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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成果報告書 

壹、 計畫名稱 

歷史社會與在地探索 

 

貳、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課程名稱：中國歷史與社會 

課程時間：（二）13：10 - 15：00 

開課系級：通識 2   

教師姓名：連啟元 

 

參、前言 

本課程主要在理解傳統歷史與社會的發展特色，以時間軸為順序，認識各時期的社會文

化特色與風格，最重要的是反思現當今社會的現狀，甚至是所處的生活、或就學環境。年鑑

學派學者布洛克（Marc Léopold Benjamin Bloch, 1886-1944 ）曾說，歷史並不只是「研究過

去的科學」，而是要去理解那些「過去的」材料，提出其意義，把這個過程轉化成具有理性

知識的內涵。因此，如何從過去的知識理解，轉化為對當今社會的探索與關懷，是計畫內容

的核心精神。本計畫遂嘗試結合課程內容，從傳統社會的變遷，到在地華岡的探索，作一系

列的認識與理解，呈現社會文化的知識傳承與變遷價值。 

 

肆、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本計畫主要是認識傳統歷史社會的變遷，到在地華岡的探索，作有系統的認識與理解，

同時為了突顯在地文化的價值，擬與本校其他學院老師，或校外業界教師，進行跨校或跨院

等，跨學門的交流與學習，以達到「傳統社會」、「在地探索」、「文化意象」的三方共構，

同時達到「知識面」、「行動面」、「創意面」的學習價值。 

計畫執行內容與方法，主要將「知識面」、「行動面」、「創意面」三面向，融入於課

程設計之中，並邀請校內外教師進行經驗分享，期望能產出創意相關的報告作品。 

（一）、課程規劃 

課程內容主要是從涵蓋日常生活的各項議題，依照週次時間順序，主題分別為：（1）神

話傳說的世界。（2）歷史時代的出現與器物。（3）時代崩解與巨變。（4）帝國一統與讖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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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5）清談玄學的風韻。（6）多元開放的唐型帝國。（7）藝術人文的時代與社會。（8）

雅俗共存的明代文化。（9）清代工藝與社會文化。（10）台灣原住民的形象與觀看。（11）

探索華岡：山仔後與草山的在地文化。（12）華岡意象：華岡地方感與創意設計。 

藉由傳統歷史文化的發展與變遷，進行知識的學習與理解，不僅能引導學生對傳統社會

的認知與觀察，更可以找出傳統與現代的延續關係，進而學習傳統文化的內容，再加以應用、

反思於現代生活。 

 

（二）、數位資料的運用 

課程將大量使用圖片與影像，作為輔助說明，並藉由數位化科技與資料庫的適用，使同

學能切身感知，進而理解傳統社會文化的延續與傳承。例如：地理資訊系統 （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是結合電腦軟體、硬體、資料等，經由收集、儲存、處理，再進行分

析、展現等資訊整合系統。就歷史研究而言，除了改變以時間軸觀察的方式，配合鳥瞰空間

的向度思考。因此，地理資訊系統的運用，不僅是強化人文思維的空間向度，讓自己可以在

三度空間中，搜集、處理資料及思考問題，同時還必須考量地理位置 、面積、高度、距離、

方向，以及整體的生態環境。 

除了理解傳統社會文化的地理與空間關係，還能利用GIS探討華岡、草山（陽明山）的地

理關係互動，以及金包里大路、水管步道等路徑，都能有較深刻的理解。在探討地理位置與

空間分布時，利用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中心的「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系統，以現代

地圖（Google map）與日治時代地圖，利用兩者的圖層（layers）切換，可以精確看到地理位

置的變化。甚至以1898年「日治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 」，從原圖上顯示當時的草山（即現在

的陽明山）所屬的「草山庄」，與附近區域的地理環境，包含：紗帽山、猴洞、山仔後，以

及草山庄、三角埔庄、公館地庄等地。再利用圖層（layers）切換至透明度 55％，可以看見

中國文化大學所在地位於「三角埔庄」，所在地稱亦為「山仔後」，之後則與「山仔后」混

用。這些都更深刻理解地理環境的位置 、高度、方向等要素的影響。 

     

（四）、探索華岡 

除了理解與知識學習之外，還需積極的行動參與，以達到「行動面」的課程規劃，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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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的分組報告，以「華岡探索」為主題，進行實地觀察，並加以記錄，涵蓋範圍是以華

岡所在的「山仔後」地區，漸次向北臺灣擴張。同時，也鼓勵同學多以華岡為主要核心的探

討，包含：建築、校史、人物、事件、景觀、生態等，特別是「藍鵲」與「彩虹」都曾成為

華岡的特色與代表，應該還有許多尚未被紀錄的故事，等待著去探索與發掘，然後再擴展至

校外、或是陽明山區域。 

因此，藉由期中的分組報告規劃，可以有效地讓修課同學，以行動參與的方式，進行在

地的探索與觀察。同時，也要求報告時檢附，實際參與的照片與影像，以達到課程「行動面」

的確實執行。 

 

 

（五）、專業教師的經驗分享 

為配合本計畫在「創意面」的內容呈現，預計邀請高挺育設計師，進行課程內容之中，

設計與創意部分的經驗分享，並達到跨院或跨校的教學學習與策略。邀請高挺育設計師，以

地方文化藝術如何轉化，希望藉由歷史文化、數位影像為核心，配合課程內容規劃，與地方

特色、文化、藝術、影像作緊密的連結，主要針對藝術創意、文化等主題，以實際經驗來分

享如何結合地方文化，進行創作與轉化。除了傳統授課內容之外，以實際案例與操作加以配

合，與課程作緊密的連結。希望藉由學者專家的演講，刺激同學的學習興趣，並接收多元的

學習風格與想法。 

 

 

伍、實施成效及影響（量化及質化，且說明是否達到申請時所期之學習目標與預期成效） 

（一）、課程學習的討論： 

在課程內容學習過程之中，規定必須使用學校的「課業輔導管理系統」

（https://ap1.pccu.edu.tw/newAp/frame/apMain.asp），並於課程內容結束後，開設 10 題的問題

討論，要求同學進行至少 3 次以上的網路討論區撰寫。主要是為了鼓勵同學勇於思考與討論，

增加課程學習的成效。討論區所提及的反應與問題，將於下次課程中予以回應，以增強課程

內容、師生的互動關係，有效結合本校的教學資源，達到學習效率的最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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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同時也進行隨機 2-3 次的隨堂心得，或即使反饋系統 Zuvio 或 Mentimeter 等數位

工具，進行線上即時反思撰寫，並進行統計與討論，藉由心得回饋單的設計，以提供同學的

多元學習，隨即在課堂之中，進行客觀的紀錄，以及主觀的反思。 

 

 

 

 

（二）、專題演講的反思 

為提供更多元的授課內容，課程加入相關的專題演講，於 11/25 邀請高挺育設計師，講題

為「歷史與設計的碰撞：以文化藝術綻放豐富生命力」，希望藉由歷史文化、數位影像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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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課程內容規劃，與地方特色、文化、藝術、影像作緊密的連結。同時，也希望透過專家

的演講，刺激同學的學習興趣，討論如何將地方文化融入設計或日常生活之中，進而對傳統

文化、在地社會有更深刻的理解。 

     

 

（三）、分組評鑑表與同儕互評 

關於期末報告的規範，「華岡探索」為主題，進行分組報告，藉由熟悉使用數位化資料的

運用，於規定時間報告、繳交成果。隨時於課程中與教師討論，以便隨時予以修正，以符合

期中報告的規範。分組編組名單確定之後，將於每課堂預留時間，讓同組組員進行溝通、討

論，並藉由追蹤觀察的點名制度，以確保分組報告的進度。此外，另設計「分組評鑑表」，藉

由同儕之間的互評：工作分配、自我評分、組員評分等，以同儕競爭與壓力，達到相互學習、

觀摩，並作為報告成績的依據之一，使成績評定更為公平、公正。 

 

（四）、期末成果的呈現： 

報告成果規定以每組為單位，報告 15 分鐘，同時由參與同學選出表現優、劣各 3 組，進

行評分。 

 

 

陸、結論 

一、分組討論與評鑑： 

於課程授課結束前，提醒並追蹤「課業輔導管理系統」的討論區撰寫情形，討論區部分

則予以直接網路回應，或於課程之中提出討論，藉以鼓勵同學勇於思考與討論，增加課程學

習的成效，以增強課程內容、師生的互動關係，可以達到學習效率的最大效果。進行報告的

同時，需撰寫「分組評鑑表」，填寫內容包含：工作分配、自我評分、組員評分等，達到相互

學習、觀摩，使組員都能參與評分，期望能因此達到大學自主學習的目標。 

 



附件 1 

 

6 

 

二、數位工具的融入： 

課程內容與授課，採用即使反饋系統 Zuvio 或 Mentimeter 等數位工具，進行線上即時反

思撰寫，並進行統計與討論，藉由心得回饋單的設計，以提供同學的多元學習，隨即在課堂

之中，進行客觀的紀錄，以及主觀的反思。此外，藉由其他專家講者對於影像、視覺藝術等

數位創作的經驗方向，讓同學參與數位製作的經驗，並融入現代的數位媒體學習素養，未來

或許規劃增加相關影音媒體與軟體，相關的介紹與使用課程，使未來歷史課程能更容易融入

數位化、影像化的學習環境。 

   

 

三、未來課程的規劃： 

未來在課程規劃方面，在與許範圍內，應可規劃校外的實際參訪，例如：故宮博物院、

臺北市立美術館、歷史博物館等。或是，結合校內的豐富資源，例如：華岡博物館、華岡創

客中心等資源，甚至運用陽明山的資源，進行步道、水管路等踏查行動，達到實際參與的功

能，則能使課程更加活化，進而引起更多的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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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一）上課情形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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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題演講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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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組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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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件：課程教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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