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課程大綱 
 

課程年度：學年第學期 
開課單位：歷史與地理學系 
授課教師：張弘毅 
中文課程名稱：台灣社會與文化專題研究 
英文課程名稱：Seminar of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aiwan  
類別：碩士班選修 
學分數：2 
每週上課時數：2小時 
先修科目：無 
 

教學目標：這門課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研習台灣社會文化的議題及其研究成果，希望

在研習過程當中，理解台灣過去、現在與未來之間的互動，思考台灣「一致

性」(unity)與「多樣性」(diversity)的歷史文化論述，並試圖洞悉所謂傳統中

的轉變(change within its tradition)。其次，也希望在全球化的浪潮底下，從世

界史(world history)的角度，重新思考當前台灣地方文化(local culture)或在地文

化的意義，正視建構在地知識的重要及可貴。本課程的教學範圍將自舊石器

時代晚期的台灣考古遺址，一路依序下探至戰後的社會文化議題，課程的進

度則主要以專題的方式來進行研讀與討論。 

教材大綱：1、台灣社會與文化專題講演 2、課堂讀書報告 
實施方式：(1)老師講演。(2)選課同學依序就專書進行「課堂讀書報告」（含主要內容、

瑕疵、讀後心得及相關參考書目）。(3)研讀張炎憲等編<<台灣史論文精選

>>(二冊)或「課堂講義」，並依格式撰寫「讀書摘要」（含主要內容、瑕疵、

讀後心得）。(4) 依序於期末發表「研究計畫」（參照一般碩士論文研究計畫，

含題目、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探討與研究行情、研究方法及限制、章節綱

要、參考書目等）；題目就下列方向任選其一，(A)台灣教育史(如自己服務學

校或他校之校史研究)，(B)台灣歷史教育(如歷史教學或歷史教科書之研究)，
(C)大眾史學(public history)與影視史學(visual history)。 

評量方式：課堂讀書報告、讀書摘要、研究計畫及課堂表現「等量計算」。 
主要讀本：（參考書目課堂另詳） 
一、「導論」閱讀部份： 
Carter V. Findley& John A. M. Rothney,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6. 
自編「台灣社會與文化專題研究」課堂講義。 
張炎憲等編，<<台灣史論文精選>>二冊。台北：玉山社，2000。 
劉絮愷譯，Charles Tilly，<<法國人民抗爭史>>兩冊。台北：麥田，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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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仕杰，<<台灣民變的轉型>>。台北：自立晚報，1994。 

劉妮玲（1980）。＜清代臺灣民變研究＞。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 

賈士蘅譯，Eric R. Wolf，<<歐洲與沒有歷史的人>>。台北：麥田，2003。 
呂健忠譯，Robert Darnton，<<貓大屠殺>>。台北：聯經，2005。 
陳思仁等譯，Eric Hobsbawn，<<被發明的傳統>>。台北：貓頭鷹，2002。 
賈士蘅譯，Peter Burke，<<知識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狄德羅>>。台北：麥田，2003。 
鄭維中譯，Tonio Andrade，<<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台北：遠流，2007。 
黃富三，<<霧峰林家的興起：從渡海拓荒到封疆大吏（1729-1864）>>。台北：自立晚

報，1987。 
林明德譯，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北：吳三連台灣史料基金會，

2004。 

呂紹理，<<水螺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台北：遠流，998。(台北：政

治大學歷史學研究所博士論文，1994。) 

林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台北：台原，1993。(台北：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

所碩士論文，1985。) 

吳學明，<<從依賴到自立：台灣南部基督長老教會研究>>。台南：人光，2003。 

黃卓權，<<跨時代的臺灣貨殖家： 黃南球先生年譜(1840-1919)>>。國立中央圖書館臺

灣分館， 2004 。  

賴澤涵等，<<悲劇性的開端：台灣二二八事變>>。台北：時報文化，1993。 
陳介玄，<<協力網絡與生活結構：台灣中小企業的社會經濟分析>>。台北：聯經，1994。 

張隆志，<<群關係與鄉村臺灣：一個清代臺灣平埔族群史的重建和理解>>(國立臺灣大

學文史叢刊87)。台北：國立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1。(台北：臺灣大學歷

史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0。) 

二、「課堂讀書報告」閱讀部份： 
1、必讀： 

楊秀蘭（2004）。＜清代台南府城五條港區的經濟與社會＞。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

所碩士論文。 

謝銘育（曾怡菁（2003）。＜大高雄地區之城街發展（1684-1895）＞。國立臺灣師範大

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 

楊秀雅（2000）。＜清代大甲地區的發展與街市的形成(1684-1895)＞。國立政治大學歷史

學系碩士論文。 

葉振輝（1984）。＜清季臺灣開埠之研究＞。國立台灣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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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寶村（1987）。＜近代台灣港口市鎮之發展--清末至日據時期＞。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

史研究所博士論文。 

邱函妮，<<街道上的寫生者--日治時期的台北圖像與城市空間>>。台北：台灣大學藝術

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0。 

2、選讀： 

薛建蓉（2004）。＜清代台灣士紳角色扮演及在地意識研究 --以竹塹文人鄭用錫與林占

梅為探討對象＞。國立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劉坤昌（2002）。＜清代臺灣民間自衛武力之研究＞。臺北市立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研究

所碩士論文。 

施懿琳（1990）。＜清代臺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國立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博士論文。 

戴文鋒（1990）。＜清代臺灣的社會救濟事業＞。國立成功大學歷史語言研究所碩士論文。 

卓意雯（1990）。＜清代台灣婦女的生活研究＞。國立台灣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 

王惠琛（1989）。＜清代台灣科舉制度的研究＞。國立成功大學歷史語言研究所碩士論文。 

卓淑娟（1987）。＜清代台灣中部漢番關係之研究＞。東海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 

林偉盛（1987）。＜清代台灣分類械鬥之研究＞。國立政治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 

詹素娟（1985）。＜清代台灣平埔族與漢人關係之研究＞。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

碩士論文。 

蔡淵洯（1980）。＜清代台灣的社會領導階層（一六八四－一八九五）＞。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 

教學進度： 
研究方向之可能性討論 
專題：全球化與在地文化：Findley& ,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 
專題：大眾史學與在地文化 
專題：文化資源調查與再運用 
課堂讀書報告 
研究計畫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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