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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位於中國台灣島的東北部，是台灣的附屬島嶼，自古以

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無論從歷史、地理還是從法理的角度來

看，釣魚島都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我國對其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 

       在現行中學中國歷史科的課程框架中，無論是初中還是高中，在講述中國

近代遭受列強侵略、領土淪喪的歷史時，大多把重點放在侵略戰爭(包括戰爭的

背景、過程與結果)，以及戰後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以及條約對當時社會政治、

經濟、觀念等方面的影響。無論是中英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侵華、中日甲午戰

爭、還是八國聯軍侵華戰爭，都是按照這樣一個套路來論述的。 

        高中歷史課程中關於釣魚島問題的論述亦不例外。現行課程把重點放在日

本竊取侵占釣魚島的過程，即甲午戰爭的爆發、馬關條約的簽訂、日本在二戰

戰敗投降後，釣魚島隨台灣回歸祖國、二戰後美國對沖繩的托管及美日在釣魚

島問題上私相授受等歷史事實。誠然，讓學生了解日本侵占釣魚島的過程是講

述釣魚島問題的基礎，是非常重要的。但在論述過程中，筆者發現單單了解這

個過程是並不足夠的。首先，現行教材對釣魚島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前的情況基

本上是沒有提及的。釣魚島到底從何時開始歸屬中國？日本在何時開始對釣魚

島已懷有侵略的野心？如何去論證釣魚島在甲午戰爭前，就已經跟台灣、澎湖

列島一樣是中國領土？這段史實的空白必須要被填補。其次，在現實時事的層

面，早在 1972 年日本政府已經發表《關於“尖閣列島”所有權問題的基本見

解》，聲稱釣魚島是日本首先發現的無主地，並不包含在《馬關條約》割讓予

日本的土地範圍當中。加上近年日本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變本加厲，如實施所

謂釣魚島“國有化”等政策。要反駁日方的歪理邪說，必須要通過史料來論證

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客觀事實。這不單止是公民老師的責任，我們

歷史科在這個問題上也是責無旁貸的。而且筆者相信通過這樣一個論證的過

程，能使我們的學生對釣魚島的正義主張更加理直氣壯，更加發自內心。 

        隨著《高中基本學力要求》的實施，過往以知識為導向的教育將逐漸轉向

以能力為導向，要求知識與能力並重。對於歷史科來說，過往的重點是學習歷

史知識，現在則除了知識之外，還要求學生對歷史學科的價值、基本方法和能

力有所掌握。例如歷史科學中搜集和整理歷史文獻，即史料的方法；考證、判

斷歷史文獻真偽的方法；歷史論述的邏輯；還有歷史學是建基於事實與證據的

求真價值與態度。 

         本教案通過利用中外的歷史文獻，包括民間材料、官方檔案以及地圖，尤

其是日方的歷史文獻來論證釣魚島為中國的固有領土。期望一方面能補充甲午

戰爭前對釣魚島史事論述的空白。另一方面則期望通過這個論證的例子，使學

生了解歷史學科基本的價值、能力、態度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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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課節 課題 課題內容 授課時間 課時 

第一課節 
釣魚島簡介及相

關的歷史文獻 

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簡

介；有關釣魚島問題歷史

文獻的簡介與來源介紹 

 

2016-12-05 
40 

分鐘 

第二課節 
釣魚島為中國固

有領土的論證 

從歷史文獻、中方地圖、

外國地圖、日本地圖等證

據論證釣魚島及其附屬島

嶼為中國的固有領土 

2016-12-07 
40 

分鐘 

第三課節 
中日釣魚島問題

的成因 

日本竊取釣魚島的經過，

戰後美日私相授受竊據釣

魚島的經過。 

2016-12-08 
40 

分鐘 

第四課節 今日的釣魚島 

釣魚島在我國法律中的定

位、中國政府維護釣魚島

領土主權的措施；討論與

自由辯論環節 

2016-12-08 
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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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1.通過本單元教學，期望能增進同學們對時事熱點的了解。 

2.培養熱愛國家，關心社會的情懷。 

3.加深認識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固有領土的歷史事實。 

4.了解歷史學科求真的價值。 

5.掌握搜集、辨偽、分析、整理歷史文獻的基本方法和能力。 

6.培養同學的邏輯思維與批判性思維。 

 

二、主要內容 

1.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簡介。  

2.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為中國固有領土的證據：包括中日雙方民間的文字材

料、中日雙方的官方文書檔案、中方地圖、外國地圖、日本地圖等歷史文獻。 

3.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為中國固有領土的論證：通過對上述歷史文獻的搜集、

辨偽、分析、整理的過程，來論證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固有

領土的歷史事實。 

4.中日釣魚島主權爭端的由來：日本竊取釣魚島的始末、戰後美日私相授受重

新侵占釣魚島的經過、近年日本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變本加厲的舉措。  

5.釣魚島在中國法律中的定位、中國政府維護釣魚島領土主權所採取的措施。 

 

三、教學重點 

1.通過歷史文獻論證中國為最先發現、命名和利用釣魚島的國家。 

2.通過歷史文獻論證早在明朝初年中國已經對釣魚島實行長期的有效管轄。 

3.通過現存的中外地圖，尤其是日本的地圖論證釣魚島為中國領土的事實在甲

午戰爭以前早已被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各國廣泛接受。 

4.中日釣魚島主權爭端的歷史成因：日本竊取釣魚島的始末、尤其是戰後美日

私相授受重新侵占釣魚島的經過。 

5.日方對釣魚島問題所持的立場，及其與史實的矛盾之處。 

6.釣魚島在中國法律中的定位、中國政府維護釣魚島領土主權所採取的措施。 

四、教學難點 

1.歷史文獻的解讀，包括版本、斷句、訓讀、古今地名對照等問題。 

2.琉球國與中原皇朝的關係，以及琉球文獻在論證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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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戰後美日關係的變化，以及美日私相授受重新侵占釣魚島的意義。 

 

五、設計創意和特色 

‧以論證過程為基礎的歷史課 

         過往高中歷史科教學中關於釣魚島問題的敘述大多把重點放在日本竊取侵

占釣魚島的經過，即甲午戰爭的爆發、《馬關條約》的簽訂、二戰後美國對沖

繩的托管及美日在釣魚島問題上私相授受等事件，而忽略從歷史文獻的角度去

論證釣魚島為中國固有領土的歷史事實。本教案通過利用中外的歷史文獻，尤

其是日方的歷史文獻，結合歷史考證學與歷史文獻學的方法，來論證釣魚島為

中國的固有領土。 

‧與學術前沿結合，重視知識和方法論的更新 

        我認為老師必須具有知識更新的意識，不能與學術前沿脫節。以我們歷史

科為例，隨著出土文獻與研究成果的不斷出現，歷史學中很多問題的結論和研

究方法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如商代青銅器“司母戊鼎”，最近已被古文字學

家正名為“后母戊鼎”，中學教科書亦需改寫。老師如果還是“一本通書教到

老”，沒有知識更新的觸角，將會對學生的學習做成很負面的影響。 

         最近歷史學界提倡一種“從周邊看中國”的研究方法，指出過往研究中國

歷史基本只注重我們中國自身的歷史文獻，而忽略周邊國家，例如日本、朝

鮮、越南、歐洲歷史文獻中對中國的記述，研究中國史，應更多地參考外地文

獻。釣魚島問題屬中國史範疇，筆者在講述此問題時引進了日本和歐洲等國的

文獻，一方面是希望增加論證的說服力，更重要的是希望能把這個“從周邊看

中國”的理念帶給學生，讓他們以後學習中國史時能有這方面的視角。 

        其次，在歷史文獻方面，過往研究把重點放在文字史料之上，對於地圖、

繪畫、塑像等非文字史料關注並不夠。在講述釣魚島問題時大量使用地圖等非

文字史料，一方面是論證過程所必須，更重要的是把歷史文獻不單只有文字性

史料，非文字的地圖、繪畫、塑像也可以作為歷史研究重要資料的理念帶給學

生。 

‧跨學科結合 

         與品德公民科的結合：釣魚島問題是當下的時事熱點，通過對該問題的講

授，期望增進學生對該問題的了解，培養熱愛國家，關心社會的情懷。通過講

授釣魚島在中國法律中的地位，以及中央政府近期維護釣魚島領土主權的措

施，增加同學對中央政府與及中國法律體系的認識。 

         與地理科的結合：在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簡介的部份，對釣魚島的地理資

訊作出了介紹，並提供不同的地圖以供參照。在古地圖的部份，明顯向學生指

出古地圖和現今地圖在方向上和比例上的差異，教授讀古地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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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學用具 

電腦、投影機、PPT、地球儀、報紙 

 

七、教學課時 

4 教節，每節為 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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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課題 《釣魚島簡介及相關的歷史文獻》 

班級 高一 學生人數 29 

教材來源 自編補充資料 教學時間 160 分鐘(4 課節) 

第一課時 

教學目標 1.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簡介。 

2.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為中國固有領土的證據：包括中日雙

方民間的文字材料、中日雙方的官方文書檔案、中方地圖、

外國地圖、日本地圖等歷史文獻。 

教學媒體 電腦、投影機、PPT 

教學方法 講述教學法、問答啟發教學法、資訊融入教學。 

教學活動 對應 PPT、基力 

一、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據《澳門日報》報導：2016 年 11 月 6 日 4 艘中國海

警船駛入釣魚島附近海域巡航，日本駐華大使館就事件向

中方表達抗議。今次是中國船隻今年以來第 31 次駛入釣魚

島 12 海里巡航，其中一艘船隻搭載疑似機關炮裝置。為甚

麼中國海警船在中國領海內巡邏竟然會招來日本人的抗

議？而關注時事的同學應該知道，中日之間釣魚島的爭議

經常都會成為新聞的焦點，出現於各大報章當中。今天，

讓我們通過對中日釣魚島問題歷史成因的學習，來了解釣

魚島的前世與今生。 

 

二、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簡介 

    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位於台灣島東北部，是台灣的附

屬島嶼，分佈在東經 123°20'-124°40'，北緯 25°40'-26°00'

之間的海域，由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南小島、北小

島、南嶼、北嶼、飛嶼等島礁組成，總面積約 5.69 平方公

里。釣魚島位於該海域的最西端，面積約 3.91 平方公里，

是該海域面積最大的島嶼，主峰海拔 362 米。黃尾嶼位於

釣魚島東北約 27 公里，面積約 0.91 平方公里，是該海域

的第二大島。赤尾嶼位於釣魚島東北約 110 公里，是該海

域最東端的島嶼，面積約 0.065 平方公里。 

      【老師提問】台灣在甚麼時候被割讓給日本？ 

      【參考答案】1894 年甲午戰爭，中國戰敗；1895 年簽

訂《馬關條約》，把台灣、澎湖列島、遼東半島(後贖回)

割讓予日本。釣魚島作為台灣的附屬島嶼，此時與台灣一

起被割讓予日本。 

 

三、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為中國固有領土的文獻證據 

        釣魚島問題的歷史成因屬中國史範疇，過往我們研究

 

 

教具：拿出 2016

年 11 月 7 日的

《澳門日報》相

關版面 

 

 

 

 

 

 

 

 

PPT：P.3、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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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大多只引用中國的文獻作為資料，而忽略了周邊

國家或地區的文獻資料中關於中國歷史的記載。今節課我

們將會首先介紹一下與釣魚島相關的歷史文獻，而下一節

課開始將會利用這些資料來論證釣魚島為中國的固有領

土。 

        在文字資料方面，最早記載釣魚島地名的史籍是成書

於 1403 年(明永樂元年)的《順風相送》。此外明代文獻還

包括陳侃、郭汝霖、夏子陽所著的三冊《使琉球錄》、謝

傑的《琉球錄撮要補遺》。清代文獻方面，則有汪輯的

《使琉球雜錄》、周煌的《琉球國志略》、以及徐葆光的

《中山傳信錄》、《台海使槎錄》、《臺灣府志》，亦是

十分重要的文字資料。 

        在外國文字資料方面，有由琉球國相向象賢監修，成

書於 1605 年的琉球國第一部正史《中山世鑒》和程順《指

南廣義》。日方則有由外務省編纂的《日本外交文書》。 

         過往歷史課主要使用的是文字史料，但其實在文字史

料之外，地圖、繪畫、塑像等非文字史料亦可以作為歷史

研究的依據。 

         中方地圖和海防圖方面，明代的包括胡宗憲、鄭若曾

編纂《籌海圖編》中的“沿海山沙圖”、徐必達繪製《乾

坤一統海防全圖》、茅元儀繪製《武備志‧海防二‧福建

沿海山沙圖》、蕭崇業《使琉球錄》中的“琉球過海

圖”、茅瑞徵的《皇明象胥錄》等。清代的包括《坤輿全

圖》、《皇朝中外一統輿圖》、《重纂福建通志》中的地

圖等。 

        日本地圖方面，包括 1785 年民間人士林子平所著《三

國通覽圖說》的附圖“琉球三省並三十六島之圖”；官方

地圖則有 1895 年出版的《沖繩縣管內全圖》。 

        外國地圖還包括法人皮耶‧拉比的《東中國海沿岸各

國圖》、英國出版的《最新中國地圖》、美國出版的《柯

頓的中國》、英國海軍編制的《中國東海沿海自香港至遼

東灣海圖》等地圖。 

       【老師提問】大家看《三國通覽圖說》和我們今天的

地圖有何不同？ 

       【參考答案】現在地圖大多為上北下南，左西右東；

而該圖則上東下西，左南右北。方向與今天的地圖不同。

在中國古地圖中，有些地圖是上南下北的，南方朝上的。 

四、思考題： 

1.為甚麼我們要學習甲午戰爭以前釣魚島的歷史？與我們

今天中日釣魚島主權爭議的成因有何關係？ 

2.研究歷史除了依靠文字資料外，還可以使用哪些材料？

試列舉一些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中常用的非文字性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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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釣魚島為中國固有領土的論證》 

班級 高一 學生人數 29 

教材來源 自編補充資料 教學時間 160 分鐘(4 課節) 

第二課時 

教學目標 1.通過歷史文獻論證中國為最先發現、命名和利用釣魚島的

國家。 

2.通過歷史文獻論證早在明朝初年中國已經對釣魚島實行長

期的有效管轄。 

3.通過現存的中外地圖，尤其是日本的地圖論證釣魚島為中

國領土的事實在甲午戰爭以前早已被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各

國廣泛接受。 

教學媒體 電腦、投影機、PPT 

教學方法 講述教學法、問答啟發教學法、資訊融入教學。 

教學活動 對應 PPT、基力 

一、中國最先發現、命名和利用釣魚島 

        我國古代先民長期在東海從事漁業生產活動，在實踐

過程中，最早發現了釣魚島並予以名命。目前所見最早記

載釣魚島、赤尾嶼等地名的史籍，是成書於 1403 年(明永

樂元年)的《順風相送》。這表明，早在十四、十五世紀中

國就已經發現並命名了釣魚島。 

         1372 年(明洪武五年)，琉球國王向明朝朝貢，明太祖

朱元璋遣使前往琉球。至 1866 年(清同治五年)近 500 年

間，明清兩代朝廷先後 24 次派遣使臣前往琉球王國冊封，

釣魚島是冊封使前往琉球的途經之地，有關釣魚島的記載

大量出現在中國使臣撰寫的報告中。如明朝冊封使陳侃所

著《使琉球錄》(1534 年)明確記載“過釣魚嶼，過黃毛

嶼，過赤嶼，……見古米山，乃屬琉球者”。明朝冊封使

郭汝霖所著《使琉球錄》(1562 年)記載，“赤嶼者，界琉

球地方山也”。；清朝冊封副使徐葆光所著《中山傳信

錄》(1719 年)則記載，從福建到琉球，經花瓶嶼、彭佳

嶼、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取姑米山(琉球西南方界

上鎮山)、馬齒島，入琉球那霸港”。 

        由琉球國相向象賢監修，1650 年成書的琉球國第一部

正史《中山世鑒》記載，古米山(亦稱姑米山，今久米島)

是琉球的領土，而赤嶼(今赤尾嶼)及其以西則非琉球領

土。1708 年，琉球學者程順撰寫《指南廣義》記載，姑米

山為“琉球西南界上之鎮山”。以上史料清楚指出釣魚

島、赤尾嶼屬於中國，久米島屬於琉球，分界線在赤尾嶼

和久米島之間的黑水溝(今沖繩海槽)。 

        【老師提問】琉球國與中原皇朝關係屬何種性質？琉

球國歷史文獻中對釣魚島的記載，說明了甚麼？對今天中

日釣魚島的領土爭端有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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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答案】琉球為中國的藩屬國。早在 14 世紀，明

太祖朱元璋當政的時期，琉球已向明朝進貢，為中國的藩

屬國。1872 年日本吞併琉球，並改名“沖繩縣”。1650 年

琉球的官修正史《中山世鑒》明確宣稱釣魚島屬中國領

土，與琉球無關。日本聲稱釣魚島屬現今的沖繩縣管轄，

毫無歷史或法理依據。 

 

二、早在明朝初年中國已經對釣魚島實行長期的有效管轄 

        早在明朝初期，為防禦東南沿海的倭寇，中國就將釣

魚島列入防區。1561 年(明嘉靖四十年)，明朝駐防東南沿

海的最高將領胡宗憲主持、鄭若曾編纂的《籌海圖編》一

書，明確將釣魚島等島嶼編入“沿海山沙圖”，納入明朝

的海防範圍內。1605 年(明萬曆三十三年)徐必達等人繪製

的《乾坤一統海防全圖》及 1621 年(明天啟元年)茅元儀繪

製的中國海防圖《武備志‧海防二‧福建沿海山沙圖》，

也將釣魚島等島嶼劃入中國海疆之內。 

        清朝不僅沿襲了明朝的做法，繼續將釣魚島等島嶼列

入中國海防範圍內，而且明確將其置於台灣地方政府的行

政管轄之下。清代《台海使槎錄》、《台灣府志》等官方

文獻詳細記載了對釣魚島的管轄情況。1871 年(清同治十

年)刊印的陳壽祺等編纂的《重纂福建通志》卷八十六將釣

魚島列入海防要衝，隸屬台灣府噶瑪蘭廳(今台灣省宜蘭

縣)管轄。 

 

三、中外地圖均標示釣魚島屬於中國領土 

         1579 年(明萬曆七年)明朝冊封使蕭崇業《使琉球錄》

中的“琉球過海圖”、1629 年(明崇禎二年)茅瑞徵撰寫的

《皇明象胥錄》、1767 年(清乾隆三十二年)繪製的《坤輿

全圖》、1863 年(清同治二年)刊行的《皇朝中外一統輿

圖》等，均已將釣魚島列入中國版圖。 

        日本最早記載釣魚島的文獻為 1785 年林子平所著《三

國通覽圖說》的附圖“琉球三省並三十六島之圖”，該圖

將釣魚島列在琉球三十六島之外，並與中國大陸繪成同

色，意指釣魚島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1809 年法國地理學家皮耶‧拉比等繪《東中國海沿岸

各國圖》，將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繪成與台灣島相同

的顏色。1811 年英國出版的《最新中國地圖》、1859 年美

國出版的《柯頓的中國》、1877 年英國海軍編制的《中國

東海沿海自香港至遼東灣海圖》等地圖，都將釣魚島列入

中國版圖。 

         【老師提問】官方地圖和民間地圖所蘊涵的歷史意義

有何不同？在民間地圖不單一張的情況下，哪些應該被採

納為歷史研究的證據？哪些則應該排除於證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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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答案】官方地圖代表政府的政策取態，而民間

地圖則反映民間的普遍觀念。在民間地圖不止一張的情況

下，應該以最能反映民間普遍觀念者為準。在釣魚島問題

上，無論是日本官方的地圖還是日本民間的地圖，均明確

表示在甲午戰爭以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已為中國領

土，而非沖繩屬地。此外，釣魚島為中國領土的事實亦為

歐美國家的政府和民間觀念普遍承認，這從他們所繪製的

地圖就可以反映出來。 

 

四、思考題： 

1.“從周邊看中國”的歷史研究方法有甚麼好處？ 

2.“從周邊看中國”的歷史研究方法又有甚麼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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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中日釣魚島問題的歷史成因》 

班級 高一 學生人數 29 

教材來源 自編補充資料 教學時間 160 分鐘(4 課節) 

第三課時 

教學目標 1.中日釣魚島主權爭端的歷史成因：日本竊取釣魚島的始

末、尤其是戰後美日私相授受重新侵占釣魚島的經過。 

2.日方對釣魚島問題所持的立場，及其與史實的矛盾之處。 

教學媒體 電腦、投影機、PPT 

教學方法 講述教學法、問答啟發教學法、資訊融入教學。 

教學活動 對應 PPT、基力 

一、日本竊據釣魚島 

         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加快對外侵略擴張。1879 年，日

本吞併琉球並改稱沖繩縣。1884 年，有日本人聲稱首次登

上釣魚島，發現該島為“無人島”。日本政府隨即對釣魚

島開展秘密調查，並試圖侵佔。日本上述圖謀引起中國的

警覺。1885 年 9 月 6 日(清光緒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申

報》登載消息：“台灣東北邊之海島，近有日本人懸日旗

於其上，大有佔據之勢。”由於顧忌中國的反應，日本政

府未敢輕舉妄動。 

         1885 年 9 月 22 日沖繩縣令在對釣魚島進行秘密調查

後向內務卿山縣有朋密報稱，這些無人島“與《中山傳信

錄》記載的釣魚台、黃尾嶼和赤尾嶼應屬同一島嶼”，已

為清朝冊封使船所詳悉，並賦以名稱，作為赴琉球的航海

標識，因此對是否應建立國家標樁心存疑慮，請求給予指

示。同年 10 月 9 日，內務卿山縣有朋致函外務卿井上馨徵

求意見。10 月 21 日，井上馨復函山縣有朋認為，“此刻

若有公然建立國標等舉措，必遭清國疑忌，故當前宜僅限

於實地調查及詳細報告其港灣形狀、有無可待日後開發之

土地物產等，而建國標及著手開發等，可待他日見機而

作”。井上馨還特意強調，“此次調查之事恐均不刊載官

報及報紙為宜”。日本政府沒有同意沖繩縣在釣魚島上建

立國家標樁的請求。 

         1890 年 1 月 13 日，沖繩縣知事又請示內務大臣，稱

釣魚島等島嶼“為無人島，迄今尚未確定其管轄”，“請

求將其劃歸本縣管轄之八重山官署所轄”。1893 年 11 月 2

日，沖繩縣知事再次申請建立國標以劃入版圖。日本政府

仍未答覆。甲午戰爭前兩個月，即 1894 年 5 月 12 日，沖

繩縣秘密調查釣魚島的最終結論是：“自明治十八年(1885

年)派縣警察對該島進行勘察以來，未再開展進一步調查，

故難提供更確切報告。……此外，沒有關於該島之舊時記

錄文書以及顯示屬我國領有的文字或口頭傳說的證據。” 

相關檔案清楚地顯示，當時無論是日本中央政府還是沖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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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雖然覬覦釣魚島，但完全清楚這些島嶼屬於中

國，不敢輕舉妄動。 

        1894 年 7 月，日本發動甲午戰爭。同年 11 月底，日

本軍隊佔領中國旅順口，清朝敗局已定。在此背景下，12

月 27 日，日本內務大臣野村靖致函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認

為“今昔形勢已殊”，要求將在釣魚島建立國標、納入版

圖事提交內閣會議決定。1895 年 1 月 11 日，陸奧宗光回

函表示支持。同年 1 月 14 日，日本內閣秘密通過決議，將

釣魚島“編入”沖繩縣管轄。1895 年 4 月 17 日，清朝在

甲午戰爭中戰敗，被迫與日本簽署不平等的《馬關條

約》，割讓“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釣魚島等作

為台灣“附屬島嶼”一併被割讓給日本。1900 年，日本將

釣魚島改名為“尖閣列島”。 

    【老師提問】有哪些成語適合來形容山縣有朋、井上馨

等日本官員的心理狀態？如何理解“弱國無外交”的說

法？ 

    【參考答案】鬼鬼祟祟、作賊心虛、有賊心無賊膽。因

為他們清楚知道釣魚島屬中國領土，侵占行為屬非法，而

且於理不合，更害怕中國民間與官方的反應，不敢輕舉妄

動。後來中國於甲午戰爭戰敗，日本得以明目張膽地侵占

釣魚島，並強逼中國簽訂《馬關條約》，承認日本對釣魚

島的佔領。在國際關係中，實力是最重要的因素。公理需

要實力來捍衛，而落後則只能捱打。今日的中國已經不是

晚清時期的中國，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提升，日本人肆意

妄為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二、美日私相授受重新侵占釣魚島 

        1941 年 12 月，中國政府正式對日宣戰，宣佈廢除中

日之間的一切條約。1943 年 12 月《開羅宣言》明文規

定，“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

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欲所攫

取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1945 年 7 月《波茨坦

公告》第八條規定：“《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

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

決定之其他小島。” 

         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政府在《日本投降書》中明確

接受《波茨坦公告》。1945 年 10 月 25 日，中國戰區台灣

省對日受降典禮在台北舉行，中國政府正式收復台灣。釣

魚島作為台灣的附屬島嶼已於二戰結束後回歸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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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 年 9 月 8 日，美國日本締結了《舊金山和約》，

規定北緯 29 度以南的西南諸島(主要為沖繩)等交由聯合國

託管，而美國是唯一施政當局。 1952 年 2 月、1953 年 12

月，琉球列島美國民政府先後發佈第 68 號令和第 27 號

令，擅自擴大託管範圍，將中國領土釣魚島劃入其中，非

法地重新侵占了中國領土釣魚島。 

       1971 年 6 月 17 日，美日簽署《歸還沖繩協定》，將琉

球群島和釣魚島的“施政權”“歸還”給日本。日本繼美

國的腳步，非法侵占中國領土釣魚島至今。 

 

三、日方對釣魚島問題所持的立場 

         1972 年 3 月 8 日，日本外務省發表《關於尖閣列島所

有權問題的基本見解》，闡述日本政府對於釣魚島主權歸

屬問題的主張：一是釣魚島為“無主地”，不包含在《馬

關條約》規定的由清政府割讓給日本的澎湖列島和台灣及

其附屬島嶼的範圍之內。二是釣魚島不包含在《舊金山和

約》第二條規定的日本所放棄的領土之內，而是包含在該

條約第三條規定的作為西南諸島的一部分被置於美國施政

之下，並根據《歸還沖繩協定》將施政權“歸還”日本的

區域內。三是中國沒有將釣魚島視為台灣的一部分。 

      【老師提問】日本政府的觀點與我們之前所學習的史實

有何矛盾之處？我們應該如何去反駁這種“歪理邪說”？ 

      【參考答案】1.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是日

方所謂的“無主島”。早在日本人首次登島的數百年前，

中國人已發現該島並進行了命名，並由中國政府實施了數

百年的有效管轄。2.根據 1871 年同治《重纂福建通志》記

載，釣魚島為台灣的附屬島嶼，在行政區劃上屬台灣府噶

瑪蘭廳管轄。3. 《歸還沖繩協定》中關於釣魚島管轄權的

“移交”，是美日兩國私相受授的非法行為，中國堅決反

對，從來沒有接受，亦不可能接受。 

 

四、思考題： 

1.試結合甲午戰爭前後的東亞格局來分析中、日兩國對釣

魚島問題的取態。 

2.試結合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國際格局來分析中、日、

美三國對釣魚島問題的取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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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今日的釣魚島》 

班級 高一 學生人數 29 

教材來源 自編補充資料 教學時間 160 分鐘(4 課節) 

第四課時 

教學目標 1.釣魚島在中國法律中的定位。 

2.中國政府維護釣魚島領土主權所採取的措施。 

教學媒體 電腦、投影機、PPT 

教學方法 講述教學法、問答啟發教學法、資訊融入教學。 

教學活動 對應 PPT、基力 

一、釣魚島在中國法律中的定位 

         1958 年，中國政府發表領海聲明，宣佈台灣及其周圍

各島屬於中國。1992 年中國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

及毗連區法》，明確規定“台灣及其包括釣魚島在內的附

屬各島”屬於中國領土。2009 年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海島保護法》確立了海島保護開發和管理制度，對海島名

稱的確定和發佈作了規定。據此，中國於 2012 年 3 月公佈

了釣魚島及其部分附屬島嶼的標準名稱。2012 年 9 月 10

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公佈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領

海基線。9 月 13 日，中國政府向聯合國秘書長交存釣魚島

及其附屬島嶼領海基點基線的座標表和海圖。 

 

二、中國政府維護釣魚島領土主權所採取的措施 

        中國通過外交途徑強烈抗議和譴責美日私相授受釣魚

島。1951 年 8 月 15 日，舊金山會議召開前，中國政府聲

明：“對日和約的準備、擬制和簽訂，如果沒有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參加，無論其內容和結果如何，中央人民政府一

概認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無效的。”1951 年 9 月 18

日，中國政府再次聲明，強調《舊金山和約》是非法無效

的，絕對不能承認。1971 年，針對美、日兩國國會先後批

准《歸還沖繩協定》，中國外交部嚴正聲明，釣魚島等島

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對此，台灣

國民黨當局亦提出了強烈的反對。此外，中國政府還通過

發表外交聲明、對日嚴正交涉和向聯合國提交反對照會等

措施表示抗議。 

        【老師提問】台灣當局當時的領導人是誰？包括台灣

人在內的海內外華人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是否一致？ 

        【參考答案】台灣當局當時的領導人是蔣介石。美日

《歸還沖繩協定》出台後，引起了海內外中國人的憤怒。

台灣地區和港澳地區多次出現民間自發的“保釣運動”，

通過籌款赴釣魚島海域宣示主權，多次成功登島，更有人

因此發生意外，失去了生命。可見無論是內地人、台灣

人、還是港澳人、海外華人，所有中國人對釣魚島主權問

題的立場，都是堅定和一致的。 

 

 

PPT：P.38--39 

基力：品德與公民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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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始終在釣魚島海域保持經常性的存在，並進行管

轄。中國海監執法船在釣魚島海域堅持巡航執法，漁政執

法船在釣魚島海域進行常態化執法巡航和護漁，維護該海

域正常的漁業生產秩序。中國還通過發佈天氣和海洋觀測

預報等，對釣魚島及其附近海域實施管理。2013 年中國海

警局成立，中國海警對釣魚島 12 海里範圍領海及所屬經濟

區展開常態化巡邏，以 2016 年為例，直至 11 月，中國海

警對相關領海的巡航已達 31 次之多，有效地維護了中國在

相關區域的國家主權與領土權益。 

        【老師提問】為何中國政府要對釣魚島海域開展巡航

等常態化管理？這樣做的目的是甚麼？ 

        【參考答案】宣示主權。國際法中對處理領土爭端問

題有所謂“時效取得”原則。所謂“時效取得”，即是指

一國在足夠長的一段時間內對一塊土地連續不斷、不受干

擾地行使權力，以致在歷史發展的影響下造成一種一般信

念，即該現狀是符合國際秩序的，即可取得該土地的主

權。當然，由於釣魚島是在美日私相授受下被非法佔領，

“時效取得原則”並不適用。但為了防止日本以此為籍

口，我國必須對釣魚島及相關區域實行巡航等常態化管

理，以確保釣魚島不被日本竊據。 

 

 

三、思考題： 

1.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作為中國人、作為中學

生，在中日釣魚島領土爭端這類的重大國事議題上，你能

夠在哪些方面發揮作用？作出哪些貢獻？ 

2.美日私相授受，重新侵占釣魚島的行徑早在上世紀七十

年代，甚至五十年代就已經開始了。對此，中國政府在外

交層面採取了應對措施。進入二十一世紀，可以看出中國

政府除了在外交層面，還採取了常態化巡航、劃設防空識

別區等更為主動和強力的措施來捍衛領土主權。這種變化

趨勢的理由是甚麼？ 

 

 

 

播放央視網上中

國海警巡航釣魚

島相關新聞片段 

 

 

 

 

 

 

 

 

 

 

 

 

 

 

 

 

 

 

 

 

 

 

 

 

 

http://news.cct

v.com/2016/12

/05/ARTIjZhsf

XVoYbiRxG5

FiZh9161205.s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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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我認為中學歷史課與時事的結合必須慎重。 

有一種觀點認為歷史課沉悶，未能帶動學生的學習興趣，是由於歷史與他

們的現實生活關係不太密切所導致。所以主張把時事與歷史課相合，希望通過

這種方式，一方面能增加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另一方面則能通過學到的歷史

知識，幫助他們更好地了解身邊所發生的時事，培養他們分析解決問題的能

力。中日釣魚島主權爭端作為時事熱點，一直受到社會廣泛的關注。可以看

出，以此為題的歷史課，與中國古代三省六部制、中國古代城市制度等課題相

比，確實能引起學生的關注，無論是學生上課時專注的程度，還是他們參與課

堂的積極性，相互討論的熱烈氣氛，都明顯地比其他的課題要高。總結下來，

我覺得本單元的教學還是相對成功的。 

歷史科具有人文學與社會科學雙重屬性。作為社會學科，目的是幫助學生

了解我們所身處的社會，特別是政治(例如政府產生方式、法律制度)、經濟體

制(例如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容，以及它的起源與發展歷程。在這個層面上，歷

史科講授的雖然是過去的知識，但與現在的社會，注定是密不可分。把歷史科

與一些現實生活中的問題與例子相結合，不但無可厚非，甚至是必須的。 

但我始終堅持一個觀點，就是把現實社會的時事引入中學歷史科必須要

“慎重”。每天上下班，步行路過三角花園、白鴿巢公園，都會聽到那些退休

老伯手持免費報紙，高聲談論時事熱點，吹水吹得口沫橫飛，從港澳政治、國

內經濟以至國際關係，無所不知，無所不談。社會政治、經濟問題是一個嚴肅

的話題，首先就需要一種嚴謹的態度；其次，這種問題的討論需要社會科學的

基礎知識，如對政治、經濟體制的認識；再次，需要真確的資訊。上述三者結

合起來，才能進行有意義的討論。我十分害怕講求學術性的歷史課堂會變成一

個態度輕挑、不負責任，沒有知識、沒有準確資訊的公園吹水大會。這種形式

的時事討論不但對學生無益，而且害處極大。首先在態度上，會失去學術應有

的嚴謹，產生一種輕挑、不負責任、自以為無所不知，甚麼都能談的傲慢自大

態度。其次，由於報紙不如教科書或正式書籍嚴謹，甚至現在很多老師傾向於

使用網絡媒體，則其嚴謹性甚至連報紙都不如，其中登載的知識、資訊未必一

定準確。一旦老師選材不當，會造成很多問題。 

那我們是否應該因噎廢食，完全把社會時事排斥於歷史課之外呢？我看亦

大可不必。我的觀點是只要做到兩方面的慎重，就可以避免上述的問題發生，

把歷史科與時事精彩地結合起來，形成良性循環。 

首先，在選題方面需要嚴謹。以歷史學科為本，從課程內容出發，挑選相

應的時事資訊以輔助歷史的教學，而不是本末倒置地為某些與歷史課程無關的

時事熱點披上歷史、學術的外衣。例如我選擇釣魚島這個題目，是因為看到在

現今歷史課程中對甲午戰爭以前釣魚島歷史記載的空白，以及中國對釣魚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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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缺乏論證的過程，認為有補充的必要。而且這個時事熱點與歷史課程密切

相關，或者說，本單元的歷史知識甚至是討論這個時事話題的前提和基礎。 

其次，在選材上，發放給學生的資料必須要準確和嚴謹。我教導學生找資

料的方法時，我鼓勵他們到圖書館去找正式的書籍，而不太鼓勵上網去找資

料，因為圖書館正式的書籍署名作者和出版社都要負責，而網上的資料則缺乏

來源，嚴謹性不如書籍。當然，我不是說不能網上找資料，因為在現今資訊科

技年代網上找資料是十分重要的技能。我這樣做的目的，是強調學術的嚴謹

性。報紙方面，傳統紙質媒體要好於網絡媒體；個人認為收費媒體要好於免費

媒體。我建議老師選擇材料時首先要看材料的出處和作者，以此方法為材料的

質量把關。除各大報章外，可以多參考一些知名雜誌和學術期刊。例如國際關

係、國際貿易的話題，都有專門的雜誌或期刊(如香港經濟日報出版的周刊，一

本要二十多元。)，文章的作者都是大學老師、行業專家等專業人士，以這些材

料作為討論的基礎，討論的質量才能有保證，學生才能通過閱讀、討論、思

考，學到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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