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修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 教學綱要 

 

科 目 名 稱：（中文）臺灣歷史與文化（社會科學類） 

（英文）History and Culture of Taiwan 

開 課 時 間：108 學年度第 1學期 

授 課 年 級：大學日間部 

總 學 分 數：2 學分  

每週上課時數：2 小時 

授 課 教 師：張順良 

上 課 時 段：星期四下午 6.7 節 

 

一、教學目標： 

1.以台灣島史的概念，增進學生對台灣歷史、文化的了解，同時俱備世界觀的

視野。 

2.認識台灣各族群先民開發台澎金馬的史實，加強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使命

感，並培養團結合作的精神。 

3.認識自己生活周遭環境，擁有愛鄉愛國的情操。 

二、課程內容 

週   次 進   度 授課內容 

第一週 導論與課程簡介 導引學生了解台灣發展的主要脈絡 

第二週 政治局勢的發展 

清領以前的政治發展，台灣由荷、西移

入西方的殖民體制，到明鄭、清領時

期，實行中國式的政制 

第三週 政治局勢的發展 

日治時期的政治發展，敘述歷經前期武

官總督、文官總督、後期武官總督三個

階段，在統治策略上，實施無方針主

義、同化政策、皇民化運動的過程 

第四週 政治局勢的發展 
敘述五十多年來，台灣由威權走向民主

化的過程 

第五週 對外關係 簡述漢人移民台灣和國共的對抗過程 

第六週 對外關係 簡述台灣與日本、歐美的外交關係 

第七週 社會變遷與社會運動 敘述日治以前的社會變遷 



第八週 社會變遷與社會運動 
從日治時期的非武裝政治社會運動，至

近五十年來的各種社會運動 

第九週 (期中考週) 

第十週 經貿發展 日治時期以前的經貿發展 

第十一週 經貿發展 日治時期的經貿發展 

第十二週 經貿發展 戰後的經貿發展 

第十三週 文化教育的發展 文化教育政策的演變 

第十四週 文化教育的發展 教育制度的引進與發展 

第十五週 宗教信仰 敘述台灣宗教信仰的來源與分類 

第十六週 宗教信仰 敘述台灣宗教信仰的發展過程 

第十七週 總複習 

第十八週 (期末考週) 

 

三、上課方式： 

1.教材以自編講義為主，輔以古今中外及其他學科跟授課內容有關的知識，讓

課程更加生動活潑。 

2.授課採專題進行，以縱切面為輔，期使學生對台灣歷史、文化有通盤的了解。 

3.授課以對歷史現象的詮釋為主，敘事為輔，寧簡勿繁，非必要之人事物，不

必廣列其名。 

四、教學評量： 

期中考、期末考各佔 30％，平時成績佔 40％，內含報告、專題討論、學習精

神等。 

五、指定教科書：  

以自編講義為主，輔以陳鴻圖編著《臺灣史》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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