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玉翎老師製

高三升學講座 臺灣史 95.11.13

‧一、臺灣歷史分期

（一）史前：考古、原住民

（二）各國競逐：荷蘭（1624~1661）、

西班牙（1626~1642、北部）

（三）明鄭：1662~1683

（四）清領：1684~1895(康熙23~光緒21)

康熙22(1683)平台、康熙23收入版圖

（五）日治：1895~1945

（六）光復後：1945~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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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遺址

1.舊、晚：左鎮「人」、長濱「文化」

2.新、中：牛稠子的墾丁類型（稻米）

3.新、晚：

(1)無頭葬→戰爭（爭奪資源）、

(2)各文化交流：卑南文化的玉玦

北部亦有

4.金屬器時代：十三行（鐵器、與中國
大陸的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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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
一、荷蘭：

新港社：新港文書（用羅馬拼音拼新語）

二、清朝：生番、熟番、化番(歸化生番)
1.劃分標準：納餉、服役、（薙髮）

2.土牛紅線：雙向禁止的漢番界線

三、日治：「族」的概念

1.高砂族（蕃）、平埔族

2.各族特色

四、光復後：山胞(日治時的高砂族)
→原住民(保留本族特色者,12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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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治時期（1624~1661）
一、荷、西佔臺之目的：貿易（17th C.）

15th C.末～：歐洲地理大發現

西班牙：呂宋（菲律賓）馬尼拉

荷蘭東印度公司：印尼巴達維亞（雅加達）

二、新港文書：

西拉雅族新港社

Cf. 講義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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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鄭（1662~1683）
‧Cf.講義p.3

‧一、軍屯：營盤田

‧二、鄭成功、鄭經、鄭克塽

‧三、主要建設：鄭經時期、陳永華

‧四、對外貿易：與日本、南洋、大陸

‧五、聯合英國東印度公司

‧六、鄭經參加三藩之亂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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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領時期(1684~1895、康熙23~光緒21)

一、康熙22(1683)：施琅「臺灣棄留

疏」（國防、經濟因素）

二、政治：
消極治臺（一府）

→牡丹社事件：積極治臺（二府、沈葆
楨、開山撫番、恆春縣、卑南廳）

→中法戰爭（臺灣省、三府、劉銘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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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一、農業：一田二主（講義p.4）

二主：大租戶、小租戶

‧二、貿易：

‧開港：1860年代（英法聯軍後）

‧開港前：郊、郊商；糖（南部）

→開港後：洋行、買辦；茶、樟腦（北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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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械鬥、三大民變

‧社會階層

‧人口比例

‧宗教信仰

‧移墾社會→定居社會(講義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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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時代(1895~1945)
1895年(光緒21年)：馬關條約

一、抗日：1.武裝：台灣民主國、…

2.體制內抗爭：文協(1921)、

台灣民眾黨(1927)

二、治台三階段

‧注意：皇民化時期的措施

三、日治時期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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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復後（ 1945~今）

一、政治發展

二、經濟發展

三、國際局勢

四、兩岸關係

五、文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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