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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歷史與歷史解嚴
           ：高中歷史教科書內容的檢視
                                                                               戴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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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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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嚴之前的歷史教育：以1983課程標準及教科書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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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標

壹、明瞭中華民族之演進及各宗族間之融合與相互依存之關係。

貳、 明瞭我國歷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變遷的趨向，特別注

重光榮偉大的史實與文化成就，以啟示復興民族之途徑及其

應有之努力。

參、明瞭世界各主要民族演進之歷史及其相互之關係與影響。

肆、 明瞭世界文化之演進及現代國際大勢，確立我國對國際應有

之態度與責任。1 

第二、時間支配：

       第一、二學年每週均授課二小時。第一學年及第二學年第一

學期講授本國史，第二學年第二學期講授近代世界史。2 

第三、教材大綱：

          本大綱雖列有綱目作為編寫教科書之依據，惟教材之內容細

節及依序輕重，編輯可參照教材編輯注意事項之提示，以及

實際之需要，自行斟酌增刪。3 

三一、三民主義模範省的建設

（一）台灣的光復。

 （二）政府遷台與中國國民黨的改造。

（三）台灣實施三民主義建設的成果。

（四）歷史的展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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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課本正文：

「政府遷台以來，由於中樞領導之鞏固，使我國政治、軍

事、經濟、文教、社會各方面，均有快速的進步。近年來又

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言論完全自由。」7

2、大事年表：

大事年表中未列入與戒嚴相關之敘述，只在民國七六年、丁

卯、一九八七年提及總統宣告台灣地區解嚴、開放對大陸探

親。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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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嚴後的歷史教育：以1996課程標準9及教科書為主

 第一、目標

壹、 啟發學生對歷史的興趣，俾能主動學習歷史，吸取歷史經

驗，增進人文素養。

貳、 引導學生了解歷史知識的特質，使其認清歷史變遷對時代的

重要性，以強化其思考與分析能力。

參、 引導學生思考人我、群我的關係，以培養學生對社會、民

族、國家的認同感與責任心。

肆、 培養學生具有開闊的胸襟及世界觀，使能以更寬廣的角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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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中國歷史文化在世界歷史文化中之地位。10 

第二、時間分配：

 第一學年第一、第二學期講授，每週三節。11 

第三、教材綱要：（戰後台灣史相關部份）

 拾捌、「台灣經驗」的建立

一、台灣光復與政府遷台

二、民主憲政的發展

三、經濟的成就

 拾玖、台灣社會文化的變遷

一、教育的推展

二、社會的轉變

三、文化的演進

四、未來的展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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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防止共產黨及共產思想傳播台灣，下令戒嚴，剝奪憲法賦予人

民的基本權利。」14

 「民國七十五年，民主進步黨成立，並未受到政府的彈壓，標誌著

台灣的民主憲政往前推進一步。翌年七月十五日政府解除戒嚴，人

民享有更多的自由。黨禁的解除不僅使民主進步黨合法化，且帶動

其他政黨成立。」15 

A、1949年，民國38年：台灣實施戒嚴。16 

B、1987年，民國76年：台灣地區解除戒嚴。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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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防範共軍犯台，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九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

實施戒嚴，三十九年元月，行政院正式宣佈台灣實施戒嚴，並經過

立法院追認通過。戒嚴期間，嚴禁商店抬高物價，囤積貨物，罷工

及遊行請願等。19」

 「隨著政治及社會日趨穩定，為加強人民權利的保障，並消除人民

疑慮，民國七十六年七月，蔣經國總統宣布解除台灣地區戒嚴令，

同時宣布實施國安法，國安法與戒嚴令最大的不同是縮小軍法管轄

的範圍（非現役軍人不受軍法審判），縮小警備總司令部的職權，

將出入境及山防、海防移歸內政機關。20」

A、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台灣實施戒嚴22。

B、 民國七十六年、1987年，總統宣告台灣地區解嚴、開放對大陸探親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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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台灣開始實施戒嚴，警備總司令部發

布各種戒  嚴時期相關法規，防止非法行動、管理書報、非經許可

不准集會結社、禁止遊行、請願、罷課、罷工、罷市、罷業等行

為。25」

 「民國七十六年六月立法院通過國家安全法後，七月十五日，蔣經

國總統宣布解除戒嚴。解嚴以後，國會改造與結束動員戡亂體制成

為政治改革的重點。26」

A、三八年、1949。台灣省實施戒嚴。28 

B、七六年、1987。總統宣告台灣地區解嚴、開放對大陸探親。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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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實施動員戡亂之外，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基於國家安全需要，

宣佈自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起，全省戒嚴。凡舉民眾的出入

境、集會、結社、遊行、言論、出版等原受憲法保障的自由，都得

受到管制。至於金門、馬祖地區，則劃歸為『戰地政務實驗區』，

實施軍事管理，居民的自由與參政權受到更多的限制。31」

 「所謂戒嚴是國家或國家內某地區陷入戰爭，或有其他威脅社會安

全情事時，政府使用軍事力量以維持社會秩序的一種制度。32」

 「蔣經國總統遂盱衡情勢之變遷及民意需要，於七十六年七月十五

日正式宣佈解除台澎地區的戒嚴令。從解嚴以迄終止動員戡亂期

間，台灣地區的政治自由化已向前邁進一大步。政府陸續訂頒法

規，保障民眾集會遊行權利，開放報紙登記與政黨籌組，並允許海

外異議人士返國，充分展現推動民主改革的決心。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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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大事年表中未列入與戒嚴相關之敘述。

B、 七十六年、丁卯、1987，總統宣告台灣地區解嚴。開放對大陸探

親。36 

 「1949年，國民黨撤守台灣後，在島上推行『糖果加鞭子』的統

制政策。一方面在農業改革和經濟發展上取得耀眼的成果，一方面

卻在政治上進行威權統治，不讓人民有參政和表達不同意見的自

由。在二二八事件後，又在1950年代，對任何有匪諜嫌疑的知識

份子和民眾強力鎮壓，造成『每個人心中有一個小警總』的戒嚴文

化和白色恐怖統治。38」

 「國民黨雖然在初期實行戒嚴統治，但仍然推行了最起碼的選舉

度。⋯39」

 「1986年，流亡美國的許信良宣布在海外組黨，島內的反對勢力

遙相呼應，快馬加鞭地在九月成立『民主進步黨』。時任總統的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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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在盱衡局勢後，宣布解除黨禁。接下來，各種社會力量匯

聚，加速政治自由化的腳步。1987年，長達38年的戒嚴令正式解

除。40」

A、大事年表中未列入與戒嚴相關之敘述。

B、七十六年、1987，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令。42 

 「台灣民主憲政最大的阻力，來自『戒嚴法』和『動員戡亂時期臨

時條款』。民國38年5月20日，因大陸情勢惡化，台灣實施戒嚴，

從此人民入出境、出版、集會、結社、言論等基本人權，長期受到

限制。37年5月，國民大會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原已

賦予總統緊急處分權；遷台之後經數次修訂，使總統不受連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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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限制。加上中國國民黨『改造』的結果，黨領導人擁有黨政的最

後決策權，因而種下『強人政治』的因子。44」

 「蔣經國自75年起展開一連串『政治自由化措施』，提出六大政治

議題作 為革新的序幕。是年9月，『黨外』人士突破黨禁，先行組

織『民主進步黨』，當局並未取締。76年，台灣解嚴，開放黨禁，

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宣告落幕。同時，基於人道，也開放國人強往

大陸探親。至此，台灣的政治自由化，已奠下了良好的基礎。45」

A、 1949、民國38年，國民政府遷台，實行戒嚴，以「反共抗俄」為基

本國策。48

B、1987、民國76年，台灣解除戒嚴，開放黨禁與大陸探親。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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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史專編全冊後的歷史教育：以2006課綱50及教科書為主

壹、目標

一、培養歷史學科的方法，藉由歷史問題的探討提升學生的思維。

二、幫助學生理解自己文化的根源，建立自我認同感。

三、 建立學生對於世界上各種文化的基本認識和理解，養成包容並欣

賞多元文化的開闊胸襟。

四、激發學生對歷史的興趣，以充實其生活的內涵。

參、時間分配

 高中一、二年級，每學期二學分，每週上課二節。一年級第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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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為台灣史，第二學期為中國史。二年級為世界史，分兩學期講

授。51

肆、教材綱要 （戰後台灣史相關部份）

一、高中歷史第一冊



415

  

第
五
十
八
卷
第
四
期

「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初陳誠（1897-1965）接掌台灣省

政府，一手掌握台灣黨、政、軍大權。陳誠施政中對台灣發展最

具指標意義的有下列四項：（1）五月二十日開始實施戒嚴，台

灣進入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期。⋯53」

「民國七十五年（1986年），黨外人士宣佈組織民主進步黨，

蔣經國總統衡諸國內外情勢，未採取鎮壓行動，當年年底台灣第

一次出現了多黨參與的選舉，自由化的發展方向有了重要的突

破。在中國國民黨主導下，次年先通過國家安全法，七月十五日

解嚴，但動員戡亂的體制仍未結束。解嚴以後，政府開放返鄉探

親，台海兩岸中斷多年的交流，此後日趨密切。次年，報禁亦告

解除，台灣言論市場日漸開放、多元。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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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49年、民國三十八年，實施戒嚴。56 

B、1987年、民國七十六年，解除戒嚴。57 

 「基於國家安全需要，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台灣省警備總司

令部實施全省戒嚴。規定未經許可不准集會、結社及遊行請願。對

於言論、 講學、出版與著作等嚴加取締，並有權閱讀、扣押或沒

收郵件和電報。金門、馬祖於民國四十三年劃歸『戰地政務實驗

區』，實施軍事管理。59」「面對一連串的社會與政治運動，自民

國七十五年起，蔣經國總統實施了一連串政治自由化措施。包括民

國七十六年七月宣告解除在台、澎地區的『戒嚴令』，另訂『動



417

  

第
五
十
八
卷
第
四
期

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又陸續開放黨禁、民眾赴大陸探親和報

禁，也修訂『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與『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使新政黨的成立合法化。60」

A、民國三十八年、1949，5.20 陳誠宣佈台灣地區戒嚴。63 

B、民國七十六年、1986，7.15 台、澎地區解嚴。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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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49、民國三十八年，台灣省實施戒嚴。69

B、 1987、民國七十六年，總統宣告台灣地區解嚴、開放對大陸探

親。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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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38（1949）年一月，當大陸情勢逆轉之際，蔣中正指派陳

誠出任台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目的在為南京一淪陷，政府即

為遷台預作部署。5月，大陸局勢愈形惡化，台灣也開始實施戒

嚴。72」

 「遷台初期，蔣中正也以中國國民黨總裁身份展開黨的改造工作，

建立以黨領政、以黨領軍、黨國一體的強人威權體制，並在戒嚴統

治的白色恐怖陰影下，大力鎮壓所謂『台獨』、『匪諜』和『異議

份子』。結果國民黨的統治雖然維持了長期的穩定，但人民出入

境、出版、集會、結社、言論等基本人權，卻遭長期剝奪；參與政

治的空間也大為縮小。73」

 「隨著黨外勢力的興起，蔣經國自民國75（1986）年起，也被

迫展開一連串『政治自由化』的革新措施，以回應各界改革的要

求。是年9月，『黨外』人士突破黨禁，先行組織民主進步黨，當

局未加取締。民國76（1987）年，蔣經國進一步宣布解嚴，開放

黨禁，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宣告落幕。同時基於人道精神，也開

放國人前往大陸探親。至此，台灣政治自由化的方向，已大體底

定。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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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949、民國38年，5/19 陳誠頒布戒嚴令，台灣省自5月20日起實

施戒嚴。76 

B、 1987、民國76年，7/14 蔣經國總統宣布台灣地區自7月15日零時起

解除戒嚴。77 

 「民國38年初，中華民國政府已開始為遷台做準備，5月，乃在台

灣頒行戒嚴令，整飭台灣治安。遷台後的國民黨政府即依賴此二法

建立『黨國威權統治體制』⋯戒嚴令不僅限制集會、遊行、罷工、

罷市、言論、出版、出入境等自由，亦實施黨禁、報禁。此外，還

通過檢肅匪諜條例、懲治叛亂條例等配套法令，以整肅異己強化黨

國一體的威權統治體制。 79」

  「在戒嚴時代，只有『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社會黨』為合

法政黨，雖曾有一定程度的監督、制衡作用，但終究無力撼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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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黨一黨獨大之勢。80」

  「民國70年代後，台灣社會日趨多元，各種街頭抗爭不斷，而此

時又接連發生多起弊案，國民黨聲望跌至谷底，民國75年9月28

日，民主進步黨在尚未解嚴的情況下，已率先突破黨禁而成立。

隔年蔣經國總統宣布戒嚴、開放黨禁，以符合社會脈動和爭取國

際好感。然解嚴不久後，蔣經國總統及去世，由李登輝繼任總

統，台灣政局進入一個新時代。81」

 A、1949年：全省戒嚴（5月20日）84。

 B、1987年：解嚴（7月15日）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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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38年5月20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宣告台灣地區戒嚴，因

而頒布的各項法律與命令，形成了此後台灣的戒嚴體制。1950年

代初，由於大敵當前，赤化危機未曾解除，復國使命又起。『動員

戡亂時期』的『戒嚴』體制，基本上將台灣界定為危機社會，人民

在憲政中應享的各種基本權利受到限制，讓台灣在『民主陣營』

中，實施的是『半吊子』的民主。87」

 「1970年代後期的高壓對抗，逐漸轉向為開放競逐。蔣經國總統

晚年的一些重大政策，與政治反對運動的互相激盪，使得近四十

年的威權體制終於解體。民國75年（1986年），後美麗島時期的

『黨外』異議人士，成立民主進步黨，雖然還在黨禁時期，政府並

未進行取締。民國76年（1987年），解嚴，解除黨禁，開放大陸

探親。民國77年（1988年），開放報禁。同年，蔣經國去世。時

代的巨輪轟隆聲中，台灣走入了新的時代，告別舊威權，但新時代

的課題，也使台灣社會面對嚴峻的考驗。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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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49年（民國38年），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宣佈台灣地區戒嚴。90 

B、1987年（民國76年），解嚴，解除黨禁，開放大陸探親。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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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949年、中華民國38年，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宣告台、澎、金、馬

實施「戒嚴令」。96

B、1987年、中華民國76年，台、澎地區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97

五、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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