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領域共同課綱 

課程名稱 本學科內容概述 本學科教學內容大綱 

藝術展演的策劃與實務 

本學科統合音樂與藝術兩個領域，藉由一

系列對於音樂營、美術館、樂團與美術雙年展

之介紹、以及專題演講、美術館與歌劇院等之

參訪活動，讓學生們了解藝術展演相關的實

務。 

本學科分為兩大主軸: 

1. 於課堂上介紹藝術展演策畫與實務所需之專

業知識，並邀請相關領域之專家做專題演

講。 

2. 於學期中安排校外參訪，並做心得報告。 

水環境歷史與人文 I 

介紹臺灣水資源中的河川流域之歷史與文

化的了解，進而關懷與保護。 

1. 本課程為永續水環境跨領域教學創新計畫中

的人文與歷史關懷之課程，主要以臺灣自然

環境中的流域歷史與人文之介紹。 

水環境歷史與人文 II 

介紹臺灣水資源中的河川流域之歷史與文

化的了解，進而關懷與保護。 

1. 本課程為永續水環境跨領域教學創新計畫中

的人文與歷史關懷之課程，主要以臺灣自然

環境中的流域歷史與人文之介紹。 

音樂鑑賞 

音樂帶給人類生活的影響超越了時空和語

言的隔閡，透過聆聽偉大的音樂作品，我們在

調濟身心之餘，還能從中領悟到音樂大師們的

智慧，獲得鼓舞生命的力量，使心靈更充實、

生命更豐富。 

本課程將探討音樂的社會功能，並介紹西

洋音樂史及音樂家，也介紹爵士樂、原住民音

樂，用深入淺出的方式，引導學生體驗音樂和

生活的關係，並且學會欣賞音樂的美。 

 

1. 巴洛克、古典、浪漫以及二十世紀的音樂風

格與音樂家介紹，名曲賞聆。 

2. 爵士樂、原住民音樂與經典台語歌曲介紹與

賞聆。 

3. 介紹音樂的表現方式、西洋歌劇與音樂劇。 



西洋文學鑑賞 

This course is to introduce western literature to 

students interested in understanding literature as 

well as the culture behind. 

1. prose readings. 

2. poetry appreciation. 

3. drama interpretation. 

中國文學鑑賞 

本課程旨在開拓學生對中國語文鑑賞與應

用的深度和廣度，藉此增進流暢精確的表達能

力。 

課程進行方式將透過師生共同研討解讀作

品，培養文學鑑賞力，並藉以訓練學生獨立思

考，培養邏輯思辨的能力。並力圖與現實生活

聯結，探討文學與生活，文學與人生的各層

面，期許學生培養成熟健全人格。 

1. 本學科教學內容，含括古典與現代文學，諸

如經史子集之文章，與現代、小說、散文、

新詩及劇本等皆為取材之對象。因此除可做

單一文類之闡發外，亦可融鑄多項文類 

視覺藝術鑑賞 

藉由不同的藝術形式來分析與研討藝術風

格之變遷，以增進學生理解與思考藝術對應於

文明、歷史與生活之關聯。 

1. 透過藝術史實資料，瞭解人類藝術活動的源

流與文化發展。 

2. 藝術素養的養成與美感創造力之培養。 

3. 解讀歷史文化與人文環境生活之關聯。 

4. 透過欣賞藝術作品的主題內容，讓學生更容

易瞭解藝術的內涵。 

5. 藉由描述與解釋在藝術文化發展演變中所呈

現出的創作形式，讓學生能學會藝術鑑賞之

要領。進而能分析與比較各類藝術作品之內

涵和價值，並找出符合自我喜好之藝術作品

風格。 

6.  



一人一故事劇場 

一人一故事劇場( playback theater, 以下簡稱

PBT) 為一種與觀眾互動的即興劇 

場形式，由觀眾提供自身的真實故事，演

出團隊以即興方式將故事回演，將演出當作禮

物送給觀眾。所以本課程不只練習劇場演出所

需要的身體創意與口語表達，同時挑戰即興演

出的勇氣與能力、還可以在課程中彼此服務，

幫助參與學生連結個人成長背景歷程，進而分

享心情感受及生命經驗之，不過須提醒參與同

學對分享的內容務必保密。在彼此的訴說與演

出故事的過程中，釋放學生的內在壓力，催化

自我覺察、增進團隊合作、減少孤獨與疏離

感，可提升個人成長、人際關係和社會服務精

神。 

教學內容包含 PBT 之精神、理論與技術。包

括 PBT 劇場的緣起、肢體的創意開發、透過

說故事自我察覺與聽故事培養同理心、結合

布與椅子展現創意場景、PBT 的多元演出形

式、即興的呈現和儀式，最後在排練與討論

後，進行一場服務性的公演。 

文學鑑賞 
從閱讀與鑑賞中，使學生了解文學面貌及

創作意涵，進而培養學生對於文學之興趣。 
1. 文學作品介紹。 

2. 文學作品賞析。 

藝術鑑賞 

透過介紹美術、音樂、美學或藝術史等，

幫助學生認識藝術、熱愛藝術，培養學生對藝

術的鑑賞能力並提升藝文美學涵養。 

1. 藝術介紹。 

2. 藝術賞析。 

 

世界文明與當代社會 

本學科內容在於教導學生獲得基本的世界

文明或區域歷史文化發展相關知識，並理解世

界文明與當代社會的關係。 

1. 介紹世界文明或區域歷史文化發展。 

2. 理解世界文明與當代社會的關係。 

電影中的歷史與人生 

(原「電影與生活」) 

藉由電影認識歷史事件與問題，講授影片

中的的時代背景、歷史事件，分析編劇、導演

1. 認識電影的歷史與歷史的電影的種類、發展

與特色。 



的創作理念、歷史認知、處理手法，引導學生

能夠將課本所學歷史知識與人生經驗相結合，

實際應用到生活之中。 

2. 談討紀錄片的類型、拍攝手法、目的，以及

可信度。 

3. 欣賞電影作品。 

戲劇音樂賞聆 

本課程以戲劇音樂欣賞知識為基礎，介紹戲

劇音樂的種類、發展與特色，引導學生欣賞經典

作品，啟發學生在生活中能體會戲劇音樂藝術之

美並增進對戲劇音樂之鑑賞能力，提升性靈。 

1. 認識戲劇音樂的種類、發展與特色。 

2. 探討戲劇與音樂的關聯性及影響。  

3. 欣賞戲劇音樂作品。 

書藝與生活 

以網路課程介紹書法藝術，藉由無遠弗屆

的網路世界中，讓學生認識書法與生活的關

係，並培養文字書寫能力，具備書法美感欣賞

能力與探索書法藝術品味的興趣。   

1. 認識中國及各國書法表現型式與生活的關

係。  

2. 應用文字繪、寫技能於各種實用生活情境

中。  

3. 養成書法美感欣賞能力與探索書法藝術品味

的興趣。 

中西鬼怪文化比較 

教導學生獲得中國與西方各類型鬼怪故事

之相關知識，並比較中國與西方文化的差異。 

1. 介紹中國與西方有關疾病、性別、非我族

類、死後世界等鬼怪故事。 

2. 由鬼怪故事比較中國與西方文化的差異。 

中國歷史人物 

透過史書中記載的人物事蹟與典故，從中

汲取未來運用於職場與人生旅途中的智慧。藉

由專題人物概觀的方式，引導學生從報告中培

養搜集、統整資料、口頭表述能力。 

1. 認識歷史人物相關事蹟與典故。 

2. 學習歷史人物的處世之道。 

3. 汲取古人智慧，習得鑑往知來能力。 

詩歌的世界 

透過學習中國古典韻文學中的文學與音樂

內涵、文學發展、文化成分與詩詞曲唱實作，

瞭解中國詩歌的文學與音韻特色，並且與現代

流行音樂參照與比較，呈現詩、詞、曲唱的演

繹和詮釋。 

1. 認識詩經、唐詩、宋詞。 

2. 古典詩詞與現代流行音樂比較分析。 

3. 介紹散曲與戲曲曲唱內涵、崑曲、京劇、歌

仔調選段。 

臺灣傳統建築 

(原「臺灣傳統建築概

論」) 

藉由傳統建築及古蹟的導覽與介紹，了解

木、竹材料之性質、修繕或保存於台灣傳統建

築之應用，引導學生對傳統建築及古蹟的導

1. 認識傳統建築的族群風格。 

2. 認識傳統建築的構造。 



覽、維護與保存之認知。 3. 探討各論如間架、台基欄杆、屋身（牆、樑

架出檐、斗栱柱子）、屋頂、外檐裝修。 

歷史的智慧 

教導學生學習歷史綜合、歸納與分析的相

關知識，並培養不同學科的學生閱讀歷史的樂

趣，透過觀摩、思考，以累積個人智慧。 

1. 介紹各類型的歷史人物與事件。 

2. 從評價歷史人物與事件中，檢視個人的價值

觀。 

3. 鍛鍊歷史思維，累積人生智慧。 

音樂家的感情與創作 

探討音樂家的感情生活來帶領同學進入古

典音樂的世界，用生活化的引導方式拉近學生

與古典音樂之間的距離，使學生能夠領悟音樂

之美。 

1. 認識音樂家的感情生活與其創作之關聯性。 

2. 體會經典樂曲的精神與內涵。 

3. 提升音樂鑑賞能力與陶冶性靈。 

雲嘉南史蹟踏查 

透過介紹與實際訪查雲嘉南地區的歷史文

物與重要歷史場域，讓學生了解當地史蹟的歷

史脈絡與地方發展的關聯性，引導學生對在地

的歷史文化有更深刻的認識。 

1. 認識雲嘉南的歷史變遷。 

2. 了解雲嘉南的重要史蹟。 

3. 史蹟與地方發展的關係。 

多元文化與電影賞析 

觀賞各國電影，認識多元文化，深度分析

與互動討論所彰顯的內涵，引發學生思考生命

意義，展開自我追尋，建立正確的價值觀，透

過口語表達及書寫，發揮創作能力。 

1. 欣賞各國電影與多元文化。 

2. 主題探討，電影賞析，影評書寫。 

3. 探索電影與自我成長、人際情感，及生命意

義之正向關係。 

紙質文物之保存與維護 

藉由紙質文物之特性、造紙工藝過程與紙

張耐久性之介紹，使認識紙質文物劣化之原因

與防止之道。針對紙質文物修護技術做深入淺

出的闡述與實習，使進入紙質文物保存與維護

之領域中。 

1. 介紹造紙原料，工藝並闡述造紙工藝過程與

紙張耐久性之關係。 

2. 說明紙質文物劣化之原因與防止之道。 

3. 介紹常用紙質文物修裱用漿糊之製法及練習實

作。 

木質材料工藝設計製作 

本課程介紹生活工藝常見之木質材料，透過木

工加工設備之介紹與應用，引導學生認識及啟

發木材工藝產品設計之創意思考。 

 

1. 木質材料與木材加工特性之介紹。 

2. 木工手工具及機械工具之說明與操作。 

3. 數位化加工設備實作。 

4. 木質材料工藝設計與加工。 



文學與生命教育 

本課程將以生命教育的主題性劃分，帶領學生

認識中文古典與現代文學中，能夠呼應生命的

議題。 

1. 文學與生命教育之間的關係。 

2. 友情的經典呼喚。 

3. 愛情的經典呼喚。 

4. 親情的經典呼喚。 

5. 成長的經典呼喚等。 

現代詩創意寫作 

本課程將破解大家對現代詩難以理解的迷思，

透過分析現代詩的特質，引導同學了解現代

詩。並且透過遊戲式引導，讓學生練習創作屬

於自己的詩作。 

1. 現代詩的文類定義與特徵。 

2. 現代詩的不同種類與特質。 

3. 現代詩的創作活動練習。 

電影與文學 

本課程將提升大家對文學作品難以理解的迷

思，透過分析電影的劇情，引導同學了解文本

內涵。並且透過欣賞電影，引導學生研讀小說

或劇本，賞析文學之內蘊，從電影的欣賞體驗

不同的人生，並學習欣賞分析電影文學。 

1. 小說劇本的文類定義與特徵。 

2. 電影的不同種類與特質。 

3. 電影與文學的賞析討論。 

電影與敘事 

課程中觀賞各主題電影，深度分析與互動討論

其彰顯的內涵，引發學生思考生命意義，展開

自我追尋，建立正確的價值觀，透過口語表達

及書寫，發揮創作能力。 

1. 各類型電影與主題式探討。 

2. 通過影評書寫及口語表達等多元敘事探討電

影涵義。 

3. 電影與自我成長、人際情感，及生命意義之

正向關係。 

繪本鑑賞 

本課程介紹繪本的文學技巧與插畫技巧，進而

引導學生思考圖像的隱喻。同時，透過課堂中

對作家及作品之介紹，培養大家閱讀繪本之興

趣，以及瞭解繪本中所涵攝之自我探索、人際

互動、社會關懷、環境永續等議題。 

1. 繪本的基礎知識。 

2. 繪本的作家介紹。 

3. 繪本的文學分析。 

4. 繪本的插畫分析。 

5. 繪本的週邊文創。 



宅宅翻譯班 

本課程在內容上希望以動漫為基礎，先就學生

對「宅」的既有印象作為基點，再延伸至其他

學生認同與熱愛的宅文化進行閱讀、翻譯、討

論。因此除了動漫和其延伸出來的電域叛客相

關議題之外，教學內容會因每屆學生喜愛的宅

圈文化而有所變動。在師生共同規劃課程的架

構下，希望藉此擴充「宅」的定義，將其自動

漫、同人誌的聯結中解放。只要是對某事物有

共同愛好、對其深入研究且彼此分享資源的活

絡社群，皆可視為一個宅世界。課程中會針對

多樣的宅世界進行認識、分享、跨越、連結。 

學生以狹義與廣義的翻譯作為方法，進行宅世

界的認識、分享、跨越與連結，從中了解各個

宅世界如何形成自我世界觀、展現特殊性。 

從設計史中學設計 

本課程規畫以探討設計史的風格與發展脈絡為

主，輔以根據課堂學習的思考知識加以運用於

實作的方式，引導學生從設計史的風格中，實

際應用於作品。 

1. 現代設計史的發展脈絡、過程和各時期設計

風格的瞭解與認識。 

2. 現代設計史中之重要事件、思潮和設計風

格。 

3. 培養學生對設計藝術理論的基本認知以及鑑

賞能力。 

4. 培養學生如何從對設計史的知識加以運用於

實作。 

5. 引導學生從設計史的風格中，實際應用於作

品。 

藝術介入社區 

本課程介紹藝術活動如何在社區場域中執行之

過程，引導學生思考如何發掘社區文化的ＤＮ

Ａ，盤點地方文化、歷史、故事性的獨特定

位。建構參與式公共藝術的歷史脈絡及相關發

展基礎概念，導入藝術創造性思維作為活化、

1. 社區文化資源盤點。 

2. 社區生態與藝術的連結。 

3. 藝術活動在社區的展演方式。 

4. 藝術節與社區永續發展的協力共創過程，從

傳統展示性地景轉變為參與式地景的歷程。 



推廣社區文化的方法，並且規畫展演活動的企

劃。 

5. 透過在地文化再發現，將社區特質透過藝術

地景或展演推廣。 

色彩學與個人識別色 

本課程旨在探討色彩對人們情感和感知的影

響，並透過實作活動結合課堂學習的知識，引

導學生從色彩的研究和應用中實際創作作品。 

1. 瞭解色彩學的基本概念、色彩基本理論和色

彩模型。 

2. 探索色彩在創造不同氛圍中作用，如大自然

色彩、海洋色彩、動物色彩和植物色彩。 

3. 研究大師作品中的色彩應用，培養學生對向

大師學習色彩觀察能力。 

4. 培養學生如何從對個人識別色知識加以運用

於實作。 

5. 引導學生探索色彩對情感和情緒的表達能

力，實際應用於作品。 

博物館與地方文化 

(原「亞洲藝術文化與博

物館教育」) 

本課程由博物館基礎功能蒐集典藏研究教

育展示開始介紹，課程包含博物館的運作經

營、知識體系擴散與公共性，以及博物館的數

位藏數近用模式。以國家級博物館故宮博物院

南部院區為起點，認識博物館。課程內容擴及

嘉義縣市地方文化館，課程連結後續博物館實

習安排。 

1. 以故宮南院及蒜頭糖廠、嘉義縣市地方文化

館為學習及實習場域，以博物館研究、典

藏、展示、推廣等四大面向為架構有系統地

帶領學生認識故宮南院院內典藏，透過南院

及地方文化館認識嘉義在地文化與發展歷

史，並以博物館數位典藏及虛擬實境沉浸體

驗等數位科技技術之應用，強化修課學生人

文與科技融合之知識導入與涵養孕育。 

2. 課程由開課教師主講，並邀請博物館相關類

別研究員、業界教師或本校其他系所教師共

同授課。 

地方文學與文化 
本課程以敘事為核心，介紹有鮮明地域特

點的在地書寫，提述社會多元面向的生命力，

1. 地方文學與文化實質意涵。 

2. 地方文學與文化等社區活動特色。 



建構詮釋境域的獨特性，藉此凝聚認同，涵養

對境域風土的深厚關懷。課程主旨從不同的跨

領域學習與在地連結，藉文學、圖像、戲劇、

新聞、流行文化、行銷等內涵，透過不同媒材

的運用，帶入空間地方感，使注入移情的生命

書寫，經由學習讓思考不斷向外延伸，由家園

到鄉城到都市再到自然原野甚至宇宙萬象，通

貫空間承載的深層厚度寬度，分析其內涵的文

化思維，作為可發揮於實務操作的視角，來展

現文化更深層豐富意蘊。 

3. 地方文學與文化可展示之企劃內容。 

4. 地方文學文化與地方之相關文創產業。 

5. 地方文學文化的創意深度思維。 

西洋文學與人生 

本課程提供大學部(非外文系)學生接觸各類

文學英文，內容有詩歌，散文，小說等文學類

別。課程中以主題引導，由老師設計問題，鼓

勵學生讀後分享，藉由課堂討論及分享，讓學

生可以從閱讀文學文本中了解英美文學的歷史

社會背景，並訓練同學以英文表達意見。 

1. 詩歌(poetry)，散文小品為主。 

2. 戲劇文本，依學期狀況加入。 

3. 詩歌、小說以短篇為主。 

4. 戲劇文本以一篇為限。 

5. 全文閱讀以英文為主，討論時可中可英。 

雲林現當代文學：賞析

與應用 

本課程以介紹雲林文學經典作品與雲嘉文

史發展為主，引導學生認識有地緣關係的地

方，同時思考家鄉、生命主題的創作可能。更

進一步，藉由創作思考、實踐與反思，達到課

程內的創作行動與課程之外的創作補助、文學

獎投稿等社會參與。 

1. 雲林縣歷史人文閱覽。 

2. 雲林文學閱讀與賞析。 

3. 雲林文學史之特徵與發展滯後議題。 

4. 故鄉書寫或生命書寫之實踐。 

5. 農業首都的環境永續議題。 

6. 重塑地方認同與文史發展契機。 

7. 課程內的文學實踐與國藝會、文化部創作補

助、文學獎等社會連結。 

歐洲漢學導讀 

本課程「歐洲漢學」因應通識精神，旨在

以「導讀」方式，一方面引發學生跨/異文化的

興趣，進一步啟動對世界知識的了解、尊重、

1. 歐洲漢學的起源、發展、近況。 

2. 歐洲漢學在國際漢學中的特殊地位。 

3. 法國漢學選本導讀。 



好奇與探索願景；另一方面，在歐/漢雙邊文化

的相互觀看與歷史交融的基礎視角中，激勵學

生國際移動的視野想像力與跨域實踐力。 

4. 英國漢學選本導讀。 

5. 德國漢學選本導讀。 

6. 臺灣在國際漢學上的貢獻與特殊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