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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二二八事件

課P.116

全球瘋傳，臺灣人不告訴你的228事件臺灣吧

https://player.vimeo.com/video/982391250


一、時代背景

民國34年8月(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臺灣、澎湖改由中華民國治理。

二、事件發生原因

1.行政失當

(1)中華民國接收臺灣後，成立臺灣省行政長官

公署，命陳儀為行政長官，處理接收事宜。

(2)行政長官握有軍政大權，臺籍精英未獲政府

重視，部分官員、軍警貪汙或濫用特權，臺

人對政治漸感不滿。

課P.116



2-4-1 

民國34年10月25日，

中日代表在臺北舉行

受降典禮，政府為紀

念臺灣重獲自由，明

定本日為臺灣光復節。

臺北市公會堂(中山堂) 外，民眾歡慶

臺灣光復。

課P.116



充電站 國共內戰

民國34年，歷時八年的中日戰爭結

束，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衝

突愈演愈烈，爆發大規模內戰。

二、事件發生原因

1.行政失當—專權、貪汙、忽視臺人

2.經濟惡化

行政長官公署將臺灣米糧等物資運往中國大

陸支援國共內戰，使臺灣物價飛漲情形嚴重。

3.文化差異

臺灣人經過日本殖民統治，社會文化、語言、

生活習慣等皆與中國大陸人士不同，增加了

彼此的誤解和隔閡。

使迎接「祖國」到來的臺灣人
感到失望

課P.116



2-4-2 戰後初期臺灣出現
諷刺局勢的「五天五地」
順口溜示意圖

課P.116



三、事件發生經過

1.暴動

(1)民國36年2月27日，官員在臺北查緝私菸時誤
殺市民。

(2)2月28日，民眾前往行政長官公署抗議，遭當
局射殺，引發全臺衝突，此即二二八事件。

2.清鄉

(1)各地士紳要求行政長官公署進行改革

(2)陳儀以臺人叛亂為由，請中央政府派兵處理。

(3)國軍抵臺展開鎮壓，不少民眾遭到殺害。

課P.117

二二八事件影音

B2H4_二二八事件.mp4


2-4-3 恐怖的檢查。版畫家黃榮燦(西元1920～1952年)所作，該作品描

繪二二八事件的情景，是二二八事件最具代表性的藝術創作及象

徵。(日本 神奈川 縣立近代美術館典藏)

課P.117



充電站 清鄉

民國36年3月到5月，臺灣省警備總司令

部進行掃蕩反政府分子、收繳武器軍品

等工作。但因執行過當，導致不少冤案，

臺灣社會充滿恐怖氣氛。

課P.117



2-4-4 二二八事件
國軍鎮壓路線圖

課P.117



四、結果

1.二二八事件後，中央政府將陳儀解職。

2.成立臺灣省政府取代行政長官公署。

3.派員來臺進行調查，以平息社會紛亂。

五、影響

1.族群關係不和諧

受害者家屬遭到社會誤解與排斥，對臺灣社

會及族群關係產生不良的影響。

課P.117



2-4-5

阮美姝的父親阮朝日

(西元1900～1947年)原為

報社總經理，在二二

八事件時遇難，為了

調查父親的死因，她

不斷蒐集相關資料，

努力拼湊二二八事件

的真相。

課P.117



五、影響

1.族群關係不和諧

2.政府公開認錯

(1)民國八十年代，政府對當年的處置失當公開

道歉。

(2)透過賠償、訂定和平紀念日、興建紀念碑及

紀念館等實際行動，期望能撫平歷史傷痕。

課P.117



4-2 戒嚴體制與白色恐怖

課P.118

從威權到民主！臺灣近代民主化歷程臺灣吧

https://player.vimeo.com/video/982391406


一、戒嚴體制

1.國共內戰時期

(1)行憲：民國36年宣布實施憲政，之後選出中央

民意代表及總統、副總統。

(2)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民國37年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全國進

入戰爭準備狀態，總統權力提高。

充電站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明確規範動員戡亂時期在國家遭遇重大
變故時，總統得經行政院院會決議，做
緊急處分，不受憲法約束。

課P.118



一、戒嚴體制

1.國共內戰時期

(1)行憲：民國36年宣布實施憲政，之後選出中央

民意代表及總統、副總統。

(2)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民國37年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全國進

入戰爭準備狀態，總統權力提高。

(2)戒嚴 -→侵害憲法賦予人民的自由

民國38年，臺灣省政府為防止共產黨滲透和傳

播共產思想，下令戒嚴，限制人民的言論、出

版、集會、結社、營業時間等。

課P.118



2-4-6 
民國38年發布的戒嚴令

課P.118



一、戒嚴體制

1.國共內戰時期

2.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

(1)內戰失敗

民國38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

民國政府於12月遷到臺灣。

(2)擴大權力

政府為應付嚴峻的兩岸局勢，屢次修訂動員戡

亂時期臨時條款，使總統得以一再連任。

課P.118



想一想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與戒嚴令對戰後臺灣

的政治、社會發展影響甚深。請將正確的代

號填入空格中。

(A)戒嚴令 (B)二二八事件

(C)日本 (D)國共內戰

(E)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F)共產

課P.118



想一想

(A)戒嚴令 (B)二二八事件 (C)日本

(D)國共內戰 (E)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F)共產

課P.118

法律 ( E ） ( A ）

時間 民國37～80年 民國38～76年

背景 ( D ）

目的
因應動員戡亂時
期政軍發展

防止( F )
勢力滲透

影響
擴大總統職權，
阻礙憲政發展

限制人民自由



二、白色恐怖

1.迫害反對者

戒嚴實施以來，為防止共產勢力擴張，情治機關

常以「反叛政府」、「為匪宣傳」等藉口，不分

性別、年齡，不論本省、外省、原住民，不依法

律程序逮捕或殺害異議分子，造成許多冤獄，使

人民的生命、財產、精神等受到嚴重傷害。

2.對政治噤聲

當時民眾畏懼參與政治，不願談論國事， 以民

國四十、五十年代最嚴重，此即「白色恐怖」。

課P.119



沈鎮南(西元1902〜1951年)

江蘇寶山人，留美製糖專

家，戰後擔任臺灣糖業公

司第一任總經理。

民國40年，他被指控聯繫、

資助中國共產黨而遭到槍

決。

2-4-7 白色恐怖事例

課P.119



丁窈窕(西元1927〜1956年) 

臺灣臺南人。丁窈窕因提

醒朋友不要和心術不正的

人來往，就被朋友檢舉閱

讀禁書而遭逮捕入獄。

懷有身孕的丁窈窕在獄中

生下女兒，最終遭到槍決。

課P.119

2-4-7 白色恐怖事例



2-4-8 戒嚴時期的街景

「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的標語、嚴密巡邏的

憲警，是臺灣人對白色恐怖時期共同的記憶。

課P.119



2-4-9 戒嚴時期臺灣的政治犯接受思想改造教育

課P.119



4-3 民主化的歷程

課P.120



一、地方自治

自民國39年起，政府逐漸開放地方首長和民意代

表的直接民選，實施臺灣地方自治，也給了黨外

人士發展勢力、實現政治理想的機會。

充電站 黨外人士

泛指民國六十、七十年代，國民黨以

外的政治勢力與從事民主運動人士。

課P.120



二、雷震與自由中國

1.知識分子的良知

戒嚴時期，儘管言論自由受到限制，仍有少數

知識分子反抗威權。

2.雷震事件

(1)雷震等人創辦自由中國雜誌批評政府弊端。

(2)民國49年試圖籌組中國民主黨，制衡執政黨

勢力。

(3)最終遭到政府壓制，雷震被捕入獄。

課P.120

雷震與自由中國影音

B2H4_雷震與自由中國.mp4


2-4-10
創辦自由中國雜誌的雷震(西元1897～1979年)

課P.120



三、美麗島事件

1.追求民主

民國六十年代，教育水準提升，經濟發展快速，
人民對於地方自治與民主的要求提高。

2.警民衝突

民國68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當天，美麗島雜誌
社在高雄遊行，呼籲解除戒嚴，過程中發生軍警
與人民衝突，多人被捕入獄。

3.組織政黨
其他黨外人士透過選舉和宣傳持續推動民主運動，
於民國75年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

課P.120

美麗島事件影音

B2H4_美麗島事件.mp4


美麗島雜誌：創刊於西元1979年8月，
是臺灣黨外運動時期的重要刊物。

課P.120



2-4-11 美麗島事件後，黨外人士受審的情景

課P.120



民國75年，在尚未解嚴的情形下，民進黨宣布成立。

課P.120



臺灣民主化的歷程

課P.120



四、解除戒嚴

1.解嚴

民國76年，蔣經國總統因應臺灣社會追求民

主的訴求，宣布解除戒嚴，陸續開放黨禁、

報禁，保障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

2.終止動員戡亂

民國八十年代，李登輝總統宣布終止動員戡

亂，廢除臨時條款、修訂憲法，進一步保障

人民權益。

課P.121



2-4-12 民國79年3月，一群大學生聚集在中正紀念
堂的廣場，向政府提出「廢除臨時條款」等訴求。

課P.121



2-4-13 民國80年，李登輝總統宣告於5月1日起終止
動員戡亂。

課P.121



1.解嚴

2.終止動員戡亂

3.落實民主

(1)推動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開放省長與直

轄市市長直接民選。

充電站 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

民國37年，各省市選出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

但政府遷臺後，無限期延長第一屆中央民意代

表的任期，直到民國八十年代才全面改選。

課P.121



3.落實民主

(1)推動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開放省長與直轄
市市長直接民選。

(2)民國85年，實施總統直選，李登輝當選第一任
民選總統。

(3)透過選舉，出現政黨輪替，臺灣的民主政治因

此更加落實。

4.重視人權

政府給予白色恐怖受難者賠償，設置人權紀念
園區，使社會朝向重視人權公義的方向發展。

課P.121

總統的由來與職責影音

B2H4_總統的由來與職責.mp4


臺灣民主化的歷程

課P.121



2-4-14 中華民國行憲後歷任總統一覽表

課P.121

任期 第1～5任

時間 民國37～64年

1.任內戒嚴。
2.民國64年逝世，由
副總統嚴家淦繼任。

任期 第6～7任

時間 民國67～77年

1.任內解嚴
2.民國 77年逝世，
由副總統李登輝繼任。

任期 第7～9任

時間 民國77～89年

民國85年當選為第一
位公民直選的總統。



2-4-14 中華民國行憲後歷任總統一覽表

課P.121

任期 第10～11任

時間 民國89～97年

第一次政黨輪替
(民進黨首次執政)

任期 第12～13任

時間 民國97～105年

第二次政黨輪替
(國民黨執政)



任期 第16任

時間 民國113年～今

民進黨執政

任期 第14～15任

時間 民國105～113年

第三次政黨輪替
(民進黨執政)

2-4-14 中華民國行憲後歷任總統一覽表

課P.121



學習活動--風雨前的警示

民國36年2月28日，臺灣發生一起大規模城市動亂的悲
劇，前後大約延續了三個星期，事件結束時死亡人數
約達八千人，請閱讀下列資料並回答問題。

資料一
大陸人士以解放者自居，使無法得到政府工作的臺灣
本土菁英更為難受，他們原本希望優先被考慮擔任政
府的職務，也殷盼經濟能恢復到至少相當於日治時代
的標準。然而，國民黨在過去十年已經精疲力竭，戰
後又遭受到出人意料的逆境，難以提供有效率的、大
規模的行政管理和迅速的經濟復原。

課P.122



資料二
臺灣民眾五十年來飽受日本的殘酷殖民統治，其統治象
徵便是臺灣總督府。現在的行政長官公署儼然就是新的
臺灣總督府，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當時一首流行詩這
樣說：「總督威風受不了，長官兇焰更難當。」他們認
為這是日本總督制度的復活，是中央政府對臺灣同胞的
歧視。

資料三
民國35年的經濟現象，生產力下降，失業人口激增，物
價也漲得嚇人。雞蛋漲8倍，鹽漲18倍，糖漲20倍，茶
葉漲4.9倍。米更恐怖，有漲了50倍的記錄。平日米糖
之鄉的臺灣，卻反而米糖短缺，價格比上海、廈門等地
貴出很多。

資料來源：改寫自：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課P.122



1.資料一、二顯示事件發生前，政府與臺灣人民間
的關係如何？

(A)臺灣人民深受日本殖民文化的影響，一時難以
接受中國政權統治

(B)政府未能符合臺灣人民需求，反而施以專制統
治，引發人民不滿

(C)政府將臺灣與中國各省平等視之，卻忽略臺灣
獨特性而導致衝突

(D)臺灣自始即希望獨立，反對日本或中國的統治，
使政局動盪不安

課P.122

→B



2.資料三提及的物價暴漲，應導因於何者？

(A)二戰期間美軍轟炸臺灣，導致臺灣工業全毀，
戰後無力復甦

(B)政府發行新臺幣以取代舊臺幣，卻因政策不當
造成經濟動盪

(C)美國對臺提供經濟援助，臺幣跟隨美金變動，
價格不斷上升

(D)國共內戰爆發，臺灣資源多用於支應戰爭，使
民生用品短缺

課P.122

→D



課後閱讀

樂信瓦旦的父親是泰雅族的頭目，曾經為了抗議

總督府的殖民政策，帶領族人與日本軍隊作戰，

最後不敵日方的武力，只能黯然投降。臺灣總督

府因此接管了他們部落的土地。

到了就學年齡，樂信瓦旦進入蕃童教育所就讀，

一路受到總督府刻意栽培，並進入臺灣總督府醫

學校就讀，當時的臺灣原住民中，像樂信瓦旦這

樣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並不多。

課P.123



醫學校畢業後，樂信瓦旦回到泰雅族部落，在

角板山、尖石等地區擔任公醫，為族人提供醫

療服務。樂信瓦旦和日本人一直保持著良好關

係，甚至娶了日本妻子，改用日本名字。由於

這些經歷，樂信瓦旦成了族人的代表，在日本

人與泰雅族人之間來往溝通，為爭取原住民權

益奔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臺灣由中華民國接管，

在新政權時代，樂信瓦旦改漢名為林瑞昌，曾

擔任第一屆省參議員及第一屆臨時省議員。

課P.123



二二八事件期間，不少原住民與漢人聯手，抗議

國民黨的統治，但樂信瓦旦擔心年輕人被政府的

軍隊所傷，曾經勸族人不要加入反抗的行列。

雖然樂信瓦旦總是盡力調解不同族群間的紛爭，

卻在西元1952年無預期的被政府逮捕。原來是因

為他主張政府應該歸還原住民被占領的土地，讓

族人能夠回到故鄉居住，但這樣的主張被政府認

定是宣揚共產主義，樂信瓦旦因此被誣賴是共匪，

最終遭到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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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信瓦旦死後，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許多親友

甚至擔心被牽連而遠離他們，直到多年之後，他

們才逐漸走出這場白色恐怖的陰影。

資料來源：

林茂成、范燕秋、瓦歷斯尤幹(2005)。桃園老照片故事2：

泰雅先知樂信瓦旦。桃園：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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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信瓦旦(西元1899〜1954年)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照

樂信瓦旦於二二八事件有功，
獲新竹縣政府頒發獎狀。

樂信瓦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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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思考 (由教師與學生彈性運用)

樂信瓦旦的死，反映了白色恐怖時期是怎樣

的政治社會氛圍？

樂信瓦旦的故事，顯示出在白色恐怖時期，

只要與政府的方針有所不合，就可能被誣指

為共匪而遭到判刑。從樂信瓦旦與他家人的

遭遇，可看出在白色恐怖時期的風聲鶴唳下，

受害的往往不只是遭到逮捕入獄的個人，而

是整個家族都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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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影片連結在

「康軒國中社會歷史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eYBir_p4Kq-uZbsmoNYaqLGDTEWMg-Ez




一ヽ基礎題 共20分(4分／每題)

(D)

1.專賣局緝私組人員查獲林江邁販賣私
菸，因而沒收私菸與現金，並毆打林
婦致傷，引起眾怒。緝私組員開槍誤
殺圍觀民眾，並利用混亂情勢逃逸，
群眾擁向警察局，要求逮捕凶犯。這
是哪一事件的敘述？

(A)白色恐怖 (B)雷震事件
(C)美麗島事件 (D)二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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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某報紙社論：「最近物價狂飆，整個經濟社會在

震盪著，人民生活極端困苦，誰都希望政府能夠
設法澈底解決。人民實在太苦了，再提起日本投
降時所設想的美麗遠景，似乎只是痴人說夢。人
民現在沒有絲毫的奢望，只求有最低限度的安定
生活。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兩者之間的差距愈
來愈大，這種社會實在太危險了。」文中提及
「物價狂飆」，主要與下列何者的關係最密切？

(A)日軍帶走大量物資，導致臺灣資源短缺
(B)廢除專賣制度，使人民與政府收入減少
(C)臺灣資源大量輸往中國大陸以支援內戰
(D)人口大量的移入，造成日常物資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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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3.以下是一首描述民國36年某事件的詩作：「五十年的
黑夜／一旦明了天／五十年的屈辱／一顆熱淚把它洗
乾／祖國，你成了一伸手／就可以觸到的母體／不再
是只許壓在深心裡的／一點溫暖／五百天／五百天的
日子／還沒有過完／祖國，祖國啊！你強迫我們把對
你的愛／換上武器和紅血／來表現！」請問：這起事
件後續造成怎麼樣的影響？

(A)人們走上街頭抗議，最終多人被捕，並進行公開審判
(B)使政府意識到統治政策的不當，積極展開民主化改革
(C)政府成功壓制主導事件的共產勢力，有助於國家團結
(D)加深本省與外省間的隔閡，部分倖存菁英不願參與政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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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4.「□主張民主政治必須要有反對黨，他

曾想結合來自中國大陸的民主人士與臺
灣本土的政治精英，籌組中國民主黨，
結果遭到執政者鎮壓。」上述的□應是
指何人？

(A)陳儀 (B)雷震
(C)林獻堂 (D)蔣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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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5.民國79年，一群大學生聚集在中正紀念

堂提出改革的訴求，開啟野百合學運的
風潮。這些學生能合法的走上街頭進行
抗爭，與何項政策關係最密切？

(A)陳誠發布戒嚴
(B)蔣中正宣布動員戡亂
(C)蔣經國解除戒嚴
(D)李登輝終止動員戡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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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ヽ挑戰題 共80分(10分／每題、小題)

(D)
6.瑞瑞將戰後臺灣初期人口成長的數據做成簡

表如下，根據表中數據，民國38、39年臺灣
人口數量變化的原因為何？

(A)醫療衛生制度改善 (B)政府鼓勵全民生育
(C)眾多移工來臺工作 (D)中國大陸人民移入

習P.32

民國
(年)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人口
總數

660萬 610萬 650萬 680萬 740萬 755萬 787萬 812萬



(A)
7.某法律規定：「基隆、高雄兩港市，每日上

午一時起至五時止，為宵禁時間；非經特許，
一律斷絕交通。嚴禁聚眾集會、罷工、罷課
及遊行請願等行動。嚴禁以文字標語，或其
他方法散布謠言。居民無論家居外出，皆須
隨身攜帶身分證，以備檢查，否則一律拘
捕。」此法律制定的主要目的為何？

(A)防止共產思想傳播與共產黨滲透
(B)阻止國內親日分子的反政府活動
(C)因應人民反日與安定秩序的需求
(D)避免群眾活動過多，干擾船隻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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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8.下列是臺灣社會變遷的示意圖。由圖1演變

到圖3，其中所呈現的意義是什麼？

(A)臺灣的經濟改革對於政治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力
(B)臺灣的社會秩序需透過法律的約束才得以穩定
(C)臺灣的民主政治經過人民長期努力，不斷進步
(D)臺灣的原住民族不斷反抗，終於獲得平等地位

習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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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9.「民國68年12月10日晚上，遊行隊伍被鎮暴警察

包圍，警察開始噴射催淚瓦斯，令現場失去控制，
爆發嚴重衝突。事件發生後，軍警情治人員展開
全島同步的大逮捕行動，陸續追捕黨外人士。」
下列對此事件的描述，何者正確？

(A)加速黨外勢力結合，促成隔年民主進步黨的成立
(B)黨外人士透過此遊行活動表達追求民主政治的訴求
(C)多人遭到逮捕，顯示臺灣社會普遍無法接受遊行活動
(D)導因於黨外人士企圖組織中國民主黨，卻遭到政府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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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民國36年的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總統任期一屆
6年，且連選得連任一次，但受後續法令頒
行的影響，蔣中正於民國49年第三次當選總
統，明顯與憲法原有規定不同。請問：上述
的「後續法令」指的是哪一項法令？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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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請閱讀下列資料並回答問題。

資料一

戰後，劉晉鈺出任資源委員會專門委員，負責接收
臺灣電力事業。之後擔任臺灣電力公司總經理。劉
晉鈺有子女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共產黨透過他的
兒子和朋友寫信給他，因此劉晉鈺被冠上「通匪」
罪名遭到逮捕、槍決。
資料來源：【受難故事17】劉晉鈺：台電總經理。白色恐怖受難者故事。取自

https://2009story.blogspot.com/2009/02/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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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

民國34年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後，鄒族領袖高一
生擔任今阿里山鄉第一任鄉長。二二八事件發生時，
高一生曾率領鄒族青年支援當時落難逃至鄒族山區
的反政府人士，後來因協助涉案者避難及倡導原住
民自治，於民國43年被以匪諜、貪汙、叛亂等罪名
處決。

資料來源：音樂家名錄：高一生。臺灣音樂群像資料庫。取自
https://musiciantw.ncfta.gov.tw/people?uid=2&pid=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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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兩則資料中主角的遭遇，反映出哪一時期的政治
氛圍？

白色恐怖

⑵兩則資料中的主角被處決的共同理由為何？
(A)表態支持日本的殖民統治
(B)與共產或反政府人士接觸
(C)陸續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D)助美顛覆中華民國的統治

習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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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當時中華民國政府為何如此反對臺灣人民接觸共
產主義？
(A)中華民國政府因國 共內戰失敗遷臺後，仍堅
持反共路線
(B)正值國共內戰期間，政府試圖透過戒嚴以減
少親共活動
(C)美國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危害臺灣
政治的穩定
(D)二二八事件後黨外勢力快速擴大，動搖到國
民黨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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