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大同國民中學社會領域(歷史科)公開觀議課教案 

單元名稱 

 

第二篇 中國與東亞(下) 

第2章第1節：舊傳統與新思潮--新文化運動 
授課教師 雷靖芬 

教學時間 45 分 授課班級 8年10班 

 

 

 

教 

學 

研 

究 

學習 
表現 

 1.想像自己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在不同的時間、空間下會有什麼變化。 
 2.了解文化(包含道德、藝術與宗教等)如何影響人類的價值與行為。 

學習 
內容 

1.能說出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因此揭開新文化運動的序幕。 

2.能說出北京大學為什麼能夠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鎮和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 

3.能說出新文化運動期間，部分新知識分子抨擊傳統儒家思想，甚至鼓吹全盤西化， 

  因此引進共產主義，造成日後中國政局的動盪。 

教學 
策略 

教師講述、教師提問、讀圖、同學討論、抄寫重要解釋、學習單。 

  

評量 
方式 

教師觀察、自我評量、同儕互評、紙筆測驗。 

 

 
教  

學  

活  

動 

教學流程及內容設計 時間 教學資源 

●引起動機:  

1.提問：利用課本91頁的「想一想」，引導學生思考為何民國初年以來 

        的新知識分子，想要推動新文化運動來改革中國傳統文化？ 

2.說明： 

⑴民國初年，國人深思器物與制度層面的改革都無法挽救國家於危亡之

中，認為必須從深層的文化層面著手，唯有把「唯我獨尊」的儒家權威

打倒，才能打破專制與迷信思維。這是新文化運動時期，部分知識分子

攻擊儒家文化的原因之一。 

⑵中國新知識分子引進西方文化，帶來西方進步的民主、自由、科學等

觀念，使中國社會群體的自主意識提高，文化亦出現重要改變。 

 

●教法示例： 

1.講述： 

⑴先說明清末以來在器物、制度層面改革的失敗，再以此為背景說明新

文化運動的出現，象徵對傳統文化的全面檢討與批判。 

⑵介紹新文化運動的展開與陳獨秀《新青年》雜誌的關聯性。 

⑶介紹蔡元培在接任北大校長後的辦校理念，以及其如何帶領北大成為

新文化運動的重鎮。 

⑷說明白話文運動的內涵，以及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與陳獨秀的

〈文學革命論〉，對白話文運動的影響。 

⑸介紹白話文運動的代表著作—魯迅的《狂人日記》。 

⑹介紹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新思想「民主」與「科學」，以及共產主義引

進中國後所造成的影響。 

2.讀圖：配合課本 93 頁的圖 2-2-2、圖 2-2-3、圖 2-2-4，使學生了解

〈文學改良芻議〉、《狂人日記》的內容和「德先生」與「賽先生」

的由來。  

3 .綜合活動：交代明天繳交學習單和課後閱讀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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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智慧電視. 

自編講義. 
課後閱讀學習單  

參考 

資料 

 

翰林與康軒課本備課素材庫 

 

 

 

 

 

 

 



第2章舊傳統與新思潮 

◆新文化運動→ 

＜一＞興起的原因：民國初年，一些新知識分子認為清朝末年以器物、制度層面為重心 

                  的改革，難以讓中國擺脫積弱不振，只有進行思想文化層面的改革 

                  ，才能讓中國成為現代化的國家。 

 

＜二＞開始的時間：民國4年，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誌創刊，首先公開抨擊傳統文化， 

                  歌頌西方文化。 

 

＜三＞領導中心：北京大學。因為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後，提倡自由學風。 

 

 

 

 

＜四＞主要內容： 

○1 提倡白話文：A.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八不主義」，打響推動白話文 

                的第一槍；陳獨秀力為唱和。 

   

 

 

              

 

           

             B.魯迅發表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 

在他們努力下，白話文與新式標點符號逐漸流行，有助於教育的普及和知識的傳布。                 

○2 思想的解放：A.鼓吹民主（Democracy，德先生）和科學（Science，賽先生），不再獨尊 

                儒家思想，甚至提出「打倒孔家店」與「全盤西化」等口號。 

              B.西方各種主義和學說都被視為救國良方，紛紛傳入中國，其中以馬克 

                思主義（即共產主義）影響最為深遠。民國10年，傾向共產主義的 

                陳獨秀等人在蘇俄（（即蘇俄，是世界上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指 

導下，成立中國共產黨。   

 

 

 

 

 

 
 

 

※清末民初的改革救國運動→ 

○1 器物層面的改革：自強運動。 

○2 制度層面的改革：革命運動、戊戌變法、庚子後新政和立憲運動。 

○3 思想文化層面的改革：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 
 

＊蔡元培：○1 進士出身、留學德國。 ○2 名言是「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 

          ○3 第一任教育總長。     ○4 第一任中研院院長、監察院院長。 

＃古代女子的「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 

            「四德」：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指紡織、刺繡、縫紉等。 

＃胡適說現代男人的「三從」：太太出門要跟從；太太命令要服從；太太說錯要盲從。 

                  「四得」：太太化妝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記得； 

                            太太打罵要忍得；太太花錢要捨得。 
 



學習單                           八年  班  號 姓名     

  

白話文之父--胡適 
胡適理性與感性兼具：「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是理性的胡適。

「醉過方知酒濃，愛過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詩，正如我不能做你的夢」-

-這是感性的胡適。從小就處在中西文化交融衝擊的他，出版了中國史上第一

部白話詩集。理性與感性兼具的他，成為推動中國白話文運動的重要人物。 

 

請利用手機或平板掃描 QR(C)ode，欣賞完連結影片後，回答下列問題： 

1.胡適的求學生涯經歷了哪些變化呢？ 

                

 

2.胡適的留學考試科目與傳統的科舉考試有何不同呢？ 

                

 

3.在胡適赴美留學期間，當時的中國遭遇了哪場革命？ 

                

 

4. 胡適推動白話文運動，掀起了民初的哪一場思想層面的變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