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小社會領域第五冊(五上)3-2 探訪史前人類與原住

民族 

單元名稱 
第三單元  走過臺灣 

第 2課  探訪史前人類與原住民族 
總節數 共 7節，280分鐘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1b-Ⅲ-2理解各種事實或社會

現象的關係，並歸納出其間的

關係或規律性。 

2a-Ⅲ-1關注社會、自然、人文

環境與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3a-Ⅲ-1透過對時事的理解與省

思，提出感興趣或令人困惑的

現象及社會議題。 
領域核心素養 

社-E-A2敏覺居住地方的社

會、自然與人文環境變遷，

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響，並

思考解決方法。 

社-E-B1透過語言、文字及圖

像等表徵符號，理解人類生

活的豐富面貌，並能運用多

樣的表徵符號解釋相關訊

息，達成溝通的目的，促進

相互間的理解。 

學習內容 

Ab-Ⅲ-1臺灣的地理位置、自

然環境，與歷史文化的發展有

關聯性。 

Cb-Ⅲ-2臺灣史前文化、原住

民族文化、中華文化及世界其

他文化隨著時代變遷，都在臺

灣留下有形與無形的文化資

產，並於生活中展現特色。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呼應素養導向說明：本主題呼應十二年國教課綱三大核心素養「自主行動」、

「溝通互動」、「社會參與」。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活動一～三透過觀察史前遺址的文物及遺跡，了解

史前文化的變遷、文化交流及族群。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活動四～社會充電站透過觀察文物、早期先民及文

化的圖片，以及如何影響生活空間的利用。 

議

題 

融

入 

實質內涵 

【原住民族教育】 

原 E5認識臺灣原住民族整體概況。 

【資訊教育】 

資 E9利用資訊科技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2建立自己的文化認同與意識。 

多 E6了解各文化間的多樣性與差異性。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透過認識史前人類的生活空間、原住民族的居住地，連結到史前人類與原住民

族的生活，也會跟地理環境產生關聯。 

與其他領域/科

目的連結 

 

摘要 
1.從史前遺址推測臺灣史前人類的生活情形。 

2.史前時代器物的發明及用途。 



3.史前時代十三行人與島內、島外的交流。 

4.考古遺址、遺跡、出土文物的重要性。 

5.臺灣原住民族的分布。 

6.原住民族地理位置與文化保存的關係。 

學習目標 

1.理解臺灣史前人類的生活方式，會因器物製作與材質的演變而愈加便利。 

2.理解史前人類的居住環境與生活型態會因時間的演變而有所差異，從早期採

集、漁獵到後期因農業發展而有了定居的生活型態。 

3.理解臺灣史前人類的生活空間因能與島、內外進行交流，文化內涵愈加豐

富。 

4.知道守護臺灣史前人類所遺留的文化資產的做法，並可加以實踐。 

5.理解臺灣原住民族分布的位置，關注文化演變與環境的相關性。 

6.選定想探究的主題，進行探究與實作，探索自我發展。 

教材來源 康軒版社會領域第五冊(五上)第三單元第 2課 

教學設備/資源 康軒版電子書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活動一】遺址大發現(40’) 

(一)引起動機 

1.教師拿著平時所用的瓷碗、陶杯等不同材質的容器，提問「如果這些是史前遺物，埋在地底

下幾千年後，現在才挖出來，請學生猜猜這樣東西價值多少？」(例：無價之寶。教師解釋這

樣東西埋在地下，幾千或幾萬年後，就成為後代了解史前生活的遺物，所以是無價之寶。) 

2.教師說明想要了解史前時代的生活，就需要靠先人遺留下來的遺物或遺址，並播放影片十三

行博物館簡介，引導學生觀看並進一步了解史前時代的生活方式。 

(二)閱讀與討論 

1.請學生閱讀課本第 70 頁，找出在八里興建十三行博物館的原因。(例：政府在新北市八里區頂

罟里興建汙水處理廠，當時挖掘出許多史前時代的器物。為了保存這些器物與部分的遺址，

所以政府在當地興建博物館，以保護十三行史前人類所留下的重要文化資產。) 

2.為什麼命名為十三行呢？(例：因為遺址通常是以當地最小的地名為命名依據，頂罟里別名為

「十三行庄」，因此當地發現的遺址稱為十三行遺址。而這個博物館就因此命名為十三行博物

館。) 

(三)觀察與討論：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71 頁的課文與圖照，並回答下列問題。 

1.史前時代有什麼定義？(例：臺灣從很早以前就有人類居住活動，我們一般將沒有文字紀錄的

時代，稱為「史前時代」。) 

2.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時代，我們要如何知道他們的生活型態呢？(例：因為當時沒有文字紀

錄，所以只能從遺址出土的器物、建築遺跡等，推測當時的生活方式。) 

3.觀察課本第 71 頁的考古現場模擬圖片，可以看到什麼現象？(例：考古學家在仔細記錄挖掘情

形和出土器物。) 

4.臺灣目前已經發現的史前遺址大約有多少處？(例：二千餘處。) 

5.我們將發現史前時代人類活動的地方，稱為什麼？(例：史前遺址。) 



(四)統整：史前遺址是史前時代人類活動的地方。因為史前時代沒有文字紀錄，所以在遺址所發現的

遺物和遺跡是我們推測當時的生活方式的證據。臺灣不同時期至今已發現約兩千多處遺址，而十

三行遺址就是臺灣史前遺址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