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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台灣 (歷史篇 )』 (清代部分 )

參考書目舉隅

施 志 汶

- 
、

『認識台灣 (歷史篇 )』 (以下簡稱 『歷史篇』)自 跖學年起 ,正式成為

國中一年級授課科目之一 。是為國中歷史教育一大變革 ,亦為各方關注的焦點 。

從 『歷史篇 』的綱目擬定 、教材選編 、以至正式發行過程中 ,所引發諸多的議

論 .可見一斑 。如今 ,爭議暫告一段落 .身為第一線的國中歷史教師 .最要者莫

過於及時充分了解與掌握新教材 ,以及善用教學資源 ,以期發揮 『歷史篇」的教

育功能 。不容諱言的 ,各大學歷史系普遍開授台灣史相關課程 ,是近年來新舉的

風潮 。因此 ,對多數現職國中歷史教師而言 ,『 歷史篇』的備課與教學 ,是一項

極大的挑戰 。為此 ,筆者特搜集 『歷史篇』清代部分相關專書與論文 ,以供教學

參考之用 。本書目以儘量不與教師手冊重覆 ,並考慮教師能於就近當地文化中

心 、圖書館尋獲或購買為原則 。同時 ,亦提供若干適於國一學生程度的課外謨

物 。茲以章 、節 、目各項臚列於次 :

二 、參考書日

第五章 清領時代前期

第一節 政治演變

鄭氏降清與台灣棄留爭議

張勝彥 ,「 文職機關的設置與調整」,見張勝彥等編 ,『 台灣開發史』,台北 ,

國立空中大學 ,1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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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三井總算 ,Γ 鄭成功全傳」 ,台北 ,台灣史蹟研究中心 ,1999年
。

周雪玉 ,『 施琅攻台的功與過」 ,台北 ,台原 ,19%年
。

李國祁 ,『 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一間浙台地區 (1S6U-191l)』 ,台北 ,中研院

近史所 ,1982年
。

府廳縣建置沿革

張勝彥 ,「 清代台灣廳縣之建置與調整」 ,『 史聯雜誌』η期 ,1993年 6月 。

許雪姬 ,Γ 北京的辮子 :清代台灣的官僚體系』 ,台北 ,自 立晚報 ,19明 年 。

張勝彥一文中 ,有關清代台灣從一府三縣 ,一府四縣三廳 ,二府八縣四廳 ,

以迄一省三府一州十一縣三廳之演變 ,從國防治安 、財政考量 ,以及開發寅態等

角度切入 ,作者認為前二項乃行為區畫調整的主因 ,可引為清領前期消級治台政

策的佐證 。許著則分述台灣文武官僚制度與職掌 ,並對文武不和與傾軋 ,吏治不

良等官場習氣的成因與影響 ,問發頗多 。

消極治台

黃秀政 ,「 清代治台政策的再檢討 :以渡台禁令為例」 ,『 文史學報』 (中興大

學 )2U期 ,199U年 ;收入氏著 ,『 台灣史研究」 ,台北 ,學生 ,1992

年 。

莊吉發 ,「清世宗禁止偷渡台灣的原因」 ,Γ 食貨』l3:7、 8合刊 ,1983年

11月 。

莊吉發 ,「 清初閩粵人口壓迫與偷渡台灣」 ,『 大陸雜誌 』∞ :l,198U年 l

月 。

陳秋坤 ,「 清代前期對台少數民族政策與台灣土著的傳統土地權利」 ,Γ 近代中

國初期歷來研討會論文集」﹉,台北 :中研院近史所 ,19B9年
。

黃秀政一文中 ,旨在討論清代治台政策的擬成與確立 ,以及渡台禁令頒布經

緯 。同時 ,並對該禁令實施之後 ,延遲台灣的開發 ,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以及

偷渡猖獗而衍生的治安國防困境等 ,均有深入的探索 。又 ,本文可作為第三節

「社會發展 :民變與分類械鬥」參考之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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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經濟活動

土地拓墾

溫振華 ,「 土地開發」 ,見張勝彥等編 ,『 台灣開發史」,同前 。

溫振華 ,『 台灣早期開發 :總論 』 ,台北 ,台灣省教育廳兒童謨物出版部 ,

1992年F。

廖風德 ,Γ 台灣早期開發 :宜蘭地區J,台北 ,台灣省教育廳兒童誼物出版部 ,

i99lt手三o

溫振華 ,Γ 台灣早期開發 :北部地區』,台北 ,台灣省教育廳兒童謨物出版部 ,

199lt哥三o

陳運棟 ,『 台灣早期開發 :桃竹苗地區 』 ,台北 ;台灣省教育廳兒童說物出版

部 ,1991年 。

黃富三 ,『 台灣早期開發 :中部地區』,台北 ,台灣省教育廳兒童謨物出版部 ,

1991乍F。

石萬壽 ,『 台灣早期開發 :雲嘉南地區』 ,台北 ,台灣省教育廳兒童說物出版

部 ,1991年 。

湯熙勇 ,Γ 台灣早期開發 :高屏地區』 ,台北 ,台灣省教育廳兒童誼物出版部 ,

1991白
「

。

鍾淑敏 ,Γ 台灣早期開發 :花東地區』 ,台北 ,台灣省教育廳兒童讀物出版部 ,

199lt手三o

許雪姬 ,Γ 台灣早期開發 :澎湖地區』 ,台北 ,台灣省教育廳兒童謾物出版部 ,

199lt干三o

上述叢書係以國小學童為對象 ,但對國一學生而言 .仍不失為理想的課外誼

物 。其中 ,以 『台灣早期開發 :總論』一書為最 。從移民入台 、土地開墾 、水利

興築 、農業發展 、市街形成 ,以迄漢人社會的形塑等 ,均有簡要的敘述 ,有助學

生對清代台灣史的理解 。

尹章義 ,「 台灣開發史的階段論與類型論一 代序」 ,收入氏著 ,『 台灣開發史

研究』 ,台北 ,聯經 ,199J年 。

黃富三 ,「 清代台灣的土地問題」 ,『 食貨』4:3,1974年 3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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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富三 ,「 清代台灣移民的耕地取得及其對土著的影響」 ,『 食貨』ll:l;
2,1981年 4月 :5月 。

黃富三 、翁佳音 ,「 清代台灣漢人墾戶階層初論」 ,『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 ,

台北 ,中研院近史所 ,1986年 。

張勝彥 ,「 清代台灣漢人土地所有型態之研究」 ,『 台灣文獻』田 :2,1983

年6月 。收入氏著 ,『 台灣史研究』 ,台北 ,華世 ,1981年 。

蔡淵洯 ,「 清代台灣的移墾社會」 ,『 台灣社會與文化變遷』 ,台北 ,中研院民

族所 ,19跖 年 ;又收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編 ,Γ 認識台灣歷史論

文集』 .台北 ,該系 ,19%年 。

蔡淵洯 ,「 合股經營與清代台灣土地的開發」 ,『 歷史學報』 (師大 )l3期 ,

1985白
「
5月 。

陳秋坤 ,『 清代台灣的土著地權一官僚 、漢個與岸裏社人的土地變遷』 ,台北
-

中研院近史所 ,1994年 。

陳秋坤 ,「 台灣土地的開發 (19UU-1956)」 ,收入黃富三 、曹永和編 ,『 台灣

史論叢』第一輯 ,台北 ,眾文 ,19SU年
。

水利設施

王崧興 ,「 八堡圳與台灣中部的開發」 ,『 台灣文獻 』%:4、 η :1合刊 ,

1976年 3月 。

王世慶 ,「 從清代台灣農田水利的開發看農村社會關係」 ,『 台灣文獻』筘 :

2,1987年 6月 。收入氏著 ,『 清代台灣社會經濟』 ,台北 ,聯經 ,1994

年 。

劉育嘉 ,「 清代台北盆地的水利開發」 ,『 台灣文獻』η :3,19%年 9月 。

廖風德 ,「 清代台灣農村埤圳制度」 ,『 歷史學報』 (政大 )3期 ,1985年 3

月 。收入氏著 ,『 台灣史探索』 ,台北 ,學生 ,19%年 。

陳鴻圖 ,『 水利開發與清代嘉南平原的發展』 ,台北 ,國史館 ,19%年 。

商業活動

林滿紅 ,『 四百年來的兩岸分合 :一個經貿史的回顧 』 ,台北 ,自 立晚報 ,

1994生F°

蔡淵洯 ,「 清代台灣移墾社會的商業」 ,『 史聯雜誌』7期 ,198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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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克華 ,『 清代台灣的商戰團體』 ,台北 ,台原 ,”兜年 。

周憲文 ,『 台灣經濟史』 ,台北 ,開明 ,19SU年 。

林滿紅 ,「 光復以前台灣對外貿易之演變」 ,『 台灣文獻』筘 :3、 4合刊 ,

1985年 12月  。

卓克華 ,「 行郊考」 ,『 台北文獻』巧 、化合刊 ,1978年 珍月 。

候怡泓 ,「 台灣都市社會組織的發展一 以早期三大都市行郊為例」 ,『 早期台

灣都市發展性質的研究』 ,台中 ,省文獻會 ,1989年 。

第三節 社●與文教發展

社會組織

溫振華 ,「 社會發展」 ,見張勝彥等 ,『 台灣開發史』,同前 。

陳其南 ,「 土著化與內地化 :論清代台灣漢人社會的發展模式」 ,『 中國海洋史

發展論文集』 ,台北 ,中研院三研所 ,1984年 。

陳其南 ,「 台灣漢人移民社會建立及其轉型」 ,收入氏著 ,『 家族與社會 :台灣

與中國社會研究的基礎理念』 ,台北 ,聯經 ,19” 年 。

陳其南 ,「 清代台灣社會的結構變遷」 ,『 中研院民族所集刊 』妙期 ,”8U

年 。

蔡淵洯 ,「 清代台灣的移墾社會」 ,『 台灣社會與文化變遷』 ,台北 ,中研院民

族所 ,”“年 :又收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編 ,『 認識台灣歷史論

文集』 ,台北 ,該系 ,19%年 。

莊英章 ,「 台灣宗族組織的形成及其特色」 ,『 現代化與中國化論集』 ,台北 ,

桂冠 ,19抬 年 。

施振民 ,「 祭祀圈與社會組織」 ,Γ 中研院民族所集刊」%期 ,1973年 。

林美容 ,「 由祭祀圈到信仰圈一台灣民間社會的地域構成與發展」 ,『 中國海洋

發展史論文集』第三輯 ,台北 ,中研院三研所 ,19Bs年 。收入張炎憲等

編 ,Γ 台灣史論文精選』上朋 ,台北 ,月 且 ,1996年 。

林美容 ,「 從祭祀圈來看台灣民間信仰的社會面」 ,『 台灣風物 』39:4,
1987生Fl2月 。

施添福 ,『 清代在台漢人的祖籍分佈與原鄉生活方式』 ,台北 ,國立台灣師大地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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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 ,19B9年 。

陳漢光 ,「 日據時期台灣漢族祖籍調查」 ,『 台灣文獻 J” :l,”72年 3

月 。

周宗賢 ,『 台灣的民間組織』 ,台北 ,幼獅 ,19B3年 。

周宗賢 ,Γ 血濃於水的會館』 ,台北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以下簡稱行政院

文建會 ),19跖 年 。

漢聲雜誌社 ,「尋根系列 :台灣的泉州人專集」 ,『 漢舞雜誌』19期 ,1988年

12月 。

同上 ,「 尋根系列 :台灣的泉州人 (下 )」 ,『 漢聲雜誌 』加期 ,1989年 3

月 。

同上 ,「 尋根系列 :台灣的漳州人專集」 ,Γ 漢聲雜誌」羾期 ,”89年 6月 。

同上 ,「 尋根系列 :台灣的漳州人 (下 )」 ,『 漢聲雜誌 』” 期 ,1989年 8

月 。

同上 ,「 尋根系列 :台灣的客家人專集」 ,Γ 漢聲雜誌」竻期 ,1989年 趁月 。

同上 ,「 尋根系列 :台潤的客家人 (下 )」 ,Γ 漢聲雜誌 」留期 ,199U年 l

月 。

以上 Γ漠聲雜誌』各期所載 ,對於泉漳粵三籍移民的淵源 、特徵以及分佈地

域等 ,均有陸台兩地的實地調查記錄 ,是極為理想的鄉土教材資料 。同時 ,各期

亦載有尹章義 、施添福若干專文 ,可供參考對照 。

余光弘 ,「 台灣地區民間宗教的發展 :寺廟調查資料之分析」 ,『 中研院民族所

集刊』“期 ,1982年 。

宋光宇 ;「 台灣民間信仰的發展趨勢」 ,Γ 漢學研究』3:l,1985年 6月 。

瞿海源 、姚麗香 ,「 台灣地區宗教變遷之探討」 ,『 台灣社會與文化變遷」 ,台

北 ,中研院民族所 ,1986年 。

民變與分類械鬥

張菼 ,『 清代台灣民變史研究』 ,台北 ,台銀經濟研究室 ,199U年 。

林偉盛 ,『 羅漢腳 :清代台灣社會與分類械鬥』 ,台北 ,自立晚報 ,1993年 。

謝國興 ,『 官逼民反 :清代台灣三大民變』 ,台北 ,自立晚報 ,1993年
。



「

認譭 合瀯 (歷文焦 )」 (清代告9分 )參考書 目舉隅

黃秀政 ,「 清代台灣的分類械鬥事件」 ,『 台北文財』 (薄 )妙 、m期合刊 ,

”99年 也月 。收入氏著 ,『 台灣史研究』 ,1992年 。

張菼 ,「 台灣反清事件不同性質及其分類」 ,『 台灣文獻」%:2;3,1975
年6:9月 。

張菼 ,「 清代台灣分類械鬥頻繁的主因」 ,『 台灣風物 』舛 :2,1974年 珍

月 。

劉妮玲 ,「 游民與清代台灣民變」 (上 )(下 ),『 台灣風物」31:l;2,
19釳 年 3:6月 。

莊吉發 ,「 清代台灣秘密會黨的探討」 ,『 台灣風物』筘 :1,19℅ 年3月 。

張雄潮 ,「 清代台灣民變迭起迅滅的因素」 ,『 台灣文獻』15:4,1964年 笓

月 。

林 、謝二書 ,通俗而不失學術性 ,作為教學補充資料不錯的選擇 。林書係碩

士論文改寫 ,對分類械鬥頻繁的成因與影響 ,頗有深入的閱述 。尤其對械鬥的類

型 、演變 ,以及對清季以迄日治台灣發展的制限 ,有獨到的見解 ,可供理解清代

台灣社會轉變的另一關照點 。謝書旨在說明朱一貴 、林爽文 、及戴潮春等三大民

變的原因 、經過與影響 。強調除朱案較富政治色彩外 ,餘皆係地方豪強擁地自重

的行為 ,與反清一事無涉 。故關於民變的性質 ,民變下的產物一 「義民」等論

述 ,則有其創見 。

文教發展

王啟宗 ,『 台灣的書院』 ,台北 ,行政院文建會 ,19帥 年 。

張勝彥 ,「 清代台灣書院制度初探」 (上 )(下 ),『 食貨』6:3;4,1976
年 6;8月 。又以 「清代台灣書院制度」一名 ,收入氏著 ,『 台灣史研

究』 ,同上 。

黃秀政 ,「 清代台灣的書院一 以中華文化的傳播與地方才俊的培育為中心」 ,

收入氏著 ,『 台灣史研究』 ,19夗 年 。

黃淑清 ,「清代台灣文科考試述略一 歲 、科考篇」 ,『 台北文獻」呢期 ,199U

年6月 。

王啟宗一書中 ,詳載清代台灣各地書院創建時間與分佈 ,是極佳的入門參考

書 。張 、黃二人則以書院的功能與影響 ,著墨較多 。合而觀之 ,自對教學增益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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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 。

此外 ,為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下列書籍可作為課外讚物 ,讓學生對清代台灣

史有一基本認識與了解 。

張淑美 ,『 台灣歷史故事 :2披荊斬棘的時代 (“S3)」 ,台北 ,聯經 ,1997

年4月 。

鄒敦恰 ,『 台灣歷史故事 :3開拓發展的時代 (19笓 )』 ,台北 ,聯經 ,1999

年4月 。

許雪姬監修 、郝廣才文 、羅永基固 ,Γ 台灣的歷史 :5冒險偷渡的時代』 ,

北 ,遠流 ,1991年 5月 。

曹永和監修 、郝廣才文 、羅永基圖 ,Γ 台灣的歷史 :6墾荒械鬥的時代』 ,

北 ,遠流 ,1991年 5月 。

許雪姬監修 、郝廣才文 、羅永基固 ,『 台灣的歷史 :7漢人社會形成的時代』 ,

台北 ,遠流 ,1991年 5月 。

後三種係以漫畫形態表現 ,不僅人物刻畫 、對白頗為生動 ,史實鋪陳亦能掌

握 ,對國一學生而言 ,不啻為一較佳的參考讀物 。同時 ,書未附有 「歷史教室」

專欄 ,資料豐富 ,固片詳實 ,可為老師教學補充資料之用 。

第六工 活領時代後期

第一節 開港與國際交易

通商港口之開放

戴寶村 ,「 對外貿易」 ,見張勝彥等編 ,「 台灣開發史」 ,同前 。

戴寶村 ,「 清季淡水開港之研究 (1S6U-1S94)」 ,『 台北文獻」

年 ,坨 月 。

溫振華 ,「 淡水開港與大稻埕中心的形成」 ,『 歷史學報』 (師大 )

年6月 ;收入 『認識台灣歷史論文集』 ,1996年
。

林滿紅 ,『 茶 、糖 、樟腦業與台灣社會經濟變遷 (1S6U-1894)』

經 ,1999年
。

林滿紅 ,『 四百年來的兩岸分合 :一個經貿史的回顧 』 ,台北 ,

1994白
「
。

�羝

畤畤

�羝

66只月 , 1983

6只月 , 1978

,台北 ,聯

自立晚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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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振輝 ,『 清代台灣開埠之研究』 ,台北 ,標準 ,19“ 年 。

進口商品 、出口商品 、國際貿易的成長

林滿紅 ,『 茶 、糖 、樟腦業與台灣社會經濟變遷 (1S6U-1S94)』 ,台北 ,聯

經 ,”99年 。

林滿紅 ,『 四百年來的兩岸分合 :一個經貿史的回顧 」 ,台北 ,自 立晚報 ,

1994生F。

林滿紅 .「 清未台灣與我國大陸之貿易型態比較 (186U-1S94)」 ,Γ 歷史學

報 」 (師大 )6期 ,1978年 6月 。收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

編 ,『 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二十九編 ,近代歷史上的台灣 ,台北 ,商

務 ,19“ 年 。

林滿紅 ,「 貿易與清未台灣的經濟社會變遷」 ,『 食貨』9:4,1979年 7月 。

林滿紅 ,「 光復以前台灣對外貿易之演變」 ,『 台灣文獻 』%:3、 4,19跖

年尼月 。

林滿紅 ,「 清末的經濟社會變遷」 ,見段昌國等編 ,Γ 現代化與近代中國的愛

遷』 ,台北 ,國立空中大學 ,1999年 。

薛化元 ,「 開港貿易與清未台灣經濟社會變遷的探討 (1B6U-1895)」 ,Γ 台灣

風物』竻 :4,19S3年 趁月 。

林子侯 ,「 台灣開港後對外貿易的發展」 ,『 台灣文獻 』η :4,1976年 珍

月 。

林滿紅一系列論文與專著中 ,詳細討論台灣開港後 ,茶 、糖 、樟腦業產銷過

程與特色 。同時 ,尤為重視上述貿易對政治 、經濟 、社會與文化等方面的影嬰 。

一方面有助瞭解清領後期治台政策轉變的動因 ,另一方面俾益掌握日治時期台灣

經濟發展的歷史基礎 。此外 ,經確而詳細的統計資料 ,尤利於教學引證之用 。

第二節 日軍侵台與淹延治台政策的改變
一

日本出兵侵犯台灣

戴寶村 ,「 外力衝準與對應」 ,見張勝彥等編 ,「 台灣開發史」 ,同前 。

戴寶村 ,『 帝國的入侵一 牡丹社事件』 ,台北 ,自 立晚報 ,1993年 。

藤井志津枝 ,『 日本帝國主義的原型一 剖析 1891-1874年台灣事件』 ,台北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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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總經銷 ,19s3年 。

林子侯 ,「 牡丹社之役及其影響」 ,Γ 台灣文獻』29:3,1976年 9月 。

戴天昭著 ,李明峻譯 ,Γ 台灣國際政治史」 ,台北 ,前衛 ,Ψ96年 。

沈葆楨的建樹

郭廷以 ,「 甲午戰前的台灣經營 一 沈葆楨丁日昌與劉銘傳 」 (上 )(中 )(
下 ),『 大陸雜誌』5:9-ll,1952年 9-11月 。收入氏著 ,Γ 近代中國

的變遷』 ,台北 ,聯經 .19“ 年 。

許雪姬 ,Γ 滿大人最後二十年一 洋務運動與建省』 ,台北 ,自 立晚報 ,1993

年 。

賀嗣章 ,「 沈葆楨治台政績」 ,『 台灣文獻』9:4,1958年 也月 。收入中華

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 ,『 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二十九編 ,近

代歷史上的台灣 ,台北 ,商務
-1986年

。

張世賢 ,「 沈葆楨治台政策」 ,『 台灣風物』巧 :4,1975年 咆月 。收入 『中

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二十九編 ,近代歷史上的台灣 ,19跖 年 。

李國祁 ,「 清季台灣的政治近代化┬ 開山撫番與建省 (187j-1S與 )」 ,『 中華

文化復興月刊』8:也 ,1975年 笓月 。收入 『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

二十九編 ,近代歷史上的台灣 ,1986年 。

盛清沂 ,「 清代同光之際開山撫番史事編年」 ,『 台灣文獻』3U:3,1979年
9月 。

ㄒ日昌的興革措施

張世賢 ,「 丁日昌治台政策」 ,『 中山學術文化集刊』19期 。收入 Γ中國近代

現代史論集」第二十九編 ,近代歷史上的台灣 ,19跖 年 。

謝浩 ,「 台灣近代化的先驅一丁日昌」 ,『 台北文獻』化 、巧合刊 ,1978年

12月 。    .
第三節 建省後的稜極建段

建省與劉銘傳首任巡撫

戴寶村 ,「 外力衝擊與對應」 ,見張勝彥等編 ,『 台灣開發史』,同前 。

許雪姬 ,『 滿大人最後二十年一 洋務運動與建省』 ,台北 ,自 立晚報 ,1993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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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梅芳 ,「 同光年間台灣海防與中法戰爭」 ,『 歷史學報』 (成大 )4期 ,1977

年 。

戴天昭著 ,李明峻譯 ,『 台灣國際政治史』 ,台北 ,前衛 ,19%年 。

許雪姬 ,「 福建台l(g建 省的研究一由建省到分治」 ,『 歷史學報』 (政大 )3

期 ,19跖 年3月 。

張炎憲 ,「 台灣建省與劉銘傳治台」 ,『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8:咆 ,1976年

也 月 。收入 『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二十九編 ,近代歷史上的台灣 ,

1986年F。

政治措施 、財經建設 、交通建設 、國防與教育建設

郭廷以 ,「 甲午戰前的台灣經營 一 沈葆楨丁 日昌與劉銘傳 」 (。 )(中 )(
下 ),『 大陸雜誌 」5:9-ll,19兒 年 9-l1月 。收入氏著 ,Γ 近代中國

的變遷」 ,台北 ,聯經 ,19年 。

朱昌峻 ,「 劉銘傳與台灣近代化」 ,『 台北文獻 』6期 ,”63年 也月 。收入

『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二十九編 ,近代歷史上的台灣 ,Φ86年 。

蕭正勝 ,「 劉銘傳與台灣建設」 ,『 台灣文獻 J舛 :3:4,1973年 9:也

月 。

黃富三 ,「 劉銘傳與台灣近代化」 ,『 台灣史論叢』第一輯 ,198U年 。

李國祁 ,「 清季台灣的政治近代化一 開山撫番與建省 (1875-1S94)」 ,Γ 中華

文化復興月刊」8:趁 ,1975年 12月 。收入 『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

二十九編 ,近代歷史上的台灣 ,”跖年 。

張勝彥 ,『 清代台灣縣廳制度之研究』,台北 ,華世 ,1993年 。

許雪姬 ,「 邵友濂與自強新政」 ,『 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 ,中研

院近史所 ,1987年 。

廖風德 ,「 清末台灣現代化問題初探」 ,Γ 台灣史探索』 ,台北 ,學生 ,1996

年 。

此外 ,學生參考謏物則有 :

洪志明 ,『 台灣歷史故事 :4外力衝擊的時代 (1s4U-189S)』 ,台北 ,聯經 ,

1997年 4月 。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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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富三監修 、郝廣才文 、羅永基圖 ,『 台灣的歷史 :8洋務與新政的時代』 ,台

北 ,遠流 ,1991年 5月 。

三 、結 語

『歷史篇 』教學與現行國中 「歷史」 ,最大的不同在於從學生周遭的人 、

事 、物入手 。因此 ,教學力求與生活 、社區結合 ,當屬國中歷史教師責無旁貸的

工作 。適時留意學術界研究的成果 ,固可充實教學內容 ,引導學生的學習 。但充

分掌握各地文化中心 、文史工作室以及社區資源 ,則更有助於教學生活化與生動

感 。教師除了傳統的課文講授外 ,尤應透過地區性歷史研究 、史蹟考察 、人物訪

談 、傳說採集等方式 ,藉以使學生印證呼應課堂所學 。此舉不僅可強化學習成

果 ,更能激發知鄉土愛鄉土的熱情 。要言之 ,『 歷史篇』教學誠然是一項嚴苛的

考驗 ,但卻也是最足以展現歷史教師專業的一面 。因此 ,與其溺於教材的爭辯 ,

不如經由吾人的努力從事 ,讓學生體驗台灣史的重要與可貴 。

(本文作者為國立≡吋師範大學歷史糸講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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