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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金山高中 112學年度八年級第一學期 部定課程計畫  設計者：歷史教師 
 

一、課程類別：  

1. □國語文   2. □英語文   3. □健康與體育   4. □數學   5. ■社會   6. □藝術  7. □自然科學 8. □科技  9. □綜合活動 

二、學習節數： 

每週(1)節，實施(21)週，共(21)節 

三、課程內涵： 

總綱核心素養 學習領域核心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的豐富面貌，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

解。 

社-J-B2 理解不同時空的科技與媒體發展和應用，增進媒體識讀能力，並思辨其在生活中可能帶來的衝

突與影響。 

社-J-B3 欣賞不同時空環境下形塑的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增進生活的豐富性。 

社-J-C2 具備同理與理性溝通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關係。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了解文化間的相互關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四、課程架構： 

第三冊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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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課 
商周至
隋唐的
國家與
社會 

第 2課 
商周至
隋唐的
民族與
文化 

第 3課 

宋元時

期的民

族互動 

第 4課 

明清帝

國與天

朝體制 

第二單元 
中國與東

亞(上) 

第 5課 

西力衝

擊下的

晚清變

 

第 6課 

晚清的

社會文

化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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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素養導向教學規劃： 

教學期程 
學習重點 單元/主題名稱與活

動內容 
節數 

教學資源/學

習策略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備註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一 

 

歷 Ha-Ⅳ-1 商周至隋

唐時期國家與社會的

重要變遷。 

歷 1a-Ⅳ-2 理解所習得

歷史事件的發展歷程與

重要歷史變遷。 

歷 1b-Ⅳ-1 運用歷史資

料，解釋重要歷史人物

與事件間的關聯。 

歷 1b-Ⅳ-2 運用歷史資

料，進行歷史事件的因

果分析與詮釋。 

歷 1c-Ⅳ-2 從多元觀點

探究重要歷史事件與人

物在歷史中的作用與意

義。 

社 2a-Ⅳ-3 關心不同的

社會文化及其發展，並

展現開闊的世界觀。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

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

的經歷與情緒，並了解

其抉擇。 

社 2b-Ⅳ-2 尊重不同群

體文化的差異性，並欣

賞其文化之美。 

社 2c-Ⅳ-1 從歷史或社

會事件中，省思自身或

第 1 課商周至隋唐的國家

與社會 

一、序章：中國與東亞的

交流 

二、從封建到帝國 

1.封建的形成 

1 1.教學簡報 

2.學習單 

3.電腦 

4.投影機 

5.影音資料與網

路資源等相關教

學媒體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專案報告 

6.活動操作 

【品德教育】 

品 J4 族群差異

與平等的道德議

題。 

品 J7 同理分享

與多元接納。 

品 J8 理性溝通

與問題解決。 

品 J9 知行合一

與自我反省。 

開學日

112/8/3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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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學習重點 單元/主題名稱與活

動內容 
節數 

教學資源/學

習策略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備註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所屬群體的文化淵源、

處境及自主性。 

社 3b-Ⅳ-1 適當選用多

種管道蒐集與社會領域

相關的資料。 

社 3b-Ⅳ-2 利用社會領

域相關概念，整理並檢

視所蒐集資料的適切

性。 

社 3b-Ⅳ-3 使用文字、

照片、圖表、數據、地

圖、年表、言語等多種

方式，呈現並解釋探究

結果。 

二 

 

歷 Ha-Ⅳ-1 商周至隋

唐時期國家與社會的

重要變遷。 

歷 1a-Ⅳ-2 理解所習得

歷史事件的發展歷程與

重要歷史變遷。 

歷 1b-Ⅳ-1 運用歷史資

料，解釋重要歷史人物

與事件間的關聯。 

歷 1b-Ⅳ-2 運用歷史資

料，進行歷史事件的因

果分析與詮釋。 

歷 1c-Ⅳ-2 從多元觀點

探究重要歷史事件與人

物在歷史中的作用與意

義。 

社 2a-Ⅳ-3 關心不同的

第 1 課商周至隋唐的國家

與社會 

二、從封建到帝國 

2.封建衰微到帝國統一 

三、帝國政權的維繫 

1.帝制的開端 

1 1.教學簡報 

2.學習單 

3.電腦 

4.投影機 

5.影音資料與網

路資源等相關教

學媒體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專案報告 

6.活動操作 

【品德教育】 

品 J4 族群差異

與平等的道德議

題。 

品 J7 同理分享

與多元接納。 

品 J8 理性溝通

與問題解決。 

品 J9 知行合一

與自我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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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學習重點 單元/主題名稱與活

動內容 
節數 

教學資源/學

習策略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備註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社會文化及其發展，並

展現開闊的世界觀。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

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

的經歷與情緒，並了解

其抉擇。 

社 2b-Ⅳ-2 尊重不同群

體文化的差異性，並欣

賞其文化之美。 

社 2c-Ⅳ-1 從歷史或社

會事件中，省思自身或

所屬群體的文化淵源、

處境及自主性。 

社 3b-Ⅳ-1 適當選用多

種管道蒐集與社會領域

相關的資料。 

社 3b-Ⅳ-2 利用社會領

域相關概念，整理並檢

視所蒐集資料的適切

性。 

社 3b-Ⅳ-3 使用文字、

照片、圖表、數據、地

圖、年表、言語等多種

方式，呈現並解釋探究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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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學習重點 單元/主題名稱與活

動內容 
節數 

教學資源/學

習策略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備註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三 

 

歷 Ha-Ⅳ-1 商周至隋

唐時期國家與社會的

重要變遷。 

 

歷 1a-Ⅳ-2 理解所習得

歷史事件的發展歷程與

重要歷史變遷。 

歷 1b-Ⅳ-1 運用歷史資

料，解釋重要歷史人物

與事件間的關聯。 

歷 1b-Ⅳ-2 運用歷史資

料，進行歷史事件的因

果分析與詮釋。 

歷 1c-Ⅳ-2 從多元觀點

探究重要歷史事件與人

物在歷史中的作用與意

義。 

社 2a-Ⅳ-3 關心不同的

社會文化及其發展，並

展現開闊的世界觀。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

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

的經歷與情緒，並了解

其抉擇。 

社 2b-Ⅳ-2 尊重不同群

體文化的差異性，並欣

賞其文化之美。 

社 2c-Ⅳ-1 從歷史或社

會事件中，省思自身或

所屬群體的文化淵源、

處境及自主性。 

社 3b-Ⅳ-1 適當選用多

種管道蒐集與社會領域

第 1 課商周至隋唐的國家

與社會 

三、帝國政權的維繫 

2.選才制度的演變 

1 1.教學簡報 

2.學習單 

3.電腦 

4.投影機 

5.影音資料與網

路資源等相關教

學媒體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專案報告 

6.活動操作 

【品德教育】 

品 J4 族群差異

與平等的道德議

題。 

品 J7 同理分享

與多元接納。 

品 J8 理性溝通

與問題解決。 

品 J9 知行合一

與自我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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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學習重點 單元/主題名稱與活

動內容 
節數 

教學資源/學

習策略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備註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相關的資料。 

社 3b-Ⅳ-2 利用社會領

域相關概念，整理並檢

視所蒐集資料的適切

性。 

社 3b-Ⅳ-3 使用文字、

照片、圖表、數據、地

圖、年表、言語等多種

方式，呈現並解釋探究

結果。 

四 

 

歷 Ha-Ⅳ-2 商周至隋

唐時期民族與文化的

互動。 

歷 J-Ⅳ-1 從主題 H

或 I 挑選適當課題深

入探究，或規劃與執

行歷史踏查或展演。 

歷 1a-Ⅳ-2 理解所習得

歷史事件的發展歷程與

重要歷史變遷。 

歷 1b-Ⅳ-1 運用歷史資

料，解釋重要歷史人物

與事件間的關聯。 

歷 1b-Ⅳ-2 運用歷史資

料，進行歷史事件的因

果分析與詮釋。 

社 2a-Ⅳ-3 關心不同的

社會文化及其發展，並

展現開闊的世界觀。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

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

的經歷與情緒，並了解

其抉擇。 

社 2b-Ⅳ-2 尊重不同群

體文化的差異性，並欣

第 2 課商周至隋唐的民族

與文化 

一、商周至隋唐的民族互

動 

1.農業民族與草原民族的

互動與衝突 

2.胡漢民族的融合 

1 1.教學簡報 

2.學習單 

3.電腦 

4.投影機 

5.影音資料與網

路資源等相關教

學媒體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專案報告 

6.活動操作 

【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多 J2 關懷我族

文化遺產的傳承

與興革。 

多 J4 了解不同

群體間如何看待

彼此的文化。 

【品德教育】 

品 J4 族群差異

與平等的道德議

題。 

品 J7 同理分享

與多元接納。 

品 J8 理性溝通

與問題解決。 

品 J9 知行合一

與自我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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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學習重點 單元/主題名稱與活

動內容 
節數 

教學資源/學

習策略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備註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賞其文化之美。 

社 2c-Ⅳ-1 從歷史或社

會事件中，省思自身或

所屬群體的文化淵源、

處境及自主性。 

社 3a-Ⅳ-1 發現不同時

空脈絡中的人類生活問

題，並進行探究。 

社 3b-Ⅳ-1 適當選用多

種管道蒐集與社會領域

相關的資料。 

社 3b-Ⅳ-2 利用社會領

域相關概念，整理並檢

視所蒐集資料的適切

性。 

社 3b-Ⅳ-3 使用文字、

照片、圖表、數據、地

圖、年表、言語等多種

方式，呈現並解釋探究

結果。 

社 3c-Ⅳ-1 聆聽他人意

見，表達自我觀點，並

能以同理心與他人討

論。 

五 

 

歷 Ha-Ⅳ-2 商周至隋

唐時期民族與文化的

互動。 

歷 J-Ⅳ-1 從主題 H

歷 1a-Ⅳ-2 理解所習得

歷史事件的發展歷程與

重要歷史變遷。 

歷 1b-Ⅳ-1 運用歷史資

第 2 課商周至隋唐的民族

與文化 

二、民族互動下的文化交

流 

1 1.教學簡報 

2.學習單 

3.電腦 

4.投影機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多 J2 關懷我族

文化遺產的傳承

  



9 
 

教學期程 
學習重點 單元/主題名稱與活

動內容 
節數 

教學資源/學

習策略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備註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或 I 挑選適當課題深

入探究，或規劃與執

行歷史踏查或展演。 

料，解釋重要歷史人物

與事件間的關聯。 

歷 1b-Ⅳ-2 運用歷史資

料，進行歷史事件的因

果分析與詮釋。 

社 2a-Ⅳ-3 關心不同的

社會文化及其發展，並

展現開闊的世界觀。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

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

的經歷與情緒，並了解

其抉擇。 

社 2b-Ⅳ-2 尊重不同群

體文化的差異性，並欣

賞其文化之美。 

社 2c-Ⅳ-1 從歷史或社

會事件中，省思自身或

所屬群體的文化淵源、

處境及自主性。 

社 3a-Ⅳ-1 發現不同時

空脈絡中的人類生活問

題，並進行探究。 

社 3b-Ⅳ-1 適當選用多

種管道蒐集與社會領域

相關的資料。 

社 3b-Ⅳ-2 利用社會領

域相關概念，整理並檢

視所蒐集資料的適切

性。 

1.外來文化的傳入 5.影音資料與網

路資源等相關教

學媒體 

5.專案報告 

6.活動操作 

與興革。 

多 J4 了解不同

群體間如何看待

彼此的文化。 

【品德教育】 

品 J4 族群差異

與平等的道德議

題。 

品 J7 同理分享

與多元接納。 

品 J8 理性溝通

與問題解決。 

品 J9 知行合一

與自我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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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學習重點 單元/主題名稱與活

動內容 
節數 

教學資源/學

習策略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備註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社 3b-Ⅳ-3 使用文字、

照片、圖表、數據、地

圖、年表、言語等多種

方式，呈現並解釋探究

結果。 

社 3c-Ⅳ-1 聆聽他人意

見，表達自我觀點，並

能以同理心與他人討

論。 

六 

 

歷 Ha-Ⅳ-2 商周至隋

唐時期民族與文化的

互動。 

歷 J-Ⅳ-1 從主題 H

或 I 挑選適當課題深

入探究，或規劃與執

行歷史踏查或展演。 

歷 1a-Ⅳ-2 理解所習得

歷史事件的發展歷程與

重要歷史變遷。 

歷 1b-Ⅳ-1 運用歷史資

料，解釋重要歷史人物

與事件間的關聯。 

歷 1b-Ⅳ-2 運用歷史資

料，進行歷史事件的因

果分析與詮釋。 

社 2a-Ⅳ-3 關心不同的

社會文化及其發展，並

展現開闊的世界觀。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

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

的經歷與情緒，並了解

其抉擇。 

社 2b-Ⅳ-2 尊重不同群

體文化的差異性，並欣

賞其文化之美。 

第 2 課商周至隋唐的民族

與文化 

二、民族互動下的文化交

流 

2.中國文化的外傳 

1 1.教學簡報 

2.學習單 

3.電腦 

4.投影機 

5.影音資料與網

路資源等相關教

學媒體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專案報告 

6.活動操作 

【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多 J2 關懷我族

文化遺產的傳承

與興革。 

多 J4 了解不同

群體間如何看待

彼此的文化。 

【品德教育】 

品 J4 族群差異

與平等的道德議

題。 

品 J7 同理分享

與多元接納。 

品 J8 理性溝通

與問題解決。 

品 J9 知行合一

與自我反省。 

第一次定

期評量： 

112/10/16

（一）～

112/10/18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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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學習重點 單元/主題名稱與活

動內容 
節數 

教學資源/學

習策略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備註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社 2c-Ⅳ-1 從歷史或社

會事件中，省思自身或

所屬群體的文化淵源、

處境及自主性。 

社 3a-Ⅳ-1 發現不同時

空脈絡中的人類生活問

題，並進行探究。 

社 3b-Ⅳ-1 適當選用多

種管道蒐集與社會領域

相關的資料。 

社 3b-Ⅳ-2 利用社會領

域相關概念，整理並檢

視所蒐集資料的適切

性。 

社 3b-Ⅳ-3 使用文字、

照片、圖表、數據、地

圖、年表、言語等多種

方式，呈現並解釋探究

結果。 

社 3c-Ⅳ-1 聆聽他人意

見，表達自我觀點，並

能以同理心與他人討

論。 

七 

 

歷 Ha-Ⅳ-1 商周至隋

唐時期國家與社會的

重要變遷。 

歷 Ha-Ⅳ-2 商周至隋

唐時期民族與文化的

歷 1a-Ⅳ-2 理解所習得

歷史事件的發展歷程與

重要歷史變遷。 

歷 1b-Ⅳ-1 運用歷史資

料，解釋重要歷史人物

【第一次評量週】複習第

二單元第 1-2課 

一、序章：中國與東亞的

交流 

二、從封建到帝國 

1 1.教學簡報 

2.學習單 

3.電腦 

4.投影機 

5.影音資料與網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專案報告 

【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多 J2 關懷我族

文化遺產的傳承

與興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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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學習重點 單元/主題名稱與活

動內容 
節數 

教學資源/學

習策略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備註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互動。 

歷 J-Ⅳ-1 從主題 H

或 I 挑選適當課題深

入探究，或規劃與執

行歷史踏查或展演。 

與事件間的關聯。 

歷 1b-Ⅳ-2 運用歷史資

料，進行歷史事件的因

果分析與詮釋。 

歷 1c-Ⅳ-2 從多元觀點

探究重要歷史事件與人

物在歷史中的作用與意

義。 

社 2a-Ⅳ-3 關心不同的

社會文化及其發展，並

展現開闊的世界觀。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

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

的經歷與情緒，並了解

其抉擇。 

社 2b-Ⅳ-2 尊重不同群

體文化的差異性，並欣

賞其文化之美。 

社 2c-Ⅳ-1 從歷史或社

會事件中，省思自身或

所屬群體的文化淵源、

處境及自主性。 

社 3b-Ⅳ-1 適當選用多

種管道蒐集與社會領域

相關的資料。 

社 3b-Ⅳ-2 利用社會領

域相關概念，整理並檢

視所蒐集資料的適切

性。 

1.封建的形成 

2.封建衰微到帝國統一 

三、帝國政權的維繫 

1.帝制的開端 

2.選才制度的演變 

四、商周至隋唐的民族互

動 

1.農業民族與草原民族的

互動與衝突 

2.胡漢民族的融合 

五、民族互動下的文化交

流 

1.外來文化的傳入 

2.中國文化的外傳 

路資源等相關教

學媒體 

6.活動操作 多 J4 了解不同

群體間如何看待

彼此的文化。 

【品德教育】 

品 J4 族群差異

與平等的道德議

題。 

品 J7 同理分享

與多元接納。 

品 J8 理性溝通

與問題解決。 

品 J9 知行合一

與自我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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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學習重點 單元/主題名稱與活

動內容 
節數 

教學資源/學

習策略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備註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社 3b-Ⅳ-3 使用文字、

照片、圖表、數據、地

圖、年表、言語等多種

方式，呈現並解釋探究

結果。 

八 

 

歷 Hb-Ⅳ-1 宋、元時

期的國際互動。 

歷 1a-Ⅳ-2 理解所習得

歷史事件的發展歷程與

重要歷史變遷。 

歷 1b-Ⅳ-2 運用歷史資

料，進行歷史事件的因

果分析與詮釋。 

歷 1c-Ⅳ-2 從多元觀點

探究重要歷史事件與人

物在歷史中的作用與意

義。 

社 2a-Ⅳ-3 關心不同的

社會文化及其發展，並

展現開闊的世界觀。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

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

的經歷與情緒，並了解

其抉擇。 

社 2b-Ⅳ-2 尊重不同群

體文化的差異性，並欣

賞其文化之美。 

社 2c-Ⅳ-1 從歷史或社

會事件中，省思自身或

所屬群體的文化淵源、

第 3 課宋元時期的民族互

動 

一、遼宋金的國際互動 

1.契丹建遼 

2.宋朝的應變 

3.金兵南下 

1 1.教學簡報 

2.學習單 

3.電腦 

4.投影機 

5.影音資料與網

路資源等相關教

學媒體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專案報告 

6.活動操作 

【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多 J2 關懷我族

文化遺產的傳承

與興革。 

多 J4 了解不同

群體間如何看待

彼此的文化。 

【 閱 讀 素 養 教

育】 

閱 J1 發展多元

文 本 的 閱 讀 策

略。 

閱 J7 小心求證

資訊來源，判讀

文本知識的正確

性。 

閱 J10 主動尋求

多元的詮釋，並

試著表達自己的

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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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學習重點 單元/主題名稱與活

動內容 
節數 

教學資源/學

習策略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備註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處境及自主性。 

社 3b-Ⅳ-1 適當選用多

種管道蒐集與社會領域

相關的資料。 

九 

 

歷 Hb-Ⅳ-1 宋、元時

期的國際互動。 

歷 1a-Ⅳ-2 理解所習得

歷史事件的發展歷程與

重要歷史變遷。 

歷 1b-Ⅳ-2 運用歷史資

料，進行歷史事件的因

果分析與詮釋。 

歷 1c-Ⅳ-2 從多元觀點

探究重要歷史事件與人

物在歷史中的作用與意

義。 

社 2a-Ⅳ-3 關心不同的

社會文化及其發展，並

展現開闊的世界觀。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

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

的經歷與情緒，並了解

其抉擇。 

社 2b-Ⅳ-2 尊重不同群

體文化的差異性，並欣

賞其文化之美。 

社 2c-Ⅳ-1 從歷史或社

會事件中，省思自身或

所屬群體的文化淵源、

處境及自主性。 

第 3 課宋元時期的民族互

動 

二、蒙古的崛起與擴張 

1.政權的建立 

2.元帝國的統治 

1 1.教學簡報 

2.學習單 

3.電腦 

4.投影機 

5.影音資料與網

路資源等相關教

學媒體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專案報告 

6.活動操作 

【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多 J2 關懷我族

文化遺產的傳承

與興革。 

多 J4 了解不同

群體間如何看待

彼此的文化。 

【 閱 讀 素 養 教

育】 

閱 J1 發展多元

文 本 的 閱 讀 策

略。 

閱 J7 小心求證

資訊來源，判讀

文本知識的正確

性。 

閱 J10 主動尋求

多元的詮釋，並

試著表達自己的

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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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學習重點 單元/主題名稱與活

動內容 
節數 

教學資源/學

習策略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備註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社 3b-Ⅳ-1 適當選用多

種管道蒐集與社會領域

相關的資料。 

十 

 

歷 Hb-Ⅳ-2 宋、元時

期的商貿與文化交

流。 

歷 1a-Ⅳ-2 理解所習得

歷史事件的發展歷程與

重要歷史變遷。 

歷 1b-Ⅳ-2 運用歷史資

料，進行歷史事件的因

果分析與詮釋。 

歷 1c-Ⅳ-2 從多元觀點

探究重要歷史事件與人

物在歷史中的作用與意

義。 

社 2a-Ⅳ-3 關心不同的

社會文化及其發展，並

展現開闊的世界觀。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

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

的經歷與情緒，並了解

其抉擇。 

社 2b-Ⅳ-2 尊重不同群

體文化的差異性，並欣

賞其文化之美。 

社 2c-Ⅳ-1 從歷史或社

會事件中，省思自身或

所屬群體的文化淵源、

處境及自主性。 

第 3 課宋元時期的民族互

動 

三、商貿與文化交流 

1.商貿網絡 

2.文化交流 

3 1.教學簡報 

2.學習單 

3.電腦 

4.投影機 

5.影音資料與網

路資源等相關教

學媒體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專案報告 

6.活動操作 

【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多 J2 關懷我族

文化遺產的傳承

與興革。 

多 J4 了解不同

群體間如何看待

彼此的文化。 

【 閱 讀 素 養 教

育】 

閱 J1 發展多元

文 本 的 閱 讀 策

略。 

閱 J7 小心求證

資訊來源，判讀

文本知識的正確

性。 

閱 J10 主動尋求

多元的詮釋，並

試著表達自己的

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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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學習重點 單元/主題名稱與活

動內容 
節數 

教學資源/學

習策略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備註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社 3b-Ⅳ-1 適當選用多

種管道蒐集與社會領域

相關的資料。 

十一 

 

歷 Ia-Ⅳ-1 明、清時

期東亞世界的變動。 

歷 1a-Ⅳ-2 理解所習得

歷史事件的發展歷程與

重要歷史變遷。 

歷 1b-Ⅳ-1 運用歷史資

料，解釋重要歷史人物

與事件間的關聯。 

歷 1b-Ⅳ-2 運用歷史資

料，進行歷史事件的因

果分析與詮釋。 

歷 1c-Ⅳ-2 從多元觀點

探究重要歷史事件與人

物在歷史中的作用與意

義。 

社 2a-Ⅳ-3 關心不同的

社會文化及其發展，並

展現開闊的世界觀。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

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

的經歷與情緒，並了解

其抉擇。 

社 2b-Ⅳ-2 尊重不同群

體文化的差異性，並欣

賞其文化之美。 

社 2c-Ⅳ-1 從歷史或社

第 4 課明清帝國與天朝體

制 

一、明清時期的東亞世界 

1.明清帝國的建立 

2.東亞各國間的關係 

1 1.教學簡報 

2.學習單 

3.電腦 

4.投影機 

5.影音資料與網

路資源等相關教

學媒體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專案報告 

6.活動操作 

【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多 J2 關懷我族

文化遺產的傳承

與興革。 

多 J4 了解不同

群體間如何看待

彼此的文化。 

【 閱 讀 素 養 教

育】 

閱 J1 發展多元

文 本 的 閱 讀 策

略。 

閱 J7 小心求證

資訊來源，判讀

文本知識的正確

性。 

閱 J10 主動尋求

多元的詮釋，並

試著表達自己的

想法。 

第二次定期評

量： 
112/11/29
（三）～

112/12/1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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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學習重點 單元/主題名稱與活

動內容 
節數 

教學資源/學

習策略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備註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會事件中，省思自身或

所屬群體的文化淵源、

處境及自主性。 

社 3a-Ⅳ-1 發現不同時

空脈絡中的人類生活問

題，並進行探究。 

十二 

 

歷 Ia-Ⅳ-1 明、清時

期東亞世界的變動。 

歷 Ia-Ⅳ-2 明、清時

期東亞世界的商貿與

文化交流。 

 

歷 1a-Ⅳ-2 理解所習得

歷史事件的發展歷程與

重要歷史變遷。 

歷 1b-Ⅳ-1 運用歷史資

料，解釋重要歷史人物

與事件間的關聯。 

歷 1b-Ⅳ-2 運用歷史資

料，進行歷史事件的因

果分析與詮釋。 

歷 1c-Ⅳ-2 從多元觀點

探究重要歷史事件與人

物在歷史中的作用與意

義。 

社 2a-Ⅳ-3 關心不同的

社會文化及其發展，並

展現開闊的世界觀。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

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

的經歷與情緒，並了解

其抉擇。 

社 2b-Ⅳ-2 尊重不同群

體文化的差異性，並欣

第 4 課明清帝國與天朝體

制 

二、商貿活動的發展 

1.漢人海商的貿易網絡 

2.國際貿易的發展 

1 1.教學簡報 

2.學習單 

3.電腦 

4.投影機 

5.影音資料與網

路資源等相關教

學媒體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專案報告 

6.活動操作 

【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多 J2 關懷我族

文化遺產的傳承

與興革。 

多 J4 了解不同

群體間如何看待

彼此的文化。 

【 閱 讀 素 養 教

育】 

閱 J1 發展多元

文 本 的 閱 讀 策

略。 

閱 J7 小心求證

資訊來源，判讀

文本知識的正確

性。 

閱 J10 主動尋求

多元的詮釋，並

試著表達自己的

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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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學習重點 單元/主題名稱與活

動內容 
節數 

教學資源/學

習策略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備註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賞其文化之美。 

社 2c-Ⅳ-1 從歷史或社

會事件中，省思自身或

所屬群體的文化淵源、

處境及自主性。 

社 3a-Ⅳ-1 發現不同時

空脈絡中的人類生活問

題，並進行探究。 

十三 

 

歷 Ia-Ⅳ-2 明、清時

期東亞世界的商貿與

文化交流。 

歷 1a-Ⅳ-2 理解所習得

歷史事件的發展歷程與

重要歷史變遷。 

歷 1b-Ⅳ-1 運用歷史資

料，解釋重要歷史人物

與事件間的關聯。 

歷 1b-Ⅳ-2 運用歷史資

料，進行歷史事件的因

果分析與詮釋。 

歷 1c-Ⅳ-2 從多元觀點

探究重要歷史事件與人

物在歷史中的作用與意

義。 

社 2a-Ⅳ-3 關心不同的

社會文化及其發展，並

展現開闊的世界觀。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

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

的經歷與情緒，並了解

其抉擇。 

第 4 課明清帝國與天朝體

制 

三、東西文化交流與影響 

1 美洲作物傳入中國，緩

和糧食不足的問題 

2.西方傳教士來華傳教，

將西方科學知識傳入中

國，也將中國文化傳入歐

洲 

3.日本、東南亞亦受到西

方文化的衝擊 

1 1.教學簡報 

2.學習單 

3.電腦 

4.投影機 

5.影音資料與網

路資源等相關教

學媒體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專案報告 

6.活動操作 

【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多 J2 關懷我族

文化遺產的傳承

與興革。 

多 J4 了解不同

群體間如何看待

彼此的文化。 

【 閱 讀 素 養 教

育】 

閱 J1 發展多元

文 本 的 閱 讀 策

略。 

閱 J7 小心求證

資訊來源，判讀

文本知識的正確

性。 

閱 J10 主動尋求

多元的詮釋，並

試著表達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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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學習重點 單元/主題名稱與活

動內容 
節數 

教學資源/學

習策略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備註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社 2b-Ⅳ-2 尊重不同群

體文化的差異性，並欣

賞其文化之美。 

社 2c-Ⅳ-1 從歷史或社

會事件中，省思自身或

所屬群體的文化淵源、

處境及自主性。 

社 3a-Ⅳ-1 發現不同時

空脈絡中的人類生活問

題，並進行探究。 

想法。 

十四 

 

歷 Ib-Ⅳ-1 晚清時期

的東西方接觸與衝

突。 

歷 1a-Ⅳ-2 理解所習得

歷史事件的發展歷程與

重要歷史變遷。 

歷 1b-Ⅳ-2 運用歷史資

料，進行歷史事件的因

果分析與詮釋。 

歷 1c-Ⅳ-2 從多元觀點

探究重要歷史事件與人

物在歷史中的作用與意

義。 

社 2a-Ⅳ-3 關心不同的

社會文化及其發展，並

展現開闊的世界觀。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

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

的經歷與情緒，並了解

其抉擇。 

社 2b-Ⅳ-2 尊重不同群

第 5 課西力衝擊下的晚清

變革 

【第二次評量週】 

一、晚清以來的東西方接

觸 

1.廣州貿易與中英衝突 

2.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 

3.變革圖強—自強運動 

1 1.教學簡報 

2.學習單 

3.電腦 

4.投影機 

5.影音資料與網

路資源等相關教

學媒體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專案報告 

6.活動操作 

【 閱 讀 素 養 教

育】 

閱 J1 發展多元

文 本 的 閱 讀 策

略。 

閱 J7 小心求證

資訊來源，判讀

文本知識的正確

性。 

閱 J10 主動尋求

多元的詮釋，並

試著表達自己的

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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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學習重點 單元/主題名稱與活

動內容 
節數 

教學資源/學

習策略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備註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體文化的差異性，並欣

賞其文化之美。 

社 2c-Ⅳ-1 從歷史或社

會事件中，省思自身或

所屬群體的文化淵源、

處境及自主性。 

社 3a-Ⅳ-1 發現不同時

空脈絡中的人類生活問

題，並進行探究。 

社 3b-Ⅳ-3 使用文字、

照片、圖表、數據、地

圖、年表、言語等多種

方式，呈現並解釋探究

結果。 

十五 

 

歷 Ib-Ⅳ-2 甲午戰爭

後的政治體制變革。 

歷 1a-Ⅳ-2 理解所習得

歷史事件的發展歷程與

重要歷史變遷。 

歷 1b-Ⅳ-2 運用歷史資

料，進行歷史事件的因

果分析與詮釋。 

歷 1c-Ⅳ-2 從多元觀點

探究重要歷史事件與人

物在歷史中的作用與意

義。 

社 2a-Ⅳ-3 關心不同的

社會文化及其發展，並

展現開闊的世界觀。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

第 5 課西力衝擊下的晚清

變革 

二、甲午戰爭後的政治改

革 

1.明治維新與日本擴張 

2.戊戌變法 

3.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4.庚子後新政與立憲運動 

1 1.教學簡報 

2.學習單 

3.電腦 

4.投影機 

5.影音資料與網

路資源等相關教

學媒體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專案報告 

6.活動操作 

【 閱 讀 素 養 教

育】 

閱 J1 發展多元

文 本 的 閱 讀 策

略。 

閱 J7 小心求證

資訊來源，判讀

文本知識的正確

性。 

閱 J10 主動尋求

多元的詮釋，並

試著表達自己的

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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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學習重點 單元/主題名稱與活

動內容 
節數 

教學資源/學

習策略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備註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

的經歷與情緒，並了解

其抉擇。 

社 2b-Ⅳ-2 尊重不同群

體文化的差異性，並欣

賞其文化之美。 

社 2c-Ⅳ-1 從歷史或社

會事件中，省思自身或

所屬群體的文化淵源、

處境及自主性。 

社 3a-Ⅳ-1 發現不同時

空脈絡中的人類生活問

題，並進行探究。 

社 3b-Ⅳ-3 使用文字、

照片、圖表、數據、地

圖、年表、言語等多種

方式，呈現並解釋探究

結果。 

十六 

 

歷 Ib-Ⅳ-2 甲午戰爭

後的政治體制變革。 

 

歷 1a-Ⅳ-2 理解所習得

歷史事件的發展歷程與

重要歷史變遷。 

歷 1b-Ⅳ-2 運用歷史資

料，進行歷史事件的因

果分析與詮釋。 

歷 1c-Ⅳ-2 從多元觀點

探究重要歷史事件與人

物在歷史中的作用與意

義。 

第 5 課西力衝擊下的晚清

變革 

二、甲午戰爭後的政治改

革 

1.明治維新與日本擴張 

2.戊戌變法 

3.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4.庚子後新政與立憲運動 

1 1.教學簡報 

2.學習單 

3.電腦 

4.投影機 

5.影音資料與網

路資源等相關教

學媒體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專案報告 

6.活動操作 

【 閱 讀 素 養 教

育】 

閱 J1 發展多元

文 本 的 閱 讀 策

略。 

閱 J7 小心求證

資訊來源，判讀

文本知識的正確

性。 

閱 J10 主動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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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學習重點 單元/主題名稱與活

動內容 
節數 

教學資源/學

習策略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備註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社 2a-Ⅳ-3 關心不同的

社會文化及其發展，並

展現開闊的世界觀。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

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

的經歷與情緒，並了解

其抉擇。 

社 2b-Ⅳ-2 尊重不同群

體文化的差異性，並欣

賞其文化之美。 

社 2c-Ⅳ-1 從歷史或社

會事件中，省思自身或

所屬群體的文化淵源、

處境及自主性。 

社 3a-Ⅳ-1 發現不同時

空脈絡中的人類生活問

題，並進行探究。 

社 3b-Ⅳ-3 使用文字、

照片、圖表、數據、地

圖、年表、言語等多種

方式，呈現並解釋探究

結果。 

多元的詮釋，並

試著表達自己的

想法。 

十七 

 

歷 Ic-Ⅳ-1 城市風貌

的改變與新媒體的出

現。 

歷 J-Ⅳ-1 從主題 H

或 I 挑選適當課題深

入探究，或規劃與執

歷 1a-Ⅳ-2 理解所習得

歷史事件的發展歷程與

重要歷史變遷。 

歷 1b-Ⅳ-2 運用歷史資

料，進行歷史事件的因

果分析與詮釋。 

第 6 課晚清的社會文化變

遷 

一、城市新風貌 

1.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

商，通商口岸成為接觸西

方文明的窗口 

1 1.教學簡報 

2.學習單 

3.電腦 

4.投影機 

5.掛圖圖卡 

6.影音資料與網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專案報告 

6.活動操作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性 J12 省思與他

人的性別權力關

係，促進平等與

良好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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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學習重點 單元/主題名稱與活

動內容 
節數 

教學資源/學

習策略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備註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行歷史踏查或展演。 歷 1c-Ⅳ-2 從多元觀點

探究重要歷史事件與人

物在歷史中的作用與意

義。 

社 2a-Ⅳ-1 敏銳察覺人

與環境的互動關係及其

淵源。 

社 2a-Ⅳ-3 關心不同的

社會文化及其發展，並

展現開闊的世界觀。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

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

的經歷與情緒，並了解

其抉擇。 

社 2c-Ⅳ-1 從歷史或社

會事件中，省思自身或

所屬群體的文化淵源、

處境及自主性。 

社 3a-Ⅳ-1 發現不同時

空脈絡中的人類生活問

題，並進行探究。 

社 3b-Ⅳ-1 適當選用多

種管道蒐集與社會領域

相關的資料。 

社 3b-Ⅳ-2 利用社會領

域相關概念，整理並檢

視所蒐集資料的適切

性。 

2.新興城市以上海為代

表，各國租界區形成 

3.西方服飾、飲食習慣、

休閒娛樂、報章雜誌等傳

入 

路資源等相關教

學媒體 

性 J14 認識社會

中性別、種族與

階級的權力結構

關係。 

【 閱 讀 素 養 教

育】 

閱 J1 發展多元

文 本 的 閱 讀 策

略。 

閱 J7 小心求證

資訊來源，判讀

文本知識的正確

性。 

閱 J10 主動尋求

多元的詮釋，並

試著表達自己的

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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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學習重點 單元/主題名稱與活

動內容 
節數 

教學資源/學

習策略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備註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十八 

 

歷 Ic-Ⅳ-2 家族與婦

女角色的轉變。 

歷 J-Ⅳ-1 從主題 H

或 I 挑選適當課題深

入探究，或規劃與執

行歷史踏查或展演。 

歷 1a-Ⅳ-2 理解所習得

歷史事件的發展歷程與

重要歷史變遷。 

歷 1b-Ⅳ-2 運用歷史資

料，進行歷史事件的因

果分析與詮釋。 

歷 1c-Ⅳ-2 從多元觀點

探究重要歷史事件與人

物在歷史中的作用與意

義。 

社 2a-Ⅳ-1 敏銳察覺人

與環境的互動關係及其

淵源。 

社 2a-Ⅳ-3 關心不同的

社會文化及其發展，並

展現開闊的世界觀。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

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

的經歷與情緒，並了解

其抉擇。 

社 2c-Ⅳ-1 從歷史或社

會事件中，省思自身或

所屬群體的文化淵源、

處境及自主性。 

社 3a-Ⅳ-1 發現不同時

空脈絡中的人類生活問

題，並進行探究。 

社 3b-Ⅳ-1 適當選用多

種管道蒐集與社會領域

第 6 課晚清的社會文化變

遷 

二、家族與婦女角色的變

化 

1.傳統女性被要求遵守三

從四德 

2.開港通商後傳教士在中

國設立女子學校，喚起婦

女的權利意識 

1 1.教學簡報 

2.學習單 

3.電腦 

4.投影機 

5.掛圖圖卡 

6.影音資料與網

路資源等相關教

學媒體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專案報告 

6.活動操作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性 J12 省思與他

人的性別權力關

係，促進平等與

良好的互動。 

性 J14 認識社會

中性別、種族與

階級的權力結構

關係。 

【 閱 讀 素 養 教

育】 

閱 J1 發展多元

文 本 的 閱 讀 策

略。 

閱 J7 小心求證

資訊來源，判讀

文本知識的正確

性。 

閱 J10 主動尋求

多元的詮釋，並

試著表達自己的

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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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學習重點 單元/主題名稱與活

動內容 
節數 

教學資源/學

習策略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備註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相關的資料。 

社 3b-Ⅳ-2 利用社會領

域相關概念，整理並檢

視所蒐集資料的適切

性。 

十九 

 

歷 Ic-Ⅳ-2 家族與婦

女角色的轉變。 

歷 J-Ⅳ-1 從主題 H

或 I 挑選適當課題深

入探究，或規劃與執

行歷史踏查或展演。 

歷 1a-Ⅳ-2 理解所習得

歷史事件的發展歷程與

重要歷史變遷。 

歷 1b-Ⅳ-2 運用歷史資

料，進行歷史事件的因

果分析與詮釋。 

歷 1c-Ⅳ-2 從多元觀點

探究重要歷史事件與人

物在歷史中的作用與意

義。 

社 2a-Ⅳ-1 敏銳察覺人

與環境的互動關係及其

淵源。 

社 2a-Ⅳ-3 關心不同的

社會文化及其發展，並

展現開闊的世界觀。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

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

的經歷與情緒，並了解

其抉擇。 

社 2c-Ⅳ-1 從歷史或社

會事件中，省思自身或

所屬群體的文化淵源、

第 6 課晚清的社會文化變

遷 

二、家族與婦女角色的變

化 

3.知識分子批判傳統男尊

女卑觀念，清末女性意識

逐漸覺醒，以秋瑾為代表 

1 1.教學簡報 

2.學習單 

3.電腦 

4.投影機 

5.掛圖圖卡 

6.影音資料與網

路資源等相關教

學媒體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專案報告 

6.活動操作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性 J12 省思與他

人的性別權力關

係，促進平等與

良好的互動。 

性 J14 認識社會

中性別、種族與

階級的權力結構

關係。 

【 閱 讀 素 養 教

育】 

閱 J1 發展多元

文 本 的 閱 讀 策

略。 

閱 J7 小心求證

資訊來源，判讀

文本知識的正確

性。 

閱 J10 主動尋求

多元的詮釋，並

試著表達自己的

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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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學習重點 單元/主題名稱與活

動內容 
節數 

教學資源/學

習策略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備註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處境及自主性。 

社 3a-Ⅳ-1 發現不同時

空脈絡中的人類生活問

題，並進行探究。 

社 3b-Ⅳ-1 適當選用多

種管道蒐集與社會領域

相關的資料。 

社 3b-Ⅳ-2 利用社會領

域相關概念，整理並檢

視所蒐集資料的適切

性。 

廿 

 

歷 Ib-Ⅳ-1 晚清時期

的東西方接觸與衝

突。 

歷 Ib-Ⅳ-2 甲午戰爭

後的政治體制變革。 

歷 Ic-Ⅳ-1 城市風貌

的改變與新媒體的出

現。 

歷 Ic-Ⅳ-2 家族與婦

女角色的轉變。 

歷 J-Ⅳ-1 從主題 H

或 I 挑選適當課題深

入探究，或規劃與執

行歷史踏查或展演。 

歷 1a-Ⅳ-2 理解所習得

歷史事件的發展歷程與

重要歷史變遷。 

歷 1b-Ⅳ-2 運用歷史資

料，進行歷史事件的因

果分析與詮釋。 

歷 1c-Ⅳ-2 從多元觀點

探究重要歷史事件與人

物在歷史中的作用與意

義。 

社 2a-Ⅳ-3 關心不同的

社會文化及其發展，並

展現開闊的世界觀。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

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

的經歷與情緒，並了解

其抉擇。 

【第三次評量週】複習第

二單元第 5-6課 

一、晚清以來的東西方接

觸 

1.廣州貿易與中英衝突 

2.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 

3.變革圖強—自強運動 

二、甲午戰爭後的政治改

革 

1.明治維新與日本擴張 

2.戊戌變法 

3.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4.庚子後新政與立憲運動 

三、城市新風貌 

1.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

商，通商口岸成為接觸西

方文明的窗口 

1 1.教學簡報 

2.學習單 

3.電腦 

4.投影機 

5.影音資料與網

路資源等相關教

學媒體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專案報告 

6.活動操作 

【 閱 讀 素 養 教

育】 

閱 J1 發展多元

文 本 的 閱 讀 策

略。 

閱 J7 小心求證

資訊來源，判讀

文本知識的正確

性。 

閱 J10 主動尋求

多元的詮釋，並

試著表達自己的

想法。 

第三次定期評

量 113/1/16
（二）～

113/1/18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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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學習重點 單元/主題名稱與活

動內容 
節數 

教學資源/學

習策略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備註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社 2b-Ⅳ-2 尊重不同群

體文化的差異性，並欣

賞其文化之美。 

社 2c-Ⅳ-1 從歷史或社

會事件中，省思自身或

所屬群體的文化淵源、

處境及自主性。 

社 3a-Ⅳ-1 發現不同時

空脈絡中的人類生活問

題，並進行探究。 

社 3b-Ⅳ-3 使用文字、

照片、圖表、數據、地

圖、年表、言語等多種

方式，呈現並解釋探究

結果。 

2.新興城市以上海為代

表，各國租界區形成 

3.西方服飾、飲食習慣、

休閒娛樂、報章雜誌等傳

入 

四、家族與婦女角色的變

化 

1.傳統女性被要求遵守三

從四德 

2.開港通商後傳教士在中

國設立女子學校，喚起婦

女的權利意識 

3.知識分子批判傳統男尊

女卑觀念，清末女性意識

逐漸覺醒，以秋瑾為代表 

廿一 

 

歷 Ha-Ⅳ-1 商周至隋

唐時期國家與社會的

重要變遷。 

歷 Ha-Ⅳ-2 商周至隋

唐時期民族與文化的

互動。 

歷 Hb-Ⅳ-1 宋、元時

期的國際互動。 

歷 Hb-Ⅳ-2 宋、元時

期的商貿與文化交

流。 

歷 Ia-Ⅳ-1 明、清時

期東亞世界的變動。 

歷 1a-Ⅳ-2 理解所習得

歷史事件的發展歷程與

重要歷史變遷。 

歷 1b-Ⅳ-1 運用歷史資

料，解釋重要歷史人物

與事件間的關聯。 

歷 1b-Ⅳ-2 運用歷史資

料，進行歷史事件的因

果分析與詮釋。 

歷 1c-Ⅳ-2 從多元觀點

探究重要歷史事件與人

物在歷史中的作用與意

義。 

複習全冊 

一、序章：中國與東亞的

交流 

二、從封建到帝國 

1.封建的形成 

2.封建衰微到帝國統一 

三、帝國政權的維繫 

1.帝制的開端 

2.選才制度的演變 

四、商周至隋唐的民族互

動 

1.農業民族與草原民族的

互動與衝突 

1 1.教學簡報 

2.學習單 

3.電腦 

4.投影機 

5.影音資料與網

路資源等相關教

學媒體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專案報告 

6.活動操作 

【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多 J2 關懷我族

文化遺產的傳承

與興革。 

多 J4 了解不同

群體間如何看待

彼此的文化。 

【品德教育】 

品 J4 族群差異

與平等的道德議

題。 

品 J7 同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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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學習重點 單元/主題名稱與活

動內容 
節數 

教學資源/學

習策略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備註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歷 Ia-Ⅳ-2 明、清時

期東亞世界的商貿與

文化交流。 

歷 Ib-Ⅳ-1 晚清時期

的東西方接觸與衝

突。 

歷 Ib-Ⅳ-2 甲午戰爭

後的政治體制變革。 

歷 Ic-Ⅳ-1 城市風貌

的改變與新媒體的出

現。 

歷 Ic-Ⅳ-2 家族與婦

女角色的轉變。 

歷 J-Ⅳ-1 從主題 H

或 I 挑選適當課題深

入探究，或規劃與執

行歷史踏查或展演。 

社 2a-Ⅳ-3 關心不同的

社會文化及其發展，並

展現開闊的世界觀。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

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

的經歷與情緒，並了解

其抉擇。 

社 2b-Ⅳ-2 尊重不同群

體文化的差異性，並欣

賞其文化之美。 

社 2c-Ⅳ-1 從歷史或社

會事件中，省思自身或

所屬群體的文化淵源、

處境及自主性。 

社 3b-Ⅳ-1 適當選用多

種管道蒐集與社會領域

相關的資料。 

社 3b-Ⅳ-2 利用社會領

域相關概念，整理並檢

視所蒐集資料的適切

性。 

社 3b-Ⅳ-3 使用文字、

照片、圖表、數據、地

圖、年表、言語等多種

方式，呈現並解釋探究

結果。 

2.胡漢民族的融合 

五、民族互動下的文化交

流 

1.外來文化的傳入 

2.中國文化的外傳 

六、遼宋金的國際互動 

1.契丹建遼 

2.宋朝的應變 

3.金兵南下 

七、蒙古的崛起與擴張 

1.政權的建立 

2.元帝國的統治 

八、商貿與文化交流 

1.商貿網絡 

2.文化交流 

九、明清時期的東亞世界 

1.明清帝國的建立 

2.東亞各國間的關係 

十、明清商貿活動的發展 

1.漢人海商的貿易網絡 

2.國際貿易的發展 

十一、東西文化交流與影

響 

1 美洲作物傳入中國，緩

和糧食不足的問題 

2.西方傳教士來華傳教，

將西方科學知識傳入中

國，也將中國文化傳入歐

洲 

與多元接納。 

品 J8 理性溝通

與問題解決。 

品 J9 知行合一

與自我反省。 

【 閱 讀 素 養 教

育】 

閱 J1 發展多元

文 本 的 閱 讀 策

略。 

閱 J7 小心求證

資訊來源，判讀

文本知識的正確

性。 

閱 J10 主動尋求

多元的詮釋，並

試著表達自己的

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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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學習重點 單元/主題名稱與活

動內容 
節數 

教學資源/學

習策略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備註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3.日本、東南亞亦受到西

方文化的衝擊 

十二、晚清以來的東西方

接觸 

1.廣州貿易與中英衝突 

2.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 

3.變革圖強—自強運動 

十三、甲午戰爭後的政治

改革 

1.明治維新與日本擴張 

2.戊戌變法 

3.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4.庚子後新政與立憲運動 

十四、城市新風貌 

1.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

商，通商口岸成為接觸西

方文明的窗口 

2.新興城市以上海為代

表，各國租界區形成 

3.西方服飾、飲食習慣、

休閒娛樂、報章雜誌等傳

入 

十五、家族與婦女角色的

變化 

1.傳統女性被要求遵守三

從四德 

2.開港通商後傳教士在中

國設立女子學校，喚起婦

女的權利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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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學習重點 單元/主題名稱與活

動內容 
節數 

教學資源/學

習策略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備註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3.知識分子批判傳統男尊

女卑觀念，清末女性意識

逐漸覺醒，以秋瑾為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