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教學大綱

任教教師：詹士模 史地系歷史組

科目：中國史學史 上課時數：2 小時 選修

學期學分數：一學期２學分 總學分數：2 學分

一、教學目標：

認識中國史學發生、發展的過程及其發展的規律。瞭解歷代史學及其史學著

作、史書編纂方法與史學思想及其貢獻。

二、教學方式及評量方式

1.教師講課及學生分組討論。

2.學期報告 30% 平時成績 30% 期末報告/考試 40%

三、教學內容及進度

第 一 週：教學準備

第 二 週：先秦史學的發展趨勢

第 三 週：孔子的史學

第 四 週：左丘明的《左傳》

第 五 週：各類史學著作的出現

第 六 週：秦漢史學的發展趨勢

第 七 週：紀傳體的興起及其發展

第 八 週：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

第 九 週：斷代史的創立者班固

第 十 週：魏晉南北朝史學的發展趨勢

第十一週：陳壽著《三國志》與裴松之作《三國志注》

第十二週：范曄與《後漢書》

第十三週：東晉南北朝時期其他的史家及其著作

第十四週：唐代史學的發展趨勢

第十五週：唐設史館與官修國史

第十六週：劉知幾與史學評論

第十七週：典章制度通史－《通典》

第十八週：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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