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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大綱】 

 

一、前言：龜山會踅
ㄒㄩㄝˊ

頭、前山變後山 

 

二、宜蘭的生態環境 

山地──雪山山脈、中央山脈 

平原──沉降地形、沖積平原 

氣候──東北季風、雨水故鄉 

 

三、台灣的先住民族 

泰雅、賽夏、布農、鄒、排灣、魯凱、卑南、阿美、雅美、邵、凱達格蘭、

道卡斯、巴則海、拍瀑拉、巴布薩、和安雅、西拉雅、噶瑪蘭、太魯閣、撒

奇拉雅、、、 

 

四、宜蘭的史前遺址與文化 

（一）新成系統 ── 大坌坑文化（5000B.P.~4500B.P.） 

（二）大竹圍系統 ── 訊塘埔文化（4300B.P.~3700B.P.） 

（三）武荖坑系統 ── 丸山文化（3800B.P.~2400B.P.） 

（四）普洛灣類型 ── 十三行文化（1300B.P.~800B.P.） 

（五）舊社類型 ── 噶瑪蘭文化（600B.P.~100B.P.） 

（六）山地系統 ── 泰雅文化？（400B.P.~200B.P.） 

 

五、宜蘭的歷史時代與文化 

（一）西荷時期（1631A.D.－1661A.D.） 

（二）明鄭時期（1661A.D.－1683A.D.） 

（三）清領時期（1683A.D.－1895A.D.） 

（四）日治時期（1895A.D.－1945A.D.） 

（五）民國時期（1945A.D.－        ） 

 

六、結語：尊重自然、關懷鄉土、認同族群、永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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