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鄉的先民，有的是原住民族
有的是在不同的時期，從各地遷移
來臺定居。經過先民的辛勤努力，
家鄉的景觀慢慢形成現在我們所生
活的風貌，對於過去的歷史，我們
應該用心保護。

，

p6
唐山過台灣

羅漢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7Ri31ToWw0&list=PLxm0pH-DnpwG3bfb2JK5xtku8KDlZzOrR&index=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e9rBRrQg_w&list=PLxm0pH-DnpwG3bfb2JK5xtku8KDlZzOrR&index=4


▲我們生活的家鄉，是由先民一代一代辛苦的開
墾，逐漸形成今日的面貌。 (臺東縣 成功鎮)

p6



臺灣的原住民族

飲水
思源

家鄉的居民

家鄉的開發

民國三十八年前後來
臺的移民

合作共建美好家園

家鄉的景觀

建築的特色

歷史的保存

明清時代移民來臺的漢人

家鄉居民的祖先課標題

次標題
↓

↓

單元標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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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你知道家鄉居民的
祖先是從哪裡來的嗎？



家鄉居民的祖先

家鄉居民的祖
先，有的是原本就
住在臺灣的原住民
族，有的是從明
清時代以來，陸續
從中國大陸福建、
廣東移入臺灣的漢
人。

明清時代中國大陸
漢人來臺示意圖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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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教學 家鄉居民的祖先

原本就住在臺灣

原住

民族 明 清時代以來，
陸續從中國大陸
福建、廣東移入
臺灣

漢人



早期居住在臺灣的原住民族
依其居住地區可分為哪兩大
族群？

，



請觀察課本第9頁
進行摘要與記錄

-5分鐘-
筆記
實作



臺灣的原住民族

早期居住在臺灣的原住民族，依其
居住地區可分為帄埔族和高山族。帄埔
族主要居住在帄原、台地或丘陵地區，
因為與漢人接觸的時間較久，目前的生
活方式與漢人的差別不明顯；高山族主
要居住在山地或離島，直到現在仍保有
一些傳統的生活方式。

p9



早期穿著漢服的原住
民婦女。

2 穿著傳統服飾的原
住民。

3
p9



臺灣的原住民族

帄埔族

•主要居住在帄原、
台地或丘陵地區。

•與漢人接觸的時間
較久，目前的生活
方式與漢人的差別
不明顯。

高山族

•主要居住在山地
或離島。

•直到現在仍保有
一些傳統的生活
方式。

統整教學



早期臺灣原住民
族分布示意圖。

4

臺灣原住民族早期大概分為高山族與帄埔
族，現今依據政府認定，臺灣原住民族分
為十六族。

p9



筆記
實作

高
山
族

平
埔
族

山
地
、
離
島

保
持
傳
統
生
活
方
式

平
原
、
丘
陵
、
台
地

生
活
方
式
跟
漢
人
差
別

不
大
。





明 清時代移民來臺的漢人，
可分成哪些族群？



明清時代移民來臺的漢人

明 清時代來臺的漢人，主要是來
自中國大陸的閩南人和客家人。閩南
人大多居住在沿海或帄原地區，從事
捕魚或農耕；客家人大多居住在丘陵
地區，以種植作物維生。 p10



族 群 居住地區 生活方式

閩南人
大多居住在沿海或帄
原地區

捕魚或農耕

客家人 大多居住在丘陵地區 種植作物維生

明 清時代移民來臺的漢人統整教學



筆記
實作

閩南人居多

客家人居多

住沿海—捕魚
平原—農耕

住丘陵—種植作物



民國三十八年前後來臺的移民

民國三十八年前後，來臺灣的移
民大部分是軍警人員、政府機關的公
務員和教師。他們因工作的需要，大
多居住在都市或都市附近。

p10



早期的客家人
大多在丘陵地
區開築梯田，
種植水稻、甘
薯或茶樹。

2

早期的眷村，是許多民國三十
八年來臺移民居住的地方，現
在大多已經消失或改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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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建美好家園

家鄉居民的祖先，來臺的時間和
地區各不相同。近年來，更有不少因
為結婚而來到臺灣的新住民。雖然來
自不同的地區，但是大家都在這片土
地上用心付出、努力工作，共同為後
代子孫建設美好的家園。

p11



近年來，臺灣也增
加許多來自越南、
印尼、菲律賓等地
的新住民。

3

臺灣這片土地上的人們，雖然
有些來自其他的地區，大家仍
要共同打拚，創建美好家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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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鄉的居民

原住民族

平埔族

平原、台地或
丘陵

生活方式與漢
人差不多

高山族

山地、離島

保有傳統生活
方式

不同時期各地
遷移來台

明清漢人

閩南人(福建) 沿海、平原

客家人(廣東) 丘陵

民國38年前後
移民

軍警、政府、
教師

都市

近年來，因結
婚來台新住民

越南、印尼、
菲律賓





食果子拜樹頭
早期農村社會，農民在插秧或
收割時會在田邊祭拜，感謝土
地公的庇佑，代表著「飲水思
源」、「感恩圖報」的傳統美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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