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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與教學的課例~二二八事件的美麗與哀愁 

楊美玲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教師/臺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社會領域輔導員 

 

壹、 前言 

228 連假，記錄了臺灣民主的花朵是由先人的血淚澆灌而成，五下的社會課本從中華民

國的誕生談起，經過光復後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的發展，國家從戒嚴到解嚴，逐步邁向

民主化的腳步，同時也介紹了人民的努力與社會的變遷過程。但發生在臺灣光復後不久，西

元 1947 年 2 月底的「二二八事件」，一直被定性為族群衝突，是一場臺灣人反抗外來政權的

起義。過去執政的政黨對此諱莫如深，所提供的官方檔案資料都不完整，以致「二二八事件」

的真相至今還是眾說紛紜。本課例藉由讓學生去探討與了解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理解當初造

成衝突的原因及對臺灣社會與人民的傷害，期望能找出彌補與補救的方法，消除本省與外省

的心結，締造更團結和平的臺灣社會。 

108課綱中所強調的「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

知識、能力、態度。本課例的設計者認同素養導向的理念，因此，嘗試規畫多元方式的學習

活動，引發學生從活動中透過分享展現情意態度、習得學習方法與策略、運用策略獲得相關

知識，並透過多元評量來檢核學生在知識、能力、態度的學習概況，也藉此做為設計者未來

規劃素養導向之課程與教學的參考依據。 

 

貳、 教材分析 

一、使用教材：翰林版五下第三單元第 1課「光復後的政治與經濟」。  

二、學生背景分析：課堂上採取異質分組，經常提供學生配對分享、小組討論、同儕相互學

習、共同學習法等機會，學生已熟悉分享看法、分組討論、上台發表、自學與共學等方

式與流程。學生從五上開始已具備預習課文、閱讀與分析資料、應用多元摘要法做筆記、

口頭說明重要內容等學習經驗。 

三、轉化成領綱的教學設計： 

1.核心素養：社-E-B1透過語言、文字及圖像等表徵符號，理解人類生活的豐富面貌，並能運

用多樣的表徵符號，解釋相關訊息，達成溝通的目的，促進相互間的理解。 

2.學習表現： 

(1)1b-Ⅲ-3解析特定人物、族群與事件在所處時間、空間脈絡中的位置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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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c-Ⅲ-2 檢視社會現象或事件之間的關係，並想像在不同的條件下，推測其可能的發展。  

(3)3b-Ⅲ-2摘取及整理社會議題相關資料的重點，判讀其正確性與價值，並加以描述和解釋。  

3.學習內容： 

(1)Cb-Ⅲ-1不同時期台灣、世界的重要事件與人物，影響台灣的歷史變遷。 

(2)Cd-Ⅲ-1 不同時空環境下，台灣人民透過爭取權利與政治改革，使得政治逐漸走向民主。 

四、學習目標： 

1.透過灑字活動與觀賞短片，探討光復初期二二八事件的背景脈絡。 

2.閱讀文本摘取重點，說明光復初期人民生活概況與二二八事件的關聯。 

3.分組探討二二八事件對臺灣社會的影響，說明二二八事件中要求改革臺灣政治與奠定臺灣

民主政治基礎的關聯。 

5.透過提問，分組討論反思面臨衝突事件，想像在不同的選擇下，推測其可能的發展。 

參、 學習資源與評量方式 

一、學習資源 

1.教師準備文本、【臺灣吧二二八事件】影片、教學簡報 ppt檔。 

2.學生課前預習翰林版五下社會課本 38-39頁 。 

3.學習單，學生每人 1張。 

4.單槍、實物投影機等 

二、評量方式 

1.實作評量(學習單、圈關鍵字)   

2.觀察評量(排出字卡、觀看影片)    

3.口語評量(討論發表) 

三、評量標準 

1.小組發表(口語評量) 

項目 
評量基準 

A等級(精熟) B等級(基礎) C 等級(待加強) 

口語評量 
能明確說出自己的想法

及思考歷程。 
能說出自己的想法。 

僅能重述別人說過的

意見。 

2.學習單 

項目 
評量基準 

A等級(精熟) B等級(基礎) C 等級(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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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能有 6個以上答案完整

回答問題並呈現。 

僅有 3-5個以上答案完

整回答問題並呈現。 

僅有 1~2個以上答案

完整回答問題並呈

現。 

 

伍、教學準備 

一、學生：學生在課前已預習課本 38-39頁。 

二、教師： 

1.參考課本內容架構，針對二二八事件設定【人民生活】、【導火線】、【經過】、【影響】、【關  

聯】等幾個小子題，課前進行資料改寫成文本提供給學生閱讀。 

2.製作【灑字卡】並剪輯【臺灣吧 228 事件】的影片，供學生觀賞，於課堂閱讀文本及學習

單，讓學生討論與實作。 

陸、教學內容與流程 

主要活動 教學策略 評量重點 

引起動機 

1.詢問學生為何 2月 28日要放假？ 

2.導入課本 P.39本節的學習主題。 

3.請學生圈出關鍵字 

圈關鍵字 

灑字遊戲 

1.進行【灑字卡】遊戲： 

2.利用字卡，讓學生分組合作，排列出二二八事件的時 

  間、人物、經過和結果。 

排出字卡 

影片觀賞 

 

1.播放【臺灣吧二二八事件】： 

  教師引導學生觀賞影片時，配合六格蜂巢圖學習單

(附件一)，簡要紀錄重點(學習單第 1-3題)。 

學習單 

第 1題 228 事件前臺灣人民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第 2題 228 事件的導火線 

第 3題關於 228是建請說出你印鄉最深刻的畫面 

專心觀看 

摘錄重點 

 

回答問題 

1. 以全班徵答及兩兩配對方式，每組一位分享六格蜂

巢圖學習單(附件一)上第 1-3題的答案。 

2. 教師利用 PPT讓全班核對答案。 

 

聆聽與回答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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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文本 

1.進一步探究：以小組為單位(每組 4-5人) 

閱讀與討論：閱讀教師發下「光復初期的臺灣」(附件

二)補充文本，小組討論六格蜂巢圖學習單上(附件一)

第 4-6題。 

2.將討論結果記錄於六格蜂巢圖學習單中。 

閱讀及紀錄 

 

實作討論 

 

1.第 4題，228事件對臺灣人民及社會帶來什麼影響，

利用全班徵答方式，每組一位分享答案。 

2.第 5題，當時成立「事件處理委員會」和奠定臺灣民

主政治的基礎有什麼關聯，利用小組密商方式，小聲討

論，再每組一位分享答案。 

3.教師發下裝有題目的信封袋＜第二次機會＞(附件

三)，討論分享。 

第 6題，假如時光倒流，回到 228事件的當時，菸酒專

賣局緝私員在臺北市大稻埕查緝私販香菸，處理失當，

傷斃民眾，引起群眾憤怒，包圍警察局要求懲兇，你是

當時的警察局長，你會怎麼做？事情可能會有什麼不同

的發展？ 

自行閱讀 

參與討論 

分享看法 

 

回饋統整 

 

總結： 

  「二二八事件」是臺灣歷史上重要的一頁，當我們在

追求二二八的歷史真相時，是否更該去思考面對族群與

文化衝突時，除了訴諸武力與暴力鎮壓之外，能否更有

智慧的去解決問題？ 

口頭發表 

筆記內容 

 

柒、教學成果 

灑字遊戲 影片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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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問題 閱讀文本 

  

臺灣吧二二八事件影片 教師製作灑字卡 

 
 

教師改寫的文本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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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提供情境讓學生討論 教師製作上課用的 PPT 

 
 

             學生作品-1              學生作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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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單上一共有 6 道問題，搭配老師的教學 PPT來完成，第 1、2題先請學生閱讀課

本 P.39後作答，從答案可看出學生順利擷取重點，知道當時人民生活的狀況是「治安惡

化、生活困苦、官員貪污舞弊、語言和文化衝擊」等，而事件導火線則是查緝私菸。 

    第 3 題請學生從臺灣吧的「二二八影片」中，寫出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幕，從學生

的回答當中可看出多數學生對於人民無辜被機關槍掃射，死傷慘重印象最深刻。 

    第 4 題則是閱讀老師補充的文本之後，找出事件發生後對台灣社會造成的影響，從

學生的回答當中可看出學生認為當時臺灣的各界菁英折損嚴重，人才斷層，臺灣人民內

心感到恐懼因而對政治冷漠疏離。 

    第 5 題詢問學生當時成立的「事件處理委員會」和奠定臺灣民主政治的基礎有何關

聯，這題採用小組密商的方式讓學生討論，不過這題對於學生而言較為困難，需要老師

加以引導，學生才能討論出適切的答案。 

    第 6 題則是老師發給每組一個信封袋，裡面裝著一張情境任務卡，讓學生回到過去

角色扮演，假想自己是當時的警察局長，面對憤怒的群眾，包圍警察局要求懲兇，你會

怎麼做？讓學生思考面對衝突時不同的解決方法，事情可能會有不同的發展及影響。從

學生的回答當中可以看出大多數學生都選擇用理性溝通，道歉及賠償的方式來解決衝突，

這也是老師當初在設計這個課程時最希望學生學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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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語 

一、關於二二八，學生的迷思…… 

每到二二八學生最開心的是能放假，但是為什要放假，為什麼要理解二二八事件，學生

還是一知半解，或者是認為那是過去的歷史了，再提這些事情也沒有意義，也常有學生認為

現在選舉還有人在利用族群矛盾，賺取同情，實在不應該，而大部分學生還是跟著主流媒體

塑造的表象走，缺乏真正的認識，而且年輕的學生越來越不覺得二二八和自己有何關聯。 

二、關於二二八，老師想的是…… 

課本中提及的二二八事件僅少少的一頁，但現實生活中卻是每到選舉時必定會被拿出來

討論的話題，要讓學生理解當時的社會及人民生活並不容易，也許這一代的學生只知道二二

八是和平紀念日要放假，但老師想讓學生們知道的卻是二二八在臺灣的民主里程碑上扮演何

等重要的角色，更想讓學生認識真正的臺灣精神。 

 

三、教學實踐的發現與省思 

• 重視情意態度的培養：本主題特別安排一些時間，引導學生先透過兩兩一組的｢配對分

享｣，說出｢二二八事件」發生前臺灣人民的生活及社會當時的氛圍，找出事件的導火

線，之後回到小組再一起擴大分享(或討論)。 

• 過程中發現多數學生能提出自己的觀察，也能指出問題所在，當時臺灣剛脫離日本回

歸中華民國政府，臺灣人民習慣日本的統治與文化，而國民政府軍隊卻覺得臺灣人像

日本人，因此衝突日增…教師教學的目的在引發學生思考，並從中瞭解學生能否理解

當時的社會環境與氛圍。 

四、教學生學習方法，能有效提升學習成效 

• 學生自五年級上學期迄今已學過很多摘要法，因此在進行本節學習活動時，學生能很

快的從影片中摘取重點，回答學習單上的問題，並結合文本進行共學(小組討論)與自

學(個別自行做筆記)，而且整體學習的成效頗佳。 

• 學生應用閱讀理解策略去分析問題、提出看法，並且回到當時假設的情境中，想像如

果自己遭遇當時的問題，可以有什麼不同的選擇，可能帶來什麼不同的結果。 

五、重視方法(或解決策略)的評估 

• 本主題讓學生角色扮演（信封中的問題），學生模擬當時的情境與人物，在面對相同的

問題時是否能有不同的解決方法，期望學生能將所學應用在日後生活中，當面臨選擇

方法(辦法)或解決策略之前，都能先想一想：這個策略合理嗎？容易執行嗎？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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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有沒有後遺症？雖然短時間無法看到學生將所學轉化應用在生活當中，但從學生

學習單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學生願意選擇用較為和平、理性的方法去溝通，則可避免引

起社會族群間的衝突。 

六、教學過程中的發現與省思 

• 教師講得多，遠不如給予學生做：經過半年多的師生共學(五上迄今)，發現在課堂上

教學生學習如何學習，持續提供學生動腦想、動手作、動口說與傾聽、並適度走動的

機會，給予學生實際操作、練習，以累積並修正學習經驗，能有效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的能力。 

• 方法知得多，遠不如實際確實做：假設情境與角色扮演的方法適用範圍廣，小至生活

中的細微爭執、大到國際間的問題，都可以引導學生透過分組集思廣益實作練習，不

但能提升學生理解包容、批判思考的能力，也能激發彼此行動力，值得嘗試。 

 

附件一：配合觀看「臺灣吧二二八」影片、閱讀文本，教師提問，讓學生討論、分享，完成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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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教師提供給學生閱讀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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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教師提供情境任務，讓學生角色扮演，思考是否有不同的問題解決策略。 

第二次的機會 

＊假如時光倒流，回到 228 事件的當時，菸酒專賣局緝私員在臺北市大稻埕查緝私販香菸，

處理失當，傷斃民眾，引起群眾憤怒，包圍警察局要求懲兇，你是當時的警察局長，你會怎

麼做？事情可能會有什麼不同的發展？ 

第二次的機會 

＊假如時光倒流，回到 228 事件的當時，菸酒專賣局緝私員在臺北市大稻埕查緝私販香菸，

處理失當，傷斃民眾，引起群眾憤怒，包圍警察局要求懲兇，你是當時的警察局長，你會怎

麼做？事情可能會有什麼不同的發展？ 

第二次的機會 

＊假如時光倒流，回到 228 事件的當時，菸酒專賣局緝私員在臺北市大稻埕查緝私販香菸，

處理失當，傷斃民眾，引起群眾憤怒，包圍警察局要求懲兇，你是當時的警察局長，你會怎

麼做？事情可能會有什麼不同的發展？ 

第二次的機會 

＊假如時光倒流，回到 228 事件的當時，臺北市民罷工、罷市，並聚眾向行政長官公署請願。

你是當時的公署長官，你會怎麼做？事情可能會有什麼不同的發展？ 

第二次的機會 

＊假如時光倒流，回到 228 事件的當時，臺北市民罷工、罷市，並聚眾向行政長官公署請願。

你是當時的公署長官，你會怎麼做？事情可能會有什麼不同的發展？ 

第二次的機會 

＊假如時光倒流，回到 228 事件的當時，事件擴大後，各地領導人進而組織處理委員會，要

求全面改革臺政，如果你是當時的行政長官，你會怎麼做？事情可能會有什麼不同的發展？ 

第二次的機會 

＊假如時光倒流，回到 228 事件的當時，事件擴大後，各地領導人進而組織處理委員會，要

求全面改革臺政，如果你是當時的行政長官，你會怎麼做？事情可能會有什麼不同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