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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單元第一單元第一單元第一單元        家鄉素描家鄉素描家鄉素描家鄉素描    

第一課第一課第一課第一課        家鄉的地理位置和行政家鄉的地理位置和行政家鄉的地理位置和行政家鄉的地理位置和行政區域區域區域區域    

小朋友你知道家鄉在哪裡嗎？你可以先準備一張「台灣

行政區域圖」，找出嘉義縣，然後找出家鄉是在哪一個方位。

例如：家鄉是在嘉義縣義竹鄉，就從地圖上先找到台灣南部

的嘉義縣，再從「嘉義縣行政區域圖」找出義竹鄉，你就可

以知道義竹鄉位在嘉義縣的西南部。 

此外，還可以從地圖知道和嘉義縣相鄰的縣市。嘉義縣

南鄰台南縣、東鄰南投縣和高雄縣、北鄰雲林縣，西鄰台灣

海峽。 

                         

 

 

 

 

 

 

 

圖 1：台灣行政區域圖                 圖 2：嘉義縣行政區域圖 

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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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面積 1,901.6725 平方公里，佔全臺灣省總面積

之 5.35 ％，佔南部區域總面積 19.02 ％。北回歸線橫貫

嘉義，此線以南為熱帶圈，以北為亞熱帶圈，在北回歸線通

過的陸地中，多半只形成沙漠或半沙漠，但唯有臺灣，因為

季風與氣流帶來的充足雨水，而使森林能蓬勃生長。縣內共

分為二市二鎮十四鄉，縣轄市:太保市、朴子市；鎮:布袋鎮、

大林鎮；鄉:民雄鄉、溪口鄉、六腳鄉、東石鄉、義竹鄉、

鹿草鄉、水上鄉、中埔鄉、竹崎鄉、梅山鄉、番路鄉、大埔

鄉、新港鄉、阿里山鄉。 

除了知道家鄉的位置以外，我們可以藉由圖書館、書

局、各地鄉土資源中心、文史工作室、上網查詢、實際參觀

或調查、訪問地方長輩有關家鄉開發與鄉賢的故事等方法蒐

集資料，來增加對家鄉的了解。 

 

 

        

圖 3：鄉土資料圖        圖 4：鄉土網路資料圖     圖 5：訪問社區耆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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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第二課第二課第二課        家鄉地名家鄉地名家鄉地名家鄉地名的的的的由來由來由來由來    

家鄉的聚落在開始形成時，先民會以地形、地理位置、

氣候和動植物等自然環境特徵，或先人拓墾的事蹟等人文特

徵來命名。探尋地名的由來與演變，可以了解家鄉的自然環

境、歷史或文化的變遷。    

嘉義縣嘉義縣嘉義縣嘉義縣地名由來地名由來地名由來地名由來    

嘉義縣地名的由來有許多特殊的意義與原因，例如：嘉

義縣在荷蘭及明鄭時期，因當地有西拉雅平埔族「諸羅山」

大社，故稱「諸羅山」。清初官方「嘉」勉當地官民在林爽

文反清戰爭中，死守城池抵抗林軍，有忠「義」功績，清乾

隆皇帝特頒「嘉義」，作為當地地名，取代了「諸羅山」的

舊名。 

嘉義縣鄉鎮地名由來嘉義縣鄉鎮地名由來嘉義縣鄉鎮地名由來嘉義縣鄉鎮地名由來    

東石鄉是早期先民為紀念大陸福建省的故居地－泉州

晉江縣「東石」，因此以故鄉的舊地名，作為本地的地名。 

布袋鎮呈半島狀的潟湖，使港口看來就像一個「布袋」

的形狀，舊稱「布袋嘴」，日治時期簡稱「布袋」沿用至今。    

六腳鄉在明永曆八年有一位來自福建漳洲龍溪人名叫

陳士政，招募佃農六人來此開墾，河洛人常把一人份叫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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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六人份叫「六腳」，六個佃農開墾的地方叫做「六腳佃，

日治時期簡稱「六腳」。 

新港鄉在清道光三十年，北港地區發生大規模漳、泉地

方械鬥，漳州人敗退，遷居此地重「新」建立街肆。 

溪口鄉早期的聚落建立於兩「溪」的會流「口」，舊稱

「雙溪口」日治時期簡稱溪口。 

大林鎮是先民廣東省潮州府「大埔」人來台開墾的地

方，由於地地「林」木甚多，又為紀念故鄉，所以用故鄉名，

再加上「林」，變成「大埔林」。日治時簡稱為大林。 

梅山鄉古名「糜仔坑」，因舊時商旅必經之地，有人在

溪邊築屋賣粥，閩南人稱粥為糜，故稱此地為「糜仔坑」。

另有一說該溪兩岸遍生老梅樹，而稱「梅仔坑」，日治時改

稱「梅山」。 

阿里山鄉原名吳鳳鄉，為紀念康熙末年阿里山通事吳鳳

而取的地名。民國七十年改稱為「阿里山鄉」。而「阿里山」

是「阿巴里山」的簡稱，傳說中善獵的鄒族勇士(Avai)(阿

巴里)的獵場，漢人稱之「阿巴里山」，後簡為「阿里山」。 

大埔鄉－昔稱「後大埔」，因為在台南縣東山鄉境內，

有較早形成的大埔庄，因此本地的大埔稱為「後大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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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是潮州府下的縣名，因本地初期的入墾者，由潮州大埔而

來，移民們將原地移至此，日治時改稱大埔。 

中埔鄉則是因為早期口語的「中埔」是中間的荒地之

意，相對於南南東方的「頂埔」及東北方竹崎的「內埔」而

有此稱呼。 

水上鄉原為「水堀頭」，是湧水地的上方意，日治時改

為「水上」。 

鹿草鄉古稱「鹿仔草」，昔日此地長有茂盛的鹿仔草，

故名，日治時改為「鹿草」。 

義竹鄉舊稱「義竹圍」，由「二竹圍」更改過來的，指

第二個環植竹林的村莊。因「二」與「義」閩南語發音相同，

改為「義竹圍」。日治時改為「義竹」。 

朴子市原為「樸仔腳」，日治時改稱「朴子」。康熙廿六

年半月庄林馬，自鹿港將媽祖神像迎接回家奉祀，歸途抵牛

稠溪（朴子溪）南畔休息，為附近民眾強求暫留供人膜拜。

因發祥於樸仔樹下，是以標名「樸仔腳」。「腳」，「下面」之

意。 

民雄鄉原是平埔族「打貓」社故居，日治時期日本人改

為同音異字的日文「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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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保市的地名由來與先人王得祿有關，清初林爽文反清

戰爭，從中部蔓延到南臺灣，嘉義王得祿招募壯丁千餘人，

協助政府軍平反建功，官封千總。其後又協助平定蔡牽抗清

之役，官封浙江提督。清道光十八年返臺，清廷加封為「太

子太保」，為清代台灣人官銜最高的一人，他的故鄉「溝尾

村」改名為「太保村」。 

竹崎鄉在早期「竹」林長滿山區及坡地，舊稱「竹頭崎」，

日治時改為「竹崎」。 

番路鄉是通往阿里山鄒族居住地的必經要路，故名「番

路」。 

 

 

 

 

 

 

 

 

 

小朋友請你試著將家鄉地名的由來做分類。例如哪

些分別和地形、族群、人文環境、人物、移民開墾、

植物有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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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第三課第三課第三課        家鄉家鄉家鄉家鄉的地形的地形的地形的地形    

地表高低起伏的狀態稱為地形，常見的地形有丘陵、平

原、山地、盆地及台地等。我們可以觀察家鄉的地圖，認識

家鄉主要地形景觀的特色。 

丘陵是指高度在 1000 公尺以下，陸地表面有高低變化的

小山峰或山谷，例如：竹崎的丘陵；平原是指廣闊低平的陸

地，叫作平原，例如：嘉南平原；山地是指高度在 1000 公

尺以上，山坡和谷地彼此相鄰，造成地勢起伏很大的地形，

例如：阿里山、玉山等；盆地是指四周地勢高而中央低平的

地形，叫作盆地，例如：台北盆地；台地是指平坦高起並且

獨立的陸地，叫作台地，例如：林口台地。 

 

 

 

圖 6：竹崎的丘陵         圖 7：嘉南平原       圖 8：玉山遠照圖 

 

 

 

 

 

圖 9：臺北盆地                圖 10：林口台地 



嘉義縣社會領域輔導員編撰 

嘉義縣的地形分為平原區（面積 79,036 公頃，佔全縣

面積 41.56%）、丘陵區（面積 42,679 公頃，佔全縣面積

22.45%）及山地區（面積 68,452 公頃，佔全縣面積 35.99%）

三部分。分別介紹如下。 

平原區平原區平原區平原區 

嘉南平原是台灣最大的平原，有台灣的穀倉之稱。嘉義

縣的新港鄉、鹿草鄉、太保市、溪口鄉、水上鄉、朴子市、

大林鎮、民雄鄉、六腳鄉都位於嘉南平原上。由於北回歸線

經過，從亞熱帶跨進熱帶的氣候溫和宜人，適合農作物生

長，主要以稻米、甘蔗為主。  

丘陵區丘陵區丘陵區丘陵區    

嘉義縣的丘陵分別為斗六丘陵和嘉義丘陵。斗六丘陵在

本縣八掌溪以北屬斗六丘陵。嘉義丘陵為阿里山脈西麓之山

麓丘陵，北端有八掌溪、南端有曾文溪、東緣有大尖山斷層。

本區之地形特徵為東部山地區與西部平原過渡地帶，由許多

東西向的溪流侵蝕切割，所以是重要之水資源保護區及景觀

資源豐富地區。 

山地區山地區山地區山地區    

嘉義縣地區東側多山，在地形分區上為西部斜面，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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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山系之玉山彙，地勢高度在 1,000 公尺與 2,000 公尺

間。本區整個山地成 S字狀山脈，地形特徵為地勢高聳，坡

度陡峻，地形區屬玉山山塊與阿里山山脈。 

 
圖 11：嘉義縣地形分布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