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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歷史科教學計畫 

壹．科目目標： 

 
一、發展個人的主體意識，以及自律自治、自發精進與自我實現的素養。 

二、提升獨立思考、價值判斷、理性決定與創新應變的素養。 

三、發展民主社會所需之溝通互動、團隊合作、问題解決及社會參與等公民實踐

的素養。 

四、增進對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學科及領域知識的探究與理解能力。 

五、發展跨學科的分析、思辨、統整、評估與批判的能力。 

六、培養對於族群、社會、地方、國家和世界等多重公民身分的敏察覺知,並涵

育具有肯認多元、重視人權和關懷全球永續的責任意識。 

 
貳、教學理念： 

 
本學期歷史教學活動的教學理念： 

一、以學生為學習主體，考量不同背景(包括文化、族群、城鄉、性別及身心特

質等)學生的多元生活經驗，並兼顧生涯探索及發展，提供自主學習空間。 

二、顧及不同地區、族群及學校類型的特色，提供課程發展之彈性。 

三、社會領域透過多重策略達成領域內的縱向連貫、區隔與橫向整合： 

(一)各教育階段領域/科目皆以涵育公民素養為指引，透過不同主題或形式的探

究與 實作活動，提供本領域中各科目的協同及議題融入的空間。 

(二)各教育階段領域/科目皆強調根植於生活世界的體驗與思辨，兼顧知識內容、

情意 態度與實踐能力的多方面綜合發展。 

(三)考慮各學習階段的循序發展以及本領域內各科目間互補合作需要，對學習內

容做 有意義的區隔，避免內容過多與不必要的重複。 

四、依據國民教育之共同原則，強化國小、國中與高級中等學校的縱向連結，並

兼顧各類型高級中等學校特色功能間的橫向連結。 

 

 

 



 

參、教學方法： 

一、說明本章節重點，撰寫內容綱要。（詳見教學進度表） 

二、引導學生思考討論（分析、比較、綜合、批判） 

三、指導學生撰寫作業或讀書報告。 

四、適度補充與課本章節相關的課外內容，幫助學生統整觀念。 

肆、評量方式： (學生成績考查方式) 

一、日常考查：40 ﹪ 

1. 作業成績（含筆記、隨堂以及） 

2. 平時測驗 

3. 上課態度 

 
二、期中考試：60 ﹪ 

a 第一次期中考（15﹪） 

b 第二次期中考（15﹪） 

c 期末考（30﹪） 

 
伍、學習方法建議： 

 
一、歷史的學習，重點在於「對歷史有整體性的瞭解，了解其脈絡演變，而非

熟記支離的細節」。欲求歷史有整體性的瞭解，須對當時的人物特色、事件

經過、制度演變、政治社會經濟等時代背景、有通盤的認知與了解，如此，

才是真正的學習歷史。目前學力測驗與大學指訂考科皆是以觀念性的題目

為主，不重記憶，但是重要的年代、人名、地名和專有名詞仍應熟記。 

 
二、研讀歷史，探究其中的原因、經過、結果和對當代及後世的影響，是非常

重要的，如何做到？ 

a 課前的預習，有助於建立梗概，發現不懂之處。 

b 上課時老師會解釋分析和整理綱要，須仔細聆聽，則易於理解熟記。 

c 課後的立即複習，自己整理是最重要的工作，唯有如此才能有整體性

的了解。 

※ 倘若課後未能立即複習，延宕多日之後，上課的記憶大多淡忘，此時教

材範圍變大，若想在短時間內學好歷史將是不易的。 

三、在開放教科書「一綱多本」，「素養導向」的情況下，每一版本的歷史教

科書都成為參考書，因而建議同學閒暇之餘，應廣泛閱讀其他版本作為參考，

以補充課文之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