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學年度彰化縣立埤頭國民中學 

公開授課「共備、觀課前會談」課程資料表 

基本資料 

課程領域 社會領域 教學班級 901 

教學科目 地理 教學單元 台灣的地名 

教課教師 翁靜怡 觀課教師 李晏禎 

實施時程 

備課/說課時間 114  年  3  月  6  日 備課/說課地點 第二會議室 

觀課時間 114  年  3  月  10  日 觀課地點 901教室 

議課時間 114  年  3  月  10  日 議課地點 第二會議室 

 觀課前會談紀錄表 

班級概述 
學生能聽從老師指令完成動作，同學間也能互相幫助完成線上任務 

學習態度積極 

教學目標 

學生能閱讀地圖，了解地名與地形間的關聯 

本次授課 

教學重點 

1.地名命名與自然、人文的關聯 

2.能使用 IPAD延伸學習 

教學方法 

知道自己住在埤頭哪個村及聚落名稱→埤頭聚落名稱與自然、人文的關係→完成

google表單的埤頭地名挑戰 

教學資源 
課本、學習單、PPT 

備課/說課照片 

備課 說課 

 備註 : 學習單或上課講義可作為附件附上 

由授課教師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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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_____座號_____姓名_____________ 

人有人名，地方有地名。人的姓名有其意義，一地的地名有其原由。透過地名我們可

以探索一地的自然環境和歷史文化。接下來的兩個章節，我們將以「埤頭」地名為主

題，探究地名的意義與臺灣的地名文化。 

一、 「臺灣」地名的由來 

(一) 請完成下列「臺灣」歷史年代表 

 

 

 

 

 

(二)閱讀測驗   對照課本 P.12-13，回答下列問題 

    早期居住在安平一帶的平埔族人，以「Tavoan」一名來稱呼本地，意義為「交會

之地」（圖 1-1-2）。到了 17 世紀時，荷蘭人進占該區，在地圖上標示「Tayovan」

的地名。同一時期，在臺的漢人則以讀音相似的「大員」、「台員」、「大灣」、「臺灣」

稱呼此地區。 

    雖然「臺灣」一詞已經使用數百年，然而不同時期的臺灣所指的範圍和層級並不

相同。早年荷蘭人所稱的「Tayovan」只是海濱的小城，位置約略在目前的臺南安平。

鄭氏治理臺灣後，將原來「Tayovan」改為「安平」，後來普遍以「臺灣」指稱臺灣島。

清帝國攻占臺灣後，正式以「臺灣」作為行政區的名稱，例如：「臺灣府」、「臺灣縣」、

「臺灣省」。                                        (翰林 3 下課本 P12-13) 

 

1. 請問荷蘭政權時期的在台漢人，台灣指的是哪裡? 安平 / 台南 / 台北 / 台灣全島                 

2. 台灣何時成為正式的行政區名稱? 荷據 / 鄭氏 / 清領 /日治 / 民國 

3. 請判斷下圖為哪個時期的台灣? 

 

 

 

    (         )                   (           )            (          ) 

【想一想】額外加分題 

透過探索地名，可以知道一個地方的發展故事，一個地方有地名，而我們的名字背後

也一定有一段命名故事，回家問一問父母，自己名字的由來吧~~ 

我的名字是(             ) 

命名由來(                                                               ) 

        時期      時期      時期      時期      時期 

1624 1662 1683 1895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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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題】清朝末年國勢衰弱，遭

受到列強的覬覦，台灣亦為外力入

侵的目標。請想一想，哪些戰爭對

台灣有重大影響?  

 

二、 台灣行政區命名由來:  

 

 

 

 

 

1. 半線及彰化的命名由來，你覺得分別跟甚麼有關? 半線 : ________ 彰化 : ________ 

2. 請問彰化行政區名的由來，與下列何者有關? 

   依方位命名 / 與自然環境相關 / 取自原住民族名稱 / 與歷史事件相關 

【舉一反三題】請判斷下列台灣縣市的命名由來 

  A 依方位命名 / B 與自然環境相關 / C 取自原住民族名稱 / D 與歷史事件相關 

  E 政權更迭  /  F 方便使用或文字雅化 

 

 

 

 

 

 

 

 

 

 

 

 

 

 

 

你知道彰化以前叫做半線嗎? 是平埔族中巴布薩族半

線社的所在地。 

彰化名稱之由來取自清「彰化縣碑記」中的一段話：「實

獲眾心、保域保民、彰聖天子、丕昌海隅之化歟」，可

得知『彰化』就是顯彰皇化的意思。 https://youtu.be/nddab2KfwPA 

https://youtu.be/nddab2Kfw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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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題】從自己的故鄉出發探源~鄉鎮市命名 

  A 依方位命名 / B 與自然環境相關 / C 取自原住民族名稱 / D 與歷史事件相關 

  E 政權更迭  /  F 方便使用或文字雅化      

共同點 鄉鎮 命名由來 

 
和美 

現在以詔安橋為界，以西為泉州移民的墾地，以東為漳州墾民的墾地，境內是兩州墾民

接觸之地，因為有鑑於漳泉械鬥迭起，為勸誡械鬥，和睦美鄰，故稱之。 

永靖 
因為這一帶是粵籍移民的地域，但卻屢次為閩粵械鬥所波及，為了勸誡械鬥，取永久安

靖之義，所以命名為「永靖」。 

福興 「福興」就是福建省移民在此，振興事業，建莊興隆的意思 

 

共同點 鄉鎮 命名由來 

 社頭 移民舉族入墾，建莊在平埔族大五郡社的社頭之上，故名。 

二林 因為從前這一帶是平埔族巴布薩族二林社之所在地。 

線西 位於半線以西，從前屬線西堡，於是以堡名為地名。 

 

共同點 鄉鎮 命名由來 

 溪湖 因為溪道環流，所以取其「溪」，盆狀低地稱「湖」，合併而成「溪湖」。 

溪州 是位於東螺溪與西螺溪之間的氾濫平原，所以稱之為『溪州』 

田中 
本地過去位於一片水田中央，後來因為濁水溪氾濫而流失泰半，於是另外選擇他地耕

作，此地變為市街。命名「田中」。 

田尾 墾民創建村莊於十五圳的水田地帶末端，所以命名「田尾」。 

埔心 因位於廣闊未墾的埔地中央位置。 

鹿港 原名「鹿仔港」，這地名的由來為早期此地為鹿群聚集之港口，因此命名為「鹿仔港」。 

竹塘 過去儲水為塘，以利灌溉；當時境內有許多蘆竹茂生之水塘，稱為『竹塘』。 

花壇 舊稱「茄苳腳」，從前這裡是茄苳樹茂生之地。且多栽植香花(樹蘭)。且「茄苳」台語

發音與「花壇」日語發音相似。 

埔鹽 地名由來其一為本地在過去移民建村時，為蒲鹽菁(一種植物)茂生之地。 

員林 開墾過程因為墾民啟林闢地，留下圓形林地，所以稱為「員林仔」，後來刪掉「仔」，改

為「員林」。 

 

共同點 鄉鎮 命名由來 

 
二水 

從前此地的村莊建於「二分水圳」與「八堡圳」之間，所以命名為「二八水」。後將舊

稱「二八水」改為「二水」。 

埤頭 清漢人入墾於此，因為在莿子埤圳源頭建村，所以稱為『埤頭』。 

秀水 
原叫「臭水」，從前此地是灌溉水的末端，排水不佳，積水發臭的緣故。後來改為「秀

水」。 

大城 
清移民墾殖於此，聚集成一集村。因械鬥頻繁，治安不良，於是築土成壘，以防禦盜

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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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練習 

（   ） 1. 某縣市舉辦「諸羅搖滾」音樂祭，邀請國內外眾多知名樂團參與，主辦單位也提供大眾運

輸與停車資訊供民眾參考。下列何者最可能為主辦單位提供的APP名稱？ 

(A)愛嘉義    (B)高雄 iBus  (C)臺北等公車 (D)新竹好停車。 

（   ） 2. 下列哪個是二戰結束後才出現的地名？  

(A)高雄市鹽埕區   (B)桃園市復興區  (C)臺南市新營區   (D)屏東縣恆春鎮。 

（   ） 3. 某一時期，臺灣曾出現過名稱相同，層級與管轄範圍卻不同的行政區，例如：「臺灣縣」、

「臺灣府」、「臺灣省」等，下列何者最能解釋此現象？ 

(A)當時出現多個以臺灣為名的原住民部落  (B)當時臺灣再次遭受荷蘭與西班牙的入侵 

(C)「臺灣」涵蓋的範圍隨時間而逐漸擴大  (D)西部沿海因泥沙淤積使行政區範圍增加。 

（   ） 4. 附圖為 17、18 世紀的台江內海示意圖。因形似海水面上的大魚，而被稱

為「鯤鯓」的地名最可能位於圖中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   ） 5. 澎湖縣的地名源自「平湖」，取該地區的內海不同於洶湧外海，平靜如湖

之意，這種命名方式與下列何者相同？ 

(A)彰化縣 (B)嘉義縣   (C)臺北市 (D)雲林縣。 

（   ）6. 臺灣在大航海時代，也曾經被日本人稱呼為「高山國」，該地名的由來可能與臺灣的哪一自

然或人文特徵有關？ 

(A)風向會隨著季節變換  (B)位處兩板塊的交界帶   

(C)西部河川年輸沙量高   (D)南島語族分布最北端。 

（   ）7. 高雄的舊稱為「打狗」，根據日本學者伊能嘉矩認為是源自該地原住民馬卡道族的命名，

漢人取其諧音為打狗。後來日本人認為打狗名稱不雅，因此從日本漢字中找與打狗（Tá-káu）

發音近似的名詞，就成了高雄（Takao）。下列地名中，何者地名的由來與打狗最相似？  

(A)澎湖 (B)嘉義   (C)民雄 (D)新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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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自己的故鄉出發探源~埤頭聚落命名 

 

 

 

 

 

 

 

 

 

 

 

 

 

 

 

 

 

 

 

 

 

 

 

 

 

 

 

 

 

 

 

1. 你家的在哪個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命名由來，你覺得跟下列何者有關?              

   ①自然環境  ②原住民部落/族語音譯/貿易  ③土地拓墾/制度  ④人物紀念 

   ⑤人文/人為/水利/交通設施   ⑥外來殖民/語言音譯   ⑦原鄉地名 

   ⑧維生方式/產業活動  ⑨地緣關係    ⑩動物、植物、礦物     

   ⑪嘉言吉字/諧音雅化/地名雅化  ⑫日治時期改名 ⑬同名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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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家的聚落位在哪裡? 請在左圖圈出來。 

4. 你覺得跟下列何者有關?              

   ①自然環境  ②原住民部落/族語音譯/貿易  ③土地拓墾/制度  ④人物紀念 

   ⑤人文/人為/水利/交通設施   ⑥外來殖民/語言音譯   ⑦原鄉地名 

   ⑧維生方式/產業活動  ⑨地緣關係    ⑩動物、植物、礦物     

   ⑪嘉言吉字/諧音雅化/地名雅化  ⑫日治時期改名 ⑬同名改名 

5. 與自然環境的關係~與地形相關   

  請將正確地名對應到空格中 : 『埔』、『崁』、『崙』、『湖』、『崎』、『湳』、 

地名 釋義 地名 釋義 

 多指平坦且未經開發之地  為山崖或河階崖之處 

 違河邊、海邊山丘或小山丘  聚落位於山間小盆地 

 坡度陡，多指崎嶇不平之地  低窪、容易淹水的地方 

6. 與人文環境的關係~ 與族群語言相關 

釋義 地名 族群 地名 族群 

對坑、谷的稱呼 坑 (閩南人，客家人) 壢、窩 (閩南人，客家人) 

對方位的用詞 腳、頂 (閩南人，客家人) 下、上 (閩南人，客家人) 

對房舍的稱呼 厝 (閩南人，客家人) 屋、戶 (閩南人，客家人) 

8. 請根據釋義填入正確的埤頭聚落地名 

地名 釋義 地名 釋義 

 

胡姓移民在此地落居建屋而成聚

落。此聚落為附近胡姓散居小聚落

中之最大者 

 

彰化縣誌作[水漆林]，水漆別

名咬人狗，此地附近一代因

往昔水漆茂生 

 謝姓移民來此地開墾而建立聚落  閩南語的聚落之意 

 青草蔓生、未開墾之埔地  與江西省移民來此開墾有關 

 
舊濁水溪的浮覆地，居民最早在此

西側搭建草寮供農事休息或居住 
 

昔日來此開墾之移民，僅三

戶人家於此落居建屋 

 
沙丘由此地沿著舊濁水溪往二林方

向分布 
 

昔日移民墾殖，墾成面積約

為十三甲 

 

早期來此地開墾地居者僅四戶人

家，故名為四戶，又聚落位於水圳

之上游 

 

當地居民多於日治時期從苗

栗公館一帶搬遷至此，並沿

用公館之名 

 閩南語中牛舍之意  聚落周圍種植竹林有關 

 

昔日本地為北港、西螺一帶通往鹿

港等地的必經之路，其東西為聯絡

溪州與二林間之重要道路，聚落建

於兩條主要道路之交會地帶 

 

早期移民在現今埤頭、和豐

與興農村附近，興築埤圳，

引舊濁水溪以灌溉水田，聚

落建立在埤圳的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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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歷屆會考試題體驗 

1. 閱讀下列選文，回答下列各題： 

  臺灣和地形有關的地名，多是古人依照當時的地理環境所命

名，隨著時間變化，原先的山丘、河或湖可能會變遷甚至消失，僅

剩下地名而已。因此，透過地名可推估過去的地景樣貌，例如「墘」

字代表位於某一地物或水體的旁邊，如厝墘、田墘、港墘與溪墘等，圖(一)為「墘」

字地名的分布圖。 

  小瑜家鄉地名也有「墘」字，雖然現今已經看不到當時的地貌；為了印證上述命

名原則，她找到 1921 年日治時期家鄉的地圖（圖(二)），並將當時的河流及水體標示

在 現今

的 電子

地 圖

（圖

(三)）上，發現與上述原則是一致的。【111 年會考】 

 

 

 

 

 

 

 

（ ）(１)根據圖(一)中「墘」字地名的分布判斷，下列關於「墘」字地名的推論何者最為合理？ 

(Ａ)分布於閩南族群集中區，屬閩南族系的地名 (Ｂ)分布於客家族群集中區，屬客家

族系的地名 (Ｃ)分布於現今原住民居住地，為原住民的地名 (Ｄ)受西班牙占領影

響，為西班牙語音譯的地名。 

（ ）(２)根據圖(二)判斷，在日治時期小瑜的家鄉最可能以哪種產業活動為主？ (Ａ)水稻耕作 

(Ｂ)樟腦提煉 (Ｃ)茶葉種植 (Ｄ)海鹽晒製。 

（ ）(３)根據上文中地名的命名原則及圖(二)與圖(三)的資訊判斷，小瑜的家鄉地名最可能為下列

何者？ (Ａ)海墘 (Ｂ)潭墘 (Ｃ)岸壁墘 (Ｄ)黑礁墘。 

★地名小測驗 

1. （  ）小天在翻閱臺南市海岸古地圖時，發現一張荷蘭人統治臺灣時期的「台江內海」及「大員」

(安平)手繪地圖。請問：臺灣在古書中曾被稱為「大員」，十七世紀初，大員是指今日臺

南市安平區一帶，其位置應位在附圖中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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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甲 (B)乙 (C)丙 (D)丁。 

2. （  ）從臺窩灣、大員到臺灣，「臺灣」這個名稱歷經多次的變化，除了名稱本身的演變之外，

其所指涉的空間範圍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A)從澎湖群島擴展到臺灣全島範圍 (B)

從臺灣西南部擴展到整個臺灣西部 (C)從澎湖群島擴展到整個臺灣西部 (D)從臺灣西

南部擴展到臺灣全島範圍。 

3. （  ）雲林縣虎尾鎮曾經被稱作「大崙腳」，其以當地地理形貌之特徵為地名的由來。從這個地

名的典故，可以得知虎尾鎮早期周圍環境可能跟下列何圖最符合？ 

(A)  (B) (C)  (D)  

4. （  ）明末一直至清朝統治臺灣以後，在文獻記載中對今日臺南市安平區一帶有如下的敘述：「一

鯤鯓雖然在海中，但泉水很甘美，勝過別處好多倍，居民眾多。」請問：文中所描述的

一鯤鯓是指下列哪一種地形？ (A)珊瑚礁 (B)沙洲 (C)岬角 (D)谷灣。 

5. （  ）臺南市六甲區地名之由來，主要是鄭成功參軍駐軍在此開墾荒地，最初依據開墾面積取名

為二甲、六甲、七甲等村。六甲位居中心，故取名為「六甲」。請問：下列哪一個地名的

命名之因，與上述例子相近？ (A)前鎮 (B)羅東 (C)新屋 (D)玉井。 

6. （  ）附圖是臺鐵西部縱貫線某車站的站牌，依據該站的地名判斷，該地

區的地形最可能為下列哪一種地形？ (A)地勢平坦的台地 (B)略

微凹陷的窪地 (C)高聳陡峭的山地 (D)崎嶇的淺山丘陵。 

題組題 

「永保安康」是漢語中祝福對方「永遠平安」的祝福語，有趣的是，臺南市的兩座臺鐵車站的站名—

「永康」、「保安」，因為共同組合成「永保安康」的意涵，使得兩站之間的「永保安康」紀念車票

成為了知名的紀念品。對此，臺鐵局特別在「永保安康」紀念車票的印製紙張上保留了古早味的厚卡

紙，以增添懷舊的情調。而舊的保安車站在西元 1909 年時為了配合車路墘製糖所(今稱為仁德虎山

糖廠)的運輸需求，遷移至今日的站址。請問： 

( )1. 上文中的紀念車票銷售模式，最能夠呼應下列哪一個概念？ (A)車站名稱與交通產業的結合  

      (B)車站名稱與文創產業的結合 (C)車站名稱與印刷產業的結合 (D)車站名稱與食品產業的

結合。 

( )2. 文中所提到影響保安車站遷建的產業類型，與下列哪一個地名元素之間最具相關性？  

  (A)廍 (B)營 (C)田 (D)埕。 

參考答案: 會考題:AAB 地名小測驗 ADDBAB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