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投縣立仁愛國民中學 113學年度部定課程計畫 

【第二學期】 

領域 

/科目 
社會 年級/班級 七年級，共 1班 

教師 陳金山、劉姿佑 上課週節數 每週 3 節， 21 週，共  63  節 

 
課程目標: 

地理、歷史、公民教學基本理念，旨在培養學生正確的地理、歷史、公民知識和思考判斷的能力，內容包括： 
1.使學生具備良好的思考、組織、表達、溝通、判斷價值等基本能力。 
2.使學生對臺灣地理、臺灣歷史及公民道德，能有深入淺出的認識。 
3.培養學生應用地理、歷史、公民知識，從事思考、理解、協調、討論，吸收生活經驗，擴大人生視野。 
本冊教學內容包含三個單元主題：地理教室、歷史教室和公民教室，讓學生在有趣而活潑的教材引導下，提升讀書及自學能力，奠定良
好學習基礎。 
（一）地理教室： 
1.了解臺灣的人文景觀。 
2.認識臺灣不同產業發展的特色，及各地區域特色。 
（二）歷史教室： 
1.學習臺灣近代歷史，了解發生臺灣歷史脈絡。 
2.了解近代臺灣歷史人物的事蹟和歷史事件的演變。 
（三）公民教室： 
1.學習與社會互動，拓展人生經驗與視野。 
2.認識社會規範內容，促進社會和諧。 
3.認識社會變遷，了解時事脈動變化。 
4.了解社會福利措施，享受人民應有的權利。 

教學進度 

核心素養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跨領域(選填) 週次 單元名稱 



 

 

一 

第一篇臺灣
的環境
（下） 

第一章人口
成長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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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主動學習

與探究人

類生活相

關議題，

善用資源

並規劃相

對應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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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說明自然增加率的定義與計算方式。 

2.說明社會增加率的定義與計算方式。 

3.分析自然增加率、社會增加率的差異。 

4.分析人口成長與自然增加率、社會增加
率之間的關係。 

5.解釋自然增加率、社會增加率圖表之判
讀方法。 

6.說明人口密度的定義與計算方式。 

7.分析影響人口分布的原因。 

8.介紹人口密度分布圖。 

9.說明臺灣人口分布的特徵。 

10.分析影響人口遷移的原因。 

11.說明推力與拉力的差異。 

12.說明永久性遷移與暫時性遷移的差異。 

13.分析臺灣人口的分布與遷移型態。 

14.引導學生閱讀課後文章。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活動練習 

4.問題討論 

5.紙筆測驗 

6.命題系統光碟 

【環境教育】 
環 J6 了解世界人口數量增加、糧食
供給與營養的永續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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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第一篇臺灣
的環境
（下） 

第二章人口
組成與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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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介紹人口組成的要素。 

2.說明扶養比的定義與計算方式。 

3.說明性別比的定義與計算方式。 

4.說明人口金字塔的繪製和判讀方法。 

5.介紹臺灣原住民族的特色。 

6.說明臺灣原住民族的分布區域。 

7.介紹臺灣漢人渡海來臺的目的與時空背
景。 

8.說明不同時期的來臺漢人對臺灣社會的
影響。 

9.介紹臺灣新住民來臺的目的與主要來源
地。 

10.說明臺灣新住民對臺灣社會的影響。 

11.介紹來源為外來語的臺灣特有用語。 

12.說明臺灣家庭使用語言分布與族群的關
係。 

13.介紹各個族群的飲食文化與特色。 

14.介紹各個族群的宗教信仰及其建築特
徵。 

15.介紹迪化街從古至今的發展歷程、產業
轉換、建築特色。 

16.以迪化街為範本，學生進行分組報告介
紹一條老街，以及其發展歷程、產業轉
換、建築特色。 

17.帶領學生閱讀統計圖表和人口金字塔。 

1.資料蒐集與整
理 

2.紙筆測驗 

3.課堂觀察 

4.小組報告 

5.課堂問答 

6.口語評量 

7.習作評量 

8.命題系統光碟 

9.作業習題 

10.課堂問答 

11.分組討論 

12.訪談紀錄 

【原住民族教育】 
原 J6 認識部落的氏族、政治、祭
儀、教育、規訓制度及其運作。 
原 J8 學習原住民族音樂、舞蹈、服
飾、建築與各種工藝、技藝並區分各
族之差異。 
原 J10 認識原住民族地區、部落及傳
統土地領域的地理分佈。 
原 J11 認識原住民族土地自然資源與
文化間的關係。 
【多元文化教育】 
多 J4 了解不同群體間如何看待彼此
的文化。 
多 J6 分析不同群體的文化如何影響
社會與生活方式。 
多 J8 探討不同文化接觸時可能產生
的衝突、融合或創新。 
【環境教育】 
環 J6 了解世界人口數量增加、糧食
供給與營養的永續議題。 
【人權教育】 
人 J2 關懷國內人權議題，提出一個
符合正義的社會藍圖，並進行社會改
進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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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帶領學生閱讀問題描述並指導回答問題
的方法。 



 

 

三 

第一篇臺灣
的環境
（下） 

第三章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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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主動學習

與探究人

類生活相

關議題，

善用資源

並規劃相

對應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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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說明三級產業的差異以及關聯性。 

2.說明第一級產業的活動內容。 

3.說明第二級產業的活動內容。 

4.說明第三級產業的活動內容。 

5.說明自然環境與農業活動是息息相關
的。 

6.說明臺灣農業類型包含糧食作物與經濟
作物。 

7.說明臺灣農業類型的轉變。 

8.說明臺灣農業與自然環境的關聯性。 

9.說明臺灣漁業類型包含沿岸漁業、近海
漁業、遠洋漁業。 

10.說明臺灣漁業類型的轉變。 

11.說明臺灣漁業與自然環境的關聯性。 

12.說明臺灣畜牧業類型包含欄牧與酪農
業。 

13.說明臺灣畜牧業類型的轉變。 

14.說明臺灣畜牧業與自然環境的關聯性。 

15.說明臺灣的第一級產業的特徵。 

16.解釋農產品商品化。 

17.說明臺灣的農業之困境。 

18.說明臺灣的農業之轉型策略。 

19.補充臺灣的農業之轉型成功案例。 

20.引導學生閱讀課後文章並提出見解。 

1.問題討論 

2.隨堂測驗 

3.心得報告 

4.資料蒐集與整
理 

5.習作評量 

6.命題系統光碟 

7.活動練習 

【環境教育】 
環 J5 了解聯合國推動永續發展的背
景與趨勢。 
環 J6 了解世界人口數量增加、糧食
供給與營養的永續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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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第一篇臺灣
的環境
（下） 

第四章工業
與國際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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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主動學習

與探究人

類生活相

關議題，

善用資源

並規劃相

對應的行

動方案及

1.說明工類類型包含輕工業、重工業、高
科技工業。 

2.說明輕工業的特色與生產內容。 

3.說明重工業的特色與生產內容。 

4.說明高科技工業的特色與生產內容。 

5.解釋工業區位條件的概念。 

6.介紹六個工業區位條件。 

7.說明工業區位的原料條件並舉例。 

8.說明工業區位的市場條件並舉例。 

9.說明工業區位的動力條件必舉例。 

10.說明工業區位的勞工條件並舉例。 

11.說明工業區位的交通條件並舉例。 

12.說明工業區位的政策條件並舉例。 

13.介紹民國 40 年代到 70年代至今的臺灣
工業發展歷程。 

14.說明國際貿易的定義。 

15.說明臺灣仰賴國際貿易的原因。 

16.說明國內生產總值的定義。 

17.說明進口、出口的概念。 

18.說明出超、入超的概念。 

19.說明臺灣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關係。 

20.說明臺灣與其他國家的交易產品。 

21.分析臺灣在國際貿易上面臨困境的原
因。 

22.引導學生閱讀課後文章並提出見解。 

1.心得報告 

2.紙筆測驗 

3.課堂觀察 

4.討論發表 

5.習作評量 

6.課堂問答 

7.資料蒐集與整
理 

8.作業習題 

9.訪談紀錄 

10.活動練習 

【能源教育】 
能 J5 了解能源與經濟發展、環境之
間相互的影響與關聯。 
能 J6了解我國的能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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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帶領學生閱讀文章和表格內容。 

24.帶領學生閱讀問題描述並指導回答問題
的方法。 

五 

第一篇臺灣
的環境
（下） 

第五章聚落
體系與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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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1.說明自然環境、開墾方式、治安等多種
因素，都會影響聚落的形成。 

2.說明鄉村主要產業並舉例。 

3.說明都市主要產業並舉例。 

4.比較鄉村和都市的差異。 

5.說明鄉村和都市的依存關係。 

6.舉例聚落之間的交通方式。 

7.介紹臺灣交通發展歷史上的重點聚落及
交通建設。 

8.說明陸運的類型及其優缺點。 

9.說明水運的類型及其優缺點。 

10.說明空運的類型及其優缺點。 

11.說明聚落規模大小與交通發達、便利性
的關聯。 

12.解釋都市化的概念。 

1.課堂問答 

2.訪談紀錄 

3.活動練習 

4.習題評量 

5.分組討論 

6.心得報告 

【環境教育】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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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 J8 了解臺灣生態環境及社會發展
面對氣候變遷的脆弱性與韌性。 
【戶外教育】 
戶 J2 擴充對環境的理解，運用所學
的知識到生活當中，具備觀察、描
述、測量、紀錄的能力。 
戶 J3 理解知識與生活環境的關係，
獲得心靈的喜悅，培養積極面對挑戰
的能力與態度。 



 

 

主動學習

與探究人

類生活相

關議題，

善用資源

並規劃相

對應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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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說明都市化程度的概念和計算方式。 

14.說明都市化程度高低與經濟發展程度的
關聯性。 

15.說明都市擴張的歷程並舉例。 

16.說明都會區的概念。 

17.介紹新加坡的都市特色。 



 

 

六 

第一篇臺灣
的環境
（下） 

第六章區域
發展與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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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主動學習

與探究人

類生活相

關議題，

善用資源

並規劃相

對應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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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說明臺灣區域畫分方法及其目的。 

2.介紹臺灣北部、中部、南部、東部、金
馬離島地區的區域特色。 

3.說明造成臺灣經濟發展差異的因素，並
用圖表或統計資料舉例。 

4.說明造成臺灣資源分配差異的因素，並
用圖表或統計資料舉例。 

5.說明本島三軸的內涵。 

6.說明西部創新發展軸的特色，並舉出實
際案例。 

7.說明中央山脈保育軸的特色，並舉出實
際案例。 

8.說明東部優質生活產業軸的特色，並舉
出實際案例。 

9.說明海洋環帶的海岸類型以及生態環
境。 

10.介紹臺灣海岸的多樣性。 

11.說明離島生態觀光區的生態與觀光資
源。 

1.討論發表 

2.課堂觀察 

3.口語評量 

4.隨堂測驗 

5.課堂問答 

6.活動練習 

【環境教育】 
環 J1 了解生物多樣性及環境承載力
的重要性。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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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教育】 
海 J12 探討臺灣海岸地形與近海的特
色、成因與災害。 
海 J13 探討海洋對陸上環境與生活的
影響。 
海 J14 探討海洋生物與生態環境之關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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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第一篇臺灣
的環境
（下） 

第六章區域
發展與差異
(第一次段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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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學生閱讀課後文章並發表見解。 

2.引導學生閱讀文章和圖片內容。 

3.引導學生閱讀問題描述並指導回答問題
的方法。 

1.課堂問答 

2.紙筆測驗 

3.小組討論 

4.心得報告 

【海洋教育】 
海 J13 探討海洋對陸上環境與生活的
影響。 
海 J14 探討海洋生物與生態環境之關
聯。 
【環境教育】 
環 J1 了解生物多樣性及環境承載力
的重要性。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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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 J14 了解能量流動及物質循環與生
態系統運作的關係。 
【原住民族教育】 



 

 

社-J-A3

主動學習

與探究人

類生活相

關議題，

善用資源

並規劃相

對應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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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 J6 認識部落的氏族、政治、祭
儀、教育、規訓制度及其運作。 
原 J8 學習原住民族音樂、舞蹈、服
飾、建築與各種工藝、技藝並區分各
族之差異。 
原 J11 認識原住民族土地自然資源與
文化間的關係。 
原 J12 主動關注原住民族土地與自然
資源議題。 
原 J13 了解原住民族傳統貿易行為與
現代就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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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第二篇臺灣
的歷史
（下） 

第一章日治
時期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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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介紹甲午戰爭的起因、經過與結果，以
及馬關條約簽訂對臺灣的影響。 

2.以臺灣民主國為例，說明臺人抗日事件
的發展。 

3.介紹「六三法」與總督的職權。 

4.說明日治時期警察政治的特色。 

5.解釋保甲制度的起源與實施情形。 

6.介紹日治時期的治臺政策的演變，自殖
民地特殊統治時期至皇民化運動時期。 

7.分析造成統治政策改變的因素。 

8.完成第一章 P.75 的實作與練習。 

9.完成第一章 P.76 的課後閱讀。 

10.介紹理蕃政策的內容與影響。 

11.介紹霧社事件的始末，以及其對原住民
政策的影響。 

12.完成第一章的習作。 

13.完成 p.118~p.119歷史探查活動 1。 

1.資料蒐集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2 發展跨文本的比對、分析、深
究的能力，以判讀文本知識的正確
性。 
閱 J3 理解學科知識內的重要詞彙的
意涵，並懂得如何運用該詞彙與他人
進行溝通。 
閱 J5 活用文本，認識並運用滿足基
本生活需求所使用之文本。 
閱 J7 小心求證資訊來源，判讀文本
知識的正確性。 
【人權教育】 
人 J4 了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在
生活中實踐。 
人 J5 了解社會上有不同的群體和文
化，尊重並欣賞其差異。 



 

 

促進相互

溝通與理

解。 

九 

第二篇臺灣
的歷史
（下） 

第二章日治
時期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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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介紹日本在臺推動的專賣制度與基礎建
設。 

2.介紹基礎建設中的土地林野調查。 

3.介紹基礎建設中的統一貨幣。 

4.介紹基礎建設中的人口普查。 

5.介紹基礎建設中的交通建設。 

6.介紹磯永吉改良臺灣稻作。 

7.介紹日本在臺推動的新式製糖業，以及
對農民的影響。 

8.完成 p.80的實作與練習。 

9.介紹嘉南大圳的修築與農產量的提升。 

10.完成 p.84課後閱讀。 

11.介紹日治時期南進政策的主要目的。 

12.介紹臺灣工業化的重要建設──日月潭
水力發電所。 

13.說明臺灣因此工業化的過程。 

14.完成 p.83實作與練習。 

15.完成第二章的習作。 

1.資料蒐集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1發展多元文本的閱讀策略。 
閱 J2 發展跨文本的比對、分析、深
究的能力，以判讀文本知識的正確
性。 
閱 J3 理解學科知識內的重要詞彙的
意涵，並懂得如何運用該詞彙與他人
進行溝通。 



 

 

解。 

十 

第二篇臺灣
的歷史
（下） 

第三章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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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介紹日治時期的教育以「差別待遇」與
「隔離政策」為原則。 

2.介紹日治時期的初等教育。 

3.介紹日治時期的中等教育。 

4.介紹日治時期的高等教育。 

5.討論日治時期教育政策對臺的影響。 

6.說明民族自決思潮如何影響臺灣的知識
分子與總督府如何反應（進入內地延長主
義時期）。 

7.說明臺灣文化協會如何推動文化的啟
蒙。 

8.介紹日治時期的政治社會運動及其影
響，如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灣民眾
黨、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9.完成 p.89實作與練習。 

10.完成 p.93實作與練習。 

11.討論上述文化啟蒙與政治社會運動的重
要性。 

12.說明日治時期都市的現代化，以及城鄉
差距產生的文化落差。 

13.介紹日治時期的新的風俗習慣。 

14.介紹日治時期的衛生建設與觀念。 

15.介紹日治時期建立的守法與守時習慣 

16.介紹日治時期的都市文化與休閒。 

17.完成 p.94課後閱讀。 

18.討論日治時期現代化的影響。 

19.完成第三章的習作。 

20.完成 p.120 歷史探查活動 2。 

1.資料蒐集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1發展多元文本的閱讀策略。 
閱 J2 發展跨文本的比對、分析、深
究的能力，以判讀文本知識的正確
性。 
閱 J3 理解學科知識內的重要詞彙的
意涵，並懂得如何運用該詞彙與他人
進行溝通。 
閱 J5 活用文本，認識並運用滿足基
本生活需求所使用之文本。 
閱 J7 小心求證資訊來源，判讀文本
知識的正確性。 
【人權教育】 
人 J4 了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在
生活中實踐。 
人 J5 了解社會上有不同的群體和文
化，尊重並欣賞其差異。 



 

 

解。 

十一 

第二篇臺灣
的歷史
（下） 

第四章戰後
臺灣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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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介紹從日治時期進入民國時期的始末。 

2.說明戰後局勢與二二八事件的爆發。 

3.說明二二八事件的經過。 

4.說明二二八事件的結果與影響。 

5.完成 p.101實作與練習。 

6.說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與戒嚴令的
頒布與影響。 

7.介紹白色恐怖對人權的打擊與對社會的
影響。 

8.解釋戰後原住民政策對原住民的文化帶
來衝擊。 

9.討論戰後的社會局勢。 

10.完成 p.102 課後閱讀。 

11.完成 p.121 歷史探查活動 3。 

1.資料蒐集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人權教育】 
人 J2 關懷國內人權議題，提出一個
符合正義的社會藍圖，並進行社會改
進與行動。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1發展多元文本的閱讀策略。 
閱 J2 發展跨文本的比對、分析、深
究的能力，以判讀文本知識的正確
性。 
閱 J3 理解學科知識內的重要詞彙的
意涵，並懂得如何運用該詞彙與他人
進行溝通。 
閱 J5 活用文本，認識並運用滿足基
本生活需求所使用之文本。 
閱 J7 小心求證資訊來源，判讀文本
知識的正確性。 



 

 

解。 

十二 

第二篇臺灣
的歷史
（下） 

第四章戰後
臺灣的政治 

第五章戰後
臺灣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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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介紹戒嚴時期的民主運動：雷震事件與
美麗島事件。 

2.介紹解嚴的影響。 

3.討論政局的穩定與人權的保障兩者間的
平衡。 

4.介紹三月學運及其後終止動員戡亂時
期。 

5.說明政黨輪替的意義，並配合相關時
事。 

6.介紹戰後初期的鞏固外交政策。 

7.介紹退出聯合國後的彈性外交政策。 

8.介紹李登輝繼任總統後的務實外交政
策。 

1.資料蒐集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1發展多元文本的閱讀策略。 
閱 J2 發展跨文本的比對、分析、深
究的能力，以判讀文本知識的正確
性。 
閱 J3 理解學科知識內的重要詞彙的
意涵，並懂得如何運用該詞彙與他人
進行溝通。 
閱 J5 活用文本，認識並運用滿足基
本生活需求所使用之文本。 
閱 J7 小心求證資訊來源，判讀文本
知識的正確性。 



 

 

解。 

十三 

第二篇臺灣
的歷史下 

第五章戰後
臺灣的外
交、第六章
戰後臺灣的
經濟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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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說明臺海兩岸關係的演變，大致可以分
成三個時期。 

2.介紹武力對抗時期。 

3.介紹政治對峙時期。 

4.介紹兩岸交流時期。 

5.完成 p.109實作與練習。 

6.完成 p.110課後閱讀。 

7.繪製年表討論臺灣對外關係變化。 

8.介紹臺灣戰後的經濟情勢。 

9.介紹三七五減租。 

10.介紹公地放領。 

11.介紹耕者有其田。 

1.資料蒐集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1發展多元文本的閱讀策略。 
閱 J2 發展跨文本的比對、分析、深
究的能力，以判讀文本知識的正確
性。 
閱 J3 理解學科知識內的重要詞彙的
意涵，並懂得如何運用該詞彙與他人
進行溝通。 
【人權教育】 
人 J4 了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在
生活中實踐。 
人 J5 了解社會上有不同的群體和文
化，尊重並欣賞其差異。 



 

 

解。 

十四 

第二篇臺灣
的歷史
（下） 

第六章戰後
臺灣的經濟
與社會（第
二次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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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說明戰後臺灣的經濟建設。 

2.說明戰後臺灣的經濟分期。 

3.說明戰後臺灣經濟發展的重要課題與南
向政策。 

4.說明經濟發展帶來的都市化與鄉村問
題。 

5.說明經濟發展帶來的環境、勞工問題。 

6.介紹解嚴後臺灣的社會運動。 

7.說明戰後臺灣文化的演變。 

8.完成 P.117實作與練習。 

9.完成第六章習作。 

10.完成 p.122~123 歷史探查活動 4。 

1.資料蒐集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人權教育】 
人 J2 關懷國內人權議題，提出一個
符合正義的社會藍圖，並進行社會改
進與行動。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1發展多元文本的閱讀策略。 
閱 J2 發展跨文本的比對、分析、深
究的能力，以判讀文本知識的正確
性。 
閱 J3 理解學科知識內的重要詞彙的
意涵，並懂得如何運用該詞彙與他人
進行溝通。 
閱 J7 小心求證資訊來源，判讀文本
知識的正確性。 



 

 

解。 

十五 

第三篇公民
與社會生活 

第一章社會
中的多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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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說明文化的定義。 

2.說明文化的普遍性、差異性、累積性與
制約性。 

3.說明主流文化與次文化的定義。 

4.以實際的時事例子讓學生更了解上述名
詞的生活意涵。 

5.說明文化位階的定義、產生原因、歷史
案例。 

6.說明文化位階如何造成文化不平等現
象。 

7.說明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的演化。 

8.說明文化衝突的原因。 

9.說明如何分辨不同文化的特質差異。 

10.說明為什麼要尊重與包容不同文化之間
的差異。 

1.討論發表 

2.紙筆測驗 

3.命題系統光碟 

【人權教育】 
人 J5 了解社會上有不同的群體和文
化，尊重並欣賞其差異。 
【多元文化教育】 
多 J3 提高對弱勢或少數群體文化的
覺察與省思。 
多 J4 了解不同群體間如何看待彼此
的文化。 
多 J5 了解及尊重不同文化的習俗與
禁忌。 
多 J6 分析不同群體的文化如何影響
社會與生活方式。 
多 J9 關心多元文化議題並做出理性
判斷。 
【品德教育】 
品 J4族群差異與平等的道德議題。 

十六 

第三篇公民
與社會生活 

第二章社會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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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說明何謂社會規範。 

2.說明社會規範對個人與社會的影響。 

3.說明社會規範依種類區分為四類： 

(1)風俗習慣的內涵，介紹各國風俗、臺灣
原住民風俗的特色。 

(2)宗教信仰的內涵，介紹臺灣信仰、印度
教與伊斯蘭教信仰對信徒的規範。 

(3)說明倫理道德的內涵，介紹傳統中華五
倫與現代社會的五倫演變。 

(4)說明法律的內涵、法律與其他社會規範
的差異。 

4.說明社會規範如何隨著時間與空間演

1.問題與討論 

2.紙筆測驗 

3.作業習題 

【品德教育】 
品 J2重視群體規範與榮譽。 
【多元文化教育】 
多 J4 了解不同群體間如何看待彼此
的文化。 
多 J5 了解及尊重不同文化的習俗與
禁忌。 
【性別平等教育】 
性 J9 認識性別權益相關法律與性別
平等運動的楷模，具備關懷性別少數
的態度。 
【法治教育】 



 

 

變。 

5.說明【實作與練習】，請學生分組討論
後，完成課本中的三個提問，並與各組同
學分享所得之答案。 

法 J3認識法律之意義與制定。 
法 J4 理解規範國家強制力之重要
性。 

十七 

第三篇公民
與社會生活 

第三章團體
與志願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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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團體的定義，舉出生活化的例子。 

2.說明參與團體可以了解自己並滿足自己
的情感需求。 

3.說明藉由團體可達成自己目標及理想。 

  (1)例如：加入工會可取得平等協商的權
力。 

  (2)例如：加入社區組織可獲得情感支
持。 

4.說明志願結社的定義。 

5.說明志願結社的特徵：民間性、自主
性、非營利性及組織性。 

6.說明透過志願結社積極影響及監督政府
施政。 

7.說明志願結社如何影響公共事務，以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的催生過程為例。 

1.討論發表 

2.紙筆測驗 

3.習題評量 

【家庭教育】 
家 J10參與家庭與社區的相關活動。 
家 J12 分析家庭生活與社區的關係，
並善用社區資源。 
【人權教育】 
人 J5 了解社會上有不同的群體和文
化，尊重並欣賞其差異。 
人 J10 了解人權的起源與歷史發展對
人權維護的意義。 
【法治教育】 
法 J3認識法律之意義與制定。 
法 J4 理解規範國家強制力之重要
性。 
法 J6 理解權力之分立與制衡的原
理。 

十八 

第三篇公民
與社會生活 

第四章民主
社會中的公
共意見 

社-J-B1

運用文

字、語

言、表格

與圖像等

表徵符

號，表達

1.說明在民主社會中，公共意見如何形
成。 

2.說明在民主社會表達公共意見的方式，
例如：媒體投書、抗議遊行、公民投票、
透過團體組織或民意代表，表達意見。 

3.說明表達公共意見方式仍須保持理性與
和平的態度，「以暴制暴」只會導致惡性
循環。 

4.說明公共意見的特性：公開性、差異

1.討論發表 

2.紙筆測驗 

3.習題評量 

【品德教育】 
品 J5 資訊與媒體的公共性與社會責
任。 
品 J8理性溝通與問題解決。 
【閱讀素養】 
閱 J1發展多元文本的閱讀策略。 
閱 J2 發展跨文本的比對、分析、深
究的能力，以判讀文本知識的正確
性。 



 

 

人類生活

的豐富面

貌，並能

促進相互

溝通與理

解。 

性、不穩定性、影響性。 

5.說明何謂閱聽人、社群網路及其如何匯
集公共意見、影響社會、監督政府。 

6.說明假新聞的出現，影響政府對策。 

7.說明 NCC在媒體監督的角色。 

8.說明媒體識讀的定義、如何辨識假訊
息，以及如何培養媒體識讀能力，成為有
思辨能力的公民。 

閱 J7 小心求證資訊來源，判讀文本
知識的正確性。 
【人權教育】 
人 J3 探索各種利益可能發生的衝

突，並了解如何運用民主審議方式及

正當的程序，以形成公共規則，落實

平等自由之保障。 

十九 

第三篇公民
與社會生活 

第五章社會
中的公平正

義 

社-J-A3

主動學習

與探究人

類生活相

關議題，

善用資源

並規劃相

對應的行

動方案及

創新突破

的可能

性。 

1.說明造成社會不公平的因素 

2.說明社會地位產生方式，主要有兩種，
一為與生俱來，另一為經後天努力而成。 

3.從四個角度說明社會中不公平的現象。 

(1)利益分配：說明個人利益是否獲得合理
分配及社會流動的意義。 

(2)責任負擔：說明個人承擔的責任是否適
當、合理。 

(3)需求滿足：是否能依照個人的需求給予
適當的資源。 

(4)貢獻程度：努力是否受到他人的尊重與
肯定。 

4.說明如何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 

(1)保障基本的自由與權利。 

(2)保有公平的機會：機會均等原則。 

(3)提供真實平等的照顧與利益：提供工作
機會給有就業意願的無家者。 

1.討論發表 

2.紙筆測驗 

3.習題評量 

【品德教育】 
品 J6 關懷弱勢的意涵、策略，及其
實踐與反思。 
【人權教育】 
人 J3 探索各種利益可能發生的衝
突，並了解如何運用民主審議方式及
正當的程序，以形成公共規則，落實
平等自由之保障。 
人 J4 了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在

生活中實踐。 

【家庭教育】 

家 J2 探討社會與自然環境對個人及

家庭的影響。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11 分析影響個人生涯決定的因

素。 

【法治教育】 

法 J1探討平等。 

二十 

第三篇公民
與社會生活 

第六章社會
安全與國家

責任 

社-J-A3

主動學習

與探究人

類生活相

關議題，

善用資源

1.藉由 2018年花蓮強震新聞說明要實踐社
會公平正義的方式就是確保社會安全，目
的即為使個人的基本生活受到保障，維護
人性尊嚴。 

2.說明我國實施社會安全的政策：全民健
保、就業服務等。 

3.說明社會安全的歷史緣起，如何從初始

1.隨堂測驗 

2.課堂問答 

3.活動練習 

【人權教育】 
人 J1 認識基本人權的意涵，並了解
憲法對人權保障的意義。 
人 J2 關懷國內人權議題，提出一個
符合正義的社會藍圖，並進行社會改
進與行動。 
人 J9 認識教育權、工作權與個人生



 

 

並規劃相

對應的行

動方案及

創新突破

的可能

性。 

的宗教慈善觀念，到 18世紀工業革命時，
針對各項社會問題，逐漸演變成現代國家
的重要政府制度。 

4.說明我國社會安全體系，以保險為主、
社會津貼為輔，並有社會救助最後一道防
線。 

(1)社會保險：實施制強制性保險。 

(2)社會津貼：因應國民特殊需求提供定期
或一次性給付。 

(3)社會救助：照顧經濟弱勢或遭受急難害
者，以使其維持基本生活。 

5.說明我國社會福利需結合並整合民間力
量提供協助 

(1)實施以工代賑，助其早日自立。 

(2)社會津貼採取排富條款的設計。 

涯發展的關係。 
人 J10 了解人權的起源與歷史發展對
人權維護的意義。 
【法治教育】 
法 J1探討平等。 

二十
一 

第三篇公民
與社會生活 

第六章社會
安全與國家
責任（第三
次段考） 

社-J-A3

主動學習

與探究人

類生活相

關議題，

善用資源

並規劃相

對應的行

動方案及

創新突破

的可能

性。 

1.藉由 2018年花蓮強震新聞說明要實踐社
會公平正義的方式就是確保社會安全，目
的即為使個人的基本生活受到保障，維護
人性尊嚴。 

2.說明我國實施社會安全的政策：全民健
保、就業服務等。 

3.說明社會安全的歷史緣起，如何從初始
的宗教慈善觀念，到 18世紀工業革命時，
針對各項社會問題，逐漸演變成現代國家
的重要政府制度。 

4.說明我國社會安全體系，以保險為主、
社會津貼為輔，並有社會救助最後一道防
線。 

(1)社會保險：實施制強制性保險。 

(2)社會津貼：因應國民特殊需求提供定期
或一次性給付。 

(3)社會救助：照顧經濟弱勢或遭受急難害
者，以使其維持基本生活。 

5.說明我國社會福利需結合並整合民間力
量提供協助 

1.隨堂測驗 

2.課堂問答 

3.活動練習 

【人權教育】 
人 J1 認識基本人權的意涵，並了解
憲法對人權保障的意義。 
人 J2 關懷國內人權議題，提出一個
符合正義的社會藍圖，並進行社會改
進與行動。 
人 J9 認識教育權、工作權與個人生
涯發展的關係。 
人 J10 了解人權的起源與歷史發展對
人權維護的意義。 
【法治教育】 
法 J1探討平等。 



 

 

(1)實施以工代賑，助其早日自立。 

(2)社會津貼採取排富條款的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