之前的學習預備。透過移動時留下的軌跡，從孩
子的繪畫的過程中，可以幫助了解孩子的學習狀態及孩子內在意志與特質之依據。
一年級形線畫以認識直線和曲線為主，透過肢體律動經驗並重複經驗、變化直線與曲線的形變，增強孩子乙太力量，形塑孩

子發展。
語文 一年級語文主課程內容，除了發展孩子語文能力外，選材必須呼應孩子內在精神與靈性意識的演化狀態，主要材料為童話故

事做為開端。其中以圖像式、古文字字形導入讀寫能力，讓孩子對於文字有更深的連結與感受。同時承接形線畫主課程的書寫
預備，語文主課程從故事中的象形文字開始學習並透過回顧故事、唸謠、唸詩、畫字、寫字等方式，配合身體律動練習聽說讀寫
能力，讓孩子打開所有感官學習。
此時期孩子對於自然環境、四季變化極具感受力，我們也透過故事中的自然之物，以生命與孩子靈魂相遇，讓孩子經驗這個

美好的世界。

數學 數學在本質上是一種意志力與道德感的培養。孩子透過數學字本身的次序感，感受到規律與美感的體驗。
在數學學習過程中 ，遵循從整體到部分、具體操作、圖像進而到抽象思考的發展次序，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一年級數學主課程主軸放在1~12數字本質的認識與討論、加減乘除精靈與四則運算並透過想像力介紹。 華德福教育創辦人

Rudolf Steiner曾說：「學習數學基礎是透過手和腳的工作，這對精神心魂是健康的。」所以我們讓孩子用整個身體來經驗數學，如
：走路、拍手、踏步、歌曲、遊戲、沙包等方式，來記憶與發現數學的規律，同時也找出跟生活有關的數學，讓孩子經驗在數學魔
法之中。



一年級主課程計畫(秋冬)教師:蔡文豪

上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一週-第十一週

第一週
(9/1開學)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科目

開學預備
(結合形線
畫) 形線畫 形線畫 形線畫

(9/21中秋節)
語文 語文 語文

(10/14重陽節)
數學 數學 數學 形線畫

主題
精靈王的故
事(自編)

格林童話：
萵苣姑娘

中國童話
故事:明鑼
移山

小蝸牛的

冒險Ι(自
編)

中國童話
故事：
倉頡造字

格林童話
故事：青蛙
王子

中國童話
故事：12生
肖的故事

數字的本
質

數字的本
質

數字的本
質

格林童話：
地下的矮人

課程內容

常規建立
與學用品發
放
晨圈與課程
流與規範界
限建立

直線
曲線

直線變化
曲線變化

圓與同心
圓 日月山 水川雨 馬牛羊

數字1、2、
3、4的介
紹(含羅馬
及國字數
字)

數字5、6
、7、8的
介紹(含
羅馬及國
字數字)

數字9、10
、11、12的
介紹(含
羅馬及國
字數字)

直線與曲線
連續圖形：
城牆、向上
與向下連續
圖形(海浪、
屋頂)

上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十二週-第二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1/20休業式)

科目 形線畫 形線畫 語文 語文 語文 數學
(12/19冬慶)

數學 數學 數學 彈性

主題
小蝸牛的冒

險Π(自編)
小蝸牛的冒
險Ш(自編)

格林童話：
星星銀幣

格林童話：
紅玫瑰與白
玫瑰

格林童話：
風雪婆婆

四則符號介
紹

整數到部分 整數到部分 整數到部分
課程回顧與
收尾

課程內容
直線與曲線
的變化：圓形
螺旋(向內與
向外)

方形螺旋、
友誼螺旋

禾星田
(人心子)

口手目
(耳自眉)

風木金
(冰天火)

加減乘除精
靈

位值介紹
(十位數)

20以內的加
法實作

20 以內的
數字加法
實作練習
與列橫式

20 以內的
數字加法
實作練習
與列橫式

依實際狀況
排定



一年級主課程計畫(春夏)教師: 蔡文豪

下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一週-第十一週

第一週
(2/11開學)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科目
開學預備
形線畫

形線畫
(2/15元宵節)

形線畫 形線畫 語文 語文 語文 數學
(4/1春慶)

數學
(4/4-5清明與
兒童節)

數學 形線畫

主題 回顧
直線與曲
線的變化

直線與曲
線的變化

直線與曲
線的變化

中國童話
故事：雷公
與電母

三個農夫
格林童話：
布萊梅的
樂師

基數與序
數

1、2、3、5
、10的記
數與倍數

1、2、3、5
、10的記
數與倍數

繩結

課程內容

開學整理
複習城牆
向上與向
下連續圖
形(海浪、
屋頂)

連續圖形
的直線變
化：連續大
小交錯圖
形

連續圖形
的曲線變
化：向上向
下連續大
小交錯圖
形

連續圖形
的直線與
曲線結合
與變化

雲雷電
米土田

(稻草艸)
犬大門

(上下足)

整體(全
部)數字的
對應關係

2、3、5、
10的倍數
與實際物
操作

2、3、5、
10的倍數
與實際物
操作

觀察與操
作繩結回
顧直線與
曲線圖形
與變化形

下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十二週-第二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G6畢業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6/30結業式)

科目 形線畫 形線畫
(5/6母親節活動)

語文
(5/14夏慶)

語文 語文 語文 數學 數學 數學 彈性

主題

直線與曲
線所構成
的簡單幾
何圖形

直線與曲線
所構成的簡
單幾何圖形

注音符號 注意符號 注音符號 注音符號 奇偶數
20以內的
數字減法

20以內的
數字減法

課程回顧與
收尾

課程內容
8與8的變
化形

圓的變化 聲母、韻母 聲母、韻母
結合韻、聲
調

結合韻、聲
調

奇偶數的介
紹與認識

20以內的
數字減法
實際操作

20以內的
數字減法
實際操作
及列橫式

依實際狀況
排定



二年級課程計畫
主課程教師 周瑩瑄
年級整體教學目標 八歲孩子的內在心靈發展，承接一年級的意識發展狀態，仍然保有低年段孩子的天真，具有豐富的想像力，但有別於一年級

與世界一體的意識狀態，他們的內心開始產生微妙的變化，由渾然一體轉變成二元對立，會開始留意身旁發生的事、會更清楚
周圍的變化，不再只是全然接受與外在世界接觸的經驗，他們在心境上由渾然一體開始出現二元對立的狀態，逐漸意識到人性
的雙重性（神性與動物性），自己與他人的善與惡（融合感與離斥感）。
二年級重要的目標，除了延續一年級的學習以外，也練習不同以往的技巧，也因為他們更有意識了，對立與分化的狀態也會

影響到孩子間的人際關係，所以需要學習與其他同學成為整體，他們也將在這個階段更深入的看見他人，探索在人我之間的界
線中舒適的關係；除此之外，保有學習的熱情與探索世界的勇氣也是個重要任務。帶領孩子跨越這個階段的困難，讓他們看見
世界的善、美、真，並為三年級的九歲危機與離開天堂做預備。

課程規劃 ※主課程科目:形線畫、語文、數學
各
科
課
程
簡
要
說
明

形線畫 孩子的能力在一年級時立下的根基，並且將在二年級時被深化、提升，這一年我們將練習不同於以往的新技巧，對於我們所
學能有更開展、更深的認識。延續上學期的形線畫，我們將由連續圖形開始進入課程，由於二年級孩子的意識進入內在二元對
立的狀態，利用此二極性的相對，我們會在課程中練習對稱的圖形，讓孩子求得內在的平衡，視情況再進一步練習鏡像的放大
縮小，嘗試讓孩子可以自在的調整內在的兩元性間的控制力。

語文 孩子內在兩極世界的明顯區分，為了幫助孩子順利入世，所有課程設計圍繞在二元的層面上，然而圖像性的思考依然是非常
重要的，因此在語文主課程中帶入寓言故事，藉由故事中動物的特性，孩子會發現自己內在的動物性，讓他們以不批判的言語
反思自己的行為；此外，聖者故事也提供了人性的另外一個面向，也就是追求善的、神聖的、美好的歷程，能給予孩子一個很好
的想像與模仿，當他們在寓言故事中發現那些動物的本性，同樣的他們也會在這些聖人身上看見高貴的品質，透過這兩種面向
的故事協助孩子平衡他們內在二元的狀態，外在的行為也能被故事的聖潔所引導：「每個人必須有自己心中的英雄，他踏著英
雄的腳印，開闢出自己的道路。」——《兒童發展》。

數學 二年級的數學目標在12乘法表、加減的直式運用與抽象練習。延續上學期的課程，我們會先複習基數與序數的關係，再進入
奇偶數還有位值（萬）認識，在一年級的基礎工作上，銜接以具體實物操作，進階到心算練習，再深入進入抽象直式數字加減
運算，以及更複雜的四則運算，如進位與借位練習。乘法以各種肢體活動、沙包遊戲、魔術圓盤等方式，讓孩子從倍數的規則性
和節奏中感受數字的美。進入二年級開始，我們從身體感官到實物運算，再到數字的排列，我們將更多在數的節奏與規律中學
習，發現數字的美麗及培養本能的數感，也透過魔術圓盤讓孩子經驗幾何圖形的美感，並更深入的認識加減乘除精靈王國的世
界，建立四則運算的概念，融入生活中，由此豐富孩子的數學世界。



二年級主課程計畫(秋冬)教師:周瑩瑄

上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一週-第十一週

第一週
(9/1開學)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科目 形線畫 形線畫 形線畫 語文 語文 語文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形線畫

主題 連續圖形 連續圖形 連續圖形 寓言故事 寓言故事 寓言故事 複習 奇偶數 四則運算 四則運算 對稱圖形

課程內容

直線變化
（觀察毛線與
繩結：繞形）
◉ 配合故事：
騎鵝歷險記

曲線變化
（觀察毛線與
繩結：繞形）
◉ 配合故事：
騎鵝歷險記

◆直線變化
◆曲線變化
◉ 配合故事：
騎鵝歷險記

陷「井」
&請客

&母鷹與狐
狸

◉口、足部首-
語詞-短句練

習
（詞性）
◉戲劇練習

載鹽的驢&
想飛的烏龜

&
放羊的孩子
◉水、草部首-
語詞-短句練

習
（詞性）
◉戲劇練習

蚊子與荊刺
&趕驢的人
&麵包屑和
宴席

◉手、言部首-
語詞-短句練

習
（詞性）
◉戲劇練習

◆ 加減乘除
精靈的故事
◆ 基數與序
數：練習排列
物品（第幾
排、第幾個）

◆ 數列1到
100（指定數
數）
◆奇偶數的
介紹與認識

◆ 手指心算
練習
◆ 位值概念
（個、十、
百、千、萬）
◆ 數綠豆
（分物品）

◆ 手指心算
練習
◆ 連加與連
減
◆加法進位
◆退位退位

直線對稱圖
形

◉ 配合故事
：騎鵝歷險
記

上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十二週-第二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1/20結業式

科目 形線畫 語文 語文 語文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彈性 結束週

主題 對稱圖形 聖者故事 聖者故事 聖者故事 乘法與倍數
乘法與倍
數

乘法與倍數
乘法與倍
數

彈性 課程收尾

課程內容
曲線對稱圖形
◉ 配合故事：
騎鵝歷險記

西方聖者：聖
法蘭西斯
◉ 部首-語詞-
造句
（詞性）

西方聖者：聖
法蘭西斯
◉ 部首-語詞-
造句
（詞性）

西方聖者：聖
法蘭西斯
◉ 部首-語詞-
造句
（詞性）

◆ 1-1000每
時10數數（正
數、倒數）
◆連加→乘法
◆1~6數學魔
術圓盤
◆乘法表
1~6、10
◆ 手指心算
練習

◆ 1-1000每
時10數數（正
數、倒數）
◆1~6數學魔
術圓盤
◆乘法表
1~6、10
◆ 手指心算
練習

◆ 1-1000每
時10數數（正
數、倒數）
◆1~6數學魔
術圓盤
◆乘法表
1~6、10
◆ 手指心算
練習

◆ 1-1000每
時10數數（正
數、倒數）
◆1~6數學魔
術圓盤
◆乘法表
1~6、10
◆ 手指心算
練習

視實際狀況
安排

◆過年故事
◆過年活動
配合繪本：老鼠
嫁女兒



二年級主課程計畫(春夏)教師: 周瑩瑄

下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一週-第十一週

第一週
(2/11開學)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科目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語文 語文 語文 語文 形線畫 形線畫 數學

主題
乘法與倍
數

乘法與倍
數

乘法與倍
數

乘法與倍
數

聖者故事 聖者故事 聖者故事 聖者故事
對稱圖形
：跨中線

對稱圖形
：跨中線

乘法與倍
數

課程內容

◆7~12數
學魔術圓
盤

◆乘法表
7~12

◆ 心算練
習

◆7~12數
學魔術圓
盤

◆乘法表
7~12

◆ 心算練
習

◆7~12數
學魔術圓
盤

◆乘法表
7~12

◆ 心算練
習

◆熟練12
乘法表

◆心算練
習

東方聖者：
密勒日巴
尊者

◉部首-語
詞-造句
（詞性）

東方聖者：
密勒日巴
尊者

◉部首-語
詞-造句
（詞性）

東方聖者：
密勒日巴
尊者

◉部首-語
詞-造句
（詞性）

東方聖者：
密勒日巴
尊者

◉部首-語
詞-造句
（詞性）

◆直線
◆曲線

◉ 配合故
事：騎鵝
歷險記

◆直線變
化

◆曲線變
化

◉ 配合故
事：騎鵝
歷險記

◆熟練12
乘法表

◆心算練
習

下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十二週-第二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G6畢業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6/30結業式)

科目 數學 數學 語文 語文 語文 形線畫 形線畫 數學 數學 結束週

主題
乘法與倍
數

乘法與倍數 冒險故事 冒險故事 冒險故事 對稱圖形 對稱圖形 四則運算 四則運算 課程總結

課程內容

◆熟練12
乘法表

◆心算練
習

◆熟練12乘
法表

◆心算練習

愛爾蘭王
子

◉部首-語詞
-造句（詞
性）

愛爾蘭王子

◉部首-語詞
-造句（詞
性）

愛爾蘭王子

◉部首-語詞
-造句（詞
性）

水平對稱
圖形

◉ 配合故事
：騎鵝歷險
記

四象對稱

◆數字國
王的寶庫

◆加法直
式

◆加法直
式

◆課程回顧
◆工作本整

理



三年級課程計畫
主課程教師 周婉琪
年級整體教學目標 　　在三年級這一年，孩子進入生命的第九年，準備跨越「盧比孔」(Rubicon)，於此同時，孩子也將經歷「入世」的過程。因此他們

會經歷自己與世界分離的過程，也因為這樣，他們開始看得更清楚，也需要更真實的認識這個世界，所以三年級整體教學目標
，都在幫助孩子能夠更順利的在世界上生活，以及更穩健的踩在大地之上，所以在「語文主課程」的部分，會從創世紀神話開
說起，無論是東方創世神話，或是西方的舊約聖經，都期盼透過故事帶領孩子經歷入世的過程。「數學主課程」則安排了各項
量，讓孩子透過操作習得生活技能；「建築」與「農耕」則是更直接而綜合性的課程，孩子實際的為自己工作，同時在工作過程中
，也習得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整體而言，三年級所有的課程設計都緊扣孩子剛從天堂進入人世，需要重新認識這個世界的需求。

課程規劃 ※主課程科目:數學、語文、建築、農耕
各
科
課
程
簡
要
說
明

數學 　　由於二年級下學期受疫情影響停課之故，數學主課程一開始將先補足二年級未上到的「形狀介紹」，接下來才進入三年級數
學的安排，內容大致分為「認識時間」、「長度測量」、「重量及容量測量」、「認識貨幣」四大面向。秋冬學季一開始先從
活最密切的時間開始介紹，從藏在生活中的時鐘以及大自然中的時間測量入手，再逐步介紹到真正的時鐘、手錶以及月曆；長
度測量則為建築課的實作預備，從自己的身體出發，讓孩子先以自己的身體當作測量長度之工具，再逐步介紹公制單位，並在
建築課的實作中透過實際操作反覆練習；春夏學季則以重量及容量的測量揭開序幕，先以自己的雙手當作天秤去感受、比較重
量的差異，讓孩子實際感受，接著再進入公制單位的介紹，同時也將重量、容量的測量融合在「養生課」中，讓孩子從需求出發
並實際練習；最後則以「貨幣介紹」作結，從最原始的「以物易物」開始介紹，並討「何謂交易」，最後才進入貨幣演變的介紹。

語文 　　語文主課程配合孩子入世的過程，以創世神話為整個課程的脈絡，為了讓孩子對土地有更多的認識與認同，在秋冬學季先
以東方創世神話為開端，融合中國神話及原住民神話，從天地一片混沌開始講起，一路講到三皇五帝的故事，也因為三年級進
入自由書寫及大量累積書寫字量的階段，在語文主課程上會安排更多的短文書寫，同時也會正式進入詞性的介紹和查辭典的
教學，也因為孩子聽故事的能力進步了，所以在回顧上也會希望可以更仔細而精準，為將來自己書寫故事內容奠基；春夏學季
則進入舊約聖經創世紀的故事，期待透過東方故事和西方故事的敘說，讓孩子眼界更開闊，同時除了希望透過創世紀的故事陪
伴孩子的發展外，也希望聖經故事中對於善、惡的敘寫，讓孩子也經驗轉變並且內心更為堅強。

建築 　　建築主課程安排於秋冬學季，從室內課程討論「第一個家」開始，並且與語文主課程的有巢氏故事結合，逐漸進入世界上各
種特色建築的介紹，除了理論的介紹外，也會讓孩子大量動手操作，選擇其中可以操作的建築形式，例如：冰屋、蒙古包等，讓
孩子從實作中對於建築有更深刻的理解；進入冬學季以後則會開始進入真實的工作，以芳苑特色建築：竹管厝為目標，孩子實
際參與剖竹、綁竹、立柱、編竹牆等工作，再到最後以黏土、稻草或牛糞加上蚵灰粉的混合物抹上竹編牆壁，完成竹編夾泥牆，
最後完成整個建築物。

農耕 　　農耕主課程與自然日結合，以孩子實作為主，在秋冬學季時的種植主要於自然日中進行，並在冬學季結束前安排一週的農
耕主課程，與孩子一同學習節氣及育苗之方法；進入春學季後則實際進入田地插秧及後續照顧。



三年級主課程計畫(秋冬)教師:周婉琪

上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一週-第十一週

第一週
(9/1開學)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科目 開學預備 數學 數學 數學 語文 語文 語文 建築 建築 建築 數學

主題 開學預備 形狀王國 認識時間 認識時間
東方創世
神話

東方創世
神話

東方創世
神話

家是什麼 各地建築 各地建築 長度

課程內容

1.確認暑
假作業及
分享。
2.教室定
位及工作
分配。

1.形狀王
國的故
事。
2.認識形
狀：四邊
形、三角
形、圓形、
扇形。
3.形狀成
語。

1.時間是
什麼？
2.日常中
的時間。
3.大自然
的時間(含
實作)，介
紹四季、
年、月、
日。
4.時間成
語。

1.古人的
時鐘(含實
作)。
2.認識時
鐘和手錶
(含實作)。
3.時間成
語。

1.故事：盤
古開天、
大地之
母、定萬
物。
2.語詞教
寫。
3.課文創
作(句子教
寫)。

1.故事：女
媧補天、
勇敢的哈
希、精衛
填海。
2.語詞教
寫。
3.課文創
作(句子教
寫)。

1.故事：彩
虹的故
事、大洪
水、葫蘆
兄妹。
2.語詞教
寫。
3.課文創
作(句子教
寫)。

1.第一個
家。
2.動物的
家。
3.有巢氏。
4.自由書
寫。

1.土角
厝、三合
院、高腳
屋、地下
屋。
2.實作。
3.自由書
寫。

1.石板
屋、窯
洞、蒙古
包、冰
屋。
2.實作。
3.自由書
寫。

1.身體的
尺。
2.實作。
3.長度成
語。

上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十二週-第二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1/20結業式

科目 數學 數學 語文 語文 語文 建築 建築 建築
建築／農
耕

農耕／總結

主題 長度 長度
東方創世
神話

東方創世神
話

東方創世神
話

實作 實作 實作 實作 節氣與育苗

課程內容

1.各行各業
的尺。
2.實作。
3.長度成
語。

1.台制、英
制、公制單
位的介紹。
2.實作。
3.長度成
語。

1.伏羲氏
2.神農氏
3.燧人氏
4.語詞教寫。
5.課文創作
(句子教寫)。

1嫘祖
2.后稷
3.語詞教
寫。
4.課文創作
(句子教
寫)。

1.炎帝
2.黃帝
3.顓頊
4.語詞教寫。
5.課文創作(句
子教寫)。

竹管厝主
架構。

1.竹管厝主
架構。
2.竹管厝竹
編夾泥牆。

1.竹管厝竹
編夾泥牆。
2.竹管厝屋
頂。

1.竹管厝
屋頂。

1.稻米的故
事



三年級主課程計畫(春夏)教師: 周婉琪

下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一週-第十一週

第一週
(2/11開學)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科目 開學預備 建築/農耕 建築/農耕 農耕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語文 語文 語文

主題 開學預備 種稻 種稻 種稻 重量 重量 容量 容量 舊約聖經 舊約聖經 舊約聖經

課程內容 大掃除

1.確認育
苗狀況。
2.整地。
3.自由書
寫：工作紀
錄。

1.整地鬆
土。
2.踩泥。
3.自由書
寫：工作紀
錄。

1.插秧。
2.自由書
寫：工作紀
錄。

1.身體秤。
2.身體天
秤。
3.重量成
語。

1.各式不
同的秤。
2.公制單
位。
3.重量成
語。

1.古代容
量單位。
2.容量比
較。
3.容量成
語。

1.生活中
的容量單
位。
2.西方、公
制容量單
位。
3.容量成
語。

1.創世紀
故事。
2.語詞教
寫。
3.課文創
作(句子
教寫)。

1.創世紀
故事。
2.語詞教
寫。
3.課文創
作(句子
教寫)。

1.創世紀
故事。
2.語詞教
寫。
3.課文創
作(句子
教寫)。

下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十二週-第二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G6畢業週) 第二十週 (6/30結業式)

科目 語文 數學 數學 數學 語文 語文 語文 語文 農耕
農耕/課程總

結

主題 舊約聖經 貨幣 貨幣 貨幣 舊約聖經 舊約聖經 舊約聖經 舊約聖經 種稻 種稻

課程內容

1.創世紀故
事。
2.語詞教
寫。
3.課文創作
(句子教
寫)。

1.為何交
易？
2.古代貨幣
介紹。

1.價值的討
論。
2.各國貨
幣。

1.交易遊
戲。

1.創世紀故
事。
2.語詞教
寫。
3.課文創作
(句子教
寫)。

1.創世紀故
事。
2.語詞教
寫。
3.課文創作
(句子教
寫)。

1.創世紀故
事。
2.語詞教
寫。
3.課文創作
(句子教
寫)。

1.創世紀故
事。
2.語詞教
寫。
3.課文創作
(句子教
寫)。

1.視狀況
調整農作
內容。
2.自由書
寫：工作
紀錄。

1.視狀況調
整農作內
容。
2.自由書寫：
工作紀錄。
3.課程回顧。



四年級課程計畫
主課程教師 蔡佳琪
年級整體教學目標 §發展剖析

　　在四、五級，孩子正當十～十一歲，到達了「導師時期」的中間點。從幼兒期到現在的轉換已經完成，而到青春期的轉變則
未開始。這個班級教學的中間點與生命第二個七年的中途點同時到達，被華德福教育當作是「童年的心臟」。孩子的自我動力帶
給他呼吸和血液循環和諧的關係。而在新狀態的自信表現在整個人充滿活力，以及對世界的好奇與學習興緻上。在自然科學上
做了一個開始：從外觀型態的觀點做現象研究，了解動物王國與人類行為的關係。還有，對在地的環境做全面研究，和發展社
區地圖的製作能力。

§目標與課題
　　四年級的目標，最重要的是去導引他們十歲時帶進教室的充沛能量。孩子需要挑戰，和擴張他們工作上的各種可能性。「工
作、工作，做很多工作。」是四年級最好的座右銘。
　　老師的目標是去遇見孩子對具體知識領域的興趣，並經由想像力呈現課程，提供他們更獨立工作的機會。而主課程的敘述
故事，是要讓孩子了解體會社會整體中的複雜人性（例如：北歐的故事），在這些故事中，黑暗與惡魔變得更具體。孩子開始去
認清，哪些是對社會「壞的」，哪些是對大家「好的」。孩子也必須建立他們對社會環境和地理環境的感覺。

課程規劃 ※主課程科目:語文、數學、地方探究、人與動物
各
科
課
程
簡
要
說
明

語文 經歷九歲危機，從三年級的創世紀故事，進入北歐神話及中國傳說故事，北歐神話蘊含古老神秘的智慧，呈現世界演化、人類
與精神世界的聯繫與分離及如何以超凡意志克服生活的挑戰，而故事中諸神黃昏隱喻精神世界的失落，對應四年級的孩子在
意識上經歷類似圖像，唯有與自然精神性失去聯繫，內在自我的思維能力才能逐漸萌芽。另外，東方的故事選材延續三年級的
中國創世紀的神話故事，來到夏商周的時代，作為歷史學習的開端。此外在語文素養的部分，同樣加入更多的字詞、文句、詞
性、閱讀的練習，透過引導逐步達到自由書寫創作的能力。

數學 接續三年級測量的學習，秋冬學季進入重量與容量單元，透過實際的身體測量，建立內在運算能力，最後了解世界對於數的共
同規則。此外，四年級的孩子開始在世界尋找自己的定位，美麗的「一」世界崩潰，分數的概念帶領孩子來到一個新的數世界，
春夏學季以分數為主要學習內容，認識部分整體的概念、學習數的特質，從概念延伸至四則運算，進行約分、擴分、分數的四
等。

地方探究 四年級孩子開始向外開展，除了更認識自己，也更認識與環境的關係，在地方探究這門課程，將從自身向外認識所處環境之人
文、地理及歷史，深入了解這片土地，體驗生命的整體及世界上的人們如何屬於彼此。課程中也加入方位辨認、地圖繪畫及實
地踏查，走出教室，進入地方。

人與動物 四年級的孩子開始從本能回應周圍的環境中解放自己，正適合開始研究自然界，人與動物是對應孩子的意識發展給予滋養的
課程，透過認識動物不同的型態、圖像，理解動物本能，以及人類與動物之間內在的連結，進而在情感面帶領孩子關愛自然界
所有人事物。

建築 延續三年級建築史的認識及未完成的工作，這學期以實際建造班級建築為目標，共同朝著群體目標努力，培養團體合作及工作
能力。



四年級主課程計畫(秋冬)教師:蔡佳琪(陳靜琳代)

上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一週-第十一週

第一週
(9/1開學)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科目 準備週 建築 建築 建築 語文 語文 語文 語文 數學 數學 數學

主題 準備週 建築實作 建築實作 建築實作 北歐神話 北歐神話 北歐神話 北歐神話 重量 重量 重量

課程
內容

開學預備

建築實作
(土磚製作)

建築實作
(土磚製作)

建築實作
(土磚應用)

【創世神
話】

【宇宙樹】 【奧丁】 【奧丁的子
女】

故事、估算

與身體測

量

數學練習：

直式乘法

直式除法

測量實作

與紀錄

數學練習：

直式除法

公制單位

數學練習：

直式除法

上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十二週-第二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1/20結業式

科目 語文 語文 語文 人與動物 人與動物 人與動物 數學 數學 數學 回顧週

主題 北歐神話 北歐神話 北歐神話 陸上動物 陸上動物 陸上動物 容量 容量 容量 回顧

課程
內容

【奧丁的子
女】

【奧丁的子
女】

【奧丁的子
女】

人、獅子 大象、母牛 松鼠、蝸牛 容量體驗、

容量故事

數學練習：

貨幣、重量
計算與應用

估算與測量

數學練習：

貨幣、重量
計算與應用

容量公制單

位

數學練習：

貨幣、重量
計算與應用

統整回顧
工作本整理
寒假工作任

務



四年級主課程計畫(春夏)教師:蔡佳琪

下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一週-第十一週

第一週
(2/11開學)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科目 準備週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地方探究 地方探究 地方探究 語文 語文 語文

主題 準備週 分數 分數 分數 分數 地方探究 地方探究 地方探究 北歐神話 北歐神話 北歐神話

課程
內容

開學預備

分數介紹
(分子、分
母、真分
數)

計算練習

分數介紹
(真分數、
假分數、帶
分數)

計算練習

數的特質、
約分擴分

計算練習

數的特
質、約分
擴分

計算練習

鳥瞰抽屜
畫教室與
學校

認識方位
及地圖
地理與人
的關係

認識芳苑
實地踏查

【奧丁的子
女】

【奧丁的子
女】

~【諸神黃
昏】

下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十二週-第二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G6畢業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6/30結業式)

科目 數學 數學 數學 人與動物 人與動物 人與動物 語文 語文 語文 回顧週

主題 分數 分數 分數
空中與海洋
動物

台灣特有種 台灣特有種 夏商周 夏商周 夏商周 回顧

課程
內容

分數的加減

計算與應用
練習

分數的加減

計算與應用
練習

分數的乘法

計算與應用
練習

老鷹、烏賊 台灣藍鵲、
櫻花鉤吻鮭

梅花鹿、
台灣黑熊

三皇五帝 華夏殷商 華夏殷商
統整回顧
工作本整理
暑假工作任

務



五年級課程計畫
主課程教師 凃雅玲
年級整體教學目標

在這一個年紀，孩子的動作達到應有的平順與優雅。同等、平衡與和諧的動作是這個時期發展面相的關鍵註解。在心理學
上，發展出“我”與世界的不同，個別的“意志”元素也開始增長，對自我的醒覺開始強化，並開始社會化，雖然各自的“自我”羽翼
初成，但一個有力量的團體動力會在班上浮現。在認知上，孩子更能夠以一個真實而合理的態度，去了解各種問題和現象。雖
然，概念的理解和形塑，開始比較不依賴各自的影像與思考圖像，而比較依靠理解清楚、實際事務、非感官概念等能力的發展，
但是思考過程的圖像元素仍在孩子的意識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源自於成長中的記憶力量，對時間的感覺已經產生。記憶允許回顧過去、計畫未來，並和深刻的感受相結合，而出現良知和責
任感。此一年紀是一個心花盛開的時期。孩子經驗到身高的增長，在他的或她的團體內持續進行肢體的操練。音樂上，孩子開
始有能力精通一項樂器。在算數的基本技巧上，語文強的學童基於對數理基本規則、過程及結構的自信而展現出獨立的創造
性。
在智識與德性上，孩子已準備好迎接新的挑戰；在生命的第十年已奠下語文及算數的基礎；從這個年紀開始，掌握到個人責任
的基本概念與從“合理”的角度去了解「對與錯」的能力。
他們所達成的工作是迄今為止，從未夢想過的標準；他們完全認同自己的工作，想花時間進行修飾美化，並使它更接近完美。
在四年級時，他們很容易摒棄工作；現在，他們卻常常以自己的工作為傲。邁向這一年的尾聲，老師經驗到學生所展現的智識
能力，已經可以更有意識地運用。他們帶來一個新的超然想法，並伴隨著批評性觀點。
（參考資料：華德福學校一～六年級的發展與課程目標 Horizontal Curriculum in Waldorf School 摘譯：郭朝清）

課程規劃 ※主課程科目:語文、數學、人與植物
各
科
課
程
簡
要
說
明

語文
配合人類的意識發展，五年級語文課程為古文明故事為主軸，由印度文明進入，接結著波斯、巴比倫、埃及、希臘、華夏之

故事，在故事的脈絡中，配合歷史的時間性，期待孩子對於不同古文明有更多的認識。

數學 從四年級的認識分數，延續並加入分數的乘法與除法，因數與倍數也進入到公因數與公倍數的認識。從分數開始的練習，進入
到小數的認識與練習。

人與植物
五年級孩子是覺醒過程的開始，他們對於知識的渴求變多，給予知識的同時，也要能滿足情感、想像力，於是有了植物課。

從人與植物之間來探討，不同的植物的特性及與人類成長階段的關係，也藉由這樣的認識，讓孩子對於環境多些認識與了解。



五年級主課程計畫(秋冬)教師:凃雅玲

上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一週-第十一週                                                                  ※課程安排視孩子狀況適時調整

第一週
(9/1開學)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科目 9/1開學 數學 人與植物 人與植物 數學 數學 數學 語文 語文 人與植物 人與植物

主題 開學預備 徒手幾何
動物與植
物

動物與植
物

分數 小數 小數 古文明 古文明
動物與植
物

植物

課程內容 開學預備

1.點、線、
圓的體
驗。
2.圓介紹

1.延續四
下期末動
物。

2.校園中
的植物。

1.校園中
的植物。
2.根、莖、
葉、花、果
實、種子。

分數乘法
分數除法

分數乘法
分數除法

小數加減
小數乘法

印度神話 印度神話
印度神話

1.校園中
的植物。
2.地衣、
苔蘚、蕈
類、蕨
類。

上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十二週-第二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1/20結業式

科目 人與植物 語文 語文 數學 數學 語文 語文 語文 數學 1/21

主題 植物 中國語文 中國語文 徒手幾何 徒手幾何 古文明 古文明 古文明
因數與倍
數

寒假開始

課程內容
1.植物介紹
2.植物有關
的詩詞

商
周

秦

1.點、線、
圓。
2.角

1.圓周長
2.圓
面積

波斯神話 埃及神話 埃及神話
因數與倍
數

放假



五年級主課程計畫(春夏)教師: 凃雅玲

下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一週-第十一週                                        ※課程安排視孩子狀況適時調整

第一週
(2/11開學)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科目 2/11開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語文 語文 語文 人與植物 人與植物 人與植物 數學

主題 開學預備
因數與倍
數

面積 面積 古文明 古文明 古文明 植物 植物 植物 體積

課程內容 開學預備
因數與倍
數

1.點、線、
面
2.面積

1.面積
2.面積、體
積

希臘神話 希臘神話 希臘神話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台灣特有
植物

面積、體
積

下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十二週-第二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G6畢業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6/30結業式)

科目 數學 語文 語文 語文 地方探究 地方探究 語文 語文 數學 7/1

主題 體積 中國語文 中國語文 中國語文 彰化縣 彰化縣 古文明 古文明
小數、分
數

暑假開始

課程內容 面積、體積 春秋 春秋 春秋
彰化縣

認識家鄉、
縣巿

彰化縣
認識家
鄉、縣巿

希臘神話 希臘神話
小數、分
數

放假



六年級課程計畫

主課程教師 陳寶瑄

年級整體教學目標 六年級(11~12足歲)

§發展剖析

　　這一年標示出童年與青春期之間的關鍵，在很短的瞬間，每個孩子站在波浪的峰頂上，表現出他們的學校生涯首部曲的結
束。同樣是小學的最後一年，華德福學校與公立學校在教學方法上有一個很顯著的不同；在一般小學裡，六年級的年紀被認為
是很適合接觸、發展推理思路、邏輯思考過程及分析批評的能力。

　　在史代納的助長式指標中，與皮亞傑、維果斯基等人的工作有一個共同的根基，那就是抽象思考或「形式運思（formal
operation）」大約在第十三年開始，而不是在小學階段。

通常，孩子的成長開始表現在骨架上，四肢明顯增長，並有一些笨拙、不靈活的動作傾向。十二歲大的身體從骨架上經驗重力
的強度。生理上的變化伴隨著孩子首次經驗到思想上的因果關係；而在心理上，孩子進入一個被特稱為「被調包的醜嬰孩」時
期。十二歲的年紀見證了童年的逝去及個體誕生的劇痛。

在第二個七年的後三年，孩子開始期待青春期。不同的課程主題呈現著──循序的歷史、亞洲地理、幾何、商業數學、自然科學
現象、園藝、木工及團體遊戲，孩子的身心變化及已有的認知受到認同及注意。

§目標與課題

　　在這一個年紀，老師的目標是和孩子朝著外在世界的走向一起工作。他們初顯的批判能力必須導向以科學的觀點去觀察自
然世界，而對社會關係的興趣漸增，也要給他們一些機會對班級社群負責。這些課題目的是塑造同學間以及他們和老師之間的
新關係。

　　由於新的思考能力浮現，孩子可被引導了解他們在世界上工作的因果關係。孩子的醒覺須被導向他們將像成人一般生活、
工作的世界。孩子在學校的工作需要受到挑戰並能夠接受高標準的要求。

摘自 華德福學校一～六年級的發展與課程目標 分享   Horizontal Curriculum in Waldorf School 摘譯：郭朝清



課程規劃 ※主課程科目:語文、數學

各
科
課
程
簡
要
說
明

語文 語文主課程，我們經歷了五年級介紹的各種古文明後，從希臘古文明來到羅馬帝國。帶領孩子去看見羅馬的歷史與介紹，認識
這個時代的人物們。東方歷史回顧夏商周的故事後，將進入東周、春秋戰國、秦、漢與三國時代。引導孩子從美時代的人物與歷
史事件中，去思考去客觀看見各種事物，培養自己的價值觀。

數學 六年級的數學，除了複習分數和小數的四則運算以外，讓孩子們有更多的運用在生活中的單元：比與比率、百分率、商業數學、
統計圖表和代數等，一起探索生活裡的數學秘密與規律。



六年級主課程計畫(秋冬)教師:陳寶瑄

上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一週-第十一週

第一週

(9/1開學)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科目 開學預備 語文 語文 語文 語文 語文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主題 開學預備 古希臘 古文明 古文明 古文明 古文明 體積 角度 容積 速率 速率

課程內容 開學預備 特洛伊戰
爭

羅馬帝國 羅馬帝國 羅馬帝國 羅馬帝國 周長、面
積複習與
體積介紹

量角器使
用與扇形

容積介紹 速率 速率

上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十二週-第二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1/20結業式)



科目 語文 語文 語文 語文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回顧與總結

主題 周朝 春秋戰國 春秋戰國 春秋戰國 商用數學 商用數學 商用數學 統計圖表 統計圖表 回顧與總結

課程內容 東周歷史 春秋戰國歷
史

春秋五霸
介紹

戰國七雄介
紹

貨幣、價值
與價格

本金、利
息、概數、
利率賺賠

本金、利
息、概數、
利率賺賠

統計圖表 統計圖表 回顧與總結



六年級主課程計畫(春夏)教師: 陳寶瑄

下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一週-第十一週

第一週

(2/11開學)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科目 開學預備 語文 語文 語文 語文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語文 語文

主題 開學預備 古文明 古文明 古文明 古文明 小數 分數 百分率 比與比率 秦代 漢代

課程內容 開學預備 羅馬帝國 羅馬帝國 羅馬帝國 羅馬帝國 小數四則
運算

分數四則
運算

分數與小
數互換、
百分率

比與比率 秦朝歷史 漢朝歷史

下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十二週-第二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G6畢業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6/30結業式)



科目 語文 語文 數學 數學 畢業系列 畢業系列 回顧與總結 G6畢業

主題 三國 三國 代數 代數 畢業準備 畢業準備 回顧與總結 G6畢業

課程內容 三國歷史
與人物介
紹

三國歷史與
人物介紹

生活中的
代數

生活中的代
數

畢業系列活
動與挑戰準

備

畢業系列
活動與挑
戰準備

回顧與總結 G6畢業



七年級課程計畫
七年級主課程(社會人文科)
主課程教師 劉淑如
七年級整體教學目
標 Steiner 提出十二歲之前是以人物傳記的方式來說歷史故事，但十二歲之後則要注意到歷史的脈動。而個人意識的成長，

就是在反映人類意識發展的歷程，所以有脈絡的歷史教育，就是陪伴孩子從兒童的心智，過渡到準大人的狀態，借用歷史的故
事讓孩子們放心，他們並不孤單，過去的人們，也都曾經有過同樣的困惑，也曾有過類似的掙扎。於是歸納出一種從人類意識
發展的觀點看待歷史、或者選材歷史的角度。

另外，七年級教師應該提供青少年各種新觀點，並將其注意力導向世界。教師應該鼓勵孩子開啟與注意具有抽象與邏輯特
徵的觀念；鼓勵他們挑戰先前所接受的權威態度與假設，並且示範如何形成自己的觀點，就如同能夠接受「每個人看世界的方
式都不同」。教師應該要逐漸鼓勵孩子做出自己的判斷，並引導他們練習在班級社群中負起其社會的責任。對這個年紀來說，
同時體驗到自己是世界的公民之一，亦是一個負有社會責任的個體，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七年級的社會人文課，我將依照中國的歷史脈絡，逐一介紹當代的歷史事件、重要人物及文化發展，藉以形塑孩子
自己的觀點，養成判斷能力，包容異見，並負起社會責任。

課程規劃 ※主課程科目:社會人文
各
科
課
程
簡
要
說
明

社會 先秦~隋唐歷史、中世紀文化、文藝復興、宗教革命、地理大發現、地理概論、亞洲地理
語文 詩經、楚辭、漢賦、古詩、樂府詩、唐詩、世說新語、語法結構



七年級主課程(數學科)
主課程教師 蔡慶鴻
七年級整體教學目
標

熟悉一維及二維空間的位置表示方式，透過基準點的選定及變換理解人與人之間的聯結。經由代數式的形式學會以簡潔的數
學語言解決生活中的問題，並以還原及對消的方式感受到平衡。進一步以黃金分割的美感及特別之處，反思其在人類世界中的
獨特性是否為完美的巧合或是人們的刻意誇大，培養其懷疑求真的態度。

課程規劃 ※主課程科目:
各
科
課
程
簡
要
說
明

數學 一、秋冬學季：
1.尋找基準點、一維的空間、數線上的長度、正負數的四則運算。
2.指數的意義與記法、指數律。
3.日常語句與數學式子的轉換、未知數決定式子的值、式子的合併及化簡、符號與式子的意義。
4.還原、以遮擋法反推未知數的值、等量公理、延伸應用。
二、春夏學季：
1.二維的空間、經緯度與位置、給定坐標所對應的位置、點的平移、象限。
2.設計密圖、方程式的圖形、方程式的圖形、過已知兩點的直線方程式。
3.黃金分割、五角星形裡的黃金比、黃金矩形、費氏數列、黃金螺線、生活中的黃金比例、黃金比例的爭議性。



七年級主課程(自然科)
主課程教師 許育銘
七年級整體教學目
標

七年級教師應該提供青少年各種新觀點，並將其注意力導向世界。在這段期間的少年，對於孤獨、真正的友誼、自我的認
識、對事物的投入、死亡和愛情等方面的感覺，每個人都有各自完全不同的深刻體驗。兒童自我覺知的意識覺醒了，對自己的
身體、四周環境、各種理念及意識形態的看法將有所改變。這些轉變不僅表現在對世界的關心和對感情的表達方面，也出現在
理解因果關係和對事物之判斷能力上。因此在自然的主課程中，需要學習專注於自己的感官觀察一件自然現象，尤其是人體,
在這段期間能發現人體的奧妙是件有趣的事。 在此階段中，會由老師整理學生的記錄，提醒沒有觀察到的部分。為了未來能夠
自己解釋現象與解決問題進行預備。

課程規劃 ※主課程科目:自然
各
科
課
程
簡
要
說
明

自然 生命的發現:探究自然的方法,生命現象,生物圈範圍
生物體層次:介紹細胞,物質進出細胞方式,顯微鏡使用
營養與健康:養分分類,酵素
動物生理學:心血管系統,淋巴系統,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排泄系統,呼吸,體內恆定性
生殖:染色體介紹,細胞分裂,減數分裂,無性生殖,有性生殖,肧胎發育方式, 求偶、交 配、育幼
遺傳:基因與染色體,孟德爾豌豆實驗,單基因遺傳,多基因遺傳,性染色體,性別遺傳
演化:化石的種類,達爾染色體介文天擇說,地質年代,演化之路
生物分類:林奈二名法,五界分類



七年級主課程計畫(秋冬)教師:劉淑如、蔡慶鴻、許育銘

上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一週-第十一週

第一週
(9/1開學)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科目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自然

自然 自然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數學 數學

主題 開學 地理 語文
神話/生命
的發現

體內運輸 協調作用 地理 中國地理 中國地理 正負數 正負數

課程內容
開學預備
周

1.地球儀
2.地圖與
座標系統

3.地形

1.修辭
2.外來語
3.六書
4.語法結
構

神話故事/
1.探究自
然方法

2..食物中
養分

1.酵素
2.植物如
何製造養
分
3.人體如
何獲得養
分4.生命
現象與生
物圈

1.人體心
血管系統
2.人體淋
巴系統

1.天氣與
氣候

2.水文

1.人口分
布與自然
環境

2.人口成
長與遷移

1.產業轉
型與區域
差異

2.全球化
下的中國

負數與數
線

四則運算
與指數

上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十二週-第二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1/20結業式

科目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數學 數學 自然 自然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主題 夏商周 夏商周 夏商周
一元一次方
程式

一元一次方
程式

生物體的
層次與尺
度

營養 秦漢 秦漢 複習

課程內容 先秦歷史
1.字體演變
2.諸子百家

1.詩經
2.楚辭

3.戰國策
數學的語言 還原與對消

1.神經系統
2.內分泌系
統

1.細胞組成
2.物質進出
方式3.生物
體組成層次
4.認識顯微
鏡

秦漢歷史
1.史記
2.漢賦

3.樂府詩
課程回顧

★該週若有兩種主課程，請自行拆分該週，或者依堂數較多的為主也可以



七年級主課程計畫(春夏)教師:劉淑如、蔡慶鴻、許育銘

下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一週-第十一週

第一週
(2/11開學)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科目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數學

數學 數學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自然 自然

主題 開學
魏晉南北
朝

魏晉南北
朝

魏晉南北
朝

坐標平面
方程式的
圖形

隋唐 隋唐 隋唐 生殖 遺傳

課程內容 預備週
魏晉南北
朝歷史

三國演義 世說新語
直角坐標
平面

二元一次
方程式的
圖形

隋唐歷史 唐詩 唐代文學

1.染色體
介紹

2.減數分
裂

3.有性生
殖

1.基因與
染色體
2孟德爾
3.性染色
體.

下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十二週-第二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科目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自然 自然 數學 數學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主題 世界歷史 世界歷史 世界歷史 演化 生物分類 黃金比例 黃金比例 世界地理 世界地理 複習

課程內容
中世紀文
化、文藝復
興

宗教革命
地理大發
現

天擇說
註：

5/21(六)
-5/22(日)國
中教育會考

1.林奈二名
法

2.五界分類

幾何學的
寶石

生活中的
Phi

東北亞與
西亞的自
然環境與
觀光、經濟
發展與挑
戰

東南亞與
南亞的自
然環境與
觀光、經
濟發展與
挑戰

課程回顧

★該週若有兩種主課程，請自行拆分該週，或者依堂數較多的為主也可以



八年級課程計畫
八年級主課程(社會人文科)
主課程教師 黃宇新
八年級整體教學目標 八年級的階段是華德福教育中第二個七年的最後一年，而這一年的主軸便是「革命」，孩子們在這個階段將要面對他們重大

的一場考驗，所有過去的學習將在這裡做一個總結，如果過去的七年中她們有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務，他們將在這裡開始看見
未來的方向，並且現出未來的第一個圖像，而老師和家長的任務便是透過仔細的覺察，看見他們的光亮，這無論是孩子還是
我們來說，都是一場艱鉅的任務，孩子需要在內在突破枷鎖，看見自己，而我們需要從他們的看見中映照自己，坦然的接受
並支持我們所見到的這個圖像，畢竟，所有的革命，都是自我革命。
語文社會的課程在此時便會提供孩子們這時所需的養分，在社會領域，我們會介紹制度上的農業革命、宗教革命和工業革命
，也會介紹各國的革命運動，探討革命的本質。而語文課則會從原本較為鬆散的古文進入到唐宋時期華麗的詞藻和工整的格
律。

課程規劃 語文社會
各
科
課
程
簡
要
說
明

社會 農業革命、宗教革命和工業革命，也會介紹各國的革命運動，探討革命的本質。
語文 魏、晉、南北朝、唐、宋文學，從較鬆散的文體進入較嚴謹的文體。



八年級主課程(數學科)
主課程教師 蔡慶鴻
八年級整體教學目標 延續七年級的課程，在數的領域中跨越到無理數的區域，認識這些存在但曾經被拒絕承認的數。以不同的觀點來呈現畢氏定

理，為接下來的幾何課程鋪路。代數方面則延伸至一元二次方程式。春夏學季主要處理幾何的問題，發現形與量的變動之間
，不同的條件下產生獨特的圖形，如同調整生活中的細節會產生相異的結果。進而將平面圖形組合為柏拉圖多面體，從中體
會和諧與數學的美感，以及前人求真求美求善的精神。

課程規劃 ※主課程科目:
各
科
課
程
簡
要
說
明

數學 一、秋冬學季：
1.完全平方數、十分逼近法、數的組成、最簡根式。
2.畢氏定理的故事、三個正方形的面積關係、畢氏樹、巴比倫泥塊、根號n螺線、畢氏定理的應用、常見的邊長比、畢氏定理回
顧。
3.方程式的解、解方程式、因式分解解方程式、綜合練習、配方法、應用問題。

二、春夏學季：
1.平行與垂直、平行線截角性質、平行四邊形的定義與性質。
2.特殊四邊形的定義與包含關係、特殊四邊形的性質、特殊四邊形的性質。
3.柏拉圖多面體



八年級主課程(自然科)
主課程教師 許育銘
八年級整體教學目標 華德福教育與體制內教育不同,體制內:七到九一階段,十到十二一階段;華德福:一到八一階段,九到十二一階段,所以八年

級在華德福體制是最關鍵的轉捩點。這階段的孩子感覺自己是大人了，但又還沒完全成熟，所以在這個年段會常用「不」來回
答老師的任務，但八年級 的孩子並非真的拒絕工作，而是自我意識較重，因此老師應運用教學技巧,喚醒孩子更寬闊的想像
性思考。

八年級的孩子，此時已有七年級的內外在探索的能量,且此時期的孩子面臨情感波動，個體化 與獨立的內在思考、情感
與意志的解放 ,因此授課教師控班能力相當重要,若能營造良好的教學環境,將顯著影響學習成效

課程規劃 ※主課程科目:自然
各
科
課
程
簡
要
說
明

物理 七年級孩子認識了身體結構，生理運作，到了八年級，孩子需要學習如何認識身體外在的世界。
八年級的物理介紹內容:
聲光熱:由於小六時期學生已初步認識聲光熱,八年級將繼續將聲光熱課程加深加廣,用具體的方式讓學生對此主題更了解

化學 於化學課堂,將帶領孩子經歷人類發展化學的過程，將介紹何謂元素、化合物、純物質、混合物,使學生學會辨別日常生活中物
質分別屬於元素、化合物、純物質、混合物的哪一項,及運用何種方法將物質分離。
爾後,介紹物理反應,化學反應,並介紹日常生活中物理化學反應現象,將化學結合生活。而水溶液屬於混合物的一種,我將介紹
常見的水溶液,並將濾紙色層分析實驗融合於內,及探討溶解度的特性。空氣也是一種混合物,這是每人每天都會接觸的物質,
將介紹空氣組成,各種氣體性質,並以實驗輔助



八年級主課程計畫(秋冬)教師:黃宇新、蔡慶鴻、許育銘
上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一週-第十一週

第一週
(9/1開學)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科目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數學

數學 數學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自然 自然

主題 中國史 中國史 中國史 中國史 平方根 畢氏定理 語文課 語文課 語文課
基本測量
聲音

光

課程內容
魏晉南北
朝

唐代的開
國

唐代的文
化

唐代的文
化

無理數 畢氏定理

魏晉南北
朝的文學

世說新語
選

唐代文學
唐詩選

現代文學
應用

1.長度體
積測量

2.質量測
量

3.密度
4.波的傳
播
5.聲波傳
播及特性

1.光的傳
播

2.光反射
與面鏡

3.光折射
與透鏡

4.光學儀
器

5.光的顏
色

上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十二週-第二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八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1/20結業式)

科目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自然 自然 數學 數學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主題 世界史 世界史 台灣史 熱
物質的世
界

二次方程
式

二次方程
式

中國史 語文課

課程內容
啟蒙運動
與宗教革
命

科學革命
18世紀的
台灣

1.溫度計與
比熱

2.熱的傳播
3.熱對物質
的影響

1.認識物質
2.水溶液
3.空氣

二次方程
式

二次方程
式

宋代 宋代文學

★該週若有兩種主課程，請自行拆分該週，或者依堂數較多的為主也可以



八年級主課程計畫(春夏)教師:黃宇新、蔡慶鴻、許育銘
下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一週-第十一週

第一週
(2/11開學)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科目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自然

自然 自然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數學 數學

主題 中國史 中國史 中國史 中國史 力學 物質特性 語文課 語文課 語文課 平行 四邊形

課程內容
宋、遼、
金、元

明代
明代的科
學

明代的科
學

1.力平衡
2.摩擦力
3.壓力
4.浮力

1.質量守
恆定律

2.化學方
程式

明代文學 課文選讀 課文選讀
平行、平
行四邊形

特殊四邊
形

下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十二週-第二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八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
週

科目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數學 數學 自然 自然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主題 世界史 世界史 台灣史
柏拉圖多
面體

柏拉圖多
面體

氧化還原 酸鹼鹽 中國史 台灣史 語文課

課程內容 工業革命
歐洲的革
命思潮

工業化後
的台灣

柏拉圖多
面體註：
5/21(六)
-5/22(日)
國中教育
會考

柏拉圖多
面體

1.定義
2.電池
3.物質燃
燒實驗

1.強度
2廣用指示
劑

3.日常生
活中應用

清代與中
國的革命

革命後的
台灣與國
共內戰

白話文運
動

★該週若有兩種主課程，請自行拆分該週，或者依堂數較多的為主也可以



九年級課程計畫
九年級主課程(社會人文科)
主課程教師 莊藝淑
九年級整體教學目
標 追蹤整個跨學科之課程計畫的資料,可清楚辨識出基於對青春期學生發展歷程的理解，以真實面向來進行學習上的探索。這個

年齡階段的教育目標:

1.現實面:因應九年級生的會考挑戰，盤點學生所缺漏的課程，仍以學生的身心發展為原則，進行有意識的課程規劃，培養  圖
像性、簡單的、邏輯的、因果關係與思辯的總結能力。

2.情感面:學習從感情上的判讀，發展出對世界的興趣;蒐集對事實性知識的認識/見聞。

3.思考面:引帶學生認識作為「人類所創造的第五個領域」的科技;去發現作為「成為世界內容的思維」。人類作為文化的創作者所
了解世界的多樣性。

4.意志面:認識各種導致「有形」結果的思想與理想:以帶有意志性格的理想作為情感的支柱;認識典範人物類型的傳記。

課程規劃 ※主課程科目:
國文(古典散文、台灣文學、寫景文學、中外文學)
社會(中西上古史、台灣地理、西洋近代史、全球化)

各
科
課
程
簡
要
說
明

語文 除了以故事當引子之外，此階段學習以閱讀理解為切入點，深化學生所習得的前人生命智慧與偉人傳記，內化自己的身心靈，
且具有換位思考角色的思辯能力。再者，連結史地課程內容，使學習有一完整樣貌。

歷史 歷史呼應學生意識發展，除了補充中西上古史缺漏外，將進入真實面的20世紀近代史，傳遞此時期的主導思想，由此出發產生
對當代的理解。由此點明青春期的問題:從理想到實現需要有對現實的覺察、暴力和失敗是道德嚴謹無情的結果，有意識地召
喚學生對世界的興趣與責任。

地理 學生進入拉丁美洲和大洋洲與兩極地區的探索，再次認識自己所生長的臺灣土地與學習全球化的概念後，能放眼世界作為一
個整體，人類是文化的創作者，了解世界的多樣性。



九年級主課程(數學科)
主課程教師 范雅婷
九年級整體教學目
標

九年級學生即將面對各種挑戰，由內而外的思考能力開始發展，關注自己與世界的連結為何。教師在整體學習過程用應以"
真"的態度來發展學生的理性層面，並兼顧情感、意志以及思考來進行教學。
在這一年的數學主課程中，學生即將學習圓與三角形、圓錐曲線以及統計機率這三個主題，其中幾何佔整學年的2/3。幾何在

華德福教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Steiner 認為宇宙的秘密存在於幾何中，它是通往精神世界的大門。在幾何課程中，以藝術性的方式
傳達到學生的心魂時，知識和思考才能在生命中產生共鳴。透過繪圖刺激學生的想像力，有助於推動學生數學思考的能力。在統計與
機率中，學生透過觀察來發現世界運行的秘密，學會使用統計分析作為向他人溝通的工具外，也須要了解統計分析在不同的詮釋下有
可能也會誤導他人。
期待九年級學生能在完成華德福教育之際，能自由地進行自我思考，了解自己與世界深遠的關係。

課程規劃 ※主課程科目:數學
各
科
課
程
簡
要
說
明

數學 上學期:
圓與三角形:整個九年級上學期都沉浸在圓與三角形的討論上。先探索圓的弧、弦、弓的曼妙幾何圖形，並建立出其與圓心角、
圓周角的關係。之後透過冥想。讓學生恣意想像圓與三角形的幾何關係，將內心與外心的幾何性質圖像化。
下學期:
圓錐曲線:圓錐曲線基本上是同一曲線在不同階段形變後的結果，亦是了解宇宙、地球、人的形的基礎。透過平切圓錐的圖像冥
想，學生透過過去的繪圖經驗彙整出軌跡，並定義出這些軌跡:拋物線（parabola） 、橢圓（ellipse）、雙曲線 （hyperbola）。熟
些曲線後，觀察生活中與圓錐曲線息息相關的例子，包括投籃的運動軌跡、天體運行的運動軌跡，光學性質等。
統計:統計是十分具有說服力的數學工具，可以說明生活中事件發生的現況及未來趨勢。但在看待數據時，需格外小心，因為詮
釋方式的不同，其「統計學」所呈現出來的結果，有時候反而可以誤導別人。學生先回顧二下學習過的主課程"常見的統計圖表"
，再進入百分位數、四分位數及盒狀圖。
機率: 機率可以說是人類為了預測出事件結局所發展出來的概念，學生可以透過大數法則了解投擲硬幣正面(或反面)出現的機
率會逼近1/2，結合學習過統計圖表能力，學生也可以透過代數圖表觀察出機率逼近為1/2的過程。後續再推導出事件可能發生
的可能原因，以及探討機率為何會剛好是事件數量的1/n呢? 而這些真的都是湊巧的嗎?



九年級主課程(自然科)
主課程教師 許育銘
九年級整體教學目
標

九年級孩子正值衝動、叛逆時期,些許學生面臨情緒困擾,因此常有挑戰權威的現象。此時的學生較以自我為中心,討厭被旁
人以小孩子看待。所以,教師應給予孩子空間,多利用機會使同儕間互相討論,激發孩子理性思考的思維。
這年的主課程中,學生將學習反應速率、電磁學、有機化學、地質學、天文學、能源。其中,電磁學是較為抽象的主題,畢竟電

子於電線中運動,磁力線的存在,學生無法以肉眼看到,因此,需多設計實驗,並輔以適當影片,將電磁學形象化,方便學生理解。有
機化學方面,由於日常生活中使用物品、吃的食品皆包含於有機化學範疇,因此有機化學有學習的必要。天文學方面,由於我們
生活於地球,不可不知地球事,因此地質學佔所有地科課2/3。能源方面,將介紹可再生與非再生能源,因應全球暖化,可再生能源
有其必要性,才能使地球永續發展。

課程規劃 ※主課程科目:自然
各
科
課
程
簡
要
說
明

物理 主要集中於電磁學，首先介紹靜電,並讓孩子發現生活中何處有靜電現象。接著介紹簡單電路,電路元件,並讓學生動手做實驗
磁學方面,將電流磁效應,電磁感應,冷次定律融入生活,使抽象的磁現象不再抽象。

化學 這學年將學習反應速率與有機化學,反應速率與化學動力學有關,讓孩子了解即使反應趨向產物方向進行,化學反應仍不一定進
行,畢竟化學反應若能進行,需同時達成化學熱力學與動力學(活化能)界線。有機化學其實就是碳化學,常見者有烴類與含氧的
醇醚醛酮酸,舉凡烹飪用瓦斯汽車用石油,乃至於烹飪用沙拉油皆離不開有機化合物範疇,與日常生活緊密結合

地科 主要介紹地質學、天文學、能源,由於我們生活的土地叫作地球,因此會讓孩子了解地球構造、地球組成與地球歷史。
天文學方面，將介紹宇宙成因,天空中星體及如何使用星座盤
能源方面介紹可再生及非再生能源,並讓孩子討論台灣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困境



九年級主課程計畫(秋冬)教師:莊藝淑、范雅婷、許育銘
上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一週-第十一週

第一週
(9/1開學)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科目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數學

數學 數學 自然 自然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主題
中國上古
史

臺灣地理
世界中的
臺灣

世界地理/
相似形

圓形 圓形 反應速率 電學 古典散文 臺灣文學 臺灣文學

課程內容

1.遠古時
代

2. 從部
落、封建
到帝制國
家

1.臺灣人
口成長分
布

2.臺灣產
業發展

3.多元族
群與文化

1.臺灣的
國際貿易

2.臺灣區
域發展差
異與對策

3.全球化

9/20中秋節
調整放假。
(大洋洲與
兩極地區
的自然環
境與資源)

相似形的
尺規作圖
法

圓的性質
圓的繪製
與

角度問題

1影響反
映因素
2.可逆反
應

1.靜電
2.電壓
3.電流
4.電阻

1.老子第
四、八、
三十二章

2.莊子<
逍遙遊>
節選

註：11/03(
三)全日、
11/04(四)
上午第一
次模擬考

1.沈光文
<懷鄉>、
<番婦>

2.鄭成功
<復臺>

1. 賴和<
一桿稱仔

>

2.曹開數
學詩

上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十二週-第二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1/20結業式)

科目 社會人文 自然 自然 自然/數學 數學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主題 寫景文學 磁學 有機
有機/圓與
三角形

圓與三角
形

西洋上古
史(亞非)

西洋上古
史(亞非)

西洋近代
史

西洋近代
史

西洋近代史

課程內容

1.易家鉞<
可愛的詩
境>

2..張岱<湖
心亭看雪>

1.電池感應
2.生活中應
用

1.有機化合
物與無機
化合
2.生活中常
見的烷類、
醇類、有機
酸及酯類
3.常見塑膠

圓與三角形
的關係

三角形的
三心性質

註：12/23(
四)全日、
12/24(五)上
午第二次模
擬考

西亞古文
明

1..埃及古
文明

2.印度古
文明

1.希臘文
明

2.古羅馬
文明

1.十九世
紀的民族
主義與思
潮

2.第一次
世界大戰

1.第二次世界
大戰與冷戰

2..國際局勢



九年級主課程計畫(春夏)教師:莊藝淑、范雅婷、許育銘
下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一週-第十一週

第一週
(2/11開學)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科目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數學

數學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自然 自然 數學 數學

主題
世界地理~
西亞與中
亞

世界地理
~全球經
濟議題

世界地理
~全球環
境議題

世界地理/
柱體與錐
體

圓錐曲線
語文~敘
事說理

語文~敘
事抒情

地質學 地球內部 統計 機率

課程內容

1.自然環境

2.經濟發展

3.環境問題

註：02/17(
四)全日、
02/18(五)
上午第三
次模擬考

1.跨國經
濟問題

2.三大經
濟板塊

1.氣候變
遷

2.水資源

3.生態系
統

經濟環境
的國際公
約

錐體
與柱體

1.拋物線
2.橢圓
3.雙曲線

1.岳飛<良
馬對>

2.劉蓉<習
慣說>

1.李廣田<
花潮>

2. 李慈銘
<越縵堂
日記>

礦物與地
質作用

1.板塊
2.地殼變
動
3.地球歷
史

1.正確地
使用統計
學

2.百分位
數、四分
位數及盒
狀圖

註：04/19(
二)全日、
04/20(三)
上午第四
次模擬考
1.大數法
則-投擲
硬幣

2.機率的
概念

上學期主課程時間表 第十二週-第二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科目 自然
自然/社會
人文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會考週)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社會人文
(畢業週)

主題 天文
能量的應
用/中外史

中外史 語文 中外文學 中外文學 回顧

課程內容
宇宙與四
季變化

1.臺灣的能
源使用

2.核電討論

複習中外

史

複習中外

史

註：
5/21(六)、
5/22(日)國
中教育會考

複習

明清小說
20世紀外
國小說

明清小說
20世紀外
國小說

回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