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史地學 系(所)9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大綱

課程名稱: 臺灣史（一） 學分數: 2 每週時數:2

班級: 史地一 □必修，選修

授課教師: 黃阿有 E-mail:ayuhuang@mail.ncyu.edu.tw

晤談地點: A230 晤談時段:週一 5,6 節；週三 7,8 節

一、課程概述：

本課程歷史組必選，共 4 個學分，分上、下兩個學期。上學期先從臺灣的史前文化

談起，其次探討臺灣在陸權時期為邊陲地帶，海權時期則重要性日增。而後，談十

七世紀以前的原住民社會及文化。而後，談十七世紀臺灣的三次政權更迭，即：荷

人入臺、鄭氏治臺，至清領臺灣。清領臺灣以後，自十八世紀，以至十九、二十世

紀臺灣史的演變，將在下學期討論。

二、教學目標：

1. 了解臺灣史前及歷史時期相對位置的變遷。

2. 探究臺灣歷史發展過程，變遷的動力及方向。

3. 關心臺灣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其社會、經濟、文化發展之特色。

三、教學進度(星期四，第 1~2 節)

週次 日期 主題 / 活動 參考章節 / 作業

1 09/18 大綱及評量介紹

2 09/25 臺灣之史前史史前文化

3 10/2 臺灣位置之變遷

4 10/9

1.劉益昌，〈史前時代臺灣與華南關係初

探〉，《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三輯》，頁

1-27，（南港：中研院三研所，1993）。或劉

益昌，〈臺灣北部地區史前時代晚期文化之探

討〉，《平埔族研究論文集》，（南港：中研院

臺史所，1995）。2.張彬村，〈十六世紀舟山

群島的走私貿易〉，《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

集—第一輯》，頁 71-95，（南港：中研院三研

所，1985）。

第一、二組論文研

讀報告；第甲、乙

組評論

5 10/16 原住民經濟與社會

6 10/23 漢人早期的開發

7 10/30 3.黃應貴，〈臺灣土著民族的兩種社會類型及 第三、四組論文研



其意義〉，黃應貴主編，《臺灣土著社會研究

論文集》，頁 1-43，（臺北：聯經，1998 四刷）。

4.曹永和，〈明代臺灣漁業誌略〉，《臺灣早期

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79）

讀報告；第丙、丁

組評論

8 11/6 歐人東來

9 11/13 期中考

10 11/20 荷人治臺

11 11/27 荷鄭戰爭

12 12/4

5.張增信，〈十六世紀前期葡萄牙人在中國沿

海貿易的據點〉，《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

第二輯》，（南港：中研院三研所，1985）。6.

中村孝志著、許賢瑤譯，〈圍繞臺灣的日荷關

係—濱田彌兵衛的荷蘭人攻擊〉，《臺灣風

物》，46(2)：15~34，1996。

第甲、乙組論文研

讀報告；第二、三

組評論

13 12/11 東寧王朝之開發

14 12/18

7.張菼，〈鄭成功的五商〉，《臺灣文獻》，

36(2)：15~33，1985。陳芳明，〈鄭成功與施

琅〉，張炎憲等主編，《臺灣史論文精選》，頁

135-155，（臺北：玉山，1996 年）。8.曹永和，

〈鄭氏時代之臺灣墾殖〉，《臺灣早期歷史研

究》，頁 255~293，（臺北：聯經，1979）。賴

永祥，〈臺灣鄭氏與英國的通商史〉，《臺灣文

獻》，16(2):1-50，1965。

第丙、丁組論文研

讀報告；第四、一

組評論

15 12/25 鄭氏降清

16 1/1 元旦 國定假日

17 1/8 十七世紀末漢人之拓墾

18 1/15 期末考

四、教學評量：

1. 演講法，輔以 PowerPoint 教學教授各章重點；各章介紹後，由同學分組評讀所

選之論文。

2. 每組有報告組（前一週須將論文影印給老師及各組負責人）及提問組。

3. 提問組須在提問當週上課前，將問題及提問組所找之答案交給老師；報告組則

在期末將所報告之文章分摘要、問題討論、不同見解、參考文獻四個大項，整



理成書面報告交來。書面報告用 12 號字，1.5 倍行高，參考文獻要詳細。

五、參考書目：

1. 盛清沂、王詩琅等編，《臺灣史》，（臺中：省文獻會，1996 初版五刷）。

2. 劉益昌，《存在的未知—臺中地區的考古遺址與史前文化》，（臺中：縣文化中

心，1999 年）。

3.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北：臺銀經濟研究室，1957）。

4. 周鍾瑄，《諸羅縣志》，（南投：省文獻會，臺文叢種，1999 重刊）。

5. 楊英，《從征實錄》，（臺北：臺灣大通，臺文叢 32 種）。

6. 郁永河，《裨海紀遊》，（臺北：省文獻會，臺灣叢書第一種）。

7.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一、二、三冊，（臺南：南市府，1999、2002、

2003 年）

8. 甘為霖英譯、李揮雄漢譯，《荷據下的福爾摩莎》，（臺北：前衛，2003 年）。

9. 湯錦台，《開啟臺灣第一人—鄭芝龍》，（臺北：果實，2002 年）。

10. 張炎憲等主編，《臺灣史論文精選》，（臺北：玉山，1996 年）。

11. 《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一至八輯（南港：中研院）。

12.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91 年初版四刷）。

13. 宮本延人著、魏桂邦譯，《臺灣的原住民》，（臺北：晨星，1992 年初版二刷）。

14. 石萬壽，《臺灣的拜壺民族》，（臺北：臺原，1990 年）。

15.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誌》，上中下三卷，（1928 年東京初版，臺北：南天，1994

年）。

16. Chen, Chi-Lu（陳奇祿）,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tion into Taiw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no.33, 1972, pp.119-133.

17. Knapp, Ronald G. ed., China’s Island Frontier, (臺北：南天，1995 臺一版)

18. Ferrell, Raleigh, Taiwan Aboriginal Group: Problems in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Classification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 no. 17,

1969).

19. Pickering, W. A., Pioneering in Formosa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1898).

20. Steere, Joseph Beal, 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 (李壬癸編，臺北：中研院臺史

所籌備處，2002)

單行距、楷書、12 號字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Syllabus
Department of History & Geography , Spring Semester,

Academic Year 2007

Course: History of Taiwan Credit: 2 Hours: 2

Class: Freshman □ Required, █ Elective

Instructor: A-yu Huang E-mail: ayuhuang@mail.ncyu.edu.tw

Office: A230 Office Hours:Monday5,6; Tuesday7,8

I. Course Description:

The course is required for those are a history major. There are 4 credits of this

course, 2 credits in spring semester, the others in autumn semester. First, we began with

pre-historical cultures. When all the powers that once ruled the World were replaced by

the sea powers, Taiwan’s position had become more and more valuable. In 17th

century, the Dutch landed at the southwest coast of Taiwan in 1624 at first, were forced

to surrender to the Ming loyalist Koxinga in 1662. After a little more than twenty years

of Cheng family domination, Ch’ing military forces brought the island within political

China in 1683.

From 18th century to 20th century, the history of Taiwan would be presented in

autumn semester.

II. Teaching Objectives:

1. To realize the position of Taiwan from pre-historical period to historical period.

2. To research historical process of Taiwan including the dynamic and the direction of

changes.

3. To concer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economy, and culture of Taiwan.

III. Class Schedule (~day, periods?~?)

Week Date Topic/Activity Reading/Assignment

1 09/18 To Outline the course

2 09/25 The pre-historical culture of Taiwan

3 10/2 The location of Taiwan

4 10/9

1.劉益昌，〈史前時代臺灣與華南關係初

探〉，《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三

輯》，頁 1-27，（南港：中研院三研所，

1993）。或劉益昌，〈臺灣北部地區史前時

代晚期文化之探討〉，《平埔族研究論文

集》，（南港：中研院臺史所，1995）。2.

Student divisions for

paper review



張彬村，〈十六世紀舟山群島的走私貿

易〉，《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一

輯》，頁 71-95，（南港：中研院三研所，

1985）。

5 10/16 Taiwan aboriginal economy and society

6 10/23
The early stage of Chinese immigration to

Taiwan

7 10/30

3.黃應貴，〈臺灣土著民族的兩種社會類型

及其意義〉，黃應貴主編，《臺灣土著社會

研究論文集》，頁 1-43，（臺北：聯經，1998

四刷）。4.曹永和，〈明代臺灣漁業誌略〉，

《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

1979）

Student divisions for

paper review

8 11/6 The European comes

9 11/13 Midterm Examination

10 11/20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11 11/27

5.張增信，〈十六世紀前期葡萄牙人在中國

沿海貿易的據點〉，《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

集—第二輯》，（南港：中研院三研所，

1985）。6.中村孝志著、許賢瑤譯，〈圍繞

臺灣的日荷關係—濱田彌兵衛的荷蘭人

攻擊〉，《臺灣風物》，46(2)：15~34，1996。

Student divisions for

paper review

12 12/4 The attack on Zelandia by Koxinga

13 12/11 Under the domination of Cheng family

14 12/18

7.張菼，〈鄭成功的五商〉，《臺灣文獻》，

36(2)：15~33，1985。陳芳明，〈鄭成功與

施琅〉，張炎憲等主編，《臺灣史論文精

選》，頁 135-155，（臺北：玉山，1996 年）。

8.曹永和，〈鄭氏時代之臺灣墾殖〉，《臺灣

早期歷史研究》，頁 255~293，（臺北：聯

經，1979）。賴永祥，〈臺灣鄭氏與英國的

通商史〉，《臺灣文獻》，16(2):1-50，1965。

Student divisions for

paper review

15 12/25
To surrender to Ch’ing Dynasty by Cheng

Family

16 1/1 New Year’s day National Holiday



17 1/8
The reclamation of Chinese in the end of

17th century

18 1/15 Terminal Examination

IV. Evaluation：

1. PowerPoint Teaching and a paper review for each student divisions.

2. We have class discussion about the paper review for each student divisions, and

term report about the paper review is due before Christmas.

V.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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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北：臺銀經濟研究室，1957）。

4. 周鍾瑄，《諸羅縣志》，（南投：省文獻會，臺文叢種，1999 重刊）。

5. 楊英，《從征實錄》，（臺北：臺灣大通，臺文叢 32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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