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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規劃及課程架構 

一、 教學目標規劃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

題 

•綜-E-A2 

•探索學習方法，

培養思考能力與

自律負責的態

度，並過體驗與

實踐解決日常生

活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

變 

•綜-E-A3 

•規劃、執行學習及

生活計畫，運用資

源或策略，預防危

機、保護自己，並

以創新思考方，因

應日常生活情境。 

科技資訊與媒體

素養 

•綜-E-B2 

•蒐集與應用資

源，理解各類媒

體內容的意義

與影響，用以處

理日常生活問

題。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社-E-C1 

•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 理

解並 遵守社會規範，參與

公共事務， 養成社會責任

感，尊重並 維護 自己和他

人的 人權，關懷自然環境

與人類社會的永續發展。 

人際關係與團隊

合作 

•社E-C2 

•建立良好的人際 

互動關係，養成

尊重差異、關懷

他人及團隊合

作的態度。 

核
心
素
養
（
總
綱
或
領
綱
） 

1 0 9 年度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新北市平溪國小金融基礎教育教學行動計畫成果
109年度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新北市平溪國小金融基礎教育跨域教學行動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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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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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成果 

第一~三節 別讓寶貝變垃圾 

★「想要」還是「需要」？  

 

透過檢視今年7月份走讀活動時的記帳記錄，小組討論、

檢核這些消費是否有其必要性。 

 

1.請學生將討論之後做好歸納的消費記錄在黑板上。 

其中發現在想要及需要的欄位內都有『吊飾』，請學生

針對這項消費做討論。 

2.覺得是『想要』組的同學說：是因為那個吊飾很可愛，

所以就買下它。 

覺得應該分在『需要』組的同學說：這個吊飾具有當地

的圖像，而且是要送給家人的，我們覺得這是需要的。 

3.經過討論、發表、思考之後，學生們得出：「某項消費是

想要或需要，是視情況而定的，沒有一定的絕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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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物前要注意什麼事？ 

 

先請學生討論分享，在購物前應該要注意什麼事？ 

全部的學生都能回答出先辨別「想要」及「需要」，部分學

生提及要記得記帳。 

 

1.播放均一教育平台的理財影片【金錢規劃-建立願望清

單】，引出在購物前還應該注意的一件事情是「建立願望

清單」。 

2.請學生討論在購物前建立願望清單的好處有什麼？ 

3.大多學生說建立願望清單的好處在於購物時比較不會亂

花錢、也能清楚知道自己還缺了什麼沒買到。 

還有一組學生提到有了清單後，購物時就能減少思考及閒

逛的時間，直接購買清單上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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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自己最好 

★ 什麼是投資？ 

 

利用簡報進行提問，先請學生討論，什麼是投資？ 

學生大都回答「捐錢」。經過師生共同討論之後，最終得到

「獲得利益」的答案。 

        
http://smart.businessweekly.com.tw/Reading/WebArticle.aspx?ID=69888 

1.從新聞及名人的現身說法，讓學生瞭解『投資自己』很

重要。 

2.請學生就「是否會訂定計畫、投資自己」和小組成員分

享自己的想法。 

3.多數學生認同『投資自己』的重要，也認為應訂定計畫

投資自己。但也有部分同學認為自己目前還不需要有投

資自己的計畫，可以等長大一點再來規劃。 

http://smart.businessweekly.com.tw/Reading/WebArticle.aspx?ID=6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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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六節 量入為出 

★ 認識不同的支付工具及功能 

 

1.先請學生發表所知的交易方法及工具，藉此引出不同於

貨幣的支付工具如悠遊卡、手機、信用卡…等。  

2.播放均一教育平台的理財影片【支付工具-悠遊卡、現

金、信用卡】，讓學生對這些支付工具有更清楚的認識。 

 

1.請學生和小組成員討論，說說看悠遊卡能用在哪些地

方？還有哪些功能？ 

2.學生都能知道悠遊卡能用在搭乘捷運、公車、火車上；

到便利商店購買商品時也能用悠遊卡支付；還有能租借

U-Bike及與借書證、信用卡結合。 

3.經由教師引導及說明，還知道台北市某些學校的學生證

也有悠遊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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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入為出別透支 

 

1.在上一節課中認識被稱為塑膠貨幣的信用卡、現金卡及

悠遊卡，請學生針對自己常用的悠遊卡討論其使用上需

注意什麼呢？ 

2.經過分享與討論，學生能知道在使用悠遊卡時更需注意

餘額的問題以及悠遊卡的保管需謹慎。 

3.透過影片【小朋友學理財-金錢管理篇】，讓學生更能感

受到消費時需有規劃，免得入不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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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不守信，行不行 

★ 我有信用嗎？ 

 

1.師生共同討論什麼是「信用」，請學生發表想法。 

2.經過分享與討論，學生能知道所謂的「信用」不單單只

跟錢有關，其實跟自己的生活更息息相關。 

    

利用書寫「信用大贏家」學習單，藉此檢視自己日常行為

的信用狀態，並能察覺自己需改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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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校園中的風險 

★ 校園意外怎麼來？ 

 

1.請學生討論分享，在校園中可能會發生什麼意外？為什麼會有這些意外的發生呢？ 

2.教師針對學生提出的項目詢問，是否曾有過這些行為呢？ 

3.利用校園安全宣導簡報及播放南一社會科教學影片【常見的校園意外】，讓學生知道這些不經易的行為，可能造成的危險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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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單~防範校園意外 

 

利用學習單，加深學生對校園安全的注意程度，並請學

生提出相對應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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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校園安全地圖 

★ 校園哪裡會危險 

 

1.先讓學生分組討論，提出校園內可能潛藏危險的地方。 

2.發下校園平面圖，請學生在地圖上標出小組成員認為有

危險之處，並列明危險的理由。 

3.經分享討論後發現，學生認為 

A.教室前走廊、教室門口(易發生碰撞) 

B.後花園走廊(雨天易濕滑) 

C.靠近生態河邊的跑道(潮濕易滑倒) 

D.中央樓梯(蹦跳下樓會拐到腳) 

這些都是容易發生危險的地點。 

   

1.實地觀察這些地點，再次討論確認，是否具有危險之處。 

2.雨天時，地板易濕滑，所以教室前走廊、後花園走廊及

靠近生態河邊的跑道都容易發生滑倒的情形。 

3.但教室門口的碰撞及走中央樓梯下樓時拐到腳的情形，

大多是因為行走的人不注意而造成的，只要小心一點，

這些危險不一定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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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保了，好險 

★ 還好有保險 

 

1.請學生討論分享，若提到『生活中的保險』會想到什麼？

希望藉此引出與學生生活息息相關的健保與學保。 

2.學生大多會提及「意外險」及「車險」，剛好藉此釐清壽

險與產險的不同。 

3.討論與分享：什麼是學生保險？ 

透過討論、觀念釐清，讓學生知道保險是在發生事故造

成損失時，可以從保險金中獲得補償的一種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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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經費執行情形 

經費項目 
(可依學校實際使用情形，自行增列業
務費項下之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講座鐘點費(外聘：專家學者) 2,000 9 18,000 辦理金融教育研習講座3場次，每場次3小時。 

講座鐘點費(外聘：隸屬關係人員) 1,500 0 0  

講座鐘點費(內聘) 1,000 12 12,000 辦理金融教育研習講座4場次，每場次3小時。 

膳宿費 0 60 4,800 辦理金融教育研習講座膳食費，共3場次，每場次20人。 

印刷費 3,000 1 5,000 方案公開授課、學習單印製等相關費用 

資料蒐集費 8,000 1 8,000 方案執行相關圖書、教具、蒐集，以利學生學習使用 

稿費 0 0 0 
 

雜支 1,000 1 2,200 文具、 

合計   50,000  
備註： 
1、各經費項目，除依相關規定無法區分者外，以業務費為編列原則，且各項費用需詳細說明使用目的與計算方式。 
2、資料蒐集費上限為30,000元。 
3、計畫經費合計不得超過之本計畫提供之教學費。 
4、所有申請項目均需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全國人事法規釋例-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辦

理。 
5、業務費可依實際使用情形，自行增列業務費項下之經費項目，僅有執行之經費項目可互相流用，未執行之經費項目則不得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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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際執行效益 

一、透過課堂的討論與經驗分享，確保學生已建立正確的金錢價值觀及學會聰明消費。於消費前能有相關規劃、事後完成記帳、再次審視自

己的消費數據是否符合聰明消費。 

二、經由課堂的介紹與討論，學生對於投資已有概念，也知道投資的對象能是自己、更知道所謂的投資不只是金錢的投入，好好的學習各項技

能也算是對自己的一種投資。 

三、讓學生瞭解生活中有許多事都與信用有關，所以不能隨意承諾別人、要說到做到，將良好的信用概念落實於生活中，建立良好的信用關係。 

四、學生對於為何會有校園風險一事都有所認知，課堂中透過新聞實例及相關影片，讓學生再次認識風險管理並能提出對應的處理方式，不止

降低自己的損害程度也能藉此提醒他人。 

五、學生在經由課堂的學習、分享、應用、分析等實際操作後，皆能培養正確理財觀念與建立理性消費行為，將之內化於心、運用於生活，成

為聰明理財的終生實踐者。 

六、透過公開授課機會，將相關金融教育的課堂內容及規劃分享推廣到校內其他教師，也希冀學生將理性消費等概念帶回家中。 

七、後續推廣~110年一月份將前往台北市三民國中進行金融理財教育課程研發研習推廣報告；109學年第2學期將推行區級教師研習，將相關

課程設計及概念推廣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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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省思與檢討 

一、金融教育看似簡單，但仍有其專業性，如何精準的用詞、如何設計具有素養內容的課程，再再挑戰著授課教師。經過幾週的課程，發覺授

課者對於金融教育內容的認識仍不足夠，所以在進行課堂提問時，較無法直指核心的讓學生清楚老師要傳達的訊息，需要再多次聚焦才能

讓學生有效討論、分享想法。 

二、經由幾週的課堂討論，學生對於聰明消費、投資、風險評估等都有相當的概念，也在課堂的師生來回討論互動之中，釐清了一些以前的舊

思維。只是此門課程屬融入課程，又遇到連假、學校活動等影響，導致未能有連續的課程，稍稍影響學生的學習。 

三、運用所學，在最後的統整活動~義賣活動時，學生對於成本的計算、材料的選取購買等，都更有概念。 

四、偏鄉的孩子在使用金錢的機會不算多，所以在能消費時也較無謹慎思考的習慣。透過這幾週的課程，除了讓學生瞭解並施行聰明消費等行

為外，亦能瞭解所謂「金融教育」的內容不完全跟金錢有關，更大部分是與生活息息相關的。期待在明年的走讀活動中，能看到學生將這

些觀念落實於活動過程中，成為小小聰明消費者。 

 

課程主題 課程省思與心得 

想要VS需要 

教師： 

其實高年級的學生對於如何區分「想要」及「需要」都有很明確的想法，只是透過這幾堂課，讓他們更了解所謂的「想

要」及「需要」有時候應該要視情況而定。 

在不同的情況下，能分辨出什麼是「想要」？什麼是「需要」？才是這幾堂課要傳達給學生的中心思維。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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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題 課程省思與心得 

阿君：我覺得「需要」的是在那個情況下這個東西對你的影響很大，沒有可以替代的物品。 

小靜：在購物前先想想這個物品之後的用途是什麼，以及這個物品是否有特殊意義，如此才會是「需要」。 

建立願望清單 

記帳 

教師： 

透過這幾堂課，建立及鞏固一個新的概念，就是要在購物前要先有所謂的「購物清單」。 

藉此不但能事先辨別「想要」跟「需要」，也將想要的東西排出優先順序、衡量自身財力後，再去進行消費，避免花

了冤枉錢。 

學生： 

阿暄：在購物前我知道應該要買「需要」的東西，透過記帳來知道自己有多少錢，而且『收入-儲蓄=支出』才是理財的

正確觀念。 

投資 

教師： 

一開始學生對於什麼是「投資」其實懵懵懂懂的，只知道是跟錢有關。透過課堂中的討論、影片的欣賞及同學的分享

之後，對於投資的概念都能夠有所掌控，也能夠知道所謂的「投資」不單單只有得到錢，自己花時間去閱讀、學習電腦

程式語言課程或是其他技能，都可以算是對自己的一種投資。 

學生： 

阿君：以前都認為錢要存起來，長大後才會去進行投資。但現在我知道錢不一定要存起來，可以拿來學其他的技能、充

實自己。 

阿沅：我本來以為「投資」是指投資別人、然後賺錢；但現在我知道還可以投資自己。 

支付工具~悠遊卡 

教師： 

悠遊卡應該會是學生常使用到的東西，只是偏鄉的孩子不是以公車為上學的交通工具，去便利商店購買商品時也多以

付現為主，使用頻率並沒有這麼的高，對於悠遊卡的一些運用方式並不是這麼的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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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題 課程省思與心得 

學生： 

小靜：原來悠遊卡還能跟學生證結合，透過課堂的介紹與討論，我更能瞭解悠遊卡的相關功能。 

小珊：我的悠遊卡有和圖書館的借書證作結合，沒想到還能和學生證做結合，真神奇！ 

量入為出 

教師： 

「信用卡」不是小學學生會使用到的支付工具、「卡奴」對於學生是遙遠的，但是「悠遊卡」卻是他們較有可能接觸

到，透過影片及引導，讓學生知道即使是悠遊卡也有可能會有負額的情況發生，所以如何進行聰明的消費是一件很重要

的事情。 

學生： 

小穎：我知道了原來悠遊卡還會有負額這件事。 

阿恩：原來用悠遊卡搭公車會比較省錢，我以後出門時會記得把悠遊卡帶著。 

信用 

教師： 

「信用」對於一個人而言是重要的，但多數學生仍只將「信用」與「金錢」做連結，沒有思考生活中很多是都與信用

有關。 

藉由這堂課能讓學生省思自己日常的言行是否有信用；若是不守信，將面臨「信用破產」、「沒人要再相信你」的危機。 

學生： 

小紋：原來我常常忘記準時歸還圖書館的書也是不守信的一種，我下次會記得按時歸還。 

阿宥：我會遵守對別人的承諾，當個有信用的人。 

校園意外 

教師： 

校園意外常常發生在不經意之間，學校老師也常常宣導不要在走廊奔跑、不要在走廊蹦跳、開關門時要注意有沒有經

過的人、安全的使用遊戲器材…等，就是希望可以減少校園意外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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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題 課程省思與心得 

後續將與學生一起觀察校園、繪製校園安全地圖，希望能透過這兩堂課及學習單的書寫，能夠將安全觀念落實於學生

的心中，避免校園意外的持續發生。 

學生： 

阿沅：走廊不能奔跑、不然會受傷，我還曾利用小記者播報時，分享了一篇注意走廊安全的文章，希望大家在走廊行走

時都能守秩序。 

阿宥：我會記得在走廊行走時提醒自己好好走、也提醒別人。 

阿誠：很多我們本來以為危險的地方，其實大多是因行走的人不注意而造成的，所以只要小心一點，就不會發生危險。 

保了，好險 

教師： 

針對『生活中的保險』的提問，原先認為學生都會提到健保及學保，但沒想到多數學生想到的是意外險、車險與房屋

的各類產險，只有一組有提到健保，而即使老師已經狂提示，也沒人想起與自己切身相關的學保。 

下學期針對學生保險的部分，將會在利用時間給予概念加強。 

學生： 

小珊：保險不是保了就會沒事，而是在出事後能有對應的金錢補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