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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級中學社會領域 (歷史、公民、地理) 課綱微調後教科書第一冊(高一上)修訂情形 

1040723 

一、歷史科 

單元 100 年原課綱內容 103 年微調課綱內容 現行教科書呈現情形 教科書修訂情形 

    所有版本的「原住民」皆改為「原住民族」（提及個人

時仍維持使用原住民）。 

 一 主題(一)重點 2. 

說明 2-1 介紹南島語族的概

況:利用文字記錄、人類

學與歷史學的研究成

果，簡介原住民社會與文

化及其對漢人的影響。 

主題(一)重點 2. 

說明 2-1 介紹南島語族原住民

的社會與文化。 

教科書中對於「南島語族

社會與文化」都有相關敘

述。 

 三民、華興、史記、泰宇：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

述，故維持原課文。 

 龍騰、翰林、康熹、南一：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

述，故維持原課文，僅修改細部文字。 

 全華：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修訂後調整架構。 

 一 主題(二)國際競逐時期 主題(二)漢人來臺與國際競逐

時期 

屬於章節標題  龍騰、翰林、三民、華興、史記、南一、全華：修

改標題。 

 泰宇、康熹：維持現行教科書。 

 一 主題(二) 

重點 1.大航海時代 

主題(二) 

重點 1.漢人來臺與大航海時代 

屬於章節標題 

 

 龍騰、翰林、三民、華興、史記、南一、全華：修

改標題。 

 泰宇、康熹：維持現行教科書。 

 一 主題(二)重點 1. 

說明 1-1 說明大航海時代臺灣

地理位置的特色，16 世

紀中葉以後東亞情勢的

變化，漢人、日本人與臺

灣原住民的接觸，進而敘

述荷、西及鄭芝龍時期臺

灣與世界體系的互動。 

主題(二)重點 1. 

說明1-1說明漢人來臺、澎的緣

由與經過，如宋元對澎湖

的經營及明代顏思齊、鄭

芝龍等來臺。並說明原住

民族和漢人的互動。 

說明1-2說明大航海時代西方

列強的興起與對殖民地的

1. 教科書中對於「漢人來

臺、澎的緣由與經過，

如宋元對澎湖的經營

及明代鄭芝龍、顏思齊

等來臺。」都有相關敘

述。 

2. 「大航海時代西方列

強的興起與對殖民地

的競逐」於教科書之西

洋史範疇都有相關敘

 三民、康熹：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

課文。 

 龍騰、華興、翰林、史記、泰宇：現行教科書已有

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僅增補、修改細部文字

敘述。 

 南一：將原有之課文內容作簡化、重組、修改。 

 全華：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修訂後調整架構、

增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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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逐，臺灣地理位置的特

色，以及16世紀中葉以後

東亞情勢的變化。 

述。 

3. 教科書中對於「臺灣地

理位置的特色，以及 16

世紀中葉以後東亞情

勢的變化」都有相關敘

述。 

 一 主題(二) 

重點 2.荷西治臺 

主題(二) 

重點 2.荷西入臺 

屬於章節標題  龍騰：維持現行教科書「荷西殖民臺灣」。 

 翰林：修改標題為「荷西入臺」。 

 三民：修改標題為「荷西統治下的臺灣」。 

 華興：修改標題為「荷西入臺」。 

 史記：維持現行教科書「荷蘭在臺灣的佔領」、「西

班牙在臺灣北部的占領」。 

 泰宇：維持現行教科書「荷蘭人在臺灣的政教措

施」、「西班牙人在臺灣北部的經營」。 

 康熹：維持現行教科書「荷蘭的占領與治理」、「西

班牙對北臺灣的經營」。 

 南一：增加標題為「荷西入臺」。 

 全華：維持現行教科書「荷西治臺」 

 一 主題(三)鄭氏統治時期 主題(三)明鄭統治時期 屬於章節標題，且目前教

科書內容為「明鄭統治時

期」與「鄭氏統治時期」

並用。 

 龍騰：維持現行教科書「鄭氏」，於內文說明「明鄭」

的由來。 

 翰林：修改標題為「明鄭」。 

 三民：修改標題為「漢人政權建立」，行文則使用「鄭

氏」。 

 華興：維持現行教科書「明鄭」。 

 史記：維持現行教科書「明鄭」。 

 泰宇：修改標題為「明鄭」。 

 康熹：維持現行教科書「鄭氏」。 

 南一：修改標題為「明鄭」。 

 全華：修改標題為「明鄭」。 

 一 主題(三) 

重點 1.漢人政權的各項措施 

主題(三) 

重點 1.各項措施 

屬於章節標題，且教科書

中對於「明鄭統治時期之

 龍騰、三民、華興、史記、康熹、南一：現行教科

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僅修改細部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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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措施」都有相關敘

述。 

 翰林：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泰宇：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簡化、修改細部文字。 

 全華：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修訂後簡化內容。 

 一 主題(三)重點 2. 

說明 2-1 說明鄭氏的對外關

係，如與荷、英所訂條約

的內容，並述及其與清朝

的談判。 

主題(三)重點 2. 

說明 2-1 說明明鄭的對外關係

以及覆滅的經過。 

教科書中對於「明鄭的對

外關係以及覆滅的經過」

多有相關敘述。 

 龍騰：將原有之課文內容作簡化、重組、修改。 

 翰林、三民、華興、史記：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

述，故維持原課文。 

 泰宇、康熹：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

課文，僅簡化、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南一：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全華：增補覆滅的經過相關敘述。 

 二 主題(一)重點 1. 

說明 1-1 說明開港以前的清代

治臺政策，如班兵制度、

番界畫定、移民措施。 

主題(一)重點 1. 

說明 1-1 說明開港以前的清廷

治臺政策，如班兵制度、

番界畫定、移民措施。 

教科書中多已使用「清廷」

取代「清代」。 

 龍騰、翰林、史記、泰宇、康熹：維持現行教科書

「清廷」。 

 三民：將「清帝國」修改為「清廷」。 

 華興：將「清朝」改為「清廷」。 

 南一：維持現行教科書「清廷」，並將部分「清帝國」

也修改為「清廷」。 

 全華：依行文脈絡交替使用「清代」、「清廷」。 

 二 主題(三)重點 1. 

說明 1-1 說明外國人對臺灣通

商、傳教與戰略位置的興

趣，19 世紀中葉以後臺

灣所受到的外力衝擊，如

鴉片戰爭、開港通商、羅

妹號事件、牡丹社事件、

中法戰爭等。 

主題(三)重點 1. 

說明1-1說明外國人對臺灣通

商、傳教與戰略位置的企

圖，19世紀中葉以後臺灣

所受到的外力衝擊，如鴉

片戰爭迫使清廷開港通

商、以及其後發生的羅妹

號事件與牡丹社事件。 

教科書中對於「鴉片戰爭

迫使清廷開港通商、以及

其後發生的羅妹號事件與

牡丹社事件」都有相關敘

述。 

 龍騰、翰林、三民、華興、泰宇、南一：現行教科

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史記：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 

 康熹：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簡化部分文字。 

 全華：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修訂後簡化內容。 

 二 主題(三)重點 1. 

說明 1-2 說明面對外力挑戰而

由政府主導的開山「撫

主題(三)重點 1. 

說明1-2說明面對外力挑戰而

由政府主導的開山「撫

番」、建省，加強防衛等

教科書中對於「中法戰爭

期間，台灣在劉銘傳巡撫

的領導以及民間如林朝棟

等的支持下，成功阻止法

 龍騰：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增補「兵部郎中林朝棟」七字。 

 翰林：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增補林朝棟相關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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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建省，加強防衛等

措施。 

措施，與中法戰爭期間，

臺灣在劉銘傳的領導以及

民間如林朝棟等的支持下

擊退法軍。。 

軍由基隆進入台北，並在

淡水打敗試圖登陸的法

軍。」多有相關敘述。 

 三民：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增補「民間如林朝棟率鄉勇北上支援」一句。 

 華興：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增補林朝棟相關。(一段落) 

 史記：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增補林朝棟相關四句。 

 泰宇：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修改修改細部文字，並增加歷史萬花筒。 

 康熹：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南一：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增補林朝棟相關六句。 

 全華：修訂後重新改寫內容，增補林朝棟相關三句。 

 二  主題(三)重點 1. 

說明1-3說明清廷在臺灣的現

代化建設如電報、教育和

鐵路，使臺灣成為當時全

中國最先進的省分。 

教科書中對於「在台灣的

現代化建設」都有相關敘

述。 

 龍騰：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增補「臺灣歷經沈、丁、劉三人的建設，成為全

中國最先進的省分」兩句。 

 翰林、史記、泰宇：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

維持原課文。 

 三民：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增加「近代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中的「之一」

兩字。 

 華興：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增補結論。(一段落) 

 康熹：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增補「且成為當時清廷統轄下最先進的省分」一

句。 

 南一：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刪除「最先進的省分之一」中的「之一」兩字。 

 全華：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簡化原課文，並

增補結論。(一段落) 

 三 單元三、日本統治時期 單元三、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屬於章節標題，且單元標

題為「日本統治時期」，

 龍騰：維持現行教科書「日本統治時期」。 

 翰林：修改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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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主題、重點與說明的標

題都已是「日本殖民統治

時期」。 

 三民：維持現行教科書「日治臺灣」。 

 華興：修改標題。 

 史記：維持現行教科書「日據時期的殖民統治」。 

 泰宇：修改標題。 

 康熹：維持現行教科書「日本統治時期」。 

 南一：修改標題。 

 全華：維持現行教科書「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三 主題(一) 

重點 1.統治政策與臺民反應 

主題(一) 

重點1.殖民統治政策與臺民反

應 

屬於章節標題，且單元標

題為「日本統治時期」，而

主題、重點與說明的標題

都已是「殖民統治時期」。 

 龍騰、翰林、三民、華興、泰宇、南一：維持原標

題。  

 史記、康熹、全華：修改標題。 

 三 主題(一)重點 1. 

說明 1-1 說明乙未之役及其

後日本人採用軍警壓制

手段、實行六三法、籠絡

紳商以穩固其統治的措

施，並述及殖民當局的

「理蕃政策」。 

說明1-3說明由武官總督到文

官總督統治的變化，包括

三一法、法三號，並提及

治安警察法的頒行。 

主題(一)重點 1. 

說明1-1說明乙未之役及其後

日本人採用軍警壓制手

段、實行六三法、籠絡紳

商以穩固其統治的措施，

並述及殖民當局的「理蕃

政策」。並說明其後由武

官總督到文官總督統治的

變化，包括三一法、法三

號，並提及治安警察法的

頒行。 

教科書已有相關內容，且

已合併敘述 

 龍騰、三民、泰宇：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

維持原課文，僅修改細部文字。 

 翰林、史記、康熹、南一：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

述，故維持原課文。 

 華興：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文官總督與法令施行」段落。 

 全華：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僅簡化內容。 

 三 主題(一)重點 1. 

說明 1-2 敘述因日本殖民統治

所引起的武裝抗日事

件，如後壁林之役、噍吧

哖事件、霧社事件等，並

進一步說明日本的鎮壓

措施與警察制度的發展。 

主題(一)重點 1. 

說明1-2敘述在日本殖民統治

時期的武裝抗日事件，如

後壁林之役、羅福星、噍

吧哖、霧社事件等，並進

一步說明日本的鎮壓措施

與警察制度的發展。 

教科書中對於「羅福星抗

日」多有相關敘述。 

 龍騰：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增補、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翰林、三民、南一：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

維持原課文。 

 華興：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苗栗事件」之文字敘述。 

 史記、泰宇、康熹、全華：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

述，故維持原課文，僅修改細部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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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主題(一)重點 1. 

說明1-3說明臺灣與甲午戰後

晚清變法運動與辛亥革命

之互動，包括孫中山來臺

尋求臺人支持，以及臺人

參與革命及中華民國之建

立。 

教科書之中國史範疇已有

相關敘述。 

 龍騰：僅增補知識家。 

 翰林：僅增補相關內容。(兩句) 

 三民：僅增補歷史聚光燈。 

 華興：增補「臺人與中華民國之建立」。(三段落) 

 史記：增補「臺灣人民與祖國的聯繫」。(三段落) 

 泰宇：僅增補相關內容。(三段落、歷史萬花筒) 

 康熹：增補「臺灣與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互動」。(二

段落) 

 南一：僅增補兩頁「臺灣與中國革命事業的淵源」。 

 全華：增補「臺民與晚清變局」(四段落)。 

 三 主題(一)重點 2. 

說明 2-1 說明日本殖民政府為

方便統治並擴大殖民地

的價值，而致力於「工業

日本，農業臺灣」的基礎

建設與經濟發展。基礎建

設包括土地、舊慣、人口

等三大調查，以及交通、

水利、電氣、金融、新式

教育等的推展；經濟發展

則討論農業改良、新式糖

廠的設立、林產與特產的

開發；並討論臺日間商業

往來。 

主題(一)重點 2. 

說明 2-1 說明日本殖民政府為

方便統治並擴大其殖民利

益，而致力於「工業日本，

農業臺灣」的基礎建設與

經濟發展，如土地調查、

水利設施，以及新式糖廠

的設立、林產與特產的開

發；並討論殖民政府對臺

灣人民經濟與土地的侵

害，以及多數貿易由日本

商社所壟斷。  

教科書中對於「日本殖民

政府為方便統治並擴大其

所獲自殖民地的利益，而

致力於『工業日本，農業

臺灣』的基礎建設與經濟

發展」以及「臺灣人民經

濟上受擠壓、土地被侵

奪、臺日間的商業往來，

以及多數貿易由日本商社

所壟斷」多有相關敘述。 

 龍騰、翰林、三民、史記：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

述，故維持原課文，僅修改細部文字。 

 華興：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再增補一段落，並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泰宇、康熹、南一：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

維持原課文。 

 全華：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修改、簡化內容。 

 三 主題(三)殖民統治下的社會文

化變遷 

主題(二)殖民統治時期的社會

文化變遷 

屬於章節標題  龍騰、三民、華興、史記、泰宇、康熹、南一、全

華：調整章節順序。 

 翰林：維持現行教科書順序。 

 三  主題(二)重點 1. 

說明 1-1 說明 1920年代以後，

教科書之中國史範疇已有

相關敘述。 

 龍騰：僅增補「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大氛圍下」、「響

應中國五四運動民族自決的號召」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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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態本土知識菁英的形

成，及其受到五四運動、

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與作

為，如領導殖民地反抗運

動和鼓吹各種新思潮等；

並述及臺日差別待遇、社

會階層、語言政策、宗教

習俗、婦女地位之改變

等。 

 翰林：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與中國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啟發」一

句。 

 三民：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華興：增補「世界潮流與五四運動等啟蒙」。(兩段

落) 

 史記：增補「五四新文化運動對臺的影響」。(三段

落) 

 泰宇：僅增補「大陸五四運動的文化浪潮，刺激 1920

年代臺灣知識青年。」兩句。 

 康熹：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南一：僅增補「臺灣社會受到新思想以及中國新文

化運動、五四運動的啟發與衝擊」一句。 

 全華：僅增補「但受中國五四運動影響，傳統文學

漸受挑戰，《臺灣》、《臺灣民報》對傳統舊文學撻伐

之聲四起，新舊文學的爭論浮上檯面。」四句 

 三 主題(二)戰爭時期的臺灣(p.5) 主題(三)戰爭時期的臺灣 屬於章節標題  龍騰、三民、華興、史記、泰宇、康熹、南一、全

華：調整章節順序。 

 翰林：維持現行教科書順序。 

 三 主題(二)重點 1. 

說明 1-2 說明武官總督統治的

恢復和日本帝國「大東亞

共榮圈」的構想，並提及

臺灣人民對改姓氏、「國

語」家庭等皇民化政策的

反應與臺人在臺或赴中

國大陸的抗日運動。(p.5) 

主題(三)重點 1. 

說明1-2 說明武官總督統治的

恢復和日本帝國「大東亞

共榮圈」的侵略構想，並

提及臺灣人民對改姓氏、

「國語」家庭等皇民化政

策的反應與臺人在臺的抗

日運動。 

 

教科書中對於「日本帝國

『大東亞共榮圈』的侵略

構想」、「臺人與抗日戰爭」

多有相關敘述。 

 龍騰、三民：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

課文。 

 翰林：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增補細部文字敘述。 

 華興、史記：增補「臺人與抗日戰爭」一節。 

 泰宇：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增補「臺人的抵制與反抗」細部文字敘述。 

 康熹：增補「臺人在島內的抗日活動」(兩段落)。 

 南一：增補「臺灣人在臺的抗日活動和冤案」(兩段

落)。 

 全華：增補「臺人在島內的抗日活動」、「學生投入

抗日活動」(五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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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主題(三)重點 2. 臺人與抗日戰

爭 

說明2-1說明中華民國宣布對

日抗戰並聲明廢除馬關條

約、抗戰中軍民死傷慘

重，以及臺人李友邦等赴

大陸參與抗戰。 

教科書中對於「說明中華

民國宣布對日抗戰並聲明

廢除馬關條約、抗戰中軍

民死傷慘重，以及臺人李

友邦、丘念台、謝東閔、

李萬居等赴大陸參與抗

戰。」已有相關敘述。 

 龍騰、康熹、南一：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

維持原課文。 

 翰林、三民、泰宇：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

維持原課文，僅增補細部文字。 

 華興、史記：增補「臺人與抗日戰爭」一節。 

 全華：增補「中國境內的抗日活動」(兩段落)。 

 三 主題(二) 

重點 2.太平洋戰爭與戰時體

制(p.5) 

主題(三) 

重點 3.太平洋戰爭爆發 

屬於章節標題 

 

 龍騰、翰林、三民、華興、史記、泰宇、康熹、南

一、全華：維持原標題。 

 三 主題(二)重點 2. 

說明 2-1 說明太平洋戰爭爆發

後，臺灣人民被捲入戰爭

的種種面相，包括軍事動

員、物資統制、社會動

員、慰安婦等，以及戰爭

後期盟軍轟炸臺灣的狀

況。(p.5) 

主題(三)重點 3. 

說明 3-1 說明太平洋戰爭爆發

後，臺灣人民被捲入戰爭

的種種面相，包括軍事動

員、物資統制、社會動員、

婦女被強迫作慰安婦等，

以及戰爭後期盟軍轟炸臺

灣的狀況。 

 

教科書中對於「述及婦女

被強迫作慰安婦」都有相

關敘述。 

 龍騰：現行教科書已寫「有計畫地以各種手段……

徵集」，修訂成「有計畫地以各種手段……誘騙、逼

迫」。 

 翰林：現行教科書已寫「被迫」，維持原課文。 

 三民：現行教科書已寫「被迫」，再修改細部文字敘

述。 

 華興：現行教科書已寫是被「誘拐」，維持原課文。 

 史記：現行教科書已寫是被「強迫」，維持原課文。 

 泰宇：現行教科書已寫「被迫」，維持原課文。 

 康熹：現行教科書已寫是「遭誘騙」，維持原課文。 

 南一：現行教科書已寫「被迫」，維持原課文。 

 全華：現行教科書已寫「被騙」，修訂成「大量受騙」，

並增補「其所受的傷害難以抹滅」一句。 

四   本單元架構採主題式編

寫。 

 龍騰、三民、華興、史記、泰宇、康熹、南一、全

華：原課文內容大致不變，但重新安排整個單元組

織架構，按時序編寫。 

 翰林：增補微調增加的內容，並將經濟、社會兩章

的內容合併、簡化成一章，但仍維持現行教科書單

元之架構，按主題編寫。 

 四 主題(一)從戒嚴到解嚴 主題(一)從光復到政府遷臺 屬於章節標題  龍騰、三民、華興、史記、泰宇、康熹、南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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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修改標題。 

 翰林：維持原標題。 

 四 主題(一) 

重點 1.接收臺灣與遷臺 

主題(一) 

重點1.光復臺灣與制憲 

屬於章節標題 

 

 龍騰、史記、泰宇、康熹、南一、全華：修改標題。 

 翰林、三民、華興：維持原標題。 

 四 主題(一)重點 1. 

說明 1-1 說明中華民國政府接

收臺灣、中央政府遷臺及

臺灣國際地位確立的過

程。 

 

主題(一)重點 1. 

說明1-1說明開羅會議宣言、波

茨坦宣言內容與中華民國

政府光復臺灣。並敘述中

華民國憲法的制訂與臺灣

代表的參與。 

1. 教科書中對於「說明開

羅會議宣言、波茨坦宣

言內容與中華民國政

府光復臺灣。」多有相

關敘述。 

2. 「敘述中華民國憲法

的制訂與臺灣代表的

參與。」於教科書之中

國史範疇已有相關敘

述。 

 龍騰：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增補、修改細部文字敘述，並增補制憲與臺灣代

表參與之內容。 

 翰林：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三民：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增補制憲與台灣代表參與之內容。 

 華興：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增補制憲與台灣代表參與之內容。 

 史記：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並增補制憲與台灣代表參與

之內容。 

 泰宇：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並增補制憲與台灣代表參與

之內容。 

 康熹：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並增補制憲與臺灣代表參與

之內容。 

 南一：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增補制憲相關內容。 

 全華：增補制憲與台灣代表參與之內容。 

 四  主題(一) 

重點 2.二二八事件 

說明 2-1 說明二二八事件發生

的背景、過程與影響。 

教科書中對於「二二八事

件」都有相關敘述。 

 龍騰：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增補知識家、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翰林：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三民：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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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增補、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華興：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史記：華興：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

課文，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泰宇：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部分文字敘述。 

 康熹：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南一：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全華：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影響部分內容。 

 四 主題(一) 

重點 1.接收臺灣與遷臺 

主題(一) 

重點 3.中央政府遷臺 

屬於章節標題  龍騰：維持原標題。 

 翰林：維持原標題。 

 三民：修改標題。 

 華興：維持原標題。 

 史記：修改標題。 

 泰宇：維持原標題。 

 康熹：維持原標題。 

 南一：修改標題。 

 全華：修改標題。 

 四 主題(一)重點 1. 

說明 1-1 說明中華民國政府接

收臺灣、中央政府遷臺及

臺灣國際地位確立的過

程。 

主題(一)重點 3. 

說明 3-1 說明國共內戰、中央

政府遷臺、戒嚴令的發

布、以及韓戰爆發的影響

與國際地位確立的過程。 

教科書中對於「政府遷臺

之敘述」與「國共內戰、

中央政府遷臺、戒嚴令的

發布、以及韓戰爆發的影

響與國際地位確立的過

程」多有相關敘述。 

 龍騰：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增補、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翰林：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三民：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修改部分文字敘述。 

 華興：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史記：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修改部分文字敘述。 

 泰宇：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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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康熹：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修改部分文字敘述。 

 南一：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全華：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修訂後簡化及修

改部分內容。 

 四 主題(二)經濟發展與挑戰 主題(二)民國四十到六十年代

的政經發展 

屬於章節標題  龍騰、三民、華興、史記、泰宇、康熹、南一、全

華：修改標題。 

 翰林：維持原標題。 

 四  主題(二) 

重點1.土地改革與地方自治 

屬於章節標題  龍騰： 維持現行教科書標題「土地改革」。 

 翰林：修改標題。 

 三民：修改標題。 

 華興：修改標題。 

 史記：修改標題。 

 泰宇：修改標題。 

 康熹：修改標題。 

 南一：修改標題。 

 全華：修改標題。 

 四  主題(二)重點 1. 

說明1-1說明三七五減租、耕者

有其田的土地改革過程與

影響，以及政府推動地方

自治的過程及其對民主發

展的意義。 

教科書中對於「三七五減

租、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

革過程與影響，以及政府

推動地方自治的過程及其

對民主發展的意義。」多

有相關敘述。 

 龍騰：現行教科書已有土地改革相關內容，再增補

知識家補充與地方自治之關聯性。 

 翰林：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並增補 p.175 的

圖及. p.162「三、地方自治的發展」為新增補

之段落。 

 三民：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華興：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增補、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史記：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增補、修改地方自治部分的文字敘述。 

 泰宇：現行教科書已有土地改革相關內容，修改細

部文字敘述，並增補地方自治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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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熹：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修改部分文字敘述。 

 南一：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全華：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修訂後簡化及修

改部分內容。 

 四 主題(一) 

重點 2.民主政治的道路 

主題(二) 

重點2.兩岸關係、反共政策以

及白色恐怖、保釣事件與

國際關係的變化 

教科書中對於「兩岸關

係、反共政策與白色恐

怖、保釣事件與國際關係

的變化」都有相關敘述。 

 龍騰：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翰林：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三民：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華興：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簡化、增補、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史記：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簡化、增補、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泰宇：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康熹：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南一：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全華：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修訂後簡化內容。 

 四 主題(一)重點 2. 

說明 2-1 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以來臺灣的政治變

遷，如二二八事件、長期

戒嚴、白色恐怖、美麗島

事件與民主發展。 

主題(二)重點 2. 

說明 2-1 說明臺海的對峙、八

二三炮戰、反共政策與白

色恐怖。 

教科書中對於「臺海的對

峙、八二三炮戰、反共政

策與白色恐怖。」都有相

關敘述。 

 龍騰：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翰林：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三民：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華興：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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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記：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泰宇：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康熹：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南一：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全華：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修訂後簡化及修

改部分內容。 

 四 主題(一)重點 3. 

說明 3-1 簡述中華民國政府從

代表中國到外交孤立的

歷程，之後發展實質外交

的努力；並述及為捍衛釣

魚臺主權而引發的保釣

運動。 

主題(二)重點 2. 

說明2-2 敘述為捍衛釣魚臺主

權而引發的保釣運動，並

說明政府退出聯合國以及

與美國斷交的過程。 

 

教科書中對於「捍衛釣魚

臺主權而引發的保釣運

動，並說明政府退出聯合

國以及與美國斷交的過程

與影響。」多有相關敘述。 

 龍騰：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翰林：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三民：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增補、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華興：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史記：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泰宇：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康熹：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南一：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全華：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修訂後簡化及修

改部分內容。 

 四 主題(二) 

重點 1.經濟成長 

主題(二) 

重點 3.經濟成長 

屬於章節標題  龍騰：調整章節順序。 

 翰林：維持現行教科書。 

 三民：調整章節順序。 



 14 

單元 100 年原課綱內容 103 年微調課綱內容 現行教科書呈現情形 教科書修訂情形 

 華興：調整章節順序。 

 史記：調整章節順序。 

 泰宇：調整章節順序。 

 康熹：調整章節順序。 

 南一：調整章節順序。 

 全華：調整章節順序。 

 四 主題(二)重點 1. 

說明1-1說明戰後臺灣經濟發

展的幾個階段，並敘述政

府政策、民間成就與國際

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主題(二)重點 4. 

說明 3-1 說明戰後臺灣經濟發

展的幾個階段，並敘述政

府政策如設立加工出口

區，另亦說明民間成就與

國際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

響。 

 

教科書中對於「說明戰後

臺灣經濟發展的幾個階

段，並敘述政府政策如設

立加工出口區，另亦說明

民間成就與國際因素對經

濟發展的影響。」多有相

關敘述。 

 南一、史記：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

課文。 

 龍騰、翰林、康熹：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

維持原課文，僅修改細部文字。 

 三民：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 

 華興：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並增補、修改部分文字。 

 泰宇：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增補註 10(尹仲容相關內容)。 

 全華：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修訂後簡化及修

改部分內容。 

 四  主題(三)民國六十年代以後的

政經發展 

屬於章節標題  龍騰、三民、華興、史記、泰宇、康熹、南一、全

華：修改標題。 

 翰林：維持原標題。 

 四 主題(一) 

重點 2.民主政治的道路 

主題(三) 

重點 1.實質外交的拓展與民主

政治的道路 

教科書中對於「實質外交

的拓展與民主政治的道

路」多有相關敘述。 

 龍騰：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翰林：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三民：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華興：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史記：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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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宇：實質外交部分重新改寫，民主政治部分則維

持現行教科書，僅修改部分文字敘述。 

 康熹：增補實質外交的拓展內容。 

 南一：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全華：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修訂後簡化及修

改部分內容。 

 四 主題(一)重點 2. 

說明 2-1 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以來臺灣的政治變

遷，如二二八事件、長期

戒嚴、白色恐怖、美麗島

事件與民主發展。 

主題(三)重點 1. 

說明 1-1 說明我國發展實質外

交的努力，並說明臺灣的

民主發展：增額立委選

舉、美麗島事件、開放黨

禁、解嚴、國會全面改選

與總統直選。 

教科書中對於「增額立委

選舉、美麗島事件、開放

黨禁、解嚴、國會全面改

選與總統直選。」都有相

關敘述。 

 龍騰：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增補知識家補充增額立委選舉。 

 翰林：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三民：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華興：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增補增額立委選舉、地方自治相關內容。(兩段落) 

 史記：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並增補增額立委選舉相關內

容。(五段落) 

 泰宇：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康熹：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僅增補增

額立委選舉。 

 南一：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全華：現行敎科書雖有相關敘述，但修訂後增補(增

額中央民代選舉)、修改部分內容。 

 四  主題(三)重點 2. 經濟起飛 

說明 2-1 說明十大建設、科學

園區、資訊業的發展；並

介紹此階段重要經濟政策

推手如孫運璿等。 

教科書中對於「大建設、

科學園區、資訊業的發

展；並介紹此階段重要經

濟政策的推手如孫運璿、

李國鼎等。」多有相關敘

述。 

 龍騰、翰林、三民、華興、史記、康熹、南一：現

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僅修改細

部文字。 

 泰宇：「第二次進口替代」、「經濟轉型與三化時期」

內容重新改寫。 

 全華：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修訂後簡化內容

及增加孫運璿一例，並增人物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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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主題(一) 

重點 3.國際關係與兩岸關係

的變化 

主題(三) 

重點 3.兩岸關係的演變 

屬於章節標題  龍騰：維持現行教科書標題「兩岸關係的演變」。 

 翰林：維持現行教科書標題「兩岸關係的演變」。 

 三民：修改為「走在民主之路與兩岸關係」。 

 華興：修改為「兩岸關係與經濟起飛」。 

 史記：修改標題。 

 泰宇：修改標題。 

 康熹：修改標題。 

 南一：修改標題。 

 全華：修改標題。 

 四 主題(一)重點 3. 

說明3-2說明1949年以來兩岸

關係的演變及具有影響

性的重大事件。 

主題(三)重點 3. 

說明 3-1 敘述此時期兩岸關係

的演變及具有影響性的重

大事件，從三不政策、開

放探親、國統綱領、辜汪

會談、飛彈危機到世界分

工體系下的兩岸經貿關

係。 

教科書中對於「兩岸關係

的演變及具有影響性的重

大事件，從三不政策、開

放探親、國統綱領、辜汪

會談、飛彈危機到世界分

工體系下的兩岸經貿關

係。」多有相關敘述。 

 龍騰：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翰林：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三民：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華興：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史記：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泰宇：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並增補兩岸經貿關係之內容

(兩段落)。 

 康熹：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南一：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全華：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修訂後簡化內容。 

 四 主題(三)社會變遷 

主題(四)文化發展 

主題(四)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 教科書中對於「社會變遷

與文化發展」都有相關敘

述。 

 龍騰：維持現行教科書「現代臺灣的社會與文化」。 

 翰林：修改標題。 

 三民：修改標題。 

 華興：修改標題。 

 史記：維持現行教科書「社會變遷與文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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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宇：修改標題。 

 康熹：修改標題。 

 南一：修改標題。 

 全華：修改標題。 

 四 主題(三) 

重點 1.社會型態的改變 

重點 2.解嚴前後生活的變化 

主題(四) 

重點 1.社會型態的改變及解嚴

前後生活的變化 

教科書中對於「社會型態

的改變及解嚴前後生活的

變化」都有相關敘述。 

 龍騰：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翰林：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簡化、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三民：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華興：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增補、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史記：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泰宇：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康熹：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南一：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全華：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修訂後簡化及修

改部分內容。 

 四 主題(三)重點 1. 

說明1-1討論臺灣在人口、性

別、族群、家庭結構等方

面，歷經工業化、都市化

與國際化後的變遷。 

主題(三)重點2. 

說明 2-1 說明解嚴前後思想

言論、語言與日常生活的

變化。 

主題(四)重點 1. 

說明 1-1 討論臺灣在人口、性

別、族群、家庭結構等方

面的變遷，並說明解嚴前

後思想言論、語言政策與

日常生活的變化。  

1. 原課綱內容與微調課

綱內容無明顯差異。 

2. 教科書都已述及相關

內容。 

 龍騰：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簡化、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翰林：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部分文字敘述。 

 三民：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修改部分文字敘述。 

 華興：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史記：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泰宇：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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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熹：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南一：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全華：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修訂後簡化及修

改部分內容。 

 四 主題(二)重點 2. 

說明 2-1 討論經濟發展所帶來

的社會與環保等問題。 

主題(四)重點 1. 

說明 1-1 說明各級、各類教育

的發展。 

主題(四)重點 2. 

說明 2-1 討論經濟發展所帶來

的社會與環保等問題，以

及各級、各類教育的發

展。 

1. 原課綱內容與微調課

綱內容無明顯差異。 

2. 教科書都已述及相關

內容。 

 龍騰：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翰林：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簡化、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三民：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華興：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史記：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泰宇：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教育部分文字敘述。 

 康熹：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細部文字敘述。 

 南一：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僅修改環保、教育部分文字敘述。 

 全華：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修訂後簡化及修

改部分內容。 

 四 主題(四) 

重點 2.多元文化的發展 

主題(四) 

重點 4.中華文化與多元文化的

發展 

教科書中對於「中華文化

與多元文化發展」多已述

及。 

 龍騰：維持現行教科書「多元文化的發展」。 

 翰林：修改標題「藝文發展與多元文化」。  

 三民：修改標題「教育與文化發展」。  

 華興：維持現行教科書「多元文化發展」。 

 史記、泰宇、南一：修改標題。 

 康熹：修改標題「邁向多元的文化發展」。 

 全華：修改標題「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 

 四 主題(四)重點 2. 主題(四)重點 4. 教科書中對於「中華文化  龍騰、泰宇、翰林、三民、史記、康熹、南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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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100 年原課綱內容 103 年微調課綱內容 現行教科書呈現情形 教科書修訂情形 

說明 2-1 說明臺灣文化的多元

發展及其與世界文化的

交流。 

說明3-1 說明中華文化在臺灣

的保存與創新，以及文化

的多元發展。 

在臺灣的保存與創新，以

及文化的多元發展。」多

已述及。 

華：增補中華文化的保存與創新相關內容。 

 華興：現行教科書已有相關敘述，故維持原課文。 

 

二、公民科 

(一)單元一、自我、社會與文化 

97 年原課綱內容 103 年微調課綱內容 
教科書修訂情形 

主題/主內容 次內容 說明 主內容 次內容 說明 

主題一、自我

的成長與

準備成為

公民 

2.成年禮與通

過儀式 

 

2-1 傳統的通

過儀式與

禁忌 

 

 

2-2 現代社會

中的通過

儀式 

2-1 介紹「通過儀式」概念。

「通過儀式」代表成員

必須經過身分轉化的歷

程，取得新成員地位的

認可。成年禮是一種「通

過儀式」，而通過儀式涉

及「禁忌」的設定與通

過。 

2-2 舉例說明我們社會對於

成年的規範與要求。現

代社會中的通過儀式

並不明確，但對青少年

來說，依然需要通過人

生的種種重要關卡，

如：政治上（參政權）

的成年；法律上對於

「未成年」的看法；還

有通過學校的正式教

育和畢業、就業；離家

X X X  龍騰：依據微調課綱將現行教科書

主題一、第 2 節「通過儀式」的相

關內容刪除，改用補充說明方式在

下節課文開頭帶過。(P15-21) 

 翰林：濃縮現行教科書內容，第 2

節「通過儀式」的相關內容仍保

留。(P17) 

 南一：依據微調課綱將現行教科書

主題一、第 2 節「通過儀式」的相

關內容刪除。(P16) 

 三民：依據微調課綱將現行教科書

主題一、第 2 節「通過儀式」的相

關內容刪除。(P13-19) 

 康熹：依據微調課綱將現行教科書

主題一、第 2 節「通過儀式」的相

關內容刪除，保留原第一節末通過

儀式名詞並新增補充注釋加以說

明。。(P15) 

 全華：依據微調課綱將現行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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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原課綱內容 103 年微調課綱內容 
教科書修訂情形 

主題/主內容 次內容 說明 主內容 次內容 說明 

獨立居住或者取得駕

照；在閱聽行為上開始

不受「限制級」的約

束；開始有性行為；男

性成為役男等等。這些

「成年」過程都是先對

「未成年」做出社會規

訓，然後以界定「通過」

來作為區隔。 

主題一、第 2 節「通過儀式」的相

關內容刪除。(P14) 

主題二、人己

關 係 與

分際 

1.家人與同儕

關係 

 

1-1 家人關係

與界限分

際 

1-2 友誼、同

窗 之 誼 

關係與界

限分際 

以社會學的初級團體

為主要概念，說明家人、同

儕關係對於人之生存的重

要價值。另一重點在於討

論：即使是初級關係範疇，

人與人相互交往時仍有一

定的「分際與界限」，例如：

隱私、身體自主、基本人格

尊嚴以及基於自願的互惠

等等。 

1. 家人、家族

與同儕關

係 

 

1-1 家人關係

與界限分

際 

1-2 家族的意

義及其現

代發展 

1-3 友誼、同

窗 之 誼 

關係與界

限分際 

 

 

 

說明家人、家族、

同儕關係對於人之生

存的重要價值。介紹家

族的形成及其在傳統

文化中的重要性，並說

明隨著都市及工商業

的發展，傳統家族雖逐

漸式微，但對祖先的崇

敬、對父母親長的孝順

與親族的凝聚，仍是現

代社會中的重要價值

與力量。另一重點在於

討論：即使是初級關係

範疇，人與人相互交往

時仍有一定的「分際與

界限」，例如：隱私、

身體自主、基本人格尊

嚴以及基於自願的互

惠等等。 

 龍騰：依據微調課綱新增第 2 節「家

族的意義及其現代發展」的相關內

容。(P28) 

 翰林：依據微調課綱新增第 2 節「家

族的意義及其現代發展」的相關內

容。(P29) 

 南一：依據微調課綱新增第 2 節「家

族的意義及其現代發展」的相關內

容。(P29-31) 

 三民：依據微調課綱新增第 2 節「家

族的意義及其現代發展」的相關內

容。(P29) 

 康熹：依據微調課綱新增第 2 節「家

族的意義及其現代發展」的相關內

容。(P26-27) 

 全華：依據微調課綱新增第 2 節「家

族的意義及其現代發展」的相關內

容。(P26-27) 

3.情愛關係與 3-1 情愛關係 3-1 情愛關係是人類的基本

慾望。情愛關係指個體
3. 情愛關係 3-1 情愛關係 3-1 情愛關係是人類的

基本需求。情愛關

 龍騰：依據微調課綱刪除「自主與

尊重」整節相關內容。(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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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原課綱內容 103 年微調課綱內容 
教科書修訂情形 

主題/主內容 次內容 說明 主內容 次內容 說明 

自主 的意義 

 

 

 

3-2 情愛與人

的自主 

 

 

3-3 自主與尊

重 

間的相愛、相互照顧、

相 互 依 存

(interdependent)，有許諾

性質的親密關係。 

3-2 情愛關係需建立在個體

自主的前提。許諾則以

忠誠與不變為特色，但

若一方難以維持原有

的許諾（例如：情侶分

手、夫妻離異等），另

一方亦難以強迫。遵守

自己的許諾與尊重別

人的身體與行為自主

都是重要的人己關係。 

3-3 自主是自由權的表彰，

但自由有其界限，需以

尊重他人為原則，以不

侵犯他人、不限制他人

的自由為界限。對他人

的尊重，也是對自己的

尊重。 

與自主 的意義 

 

 

 

 

3-2 情愛與人

的自主 

 

 

 

係指個體間的相

愛、相互照顧、相

互 依 存

(interdependent)，有

許諾性質的親密

關係。 

3-2 情愛關係需建立在

個 體 自 主 的 前

提。許諾則以忠誠

與不變為特色，但

若一方難以維持

原有的許諾（例

如：情侶分手、夫

妻離異等），另一

方亦難以強迫。遵

守自己的許諾與

尊重別人的身體

與行為自主都是

重要的人己關係。 

 翰林：依據微調課綱刪除 3-3「自

主與尊重」 整節。(P44) 

 南一：依據微調課綱刪除 3-3「自

主與尊重」整節。(P46) 保留現行

教科書”自主與尊重”小節的重

點，但調整為符合微調課綱架構 

 三民：將「自主與尊重」整節併入

上一節敘述，保留相關內容。

(P44-45) 

 康熹：將「自主與尊重」整節併入

上一節敘述，保留相關內容。

(P39-42) 

 全華： 將「自主與尊重」整節併

入上一節敘述，濃縮相關內容。

(P41) 

主題三：人與

人權 

1.人權理念的

發展歷程 

1-1「天賦人

權」理念

的緣起 

1-2 從「天賦

人權」概

念到「聯

合國人權

宣言」 

1-3 人權議題

1-1 簡短引言歷史上「天賦

人權」理念出現前後的

思想脈絡，說明當時認

定「人權」屬於某些「特

殊條件」者的權利。 

1-2 簡介「天賦人權」的概

念到「聯合國人權宣

言」（1948）的發展歷

程，說明相應的人權內

1.人權概念 1-1 人權概念

的內容與

聯 合 國

「世界人

權宣言」 

 

 

1-1 人權概念的起源

(如天賦人權等)、

內容與聯合國「世

界 人 權 宣 言 」

（1948），說明相應

的人權內涵如何

演變與普世化。 

 龍騰：依據微調課綱新增第 1 節「人

權概念的內容與聯合國世界人權

宣言」的相關內容。(P54) 

 翰林：依據微調課綱新增第 1 節「人

權概念的內容與聯合國世界人權

宣言」的相關內容。(P55) 

 南一：依據微調課綱新增第 1 節「人

權概念的內容與聯合國世界人權

宣言」的相關內容。(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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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原課綱內容 103 年微調課綱內容 
教科書修訂情形 

主題/主內容 次內容 說明 主內容 次內容 說明 

的擴大發

展 

涵如何演變與普世化。 

1-3 主要用意在說明人權議

題 在 當 代 擴 展 的 情

形。舉例介紹 1948 宣

言發表後的人權議題

發展，如：社會權、文

化權、婦女人權、性別

平等、原住民人權等相

關議題與可能的爭議。 

1-2 人權議題

的擴大發

展 

1-2 主要用意在說明人

權議題在當代擴

展的情形。舉例介

紹 1948 宣言發表

後的人權議題發

展，如：社會權、

文化權、婦女人

權、性別平等、原

住民人權等相關

議題與可能的爭

議。 

 三民：依據微調課綱新增第 1 節「人

權概念的內容與聯合國世界人權

宣言」的相關內容。 (P54-56) 

 康熹：依據微調課綱新增第 1 節「人

權概念的內容與聯合國世界人權

宣言」的相關內容。(P50-51) 

 全華：依據微調課綱新增第 1 節「人

權概念的內容與聯合國世界人權

宣言」的相關內容。(P46-47) 

2.日常生活中

的人權議題 

2-1 我國與國

際社會常

見的人權

議題 

 

 

2-2 校園內的

人權問題 

 

2-1 可舉例說明如：兒童、

婦女、同性戀、愛滋病

患、外國人、移民和國

際難民、住民自決、媒

體報導侵犯隱私等所

涉及之人權議題。 

2-2 強調學生也有基本人

權。說明校園內的權利

義務與規範議題、人權

爭議和救濟管道。 

2.日常生活中

的人權議題 

2-1 我國與國

際社會常

見的人權

議題 

 

 

2-2 校園內的

人權問題 

 

2-1 可舉例說明如：兒

童、婦女、同性

戀、愛滋病患、外

國人、移民和國際

難民、殖民地住民

自決、媒體報導侵

犯隱私等所涉及

之人權議題。 

2-2 強調學生也有基本

人權。說明校園內

的權利義務與規

範議題、人權爭議

和救濟管道。 

 龍騰：我國與國際社會常見的人權

議題，舉弱勢族群人權議題(兒童、

原住民族人權)、性別平權議題、隱

私權議題作為例子。(P57-60) 

 翰林：我國與國際社會常見的人權

議題，舉種族歧視(美國種族歧視、

臺灣原住民族人權)、土地徵收與迫

遷作為例子。(P59) 

 南一：我國與國際社會常見的人權

議題，舉種族歧視(美國種族歧視、

臺灣原住民族人權、新移民人

權……等)、性別歧視及媒體報導對

隱私的侵犯作為例子。(P60-63) 

 三民：我國與國際社會常見的人權

議題，舉同性戀者人權、種族歧視

(美國種族歧視、臺灣原住民族人

權、新移民人權)等作為例子。(P59) 

 康熹：我國與國際社會常見的人權

議題，舉兒童人權、婦女人權、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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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原課綱內容 103 年微調課綱內容 
教科書修訂情形 

主題/主內容 次內容 說明 主內容 次內容 說明 

群人權(原住民人權、新住民人權)

作為例子。(P56-59) 

 全華：我國與國際社會常見的人權

議題，舉兒童人權、婦女人權、原

住民族人權、新移民人權、族群人

權、同性戀者人權及媒體報導侵犯

隱私權作為例子。(P51-57) 

3.人權保障與

立法 

3-1 人權為何

應該受到

保障 

 

 

 

 

 

 

3-2 我國重要

的人權立

法及其意

義 

3-1 介紹公民社會保障人權

的必要性，舉例說明人

人享有免於恐懼的尊

嚴生活以及蔑視人權

的歷史教訓，例如：我

國的白色恐怖、良心

犯、德國納粹等政權清

除異己的種族大屠殺

等等。 

3-2 說明並檢視我國既有關

於人權相關的立法，並

討論相關不同的人權

倡議者的主張。 

3.人權保障 

與立法 

3-1 人權為何

應該受到

保障 

 

 

 

 

 

3-2 我國重要

的人權立

法及其意

義 

3-1 介紹公民社會保障

人權的必要性，舉

例說明人人享有

免於恐懼的自由

以及記取蔑視人

權的歷史教訓，例

如政府濫用權力

對人民的迫害，以

及殖民政府對殖

民地人民的歧視。 

3-2 說明並檢視我國既

有關於人權相關

的立法，並討論相

關不同的人權倡

議者的主張。 

 龍騰：除了維持現行教科書德國納

粹屠殺猶太人(附有圖)、 臺灣白色

恐怖的兩個舉例以外，修訂後新增

日本強徵慰安婦之例。 (P65) 

 翰林：維持現行教科書的三個例

子：德國納粹對猶太種族大屠殺、

柬埔寨紅色高棉大屠殺、盧安達種

族大屠殺。並維持現行教科書有提

及的臺灣白色恐怖。 (P59) 

 南一：維持現行教科書納粹對猶太

人的集體屠殺的舉例、圖(波蘭奧斯

威辛集中營的大門入口)。修訂前後

均未提及臺灣白色恐怖。(P68) 

 三民：現行教科書以德國納粹與我

國白色恐怖之舉例，依微調課綱內

容更換為以殖民政府(日本)對殖民

地(臺灣)人民的歧視和壓迫、及我

國白色恐怖時期雷震案被處 10 年

徒刑為例。 (P65-66) 

 康熹：現行教科書以義大利法西斯

黨、德國納粹與我國白色恐怖之舉

例，依微調課綱內容更換為以殖民

政府(英國)對殖民地(印度)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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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原課綱內容 103 年微調課綱內容 
教科書修訂情形 

主題/主內容 次內容 說明 主內容 次內容 說明 

歧視和剝奪、及我國近年來許多土

地徵收案為例。(P63) 

 全華：現行教科書有四個例子：義

大利法西斯黨與德國納粹黨以國

家之名侵犯人權、臺灣白色恐怖、

1977 年中壢事件、1979 年美麗島事

件。修訂後改寫成三個例子：德國

納粹屠殺猶太人、臺灣日本殖民統

治時期日人掠奪原住民族資源、臺

灣白色恐怖。(P61-62) 

主題四、公共

利益 

3.公共利益的

代表  者 

 

 

 

 

 

3-1 國家與強

制力   

 

 

 

 

 

 

 

3-2 輿論與公

民團體的

倡議 

    公共利益本身無法代

表自己，必須透過能行為的

個人、社團或者機構來代

表。 

3-1 國家機關行使公權力，

也是強制力，是主要的

公共利益的代表，例

如：通過法律，維護、

保障公共利益，維持公

共秩序，進行公共建

設。但亦有可能假借公

共利益，侵犯人民應有

的權利與形成多數暴政

的問題。 

3-2 說明在民主政治中，人

民透過平等   參與和

表達，輿論與社會公益

團體，可代表人民對國

家、政黨進行監督遊

說，推動公共利益，又

3.公共利益 

 的代表者 

 

 

 

 

3-1 國家與強

制力   

 

 

 

 

 

 

 

 

3-2 輿論與公

民團體的

倡議 

    公共利益本身無

法代表自己，必須透過

能行為的個人、社團或

者機構來代表。 

3-1 國家機關行使公權

力，也是強制力，

是主要的公共利

益的代表，例如：

通過法律，維護、

保障公共利益，維

持公共秩序，進行

公共建設。但執行

過程中，不應侵犯

人民(尤其是居於

少數者)的基本人

權。 

3-2 說明在民主政治

中，人民透過平等  

參與和表達，輿論

與 社 會 公 益 團

 龍騰：依據微調課綱以苗栗大埔之

案作為例子新增相關內容。 (P86) 

 翰林：整章節未修。  

 南一：依據微調課綱以土地開發迫

使原住民族必須離開原居住地作

為例子新增相關內容。(P93) 

 三民：依據微調課綱以樂生療養院

作為例子新增相關內容。(P89) 

 康熹：依據微調課綱新增「國家機

關行使公權力，也是強制力，是主

要的公共利益的代表，執行過程

中，不應侵犯人民(尤其是居於少數

者)的基本人權。」相關內容之說

明。(P87) 

 全華：依據微調課綱以苗栗大埔之

案作為例子新增相關內容。(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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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原課綱內容 103 年微調課綱內容 
教科書修訂情形 

主題/主內容 次內容 說明 主內容 次內容 說明 

稱倡議（advocacy），並

舉例說明。 

體，可代表人民對

國家、政黨進行監

督遊說，推動公共

利益，又稱倡議

（advocacy），並舉

例說明。 

主題六：媒體

識讀 

2.媒體資訊的

生產 

 

2-1 資訊生產

與營利事

業 

 

 

2-2 新聞資訊

的幕後 

 

2-1 舉例說明一般的資訊

經營者，例如：電視

網、新聞集團、電影事

業等大多是企業體，而

企業需要獲利，有時候

也要配合政治強權，以

維護或擴大其投資利

益。 

2-2 認識新聞資訊是從哪裡

製造生產，大部分的資

訊都是企業集團生產

的結果。舉例說明，新

聞資訊如何生產，例

如：經過媒體經營者、

各層級的專業工作者

與守門員之手，篩選、

組合、包裝後的結果。 

2.媒體資訊的

生產 

 

資訊生產與

營利事業 

 

 

 

舉例說明一般的資訊

經營者，例如：電視

網、新聞集團、電影事

業等大多是企業體，其

營利目的與社會公益

是否一致，可酌予討

論。 

 龍騰：依據微調課綱新增說明媒體

營利與社會公益並刪除現行教科

書「2-2 新聞資訊的幕後」相關內

容。(P124-128) 

 翰林：濃縮並保留「2-2 新聞資訊

的幕後」相關內容。(P116-118) 

 南一：依據微調課綱新增說明媒體

生產資訊與實現公益的衝突並刪

除現行教科書「2-2 新聞資訊的幕

後」相關內容。(P134-135) 

 三民：依據微調課綱新增說明媒體

營利與社會公益的衝突並刪除現

行教科書「2-2 新聞資訊的幕後」

相關內容。 (P128-132) 

 康熹：依據微調課綱新增說明媒體

的營利目的與社會公益是否一

致，並刪除現行教科書「2-2 新聞

資訊的幕後」部分內容，將重要概

念濃縮於前一節末二段。(P129-130) 

 全華：刪除現行教科書「2-2 新聞

資訊的幕後」部分內容，並將原課

文中的重要概念濃縮合併至 2-1。 

主題八、多 章首說明   從多元文化的理念，進

而認識臺灣現代，培養未來
 章首說明 臺灣社會具有深  龍騰：依據微調課綱於章首新增 

「中華文化」相關說明。(P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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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原課綱內容 103 年微調課綱內容 
教科書修訂情形 

主題/主內容 次內容 說明 主內容 次內容 說明 

元文化社

會與全球

化 

 

公民面對全球化趨勢時有

所依據。對於全球化的文化

影響意涵，宜客觀分析，引

導討論。 

厚的中華文化傳統，但

亦融入多元文化的特

色，從這樣的理念來認

識臺灣現代，培養未來

公民面對全球化趨勢

時有所依據。對於全球

化的文化影響意涵，宜

客觀分析，引導討論。 

 翰林：章首並未新增中華文化相關

內容，但是課文中有新增該內容。 

 南一：依據微調課綱於章首新增

「中華文化與多元文化」相關說

明。(P172) 

 三民：章首並未新增中華文化相關

內容，但是課文中有新增該內容。  

 康熹：依據微調課綱於章首新增

「中華文化與多元社會」相關說

明。(P170) 

 全華：章首並未新增中華文化相關

內容，但是課文中有新增該內容。 

1.「多元文化」

的 基 本 主

張 

 

1-1 文化差異

與平等對

待 

 

 

 

 

1-2 維護少數

群體與促

進權益的

政治主張 

1-1 介紹文化權與多元文

化，例如：反對強迫少

數同化於主流文化；反

對歧視或隔離少數。舉

例說明對文化差異採

取欣賞、尊重、平等對

待的方式，亦是符合社

會共同利益的理由。 

1-2 多元文化另外一種積極

的涵義，即在公共政策

上對少數族群或弱勢

團體成員採取特別的

維護措施。說明這種差

別政策為何符合並且

可 以 促 進 平等 的 用

意。舉國內、國外憲法

或公共政策例證說明。 

1.「多元文化」

的基本主

張 

 

1-1 文化差異

與平等對

待 

 

 

 

 

 

 

 

 

1-2 維護少數

群體與促

進權益的

政治主張 

1-1 說明臺灣社會所具

有的中華文化傳

統，並介紹文化權

與多元文化，例

如：反對強迫少數

同 化 於 主 流 文

化；反對歧視或隔

離少數。舉例說明

對文化差異採取

欣賞、尊重、平等

對待的方式，亦是

符合社會共同利

益的理由。 

1-2 多元文化另外一種

積極的涵義，即在

公共政策上對少

數族群或弱勢團

體成員採取特別

 龍騰：於課文開端說明「臺灣社會

所具有的中華文化傳統」相關內

容。 

 翰林：依據微調課綱於課文中新增

「臺灣社會的多元文化現象(一)中

華傳統文化」段落。(P156) 

 南一：依據微調課綱於課文中新增

「臺灣社會所具有的中華傳統文

化」段落。(P180) 強調中華文化是

台灣多元文化之一 

 三民：依據微調課綱於課文中新增

「臺灣社會所具有的中華傳統文

化」段落。(P175)  

 康熹：依據微調課綱於課文中新增

「臺灣社會所具有的中華傳統文

化」段落。(P174) 

 全華：依據微調課綱於課文中新增

「臺灣社會所具有的中華傳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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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原課綱內容 103 年微調課綱內容 
教科書修訂情形 

主題/主內容 次內容 說明 主內容 次內容 說明 

的維護措施。說明

這種差別政策為

何符合並且可以

促 進 平 等 的 用

意。舉國內、國外

憲法或公共政策

例證說明。 

化」段落。(P154) 

 

 

三、地理科 

單元 
97 年原課綱內容 103 年微調課綱內容 

教科書修訂情形 
主題 主要概念 具體目標 主題 主要概念 具體目標 

三、地理

資訊 

2.地理資

訊及生

活 

生活中的

地理資料 

2-1 能了解地理資訊

在現代社會的重

要性 

X X X 
 龍騰、翰林：因章節名稱與課綱主題不同，不

影響內容，故保留內容無變動。 

 三民：刪除相關內容。 

 南一：部分內容移併至其他節，變更節名並增

補其他主題的內容。 

 泰宇：審查中 

3.地理資

訊系統 

地 理 資 訊

系 統 的 組

成、功能與

應用 

3-1 能了解地理資訊

系統的組成要素 

3-2 能了解地理資訊

系統的功能及應

用潛力 

3-3 能運用地理資訊

系統查詢或展示

生活週遭的地理

議題 

2.地理資

訊系統 

地理資訊系

統的組成、功

能與應用 

2-1 能了解地理資訊

系統的組成要

素 

2-2 能了解地理資訊

系統的功能及

應用潛力 

2-3 能運用地理資訊

系統查詢或展

示生活週遭的

地理議題 

 龍騰、翰林、三民：內容無變動。 

 南一：調整章節架構及標題名稱，修改部分課

文內容。 

 泰宇：審查中 

四、地形 4.地形辨 等高線地 4-1 能判釋等高線地 4.地形實 地形結構 4-1 能實地學習到地  龍騰：新增「地形實察」內容為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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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97 年原課綱內容 103 年微調課綱內容 

教科書修訂情形 
主題 主要概念 具體目標 主題 主要概念 具體目標 

識 形圖、地形

剖面圖、視

域 

形圖 

4-2 能利用等高線圖

量測高度與坡度 

4-3 能繪製地形剖面

圖並了解視域意

涵 

察 形結構之調查

技能 

 翰林：新增「地形實察」內容為一節。 

 三民：原主題「地形辨識」相關內容整節整併

至地圖單元，新增「地形實察」內容為一節。 

 南一：新增「地形實察」內容為一章。 

 泰宇：審查中 

全冊       
 所有版本：名稱用詞依微調課綱修改 

「中國」→「中國大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