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2 大葉大學 完整版課綱

基本資料

課程名稱 中國文化與華人社會D1 科目序號/代號 0081 /CDC5704

必選修/學分數 選修 /2 上課時段/地點 (一)34 /J215

授課語言別 中文 成績型態 數字

任課教師 /專兼任別 林偉洲 /專任 畢業班/非畢業班 非畢業班

學制/系所/年班 大學日間部 /共同教學中心 /5年1班

課程簡介與目標

本課程的設計精神與基本目標如下:�

1.從中國歷史的演變脈絡中解析中國文化特色：�

本課程之基礎先著重於「認知」，除了講授中國歷史的基本史識，以生活週遭習焉不察之文化風俗為引子

，引起學習動機，再追溯其源始，敘述其演變脈絡，俾建立對中國歷史的正確認知。�

2.訓練學生具有邏輯推理、批判反省的能力：�

  透過本課程的專題寫作，以知識為基礎，以時間為序列，以空間為基礎，訓練脈絡性思維能力，對中國歷

史的盛衰演變，進行批判性的思考，並學習經驗與教訓；從中國的崛起與鄰國的相處，培養國際觀。

課程大綱

1.從百家爭鳴到獨尊儒術�

商周的封建政治，在實質上是一種地方分權政治體制，經歷春秋戰國的巨變，大國兼併小國，221B.C.崛起

西方的強秦終於一統中國，建立中央集權政體。�

春秋戰國，貴族凌夷，平民崛起，富國強兵是這時代統治者的主流價值，知識份子各得道術之一偏，即以

之遊說各國君主，九流十家思想，如百花齊放；秦始皇一統天下，游士猶囂囂然侈言於秦廷，秦始皇34年

，李建議斯焚書，私學而轉為官學。漢經文景黃老之治，四十年的休養生息，國家政策方針重新釐定，漢

武帝採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推廣經學，儒家思想與價值觀，在歷代帝王提倡獎掖之下，影

響中國兩千多年。�

�

2.科舉制度�

本單元試圖以中國人的政治思想、文化價值觀為視點，從歷代人才的選拔、任用、升遷、個人前途、家族

利益等面向，討論科舉制度。科舉取士創於隋初，自宋以後才逐漸成為政府選才的主要方式，讀書人既因

科舉制度成了「做官種子」，社會中也就衍生出一套「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新觀念與新的社會現

象。明清為求考試公平，而發展出八股取式士的方法，明末遺老謂其危害之烈，實不亞於秦火，古今印證

，應有啟發。�

�

3.藝術世界與具體人生�

中國畫的發展歷史悠久。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中國畫形成了適於反映民族審美觀念的相對穩定的特

點與完整的藝術體系。中國繪畫的觀賞方法受傳統哲學思想的影響，除認識物件外表的特徵之外，更注重

認識其內在本質與神韻，並進一步通過對象表現作者的情思。畫家通過形象記憶，發揮想像，形成熔鑄作

者品格與情操的胸中意象，這充分體現了中國人民特有的審美習慣與意趣，高度重視藝術形象的氣韻與內

涵，是中國畫藝術表現的出發點。中國畫以表現對象的不同，先後形成為三大體系：人物畫、山水畫與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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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畫。三者之間互相滲透交融，不斷發展演進；由於佛教藝術的傳入，促進了道釋畫的發展，並進而影響

到週邊國家的藝術發展與交流。�

�

4.趨吉避凶與勸戒警訓�

中國自宋代以後，出現大量的新教派。這些教派具有強烈的儒、釋、道三教合一的色彩，這些新道教所發

展出來的勸善書，其內容大半認為人的一切行為，甚至是念頭，都會有因果報應，因此勸人行善事、存善

念，戒惡事、去惡念。善書的流傳，將因果報應、立善積功等宗教觀念進一步深入民間，明代一朝尤為關

鍵。在明代後期，佛教、儒家和道教三者合一的趨勢更加明顯，民間信仰色彩也益加強烈。�

�

5.庶民的真實人生�

中國中古以前，社會結構相對穩定，都市化程度尚淺，各行業專業分工，尚未群聚化，百姓生活相對的較

單調與與受約束。都市性質的改變與商業性城鎮的增加，對都市生活產生幾方面的影響：首先，城市居民

的活動不論在空間或時間上都擴大了，於是有生活方式的改變；其次，消費量的擴張，帶動物質經濟的發

展，社會生活、日常活動與商品經濟的關係日深。因為生活內容快速變化，流行風尚翻新，直接衝擊到官

方所設定的生活規範與階層秩序，政府雖三令五申仍難禁止僭越。百姓生活的多樣化，從元雜劇，明清小

說的取材，可反應庶民的真實人生。�

�

6.大國崛起的虛與實�

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已經不是教科書中八股的勵志文句。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中國已

然進入大國博奕的棋局，中國自己如何的為自己在合縱連橫的國際局勢中找到著力點，而不至引來列強的

猜忌，正考驗著中國的領導人。G2的議題，在終國領導人的看法，基本上是個偽命題。中國要與沿邊十餘

國敦親睦鄰，要面對十三億人口所衍生出的諸多問題，GDP尚屬後段班的中國，韜光養晦、高唱和諧，是

目前最好的方式。

基本能力或先修課程

無

課程與系所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之關連

基礎能力

專業能力

實踐能力

團隊合作

主動學習

創意創新

國際視野

專業倫理

領導管理

信心毅力

人文素養

- 2 -



教學計畫表

系所核心能力 權重(%)

【A】

檢核能力指標(績效指

標)

教學策略 評量方法及配分

權重

核心能力

學習成績

【B】

期末學習

成績

【C=B*A

】

團隊合作 20 能持正向態度進行人際

溝通，融合人己意見與

需求，與他人共同完成

任務之素養。

講述法

個案討論

專題報告

期中考: 20%

期末考: 30%

課堂討論: 10%

課程參與度: 10%

上課筆記: 30%

加總: 100 20

主動學習 20 積極自主地投入各種學

習歷程，孕育自我能力

提升與自我實踐之素養

。

講述法

個案討論

專題報告

期中考: 20%

期末考: 30%

課堂討論: 10%

課程參與度: 10%

上課筆記: 30%

加總: 100 20

國際視野 20 培養認識國際社會變遷

的能力，以更寬廣的視

野，了解全球化發展之

素養。

講述法

個案討論

專題報告

期中考: 20%

期末考: 30%

課堂討論: 10%

課程參與度: 10%

上課筆記: 30%

加總: 100 20

人文素養 40 培養學生具備豐富的人

文社會知識 、 正確的

價值觀，對人與社會關

懷的態度，以及培養對

人際溝通 、 思考批判 

、 藝術賞析 、 文化比

較 、 適應變遷 、 自我

反省等能力。

講述法

個案討論

專題報告

期中考: 20%

期末考: 30%

課堂討論: 10%

課程參與度: 10%

上課筆記: 30%

加總: 100 40

成績稽核

上課筆記: 30%

期末考: 30%

期中考: 20%

課程參與度: 10%

課堂討論: 10%

書籍類別  (尊重智慧財產權，請用正版教科書，勿非法影印他人著作)

書籍類別 書名 作者

參考教材及專業期刊導讀 中國之科學與文明 李約瑟

參考教材及專業期刊導讀 說地 祝平一

參考教材及專業期刊導讀 最後的王朝 史景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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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教材及專業期刊導讀 中國現代史 張玉法

教科書 國史大綱 錢穆

參考教材及專業期刊導讀 秦公司興亡史 陳文德

參考教材及專業期刊導讀 山居筆記 余秋雨

上課進度

週次 教學內容 教學策略

1 課程介紹 & 智財權宣導(含告知學生應使用正版教科書) 講述法、 個案討論、 專題報告

2 從百家爭鳴到獨尊儒術(一) 講述法、 個案討論、 專題報告

3 從百家爭鳴到獨尊儒術(二) 講述法、 個案討論、 專題報告

4 大國崛起的虛與實(一) 講述法、 個案討論、 專題報告

5 大國崛起的虛與實(二) 講述法、 個案討論、 專題報告

6 大國崛起的虛與實(三) 講述法、 個案討論、 專題報告

7 當科舉遇上科學(一) 講述法、 個案討論、 專題報告

8 當科舉遇上科學(二) 講述法、 個案討論、 專題報告

9 期中考 筆試

10 藝術世界與具體人生(一) 講述法、 個案討論、 專題報告

11 藝術世界與具體人生(二) 講述法、 個案討論、 專題報告

12 藝術世界與具體人生(三) 講述法、 個案討論、 專題報告

13 趨吉避凶與勸戒警訓(一) 講述法、 個案討論、 專題報告

14 趨吉避凶與勸戒警訓(二) 講述法、 個案討論、 專題報告

15 庶民的真實人生(一) 講述法、 個案討論、 專題報告

16 庶民的真實人生(二) 講述法、 個案討論、 專題報告

17 庶民的真實人生(三) 講述法、 個案討論、 專題報告

18 期末考 筆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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