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歸納整理 

1-1 家鄉的居民 

臺灣居民的分布與發展 

臺灣的居民 主要分布地 發展狀況 

早期原

住民族 

平埔族 平原、台地或丘陵 生活方式和漢人的差別不明顯 

高山族 山地或離島 保有一些傳統的生活方式 

明清時代移民來臺的

漢人 

主要分布地 維生活動 

沿海 捕魚 

平原地區 農耕 

丘陵地區 開築梯田，種植水稻、甘薯或茶樹 

民國三十八年前後來

臺的移民 

主要分布地 從事行業 

都市或都市附近 軍警人員、公務員和教師 

近年來臺的新住民 

主要來源地區 來臺原因 

越南、印尼、菲律賓等地 結婚 

  



1-2 家鄉的開發 

家鄉的開發 

開發前                                      開發後 

荒涼的海岸                                   熱鬧的漁村 

  廣大的平原                                 生產豐富的稻田 

             平緩的山坡地                                 梯田和果園 

  



2-1 人口的變化 

人口的變化 

時間 出生率 說明 死亡率 說明 

早期 
出生率

較高 

早期農業生產需要較多

人力 

死亡率較高 衛生保健觀念和醫療技

術不佳 

現代 

出生率

下降，

幼年人

口比例

減少 

1.生育觀念的改變 

2.養兒育女費用提高 

死亡率下降，老年人口

比例增加 

1.衛生保健觀念和醫療技

術進步 

2.平均壽命提高 

 

 

  



2-2 人口的組成 

家鄉人口的組成 

項目 觀察家鄉人口的變化 

性別 
1.原因：時代的變遷、教育的普及。 

2.變化的情形：傳統為重男輕女觀念；現代為性別平等觀念。 

年齡分布 

1.年齡結構：0～14歲為幼年人口；15～64歲為青壯年人口；65歲以上為老年

人口。 

2.主要的工作人口為青壯年人口。 

產業類別 
1.都市地區：人們從事工業和服務業的人口比例較高。 

2.鄉村地區：從事農、林、漁、牧業的人口比例較都市地區高。 

教育程度 

1.原因：政府及家鄉居民日漸重視教育。 

2.變化情形：近年來，家鄉居民教育程度日漸提升。 

3.結果：可以看出家鄉人口素質的變化。 

 

 

 

 

  



4-2 產業的新發展 

產業新方向 

產業 轉變原因 新發展方向 

傳統農業 
因應現在社會重視休閒生活的需

求，進行產業轉型。 

運用田園景觀和農業生產資源，改為經

營觀光果園或休閒農場。 

漁業 
因勞動力不足，而改變原來的捕

魚活動。 

發展觀光漁業，如海釣、賞鯨。 

畜牧業 增加其他發展方向，以提高收入。 
1.利用畜產品開發乳製品 

2.發展具有生態教學功能的休閒牧場。 

 

  



5-1 早期的運輸 

早期運輸的限制與影響 

早期運輸 說明 

問題 

1.受自然環境的限制。 

2.搬運量不多。 

3.速度慢。 

4.無法全年暢通。 

影響 

1.人與貨物的往來不是十分方便。 

2.居民的活動範圍較小。 

3.與外界的交流相當有限。 

 

 

 

  



5-2 近代的運輸發展 

火車運輸發展 

時期 重要發展 

清代末期 火車開始在臺灣北部出現。 

日治時期 

1.火車行駛的路線陸續在南、北修築，最後完

成縱貫臺灣西部平原的鐵路。 

2.縱貫鐵路還包含了許多深入山地和平原的支

線。 

中華民國時期 民國八十年，臺灣環島鐵路建設完成。 

 

  



6-1 訊息傳遞 

訊息傳遞的發展 

時期 訊息傳遞方式 

早期 

口耳相傳 

書信 

電報 

四十多年前 電話 

近年來 

傳真機 

手機 

電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