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  縣 一一二 學年度 第  一  學期  崙雅  國民小學  六  年級 

  社會  領域教學計畫表  設計者： 六年級團隊 

一、 課程架構圖： 

二、 課程理念： 

1. 根據目標模式設計社會學習領域的課程發展架構，期以達成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社會學

習領域，所指定的十大課程目標、分段能力指標及 21 世紀國民所需具備的十大基本能力。 

2. 掌握過程模式的精神，從事社會學習領域教材的編撰與教學活動的設計，引導開放式教與學的實踐，

期以培養學生自主性的學習、獲得高層次認知的智能，以及增進獨立思考和自主性批判的能力。 

三、 先備經驗或知識簡述：  

在這一冊中，我們將帶領學生了解在日治時代的殖民統治，對臺灣日後發展所帶來的影響。接著認識戰

後臺灣政治發展及政府組織。同時了解戰後臺灣經濟所遇到的困境、復甦與成長，以及轉型的挑戰。而

社會 6 上 

第一單元 

日本來的統治者 

 

第三單元 

戰後臺灣的經濟發展 

 

第 1 課 經濟重整與復甦 

第 2 課 經濟發展與轉型 

 

第 1 課 日治時代的殖民統治 

第 2 課 日治時代的經濟發展 

第 3 課 日治時代的社會變遷 

第二單元 

戰後臺灣的政治演變 

 

第 1 課 鄉村與都市 

第 2 課 區域特色與發展 

 

第五單元 

臺灣的人口 
 

第四單元 

戰後臺灣的社會與文化 

 

第六單元 

臺灣的城鄉與區域 

 

第 1 課 社會的變遷 

第 2 課 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第 1 課 人口分布與遷移 

第 2 課 人口現象與政策 

第 1 課 政治發展 

第 2 課 政府組織 



戰後臺灣社會的文化也歷經外來文化的衝擊，而了解到傳承與發展的重要性。最後透過認識臺灣的人口

現況與區域發展，期盼學生能更加了解臺灣，成為現代國家的好公民。 

四、 課程目標： 

1. 了解日本治臺時期對臺灣帶來的影響。 

2. 了解戰後臺灣政治的發展與政府組織的職能。 

3. 明白戰後臺灣經濟的復甦與現今遇到的挑戰。 

4. 了解戰後至今社會文化的變遷與傳承發展的重要。 

5. 明白臺灣的人口分布受到地理環境影響，並了解人口現象隨著不同時期的政策有所改變。 

6. 了解臺灣城鄉的差異以及不同區域的特色與發展。 

五、 教學策略建議： 

課程活動中，認知、情意、技能是目標，教材是實現的工具，由於社會領域包含的範疇極廣，各地生活

環境亦不相同，教材難以面面俱到。因此，教師教學時，宜考慮本身的專長、學生的條件，以及學校所

能提供的教學資源，設計適當的教學活動，以充分發揮教材教學媒介的功能。 

六、 參考資料： 

1. 周婉窈(民 106)。《臺灣歷史圖說》。臺北：聯經。。 

2. 林滿秋(民 101)。《說給兒童的臺灣歷史(7)：鐵蹄下的抗爭、日據臺灣》。臺北：天衛。 

3. 李功勤(民 102)。《臺灣政治發展史》。臺北：幼獅。 

4. BomBom Story(民 107)。《漫畫大英百科：社會科學 2 政治》。臺北：三采。 

5. 薛化元(民 104)。《戰後臺灣歷史閱覽》。臺北：五南。 

6. 黃英哲(民 106)。《「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臺北：麥田。 

7. 黃俊傑(民 96)。《光復初期的臺灣：思想與文化的轉型》。臺北：臺灣大學。 

8. 徐美玲(民 88)。《上天下地看家園》。臺北：大地地理。 

9. 陳孟珠(民 96)。《微笑臺灣 319 鄉+》。臺北：天下雜誌。 

10. 吳惠巧(民 101)。《都市規劃與區域發展》。臺北：大元書局。 

七、 課程計畫： 

學習總目標： 

第一單元：探討日治時代的殖民統治、經濟建設和社會變遷，以及對臺灣發展的影響。 

第二單元：呈現戰後臺灣的政治發展和政府組織，了解臺灣民主政治的發展。 

第三單元：說明戰後臺灣的經濟發展，認識臺灣經由人民不斷努力，而創造出來的繁榮成果。 

第四單元：從戰後臺灣的家庭型態、人權、休閒生活、宗教、藝文活動及飲食等面向，探討臺灣社會豐

富的多元文化。 

第五單元：透過閱讀圖表，認識臺灣人口分布情形及人口遷移的原因，進而探討目前臺灣的人口現象與

政策。 

第六單元：了解鄉村和都巿在功能與景觀上的差異，並認識臺灣各個區域的多樣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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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瞭解不能用過大的尺

度去觀察和理解小範圍的問

題，反之亦然。 

3-3-5 舉例指出在一段變遷

當中，有某一項特徵或數值

是大體相同的。 

4-3-4 反省自己所珍視的各

種德行與道德信念。 

1.探討臺灣人口政策的變

遷。 

2.明白臺灣社會少子化的

現象。 

3.了解臺灣已步入高齡社

會。 

4.了解新住民移入臺灣的

原因及生活情形，並培養

關懷新住民的態度。 

【活動一】人口宣導口號 

1.引起動機：調查班上同學

的祖父母、父母和自己，平

均有幾個兄弟姊妹？三代

之間有什麼差別？這樣的

差別可能造成什麼影響？ 

2.觀察與發表：教師引導學

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88頁

課文及圖片，並回答下列問

題。 

(1)說說看，臺灣在四十年代

到五十年代的人口成長情

形為何？ 

(2)當時人口政策是什麼？ 

(3)近年來臺灣的家庭型態

有什麼改變？ 

(4)這種改變帶來什麼樣的

人口現象？造成原因是什

麼？ 

3.口號大觀園：教師列舉出

五、六十年代到現代臺灣人

口政策口號，請學生唸完口

號後，說一說對這些口號的

想法，教師補充說明政府制

定人口政策口號，需要考量

當時社會情況。 

4.統整課文重點。 

【活動二】少子化現象 

1.引起動機：教師請學校提

供近十年來新生入學人

數，請學生透過數據，了解

學校新生入學人數變化情

形。 

2.觀察與發表：教師引導學

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89頁

課文及圖片，並回答下列問

題。 

(1)臺灣社會出現少子化的

現象，會產生什麼影響？ 

(2)說說看，臺灣目前有什麼

鼓勵生育、保障兒童健康發

展的措施？ 

3.分組報告：教師將學生分

成數組，各組就「以現今臺

灣社會的情況來看，你們贊

不贊成鼓勵夫婦多生小

孩？理由是什麼？」進行討

論，並上臺報告。 

4.統整課文重點。 

3 

教學媒體 1.口頭評

量 

2.實作評

量 

3.討論評

量 

4.遊戲評

量 

【家政教育】 

4-3-5 瞭解不同

的家庭文化。 

6.文化學習與

國際瞭解 

7.規劃、組織與

實踐 

8.運用科技與

資訊 

9.主動探索與

研究 

10.獨立思考與

解決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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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瞭解不能用過大的尺

度去觀察和理解小範圍的問

題，反之亦然。 

3-3-5 舉例指出在一段變遷

當中，有某一項特徵或數值

是大體相同的。 

4-3-4 反省自己所珍視的各

種德行與道德信念。 

1.探討臺灣人口政策的變

遷。 

2.明白臺灣社會少子化的

現象。 

3.了解臺灣已步入高齡社

會。 

4.了解新住民移入臺灣的

原因及生活情形，並培養

關懷新住民的態度。 

【活動三】從心關懷他們 

1.引起動機：請學生於課前

蒐集有關家中或社區鄰里

間，老人們生活的情形。 

2.觀察與發表：教師引導學

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90 頁

課文及圖片，並回答下列問

題。 

(1)你覺得老年人口持續增

加的原因有哪些？ 

(2)臺灣社會老年人口愈來

愈多的現象，會產生什麼影

響？ 

(3)目前政府對於老人可以

提供哪些服務及照顧？ 

(4)俗話說：「家有一老，如

有一寶」，我們可以從老人

身上學到哪些事情？ 

3.角色扮演：學生先訪問家

中或社區長者，他們在生活

中常會遇到哪些需要別人

幫忙的事情。學生將訪問到

的內容在課堂上討論，並且

以角色扮演模擬出情境，感

受老人們的需求。 

4.蒐集與討論：教師請學生

事先蒐集新住民相關剪

報、文章等資料，於課堂上

展示並討論問題。討論後，

學生以小卡片寫下對他們

的關懷小語，可贈送給學校

或社區內新住民家長，或是

張貼在教室。 

5.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

完成【第 2 課習作】。 

6.配合動動腦：「臺灣人口面

臨少子化和高齡化現象，除

了對社會和國家發展造成

影響外，說說看，對我們的

生活，也會有哪些影響？」 

7.統整課文重點。 

3 

教學媒體 1.口頭評

量 

2.實作評

量 

3.討論評

量 

4.遊戲評

量 

5.習作練

習 

【家政教育】 

4-3-5 瞭解不同

的家庭文化。 

6.文化學習與

國際瞭解 

7.規劃、組織與

實踐 

8.運用科技與

資訊 

9.主動探索與

研究 

10.獨立思考與

解決 

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