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歷史教學學會教案簡案 

主題名稱 為什麼要改名？ -臺灣總督府與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的姓名政策 

適用對象 
7 年級 

10 年級 

教學時間
（節數） 

1 節 
教學人
數 

30 人 
學習領域
與學科 

社會領域 

課程架構

設計
理念 

能力
素養 

社會科核心素養：國中-社-J-A2 高中-社-U-A2。 

學習表現：國中-社 1b-Ⅳ-1 高中-歷 1b-Ⅴ-1。 

學習內容：國中-歷 Fa-Ⅳ-1 高中-歷 Da-Ⅴ-1。 

教學
單元
目標 

1. 能夠瞭解臺灣總督府以及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接收臺灣時，改姓名
與恢復姓名政策的內涵，並能進比較分析，探究兩者的差異。

2. 能夠理解「姓名」不單是具有辨識自我與他人的社會性功能，更是
國家組織、掌握人民，凝聚國家族群意識的政治工具之一。

實施
方法 

本教案屬於歷史實作與問題探究法 

教學
資源 

Power-point、圖片學習單 

教學
評量 

課堂發表、公開觀課之學習單、公開觀課時臺下教師之評鑑

教學活動 

事前準備 

1.  將臺灣總督府以及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兩政權所進行的
改姓名、恢復姓名政策相關內容製成 PPT、學習單。 

2.  進行學生分組，以便共同完成探究活動。

教學過程

1.  提示學生「姓名」在社會族群上的意義，引導學生思考
「姓名」可能的其他意義。

2.  討論臺灣總督府以及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兩政權所進行
的改姓名、恢復姓名政策學習單

3.  小組討論分析兩政權姓名政策不同的原因→小組發表→
全班共同討論→教師總結

比較、分析與省思臺

灣總督府及臺灣省

行政長官公署改姓

名政策的不同 

了解臺灣總督府改

姓名政策的內容 

瞭解臺灣省行政長

官公署 

恢復姓名辦法內容 



附錄一: 教案說明 

一、 問題探究(研發目的) 

「姓名」兼具辨識個人與他人、族群與族群不同的社會功能，是

認識自我、區隔異己的重要符碼。進入國家型態以後，「姓名」也發

展出了政治性，是國家掌握、組織，甚至是控制人民的重要工具之一。

臺灣特殊的歷史發展，歷經不同政權的統治與轉移，每個政權有其統

治的核心思維，使得「姓名」發展出非一致化，而是能區別政權、凝

聚不同國族意識的政治性格。異質的政權統治，對於臺灣全島人民姓

名制度的思考，不盡相同，這也產生了迥異的姓名政策。本教案的第

一個問題意識，是從臺灣總督府(以下簡稱總督府)改姓名政策與臺灣

省行政長官公署(以下簡稱行政長官公署)恢復姓名辦法的執行，引導

學生省思、探究，「姓名」在臺灣歷史發展上的特殊性格。 

本教案研發另外一個關照的議題，是與教科書中有關「國民政府

接收」一段歷史書寫的對話。國民政府(以下簡稱國府)設立長官公署

接收臺灣，本是一段複雜而多元面向的歷程。不過此段複雜而迂迴的

歷史過程，與現今的教科書書寫中，卻僅見接收條文的簽訂與以及行

政長官公署權威體制的確立。缺少細緻的實例與敘述，使得學生在認

知長官公署接收臺灣的歷程時，僅是理解接收過程中政治體制上的改

變，卻無法理解或感知，長官公署接收背後更為核心的政治思考。長

官公署對臺灣的接收，與日本統治時期相較，有延續、有變革，且充

分反映中國文化本位的統治思維，展現去殖民化、反皇民化的政治取

向。長官公署的接收過程，亦是一段中國文化重新導入的歷程。 

本教案的問題意識，即是透過總督府改姓名政策以及長官公署恢

復姓名辦法，引導學生探究政權遞移，如何影響國家統治思維，也更

進一步引導學生思考：「姓名」於國家與人民兩者之間的意義。 

二、 教學指引 

1. 問題意識背景說明



(1) 總督府的姓名政策

1940 年代隨著東亞戰事的推進，日本政府對於臺灣的統治也更

趨同化，希冀臺灣從內而外真正成為日本皇民，為天皇效命。而正因

為「姓名」兼具著個人意識與族群文化雙重角色，「改姓名」運動，

將漢人姓氏改為日本式姓名，便是皇民化運動中重要而具有象徵意義

的一環。昭和 15 年（1940）2 月 11 日，總督府以日本紀元節（慶祝

神武天皇即位 2600 年）為由，發布戶口規則改正案，宣布實施改姓

名辦法，正式開啟臺灣人「改姓名」運動。 

總督府的「改姓名」政策，特別針對漢人而言，多採取「認可制」，

也就是一般民眾根據條件申請，經由官方認可後才得以改姓名。而其

條件：(1)為國語家庭、(2)致力於涵養皇國民資質之意念深厚，且富

於公共精神。換句話說，改姓名制度，在日本統治時期，並非簡單而

容易，通過改姓名的認可須由日本官方認證。其說明「改姓名」一事，

在當時具有一定程度的榮譽象徵，代表了個人對於日本帝國的向心與

忠誠。另外，「改姓名」成功者也有一定程度上的實質好處，例如戰

時優先配給、優先入取公職，優先入學等。而投入改姓名的臺灣人數

究竟有多少?根據《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9 年（1944）年 1 月 24 日

刊載，從昭和 15 年（1940）至 18 年（1943）年為止，三年內更改姓

名人數計有12萬 6千人。以1943年臺灣總人口數約613萬餘人換算，

更改姓名人數約占全部人數的 2.06％。昭和 19 年（1944）年 1月，

隨戰事吃緊，總督府大幅放寬改姓名的限制，雖然最後並未留下改姓

名切確人數，但從日本總督府為全面強迫臺人改姓一事來推敲，實際

上改姓名的人數，仍不算多數。 

(2) 長官公署的姓名政策

誠如前文所言，「姓名」除可以區分你我個體、族群，同時確又

可以凝聚族群意識，形成識別國家政權的政治符碼。民國（以下同）

34 年 10 月長官公署接收臺灣，很快就注意到總督府改姓名政策，以

及臺灣人民使用日本姓氏的問題。年底 12 月，為去殖民化、去日本

化，行政長官公署訂頒「臺灣省人民回復原有姓名辦法」。第 2條明

訂：曾受日本皇民化運動之壓迫者、因進學或參加行政與專業機關、



因充當醫師或其他技術人員，或有其他有特殊不得已之原因，廢棄原

有姓名，改為日本姓者，得申請恢復姓名，就此開放臺灣人民恢復姓

名。 

不過即使配合了相關的行政措施，例如學校行政機關、警察機關

或是公職候選人，都不得使用日本姓名，主動恢復姓氏的民眾人數仍

未如預期。翌年 5月 6 日長官公署又頒佈「修正臺灣省人民回復原有

姓名辦法」，刪具原有「曾受日本皇民化運動之壓迫者、因進學或參

加行政與專業機關、因充當醫師或其他技術人員……廢棄原有姓名改

為日本姓者。」等語，增訂申辦時間為 6 月 8 日至 9 月 8日 3 個月內，

且明定逾限將處以 100 元以下罰鍰，全面而澈底執行恢復姓名政策。 

臺人改姓名(或是恢復姓名)政策執行的影響，有其複雜的一面。

有學者從恢復漢人姓氏後，土地產權問題角度出發，討論政權轉移

下，國民政府恢復姓名政策產生的相關問題。不過本教案期許學生思

考的是國府與總督府在姓名政策上統治思維之差異所造就出的迥異

態度。 

2. 資料說明與運用 

本教案提供兩段資料，引導學生探究總督府與長官公署姓名政策

的差異及其原因，藉此觀察「姓名」制度於國家與個人之間扮演的政

治角色。第 1 份資料引自昭和 11 年（1938）總務長官森岡二朗致各

州知事廳長的電報。昭和 12 年（1937）年底，隨著「改姓名」成為

皇民化政策推進的一環，總督府即擬訂〈有關本島人變更姓名之件〉

通告各州廳長，臺灣人民申請改名時的注意事項。翌年初，正式發電

報通知各州廳長，確立改姓名政策的要件與主要施政方針。
1
昭和 15

年（1940）2 月 11 日，在各州廳對總督府案沒有異議條件下，總督

小林躋造公布府令 19 號戶口規則的修正案，沿用〈有關本島人變更

姓名之件〉中的許可條件與方針，開啟皇民化改姓名之途。 

引用該資料的目的，係冀透過此電報引導學生理解總督府推動

「改姓名政策」，著重在「許可」制度上，而許可的標準為：(1)國語

家庭 (2)具涵養皇國民資質之意念深厚，且富於公共精神之家庭。由

                                                 
1 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 173-175。 



此可知，總督府的姓名政策，著眼於對臺人的皇民精神涵養，是同化

政策的具體延伸。 

第 2 則資料，為 35 年 5 月 6 日，長官公署接收臺灣後，修正頒

佈的「（修正）臺灣省人民回復原有姓名辦法」。此則資料希冀學生注

意以下幾點：此辦法適用什麼族群？長官公署在執行的態度上為何？

更重要的是長官公署為何實施此辦法」？  

兩則資料最後延伸的探究，是希望學生透過總督府與國府在「姓

名」政策上的不同態度，理解兩者對於姓名政策的不同思考，也藉此

理解「姓名」在政權交替中，所扮演的政治角色。 

三、 延伸參考書目 

(一) 李秀屏，〈戰後初期臺灣戶政制度的建立與其相關問題之探討

（1945-1947）〉，中央大學碩士論文。 

(二) 何鳳嬌，〈戰後初期臺灣土地接收的糾紛—以更改日式姓名的臺

人遭遇為例〉，《國史館學術集刊》，13（2007.9），頁 123-154。

(三) 蔡錦堂編著，《戰爭體制下的臺灣》，日創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6。

(四) 近藤正己，《總力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國立臺灣大

學出版中心，2014。



附錄二: 學習單 

為什麼要改名？ -臺灣總督府與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的改姓名政策 

「姓名」除代表個人外，亦具有社會性，是別人認識自己與自己理解自己的一個

途徑。然而，「姓名」也具有政治性，是國家掌握、組織人民，甚至凝聚國家民

族意識的一種途逕。臺灣先被日本殖民統治五十年，續經國民政府接收，歷經兩

個不同政權的轉移。其中，「改姓名」政策，皆為兩個政權的統治方式之一。透

過「改姓名」，改變前朝統治痕跡，進行對人民的組織與掌握，是一項重要而迫

切的工作。有趣的是，不管是日本政府的納編，或是國民政府的接收，其對於改

姓名政策的態度一致嗎？兩個政權對於「改姓名」政策的制定，是否有不同的政

策考量？ 

以下是日本統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在昭和 15 年（1940）2 月正式推行「改姓名」

政策前，由總督府總務長先行致電各州知事廳長週知，並尋訪意見的電報，電報

中清楚指出總督府對於「改姓名」政策的態度，閱讀後請你回答問題：

1-1 根據上述資料，日治時期通過「改姓名」的條件是什麼?

1-2 承上題，總督府為什麼要制定這樣的條件?

民國(以下同)34 年 10 月國民政府設立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接收臺灣後，即在年

 【資料一】總務長致各州知事廳長電報 

二、 

(Ⅰ)姓名變更許可方針 

(1) 為國語家庭。

(2)致力於涵養皇國民資質之意念深厚，且富於公共精神。具備以上兩條件，

並經知事或廳長認為適當者，才予許可。

…… 

(Ⅲ)許可與否時應調查事項 

(1) 家庭中是否常用國語。

(2) 戶主的品行、經歷、職業。

(3) 戶主致力於涵養皇國民資質且富於公共精神的具體事實。

(4) 家族致力於涵養皇國民資質且富於公共精神的具體事實。

(5) 新姓名是否適當。

(6) 其他應參考事項。

〈本島人姓名变更二関件〉，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 

，永久保存，3門 3類 2號，1940 年 



底 12 月訂頒「臺灣省人民回復原有姓名辦法」。35 年 5 月 6 日再頒佈「修正臺

灣省人民回復原有姓名辦法」，明確執行「改姓名」政策，規定申辦時間為 6月

8日至 9月 8日 3個月內，且有相關罰則。以下為〈(修正)臺灣省人民回復原有

姓名辦法〉相關條文的節錄，閱讀後請你回答問題： 

【資料二】〈(修正)臺灣省人民回復原有姓名辦法〉 

第一條  凡於民國三十四年十月二十五日恢復中國國籍之臺灣省人民，其現有之

姓名為日本姓名者，應依本辦法之規定，於公布後三個月內，申請恢復

原有中國姓名。 

…… 

第三條 聲請回復原有姓名應依原有戶籍簿冊或或其他有力之證明為準，但高山

民族如無原有姓名或原有名字不妥善時，應參照中國姓名自定姓名。 

第四條 聲請回復原有姓名者，應辦理左列之手續 

一、 填具聲請書（格式另附）並附證明文件 

二、 市向里辦公處、縣向村辦公處聲請。市政府或縣政府未成立之地方則

向區會或部落會聲請。但高山族人民，暫向警察機關聲請。 

…… 

第九條 逾限未經依本辦法辦理手續者，應處一百元以下之罰鍰。 

檔案局資料：https://art.archives.gov.tw/Theme.aspx?MenuID=246 

2-1  前文中提到，除了申辦期限為三個月外，期限內未改名的罰則為何？

2-2  根據此辦法，「誰」需要申請改姓名？改成什麼樣的姓名?

2-2  根據上述資料，長官公署為什麼要進行臺灣人民的「回復姓名」工作? 請

說明你的理由。 

※ 請你根據資料一及資料二回答：

總督府及長官公署在「改姓名」政策上，有什麼不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