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年級  社會領域——歷史  領域 教學課程設計 

主題/單元名稱 

第二單元  中國與東亞(上) 

第 2課  商周至隋唐的民族與文化 

2-1 商周至隋唐的民族互動 

設計者 楊雅雯 

實施年級  二年級上學期 節數 1節課 

總綱核心素養 

A 自主行動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 溝通互動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領域 

學習

重點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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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

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

動關係。 

議

題 

學習主題 

1.環境倫理。 

2.認識我族的歷史經驗。 

3.我族文化內涵與文化資產。 

4.品德關鍵議題。 

5.品德實踐能力與行動。 

實質內涵 

多J2 關懷我族文化遺產的傳承與

興革。 

多J4 了解不同群體間如何看待彼

此的文化。 

品 J4 族群差異與平等的道德議

題。 

品 J7 同理分享與多元接納。 

品 J8 理性溝通與問題解決。 

品 J9 知行合一與自我反省。 

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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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2a-Ⅳ-3 關心不同的社會文化及

其發展，並展現開闊的世

界觀。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不同群體在

社會處境中的經歷與情

緒，並了解其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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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3a-Ⅳ-1 發現不同時空脈絡中的

人類生活問題，並進行探

究。 

社 3b-Ⅳ-1 適當選用多種管道蒐集

與社會領域相關的資料。 

社 3b-Ⅳ-2 利用社會領域相關概

念，整理並檢視所蒐集資

料的適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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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3c-Ⅳ-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我

觀點，並能以同理心與他

人討論。 

學習內容 

H.從古典到傳統時代 

歷 Ha-Ⅳ-2 商周至隋唐時期民族與

文化的互動。 

J.歷史考察（三） 

歷 J-Ⅳ-1從主題 H或 I挑選適當課題

深入探究，或規劃與執行歷

史踏查或展演。 

學習目標 認識商周至隋唐時期民族的接觸與互動。 

教學資源 iPad、教學 PPT、學習單、練習本、數位電視與網路資源等。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商周至隋唐的民族互動 

一、農業民族與草原民族的互動和衝突 

●引起動機 

1.提問 

⑴何謂「長城」？有人認識「長城殺手孟姜女」嗎？  

2.說明 

⑴戰國時期北方的匈奴崛起，秦、趙、燕三國都曾修築長城以為防禦。秦始皇統一

天下後，派蒙恬討伐匈奴，收復河套地區，並大修長城以防止匈奴南侵。 

⑵「長城殺手孟姜女」～傳說內容與故事來源。 

●教法示例 

講述與讀圖 

⑴提及商周以來，黃河流域農業民族與草原民族，常有互動與衝突。 

⑵說明黃河流域農業民族為抵禦北方草原民族，修築城牆以防守。戰國時期北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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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以課

堂上的問答、學

習單、練習本進

行評量。 



 

 
 

匈奴崛起，秦、趙、燕三國都曾修築長城以為防禦。秦始皇統一天下後，派蒙恬討

伐匈奴，收復河套地區，並大修長城以防止匈奴南侵。 

⑶介紹「西域」～狹義是指今新疆、中 亞 各國，廣義則指經由絲路可到達的中國

以西地區。 

⑷闡述農業民族與草原民族間的貿易往來。草原民族在歐亞草原遷移與活動，使東

西方出產的商品、物產得以相互交流。 

⑸詳述張騫出使西域共有兩次，第一次的目的是在聯絡大月氏以夾擊匈奴，第二次

則是想與烏孫結盟共同打擊匈奴。這兩次的出使行動都未成功，卻使中國得以接觸

西域地區，到達西亞、北非甚至歐洲，這條「絲綢之路」也成為古代的重要商路，

促進東西文化的交流。 

(6)詳細解說 2-2-1 漢代疆域與絲路路線示意圖。 

(7)詳細說明漢代如何經營西域，東西商路活絡，絲綢是最受西方喜愛的商品，後世

將這條通道稱為「絲路」。西域音樂、舞蹈、繪畫、雜技等紛紛傳入中國，豐富百

姓生活。 

 

二、胡漢民族的融合 

●引起動機 

1.提問：有人知道「永嘉之禍」嗎？ 

2.說明：東漢以後，境外民族陸續遷入，通稱為「胡」。由於胡 漢的風俗不同，加

上胡人長期受到漢人的歧視，西晉末年遂發生叛亂。西元 311 年，匈奴攻進西晉首

都洛陽，皇帝被俘，是為「永嘉之禍」。不久，西晉滅亡，中國北方成為胡人的 

天下；晉人則南遷長江流域，史稱「東晉」。 

●教法示例 

講述與讀圖 

⑴詳述鮮卑北魏孝文帝，推行漢化，將首都從平城(今山西大同)遷至洛陽，規定鮮

卑人改用漢姓、穿漢服、鼓勵與漢人通婚等。這些措施對胡 漢融合的貢獻很大，

奠定日後隋唐盛世的基礎。詳細解說 2-2-2 北魏孝文帝遷都形勢圖。 

⑵說明北方人士避難南遷，加速南方經濟開發，促使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南北方的

民族與文化得以融合與交流。 

⑶介紹「天可汗」～「可汗」原是草原民族領袖的稱呼。唐太宗滅了北方草原的強

權東突厥後，聲勢大振，被尊為「天可汗」；代表其地位高於西北各民族領袖，是 

各族的共同君長，亦即東亞國際盟主。 

⑷闡述唐初外族到中國經商、留學與傳教，擔任政府官員，加上魏晉以來民族融合，

唐朝前期社會風氣具有兼容並蓄、胡漢融合的特色。 

(第一堂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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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課文重點填充 

1. 商周以來，活動於黃河流域的農業民族與草原民族間，常有互動與衝突。黃河流域的農業民族為

抵禦北方草原民族南下，曾修築城牆加以防守。秦統一後，為了防禦(    )，又將秦代以前所修

築的城牆連結成(    )，作為北方的防禦線。 

2. 此外，農業民族與草原民族間也有貿易往來。草原民族在歐亞草原的遷移與活動，使東西方出產

的商品、物產得以相互交流。(      )時，派遣(    )出使(    )，讓漢人對中亞等地更加了解。 

3. 漢代積極經營西域，東西商路更加活絡，當時中國的(    )是最受西方喜愛的商品，因此後世將

這條通道稱為(「    」)。此外，西域的音樂、舞蹈、繪畫、雜技等也紛 紛傳入中國，豐富了

百姓的生活。 

4. 西晉末年，爆發(        )，此後北方胡漢衝突不斷。 (    )人出身的(          )，積極推行

(    )，將首都從(    ) (今        )遷至(    )，規定鮮卑人改用漢姓、穿漢服、鼓勵與漢人通

婚等。這些措施對胡漢融合的貢 獻很大，奠定日後(    )盛世的基礎。 

5. 此外，大批北方人士避難南遷，加速南方經濟的開發，也促使中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同時，南

北方的民族與文化 得以融合與交流。 唐初，(      )被尊為(「      」)，之後許多外族紛紛

來到中國經商、留學與傳教，甚至擔任政府官員，再加上魏晉以來民族融合的結果，使唐朝前期

的社會風氣具有(        、        )的特色。 

6. (    )以後，境外民族陸續遷入，通稱為(「  」)。由於胡漢的風俗不同，加上胡人長期受到漢

人的歧視，(    )末年遂發生叛亂。(西元    年)，(    )攻進西晉首都(    )，皇帝被俘，是為

(「        」)。不久，西晉滅亡，中國北方成為胡人的天下；晉人則南遷(        )，史稱「東

晉」。 



 

 
 

7. (「    」)原是草原民族領袖的稱呼。(      )滅了北方草原的強權(      )後，聲勢大振，被尊

為 (「      」)；代表其地位高於西北各民族領袖，是各族的共同君長，亦即東亞國際盟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