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立員林國民中學公開授課教學活動設計 

(授課者填寫) 

授課教師：    姜韋良         授課班級：    813    授課科目：  歷史科  

授課單元：   明清政治與經濟發展    教材來源： 翰林版      授課日期：111 年 11 月 

22 日第 5  節 

學習目標 

1. 明清專制皇權的確立 

2. 分析中國歷代皇帝極權制度之發展 

3. 明瞭明清專制皇權的影響 

學生先備經驗

或教材分析 

已經學過秦漢時期的皇帝制度形成原因 

已經了解元代以草原民族入主中國亂政造成民眾起義革命 

已經學過皇權制度的優劣點分析 

教學活動 時間 評量方法 

壹、本章節講述內容略說 

1、明朝的內政 

2、明朝萬曆年間的政治改革(與商鞅、王安石比較) 

3、明朝的衰亡原因(內憂與蒙古、滿州等外患) 

4、明朝的經濟成就(海上絲路) 

貳、以講解、問答、看圖討論的方式來進行課程內容 

一、明朝的內政 

1、明朝的建立 

(1) 平民皇帝朱元璋明末加入反元陣營 

(2) 生平：出身貧苦人家，早年曾投身皇覺寺，當和尚

（哪一位歷史上也是出身平民的皇帝） 

(3) 稱帝：元順帝二十六年，在應天（南京）即位，為明

太祖 

(4) 勝利之因：以「民族革命」作為號召 

2、明太祖開國的重要措施：（因為出身貧苦，所以瞭解民生困苦，施

政多為百姓著想） 

(1)德政 

(a)政治方面：嚴懲貪官污吏，整飭吏治 

(b)經濟方面：清查戶口、耕地，興修水利，移民墾荒 

(c)文教方面：廣社學校，重視人才培育，提倡倫理文化 

(d)結果：社會經濟迅速恢復，明初吏治頗為清明 

(2)暴政：（與其多猜忌又殘暴的個性有關） 

(a)廢除宰相制度：因宰相胡惟庸造反。→及國家大權於一身，如果皇

   5分鐘 

 

 

 

 

 

 

   35分鐘 

 

 

 

 

 

 

 

 口頭問答 

 

 

 

 

 

 

 分組分享 

 

 

 

 

 

 

 



帝昏庸，不理朝政，國家容易被權臣和宦官把持國政 

(b)殺戮功臣，屢興大獄 

(c)以廷杖和文字獄凌辱士人 

(d)大封諸侯王，引起靖難之變（與西晉八王之亂一樣，是大封諸侯

王，宗是互相殘殺，爭奪帝位） 

(e)結果：君主專制變本加厲，禮遇文人精神，蕩然無存 

3、明成祖與紫禁城 

(1)即位：靖難之變 

(a)原因：惠帝削藩 

(b)結果：燕王朱棣攻入南京自立，為明成祖 

(2)政策 

(a)遷都北京：營建紫禁城。（防範蒙古和女真兩大外患） 

(b)疏通大運河 

(c)派鄭和下西洋（強調西洋的位置，是指南洋及印度洋一帶） 

(i)七次下西洋，行蹤遍及南洋群島及印度洋西岸各國，最遠於非洲東

岸 

(ii)影響：國威遠播，促進中西文化交流，而且使閩越移居南洋者漸

多，奠定了日後華僑在東南亞的基礎 

(d)重用宦官：打破明太祖的禁令，為明朝埋下隱憂 

二、明代的改革 

1、時間：明神宗萬曆皇帝 

2、內容 

(1)內政：整飭吏治 

(2)經濟：丈量田畝、實施一條鞭法 

(3)國防：戰守並施。重用戚繼光、李成梁鎮守北疆 

3、結果：政治清明，但張居正死後被抄家奪爵，人亡政息 

*指派習作與觀看學習吧影片後寫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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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立員林國民中學公開授課教學省思紀錄 

(授課者填寫) 

授課教師：__姜韋良______   觀課班級：__813_____  觀課科目：  歷史科   

授課單元：   明清歷史     觀課者：陳喻郁、蔡坤龍 觀課日期：_111_年_11_月_22 日 

公開授課同儕學習活動照片          (觀課者協助拍攝) 

  

說明：課程進行中 說明：課程進行中 

教學省思紀錄 

本年度的教學不同於去年度為外國史範疇，同學們因為學習過秦漢歷史，對於中國專

制皇權已經有初步的認識。明清政治史就是集權專制的代名詞，而廷杖與文字獄就是

集權的縮影，自此中國發展開始與英國等歐洲國家進入分水嶺，本來在中世紀為世界

政經中心的中國黯然進入歷史邊陲。同學們在這裡學的很好，很認真。但要用極短的

時間將朱元璋廢除丞相使用封建制度後又被成祖朱棣破壞，讓明朝政局到康熙朝的酒

王奪嫡都是皇權依人治而非制度的後遺症。本年度開始使用學習吧線上課程讓學生可

以在家預習與複習，學習效果不錯。在評量方面希望因材網可以再增加社會領域的相

關評量，幫助第一線教師更加了解學習的學習情況，進而謀求補救改善。其次是教師

應該配合成績評量準則，紙筆測驗使用頻率最小化，教師應該努力發展領域自編教材 

與善用數位載具讓學生的學習更有效、書包更輕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