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年級各領域/科目課程計畫(部定課程) 
112 學年度嘉義縣 中埔 國民中學 七 年級第 一、二 學期社會領域 歷史 科 教學計畫表 設計者： 陳志榮 （表十二之一） 
一、教材版本 康軒版第 一、二冊 

二、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1 節

三、本學期課程內涵：第一學期： 

教學

進度 

單元

名稱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融

入 

跨領域

統整

規劃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一

至

三

週 

第１ 

課 

史前

文化

與原

住民

族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

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

反思，並嘗 

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社-J-B1 運用文字、語 

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

號，表達人類生活的豐富

面貌，並能促進相互溝通

與理解。 

社-J-B3 欣賞不同時空環

境下形塑的自然、族群與

文化之美，增進生活的豐

富性。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

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

與人合作的互動關係。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

群文化的多樣性，了解文

化間的相互關聯，以及臺

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 

係。 

歷 1a-Ⅴ-1 比

較過去與現在

的異同，並說明

過去與現在的

關聯性。 

歷 1b-Ⅴ-1 連

結歷史知識與

現今生活，並運

用歷史知識分

析社會現象或

變遷。 
 

歷 1b-Ⅴ-2 指

出歷史現象的

成因，推論其因

果關係，並分析

歷史事件的影

響。 

歷 A-Ⅴ-1 

誰的歷 

史？誰留

下的史 

料？誰寫

的歷史？ 

歷 Fb-Ⅴ 

-1 臺灣現

代科技產

業的發 

展。 

歷 Fb-Ⅴ 
-2 臺灣科

技與社會

生活。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 

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

嘗 

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

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

類生活的豐富面貌，並能

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欣賞不同時空環境下形塑

的自然、族群與文化之 

美，增進生活的豐富性。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

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

的互動關係。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

多樣性，了解文化間的相

互關聯，以及臺灣與國際

社會的互動關係。 

1. 說明歷史是什 

麼、為什麼要學歷

史。 

2. 介紹歷史紀年與

分期的方式。 

3. 臺灣史前時代的

定義與分期的依 

據。 

4. 臺灣進入舊石器

時代的時間與人類

生活方式。 

5. 新石器時代的代

表文化及其意涵。

6.金屬器時代的代

表文化及其意涵。

7.臺灣原住民屬於

南島語族。 

8. 臺灣原住民族的

遷徙與傳說。 

9. 臺灣原住民族的 

名稱演變。 

紙筆

測驗 

【環境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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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至 

六

週 

第２ 

課 

大航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

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 

反思，並嘗 

歷 1a-Ⅴ-1 比

較過去與現在 

的異同，並說明 

歷 A-Ⅴ-1 
誰的歷 

史？誰留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 

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 

嘗 

1.大航海時代臺灣

在西太平洋航線的 

重要地理位置。 

紙筆

測驗 

【環境

教育】 

J4 了解 

 



 海時 
代的

臺灣 

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社-J-B1 運用文字、語

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

號，表達人類生活的豐富

面貌，並能促進相互溝通

與理解。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

群文化的多樣性，了解文

化間的相互關聯，以及臺

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 

係。 

過去與現在的 
關聯性。 

歷 1b-Ⅴ-1 連

結歷史知識與

現今生活，並運

用歷史知識分

析社會現象或

變遷。 

 

歷 1b-Ⅴ-2 指

出歷史現象的

成因，推論其因

果關係，並分析 

歷史事件的影

響。 

下的史 
料？誰寫

的歷史？ 

歷 Fb-Ⅴ 

-1 臺灣現

代科技產

業的發 

展。 

歷 Fb-Ⅴ 

-2 臺灣科

技與社會

生活。 

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

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

類生活的豐富面貌，並能

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欣賞不同時空環境下形塑

的自然、族群與文化之 

美，增進生活的豐富性。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

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

的互動關係。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

多樣性，了解文化間的相

互關聯，以及臺灣與國際

社會的互動關係。 

2. 近代中國與日本 
在臺澎地區的海商

活動。 

3. 歐洲人在東亞貿

易的貿易情況。 

4.荷、西的競爭與

分據臺灣南、北。

1.荷蘭在臺灣的經

濟活動，以及荷鄭

勢力的競爭與合 

作。 

2.鄭氏勢力在臺灣

的經營。 

 永續發 
展的意

義(環 

境、社會

與經濟

的均衡

發展)與

原則。 

 

 

 

 

 

 

 

 

七

至

九

週 

第３ 
課 

原住

民與

外來

者的

接觸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 
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

反思，並嘗試改善或解決

問題。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

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

類生活的豐富面貌，並能

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

群文化的多樣性，了解文

化間的相互關聯，以及臺

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 

係。 

歷 1a-Ⅴ-1 比 
較過去與現在

的異同，並說明

過去與現在的

關聯性。 

歷 1b-Ⅴ-1 連

結歷史知識與

現今生活，並運

用歷史知識分

析社會現象或

變遷。 

 

歷 1b-Ⅴ-2 指

出歷史現象的

成因，推論其因

果關係，並分析

歷史事件的影 

歷 A-Ⅴ-1 
誰的歷 

史？誰留

下的史 

料？誰寫

的歷史？ 

歷 Fb-Ⅴ 

-1 臺灣現

代科技產

業的發 

展。 

歷 Fb-Ⅴ 

-2 臺灣科

技與社會

生活。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 
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

嘗 

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

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

類生活的豐富面貌，並能

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欣賞不同時空環境下形塑

的自然、族群與文化之 

美，增進生活的豐富性。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

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

的互動關係。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

多樣性，了解文化間的相

互關聯，以及臺灣與國際 

1.荷蘭人占領臺灣 
南部後，原住民與

荷蘭人 

的對抗與合作。 

2.基督教傳入臺灣

的歷史。 

3. 漢原貿易活動。 

4. 西班牙人占據北

臺灣後，原住民與

西班牙人的互動。

5.天主教傳入臺灣

的歷史。 

6. 原住民與鄭氏政

權的互動。 

7. 鄭氏政權帶來的

文化衝擊、軍事征

伐。 

紙筆 
測驗 

【環境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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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  社會的互動關係。     

 

 

 

 

 

 

 

十

至 

十三

週 

第４ 
課 

清帝

國時

期的

行政

治理 

社-J-B1 運用文字、語 
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

號，表達人類生活的豐富

面貌，並能促進相互溝通

與理解。 

社-J-B3 欣賞不同時空環

境下形塑的自然、族群與

文化之美， 

增進生活的豐富性。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

群文化的多樣性，了解文

化間的相互關聯，以及臺

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 

係。 

歷 1a-Ⅴ-1 比 
較過去與現在

的異同，並說明

過去與現在的

關聯性。 

歷 1b-Ⅴ-1 連

結歷史知識與

現今生活，並運

用歷史知識分

析社會現象或

變遷。 

 

歷 1b-Ⅴ-2 指

出歷史現象的

成因，推論其因

果關係，並分析

歷史事件的影 

響。 

歷 A-Ⅴ-1 
誰的歷 

史？誰留

下的史 

料？誰寫

的歷史？ 

歷 Fb-Ⅴ 

-1 臺灣現

代科技產

業的發 

展。 

歷 Fb-Ⅴ 
-2 臺灣科

技與社會

生活。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 
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

嘗 

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

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

類生活的豐富面貌，並能

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欣賞不同時空環境下形塑

的自然、族群與文化之 

美，增進生活的豐富性。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

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

的互動關係。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

多樣性，了解文化間的相

互關聯，以及臺灣與國際 

社會的互動關係。 

1. 清帝國統治初期 
的治臺政策。 

2. 清廷治理臺灣漢

人與原住民的政 

策。 

3. 清帝國統治初期

的臺灣行政區劃。

4.清代臺灣行政區

劃演變的原因。 

5.對外事件：牡丹

社事件、清法戰爭。

6.對外事件的影響

及新政改革。 

紙筆 
測驗 

【環境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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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至 

十六

週 

第５ 
課 

清帝

國時

期的

農商

發展 

社-J-B3 欣賞不同時空環 
境下形塑的自然、族群與

文化之美，增進生活的豐

富性。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

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

與人合作的互動關係。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

群文化的多樣性，了解文

化間的相互關聯，以及臺

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 

係。 

歷 1a-Ⅴ-1 比 
較過去與現在

的異同，並說明

過去與現在的

關聯性。 

歷 1b-Ⅴ-1 連

結歷史知識與

現今生活，並運

用歷史知識分

析社會現象或

變遷。 

 

歷 1b-Ⅴ-2 指 

歷 A-Ⅴ-1 
誰的歷 

史？誰留

下的史 

料？誰寫

的歷史？ 

歷 Fb-Ⅴ 

-1 臺灣現

代科技產

業的發 

展。 

歷 Fb-Ⅴ 
-2 臺灣科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 
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

嘗 

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

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

類生活的豐富面貌，並能

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欣賞不同時空環境下形塑

的自然、族群與文化之 

美，增進生活的豐富性。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 

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 

1. 清帝國統治時期 
的土地拓墾與水利

設施。 

2. 清帝國統治時期

的行郊組統與貿易

活動。 

3. 開港通商後，外

銷商品以茶、糖、

樟腦為主。 

4. 開港通商後 
經貿的變遷，帶動

北部的崛起。 

紙筆 
測驗 

【環境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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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歷史現象的 
成因，推論其因

果關係，並分析

歷史事件的影

響。 

技與社會 
生活。 

的互動關係。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

多樣性，了解文化間的相

互關聯，以及臺灣與國際

社會的互動關係。 

    

 

 

 

 

 

 

 

十七

至 

二十

週 

第６ 
課 

清帝

國時

期的

社會

與文

化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 
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

反思，並嘗 

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社-J-B1 運用文字、語 

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

號，表達人類生活的豐富

面貌，並能促進相互溝通

與理解。 

社-J-B3 欣賞不同時空環

境下形塑的自然、族群與

文化之美， 

增進生活的豐富性。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

群文化的多樣性，了解文

化間的相互關聯，以及臺

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 

係。 

歷 1a-Ⅴ-1 比 
較過去與現在

的異同，並說明

過去與現在的

關聯性。 

歷 1b-Ⅴ-1 連

結歷史知識與

現今生活，並運

用歷史知識分

析社會現象或

變遷。 

 

歷 1b-Ⅴ-2 指

出歷史現象的

成因，推論其因

果關係，並分析 

歷史事件的影

響。 

歷 A-Ⅴ-1 
誰的歷 

史？誰留

下的史 

料？誰寫

的歷史？ 

歷 Fb-Ⅴ 

-1 臺灣現

代科技產

業的發 

展。 

歷 Fb-Ⅴ 

-2 臺灣科

技與社會

生活。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 
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

嘗 

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

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

類生活的豐富面貌，並能

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欣賞不同時空環境下形塑

的自然、族群與文化之 

美，增進生活的豐富性。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

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

的互動關係。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

多樣性，了解文化間的相

互關聯，以及臺灣與國際 

社會的互動關係。 

1. 清代初期的移民 
來源。 

2. 清代初期的械鬥

與民變。 

3. 清代初期的宗族

信仰與宗教信仰。

4.開港通商後，西

方宗教文化在臺灣

的傳播情形。 

5. 平埔族群的生活

改變與遷徒。 

6. 開港通商後對原

住民族的影響。 

7.平埔族群的生活

改變與遷徒。 

8.開港通商後對原

住民族的影響。 

紙筆 
測驗 

【環境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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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一

週 

複習 
全冊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 
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

反思，並嘗試改善獲解決

問題。 

社-J-A3 主動學習與探究

人類生活相關議題，善用

資源並規畫相對應的行動

方案及創新突破的可能 

性。 

歷 1a-Ⅴ-1 比 
較過去與現在

的異同，並說明

過去與現在的

關聯性。 

歷 1b-Ⅴ-1 連

結歷史知識與

現今生活，並運 

用歷史知識分 

歷 A-Ⅴ-1 
誰的歷 

史？誰留

下的史 

料？誰寫

的歷史？ 

歷 Fb-Ⅴ 

-1 臺灣現

代科技產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 
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

嘗 

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

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

類生活的豐富面貌，並能

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欣賞不同時空環境下形塑 

1.臺灣史前時代分 
期的依據。 2.舊石

器時代、新石器時

代、金屬器時代的

特色與人類生活方

式。 

3. 臺灣原住民族的

遷徙與傳說。 

4. 近代中國與日本 

紙筆 
測驗 

【環境 
教育】

J4 了解

永續發

展的意

義(環 

境、社會

與經濟 

的均衡 

 



  社-J-B1 運用文字、語 
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

號，表達人類生活的豐富

面貌，並能促進相互溝通

與理解。 

社-J-B3 欣賞不同時空環

境下形塑的自然、族群與

文化之美，增進生活的豐

富性。 

社-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

實踐能力、尊重人權的態

度，具備民主素養、法治

觀念、環境倫理以及在地

與全球意識，參與社會公

益活動。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

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

與人合作的互動關係。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

群文化的多樣性，了解文

化間的相互關聯，以及臺

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 

係。 

析社會現象或 
變遷。 

 

歷 1b-Ⅴ-2 指

出歷史現象的

成因，推論其因

果關係，並分析

歷史事件的影

響。 

業的發 
展。 

歷 Fb-Ⅴ 

-2 臺灣科

技與社會

生活。 

的自然、族群與文化之 
美，增進生活的豐富性。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

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

的互動關係。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

多樣性，了解文化間的相

互關聯，以及臺灣與國際

社會的互動關係。 

在臺澎地 
區的海商活動。 

5.大航海時代歐洲

人在東亞貿易的貿

易情況。 

6..大航海時代 

荷西、荷鄚等各方

勢力的競爭與合 

作。 

7. 大航海時代原住

民與各方勢力的接

觸與互動。 

8. 清帝國時期在臺

灣的行政治理。 

9.清帝國時期臺灣

的農業、經濟的發

展與商業活動。

10..清帝國時期漢

人的社會文化與原

漢互動。 

 發展)與 
原則。 

 



第二學期： 

 

教學

進度 

 

單元

名稱 

 

學習領域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

方式 

 

議題

融入 

跨領

域 

統整 

規劃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一

至

三

週 

第１ 

課日

治時

期的

統治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

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

斷及反思，並嘗 

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社-J-B1 運用文字、語

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

符號，表達人類生活的

豐富面貌，並能促進相

互溝通與理解。 

社-J-B3 欣賞不同時空

環境下形塑的自然、族

群與文化之美，增進生

活的豐富性。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

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 

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關

係。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

族群文化的多樣性，了

解文化間的相互關聯， 

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

互動關係。 

歷 1a-Ⅴ-1 

比較過去與

現在的異 

同，並說明

過去與現在

的關聯性。

歷 1b-Ⅴ-1 

連結歷史知

識與現今生

活，並運用

歷史知識分

析社會現象

或變遷。 
 

歷 1b-Ⅴ-2 

指出歷史現

象的成因， 

推論其因果

關係，並分

析歷史事件

的影響。 

歷 A-Ⅴ-1 

誰的歷 

史？誰留

下的史 

料？誰寫

的歷史？ 

歷 Fb-Ⅴ 

-1 臺灣現

代科技產

業的發 

展。 

歷 Fb-Ⅴ 

-2 臺灣科

技與社會

生活。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

議題，進而分析判斷

及反思，並嘗 

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運用文字、語言、表

格與圖像等表徵符 

號，表達人類生活的

豐富面貌，並能促進

相互溝通與理解。 

欣賞不同時空環境 

下形塑的自然、族群

與文化之美，增進生

活的豐富性。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

通的知能與態度，發

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

文化的多樣性，了解

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

社會的互動關係。 

一、臺灣的割讓與武裝抗日 
1. 臺灣民主國的成立與瓦解。 

2. 漢人的抗日行動：苗栗事件與

西來庵事件。 

3. 原住民的抗日行動：霧社事件。

二、殖民體制的建立 

1. 總督專制體制的建立與「六三

法」的頒布。 

2. 地方行政體制：最後確定為五

州三廳。 

3. 警察與保甲制度：警察權力 

大，配合保甲與壯丁團嚴密監控

民眾。 

三、治臺政策的演變 

1. 無方針主義時期：推行鎮撫兼

施政策。 

2. 內地延長主義時期：強調「日

臺合一」原則。 

3. 皇民化運動時期：推動說日 

語、改日姓與參拜神社等措施， 

並有臺籍日本兵與慰安婦情形 

2.戰時體制下的經濟措施：配給 

制度。 

紙筆

測驗 

【環

境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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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至

六

週 

第２ 

課日

治時 

期的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

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

斷及反思，並嘗 

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歷 1a-Ⅴ-1 

比較過去與

現在的異 

同，並說明 

歷 A-Ⅴ-1 

誰的歷 

史？誰留 

下的史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

議題，進而分析判斷

及反思，並嘗 

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一、基礎建設 
1. 進行各地戶口調查工作：西元 

1905 年臺灣首次戶口普查。 

2. 進行土地與林野調查：有助稅 

紙筆

測驗 

【環

境教

育】 

J4 了 

 



 經濟 
發展 

社-J-B1 運用文字、語 
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

符號，表達人類生活的

豐富面貌，並能促進相

互溝通與理解。 

社-J-B3 欣賞不同時空

環境下形塑的自然、族

群與文化之美，增進生

活的豐富性。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

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 

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關

係。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

族群文化的多樣性，了

解文化間的相互關聯， 

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

互動關係。 

過去與現在 
的關聯性。

歷 1b-Ⅴ-1 

連結歷史知

識與現今生

活，並運用

歷史知識分

析社會現象

或變遷。 

 

歷 1b-Ⅴ-2 

指出歷史現

象的成因， 

推論其因果

關係，並分

析歷史事件

的影響。 

料？誰寫 
的歷史？ 

歷 Fb-Ⅴ 

-1 臺灣現

代科技產

業的發 

展。 

歷 Fb-Ⅴ 

-2 臺灣科

技與社會

生活。 

運用文字、語言、表 
格與圖像等表徵符

號，表達人類生活的

豐富面貌，並能促進

相互溝通與理解。

欣賞不同時空環境

下形塑的自然、族群

與文化之美，增進生

活的豐富性。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

通的知能與態度，發

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

文化的多樣性，了解

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

社會的互動關係。 

收與山林開發。 
3. 統一貨幣與度量衡：解決幣制

紊亂與改善市場交易不公。 

4. 展開各式交通建設：包含陸

路、海運與通訊。 

二、工業日本，農業臺灣 

1. 總督府發展新式製糖工業。 

2. 總督府推動稻作改良工作。 

3. 總督府興建水利工程，以嘉南

大圳規模最大。 

三、工業臺灣，農業南洋 
1.臺灣的工業化進展：日月潭水

力發電所完工，輕工業顯著成長。

2.戰時體制下的經濟措施：配給

制度。 

 解永 
續發

展的

意義 

(環 

境、社

會與

經濟

的均

衡發

展)與 

原則。 

 

 

 

 

 

 

七

至

十

週 

第３ 
課日

治時

期的

社會

與文

化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 
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

斷及反思，並嘗 

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社-J-B1 運用文字、語

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

符號，表達人類生活的

豐富面貌，並能促進相

互溝通與理解。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

族群文化的多樣性，了

解文化間的相互關聯， 

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

互動關係。 

歷 1a-Ⅴ-1 
比較過去與

現在的異 

同，並說明

過去與現在

的關聯性。

歷 1b-Ⅴ-1 

連結歷史知

識與現今生

活，並運用

歷史知識分

析社會現象

或變遷。 

歷 A-Ⅴ-1 
誰的歷 

史？誰留

下的史 

料？誰寫

的歷史？ 

歷 Fb-Ⅴ 

-1 臺灣現

代科技產

業的發 

展。 

歷 Fb-Ⅴ 
-2 臺灣科

技與社會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 
議題，進而分析判斷

及反思，並嘗 

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運用文字、語言、表

格與圖像等表徵符 

號，表達人類生活的

豐富面貌，並能促進

相互溝通與理解。 

欣賞不同時空環境 

下形塑的自然、族群

與文化之美，增進生

活的豐富性。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 

一、差別待遇的殖民教育 
1. 推動初等教育：有小學校、公

學校之別，皇民化運動時改稱國

民學校。 

2. 中等教育：有師範學校、醫學

校與農林工商職業學校，臺中中

學校專為臺人子弟所設。 

3. 高等教育：設立臺北帝國大 

學，高等教育不足造成留學教育

盛行。 

二、殖民政策下的移風易俗 
1.推廣現代衛生觀念：推動公共

衛生制度，建立現代化醫療，降

低死亡率。 

紙筆 
測驗 

【環 
境教

育】

J4 了

解永

續發

展的

意義 

(環 

境、社

會與

經濟

的均 

衡發 

 



   歷 1b-Ⅴ-2 
指出歷史現

象的成因， 

推論其因果

關係，並分

析歷史事件

的影響。 

生活。 通的知能與態度，發 
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

文化的多樣性，了解

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

社會的互動關係。 

2. 培養守時觀念：引進標準時間 
制與星期制。 

3. 鼓勵放足、斷髮與漸禁鴉片： 

帶動易服改裝風氣，鴉片收歸專

賣。 

4. 養成法治觀念：引進西方司法

制度。 

三、政治社會運動 

1.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要求

設立臺灣議會。 

2. 臺灣文化協會：啟迪民智與喚

起臺人民族意識。 

3. 臺灣民眾黨：臺灣第一個合法

政黨。 

4.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主張實施

地方自治，爭取地方議員民選。 

 展)與 
原則。 

 

 

 

 

 

 

 

十一

至 

十三

週 

第４ 
課戰

後臺

灣的

政治

變遷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 
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

斷及反思，並嘗試改善

或解決問題。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

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

達人類生活的豐富面 

貌，並能促進相互溝通

與理解。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

族群文化的多樣性，了

解文化間的相互關聯， 

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

互動關係。 

歷 1a-Ⅴ-1 
比較過去與

現在的異 

同，並說明

過去與現在

的關聯性。

歷 1b-Ⅴ-1 

連結歷史知

識與現今生

活，並運用

歷史知識分

析社會現象

或變遷。 

 

歷 1b-Ⅴ-2 

指出歷史現 

歷 A-Ⅴ-1 
誰的歷 

史？誰留

下的史 

料？誰寫

的歷史？ 

歷 Fb-Ⅴ 

-1 臺灣現

代科技產

業的發 

展。 

歷 Fb-Ⅴ 

-2 臺灣科

技與社會

生活。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 
議題，進而分析判斷

及反思，並嘗 

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運用文字、語言、表

格與圖像等表徵符 

號，表達人類生活的

豐富面貌，並能促進

相互溝通與理解。 

欣賞不同時空環境 

下形塑的自然、族群

與文化之美，增進生

活的豐富性。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

通的知能與態度，發

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一、二二八事件 
1.背景：在政治、經濟與社會方

面，皆讓人民失望與產生隔閡。

2.經過：由查緝私菸引發全臺衝

突，後展開清鄉行動。 

3.影響：對臺灣政治及族群關係

產生不良影響。 

二、戒嚴體制的建立 

1. 政府遷臺前的形勢：國共內戰

與實施戒嚴。 

2. 政府遷臺後與白色恐怖。

三、民主化的歷程 

1. 地方自治的實施：未完全落實

地方自治。 

2. 雷震與自由中國：雷震事件顯

示臺灣民主進展有限。 

紙筆 
測驗 

【環 
境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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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的成因， 
推論其因果

關係，並分

析歷史事件

的影響。 

 關係。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

文化的多樣性，了解

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

社會的互動關係。 

3. 黨外運動的興起：美麗島事件 
與民主進步黨成立。 

4. 解嚴時代的來臨：終止動員戡

亂，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直

轄市長與總統直接民選。 

   

 

 

 

 

 

 

 

 

 

十四

至 

十六

週 

第５ 
課戰

後臺

灣的

對外

關係 

社-J-B1 運用文字、語 
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

符號，表達人類生活的

豐富面貌，並能促進相

互溝通與理解。 

社-J-B3 欣賞不同時空

環境下形塑的自然、族

群與文化之美， 

增進生活的豐富性。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

族群文化的多樣性，了

解文化間的相互關聯， 

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

互動關係。 

歷 1a-Ⅴ-1 
比較過去與

現在的異 

同，並說明

過去與現在

的關聯性。

歷 1b-Ⅴ-1 

連結歷史知

識與現今生

活，並運用

歷史知識分

析社會現象

或變遷。 

 

歷 1b-Ⅴ-2 

指出歷史現

象的成因， 

推論其因果

關係，並分

析歷史事件

的影響。 

歷 A-Ⅴ-1 
誰的歷 

史？誰留

下的史 

料？誰寫

的歷史？ 

歷 Fb-Ⅴ 

-1 臺灣現

代科技產

業的發 

展。 

歷 Fb-Ⅴ 

-2 臺灣科

技與社會

生活。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 
議題，進而分析判斷

及反思，並嘗 

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運用文字、語言、表

格與圖像等表徵符 

號，表達人類生活的

豐富面貌，並能促進

相互溝通與理解。 

欣賞不同時空環境 

下形塑的自然、族群

與文化之美，增進生

活的豐富性。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

通的知能與態度，發

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

文化的多樣性，了解

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 

社會的互動關係。 

一、戰後的外交關係 
1. 民國 38～60 年的鞏固外交：美

國協防臺灣。 

2. 民國 60～77 年的彈性外交：退

出聯合國、美國與中共建交。 

3.民國 77～現今的務實外交：積

極參與國際事務，拓展外交空間。

二、兩岸關係的轉變 

1. 武力對峙(民國 38～68 年)：古

寧頭戰役與八二三炮戰。 

2. 政治對峙(民國 68～76 年)：中

共提出「三通四流」與「一國兩

制」，臺灣回以「三不政策」。

3.兩岸交流(民國 76～現今)： 

(1)解嚴後開放大陸探親，進行文

化與經貿交流。 

(2)小三通、大三通、陸客來臺。

4.中共不放棄武力犯臺和「一個

中國」，兩岸關係仍充滿變數。 

紙筆 
測驗 

【環 
境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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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至 

二十

週 

第６ 
課 

戰後 

臺灣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 
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

斷及反思，並嘗 

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歷 1a-Ⅴ-1 
比較過去與

現在的異 

同，並說明 

歷 A-Ⅴ-1 
誰的歷 

史？誰留 

下的史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 
議題，進而分析判斷

及反思，並嘗 

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一、經濟發展 
1. 貨幣改革：發行新臺幣。 

2. 土地改革：推動三七五減租、 

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 

紙筆 
測驗 

【環 
境教

育】 

J4 了 

 



 的經 
濟與

社會

發展 

社-J-B1 運用文字、語 
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

符號，表達人類生活的

豐富面貌，並能促進相

互溝通與理解。 

社-J-B3 欣賞不同時空

環境下形塑的自然、族

群與文化之美， 

增進生活的豐富性。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

族群文化的多樣性，了

解文化間的相互關聯， 

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

互動關係。 

過去與現在 
的關聯性。

歷 1b-Ⅴ-1 

連結歷史知

識與現今生

活，並運用

歷史知識分

析社會現象

或變遷。 

 

歷 1b-Ⅴ-2 

指出歷史現

象的成因， 

推論其因果

關係，並分

析歷史事件

的影響。 

料？誰寫 
的歷史？ 

歷 Fb-Ⅴ 

-1 臺灣現

代科技產

業的發 

展。 

歷 Fb-Ⅴ 

-2 臺灣科

技與社會

生活。 

運用文字、語言、表 
格與圖像等表徵符

號，表達人類生活的

豐富面貌，並能促進

相互溝通與理解。

欣賞不同時空環境

下形塑的自然、族群

與文化之美，增進生

活的豐富性。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

通的知能與態度，發

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

文化的多樣性，了解

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

社會的互動關係。 

3.經濟活動： 
(1)進口替代。

(2)出口導向。

(3)十大建設。

(4)產業升級。 

(5)自由化與國際化。

二、文化發展 

1. 推行國語運動的背景。 

2. 反共與鄉土文學的背景。 

3. 臺灣多元文化的發展：本土文

化與原住民文化受更多重視。 

三、教育發展 

1. 九年國教實施的背景。 
2. 臺灣教育發展概況。 

3. 臺灣教育改革的情形：多元入

學、九年一貫，以及推動十二年

國教。 

四、社會變遷 

1. 人口變化與都市發展：少子化

與高齡化現象，工商業社會衍生

出環境汙染、城鄉差距和人際疏

離等問題。 

2. 多元開放的社會：解嚴後社會 

運動蓬勃發展，新住民和國際移

工帶來多元文化。 

 解永 
續發

展的

意義 

(環 

境、社

會與

經濟

的均

衡發

展)與 

原則。 

 

 

 

 

 

復習 
全冊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 
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

斷及反思，並嘗試改善

獲解決問題。 

社-J-A3 主動學習與探

究人類生活相關議題， 

善用資源並規畫相對應 

歷 1a-Ⅴ-1 
比較過去與

現在的異 

同，並說明

過去與現在

的關聯性。

歷 1b-Ⅴ-1 

歷 A-Ⅴ-1 
誰的歷 

史？誰留

下的史 

料？誰寫

的歷史？ 

歷 Fb-Ⅴ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 
議題，進而分析判斷

及反思，並嘗 

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運用文字、語言、表

格與圖像等表徵符 

號，表達人類生活的 

一、經濟發展 
1. 貨幣改革：發行新臺幣。 

2. 土地改革：推動三七五減租、

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 

3. 經濟活動： 

(1)進口替代。

(2)出口導向。 

紙筆 
測驗 

【環 
境教

育】

J4 了

解永

續發

展的 

 



  的行動方案及創新突破 
的可能性。 

社-J-B1 運用文字、語

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

符號，表達人類生活的

豐富面貌，並能促進相

互溝通與理解。 

社-J-B3 欣賞不同時空

環境下形塑的自然、族

群與文化之美，增進生

活的豐富性。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

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 

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關

係。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

族群文化的多樣性，了

解文化間的相互關聯， 

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

互動關係。 

連結歷史知 
識與現今生

活，並運用

歷史知識分

析社會現象

或變遷。 

 

歷 1b-Ⅴ-2 

指出歷史現

象的成因， 

推論其因果

關係，並分

析歷史事件

的影響。 

-1 臺灣現 
代科技產

業的發 

展。 

歷 Fb-Ⅴ 

-2 臺灣科

技與社會

生活。 

豐富面貌，並能促進 
相互溝通與理解。

欣賞不同時空環境

下形塑的自然、族群

與文化之美，增進生

活的豐富性。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

通的知能與態度，發

展與人合作的互動

關係。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

文化的多樣性，了解

文化間的相互關 

聯，以及臺灣與國際

社會的互動關係。 

(3) 十大建設。 
(4) 產業升級。 

(5) 自由化與國際化。

二、文化發展 

1. 推行國語運動的背景。 

2. 反共與鄉土文學的背景。 

3. 臺灣多元文化的發展：本土文

化與原住民文化受更多重視。 

三、教育發展 

1. 九年國教實施的背景。 

2. 臺灣教育發展概況。 

3. 臺灣教育改革的情形：多元入

學、九年一貫，以及推動十二年

國教。 

四、社會變遷 

1. 人口變化與都市發展：少子化

與高齡化現象，工商業社會衍生

出環境汙染、城鄉差距和人際疏

離等問題。 

2. 多元開放的社會：解嚴後社會

運動蓬勃發展，新住民和國際移

工帶來多元文化。 

 意義 
(環 

境、社

會與

經濟

的均

衡發

展)與 

原則。 

 

註 1：請分別列出七、八、九年級第一學期及第二學期八個學習領域（語文、數學、自然科學、綜合、藝術、健體、社會及科技等領域）之教學計 
畫表。 

註 2：議題融入部份，請填入法定議題及課綱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