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小社會領域第七冊(六上)3-1 戰後經濟發展如何影響人們生活？ 

單元名稱 

第三單元  戰後經濟發展、

轉型與生活 

第 1課  戰後經濟發展如何

影響人們生活？ 

總節數 
共 5節，200分鐘 

(第一節)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1b-Ⅲ-3 解析特定人物、族群

與事件在所處時間、空間脈絡

中的位置與意義。 

2a-Ⅲ-1 關注社會、自然、人文

環境與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2b-Ⅲ-1 體認人們對社會事物

與環境有不同的認知、感受、

意見與表現方式，並加以尊

重。 

3b-Ⅲ-2 摘取及整理社會議題

相關資料的重點，判讀其正確

性及價值，並加以描述和解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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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內容 

Ce-Ⅲ-1 經濟型態的變遷會影

響人們的生活。 

Da-Ⅲ-1 依據需求與價值觀做

選擇時，須評估風險、結果及

承擔責任，且不應侵害他人福

祉或正當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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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四利用影片欣賞和閱讀老照片，分組討論

戰後臺灣的經濟發展，並了解經濟建設對民眾生活的影響，思考經濟發展與環

境永續之間的平衡。 

議

題 

融

入 

實質內涵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了解家庭、學校與職業的分工，不應受性別

的限制。 

性 E8 了解不同性別者的成就與貢獻。 

【人權教育】 

人 E2 關心周遭不公平的事件，並提出改善的想法。 

【環境教育】 

環 E4 覺知經濟發展與工業發展對環境的衝擊。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認識戰後初期的土地改革、民生工業發展、加工出口區、十大建設，讓學生循

序漸進理解從戰後到現在的經濟發展，以及隨著經濟發展而漸次改變的生活型

態，讓學生將歷史與現代生活做連結。 



                                              

 

摘要 

一、戰後實施的土地改革內容及其對農民、地主的影響。 

二、美國援助臺灣的方式及協助解決的經濟、公共建設等問題。 

三、民國四十年代後民生工業的發展與加工出口區的設立。 

四、臺灣經濟發展時期，女性角色、地位的轉變。 

五、十大建設及其後的公共建設對民眾生活的改善。 

六、伴隨經濟發展產生的環境永續、公共安全問題。 

學習目標 

1.理解戰後臺灣經濟的發展與變遷的歷程，對人們生活的影響。 

2.體認在經濟發展中，人們對政策與措施也有不同的感受與意見，彼此間應給

予尊重。 

3.探討臺灣經濟發展的影響與挑戰，需評估不同面向的風險，並協調規畫共贏

的解決策略。 

4.透過閱讀文本及分組討論，了解公共建設對經濟發展與環境影響各有利弊。 

教材來源 康軒版社會領域第七冊(六上)第三單元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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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佃農到地主角色的轉換(40’) 

(一)引起動機：教師播放「四萬元換一元！戰後的臺灣」，讓學生了解戰後臺灣的社會。觀看影片

後，想像你是生存於戰後臺灣的人物，說說自己的觀察與感受。(例：糧食不足，百業蕭條，當

時的社會不安、百姓生活困苦等。) 

(二)閱讀與討論：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66～67 頁的課文與圖照，並回答下列問題。 

1.民國三、四十年代，多數的臺灣人以務農為生，但是土地的所有權大多屬於誰的？(例：地

主。) 

2.當時種田的農民，自己辛苦耕種所得，是否可以維持生活所需？(例：因為地租高，大部分的

收成都要繳交給地主，加上天氣因素，使得剩餘的收成不多，農民生活困苦。) 

3.你覺得當時政府推動土地改革的主要目的為何？(例：達到「耕者有其田」的目標，讓耕種者

可以擁有自己的農地，藉以提高農民的生產意願。) 

4.在收購地主的土地之後，為什麼政府會鼓勵地主將資金轉移到工業？這對臺灣的工業發展有什

麼影響？(例：當時臺灣民生工業發展需資金投入，而且土地改革導致地主失去部分土地，他

們需要尋找新的經濟途徑來維持生活與經濟投資，所以政府鼓勵他們參與工業，不僅幫助了這

些地主，也藉此發展臺灣的民生工業。) 

(三)配合關鍵思考 

1.觀察圖①～②，思考農民在向地主繳交地租的巨大生活壓力下，對土地改革政策的態度。

(例：農民在土地改革前需向地主繳交高額地租，因此大多會對政府的土地改革採取支持的態

度，這樣才有機會取得土地的所有權。) 

2.觀察圖③～④，思考土地改革政策對農民、地主產生哪些不同的影響？(例：對農民而言，得

到土地所有權後，對耕種採取更積極的態度，能自己決定耕種的時間、選擇種植的農作物，並

採取新興的農耕技術，使得耕地產量提升、收入提高，讓家庭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對地主而

言，失去了過去依靠地租的收入來源，對許多地主來說是經濟上的損失。有些地主則將從政府

取得的補償金，轉移到工業生產。) 

3.想一想，為什麼農民和地主的想法不同？(例：農民能夠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取得自己耕種的土

地，進而改善家庭的生活條件，所以多數農民是贊成土地改革的想法。對地主而言，土地改革

減少了他們持有的土地，影響他們的經濟收入和社會影響力，但礙於政府的政策也只能妥

協。) 



                                              

 

4.針對以上問題，可將全班分成農民與地主進行角色扮演，並將態度、影響與想法以筆記方格表

整理如下： 

角色 農民 地主 

對土地改革

政策的態度 

土地改革前需向地主繳交高

額地租，因此大多會對政府

的土地改革採取支持的態

度，這樣才有機會取得土地

的所有權。 

土地改革政策是由政府收購地

主的部分土地，這對地主而

言，減少了資產，普遍是不贊

成的。 

對兩者的生 

活影響 

得到土地所有權後，對耕種

採取更積極的態度，能自己

決定耕種的時間、選擇種植

的農作物，並採取新興的農

耕技術，使得耕地產量提

升、收入提高，讓家庭的基

本生活得到保障。 

從古至今，人們多認為土地是

一項重要的資產。地主失去主

要收入來源──地租，這對許

多地主來說是經濟上的損失。

有些地主則將補償金轉移到工

業生產。 

對土地改革 

的想法 

對於能夠用分期付款的方式

取得自己耕種的土地，大多

數持贊成的想法，因為可以

改善家庭的生活條件。 

土地改革減少了他們持有的大

部分土地，影響他們的經濟收

入和社會影響力。但礙於政府

的政策，也只能妥協。 

 

(四)影片欣賞與思考：教師播放「耕者有其田的田是哪些」，讓學生了解戰後臺灣土地改革政策實施

的狀況，並分享欣賞心得。 

(五)統整：戰後初期的臺灣百業蕭條，為解決經濟困境，政府實施土地改革，讓臺灣人民開始有了比

較穩定的生活，並為工業的發展奠下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