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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之鑰 

第十一單元  鴉片戰爭前的中國   
 

 
◆ 西化運動： 

層面 運動名稱 受何刺激 學習內容 

器物 
自強（洋務）運動 鴉片戰爭、英法聯軍戰敗、太

平天國時外人助戰 
船 堅 砲 利 的

軍備 
1.戊戌變法 
2.革命 

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失敗、港

灣租借 
庚子後新政 八國聯軍戰敗 

制度 

立憲運動 日俄戰爭（日本立憲國勝利） 

（政法制度）

治律等等 

思想 新文化運動 清末民初改革失敗 思想文化 
◆ 清初的統治： 

一、高壓統治：消滅漢人的民族意識和反抗勢力。 
       1.武力鎮壓。  2.厲行薙髮。  

3.嚴禁結社。  4.興文字獄。 
         5.摧抑士紳。 

二、懷柔政策：禮遇明朝君臣、優禮士人、編纂典籍、減輕賦稅。 
◆ 清代減輕賦稅的主要措施如下：  

一、世祖（順治）取消明代特務機關東廠、錦衣衛以及明末苛捐。 
二、康熙（聖祖）規定丁稅（人口稅）永不增加。 
三、雍正（世宗）將丁稅併入田賦，減輕無地貧民負擔；雍正廢賤民。 

◆ 清代的中央與地方行政： 
一、入關前：以滿族為統治核心，權力集中於八旗制度；皇太極改革使旗人直

接效忠於天子，轉向中央集權君主專制。 
二、入關後：中央集權，使君主獨裁的威權達於高峰。 

1.清初仿明制的內閣與六部，同時保留滿洲傳統的議政王大臣會議，皇權大

受限制（乾隆廢議政王大臣）。 
2.平定三藩後，地方不再封藩，以總督、巡撫為最高行政長官；直接受命於

天子，奏摺直接送御覽，不須經由六部行政機關。 
3.雍正因用兵西北，另立軍機處（最高決策機構），內閣形同虛設。 

三、軍事制度：清初以滿人八旗兵和漢人綠營（旗用綠色）為主。 
四、密摺制度：順治開始，雍正充分利用，臣下可單獨秘密地向皇帝報告，此

制度可使皇帝既能了解地方政情，亦收臣下互相監視效果。 
五、「儲位密建」法：雍正立「儲位密建」法，有助皇位繼承及政權穩定。 

 
      

 



高中一年級歷史（下） 

寰宇知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版權所有．嚴禁轉載 

2

 學習之鑰 

第十二單元  外力衝擊與晚清變局   
 

 
◆ 鴉片戰爭： 

     一、主因：商務糾紛（英國人想取消互市不平等）。 
     二、導火線（近因）：道光決定禁煙，命林則徐赴廣州查禁鴉片。 

三、中英鴉片戰爭：道光 20 年（1840 年）英軍攻打中國，逼迫琦善簽訂穿鼻草

約，割讓香港，清廷否認；英軍派樸鼎查增兵東來，抵南京，訂約結束此

戰爭。      
四、中英南京條約：近代中國第一個不平等條約。 

         1.開廣州、廈門、福州、寧波、上海（長江以南）口岸，並設領事。 
         2.賠款，並廢除公行。 
         3.割讓香港。 

◆ 中法戰爭與甲午戰爭相似處：證明自強運動失敗；戰場由藩屬延伸到中國。 
 

光緒 藩屬 波及臺灣 
敗清

海軍 
李鴻章 
訂約 

影響孫文

中法戰爭 
9～11 年 越南 法占基、澎 南 洋

海軍 
天津條約 立志革命

甲午戰爭 
20～21 年 朝鮮 日占全島 北 洋

海軍 
馬關條約 組黨革命

◆ 太平天國影響：                             
一、漢人政治地位提高，滿人勢力減弱：湘軍為曾國藩所創辦，後助李鴻章成

立淮軍，皆取代八旗、綠營成為清帝國主力。 
二、太平天國亂後，湘軍與淮軍將領出任巡撫、總督之職，使地方勢力逐漸提

高，形成軍閥。 
1.軍隊私有化的趨向：洪楊之役後，李鴻章的淮軍代湘軍而起，朝廷仍賴李

鴻章的淮軍與左宗棠的湘軍平定捻亂與回變。 
2.地方督撫的實權加重：八國聯軍時東南各省督撫不奉詔開戰，與各國訂「東

南互保章程」，證明地方督撫可自立於朝廷之外。 
3.民族意識再度興起，播下革命的種子：如孫文自稱「洪秀全第二」。 
4.餘黨與捻匪合流，使捻亂擴大。 

  ◆ 庚子後的新政：最重要為興學堂、廢科舉。 
     一、光緒 27 年改書院（唐憲宗～清末）為學堂：此為教育全面改革時期。 
     二、甲午戰爭後，鼓勵公自費出國留學日本。 
     三、光緒 28 年，廢八股文（明初起約 500 多年）。 
     四、光緒 32 年（1906 年）廢鄉試、會試，即廢除科舉制度（科舉制度自隋煬帝

約行 1 千多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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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單元  臺灣的開發與經營 

   學習之鑰 

◆ 臺灣史前時代： 
一、舊石器時代：遺址有長濱和網形（伯公）文化，人類化石有左鎮人。 
二、新石器時代：  

1.早期：大坌坑文化（粗繩紋陶文化），生活以漁獵為主，已知原始農耕。 
2.中期：細繩紋陶或繩紋陶文化。代表為臺北芝山岩、圓山文化、臺中牛罵

頭文化、屏東墾丁文化，以圓山文化較重要。特色為種植稻米（墾丁文

化是目前臺灣最早的稻米種植），圓山文化有貝塚。 
3.晚期：代表為北部植物園、東部卑南文化。 

三、金屬器時代：以北部八里十三行（凱達格蘭族）、南部鳶松（西拉雅族）、

東部靜浦文化（阿美族）為代表。特色為鐵器的使用，帶動農業進步；聚

落規模大，產生聚落間的戰爭。 
◆ 國際競爭時期： 

一、日本： 
1.14 世紀有日本人活動於臺灣，他們以高砂、高山國稱呼臺灣。 
2.明初海禁政策，臺灣、澎湖的日商、倭寇更活躍。 
3.退出：17 世紀日本實行鎖國政策，退出經營臺灣。 

二、西班牙：來臺灣的目的是為了經濟利益和宗教，在臺灣經營不如荷蘭積極。 
三、荷蘭：1642 年將西班牙逐出北臺灣，臺灣第一個外來政權。 

◆ 清領前期對臺政策：消極防亂，「不信任」，採取「防臺以治臺」的政策。 
一、封禁：移民三禁（渡臺須申請許可證、不准攜眷、粵人不准來臺）。 
二、放寬：雍正允許入臺者搬移眷口。 
三、解禁：同治末年，沈葆楨廢渡臺禁令。 

◆ 民變： 
一、荷據時期：郭懷一和原住民的抗暴。 
二、清領時期：「三年一小反，五年一大反」，有三大民變。 

1.康熙時天地會鴨母王朱一貴事件。 
2.乾隆時天地會林爽文事件（歷時年餘，規模最大的民變，乾隆還將此案列

入其「十全武功」之一）。 
3.同治時戴潮春事件（剿辦八卦會團練而起，歷時 3 年多，最久民變）。 

◆ 分類械鬥：  
一、祖籍別：閩粵械鬥，閩又分漳泉拼（此類械鬥最多）。 
二、姓氏別：西螺廖、李、鍾三姓大械鬥。 
三、職業別：宜蘭西皮和福祿派的爭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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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之鑰 

第十四單元  臺灣建省與乙未割讓 
 

 
◆ 沈葆楨在臺首創：廢渡臺禁例、建億載金城、機器採基隆煤礦、建延平郡王祠、

設臺北府、完成北（「蘇花古道」是「蘇花公路」的前身）中（八通關古道）南

（南迴公路的濫觴）等通路。 
◆ 劉銘傳在臺首創：設臺東州、在中部設臺灣府、整理財政、整頓賦稅、興建鐵

路（基隆到新竹）、創辦新式學堂（電報學堂、中西學堂）、臺北城架設電燈、設

電力公司、自來水設施、創辦新式郵政、架設淡水到福州海底電線。 
◆ 沈葆楨、丁日昌、劉銘傳治臺三者相同點：安撫山胞、採煤礦、加強防務、推

廣農業、發展交通。 

◆ 日本治臺三階段： 
 時間 總督 背景 政策 措施 特色 

第

一

期 

1895 
 ∣ 
1918 

樺山資

紀等武

官總督

（兒玉

後藤時

代最有

成就） 

局勢不安，

臺人武裝抗

日 

非同化政

策，鎮輔

兼施政策 

1.「六三法」頒布 
2.武力鎮壓抗日 
3.尊重臺灣原有習俗 
4.密布警網和保甲 

樹立殖

民地基

礎 

第

二

期 

1919 
 ∣ 
1936 

田健治

郎等文

官總督 

1.一次大戰

後民族自

決流行 
2.臺灣民族

覺醒 

同化政策

執行內地

延長主義 

1.以教育教化臺人認

同日本 
2.創立臺北帝國大學

（今臺灣大學），進

行嘉南大圳工程 
3.修改地名：打狗改

為高雄，阿猴改為

屏東 

臺灣逐

漸同化

為日領

土 

第

三

期 

1937 
 ∣ 
1945 

小林躋

造等武

官總督 

中國對日戰

爭開始，日

本需臺人協

助 

皇民化、

工業化、

南進基地

化 

1.以「內臺如一」口

號推動皇民化政策 
2.改姓氏，講日本

語，拜日本神祉、

行徵兵制等等 
3.太平洋戰爭後，全

面性掠奪，強徵臺

籍軍伕入伍，婦女

成為慰安婦 

要臺灣

人完全

日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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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之鑰 

第十五單元  民國初年的內憂外患與政治演變 
 

   
◆ 民國以來，革命屢次失敗的原因： 

失敗原因 補救方法 
同志是非不明 格心（建國方略心理建設） 
黨內部不夠團結 黨改組 
缺乏真正革命武力 黃埔建軍 
軍閥和列強的阻撓 北伐 

◆ 復辟事件：民國6年。 
一、背景：張勳陰謀復辟，督軍團叛變，黎元洪召其北來調停。 
二、發生：張勳逼黎元洪解散國會，張勳擁溥儀復辟。 

三、失敗：段祺瑞舉兵討張，復辟失敗（段祺瑞有再造共和之功）。 
◆ 巴黎和會：民國8年。 

   一、召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為商討處分戰敗國問題，召開巴黎和會。 

二、中國地位：中國為戰勝國之一，德國在山東權利，應由中國收回。 

三、議和基礎：美總統威爾遜倡廢止秘密外交，實行民族自決。 

   四、山東問題： 

1.爭議：日本堅持無條件繼承德在山東一切權利。 

2.決定：英法與日有諒解（秘密外交），美亦不能堅持正義（孤立主義）。 

◆ 五四運動：民國8年。 

一、起因：巴黎和會對山東問題偏袒日本，消息傳來，人心憤怒。 

二、經過：北京學生示威抗議，以「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等為口號。 

三、影響：中國代表拒簽對德和約（凡爾賽和約）。 

◆ 西安事變：民國25年。 

一、背景： 

1.民國25年時，經剿共後殘餘共黨逃至陝北，覆滅在即。 

2.俄共赤化世界工具：第三國際（共產國際），指示中共向張學良東北軍

宣傳「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張學良、楊虎城決定停止剿共。 

二、經過：蔣中正親臨西安，12月遭張學良、楊虎城劫持，是為西安事變。 

三、影響： 

1.抗日精神趨於一致，使日本警覺加速侵略行動，對日抗戰提前爆發。 

2.剿匪停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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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之鑰 

第十六單元  民國初年的經濟社會與文化 
 

 
◆ 新式交通建設： 

一、時間：始於自強運動，迄清末，船運、鐵路、電訊、郵政方面，有相當成

果。公路與航空，民國始起步（較晚），是十年建國期間經濟建設最突出的。 
二、船運：李鴻章設輪船招商局，輪船至民初仍不敷需要。 
三、鐵路： 

1.中國人最早自行修建鐵路：光緒 6 年唐山至胥各莊鐵路。 
2.甲午戰爭後：加強興築，民初修築速度則較緩慢。 

四、電訊：分電報與電話兩種。 
五、航空：民初，開辦北京、濟南間定期航線。 
六、郵政：開始僅為海關替各使館郵遞文件，直到宣統 3 年，郵政始脫離海關

而獨立，成為郵傳部郵政總局。 
七、公路：進展最快（十年建國期間），北伐後西南至雲南，西北至新疆，汽車

均可直達。 
◆ 新制教育的建立：  

一、自強運動時期：已開始建立新式學校（京師同文館；劉銘傳在臺灣的中西、

電報學堂），但是零星而分散。 
二、戊戌變法時期：令建各級學堂，但未施行（只留京師大學堂→北京大學）。 
三、庚子後新政（慈禧變法）時期：全面改制（光緒 28 年廢八股，32 年廢科舉）。 

1.學校：正式設各級學堂。光緒 27 年，改書院為學堂，省及府、縣分設大

學、中學、小學。 
2.留學：清末留學風氣甚盛，甲午戰後去日本者最多，清末達萬人。 

◆ 新文化運動與新生活運動的比較： 
 新文化運動 新生活運動 
地位 將改革推至文化層面 北伐後民族復興運動重要工作 
時間 清末～民國初年 北伐後（民國 23 年南昌） 
提出 陳獨秀、胡適等人 蔣中正 

內涵 
1.傳統文化檢討：陳獨秀、胡適等人 
2.新思想引進：民主、科學、共產主義

3.新聞學的提倡：胡適、陳獨秀 

1.以禮義廉恥為生活規律 
2.以整齊、清潔、簡單、樸素、

迅速、確實為實踐原則 

貢獻 

1.打破儒家獨尊，助形成多元文化 
2.有助於教育學術、政治的發展 
3.影響五四運動 
4.使民主與科學的觀念融入人心 

是對日抗戰勝利精神上重要的

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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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之鑰 

第十七單元  抗日戰爭與中共政權的建立 
 

 
◆ 中國共產黨的成立： 

    一、民國 6（1917 年）年俄國共產黨革命，建立「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聯邦」，

簡稱蘇聯，又叫蘇俄。 
    二、民國 10 年俄共為赤化世界，組成第三（共產）國際，派人來華，組成中國

共產黨。 
◆ 中國共產黨的發展： 

一、依附茁壯期：1923 年聯俄容共～1927 年清黨。  
1.容共：中國共產黨成立時，孫文期以主義感化，在改組中國國民黨時，允

許中共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中國國民黨。 
2.共黨陰謀：北伐前勾結汪兆銘，企圖劫持蔣中正，史稱中山艦事件；北伐

期間共黨把持中央，操縱團體，滲透軍隊，詆誣統帥。 
3.清黨：又稱「四一二政變」，民國 16 年 4 月中國國民黨人看見共產黨分化

國民黨，展開清黨工作，清除軍中與黨部中共分子。 
        4.寧漢分裂：革命軍克武漢後，國民政府遷到武漢，為中共劫持；民國 16

年清黨後，定都南京，遂成寧漢分裂，中共迎汪兆銘到武漢以抗南京。 
5.寧漢合流：後汪兆銘發現共黨陰謀，與中共分離，國民黨整合。 

二、獨立發展期：1927 年清黨～1937 年抗日戰爭。  
1.清黨過後，共產黨從中國國民黨中獨立。 
2.中國共產黨進行城市武裝革命，成效不彰；同時也經歷國民黨大規模圍剿

行動，最後為毛澤東的農村革命路線取代（進行農村改革）。  
三、壯大期：抗日戰爭開始，中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擴張中國共產黨勢力。 

◆ 文化大革命： 
一、原因：毛澤東認為劉少奇、鄧小平等走資派得勢，侵蝕共黨革命精神。 
二、導火線：吳晗（明史專家）所寫的「海瑞罷官」歷史劇，江青向毛澤東表示

此劇含沙射影之嫌，毛澤東對劉少奇發動奪權行動。 
三、經過： 

1.利用紅衛兵「破四舊，立四新」，在「造反有理」「革命無罪」口號下，破

壞傳統文化，上億人口受迫害。 
2.林彪發動武裝政變，企圖取代毛，但失敗。 
3.民國 65 年，周恩來、毛澤東相繼病逝，四人幫被逮捕，文革結束。 
4.鄧小平掌權，中共從此邁向改革開放新紀元。 

四、影響： 
1.共黨組織、政權體系全面瓦解。 
2.由於奪權與反奪權持續不斷，使大陸經濟文化普遍受到摧殘。 
3.學生罷課鬧革命，十年教育停頓，古蹟文物遭破壞，損失無法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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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之鑰 

第十八單元 臺灣經驗的建立 
 

 

◆ 二二八事件： 
一、時間：民國 36 年 2 月 27 日～5 月 15 日。 
二、背景：政府施政失當，接收人員良莠不齊，加上經濟管制、文化隔閡，期望

變為失望，政府的「接收」變為「劫收」。 
三、導火線：取締私煙，引發衝突，因而爆發反政府和省籍衝突。 
四、經過：軍警綏靖鎮壓，基隆、嘉義、高雄三地死傷最為嚴重；3 月～5 月的「清

鄉」，包括清查戶口、搜捕「惡人」、收繳武器，使許多民眾受難。 
五、影響： 

1.籠絡臺民，撤換陳儀，改行政長官公署為省政府。 
2.不少臺籍菁英遇難或坐牢，受此打擊，臺人對政治冷漠，對政府疏離。 
3.族群對立傷痕至今猶痛。 
4.臺獨運動的原點。 

◆ 美麗島事件： 
一、由來：民國 68 年中美斷交，政府停辦中央民代選舉，以美麗島雜誌為主的黨

外人士，採群眾集會方式，向政局施壓。 
二、經過：民國 68 年 12 月雜誌社在高雄遊行，釀成美麗島事件 
三、結果：黨外菁英雖大量被捕，卻是黨外民主運動的轉機，從此民主力量蓬勃

發展。 
◆ 「民主進步黨」的成立： 

一、時間：民國 75 年 9 月 28 日。 
二、意義：象徵民主禁忌被打破，臺灣終於大步邁入政黨政治的新紀元。 

◆ 臺灣經濟發展分期表： 
一、經濟重建期：民國 38～42 年，相關措施包括幣制改革（發行新臺幣）、土地

改革（三七五減租、公地放領、耕者有其田、農地重劃）。 
二、進口替代期：民國 42～49 年，包括限制進口，採高關稅，以保護本國產業，

推動四年經建計畫，發展勞力密集工業 
三、出口擴張（經濟起飛期）：民國 49～62 年（逆差變順差），相關措施包括降低

關稅，放寬進口限制。成立高雄、楠梓、臺中三個加工區。 
四、第二次進口替代期：民國 62～68 年，在民國 62、64 年兩次石油危機，世界

景氣不振，此時臺灣退出聯合國，造成投資意願低落。因此採取大型公共投

資（例如十大建設），帶動景氣復甦。 
五、產業升級、自由化、國際化：民國 68 年至今，相關措施包括設立「新竹科學

園區」和「臺南科學園區」、公營企業民營化、積極國際化，包括參加「亞太

經濟合作會議」(APEC)、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TO)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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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之鑰 

第十九單元 臺灣社會文化的變遷 
 

 

◆ 臺灣各期的文教政策： 
一、荷據（教化懷柔）：建教堂、設學校；羅馬字拼注原住民語言（西拉雅文）。 
二、明鄭：儒家教育，建孔廟，行科舉。 
三、清領： 

1.移墾時代：粗俗無文。 
2.定居時代：儒學、書院等教養人才、海東鄒魯。 
3.自強運動：新式學堂，包括電報學堂、中西學堂（由劉銘傳設立）。 

四、日據： 
1.差別待遇、隔離政策： 

(1)小學：公學校（臺人）；小學校（日人）。 
(2)中學：臺人，中學少；日人，中學多。 
(3)高等教育：限制防範，臺生名額少，留學日本，學醫最多。 

2.林獻堂：臺中中學（教育抗日）。 
3.賴和（臺灣新文學之父、臺灣魯迅）；楊逵：文學改造心靈。 

五、光復後： 
1.初期：中國化、除日本文化。 
2.戡亂時期：民族精神、文武合一教育。 

◆ 臺灣各期的文化演進： 
一、光復初期：改日歸中，清除日本文化；加強中原文化。 
二、威嚴體制文化（民國 40 年代）。 

1.特質：一元化思維，包括反共文學、懷鄉文學，忽視本土文化。 
2.表現：禁說日語，公共場所禁說方言；獎勵反共文學、戰鬥文學；推行中華

文化復興運動（民國 56 年），發揚民族精神，反對中共文化大革命。 
三、西方文化的衝擊（民國 50 年代）：反共文學的反動；美援之故，傳入美國文

化；年輕畫家不滿來臺傳統水墨家與日據時代學院西畫家保守態度。 
四、鄉土運動（民國 60 年代）： 

1.背景：外交挫敗：面對保釣、退出聯合國、中日斷交的挫敗，現代文學無法

反映臺灣從農業轉向工業所呈現的各種問題；世界各地流行回歸鄉土的尋

根運動。 
2.鄉土文學： 

(1)內容：黃春明、王禎和、楊青矗等以小人物生活，來傳達鄉土氣息。 
(2)論戰：反共文學派與現代派聯手攻擊，官方也質疑鄉土文學是大陸「工

農兵」文藝，和中共的應聲蟲。 
(3)結果：反共文學衰微，現代文學亦不再風行，重歸關懷社會寫實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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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之鑰 

第二十單元 未來展望 
 

 

◆ 兩岸關係三階段演變： 

時期 開始時間 臺灣態度 
中共 
態度 

重大史事（衝突） 

軍事

對抗

期 

民國 38～

67 年 
確保臺灣

、光復大

陸 

武力

攻取

臺灣 

初期：武力 
1.民國 38 年：金門古寧頭大捷（現代版淝水

之戰），奠定國共對峙的形勢 
2.民國 47 年：八二三砲戰 
後期：  
1.經濟競爭： 

(1)我方：土地改革＋私營企業＋十大建設

＝經濟起飛 
(2)中共：三面紅旗＋文革＝經濟倒退 

2.外交角逐： 
(1)50 年代：我方外交黃金時代，大陸則中

蘇共分裂與中印邊界衝突全面孤立 
(2)60 年代：出現逆轉，臺灣退出聯合國，

中日斷交 

和平

統戰

（和

平對

峙）

期 

民國 68 年

中美斷交

起～76 年

鄧小平開

放改革；

美國與大

陸建交 

強調三民

主義統一

中國 

和平

統戰

策略 

1.民國 68 年起，中共倡議「三通四流」（通

郵、通航、通商；經濟、文化、科技、體

育交流），「一國兩制」 
2.臺灣提出「三不政策」回應（不接觸、不

談判、不妥協） 

民間

交流

（兩

岸交

流）

期 

民國 76 年

，解除戒

嚴開放大

陸探親～

至今 

採務實作

法，例如

開放探親

等等；民

國 80 年，

宣布終止

動員戡亂

，制訂國

家統一綱

領 

堅持

一國

兩制 

民間：經貿、文化交流熱絡 
官方較勁： 
1.大陸：江八點，一中為前題，臺灣問題乃

中國內政問題 
2.我方： 

(1)戒急用忍：為免過熱的大陸投資 
(2)李六條、兩國論：臺灣和大陸是互不隸

屬的政治實體 
3.停滯不前的主因：中共無視於兩岸分裂分

治的事實，堅持一國兩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