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貳、各年級各領域課程計畫(部定課程) 

嘉義縣義竹鄉南興國民小學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五年級普通班國語領域課程計畫 

                                                                                         設計者： 莊麗淑  

第一學期 

教材版本 翰林版第九冊 教學節數 每週(三)節，本學期共(63)節 

課程目標 

1.理解大航海時期臺灣扮演的角色，與當時不同族群來臺發展的原因與影響。 
2.認識清帝國治理臺灣的方式與轉變，並探討該政權的統治所帶來的影響。 
3.了解臺灣的地理位置與特色，並能覺察其所帶來的影響與發展。 
4.了解臺灣人地互動的脈絡與變遷。  
5.了解臺灣史前文明、原住民族的文化特色，並理解生態保育與永續發展的重要性，培養出迎向共好的觀念。 
6.探究自己在課程中感興趣的主題，並透過活動轉化為行動，達成主動學習的能力。 

教學進度 

週次 
單元名稱 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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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則免)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一週 

第一單元臺灣

登上世界舞臺 

第一課臺灣為
什麼在大航海
時代成為重要
的據點？ 

3 

社-E-A2  

敏覺居住地方的社

會、自然與人文環境

變遷，關注生活問題

及其影響，並思考解

決方法。 

 
社-E-B3  

體驗生活中自然、族

群與文化之美，欣賞

多元豐富的環境與

文化內涵。 

 
社-E-C3  
了解自我文化，尊重
與欣賞多元文化，關
心本土及全球議題。 

1b-III-3 解 析

特定人物、族群

與事件在所處時

間、空間脈絡中

的位置與意義。 

3c-III-1 聆 聽
他人意見，表達
自我觀點，並能
與他人討論。 

Af-III-2 國 際

間因利益競爭而

造成衝突、對立

與結盟。 

Cb-III-1 不 同
時期臺灣、世界
重 要 事 件 與 人
物，影響臺灣的
歷史變遷。 

1.認識大航海

時代，不同族群

來到臺灣進行

貿易、開發、統

治等活動。（1b-

III-3，Cb-III-

1） 

2.了解荷蘭人

統治臺灣的過

程和影響。（1b-

III-3，Af-III-

2） 

3.說出西班牙
人統治臺灣的
過程和影響。
（ 3c-III-1 ，
Af-III-2） 

活動一：400多年前的臺灣（40分鐘） 

一、引起動機 

1.教師播放動畫「為什麼歐洲人不從陸上來亞洲」，請學生專心觀看。 

2.問答：為什麼歐洲人不從陸上來亞洲呢？ 

（因為陸路交通與商業貿易被阿拉伯人所獨占，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從海路開

創新航線，成功獲得與亞洲間的商業利益。） 

二、閱讀與問答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50～51頁的課文與圖片。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問答： 

(1)400多年前，不少歐洲國家積極向海外探險是受到什麼原因的影響？ 

 (2)歐洲國家透過新航路來到東亞，從事哪些活動？ 

 (3)400 多年前的臺灣，除了原本居住在此的原住民族外，還有哪些人開始在

臺灣活動？  

三、分組討論與報告 

1.教師請各組討論「400多年前，在東亞海域上活動的國家或族群與臺灣還有

哪些互動」，並將討論結果記錄在附件小白板上。 

（例如：顏思齊和鄭芝龍在臺灣西部沿海地區進行交易，促進當地聚落的開

發；與中國、日本、歐洲各國頻繁的進行交易，不僅讓臺灣參與當時的世界貿

易，也讓各國器物與文化進入臺灣，影響當時臺灣人們的生活與文化。） 

2.各組上臺報告討論結果，教師再將答案進行彙整。 

四、統整 

教師透過以下問題讓學生自己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1.歐洲國家透過新航路來到東亞，從事哪些活動？ 

2.400 多年前，各國或族群來到臺灣進行交易或開墾，對臺灣人民的生活與文

化發展帶來哪些影響？ 

活動二：荷蘭人在臺灣南部的統治（40分鐘） 

一、引起動機 

1.教師播放 PPT，讓學生猜猜看，哪些是荷蘭人引進臺灣的動、植物？ 

（黃牛、豌豆、土芒果。） 

二、閱讀與問答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52～53頁的課文與圖片。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問答： 

(1)隨著東亞海域貿易的盛行，位處東亞貿易圈中心的臺灣，逐漸成為歐洲哪

些國家勢力競逐的對象？（荷蘭、西班牙。） 

(2)臺灣為什麼被稱做「福爾摩沙」？ 

（據說當時歐洲水手經過臺灣的時候，由於看到島上的山河十分美麗，於是將

臺灣命名為「美麗島」。從此，福爾摩沙成為臺灣的另一個名稱。） 

(3)荷蘭人進入東亞地區後，先在哪裡建立據點？（印尼。） 

(4)荷蘭人於何時來到臺灣，並以武力占領臺灣南部？（西元 1624 年。） 

(5)荷蘭以武力占領臺灣南部後，以哪裡作為根據地，建立哪些城堡？ 

（荷蘭人以今日的臺南作為根據地，先建立熱蘭遮堡作為行政中心，再興建普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海洋教育】 

海 E5 探討臺

灣開拓史與海

洋的關係。 

【多元文化教

育】 

多 E3 認識不

同的文化概

念，如族群、

階級、性別、

宗教等。 

多E4 理解
到不同文化共
存的事實。 

 



羅民遮城（今赤崁樓）發展貿易。） 

三、動畫欣賞與討論 

1.教師播放動畫「荷西時期的統治」，請學生專心欣賞。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討論： 

(1)荷蘭人統治臺灣南部，主要的目的是什麼？（取得經濟利益。） 

(2)荷蘭人為什麼要招募漢人來臺開墾農田？ 

四、統整 

教師透過以下問題讓學生自己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1.荷蘭以武力占領臺灣南部後，以哪裡作為根據地，建立哪些城堡？ 

2.荷蘭人統治臺灣南部，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活動三：西班牙人在臺灣北部的統治（80 分鐘）1 

一、引起動機 

1.教師播放動畫「荷西時期的統治」，請學生專心欣賞。 

2.問答：西班牙來到臺灣後，主要統治哪一個地區？（臺灣北部。） 

二、閱讀與問答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54～55頁的課文與圖片。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問答： 

(1)西班牙人在東亞海域貿易，一開始以哪裡為主要據點？（菲律賓。） 

(2)西班牙人為了什麼原因在西元 1626 年派兵進入臺灣北部？ 

 (3)西班牙人派兵進入臺灣北部後，在哪些地方建立城堡，作為統治中心和貿

易據點？  

(4)西班牙人在臺灣如何獲取經濟利益？  

(5)西班牙人為何結束在臺灣的統治？  

第二週 

第一單元臺灣

登上世界舞臺 

第一課臺灣為
什麼在大航海
時代成為重要
的據點？ 

3 

社-E-A2 敏覺居住

地方的社會、自然與

人文環境變遷，關注

生活問題及其影響，

並思考解決方法。 

社-E-B3 體驗生活

中自然、族群與文化

之美，欣賞多元豐富

的環境與文化內涵。 

社-E-C3 了解自我
文化，尊重與欣賞多
元文化，關心本土及
全球議題。 

3c-III-1 聆 聽
他人意見，表達
自我觀點，並能
與他人討論。 

Af-III-2 國 際

間因利益競爭而

造成衝突、對立

與結盟。 

Cb-III-1 不 同
時期臺灣、世界
的重要事件與人
物，影響臺灣的
歷史變遷。 

1. 說出西班牙

人統治臺灣的

過程和影響。

（ 3c-III-1 ，

Af-III-2） 

2. 理解鄭氏政
權的統治對臺
灣帶來的重要
影響。（3c-III-
1，Cb-III-1） 

活動三：西班牙人在臺灣北部的統治（80 分鐘）2 

三、分組討論與報告 

1.教師請各組討論「荷蘭人與西班牙人對臺灣的統治帶來的影響」，並將討論

結果記錄在附件小白板上。 

（例如：荷蘭人召募漢人來臺墾殖，並引進黃牛和農產品，改變了臺灣的農業

風貌；西班牙人在臺灣北部留下開拓遺址，而且北臺灣有些地名，是由西班牙

語轉化而來的。） 

2.各組上臺報告討論結果，教師再將答案進行彙整。 

四、習作習寫 

完成習作第三單元 1「尋找貿易據點的歐洲人」。 

五、統整 

教師透過以下問題讓學生自己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1.西班牙人派兵進入臺灣北部後，在哪些地方建立城堡，作為統治中心和貿易

據點？ 

2.西班牙人在臺灣如何獲取經濟利益？ 

 

活動四：鄭氏政權的統治與經營（80分鐘） 

一、複習舊經驗 

1.教師引導學生簡要複習荷蘭人與西班牙人在臺灣統治的經過與影響。 

二、閱讀與問答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56～57頁的課文與圖片。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問答： 

(1)荷蘭人統治臺灣期間，中國的政治局勢如何發展？ 

（中國正面臨戰爭紛亂，最終清帝國擊敗明朝取得勝利。） 

(2)部分不願意投降的軍民跟隨「國姓爺」鄭成功，以哪裡做為根據地持續反

清？（以中國的東南沿海為根據地。） 

(3)鄭氏政權與荷蘭人的戰爭，最後結果是什麼？  

(4)鄭氏政權統治臺灣期間，為什麼派遣軍隊到各地從事開墾與農耕？ 

 (5)鄭成功病逝後，由兒子鄭經繼位，在誰的輔佐下，統治臺灣十餘年？ 

三、動畫欣賞與討論 

1.教師播放動畫「開山王鄭成功是在成功什麼啦？」，請學生專心欣賞。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討論： 

(1)鄭成功為什麼會計畫將臺灣當作反清的根據地？ 

 (2)為什麼鄭成功會選擇臺灣當作新的根據地？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海洋教育】 

海 E5 探討臺

灣開拓史與海

洋的關係。 

【多元文化教

育】 

多 E3 認識不

同的文化概

念，如族群、

階級、性別、

宗教等。 

多 E4 理解到

不同文化共存

的事實。 

【原住民族教

育】 

原 E6 了解並
尊重不同族群
的歷史文化經
驗。 

 



第三週 

第一單元臺灣

登上世界舞臺 

第二課大航海
時代帶來哪些
轉變？ 

3 

社-E-A2 敏覺居住

地方的社會、自然與

人文環境變遷，關注

生活問題及其影響，

並思考解決方法。 

社-E-B3 體驗生活

中自然、族群與文化

之美，欣賞多元豐富

的環境與文化內涵。 

社-E-C3 了解自我
文化，尊重與欣賞多
元文化，關心本土及
全球議題。 

1b-III-3 解 析

特定人物、族群

與事件在所處時

間、空間脈絡中

的位置與意義。 

2b-III-2 理 解
不 同 文 化 的 特
色，欣賞並尊重
文化的多樣性。 

Cb-III-1 不 同

時期臺灣、世界

的重要事件與人

物，影響臺灣的

歷史變遷。 

Cb-III-2 臺 灣
史前文化、原住
民族文化、中華
文化及世界其他
文化隨著時代變
遷，都在臺灣留
下有形與無形的
文化資產，並於
生 活 中 展 現 特
色。 

1.說出荷蘭和

西班牙人在臺

灣遺留的文化

資產。（2b-III-

2，Cb-III-2） 

2.探究臺灣轉
變成以漢人社
會為主體的原
因。（1b-III-3，
Cb-III-1） 

活動一：荷蘭與西班牙文化的影響（80分鐘） 

一、引起動機 

1.教師播放影片「珍貴史料！清代古地契田寮出土」，請學生專心觀看。 

2.問答：新港文是怎麼出現的？為什麼清帝國時期的地契會同時出現新港文和

中文呢？ 

（新港文是荷蘭人運用羅馬字母拼寫平埔族語言，新港社人一直到清帝國時期

仍在使用。） 

二、閱讀與問答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58～59頁的課文與圖片。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問答： 

(1)荷蘭人和西班牙人來到臺灣主要目的有哪些？  

(2)荷蘭傳教士如何在臺灣進行傳教？  

(3)荷蘭傳教士為什麼要創造出「新港文」作為書寫的工具？ 

(4)荷蘭人和西班牙人引進西方的建築技術，在臺灣留下哪些城堡遺跡？ 

（例如：臺南熱蘭遮堡、淡水紅毛城等。） 

三、分組討論與報告 

1.教師請各組討論「荷蘭和西班牙人遺留下的文化中，影響臺灣最深的是什

麼」，並將討論結果記錄在附件小白板上。 

（例如：我曾參觀過熱蘭遮堡，熱蘭遮堡曾是臺灣第一座城堡；荷蘭人引進的

食物如土芒果、豌豆、蓮霧等，至今在生活中仍是常見的食物。） 

2.各組上臺報告討論結果，教師再將答案進行彙整。 

四、統整 

教師透過以下問題讓學生自己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1.荷蘭和西班牙人在臺灣遺留下哪些文化資產？ 

2 荷蘭和西班牙人遺留下的文化中，影響臺灣最深的是什麼？ 

 

活動二：漢人社會的建立（80 分鐘）1 

一、複習舊經驗 

1.教師引導學生複習鄭氏政權統治臺灣的原因與過程。 

二、閱讀與問答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60～61頁的課文與圖片。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問答： 

(1)鄭氏政權在統治臺灣期間，從事哪些經濟活動？ 

（鄭氏政權透過海上貿易，除了賣出臺灣的蔗糖、鹿皮，也買進軍火物資及民

生用品，以維繫統治和經濟發展需求。） 

(2)鄭氏政權如何在臺灣推動教育？ 

（鄭氏政權在臺南興建全臺第一座孔子廟，並設立學校、舉辦考試，培育人才

管理地方事務。）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多元文化教

育】 

多 E3 認識不

同的文化概

念，如族群、

階級、性別、

宗教等。 

多 E4 理解到

不同文化共存

的事實。 

【原住民族教

育】 

原 E6 了解並
尊重不同族群
的歷史文化經
驗。 

 

第四週 

第一單元臺灣

登上世界舞臺 

第二課大航海
時代帶來哪些
轉變？ 

3 

社-E-A2 敏覺居住

地方的社會、自然與

人文環境變遷，關注

生活問題及其影響，

並思考解決方法。 

社-E-B3 體驗生活

中自然、族群與文化

之美，欣賞多元豐富

的環境與文化內涵。 

社-E-C3 了解自我
文化，尊重與欣賞多
元文化，關心本土及
全球議題。 

1b-III-3 解 析
特定人物、族群
與事件在所處時
間、空間脈絡中
的位置與意義。 

Cb-III-1 不 同

時期臺灣、世界

的重要事件與人

物，影響臺灣的

歷史變遷。 

Cb-III-2 臺 灣
史前文化、原住
民族文化、中華
文化及世界其他
文化隨著時代變
遷，都在臺灣留
下有形與無形的
文化資產，並於
生 活 中 展 現 特
色。 

1.探究臺灣轉

變成以漢人社

會為主體的原

因。（1b-III-3，

Cb-III-1） 

2.體會外來勢
力對原住民族
的生活與文化
造成的衝擊。
（ 1b-III-3 ，
Cb-III-2） 

活動二：漢人社會的建立（80 分鐘）2 

三、動畫欣賞與討論 

1.教師播放動畫「明鄭時期的開發」，請學生專心欣賞。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討論： 

(1)鄭氏政權統治臺灣，對於臺灣人民的生活方式或是文化發展有哪些改變或

影響？ 

（鄭氏政權透過漢人教育、生活與文化的移入與發展，開啟臺灣日後以漢人為

主的社會型態。） 

四、習作習寫 

完成習作第三單元 2「鄭氏政權在臺灣」。 

五、統整 

教師透過以下問題讓學生自己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1.鄭氏政權在統治臺灣期間，如何推動教育？ 

2.鄭氏政權招募漢人來臺開墾，對臺灣社會帶來什麼影響？ 

 

活動三：外來勢力對原住民族的影響（80 分鐘） 

一、引起動機 

1.教師播放動畫「『等燈！征服者入侵？大航海時代的臺灣。』臺灣世界史第 1

集」，請學生專心欣賞。 

（荷西外來文化對原住民族的影響） 

2.問答：荷蘭人統治臺灣南部期間，如何管理原住民族部落？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多元文化教

育】 

多 E3 認識不

同的文化概

念，如族群、

階級、性別、

宗教等。 

多 E4 理解到

不同文化共存

的事實。 

【原住民族教

育】 

原 E6 了解並
尊重不同族群
的歷史文化經
驗。 

 



（以間接的方式管理，定期召開地方會議，而原住民族長老會在會議上被授予

權杖。） 

二、閱讀與問答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62～63頁的課文與圖片。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問答： 

(1)荷蘭人如何取得原住民族的土地？ 

（以武力取得原住民族的土地。） 

(2)荷蘭人如何改變原住民族的傳統信仰？ 

（荷蘭人以傳教的方式，讓許多原住民改信仰基督宗教。） 

(3)鄭氏政權治臺期間，與原住民族的關係如何？ 

（鄭氏政權治臺期間，因大量擴張開墾區域，漢人與原住民族間的衝突更為頻

繁。） 

(4)鄭氏政權在臺灣推動教育及文化，帶來哪些影響？ 

（鄭氏政權在臺灣推動教育及文化，雖然有利於漢人文化的發展，卻阻斷原住

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 

三、探究社會有絕招 

1.教師說明情境。 

(1)發現問題： 

臺灣南部為什麼有些地方用「營」或「鎮」這些字命名？ 

(2)蒐集資料： 

我們決定用哪些方法蒐集與問題相關的資料？ 

□翻閱課本 □上網搜尋 □查找書籍 □其他：ˍˍˍˍ 

(3)行動省思： 

查閱臺灣的地名後，還有哪些地名與臺灣開墾有關？請探究其開墾故事。 

四、統整 

教師透過以下問題讓學生自己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1.鄭氏政權在臺灣推動教育及文化，帶來哪些影響？ 

2.大航海時代外來勢力對臺灣原住民族帶來哪些影響？ 

第六週 

第四單元臺灣

成為清帝國的

領土 

第一課清帝國
治臺為何從消
極轉為積極？、
第二課西方人
為什麼再次進
入臺灣？ 

3 

社-E-A2 敏覺居住

地方的社會、自然與

人文環境變遷，關注

生活問題及其影響，

並思考解決方法。 

社-E-C3 了解自我
文化，尊重與欣賞多
元文化，關心本土及
全球議題。 

1b-III-3 解 析

特定人物、族群

與事件在所處時

間、空間脈絡中

的位置與意義。 

2b-III-2 理 解

不 同 文 化 的 特

色，欣賞並尊重

文化的多樣性。 

3c-III-2 發 揮
各 人 不 同 的 專
長，透過分工進
行團隊合作。 

Cb-III-1 不 同
時期臺灣、世界
的重要事件與人
物，影響臺灣的
歷史變遷。 

1.探究清帝國

後期對臺灣治

理政策的轉變。

（ 1b-III-3 、

3c-III-2，Cb-

III-1） 

2. .認識斯文
豪和湯姆生在
臺灣從事的活
動及其影響。
（ 1b-III-3 、
2b-III-2，Cb-
III-1） 

活動三：面對外來挑戰改變治臺政策（80 分鐘）2 

一、引起動機 

1.教師播放動畫「外力衝擊與現代化建設」，請學生專心欣賞。 

2.問答：為什麼外國明知臺灣為清帝國領土，仍嘗試以武力謀取利益？ 

（因為清帝國雖然統治臺灣，卻未積極管理人民與土地。） 

二、閱讀與問答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72～73頁的課文與圖片。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問答： 

(1)開港通商後，有哪些國家曾出兵臺灣？ 

（日本、法國曾出兵臺灣。） 

(2)日本為什麼派兵攻打臺灣？ 

（西元 1874 年，日本以漁民在臺灣南端遭原住民族殺害為藉口，派軍隊從恆

春登陸，與排灣族發生激戰，而後雙方談判停戰。） 

(3)法國為什麼出兵攻打臺灣？ 

(4)清帝國對臺灣的治理政策為什麼轉為積極？ 

(5)清帝國相繼派遣哪些官員來臺推動新政？ 

 (6)臺灣何時建省？ 

 (7)清帝國為加強臺灣的軍事防衛，做了哪些建設？ 

三、分組討論與報告 

各組上臺報告討論結果，教師再將答案進行彙整。 

四統整 

教師透過以下問題讓學生自己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1.清帝國對臺灣的治理政策為什麼轉為積極？ 

2.清帝國統治後期做了哪些現代化建設？ 

 

活動一：西方人眼中的臺灣（80分鐘）1 

一、引起動機 

1.教師引導學生思考，清帝國統治後期有不少外國人來到臺灣，他們可能來到

臺灣從事哪些活動？ 

二、閱讀與問答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80 頁的課文與圖片。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海洋教育】 

海 E5 探討臺

灣開拓史與海

洋的關係。 

【多元文化教

育】 

多 E4 理解到

不同文化共存

的事實。 

多 E6 了解各

文化間的多樣

性與差異性。 

【原住民族教

育】 

原 E6 了解並
尊重不同族群
的歷史文化經
驗。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問答： 

(1)英國人斯文豪來到臺灣從事哪些活動？ 

（英國人斯文豪深入臺灣山林，調查鳥類、蛙類及哺乳類等動物，並發表多篇

研究報告，許多新物種的發現。） 

(2)有哪些新物種是以斯文豪的名字來命名？ 

（例如：斯文豪氏攀蜥、斯文豪氏赤蛙、斯文豪氏大蝸牛等。） 

第七週 

第四單元臺灣

成為清帝國的

領土 

第二課西方人
為什麼再次進
入臺灣？ 

3 

社-E-A2 敏覺居住

地方的社會、自然與

人文環境變遷，關注

生活問題及其影響，

並思考解決方法。 

社-E-C3 了解自我
文化，尊重與欣賞多
元文化，關心本土及
全球議題。 

1b-III-3 解 析

特定人物、族群

與事件在所處時

間、空間脈絡中

的位置與意義。 

2b-III-2 理 解

不 同 文 化 的 特

色，欣賞並尊重

文化的多樣性。 

3d-III-1 選 定
學習主題或社會
議題，進行探究
與實作。 

Cb-III-1 不 同
時期臺灣、世界
的重要事件與人
物，影響臺灣的
歷史變遷。 Cb-
III-2 臺灣史前
文化、原住民族
文化、中華文化
及世界其他文化
隨著時代變遷，
都在臺灣留下有
形與無形的文化
資產，並於生活
中展現特色。 

1.認識斯文豪

和湯姆生在臺

灣從事的活動

及其影響。（1b-

III-3、2b-III-

2，Cb-III-1） 

2.了解清帝國
時期外國傳教
士在臺傳教及
推動西方教育、
醫療的事蹟與
影響。（2b-III-
2、3d-III-1，
Cb-III-2） 

活動一：西方人眼中的臺灣（80分鐘）2 

三、動畫欣賞與問答 

1.教師播放影片「西方旅者眼中的臺灣—1871年約翰•湯姆生來臺的足跡」，

請學生專心欣賞。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討論： 

(1)英國攝影家約翰•湯姆生何時來到臺灣？ 

（西元 1871 年，約翰•湯姆生由打狗港進入臺灣。） 

(2)約翰•湯姆生到臺灣造訪了哪些地方？ 

（約翰•湯姆生帶著約二十人的團隊，進入南臺灣，進行拍攝與記錄。） 

(3)約翰•湯姆生在南臺灣拍攝記錄的過程，由誰陪同？ 

（由在南部傳教的馬雅各醫師陪伴同行。） 

(4)約翰•湯姆生用相機拍攝記錄下哪些珍貴的影像？ 

（約翰•湯姆生拍攝臺灣平埔族群與山林間的影像，留下可貴的臺灣地景、人

文與肖像照片。） 

四、分組討論與報告 

1.教師請各組討論「斯文豪與約翰•湯姆生有哪些著名的事蹟，讓世界看見臺

灣」，並將討論結果記錄在附件小白板上。 

2.各組上臺報告討論結果，教師再將答案進行彙整。 

活動二、西方醫學與西式教育（80 分鐘） 

一、引起動機 

1.教師播放動畫「馬偕博士與理學堂大書院」，請學生專心欣賞。 

2.問答：馬偕博士來臺傳教，還創辦了哪些學校？ 

（例如：理學堂大書院、淡水女學堂。） 

二、閱讀與問答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82 頁的課文與圖片。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問答： 

(1)開港通商後，哪一位外國傳教士在臺灣南部傳教，還開設全臺第一座西式

醫館？（馬雅各。） 

(2)馬偕為了在臺灣北部傳教，還有哪些著名的事蹟？ 

(3)清帝國時期傳教士在臺灣傳教可能遭遇哪些困難？ 

(4)清帝國時期，西方傳教士來臺灣傳教時，為何要以行醫治療、創辦學校的

方式進行？ 

三、探究社會有絕招 

1.教師說明情境。 

(1)發現問題： 

清帝國時期的治理對當時臺灣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四個層面，各造成哪些

影響？ 

(2)蒐集資料我們這組以哪些方式蒐集與問題相關的資料呢？ 

□翻閱課本 □上網搜尋 □查找書籍 □其他：ˍˍˍˍ 

(3)擬定策略：將蒐集到的資料整理成心智圖。 

(4)行動省思： 

查找資料後，我了解清帝國的治理對當時臺灣在不同層面的影響。想一想，有

哪些俗諺或遺跡是從清帝國時期遺留至今的？這些俗諺或遺跡對臺灣的政治和

文化產生什麼方面的影響。 

四、統整 

教師透過以下問題讓學生自己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1.清帝國時期外國傳教士在臺灣除了傳教，還推行哪些事業？ 

2.清帝國時期的治理對當時臺灣政治、經濟與文化三個層面，各造成哪些影
響？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多元文化教

育】 

多 E4 理解到

不同文化共存

的事實。 

多 E6 了解各

文化間的多樣

性與差異性。 

【原住民族教

育】 

原 E6 了解並
尊重不同族群
的歷史文化經
驗。 

 

第八週 

第三單元臺灣

在世界的地理

位置 

第一課臺灣的

3 

社-E-A2 敏覺居住
地方的社會、自然與
人文環境變遷，關注
生活問題及其影響，

1b-III-3 解 析

特定人物、族群

與事件在所處時

間、空間脈絡中

Ab-III-1 臺 灣
的地理位置、自
然環境，與歷史
文化的發展有關

1透過地圖認識

臺灣在世界的

位置，並了解四

周的鄰國與海

活動一：從地圖看臺灣（80分鐘） 

一、引起動機 

1.觀賞影片：教師播放「世界地圖與臺灣地理位置」影片。 

2.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14 頁。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海洋教育】 

海 E5 探討臺
灣開拓史與海
洋的關係。 

 



位置在哪裡？ 並思考解決方法。 的位置與意義。 

2a-III-1 關 注
社會、自然、人文
環境與生活方式
的互動關係。 

聯性。 洋。（2a-III-1，

Ab-III-1） 

2藉由不同時期
的臺灣地圖，探
究臺灣的歷史
文化發展與地
理環境變遷。
（ 1b-III-3 ，
Ab-III-1） 

3.問答： 

(1)如何描述臺灣在世界地圖上的位置呢？ 

（亞洲的右邊或東邊、太平洋的西邊、大洋洲的北邊等。） 

(2)如果將世界地圖轉向，上面的描述還是正確的嗎？ 

（依照學生在前一題的回答來判定。） 

二、閱讀與問答 

1.教師利用課本第 14頁的地圖，指導學生讀圖技巧，找出臺灣的地理位置。 

(1)先找出地圖的名稱。（世界地圖。） 

(2)在地圖上分別找到世界五大洲的位置和名稱。 

(3)在地圖上找到世界三大洋的位置和名稱。 

(4)最大陸地是歐洲和亞洲合併起來，稱為歐亞大陸。最大的洋是太平洋。 

(5)在歐亞大陸和太平洋之間找到臺灣，並用筆把臺灣圈起來。 

2.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15 頁課文及圖片。 

3.學生共同回答： 

(1)從世界地圖來看，臺灣從東、西、南、北各方位可達哪些地區或國家？ 

(2)利用第 15頁臺灣的海陸位置圖，指出臺灣鄰近有哪些海洋或海峽？ 

4.教師歸納：臺灣位在東亞航運上，無論是海運或是空運，都可通往世界各大

城市，擁有經濟位置的優勢。 

三、讀圖 123 

1.學生閱讀課本第 14頁，認識經緯線代表的意義，及用來在世界地圖上標示

各地區的作用。 

2.學生在世界地圖上，找出鄰近臺灣的經線和緯線。 

（經線：120°E、緯線：23.5°N。） 

3.學生指出臺灣位在世界地圖上的哪個半球？（臺灣：東半球及北半球。） 

4.學生利用課本附件製作地球模型，並圈出臺灣的位置。 

四、統整 

教師透過以下問題讓學生自己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1.如何介紹臺灣在地球上的位置？ 

2.臺灣四周有哪些鄰海、鄰國或地區，可能對臺灣的發展產生什麼影響？ 

 

活動二：不一樣的臺灣地圖（80分鐘）1 

一、引起動機 

1.觀賞影片：教師播放「臺灣地圖演變」影片。 

2.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16 頁兩張臺灣地圖。 

3.問答： 

(1)17 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地圖為什麼是倒著的？ 

（因為荷蘭人是從臺灣海峽望向臺灣。） 

(2)20 世紀，日本人繪製的臺灣地圖，與現在的臺灣地圖有什麼不同之處？ 

（日本人繪製的臺灣地圖，與目前臺灣的地圖非常相似，但有一些地圖上的物

產與交通設施有改變。） 

二、閱讀與問答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16 頁課文及圖片。 

(1)荷蘭人繪製的臺灣地圖，在臺灣的哪些地方有標示地名、河流與部落名

稱？  

(2)在地圖上被標示的地點，有什麼意義？ 

(3)從荷蘭人繪製的地圖，推測當時臺灣的開發狀況如何？ 

(4)日本人在臺灣地圖上，繪製哪些重要資訊？ 

(5)根據日本人繪製的地圖，推測當時臺灣的開發狀態如何？ 

2.比較荷蘭人與日本人繪製的臺灣地圖差異。 

(1)從臺灣的開發歷程，比較兩張地圖的差異？ 

(2)從地圖上的資訊，比較兩張地圖有什麼差異？ 

第九週 

第一單元臺灣

在世界的地理

位置 

第一課臺灣的
位置在哪裡？、
第二課如何適
應自然環境發
展生活所需？ 

3 

社-E-A2 敏覺居住
地方的社會、自然與
人文環境變遷，關注
生活問題及其影響，
並思考解決方法。 

1b-III-3 解 析

特定人物、族群

與事件在所處時

間、空間脈絡中

的位置與意義。 

2a-III-1 關 注
社會、自然、人文
環境與生活方式

Ab-III-1 臺 灣

的地理位置、自

然環境，與歷史

文化的發展有關

聯性。 

Ab-III-3 自 然
環境、自然災害
及經濟活動，和

1. 藉由不同時

期的臺灣地圖，

探究臺灣的歷

史文化發展與

地理環境變遷。

（ 1b-III-3 ，

Ab-III-1） 

2. 探究臺灣因

活動二：不一樣的臺灣地圖（80分鐘）2 

3.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17 頁課文及圖片。 

(1)臺灣地區今日的範圍，包含哪些島嶼？ 

（臺灣本島、澎湖群島、金門列島、馬祖列島、釣魚臺列島、南沙、東沙群

島，及圍繞在臺灣四周的離島。） 

(2)臺灣本島附近，有哪些離島環繞四周？ 

（基隆嶼、龜山島、綠島、蘭嶼、琉球嶼。） 

(3)分享曾經到過臺灣的離島或其他島嶼的經驗，並說明其特色或與臺灣不同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海洋教育】 

海 E5 探討臺

灣開拓史與海

洋的關係。 

海 E15 認識家

鄉常見的河流

與海洋資源，

並珍惜自然資

 



的互動關係。 生活空間的使用
有關聯性。 

地理位置產生
季風氣候，與經
濟活動、生活空
間使用及自然
災害的關聯。
（ 2a-III-1 ，
Ab-III-3） 

的文化？ 

（學生依實際經驗作答。） 

三、統整 

教師透過以下問題讓學生自己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1.透過不同時期的臺灣地圖，可以發現哪些跟臺灣有關的歷史與文化變遷？ 

2.今日臺灣地區的範圍，包含哪些島嶼及離島，各自有什麼特色的發展？ 

 

活動一：氣候對生活的影響（80分鐘） 

一、引起動機 

1.觀賞影片：教師播放「臺灣的季風氣候」影片。 

2.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18 頁關於季風的插圖。 

3.問答： 

(1)請分享在不同季節，感受到天氣及雨量有什麼變化？ 

（依學生所在地區回答，例如：北部地區，夏季溼熱多雨，冬季溼冷連綿小

雨。） 

(2)臺灣的地理位置，對氣候變化造成什麼影響？ 

（臺灣位處太平洋和亞洲大陸交接帶，隨季節變化，產生不同風向的季風，並

帶來不同的雨量及氣溫。） 

二、閱讀與 T表比較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18 頁的課文及圖片。 

2.請學生透過 T 表，整理課本第 18頁的課文與情境圖片，比較西南季風與東

北季風的差異。 

3.教師將 T表投影放大，並請學生分享各不同比較項目的內容，共同完成上面

的表格。 

4.學生分享生活經驗中，夏季與冬季不同的季風氣候對生活有哪些影響？ 

三、分組蒐集資料與報告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19 頁的課文及圖片。 

2.教師將全班學生分組，每組利用電腦或平板查詢有關氣候影響生活的案例，

分別從建築、物產、氣象災害等三個面向，分別找出實際對生活產生影響的案

例。 

3.各組上臺報告居民因應在地氣候發展出的生活改變，並說明造成的原因。 

四、統整 

教師透過以下問題讓學生自己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1.探究臺灣因地理位置產生季風型氣候，對臺灣的夏季與冬季帶來怎樣的影

響？ 

2.人們因應不同氣候，創造出哪些不同的建築方式、物產種植，以及可能受到
哪些氣候災害的影響？ 

源。 

【環境教育】 

環 E3 了解人

與自然和諧共

生，進而保護

重要棲地。 

環 E5 覺知人
類的生活型態
對其他生物與
生態系的衝
擊。 

第十週 

第一單元臺灣

在世界的地理

位置 

第二課如何適
應自然環境發
展生活所需？ 

3 

社-E-A2 敏覺居住
地方的社會、自然與
人文環境變遷，關注
生活問題及其影響，
並思考解決方法。 

1b-III-3 解 析

特定人物、族群

與事件在所處時

間、空間脈絡中

的位置與意義。 

2a-III-1 關 注
社會、自然、人文
環境與生活方式
的互動關係。 

Ab-III-1 臺 灣

的地理位置、自

然環境，與歷史

文化的發展有關

聯性。 

Ab-III-3 自 然
環境、自然災害
及經濟活動，和
生活空間的使用
有關聯性。 

1.了解臺灣的

地理位置所帶

來的海洋資源，

使得人們與環

境互動產生不

同的海洋文化。

（ 1b-III-3 ，

Ab-III-1） 

2.解析不同時
期族群的遷徙、
交流與生活，表
達對臺灣在地
文化與全球發
展的連結。（2a-
III-2，Cc-III-
2） 

活動二：臺灣的海洋資源與文化（40分鐘） 

一、引起動機 

1.觀賞影片：教師播放「達悟族飛魚祭典」影片。 

2.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20 頁關於海洋資源的插圖。 

3.問答： 

(1)請分享日常生活中，常會食用的海鮮有哪些？ 

（魚、蝦子、貝類。） 

(2)臺灣鄰近的海洋有哪些具特色的魚群？ 

（宜蘭外海—鯖魚、西部外海—烏魚、虱目魚、基隆—鎖管、東部外海—飛

魚。） 

二、閱讀與問答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20 頁的課文及圖片。 

2.全班共同討論問答： 

(1)臺灣的地理位置與自然環境，對海洋資源產生什麼影響？ 

（臺灣外海有寒流與暖流，在不同季節帶來各具特色的魚群。） 

(2)夏季東部外海隨著暖流北上，帶來何種季節性魚類？ 

（飛魚，從東南亞地區隨著暖流北上。） 

(3)冬季西部外海隨著寒流南下，帶來何種季節性魚類？ 

（烏魚，從北方到臺灣西部外海產卵。） 

(4)不同的海洋資源，使得人們與環境互動產生哪些文化發展？ 

（夏季達悟族捕撈飛魚，發展出具生態保育的傳統文化，冬季人們出海捕烏

魚，帶來豐厚的收入並延伸出特有的文化祭典與經濟活動。）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海洋教育】 

海 E5 探討臺

灣開拓史與海

洋的關係。 

海 E15 認識家

鄉常見的河流

與海洋資源，

並珍惜自然資

源。 

【環境教育】 

環 E3 了解人

與自然和諧共

生，進而保護

重要棲地。 

環 E5 覺知人
類的生活型態
對其他生物與
生態系的衝
擊。 

 



三、烏金故事心智圖 

1.觀賞影片：教師播放「烏金的故事」影片。 

2.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21 頁的課文及圖片。 

3.教師將全班學生分組，各組學生發下一張海報，請各組學生完成一份烏金的

故事心智圖。 

4.學生除整課本上呈現有關烏魚的內容外，可透過平板電腦查詢有關烏魚的故

事，並寫入心智圖中。 

5.心智圖分類建議： 

(1)捕魚方式：傳統竹筏趕魚入網、機械漁船大量捕撈。 

(2)文化祭典：感謝神明保佑、傳統戲劇表演酬神。 

(3)經濟活動：烏魚子販售、文創商品、觀光文化祭典。 

(4)面臨困境：過度捕撈、人工養殖、漁業枯竭。 

6.各組將「烏金的故事」心智圖貼到黑板上，並請派同學上臺報告與說明。 

四、統整 

教師透過以下問題讓學生自己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1.臺灣有豐富的海洋資源，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 

2.臺灣近海季節性的魚類，使得人們與環境產生哪些互動？ 

 

活動三：留在臺灣的不同文化（80 分鐘） 

一、引起動機 

1.觀賞影片：教師播放「臺灣的歷史變遷」影片。 

2.問答： 

(1)請說說看臺灣曾經被哪些國家統治過？ 

（臺灣曾經被荷蘭、鄭氏政權、清帝國與日本統治過。） 

(2)這些來自不同地區的統治者，曾在臺灣留下哪些足跡？ 

（荷蘭人—紅毛城、鄭氏政權—臺南孔廟、清帝國—臺北城、日本—總統府

等。）二、閱讀東亞地圖認識臺灣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22 頁的課文及圖片。 

2.問答： 

(1)臺灣在東亞航運的地理位置，具有什麼重要性？ 

（交通運輸要道、豐富的物產，具有重要的軍事戰略地位，成為鄰近國家都想

要占領的島嶼。） 

(2)臺灣所處的東亞位置，對於歷史的發展產生什麼影響？ 

(3)不同國家進入臺灣統治，對族群間的相處產生什麼影響？ 

(4)臺灣有哪些物產成為對外貿易的商品？ 

三、製作臺灣歷史年表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23 頁的課文及圖片。 

2.學生根據所在縣市，透過平板查閱不同時期，有哪些重要的文化資產，並製

作成下方的臺灣歷史變遷與文化資產表： 

  

3.學生發表製作的臺灣歷史年表，並挑選一個文化資產介紹。 

4.透過這些文化資產，我們可以發現臺灣文化有什麼特色？ 

四、臺灣與世界連結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24 頁的課文及圖片。 

2.問答： 

(1)臺灣有哪些國際機場，可通往世界哪些城市？ 

(2)臺灣有哪些國際港口，具有哪些功能？ 

(3)根據交通部觀光局的統計，2021 年世界各地區人民到臺灣的比例為何？ 

五、探究社會有絕招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25 頁的課文及圖片。 

2.探究活動：介紹臺灣 

(1)發現問題：我們可以從哪些方面介紹臺灣？ 

(2)蒐集資料：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蒐集與問題相關的資料？例如：翻閱課

本、上網搜尋、查找書籍或其他方法。 

(3)擬定策略： 

以心智圖方式進行介紹臺灣的分類，包含：地理位置、海洋資源與文化、鄰近

國家與海洋、氣候類型等，並以此延伸蒐集相關資訊放入心智圖第二層。 

(4)行動省思： 

過資料查找後，我們了解到臺灣不同方面的特色，想一想，這些特色對臺灣的



發展產生什麼影響？ 

六、統整 

教師透過以下問題讓學生自己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1.不同時期的族群進入臺灣，對在地的文化發展產生什麼影響？ 

2.臺灣的文化與經濟，如何透過海洋獲得發展並與全球連結？ 

第十一週 

第四單元臺灣

的土地開墾與

環境變遷 

第一課早期人
們如何開墾與
遷移？ 
 
《期中考》 

3 

社-E-C3 了解自我
文化，尊重與欣賞多
元文化，關心本土及
全球議題。 

1b-III-3 解 析

特定人物、族群

與事件在所處時

間、空間脈絡中

的位置與意義。 

2b-III-2 理 解

不 同 文 化 的 特

色，欣賞並尊重

文化的多樣性。 

3c-III-1 聆 聽
他人意見，表達
自我觀點，並能
與他人討論。 

Cb-III-2 臺 灣

史前文化、原住

民族文化、中華

文化及世界其他

文化隨著時代變

遷，都在臺灣留

下有形與無形的

文化資產，並於

生 活 中 展 現 特

色。 

Cc-III-2 族 群
的遷徙、通婚及
交流，與社會變
遷互為因果。 

1.理解平埔族

群受到漢人統

治與開墾的影

響而被迫在島

內遷移。（ 1b-

III-3、2b-III-

2、3c-III-1，

Cc-III-2） 

2.認識臺灣漢

人傳統家族形

成的背景與家

族的功能。（1b-

III-3、2b-III-

2、3c-III-1，

Cb-III-2） 

3.了解清帝國
時期漢人文化
成為社會主流
的過程。（ 1b-
III-3、2b-III-
2、3c-III-1，
Cb-III-2） 

活動一：平埔族群的島內遷移（40 分鐘） 

一、引起動機 

1.教師播放動畫「平埔族分布圖」，請學生專心欣賞。 

2.問答：平埔族群是一個族群的名稱嗎？為什麼漢人稱他們為平埔族群？ 

（平埔族群並非一個族，而是包含噶瑪蘭族、道卡斯族、西拉雅族等族群的總

稱，他們因長期生活在西部及東北部的平原及丘陵地，而被漢人稱為平埔族

群。） 

二、閱讀與問答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74 頁的課文與圖片。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問答： 

(1)隨著漢人大量來臺開墾，平埔族群受到哪些影響？ 

（生活空間嚴重受到影響。） 

(2)面對漢人不斷越界開墾，清帝國制定哪些政策？成效如何？ 

（清帝國曾經畫分漢人與原住民族居住的界線，禁止漢人開墾土地，仍難以阻

擋漢人跨界。） 

(3)請舉例說明有哪些平埔族群因漢人開墾而被迫遷移？ 

（例如：吳沙招募不同祖籍的漢人，在宜蘭頭城建立開墾的起點，漢人先以武

力強占，而後以買賣、貨物交易等方式取得土地。宜蘭的噶瑪蘭族，遭到漢人

入侵開墾，生存空間縮小，部分噶瑪蘭族人留下來與漢人通婚，部分族人遷移

到花蓮與臺東等地。） 

(4)如果你是噶瑪蘭族人，會選擇離開還是留下來，為什麼？ 

（請學生依自己的想法回答。） 

三、動畫欣賞與問答 

1.教師播放動畫「頭目潘敦仔與平埔族人」，請學生專心欣賞。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討論： 

(1)誰曾帶領族人協助清帝國平定地方動亂？ 

(2)在平定動亂後，清帝國怎麼獎賞頭目潘敦仔？ 

(3)為了開墾出更多的田地，岸裡社族人與漢人訂定什麼契約？ 

四、統整 

教師透過以下問題讓學生自己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1.面對漢人不斷越界開墾，清帝國制定哪些政策？成效如何？ 

2.隨著漢人大量來臺開墾，平埔族群受到哪些影響？ 

 

活動二：家族參與地方公共事務（40分鐘） 

一、複習舊經驗 

1.教師引導學生複習「平埔族群的島內遷移」。 

二、閱讀與問答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76～77頁的課文與圖片。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問答： 

(1)清帝國統治時期，漢人家族是如何形成的？ 

(2)家族中的族長由誰擔任？ 

(3)家族如何參與各項地方公共事務？ 

(4)家族如何面對地方或跨區的衝突事件？ 

(5)臺灣的不同族群是如何從衝突轉為合作？ 

三、統整 

教師透過以下問題讓學生自己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活動三：漢人文化成為社會主流（40分鐘） 

一、引起動機 

1.教師引導學生思考：隨著漢人移民的增加，漢人文化透過哪些方式逐漸成為

社會主流？  

二、閱讀與問答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78～79頁的課文與圖片。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問答： 

(1)隨著漢人移民生活的改善與村落形成，出現什麼改變？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紙筆評量 

【多元文化教

育】 

多 E4 理解到

不同文化共存

的事實。 

多 E6 了解各

文化間的多樣

性與差異性。 

【原住民族教

育】 

原 E6 了解並
尊重不同族群
的歷史文化經
驗。 

 



（文教事業也逐漸興起。） 

(2)當時漢人子弟主要的學習場所有哪些？  

(3)私塾如何設立？其教育方式是什麼？ 

 (4)書院如何設立？其教育方式是什麼？ 

（書院由官方或民間設立，被視為地方文風盛行程度的指標，通常會邀請有名

望的學者，教授中華文化經典，並參加清帝國選拔官員的考試。） 

(5)臺灣的原住民族如何受到漢人文化的影響？ 

（漢人主導臺灣的政治與經濟、教育活動，且不斷與平埔族群人們通婚、租地

耕作與購買土地，使得平埔族群因與漢人接觸頻繁而受到很大的影響。） 

(6)為什麼生活在深山的原住民族，仍能保有原來的文化？ 

（因為他們與漢人接觸較少，受漢化影響較少，故能保有原來的文化。） 

三、分組討論與報告 

1.教師請各組討論「清帝國時期，平埔族群在哪些方面受到漢人文化的影

響」，並將討論結果記錄在附件小白板上。 

2.各組上臺報告討論結果，教師再將答案進行彙整。 

四、統整 

教師透過以下問題讓學生自己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1.漢人子弟主要的學習場所有哪些？ 

2.清帝國時期，平埔族群在哪些方面受到漢人文化的影響？ 

第十二週 

第四單元臺灣

的土地開墾與

環境變遷 

第二課人們如
何善用地形開
發土地？ 

3 

社-E-A2 敏覺居住
地方的社會、自然與
人文環境變遷，關注
生活問題及其影響，
並思考解決方法。 

2a-III-1 關 注
社會、自然、人文
環境與生活方式
的互動關係。 

Ab-III-3 自 然
環境、自然災害
及經濟活動，和
生活空間的使用
有關聯性。 

1.認識板塊運

動，並理解板塊

運動造就臺灣

豐富的地形。

（ 2a-III-1 ，

Ab-III-3） 

2.了解人口聚
集的地形與經
濟發展的關聯
性。（2a-III-1，
Ab-III-3） 

活動一：臺灣島的誕生與多元地形（80分鐘） 

一、引起動機 

1.教師播放動畫「由板塊擠壓而產生的地貌」，請學生專心觀看。 

2.問答：板塊擠壓會造成哪種地形呢？ 

（河川沖積的平原、被山地圍繞而中間平坦的盆地、地勢低緩的丘陵、高聳的

山地，及各種不同的海岸地形景觀。） 

二、閱讀與問答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88～89頁的課文與圖片。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問答： 

(1)臺灣島是如何形成的？ 

（因為菲律賓板塊和歐亞板塊的擠壓所造成。） 

(2)臺灣位處的板塊至今仍在推擠碰撞嗎？會帶來什麼影響？ 

（還在持續推擠及碰撞，因此導致地震十分頻繁。） 

三、分組討論與報告 

1.教師請各組討論「因為板塊擠壓而產生的地形」，並將討論結果記錄在附件

小白板上。 

（例如：因為板塊運動造就臺灣豐富的地形。有河川沖積的平原、被山地圍繞

而中間平坦的盆地、地勢低緩的丘陵、高聳的山地，及各種不同的海岸地形景

觀。） 

四、統整 

教師透過以下問題讓學生自己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活動二：人口聚集的地形與經濟發展（80 分鐘）1 

一、引起動機 

1.教師播放 PPT，讓學生想想看，何種地形適合農作物生產及人口聚集居住？

（平原、盆地。） 

二、閱讀與問答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90～91頁的課文與圖片。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問答： 

(1)何種地形適合大範圍種植農作物？（平原。） 

(2)全臺最廣大，有臺灣穀倉之稱的是哪一個平原？（嘉南平原。） 

(3)說說看集村與散村的差別為何？  

(4)形容一下盆地的地形樣貌為何？（底部平坦，四周有丘陵、山地環繞。） 

(5)盆地適合聚落發展嗎？（適合，盆地中間平坦地形，適合發展為聚落。） 

(6)臺北盆地有何種條件能夠發展成為今日的首都？ 

（盆地中間平坦的地形，適合發展聚落。並成為鄰近山地、丘陵農產品的集散
地，隨著經濟與交通發展，部分地區容易擴展成為人口密集的都會區。）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第十三週 

第四單元臺灣

的土地開墾與

環境變遷 

3 
社-E-A2 敏覺居住
地方的社會、自然與
人文環境變遷，關注

2a-III-1 關 注
社會、自然、人文
環境與生活方式

Ab-III-3 自 然
環境、自然災害
及經濟活動，和

1. 了解人口聚

集的地形與經

濟發展的關聯

活動二：人口聚集的地形與經濟發展（80 分鐘）2 

三、動畫欣賞與討論 

1.教師播放動畫「盆地的從前與現在」，請學生專心欣賞。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第二課人們如
何善用地形開
發土地？ 

生活問題及其影響，
並思考解決方法。 

的互動關係。 生活空間的使用
有關聯性。 

性。（2a-III-1，

Ab-III-3 

2. 說明為了滿
足生活需求，人
們會如何運用
自然環境。（2a-
III-1，Ab-III-
3）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討論： 

(1)盆地最開始的主要功能是什麼？ 

（底部的平原容易形成聚落、周邊丘陵、山地農產品的集散地。） 

(2)請舉出一個例子說明現今盆地的發展為何？  

四、統整 

教師透過以下問題讓學生自己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1.何種地形最適合大範圍的種植稻米、雜糧或蔬果等農作物？ 

2.底部平坦，四周被丘陵、山地環繞的是什麼地形？這種地形的特色是什麼？ 

活動三：善用土地資源進行開發（80分鐘） 

一、引起動機 

1.教師播放 PPT 讓學生想想看，人們可以如何運用丘陵、台地等地形來開發生

活所需？ 

（丘陵可以種植合適的作物，像是茶葉、果樹等，台地取水不易，可用人工的

方式開鑿埤塘。） 

二、閱讀與問答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92～93頁的課文與圖片。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問答： 

(1)丘陵分布在哪裡？ 

（山地與平原之間。） 

(2)丘陵地形適合栽種何種作物？ 

（坡度較緩的丘陵，可作為農業用地，栽種茶葉或果樹等經濟作物。） 

(3)丘陵地形可以居住嗎？ 

（可以，早期臺灣北部瑞芳地區因發現礦產，吸引許多人前往開採，為滿足居

住與日常生活需求，便在鄰近有限的山坡地建造許多房屋，形成獨特的階梯式

建築景觀。） 

(4)試著描述台地地形是什麼樣貌？ 

（台地是指凸起而頂面平坦的地形。） 

三、統整 

教師透過以下問題讓學生自己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1.何種地形是由較為低矮連綿的山丘所形成，適合栽種茶葉或果樹等經濟作

物？ 

2.何種地形因為尋找水源灌溉不易，往往開鑿出許多埤塘用來儲水灌溉？ 

第十四週 

第四單元臺灣

的土地開墾與

環境變遷 

第二課人們如
何善用地形開
發土地？、第三
課人們如何利
用不同的海岸
地形？ 

3 

社-E-A2 敏覺居住
地方的社會、自然與
人文環境變遷，關注
生活問題及其影響，
並思考解決方法。 

2a-III-1 關 注
社會、自然、人文
環境與生活方式
的互動關係。 

Ab-III-3 自 然

環境、自然災害

及經濟活動，和

生活空間的使用

有關聯性。 

Ca-III-2 土 地
利用反映過去和
現 在 的 環 境 變
遷，以及對未來
的展望。 

1.理解山林的

土地利用及山

林保育的重要

性。（2a-III-1，

Ca-III-2） 

2. 能說出東西
岸海岸發展的
差異性。（2a-
III-1，Ab-III-
3） 

活動四：臺灣山林的利用及保育（80分鐘） 

一、複習舊經驗 

1 複習四年級「山地」地形概念： 

（高度超過 1,000公尺且地勢起伏大的地形稱作山地。） 

二、閱讀與問答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94～95頁的課文與圖片。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問答： 

(1)臺灣的山地地形大約占了多少部分？主要有哪些山脈？ 

（臺灣的土地面積中，山地占了 2/3。主要有雪山山脈、阿里山山脈、玉山山

脈、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 

(2)說出你知道的山地景觀有哪些？ 

（利用網路尋找相關資訊，例如：雪山的冰河遺跡、玉山是臺灣最高的山、阿

里山的雲海等。山地保護著豐富的自然生態與資源，森林是山地動植物的棲息

地，也曾是許多原住民族的生活家園，發展出與山林共存的傳統文化。） 

三、影片欣賞與討論 

1.教師播放影片「公共電視臺—關於雪山冰河遺跡或阿里山雲海的影片」，請

學生專心欣賞。 

四、統整 

教師透過分組討論方式讓學生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關於山地土地利用的方式，請分組討論主題：「環境保育」、「森林遊樂」、「自

然教育」等，上網查找親近山林的活動，並與全班同學分享。 

 

活動一：東西海岸發展的差異（80 分鐘）1 

一、引起動機 

1.教師播放影片「臺灣西部海岸的發展」，請學生專心觀看。 

2.問答：試著說明西部海岸的發展為何？ 

（西部地區地形較為平緩，河流在出海口處的堆積作用，形成沙灘、沙洲等地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形，利於早期小型船舶停靠，因此早期人們都由西部登陸，並利用這裡的地形

製鹽、養殖牡蠣等。） 

二、閱讀與問答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96～97頁的課文與圖片。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問答： 

(1)清帝國時期的移民為何多由西部登陸？ 

（西部地區地形較為平緩，河流在出海口處的堆積作用，形成沙灘、沙洲等地

形，利於早期小型船舶停靠。） 

(2)除了容易上岸以外，西部海岸還有什麼特殊性？ 

（可以發展經濟，例如製鹽、養殖牡蠣等。） 

(3)西部海岸容易登陸，那東部海岸的地形呢？ 

(4)東部海岸的開發與西部海岸的差異性為何？ 

 

第十五週 

第四單元臺灣

的土地開墾與

環境變遷 

第三課人們如
何利用不同的
海岸地形？ 

3 

社-E-A2 敏覺居住
地方的社會、自然與
人文環境變遷，關注
生活問題及其影響，
並思考解決方法。 

2a-III-1 關 注
社會、自然、人文
環境與生活方式
的互動關係。 

Ab-III-3 自 然
環境、自然災害
及經濟活動，和
生活空間的使用
有關聯性。 

1.能說出東西

岸海岸發展的

差異性。（2a-

III-1，Ab-III-

3） 

2.能說出臺灣
南北特殊的海
岸地形。（2a-
III-1，Ab-III-
3） 

活動一：東西海岸發展的差異（80 分鐘）2 

三、分組討論與報告 

1.教師請各組討論「東部海岸與西部海岸發展的差異」，並將討論結果記錄在

附件小白板上。 

（例如：西部地區的地形較為平緩，利於早期小型船舶停靠。東部海岸因為有

山脈作為天然屏障，因此增添了與西部交流的難度，因此讓東部海岸開發較

晚，但也保留了原始的美麗風景。） 

2 組上臺報告討論結果，教師再將答案進行彙整。 

四、統整 

教師透過以下問題讓學生自己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1.臺灣西部海岸是如何發展的？ 

2.臺灣東部海岸發展的狀態是如何？ 

 

活動二：特殊的海岸地形（80 分鐘） 

一、引起動機 

1.教師準備 PPT 介紹北海岸的奇岩怪石及南部的珊瑚礁海岸。 

二、閱讀與問答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98～99頁的課文與圖片。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問答： 

(1)臺灣北部海岸為何有這麼多奇岩怪石？ 

（受到東北季風的風化以及海浪的侵蝕等影響。） 

(2)北海岸的地形為何適合發展成為港口？ 

（因為在海岸的尖端是岬角，凹進去的地方是海灣，這樣的地形可以躲避風

雨，適合發展成為港口。） 

(3)南部多珊瑚礁海岸，是因為何種原因？ 

（南部屬於熱帶氣候，溫暖乾淨的海水適合珊瑚礁生長，因此形成獨特的珊瑚

礁海岸。） 

(4)珊瑚礁海岸隱藏暗礁，可能導致船難發生，清帝國政府因此在此設立了什

麼？ 

（燈塔。） 

三、影片欣賞與討論 

1.教師播放影片「珊瑚礁生態影片」，請學生專心欣賞。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討論：(1)珊瑚礁適合生長在哪裡？（溫暖乾淨海水裡） 

四、統整 

教師透過以下問題讓學生自己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1.臺灣北部海岸地形的特殊性為何？為什麼適合發展成為觀光景點？ 

2.臺灣南部海岸地形的特殊性為何？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第十六週 

第五單元考珍

惜臺灣，放眼未

來 

第一課史前人
們如何利用土
地 與 資 源 生
活？ 

3 

社-E-A2  

敏覺居住地方的社

會、自然與人文環境

變遷，關注生活問題

及其影響，並思考解

決方法。 

1b-III-3 解 析

特定人物、族群

與事件在所處時

間、空間脈絡中

的位置與意義。 

2b-III-2 理 解
不 同 文 化 的 特
色，欣賞並尊重
文化的多樣性。 

Cb-III-2 臺 灣
史前文化、原住
民族文化、中華
文化及世界其他
文化隨著時代變
遷，都在臺灣留
下有形與無形的
文化資產，並於
生 活 中 展 現 特

1.了解臺灣早

期歷史的發展，

欣賞並尊重文

化的多樣性。

（ 2b-III-2 ，

Cb-III-2） 

2. 體會史前人

們就地取材的

生活。（1b-III-

活動一：追根究柢尋臺灣（40 分鐘） 

一、引起動機 

1.教師播放「臺灣多元文化的形成」動畫，請學生仔細觀賞。 

2.問答：想一想，在臺灣這塊土地上曾有過哪些文化呢？ 

（史前文化、原住民族文化、荷西文化、漢人文化、日本文化等。） 

二、閱讀與問答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32～33頁的課文與圖片。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問答： 

(1)臺灣在很早以前有哪些居民？為什麼有些族群遷居到臺灣？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社-E-B3  

體驗生活中自然、族

群與文化之美，欣賞

多元豐富的環境與

文化內涵。 

社-E-C3  
了解自我文化，尊重
與欣賞多元文化，關
心本土及全球議題。 

色。 3，Cb-III-2） 

3.認識史前時
代農業與聚落
的發展。（1b-
III-3，Cb-III-
2） 

（在很早以前，就有人類居住在臺灣這片土地上，有些族群可能受到環境、氣

候變遷的影響而來到臺灣，也有些族群為了探索世界而冒險遠渡重洋，在克服

種種難關後，陸續來到這片土地上生活。） 

(2)什麼是史前時代？ 

（史前時代是指沒有文字紀錄的年代。） 

(3)什麼是歷史時期？ 

（歷史時期是指有留下文字紀錄的時期。） 

(4)為什麼要認識先民遺留的建築、古物、書籍、傳統表演藝術和民俗活動？ 

（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當時的生活與曾發生過的事蹟，藉由認識這些珍貴的文化

資產，我們可以了解臺灣的歷史發展，並體會臺灣多元的文化。） 

(5)在臺灣不同的時代，有哪些事物曾經出現又消失了？ 

(6)在臺灣不同時代出現的事物，有哪些流傳至今？ 

三、分組討論與報告 

1.教師請各組討論「臺灣的文化是由哪些族群共同形成的」，並將討論結果記

錄在附件小白板中。 

（例如：早期有許多族群陸續來到臺灣，這些族群以臺灣為家，興建各種建

築，製造許多器物，也將不同的文化引進臺灣，像是豌豆是荷蘭人引進的、壽

司由日本傳入、速食文化由美國傳入等，因為不同族群先後來到臺灣，使得臺

灣展現出多元的文化風貌。） 

2.各組完成討論與記錄後，派一位學生上臺報告。 

3.教師在分組報告完成後，給予回饋與建議。 

四、統整 

教師透過以下問題讓學生自己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1.史前時代與歷史時期有什麼不同？ 

2.臺灣文化的多樣性是怎麼形成的？ 

 

活動二：就地取材的生活（40 分鐘） 

一、引起動機 

1.教師播放影片「臺灣史前文化館 認識先民生活智慧」，請學生認真觀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LXu39P29ew 

2.問答：你知道先民有哪些生活智慧？  

二、閱讀與問答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34～35頁的課文與圖片。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問答： 

(1)考古學家根據史前遺址中先民使用的器物材質與製作方法，分為哪幾個年

代？（舊石器、新石器和金屬器三個時代。） 

(2)史前時代的人們為什麼過著就地取材的生活？ 

(3)長濱文化的人們是如何生活的？（採集野菜、野果打獵、捕魚維生。） 

(4)長濱文化還有哪些特色？ 

三、分組討論與報告 

1.教師請各組討論「新石器與舊石器的人們有哪些生活上的差異」，並將討論

結果記錄在附件小白板上。 

2.各組將討論結果張貼在黑板上並報告，教師再將答案進行彙整。 

 

活動三：史前農業與聚落（40 分鐘） 

一、閱讀與問答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36 頁的課文。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問答： 

(1)臺灣從何時開始有農業活動？ 

（新石器時代，距今約 5,000∼4,500 年前。） 

(2)從哪一個史前遺址中，可以發現臺灣最早的農業活動？  

(3)當時的人們從事哪些農業活動？ 

(4)史前農業的發展與聚落的形成有什麼關聯？ 

(5)大坌坑文化遺址發現的陶器多可見到繩紋，請問繩紋是如何形成的？ 

二、看圖動動腦 

教師播放十三行遺址照片 PPT，引導學生思考，並進行問答： 

三、分組討論與報告 

1.教師請各組討論「鐵器的使用如何提升農業的生產能力？」並將討論結果記

錄在附件小白板上。 



2.各組將討論結果張貼在黑板上並報告，教師再將答案進行彙整。 

四、統整 

教師透過以下問題讓學生自己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1.史前人們從事哪些農業活動？ 

2.史前農業發展對聚落帶來哪些影響？ 

第十七週 

第五單元考珍

惜臺灣，放眼未

來 

第一課史前人
們如何利用土
地 與 資 源 生
活？、第二課原
住民族如何與
自然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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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E-A2 敏覺居住

地方的社會、自然與

人文環境變遷，關注

生活問題及其影響，

並思考解決方法。 

社-E-B3 體驗生活

中自然、族群與文化

之美，欣賞多元豐富

的環境與文化內涵。 

社-E-C3 了解自我
文化，尊重與欣賞多
元文化，關心本土及
全球議題。 

1b-III-3 解 析

特定人物、族群

與事件在所處時

間、空間脈絡中

的位置與意義。 

2b-III-2 理 解

不 同 文 化 的 特

色，欣賞並尊重

文化的多樣性。 

3d-III-1 選 定
學習主題或社會
議題，進行探究
與實作。 

Bc-III-1 族 群

或地區的文化特

色，各有其產生

的背景因素，因

而形塑臺灣多元

豐 富 的 文 化 內

涵。 

Cb-III-2 臺 灣
史前文化、原住
民族文化、中華
文化及世界其他
文化隨著時代變
遷，都在臺灣留
下有形與無形的
文化資產，並於
生 活 中 展 現 特
色。 

1.說出史前文

化不同地區間

的交流。（ 3d-

III-1，Cb-III-

2） 

2.了解臺灣原

住民族的傳說

與先民遷徙間

的關聯。（ 1b-

III-3，Cb-III-

2） 

3.體會臺灣原
住民族神話中
尊重自然、保育
生態的精神。
（ 2b-III-2 ，
Bc-III-1） 

活動四：史前文化的交流（40 分鐘） 

一、引起動機 

1.教師播放影片「科學再發現 玉器遺址橫貫臺灣」，請學生認真觀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kVvSUcbAlA 

2.問答：你知道「臺灣玉」有什麼特徵嗎？ 

（臺灣玉外觀青綠透明，具有觀賞價值。） 

二、閱讀與問答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38 頁的課文與圖片。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問答： 

(1)隨著農業生產力增加，聚落間進行什麼樣的交流？ 

（聚落間盛行著交換物品。） 

(2)臺灣玉的產地在哪裡？（花蓮。） 

(3)目前在臺灣哪些地方發現史前臺灣玉器？ 

（臺東的卑南遺址以及臺灣各地多處遺址。） 

(4)臺灣史前玉器在臺灣各地出土，還在東南亞地區被發現，這具有什麼意

義？  

三、影片欣賞與討論 

1.教師播放影片「花蓮考古館首件展品出國！崇德遺址史前玻璃珠美國進行成

分分析研究」。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d3C-1nrpx4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討論： 

(1)花蓮崇德遺址出土的玻璃珠是由何處製造？ 

 (2)除了花蓮崇德遺址，臺灣還有哪處遺址發現玻璃珠？ 

（十三行文化遺址。） 

(3)遺址中出土玻璃珠有何代表意義？  

四、探究社會有絕招 

教師說明情境。(1)發現問題：史前時期的不同時代，分別有哪些特徵？ 

五、統整 

教師透過以下兩個問題讓學生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1.從出土的哪些器物可發現史前文化存在著交流？ 

2 同一個考古遺址會有不同時代的文化嗎？ 

 

活動一：原住民族的遷徙傳說（40 分鐘） 

一、引起動機 

1.教師播放動畫「探訪臺灣原住民族」，請學生認真觀賞。 

2.問答：看完動畫後，你知道臺灣目前經政府認定的原住民族有幾族？ 

（十六個族群。） 

二、閱讀與問答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40 頁的課文與圖片。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問答： 

(1)根據考古研究，臺灣原住民族的祖先何時遷徙來臺灣？ 

（很可能早在史前時代就已遷徙來臺灣。） 

(2)目前經政府認定的原住民族有哪十六個族群？ 

（目前經政府認定的原住民族有：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魯凱族、鄒族、

賽夏族、雅美族（達悟族）、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拉阿魯哇族、

卡那卡那富族，共 16族。） 

(3)各族透過哪些方式來傳承傳統文化？ 

三、動畫欣賞與討論 

1.教師播放動畫「逐鹿傳說繪本動畫」，請學生認真觀賞。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討論： 

(1)邵族的逐鹿傳說主要的故事內容是什麼？ 

(2)從邵族的白鹿傳說中，可以發現什麼？ 

四、統整 

教師透過以下問題讓學生自己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1.臺灣有哪些原住民族？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習作評量 

  



2.臺灣的原住民族如何記錄族群的起源與遷徙？ 

 

活動二：原住民族的神話（40 分鐘） 

一、複習舊經驗 

1.教師引導學生，簡要複習邵族的逐鹿傳說與布農族的洪水神話，了解原住民

族對自然環境的尊重與敬畏。 

二、閱讀與問答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42 頁的課文與圖片。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問答： 

(1)原住民族的傳說故事，蘊藏著哪些道理？ 

三、動畫欣賞與討論 

1.教師播放動畫「鬼湖傳說—巴冷公主」，請學生認真觀賞。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討論： 

3.教師播放動畫「飛魚之神」，請學生認真觀賞。 

4.教師引導學生進行討論： 

(1)在雅美族（達悟族）關於飛魚的神話傳說中，教導族人哪些觀念？ 

(2)雅美族（達悟族）為什麼要規範族人捕魚的季節？ 

(3)從雅美族（達悟族）規範族人捕魚的季節來看，可得知他們已具備什麼觀

念？（雅美族（達悟族）人已有生態保育的智慧。） 

四、分組討論與報告 

1.教師請各組討論「曾聽過或讀過的原住民族的自然神話，以及其所蘊含的意

義」，並將討論結果記錄在附件小白板上。 

2.各組將討論結果張貼在黑板上並報告，教師再將答案進行彙整。 

五、統整 

教師透過以下問題讓學生自己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1.臺灣原住民族有哪些自然神話？ 

2.臺灣原住民族的自然神話各具有哪些意義？ 

第十八週 

第五單元臺灣

山海變奏曲 

第第二課海岸
地形對開發的
影響？、第三課
現今土地開發
對環境造成哪
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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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E-A2 敏覺居住

地方的社會、自然與

人文環境變遷，關注

生活問題及其影響，

並思考解決方法。 

社-E-B3 體驗生活

中自然、族群與文化

之美，欣賞多元豐富

的環境與文化內涵。 

社-E-C3 了解自我
文化，尊重與欣賞多
元文化，關心本土及
全球議題。 

1b-III-2 理 解

各種事實或社會

現象的關係，並

歸納出其間的關

係或規律性。 

2b-III-2 理 解
不 同 文 化 的 特
色，欣賞並尊重
文化的多樣性。 

Ab-III-3 自 然

環境、自然災害

及經濟活動，和

生活空間的使用

有關聯性。 

Bc-III-1 族 群

或地區的文化特

色，各有其產生

的背景因素，因

而形塑臺灣多元

豐 富 的 文 化 內

涵。 

Ca-III-1 都 市
化與工業化會改
變環境，也會引
發環境問題。 

1.認識原住民

族的社會組織

與生活方式。

（ 2b-III-2 ，

Bc-III-1） 

2.了解過度開

發對土地及環

境帶來的影響。

（ 1b-III-2 ，

Ab-III-3、Ca-

III-1） 

3.了解保護海
岸資源的重要
性。（1b-III-2，
Ab-III-3、Ca-
III-1） 

活動三：原住民族的社會組織與生活（40 分鐘） 

一、引起動機 

1.教師播放動畫「原住民族的社會組織與生活」，請學生認真觀賞。 

2.問答：看完動畫簡介後，你發現原住民族的社會組織與生活和傳統漢人有什

麼不同呢？ 

（例如：原住民族可能由頭目或長老來決定重要事務，而傳統漢人可能由族長

來領導。） 

二、閱讀與問答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44 頁的課文與圖片。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問答： 

(1)早期原住民族生活的中心是什麼？ 

（部落是早期原住民族生活的中心，通常由許多家族所組成。） 

(2)部落裡的重要事務由誰決定？ 

（有些是由長老或領袖組成的部落會議產生，有些則是由頭目或祭司決定。） 

(3)部落裡的成員必須共同承擔遵守哪些事務？ 

（部落裡所有的成員都必須共同承擔與遵守部落裡的祭典、狩獵及禁忌等重要

事務，並分工合作完成。） 

三、動畫欣賞與討論 

1.教師播放動畫「原住民族的共享文化」，請學生認真觀賞。 

2.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45 頁的課文與圖片後進行討論： 

四、分組討論與報告 

1.教師請各組利用附件三，選擇一族感興趣的原住民族，查詢與該族相關的資

料，並與同學們分享。 

2.各組分享查詢成果，教師再將答案進行彙整。 

五、習作習寫 

完成習作第二單元 2「尊重自然的原住民族」。 

六、統整 

教師透過以下三個問題讓學生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1 原住民族部落裡的成員必須共同承擔遵守哪些事務？ 

2.臺灣的原住民族如何進行族群內的互助及分享？ 

 

活動一：過度開發對土地的影響（40分鐘）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一、引起動機 

1.教師播放影片「地層下陷帶來的問題」，請學生專心觀看。 

2.問答：地層下陷會帶來什麼問題呢？ 

二、閱讀與問答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100～101 頁的課文與圖片。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問答： 

(1)為了灌溉農作物而抽取地下水，會產生什麼樣的問題？ 

（會造成地層下陷，影響建築物的安全。） 

(2)不當開墾山坡地，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會影響水土保持，造成水土流失。遇上強降雨或地震時，容易引發山崩和土

石流。） 

(3)因工商業發達，吸引人們移居，導致人車過度集中會帶來什麼樣的問題？ 

三、分組討論與報告 

1.教師請各組討論「過度開發對土地造成的影響」，並將討論結果記錄在附件

小白板上。 

2.各組上臺報告討論結果，教師再將答案進行彙整。 

 

活動二：保護海岸資源（40分鐘） 

一、引起動機 

1.教師準備 PPT 說明海岸被汙染的嚴重性及可能發生哪些問題。 

（會造成海岸棲地的破壞，生態環境惡化等。） 

二、閱讀與問答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102頁的課文與圖片。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問答： 

(1)臺灣部分海岸目前正面臨什麼樣的危機？ 

（廢棄物汙染、海岸人工化、人為過度開發等。） 

(2)這些危機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 

（會對沿海的天然資源與生態環境造成破壞。） 

(3)世界海洋日是幾月幾號？推廣世界海洋日的目的是什麼？  

三、影片欣賞與討論 

1.教師播放影片「塑膠廢棄物流入海洋，食物鏈反撲」，請學生專心欣賞。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討論： 

(1)塑膠廢棄物如果流入海洋，會帶來什麼樣的汙染？ 

四、統整 

教師透過以下問題讓學生自己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1.臺灣海岸目前有著什麼汙染問題？ 

2.如何改善我們的海岸汙染問題？讓我們的海岸恢復美麗的面貌。 

第十九週 

第六單元我的

臺灣小書 

  

3 

社-E-A3 探究人類
生活相關議題，規劃
學習計畫，並在執行
過程中，因應情境變
化，持續調整與創
新。 

3b-Ⅲ-2 摘取及

整理社會議題相

關資料的重點，

判讀其正確性及

價值，並加以描

述和解釋。 

3c-Ⅲ-2 發揮各
人不同的專長，
透過分工進行團
隊合作。 

Ab-Ⅲ-1 臺灣的

地理位置、自然

環境，與歷史文

化的發展有關聯

性。 

Bc-Ⅲ-1 族群或
地 區 的 文 化 特
色，各有其產生
的背景因素，因
而形塑臺灣多元
豐 富 的 文 化 內
涵。 

1.能回顧所學

內容，覺察自己

感興趣的主題。

（3b-Ⅲ-2，Ab-

Ⅲ-1、Bc-Ⅲ-1） 

2.能與團隊一
起規畫學習任
務、討論分工，
並檢視進度。
（3c-Ⅲ-2，Ab-
Ⅲ-1、Bc-Ⅲ-1） 

活動一：回顧與感受（40分鐘） 

一、複習舊經驗 

教師引導學生閱讀目次頁，以及本學期學過的各個單元，請學生回想並回答下

列問題： 

1.如果我們想製作一本關於臺灣的小書，過去這學期所學的單元中，有哪些學

到的內容是相關連的？ 

(1)臺灣！我的家： 

（了解臺灣位置的重要性，以及地理位置對臺灣的發展有哪些影響。） 

(2)考古傳說見臺灣： 

（了解臺灣史前文化人們生活的面貌，以及原住民族的傳說與文化。） 

(3)臺灣登上世界舞臺： 

（了解許多不同國家的人陸續到臺灣進行貿易、開發和建設等活動，臺灣與他

們產生的互動，以及產生了哪些改變。） 

2.如果要用簡單的關鍵詞，替這些單元寫下特別有印象的內容，你會寫下什

麼？  

二、探索感興趣的主題 

1.教師引導學生將關鍵詞寫在便條紙或紙卡上，並將這些關鍵詞排在各組的桌

上。 

2.每位學生從裡頭挑選最感興趣或還想再了解的 3～5個主題，做上記號。 

3.小組內輪流分享，讓每位學生描述自己挑選的 1～2個主題，以及感到有興

趣或好奇的地方在哪裡。 

4.各組挑選一個重複性最高的主題。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三、統整 

課堂中學過的主題都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我們可以挑選感興趣的主題，透

過資料的查詢與閱讀，去做延伸學習。 

 

活動二：我的小書目次（80分鐘） 

一、分組討論 

教師引導學生以分組方式閱讀課本第 110頁，並配合 116 頁的學習單，回答下

列問題： 

1.如果以「烏魚」為主題，你會想問哪些問題？ 

（烏魚長什麼樣子？烏魚是如何迴游的？烏魚冬季隨著洋流往南到臺灣產卵的

原因是？） 

2.將問題對照課本的範例，可以發現到與烏魚有關的主題，應該要有哪些內容

與圖片？ 

（照片、地圖、文字解答、其他補充、我的感想。） 

3.如果以「達悟族」為主題，你會想問哪些問題？ 

（為什麼叫這個名稱？他們住在哪裡？他們有什麼特色服飾嗎？他們的房子有

什麼特別的？他們怎麼謀生？有什麼節慶或習俗嗎？） 

4.將問題對照課本的範例，可以發現到與族群有關的主題，應該要有哪些內容

與圖片？ 

（族名由來、族群分布地圖、傳統服飾、傳統習俗與生活方式。） 

5.參考課本的範例，請想想看，你們的主題是什麼？如果是這個主題，觀眾們

會想問哪些問題？ 

（以「鄭成功」為主題，可能會被問他的長相、出生故事、住過哪些地方、鄭

荷海戰的故事、有哪些傳說？） 

6.參考課本的範例，這個主題會列出哪些目錄？ 

（鄭成功的畫像、鄭成功的家世、鄭成功的故事與地圖、鄭成功的結局、鄭成

功的傳說、我的感想。） 

7.根據目次的內容，這本小書的封面可以放入什麼元素？ 

（鄭成功的名字、鄭荷海戰的場景。） 

二、列出目錄 

教師引導學生將討論的結果記錄在白板或海報紙上，並透過小組討論，篩選出
最重要的幾個項目，並將內容記錄在筆記本或課本 116～117 中。 

第二十週 

第六單元我的

臺灣小書 

 

《期末考》 

  

3 

社-E-A3 探究人類
生活相關議題，規劃
學習計畫，並在執行
過程中，因應情境變
化，持續調整與創
新。 

3b-Ⅲ-2 摘取及

整理社會議題相

關資料的重點，

判讀其正確性及

價值，並加以描

述和解釋。 

3c-Ⅲ-2 發揮各
人不同的專長，
透過分工進行團
隊合作。 

Ab-Ⅲ-1 臺灣的

地理位置、自然

環境，與歷史文

化的發展有關聯

性。 

Bc-Ⅲ-1 族群或
地 區 的 文 化 特
色，各有其產生
的背景因素，因
而形塑臺灣多元
豐 富 的 文 化 內
涵。 

1.能以有系統

的方式，蒐集有

關臺灣主題的

資料，並加以整

理。（3b-Ⅲ-2，

Ab-Ⅲ-1、Bc-Ⅲ

-1） 

2.能與團隊一
起規畫學習任
務、討論分工，
並檢視進度。
（3c-Ⅲ-2，Ab-
Ⅲ-1、Bc-Ⅲ-1） 

活動三：資料查詢與出處（80 分鐘） 

一、閱讀與問答 

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 111頁，回答下列問題： 

1.課本中提到哪些查詢資料的方法？ 

（實體書籍、新聞或報紙、上網查找、實地踏查。） 

2.這些方式適合查詢什麼樣的資料？各有什麼特點？ 

（實體書籍適合查詢較嚴謹、深入的資料；新聞或報紙可以查詢近期發生的相

關事件；上網可以查到具有公信力的網站資訊，人物或地形的照片、圖像、影

片或線上百科；實地踏查可以取得第一手直接的現況資料。） 

3.根據我們所訂的主題與目錄，裡頭有哪些資料可以透過這些方式查詢？ 

（以「烏魚」為主題，可以在實體書尋找烏魚的一生；在新聞報紙查詢最近相

關的活動或爭議；上網可以查到烏魚的照片、迴游路線圖等；透過實地踏查可

以參加烏魚美食節活動、文創商品介紹等。） 

二、摘要整理 

教師引導學生透過 T表的方式，將幾種資料查詢的方式整理出來。 

 

活動四：小組分工（80 分鐘）1 

一、分組討論 

1.小組分工：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 112～113 的內容，並以分組方式回答下

列問題： 

(1)課本中的範例提到哪些工作？ 

（小組長、繪製封面、列印照片、繪製地圖、搜尋原因、搜尋新聞報導、感

想。） 

(2)參考課本的範例做修改，以小組的主題與目錄來看，會需要哪些工作？ 

（小組長、繪製封面、列印烏魚照片、繪製烏魚洄游路線圖、搜尋烏魚的一

生、搜尋烏魚相關活動與文創商品等。）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2.安排進度：教師引導學生透過自願、推薦與抽籤方式完成工作分配，並參考
課本 112 頁與 117頁，列出日期與進度。 

第二十一週 

第六單元我的

臺灣小書（期末

考） 

  

3 

社-E-A3 探究人類
生活相關議題，規劃
學習計畫，並在執行
過程中，因應情境變
化，持續調整與創
新。 

3b-Ⅲ-2 摘取及

整理社會議題相

關資料的重點，

判讀其正確性及

價值，並加以描

述和解釋。 

3c-Ⅲ-2 發揮各
人不同的專長，
透過分工進行團
隊合作。 

Ab-Ⅲ-1 臺灣的

地理位置、自然

環境，與歷史文

化的發展有關聯

性。 

Bc-Ⅲ-1 族群或
地 區 的 文 化 特
色，各有其產生
的背景因素，因
而形塑臺灣多元
豐 富 的 文 化 內
涵。 

1.能與團隊一

起規畫學習任

務、討論分工，

並檢視進度。

（3c-Ⅲ-2，Ab-

Ⅲ-1、Bc-Ⅲ-1） 

2. 能思考如何
用系統、清楚的
方式呈現有關
臺灣主題的資
料。（3b-Ⅲ-2，
Ab-Ⅲ-1、Bc-Ⅲ
-1） 

活動四：小組分工（80 分鐘）2 

二、實作 

1.教師引導學生參考課本 117 頁的表格，定期追蹤工作進度。 

 

活動五：小書展示（80 分鐘） 

一、布展活動 

1.教師引導學生將蒐集完成的資料排列在小組桌面上。 

2.每組輪流安排 1～2位解說員，並請學生到各組的攤位上參觀、聆聽解說。 

二、分享感想 

1.展示會結束後，教師引導各組學生將蒐集的資料進行裝訂，完成小書製作。 

2.教師引導學生在小組內分享下列問題： 

(1)在參觀過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哪個主題？ 

（烏魚。） 

(2)關於這個主題，我觀察到的小組準備了哪些適合展示的小書頁面？ 

（封面與標題、烏魚的照片、烏魚洄游路線圖、烏魚的一生、烏魚相關活動與

文創商品。） 

(3)在閱讀上，這個小書攤位的呈現方式有什麼優點？ 

（圖片多、資料詳細、裝飾色彩豐富。） 

(4)在閱讀上，這個小書攤位的呈現方式有什麼可以再改進的？ 

（文字資料內容可以更簡潔、字體更大更清楚、圖畫的周邊可以少一點插圖裝

飾以免干擾閱讀、封面可加入作者名稱等。） 

3.教師引導學生將列出的建議與優點寫在便條紙上，回饋給小書的組別。 

4.各組可以修改調整後將小書裝訂起來，放置在班級圖書區。 

三、教師統整 

教師整理各組的優點與建議，歸納出小書活動的相關事宜： 

1.呈現小書時，要以「讀者」的角度來設計，例如文字清晰、閱讀便利、畫面

簡潔、適時配合的圖像或地圖等。 

2.透過小組分工與進度追蹤，可以學習如何規畫時間與進度。參與工作分配、

熟悉小組內其他人的工作，以及互相督促進度、協調彼此的工作，都是小組分

工很重要的一環。 

3.透過規畫小書目次，可以有系統的呈現資料，並且可以用讀者的觀點，思考

要對這個主題提出哪些問題，來讓資料更有系統。 

4.學習不只是課本的內容，每個人都可以針對自己感興趣的部分去做延伸學
習，後續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專長來製作屬於自己的小書圖鑑，除了讓自
己變成小小專家外，也可以練習有效的呈現知識。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註 1：請於表頭列出第一、二學期，屬於一、二、三、四或五年級(112 學年度適用新課綱)，以及所屬學習領域（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藝術、綜合活動、健康與體育）。 

註 2：議題融入部份，請填入法定議題及課綱議題。 

註 3：「學習目標」應結合「學習表現」(動詞)與「學習內容」(名詞)，整合為學生本單元應習得的學科本質知能。 

註 4：「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需呈現領綱完整文字，非只有代號，「議題融入」亦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