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貳、各年級各領域/科目課程計畫(部定課程) 
109學年度嘉義縣民和國民中學七年級第一學期社會領域—歷史科教學計畫表   

設計者：    陳亦强   (新課綱)（表十二之一） 

一、教材版本：康軒版第一冊 

二、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3 

三、總綱核心素養: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給選項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週次 起訖日期 單元/主題名稱 
學習領域核心素養/學

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跨域統整或協同

教學規劃（無則

免填） 

一 08/31-

09/04 

第二單元 臺灣的歷

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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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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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老師可以帶

領學生認識多

元觀點、因果

推論等歷史教

學 的 核 心 素

養。 

2.認識時序是

學生學習歷史

的重要基礎概

念。在序章先

說明清楚時序

概念，架構學

1.同儕互

評 

2.紙筆測

驗 

3.口頭詢

問 

4.活動報

告 

 

【海洋教

育】 

【多元文

化教育】 

 

 



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

互動關係。 

生學習歷史的

鷹架。 

二 09/07-

09/11 

第二單元 臺灣的歷

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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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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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老師可以帶

領學生認識多

元觀點、因果

推論等歷史教

學 的 核 心 素

養。 

2.認識時序是

學生學習歷史

的重要基礎概

念。 

1.教師觀

察 

2.紙筆測

驗 

3.口頭詢

問 

4.活動報

告 

 

【海洋教

育】 

【多元文

化教育】 

 

 

三 09/14-

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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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老師可以帶

領學生認識多

元觀點、因果

推論等歷史教

學 的 核 心 素

養。 

2.認識時序是

學生學習歷史

的重要基礎概

念。 

1.同儕互

評 

2.紙筆測

驗 

 

 

【海洋教

育】 

【多元文

化教育】 

 

 

四 09/21-

09/25 

第 2課大航海時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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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十六、十七

世紀漢人、日

本人和歐洲人

等因貿易原因

1.同儕互

評 

2.紙筆測

驗 

【海洋教

育】 

【多元文

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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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始 競 逐 臺

灣。 

2.漢人海商為

移居臺灣的先

驅，日本人也

常 到 臺 灣 貿

易。 

5.西元 1624

年，荷蘭人占

領臺灣南部，

成為最早占領

臺灣的歐洲

人。 

3.口頭詢

問 

4.活動報

告 

 

 

五 09/28-

10/02 

第 2課大航海時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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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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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葡萄牙人、

西班牙人和荷

蘭人相繼來到

東亞海域，並

占領據點來經

營貿易。 

4.明將沈有容

曾在澎湖將荷

蘭商隊逼退。 

 

1.教師觀

察 

2.紙筆測

驗 

3.口頭詢

問 

4.活動報

告 

 

【多元文

化教育】 

【國際教

育】 

 

 

六 10/05-

10/09 

第 2課大航海時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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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西元 1624

年，荷蘭人占

領臺灣南部，

1.同儕互

評 

2.紙筆測

【多元文

化教育】 

【國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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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最早占領

臺灣的歐洲

人。 

驗 

 

 

育】 

 

七 10/12-

10/16 

段考週      

八 10/19-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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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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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原住民在接

觸外來統治者

的過程中多會

採取反抗的方

式 來 加 以 應

對。 

2.荷蘭在統治

過程中，帶來

了西方的基督

教文化，使原

住民的信仰逐

漸發生改變。 
 

1.同儕互

評 

2.紙筆測

驗 

3.口頭詢

問 

4.活動報

告 

 

【原住民

教育】 

【多元文

化教育】 

 

九 10/26-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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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J-B1:運用文字、語

3.西方人在臺

灣的商業貿易

活動，多仰賴

漢人與原住民

族群的幫助，

1.教師觀

察 

2.紙筆測

驗 

3.口頭詢

【多元文

化教育】 

【原住民

教育】 

【人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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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間產生往

來互動。 

4.荷蘭為在臺

宣教順利拼寫

了新港語，使

原住民族群成

為 有 文 字 的

人，至今仍有

新港文書留存

於世。 

 

問 

4.活動報

告 

 

育】 

 

十 11/02-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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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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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荷蘭在臺的

經濟活動，影

響原有的原住

民生活，造成

鹿群的減少，

至今梅花鹿已

成為稀有的保 

護動物。 

1.同儕互

評 

2.紙筆測

驗 

 

 

【人權教

育】 

【原住民

教育】 

 

十一 11/09-

11/13 

第 4課清帝國時期的

行政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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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施琅攻取臺

灣後，結束了

統治臺灣 21

年 的 鄭 氏 政

權。 

1.教師觀

察 

2.影片輔

助教學 

3.口頭詢

【人權教

育】 

【法治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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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清廷領有臺

灣後，曾有臺

灣棄留之爭。

最後清廷採取

施琅建議，在

康熙 23 年將

臺 灣 納 入 版

圖。 

3.清廷採證照

制度，嚴格審

核申請來臺者

的資格，防止

臺灣再度成為

反清的基地。 

問 

4.活動報

告 

 

十二 11/16-

11/20 

第 4課清帝國時期的

行政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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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施琅攻取臺

灣後，結束了

統治臺灣 21

年 的 鄭 氏 政

權。 

2.清廷領有臺

灣後，曾有臺

灣棄留之爭。

最後清廷採取

施琅建議，在

康熙 23 年將

臺 灣 納 入 版

1.同儕互

評 

2.紙筆測

驗 

 

【人權教

育】 

【法治教

育】 

 



圖。 

3.清廷採證照

制度，嚴格審

核申請來臺者

的資格，防止

臺灣再度成為

反清的基地。 

是為了禁止漢

人竄入山區據

山作亂。 

十三 11/23-

11/27 

第 4課清帝國時期的

行政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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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清廷採證照

制度，嚴格審

核申請來臺者

的資格， 

2.清廷採行劃

定番界，隔離

漢人與原住

民，實際上是

為了禁止漢人

竄入山區據

山。 

1 紙筆測

驗 

 

【人權教

育】 

【法治教

育】 

 

十四 11/30-

12/04 

段考週      

十五 12/07-

12/11 

第 5 課清帝國時期的

農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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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臺 灣 開 港

後，主要進口

物品為鴉片與

1.教師觀

察 

2.影片輔

【多元文

化教育】 

【國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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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紡織品；主要

出口商品則為

茶、糖、樟腦。 

2.由於茶和樟

腦的出口，使

臺灣經濟重心

往北移。 

助教學 

3.口頭詢

問 

4.活動報

告 

 

育】 

十六 12/14-

12/18 

第 5 課清帝國時期的

農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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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臺 灣 開 港

後，主要進口

物品為鴉片與

紡織品；主要

出口商品則為

茶、糖、樟腦。 

2.由於茶和樟

腦的出口，使

臺灣經濟重心

往北移。 

1.教師觀

察 

2.影片輔

助教學 

3.口頭詢

問 

4.活動報

告 

 

【多元文

化教育】 

【國際教

育】 

 

十七 12/21-

12/25 

第 5 課清帝國時期的

農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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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臺 灣 開 港

後，主要進口

物品為鴉片與

紡織品；主要

出口商品則為

1.教師觀

察 

2.影片輔

助教學 

3.紙筆測

【多元文

化教育】 

【戶外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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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糖、樟腦。 

2.由於茶和樟

腦的出口，使

臺灣經濟重心

往北移。 

驗 

十八 12/28-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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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由「唐山祖」

與「開臺祖」來

說明臺灣主要

是由不同時期

來自中國大陸

的 移 民 所 組

成，各族群應

相互尊重與包

容。 

2.講述宗教信

仰時，宜以當

地鄉土發展史

舉例說明。 

3.開港通商

後，外國人在

臺灣設立洋行

與領事館，傳

教士亦到臺灣

來進行傳教、

醫療與教育工

作，對臺灣社

1.教師觀

察 

2.影片輔

助教學 

3.口頭詢

問 

4.活動報

告 

 

【多元文

化教育】 

【國際教

育】 

 



會有很大的影

響。 

十九 01/04-

01/08 

第 6課清帝國時期的

社會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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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講述宗教信

仰時，宜以當

地鄉土發展史

舉例說明。 

2.開港通商

後，外國人在

臺灣設立洋行

與領事館，傳

教士亦到臺灣

來進行傳教、

醫療與教育工

作，對臺灣社

會有很大的影

響。 

1.教師觀

察 

2.影片輔

助教學 

3.紙筆測

驗 

【多元文

化教育】 

【國際教

育】 

 

廿 

01/11-

01/15 

第 6課清帝國時期的

社會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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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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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講述宗教信

仰時，宜以當

地鄉土發展史

舉例說明。 

2.開港通商

後，外國人在

臺灣設立洋行

與領事館，傳

教士亦到臺灣

來進行傳教、

1.教師觀

察 

2.影片輔

助教學 

3.紙筆測

驗 

【多元文

化教育】 

【國際教

育】 

 



醫療與教育工

作，對臺灣社

會有很大的影

響。 

廿一 
01/18-

01/21 

段考週      

註 1：請分別列出七、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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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3：藝術才能班請於表件中加列「課程目標/學習構面」項目，該項目內容含創作與展演、知識與概念、藝術與文化、藝術與生

活、藝術專題，共計 5面向。 

註 4：起迄日期可依疫情或實際需要彈性調整。 

 

 

109學年度嘉義縣民和國民中學七年級第二學期社會領域--歷史科 教學計畫表   

設計者：  陳亦强  (新課綱)（表十二之一）  

一、教材版本：康軒版第二冊 

二、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3 

三、總綱核心素養: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給選項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週次 起訖日期 單元/主題名稱 
學習領域核心素養/學

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跨域統整或協同

教學規劃（無則

免填） 

一 02/16- 第二單元 臺灣的歷 社-J-A2:覺察人類生活 一、鎮壓漢人 1.教師觀 【人權教  



02/19 史(下) 

第 1課日治時期的統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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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武裝抗日 

1.臺灣民主國 

2.西來庵事件 

察 

2.影片輔

助教學 

3.口頭詢

問 

4.活動報

告 

 

育】 

 

二 02/22-

02/26 

第 1課日治時期的統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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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鎮壓漢人

的武裝抗日 

1.臺灣民主國 

2.西來庵事件 

1.教師觀

察 

2.影片輔

助教學 

3.口頭詢

問 

4.活動報

告 

 

【人權教

育】 

 

 

三 03/01-

03/05 

第 1課日治時期的統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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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鎮壓漢人

的武裝抗日 

1.臺灣民主國 

2.西來庵事件 

1.教師觀

察 

2.影片輔

助教學 

3.紙筆測

驗 

 

【人權教

育】 

 

 



解文化間的相互關聯，

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

互動關係。 

四 03/08-

03/12 

第 2課日治時期的經

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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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礎建設 

1.調查工作：

戶口調查、土

地與林野調查 

2.統一貨幣與

度量衡 

 

1.教師觀

察 

2.影片輔

助教學 

3.口頭詢

問 

4.活動報

告 

 

【人權教

育】 

【多元文

化教育】 

 

 

五 03/15-

03/19 

第 2課日治時期的經

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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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礎建設 

1 統一貨幣與

度量衡 

2交通建設：

陸路建設、海

運建設、通訊

建設 

1.教師觀

察 

2 口頭詢

問 

3 活動報

告 

 

【人權教

育】 

【多元文

化教育】 

 

 

六 03/22-

03/26 

第 2課日治時期的經

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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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礎建設 

1交通建設：

陸路建設、海

運建設、通訊

建設 

1.教師觀

察 

2.影片輔

助教學 

3.紙筆測

【人權教

育】 

【多元文

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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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 

 

七 03/29-

04/02 

段考週      

八 04/05-

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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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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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差別待遇

的殖民教育 

1.現代教育與

新社會精英 

(1)初等教育 

(2)中等教育 

(3)職業教育 

(4)高等教育 

 

1.教師觀

察 

2.影片輔

助教學 

3.口頭詢

問 

4.活動報

告 

 

【人權教

育】 

【多元文

化教育】 

 

 

九 04/12-

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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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文化啟蒙與

爭取權益 

(1)臺灣議會

請願運動 

1.教師觀

察 

2.影片輔

助教學 

【人權教

育】 

【多元文

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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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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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臺灣文化

協會 

(3)臺灣民眾

黨 

(4)臺灣地方

自治聯盟 

3.口頭詢

問 

4.活動報

告 

 

 

十 04/19-

04/23 

第 3 課日治時期的社

會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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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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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文化啟蒙與

爭取權益 

(1)臺灣議會

請願運動 

(2)臺灣文化

協會 

(3)臺灣民眾

黨 

(4)臺灣地方

自治聯盟 

1.教師觀

察 

2.影片輔

助教學 

3.紙筆測

驗 

  

 

【人權教

育】 

【多元文

化教育】 

 

 

十一 04/26-

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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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二八事

件 

1.背景：行政

失當、.經濟惡

1.教師觀

察 

2.影片輔

助教學 

【人權教

育】 

【法治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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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文化差異 

2.經過：查緝

私菸不當引發

全臺衝突、政

府展開鎮壓與

清鄉 

 

3.口頭詢

問 

4.活動報

告 

 

 

十二 05/03-

05/07 

第 4課戰後臺灣的政

治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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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理解不同時空

的科技與媒體發展和應

用，增進媒體識讀能力，

並思辨其在生活中可能

帶來的衝突與影響。 

 

一、二二八事

件 

1.背景：行政

失當、.經濟惡

化、文化差異 

2.經過：查緝

私菸不當引發

全臺衝突、政

府展開鎮壓與

清鄉 

 

1.教師觀

察 

2.影片輔

助教學 

3.紙筆測

驗 

  

 

【人權教

育】 

【法治教

育】 

 

 

十三 05/10-

05/14 

第 4課戰後臺灣的政

治變遷 

社-J-B2:理解不同時空

的科技與媒體發展和應

用，增進媒體識讀能力，

並思辨其在生活中可能

帶來的衝突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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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二八事

件 

3.影響：對臺

灣族群關係產

生不良影響 

1.教師觀

察 

2.影片輔

助教學 

3.紙筆測

驗 

  

 

【人權教

育】 

【法治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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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05/17-

05/21 

段考週      

十五 05/24-

05/28 

第 5 課戰後臺灣的對

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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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府遷臺

後的對外關係 

1.韓戰爆發後

的軍事對峙 

2.退出聯合國

後的外交 

1.教師觀

察 

2 紙筆測

驗 

  

 

【國際教

育】 

【法治教

育】 

 

 

十六 05/31-

06/04 

第 5 課戰後臺灣的對

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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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府遷臺

後的對外關係 

1.韓戰爆發後

的軍事對峙 

2.退出聯合國

後的外交 

1.教師觀

察 

2.影片輔

助教學 

3.紙筆測

驗 

  

 

【國際教

育】 

【法治教

育】 

 

 



十七 06/07-

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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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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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府遷臺

後的對外關係 

1.韓戰爆發後

的軍事對峙 

2.退出聯合國

後的外交 

1.教師觀

察 

2 口頭詢

問 

3.作業檢

討 

 

【國際教

育】 

【法治教

育】 

 

 

十八 06/14-

06/18 

第 6課戰後臺灣的經

濟與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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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經濟變遷 

1.經濟改革：

貨幣改革、土

地改革 

2.經濟發展：

進口替代、出

口導向、十大

建設、產業升

級、自由化與

國際化 

3.農山漁村的

挑戰與轉型 

 

1.教師觀

察 

2.影片輔

助教學 

3.紙筆測

驗 

  

 

【生涯發

展教育】 

【法治教

育】 

 

 

十九 06/21- 第 6課戰後臺灣的經 社-J-B1:運用文字、語 一、經濟變遷 1.教師觀 【生涯發  



06/25 濟與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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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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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經濟改革：

貨幣改革、土

地改革 

2.經濟發展：

進口替代、出

口導向、十大

建設、產業升

級、自由化與

國際化 

3.農山漁村的

挑戰與轉型 

 

察 

2.影片輔

助教學 

3.紙筆測

驗 

  

 

展教育】 

【法治教

育】 

 

廿 
06/28-

06/30 

段考週      

註 1：請分別列出七、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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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3：藝術才能班請於表件中加列「課程目標/學習構面」項目，該項目內容含創作與展演、知識與概念、藝術與文化、藝術與生

活、藝術專題，共計 5面向。 

註 4：起迄日期可依疫情或實際需要彈性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