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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簡案（歷史） 

單元名稱 

第 6 課 戰後臺灣的經濟與

社會 

6-3 文化的演變 

教學班級 一年 二 班 

教材來源 翰林版‧社會(一下) 教學日期 112年  6  月  17  日 

教學者 邱志仁 教學時間 45分鐘 

教 

學 

目 

標 

一、 使同學培養史料判斷的能力，了解生活中文化存在的歷史意義。 

二、同學了解台灣戰後文化多元發展的歷程，能尊重不同文化與族群。 

教      學      活      動 時 間 教學資源 評   量 

壹、準備活動 

一、課前準備 

1.教師—準備學習講義、歷史 L6課堂 PPT。 

2.學生—需先預習教材內容(欣賞音樂與電

影)。 

 

二、課間準備 

1.引起動機— 

  播放民國 40-50 年代反共歌曲-「反共大陸去」、     

 「我愛中華」，引導同學了解歌詞中所反映歷史  

  事實，從中理解當時的反共文化。 

 

2.使同學知道音樂、文學作品的產生有其歷史背 

  景，並能謹慎判斷而予以理解。 

貳、發展活動 

一、講述法 

 介紹台灣文化發展多元化的歷程： 

 (1)民國 40-50 年代--反共精神昂揚 

 (2)韓戰爆發後民國 40 代之後—美國文化的加入 

 (3)民國六十年代--鄉土文學的發展情況 

 (4)今日台灣--多元文化的發展 

 

 二、音樂、老照片欣賞 

介紹各時期照片及音樂播放，使學生能穿越

時空「身」入其境。 

參、綜合活動--歸納整理 

1.老師就授課內容與學生加以討論，並整理出歷

史進展的脈絡。 

2.解決學生所提之疑問，並釐清其錯誤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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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講義 

歷史 L6-PPT 

 

 

  

 

 

相關書籍、 

歌曲、電影 

(投影片) 

 

 

 

 

 

 

 

 
 

 

能了解歌詞的時代意

義 

 

 

 

 

 

 

 

 

能理解台灣文化多元

發展的歷史背景。 

 

 

 

 

 

 

 

 

透過討論，能加強學

生思考判斷的能力

（觀察） 

 



 

高雄市旗津國民中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共同備課紀錄表 
 

 共同備課時間 ： 112 年 6 月 8 日第 5 節   授課人員：邱志仁             

 共同備課人員：詳如簽到表 

項次 內容紀錄 

共備內容 

紀要 

一、學生先前的學習表現 

    1.觀課班級102班 

    2.先備知識：同學們對於二戰後的台灣社會文化認識不是很清楚;本學期    

                同學們對於中華民國來台之後的政治及外交局勢已有初步瞭 

                解。 

    3.班級狀況：102班秩序良好，學生認真參與課程，同學們發言踴躍，必 

                須事先約定好發言規則。 

二、教學觀察的內容 

    (一)單元名稱: L6-3 文化的演變 

    (二)學習目標:  

          1.使同學培養史料判讀的能力，了解生活中文化存在的歷史意義。 

2.了解戰後台灣文化多元發展的歷程，能相互包容與相互尊重不同 

  文化與族群。 

    (三)學習重點:（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 

能瞭解台灣文化發展多元化的歷程： 

(1)民國40-50年代--反共文化昂揚。 

(2)韓戰爆發後民國40代之後—美國文化的加入。 

(3)民國六十年代--鄉土文學的發展情況。 

(4)今日台灣—多元文化與多元族群的發展。 

    (四)學習活動設計:參見教學簡案 

 

三、觀察重點 

     1.教學活動設計是否能培養學生達成預設的歷史素養。 

     2.教學活動設計是否能引導學生達成學習成效。 

     3.學生在課程中的參與程度，是否積極參與討論及發言。 

     4.教學過程中師生互動的情況。 

 



 

共備歷程 

討論重點 

一、教學難點或學生迷失概念 

    1.學生比較無法理解二戰後台灣國際局勢的演變，有些歷史名詞理解力不 

      足，需要加以解釋，使學生了解名詞的時代意義。 

    2.播放教學影片、歌曲的時間需控制，時間控制須加以注意。 

 

二、針對教學難點提出的建議 

    1.戰後台灣國際情勢的脈絡需要加以介紹使學生理解，有助於學生瞭解 

      台灣文化發展多元化的歷程。 

    2.教學前，可以事先發給學習單，提供相關教學影片、歌曲以便學生了解 

      學習內容。 

    3.可以使用問答策略，吸引學生集中精神上課。 

 

三、有助益的教學策略—可以利用豐富的網路資源(圖片、影音)，使學生容易 

    了解歷史的時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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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旗津國民中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專業回饋紀錄表 

授課班級：    102班           觀課日期：112年 6 月 17 日 第 7 節 

授課人員：    邱志仁          觀課人員：詳如簽到表 

  授課科目：    歷史科          教學單元：L6-3 文化的演變 

 

項次 內容紀錄 

專業回饋 

紀錄 

一、教學觀察重點 

     1.問題引導教學，能讓學生更深入思考問題的各種面向。      

     2.教學過程使用大量圖片、影音資源能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3.班級學習氣氛良好，學生回答、發表意見踴躍。 

 

二、課堂軼事紀錄 

      1.當同學回答問題不完全時，其他同學會提醒補充，大家能一起思 

         考問題解決方式。 

      2.同學對於歷史影像、圖片有很大興趣，有助於教學內容的學習。 

三、教學觀察收穫 

     1.由歌曲引入了解台灣的社會發展及多元文化演變歷程，使學生能   

        有更深入的體驗。 

     2.戰後各種時期的文學、歌曲、電影不僅僅是歷史內容的一部分， 

        也是生活的元素之一。學生學會如何判讀這些文化資料，有助於豐富 

        自己未來人生。 

授課人員 

自我省思 

 

   1.使用圖片、影音資源能引起學生學習動機，課前準備及課程PPT對  

      於教學進行十分重要。 

   2. 可以增加小組討論、小組競賽的學習設計，透過同儕的協助，增加學 

習的效率。 

   3.學習單填寫能確認學生學習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