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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本單元主要講述「甲午戰爭」的成因、經過、結果及影響，再指出「甲午

戰爭」後清政府所面臨的問題(日本崛起、外國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中國

被瓜分的危機)，最後透過這些問題探究清朝衰亡的原因。但是，為了使學生能

夠清楚明白甲午戰爭深層次意義，另外，由於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的戰敗，正

是洋務運動的失敗及終結的標誌，故在本節課補充了洋務運動的相關內容，此

了，甲午戰爭後，列強在華強行租借港灣及劃分勢力範圍，中國面臨被瓜分的

危機，在此情況下，康有為、梁啟超等知識份子倡導變法，並在光緒帝的支持

下展開維新運動，這是甲午戰爭帶來的影響，故在甲午戰爭後補充了維新運動

的相關內容。 

    此外，在課堂教學中，除了老師講授外，會加入分組討論環節，使同學能

夠透過互相討論，各自表述心中的意見，從而產生思維碰撞，形成獨特的見解。 

本單元與生命教育有關聯，通過教授中國近代所經歷的事件，使學生能夠

明白清朝衰亡的原因，首先講述洋務運動的背景、內容、失敗原因與影響，使

學生能夠通過洋務運動的失敗，探討敢於創新、勇於接受新事物的重要。另外，

能讓學生明白自己在面對不同的逆境及挑戰時都應勇敢面對和解決，並培養出

積極的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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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課節  課題 課題內容 授課日期 課時 

第一節 《洋務運動》 認識洋務運動的背

景、內容、失敗原因

與影響。 

2015/10/5 40 分鐘 

第二節 《甲午戰爭》 認識甲午戰爭的背

景。 

2015/10/7 40 分鐘 

第三節 《甲午戰爭》 認識甲午戰爭的背

景、經過及影響。 

2015/10/9 40 分鐘 

第四節 《維新運動》 理解維新運動的背

景、發展概況及影

響。 

2015/10/12 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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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知識目標:從中國近代經歷洋務運動、甲午戰爭、維新運動、義和團與八國

聯軍之役和晚清立憲運動等事件，讓學生認識近代列強侵略中國的史實，並了

解清朝經過無數次對外戰爭失敗，部份官員提出改革圖強，以挽救清朝，洋務

運動引進了西方軍事、實業及學術，但均未能使中國富強。清廷在甲午戰爭中

的戰敗，正標誌着洋務運動的失敗及終結。甲午戰爭後，列強在華強行租借港

灣及劃分勢力範圍，中國面臨被瓜分的危機。在此情況下，康有為、梁啟超等

知識份子倡導變法，並在光緒帝的支持下展開維新運動，但最終失敗。 

     情意目標:通過學習洋務運動的失敗，探討敢於創新、勇於接受新事物的

重要性，以及通過甲午戰爭及北洋海軍的失敗，明白不能只顧私利而妄顧國家

整體利益，另外，通過義和團事件及八國聯軍之役，明白獨立、理性思考的重

要性。 

     技能目標:通過學習中國近代史，使學生可以掌握理解、分析、綜合及歷

史代入等技能，以及能透過地圖研習以掌握閱讀地圖的技能，再進一步認識以

多元角度客觀評論歷史人物的技巧。 

     生命教育部份，能讓學生明白自己在面對不同的逆境及挑戰時都應勇敢面

對和解決，並培養出積極的人生觀。以及透過認識甲午戰爭人物的事跡，從而

培養無私奉獻˴照耀別人的精神。另外，通過學習中國近代史，使學生能感受到

和平的可貴，養成珍惜當下的生活態度。 

 

二、主要內容 

       本單元分四個課節進行教學。首先讓學生了解清朝經過數次對外戰爭失

敗後，曾經作出改革，以挽救清朝，洋務運動雖引進了西方軍事、實業及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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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均未能使中國富強。然後，利用日本明治維新與洋務運動作對比，再以清廷

在中日甲午戰爭中的戰敗事例，說明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甲午戰爭後，中國

面臨被瓜分的危機。在此情況下，社會上康有為、梁啟超等知識份子倡導變法，

並在光緒帝的支持下展開維新運動，但最終失敗，使學生了解清政府部份開明

之士曾經力挽狂瀾作出改革，但是，在頑固派的阻礙下，改革最終失敗，使人

民從此不再對清廷抱有希望，轉投革命行列的深層意義。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本單元會先由老師講解清朝的洋務運動內容，然後，再加入日本明治維

新內容作對比，使學生了解日本與中國同樣面對外國入侵的情況，同樣作出改

革，但最後結果卻不一樣原因。另外，有關「甲午戰爭」的內容，由學生主導

分析甲午戰爭為清政府帶來的影響，一方面透過甲午戰爭中的抗戰過程讓學生

領悟到中國將士「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為國家而作出勇敢的對抗；

另一方面透過「甲午戰爭」等史事，讓學生感受到和平的可貴；此外，當學生

掌握基礎知識後，主要透過問題討論形式，會要求學生能將清政府與日本簽訂

的《馬關條約》與其他的不平等條約作聯繫，比較各條約的不同點，從而探究

清朝衰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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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重點  

1.洋務運動的內容和特色 

2.評價洋務運動對中國的影響 

3.甲午戰爭前的中國、日本和朝鮮局勢 

4.甲午戰爭的經過及馬關條約 

5.西方思想的傳入，使有識之士開展維新運動 

 

五、教學難點 

1.綜合甲午戰爭前的中國、日本和朝鮮局勢 

2.比較洋務運動及明治維新之不同 

3.歸納分析各不平等條約的內容及影響 

4. 洋務運動與維新運動的比較 

六、教學用具 

老師準備課件、影片、漫畫、報章。 

 

七、教學課時 

每節 40 分鐘，共 4 節，合共需時間為 16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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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一、洋務運動 

學科：中學歷史科 班級：S2C 學生人數：27人 

課題：洋務運動 

教學內容:第一節 共 40分鐘 

1. 分析洋務運動的背景。 

2. 了解洋務運動的內容及發展進程。 

3. 探討洋務運動的失敗原因及其影響。 

學生分析(已有知識)： 

學生基本已學過清朝對外戰爭失敗的史實，並能初步分析洋務運動的背景。 

具 體 教 學 目 標 

知識目標 情意目標 技能目標 生命教育能力指標 

1.能瞭解洋務運動發生

的原因，並能夠清楚了

解整個改革運動發展

的脈絡。 

1.能通過洋務運動的失

敗，探討敢於創新、勇

於接受新事物的重要。 

1.能綜合理解洋務運動

的根本目的，在客觀上

邁出了中國近代化的

重要步伐，又具有明顯

的保守性；掌握洋務運

動的時間、代表人物、

口號、主要內容。 

1.領悟到合作、協調對

於衝突的重要性。 

 

教具與佈置： 多媒體課件、工作紙 

教 學 過 程 

教學環節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時

間 
教學評量 

引入 

 

 

 

發展 

 

 

1.思考問題：清廷為什麼要 “強

身健體”﹖ 

 

 

2. 通過思考問題，從而使老師引

導學生探究洋務運動產生的背

景，如:  

圖片  -- 清朝官

員舉重  

 

 

多媒體課件 

 

 

五分鐘 

 

 

 

三 十 分

鐘 

 

通過圖片讓學生開

發聯想，並引起他們

對這課題的興趣。 

 

能夠暸解洋務運動

產生的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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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活動 

 

 

 

 

 

 

 

 

 

 

 

a.“富國強兵”的需要  

b.內憂 – 太平軍 

c.外患 -- 鴉戰、英法聯軍之役， 

意識國家的不足 

d.官員體驗西方先進科技 

 

3.內容 

初期 -- 加強軍備  

引用例子﹕湖北兵工廠  

外交 (派使節) 所引例子﹕總理

衙門 

後期 

富國 ( 興辦實業 ) 所用例子﹕

輪船招商局 

人才 (設翻譯學館、往外地留學) 

所引例子﹕同文館  

 

 

4.將洋務有關的內容簡介派發同

學，然後再由同學猜想文中所敘

述的是那個洋務的項目﹖(新聞資

料詳見附件二) 

 

5.引用文字資料:李鴻章 -“師其

法而不必盡用其人”引入說明洋

務運動的失敗原因。 

a.改革欠全面-引用例子:洋務運動

領導人之一的張之洞強調「中學

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使洋

務運動偏重器物上的改革。 

b.管理腐敗-引用例子:「官督商辦」

模式和派系鬥爭。 

c.守舊派的反對–引用例子:以慈

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官員反對，

甚至挪用海軍經費來修建頤和

園，令北洋海軍無法添置新裝備。 

d.風氣保守–引用例子:從社會風

氣排斥西洋科技、興建鐵路等為

 

 

 

 

 

 

多媒體課件 

 

 

 

 

 

 

 

 

 

 

 

工作紙 

 

 

 

 

多媒體課件 

 

 

 

 

 

 

 

 

 

 

 

 

 

 

 

 

 

 

 

 

 

 

 

 

 

 

 

 

 

 

 

 

 

 

 

 

 

 

 

 

 

 

 

 

 

 

 

 

 

 

 

 

 

 

 

 

 

 

能夠暸解洋務運動

的主要內容。 

。 

 

 

 

 

 

 

 

 

 

能夠使學生把洋務

運動的各項內容作

配對，加強記憶。 

 

 

能暸解洋務運動失

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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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風水為例說明。 

 

6.總結:洋務運動為清朝帶來的影

響—引入西方學問、興辦近代事

業、開展近代外交。 

7.複習本課節內容及讓學生記下

重點。 

 

8.課後閱讀:在課室壁報欄張貼有

關京張鐵路的新聞資料，讓學生

在課後閱讀。(新聞資料詳見附件

二) 

 

 

 

 

多媒體課件 

 

 

五分鐘 

 

 

能了解洋務運動對

中國的影響。 

 

 

 

 

能夠讓學生把歷史

結合時事新聞，認識

到歷史資料的來源

和加深對洋務運動

的認識。 

總體板書設計： 

• 背景: 

• 1.戰敗的刺激(知識份子主張學習西方、英法聯軍之役失敗、太平天國) 

• 2.挽救國民經濟(因洋貨大量輸入中國，經濟受打擊) 

• 主要人物: 

• 中央:奕訢、文祥，地方: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 

• 內容: 

• 第一階段:1861 至 1869 年，以強兵為重點 

• 第二階段:1870 至 1895 年，以富國為重點 

• 內容: 

• 第一階段: 

• 改革外交(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 加強軍備(創辦大型兵工廠及武器制造局) 

• 第二階段: 

• 興辦實業(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 

• 培訓人才(同文館、派遣學生赴西方學習) 

• 失敗原因: 

• 改革欠全面(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 管理腐敗(官督商辦、派系鬥爭) 

• 守舊派反對 

• 風氣保守(排斥西洋科技，盲目反對各種洋務建設) 

• 影響 

• 引入西方學問 

• 興辦近代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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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開近代外交 

教學檢討： 

教學設計: 

1. 整體設計目標清晰，節奏緊湊，首先，在課堂中以問題形式引入本課題，加強與本節課的聯系，

另外，在課堂中加入洋務運動配對的課堂活動，使同學能夠更加投入其中。 

2. 本節課重點講述洋務運動的內容、結果及失敗的的原因，簡單講述洋務運動的背景和影響，目

的是讓同學深刻認識洋務運動的現代化建設對中國的影響，以及認識清朝腐敗是失敗的主因。 

教學活動: 

1. 在課堂中給予同學洋務運動配對的環節，同學投入，秩序良好，但是，個別同學沒有積極投入

活動，期望，下次能加大力度改善。 

2. 在課後給予同學有關京张铁路的新聞資料，讓學生在課後閱讀，認識該鐵路是由洋務運動期

間，第一批幼童、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所主持的中国人自行主持、自行勘测、自行设计、

自行施工和自行管理的第一条铁路干线，成为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的里程碑。期望同學能把歷史

與現實相結合，提高學習歷史的興趣。 

 

 

 

 

 

 

附件一: 

配對題：請把以下洋務運動的各項目配對起來。 

1. 總理衙門    A.加強西式軍備 

2. 湖北漢陽鐵廠   B.興建西式實業。 

3. 江南製造局    C.建立西式政府部門。 

4. 北洋艦隊    D.以西法培育人才。 

5. 同文館     E.西式軍隊。 

 

答案欄：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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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京張高鐵將成為一道亮麗風景 

6月 27日，在新建的國家重點工程京張高鐵八達嶺隧道施工現場，中國中鐵啟動“詹天佑杯”京張高鐵勞動競

賽暨“兩學一做”黨建主題實踐活動啟動儀式，拉開爭先創優建設會戰序幕。 

京張高鐵是連接 2022年冬奧會北京——張家口兩大舉辦城市的奧運專線。110年前，由“中國鐵路之父”詹天

佑主持修建的京張鐵路，是由中國人自行主持、自行勘測、自行設計、自行施工和自行管理的第一條鐵路幹線，

成為近代中國鐵路發展的里程碑。100多年後的今天，由中國中鐵勘測設計，中鐵三局、五局、六局、大橋局、

電氣化局共同參與修建的正線全長 173.964公里的京張高鐵，於今年 3月下旬打響施工生產會戰。 

為大力弘揚“天佑精神”和“奧運精神”，扎實開展“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中國中鐵決定在京張高鐵參建單

位中組織開展“詹天佑杯”京張高鐵勞動競賽暨“兩學一做”黨建主題實踐活動，通過“比優質工程，創中國

中鐵新品牌；比安全生產，創建築企業新佳績；比技術創新，創經濟技術新成果；比專案管理，創提質增效新

成效；比黨建工作，創和諧企業新形象”，努力把京張高鐵建設成為精品工程、豐碑工程。 

中鐵五局承建的京張鐵路八達嶺長城站為地下暗挖車站，設計總長 470米，總建築面積約為 41143平米，車站

中心處線路最大埋深達到 102.55米，是目前開工建設的世界最大高鐵地下車站。 

八達嶺長城站創下多個第一：車站最大埋深 102米，是目前國內埋深最大的高速鐵路地下車站；車站主洞數量

多、洞型複雜，是目前國內最複雜的暗挖洞群車站；旅客進出站提升高度 62米，是目前國內旅客提升高度最大

的高鐵地下車站。 

中鐵大橋局承建的京張高鐵控制性工程——官廳水庫特大橋自 3月 29日正式開鑽以來，項目部大力弘揚詹天佑

精神，攻堅克難，截至目前，京張高鐵官廳水庫特大橋主橋施工棧橋全面貫通，搭設鑽孔平臺 6個，完成築島

平臺 3個，鑽孔樁完成 79根，在全線樹立了標杆。 

官廳水庫特大橋全長 9077米，主橋採用 8孔 110米支拱形鋼桁梁跨越官廳水庫，是國內首例適用於 350公里時

速有砟軌道高速鐵路的鋼桁梁橋。主橋由八個造型優美的曲弦桁梁組成一道長虹跨越寬闊平靜的官廳水庫，與

湖面交相輝映，建成後將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作者：劉靜 

新聞來源: 中工網-工人日報 

2016-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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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午戰爭 

學科：中學歷史科 班級：S2C 學生人數：27人 

課題：甲午戰爭    

教學內容:第一節 共 40分鐘 

1. 日本明治維新。 

2. 甲午戰爭前日本的對外擴張。 

學生分析(已有知識)： 

學生在初一時期已經學習過歷史的根本—因果關係。本課節希望在當時先進國家發展的一個前提

下(即重視商業)引導學生自行歸納外國，特別是日本在此時期侵略中國的目的，從而明白歷史事

件在社會環境下的因果關係，並加強學生自行歸納問題的能力。 

具 體 教 學 目 標 

知識目標 情意目標 技能目標 生命教育能力指標 

1.能了解明治維新後日本

擴張的原因，並瞭解日本

發動戰爭的根本目的。 

2.能瞭解清廷對日本行為

的反應，並分析搖擺不定

態度對戰事的影響。 

1.能領悟到人不能

只為利益而行事，在

對待比較弱勢的人

時 要 適 時 提 供 幫

助，同時培養與人協

商的意識。 

1.能知道明治維

新與日本擴張

的聯繫，並區分

日本與外國在

侵略行為上異

同。 

1.能認識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應

只有武力，要學會協調。 

2.在面對外來壓力的時候，要

知道自身的定位，從而養成不

斷學習的意識。 

教具與佈置： 多媒體課件 

教 學 過 程 

教學環節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時間 教學評量 

引入 

 

 

 

發展 

 

 

 

 

 

 

 

 

 

 

一.複習 

1.以提問的形式簡單複習洋務運動

的目標以及失敗的原因。 

 

二.講授新課 

1. 簡述日本進行明治維新的原因。 

(1)日本經歷改革前的國家狀態，對外

實行「閉關自守」政策。 

(2)日本經歷「黑船事件」，國門被迫

打開，為洗刷民族屈辱，銳意改革。 

 

2.明治維新的主要內容。 

(1)明治政府發表五條御誓文，表明上

下一心，改革國家。 

 

多媒體課件 

 

 

 

多媒體課件 

 

 

 

 

 

 

 

 

 

 

五分鐘 

 

 

 

三十分鐘 

 

 

 

 

 

 

 

 

 

 

能掌握上一課節的

內容。 

 

 

能夠暸解明治維新

出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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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活動 

 

 

 

 

 

 

 

 

 

 

 

 

 

御誓文 

一、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 

二、上下一心，盛展經綸。 

三、官武一體，以至庶民，各遂

其志，毋使人心倦怠。 

四、破除舊有之陋習，一本天地

之公道。 

五、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國之

基業。 

 

簡單指出明治維新的改革方法(破除

舊有之陋習)以及學習對象(世界) 

 

(2)以中日兩國對西方文化態度的對

比，何國統治者更接受西方文化？ 

統治者以身作則推行改革會對國家

有甚麼積極作用？ 

擬設答案:為民眾作榜樣 

--學生從所給資料進行歸納回答。 

 

 

 

 (3)明治維新的教育措施 

推行義務教育 

令民眾都接受改革成果會為國力帶

來甚麼增益? 

 

 

 

 

 

 

 

 

 

 

 

 

 

 

 

 

 

 

 

 

 

 

 

 

 

 

 

 

 

 

 

 

 

 

 

 

 

 

 

 

 

 

 

 

 

 

 

 

 

 

 

 

 

 

 

 

 

 

 

 

 

 

 

 

 

 

 

能夠理解及歸納資

料內容，然後發表自

己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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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設答案:接受新事物使國力強盛 

3.明治維新的主要成效。 

以明治維新前後各方面 (煤礦開採

量、蒸氣船數、出口總值)的對比，

引導學生並讓學生自行歸納明治維

新後日本向貿易方向發展，並以此聯

系鴉片戰爭與英法聯軍之役的根本

目的，都是希望打開中國市場，獲得

貿易利益。日本在改革後依賴商品出

口，希望能找到龐大的市場，所以亦

想通過武力獲得貿易利益 

 

 

 

4.明治維新後日本的擴張方向 

讓學生以地圖分析日本主要的擴張

方向 

 

5.歸納日本對中國發動戰爭的原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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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明治維新後社會全面改革國

力上升:上下一心);2.經濟因素(依賴

商品出口) 

 

6.中日直接衝突前的形勢 

(1)侵佔琉球(讓琉球脫離中國) 

(2)入侵朝鮮(得到出兵權利) 

指出(1)(2)兩者目的都是為了削弱中

國對周邊藩屬國的控制，故意製造和

中國的直接衝突，以侵佔琉球及入侵

朝鮮作為出兵中國的跳板。 

 

7.清廷對日本銳意擴張的反應，出現

主戰主和以及調停的多種意見的原

因，並讓學生分析意見不一對政策施

行的影響，希望同學面對困難時要認

清困難的關鍵從而作出相應的行

為，而不是爭吵或等待，坐失良機。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8.日本借朝鮮東學黨之亂擴大衝突 

(1)東學黨出現的原因。 

(2)從日本不退兵甚至襲擊中國看出

日本出兵朝鮮的意圖。 

 

9.複習本課節內容。 

 

 

 

 

 

 

 

 

 

 

 

 

 

 

 

 

 

 

 

 

 

 

 

 

 

 

五分鐘 

總體板書設計： 

教學檢討： 

教學設計: 本節課重點講述甲午戰的背景，主要從日本明治維新和甲午戰爭前日本的對外擴張方

面，講述日本通過現代化建設，成為亞洲強國對中國的影響，目的是讓同學深刻認識明治維新對

日本的影響，以及認識日本如何對外擴張。 

教學活動: 

在設計教學活動時，應該以學生的角度進行設計，即當設置問題或活動時，事前應當考慮採用何

種方式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而活動的引導必須簡單易明、直截了當，不拖泥帶水，不值得把學

生的理解力花在理解問題上，而活動的目的亦須明確，活動完結後要強調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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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午戰爭 

學科：中學歷史科 班級：S2C 學生人數：27人 

課題：甲午戰爭 

教學內容:第二節 共 40分鐘 

1.甲午戰爭的經過 

2.《馬關條約》的內容 

3.甲午戰爭的影響 

學生分析(已有知識)： 

學生在《清代的中衰》、《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中已習得清代中衰的概況，及有關海

外航海事業的發展同時帶來了帝國主義的擴張。本章節主要針對同學既有的知識和概念，將其加

以深化，並引導同學嘗試探究歷史背後的意義。 

具 體 教 學 目 標 

知識目標 情意目標 技能目標 生命教育能力指標 

1.能理解甲午戰爭

在 朝 鮮 發 生 的 原

因，並能夠清楚了解

整場戰爭路線發展

的因由。 

1.能領悟到和平的可貴，

假如遇到不同意見或訴

求，不要單單以自我為中

心，應抱有包容、接納的

態度，避免衝突。 

1.能將《馬關條約》

與其他不平等條約

作聯繫，比較各條

約的不同點。 

1.能感受到和平的可貴，養

成珍惜當下的生活態度。 

2.能認識「犧牲小我，完成

大我」的精神，從而樹立樂

於助人的精神。 

教具與佈置：多媒體課件 

教 學 過 程 

教學環節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時間 教學評量 

引入 

 

 

 

發展 

 

 

 

 

 

 

 

一.複習 

1.以提問的形式簡單複

習甲午戰爭的背景。 

 

二.講授新課 

1.加入甲午戰爭略圖，配

合講述甲午戰爭經過(甲

午戰爭略圖詳見附件一) 

 

2.講述甲午戰爭的經

過，包括兩場重大戰役

(平壤之戰、黃海海戰)。 

多 媒 體 課

件 

 

 

 

 

 

 

 

 

 

 

五分鐘 

 

 

 

二十五分

鐘 

 

 

 

 

 

 

能掌握上一課節的內容。 

 

 

能夠從甲午戰爭略圖中清

楚明白整個甲午戰爭過

程。 

 

 

能夠暸解甲午戰爭的經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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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活動 

 

(1)平壤之戰 

1894 年 8 月初清政府派

遣約萬餘人的陸軍抵達

朝鮮的平壤，但軍隊佈

置無方，進退失據。經

過一輪激戰，日軍在 9

月攻破平壤，擊敗清

軍。清廷主帥葉志超率

兵撤退，渡過鴨綠江，

退守中國境內。 

 

(2) 黃海海戰 

1894 年 9 月 17 日，北洋

艦隊在黃海被日本艦隊

攻擊中、日雙方各擁有

十多艘戰艦，交戰數小

時後，日軍擊沉北洋海

軍四艘船艦。北洋海軍

隨即退守威海衛，被日

軍艦隊包圍。其後，日

軍先後佔領大連及旅

順。1895 年初，兩萬名

日軍在山東半島登陸，

攻佔威海衛，北洋海軍

全軍覆沒，海軍提督丁

汝昌堅拒投降，服毒自

殺殉國。其後，日軍接

連攻陷牛莊、營口，整

個遼東半島失陷，威脅

首都北京安全清廷與日

本議和。 

 

3.黃海海戰中的人物介

紹:精忠報國鄧世昌 

黃海海戰期間，北洋軍

艦「致遠號」彈藥耗盡，

無力繼續作戰，將領鄧

世昌意圖率艦撞毀日艦

 

 

 

 

 

 

 

 

 

 

 

 

 

 

 

 

 

 

 

 

 

 

 

 

 

 

 

 

 

 

 

 

 

 

 

 

 

 

 

 

 

 

 

 

 

 

 

 

 

 

 

 

 

 

 

 

 

 

 

 

 

 

 

 

 

 

 

能夠理解資料中英雄人物

事跡，能認識「犧牲小我，

完成大我」的精神，從而

樹立樂於助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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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野號」，但「致遠

號」卻因被魚雷擊中而

未竟全功，率先沉沒。

鄧世昌決心與戰艦共存

亡，最終與「致遠號」

一同葬身海底，其犧牲

使清朝舉國震動。 

問題設置 :根據以上資

料，你對鄧世昌的事跡

有何感想? 

 

4.讓學生閱讀有關《馬關

條約》的資料。 

(1)馬關條約： 

1895 年，李鴻章代表清

廷遠赴日本乞和，簽訂

了《馬關條約》，主要

內容如下: 

○1 中國承認朝鮮的獨立

自主； 

○2 割讓遼東半島、台灣

及澎湖列島給日本； 

○3 開放沙市、重慶、蘇

州及杭州為商埠； 

○4 允許日本在中國的通

商口岸居住及設立工

廠； 

○5 賠償日本軍費二億

両； 

○6 日本享有最惠國待

遇。 

 

5.詳細解釋條約中每項

內容對中國的影響。 

 

 

6.問題討論： 

(1)結合舊有知識:甲午戰

 

 

 

 

 

 

 

 

 

 

 

 

 

 

 

 

 

 

五分鐘 

 

 

 

五分鐘 

 

能撮要《馬關條約》內容。 

 

 

 

 

 

 

 

 

 

 

 

 

 

 

能了解《馬關條約》的內

容對中國的影響。 

 

能夠結合所學知識，發表

自己的看法。 

 

 

 

 

 

 

 

 

 

 

 

 

 

 

 

能夠讓學生把歷史結合時

事新聞，認識到歷史資料

的來源和加深對黃海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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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後，清政府與日本簽

訂的《馬關條約》，與

其他列強簽訂的不平等

條約作聯繫(各條約比較

圖詳見附件一) 

問題設置:《馬關條約》

的內容與其他列強簽訂

的不平等條約有何異

同? 

 

7.總結「甲午戰爭」為清

朝帶來的影響。 

--清朝衰亡、財政危機、

面臨瓜分危機。 

 

8.複習本課節內容及讓

學生記下重點。 

 

9.課後閱讀:在課室壁報

欄張貼有關黃海海戰中

「致遠號」的新聞資

料，讓學生在課後閱

讀。(新聞資料詳見附件

一) 

的認識。 

總體板書設計： 

教學檢討： 

教學設計: 

1. 整體設計目標清晰，節奏緊湊，首先，在課堂中回顧上節課的內容，加強與本節課的聯系，在

課堂中加入陸運會的例子，使同學能夠更加投入其中，最後，以列表形式總結各不平等條約內

容。 

2. 本節課重點講述戰爭的背景和影響，簡單講述戰爭的過程，目的是讓同學深刻反思戰爭過後，

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對中國的影響。 

教學活動: 

1. 在課堂中給予同學討論的環節，同學討論投入，秩序良好，但是，個別同學沒有積投入討論，

期望，下次能加大力度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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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課後給予同學有關黃海海戰中「致遠號」的新聞資料，讓學生在課後閱讀。期望同學能把歷

史與現實相結合，提高學習歷史的興趣。 

附件一: 

一˴中日甲午戰爭略圖: 

 

 

二˴各不平等條約作比較圖: 

 《南京條約》及

其附件 

《天津條約》 《北京條約》 《馬關條約》 

簽訂年份 1842 年 1858 年 1860 年 1895 年 

戰役名稱 鴉片戰爭 英法聯軍之役 英法聯軍之役 甲午戰爭 

割地 香港島 / 九龍半島南部 遼東半島、台灣及澎湖列島 

賠款 二千一百萬銀元 英國:四百萬銀元 

法國:二百萬銀元 

把《天津條約》中向

英、法兩國的賠款各增

至八百萬銀元 

賠償日本軍費二億両 

開放港口 廣州、廈門、福

州、寧波、上海 

牛莊（營口）、登州、

台南、淡水、潮州（汕

頭）、瓊州、漢口、九

江、南京、鎮江等 

天津 沙市、重慶、蘇州及杭州 

其他特權 領事裁判權、最

惠國待遇 

外國領事進駐京、商船

及戰艦內河行駛權 

/ 承認朝鮮的獨立自主、最惠

國待遇 



2015/2016 

參選編號︰G050 

18 

三˴黃海海戰中「致遠號」的新聞資料: 

致遠艦炮彈出水悲壯史再現 

【據新華社瀋陽六日電】在黃海北部海底發現的甲午海戰沉船致遠中，舷窗、炮彈等一些重要文

物於近日陸續出水重見天日，再現百年前致遠艦的英勇悲壯。 

還原當年海戰激烈中國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丹東一號”沉船發掘領隊周春水

告訴記者，考古工作仍在繼續。五日，考古人員提取出水了一枚一百五十二毫米副炮炮彈，結合

之前的發現，致遠艦的武器配備已經完整展現。 

周春水說，經過近兩個月的水下考古調查，考古人員目前已經打撈出水的沉船相關文物種類

有六十餘種，數量有一百多件，一件保存較為完好的方形舷窗也於四日打撈上岸，玻璃呈現龜裂

狀態，為高溫下突然遇水造成，為人們還原了當時那場海戰的激烈。 

北洋水師損五戰艦 

致遠艦是北洋水師最先進的軍艦之一，愛國將領鄧世昌是致遠艦的管帶。甲午戰爭期間，一

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中日海軍主力在黃海北部（今遼寧丹東附近海域）爆發海戰。此役北洋水

師損失五艘戰艦，其中“致遠”、“經遠”、“超勇”和“揚威”艦沉沒在交戰海區。此戰中，

鄧世昌任管帶的“致遠”艦為掩護旗艦“定遠”，毅然衝向日軍艦隊，不幸被魚雷擊中沉入海底，

全艦官兵除七人獲救外，全部壯烈殉國。 

近代史專家、中國中日關係史學會理事關捷教授說：“當年在大鹿島海域，北洋海軍投入了

幾乎所有戰船和兵力與日本交戰。打撈致遠艦，打撈起的是一段歷史。” 

資料來源：澳門日報 2015年 10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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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維新運動 

學科：中學歷史科 班級：S2C 學生人數：27人 

課題：維新運動 

教學內容:第一節 共 40分鐘 

1.探討維新運動的背景 

2.理解戊戍維新的發展概況 

3.分析維新運動的影響 

學生分析(已有知識)： 

學生在上節課內容甲午戰爭中已習得西方列強在華強行租借港灣及劃分勢力範圍，中國面臨被瓜

分危機的概況。本章節主要針對同學既有的知識和概念，將其加以深化，並引導同學嘗試探究歷

史背後的意義。 

具 體 教 學 目 標 

知識目標 情意目標 技能目標 生命教育能力指標 

1.能理解維新運動的

背景，並能夠清楚其

發展概況。 

 

1.能領悟到完成偉大事

業需要共同合作和團隊

精神，同時培養與人協

商的意識。 

1.能以元角度客

觀評論歷史人物

的技巧。 

1.領悟到合作、協調對於衝突

的重要性 

2.能養成面對壓力時的抗壓

性與學習能力。 

教具與佈置：多媒體課件 

教 學 過 程 

教學環節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時

間 
教學評量 

引入 

 

 

 

發展 

 

 

 

 

 

 

 

 

 

 

一.複習 

1.以提問的形式簡單複習甲午戰爭的內

容以及影響。 

 

二.講授新課 

1. 請同學回想一下之前的內容，洋務

運動雖然失敗了，可是西方人仍然

覬覦中國豐饒的土地，朝廷幾乎都

是經歷一次教訓學一次乖，接下來

清廷又吃了一場敗仗──甲午戰

爭，戰後西方人堂而皇之進入中國

劃定勢力範圍、占地為王，面對這

等奇恥大辱，光緒皇帝決定不再沉

默。想一想，如果你是光緒，檢討

前一次自強運動失敗的原因，這一

多媒體課

件 

 

 

 

多媒體課

件 

 

五分鐘 

 

 

 

三 十 分

鐘 

 

能掌握上一課節的內

容。 

 

 

能夠暸解維新運動出

現的原因。 

 

 

 

 

 

 

 

 

 



2015/2016 

參選編號︰G050 

20 

 

 

 

 

 

 

 

 

 

 

 

 

 

 

 

 

 

 

 

 

 

 

 

 

 

 

 

 

 

 

 

 

 

 

 

 

 

 

次要先掃除那些阻礙？如何調整改

革方向呢？ 

(1) 保守派慈禧？ 

(2) 不只侷限於軍事，還要從制度

層面著手 

2. 教師引導：洋務運動的提倡者是親

王與大臣，他們的執行力不錯，卻

沒有瞻前顧後，太多事情沒考量

到。這次有光緒皇帝親自出馬，並

搭配知識分子，不過他們最終還是

失敗了，這組人馬的戰力為什麼會

被大幅削減呢？上完今天的課程，

相信同學們應該能夠找到答案 

(二)呈現主題 

1. 戊戌變法 

(1)緣由： 

a.甲午戰爭失敗說明洋務運動的政策錯

誤 

b.內政腐敗問題亟待改善(三國還遼、中

俄密約) 

(1)導火線:德國強佔膠州灣。(2)激化變

法事件:「公車上書」。(3)性質：改革政

治制度。(4)主事者：光緒帝、康有為、

梁啟超。(5)時間：1898 年 

內容： 

(1)政治:裁撤或合併閒散、重疊的機

構。(2)軍事:採用西方軍制，以新法訓

練海、陸軍。(3)教育：廢除八股文考試、

設立京師大學堂等。(4)經濟：興辦實

業，修築鐵路、開辦銀行 

2. 戊戌政變： 

(1)爆發原因：慈禧為首的守舊派反對新

政。(2)情形：慈禧重新聽政，幽禁光緒

帝、緝拿康有為等人。(3)最後：大部分

恢復舊觀 

3. 變法失敗之因： 

(1)維新派缺乏經驗、(2)光緒帝無權、(3)

保守派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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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活動 

 

4.總結「維新運動」的影響。 

--宣傳西方思想、加深守舊派的仇外思

想、推動革命運動。 

 

三.問題討論： 

1.洋務運動與維新運動的比較 

 

四. 複習本課節內容及讓學生記下重

點。 

 

五.課後閱讀:在課室壁報欄張貼有關維

新運動領軍人物之一譚嗣同在獄中的

題詩，讓學生在課後閱讀。(資料詳見

附件一) 

 

 

 

 

 

 

 

能認識「犧牲小我，

完成大我」的精神，

從而樹立樂於助人的

精神。 

總體板書設計： 

教學檢討： 

在此次授課中，學生能掌握教授內容的基本知識，亦能知道事件的起因、經過與結果。但此次授

課過於把教學的注意力大量集中在教授內容上，較為忽視能達到良好教學效能的其他因素，所以

整體而言，教學效能未至良好，未能深入探討人物之間複雜的關係，學生對於事件的影響之理解

較為淺層，未能深入探討更深層次的影響。由此可見，在以後的教學，首先要注意教學環境，根

據不同的教學環境適量調整教授的方法，同時，亦要注意不同學生對同一課題理解力的差異，因

此也要根據不同班的情況對教授的方式，包括調整教學語言、設置教學活動等，讓所表達的語言

要流暢、有所規範，字詞表達要清晰、具體，讓學生清楚授課表達。其次，教學活動的設置應當

以學生角度而展開，深慮何種方式才能讓學生掌握所教授的知識，並積極鼓勵學生回應問題及參

與活動。 

附件一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出自譚嗣同《獄中題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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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教評估 

    本單元教學，惟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時間掌握得不夠好，因此導致老師

語速及步伐過快，這會導致學生未能及時記牢所學的內容。不過也有好的地方，

教學多元化，不會過於單調乏味；課堂上多以問題發問，能訓練學生的組織說

話能力，也加強了他們的自信心；課堂活動有用分組形式進行，培養了他們的

合作性及加強了他們的專注力；課堂的討論部份，讓學生嘗試就熱門的時事話

題，發表自身看法，學生對此十分感興趣，培養了他們的獨立思考能力；在最

後一節中，學生能歸納出本單元所述的內容，證明了他們有記住每節所學的內

容。 

肆、反思與建議 

本單元教學中，我安排了很多的教學活動，因此教學時間變得很緊，甚至

出現了超時的情況，因此我以後會把時間分配妥當或把一節的內容分成兩節來

教。學生在問題討論部分需多加訓練，加強學生主動提問和思考問題，另外，

在課外閱讀方面，在課堂上應多加時事新聞，配合現今國際關係及新聞時事，

鼓勵同學發表個人意見及有所反思。  

優點－教學方式生動，善用多媒體教材呈現，貼近學生生活的例子，並成

功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且師生之間互動關係良好，課堂加入提問或討論形式，

可強化學生的思考能力，以及語言運用的能力，打造一個全方位、多角度的思

維模式。 缺點－分組討論時，座位必須要再重新思考排列方式，不要讓學生背

對老師；講授內容時的速度須要再放慢，常忘記給予發言學生正面的回饋（加

分、記點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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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 課件圖片 

第一節:洋務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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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甲午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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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甲午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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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維新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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