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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計畫 

成果報告書 

 

李如鈞 

史學系助理教授 

 

 

壹、計畫名稱：傳統中國司法敘事與歷史思維 

 

貳、實施課程 

課程名稱：中國歷史與社會 

課程時間：（五）10：10-12：00 

開課系級：通識 2 Cea3 

教師姓名：李如鈞 

 

參、前言 

    近年來，期望學生於主科系之外增加人文素養訓練，培養敘述能力。故本

次課程，採取選擇傳統中國自古至今，具代表性的法律、司法敘事，從一則則

故事出發，說明每個案件的人、事、時、地等內容，進而分析內部法律關係，

比較當時與現今相關律法規定，再結合外部的社會政治環境、人物傳記等大時

代背景，討論這些歷史文本的書寫目的，觀察其間的記述重點差異，進行多層

次、不同角度的解析與討論。 

提升學習興趣，除是讓同學們明瞭每個重要案件的背後，其實大有細節，

進而透過彼此之間的意見交流與表達分享，培養出多元思考與論述能力。進而

理解某些現今社會看似殘存守舊不符合現代法律規範的觀念，實有其深厚歷史

淵源，藉此對傳統中國的法律文化有較多同情理解，反思與當今社會的異同，

取之借鑒，增進歷史思維的訓練。 

 

肆、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對於「死刑存廢」、「恐龍法官」，以及何謂公平正義等司法議題，近來論爭

不休，同學們雖深感興趣，卻多半不熟悉現代法律，以致人云亦云，並忽略了

現今社會中蘊含的傳統文化因素。本計畫著重於讓學生瞭解傳統中國法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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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演進變化，體會透過跨領域的思維訓練，能增進觀察事物的不同角度，思

考也更多元、全面。 

就如同近代西方法制與當代社會觀念文化的某些矛盾之處，並非僅單面認

為是抵抗進步的保守與守舊心態。反之，實因傳統文化中的孝道、因果報應等

觀念，與「廢死」有互相扞格的地方。因此，本次課程透過反覆閱讀、講解古

代司法敘事內容，配合相關史料、二手研究，進行深入解讀詮釋，以期增進同

學們設身處地的同理心，再而對討論議題有更深入的反思。 

 

伍、執行方法 

一 、課程週次安排： 

    課程內容主要涵蓋傳統中國與現代社會的法律、司法議題，依照週次順

序，分為十個主題：1.包公、2.死刑與替代刑的討論、3.重大疑案與案件偵查之

困難、4復仇與以暴制暴的合理與不合理、5.現代司法背景下的傳統觀念，如法

家、儒家、佛家的影響。6歷代審判中的法理情考量與個別侷限。7性別案件的

歷代發展。 

除了七大單元外，再加上三大討論互動單元，如 8.阿云案：藉由北宋中期

一位少女的殺人案件，討論司馬光、王安石兩大名臣的不同意見交鋒，激發同

學們對法律與政治在案件的角色瞭解。9洞穴奇案：以哈佛大學法學教授提出

的虛擬「洞穴受困食人案」是否有罪？理由為何？讓同學展開彼此討論。10古

今法律議題的提供：同學們經由一系列的學習討論後，鼓勵他們提出有興趣的

古今法律議題，師生一同討論，分別提出各自意見，與大家共同分享心得。 

【阿云案的講授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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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多面向的課程安排，以案件、法律、司法為專題討論，進而理解傳統

文化的精髓與現代法治社會之關聯。從互動活動中，引導學生進行多元思考，

以達到自我分析、反思的能力。藉由古今主題的呈現與討論，不僅能引導學生

細緻觀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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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具體

案件的認知、學習，理解傳統文化的內容，並應用、反思於現代生活中。 

 

二、影片觀看與體會歷史情境： 

    除老師講授內容外，課程進行中將適時加入相關影片，如「羅生門」、「製

造殺人犯」。內容是以法律、司法的實踐情況為核心，配合課程規劃作緊密連

結。讓同學們體會到無論古今中外，歷史上與現今社會的犯罪、家庭糾紛等各

類司法案件，其實相似度頗高，不同之處是如何處理面對。意即目的皆是追求

勿枉勿縱，但實際上不可能全然無誤。站在被害人立場的追兇必究，與保護人

權的主張，每個時代各有著重不同，更受到大環境與法律文化影響。希望能以

適度影片播放，提昇同學們的學習興趣，藉由影像呈現，促進更多元、深刻的

理解。 

 

【同學們觀看影片】 

 

 

三、心得回饋與網路討論區： 

在課程內容學習過程中，為增加課程討論的表現，善加運用本校所建構的

「課業輔導管理系統」，並於課程內容結束後，開設 7題的問題討論，在「討論

區」一項，提供同學提問與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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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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區的填寫】 

 
【討論區的師生分享】 

 

 

要求同學進行 2次以上的網路討論區撰寫，主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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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強課程內容與師生間的互動關係，有效結合本校的教學資源，達到

學習效率的最大效果。 

    尤其藉由手機的即時反應功能，增加課程內容、師生的互動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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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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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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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進行過程中，為增進學習效果，進行 4次的隨堂小測驗，鼓勵同學們

進一步深入思考，並訓練表達敘述能力。隨堂小測驗除能即時知曉同學們聽講

時的專心程度，也在自我思考與問題提出後，於下次上課時，就同學的思考與

問題進行討論與說明。 

 

【隨堂測驗】 

 

 

四、多媒體教材的播放與討論： 

    為使同學對法律、司法不再陌生與激發興趣，採用多媒體播放與比較方

式，融入對古今、東西案件的異同差異，進而理解東西方文化的共同價值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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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不同特色。此次課程播放金馬獎得獎影片「我不是潘金蓮 」，配合講授「秋

菊打官司」的內容，主要以婦女告官、上訪，從看似荒謬案件的背後，探討時

代環境與司法的密切關係。除了影片的討論之外，課程教材更結合現今的各項

線上教材，例如：司法院的「法律吧」，以作為課程的補充資料與延伸學習，進

而使內容更加多元化。 

 

【法律吧】 

 

 

五、期中考之後的互動分享： 

由於課程開始時，同學們對於不熟悉的法律、司法問題難以表達意見，但

透過之前的課程安排，已慢慢熟練表達自己的不同想法與意見態度。到了課程

後期，則安排數項活動，鼓勵他們表達看法，藉以呈現同學的學習效果，培養

彼此協調性與互動性，以及群體與個體之間的相互尊重。課堂上對於洞穴奇案

的分組討論，更是刺激同儕之間的合作，進行互動交流，並於期末報告具體呈

現。 

 

【洞穴奇案的討論與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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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實施成效與意見調查： 

    經過一學期的課程教學，文大同學於期末試卷上紛紛表達所學心得，表示

進行方式吸收良好，在先採取故事講解，再輔助影片，讓同學能順利進入每個

司法案件的情境，進而理解古代律法、現代法律是如何處理此案。配合當時的

整體時空背景，同學們更能深入歷史情境，設身處地思考每個案件中既有古今

通用的法理，也有各自差異的環境情況。意即各時代的法、理、情，皆有其時

空特殊之處。加上要求同學們的小測驗作業書寫訓練、共同討論，深化對故事

的理解；進而能與其他同學分享心得，在思考互動中訓練口頭（講故事）敘事

表達能力，普遍能擺脫「以古非今，以今論古」的直線性思考，增進思考廣度

與深度。 

 

柒、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隨堂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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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成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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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成果二】 

 

【期中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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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成果三：洞穴奇案】 

 
【作業成果四：古今法律案件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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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影片心得】 

 

【期末考試】 

 

【期末心得】 

 

 

 



13 
 

【期末心得】 

 

【期末考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