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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中國晚清年間，中國和日本之間發生了一場為爭奪朝鮮控制權而爆發的一場戰

爭。發生年為 1894 年即清光緒二十年為甲午年，所以史稱“甲午戰爭”。甲午戰爭歷

時 9 個月，分為陸路和海路兩個戰場，日軍攻下朝鮮的平壤，在黃海海戰中大敗北洋

水師，李鴻章以為應「保船制敵」，遂命令艦隊退守威海衞軍港，造成以後北洋艦隊

被動困守的局面，黃海海戰被認為是中國戰敗的關建和標誌。之後日軍又攻下中國的

旅順、威海衞，並於 1894 年 11 月 22 日在旅順進行大規模屠殺，血洗全城。戰後雙方

簽訂《馬關條約》，規定中方向日方割地賠款，清政府因此背負沉重的外債，國力日

趨衰退，它使得中國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出現了嚴重的民 族危機。而日本因獲

得巨額戰爭賠款，國力軍力迅速強盛，並逐漸走上軍國主義對外擴張之路。 

 

本課在教材中占重要部份， 讓學生深入認識甲午戰爭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並從中吸

取教訓是非常必要的。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反侵略戰爭中，中日甲午戰爭可以說是規模

最大，失敗最慘，影響最深，後果最嚴重，而且得到最多教訓的一次戰爭。通過對戰

爭過程的講述，認識清政府在戰爭中的腐敗無能和喪權辱國的 可恥行徑；愛國官兵在

戰爭中英勇頑強的表現、 視死如歸的愛國主義精神，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民族覺醒。正

因為如此，我們重新學習、研究這段歷史，讓學生確立積極進取及自強不息的人生態

度，最具現實意義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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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課節 課題 課題內容 授課時間 課時 

第 1節 日本侵略朝鮮—中日

甲午戰爭 
第 1節 中日甲午戰爭的背景 

 
2018-01-03 40分鐘 

第 2節 

日本侵略朝鮮—中日

甲午戰爭 
第 2節 中日甲午戰爭的經過與結

果 

 

2018-01-04 40分鐘 

第 3節 
日本侵略朝鮮—中日

甲午戰爭 
第 3節 中國戰敗的原因 

 

2018-01-05 40分鐘 

第 4節 
日本侵略朝鮮—中日

甲午戰爭 
第 4節 中日甲午戰爭的影響 

 

2018-01-08 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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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一、知識 

1. 了解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的背景，探討中國、日本與朝鮮的三角關係，並了解甲午戰

爭是日本大陸政策對外擴張的起點。 

2. 透過講解甲午戰爭經過，分析中國戰敗的原因和晚清的內部問題。 

3. 從《馬關條約》的主要內容，認識到條約使中國的民族危機空前加重，同時從條約

中分析這場戰爭對日本、中國以至國際深遠影響，帶出甲午戰爭引發列強瓜分中國的

危機。 

 

二、能力培養 

1. 培養學生辨析史料及問題的能力。 

2. 透過教師引導，提升學生自主學習及研習材料的能力。 

3. 透過講述、觀察地圖、圖片展示及多媒體演示等教學方法，了解戰爭的經過，將歷

史情景重現，加強對事件的認識。 

 

三、情感態度與價值觀 

1.  透過學習民族英雄—鄧世昌、丁汝昌、左寶貴等人在保衛國家和民族利益鬥爭中的 

事蹟，感受中華民族不屈不撓、勇於抗爭的愛國表現，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感及正 

確的人生價值觀和歷史責任感。 

2.  透過甲午中日戰爭，清朝戰敗，再次簽訂不平等條約的史實讓學生確立積極進取及

自強不息的人生態度。 

二、主要內容 

第 1節 中日甲午戰爭的背景 

第 2節 中日甲午戰爭的經過與結果 

第 3節 中國戰敗的原因 

第 4節 中日甲午戰爭的影響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整個課堂以學生為本，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教師利用的史料加強學生學習歷史

持有的客觀態度及價值觀。同時引導學生採用分析、觀察、歸納等對歷史知識進行學

習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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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師：講解與敘述、分析圖表、史料解讀、問題探究、合作探究法、閱讀指導法、

多媒體演示法、圖文結合法，分組討論及培養運用圖表形式傳遞歷史資訊的能力和比

較分析能力。通過講述、觀察地圖、圖片等形式，指導學生搜集的資料在課堂向同學

講解戰爭基本經過，再現歷史情景，增強的情感體驗。 

2. 學生：自主學習，撰寫主題報告及材料分析為主等的綜合法。學生的積極參與，主

動探索，以實現教師在傳授知識上達到培養能力及啟發思維的教學目的。 

四、教學重點 

黃海大戰和《馬關條約》；《馬關條約》與台灣 

五、教學難點 

中國戰敗的原因和《馬關條約》的影響 

六、教學用具 

多媒體 (簡報、圖片、錄影片段等) 輔助下透過討論及分析問題設置、工作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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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年級 高二文 

 

課程名稱 日本侵略朝鮮—中日甲午戰爭 

學生人數 31 

學情分析 本單元學生初中課程已經有所涉及，有一定的基礎，但對於歷史問題的認識和

分析還需進一步加深和探究。 

主要目標 1. 了解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的背景，探討中國、日本與朝鮮的三角關係，並了解

甲午戰爭是日本大陸政策對外擴張的起點。 

2. 透過講解甲午戰爭經過，分析中國戰敗的原因和晚清的內部問題。 

3. 從《馬關條約》的主要內容，認識到條約使中國的民族危機空前加重，同時

從條約中分析這場戰爭對日本、中國以至國際深遠影響，帶出甲午戰爭引發列

強瓜分中國的危機。 

 

配應基力

要求編號 

A-10；B-1；B-2；B-6；D2 

情感態度

與價值觀 
1. 透過學習民族英雄—鄧世昌、丁汝昌、左寶貴等人在保衛國家和民族利益 

鬥爭中的事蹟，感受中華民族不屈不撓、勇於抗爭的愛國表現，培養學生的愛

國主義情感及正確的人生價值觀和歷史責任感。 

2.  透過甲午中日戰爭，清朝戰敗，再次簽訂不平等條約的史實讓學生確立積

極進取及自強不息的人生態度。 

 

重點 黃海大戰和《馬關條約》；《馬關條約》與台灣 

 

難點 中國戰敗的原因和《馬關條約》的影響 

 

材料 作者：張志義、盧祥錦、梁維恩、黃震宇、溫玉冰、洪天宇、周慧怡、陳柏榮 

編著 新探索中國史 5上。齡記出版有限公司。(教學用書) 

作者：呂振基、王穎芝、姚世外  高中中國歷史 4 下 。現代教育研究社。(教

學用書) 

馬鳳娟主編 ( 2004) 新教材完全解讀 歷史必修 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劉芳銘 編著  大滿貫復習講義‧歷史 (上) 。台灣翰林出版。 

薛金星 總主編  (2007) 中學教材全解 高中歷史 必修 1。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薛金星 總主編  (2007) 中學教材全解 (學案版) 高中歷史 必修 1。陝西人民教育

出版社。 

決戰高考題庫 (2009) 。延邊大學出版社。 

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 

第一文庫網。https://www.wenku1.com/ 

百度文庫。https://wenku.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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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1月 3日 (星期三)  第 1節 中日甲午戰爭的背景 

 

教

學

流

程 

教學內容 時

間 

(分

鐘) 

導

入

新

課 

【教師講述】 

教師利用地圖說明英法聯軍之役後，列強加緊對中國及鄰近諸國的侵略：

英國勢力介入西藏，法國侵佔越南。中國其他西南藩屬如緬甸等亦淪為列

強的勢力範圍。同時，日本也迅速崛起，加入侵華的行列，觸發了中、日

兩國的大戰。是次戰爭發生於 1894年，歲次甲午，故稱「中日甲午戰

爭」。 

甲午戰爭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對外展開侵略為吞併朝鮮、入侵中國而

蓄意挑起的侵略戰爭。由於清政府的腐敗沒落、決策集團的妥協退讓和軍

備的鬆弛落後，甲午戰爭以中國的失敗而告終。《馬關條約》大大加深了

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同學們，今天我們就一起來探討這段歷史吧！ 

 
        

  

2 

分

組

討

論 

教師 

資料主要說明日本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國勢有何轉變？這與日本對外擴張

有何關係？朝鮮對日本國防和經濟有何重要性？日本國內軍國主義抬頭，

如何助長日本對外侵略的野心？ 

 

資料一： 

日本的自然經濟極為短缺，缺乏必要的原料，……（工業發展）甚難得到

充分的滋養。日本近代經濟之所以能在（明治維新後）短短數十年之內由

萌芽而臻於發達，主要是倚靠軍事冒險的僥倖。……蓋戰爭為其擴展商品

市場，原料供應地及剩餘資本投資地，……使重工業及軍需工業得到繁

榮。  

林明德《日本近代史》 

資料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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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日本藩士佐田白茅提出〈征韓論〉：「全皇國（日本）為一大

城，則若蝦夷（今日本北海道）、呂宋（今菲律賓）、台灣、滿清、朝鮮，

皆皇國之屏藩也。……滿清可（結）交，朝鮮可（討）伐，呂宋、台灣可

唾手而得矣。且夫朝鮮之所以不可不伐者，則尤有故。……俄國竊窺其動

靜，美國亦有攻伐之志。皇國若失斯好機會，而與之於外國，則實失我

唇，而我齒必寒。……朝鮮則金穴也，米麥亦頗多，一舉拔之，徵其人民

與金穀，……故伐朝鮮者，富國強兵之策。」 

 

請回答 

根據資料一，試指出日本發動對外擴張的原因。 

根據資料二，日本對外擴張策略如何？為何佐田白茅認為朝鮮「不可不

伐」？ 

有謂鴉片戰爭後中國積弱，是日本窺視朝鮮的主因，你同意嗎？試抒己

見。 

 

【學生回答】參考答案： 

1. 日本本土資源缺乏，自明治維新後，日本工業發展迅速，急需藉海外

擴張來擴展其商品市場及取得原料。 

2. 日本的對外擴張策略是先結交滿清，然後攻佔朝鮮，那麼呂宋、台灣

等地自然唾手可得。朝鮮鄰近日本，一旦落入任何國家手中，將威脅

日本的國防安全。當時朝鮮勢弱，政局不堪，俄、美等國都希望乘機

侵略朝鮮，增強自己在亞洲實力。因此，日本必須先於列強奪取朝

鮮，既可保障日本領土的安全，又可作為日後入侵中國的跳板。此

外，朝鮮的資源豐富，也有助發展日本的農工商業。 

3.  選答同意： 

可指出日本早有入侵朝鮮的野心，但礙於中國強大，故不敢造次。鴉

片戰爭後，中國勢弱，無力保護四周藩屬，日本因而乘機侵佔朝鮮，

推行進侵中國的「大陸政策」。 

 

選答不同意： 

可指出日本對外擴張的主因是本土資源缺乏，自明治維新後，日本工

商業發展迅速，急需向外爭取資源及擴大市場，朝鮮資源豐富，有助

日本富國強兵。因此，無論中國的國勢強弱與否，日本都會侵略朝

鮮，以解決日本國內資源問題。 

 

講

授

新

課 

【教師講述】 

第 1節 中日甲午戰爭的背景 (利用簡報講解內容) 

1.1 日本國力擴張：明治維新後，日本工業迅速發展，國力日益雄厚。制

定了一系列向外擴張的國策，稱為大陸政策，矛盾直指中國。其計劃是先

奪台灣和琉球，繼而侵佔朝鮮、中國東北的滿蒙，直至全中國，最後稱霸

全世界。 

1.2 日本為征韓作試探：日本為實現其大陸政策，在征韓前曾作出試探行

動。日本欲奪取朝鮮，作為侵略中國的踏板。 

1874……出兵台灣 

1876……日朝江華條約，朝鮮自主 

1879……佔琉球(改名沖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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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2……日朝濟物浦條約，中日在朝駐軍 

   1885……中日天津條約,中日共同保護朝鮮 

   1887……「 征討清國策」 

 

教師：想一想，中日甲午戰爭是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可參考書的內容) 

學生：不是，它是日本明治政府長期推行對外擴張政策的產物！ 

造艦計劃 1886-1888 

            1888-1892 

1892年，陸軍 29萬，海軍 32艦(7萬噸) 

1893年，設立戰時大本營 

教師：對。史家戚其章在《甲午戰爭史》中指出：「中午戰爭的爆發，並

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從以下的內容，更可以看出日本的精心部署。 

日本透過與朝鮮訂立多項不平等條約，逐步進侵朝日本透過與朝鮮訂立多

項不平等條約，逐步進侵朝鮮，為發動全面侵略作準備。請問同學，日本

與朝鮮訂立了哪幾項不平等條約？若說日本對朝鮮的控制是逐步滲透，你

同意嗎？試就日朝江華條約、日朝濟物浦修約及中日天津條約三者，予以

析述。 

學生：1875年《江華條約》： 朝鮮與中國脫離藩屬 關係，成為自主國。 

1882年《濟物浦條約》：日本可以駐兵朝鮮。 

1884 年《天津條約》： 商定將來兩國如派兵赴朝鮮，須先行照

會。自此，日本已成為朝鮮的保護國之

一，有權過問朝鮮的內政和外交等事。 

 

 

教師結合地圖和史家觀點提出問題： 

 

「高麗（朝鮮）在我國國防上的地位極其重要，因為高麗可以作為敵人陸

軍侵略我東北的根據地，也可以作為敵人海軍侵略我山東、河北的根據

地。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 

 

教師：根據以上史家觀點，日本為何視奪取朝鮮為侵略中國的跳板？ 

學生：朝鮮地處中國和日本之間，若攻佔朝鮮，便能以朝鮮為跳板入侵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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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組

辯

論 

1.3清廷內部和戰之爭 

教師利用以下的題目進行現場探究的辯論： 

甲午戰爭前夕，清廷內部和戰不休，同學可分成兩組，分別代表「主戰」

和「主和」的不同意見，以「中國應否對日開戰」為題進行辯論。 

教師將學生分成兩組進行辯論，雙方派出代表申述各自論點，然後就對方

的論點作出質疑、反駁，目的加強學生了解以主戰的帝黨和主和的后黨之

爭，最後再由教師將兩方的論點及引用史家觀點作總結。(見簡報) 

 
 

10 

講

授

新

課 

1.4外交斡旋失敗 

 
當時主持外交的李鴻章亦主張避戰求和，期望列強出面調停。 

然而，日本卻利用和中國談判的時機，積極備戰，並游說列強不要干涉中

日紛爭。 

教師引用以下史家觀點證明清廷尋求俄、英調停失敗： 

「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在戰爭形勢逼在眼前的時候，清朝政府先後央求俄國和英國進行「調

停」。英國既然站在支持日本北進的立場上，當然談不上甚麼調停。至於

沙皇俄國，雖然對於日本勢力的擴張採取警惕的態度，但是在它看來，中

國和日本間的戰爭有可能造成對它有利的機會，它寧願等待這種時機的到

來，而不願採取任何步驟來阻止日本的行動。」 

 

2 

問  教師利用有關問題鞏固學生知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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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探

究 

【教師提問】： 

1. 日本發動甲午戰爭的根本原因是  (     ) 

A. 清政府軟弱可欺        B. 朝鮮東學黨起義 

C. 明治維新後日本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    D.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支持 

【學生回答】參考答案：C 

日本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後，為滿足本國次產階級的需要，對外瘋狂侵略擴

張。 

 

2. 日本右翼教科書篡改中日甲午戰爭起因： “清不想失掉最後的朝貢朝 

鮮，開始將日本作為敵人。日本進行了日清和日俄兩場戰爭，就是由於東

亞的這種國際關係。” 這段歷史的真實情況是  (     ) 

1朝鮮農民起義威脅到日本的安全 

2清軍協助鎮壓朝鮮農民起義威脅日本的安全 

3日本軍事實力的上升，制定了以侵略中國為中心的大陸政策 

4日本蓄意挑起戰爭，襲擊清軍運兵船，挑起戰端。 

1,2,3           B. 1,2           C. 3,4            D. 1,2,3,4 

【學生回答】參考答案：C 

朝鮮爆發農民起義或者清軍協助鎮壓朝鮮農民起義對日本都不存在威脅，

所以 1,2說法缺乏依據。故答案選 C。 

 

課

堂

總

結 

【教師講述】 

中日甲午戰爭發生的原因：這場戰爭發生的歷史背景如何？戰爭的原因是

什麼？ 

我們已知可從日本、朝鮮、清廷三方分析戰爭的背景，歸納出戰爭發生的

原因。 

日本明治維新後，制定了對外擴張的“大陸政策” （根本原因），經過對

外侵略的精心部署，所以中日甲午戰爭不是偶然發生的事件。；朝鮮東學

黨之亂，為日本提供了契機（直接原因）。這場戰爭發生在哪一年？為什

麼稱之為甲午中日戰爭？1894年 7月中國運兵船高陞號被日本擊沉， 8月

1日，中日同時互相宣戰，史稱「甲午戰爭」。下一節我們繼續探討中日

甲午戰爭的經過。 

 

3 

作

業

佈

置 

【作業佈置】 

學生分組分為五組分別搜集豐島和牙山戰役、平壤戰役、黃海海戰、遼東

戰役及威海衛海戰爭的資料及相關人物，準備在下一節的中日甲戰爭經過

內容作報告分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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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4日 (星期四)  第 2節 中日甲午戰爭的經過與結果 

 

教

學

流

程 

教學內容 時

間 

(分

鐘) 

分

組

報

告 

教師：中日甲午戢爭由 1894年 7月豐島海戰起，至 1895年 4月《馬關條

約》簽訂為止，歷時不足一年，其戰爭經過就由每組同學派代表為各位同

學負責講解： 

第一組同學：豐島和牙山戰役 

第二組同學：平壤戰役 

第三組同學：黃海海戰 

第四組同學：遼東戰役及威海衛海戰爭 

     

     
學生利用課本和網上資料並結合地圖講解這幾場戰役，由學生主導課堂，

同學們彼此互動良好，提升學習興趣，也使整個課堂活潑輕鬆。教師將在

同學們分享完畢後再作課文及有關資料的補充 (簡報)，播放短片及進行提

問。此外，對於民族英雄—鄧世昌、丁汝昌、左寶貴等人在保衛國家和民

族利益鬥爭中的事蹟，要讓學生感受中華民族不屈不撓、勇於抗爭的愛國

表現，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感及正確的人生價值觀和歷史責任感。 

 

播放短片：黃海海戰 

 

老師：每場戰役失敗的關鍵及重要人物的犧牲 (如平壤戰爭中左寶貴率軍

拼死抵抗，結果中炮犧牲。黃海海戰，丁汝昌受傷，鄧世昌、林永升殉

國；而李鴻章了保船制敵，下令艦隊退守威海衛軍港，讓日軍輕易掌握黃

海的制海權，造成中國被動困守的局面，也是注定中日甲午戰爭失敗的主

要關鍵。黃海大戰後，遼東戰役，日軍輕易侵入遼東半島，出現了一場慘

絕人寰的大屠殺，這場大屠殺發生在哪裡？接著，日軍又夾擊威海衛，我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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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戰況如何？本次戰爭的結果如何？清政府戰敗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學生：旅順大屠殺。面對日軍的節節進逼，北洋艦隊腹背受敵，全軍覆

沒，海軍提督丁汝昌自殺殉國。清廷加緊求和，結果與日本簽訂了不平等

的《馬關條約》。 

 

教師利用史料提問： 

保船制敵： 

李鴻章：「今日海軍力量，以攻人則不足，以之自守尚有餘。用兵之道，

貴於知己知彼，捨短取長，此臣所以為兢兢焉，以保船制敵為要，不敢輕

於一擲，以求諒於局外者也。」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 

日人對保船制敵的評論： 

海軍政略之要，在於佔有制海權。……清國艦隊在作戰伊始，就未能採取

攻勢運動，而採取絕對守勢運動，這是清國的失算 。 

川崎三郎《日清戰史》 

你認為李鴻章「保船制敵」的戰略是否正確？為甚麼？ 

【學生回答】參考答案： 

是。北洋艦隊的實力不如日本聯合艦隊，故應保持戰力，以待轉機。  

否。保船制敵使北洋艦隊困守威海衛軍港內，頓失良機。 

 

講

授

新

課 

教師利用地圖講述《馬關條約》。 

1. 朝鮮完全獨立。 

2. 割讓遼東半島、台灣、澎湖列島給日本。 

3. 賠償日本軍費白銀二萬萬兩。 

4. 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 

5. 允許日本在中國各地投資設廠。 

6. 日本在華享有最惠國之待遇。 

 

5 

問

題

探

究 

 教師利用有關問題鞏固學生知識： 

【教師提問】： 

1. 中日《馬關條約》被迫開放的四處通商口岸是  (    ) 

A. 廣州、福州、廈門、寧波     B. 天津、南京、蘇州、杭州 

C. 沙市、重慶、蘇州、杭州      D. 廣州、台灣、重慶、南京 

【學生回答】參考答案：C 

本題主要考查《馬關條約》的內容。 

 

2.《馬關條約》規定： “日本臣民得在中國製造一切貨物，其於內地運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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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內地稅、鈔課……即照日本臣民運入中國之貨物一體辦理，自應享優

例豁除”。從中可以看出導致中國近代以來民族工業舉步維艱的一個重要

因素是 (    ) 

A. 外資工業在中國的興起          B. 民族工業沒有技術優勢 

C. 民族工業沒有資本優勢         D. 外資工業享有免稅特權 

【學生回答】參考答案：D 

這一條約使國商品在中國應交稅款 “優例豁除”，大大增加了競爭力，使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日益艱難。 

 

3.《馬關條約》的內容中，最能反映帝國主義國家一致要求的是 (    ) 

A. 開通內河新航線                    B. 增開內地通商口岸 

C. 允許在通商口岸設廠             D. 賠償巨額的軍費 

【學生回答】參考答案：C 

19世紀末 20世紀初，帝國主義在對外擴張中，以資本的輸出為主，取代

了商品輸出的地位，在通商口岸投資設廠，體現了這一特點。 

 

4. 從《南京條約》到《馬關條約》反映出列強侵華的發展趨勢是 (    ) 

A. 從經濟侵略到政治侵略        B.從開口通商到割佔土地 

B. 從單獨侵華到共同侵華        D.從商品輸出到資本輸出 

【學生回答】參考答案：D 

19世紀末 20世紀初，帝國主義在對外擴張中，以資本的輸出為主，取代

了商品輸出的地位，在通商口岸投資設廠，體現了這一特點。 

 

課

堂

總

結 

【教師講述】 

 
教師總結及利用提問要求學生預習下一節的內容：為何中國會在戰爭中連

番敗仗？ 

1 

作

業

佈

置 

【作業佈置】 

完成中日甲午戰爭工作紙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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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5日 (星期五)  第 3節 中國戰敗的原因 

 

教

學

流

程 

教學內容 時

間 

(分

鐘) 

新

課

導

入 

教師利用以下問題讓學生展示學習成果，鞏固知識。 

1、日本發動甲午戰爭的目的是什麼呢？ 

2、你知道甲午戰爭中的哪些著名的戰役？ 

3、在黃海戰役中，下令用自己的軍艦撞擊敵人軍艦，最後壯烈犧牲的中

國海軍將領是誰？ 

4、和日本簽定《馬關條約》的中國代表是？ 

5、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戰爭後割讓日本的領地是？ 

6、最先在中國獲得開設工廠的國家是哪個？ 

      

 

10 

閱

讀

探

究 

學生自主學習，閱讀自習材料—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戰敗的原因 

 

資料一 

凡行軍制勝，海戰惟恃船炮，陸戰惟恃槍炮，稍有優絀，則利鈍懸殊。倭

(日) 人於近十年來，一意治兵，專師西法。傾其國帑購船購械，愈出愈

精。中國限於財力，拘於部議 (部門間的爭議)，未能撒手 (放手) 舉辦，遂

覺稍形見絀。海軍快船快炮太少，僅足守口，實難緃令海戰。……(陸軍

方面) 倭人專用新式快槍快炮，精而且多，較中國數年前所購舊式者，尤

能靈捷及遠。 

                              李鴻章〈據實陳奏軍情摺〉(1894年) 

資料二 

1895年，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非敵 (日本) 之能也，敵未至而防疏，敵

將至而遂退，……兵勇又多怯於見敵，……苟能眾志成城，效死勿去，調

度有法，同時並攻，雖倭夷十倍其數，安能得我寸哉？」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 

資料三 

日清開釁之初，(光緒) 帝立意主戰，觀其請停頤和園工程以充實軍費，意

亦可見矣。誠使支那 (中國) 君臣一心，上下協力，目的專注於戰，則我

國之能勝與否，誠未可知也。 

                                                     大久平治郎《光緒帝》 

請回答： 

根據資料一，中國的軍備狀況如何？ 

根據資料二、三，清廷官員和日人對中國戰敗的看法有甚麼不同？ 

李鴻章認為甲午戰敗的主因，在於「以北洋 (艦隊) 一隅之力，摶倭 (日) 

人全國之師」，你同意他的說法嗎？試綜合上述資料抒多發己見。 

 

1. 中國海陸軍的武備陳舊，艦隊航速較慢，快炮也太少。 

2. 清廷官員認為中國將士素質低落，缺乏作戰信心；日人認為中國敗於

和戰決策不定，未能上下一心，全力應戰。 

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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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答同意： 

1. 在甲午戰爭前夕，清廷和戰不定，光緒主戰，慈禧太后主和，以致延誤 

作戰策略的制定。 

2.  慈禧太后挪用北洋軍費修建頤和園，導致中國自 1888 年起便沒有再添

置新武備。結果，軍隊武器落後，彈藥不足，艦隻不論在航速、武備都

遠不及日本，終致大敗。 

3. 甲午戰爭的爆發後，參與作戰的只有北洋艦隊和淮軍，其他地區的軍

隊如南洋艦隊均只是袖手旁觀，沒有參與對日的戰事。相反，日本方

面則是蓄謀已久，在軍事上作好充足的準備，傾全國之力來與中國作

戰。李鴻章只以一人之力對抗日本，戰敗實是無可避免。 

選答不同意： 

1. 洋務運動後，中國的海軍實力增強，可與日本一戰。可是，在甲午戰

爭前夕，李鴻章昧於國際形勢，信靠俄、英出面調停，不作備戰。結

果，在戰爭無可避免的情況下，中國軍隊才倉卒應戰，最終導致慘敗

收場。 

2. 黃海戰敗後，李鴻章採取消極態度，令北洋艦隊退守威海衞，處於被

動，終被日軍水陸兩路夾擊殲滅。由此可見，中國敗給日本，是因為

清廷外交策略失當、軍隊準備不足及戰略指揮失誤。 

 

講

授

新

課 

【教師講述】(簡報) 

中國戰敗於日本的原因： 

3.1 日本方面 

明治維新見效：日本君民上下一心，推動維新改革，建立現代化國家。 

 

戰前積極部署：明治維新初期，日本政府已制定一套大陸政策，積極部署

侵略朝鮮和中國。 

 

軍備訓練精良：於 1872 年改革海軍體制，擴充新艦，又在 1885 年推行十

年的擴軍計劃，並提前在 1892 年完成。到中日開戰時，日本性能優異的

戰艦在噸位上已超越中國。 

 

3.2 中國方面 

和戰決策不定：清廷內部則因和戰未决而陷於困局，如光緒帝與帝黨主

戰，慈禧太后為首的后黨和李鴻章則主和。 

 

外交策略錯誤：李鴻章寄託列強「調停」，但列強最終袖手旁觀，結果清

廷貽誤軍機。 

教師：為何英、俄都不想單方面干涉中日衝突，主張尋求列強共同行動？ 

學生：英、俄兩國不願對方單方面干涉中日衝突，避免對方從中得益，或

自己向日本施壓時，對方反而協助日本。因此，兩國主張尋求列強共同行

動，平衡各方利益，避免對方單方面介入中日衝突。 

 

戰略指揮失宜：黃海海戰後，李鴻章，採取消極避戰之策，致使艦隊困守

威海衞軍港，遭日本陸、海軍夾擊，終致全軍覆沒。 

 

軍備鬆懈廢弛：北洋海軍因清廷挪用海軍經費修築頤和園，使其海軍實力

與日艦頗有差距陸軍人數雖多，卻訓練不足，彈藥不全，軍紀散漫，糧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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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影響其作戰能力。 

 
 

課

堂

總

結 

【教師講述】 

中日甲午戰敗責任歸結於清廷的腐敗無能，加上中國方面只有李鴻章領導

的北洋艦隊和淮軍參與戰事，其他地區的軍隊如南洋艦隊、廣東艦隊等，

均只袖手旁觀，沒有參與對日的戰事，自然不敵傾全國之力來與中國戰鬥

的日本。相對的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後，無論從軍事體制還是國家政治制度

上，都相對優於晚清政府，因此甲午之戰也可以說是中日兩國的制度之

爭，而中國的戰敗不僅是硬實力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在軟實力上與日本存

在差距。因而甲午戰爭從表面上看戰敗的原因是清軍在戰場指揮、軍事動

員、戰術方面與日軍存在差距，難與日本較量。甲午之戰的慘敗，真正激

發了中國人的危機意識與國家意識， 由此，不少學者甚至認為，不是鴉

片戰爭慘敗，而是甲午大敗才是中國人真正睜開眼睛看世界的開始，也直

接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發生，最終選擇了以徹底變革方式實現近代化的道

路。 

 

2 

作

業

佈

置 

【作業佈置】 

撰寫專題報告題目：《馬關條約》與台灣  

思考方向： 

1. 台灣是中國的寶島，大陸的屏障，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和經濟價值；日

本佔領臺灣長達 50年之久，不僅掠奪了資源，而且把臺灣作為侵略中國

大陸的基地。 

2. 台灣軍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英雄事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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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8日 (星期一)  第 4節 中日甲午戰爭的影響 

教

學

流

程 

教學內容 時

間 

(分

鐘) 

新

課

導

入 

【教師講述】 

教師：日本馬關春帆樓碑文載：「今日國威之隆盛，實濫觴於甲午之

役。」日本人為何會這樣說？甲午之役又對戰敗的中國帶來甚麼損失？ 

我們先從 《馬關條約》內容—鞏固知識以導入甲午之役對戰敗的中國帶

來的影響。 

 
【教師提問】： 

1. 甲午戰爭由開戰到結束，一直都與台灣沒有關係，為甚麼《馬關條約》

郤要求割讓台灣和澎湖？ 

【學生回答】參考答案： 

日本要求割讓台灣與澎湖，目的是進一步侵略中國。日本的擴張政策有北

進及南進兩套設計：北進即「大陸政策」，以朝鮮為起點，經海路進犯中

國的福建。日本在北進政策取得初步成功的同時，企圖發展南進政策以配

合，二路夾擊中國。 

 

2. 19 世紀的愛國詩人丘逢甲在《往事》詩中寫道 “銀燭鏖詩罷，牙旗校

獵還。不知成異域，夜夜夢台灣。” 這裡 “台灣成異域”是指 (    ) 

A. 鴉片戰爭中英國佔領台灣 

B. 中日甲午戰爭日本佔領台灣 

C. 荷蘭殖民者佔領台灣 

D. 《馬關條約》後日本割佔台灣 

【學生回答】參考答案：D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中國割讓台灣給日本。 

 

3 

講

授

新

課 

【教師講述】(簡報) 

1 中國方面 

1.1 加深民族危機：《馬關條約》是鴉片戰爭以來損失最嚴重的不平等條

約。 

 

1.2 國防深受威脅：《馬關條約》迫使中國割讓東北的遼東半島，以及東南

的台灣、澎湖，以及失去如中國國防屏障的朝鮮，嚴重危害中國海防。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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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經濟命脈受制：清政府為償付日本鉅額賠款及「贖城費」，向俄、法等

列強舉債，並以關稅、鹽稅等條件作擔保。 

 打擊中國工業：日本可在中國自由從事各種工業，並將產品傾銷中國；

列強紛紛效尤，對中國的工業造成嚴重打擊。 

 

教師利用史料提問： 

日本在華設廠的危害 

羅威廉《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 

《馬關條約》明確地給予日本在清朝領土內設立工廠的權利。在此之前，

外國工廠進駐中國是違法的，因此幾乎沒有設立。此條約對日本的讓步，

打開了中國對外國工業投資和經濟帝國主義的防洪閘門。已經享有最惠國

待遇的西方國家，隨即與日本同樣獲得在中國開設工廠的權利，且大部分

立刻就設立。 

為何說日本及列強在中國設廠帶來了經濟災難？ 

【學生回答】參考答案：日本據《馬關條約》得到「在清朝領土內設立工

廠的權利」，同時列強亦據「最惠國待遇」而獲得日本「在中國開設工廠

的權利」，自此日本及列強皆可在中國境內設廠，外國人便可自由地在內

地投資，進一步損害本土工業，對本土經濟構成直接的威脅。此前外國人

不能在中國設廠，但《馬關條約》簽訂後，則「打開了中國對外國工業投

資和經濟帝國主義的防洪閘門」，對中國本土經濟帶來沉重的打撃。 

 

1.4 列強深入內陸：《馬關條約》把內河航行權擴大至重慶，外輪亦可沿吳

淞江航行至蘇杭運河。 

洋務運動終結：甲午一戰，北洋海軍全軍覆滅，顯示洋務運動並未達到

「富國強兵」 

促成改革與革命：甲午戰敗使有識之士瞭解到非作全面政治改革不可，遂

有維新運動的出現；部分國民則認為必須推翻滿清，遂有革命運動的展

開。 

教師利用史家觀點分析： 

甲午戰爭後的兩大救亡潮流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 

（甲午戰爭）戰敗無可置疑地證明了滿人無力應付時代的挑戰，自強運動

那種表面的現代化，無法使江河日下的統治獲得新生。而且，新的帝國主

義危機產生了瓜分中國的危險。此時，中國思想界認識到，只有一場激進

的改革，甚或革命，才可拯救中國。進步人士倡導效法彼得大帝與明治天

皇，進行體制重組；極端分子則主張革命，以中華民國代替滿族王朝。在

戰後中國，政治運動主要由這兩股潮流構成。 

 

2 日本方面 

2.1 日本野心增強：通過甲午戰爭，日本的大陸政策初見成果，龐大的賠

款可作為資金，使其走向現代化。這助長了軍國主義的發展，進一步加强

侵華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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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補充資料】：靖國神社的前身是建於 1869 年 8 月 6 日（明治 2 年 6

月 29 日）的東京招魂社，最初是為了紀念在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內戰戊

辰戰爭中為恢復明治天皇權力而犧牲的 3500 多名反幕武士。靖國神社在

明治維新後開始供奉在包括甲午戰爭（1894－1895 年）、日俄戰爭（1904

年－1905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等戰爭中為日本戰死的

軍人及軍屬，由日本軍方專門管理，是國家神道的象徵。自明治天皇開

始，靖國神社成為日本天皇唯一鞠躬的對象。1978 年之後，因第二次世

界大戰 14 名日本甲級戰犯入祠靖國神社引起爭議，此後天皇便未參拜此

神社。 

 

2.2 日本地位提高：經甲午一役，日本不但得到賠款及各種特權，更享有

在華的最惠國待遇，躋身列強的行列，中國國際也位則急劇下降。 

 

2.4 國際形勢轉變：戰後日本勢力急增，中、朝地位則大降。英、俄、

德、美等國家遂加緊侵略中國，東亞地區相對穩定的形勢遭到破壞。 

 

2.5 東北局勢緊張：俄、日視對方為爭奪東北利益的對手，均加緊侵略東

北的步伐。 

  

【教師提問】 

三國干涉還遼事件，對中國帶來甚麼利弊？ 

【學生回答】參考答案：中國雖然可以贖款換取東北地區的領土完整，維

護中國的國防安全，但卻要付出沉重的代價。首先，中國須以三千萬兩贖

回遼東半島，增加了一大筆賠款。其次，俄國藉口干涉還遼有功，遂與中

國簽訂《中俄密約》，取得在中國東北修鐵路、開礦山的權益，並獲准租

借膠州灣為軍港，准許俄艦進出中國沿海各港口等。這些條款均令中國的

主權嚴重受損。此外，當列強得知中俄的秘密交易後，亦紛紛要求「利益

均霑」，強迫中國向它們借出港灣，並容許它們各自在華劃分勢力範圍，

使中國陷於半殖民地狀態。 

 

問

題

探

究 

 教師利用有關問題鞏固學生知識： 

【教師提問】： 

1. 《上海縣竹枝詞》有詩云： “卅年求富更求強，造炮成船法仿洋。海面

未收功一戰，總篇虛牝擲金黃。” 與上述內容有關的歷史事件是 (  ) 

A. 第二次鴉片戰爭            B. 中法馬尾海戰 

C. 中日甲午戰爭                D. 八國聯軍之役 

【學生回答】參考答案：C 

中日甲午戰爭，北洋艦隊全軍覆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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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的根本原因是 (     ) 

A. 中日兩軍發生衝突 

B. 朝鮮政府為鎮壓東學黨起義，請求中日雙方出兵幫助 

C. 日本統治者借口朝鮮事變蓄意發動 

D. 日本要實行以侵略中國為中心的 “大陸政策” 

【學生回答】參考答案：D 

根本原因在於日本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後，對外瘋狂侵略擴張。 

 

3. 有人說：甲午中日戰爭是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的分水嶺。這種觀點的主

要依據是 

A  《馬關條約》允許列強在華投資設廠  

B 甲午戰敗標誌著洋務運動破產 

C 甲午戰後清政府放寬民間開工廠的限制  

D 甲午戰後中國向西方學習上升到制度層面 

【學生回答】參考答案：D 

中國的近代化主要指中國走向資本主義化，在甲午戰爭前，中國主要向西

方學習器物，在甲午戰爭後，中國掀起了百日維新，力圖把中國改造為資

本主義國家，表明在戰後中國向西方學習的層次上升到制度層次。 

 

學

生

報

告 

學生分享專題報告 

《馬關條約》與台灣 (簡報)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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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堂

總

結 

【教師講述】 

  

 
經過同學分享專題報告馬關條約與台灣，教師也對近年對中日台三方對於

釣魚台屬誰都在爭議當中： 

釣魚台（中國大陸作釣魚島，台灣作釣魚臺，又被稱作釣魚嶼、釣魚山、

釣嶼、釣臺或者是釣魚台島，在日本則稱呼為魚釣島。1945 年第二次世

界大戰結束後，琉球群島便開始列入由美國領導的琉球列島美國民政府實

際統治著。1968 年時，在經過探測後認為釣魚台及附近島嶼的周遭海域

可能蘊藏有石油。而在 1971 年美國與日本所簽屬的《歸還沖繩協定》

中，決定將在 1972 年時將琉球群島的管理權移交給日本新成立的沖繩縣

進行管轄[28]。然而在這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開始就釣魚台以

及周遭島嶼與日本產生領土糾紛，其中雙方認為中國早在 14 世紀便發現

並且管理釣魚台等島嶼，一直到 1895 年才由於《馬關條約》後才將釣魚

台割讓給日本政府。然而日本的官方立場則是認為在 1895 年 1 月勘察過

後已經確認島嶼為荒島，因此以無主地先佔法理編入日本的領土，所以釣

魚台等島嶼並不包含在《馬關條約》所指定的割讓領土中釣魚台主權的爭

議成為今日中日關係與台日關係重要的議題之一，對此日本堅持主張釣魚

台以及周遭黃尾嶼等島嶼皆為沖繩縣石垣市所管轄，並且不承認中華人民

共和國與中華民國所提出的領土爭議[30]。而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

民國至今仍然處於複雜的關係，但雙方政府皆認為釣魚台是台灣的附屬島

嶼之一，並且由宜蘭縣頭城鎮負責管理。 

 

所以藉以上釣魚台的問題，最後得出結論：甲午戰爭中國慘敗，簽訂了

《馬關條約》，刺激了列強瓜分中國的野心，中國的民族危機空前嚴重，

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所以透過學習這段歷史，我們認識

到清政府在戰爭中的腐敗無能和喪權辱國的可恥行徑；了解廣大愛國官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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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爭中表現出的英勇頑強、視死如歸的愛國主義精神。現在讓我們吸取

歷史教訓，培養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為振興和發揚中華而努力學習，我

們的國土不能分裂，期待國家統一，台灣和釣魚台的問題也能順利解決。 

 

作

業

佈

置 

【作業佈置】 

1. 完成中日甲午戰爭綜合練習 

2. 學生分組解答以下問題  (鞏固知識及總結) 

    1. 中日皆建立新式海軍及陸軍，為何中國不敵？ 

    2.甲午戰爭是中日兩國改革成效的檢視，結果是中國慘敗，日本戰勝，  

       你知道日本有哪些戰勝的原因嗎？ 

    3. 李鴻章認為中國於甲午戰爭慘敗的主因是甚麼？他有何重要理據？ 

    4. 李鴻章總攬當時朝廷軍政外交大權，他應否為中國在甲午戰爭的失敗    

        負上主要責任？為甚麼？ 

    5.馬關條約對中國的影響？並試述馬關條約哪一個條款對中國影響最深 

       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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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試教評估方面： 

本課第 1 節介紹中日甲午戰爭的背景、探討中國、日本與朝鮮的三角關係，並了

解甲午戰爭是日本大陸政策對外擴張的起點。第 2,3 節透講解甲午戰爭的經過，分析中

國戰敗的原因和晚清的內部問題。第 4 節《馬關條約》的內容，分析這場戰爭對日

本、中國以至國際的深遠影響，帶出甲午戰敗引發列強瓜分中國的危機。 

 

本教案的設計以大部份時間以學生為主導，教師充分利用教材中提供的圖片、文

獻資料講解相應的教學內容，有效地促進學生自主學習、探究學習、合作學習；同

時，利用多媒體及影片，對戰爭爆發原因和結果的分析，使學生對課文內容能深入認

識。學生透過閱讀材料，學會歸納總結，培養了觀察能力；分組討論的方式是“以人

為本”的教育思想和合作探究的一種能使師生共同參與的教學模式，在歷史課堂教學

中有一定的使用價值，對學生在課堂共同探究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有所提升。教師在對

於學生在撰寫報告的佈置上有關台灣人民反對中國割讓台的鬥爭，了解到當時台灣人

的愛國精神。學生在學習中日甲午戰爭這段歷史過程中明確了解日本發動的一場蓄謀

已久非正義的侵略戰爭，結果使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透過對戰爭過

程的講述，認識清廷在戰爭中的腐敗無能和喪權辱國的可恥行徑；並且讓我們學習歷

史上的民族英雄人物如鄧世昌在戰爭中英勇頑強的表現、視死如歸的愛國主義精神，

透過歷史教訓讓學生學習自強不息和積極進取的態度，  

 

每一節課的完結，教師除了作課堂總結也會佈置作業，為該課堂設計一份綜合練

習的工作紙鞏固所學的知識。最後再以測驗、考試、分組報告分享等的多元評核，以

檢查學生的學習成效。 

 

反思建議方面： 

每一節課內容充實，教師都運用不用的教學方法，除了教師的講授，注重了讓學

生參與和學習過程，學生自主地探索歷史知識是重要部份，以學生為主充分體現了學

生的主體性地位，並在過程中培養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和歸納總結等各方面的能

力。整個過程都必須考量如何重現歷史事件、人物形象生動的方式，吸引了學生的注

意力。另一方面，教師也時時刻刻的思考如何調動學生的課前自主學習和課後探究歷

史的問題堅持繼續學習，對於教學的方法都要因應不同班級作調整，和同儕之間進行

教學上的互相交流，對教學的提升深刻反思。 

 

在教與學上師生能達到教學相長的成效，就必須做課後反思，面對學生的疑惑，

如何解惑，讓學生吸收相關的知識等，期望下一節課會教授得更好，就是我要努力的

目標和方向，期望帶給學生學習歷史是輕鬆又生動的，並能在課堂上掌握到豐富的史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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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教材 

輔助教學資料 

一、 教學圖片 

二、 教材課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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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課堂照片 

  

  

 

 
 

 



2017/2018 

C029 

 25 

 

  

 

 

 

 

 

檢閱學生專題報告 (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