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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時期的臺灣 

1. 皇民化政策與臺人的因應： 

� 南進基地化：指臺灣成為支援日本軍事行動的南進基地。 

� 工業化：日月潭發電所完工後，臺灣總督府想以電力為中心，依賴日本的資本與技

術建立重工業及國防工業。 

� 皇民化運動：指內地人（日本人）、漢族或原住民，全體臺灣人在精神上或形式上

都成為「皇國臣民」，為戰爭同心協力，內容包括改變臺灣的宗教與風俗、國語運

動、改姓名、志願兵制度等等。 

2. 太平洋戰爭與戰時體制：日本提出「大東亞共榮圈」，在太平洋戰爭時期行社會動員與

物資統制，設立皇民奉公會與通過《國家總動員法》等等。 

 

殖民統治下的社會文化變遷 

1. 社會狀況：殖民地色彩濃厚，社會階級分明，而在警察威嚇治理下，臺灣人普遍聽命守

法。在日人移風易俗的推動下，不僅廢除吸鴉片、辮髮、纏足「三大惡習」，還引進近

代衛生醫療制度、星期制及實施格林威治標準時間。 

重點回顧重點回顧重點回顧重點回顧 

� 戰爭時期的臺灣 

� 殖民統治下的社會文化變遷 

� 從戒嚴到解嚴 

� 經濟發展與挑戰 

� 社會變遷與文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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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句史料題永遠是考題大宗，常考原因、結果、影響等 

� 要能掌握歷史因果關係，多運用歸納比較 

� 上課重點要能自己摘錄，地圖要能看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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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武裝抗日：屬政治社會運動，為近代臺灣民族運動的興起，主要有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等等。 

3. 臺灣農工運動的勃興：成立臺灣農民組合、臺灣工友總連盟、臺灣共產黨等等，後遭總

督府鎮壓而沉寂。 

4. 文學提倡與藝術發展：由臺灣文化協會結合文化啟蒙運動與政治改革運動，文學家與藝

術家輩出，名作如〈一桿秤仔〉、〈送報伕〉、《亞細亞的孤兒》等等。 

 

從戒嚴到解嚴 

1. 接收臺灣與遷臺： 

� 民國 34 年臺灣光復，但與中國重逢的喜悅是短暫的，民國 36 年「二二八事件」爆

發，為臺灣史留下難以磨滅的傷痕。 

� 民國 38 年，中華民國遷臺，在動員戡亂體制下創造「臺灣經驗」。 

� 民國 70 年代開始，臺灣開始開放與改革。 

2. 民主政治的道路：遷臺後，實行動員勘亂、戒嚴等體制，亦推行地方自治，維持憲政基

礎；民國 76 年解嚴後，改選中央民代，直選總統，使民主化更向前邁進。 

3. 國際局勢與兩岸關係： 

� 國際局勢：二戰結束後 20 多年間，臺灣在冷戰環境下受美國援助，然兩岸主權歸

屬問題日劇，終於形成退出聯合國與中美斷交之局。 

� 中華民國在臺灣對外關係階段分期：鞏固外交時期、彈性外交時期、務實外交時期。 

� 兩岸關係的演變：軍事對抗期、和平統戰期、民間交流期、意識對抗期。 

 

經濟發展與挑戰 

1. 經濟成長的波動： 

� 遷臺後，從早期的「農業培養工業」到發展高科技工業，創造經濟奇蹟，但經濟高

度發展的同時，亦產生依存經濟、產業出走、中國黑洞、社會富而無禮等問題。 

� 經濟發展過程：經濟重建期、進口替代期、出口擴張期（經濟起飛期）、第二次進

口替代期、產業升級、自由化、國際化。 

2. 經濟挑戰與環保問題：「臺灣奇蹟」在全球化貿易衝擊和經濟結構的改變下面臨考驗，

如何維持經濟成長並兼顧環境保護與社會正義成為嚴肅課題。 

 

社會變遷與文教發展 

1. 社會型態的改變：人口成長與都市化、教育普及與產業改變、階層流動、婦女地位受重

視，呈現多元社會面貌，社會安全體系建立有助於全民福祉的增進。 

2. 解嚴前後生活的變化：臺灣於西元 1949～1987 年實施戒嚴，解嚴後人民在政治生活、

言論思想、社會運動、社會團體等方面都有巨大影響與轉變。 

3. 臺灣文化的發展： 

� 民國 30 年代末：光復初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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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40 年代：威嚴體制文化。 

� 民國 50 年代：西方文化的衝擊。 

� 民國 60 年代：鄉土運動。 

� 民國 70 年代：多元化時代。 

4. 教育發展與多元文化：各級教育隨時代發展日漸普及，政府亦持續致力於本土化、自由

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塑造臺灣多元文化。 

5. 網路世界與地球村：資訊與傳播產業快速發展，世界不同角落之間的資訊流通愈加快

速，網際網路的普遍，造就前所未有流動的世界，臺灣自當迎向世界，走向地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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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