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 學年度彰化縣彰化市東芳國小 

表 1、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回饋人員 

(認證教師) 
楊騫慧 

任教

年級 
五 

任教領域

/科目 
自然 

授課教師 鄔美菊 
任教

年級 
六 

任教領域

/科目 
社會 

備課社群(選填)  教學單元 第一單元 

觀察前會談 

(備課)日期 

112 年 12 月 13 日 

13：30至 14：10 
地點 321 社會教室 

入班教學觀察/公

開授課日期 

112年 12月 29日 

00：00至 00：00 
地點 321 社會教室 

一、說課重點： 

1. 了解日治時代，總督府在臺灣進行的社會改革措施及其影響。 

2. 了解日治時代的教育對臺灣社會的影響。 

3. 了解臺灣文化在日治時代的演變。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 活動一】嶄新的社會風貌 

(一)體驗活動：教師詢問學生是否知道「三寸金蓮」是什麼？現在還曾見過嗎？(請

學生自由發表)。請學生踮起腳來走路，體驗纏足的女性，在走路時的感受，以及

遭遇到的狀況，進而引導學生思考，纏足為女性帶來的痛苦。 

(二)問題討論與說明： 

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28頁課文與圖片，並進行討論與補充說明。 

1. 總督府在臺灣進行哪些衛生習慣的改革？ 

2. 總督府在臺灣進行哪些風俗習慣的改革？ 

(三)習作配合：指導學生完成【第 3課習作】第一大題。 



(四)休閒活動面面觀：教師請學生回想，假日時會從事哪些活動，並回答下列問題。 

1. 在假日時，你常會從事哪些活動？ 

2. 你覺得每週有固定的假日，對自己有什麼影響？ 

3. 如果沒有假日休息的制度，你的生活會產生什麼變化？ 

(五)觀察與發表：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28頁課文與圖片，並請學生回答

下列問題。 

1. 臺灣規定一星期七天，星期日為休假日的星期制，是由何時開始實施？ 

2. 星期制的實施，對民眾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3. 日治時代，總督府對於臺灣的民眾休閒生活，有哪些推廣或鼓勵的措施？ 

【 活動二】新式教育的引進 

(一)閱讀發表與說明：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30、31頁課文與圖片，並請

學生回答下列問題。 

1. 什麼叫做現代化的教育制度？ 

2. 日治時代，臺灣人和日本人在教育上所受到的待遇，有什麼差別？ 

3. 臺灣人面對不公平的教育對待下，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4. 日治時代，總督府在臺推動教育的目的是什麼？ 

(二)配合動動腦：「說說看，和清代相比，日治時代臺灣教育有哪些進步的地方？」 

【 活動三】臺灣文化向前衝 

(一)歷史背景說明：教師參考教師專用課本的補充資料，說明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大

量吸收西方文化，進而走向現代化。統治臺灣後，也把吸收的西方文化，連同本

身的日本文化，一併帶入臺灣，對臺灣造成重大的影響。 



(二)觀察與發表：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32、33頁課文與圖片，並回答下

列問題。 

1. 說說看，為什麼日本統治臺灣後，除了日本文化外，還會引進西方文化？(例：

由於日本在明治維新後，本身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走向現代化，所以間接的也

將西方文化引入臺灣。) 

2. 有哪些方面的文化，在日治時代傳入臺灣，使得臺灣文化更豐富多元？請舉例

說明。(例：西方與日本的飲食、服飾、建築、藝術等，如西餐的引進；西裝、

洋裝、和服的流行；西方繪畫、雕塑和音樂的傳入。) 

3. 現代生活中，你認為有哪些部分，與日治時代引入的文化有關？(例：穿著—

西裝、洋裝；建築—西式建築風格、常見的和式裝潢；西式的美術與音樂；現代

化的教育制度。) 

4. 日治時代，如何培育臺灣的藝術與文化人才？這些人才對臺灣有何貢獻？(例：

透過學校教育與展演活動。這些人才積極投入鄉土文化與藝術的創作，激起國人

的鄉土情懷，安慰許多人的心靈。) 

5. 說說看，你對於日治時代，總督府在臺的社會、教育、文化改革有何評價？(請

學生自由發表。教師可引導學生了解臺灣總督府的各項改革措施，雖然是為了日

本本國利益，但是對臺灣社會仍有正面影響，值得肯定。) 

(三)穿著比一比：教師提供從清代、日治、現今等三種不同時期的穿著圖片，請各組

學生討論下列問題，並發表看法。 

1. 三個時代的穿著各具有哪些特色？(請學生討論後自由發表) 

2. 你覺得哪一個階段的穿著變化最大？(請學生討論後自由發表。例：從清代到



日治時代的改變最大。尤其是男性，不但剪去辮子，服飾上也常見西裝和軍制

服；而女性的穿著，除了引進洋裝、和服外，傳統的服飾也被加以改良。) 

(四)習作配合與音樂欣賞：教師播放鄧雨賢作曲的臺灣歌謠望春風、雨夜花後，詢問

學生在欣賞音樂後的感覺與想法。指導學生課後完成【第 3課習作】第二大題。 

五、教學評量方式（請呼應學習目標，說明使用的評量方式）： 

分組上台口頭報告 

報告重點: 

1.能說出日治時代，總督府在臺灣所進行的社會風俗改革。 

2.能說出日治時代，臺灣休閒生活的發展情形。 

3.能說出日治時代的教育制度及教學內容。 

4.能舉出日治時代的臺灣文化的各項變遷。 

5.能透過欣賞活動，感受臺灣文化的特色與美感。 

6.能體會先人在臺灣文化的創造與傳承中，顯現的情懷與付出的貢獻。 

 

六、觀察工具及觀察重點： 

觀察工具：東芳國小公開課觀察紀錄表 

觀察重點：學生反應與公開課觀察紀錄表內容 

七、回饋會談預定日期與地點：（建議於教學觀察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 

日期： 112年 12月 30日 11：20至 12：00 

地點： 321 社會教室 

 

 

 

 

 

 

 

 

 

 

 



國小社會領域第七冊(六上)第一單元教案 

單元、課名 

第一單元  日本來的統治者 

                日治時代的社會變遷 

資料來源 

版別 康軒版 

領域冊別 社會領域第七冊(六上)第一單元 

教學時間 

3節(120分鐘) 

場地 

教室 

學習資源 

1.蒐集清代、日治與現今的穿著圖片。 

2.蒐集日治時代藝術家的資料。 

教學目標 

1. 了解日治時代，總督府在臺灣進行的社會改革措施及其影響。 

2. 了解日治時代的教育對臺灣社會的影響。 

3. 了解臺灣文化在日治時代的演變。 



能力指標 

2-3-2 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賞其內涵。 

2-3-3 瞭解今昔中國、亞洲和世界的主要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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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 瞭解人類社會中的各種藝術形式。 

4-3-4 反省自己所珍視的各種德行與道德信念。 

9-3-2 探討不同文化的接觸和交流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化創新。 

評量重點 

1-1 能說出日治時代，總督府在臺灣所進行的社會風俗改革。 

1-2 能說出日治時代，臺灣休閒生活的發展情形。 

2-1 能說出日治時代的教育制度及教學內容。 

3-1 能舉出日治時代的臺灣文化的各項變遷。 

3-2 能透過欣賞活動，感受臺灣文化的特色與美感。 

3-3 能體會先人在臺灣文化的創造與傳承中，顯現的情懷與付出的貢獻。 

教學活動內容 

【 活動一】嶄新的社會風貌(40’) 

(一)體驗活動：教師詢問學生是否知道「三寸金蓮」是什麼？現在還曾見過嗎？

(請學生自由發表)。學生發表對「三寸金蓮」的看法後，教師參考教師專用

課本的補充資料，說明女性纏足的起源與發展，以及女性纏足過程的痛苦。

並請學生踮起腳來走路，體驗纏足的女性，在走路時的感受，以及遭遇到的



狀況，進而引導學生思考，纏足為女性帶來的痛苦。 

(二)問題討論與說明：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28頁課文與圖片，並進

行討論與補充說明。 

1. 總督府在臺灣進行哪些衛生習慣的改革？(例：推動防疫措施，如實施全

民大掃除、鼓勵滅鼠等；防止傳染病的傳播，如預防注射、驗血、強制隔離

傳染病患等。) 

2. 總督府在臺灣進行哪些風俗習慣的改革？(例：鼓勵婦女不再纏足、宣導

守時守法觀念等。) 

(三)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 3課習作】第一大題。 

(四)休閒活動面面觀：教師請學生回想，假日時會從事哪些活動，並回答下列問

題。 

1. 在假日時，你常會從事哪些活動？(例：休閒活動—出外旅遊、打球、騎

自行車、看電視等；補習—補英語、數學；補充睡眠。) 

2. 你覺得每週有固定的假日，對自己有什麼影響？(例：可以讓自己放鬆一

下，也可以出去旅遊，增加見識。) 

3. 如果沒有假日休息的制度，你的生活會產生什麼變化？(例：每天上課沒

辦法稍微放鬆，容易覺得疲乏，也會影響上課心情。教師也可以補充說明，

工商業社會壓力大，適度的放假休息，出外旅遊，不但可以恢復精力，增加

上課、上班的效率，也能夠促進各種產業的發展。) 

(五)觀察與發表：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28頁課文與圖片，並請學生

回答下列問題。 



1. 臺灣規定一星期七天，星期日為休假日的星期制，是由何時開始實施？

(例：日治時代引進星期制，規定星期日為休假日。教師補充：臺灣從民國

87年開始實施隔週休二日的制度，也就是除了星期日為休假日外，雙數週

的星期六也放假；民國 90年全面實施週休二日的制度，規定星期六、星期

日皆為休假日，公務機關、學校、銀行等眾多機構，享有每週休假二日的福

利。) 

2. 星期制的實施，對民眾的生活有什麼影響？(例：假日讓民眾有了閒暇的

時間，可以進行各種休閒活動，不但可以放鬆工作、上課的心情，也促進不

少產業的發展，如旅遊業、餐飲業等。) 

3. 日治時代，總督府對於臺灣的民眾休閒生活，有哪些推廣或鼓勵的措施？

(例：設立公園，提供民眾休憩的場所；鼓勵民眾從事各種戶外活動；推廣

音樂會、藝術展覽、電影欣賞，以及提倡運動等。教師可以參考課本第 29

頁插圖，說明棒球也是從日治時代開始興起的一種運動。) 

(六)統整：臺灣總督府在統治臺灣期間進行各項社會改革，雖然是為了有效統

治，但逐漸改變社會的風貌，對臺灣現代化的貢獻值得肯定。此外，星期制

的引進，休假日的產生，以及推廣各種休閒活動，使得休閒生活逐漸成為臺

灣民眾生活中的一部分。 

 

【 活動二】新式教育的引進(40’) 

(一)閱讀發表與說明：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30、31頁課文與圖片，

並請學生回答下列問題。 



1. 什麼叫做現代化的教育制度？(例：現代化的教育不同於傳統教育，其教

育內容、學校制度和受教機會都不同，日治時代臺灣總督府引進多元課程、

階段學制，以及普及教育與專門學校，已經具有現代教育的基本雛形。) 

2. 日治時代，臺灣人和日本人在教育上所受到的待遇，有什麼差別？(例：

臺灣人和日本人就讀的學校不同，在教學內容與升學機會上，日本人都占盡

優勢。) 

3. 臺灣人面對不公平的教育對待下，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例：臺灣人接受

教育的機會雖然受限，但是仍積極爭取各種就學及留學機會。) 

4. 日治時代，總督府在臺推動教育的目的是什麼？(例：提升人民素質，培

養人才，以方便統治，並順利推行政令。) 

(二)配合動動腦：「說說看，和清代相比，日治時代臺灣教育有哪些進步的地

方？」(例：引進現代化的教育制度，有初等教育機構、專門學校和大學等；

學習的科目也和清代不同，種類增加很多；也可以到海外留學，增加學習機

會。) 

(三)學校大探索：依據分組，教師請各組學生蒐集所處縣市，自日治時代就建立

的學校資料，先進行整理、討論後，每組再派代表上臺發表。教師可依自行

蒐集的資料，補充各組的說明。(倘若學校符合條件，則教師可將蒐集到的相

關校史，在課堂上說明。) 

(四)統整：日本人引進現代化的教育制度，其動機雖然只是為了方便統治，但是

對當時的臺灣社會仍有重大的貢獻。由於臺灣人積極進取，爭取就學的機

會，因此，培養出不少優秀的人才，成為臺灣進步的推動者。 



 

【 活動三】臺灣文化向前衝(40’) 

(一)歷史背景說明：教師參考教師專用課本的補充資料，說明日本在明治維新

後，大量吸收西方文化，進而走向現代化。統治臺灣後，也把吸收的西方文

化，連同本身的日本文化，一併帶入臺灣，對臺灣造成重大的影響。 

(二)觀察與發表：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32、33頁課文與圖片，並回

答下列問題。 

1. 說說看，為什麼日本統治臺灣後，除了日本文化外，還會引進西方文化？

(例：由於日本在明治維新後，本身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走向現代化，所

以間接的也將西方文化引入臺灣。) 

2. 有哪些方面的文化，在日治時代傳入臺灣，使得臺灣文化更豐富多元？請

舉例說明。(例：西方與日本的飲食、服飾、建築、藝術等，如西餐的引

進；西裝、洋裝、和服的流行；西方繪畫、雕塑和音樂的傳入。) 

3. 現代生活中，你認為有哪些部分，與日治時代引入的文化有關？(例：穿

著—西裝、洋裝；建築—西式建築風格、常見的和式裝潢；西式的美術與音

樂；現代化的教育制度。) 

4. 日治時代，如何培育臺灣的藝術與文化人才？這些人才對臺灣有何貢獻？

(例：透過學校教育與展演活動。這些人才積極投入鄉土文化與藝術的創

作，激起國人的鄉土情懷，安慰許多人的心靈。) 

5. 說說看，你對於日治時代，總督府在臺的社會、教育、文化改革有何評

價？(請學生自由發表。教師可引導學生了解臺灣總督府的各項改革措施，



雖然是為了日本本國利益，但是對臺灣社會仍有正面影響，值得肯定。) 

(三)穿著比一比：教師提供從清代、日治、現今等三種不同時期的穿著圖片，請

各組學生討論下列問題，並發表看法。 

1. 三個時代的穿著各具有哪些特色？(請學生討論後自由發表) 

2. 你覺得哪一個階段的穿著變化最大？(請學生討論後自由發表。例：從清

代到日治時代的改變最大。尤其是男性，不但剪去辮子，服飾上也常見西裝

和軍制服；而女性的穿著，除了引進洋裝、和服外，傳統的服飾也被加以改

良。) 

(四)習作配合與音樂欣賞：教師播放鄧雨賢作曲的臺灣歌謠望春風、雨夜花後，

詢問學生在欣賞音樂後的感覺與想法。指導學生課後完成【第 3課習作】第

二大題。 

(五)統整：日治時代，為臺灣引進大量的西方文化，在飲食、服飾、建築、藝術

等各方面帶來重大的影響，使得臺灣文化更加豐富多元。而鄧雨賢、黃土

水、陳澄波等眾多藝文人士，在日治時代不平等的待遇下，仍積極進取，熱

愛鄉土，貢獻所學，充實了臺灣文化的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