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目名稱： 應用地理Ⅰ~IV 學 分 數： 8 

類    別： 社會領域 科目代號：  

必/選 修： 選修   

目    標：    

1. 

 

2. 

 

3. 

了解地表空間與區域的涵義，並能使用方法與工具來分析空間區域結構與變

化。 

了解地表環境資源的特性，並能從生態分析觀點探究資源使用與糧食供應、疾

病發生等人地關係。 

了解全球化議題下的環境與區域變遷，並建構永續台灣的鄉土情懷。 

內    容：    

1. 

2. 

3. 

4. 

5. 

6. 

7. 

地理議題探索 

社區 

都市 

國土 

產業國際分工 

資金與人力的流動 

區域結盟與地方發展 

實施方式：  

1. 

2. 

採用講述法並配合問方法以強化學生概念 

利用影片欣賞、食物圖片搭配模型操作吸引學生學習興趣。 

先備條件：    

1. 具備通論地理的基本概念與操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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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歷史專題Ⅰ-Ⅳ 學 分 數： 8 

類    別： 社會領域 科目代號：  

必/選 修： 選修   

目    標：    

1. 

2. 

3. 

加強培養學生在閱讀、思考、辨析、論證等方面的能力。 

學習史學方法，反思三年來學習歷史之心得。 

強調從今日之台灣觀看東亞（含中國大陸）、亞太及世界史上的重要問題。 

內    容： 1.儒家思想與中國社會 

2.道教與民間信仰 

3.醫療與社會文化 

4.日常生活與大眾文化 

5.從華僑到海外華人 

6.生態環境、物質文明與近代人文生活 

7.資訊傳播媒體的普及 

8.歷史是什麼？個人的反思 

 

實施方式：  

1. 

 

 

 

 

 

2. 

 

 

 

 

 

 

 

3. 

4. 

 

 

5. 

 

 

6. 

 

7. 

8. 

9. 

 

10 

 

高三選修課程目的是為學生進入大學做準備，具有大學預科性質，故在課程設 

教學方法、學生學習上均應與高一、高二必修課有明顯之區隔。課程內容應有

一定的深度，並提供若干研讀資料，俾便教師講授以及學生學習。高三歷史科

選修課程訂為「歷史專題」，分上、下冊。課程內容上冊以中國社會及文化為

主要範圍，下冊以世界史為主要範圍。大考中心、教科書的編著者及中學教師

應積極研發著重文字表達之新型態試題，以落實高三選修課程之目標。 

每個專題應包含四個部分： 

(4)針對專題以文字及圖表等敘述歷史背景，並提出「問題意識」，帶動各個專

題之討論。 

(2)一手史料：原則上每項「問題」二至四種，圖像也可當作史料，必要時配

合文字說明 

(3)學者研究論述：原則上每項「問題」二至四種 

(4)作業設計：培養學生史料分析、歷史解釋及從事小型研究報告的能力。必

要時設計小型討論會的題目及討論大綱。 

教材之中，選錄之研讀資料應有一定的深度，俾便學生能有較為深入的認識。 

教材應能反映當今歷史學界的研究成果，亦即選取在學界取得共識的觀點，或

大致贊同的說法。學者的一家之言不宜採用，帶有濃厚黨派色彩的歷史解釋亦

應避免。 

內容大綱中之單元、主題為範圍，每主題有若干重點，應該涵括在教材之中，

至於說明部分則是對重點略加解釋，供編寫者參考。單元、主題之標題，編寫

者可以自行設計，不必援用。 

文字敘述應力求流暢明白，易於閱讀。所附文字資料，若嫌艱深，可加以改寫。

圖片、表格等各種資料，亦應儘量與課文內容相配合。 

編寫每一節授課內容，應考慮實際講授以及各種教法運用所需時間。 

教材所用年代以歷代紀元為主，重要年代下附注西元。 

外國人、地、物譯名，以部頒統一譯名為準；無統一譯名者，以最適當、最通

行者為準，均須於初現時附注英文原名。 

教師手冊應配合教科書，提供補充資料與相關文獻等，以利教師教學參考之

用。教師手冊應與教科書同時出版，俾便教學活動的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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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備條件：    

1. 

 

 

 

 

 

2. 

 

 

 

3. 

 

 

 

 

 

 

4. 

時序觀念： 

時序既是先後相接的時間順序，亦是人為安排的時間秩序。時序觀念是發展學

生歷史理解的基礎，也是歷史作為一門學科所特有的性質，歷史事件、人物唯

有置放在時間架構之下，才能顯現出意義與價值。發展時序觀念，就是讓學生

依照時間順序建構事件之間的意義與關連性，理解歷史上諸如變遷、延續、發

展、進步、倒退等觀念的意義，並對事件提出合理的歷史解釋。 

歷史理解： 

我們常說歷史不是「背科」，那麼理解活動的開展，恰是最直接且關鍵的證明。

歷史理解所關聯的重點在於：如何將歷史事實的「記憶」接引、提升至「理解」

層次，並且能夠對史實的歷史脈絡與意義加以掌握。 

歷史解釋： 

歷史以過去作為探究對象，已逝的過去無法如實再現，只能透過史料證據來重

新建構，因此，所有的歷史敘述在本質上都是對過去的一種解釋。「歷史理解」

著重在設身處地認知過去，目的在盡可能接近無法全然再現的過去；「歷史解

釋」則以史料證據與歷史理解為基礎，有意識地對過去提出理性的、系統性的、

因果關係式的說法。教師應提供學生接觸不同史料、歷史敘述的機會，以發展

學生歷史解釋的能力。 

史料證據： 

史料必須置於歷史脈絡中，轉化為證據，在學生的歷史理解或歷史解釋的活動

裡起了作用，方具有價值；史料總是應該要與探究過去的意圖產生緊密關聯，

而且唯其能引發探究活動，才能真正彰顯深刻的歷史教育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