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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清領時期 

1. 臺灣棄留之爭 

� 棄：康熙以及許多朝臣都認為「臺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保

留臺灣只有增加中國的財政負擔；因此清廷最初想放棄臺灣，並下令將在臺灣的漢

人全部遷回中國。 

� 留：施琅反對清廷放棄臺灣，認為臺灣不僅土地肥沃、物產豐富，而且戰略地位十

分重要，如果放棄臺灣，可能會影響中國東南沿海的安全。 

� 結果：清廷採納施琅的看法，於康熙 23 年（西元 1684 年）正式將臺灣納入中國版

圖。 

 

 

重點回顧重點回顧重點回顧重點回顧 

� [歷史]清領時期 

� [地理]臺灣的自然環境 

� [地理]臺灣常見的自然災害 

� [公民]社區生活 

 

 

一分鐘準備段考一分鐘準備段考一分鐘準備段考一分鐘準備段考 

� 歷史 

� 闔上課本，要能回想起每個單元的時代與特色 

� 理解歷史事件的原因與經過，清楚歷史人物的地位與影響 

� 地理 

� 看到圖表要能判讀其中的資訊 

� 地形、氣候、水文、人口、交通、產業等，定義與各區域特色要清楚 

� 公民 

� 每個專有名詞的意義能了解 

� 能用生活周遭的例子來複習課本中的概念 

� 利用名師學院系列產品，反覆觀看、補強弱點 

 第三次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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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領初期消極防亂的治臺政策 

� 封禁：移民三禁。 

a. 渡臺須申請許可證。 

b. 不准攜眷。 

c. 粵人不准來臺。 

� 渡臺禁令的影響 

a. 延遲開發：清廷治臺初期，漢人被迫回到大陸者約有 1 0 多萬人。 

b. 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 禁止人民攜家帶眷，造成男女人口比例失衡，娶妻不易；當時俗諺：「娶

一個某（妻），卡贏三個天公祖」。 

� 許多漢人男子娶平埔族女子為妻，因漢人與平埔族通婚，造成平埔族人

口逐漸減少；臺灣俗諺：「有唐山公，無唐山媽」，即是說明漢人與平埔

族通婚的現象。 

� 單身無業男子（俗稱羅漢腳）充斥，成為社會亂源。 

� 臺灣社會衝突多，例如：民變、械鬥等等。 

� 放寬：雍正時，允許入臺者搬移眷屬。 

� 解禁：乾隆時，不准攜眷規定廢除；光緒元年（西元 1 8 7 5 年），沈葆楨廢除渡臺

禁令。 

 

3. 中國移民的分布與臺灣的神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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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臺灣行政區的演變 

 

5. 臺灣史上重大民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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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臺灣各時期國際貿易 

 

7. 同業公會 

� 隋唐時期：「行會」出現。 

� 清領前期臺灣：郊，又可以地域和行業類別進行區分。 

a. 以貿易區域畫分，例如：臺南的北郊、南郊等等。 

� 北郊：經營臺南以北及上海、煙臺、天津等地的商人。 

� 南郊：經營臺南以南及廈門、漳州、泉州等地的商人。 

b. 以商品類別畫分，例如：糖郊、布郊、油郊等等。 

� 清領後期臺灣：洋（公）行。 

8. 清領時期外力入侵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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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沈葆禎和劉銘傳建設下的臺灣 

 

[地理]臺灣的自然環境 

1. 水資源 

� 臺灣的河流 

a. 中央山脈南北向，河流東西向，加上地塊狹小，因此川短流急。 

b. 水力資源豐富，利於發電，如大甲溪、大肚溪及濁水溪。 

c. 洪枯變化大，使河運價值差。 

d. 荒溪型河川多位於西南部，且以小河的荒溪狀況最明顯。 

e. 冬季乾枯的荒溪型河川，呈現「涓涓細流」的水量。 

f. 淡水河航運發達，最遠可航行至萬華地區。 

� 臺灣的水資源 

a. 「資源」的概念會隨時空不同而改變。 

b. 水資源：指可供利用的水，以淡水為主。 

c. 海洋水資源分布最廣。 

d. 臺灣的水資源不足，主要受到人口、氣候與地形、環境汙染、超抽地下水等因素

影響。 

2. 土壤 

� 臺灣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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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土保持的方法：臺灣地形陡峭，降雨強度大，對地表沖刷嚴重，土壤易流失。因

此須做好山坡地的水土保持，以維持生存環境。 

a. 闢建梯田。 

b. 山區植林。 

c. 控制牲畜數量，避免土地超限利用。 

d. 構築山邊溝：在山坡面上，每隔適當的距離，沿等高線方向所構築的三角形溝叫

山邊溝。目的在將長坡截短，分段排除地面上的逕流水，以防止沖蝕。 

 

 

[地理]臺灣常見的自然災害 

1. 地震 

� 臺灣位於板塊交界帶：因位處歐亞大陸板塊和菲律賓海板塊的交界帶，有高聳的褶

皺山脈，多變質岩。 

� 地震災害：輕微地震易造成土石鬆散導致崩塌，強烈地震則會造成民眾生命財產的

損失。 

2. 颱風 

� 形成原因 

a. 熱帶海洋地區的水溫較高。 

b. 對流作用強烈。 

c. 水氣蒸發旺盛。 

d. 儲備了充足的水氣與熱量，即形成熱帶性低壓。 

� 氣旋：北半球的颱風為逆時針旋轉，即氣旋。 

� 颱風季節：臺灣位於西太平洋颱風主要路徑範圍內，每年夏、秋之交的 7～9 月時

是颱風侵襲的主要季節。 

� 災害：臺灣山區常造成山洪爆發、房屋倒塌、農作物損毀、低窪地區水災、海水倒

灌等災害。 

3. 土石流 

� 土石流造成的因素 

a. 自然因素：臺灣地形山高坡陡、多地震、豪雨頻繁、地表沖刷強烈。 

b. 人文因素：土石流發生除受自然因素（地形、地質、水文、氣象）影響外，還與

人類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有關。如人們在山坡地種植經濟價值較高的檳榔樹或在山

邊大量建造房屋，使得山坡地過度開發，土壤侵蝕嚴重，也增加土石流發生的頻

率。 

� 災害：常造成橋梁道路沖毀、淹沒農田房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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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區生活 

 

 

 

實力測驗 GO：http://quiz.kut.com.tw/j_exam.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