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3年的冊章安排‧大考養成‧學習歷程

龍騰公民
課程地圖

快來互動專頁 

探索教學藍圖

課程地圖，是課程規劃的脈絡，是清晰的

學習路徑。它能整合五冊的課程內容，從

而協助師生明白課程架構，以及學生可從

中習得的能力，用以因應新式大考的目

標。此外，新課綱要求的學習歷程檔案，

也能在這張地圖中找到自己的出路，讓教

與學更具有系統性。

龍騰公民課程地圖是什麼？

普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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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 I 選修 II

第 2冊 

龍騰新公民 UbD課程地圖 

以終為始，循序達成課綱學習表現及大考測驗目標

 法治國家的理念、運作與實踐

統整解釋

規劃行動方案

學習
內容

學習
順序

預期成果 預期成果

邏輯連貫、 
冊冊銜接、 
循序漸進的

接續第 1冊社會生活的不平等，探討資源分配與公平正義，
接續法治以正當程序保障權利及定紛止爭的功能。

接續第 2冊的勞動法規探討勞動契約，從私法自治與財產權保
障是自由經濟制度的基礎，接續經濟從個經、總經到國家永續
發展的內容。

1-2冊間銜接 2-3冊間銜接

民主社會的建構、運作與參與
公民權利 國家保障 自由權 參政權 組成政府 社會權 文化權

CH.1 CH.2 CH.3 CH.4 CH.5 CH.6 CH.7

公民擁有
那些權
利？

公民與國
家間關係
是什麼？

如何分辨
媒體資訊
的真偽？

如何參與
公共事務
的決定？

我們的政
府是如何
組成的？

如何因應
社會生活
中的危
難？

如何因應
社會生活
中的不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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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政
府
體
制

權
限
劃
分

社
會
保
險

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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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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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別
規
範

法治國與社會正義 憲法 行政法 刑法 勞動法
CH.1 CH.2 CH.3 CH.4 CH.5 CH.6

誰來決定
資源怎麼
分配？

為何正義
與法治相
輔相成？

為何憲法
是權利保
證書？

只要依法行政就
沒問題嗎？

如何決定一個人
有沒有罪？

為何要保
障平等勞
動權？

政
府
分
配

政
策
誘
因

公
平
正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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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法
治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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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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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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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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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訴

少
事
保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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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
動
法
規

閱讀理解

撰寫專題報告

課文重點 +結構式問答

政策平台

短篇閱讀 +圖表判讀

國際人權 +全民健保

對應課綱的

大概念

要解決的

核心
問題

將學到的

知識K
將提升的

能力A

自由經濟的
制度、運作
與發展

第 1冊  第 3冊

長篇閱讀 +圖表判讀

校園分配 +學生權利

閱讀理解

撰寫專題報告

邏輯推論

課文延伸思考 +半結構式問答

規劃行動方案

法規資料庫

加深加廣選修課程地圖加深加廣選修課程地圖
現代社會與經濟 民主政治與法律

政治篇│民主政治與世界秩序
　1民主政治的變遷與發展　

　2中國政治與區域和平　　

　3國際關係與世界秩序　　

★篇首引文試探銜接大學政治相關科系課程
　政治學、民主發展、國際關係

社會篇│社會不平等與社會運動
　1社會階層化　  　2社會不平等　

　3社會運動　　

★篇首引文試探銜接大學社會相關科系課程
　哲學、社會學、心理學、傳播

經濟篇│景氣波動與經濟成長
　4經濟成長、物價指數與勞動市場　

　5景氣波動、物價與失業　　　　　

　6利率、固定投資與貨幣政策　　　

★篇首引文試探銜接大學財經相關科系課程
　總體經濟學、投資與金融、
　貨幣銀行學

法律篇│法律與社會生活
　4釋憲制度與人權保障　　　

　5防止公權力濫用的行政法　

　6保障私法權益的民事法　　

　7資訊生活與刑法規範　　　

★篇首引文試探銜接大學法律相關科系課程
　憲法、行政法、民法、刑法

探究教什麼 ?

實作怎麼教 ?

導論
社會探究方法

第一章
媒體識讀
新聞製作

第二章
在地探究
設計思考

第三章
議題倡議
遊戲設計

從
探
究
方
法
進
入
實
作

有
效
產
出
學
習
成
果

超級撰稿員

校園報製作

AEIOU分析

人物誌

原型製作、測試

遊戲體驗分析報告

實作取徑

社會參與行動方案

日常生活的意義 
與理解

經驗事實的描繪 
與量化探究

規範或論述的 
反思探究

社會探究要項

發現與界定問題

觀察與收集資料

分析與詮釋資料

總結與反思

全書分 4大部分：平時作業、期中期末報告皆可取材

課綱探究
導論
社會探究
四大要項

專題報告
媒體識讀
新聞播報實作
・新聞寫作
・問卷設計
・報刊製作

行動方案
地方探究
設計思考流程
・用途理論
・原型製作
・行動方案

議題創作
公共議題倡議
遊戲設計
・遊戲結構
・遊戲分析
・議題融入

1 2 3 4

社會安全、公平正義、
性別規範、勞動參與、
機會成本、供需法則、
市場均衡、國民所得、
政府管制

普世人權、社會福利、
媒體素養、族群文化、
政府分配、政策誘因、
契約產權、市場失靈、
外部效果、國際貿易

公民身分、國家主權、
國家認同、公共意見、
政府體制、權限劃分、
民主法治、行政程序、
勞動法規

民主治理、政治參與、
基本權利、憲法規範、
行政原則、行政救濟、
犯罪追訴、少事保護

必選修連結   建構 K知識體系
教選修可以
複習的知識

教選修需要
打底的知識

複習 複習

先備 先備

1.可正確回答 

知識題

2.可判斷多數 

情境題

3.可完整填答 

半結構非選題

累積必修活動能
力，進入系統化
的探究與實作

　篇首案例　 　隨文設計　 　章末設計　
課中 課後課前

引文做學術
性向試探，
有效幫助銜
接大學

1. 超連結，邊欄提供
連結必修知識概念

2. 圖表提問，強化大
考解讀題幹的訓練

1. 文本閱讀，培養素養題與
混合題的資料閱讀能力

2. 圖表判讀，培養素養題與
混合題的數據分析能力

將
能
提
升
的

能
力
A

1.可正確回答 

知識題

2.可判斷多數 

情境題

3.可完整填答 

結構式非選題

大考養成 大考養成

學習歷程
活動 3選 1
產出 1份檔案

學習歷程
活動 3選 1
產出 1份檔案

CH1契約產權
CH2市場交易
CH3市場機能
CH4市場失靈
CH5所得貿易
CH6全球永續

議起
判讀

議起
判讀

學習
活動

學習
活動

選修 III



選修 II知識彙整與必修知識連結

政
治

第1章
民主政治 
的變遷與 
發展

1 代議民主的概念與困境 ．選舉制度

．民粹主義

．策略投票

．公民參與與民主 
治理

．正義二原則

2 代議民主的發展方向
3 審議民主的理論基礎
4 審議民主的運作模式
5 審議民主影響代議民主
6 公民不服從的概念
7 公民不服從的正當性基礎
8 公民不服從的法律後果
9 公民不服從的必要性？

第2章
中國政治 
與區域和平

1 黨國體制的概念 ．西方民主政治制度

．臺灣主權爭議

．全球資安問題

2 中國的政治制度
3 黨國體制影響中國政治
4 政左經右挑戰中共黨國體制
5 全球化挑戰中國黨國體制
6 現代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歷程
7 黨國體制為核心的經濟改革
8 中國的發展影響全球
9 中國的發展影響區域和平
10 中國的發展影響台海兩岸

第3章
國際關係 
與世界秩序

1 國際關係形成的歷史脈絡 ．全球化

．英國脫歐

．永續發展

．全球公民意識

2 國際權力結構
3 國際關係的特質
4 全球治理的概念
5 全球治理影響國際關係
6 世界秩序的概念
7 影響世界秩序的因素
8 國際政治結盟的原因與類型
9 國際衝突的成因與型態
10 國際衝突的解決機制
11 國際非政府組織的角色
12 全球公民行動的影響力

經
濟

第4章
經濟成
長、物價
指數與勞
動市場

1 物價波動與 GDP的關係 ．GDP

．人均 GDP
與人均 NI

．基本工資
．市場需求線
．需求與需求
法則

．供給與供給
法則

．需求的變動
．價格下限
．替代品

2 經濟成長率

3 比較各國所得水準（美元匯率、購買力平價指數）

4 消費者物價指數與物價膨脹

5 物價與生活成本

6 物價與工資水準

7 勞動需求、勞動供給與勞動市場均衡

8 勞動供需與工資

9 勞動需求的變動

10 勞動供給的變動

11 基本工資與勞動市場

第5章
景氣波
動、失業
與物價

1 景氣波動的四個階段 ．GDP的衡
量與影響

．家務勞動的
貢獻

．就業對個
人、國家
的影響

2 景氣波動對臺灣的影響

3
景氣波動對就業（廠商的勞動需求）與薪資（勞動工時、
薪資）的影響

4 失業的定義

5 失業的種類

6 怯志工作者與失業率

7 失業率高估與低估及真實失業水準

8 物價膨脹的意義及其成因

9 貨幣供給與物價膨脹

10 物價膨脹對社會的影響

第6章
利率、固
定投資與
貨幣政策

1 可貸資金市場的參與者 ．超額供給

．市場均衡

．市場機能

2 可貸資金市場的資金移轉

3 名目利率與實質利率

4 利率改變對可貸資金市場的影響

5 資金借貸市場價格的決定（實質利率與均衡利率的關係）

6 固定投資與投資報酬、景氣及利率的關係

7 中央銀行與貨幣政策

8 中央銀行的角色

9 貨幣政策

10
實施寬鬆貨幣政策預期的效果（對固定投資的影響、對消
費的影響）

11 施行寬鬆貨幣政策與期待不符（物價、房價）

12 緊縮貨幣政策

1 憲法最高性的法體系 ．平等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比例原則
．國民主權
．基本人權保障
．權力分立與制衡

2 釋憲機制

法
律

第4章
釋憲制度 
與人權保障

3 憲法訴訟法
4 民意代表任期 (參政權 )

5 同性別永久結合關係 (平等權、婚姻自由 )

6 原住民族工作權 (合理的差別待遇 )

7 視障者工作保障 (平等權、比例原則 )

8 姓名權 (人格權 )

9 學生訴訟權 (受教權、救濟權 )

第5章
防止 

公權力濫用 
的行政法

1 公權力行政 (干預行政、給付行政 ) ．平等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公正原則
．民主原則
．公開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明確性原則
．故意 &過失
．所有權的意義

2
公權力行政受法律拘束 (公益目的、依法行政、 
比例原則 )

3 行政處分的合法性 (形式合法性、實質合法性 )

4 違法行政處分的救濟 (訴願 )

5 違法行政處分的救濟 (行政訴訟 )

6 國家賠償
7 損失補償

8 社會補償

第6章
保障 
私法權益 
的民事法

1 法益與民法上的權利 ．權利主體
．契約自由原則
．列舉基本權
．概括基本權

2 財產權─物權、債權、無體財產權
3 非財產權─身分權
4 非財產權─人格權
5 財產權、身分權與人格權的基本差異
6 不同權利的特性差別
7 財產權的損害賠償
8 人格權的損害賠償
9 人格權的保障與其限制 (法益衡量原則 )

10 人格權的保障與其限制 (公益、私益 )

第7章
資訊生活 
與刑法規範

1 資訊生活規範─資訊倫理 ．社會規範的功能
．資訊倫理
．定型化契約的規範
．認定犯罪的要件
．責任能力
．誹謗罪是否成立
．第四權

2 資訊生活規範─契約約定效果

3
資訊生活中的法律規範 (民事賠償、行政處罰
和刑事處罰 )

4 資訊生活規範存在的重要性
5 資訊生活的刑事法律─妨害電腦使用罪
6 資訊生活的刑事法律─人肉搜索
7 資訊生活的刑事法律─網路霸凌
8 資訊生活的刑事法律─假訊息與媒體識讀
9 資訊生活的刑事法律─著作權與合理使用

課次 選修知識 必修知識連結

選修 I知識彙整與必修知識連結

社
會

第1章
社會 
階層化

1 社會階層與社會階層化 ．權力與權利

．合理的差別
對待

．公平正義的
基礎

2 社會階層的取得

3 社會階層的劃分

4 社會階層化的不同觀點

5 社會階層的類型

6 社會流動方式

7 臺灣的社會流動

8 階級複製

第2章
社會 
不平等

1 我國與他國經濟不平等的現象 ．社會安全 
制度

．群體權利 
的平等

．文化權利

．我族中心 
主義

．文化位階

2 經濟不平等的影響與其解決對策

3 文化資本如何造成社會不平等與其解決對策

4 社會資本如何造成社會不平等與其解決對策

5 侍從主義如何造成政治不平等與其解決對策

6 性別因素與社會不平等

7 原住民族與社會不平等

8 身心障礙與社會不平等（公共空間、就業安全、文化權利）

9 移民移工與社會不平等及其倡議

10 各種社會不平等因素的交織影響

11 社會不平等因素對特定群體的內在影響

第3章
社會 
運動

1 社會運動的定義 ．政治效能感

．志願結社

．原住民土地
正義

．媒體近用權

．資訊倫理

2 社會運動與政黨、壓力團體的差異

3 社會運動的成因

4 社會運動是公民參與的重要形式

5 臺灣政治民主化運動

6
臺灣社會民主化運動與目的（性別平權、原住民族平權、
勞動人權、居住正義反迫遷、環境保護）

7 主流媒體與社會運動

8 另類媒體與網際網路與社會運動

課次 選修知識
必修
知識連結主題 主題

公民 2 正義與法治 知識系統 
課次 群化知識系統

正
義
與
法
治

社會資源的
分配
 4H

1. 資源分配︱個人選擇、政府選擇、成本效益、公平效率

2. 政策誘因︱金錢誘因、非金錢誘因

公平正義的
追求
 5H

1. 社會正義︱分配正義、程序正義、匡正正義、正義論二原則、 
 積極平權措施

2. 立法程序正義︱民主國原則、法治國原則、立法三讀程序

3. 法律平等適用︱法律解釋原則、法安定性、法位階、特別法與普通法、 
 實體從舊與程序從新

憲法與權利
保障
 5H

1. 權利主體︱自然人、法人、部落公法人

2. 憲法保障基本權利︱列舉與概括基本權、平等權、憲法第 23條、 
 制度性基本權、國家保護義務

3. 憲法規範公權力︱權力分立：法律保留、正當程序、違憲審查 
    (已更新入憲法訴訟法 ) 

生活中的行
政法規
 4H

1. 行政法原則︱行政處分、法律優位、法律保留、裁量、平等原則、 
 比例原則、信賴保護原則

2. 行政程序︱公正原則、公開原則、民主原則

3. 行政救濟︱訴願及先行程序、行政訴訟、審級制度

生活中的刑
事保障
 6H

1. 罪刑法定︱刑罰目的、入罪化、除罪化、罪刑法定原則、犯罪成立三要件

2. 犯罪追訴︱自訴與告訴、偵查與起訴、合法調查證據、自由心證判決、 
 無罪推定、審級救濟  (已更新入國民法官制度 ) 

3. 少事保護︱觸法與曝險少年：保護優先、刑事制裁補充

生活中的勞
動參與
 3H

1. 勞動參與︱勞動目的、市場勞動、家務勞動、性別分工

2. 勞動法規︱個別勞動權、集體勞動權、工會結社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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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 1 民主與人權 知識系統 
課次 群化知識系統

民
主
與
人
權

公民身分與
普世人權
 4H

1. 公民身分︱身分演變、權利擴展、我國公民權 (自由、參政、社會、文化 )

2. 普世人權︱人權思潮、人權公約、人權組織、我國人權公約落實機制

國家主權與
認同
 4H

1. 國家認同︱國家認同形成、公民多元身分保障

2. 國家主權︱國家組成要素、主權行使、我國主權地位、 
 主權爭議影響 (國家認同、國際參與 )、一中原則

媒體、網路
與公共生活
 4H

1. 媒體與民意︱媒體角色、公共意見、媒體產製、媒體素養、媒體再現、 
 媒體近用

2. 媒體與科技︱公共生活參與、數位落差、假新聞假訊息

民主治理與
公民參與
 5H

1.民主治理︱公私協力、專家參與、公民參與
   外部課責 (民意、選舉、議會 )
   內部課責 (透明性、代表性、回應性 )

2. 定期選舉︱選舉參與因素、行政首長選制、民意代表選制

3. 不定期政治參與︱罷免、公民投票、志願結社、政黨、社會運動

政府組成與
運作
 5H

1. 政府體制︱內閣制、總統制、我國混合制

2. 權限劃分︱單一制、聯邦制、我國均權制、地方政府權限

社會安全 
制度
 2.5H

1. 社會安全制度︱社會保險、社會福利 (津貼、救助、服務措施 ) 

2. 我國制度難題︱公平效率難題、制度改革難題

文化與社會
規範
 2.5H

1. 族群文化︱我族中心、種族歧視、多元文化主義、文化政策

2. 性別規範︱性別歧視、性別社會規範、科技發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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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 3 選擇與永續 知識系統 
課次 群化知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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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自由與
財產權保障
 4H

1. 契約自由︱私法自治、消費者契約、勞動契約

2. 財產權保障︱ (有形 )所有權保障、(無形 )智慧財產權保障

3. 配偶財產規範︱法定財產制、約定財產共同 /分別制 
  (已更新入民法修正內容 ) 

4. 繼承財產規範︱繼承方式、繼承人、應繼分與特留分

市場與交易
 5H

1. 市場運作︱主要經濟制度、市場經濟活動、交易、機會成本、 
 生產可能曲線、專業分工

2. 消費者決策︱願付價格、需求、需求法則

3. 生產者決策︱願售價格、供給、供給法則

市場機能與
政府管制
 5H

1. 市場價格決定︱市場均衡、超額供給、超額需求、供需變動

2. 經濟效率︱消費者剩餘、生產者剩餘、無謂損失

3. 政府管制︱分配效率、價格管制、數量管制

市場失靈與
外部性
 4H

1. 市場失靈︱缺乏競爭、外部效果、資訊不對稱、公共財

2. 聯合漲價︱聯合行為、結合行為、公平交易法

3. 外部效果︱外部效益、外部成本、政府對策

所得與貿易
 6H

1. 國民所得︱ GDP、GNI、所得分配、綠色 GDP

2. 貿易與分工︱比較利益、進出口、貿易管制、貿易自由利弊

3. 全球貿易概況︱貿易戰、WTO運作、爭端解決機制

全球化與永
續發展
 3H

1. 國家治理挑戰︱全球化經濟面、社會面、環境面挑戰

2. 永續發展︱聯合國 SDGs、我國政策、全球公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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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公民 2資源分配與社會正義 接公民 3勞動契約與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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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2月已送審） （110年 8月送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