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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期末成果報告書 

 

壹、計畫名稱 

中國文化史：日常生活圖像的多元性 

 

貳、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課程名稱：歷史：中國文化史 

課程時間：（五）13：10 - 15：00 

開課系級：資工系 1B  CC03  

教師姓名：連啟元 

 

參、前言 

現今社會著重於科技發展，對於傳統文化較不重視，特別是對於周遭生活的內涵與形

成，往往不甚瞭解，或是漠不關心。因此，本課程設計之核心目的，在於運用圖像、影像等

跨學科的方式，引起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興趣，主要側重在日常生活周遭的社會文化，進而探

討學術、學理，使之加以重視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以達到厚植人文精神之目的。本課程在

內容規劃方面，主要是以專題的方式，敘述各時期的日常生活文化特徵與差異性，包含：飲

食、居住、流行、交通、服飾等，生活周遭可接觸的議題，藉以理解其背後的文化價值。課

程目標方面，希望能藉由歷史文化的觀察與紀錄，運用到現代生活的觀察，以理解傳統與現

代性的差別，思考傳統文化的內在意涵。並結合圖像、社會學的知識，藉由多樣性的文化觀

察，思考文化的發展背景與脈絡，並提出批判與反思的能力。進而啟發學生對日常生活發展

的興趣，以及對各種事物分析、判斷的能力，進而關注傳統文化的多樣性。 

 

肆、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文化是藉由過去事物的認識與累積，再創造出現代的生活樣態，本課程規劃由日常生活

著手，從周遭生活的認知開始，促進學生對傳統文化、生活型態，啟發學生的「個人」與「社

會」的互動意識。藉由多元視野的觀察，從時間演變的過程中，產生不同類型的文化型態，

因此在深刻認識各時代的內涵之後，進而運用歷史學知識，分析、判斷各項地方事物，反思

面對文化發展與現今生活的環境變化，期望能提供一套能探索自我意義與價值的可能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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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涵蓋日常生活的各項議題，包含：市集、飲食、衣飾、流行、居住、旅行、休

閒、娛樂、歲時、節慶等十大項議題，引導學生的思考，以達到自我思考、分析的能力。同

時，邀請美學或電影等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體驗影像紀錄中的日常生活文

化真實感，進而使學生對傳統文化價值提出想法與反思。藉由歷史的觀察方法，以長時間的

發展脈絡，理解日常生活文化的精神所在，並訓練學生以歷史學角度，觀察、分析傳統文化

現象，進而理解全球化與地方化的差異，欣賞日常生活的文化、藝術之美。 

 

具體內容與實施情形如下： 

（一）課程週次安排： 

課程內容主要涵蓋日常生活的各項議題，依照週次時間順序，分別為十個主題：（1）市

集：飲食文化與市集、夜市的形成。（2）飲食：飲食食材的使用與傳播。（3）衣飾：歷代服

飾的特色與變化。（4）流行：唐宋以來的流行服飾與裝扮。（5）居住：居家生活品味與塑造。

（6）旅行：旅行中的交通工具演變。（7）休閒：休閒活動與消費文化。（8）娛樂：傳統社會

的娛樂與百戲。（9）節慶：節慶活動的歡樂與風尚。（10）信仰：傳統社會的進香與香會。以

生活周遭的議題討論，理解傳統文化的精髓，並引導學生的思考，以達到自我思考、分析的

能力。藉由各個主題的呈現與討論，不僅能引導學生對日常生活的觀察，更可以找出傳統與

現代的延續關係，進而使修課學生能透過歷史的學習，理解傳統文化的內容，並應用、反思

於現代生活。 

（二）圖像內容導入課程： 

為引導同學對中華文化發展的興趣，本課程將大量使用圖片與影像，作為輔助說明，並

藉由日常生活周遭所能發現的議題，使同學能切身感知，進而理解傳統文化的延續與傳承。

以下試舉例各週次議題內容，與圖像之間的關係，「市集」議題主要是探討飲食文化與市集、

夜市的形成，理解飲食文化背後的意涵，同時就歷史發展的過程，探討傳統社會市集的形成，

進而大破時間界限，出現了夜市的活動，並對現代飲食文化提出參照與反思。藉由城市的空

間規劃，可以更深刻理解唐代市坊制的設計，是採用市、坊分離，即類似現今住宅區、商業

區的區隔，之才逐漸形成住商混合，進而發展成繁盛的市集與夜市。從歷代的〈貨郎圖〉、〈賣

漿圖〉，以及〈清明上河圖〉等，都能發現市鎮繁榮的發展軌跡。 

另外，結合多項議題可以突顯日常生活的多樣性與聯結性。例如「娛樂」議題是討論理

解傳統社會的娛樂活動，從早期壁畫、圖像的百戲、雜技、武術、幻術等各類形式，以及搭

配戲曲、音樂、舞蹈等表演，體現藉以認識民間社會生活的多樣風貌。而傳統娛樂的活動，

又離不開歲時節慶與宗教活動，因此「節慶」議題接著探討歷代的歲時節慶活動、消費與文

化，以及各地風俗習慣的年節差異，並藉由自然氣候的節氣變化，配合節慶的各項文化活動，

所達到的互動功能性。而「信仰」議題則是理解傳統社會的民間信仰活動，以及結社進香、

朝山、香會組織的形成，以及進香神祇對象的轉變，並探討進香與香會的分工、費用、規劃

等，以及在民間信仰活動上的各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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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堂討論與反饋： 

除了傳統授課之外，課程將加入相關的專題演講，講題是以圖像、影像為核心，並配合

課程內容規劃，與課程作緊密的連結。希望藉由貼近日常生活議題的內容，刺激同學對通識

歷史課程的學習興趣，並接收多元的學習風格與議題，激盪出不同的價值、思想。在課程中

隨機提出問題，並進行討論，期望能達到歷史知識的汲取，對傳統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 

目前課程嘗試導入 IRS（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即時反饋系統，是由台大教育團隊

所開發的 Zuvio 系統，採用「雲端 、即時、互動、反饋」的概念，由課堂即時提出問題，再

透過智慧型手機、筆電等裝置，馬上進行回答，並統計結果。其目的在於改善傳統教學時，

學生怯於發言、缺乏互動、低參與度等狀況。由於是首次嘗試將此系統，運用於通識課程，

期望以此作為未來教學方法的修正與的改進。 

（四）心得回饋撰寫： 

課程學習過程之中，為鼓勵同學勇於思考與討論，並動手撰寫筆記與札記，課程設計於

18週的課程中，選擇 3週次的課程，進行撰寫心得反思與回饋，一則鼓勵同學積極地討論，

二則激發同學的反思與想像。而在心得回饋單的設計上，為有效協助同學反思課程內容，將

設計成兩部份：一、「客觀的觀察」，即將課程或影片內容做摘要式整理，就客觀的觀察角度，

作訓練邏輯分析能力。二、「主觀的思考」，即將內課程容進行思考，就主觀的自我想法，進

行批判、反思的能力。藉由心得回饋單的設計，以提供同學的多元學習。 

 

伍、實施成效及影響（量化及質化） 

為有效理解本課程的執行成效，主要設計三項指標，以理解同學課程參與的情形，並作

為未來改正的建議。 

（一）心得回饋批改與回應： 

藉由心得回饋單的批改，可以增進同學課程的學習興趣，也讓同學理解到自己的反思與

感想，是有被受到關注與肯定。同時，也將部分較特出的心得回饋單內容，擇優地在課堂討

論，讓同儕之間互相觀摩、學習，達到學習精進的目標。而藉由心得回饋單的批改，可以看

出同學在學習上的需求，並進行相關課程內容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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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組報告考評： 

除了課程學習之中一系列專題內容的討論、分享、回饋之外，在學期最後則採用分組報

告，來呈現同學的學習效果。同時，也可以藉由分組報告，來培養同學的協調性與互動性，

群體與個體之間的相互尊重，並加入分組自我評鑑的方式，作為客觀而重要的評分依據。期

末成效採用分組報告的方式，不僅培養同學的協調性與互動性，群體與個體之間的相互尊重。

同時，加入分組自我評鑑的方式，對自我、組員進行質性（敘述、說明）與量性（分數）的

評量，以作為期末成績客觀而重要的評分依據。 

   

   

 

（三）教學意見調查： 

藉由「期末教學意見調查」的調查回饋，其中包含：授課方法、教材內容、教學內容、

教學效果、學習心得等指標，能精準而有效的瞭解本課程的執行成效。同時，也希望學生對

於課程的補充、或提出有興趣理解的內容等建議，並予以適時修正改進，以達到未來課程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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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時的內容完整性，並作為本課程未來長遠的規劃。 

 

    

 

   

 

陸、結論 

為提高同學對於歷史通識課程的參與，本課程以日常生活周遭所能發現的議題作為主

軸，設計十大核心主題：市集、飲食、衣飾、流行、居住、旅行、休閒、娛樂、節慶、信仰。

藉由日常生活周遭的議題討論，理解傳統文化的精髓，並引導學生的思考，以達到自我思考、

分析的能力。藉由各個主題的呈現與討論，不僅能引導學生對日常生活的觀察，更可以找出

傳統與現代的延續關係，進而使修課學生能透過歷史的學習，理解傳統文化的內容，並應用、

反思於現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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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本課程圖像導入內容的特性，能有效引起同學的學習動機，同時嘗試使用即使反饋

系統作為上課的輔助工具，也有助於上課的動機。然而，除了學習動機之外，仍須理解同學

參與課程的學習成效，因此在課程規劃上加入（1）心得回饋與寫作、（2）期末分組報告。此

兩項作業的目的，主要在於增加並強化同學的學習成效，藉由課堂上的筆記寫作、以及分組

討論，確實能增加學習內容的理解。同時，為避免分組報告時，組員工作分配不均、參與討

論缺席等弊病，更要求同學撰寫分組評鑑表，將組員參與期末報告的情形予以評分，以增加

組員參與報告的積極度。 

最後，為改進並規劃課程的未來發展，更藉由同學匿名填寫「期末教學意見調查」的調

查回饋，其中包含：授課方法、教材內容、教學內容、教學效果、學習心得等指標，能精準

而有效的瞭解本課程的執行成效。同學對於課程的補充、內容的建議等，都有不少的看法，

也對本課程的設計多持正面的評價， 

 

 

柒、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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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件：課程內容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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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本報告書大綱得視需要自行增列項目。 

2. 成果報告書須另以光碟儲存，並附加執行計畫活動照片電子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