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 學年度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課程教學領導人課堂教學研究工作坊」 

擁抱 AI 智慧學習-未來學習關鍵力 
                            社會領域教學示例          參考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 3.0 

主題(方案)名稱：「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經濟政策下，農民幸福嗎？ 

領域 /科目 學習階段 /年級 課程設計者 

社會領域/歷史 七年級 吳慧玲 

教學時間 配合單元/教材 

本單元共 2節 

90分鐘 
翰林版社會領域教科書七年級下學期第二章 

設計理念：  

一、本教學方案主要協助學生探究日治時期的殖民經濟政策「工業日本，農業臺灣」，對臺灣產業

及農民生計造成的改變與影響。 

二、本教學方案透過科技輔助自主學習策略，運用因材網為學習平台，進行課前預習自學、課中進

行組內共學與組間作品互學活動，教師運用數位工具提供的任務檢核等回饋訊息，適切的導

學。小組共學活動時透過日治時期的影片，思考總督府的目的。並運用生成式 AI-因材網 e

度，小組學習如何對 e度提問及追問，統整學習，推論臺灣成為糖業王國的多重原因。 

三、本教學方案並希望學生能理解政策的推動會影響人民的權益，以學生自學二林事件，有系統的

引導學生理解事件的發展背景及其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在殖民經濟下農民如何和總督府抗爭。

透過因材網的課程包的設計，學生在學習任務中提供小組的討論，進行成效檢核。 

設計依據 

核心 

素養 

總綱/領綱(試課程性質選用) 數位素養學習(參閱教育部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 3.0)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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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溝通、合作與問題解決】：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運用數位知識、工具與生成式 AI，協助探索、思

考、分析問題，進一步達到整合應用之學習，以解

決生活、生涯與人生的各種問題；在解決問題時，

辨識及篩選資訊，分辨其是否含有偏見。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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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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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 Ea-Ⅳ-2基礎建設與產業政策。 

議題融入(逐條標示議題實質內涵)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2 發展跨文本的比對、分析、深究的能力，以判讀文本知識的正確性。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  



無 

學生先備知能 

學科 數位融入 

1.已學習過臺灣大航海時期、清帝國時期，對臺

灣的傳統製糖業有基礎的認識。 

2.已學習日治時期的政治，已理解總督統治及警

察政治對臺灣的殖民基礎建設。 

1.已有使用數位平台進行學習的經驗。 

2.熟悉因材網平臺的操作。 

3.熟悉平板載具的截圖等功能。 

教學設備/資源  

(包含使用平台、軟體、數位資源或 APP 等內容) 

一、教學設備：平板 

二、教學資源： 

1.因材網  

2.「幸福的農民」第一卷(影片)：1927年，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https://reurl.cc/K8xovR 

3.「二林農民事件」 (影片)：2017年 4月 14日，學習吧第 35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sW0yMvD2OI 

學習目標(條列式) 

一、運用生成式 AI「 e度」，理解日治時期殖民經濟政策「工業日本，農業臺灣」對臺灣製糖業的

改變。 

二、辨識日本統督府以影片宣傳嘉南大圳對日治時期農業的貢獻。 

三、透過二林事件理解日治時期殖民經濟政策「工業日本，農業臺灣」對蔗農的影響，並嚐試提出

改善方案。 

本堂課文本教材脈絡 

一、日治初期，總督府實施「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的經濟政策，偏重稻米、蔗糖的生產，以滿足

日本國內的民生需求。總督府在臺灣推動的農業建設：改良稻作、發展新式製糖業、興修水

利。 

二、1930年代為了配合「南進政策」，日本試圖將臺灣建設成南進的補給基地，開始推動工業化，

經濟政策也跟著調整為「工業臺灣，農業南洋」。 

本單元各節次學習活動設計的重點 

節次 學習重點 

第一節 

1. 運用因材網生成式 AI-e度，練習向 e度提問，理解日治時期總督府在製糖業王

國的措施及影響。 

2. 觀賞「幸福的農民」影片，理解日治時期水利設施與「工業日本，農業臺灣」

的關連與辨識日本統督府以影片宣傳的目的。 

第二節 

1. 觀賞影片，認識二林事件的發生背景及重要性。  

2. 運用因材網生成式 AI-e度與小組討論，並理解日治時期殖民經濟政策-「工業

日本，農業臺灣」對臺灣蔗農的影響。 

學習活動設計 

建議註記自主學習四學教學策略 

(學生自學、組內共學、組間互學、教師導學） 

教學流程對應之 

數位工具及成效評量 

數位工具 成效評量 

https://reurl.cc/K8xov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sW0yMvD2OI


--第一節課-- 

一、課前準備 

   (一) 教學影片連結、影片提問問題。 

   (二)因材網備課模組-課程包 

       1.日治時期的經濟政策 

       2.二林事件 

 二、學生自學-影片觀賞 

    (一)每位同學預習課文 

    (二)每位同學進入因材網-課程包「日治時期的經濟政策」-觀

看影片「幸福的農民」 

 三、教師導學 

    (一)教師提問，全班統問統答：(擷取課文訊息) 

1.日治時期的殖民統治主要為符合哪一國的需求？ 

  學生能答出：日本國內的需求 

2.日治時期的經濟政策有哪兩階段？ 

  學生能答出日治初期的經濟政策有兩個階段，初期為

「工業日本，農業臺灣」；1930年代起為「工業臺灣，

農業南洋」。 

3.「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總督府的建設主要在哪些方

面？ 

  學生能答出改良稻作及新式製糖 

    (二)迷你講課：教師說明「蓬萊米」的改良及日本興修水利的

建設及日治時期新式製糖的措施。 

四、組內共學：二人一組 

    (一)教師說明學習任務：請小組進入因材網-課程包「日治時

期的經濟政策」，完成任務：觀看「幸福的農民」影片，

推論，回答問題： 

1.總督府製作這部影片，是在說明哪一項水利設施？ 

2.為何用「幸福」的農民，影片的作者以哪些畫面來說

明？ 

3.拍攝這部影片目的是什麼？ 

(二)2人小組開始討論，並可再回放影片以做確認，小組一人

填答在因材網上。 

五、教師導學 

   (一)教師點選各組的回答，確認同學的回應內容，點選不同意

見的小組說明 

   (二)教師引導同學，1927 年總督府製作的影片，同學都能擷取

訊息，讀出嘉南大圳改善了農民的生活，這部影片的製作

目的為何？點選部份能回答影片為宣傳的小組說明理由。 

六、組內共學：二人一組 

   (一)教師說明學習任務：為何日治時期臺灣糖業發展迅速，成

為世界的糖業王國之一？請同學完成課程包「日治時期的

經濟政策」-日治時期製糖業的方式與成效，提出問題和 e

度討論。 

(二)教師示範提問，及如何進行追問，並整理歸納 

(三)2人小組整理課文的說明，試著解提出自己的推論及疑問，

與 e度討論，針對兩人共同整理學習的結論。 

七、組間互學 

 

 

 

 

 

 

 

 
 

 

 

 

 

 

 

 

 

 

 

 

 

因材網課程包 

「日治時期的經

濟政策」 

 
 

 

 

 

 

 

 

 

 

 

 

因材網課程包 

「日治時期的經

濟政策」 

 

 
 

 

 

 

 

 

 

 

 

 

 

 

 

 

 

 

 

 

 

 

 

 

 

 

 

 

 

 

各組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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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師請小組發表各組對日治時期臺灣成為糖業王國各組 

推論背景原因 

   (二)教師隨機請小組說明和 e度討論的學習歷程的提問 

八、教師導學 

      教師回饋各組的提問及推論的結論，並說明歷史的發展 

是具有多元的因素，透過小組間的學習，大家更能深刻的 

理解臺灣為為「糖業王國」的建立不是單一的發展。 

 

--第二節課— 

 

一、教師導學：二人一組 

  (一)教師展示橋仔頭糖廠的照片，糖廠的蔗糖是向哪一區域 

採收呢？ 

(二)教師展示：1902年「總督府糖業奬勵規則」  

 
(三)教師詢問各小組， 請問此規則對蔗農造成那些改變？ 

小組請進入課程包-「日治時期的經濟政策」-日治時期總督

府糖業奬勵規則，討論後由一人填答。 

  (四)教師點選幾組進行發表，並回饋小組未提到的內容。 

二、學生自學 

    每位同學進入因材網-課程包-「二林事件」-觀看影片「二林

農民運動」，並回答問題。 

三、組內共學、組間互學：二人一組 

  (一)教師說明學習任務：二林事件對農民有何重要性？ 

(二)小組討論後並進入課程包-「二林事件」-二林事件對農民的 

重要性，填入討論的共識答案。(組內共學) 

(三)教師點選各組發表，教師點選小組的填答並請小組比較各

組對二林事件重要性的共同想法。(組間互學) 

(四)教師提問，二林事件後農民的困境有哪些？ 

同學個人請進入課程包「二林事件」-蔗農生活，以可以畫

圖或是簡要手寫說明。 

(五)小組可以思考日治時期的農民是否有其他方式能夠改善生

活，小組討論後，將小組的想法和 e度一起討論，是否能引

發不同的思考方向呢？請小組進入討論區-糖業生產與農

民，派一人進行留言。 

四、教師導學： 

   (一)教師歸納並澄清討論版中同學的發言，給予回饋及修正意

見。 

   (二)教師提問，為何總督府在 1930年代要轉變經濟政策？ 

   (三)「工業臺灣，農業南洋」的政策臺灣發展哪些工業？ 

   (四)教師迷你講課，臺灣工業的發展以軍需工業及食品加工業

為主。 

   (五)教師總結：在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產業的發展並不是以

臺灣人為考量而發展，臺灣為滿足總督府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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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必須配合總督府的政策進行生產。蔗農不

想種植也無法全面改種稻米，因日本國內的需

求，只能配合。 

補充說明:引用教育部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 3.0 

(一)「數位教學」分成「數位科技與 AI輔助教師教學」與「數位科技與 AI融入學科學習」。 

(二)「數位工具」包含應用軟體、硬體、生成式 AI與數位學習平臺等。 

(三)「數位融入教學」即是利用數位工具輔助教師備課、教材統整、教學模式規劃與進行、班級經營、師生

互動、小組討論與發表、作業設計、評量建置與實施、學習數據分析，能降低教師備課與教學負擔、進

而提升教學效率與成效。同時學習內容也可利用數位科技進行多元化的呈現，讓數位內容更有趣且更貼

近真實情境、將抽象概念具體化以利學習，減少時間、空間與經費的限制，增加可重複學習的機會。 

 

 

 

 

  



數位教學雙圈鷹架檢核表         參考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 3.0 

      數位科技與 AI  

        融入學科學習 

 

 

 

數位科技與 AI  

輔助教師教學 

方案名稱: 「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經濟政策下，農民幸福嗎？ 

A內

容趣

味化 

B貼

近真

實情

境 

C 抽

象概

念具

體化 

D減

少時

空限

制 

E學

習適

性化 

F重

覆練

習 

G其

他 

課

前 

(一

)   

1.共同備課  v v v    

2.教材統整 v  v     

3.其他  v      

課

中 

(二

) 

及 

課

後 

(三

) 

1.引起動機 v v  v    

2.學習紀錄 v  v  v   

3.討論與溝通   v  v   

4.搜尋與協作  v v v    

5.創作與發表     v   

6.測驗與評量   v     

7.學習數據分析     v   

8.差異化教學     v   

9.回饋與修正   v  v   

10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