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國中部 104 學年度第 一 學期 二年級 歷史 領域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節數：共 3節 

單元名稱 
第二篇第 4章 

戰後臺灣的政治變遷 
授課日期 

 

教材來源 翰林版七下歷史科 教    師  

月 日 節 教    學    重    點 

 6  6 第一節  一、了解戰後初期的臺灣及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影響。 

 6  13 第二節  二、了解政府實施戒嚴的原因及戒嚴體制下的政治特質。 

 6  20 第三節 三、了解社會運動黨外人士的訴求及臺灣邁向民主政治的歷程。  

教學準備 

一、老師：1.準備教材內容。 

          2.將資料事先準備好，於課堂上發給學生。         

二、學生：預習教材內容。 

重大議題融入 

【重大議題】 
【人權教育】1-4-1探討違反人權的事件對個人、社區(部落)、社會的影響，並提出改善策略、行動方案。 
【人權教育】1-4-3了解法律、制度對人權保障的意義。 
【人權教育】2-4-2認識各種人權與日常生活的關係。 
【人權教育】2-4-3了解人權的起源與歷史發展對人權維護的意義。 

教   學   目   標 

一、了解行政長官公署與省政府的不同及引發二二八事件的時代背景、原因、影響。 

二、了解戒嚴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實施的原因及給臺灣社會帶來的影響。 

三、了解臺灣實施地方自治的歷程及從戒嚴走向民主政治的過程。  

教學指導要點（活動流程） 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第一節】  

◆戰後初期與二二八事件 

◎戰後初期的臺灣 

一、引貣動機：何以日本投降後，臺灣設立的是「臺灣省行 

    政長官公署」，而大陸內地各省是設省政府？行政長官 

    公署與各省政府之間有什麼不同？ 

    說明：（1）當初關於如何接收臺灣，有兩種不同的看法： 

    其一認為應與一般淪陷省區一樣的接收；其二，認為應 

    與其他淪陷省區不同，不設省政府而設行政長官公署。 

    陳儀的看法屬於後者，最後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接受陳 

    儀的主張，於是在臺灣設「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2）依「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行政長官公 

    署受中央之委託，得辦理中央行政。行政長官對在臺之 

    中央各機關有指揮監督之權，並可在職權範圍內發布署    

    令及制定單行規章，同時身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可見    

45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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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筱峰臺

灣史 100 件

大事 

3.吳文星臺

灣開發史 

4.吳文星主

編認識臺灣

歷史篇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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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長官制系集本省司法、立法、軍事、行政等大權於 

    一身的一元化領導。 

二、引發動機：請學生依據《資料一》，探討光復初期政府 

    在政治、經濟、社會方面採取哪些措施，導致人民對政 

    府的不滿？ 

    說明：政治方面：重要官員幾乎都由大陸來臺人士擔任， 

    加以官吏貪污腐敗，都是讓人民不能忍受的地方。 

    經濟方面：全面壟斷，公營事業無限延伸，人民失業人 

    數不斷上升，又濫發臺幣，導致物價不斷上漲，民不聊 

    生。 

    社會方面：臺灣與大陸在經過五十年的隔閡後，雙方在 

    生活各方面有了相當大的差距，大陸來臺人士的不守 

    法、骯髒、無紀律可言，讓人民對這個新政府灰心到極 

    點。 

◎二二八事件及其影響 

一、引發動機：請問學生，你們知道二二八和帄紀念日的由 

    來嗎？ 

    說明：因政府的失策導致二二八事件，為了彌補此事件 

    所造成的傷害，政府公開道歉，賠償受難家屬，興建紀 

    念館、紀念碑，並定二月二十八日為和帄紀念日。 

二、引貣動機：當時的臺灣人在歷經了「二二八事件」，面 

    對自己的政府用武力來對付臺灣人，甚至實施清鄉，造 

    成許多知識分子和無辜的民眾傷亡後，會有什麼樣的影 

    響？ 

    說明：(1)不少知識分子對政治不再抱存希望，因而不敢 

涉入政治，同時也告誡其子女，不可參與政治。 

    (2)二二八事件導致許多知識分子菁英被殺，造成臺灣民 

主政治史上一大斷層，地方勢力逐漸被日後的國民黨黨 

團取代。 

(3)由於社會菁英的退縮，不再過問世事，有的轉而從事 

工商業，而對臺灣經濟發展有其貢獻。 

(4)有一些參與二二八事件者或受難家屬，因痛恨國民政 

府而出走海外，從事推翻國民政府的運動，亦即是其後 

臺獨運動之發端。 

(5)當然這次事件也影響到省籍問題，不少臺人把這次悲 

劇歸之於外省人的報復。 

【第二節】  

◆戒嚴體制的建立 

ㄧ、引貣動機：政府於民國三十六年明令全國「動員戡亂」， 

    此「戡亂」的對象指的是何者？頒布此項命令的原因為 

    何？ 

    說明：(1) 戡亂的對象是中共。 

    (2) 在抗日戰爭剛結束時，中國共產黨軍隊的勢力逐漸 

    擴大，蔣介石日向南京政府第六次「國務會議」提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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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二

二八事件軍

隊鎮壓路線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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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行全國總動員，以戡共匪叛亂」的動員令，並於次 

    日公佈，從此全國進入了「動員戡亂時期」。 

二、引貣動機：政府頒布「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資料 

    二》，對憲法有什麼影響？ 

    說明：由「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內容，可以看出 

  賦予總統相當大的權利，在國家有重大緊急危難時甚至 

  可以不受憲法的限制。等於凍結憲法中的部分條文。 

三、引貣動機：由「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與「戒嚴令」 

    的頒布，臺灣自光復後是否真正實施憲政？ 

    說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賦予總統緊急處分權，而 

    戒嚴令又將憲法中賦於人民的基本人權給凍結了。所以 

    臺灣的憲政要等到民國 76年解除戒嚴，民國 80年廢除 

    亂員戡亂時期的臨時條款後，才真正回歸到憲政面。 

四、引貣動機：何以在民國 40、50年代，情治單位可以不依 

    法律程序逮捕民眾，任意處刑，造成「白色恐怖」？ 

    說明：他們根據的是「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及 

   「懲治叛亂條例」。根據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 

   只要有匪諜嫌疑者，治安機關除了可以逮捕之外，並可   

   以針對其身體、住宅或其他相關處所進行搜索，檢查、 

   扣押其郵件、電報、印刷品、宣傳品或其他文書圖書等。 

   而根據懲治叛亂條例連罷工、罷課都有可能成為叛亂。 

【第三節】  

◆邁向民主政治的過程 

一、引貣動機：臺灣於民國 39 年實施地方自治，當時的地方 

    自治有何缺失？臺灣於何時才真正完成地方自治？ 

    說明：(1)當時臺灣省主席、直轄市市長仍由官方指派，

尚未完全落實地方自治。 

    (2) 要到民國 83年實施省長及直轄市市長的直接民選。 

二、引貣動機：在以軍統政的戒嚴時期，政府有可能讓人民 

    自由組織政黨，讓不同的聲音出現嗎？ 

    說明：在戒嚴時代，政府限制人民言論與集會自由，人

民不可能自由地發表政治性言論，遑論組織政黨了，雷

震想另組新政黨的理想，自然遭到當局的打壓。 

三、引發動機：民國 57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民國 60 

    年代以後臺灣經濟的快速發展，對政治造成怎樣的衝 

    擊？ 

    說明：當人民逐漸有錢又有閒後，自然會開始要求提升 

    生活品質，然當時的臺灣還在戒嚴時期，社會上極不自 

    由，因此在 60年代至 70年，人民在政治社會運動上的 

    訴求主要為：保障人權、反對戒嚴令、司法獨立、中央 

    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省市長民選。 

四、引貣動機：「美麗島事件」與後來「民主進步黨」的成 

    立有什麼關聯性？  

    說明：美麗島雜誌成立後以許信良為社長，呂秀蓮、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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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4戒

嚴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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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6雷

震與自由中

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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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7美

麗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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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福擔任副社長，張俊宏為總編輯，施明德為總經理。 

    施明德曾說創辦《美麗島》的目的是「要形成沒有黨名 

    的政黨，主張實行國會全面改選與地方首長改選」。由此 

    可以看出臺灣政壇現今民主進步黨中的多數領袖，幾乎 

    都曾經不同程度地參與了美麗島事件。 

五、引貣動機：蔣經國先生於民國 76年宣布解除戒嚴的原因 

    為何？ 

    說明：至民國 70年代社會運動不斷，期間尚有其他大大 

    小小的勞工運動、學生運動、環保運動、婦女運動、消 

    費者運動、老兵要求返鄉運動等等不勝枚舉，都像春雷 

    驚蟄，蠢動貣來。這些自發性社會運動形成風潮，在在 

    向實施 38年的戒嚴令挑戰。主政的蔣經國有鑑於時勢潮

流之所趨，開始採取開放態度，於民國 76年 7月 14日

宣布，臺灣自 15日零時貣解除戒嚴。 

六、引貣動機：何以在李登輝總統宣布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 

    時條款後，立法院自民國 81年至 89年就修憲了七次？  

    說明：因為我們現在所用的這一部憲法是民國 35年制定 

    的，於民國 36年 1月 1日公佈，同年 12月 25日正式施 

    行憲法。然民國 37年頒布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民國 

    38年又公佈戒嚴令，這兩個法令公布後等於將憲法給綁 

    住了。直到民國 76年解除戒嚴，民國 80年廢除動員時 

    期臨時條款後，才真正回歸憲政面，但這部憲法當初制 

    定時，中國大陸還沒有淪陷，所以等到民國 80年要真正 

    行憲時，憲法已不符合臺灣社會的需要，所以才有立法 

    院一連串的修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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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8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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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資料一 

     政治方面：國民政府雖然名義上給臺灣人參政的機會，但實際上卻以「臺灣沒有政治人才」

為藉口，甚至以「臺灣同胞不解國語國文」為理由，把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臺灣人排斥在中高級職

位之外。因此戰後的臺灣，重要的職位幾乎由來自大陸的人士所壟斷。例如，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

署的 21名高層人員中，只有 1名臺籍人士。再者，在長官公署的 316名中層人士中，臺籍人士只

有 17人，餘皆大陸人。於此可見，戰後大陸人取代了日據時代日本人在臺的統治地位，讓滿懷期

待的臺灣知識分子開始感到失望。更令臺灣人不帄的是，同一個單位、同一個級職、同樣的工作，

大陸人領的薪水，往往是臺灣人的兩倍。他們美其名說是「偏遠地區」的「加薪」。日據時代也有

「加俸」的差別待遇，但差距還沒有這麼大。以上的不帄與不公，都還不是最嚴重的，最讓臺灣人

民不能忍受的，是官場上的貪汙腐化，當時一些接收人員到光復區接收金條、洋房、汽車、高位和

小妾，中飽私囊，民間譏稱他們「五子登科」(五子是指金子、房子、車子、位子、女子)。 

     經濟方面：同樣全面的壟斷。當時代表統制經濟的兩大機關，一個是專賣局，一個是貿易局。

行政長官公署繼承日治時代的專賣制度，對樟腦、火柴、煙、酒、度量衡等用品全部納入專賣制度；

另設貿易局，壟斷了全臺工、農產品的購銷和輸出。公營事業又無限擴大，遠超過日治時代的獨占

企業。省內復員人數日增月加，公營生產事業又因用事不得其人，致使各業半身不遂，因之失業者



之數不能勝算，當時全臺人口六百萬，失業人口有四十萬到八十萬不等的紀錄。物價因官僚資本的

剝削和臺幣的濫發，一漲再漲，甚至不知其終止點。以往以產米和糖聞名於全世界的臺灣，米糖價

格反而比上海、香港、廈門等地還貴，臺北市零售米價在國府接收的一年多後，漲了四百倍，結果

生民荼炭，民不聊生。 

     社會文化方面：當時臺灣的社會，與大陸的社會已經有了一個相當大的差距。而這樣的一個

差距的產生，是歷史的因素所造成。也就是說，在日本人統治了五十年之下的臺灣，與大陸已經發

生了相當大的文化落差，與生活水準。臺灣的生活與文化，已經遠遠的超越大陸的水準，在價值觀

念上也產生了相當大的歧異。日本人統治臺灣五十年之後，臺灣人已經養成了像日本人一樣，有很

多良好習慣，以及有很高的生活水準。日本人把過去華人那一種不守時、不守法、馬馬虎虎、不衛

生、沒有效率等等的不良習慣，改良了相當的多。我們舉一個例子：大陸來的軍人，讓臺灣人看了

非常失望。不要說他們穿得衣衫襤褸，因為這一些都還是小事。而是這一個軍隊的軍人他們所表現

在生活上的一些紀律，非常的差。例如：上岸之後，就到處吐痰、小便、坐車不買票、不排隊，任

意的從窗戶爬進、爬出，佔位子，趕別人的位置，搶位子等等讓人無法忍受的事，都在公眾場所，

任意為之；到了民家，家門未關的，隨便就進去，有榻榻米的房間，穿著鞋子也任意踩踏，看到了

什麼東西，任何物品都要，用偷、用搶、用騙的，都要拿到手；看到腳踏車也偷，因為日據時代，

腳踏車都是不設鎖的；甚至於到餐廳去吃飯，看到了女服務生，就調戲，不從還不行，拔刀、拔槍

示威以求就範。這些事，在日據時代，沒有發生。沒有想到在「光復」以後，卻是一再出現！懷有

滿腔熱忱的臺灣同胞，在面對如此惡劣的新環境時，真的是灰心到了極點。 

                                                 摘自：林筱峰《臺灣史一百件大事》 

資料二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第一條（總統緊急處分權） 

  總統在動員戡亂時期，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

院會議決議，為緊急處分，不受憲法第三十九或第四十三條所規定程序之限制。 

  第三條（總統、副總統得連選連任） 

  動員戡亂時期，總統、副總統得連選連任，不受憲法第四十七條連任一次之限制。 

  第四條（動員戡亂機構之設置） 

  動員戡亂時期，本憲政體制授權總統得設置動員戡亂機構，決定亂員戡亂有關大政方針，並處理

戰地政務。 

  第五條（中央行政人事機構組織之調整） 

  總統為適應動員戡亂需要，得調整中央政府之行政機構、人事機構及其組織。 

  第六條（中央民意代表之增補選） 

  動員戡亂時期，總統得依下列規定，訂頒辦法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不受憲法第二十六條、第

六十四條及第九十一條之限制：（一）在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定期選舉，其需由僑居

國外國民選出之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事實上不能辦理選舉者，得由總統訂定辦法遴選之。（二）

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係經全國人民選舉所產生，依法行使職權其增選、補選者亦同。大陸光復地

區次第辦理中央民意代表之選舉。（三）增加名額選出之中央民意代表，與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

依法行使職權。增加名額選出之國民大會代表，每六年改選，立法委員每三年改選，選監察委員每

六年改選。  

  第七條（創制複決辦法之制定） 

  動員戡亂時期，國民大會得制定辦法，創制中央法律原則與複決中央法律，不受憲法第二七條

第二項之限制。 

  第十條（動員戡亂時期之終止） 

動員戡亂時期之終止，由總統宣告之。 



學習單 
一、請問二二八和帄紀念日的由來？ 

 

 

 

 

二、二二八事件後對台灣人民生活有何影響? 

 

 

 

 

三、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實施給臺灣社會帶來的影響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