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帝國時期農商業的發展> 

一、 設計理念 

本單元主要針對清帝國時期臺灣的社會與文化的變遷進行介紹，可分為三部分： 

1. 移民社會：介紹當時移民渡海來臺的原因，及各祖籍的移民在臺居住的地域，並且介

紹渡臺禁令對當時臺灣社會所帶來的影響。 

2. 械鬥與民變：敘述臺灣當時民變與械鬥頻繁發生的原因以及特色。 

3. 社會風氣的轉變：敘述來臺灣拓墾的先民在臺灣定居後宗教信仰、宗族組織、文教事

業的發展與西方文化的再傳入。 

二、教學設計 

領域/科目 社會領域歷史科 設計者 何玉莉 

實施年級 一年級 總節數 2節 

單元名稱 第五章 清帝國時期的社會與文化 

核心素養 

總綱核心素養 領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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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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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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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重點 

 

 

學習 

表現 
社 1a-IV-1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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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2b-IV-2尊重不同群體文化的差異性，並欣賞其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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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 

內容 
1. 了解清帝國時期來臺漢人主要分布 

2. 探討清帝國時期臺灣的移民社會特色 

3. 了解清帝國時期臺灣社會秩序不佳與渡臺禁令的原因 

4. 探討清帝國時期臺灣械鬥與民變的背景與特色 

5. 了解臺灣從移民社會進入定居社會的改變 



議題融入 1.人權教育 

2.閱讀素養教育 

教材來源 南一版社會課本一上 

學習資源 1.世界地圖 

2.歷史文化學習網 

3.簡報 

4.學習單 

學習目標 

本單元主要針對清帝國時期臺灣的社會與文化的變遷進行介紹，可分為三部分： 

1. 移民社會：介紹當時移民渡海來臺的原因，及各祖籍的移民在臺居住的地域，並且介紹渡臺

禁令對當時臺灣社會所帶來的影響。 

2. 械鬥與民變：敘述臺灣當時民變與械鬥頻繁發生的原因以及特色。 

3. 社會風氣的轉變：敘述來臺灣拓墾的先民在臺灣定居後宗教信仰、宗族組織、文教事業的發

展與西方文化的再傳入。 

 

課程架構 

清帝國時期農商業的發展 

5-1 渡海來臺為生活 

5-2 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 

5-3 社會風氣的轉變 

此次以 5-2和 5-3做為教學設計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流程 時間 學習資源 評量 

◎ 引起動機 

1. 影片欣賞：欣賞〈朱一貴故事 開頭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ooeoxLRJ_Q），讓學生思考

清帝國時期臺灣移民面臨什麼問題，他們又選擇何種方法解決這些

問題。 

2. 說明：清帝國時期的漢人移民，在渡臺禁令的背景下，面對男

女性別不均與治安不甚安定的情況下，若再加上清廷政府輕忽人民

的需求，往往就容易形成官逼民反的民變。 

◎ 教學示例 

1. 講述與識圖 

优 引導學生看圖 2-5-4、圖 2-5-5與圖 2-5-6，說明清帝國時期臺

灣械鬥頻繁的情形，在常見的閩粵械鬥與漳泉械鬥下，戰死者的遺

骸被撿拾而出現有應公廟與同歸所，藉以祭拜這些無主孤魂。 

悠 引導學生看圖 2-5-8，說明朱一貴等漳州人士與客家人士對抗

的情形，客家族群協助清廷，故朱一貴事件平定後清廷頒給這些客

家犧牲者「義民」的稱號，自此也成臺灣客家族群特有的宗教信仰

與文化圖騰。 

忧 透過圖 2-5-7，說明乾隆皇帝為了紀念平定林爽文事件，親自

撰文刻製於石碑上，此即為今日臺南赤崁樓前的記功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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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說明 

清帝國時期來臺移民多為單身男子，再加上移民間的語言與生活習

性不同、爭取土地水源等問題，清廷又無法有效管理，因此各團體

容易以武力解決問題，因而出現械鬥頻傳的情況。 

◎ 引起動機 

1. 提問：有聽過「三月瘋媽祖」這句話嗎？這句話代表什麼意思？

是否有參加過媽祖進香或繞境？ 

2. 說明：臺灣是一個海島，因此媽祖是臺灣民眾普遍的信仰，每

年農曆三月二十三日是媽祖誕辰。臺灣各地有媽祖進香或繞境的

活動，因此俗稱「瘋媽祖」。 

◎ 教學示例 

1. 說明 

移民渡海來臺後，除了媽祖、王爺與土地公等共同信仰外，

漢人也供奉原鄉信仰神明。漢人移民藉由血緣的宗族組織來凝聚

人群，因此出現早期的唐山祖與後來的開臺祖兩種宗族組織。 

清帝國時期的臺灣為拓墾社會，因此文教較不受到重視，隨

著人民經濟生活安定後，文風才漸盛。 

開港通商後，西方傳教士也隨著商人陸續來臺，將西方文化

再次傳入臺灣。 

2. 講述與識圖 

引導學生看圖 2-5-11，說明全臺吳姓大宗祠祭拜許多吳姓祖

先，也包括保生大帝（吳夲），這些吳姓族人未必有血緣關係，因

此屬於唐山祖宗族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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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省思 學生回饋 

透過教學活動，學生能更認識自己生活的土地和

周遭的風土民情，能跟自己的文化產生共情，珍

惜資源，愛鄉愛土。 

1. 能回答老師的提問，並試著去思考問題。 

2. 能說出清領早期民變械鬥頻繁的原因 

3. 認識台灣宗教信仰 

 

 

 

 

 



111 學年度彰化縣明倫國中教師公開觀課 

表 2-1、觀察紀錄表 

授課教師  何玉莉__  任教年級：一年級任教領域/科目： 歷史  

回饋人員：楊國珠 任教年級：  一年級任教領域/科目： 歷史 

教學單元：第五章 清帝國時期的社會與文化；教學節次：共 2 節，本次教學為第 2

節 

觀察日期：111 年 12 月 28 日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

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

互動之情形) 

評量（請勾選） 

優

良 

滿

意 

待

成

長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2 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Ｖ  

A-2-1 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能或生活經

驗，引發與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三項具體事實摘要） 

1. 概念講述清晰。 

2. 搭配影片動畫說明，可激發學生想像。 

3. 透過照片欣賞並利用提問，刺激學習。 

A-2-2 清晰呈現教材內容，協助學生習得重要

概念、原則或技能。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練

學習內容。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結

學習重點。 

A-3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Ｖ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

討論或實作。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二項具體事實摘要） 

1. 透過影片將時事新聞融入課程。 

2. 利用圖片，刺激學生想像，並將之前的

宗教內容做一個比較。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A-3-3 運用口語、非口語、教室走動等溝通技

巧，幫助學生學習。 

A-4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能力，提供學習回饋並調整教學。  Ｖ  

A-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

效。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三項具體事實摘要） 

1. 根據課程隨時補充。 

2. 根據學生反應，提供課程。 

3. 問答多元，回應學生清楚。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

習回饋。 

A-4-3 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授課教師  何玉莉__  任教年級：一年級任教領域/科目： 歷史  

回饋人員：楊國珠 任教年級：  一年級任教領域/科目： 歷史 

教學單元：第五章 清帝國時期的社會與文化；教學節次：共 2 節，本次教學為第 2

節 

觀察日期：111 年 12 月 28 日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

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

互動之情形) 

評量（請勾選） 

優

良 

滿

意 

待

成

長 

A-4-4 運用評量結果，規劃實施充實或補強性

課程。(選用)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教師表現事實 

摘要敘述 

評量（請勾選） 

優

良 

滿

意 

待

成

長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1 建立課堂規範，並適切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Ｖ   

B-1-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一項具體事實摘要） 

1. 利用問答方式，立即回應學生。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2 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Ｖ   

B-2-1 安排適切的教學環境與設施，促進師生

互動與學生學習。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一項具體事實摘要） 

1.學習氣氛良好。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

合作關係。 

 

 

 

 

 



111 學年度彰化縣明倫國中教師公開觀課 

表 2-1、觀察紀錄表 

授課教師  何玉莉__  任教年級：一年級任教領域/科目： 歷史  

回饋人員：張喬復 任教年級：  一年級任教領域/科目：地理 (選填) 

教學單元：第五章 清帝國時期的社會與文化；教學節次：共 2 節，本次教學為第 2

節 

觀察日期：111 年 12 月 28 日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

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

互動之情形) 

評量（請勾選） 

優

良 

滿

意 

待

成

長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2 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Ｖ  

A-2-1 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能或生活經

驗，引發與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三項具體事實摘要） 

1.運用不同顏色的筆引導學生在地圖上圈選

依成因作分類。 

2.搭配教學影片。 

3.運用影片幫助學生容易了解。 

A-2-2 清晰呈現教材內容，協助學生習得重要

概念、原則或技能。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練

學習內容。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結

學習重點。 

A-3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Ｖ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

討論或實作。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二項具體事實摘要） 

1. 時事新聞融入課程。 

2. 利用圖片，刺激學生想像。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A-3-3 運用口語、非口語、教室走動等溝通技

巧，幫助學生學習。 

A-4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能力，提供學習回饋並調整教學。  Ｖ  

A-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

效。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三項具體事實摘要） 

1. 口頭提問，了解學生是否專心看影片。 

2. 反問學生，幫助學生抓到重點。 

3. 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4. 利用隨堂練習，適時提供學習回饋。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

習回饋。 

A-4-3 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授課教師  何玉莉__  任教年級：一年級任教領域/科目： 歷史  

回饋人員：張喬復 任教年級：  一年級任教領域/科目：地理 (選填) 

教學單元：第五章 清帝國時期的社會與文化；教學節次：共 2 節，本次教學為第 2

節 

觀察日期：111 年 12 月 28 日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

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

互動之情形) 

評量（請勾選） 

優

良 

滿

意 

待

成

長 

A-4-4 運用評量結果，規劃實施充實或補強性

課程。(選用)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教師表現事實 

摘要敘述 

評量（請勾選） 

優

良 

滿

意 

待

成

長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1 建立課堂規範，並適切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Ｖ  

B-1-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一項具體事實摘要） 

1. 利用問答方式，立即回應學生。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2 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Ｖ  

B-2-1 安排適切的教學環境與設施，促進師生

互動與學生學習。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一項具體事實摘要） 

1.學習氣氛良好。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

合作關係。 

 

 

 

 

 



彰化縣立明倫國中師公開觀課教學觀察後會談紀錄表 

 

教學班級 102 會談時間 111 年  12  月 30  日 第 五 

節 

教學科目 歷史 教學單元 第五章 清帝國時期的社會與文化 

教 學 者 何玉莉 觀 察 者 楊國珠、張喬復 

 

 

 
※ 建議回饋會談的重點： 

1. 根據教學觀察紀錄進行回饋及澄清，引導教學者瞭解自己的教學優勢與建議改進方向。 

2. 教學者表達自己在教學過程中的感受、看法及省思。 

 

會談項目 會談內容簡要記錄 

教學者教學

優點與特色 

1. 搭配影片和照片，讓教學活動更加豐富。 

2. 講述清楚、口齒清晰 

3. 用提問方式引導學生思考問題 

4. 利用補充資料，讓學生能更加清楚歷史事實 

5. 和學生互動良好能夠掌控學生的秩序和學習態度 

對教學者之

具體成長建

議 

 

1. 可多走動於教室觀看學生學習情形。 

2. 可到處走動，了解學生學習狀況。 

3. 將 PPT放大，方便坐在後面的學生觀看。 

4. 白板會有反光問題。 

 

 

 



彰化縣明倫國中公開授課議課成果記錄表 

授課教師：何玉莉       任教年級：一年級     任教領域/科目：歷史 

觀課教師： 楊國珠、張喬復             

觀課日期：111 年 12  月 28  日 

一、 教學者分享授課心得：(如說明教學設計理念、學生學習重點、授課心得…) 

    這次設計的教學理念以台灣媽祖遶境引起學生動機，因為學校所在地員林是白沙屯

媽祖和大甲媽祖遶境必經之地，學生能透過實際的觀察和感受對宗教信仰的影響有更深

刻的認識。用提問方式去引導學生融入不同宗教情境中，讓學生能對不同的宗教和族群

能產生尊重與包容的心理。 

   透過俗諺讓學生了解早期台灣先民生活的狀況進而珍惜現有的經濟發展和富裕的生

活。 

 

二、 觀課者回饋觀課心得：(如從學習目標探究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情況、學生學習表

現和教材連結情況回饋、回應教學者關切的焦點、分享觀課的學習…) 

    這個單元和台灣的風俗習慣關聯相當大，剛好跟我們的日常生活和時事可以做結

合。 

     進一步認識台灣文化和中國大陸的關聯，以及隨著在台定居時間愈久，本土意識

的加深，逐漸取代和大陸的情感，形成台灣意識。 

     透過民變械鬥的說明，可以讓學生認識執政者該關注的重點，以及百姓追求的是

什麼。 

 

 

 

照片 

 
 

照片 

 

說明 

和同事一起討論授課議課內容 

說明 

上課和同學分享影片  

 



 

照片 

 

 

照片 

 
 

說明 

透過照片和學生說明宗教建築特色 

說明 

透過照片和學生說明宗教建築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