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史地研究所教學大綱
科目：秦漢史研究 歷史組：選修

學期數：一學期 上課時數：三小時

學分數：三學分

一、教學目標：

瞭解秦漢四百四十年，政治、社會、經濟的演變，及興衰原因。

二、教學方式及評量方式：

平時成績３０％ 課堂研討３０％ 期末報告 4０％

三、 教學內容及進度：

第一週：導論 第十週：西漢社會經濟

第二週：秦漢史史料 第十一週：王莽的興起

第三週：秦代政治 第十二週：王莽的滅亡

第四週：秦代政治 第十三週：東漢政治

第五週：秦代社會經濟 第十四週：東漢政治

第六週：秦亡原因 第十五週：東漢社會經濟

第七週：西漢政治 第十六週：東漢社會經濟

第八週：西政治 第十七週：漢代的制度

第九週：西漢社會經濟 第十八週：漢代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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