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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代之前臺灣對外關係： 

地理位置優越：位於中國、日本與東南亞之間的海上交通要道。 

物產豐饒：臺灣島上盛產稻米、甘蔗等物資。 

對外關係：在荷 西時期便與外國有貿易行為。 

限制往來：清朝統治後採取閉關政策，限制臺灣與外國往來，中斷臺灣與世界 

            各國的接觸。 

2.  

清末的開港與經濟活動： 

開港原因：英國和法國利用戰爭的手段，迫使清廷開港通商。 

開港時間：西元 1860年（清 咸豐十年）。 

臺灣由北到南開放的港口：雞籠(基隆)、滬尾(淡水)、安平(臺南)、打狗(高雄)。 

影響：這些通商港口成為臺灣重新接觸西方文化的窗口。 

3.  

清末開港通商對臺灣經濟的影響： 

發展國際貿易：外國商人在通商港口設立洋行，作為外銷買賣的活動據點。 

商品外銷：外國商人投入資金，鼓勵北部農民大量生產樟腦和茶葉外銷。 

經濟重心轉移：臺灣的經濟重心由南部逐漸移至北部，臺北逐漸成為臺灣的 

                經濟中心。 

4.  

清末在臺的傳教士對臺貢獻： 

建立教堂，從事傳教，使臺灣人民有機會接觸到西方的宗教信仰。 

引進西方醫療技術。 

引進西方新式教育。 

帶動西方文化在臺灣的傳播發展，加速臺灣現代化的腳步。 

5.  

在臺傳教士代表人物與貢獻： 

馬偕（西元 1844～1901）： 

  教育：在淡水創立理學堂大書院（牛津學堂）。 

  醫療：創建「滬尾偕醫館」。 

馬雅各（西元 1836～1921）： 

  教育：以醫療傳道，讓民眾有機會接觸西方醫療的教育觀念。 

  醫療：在臺南創設臺灣首座西式醫院－看西街醫館。(今臺南 新樓醫院前身)。 

巴克禮（西元 1849～1935）： 

  創辦臺南神學院培養傳教人才。 

  發行臺灣府城教會報。 

6.  

臺灣女子教育的開端： 

西元 1884年，傳教士馬偕在淡水創立了臺灣第一所女子學校「淡水女學堂」。 

西元 1887年，清末時期英國長老教會在臺南創辦了南部最早的女子學校 

  「新樓女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