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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課程名稱 俄羅斯文化之美J2 科目序號/代號 2591 /CDC7087

必選修/學分數 選修 /2 上課時段/地點 (二)34 /H562

授課語言別 中文 成績型態 數字

任課教師 /專兼任別 林亞娟 /專任 畢業班/非畢業班

學制/系所/年班 大學日間部 /共同教學中心 /6年2班

課程簡介與目標

「俄羅斯文化之美」課程，旨在介紹俄羅斯文明演進的文化精髓，希望學生在欣賞俄羅斯文化的美好時，

能進一步從事跨文化畛域對話與文藝創作，開展公民美學、倫理、民主與媒體素養能力，並精緻我們的文

化內涵。本課程開課目標是想透過教材內容與課程訓練，培育具人文素養、理性思維與感性能力之全人。�

本課程以「多元文化」與「人道關懷」為主軸，探討俄羅斯文化的組成與俄羅斯文化的特點。在「多元文

化」方面，介紹拜占庭、蒙古、德國與法國文化對俄羅斯文化的影響，並兼論多元文化所呈現的俄羅斯文

學、繪畫、雕塑、建築與社會思潮；在「人道關懷」方面，擷選俄羅斯文學、繪畫、音樂、畫報、電影作

品，探討公民責任、自由思想、倫理觀念、道德意識與生命思考等議題。而在課程單元與單元間穿插討論

活動與作業，以比較文化與反思觀點進行跨文化對話。因此，「多元文化」、「人道關懷」與「文化對話

」為本課程設計的主軸。�

    課程在教學運作上主要透過講述、多媒體播放與文本閱讀交相運用，目的在營造異文化學習情境，藉由

聽覺、視覺記憶與理解力，使學生親自感受俄羅斯人文景觀、藝術表現與社會思潮，從而掌握俄羅斯文明

發展的脈絡，明瞭各議題所展現的精神與特色。另外，在單元與單元間穿插討論課與作業設計以進行跨文

化對話，透過議題設定與小組討論，訓練學生歸納分析、思辯選擇、溝通表達、自省與自學能力。最後，

藉由學習單、小組討論、參觀藝文活動與發想創作等作業設計，強化學習效果與提供多元評量方式，引領

學生從課堂學習走向自我求知再到生活實踐，擴展其生活面向與生命實踐能力。�

    為達成公民教育核心能力，本課程所採取的目標策略為：�

（1）透過課程內容安排與多元教材使用，提供知識廣度、文化向度與與博雅陶冶，增加學生對俄羅斯文化

的認識。   �

（2）透過小組討論，訓練邏輯思考、表達能力與傾聽能力，幫助建構思維與口語表達能力。�

（3）藉由藝文活動鼓勵課外學習、自發性學習，增進學生美學感知與文化涵養，在生活中實踐美學教育。�

（4）利用多元學習與多元評量方式，提供學生發展個人特性與多元能力。

課程大綱

1.俄羅斯國家簡介（俄羅斯基本國情介紹，內容包括國名、總統、國旗、國徽、國歌、語言、地理、氣候、

河流、資源、土地利用、人口、民族性、民族、宗教、科學與教育）2.俄羅斯早期文化(探討俄羅斯民族的

起源、羅斯國家的誕生、古羅斯社會原型、東斯拉夫人的住所、服飾、飲食習慣、從多神教信仰走向一神

教信仰、羅斯接受基督教的經過、拜占庭文化的傳入、基督教文化對俄羅斯的影響、拜占庭藝術影響下的

教堂建築、聖像畫、音樂形式)； 2.蒙古統治與羅斯東方化(蒙古入侵前的基輔羅斯、封建領地與巡行索貢制

、米爾制、基輔羅斯滅亡原因、蒙古的侵略與統治、中央集權與專制主義、蒙古統治對俄羅斯的影響、羅

斯君王的統治藝術、階級結構成形與修道院主義、鎖國與專制時期的建築、繪畫、音樂)； 3. 俄羅斯帝國文

化(羅曼諾夫王朝的建立、俄羅斯面向西方、德國與法國文化的傳入、彼得大帝的西化與改革、凱薩琳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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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明專制與領土擴張、文化藝術的世俗化、社會風俗的進化、批判現實主義下的文學、繪畫與音樂、社

會思想流派的鬥爭、末代沙皇)； 4.共產蘇聯文化(十月革命、新經濟政策、衛國戰爭與蘇維埃文化、農業集

體化與工業化、太空主義、改造與解體、社會主義美學)； 5. 俄羅斯文學(古代文學、自然主義、古典主義

、19世紀的黃金時代、白銀時代、蘇聯時代、青銅時代、俄羅斯文學多餘的人形象�普希金『奧涅金』、

屠格涅夫『羅亭』、『父與子』導讀、導讀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探討婚姻與兩性道德) 6. 俄羅斯繪畫(

繪畫風格的演變、巡迴展覽畫派的興起、俄羅斯工業家對民族文化藝術的資助、特列季雅科夫美術館的成

立、批判現實主義繪畫格、巡迴展覽畫家介紹與畫作欣賞)7.俄羅斯音樂(9-17世紀的音樂、浪漫曲與抒情詩

、五人強力集團、柴可夫斯基生命故事與作品聆賞、拉赫曼尼諾夫生命故事與作品聆賞、蘇聯時期的音樂)

；8.俄羅斯芭蕾(俄羅斯芭蕾舞歷史、頂尖俄羅斯芭蕾舞團、舞者與教學法、三大芭蕾舞聆賞)；9.俄羅斯電

影(早期的俄羅斯電影、蘇聯時期的電影、從命運的捉弄看蘇維埃文化與共產生活)；10.俄羅斯社會生活(莫

斯科地下鐵、別墅與公寓、俄羅斯飲食文化、劇場與文化藝術活動、時尚風格)

基本能力或先修課程

一、三大核心能力�

□基礎能力     ％：學生具備之語文、資訊、社會關懷等之知識、情意、技巧的能力。�

□專業能力     ％：學生具備執行專業工作時所需之知識、能力、技術等能力。�

□實踐能力     ％：學生具備投入各種學習活動的技巧，付諸行動實作所需之能力。�

�

二、八大基本素養�

■人文素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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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創新  20 ％：能以創新思維，有效地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進而養成思辨能力之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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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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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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