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共黨政權在中國—海峽兩岸的政治口號歷史學習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標語（英語：Slogan）或口號，是在政治、社會、商業、軍事或是宗教等範籌上所使用的一句容

易記憶的格言或者宣傳句子，主要用作反覆表達一個概念或者目標。標語的種類多不勝數，由書面

至頌唱、禪理到通俗亦有。很多時候它們簡單的修辭特色為詳情留下很少的想像空間，因此它們多

被用作一個統一目的的社會表達，甚於為特定對象而作的映射。請同學從以下的口號，對應出正確

的時期： 

 

 

 

 

 

 

 

 

 

 

 

 

 

 

 

 

 

 

 

請填入答案：

(   )1.西元 1950年，韓戰爆發 

(     )2.中華民國在台灣，剛播遷來台時期 (複選) 

(   )3.文化大革命 

(   )4.中日戰爭(八年抗戰) 

(   )5.訓政時期 

(    )6.臺灣戒嚴時期 

  



單元名稱 第五章 共黨政權在中國 授課日期 111 年 5 月 20 日 

教材來源 翰林版二下社會 教    師 賀思萍        

月 日 節 教    學    重    點 

5 20 一 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過程 

5 25 二 認識文化大革命的背景、發展與影響 

6 1 三 了解改革開放後的中國 

教學準備 

教師準備： 

備課資料、教具、教學 PPT 等。 

學生準備： 

預習教材內容。 

教學資源 

 

（參考網站、書

目） 

一、書籍： 

1. 翰林版八下教師手冊 

二、網站： 

1. 國民中學學習資源網 

核心素養與議題融入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核心素養項目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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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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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融入 

1.人權教育 

2.多元文化教育 

3.閱讀素養教育 

社 2c-Ⅳ-1 從歷史或社會事件

中，省思自身或所屬群體的文化

淵源、處境及自主性。 

社 3b-Ⅳ-3 使用文字、照片、圖

表、數據、地圖、年表、言語等

多種方式，呈現並解釋探究結

果。 

歷 1a-Ⅳ-2 理解所習得歷史事件

的發展歷程與重要歷史變遷。 

歷 1b-Ⅳ-1 運用歷史資料，解釋 

重要歷史人物與事件  間的關

聯。 

歷 1b-Ⅳ-2 運用歷史資料，進行

歷史事件的因果分析與詮釋。 

歷 La-Ⅳ-1 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建立。 

歷 La-Ⅳ-2 改革開放

後的政經發展。 

學   習   目   標 

第一節 

1. 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的發展。 

2. 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大躍進運動的始末。 

3. 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與蘇聯的關係 

 

第二節 

1. 認識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國內情勢。 

2. 認識文化大革命對國際社會的影響。 

 

第三節 

1. 了解鄧小平所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內容與對中國的影響。 



2. 認識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所面臨的內外挑戰。 

教學指導要點（活動流程） 
教學

時間 
評量方式 

第一節課 

 

一、引起動機 

提問：中國的天安門廣場上為什麼會有毛澤東的頭像呢？ 

回答：因為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者及第一位最高領導

人。 

影片教學：觀看中共建國影片，並根據影片回答問題。 

 

二、發展活動 

提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的發展為何？ 

回答： 

1.共黨專政 

    1949 年 9 月，中共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表面上是聯合

眾多黨派，實質上不脫離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情況。政治協商會

議上，由代表選出中央政府成員，再推選出毛澤東為國家主

席，並選定北京為未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以五星旗為國

旗，改民國為公元紀年方式。10 月 1 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正

式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中共建國初期，為了鞏固政權，

內政的措施如下： 

(1)土地改革方面 

    依據階級畫分、階級鬥爭的原則，每一個被派赴鄉間的工

作隊員所得到的指示是：一定要把貧苦農民動員起來，形成兩

個階級的對立，鬥爭地主，尤其是平日已有惡名的地主，更是

優先鬥爭的目標。為達到農村兩極分化的目標，中共特別警告

基層幹部和工作團員，對地主不得有任何溫情表現，務必做到

貧下中農和地主勢不兩立的地步。經過土地革命的過程以後，

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加上政治和經濟大環境的穩定，所以農

村生產恢復很快，而地主被打垮之後，其財產分成兩部分，一

部分被國家沒收，用以發展經濟，另一部分則被農民重新分

配，用以改善他們的生活。貧苦農民可以吃得比以前飽，穿得

比以前暖。更重要的是，在這一次重新分配中，貧苦農民多少

分配到一點土地，在農村中基本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土地改

革，也同樣地被國民政府實施在臺灣社會。 

(2)工、商業方面 

    中共初期對待私營工商企業態度相當溫和，但後來中共正

式全面地處置私營企業，民間工商企業收歸國有，建立起龐大

的國營事業。 

 

 

一、 

5min. 

 

 

 

二、 

30min. 

 

 

 

 

 

 

 

 

 

 

 

 

 

 

 

 

 

 

 

 

 

 

 

 

 

 

 

 

 

配合課本 P116 

圖 2-5-1 中華人民共和國

開國大典 

 

 

 

 

 

 

 

 

 

 

 

 

 

 

 

 

 

 

 

 

 

 

 

 

 

 

 

 

 

 

 

 

 



(3)思想控制方面 

    最初，針對知識分子的改造運動是溫和地進行，後來因知識

分子已危及黨的權威，因此，控制知識分子的言論思想，清除政

治反對勢力，當時遭外送勞改或坐牢者不計其數。 

 

提問：大躍進運動的發展情況為何？ 

回答： 

(1)背景 

    1957 年底，毛澤東提出 15 年內趕上英國的口號，不久便在

黨內熱烈的響應中，改為 7 年趕上英國，15 年趕上美國，再不

久又改為 3 年趕上英國，10 年趕上美國。毛澤東在 1958 年 展

開大躍進運動 

(2)工業方面 

中共為了提高鋼鐵產量，採用「土法煉鋼」，土法煉鋼也是

以群眾運動方式推 動，人們被組成一個個隊伍，四處砍伐山林

充作燃料，搜刮鐵材煉鋼，由於土製的爐窯溫度不夠，加上技

術不良，因此所謂的「鋼鐵」品質很差，而人力高度的抽調，

又造成農作勞力不足，田事荒廢。 

(3)農業方面 

大躍進的第一個具體表現便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簡單的

說，就是在一個固定地區中，把工、農、商、學、兵全部組織

在一起，以之為國家和社會的基本單位。名義上人民公社是人

民當家作主的結合，實際上卻是完全聽命於黨指揮的基層行政

組織。社員則在幹部的指揮下從事集體勞動，通常採取勞動人

口按軍事組織編組的方法，戰時是民兵，平常則在公社統一調

度下，從事生產。  

(4)結果 

    1958 年的豐收給予剛起步的運動強烈的信 心，各個公社為

了早日完成上級交付的建設目標，同時也基於競爭，紛紛浮報

生產量。原本畝產 2 千斤的小麥，浮報為 7 千斤；畝產 5 百多

斤的稻米，浮報為幾千斤。各公社為了誇示其成果，鼓勵人們

多用、多吃，最後存糧全部吃光了，而上級依據浮報的數據重

新調高賦稅額度，這樣一來造成農村收成盈餘的枯竭。不幸的

是 1959 年歉收，但浮報的風氣卻已無法停止，同時地方幹部也

因害怕而沒有勇氣據實報告。大躍進實施後，社會活力衰退，

經濟日漸惡化，加上 糧食不足和過度勞動，估計有三千萬人死

於「大饑荒」。 

 

提問：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的關係有何變化呢？ 

回答： 

1.向蘇聯靠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外交上堅定傾向蘇聯，

成為共產國家陣營的一員。 對內則接受蘇聯援助，全面模仿蘇聯

共產黨治國經驗。 

 

 

 

 

 

 

 

 

 

 

 

 

 

 

 

 

 

 

 

 

 

 

 

 

 

 

 

 

 

 

 

 

 

 

 

 

 

 

 

 

 

 

 

 

 

 

 

 

 

 

配合課本 P116 

圖 2-5-2 約翰騎牛我騎馬，

賽不 過他像啥話 

 

 

配合課本 P116 

圖 2-5-3 土法煉鋼 

 

 

 

 

 

 

 

 

 

 

 

 

 

 

 

 

 

 

 

 

 

 

配合課本 P117 

圖 2-5-4 中蘇關係的變化 

 

 

 

 

 



 

2 中蘇分裂：中共推行大躍進運動時，因和蘇聯爭辯共產主義發

展的正確路線，導致兩國關 係生變。後來美國反而拉攏中國，企

圖共同抗衡蘇聯。 

 

三、總結與評量： 

1.複習本堂所學 

2.預習下堂將學 

3.填寫學習單-歷史上口號政治 

 

 

第一節結束 

 

 

 

 

 

 

 

 

 

 

 

 

三、 

10min. 

 

 

 

配合備課用書影片與學習

單「禁忌史話：大躍進—吹

牛的年代」 

配合課本 P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