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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博物館入校園合作夥伴計畫—教案設計成果 

《二戰中的宜蘭》 

 

壹、 教案設計：羅東高中柯佳伶老師、蔡佳純老師 

貳、 教案名稱：二戰中的宜蘭 

參、 教案目標: 

108課綱高中社會領域增加新的選修課「探究與實作」，強調跨領域課程整合與應用，內容關於

發現問題、蒐集資料、分析解釋資料、呈現成果與反思，以培養學習者建構自我知識、統合知識

的能力。本課程以二戰中的宜蘭為場域，透過相關歷史資料的閱讀、整理與分析，學習辨識什麼

是史料、歷史事實是如何建構，並探究不同角度的觀點問題，及其所產生的爭議。過程讓學生以

分組探究、實作的方式進行學習。透過實地考察宜蘭地區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戰事遺構，經由地

圖比對、田野實察，進入真實的歷史場域，印證課堂所學，增加知識，以建構自己的學習歷程，

達到探究與實作的目的。 

 

肆、 課程總說： 

高中社會領域的主要教育功能為傳遞文化與制度，培養探究、參與、實踐、反思及創新的態

度與能力；其理念在於涵育新世代的公民素養，以培育公民面對各種挑戰時，能做出迎向「共好」

的抉擇，並具社會實踐力。教學過程需以學生為學習主體，考量不同背景學生的多元生活經驗，

並兼顧生涯探索及發展，提供自主學習空間。並顧及不同地區、族群及學校類型的特色，提供課

程發展之彈性。強調根植於生活世界的體驗與思辨，兼顧知識內容、情意 態度與實踐能力的多

方面綜合發展。  

為達到上述目的，羅東高中透過地理科與歷史科的合作將兩科研究方法結合，以「二戰中的

宜蘭」，讓學生以分組探究、實作的方式進行學習，並以多元的方式展現研究成果。其課程結構

如下： 

(一) 室內課程：建立先備知識，包含亞洲太平洋地區的二戰局勢、二戰中台灣的戰略地位、宜蘭

在戰爭中扮演的角色及軍事佈署、戰爭中人民的生活等。 

(二) 戶外實察：帶領學生分批前往戰事遺構考察--宜蘭科學園區（南機場）、員山機堡 

(三) 室內討論：透過百年歷史地圖的比對、考察手冊的檢討，進行討論與反思，瞭解戰爭對於人

群生活的影響。 

課程架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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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博物館長期致力於推動地方文史保存與教育推廣，利用蘭陽博物館的館藏資源與研究

成果，對於二次大戰中文化內涵，必有更深入的認識；對於社會領域的學習效果，也一定能更加

提升。 

 

伍、 適用對象：高中二年級學生 

 

陸、 課程說明 

一、課程架構 

單元 主題 課程內容概述 節數 教具 上課方式 

1 

二次大戰

前的世界

局勢 

透過問題複習高一歷史課程中的太平

洋戰爭的原因與背景 

1 學習單「0.二次大

戰前的世界局勢」 

分組討論 

太平洋戰

爭中的地

緣政治 

從空間與時間的角度，結合歷史與地

理的學科知識與技能，分析太平洋戰

爭的發展過程，深入瞭解戰事發展的

始末 

6 學習單「1.永遠的

零學習單」 

學習單「2.太平洋

戰爭當中的地緣

政治」 

「終戰那一天」文

章摘錄 

影片欣賞 

地圖判讀文章

閱讀分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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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戰與台

灣 

分析太平洋戰爭前夕及戰爭過程中，

日治政府在台灣地區的政策、建設與

軍事行動，瞭解台灣在當時的地位及

環境特性。 

2 影片「台灣演義-

戰爭台灣」 

學習單「3.二戰與

台灣」 

影片欣賞 

分組討論 

3 

宜蘭的軍

事部署與

戰爭下的

人民 

1.透過宜蘭的地形、雷神部隊陣地編

成要圖瞭解宜蘭地區軍事部署的

區位要素與地理歷史文化之間的

關係。 

2.閱讀「宜蘭耆老談日治下的軍事與

教育」訪談稿，整理耆老所提供的

資訊並進行改寫，並整理重點。 

2 學習單「4.宜蘭的

軍事布署與戰爭

下的人民」 

地圖判讀 

分組討論 

文章閱讀 

重點整理 

4 

二戰中的

軍事地景-

宜蘭南機

場軍事遺

構考察 

至宜蘭科學園區（南機場）、員山機

堡進行半天的考察活動，實地瞭解戰

事遺構的地景及其反映的文化意義 

4 考察手冊「二戰中

的軍事地景-宜蘭

南機場軍事遺構

考察」 

實地考察 

資料蒐集 

地圖判讀 

5 

戰爭與和

平 

欣賞「面向太平洋」影片，撰寫心得

與回饋，思考戰爭所付出的代價與和

平的可貴，以及戰事遺構保存的爭議 

1 影片「面向太平

洋」 

影片欣賞 

心得回饋 

6 

成果製作

與成果報

告 

學生分組進行專題報告製作 

學生進行成果分享 

8  分組製作專題 

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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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列課程簡版教案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第一單元  太平洋戰爭中的地緣政治 

一、二次大戰前的世界局勢 

※配合「0.二次大戰前的世界局勢」學習單 

（一）二戰前的局勢 

透過文章閱讀與問題，喚起學生對二戰前局勢及二戰發生原因的回憶。 

（二）印象日本 

利用文字雲蒐集學生在影片觀賞前，對於二戰中的日本的印象 

 

二、太平洋戰爭中的地緣政治 

※配合「1.永遠的零學習單」學習單 

（一）《永遠的零》影片欣賞與問題探究 

1.影片欣賞 

2.影片探討 

透過學習單的問題討論與學生發表，達成以下學習目標： 

(1) 探討影片觀看前後，對於二戰中對於日本的印象有哪些改變？

練習用不同的視角來觀看歷史事件 

(2) 分析影片中，主角如何透過哪些方法，蒐集相關解決問題用的

資訊。 

(3) 瞭解訪談過程中可能遇到困難，以及面對不同的觀點，如何還

原歷史的原貌，學習歷史研究的觀點與角度。 

(4) 從平民的角度從新審視戰爭的意義，分析戰爭可能帶來的，探

討戰爭是否為必要之惡? 

(5) 分析日本挑起太平洋戰爭的原因。 

 

（二）從空間看太平洋戰爭 

※配合「2.太平洋戰爭當中的地緣政治」學習單 

1.從空間看太平洋戰爭 

(1) 將〈永遠的零〉影片中所提到的地點（塞班、沖繩、瓜達康那

爾、拉包爾、帛琉、珍珠港、硫磺島）「澳洲」、「菲律賓」、

「滿洲國」、「中國」、「日本」及「美國」畫在地圖中 。藉

此讓學生瞭解二戰中各戰場與戰事的分佈位置，作為後面地緣

政治分析的基礎，並練習查詢資料的能力。 

(2) 將太平洋戰爭中的歷史事件進行排序，可藉由影片中的資訊、

因果關係的推理，排出正確順序藉此訓練學生歷史思考與邏輯

推演的能力。 

(3) 將事件與地點整合進地圖中：透過各戰場位置與戰爭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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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後順序，分析日本與美國戰略的應用，透過空間與時間的

角度分析太平洋戰爭。運用地理知識，配合學習單中的問題，

瞭解日本與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的面對的問題與策略。 

(4) 日軍的策略：透過以上問題的分析與討論，瞭解日本挑起戰爭

的原因，與其作戰策略擬定的背景 

(5) 美軍的策略：透過地圖的繪製與分析，瞭解戰爭背後的人為操

作與政治意涵 

2.太平洋戰爭中台灣的位置與角色 

應用環域分析，瞭解各個島嶼位置在戰爭中的重要性 

瞭解資源與科技對於戰爭的影響 

 

 

50分鐘 

 

50分鐘 

 

 

 

 

 

第二單元  二戰與台灣 

※配合「3.二戰與台灣」學習單 

一、戰爭中的台灣 

（一）戰前台灣的動員－南進基地 

1.影片欣賞《台灣演義：戰爭與台灣》及閱讀文章《二戰下的臺灣人》 

利用學習單的問題、影片、文章與表格配對，分析皇民化運動、獎

勵儲蓄運動、國家總動員法、皇民奉公會、配給制、特別志願兵制

度、徵兵制度等制度的發生順序，瞭解戰爭前期與後期日本政府政

策的轉變、政策內容與其所反映的意義並瞭解台灣的環境特色。 

2.文章閱讀《全島要塞化》 

透過文章與問題，瞭解台灣島築城計畫的環境背景，瞭解戰爭如何

影響軍事夠構築的進度、地點與方式。 

 

二、戰爭中的故事 

文章閱讀與分析《終戰那一天：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各班分組閱讀以下

文章： 

(一)「誰是皇軍：志願兵的故事」、「大風起兮應遠行：臺灣少年工的故事」、

「知識不能避難：師範生的故事」、「理想在何方：音樂家的故事」 

(二)將一班的同學分為八組，每兩組閱讀一篇文章，並整理成簡報文字配合

圖片，進行利用世界咖啡館的形式進行報告。透過文章的賞析戰爭中百

姓的故事，並練習整理重點、口頭報告的能力。 

 

 

 

50分鐘 

 

 

 

 

 

 

 

 

 

 

 

 

50分鐘 

 

第三單元 二戰中的宜蘭 

※配合「4.宜蘭的軍事布署與戰爭下的人民」學習單 

一、宜蘭的軍事部署 

（一）飛行場   

 

 

 

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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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文章、二十萬分之一帝國圖、美軍繪製台灣城市地圖進行疊圖分

析，找出宜蘭重要的設施、交通要道及飛行場的位置，藉此認識蘭陽平

原的地理環境與主要聚落所在位置。找出在美軍繪製台灣城市地圖南北

機場所在位置，並分析其區位特性、跑道的走向。並利用台灣百年歷史

地圖進行疊圖分析，瞭解南北機場所在位置目前的土地利用 

→透過地圖的分析與比對，瞭解宜蘭機場的分佈與地理環境間的關係，

並培養讀圖、疊圖分析的能力。 

 

（二）海岸陣地的構築 

透過模擬日本在宜蘭的海岸進行軍事構築時的思維，推測具有哪些海

岸特性的地區，可能成為美軍登陸的地點，並進一步進行海岸防禦設

施的修築。並根據雷神部隊陣地編成要圖，找出地圖中海岸陣地所在

位置，並透過投影片與街景，讓學生瞭解其所在位置與樣貌。 

 

（三）淺山地區的軍事掩體與相關設施 

透過示意圖與照片的配對，讓學生推理出的武器所需對應的防護設

施。並由老師補充說明機槍堡、炮堡與機堡的設置原理，做為野外考

察的先備知識。老師說明淺山地帶，坑道、炮堡與倉庫建設的背景後，

讓學生利用雷神陣地編成要圖中的圖例，找出淺山地帶四座主要炮堡

的位置，並請學生分析其分佈、區位特性。 

 

二、戰爭中的故事： 

閱讀《宜蘭耆老談日治下的軍事與教育》文章 

(一)整理四位耆老的訪談稿，並進行改寫 

(二)找出兩篇文章中的共通點 

→透過文章閱讀、資料整理，理解戰爭時期宜蘭人民的生活，並且建立戰事

遺構考察的先備知識 

 

 

 

 

 

 

 

 

 

 

 

 

 

 

30分鐘 

 

 

 

 

 

 

50分鐘 

 

第四單元  二戰中的軍事地景-宜蘭南機場軍事遺構考察 

※配合「二戰中的軍事地景-宜蘭南機場軍事遺構手冊」 

點位一：南機場八角塔 

1.根據八角塔與跑道的相對位置、形狀，判斷其功用為何。 

2.根據八角塔的位置及功用，找出八角特的特色。 

 

點位二：南機場機堡 

1.利用美軍繪製台灣城市地圖中機堡的位置，讓學生自行尋找機堡的所在，

藉此訓練野外探索與地圖閱讀的能力。 

2.觀察現地的機堡，找出不合理之處。車上再由老師補充機堡後來的利用方

式變遷。 

 

點位三：員山機堡 

 

 

 

60分鐘 

 

 

 

60分鐘 

 

 

 

 

 

6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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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展示館內 

（1）閱讀館內的相關文字與照片，蒐集資料並填寫學習單中的問題，藉以

瞭解戰爭時的部署，與戰爭其間台灣士兵與人民的生活與心聲。 

（2）閱讀館內的海報文字，填寫學習單問題，瞭解暫時人民躲避空襲、做

公工的情況。 

2.展示館外 

（1）觀察員山機堡的建築特色 

(2) 閱讀館外的衛星影像照片與資料，瞭解當時空襲的位置與影響。 

第五單元  戰爭與和平 

※配合影片「面向太平洋」 

1.影片欣賞「面向太平洋」 

2.寫下心得回饋 

學生心得摘錄： 

「我看到眼眶泛淚，尤其是在林平泉先生講述他們全家躲進防空壕，差一
些就全家送命。 這讓我體會到，其實戰爭離我們真的不遠，身邊到處戰
爭留下的遺骸，不管是人、是物，甚至是人們對於戰爭所殘留的記憶及陰
影。和平真的很重要，戰爭不只會影響到政府，對人民所造成的影響才最
為嚴重。和平是我們這世代應珍惜的，上一輩留給我們的珍貴。」 
 

「我覺得整部影片看完會有些許沈重，因為就發生在我們的家鄉，有那麼
多的人，還未體驗人生，就得飛去送死，而且有許多碉堡都留存至今，感
覺就好像過去依然存在一樣，有點感傷，和平得來不易，好希望可以去實
地摸看看，用和平的手摸著不和平的過去（摸碉堡）。」 

 

 

 

50分鐘 

 

 

50分鐘 

 

 

 

 

 

第六單元  學習成果製作與成果報告 

利用課堂時間進行學習持過製作與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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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照片 

單元一、太平洋戰爭中的地緣政治 

  

分組問題討論 終戰那一天，閱讀摘要發表 

  

學生將問題討論的結果寫在小白板上並進行說明 教師引導討論 

 

單元二、二戰與台灣 

  

老師進行問題說明 學生分組進行問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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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進行資料查詢與地圖分析 老師分析台灣在二戰中的地位 

 

單元三、宜蘭的軍事部署與戰爭下的人民 

  

學生討論戰爭對於宜蘭可能產生的影響 雷神部隊陣地編成要圖說明 

 

 

學生將宜蘭重要點位畫在地圖上 學生繪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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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二戰中的軍事地景-宜蘭南機場軍事遺構考察 

  

教師預查：訪問楊基山老師 考察手冊 

  

學生向楊基山老師請教問題 學生觀察老照片比對現今地圖 

  

學生觀察展場海報討論內容 員山機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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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利用美軍繪製台灣城市地圖，尋找機堡所在

地 

學生進入機堡進行觀察 

  

學生觀察抗炸指揮所結構 學生觀察抗炸指揮所並判定方位 

 

成果製作與成果報告 

 
 

線上說明成果發表形式 線上說明成果發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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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果 學生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