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領域╱科目 社會領域 實施年級 五年級 

教學者 歐錫鴻 節數 共 1節，40分鐘 

主題名稱 第三單元第 1課：從地圖探索位置與發展有何關聯？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1b-III-3 

解析特定人物、族群與事件在所處

時間、空間脈絡中的位置與意義。 

2a-III-1 

關注社會、自然、人文環境與生活

方式的互動關係。 

核心素養 

社-E-A2敏覺居住地方的

社會、自然與人文環境變

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

響，並思考解決方法 

學習

內容 

Ab-III-1 

臺灣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與歷

史文化的發展有關聯性。 

議題

融入

說明 

議題╱學習主題 海洋教育／海洋社會 

實質內涵 海 E5 探討臺灣開拓史與海洋的關係。 

學習目標 

1.透過世界地圖認識臺灣海陸位置，並了解對歷史發展的影響。(2a-III-1，Ab-III-1） 

2.認識臺灣在東亞的鄰國與海洋，並覺察不同族群帶來的文化。(1b-III-3，Ab-III-1） 

3.藉由不同時期的臺灣地圖，探究臺灣的歷史文化發展與變遷。(1b-III-3，Ab-III-1）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教學

時間 

學習 

評量 

一、引起動機 

     觀賞影片：「一張地圖，了解400年前的臺灣! 解碼國家機密!」 

 

二、古今地圖比較 

     透過問答討論方式，觀察課本第46～47頁，比較古今地圖： 

  1.今日世界地圖與16世紀東印度群島地圖，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古地圖無法顯示出精確的位置與地形。） 

2.從16世紀古地圖，觀察臺灣的位置與形狀，與今日有什麼差異？ 

（古地圖中呈現的臺灣，出現數個連續的小島嶼，並且距離日本 

非常近，但日本島嶼的形狀也跟今日不同。） 

3.16世紀古地圖所呈現的東亞地區，對照今日的世界地圖，為什麼 

會出現許多的差異？ 

（因為過去的繪圖技術與工具有限，只能畫出大概的樣子，加上 

有很多島嶼尚未被探索或開發，所以繪圖人員只能在有限的資 

訊下繪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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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觀賞

影片內容 

 

 

踴躍參與

提問與討

論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教學

時間 

學習 

評量 

4.早期西方古地圖，將臺灣標示為「福爾摩沙」島代表什麼意思？ 

（當時航行到東亞地區的歐洲人，經過臺灣時發現島上風景美麗 

，因而命名為美麗之島—福爾摩沙。） 
 

三、閱讀古地圖 

透過問答討論方式，觀察課本第49頁17世紀的古地圖。 

1.比較16與17世紀的古地圖，這兩張地圖上的臺灣有什麼不同？ 

（17世紀古地圖上的臺灣，首次出現完整島嶼的樣子，並出現地名 

標示，例如：大員、綠島、蘭嶼。） 

2.透過古地圖的地名標示，可以推測當時臺灣的發展狀態如何？ 

（當時東南沿海地區，可能已經有人前往開發，所以出現地名。） 

3.當時可能有哪些族群(人)到臺灣？ 

（漢人、日本人、荷蘭人、西班牙人。） 

4.如果你是當時的荷蘭水手，要如何透過這張古地圖，向荷蘭商人介紹 

臺灣適合作為貿易據點？(以小組討論方式，將理由寫在磁鐵白板) 

 (臺灣的地理位置接近中國與日本，可以成為重要的補給站。） 

     (這座無人統治的島嶼，也很適合來此移居開墾。） 

    5.各組學生輪流上臺報告，臺灣適合作為貿易據點的理由。 

 

四、不同時期的臺灣地圖 

    1.學生觀察課本第50頁的臺灣古地圖，以小組討論方式，將兩張古 

      地圖進行對照比較。各組學生將討論內容寫在磁鐵白板上。 

臺灣古地圖對照表 

地圖名稱 福爾摩沙島與澎湖群島圖 臺灣地方物產圖 

繪製時間 17世紀 20世紀 

繪製人員 荷蘭人 日本人 

地圖特色 1.地圖以橫躺方式呈現，荷

蘭人自海上遠望的視角繪製

成地圖。 

2.是西方現存最早的臺灣全

島地圖之一。 

1.呈現臺灣各地的物產、

資源。 

2.臺灣的鐵路、航運、空

運等交通多數已經完成。 

地理資訊 1.以地圖上有標示的地點觀

察，當時臺灣本島主要開發

的地點為北部、西南地區及

澎湖群島。 

2.這些地區的開發，主要跟

西班牙、荷蘭人進入有關。 

1.日本人透過交通運輸建

設，開發臺灣各地的物

產。 

2.臺灣各地與離島，都已

劃分行政區進行開發。 

    2.老師協助統整各組討論荷蘭與日本繪製的臺灣地圖差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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踴躍參與

提問與討

論 

 

 

 

 

 

積極參與

小組的討

論 

 

 

 

 

積極參與

小組的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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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教學

時間 

學習 

評量 

 

五、統整 

教師透過問題讓學生自己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比較不同時期的臺灣地圖，可以發現哪些地理與歷史變遷？ 

(透過地圖上呈現的資訊，可推測不同時期臺灣的開發狀態，並可 

發現不同族群進入臺灣後的遷移、交流與發展。)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