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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領域 社會科教案設計 班級  

設計單元 第二篇第 1 課 史前臺灣與原住民文化 人數  

教材來源 康軒版 第一冊 社會  設計者  

適用年級 七年級 上學期 時間 135 分鐘 

教學重點 

1. 能說出臺灣史前遺跡的分布和進展。 

2. 能說明臺灣史前時代的代表文化。 

3. 能分析臺灣原住民的族群分布及文化特色。 

4. 能描述臺灣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及社會發展。 

教學方法 講述法、討論法、發表法、欣賞法、小組分組教學法 

教學資源 教課書、備課用書、教師手冊、掛圖、黑板、網路資源、習作、參考書目 

十大基本 

能力 

一、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二、欣賞、表現與創新 

三、表達、溝通與分享 

四、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五、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能力指標 

2-3-2 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賞其內涵。 

2-4-1 認識臺灣歷史(如思想、文化、社會制度、經濟活動與政治興革等)的發展

過程。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角色的不同，所做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果關係。 

4-3-3 蒐集人類社會中的各種藝術形式，並能進行美感的欣賞、溝通與表達。 

4-4-1 想像自己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在不同的時間、空間下會有什麼變化。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題時，能從多元的觀點與他人進行理性辯證，並為自己的

選擇與判斷提出好理由。 

4-4-3 了解道德、藝術與宗教如何影響人類的價值與行為。 

9-4-2 說明不同文化之接觸和交流如何造成衝突、合作與文化創新。 

時 

間 

分 

配 

節次 月 日 教學重點 

1   一、史前文化 

1. 史前時代的定義。 

2. 臺灣史前時代分期的依據。 

3. 臺灣史前文化的命名方式。 

4. 舊石器時代的特色與代表文化(長濱文化)。 

5. 新石器時代的特色與代表文化(大坌坑文化、圓山文化、卑南文化等)。 

6. 金屬器時代的特色與代表文化(十三行文化)。 

2   二、原住民的族群與社會 

1. 南島語族。 

2. 臺灣原住民的分類： 

(1)清朝官方對原住民的分類。 

(2)日治時期對原住民的分類。 

(3)光復後的分類。 

3. 臺灣原住民的族群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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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臺灣原住民家族制度：父系社會、母系社會等。 

5. 社會組織：氏族社會、貴族社會、漁團組織等。 

3   三、原住民的經濟活動與宗教文化 

1. 自然環境對於臺灣原住民經濟活動的影響。 

2. 臺灣原住民不同族群的維生方式。 

3. 原住民的宗教信仰：袓靈崇拜。 

4. 原住民的生命禮俗祭儀：(1)打耳祭。(2)猴祭。(3)紋面。 

5. 原住民的歲時祭儀：(1)豐年祭。(2)矮靈祭。(3)收獲祭。(4)飛魚祭。 

6. 經濟活動與原住民傳統宗教、文化的關係。 

能力指標 教學活動 

教學

時間 

教學

資源 

評 

量 

重 

點 

 

 

 

2-3-2 

2-4-5 

2-4-6 

4-4-1 

 

 

 

 

 

 

 

 

 

 

 

 

 

 

 

4-4-2 

4-4-3 

 

 

 

 

 

【第一節】 

一、史前文化 

準備活動 

教學法：講述法、欣賞法 

引起動機 

1. 提問 

(1)我們可以藉由哪些方法了解以前人類的生活呢？ 

(2)臺灣史前文化是如何命名的呢？ 

2. 說明 

(1)可以透過傳說、遺跡遺物，以及後人的研究和解

讀等。 

(2)考古學家們通常以最早發現到該文化遺址的最小

地名，來當作命名的依據。例如在臺東縣長濱鄉發

現的史前文化，即命名為「長濱文化」，在臺東市卑

南里發現到的史前文化則稱為「卑南文化」。 

3. 閱讀與讀圖 

(1)使同學了解史前的世界。 

(2)引導學生閱讀課文和圖照。 

(3)運用課本圖照講解臺灣史前人類的生活演進情

形。 

 

發展活動 

教學法：講述法 

1. 舊石器時代：以長濱文化的人類生活想像情景，說

明出現時間、使用工具，以及主要謀生方式。 

2. 新石器時代：說明出現時間、使用工具的演進，以

及農業生活的出現等；並介紹臺灣新石器時代出現

的文化遺址，如大坌坑文化、圓山文化、卑南文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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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9-4-2 

3. 金屬器時代：說明出現時間、具有冶鐵技術的特色、

以農業為主要維生方式等；並介紹臺灣金屬器時代

出現的文化遺址，如十三行文化。 

 

綜合活動 

教學法：討論法、發表法、欣賞法 

1. 歸納結論： 

（1）我們可以透過傳說、遺跡遺物，以及後人的研

究和解讀等，理解史前文化。 

（2）考古學家們通常以最早發現該文化遺址的地

名，來當作命名的依據。 

（3）長濱文化是舊石器時代的代表，大坌坑文化、

圓山文化和卑南文化是新石器時代的代表，十三行

文化是金屬器時代的代表。 

（4）在十三行文化遺址中發現許多外來的器物，如

青銅器、玻璃手環、瑪瑙珠飾等，證明有外來族群

到此進行貨物交換活動。也有人類學家指出，十三

行文化人有可能是臺灣部分原住民族的祖先。 

2. 問題與討論 

（1）史前文化遺址的比較？ 

（2）想想看史前文化時期的人是如何生活？ 

（3）臺灣有哪些史前文化遺址？ 

【第一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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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二、原住民的族群與社會 

準備活動 

教學法：講述法、欣賞法 

引起動機 

1. 複習上節課的內容 

2. 提問： 

（1）對臺灣原住民的認識？ 

（2）你聽過「南島語族」嗎？他們大約分布在哪些區

域？ 

（3）你知道平埔族、高山族的分布範圍嗎？ 

3. 說明： 

（1）現今臺灣高山原住民有 14 族：排灣族、魯凱族、

布農族、鄒族、賽夏族、泰雅族、阿美族、卑南

族、達悟族、邵族、葛瑪蘭族、太魯閣族、賽德

克族、撒奇萊雅族。 

（2）南島語族泛指分布在廣大的南太平洋海面的島嶼

民族，人口大約兩億多人，包含八百多種語言。

分布範圍極廣 ，東起南美洲西岸的復活島，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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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2-4-6 

4-4-1 

4-4-2 

到非洲東岸的馬達加斯加島，北至臺灣，南達紐

西蘭。 

（3）臺灣原住民在早期約分成平埔族與高山族。平埔

族多分布於臺灣西部平原和蘭陽平原；高山族分

布於中央山地、東海岸和蘭嶼。 

發展活動 

教學法：講述法、小組分組教學法 

 講述： 

1. 說明原住民與南島語族的關係。 

2. 藉由讀圖帶領學生觀察不同時期的原住民名稱演變

情形，探討平埔族消失原因，進而說明現在的原住民

正名運動、文化復振運動等，讓原住民的分類再次面

臨改變。 

3. 教師針對原住民母系社會、父系社會、貴族社會與漁

團組織等社會制度，舉例說明。 

 小組分組教學法 

1. 引導學生討論，並選擇不同的社會制度，提出自己的

看法，藉此增進學生對不同族群原住民的社會制度印

象。 

2. 引導學生閱讀課本與觀察簡報資料後，並將學生分成

六組討論並上台發表下列問題： 

（1）現今台灣原住民共有幾族？並說說你知道的族

名。 

（2）說說你對原住民的印象。 

        （3）你覺得早期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和漢人有什麼不

同？ 

 （4）我們應當用什麼的態度來看待原住民的文化？ 

綜合活動 

教學法：討論法、發表法、欣賞法 

1. 歸納結論： 

（1）臺灣原住民在語言上屬於南島語系，因此被歸類為

南島語族。就分布範圍來說，臺灣原住民是南島語

族分布的最北點，也有學者指出臺灣是南島語族的

發源地，具有濃厚的海洋文化特點。 

（2）臺灣原住民多為村落型態生活，早期漢人稱此村落

為「社」。並對原住民做平埔族與高山族的分類。 

（3）平埔族居住平原地帶，多已融入漢人社會，但仍留

有部分文化遺跡；高山族接觸漢人社會較晚，多保

有自己的特色。 

（4）臺南地區的平埔族多為母系社會，高山族則兼有父

系社會、母系社會等，社會組織方面則有氏族社會

和貴族社會，在蘭嶼的達悟族則因產業活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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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出漁團組織。 

2. 問題與討論 

（1）臺灣原住民的族群分布情形？ 

（2）哪些原住民族是父系社會？哪些原住民族是母系社

會？ 

（3）原住民族有哪些社會組織？ 

【第二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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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三、原住民的經濟活動與宗教文化 

準備活動 

教學法：講述法、欣賞法 

引起動機 

1. 複習上節課的內容 

2. 提問： 

（1）知道哪些原住民各族特有的傳統文化與慶典？ 

（2）知道哪些原住民各族特有的傳統美食？ 

（3）知道哪些原住民族的傳說故事？ 

3. 說明： 

（1）阿美族的豐年祭、賽夏族矮靈祭、達悟族飛魚祭

等。 

（2）原住民的傳統食物，大多與產業活動有關，農

耕者主食多以小米、薯芋為主；漁獵者也多就

地取材，山豬肉、野菜、魚獲等都是常見的食

物來源。 

（3）説明賽夏族「矮靈祭」的由來及達悟族「飛魚祭」

的神話。 

發展活動 

教學法：講述法 

 講述： 

1. 教師引導學生從阿美族的豐年祭、賽夏族的矮靈祭

等，進行參與原住民宗教文化的經驗分享。 

2. 解說：原住民的宗教信仰與文化，和生活息息相關。 

（1）臺灣原住民的生命禮俗祭儀： 

打耳祭、猴祭、紋面。 

（2）原住民的宗教信仰：袓靈崇拜。 

（3）原住民的歲時祭儀： 

豐年祭、矮靈祭、收獲祭、飛魚祭。 

3. 說明陸稻與燒墾的產業活動型態。 

4. 說明：自然環境對於臺灣原住民經濟活動的影響。 

經濟活動與原住民傳統宗教、文化的關係。 

 欣賞與發表：教師可引導觀察相關影片，欣賞原住民宗教

文化之美，並進行發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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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2-4-6 

4-4-1 

4-4-2 

 

 

綜合活動 

教學法：討論法、發表法、欣賞法 

1. 歸納結論： 

（1）臺灣原住民的經濟活動，多與居住環境有關，形

成「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特色。 

（2）臺灣原住民的宗教文化，也與生活息息相關。宗

教信仰上多祖靈崇拜；許多生命禮俗也融入生活，

成為各族群的特色；而在歲時祭儀方面，則多與該

族的經濟活動有關，甚至已經成為聯繫族人情感的

年度盛事。 

2. 分組討論與發表： 

        引導學生閱讀課本與觀察簡報資料後，將學生分成六

組討論，並上網搜尋下列問題，利用搜尋的網頁來介

紹及發表： 

      （1）你所要介紹的原住民部落名稱。 

      （2）原住民的慶典內容。 

      （3）慶典所象徵的意義。 

      （4）有何特別的音樂或舞蹈活動？ 

【第三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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