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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單元  早期臺灣——臺灣原住民族 

 

  

 ◆ 舊石器與新石器時代的比較：區分是依據石器的精粗 
 時間 石器 生活方式 開始 

舊石器 
時代 

距今2百萬

年 
打製 漁獵、採集 語言、穴居、用火、縫紉（骨針）、初

步社會組織、信仰未來（宗教） 

新石器 
時代 

距今8千～

1萬年前 
磨製 畜牧、農業、

商業 
文字、住屋、村落、城邦、國家、陶器、

銅器、玉器、藝術、蠶絲、貧富分化 

 ◆ 臺灣的史前時代：分舊石器、新石器、金屬器時代三階段 

一、舊石器時代：遺址有臺東長濱文化、苗栗網形（伯公）文化，人類化石 
有臺南左鎮人。 

二、新石器時代：遺址由沿海向內陸伸展。 
1.早期——臺北八里大坌坑文化（粗繩紋陶文化）。 
2.中期——細繩紋陶或繩紋陶文化。 

(1)以臺北芝山岩、圓山文化、臺中牛罵頭文化、屏東牛稠子墾丁文化 
為代表。 

(2)特色：種植稻米（牛稠子墾丁文化），圓山文化有貝塚。 
3.晚期——以北部植物園文化、東部卑南文化為代表。主要特色為：完

整的石板棺墓葬群、人獸形玉器。 
三、金屬器時代的代表：北部十三行（凱達格蘭族）、南部蔦松（西拉雅族）、

東部靜浦文化（阿美族）。特色是鐵器的使用，帶動農業進步。 
 ◆ 原住民名稱演變 

一、清代以前：多稱臺灣原住民為「東番」。 
二、清代：「生番」及「熟番」。 
三、日治時期：「平埔族」和「高砂族」的分法。 
四、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政府初以「山胞」稱原住民，並依居住區域分為「平

地山胞」、「山地山胞」；最近才改稱「原住民」。 
◆ 早期文獻中的原住民 

一、陳第的東番記：關於臺灣原住民的最早紀錄。 
二、荷蘭蕭壠城（臺南佳里）記：是西方記錄臺灣原住民最早的文獻。 
三、荷蘭康第紐斯的臺灣島志略：記載西拉雅族的生活習俗與宗教活動。 
四、清朝六十七的番社采風圖：大部分描繪平埔族的生活。 

 ◆ 清領時期原住民生活變遷：在牡丹社事件之後，清改採「開山撫番」，加上臺

灣開港通商，對山區樟腦需求大增，漢人不斷入侵，政治上喪失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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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  荷、西與明鄭 

 

  

 臺灣名稱的演變 
一、宋代：「琉球」、「琉求」、「璢球」。 
二、明代：「小琉求」、「雞籠」、「北港」、「東蕃」、「臺員」或「大員」等等。

明末出現「臺灣」的名稱，鄭成功改稱「東都」，鄭經又改「東寧」。 
三、清康熙 23 年（西元 1684 年）設臺灣府，此為官方正式採用「臺灣」名

稱開始。 
四、葡萄牙：「福爾摩沙」(Ilha Formosa)，即「美麗的海島」之意。 
五、日本：「高砂國」、「高山國」。 

 國際競爭時期 
一、日本於臺灣原住民多有往來，17 世紀德川幕府採行「鎖國政策」，日本退

出經營台灣。 
二、西班牙占領菲律賓呂宋島，並於西元 1626 年占領臺灣北部。 
三、荷蘭占領印尼，組成荷蘭聯合東印度公司；西元 1624 年占領臺灣南部，

臺灣本島首次被歐洲人占領。 
 荷蘭在臺灣時期的社會 
一、王田和結首制 

1.王田：土地為國王所有，耕種王田要申請領墾，需繳納荷蘭稅和地租。 
2.結首制：漢佃租地時，合數 10 佃為「一結」，首領稱「結首」。 

二、改良耕種法，使臺灣蔗糖和稻米成為重要外銷產品。 
 鄭成功驅逐荷蘭人 
鄭成功於西元 1661 年率船艦於臺南鹿耳門登陸，與固守熱蘭遮城的荷蘭士兵

相抗，經過 9 個多月的包圍，荷蘭士兵彈盡援絕投降。 
 明鄭在臺灣的經營 
一、行政區域的建立：鄭成功設置承天府，天興和萬年兩縣；鄭經改縣為州。 
二、兵農合一的屯田：軍屯、民墾、官墾並行，但以軍屯為主。 
三、貿易立國：積極發展中國以外的貿易，明鄭是國史上第一個靠商業力量

建立的政權。 
四、引進漢人文化：建設臺灣第一做孔廟，作為收授學子的學校，由「全臺

首學」之稱；又設各級學校，培養人才。 
 明鄭的覆亡 
鄭克塽繼位後，由於政權旁落，人心不服。西元 1683 年（清康熙 22 年），

施琅率軍向澎湖進攻，鄭克塽投降清朝，臺灣納入清朝版圖；明鄭政權治理

臺灣 21 年，至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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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單元  清代的長期統治 

 

  

 ◆ 清初期治臺政策——消極防亂  
一、移民三禁：渡臺須申請許可證、不准攜眷、粵人不准來臺等等。使臺灣

社會男女人口比例失衡，許多單身無業男子（俗稱羅漢腳）充斥，社會

治安惡化。 
二、原住民政策： 

1.隔離防範：立碑或掘土牛溝分隔生番和熟番，並禁墾番地；但漢人的

移墾，仍不斷跨越，形成漢番雜處的社會。 
2.同化：設社學、改風俗、賜姓氏（例如：潘）。 

 ◆ 行政區設置情形：由南至北、西向東，反映出臺灣墾殖的方向 
一、康熙設臺灣府（臺南），轄臺灣縣、鳳山縣、諸羅縣。 
二、雍正：朱一貴叛變的刺激，增設彰化縣、淡水廳（大甲以北）。 
三、嘉慶：因海盜（蔡牽）入侵噶瑪蘭，增設噶瑪蘭廳。 
四、乾隆：諸羅因當地居民協助平定林爽文事件，朝廷改名「嘉義」。 

 ◆ 水利設施 
地點 拓墾者 水利工程 

彰化 施世榜 八堡圳（施厝圳） 

臺北 郭錫瑠 瑠公圳（金合川圳） 

高雄 曹謹 曹公圳 

 ◆ 清領前期臺灣經貿發展：產生類似行會組織的「郊」和口岸。 
一、郊： 

1.同一貿易地區：例如北郊、南郊。 
2.同業商人：例如布郊、油郊、糖郊等等。 

二、口岸：初鹿耳門（臺南）是唯一合法口岸；中部鹿港興起；臺北新莊淤

淺，艋舺代之，「一府二鹿三艋舺」俗諺出現。 

 ◆ 社會衝突：民變和分類械鬥 

一、民變：指人民以武裝反抗政府的衝突，清朝時期三大民變：「鴨母王」朱

一貴事件（西元 1792 年）、乾隆時期，天地會林爽文事件、戴潮春事件

（西元 1862～1864 年）。 
二、分類械鬥：臺灣不同族群常發生集體爭鬥，謂之「分類械鬥」。  

1.起因：經濟因素、社會因素、政治因素。 
2.分類械鬥的形式：祖籍之爭、姓氏之爭、職業之爭、利益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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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單元  外力衝擊與近代化 
 

  

 ◆ 開港對臺灣的影響 

一、經濟方面：增加就業機會、政府稅收增加、市鎮及港市的變遷等等。 

二、社會與環境方面：水土遭破壞、原住民的東移、買辦的興起、客家人經

濟地位的提升、臺灣的政治重心逐漸北移等等。 

 ◆ 西方傳教士對臺灣的重要貢獻 

一、醫療方面：馬偕在北臺灣引進拔牙技術及治療瘧疾的特效藥 ——金雞納

霜。 

二、教育方面：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創立盲人學校，被稱為「臺灣盲人

福利之父」；巴克禮(Thomas Barclay)創辦臺南神學院；馬偕在淡水建牛

津學堂，同時也創設「淡水女學堂」。 

 ◆ 清代對臺灣政策的演變 

一、封禁：清初禁止內地人民攜眷渡臺，凡單身入臺的須取得官廳的許可證。 

二、放寬：雍正時放寬移民條件，允許已入臺灣者搬移眷口，以閩粵最多。 

三、積極建設：因外力入侵（歐美列強的侵擾）。 

1.英法聯軍後，中英法天津條約開放基隆、淡水、安平、打狗等口岸。 

2.美羅發（妹）號商船事件。 

3.同治時日本侵臺的牡丹社（琅王喬）事件：同治時琉球船民為臺灣生番

所害，日本自恆春登陸，沈葆楨來臺查辦，後與日本訂立北京專約，

稱日本行動乃「保民義舉」。 

4.光緒 10 年中法戰爭與臺灣：中法戰爭期間，法軍進佔基隆、澎湖，戰

後清廷更加重視臺灣，光緒 11 年諭旨設臺灣為行省，劉銘傳成首任臺

灣巡撫。 

 ◆ 沈葆楨在臺首創：廢渡臺禁例、建億載金城、以機器採基隆煤礦、建延平郡王

祠、設臺北府、完成北（蘇花古道——蘇花公路的前身）、中（八通關古道）、

南（南迴公路的濫觴）等通路。 

 ◆ 沈葆楨、丁日昌、劉銘傳治臺三者相同點：安撫原住民、採煤礦、加強防務、

推廣農業、發展交通。 

 ◆ 劉銘傳在臺首創：設臺東州、在中部設臺灣府；整理財政，整頓賦稅（創立官

銀局，留六減四）；興建鐵路：基隆到新竹；創辦新式學堂：電報學堂、中西

學堂；臺北城架設電燈、設電力公司、自來水設施（石門水庫的籌畫）、創辦新式

郵政；架設淡水到福州海底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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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單元  日本統治時期   
 

 ◆ 臺灣割讓與臺灣民主國：甲午戰爭，中國戰敗，馬關條約規定臺灣與澎湖割給

日本，而臺灣人民受到俄、德、法 3 國干涉還遼鼓舞，宣布成立「臺灣民主

國」。但結果終歸失敗，不到 5 個月的臺灣民主國瓦解 

 ◆ 原住民抗日：霧社事件。由於日本採高壓統治，加上風俗習慣信仰的衝突、欺

壓原住民婦女等等，因此馬赫坡頭目莫那魯道率泰雅（賽德克）族人襲殺日

人。結果莫那魯道等集體上吊於林間，以捍衛祖靈。但後來影響日本改採「教

化原住民」政策；部落中成立「青年團」，同化年輕一代原住民。 

 ◆ 六三法、三一法、法三號的發展 

一、西元1896年日本通過第63號法律，稱為六三法，規定臺灣總督得公佈有法

律效力之命令，使臺灣總督獨攬行政、立法、司法、軍事大權於一身。 

二、西元1906年第31號法律（稱為三一法）通過公佈，規定總督的命令或律令

不得與日本本國的法律和敕令相抵觸。 

三、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受到美國總統威爾遜「民族自決」影響，日本取消

總督由軍人專任的規定，西元1921年日本制定法三號取代三一法，規定

日本國內的法律原則適用於臺灣。 

 ◆ 非武裝抗日：政治社會運動，近代臺灣民族運動的興起。主要有議會設置請願

運動、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臺灣地方自治聯盟等等。 

 ◆ 臺灣總督三大施政方針：配合軍事需要，臺灣回到日治初期的武官總督；西元

1936年小林躋造出任臺灣總督，揭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的施政

方針。 

一、「南進基地化」：指臺灣成為支援日本軍事行動的南進基地。 

二、「工業化」：日月潭發電所完工後，臺灣總督府想以電力為中心，依賴

日本的資本與技術建立重工業及國防工業。 

三、皇民化運動：指內地人（日本人）、漢族或原住民，全體臺灣人在精神

上或形式上都成為「皇國臣民」，為戰爭同心協力。 

1.改變臺灣的宗教與風俗：以日本的神道教取代臺灣固有宗教。 

2.國語運動：推廣日語日文，教育較高者有「國語家庭」獎勵法。 

3.改姓名：西元 1940 年公布改姓名辦法，採許可制。 

4.志願兵熱潮：日本以「農業義勇團」、「臺灣特設農業團」等名義招募

臺灣人投入戰場、動員原住民組成「高砂義勇隊」等等，後來更開始

實施「特別志願兵制度」，是臺灣人正式以軍人身分參與戰爭的開端。

臺灣人參與日本戰事陣亡者的牌位，在戰後被安置在日本的「靖國神

社」，接受各界參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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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單元  當代的臺灣與世界   
 

 ◆ 臺灣黨外力量的形成 
一、臺灣政論：第一份草根性民主運動雜誌，也是臺灣黨外民主的濫觴。 
二、中壢事件：民國 66 年公職選舉時，因作票而起。 
三、美麗島事件：民國 68 年中美斷交，政府停辦中央民代選舉，以美麗島雜

誌為主的黨外人士，採取群眾集會方式，向政局施壓。民國 68 年 12 月

雜誌社在高雄遊行，釀成美麗島事件。結果：黨外菁英雖大量被捕，卻

是黨外民主運動的轉機，從此民主力量蓬勃發展。 
四、「民主進步黨」的成立：民國 75 年 9 月 28 日成立，象徵民主禁忌被打破，

臺灣終於大步邁入政黨政治的新紀元。 
 ◆ 臺灣經濟發展的過程 

一、經濟重建期：民國 38～42 年，採幣制改革、土地改革。 
二、進口替代期：民國 42～49 年，限制進口，採高關稅，以保護本國產業；

推動四年經建計畫，發展勞力密集工業。 
三、出口擴張（經濟起飛期）：民國 49～62 年（逆差變順差）；降低關稅，放

寬進口限制，成立高雄、楠梓、臺中三個加工區。 
四、第二次進口替代期：民國 62～68 年，大型公共投資，例如六項交通建設、 

四項工業建設。 
五、產業升級、自由化、國際化：民國 68 年至今。 

1.設「新竹科學園區」和「臺南科學園區」。 
2.自由化：公營企業民營化。 
3.國際化：參加「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加入「世界貿易組織」

(WTO)。 
 ◆ 臺灣的鄉土運動（民國60年代）：文學家與藝術家不再迷戀西方文化。 

一、背景：外交挫敗、現代文學無法反映臺灣從農業轉向工業所呈現的各種

問題、和世界各地流行回歸鄉土的尋根運動。 

二、鄉土文學：黃春明、王禎和、王拓、楊青矗等人以小人物生活，來傳達

鄉土氣息。 

三、本土美術再受重視： 

1.素人藝術：洪通在美新處舉行畫展和朱銘在歷史博物館首展。 

2.老畫家：楊三郎、陳澄波、李梅樹等人的作品再度受到重視。 

四、校園民歌的興起與本土歌謠的復甦。 
五、雲門舞集成立：融合中國與西方，貫通傳統和現代，為藝術找到新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