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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一、認知 

1.能了解中國傳統農業特徵與分布 

2.能說明中國農業轉變原因 

3.能舉例說明中國農業生產類型的改變 

4.能說出中國農業發展的限制 

5.能說出中國農業造成的環境危害及解決策略 

6.能說明中國原料分布的特徵 

7.能說明交通建設對中國產業發展影響 

8.能說明中國經濟政策的改變 

9.能說明中國區域發展不均的對策 

二、技能 

1.能判讀圖表中的數據與代表意義 

2.能統整圖表資訊並表達自己的看法 

三、情意 

1.能分享自身對產業發展與環境保護看法 

2.能分享對中國經濟發展下發展不均的想法 

 

學生先備經驗

或教材分析 

1.知道中國的地形、氣候的區域差異 

2.知道中國主要的行政區位置及名稱 

教學活動 時間 評量方法 

第一節課 

一、 引起活動 

(一) 以詢問同學方式複習中國傳統產業。 

二、 教學活動 

(一) 農業發展的轉變 

1. 農業特性： 

(1) 以農立國：中國傳統生產方式以農業為主 

(2) 重要基礎產業：中國人口眾多，糧食需求大 

(3) 區域差異大：東農西牧、北旱田南水田 

 

 

 

5分鐘 

 

 

10分鐘 

 

 

 

 

1.口頭測驗 

2.紙筆測驗 

 

 



教學活動 時間 評量方法 

1. 轉變： 

(1) 生產技術提升、農產品單位面積產量增加 

A. 原因： 

(a) 農業人口減少：經濟發展下，第二、三級產業就業

人口已逐漸超越第一級產業 

(b) 糧食需求大 

(2) 生產類型改變： 

A. 原因： 

(a) 市場需求改變：糧食作物需求減少 

B. 方向：農產品商品化、科技化、生產類型多元化 

(a) 例：畜產品、海產類需求增加 

(b) 例：第一級產業產值增加 

(c) 例：科技化農業、科技化酪農業 

(二) 農業發展的挑戰 

1. 人均可耕地面積小： 

(1) 人均可耕地面積僅 0.08公頃，遠低於世界平均 

(2) 衍伸問題： 

A. 土地過度使用：過度密集的生產方式使環境惡化快

速，生產成本增加 

B. 農民收入低 

2. 水資源分配不均： 

(1) 年降水量南＞北 

(2) 北部水資源短缺，又是農業主要分布區 

(3) 工業用水量增加，農業用水更加短缺。 

3. 農業生態環境惡化 

(1) 環境汙染： 

A. 農業技術進步，大量使用化肥、農藥增加產量。 

B. 集約化畜牧業，提高產量，但容易爆發疫情，例

如：禽流感、非洲豬瘟。 

(2) 解決方法： 

A. 制定法規，整合部門資源制定方針。 

B. 處理都市汙染，降低對農業生產環境的汙染。 

C. 推廣新技術、提升農民環保意識。 

三、總結活動 

(三) 請同學閱讀課後閱讀「中國是豬肉的消費大國」，了解

中國的豬肉需求特徵及原因。 

(四) 探討非洲豬瘟的擴散會對中國的豬肉市場會有什麼影

響。 

第一節結束 

 

 

20分鐘 

 

 

 

 

 

 

 

 

 

 

 

 

 

 

 

 

 

 

10分鐘 

 

 

1.口頭測驗 

2.紙筆測驗 

 



 

教學活動 時間 評量方法 

第二節課 

一、 引起活動 

(一) 說明中國傳統工業發展背景，並延伸至改革開放的改

變。 

二、 教學活動 

(一) 中國的工商業發展 

1. 中國的原料分布 

(1) 傳統工業發展受資源的限制大，通常礦產資源豐富

的地方，具原料區位優勢，利工業發展。 

(2) 觀察地圖，中國煤、鐵、石油主要分布在北部。 

(3) 昔日北部較偏向重工業發展，南部以紡織、農產加

工等輕工業為主。 

2. 交通建設帶來的影響 

(1) 交通運輸可以解決一地原物料缺乏的問題。 

(2) 交通路網密集地區，工商業較發達，例如：上海。 

(3) 提升經濟發展：工業原料、產品運輸及人的移動便

利，帶動工商業快速的成長與轉型 

3. 改革開放帶來的契機 

(1) 改革開放： 

A. 中國領導人鄧小平開啟改革開放政策，結束中國計

畫經濟發展策略。 

B. 經濟特區（圖 1-3-18） 

(a) 仿效臺灣加工出口區，在沿海設立經濟特區，以廉

價勞力與土地成本，吸引大量外國資金、技術投

資設廠。 

(b) 經濟特區：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海南、喀

什。 

(c) 工業類型：以勞力密集的加工出口業為主。 

(d) 影響：成功吸引外資，促進工商業發展的進程。 

三、 總結活動 

(一) 請同學歸納影響中國工商業發展的因素。 

 

第二節結束 

 

 

5分鐘 

 

 

 

10分鐘 

 

 

 

 

 

 

10分鐘 

 

 

 

 

15分鐘 

 

 

 

 

 

 

 

 

 

 

5分鐘 

 

 

 

1.口頭測驗 

2.紙筆測驗 

 

 

 

 



 

教學活動 時間 評量方法 

第三節課 

一、 引起活動 

(一) 詢問同學在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發展策略下，會不會有

區域不均的問題及原因。 

二、 教學活動 

(一) 經濟分區 

1. 改革開放前：以平衡區域發展為主 

2. 改革開放後：區域發展明顯集中於東部沿海 

(1) 2000年起，中國政府提出多項均衡區域的政策，將

中國畫分為四大經濟區。 

3. 中國的四大經濟區： 

(1) 西部開發 

A. 自然資源豐富，但對外交通不便，工商業發展緩

慢。 

B. 政策：西部開發，輸出此區煤、鐵、石油等資源到

東部，並且連通歐洲大陸，是中國向西發展的

門戶。 

(2) 東北振興： 

A. 過去礦產資源豐富，是中國傳統重工業重心，但隨

著礦產枯竭、設備老舊，發展面臨困境。 

B. 政策：東北振興，促進產業轉型。 

(3) 中部崛起 

A. 位於內陸，缺乏交通優勢，但有低廉勞工及豐富自

然資源，且有東部沿海發展飽和及成本增加的

推力。 

B. 政策：中部崛起，複製沿海成功經驗，吸引外資投

入。 

(4) 東部率先發展 

A. 位於沿海，有交通優勢，且人口稠密、勞力充足。 

B. 政策：東部率先發展，讓此區先行發展，帶動中國

其他區域成長。 

(二) 實作與練習：中國的城鄉差異 

1. 嚴格的戶籍制度 

(1) 原因：限制人口移動，避免中國人口大量移入都

市。 

(2) 影響：中國早期都市化較緩慢。 

 

 

 

5分鐘 

 

 

 

25分鐘 

 

 

 

 

 

 

 

 

 

 

 

 

 

 

 

15分鐘 

 

 

 

 

1.口頭測驗 

2.紙筆測驗 

 

 



 

教學活動 時間 評量方法 

1. 留守兒童問題 

(1) 原因：改革開放後大量農民工移往都市，然而沒有

都市戶籍，缺少社會福利保障，如：醫療、教

育。 

(2) 影響：將子女留在鄉村，造成留守兒童問題。 

2. 東部沿海地區缺工問題 

(1) 原因：西部內陸地區工作機會增加，農民工返鄉工

作以照顧子女與家人。 

(2) 影響：東部沿海地區缺工，影響經濟發展。 

(3) 政策：2000年後，部分都市推行居住證制度，讓流

動人口可享有當地社會福利。 

3. 補充：2017年低端人口清除活動 

 

第三節結束 

  

1.口頭測驗 

2.紙筆測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