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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東興國民小學「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設計案例 

一、課程設計原則與教學理念說明（請簡要敘明） 

本單元透過以下幾個面向，引導學生認識 

「戰後臺灣經濟發展對生活的影響」：戰後初期的土地改革、民生工業發展、加工出

口區、十大建設與科技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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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活動設計 

 （一）單元 

領域科目 社會領域 設計者 尤誌章 

單元名稱 
戰後經濟發展如何影響人們生

活？ 
總節數 共___5____節，__200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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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年級 

六年級 

學生學習 
經驗分析 

（素養導向以學生為中心，教學須考量學生學習狀況而設計） 
本單元透過以下幾個面向，引導學生認識 
「戰後臺灣經濟發展對生活的影響」：戰後初期 
的土地改革、民生工業發展、加工出口區、十大建設與科技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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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依據 

學科價值定位 

教師引導學生觀察照片，是否知道這項建設的名稱？是否曾經利用這項

建設？並引導學生察覺高速公路通行費收費方式的變化，進而查詢、思

考中山高速公路的興建時間與目的。 
教師可配合扉頁的敘述，帶入本單元的主題：經濟發展。讓學生思考現

今可見且經常利用的重大建設以及科技產業的發展，對臺灣經濟與人民

生活的影響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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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 
課程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1b-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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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1 關注社會、自然、人文環境與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2b-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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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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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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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描述和解釋。請注意階段碼別對應） 

學習內容 

Ce-皿-1 經濟型態的變遷會影響人們的生活。 
Da-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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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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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應給予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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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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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 E4 覺知經濟發展與工業發展對環境的衝擊。 
環 E5 覺知人類的生活型態對其他生物與生態系的衝突。 

融入單元 

（非必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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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他領域／科目連結 （非必要項目） 

教學設備／資源 電腦、單槍 

參考資料 教師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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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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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 

從佃農到地主

角色的轉換 

戰後經濟發展如何影響人們生活？（例：戰後臺灣經歷了土地

改革，許多農民取得土地，提升了農業生產力，並改善經濟狀

況。接著，政府在美國援助下推動民生工業、設立加工出口區、

推動經濟建設等，促進了勞動力從農業向工業轉移，進一步提

高了國民生活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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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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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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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觀察圖③~④，思考土地改革政策對農民、地主產生哪些不

同的卡受美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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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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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活動二:美援 1.教師先說明「美國援助」的內涵，是指美國在民國 40 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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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的影響 

 

民國 54 年間對臺灣提供的經濟援助，包括資金、物資和技術

等。 

2.教師展示「生活話當年——1950、1960 國家檔案影像特

展」：食的「溫香牛奶的點滴回憶」、「麵粉、饅頭與營養午

餐」、「美援黃豆的加工」網頁；行的「貫穿東西的中橫」網

頁；影音體驗的「營養午餐」影片等。請學生在觀看後進行

分組討論，當時人們的生活受到哪些影響？（例：食物來源

的變化、營養午餐的改善、交通設施的興建等。） 

（二）閱讀與討論：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68～69

頁的課文與 

1.美國向臺灣提供了哪些類型的援助？（例：在生活物資方

面有棉花、麵粉、奶粉等；有提供建造水庫與公路的技術；

還有金錢的貸款讓臺灣可以進行經濟上的建設。） 

2.美國的生活物資是如何幫助穩定臺灣的物價？（例：透過

麵粉和奶粉等物資的提供，減少因物資短缺導致的物價上

漲，進而平穩當時臺灣的物價。） 

3.美國提供的貸款和設備如何影響臺灣的公共建設與經濟發

展？ 

（例：通過美援，政府積極開展重大基礎設施的建設，例

如：石門水庫的建設，不僅穩定提供臺灣北部地區的用水，

也促進周邊地區的農業發展。） 

4.你還知道有哪些建設是在美援下得以完成？（例：德基水

庫、西螺大橋、中部橫貫公路等。） 

5.美援對臺灣經濟發展有哪些具體的影響？（例：美援幫助

臺灣穩定物價，促進經濟成長；改變飲食的習慣；中小學生

營養狀況的改善；重要的經濟、交通建設。） 

（三）看圖說故事：教師展示美援麵粉袋內褲與石門水庫的

老照片，分組進行討論，讓學生們思考下列問題。 

1.當時為何會出現用麵粉袋做成的褲子，如果是你，你會穿

嗎？ 

（例：因為當時基本生活用品缺乏，麵粉袋成了一種廉價的

布料來源，人們將這些麵粉袋，重新裁剪縫製成褲子解決紡

織品匱乏的問題。面對物資短缺的環境，相信大家都會選擇

可用的資源，所以應該會穿，另外，如果很多人都穿的話，

和大家相比，也就不會太特殊。） 

2.想一想，石門水庫興建前後對當地居民有何影響？（例：

有更多的水源，有許多土地可以變成農田；比較不會有缺水

的狀況；石門水庫有發電的功能，附近開始有了電力，影響

了人們的生活。） 

3.上網找找看，現在的石門水庫還有哪些功能？請和同學分

享？ 

（例：具有給水、灌溉、發電、防洪和觀光休憩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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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片欣賞與思考：教師播放「戰後強心針，美援來

啦！」、「美援？可以吃嗎？當然可以唷！」，讓學生思考美援

對臺灣經濟與人民的影響，並分享欣賞心得。 

（五）統整：在民國四十至五十年代，美國所提供的援助，

除了穩定當時臺灣物價，讓社會安定下來，也改變了當時不

少臺灣人民的生活習慣。同時，美國的貸款和設備建設臺灣

不少基礎設施，例如石門水庫，改善了用水和電力供應，提

升民眾生活水準。 

 3 

活動三:民生

工業帶來的改

變 

（一）引起動機 

1.教師先說明民生工業就是指滿足人民食、衣、住、行、

育、樂各方面需求的工業，例如：紡織、食品加工等。 

10:07 尤誌章 2 請學生討論「我的一天生活」和民生工業有

何相關？（請學生依實際情況作答。例：上學要穿的制服、

上課要用的書包等。引出結論：民生工業所生產的東西，提

供我們的日常生活所需，所以非常重要。） 

（二）閱讀與討論：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70～71

頁的課文與 

圖照，並回答下列問題。 

1.民生工業在臺灣的發展時程為何？（例：民國四十年代，

政府開始發展紡織、塑膠、食品加工等民生工業。到了民國

五、六十年代，政府陸續設立加工出口區，鼓勵國、內外廠

商設廠，進行生產活動。） 

2.這些工廠所生產的東西和我們的日常生活有何關聯？

（例：都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物品。） 

3.詢問家中目前所使用的電鍋品牌，與家中長輩曾使用過大

同電鍋的比例？（例：學生依調查情形回答，說明大同電鍋

與臺灣家庭的生活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展現民生工業發展與

人們相關。） 

4.這些民生工業的產品，對當時人們的生活產生哪些改變？

（例： 

因為大量工廠的設置，提高了各種生活用品的產量，除了能

外銷，也可以供應給國內的人民，而且價格趨於穩定，滿足

了人民對日常用品的需求。例如：大量生產的成衣、塑膠製

品和家電產品，商品變得普及，價格實惠，當人們都可以購

買時，就改善了人們的生活條件。） 

5. 當勞動人口集中在工廠，可能會對農村居民的生活產生什

麼影響？（例：許多農村地區面臨勞動力流失，特別是年輕

人選擇離開農村前往工廠找尋工作機會，有可能讓農村缺乏

勞動力，但也有可能促使農村地區採用更多機械化的農業技

術或改變策略。另外農村居民到了工廠工作，也為個人與家

庭創造了一份穩定的收入來源，提升生活品質。） 

10:08 尤誌章 銷•也可以供應給國內的人民，而且價格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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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定；灣和家電對日常用品的需求。例如：大量生產的成

衣、塑膠製品和家電產品，商品變得普及，價格實惠，當人

們都可以購買時，就改善了人們的生活條件。） 

5.當勞動人口集中在工廠，可能會對農村居民的生活產生什

麼影響？（例：許多農村地區面臨勞動力流失，特別是年輕

人選擇離開農村前往工廠找尋工作機會，有可能讓農村缺乏

勞動力，但也有可能促使農村地區採用更多機械化的農業技

術或改變策略。另外農村居民到了工廠工作，也為個人與家

庭創造了一份穩定的收入來源，提升生活品質。） 

6.觀察高雄加工出口區的圖片與文字說明，當勞動人口集中

在工廠所在的加工出口區等地，可能會對加工出口區造成什

麼影響？ 

（例：因為多元的就業機會，讓加工出口區有大量勞動力的

湧入，有助於促進當地經濟與地區的發展，人口的聚集也是

都市形成的基本條件。） 

（三）影片欣賞：教師播放「進什麼口？替什麼代？」，讓學

生了解當時發展的產業多數跟民生工業有關，像是紡織、水

泥、麵粉、塑膠等。其中王永慶經營的台塑企業，就是在這

個時期打下基礎。 

10:08 尤誌章 （四）閱讀與分組討論：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

觀察課本第 71 頁「臺灣經濟發展的女力展現」文本與加工出

口區男女員工人數統計圖後，回答下列問題。 

1.觀察統計圖可以發現加工出口區的男女員工人數有什麼變

化？這樣的變化有什麼意義？（例：從民國 56 年到 62 年

間，在加工出口區工作的男女員工人數持續增加，且女性人

數比男性還要多。相對於過去女性大多在家中協助家事或農

務，這個時期的女性可選擇到工廠工作，成為工廠生產線上

重要的勞動力。從 62 年到 64 年員工人數反而有些下降，可

能與國際能源危機相關。） 

2.為什麼臺灣生產的產品受到市場的歡迎？（例：由於加工

出口區的女性占大多數，而且臺灣女性細心、耐心又手藝精

巧，所以當時電子、成衣等工廠所生產的產品品質較高，受

到國際市場上的歡迎。） 

3.民生工業的興起與加工出口區的出現，對臺灣的社會結構

產生何種影響？可以讓學生進行分組，從就業機會、收入和

性別角色等面向加以分析。分組討論的結果可能如下： 

（1）在就業機會上：民生工業興起與加工出口區的出現創造

了大量的就業機會，許多勞動人口從農業轉向工業，工廠成

為重要的收入來源。 

（2）在家庭或個人收入上：在工廠工作為個人帶來固定收

入，也有利於個人與家庭生活水準的提升。 

（3）在性別角色的影響：過去女性多從事家務農活，民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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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與加工出口區的興起，讓更多女性有機會進入工廠就業，

改變了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角色。 

4.如果你是當時的女性，到工廠工作後，會用辛苦工作所得

的薪水拿來做什麼呢？（例：作為家庭支出、個人儲蓄，或

是用於個人學習進修、休閒娛樂等。） 

（五）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回家完成【第 1 課習作】。 

（六）統整：在民國四十至六十年代，政府推動民生工業，

並建立加工出口區，吸引國、內外廠商投資。這些措施提高

了商品的產量，增加了工作機會，使得農業勞動力轉移到工

業，促發了人口移動，並使女性有更多機會參與工廠工作，

同時女性意識也隨經濟自主有些改變。 

 

 4 

活動四:危機

有時也是一種

轉機 

（一）引起動機 

1，是否曾在住家或學校附近看過新建的道路、橋梁、捷運等

公共工程，這些建設對居民生活有什麼影響？如果住家或學

校附近都沒有，教師則可播放「1976 美麗的遠景（中華民國

十大建設紀錄片）」影片，讓學生觀察。（請學生依實際情況

作答，分享自己的觀察與感受。） 

2.教師說明民國六十年代，國際間爆發能源危機，全球經濟

陷入不景氣，政府推動「十大建設」等計畫，度過這段經濟

不景氣的背景。 

（二）分組資料蒐集與資料鍪理：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

課本第 72 頁課文與圖照，觀看「1976 美麗的遠景（中華民

國十大建設紀錄片）」影片，及學生自行蒐集的資料，以六何

法方式進行筆記摘要。 

（三）分享與討論：建設與日常生活連結 

1.關於家中長輩與十大建設或臺灣其他重要建設相關的生活

故事，請學生發表自己的訪問結果。（請學生依實際狀況作

答。讓學生分享自己的訪查結果。） 

2.目前人們仍受惠於十大建設帶來的便利，你曾經使用或造

訪過這些建設嗎？這些建設對你現在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請學生依實際狀況作答。例：我曾到臺灣桃園國際機場搭

乘飛機出國，因為這項建設讓我有機會到不同國家旅遊。） 

3.十大建設中有六項關於交通，而後續政府也增建國道、捷

運及高鐵等交通建設。想想看，交通建設對於經濟發展和人

民生活的重要性為何？（例：交通建設是國家發展的重要基

礎，可以促進經濟發展、改善人民生活。例如：高速公路可

以縮短人與貨物的運輸時程，流通更為快速，也促進城鄉的

交流，民眾更容易共享都市與鄉村的資源；環島鐵路可以促

進觀光業的發展，為鐵路沿線都市與鄉鎮帶來觀光收入；臺

灣西部高速鐵路通車後，臺灣西部的南北旅客運輸量大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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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讓一日生活圈逐漸形成。）（四）角色扮演與辯論：教師

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73 夏課文與圖 

10:13 尤誌章 2.目前人們仍受惠於十大建設帶來的便利，你

曾經使用或造訪過這些建設嗎？這些建設對你現在的生活有

什麼影響？（請學生依實際狀況作答。例：我曾到臺灣桃園

國際機場搭乘飛機出國，因為這項建設讓我有機會到不同國

家旅遊。） 

3.十大建設中有六項關於交通，而後續政府也增建國道、捷

運及高鐵等交通建設。想想看，交通建設對於經濟發展和人

民生活的重要性為何？（例：交通建設是國家發展的重要基

礎，可以促進經濟發展、改善人民生活。例如：高速公路可

以縮短人與貨物的運輸時程，流通更為快速，也促進城鄉的

交流，民眾更容易共享都市與鄉村的資源；環島鐵路可以促

進觀光業的發展，為鐵路沿線都市與鄉鎮帶來觀光收入；臺

灣西部高速鐵路通車後，臺灣西部的南北旅客運輸量大幅成

長，讓一日生活圈逐漸形成。）（四）角色扮演與辯論：教師

引導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73 頁課文與圖 

照，進行下列活動。 

1.以大林煉油廠和金門水頭港區的建設為例，讓學生分組從

不同議題及不同角度思考經濟建設的影響，包括正面和負

面，並以 T 表/ 

T 圖進行觀點的整理。 

（五）統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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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透過學習，更加認識到經濟

建設帶來的正面與負面的影響，並培養對社會議題的關注和

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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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授課時間 40 分 

學習表現 

16-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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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皿-1 關注社會、自然、人文環境與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20-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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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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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內容 

（請注意階段碼別對應） 
Ce-I-1 經濟型態的變遷會影響人們的生活。 
Da-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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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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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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境脈絡 

教師引導學生觀察照片，是否知道這項建設的名稱？是否曾經利用這項建

設？並引導學生察覺高速公路通行費收費方式的變化，進而查詢、思考中

山高速公路的興建時間與目的。 
教師可配合扉頁的敘述，帶入本單元的主題：經濟發展。讓學生思考現今

可見且經常利用的重大建設以及科技產業的發展，對臺灣經濟與人民生活

的影響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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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ppt 

  (二)學生：課本、筆記本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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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活動】（須扣合所選取之學習內容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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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分鐘 

 

 

 

 

15 分 

 

 

 

 

 

 

 

 

 

 

 

 

 

 

 

發表心得 

 

 

 

 

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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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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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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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受美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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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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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活動】（須能檢核所選取之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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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地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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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 

 

 

 

 

 

 

 

 

 

 

 

 

 

 

 

 

 

5 分 

 

回答問題 

 

 

 

 

 

 

 

 

 

 

 

 

 

 

 

回答問題 

發表感想 

學習任務說明 
（依所選定節次教學活動規劃設定該節課之學習任務） 
本單元透過以下幾個面向，引導學生認識「戰後臺灣經濟發展對生活的影響」：戰後初期的土地改

革、民生工業發展、加工出口區、十大建設與科技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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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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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彰化縣東興國小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表 1、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授課教師： 尤誌章    任教年級：   六年級      任教領域/科目：社會領域   
回饋人員：  廖寶慧      任教年級：  二年級  (選填)任教領域/科目：     

(選填) 
備課社群： 社會   (選填)教學單元：  第三單元活動一            
觀察前會談(備課)日期： 113 年  11   月  11  日 地點： 圖書館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公開授課)日期： 113    年  11  月  12  日 地點： 六乙教室 

一、學習目標(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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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為、學生特性…等)： 
1.知道台灣許多科技園區，工業相當先進。 

2.農業是落後的產業。 

3.經濟及建設相當發達。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1. 先播放影片:「四萬元換一元！戰後的臺灣」，讓學生了解戰後臺灣的社會。 

2. 透過詢問學生問題，進行教學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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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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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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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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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受美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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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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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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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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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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1. 課程中製作觀察筆記，將觀察到的重點紀錄在學習單上。 

2. 與小組成員討論並共同完成學習單。 

3. 能統整小組意見並上台發表。 

 
五、教學評量方式（請呼應學習目標，說明使用的評量方式）： 
（例如：紙筆測驗、學習單、提問、發表、實作評量、實驗、小組討論、自評、互
評、角色扮演、作業、專題報告、其他。） 
 

 

六、觀察工具(可複選)： 
■表 2-1、觀察紀錄表 
□表 2-2、軼事紀錄表 
□表 2-3、語言流動量化分析表 
□表 2-4、在工作中量化分析表 
□表 2-5、教師移動量化分析表 
□表 2-6、佛蘭德斯（Flanders）互動分析法量化分析表 
□其他：______________ 
 

 
七、回饋會談日期與地點：（建議於教學觀察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 
 
日期：__113___年_11____月___13__日       地點：____圖書館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