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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度表 

週次 課節 課題 課題內容 授課時間 課時 

12 第一課節 秦朝的興亡 
講述秦朝的建立及其滅

亡原因 
2015-11-19 1 

13 第二課節 秦朝的制度 

介紹秦朝在政治、經

濟、軍事、文化和文通

等方面的措施 

2015-11-26 1 

14 第三課節 專題探討 

對「焚書坑儒的原因和

目的」、「分封制、郡縣

制與聯邦制、單一制的

比較」、「仁政與法制的

取向」等方面進行探討 

2015-12-03 1 

15 第四課節 分組報告 

以分組報告的形式，考

核學生口語溝通能力、

協作能力和創造力 

2015-12-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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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本單元的設置，主要講授內容分為三部分：秦朝的建立過程，其政治措施及

滅亡原因。在教學目的上，除了向學生介紹秦朝歷史的概況，使其掌握基礎的歷

史知識外，同時亦通過要點分析，問題討論和分組報告等形式，增強課堂效率和

師生互動。 

 

教學活動特點： 

1. 問題辨析 

2. 深入探討 

3. 協作能力 

4. 分組討論 

5. 口頭表達 

 

教材編選目的： 

秦朝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時期，完成了知識文化的整合和國家的統

一。故此有必要讓學生在初中階段學習其基礎的知識要點後，進一步掌握和思考

當中的問題，並進行深入探討。 

 

教案設計目的： 

    因我校的教學對象主要為成人和回歸教育人士，故本教案在設計上除了講授

一般的基礎知識外，亦著重「以史為鑒」，嘗試將課堂與現實生活相互結合，激

發學生的思辨能力，以期達到增加學習興趣之餘，亦能學以致用。 



3 

 

前言 

自澳門回歸以來，社會的急速轉變和經濟的迅速增長等因素，導致不少人都

在完成中學課程以前，就選擇中途輟學，投身社會。經特區政府的大力推動，成

人教育和回歸教育蓬勃發展，有效地彌補了教育上的需要。 

 

而在如何有效地教導成人教育和回歸教育的學員此一問題上，因學員往往具

有不同的社會背景、家庭因素、教育程度和個人經歷，不能完全以常規教育的方

式、標準來進行教導和評核，因此應該以實際出發，設計一套有效可行的教學方

式和評價標準。 

 

以歷史學科而言，由於其實用性相對中文、英文、數學等學科來說較為不明

顯，加之高考上亦非重點科目，故本校在課程編排上結合實際，只在初中列為必

修課，高中則為選修課。但身為本土國民，認識自身國家的歷史和文化，不單是

自我身份認同的重要過程，同時亦是推廣愛國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環。如何以合適

的教學模式來進行課堂，從而使之提高學習中國歷史的興趣，加強愛國主義教育，

是本單元教學設計的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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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內容 

單元次序 07 活動類別 講授、分組討論 

題目 秦朝歷史 學習觀念 歷史問題的分析 

學習時間 35 分鐘/共 4 節(140 分鐘) 

教學目標 1、 知識與能力：掌握秦朝的建立過程，其

政治措施及滅亡原因；理解中央集權

制、郡縣制的概念。 

2、 過程與方法：通過教學，學習閱讀史料

和從中獲取有效信息的方法；透過討

論，瞭解如何將歷史事件、人物結合實

際來進行比較分析的方法。 

3、 情感與價值：提高對國家概念，民族共

融的必要性，個人意識形態確立的重要

性。 

教具/教材 教學簡報： 

1、 秦朝的建立過程，其政治措施及滅亡原

因。 

分組討論題目紙： 

1、 焚書坑儒的原因和目的。 

2、 分封制、郡縣制與聯邦制、單一制的比

較。 

3、 仁政與法制的取向。 

活動特點 問題辨析、深入探討、分組討論、口頭表達。 

學習評量 能掌握秦朝的建立、發展及消亡過程。20% 

能掌握「商鞅變法」的具體內容及意義。10% 

能掌握秦朝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及交

通上的具體內容及創建。20% 

能透過分組討論，協作完成書面報告。20% 

能清晰表達小組討論內容，進行口頭報告。

10% 

能提交相關搜集資料及補充內容。10% 

能留心聽取課堂問題及進行回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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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計劃、評估、課後檢討及建議 

教學單元 秦朝歷史 教學年級 

及人數 

高三 

12 人 

教學設計 C071 教學時間 35 分鐘/共 4 節(140 分

鐘)  

 

教學 

目標 

1、 知識與能力：掌握秦朝的建立過程，其政治措施及滅亡原因；理解中央

集權制、郡縣制的概念。 

2、 過程與方法：通過教學，學習閱讀史料和從中獲取有效信息的方法；透

過討論，瞭解如何將歷史結合實際來進行比較分析的方法。 

3、 情感與價值：認識國家概念，民族共融的必要性，個人意識形態確立的

重要性。 

教學 

活動 

內容 

課堂講授 

問題討論 

分組報告 

教學 

準備 

教學簡報： 

1、 秦朝的建立過程，其政治措施及滅亡原因 

分組討論題目紙： 

2、 焚書坑儒的原因和目的 

3、 分封制、郡縣制與聯邦制、單一制的比較 

4、 仁政與法制的取向 
教材 

編選 

目的 

教材編選目的： 

秦朝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時期，完成了知識文化的整合和國家的統

一。故此有必要讓學生在初中階段學習其基礎的知識要點後，進一步掌握和

思考當中的問題，並進行深入探討。 

在教學過程中，結合周朝的「分封制」和秦朝的「中央集權制」，可引申至

現今國家社會的不同制度，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思考分析。同樣，在其他

的文化制度上亦可進行適度的開展和延伸。 

教案 

設計 

目的 

教案設計目的： 

由於歷史學科的實用性相對中文、英文、數學等學科來說較為不明顯，以成

人教育和回歸教育為主要教學對象的學校，更需要以適合學生的教學模式來

進行課堂，從而使之提高學習中國歷史的興趣，加強愛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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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探討 

本單元是希望學員能透過認識及瞭解秦朝的歷史，加深並鞏固其過往的課堂

知識，並藉此課堂活動引發學生的思辨能力和將歷史聯繫實際的應用能力。 

透過不同的活動和探討，引導學生主動認識祖國統一的重要性。通過學員間

的討論、合作，引發學生對歷史問題的分析能力，從而瞭降學習歷史的必要

性，並加強學員「以史為鑒」的能力。 

學生

研究 

學生研究： 

學生有口頭報告的經驗。 

學生有搜集資料及撰寫書面報告的經驗。 

學生的歷史知識水平參差，但在過去的學習上對秦朝歷史有一定的瞭解和認

知。 預期

困難 

學生的歷史知識水平參差。 

提高學生在參與課堂活動時的積極性。 

確保學生對問題的掌握度。 

老師有效地作出指導和提示。 

教學

反思 

1、 在單元教學開展前，對學生缺乏相應的瞭解，部分學生對秦朝的歷史不

甚瞭解或早已遺忘，程度上存在較大的差異，因此在引入部分積極發言

的學生雖為數不少，但未能有效調度全體學生參與。因應每週一節的課

堂安排，可於教學前佈置相應的任務，加強學生對教學內容的瞭解。 

2、 學生在老師講授部分都能認真聆聽，但為確保照顧不同程度的學生，只

能先以「傳統講述式」為主，再以「雙向傳達式」為輔，未能達至「多

向傳達」，在講授部分相對單一，缺乏變化。 

3、 學生對文化制度，乃至秦朝百姓的衣食住行均具有濃厚的興趣，雖然在

講授過程中有一定的介紹，但仍可再加入相關的環節。 

4、 討論部分以「指導型討論法」為主，討論部分都經由事先設計，故而犧

牲了學生在討論過程中的某些觀點，應可設定更為開放的討論題目，讓

學生擁有更多的討論空間。 

總結 在實踐本教學單元以前，老師認為部分學生對認識和學習歷史的興趣不大。

但在教學過程中，老師瞭解到學生並非缺乏學習歷史的興趣，而是對傳統歷

史課堂的筆記模式，硬背應試具有抵觸情緒。加之學生長期以來的學習經驗，

使其認為歷史只是一門「背誦無用資料」的學科，故此難以形成積極的學習

動力。透過課堂的提問、引導和分組討論，可以發現學生具有遠超預期的分

析問題能力，他們都具有不同的、豐富的人生閱歷和社會經驗，當老師能有

效地引導學生時，可取得令人滿意的教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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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時間(分鐘) 教 學 過 程 教學資源 

 

 

 

 

 

 

5 

 

 

 

 

 

 

 

 

 

10 

 

 

 

 

 

 

 

 

 

 

 

10 

 

 

 

 

單元 7： 

（第一節） 

 

一、引入活動： 

同學們都知道在我國古代社會中，皇帝是掌握最高權力的人，但

又是否知道「皇帝」一詞的由來?這一稱謂是由何時開始使用的？

它的涵義是甚麼？ 

秦滅六國，一統天下，結束了春秋戰國長久以來的混戰，它的決

定性因素是甚麼？ 

 

二、講授內容： 

承接引入活動，介紹秦統一天下的過程以及「商鞅變法」的主要

內容。 

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於公元前 356 年在秦國實施的改革，分兩次
進行，第一次開始於公元前 356 年，第二次開始於公元前 350 年。
對秦國的崛起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其具體措施如下： 
1、「開阡陌封疆」、「廢井田」、「民得買賣」、承認土地私有。 
2、廢除「世卿世祿」制度，按軍功大小授予爵位。 
3、廢除分封制、建立縣制、編制戶口、「什伍連坐」。 

4、「重農抑商」、獎勵耕織。 
5、「平斗桶、權衡、丈尺」頒布標準度量衡器。 
6、「燔詩書而明法令」。 

商鞅在秦國實行變法，使得秦國政治穩定，經濟發達，軍事強大，

奠定了秦始皇統一全中國的基礎。及至秦始皇嬴政從西元前 230

年到前 221 年先後攻滅關東六國，完成統一。 

 

分析秦朝滅亡的原因。 

雖然秦朝外表十分強盛，但由於秦始皇集權、過度發展、嚴重勞
役百姓，所以秦朝之統治不免帶有苛急、暴虐的特點，讓天下百
姓飽受苛政之苦而易於叛變。 

秦始皇最後留下的，是一個外強中乾的帝國。秦二世繼位後，朝

政被趙高掌控而混亂不堪。此時秦末民變爆發，六國有力的軍人

各自復國，雖然秦將章邯努力平亂，但於鉅鹿之戰被楚將項羽擊

敗，秦軍主力投降。前 207，新任秦王子嬰於咸陽向楚將劉邦投降，

秦朝滅亡。 

教學簡
報：秦朝的
建立過
程，其政治

措施及滅
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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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分

鐘) 

教 學 過 程 教學資源 

 

5 

 

 

 

 

5 

 

 

 

安排課後活動： 

請同學們於下週上課前預習秦朝的制度，結合本課堂所學習的內

容，與「商鞅變法」作對比，找出兩者的異同。 

 

總結： 

秦國在「商鞅變法」後國力強盛，至秦嬴政橫掃六合，一統天下。

但因其在戰亂結束後勞役百姓，不曾給予喘息的空間，加之過度

迷信法制，施行嚴刑峻法，埋下了亡國的伏筆。在六國貴族尚未

歸心，統治政權尚未穩固之時，秦始皇的死更成為了其滅亡的導

火線，至此秦朝的滅亡已可預期。 

教學簡
報：秦朝的
建立過
程，其政治
措施及滅
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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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分鐘) 教 學 過 程 教學資源 

 

 

 

 

 

 

 

5 

 

 

 

 

 

 

 

 

20 

 

 

 

 

 

 

 

 

 

 

10 

 

 

 

 

 

單元 7： 

（第二節） 

 

一、引入活動： 

各位在回家後應已進行預習，現在就請同學們說出「商鞅變法」

和秦朝制度的異同。 

在「廢封建，行郡縣」、「重農抑商」、「統一度量衡」乃至「焚

書坑儒」上，兩者均是一脈相承。至於其不同之處，可先讓同學

們闡述，再於老師講述本課堂內容後，由同學們歸納總結。 

 

二、講授內容： 

介紹秦朝的政治措施。 

政治上，吸取周朝教訓，推行中央集權，行三公九卿制，官吏由

皇帝任免。廢封建，行郡縣，地方之軍、政、財大權全由中央支

配。以嚴刑峻法鞏固政權，實施連坐法。 

經濟上，統一貨幣、度量衡，承認土地私有，遷徙富戶，鼓勵人

民發展農業及手工業，實施重農抑商政策。 

軍事上，修築長城以防匈奴入侵，增設郡縣以加強對邊疆的控制，

遣民戍邊以加強邊防防禦力量。 

文化上，統一文字以方便政令傳達，焚書坑儒。 

交通上，統一車軌，開鑿運河，在全國各地修建馳道、直道，以

鞏固中央的統治。 

 

三、學生發言、討論： 

秦朝的政治措施與「商鞅變法」的最大分別是甚麼？ 

老師可因應學生發言情況作出適當的引導。兩者的分別主要在於

中央集權的推行。「商鞅變法」是透過廢除「世卿世祿」制度和

分封制，削弱貴族的權力，以加強王權的統治。但在秦朝時雖同

樣實行「廢封建，行郡縣」，但因國家統治的版圖更為遼闊，為

了確保政通令行，急於在全國大興土木，使百姓不勝負荷，易生

民變。中央集權使秦國權力集中，較之六國國力分散在眾多貴族

上，明顯更為優勝，是秦朝建立的關鍵之一。但同樣是為了中央

集權，秦朝建立以後勞民傷財，缺乏休養生息的機會，值得我們

去借鑒和反思。 

教學簡報：秦朝
的建立過程，其
政治措施及滅亡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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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分鐘) 教 學 過 程 教學資源 

 

 

 

 

 

 

 

5 

 

 

 

 

 

 

 

 

 

20 

 

 

 

 

 

 

 

10 

 

 

 

25 

 

 

 

10 

 

單元 7： 

（第三節、第四節） 

 

一、引入活動： 

在經過上一節課堂尾段的討論，相信各位同學都對歷史問題的分

析有了一定的經驗和瞭解，現在請同學們按照名單的分組進行討

論。（課前由老師準備，四人一組。分組時應注意盡量按照學生

日常學習成績、課堂表現進行分組，原則上避免強強聯合、切忌

把沈默寡言的同學編至同一組，應分開較為熟悉的同學，以增強

同學們的溝通和協作能力） 

 

二、分組討論： 

1、焚書坑儒的原因和目的。 

2、分封制、郡縣制與聯邦制、單一制的比較。 

3、仁政與法制的取向。 

學生可使用手提電話進行資料搜集。老師應留意學生的討論情

況，主動聆聽各小組的討論內容，及時作出適當的引導。 

焚書坑儒是否存在各種不同的說法？後人對它有甚麼評價？你認

為焚書坑儒的目的是甚麼？ 

甚麼是聯邦制、單一制？實行的有哪些國家？它們與分封制、郡

縣制有甚麼類似之處？你認為兩者各自有何優劣的地方？ 

法制的社會是否必須？如何社會只講求法治，又是否可行？在現

今社會中，仁德的作用又是甚麼？ 

 

三、安排報告內容： 

老師就學生的討論結果作出點評，並提醒學生須於下節課前提交

書面報告，下節課將由每組的全體同學共同進行口頭報告，請各

自分配報告內容和作好準備。 

 

四、學生口頭報告： 

由學生主導，每組完成後應預留時間，給其餘同學就相關內容進

行提問。 

 

五、總結： 

老師因應學生的口頭報告作出總結，結合本單元的教學內容，再

次重溫秦朝歷史的知識要點，鞏固學生對老師講授內容和報告內

容的掌握。 

分組討論題目
紙。 



11 

 

參考文獻 

http://www.minghui-school.org/school/article/2005/1/18/40039.htm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秦朝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文物中國史 3．春秋戰國時代》。香港：中華書局（香港）

有限公司，2004。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文物中國史 4．秦漢時代》。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

公司，2004。 

中華民國成人教育學會主編，《中國大陸的成人教育》。臺北：臺灣書店，1993。 

中華民國成人教育學會主編，《終身學習與教育改革》。臺北：臺灣書店，1999。 

中華民國成人教育學會主編，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有效的成

人教育》。臺北：師大書苑有限公司，1999。 

王後雄主編，《教材完全解讀．高中歷史．必修一》。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 

胡夢鯨，《終身教育典範的發展與實踐》。臺北：師大書苑有限公司，1997。 

范文瀾，《中國通史．第一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范文瀾，《中國通史．第二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教育部社會教育司主編，《成人教育》。臺北：臺灣書店，1990。 

教育部社會教育司主編，《成人教育與國家發展》。臺北：臺灣書店，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