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小翰林社會科台灣的日治時代與中華民國時期介紹簡案

學習領域 社會領域 學習科目 社會

學習範圍
第一單元 日本統治下的台灣

第二單元 中華民國時期
教學堂次 共二節

教學資源 課本、小筆電、習作

對應指標

2-3-1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與事件。

2-3-2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賞其內涵。

2-3-3了解今昔中國、亞洲和世界的主要文化特色。

7-3-4了解產業與經濟發展宜考量區域的自然和人文特色。

教學計畫內容

課程內容
時

間
教學技巧 教學資源/教學成果

課

前

複

習

【引起動機】

一、課前複習

以劃記重點的方式，來複習前一單

元講過的部分。
7

引起學生舊經

驗的連結。

課

程

內

容

二、【發展活動】

1.教師講述抗日英雄們的事蹟，並

且讓學生討論課文的內容重點。

2.透過觀賞”莫那魯道的一生功

過”影片，讓學生了解莫那魯道的

事蹟，並比較羅福星、余清芳、和

莫那魯道他們同為抗日英雄，彼此

的特色和差異是在哪裡？還有為什

麼他們沒辦法成功？

3.完成本單元的測驗，並分析測驗

結果。

25

讓學生深入認

識抗日英雄的

特 色 和 差 異

性。

影片

測驗內容

測驗分析

延

伸

活

動

三、【總結活動】

請學生完成”作業”情境題：

如果你是莫那魯道會做出反抗還是

服從日本政府的選擇？

以問答題方式完成內容，開放式答

案。
8

讓學生體驗抗

日英雄的心理

歷程與抉擇想

法。

第一節 完



課程內容
時

間
教學技巧 教學資源/教學成果

課

前

複

習

【引起動機】

一、課前複習

以劃記重點的方式，來預習本課程

等一下要開始進行的部分。 8

引起學生對於

新知識的探索

與啟發。

課

程

內

容

二、【發展活動】

1.教師請學生說說看自己預習時，

有看到並劃記那些重點，教師總結

學生分享的內容並給予回饋。

3.透過觀賞”十大建設”、兩部影

片，讓學生了解十大建設的功能和

重要性，並且就現今的狀態與時空

背景來分析，那些建設到現在還很

有影響力的？

3.完成本單元的測驗，並分析測驗

結果。

24

讓學生深入認

識十大建設的

特色、功能和

貢獻。

影片

測驗內容

測驗分析

延

伸

活

動

三、【總結活動】

請學生完成”作業”思考題：

小朋友，這堂課介紹十大建設的各

種項目，請你挑十大建設的其中一

項，寫出它的特色和帶來的貢獻。

以問答題方式完成內容，開放式答

案。

8

讓學生深入思

考，其中一項

十大建設的貢

獻與特色。

第二節 完



附錄教學照片與省思
教學照片及介紹

老師向學生介紹”學習吧”操作的注意事項 學生認真地看著學習吧課程的影片

學生透過影片認識賽德克族的抗日事蹟 學生使用”書籍”的劃記重點功能

老師向學生介紹”十大建設”的課程內容 學生分享自己劃記的課文重點

教學心得與省思

這次社會科的教學，與以往較為不同之處，是搭配了學習吧課程設計的模式進行教學。一開始在

課程進行之前，有想過自己是否可以將這個看起來有點複雜的系統，融入在社會科的教學當中呢？

但經過較多次的嘗試之後。會發現學習吧是個可以結合社會、資訊與多元教學要素的優秀平台。

老師可以透過事前的規劃，將課程素材做一次或分次性質的展現。學生也可以透過線上的學習，只要

有平板或筆電，有空閒時，就可以補足之前缺席而沒完成的課程，十分便利。同時所有的課程內容也

可以保留在雲端線上，學生的作業、測驗及影片觀看時間，老師都可以透過平台瞭解最新動態，從而

調整教學策略，達到最好的教學效果。

總結學習吧的優點：

1.能快速展示文字訊息及圖表。

2.能及時觀看或分析學生測驗情況即完成度。

3.教材編排有條理，並與多媒體資源整合。

4.測驗自由度高，題型多元富變化。

5.數據雲端化，隨查隨看好紀錄。

這次在與學生教學的過程當中，我發現孩子們會專注在多元且新奇的課程設計。這樣的上課方式

除了很有新鮮感，對孩子們來說，他們也從到得到從中參與和討論的樂趣。這次新奇的教學體驗，真

的是得到不少豐富的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