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SA 社會科評量架構  1 

國中二年級社會科評量架構 

主
題
軸 

能力指標 基本內容 

人
與
空
間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因素，

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七年級 

一、臺灣的位置 

 1、臺灣的絕對與相對位置。 

二、臺灣的自然環境 

  1、臺灣的地形。 

  2、臺灣的氣候。 

  3、臺灣的水文。 

三、臺灣的人口 

  1、臺灣的人口分布與人口問題。 

四、臺灣的生態特色 

  1、臺灣的環境問題。 

五、臺灣的產業 

  1、臺灣的農漁業。 

  2、臺灣的工業與國際貿易。 

六、臺灣的區域發展特色 

  1、臺灣四大區域與金馬地區的區域特色。 

  2、臺灣區域發展差距擴大。 

八年級 

一、中國的自然環境 

  1、中國的位置。 

  2、中國的地形特徵。 

  3、中國的氣候分區。 
二、中國的人口 

  1、中國的人口分布與人口問題。 

三、中國的產業 

  1、中國在世界經濟的角色。 

  2、中國的農、牧業。 

  3、中國的工、商業。 

四、中國的資源問題 

  1、中國的土地資源問題。 

  2、中國的水資源問題。 

五、中國的區域發展特色 

  1、中國三大區域的區域特色。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動

如何影響人類的生活型態。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識覺改變

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4-4 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口政策。

1-4-5 討論城鄉的發展演化，引出城鄉問

題及其解決或改善的方法。 

1-4-6 分析交通網與運輸系統的建立如何

影響經濟發展、人口分布、資源交流與

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 

1-4-7 說出對生活空間及周緣環境的感

受，願意提出改善建言或方案。 

1-4-8 評估地方或區域所實施的環境保育

政策與執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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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與
時
間 

2-4-1 認識臺灣歷史(如思想、文化、社會

制度、經濟活動與政治興革等)的發展過

程。 

七年級 

一、史前文化與原住民 

  1、史前文化與原住民族。 

二、海權競爭的時代 

  1、海洋時代的來臨與荷西的統治。 

  2、鄭氏的經營。 

三、清朝統治下的臺灣 

  1、政治發展與變遷。 

  2、經濟與社會文化之發展。 

  3、開港通商與臺灣的近代化措施。 
四、日本統治下的臺灣 

  1、殖民統治體系的建立。 

  2、政治社會運動。 

  3、基礎建設。 

  4、社會文化的變遷。 

五、戰後的臺灣 

  1、二二八事件。 

  2、戒嚴體制的建立。 

  3、民主化的歷程。 

  4、工業化社會的形成。 

  5、國際關係的演變。 

 

八年級 

一、早期中國文化的發展 

  1、中國文化的起源。 

二、三代 

  1、青銅文明與封建體制。 

  2、春秋戰國的鉅變。 

三、帝制中國的形成及其社會基礎 

  1、秦漢大一統帝國的建立及其社會基礎。 

四、中國中古時代 

  1、草原民族與農業民族。 

  2、動盪時代的政治、社會與宗教。 

  3、胡漢融合的隋唐帝國。 

五、近世中國 

  1、夷夏新秩序。 

  2、商業、城市與文化。 

2-4-2 認識中國歷史(如思想、文化、社會

制度、經濟活動與政治興革等)的發展過

程，及與臺灣關係的流變。 

2-4-3 認識世界歷史(如思想、文化、社會

制度、經濟活動與政治興革等)的發展過

程。 

2-4-4 了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世界

的互動關係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角色的不

同，所做的歷史解釋的多元性 



TASA 社會科評量架構  3 

2-4-6 了解並描述歷史演變的多重因果關

係 

六、傳統帝國體制的崩潰 

  1、對西力東來的挑戰與回應。 

七、近百年來的中國 

 1、舊傳統與新文化。 

 2、民國以來的歷史變遷。 

 
九年級 

一、 文明的興起與發（10000BC-1000BC） 

  1、農業的興起。 

  2、古文明的誕生。 
二、 歐亞地區古典文明的發展（1000BC-350AD） 

1、 希臘文明的特色。 

2、 羅馬帝國與基督教的興起。 

3、 恆河流域印度文明的開展。 

三、 歐亞非地區的文化交流（350-1450AD） 

1、 歐洲基督教社會的形成。 

2、 伊斯蘭文化的擴張。 

3、 文化的交流與傳播。 

四、 西方文明的崛起和擴張（1450-1900） 

1、 歐洲海外探險的動機和影響。 

2、 歐洲的文化變革。 

3、 歐洲的商業發展和工業革命。 

4、 歐美民主政治的興起和建國運動。 

5、 西方殖民帝國的擴張與影響。 

五、 二十世紀以來的戰爭與社(1900-) 

1、 兩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影響。 

2、 亞洲殖民地革命的根源和發展。 

3、 從兩元對峙到多元文明的並立。 

4、 從大眾文化到文化差異的反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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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化
與
不
變 

3-4-1 舉例解釋個人的種種需求與人類繁

衍的關係。 

一、社區參與 

  1、社區的型態與演變。 

  2、社區活動與營造。 
 3-4-2 舉例說明個人追求自身幸福時，如

何有助於社會的發展；而社會的發展如

何庇護個人追求幸福的機會。 

3-4-3 舉例指出人類之異質性組合，可產

生同質性組合所不具備的功能。 

3-4-4 說明一個多元的社會為何比一個劃

一的系統，更能應付不同的外在與內在

環境。 

3-4-5 舉例指出某一人類團體，因有重組

之可能性，且被論功行賞，所以日漸進

步。 

3-4-6 舉出歷史上或生活中，因缺少內、

外在的挑戰，而使社會或個人沒落的例

子。 

意
義
與
價
值 

4-4-1 想像自己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在不

同的時間、空間下會有什麼變化。 

一、家庭與社會變遷 

  1、家庭價值。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題時，能從多元的

觀點與他人進行理性辯證，並為自己的

選擇與判斷提出好理由。 

4-4-3 了解道德、藝術與宗教如何影響人

類的價值與行為。  

4-4-4 探索促進社會永續發展的倫理。 

4-4-5 探索生命與死亡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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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
人
際
與
群
己 

5-4-1 了解自己的身心變化，並分享自己

追求身心健康與成長的體驗。 

一、校園生活 

  1、校園生活中的自治、尊重、互信與平等對待。

 

二、社會群體的意義與差異 

  1、個人的多重社會群體身分與認同的關係。 

 

三、差異的存在及其解決 

  1、社會中不同價值觀的差異衝突。 

  2、爭議、溝通與民主的解決機制。 

5-4-2 從生活中推動學習型組織(如家

庭、班級、社區等)，建立終生學習理念。

5-4-3 分析個體所扮演的角色，會受到人

格特質、社會制度、風俗習慣與價值觀

等影響。 

5-4-4 在面對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之

間產生合作或競爭的情境時，能進行負

責任的評估與取捨。 

5-4-5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處可能產

生的衝突及解決策略，並能運用理性溝

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協等基本原則。

權
力
、
規
則
與
人
權 

6-4-1 以我國為例，分析權力和政治、經

濟、文化、社會型態等如何相互影響。

七年級 

一、家庭與法律 

  1、性別平等的夫妻關係。 

  2、公權力介入家庭事務。 

八年級 

二、國家的組成 

  1、國家的定義與組成要素。 

  2、個人的國家歸屬及其變更。 

三、基本人權與國民義務 

  1、基本人權與國民義務。 

四、民主與法治 

  1、政府部門的權力分立制衡。 

  2、民主與法制。 

五、法律的內容與執行 

  1、法院的組成及相關人員。 

  2、民事法律生活。 

  3、犯罪與懲罰。 

  4、憲法或行政法上爭議的解決。 

六、政府的經濟功能與角色 
  1、提供公共財。 

  2、政府收入。 

  3、維護自由競爭以及社會福利制度。 

6-4-2 以歷史及當代政府為例，分析制衡

對於約束權力的重要性，並推測失去制

衡時權力演變的可能結果。 

6-4-3 說明司法系統的基本運作程序與原

則。 

6-4-4 舉例說明各種權利(如兒童權、學習

權、隱私權、財產權、生存權、自由權、

機會均等權、環境權及公民權等)之間可

能發生的衝突。 

6-4-5 探索民主政府的合理性、正當性與

合法性。 

6-4-6 分析國家的組成及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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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產
、
分
配
與
消
費 

7-4-1 分析個人如何透過參與各行各業與

他人分工，進而產生整體的經濟功能。

一、家庭內的經濟事務 

  1、家庭的經濟生活。 

  2、家庭財產的平均分配。 

二、社會上經濟事務的分工合作 
  1、企業經營與責任。 

7-4-2 了解在人類成長的歷程中，社會如

何賦予各種人不同的角色與機會。 

7-4-3 了解在國際貿易關係中，調節進出

口的品質與數量，會影響國家經濟發展。

7-4-4 舉例說明各種生產活動所使用的生

產要素。 

7-4-5 舉出政府非因特定個人使用而興建

某些工程或從事某些消費的例子。 

7-4-6 舉例說明某些經濟行為的後果不僅

及於行為人本身，還會影響大眾，因此

政府乃進行管理或干預。 

7-4-7 列舉數種金融管道，並分析其對個

人理財上的優缺點。 

7-4-8 解析資源分配如何受到權力結構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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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學
、
技
術
和
社
會 

8-4-1 分析科學技術的發明與人類價值、

信仰、態度如何交互影響。 

一、衝突與調適的類型 

  1、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衝突與調適。 

  2、生物科技與生命倫理的衝突與調適。 

  3、資訊公開與隱私權保障的衝突與調適。 

  4、智慧財產權鼓勵創作與智慧成果由公眾共享

的衝突與調適。 

 

8-4-2 分析人類的價值、信仰和態度如何

影響科學技術的發展方向。 

8-4-3 評估科技的研究和運用，不受專業

倫理、道德或法律規範的可能結果。 

8-4-4 對科技運用所產生的問題，提出促

進立法與監督執法的策略和行動。 

8-4-5 評估因新科技出現而訂定的有關處

理社會變遷的政策或法令。 

8-4-6 了解環境問題或社會問題的解決，

需靠跨領域的專業彼此交流、合作和整

合。 

全
球
關
聯 

9-4-1 評估各種關係網路(如交通網、資訊

網、人際網、經濟網、政治圈、語言等)

的全球化對全球關連性所造成的影響。

八年級 

一、東北亞 

  1、東北亞的自然環。 

  2、日本和南韓產業發展的背景和分布特性。 
 

二、東南亞與南亞 

  1、東南亞的多元文化和產業發展。 

  2、南亞的人口問題和產業發展。 

       

九年級 

一、西亞與中亞 

  1、西亞和中亞的產業發展。 

  2、西亞的政治紛爭。 

二、俄羅斯和歐洲東半部 

  1、俄羅斯和歐洲東半部的地理環境。 

  2、俄羅斯和歐洲東半部的政治與產業發展。 
三、歐洲西半部 

9-4-2 說明不同文化之接觸和交流如何造

成衝突、合作與文化創新。 

9-4-3 說明強勢文化的支配性、商業產品

的標準化與大眾傳播的廣泛深入如何促

使全球趨於一致，並影響文化的多樣性

和引發人類的適應問題。 

9-4-4 分析國際間衝突和合作的原因，並

提出增進合作和化解衝突的途徑。 

9-4-5 舉出全球面臨與關心的課題（如環

保、飢餓、犯罪、疫病、基本人權、經

貿與科技研究等），分析其因果並建構問

題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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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6 討論國際組織在解決全球性問題上

所扮演的角色。 

  1、歐洲西半部的地理環境。 

  2、歐洲西半部的產業發展。 

四、非洲 

  1、非洲的自然環境。 

  2、非洲的種族問題和產業發展。 

五、北美洲 

1、北美洲的產業發展。 

2、北美洲的現代文明。 

六、中南美洲 

  1、中南美洲的熱帶雨林和高地景觀。 

2、中南美洲的產業發展。 
七、大洋洲與兩極地區 

  1、大洋洲的環境與產業發展。 

  2、冰天雪地的兩極地區。 

八、全球性議題 

  1、全球經濟議題。 

  2、全球環境議題。 
 
九、臺灣的國際地位 

1、國際社會的組成。 

2、國際社會上通稱為臺灣。 

3、臺灣非聯合國會員國的現狀。 

十、個人的參與國際社會活動 

  1、個人的國際社會活動。 

  2、參與國際社會的基本態度。 

十一、國際社會裡國與國的關係 

  1、軍備競賽國際合作與武器管制 

  2、跨國的互動與合作。 

 

 

9-4-7 關懷全球環境和人類共同福祉，並

身體力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