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設計重點設計重點設計重點設計重點
• 人口壓力並非閩南海外貿易的主因。明代海外貿易所帶來的財

富，吸引閩南人爭先恐後的到南洋發展，漁商船隻透過季風往
來南洋及海峽兩岸之間，而此時的臺灣島還不是中國的領土。

• 荷屬東印度公司選擇安平是澳門、澎湖等地失利後不得已的選
擇。透過轉口貿易及蔗糖、鹿皮等產業經濟活動，獲取相當的
利益。此二者均為荷蘭及明鄭的重要海外貿易貨品，此時米糧
僅供在台人口消費之用。

• 屯田政策是為解決軍糧問題、保障漢人安全及促進農業發展。
• 遷界造成新一波移民，海禁使得鄭氏家族獨霸臺灣海峽。
• 拓墾範圍除承天府、安平鎮和令24里外，其餘南北各地呈點狀

分布。
• 北部的發展以轉口貿易為主，南部轉型發展農耕。
• 康熙臺灣輿圖可以瞭解早期臺灣的漢人社會情景。

日清講和談判圖日清講和談判圖日清講和談判圖日清講和談判圖



唐山過臺灣唐山過臺灣
清代前期的統治與開發清代前期的統治與開發清代前期的統治與開發清代前期的統治與開發

臺灣行政區域的變化臺灣行政區域的變化臺灣行政區域的變化臺灣行政區域的變化



福建廣東兩省移民臺灣福建廣東兩省移民臺灣福建廣東兩省移民臺灣福建廣東兩省移民臺灣

閩粵移民問題再探閩粵移民問題再探閩粵移民問題再探閩粵移民問題再探

1. 山多平原少人口眾多是移民主因?

2. 三山國王信仰可以判斷客家人的分布嗎?

3. 客家人一定是廣東人，而閩南人一定來自福建嗎?

4. 「有唐山公沒唐山媽」是普遍現象嗎?

5. 客語及閩南語中有古音，可以證明客家人及閩南人是從北
方遷移下來的漢人嗎?

6. 有福佬客，那有客福佬嗎?只發生在臺灣嗎?

7. 重視中元普渡是反應臺灣移民分類械鬥的特有的情形嗎?

8. 泉州人在海濱，次之漳州人，近山地帶或丘陵地為客家
人，與移民原籍生活相關嗎?

清朝治理臺灣兩百多年間
影響臺灣最重要的事件

牡丹社事件牡丹社事件牡丹社事件牡丹社事件

1684 1895

1885

1874

課程時代背景課程時代背景課程時代背景課程時代背景

清廷自1684年統治臺灣以後，一
直將臺灣視為福建省的一部份，直
到1885年才將臺灣升格為行省，其
中最關鍵的因素，莫過於牡丹社事
件。而牡丹社事件背後所代表的國
際關係，正是決定臺灣及琉球地位
轉變的重要原因。



設計重點設計重點設計重點設計重點
• 講述法仍是最重要的教學方式。

• 五年級翰林版臺灣史教材為各版本資料最豐
富，無須補充太多課本以外的資料。

• 社會科是一門整理資料的學科，經過整理才能
成為有效的資訊。

• 掌握歷史教育的核心

(時序觀念、因果關係、歷史解釋、史料證據)

• 沈葆禎與劉銘傳對於臺灣的現代化皆有貢獻，
施政有延續性，且彼此關聯。

• 清代台灣常民文化研究及史料不足，使用影像
媒材須審慎。

• 運用出版社所提供的媒材，減少備課負擔。

相關大事紀相關大事紀相關大事紀相關大事紀
• 1850年以後，現代輪船逐漸取代帆船，煤的需求量及重要性日益突顯。

• 1850-1894年之間，英國據香港，日本開埠通商，臺海往來船隻驟增，海上船
難達80多次。

• 1860年，臺灣開港(安平、滬尾、打狗、雞籠)。

• 1867年，美國商船羅發號（Rover）從汕頭開往牛莊途中，在屏東附近觸礁沈
沒，除一名船員生還外，其他船員均被原住民殺害，美軍出兵討伐。

• 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

• 1971年，琉球漁民在海上遇颱風，漂流臺灣南端遭牡丹社原住民殺害，倖存者
由福州遣回琉球。

• 1872年，日本問罪臺灣。同年，日本冊封琉球五尚泰為藩主，確立日本與琉球
之宗藩關係。

• 1874年，日本以琉球人遭牡丹社原住民殺害之名，出兵臺灣。沈葆楨來臺交涉
後撤兵。

• 1875年，清廷在國際壓力下，於恆春地區建塔。1881年動工，1883年完成。

• 1884年，中法戰爭起，劉銘傳來臺防衛。

• 1885年，清廷下令臺灣設省。1888年，福建臺灣巡撫關防正式啟用，閩臺從此
分治。

• 1891年，劉銘傳去職。

• 1892年，遷移省會至臺北。(《臺灣史》，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 1895年，臺灣割讓給日本。

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

活動一：改變臺灣命運的事件

1.閱讀：引導學生閱讀課本，並摘要重點。

2.講述：教師講述「牡丹社事件」並說明當時的
國際情勢。

3.練習：將文本改以圖表顯示。

4.問題與討論：

為什麼清朝過去不重視臺灣為什麼清朝過去不重視臺灣為什麼清朝過去不重視臺灣為什麼清朝過去不重視臺灣？？？？

沈葆楨治臺有哪些作為沈葆楨治臺有哪些作為沈葆楨治臺有哪些作為沈葆楨治臺有哪些作為，，，，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教
學
活
動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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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社事件牡丹社事件牡丹社事件牡丹社事件



牡丹社事件牡丹社事件牡丹社事件牡丹社事件

時間 西元1871年

事件 琉球漁民在海上遇颱風，漂流臺灣南端
遭牡丹社原住民殺害

日本出兵攻打南部原住民

影響

清朝派沈葆楨交涉日本退兵 治臺期間

開山撫番

解除來臺禁令

開採煤礦

興建砲臺重視海防
了解臺灣地位的重要
治理態度由消極轉為積極

淡水淡水淡水淡水
基隆基隆基隆基隆

淡水淡水淡水淡水 基隆基隆基隆基隆

相關大事紀相關大事紀相關大事紀相關大事紀
• 1850年以後，現代輪船逐漸取代帆船，煤的需求量及重要性日益突顯。

• 1850-1894年之間，英國據香港，日本開埠通商，臺海往來船隻驟增，海上船
難達80多次。

• 1860年，臺灣開港(安平、滬尾、打狗、雞籠)。

• 1867年，美國商船羅發號（Rover）從汕頭開往牛莊途中，在屏東附近觸礁沈
沒，除一名船員生還外，其他船員均被原住民殺害，美軍出兵討伐。

• 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

• 1971年，琉球漁民在海上遇颱風，漂流臺灣南端遭牡丹社原住民殺害，倖存者
由福州遣回琉球。

• 1872年，日本問罪臺灣。同年，日本冊封琉球五尚泰為藩主，確立日本與琉球
之宗藩關係。

• 1874年，日本以琉球人遭牡丹社原住民殺害之名，出兵臺灣。沈葆楨來臺交涉
後撤兵。

• 1875年，清廷在國際壓力下，於恆春地區建塔。1881年動工，1883年完成。

• 1884年，中法戰爭起，劉銘傳來臺防衛。

• 1885年，清廷下令臺灣設省。1888年，福建臺灣巡撫關防正式啟用，閩臺從此
分治。

• 1891年，劉銘傳去職。

• 1892年，遷移省會至臺北。(《臺灣史》，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 1895年，臺灣割讓給日本。



臺灣建省臺灣建省臺灣建省臺灣建省

時間 西元1884年

事件 法軍進攻福建、基隆、淡水

影響

清朝派劉銘傳負責臺灣防衛工
作，並擊退法軍

1885年，將臺灣提升成為行省
劉銘傳擔任第一任巡撫

1891年，行政中心由橋孜圖（今臺中市）

移到臺北

拓寬街道

裝設電燈、自來水

設立機構清運垃圾

建設臺北

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

活動二：臺灣建省

1.閱讀：引導學生閱讀課本，並摘要重點。

2.講述：教師講述「中法戰爭」並說明當時的情形。

3.練習：將文本改以圖表顯示。

4.問題與討論：

為何不派沈葆楨來臺防禦為何不派沈葆楨來臺防禦為何不派沈葆楨來臺防禦為何不派沈葆楨來臺防禦？？？？

基隆基隆基隆基隆orororor雞籠雞籠雞籠雞籠？？？？淡水淡水淡水淡水orororor滬尾滬尾滬尾滬尾？？？？

法軍為什麼攻打基隆法軍為什麼攻打基隆法軍為什麼攻打基隆法軍為什麼攻打基隆、、、、淡水淡水淡水淡水？？？？

臺北什麼時候成為經濟中心臺北什麼時候成為經濟中心臺北什麼時候成為經濟中心臺北什麼時候成為經濟中心，，，，為什麼呢為什麼呢為什麼呢為什麼呢？？？？

臺灣建省後為什麼行政中心設在中部臺灣建省後為什麼行政中心設在中部臺灣建省後為什麼行政中心設在中部臺灣建省後為什麼行政中心設在中部？？？？後來為什麼移到後來為什麼移到後來為什麼移到後來為什麼移到
臺北臺北臺北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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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

5.測驗：國中基測及大學學測的題目。

6.統整：

(1)臺灣位居中國東南沿海外，又是東北亞至東
南亞的中間點，海防位置重要，再加上豐富
的資產，在海權時代成為各國覬覦的目標。

(2)外患的刺激使清帝國體認臺灣海防的重要
性，因而有較大的施政改革。

教
學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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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正確的請打以下正確的請打以下正確的請打以下正確的請打”ˇ̌̌̌”

□臺灣在發生牡丹社事件後，清朝政府對臺
灣的治理態度轉為積極。

□沈葆楨是臺灣的第一任巡撫。

□經歷清朝與法國的戰爭後，清朝政府將臺
灣提升為行省的地位。

□臺灣建省後行政中心原本在橋孜圖（今臺
中市），後來又遷移到臺北。

請將下列歷史事實請將下列歷史事實請將下列歷史事實請將下列歷史事實
依照發生的先後順序排列出來依照發生的先後順序排列出來依照發生的先後順序排列出來依照發生的先後順序排列出來

甲、沈葆楨來臺。

乙、中法戰爭。

丙、臺灣改為行省。

丁、琉球漁民遭牡丹社原住民殺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