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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單元教案 

領域科目 社會領域 設計者 張瑀芮 

單元名稱 日治時期的建設帶來什麼影響 總節數 共 4 節，160 分鐘 

教材來源 

■教科書（■康軒□翰林□南一□其他      ） 

□改編教科書（□康軒□翰林□南一□其他      ） 

□自編（說明：） 

學習階段 

□第一學習階段 （國小一、二年級） 

□第二學習階段 （國小三、四年級） 

■第三學習階段 （國小五、六年級） 

□第四學習階段 （國中七、八、九年級） 

實施年級 五年級 

學生學習 

經驗分析 

1. 已對日本對台灣殖民統治有初步認識。 

2. 已知台灣五大地形。 

設計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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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2a-Ⅲ-1 關注社會、自然、人文環境與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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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1.了解並探討日治時期推動各項交通建設的目的與帶來的改變。 

核心素養呼應說明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析、 推理批判的系統思考與後設思考素養，並能

行動與反思，以有效處理及解決生活、生命問題。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融入單元 （非必要項目） 

與他領域／科目連結 （非必要項目） 

教學設備／資源  

參考資料  

  

（二）規劃節次（請自行設定節次，可自行調整格式） 

節次規劃說明 

選定節次 

（請打

勾） 

單元節次 
教學活動安排簡要說明 

V 1 第 1 節課 交通建設對生活的改變 

 2 第 2 節課 新式製糖業的興起與生活衝擊 

 3 第 3 節課 開發山林資源對生活的影響 

 4 第 4 節課 水利建設與農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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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節教案（授課節次請撰寫詳案，其餘各節可簡案呈現） 

教學活動規劃說明 

選定節次 第 1 節課 授課時間 40 分鐘 

學習表現 2a-Ⅲ-1 關注社會、自然、人文環境與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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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目標 1.了解並探討日治時期推動各項交通建設的目的與帶來的改變。 

情境脈絡 學生觀察→教師以問答方式引導→教師歸納總結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檢核／備註 

 
【準備活動】 

一、課堂準備 

  (一)教師：日本在臺建設的圖像（基隆港、縱貫鐵路、日月潭

水庫、等）。 

  (二)學生：自備火鍋料。 

【引起動機】 

   教師展示課前準備的日本在臺建設圖像，例如：港口(基隆

港、高雄港)、鐵路(日本建設的舊車站、鐵道)、發電廠(日月

潭水力發電廠)、水利設施(嘉南大圳)、行政組織(總督府)、

金融機構(臺灣銀行)，並請學生回答下列問題。 

1.為什麼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日治時期留下來的建設呢？(例：

因為許多建設都是屬於基礎建設，到今天仍然可以使用，例

如：縱貫鐵路、港口、水圳、發電廠、公共建築物等，另

外，有些也轉型為觀光用途，所以才能夠被保存下來。) 

2.你曾經看過或參觀過哪些日治時期所興建的建築或設施？

(例：總統府、基隆港、高雄港、糖廠等。) 

3.你覺得這些建築或設施對臺灣有什麼影響？(例：使得人們

的生活更加便利，奠定了臺灣經濟發展的基礎。) 

 

【發展活動】 

  一、觀察與討論：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64∼65頁的

課文、圖照與圖說，並回答下列問題。 

1.日本統治臺灣後，總督府做了哪些事，以獲取最大的經濟利

益？(例：推動各項建設與自然資源的開發。) 

2.臺灣有哪兩項物產，正好可以解決日本的國內需求？(例：

蔗糖與稻米。) 

3.日治初期，總督府大力推動交通建設，其目的為何？(例：

基於統治的需要，也方便貨物輸出與輸入。) 

4.總督府在交通設施方面，推動哪些建設？(例：鋪設西部縱

貫鐵路、整建基隆港與高雄港等。) 

5.從地理環境來看，發展臺灣南北交通建設時，會遇到一個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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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先天上的問題？(例：臺灣河川大多呈東西流向，對陸上

南北交通形成阻礙。) 

6.臺灣西部縱貫鐵路的完成，對人們的生活帶來麼改變？

(例：旅客南北往來更方便，沿線各車站成為人、貨集散的

據點，也促進鄰近鄉村的發展。) 

  二、配合關鍵思考 

1.觀察地圖，可以發現清帝國時期的鐵路建設僅在北部地區，而

日治時期則逐漸擴大。(說明：清帝國時期完成基隆至新竹的

鐵路。) 

2.從圖中可知臺灣的物產可藉由鐵路及南北的港口運輸到日本。

(說明：日治時期基隆至高雄縱貫鐵路完成，可連結北部基隆

港與南部的高雄港，貨物運輸更加方便。) 

3.從日治時期鐵路興建情形，思考臺灣的地形是如何影響日本對

臺的統治政策？(例：臺灣西部主要地形為平原、盆地、台地

及丘陵，面積廣大，開發較容易。縱貫鐵路的完成，可以讓總

督府更有效的統治，也讓臺灣的物產方便輸出至日本。) 

 

【總結活動】（須能檢核所選取之學習表現） 

   日治時期，總督府推動許多建設，對當時人們的生活帶來改

變，歷經時代的變遷，有些建設目前仍在使用，有些轉型為觀

光用途等。交通建設包括興建縱貫鐵路與港口等，這些建設雖

然是基於統治的需要與貨物的輸出、輸入而規畫設置的，但完

成後對於人們生活的改變，也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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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今日上課重

點 

學習任務說明 

學生能自己檢索資料，找出日治時期的交通建設並說出對現今社會的影響。 

 

三、教學回饋（待教學實踐後完成） 

教學照片（至少四張） 

（教學照片） 

 

 

 

 

（教學照片） 

 

 

 

 

（請輔以文字說明） （請輔以文字說明） 

（教學照片） 

 

 

 

 

（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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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輔以文字說明） （請輔以文字說明） 

教學心得與省思 

（實際依教案內容進行教學實踐後所為之省思紀錄，可含成效分析、教學省思與修正建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