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政府為何在臺灣實施戒嚴？

戰後的接收與治理

二二八事件的爆發

戒嚴時期的嚴密控制

臺灣為什麼能走向民主社會？

臺灣民主運動的興起
解嚴後民主逐漸成熟
共同參與的民主社會

臺灣民主運動的轉折點—高雄美麗島事件

走向自由民主之路
西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投降，

臺灣由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與治理。由於政治、經濟和文化

的差異，使得當時的臺灣人民與中華民國政府產生許多衝

突。經歷多年努力後，今日臺灣人民已能透過多元的方式

參與公共事務，實踐公民責任與展現民主精神。

理解戰後臺灣政治的轉變與統治初期的治理方針。

分析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造成結果與政府的處理。

探究政府戒嚴與解嚴的時空背景、做法與對人民生活的影響。

體認臺灣民主運動的發展歷程與影響。

關注現今臺灣社會民眾參與民主政治的方式。

這個單元我們將學會

第
二
單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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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是真打拚的～

媽媽請你也保重～

阿媽，這首媽媽請

你也保重是不是妳

最喜歡的歌曲 ?

被好多人翻

唱過喔！

沒錯，但是你知

道嗎 ?這首歌有段

時間曾經被禁止

播放呢！

為什麼會被

禁止呀 ?

因為政府在戒嚴

時期，限制了人

民許多自由。

真是難以想

像當時的社

會氛圍。

是啊，還好解

嚴後，我們不

再有這些禁令。

能有現在的發展，要

感謝過去許多追求自

由與民主的人們。

沒錯，我們一起

來認識這些重要

的歷程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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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政府為何在臺灣實施戒嚴？第　　課

戰後的接收與治理

民國34年，日本戰敗投降，由中華民

國政府接收臺灣與澎湖。臺灣民眾因長久

以來承受日本殖民的不平等對待，因此對

中華民國政府的治理充滿期待。然而，臺

灣被日本統治50年後，無論語言、文化或

生活習慣都與中國大陸有很大的不同，造

成日後發展的問題。

小學堂

民國

日本統治臺灣時，孫中山先

生在中國領導革命推翻清帝
國，建立中華民國，並訂西

元1912年為民國元年。

民國36年2月25
日的民報，刊登

許多人民失業且

無法買到米糧。

3

政府在臺北公會堂（今中山

堂）舉行「接受日本投降」

典禮，宣布臺灣光復。

1 戰爭結束，民眾列隊歡迎國
軍來臺。

2
讀圖

我們可從圖表了解臺灣與

中國自清帝國時期以來的

歷史變遷。

請觀察兩地政權轉變的關
鍵年分。

說說看，臺灣與中國分別

經過哪些政權的統治？

戰後政府規定減少

使用日語和臺語，

民間也興起學習

「國語」的風潮。

3

清
帝
國
時
期

中
華
民
國
時
期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時
期

日
治
時
期

民國元年

民國38年
民國34年

西元
1912年

西元
1949年

清
帝
國
時
期

中
華
民
國
時
期

西元
1895年

西元
1945年

中國 臺灣

兩岸政權對照表

東

南
亞

中國

臺灣

日本朝鮮朝鮮

東

南
亞

中國

臺灣

日本朝鮮朝鮮

3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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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刊物，以漫畫諷刺官

員眼中只有權力與財富。
4 漫畫內容描繪戰後臺灣

的處境，被充滿蛀蟲的

中國吞噬。

5 民國36年2月的民報，刊
登許多人民失業且難以

買到米糧的情況。

6

當時的政府官員考量語言等因素，優先任用來自中國大陸

的人士擔任公職，多數臺灣人被排除在外，卻出現部分官員與

軍警貪汙、濫用特權的情形。這期間，中國大陸正爆發國 共內

戰，臺灣生產的糧食與物資被運送到中國大陸，導致本地物價

飛漲、民眾失業等社會問題。當時政府許多不當的作為，使得

臺灣人民逐漸感到失望與不滿。

想一想 戰後初期臺灣人民對於

政府的統治，為什麼會由充滿期

待轉為失望與不滿？

小學堂

國共內戰

日本戰敗離開後，中國國民黨領導的中
華民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的軍隊，為

爭奪統治權，在中國大陸爆發戰爭。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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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為什麼臺灣人民

能在很短的時間，組成處理委員會維

持秩序，並提出政治改革訴求？

二二八事件的爆發

民國36年，政府因查緝私菸處理失當，引爆民眾對政府

長期累積的不滿，全臺各地陸續發生衝突，稱為「二二八事

件」。此次事件不只造成民眾死傷慘重，還有許多社會菁英遭

到逮捕或殺害。因此在事件後，許多臺灣人民選擇遠離政治，

事件成為禁止公開討論的禁忌。

地方人士組成委員會維

持社會秩序，並提出政
治與社會改革訴求。

臺灣最高行政長官陳儀，向中央政府請求派

兵來臺鎮壓，造成嚴重傷亡。

警察先生高抬
貴手！你把東
西拿走，我就
無法生活！

你居然私下賣菸，把
錢和菸全部交出來！

政府人員在大稻埕因查緝私菸處理失當，引

發民眾不滿。

全臺各地民眾從廣播中獲取消息，紛紛走上
街頭，向政府提出抗議與各種要求。

二二八事件始末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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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臺灣邁向民主化發展，社會才逐漸重新討論二二八事

件。近年來，政府對二二八事件除了公開道歉賠償，也透過公

布真相、訂定紀念日、設立紀念碑與紀念館等措施，希望從事

件中學習教訓並反思，促成人們相互理解與尊重。

李登輝總統在二二八紀念

碑落成典禮，首度以國家
元首身分代表政府致歉。

1 政府機關與歷史學者透過
書籍發表，呈現事件的真

相和歷史。

2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與學校合

作，將事件融入實境冒險遊
戲，引導學生了解歷史與人
權侵害的問題。

3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想一想 二二八事件為什麼會持

續影響日後臺灣的政治發展？

臺北二二八紀念館，前身為臺北放送
局。二二八事件發生時，臺北市民利

用廣播電臺，號召全臺民眾響應。

4

配合附件二「二二八事件紀念碑分布圖」

請參考圖4與附件二
「二二八事件紀念碑

分布圖」，推想當時

各地同時發生抵抗事

件的情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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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嚴時期的嚴密控制

民國38年，政府以維護社會秩序為理

由，宣布臺灣實施戒嚴，限制人民的言論、

集會、出版等自由，甚至有些歌曲或書籍也

遭到查禁。同年，由於中華民國政府對中國

共產黨作戰失利，從中國大陸撤退到臺灣，

海峽兩岸處於軍事對峙的緊張情勢。

戒嚴時期，政府對可能影響軍心、批評國家或不符合

善良風俗的歌曲，都會禁止演唱。

2

戒嚴時期隨處可見

「檢舉匪諜，人人

有責」標語，鼓勵

人民檢舉言行有異

的人。

1

當時政府會對各種出版品審查，過於暴力、煽情或批
評政府的書籍或雜誌，都會被禁止出版。

3

臺語歌曲媽媽請你也保

重，唱出鄉下青年離鄉

獨自到都市工作，思念

媽媽的心聲，卻被政府

以「擾亂軍心，減損士

氣，士兵不能想媽媽」

等理由查禁。

雷震創辦雜誌自由中

國，不畏戒嚴時期的言

論限制，刊登批評施政

不當的文章，最終遭到
政府查禁停刊，雷震也

被捕入獄10年。

被禁止的原因

被禁止的原因

禁
歌

禁
書

媽媽請你也保重

若想起故鄉

目屎就流落來

免掛意請妳放心

我的阿母

雖然是孤單一個

雖然是孤單一個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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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課文中提到的項目之外，戒

嚴時期政府的哪些政策與作為，

可能對人權造成侵害？為什麼？

戒嚴時期，政府為防止共產黨的滲透，避免出現反對政府

的言論或行動，透過各種管道監視人民，但當時沒有公平、公

開的審判制度，因此有不少民眾無辜遭到逮捕，對當事人及家

屬的身心，造成難以抹滅的傷害。

配合習作第二單元1（8～9頁）

想一想 為什麼當時的

政府要實施戒嚴？

綠島紀念園區模擬當時狹小的寢室住滿受難者

的場景。

6綠島紀念園區是戒嚴時期監禁政治犯的地方，

由於審判過程不公開，可能導致錯判和冤獄。
5

戒嚴時期的政治犯與家屬會在隔

著玻璃的面會室透過電話交談，
交談內容會被監聽和錄音。圖為

景美紀念園區的會面室。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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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民主運動的興起
臺灣在戒嚴時期，政府逐步實施地方自治，開放部分地方

首長和民意代表的選舉，讓人民有機會投票、參與政治。許多

關心臺灣政治發展的人，透過參選議員或鄉鎮市民代表，進入

議會監督政府施政，為民主政治奠下基礎。

臺灣為什麼能走向民主社會？第　　課

日治時期，臺灣曾舉辦地方議員選
舉，但有限制名額，投票者須為年滿

25歲且有繳稅的男性。圖為第一次議

員選舉時，民眾排隊投票的情形。

戒嚴時期，政府開放部分地方縣市長

與民意代表選舉，年滿20歲的國民都
可以投票。圖為民國39年吳三連先生
競選首位民選臺北市長的情形。

此時女性也開始積極參

與政治活動，例如：許

世賢女士曾擔任立法委

員、嘉義市長等，對嘉

義的發展有很大貢獻。

臺灣　舉的轉變

3

許世賢

吳三連

38



隨著臺灣的教育、經濟等各方面快速發展，加上受到民主

潮流的影響，人民不畏政府的壓迫，勇敢走上街頭爭取解除戒

嚴，要求將各種政治和社會權利還給人民，例如：發生在高雄

的「美麗島事件」。雖然有許多人因此遭到判刑，卻也引起國

際社會關注，並激起更多人民參與政治改革。

想一想 為什麼當時的人民即使受到壓

迫，還是堅持上街頭爭取解除戒嚴？

臺灣為什麼能走向民主社會？

美麗島雜誌社成員以慶祝「世界人權日」為
由，申請舉辦遊行與演講，但政府不同意，
造成民眾與   察、憲兵的流血衝突。

民眾在艋舺 龍山寺以靜

坐行動要求解除戒嚴，

這次事件也引起國際新
聞媒體關注，開始報導
臺灣民主運動的訴求。

大批民眾在國父紀念館

周圍抗議遊行，要求政
府盡速解除戒嚴，將各
種權利還給人民。

人民爭取政治改革

如果想了解更多

美麗島事件，

可以翻閱課本第

44～45頁喔！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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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後民主逐漸成熟

民國76年，在國內外的壓力下，蔣經國總統宣布解嚴，解除

各種對人民權利的限制，重新保障人民的言論、集會、出版等自

由。當人民是否犯罪，由司法機關進行公正的調查或審判，審判

的結果也會公開。同時，新政黨、報社與電視臺陸續成立，人民

可以走上街頭提出訴求，臺灣逐漸走向自由民主之路。

解嚴後的民主之路
蔣經國總統接見美國報

社記者，透露政府正準
備解除戒嚴。

解嚴後，民營報紙的數

量激增，提供民眾更多

海內外的訊息，並可對

各項施政提出監督。

民國79年，學生到中

正紀念堂發起靜坐行

動，提出總統直選等
政治改革訴求，被稱

為「野百合學運」。

為什麼已經解嚴，

學生還要發起靜坐
行動，要求改革？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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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後，民主化仍持續進行。民國85年，人民首次直接

選舉總統，用選票決定國家的領導人，之後也和平完成政黨輪

替，讓民主制度更加完善。另外，公民投票法的實施，讓人民

可以直接對國家重大政策或議題表達意見，作為政府施政的依

據，使臺灣的民主政治更加成熟。

2023年全球民主排名調查

民國（年）

讀圖

我們可以從下方的主題年表，了解臺灣戰後的民主發展。

不同顏色分別代表政府與人民的作為。

 說說看，年表上標示的時間與事件，對臺灣民主化產生什麼影響？

36 38 7668 8579

政府政策

人民行動

查緝私菸處理不當

走上街頭提出抗議

宣布戒嚴

舉辦遊行爭取解嚴 提出總統直選訴求

宣布解嚴 開放民選總統

想一想 依據下方的資料，你認為今日臺灣的民

主發展，是經過哪些努力才能有這樣的成績？

二二八事件 美麗島事件 野百合學運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資訊社）

對照亞洲主要國家排

名，我國的民主化程

度如何？

挪威第1名

紐西蘭第2名

冰島第3名

瑞典第4名

芬蘭第5名

日本第16名

南韓第22名

美國第29名

菲律賓第53名

臺灣第10名

民主排名的衡量指標包含：國家領導人是
否由 舉產生、公民是否有言論自由等。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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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參與的民主社會

隨著解嚴後社會風氣的開放，我們可以透過報紙、電視及

網路知道各種社會議題與公共事務；藉由投書媒體、政府平臺

或網路社群，表達對公共議題的看法；或加入理念相同的民間

團體督促政府或企業重視與改變，共同創造自由民主的社會。

想一想 民主社會有哪些
參與公共事務的方式？

經由社區宣導喚起社區民眾對夜間照
明的重視，並尋求里長的協助，向市

政府爭取改善。

2

在學生與社區居民的努力之下，目前整個百

福車站周圍夜間照明已獲得改善，讓夜間行
走的民眾感到安全。

4

基隆 百福國中學生感覺百福車站周邊燈光昏
暗，擔心容易發生危險，變成治安隱憂。多

次實地調查後，開始擬定行動計畫。

1

找尋回家路上的那 光

配合習作第二單元2（10～11頁）

提出公共議題

分析可行政策

組員自行製作網路問卷給民眾和同學填寫徵

詢意見，整理後投送市長信箱及議員信箱。

3

形成政策提案

具體行動計畫

3

百福里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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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為民主社會，因此我們在學校就有許多參與公共

事務的方式，例如：選舉自治小市長或透過班會決定班級事

務，未來更會有許多參與政治的機會，例如：選舉總統候選

人或公民投票等。你是否曾經想過，這些權利是本來就存在

的嗎？

戰後臺灣為什麼能逐漸走向民主社會？

我們透過探究解嚴前後的重要事件，

可以發現許多人民的努力，讓今日臺

灣得以走向民主社會，我們要積極關

注公共事務，共同守護民主。

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蒐集戰後與臺灣民主化有關的資料？

□翻閱課本　　　□上網搜尋　　　□查找書籍　

□戶外調查　　　□小組討論　　　□其他_________

我們想使用時序圖來整理資料。

★探究社會有絕招可不局限於課本內的文字記錄，也可透過口語表達或其他方式完成。

發現問題

蒐集資料

提出做法

行動省思

我的做法：

戒嚴 實施地方自治 爆發美麗島事件 解嚴 人民直選總統

人民自由被限制 選舉部分首長
和民意代表

激起更多人

參與政治

我的想法：

臺灣為什麼

能夠走向民

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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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民主運動的轉折點―

高雄美麗島事件
走上街頭追求民主

美麗島雜誌於民國68年創刊，隨著美麗島事
件發生，雜誌也遭到查封。

民眾手持象徵人權的火把，走上街頭遊行。

戒嚴時期，政府頒布法令限制基本人權，卻仍擋不住追求自由的心，一

群努力推動臺灣民主化的人們，於民國68年成立美麗島雜誌社，發行雜誌宣

傳民主理念。同年12月10日，以慶祝「世界人權日」為由，申請遊行與戶外

演講，但政府機關不予核准。

雜誌社成員討論後，仍決定依原定計畫舉辦遊行。當天在高雄 美麗島雜

誌社前，來自各地的民眾一同集合後前往大圓環（今高雄捷運美麗島站），

但不久就被鎮暴部隊與   察包圍，爆發嚴重的流血衝突。

臺灣在戒嚴時期，人民的部分權利遭到剝

奪，為什麼有一群人會願意奮力抗爭，因而

爆發美麗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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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島事件爆發後，對社會產

生什麼衝擊？政府如何回應人民所

提出的訴求？

民主運動的受挫與轉折

美麗島事件的審判過程破例
對外公開，使大眾得以了解

他們的訴求。

許多參與遊行的人們遭到逮捕，偵訊期間

遭到疲勞審訊、毆打等不人道對待，並以軍

事法庭審判、定罪。他們之中有許多人不只是

雜誌社成員，也是當時推動民主運動的重要人

物，使這個事件更受到國內外關注，政府只好

允許媒體報導審判過程。

美麗島事件的參與者，在法庭上對自由、

法治與人權的闡述，經過報導而激勵更多民眾

投入政治參與，以實際行動支持改革，成為日

後臺灣解嚴、社會逐漸走向民主之路的關鍵。

可以透過實地踏訪，進行戶外學習喔！

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保留當年美麗島

審判的法庭，並重現當年政治犯遭到羈押
的牢房、會客室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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