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名稱：『台灣考古學』 

授課教師：邱鴻霖 

學 分 數：3 

時間地點：每周二上午 10:10~13:00，地點未定 

 

一、 課程主旨 

    有文字記載的「台灣歷史」僅約四百年，台灣考古學研究肩負了研究台灣人類

發展時間軸上 99%以上的認識基礎，甚至是晚近四百年的台灣歷史研究，也開始結

合考古學生產文獻以外的第一手資料；但是大部分的「台灣考古學」研究成果在國

高中基礎教育與大學通識課程中皆鮮少著墨。本課程的主要目的在介紹與引導大學

生認識台灣考古學的發展歷程，與台灣考古學所建構臺灣史前史的基本架構與內涵。

更希望能讓同學以親身體驗歷史現場與實際接觸出土文物的方式，引發學生對考古

學的興趣，並將台灣各地史前文化在區域歷史建構上的意義與研究上的問題突顯出

來。例如，當代原住民族群的歷史建構只停留在日據時期的時間點上，其與史前文

化的關聯性應當如何看待？台灣的南島語族起源問題？台灣考古學研究從物質文

化、生態適應、社會習俗等觀點上，如何構連起「時間與空間」的「連續與斷裂」？

皆是本課程中所側重的教學重點。 

 

二、 課程內容 

1. 課程說明 (第 1週) 

    課程理念與目標介紹 

    各週參考資料介紹 

2. 台灣考古學概說 (第 2-3週) 

    台灣考古學發展史：台灣考古學百餘年來的發展歷程 

                      重要人物、事件與發現 

台灣考古學所建構的時空架構：時間與空間的認識 

台灣考古學在世界考古學的定位：亞洲大陸東南的人群擴展、古南島語族 

3. 台灣考古學與當代社會 (第 4週) 

    台灣考古學如何影響著當代社會的發展？ 

    台灣考古學的研究與教育：研究者、教育體系與行政機構 

    台灣考古學與文化資產法令 

    考古倫理學：倫理規範、文化資產的所有權 

4. 認識台灣史前文化 (第 5~6週) 

    台灣考古文化的架構與定位：如何建構考古文化？ 

    台灣考古學研究的發展轉變：不同時期重要學者與論述與方法學的轉變 

    史前文化與歷史時期的聯繫：歷史考古學、舊社考古、平埔研究 

    台灣考古學對台灣原住民源流的研究意義 

5. 校外教學 (第 7週) 



    實地走訪發掘中的考古遺址或博物館 

6. 與考古出土文物交會 (第 8週) 

    透過人類學研究所考古學實驗室中所藏考古標本，讓學生實際接觸出土文物，

學習辨識與認識考古出土的人工遺留、生態遺留與考古現象，加深學生認識考古學

建構知識的方法。 

7. 台灣的古環境與古早台灣人 (第 9-10週) 

    舊石器時代與化石人介紹 

    舊石器時代文化：長濱文化、網形文化、舊石器時代晚期延續 

    化石人：澎湖原人、左鎮人、大崗山人、海峽人、亮島人 

8. 台灣的新石器期時代 (第 11-12週) 

    各地區的文化樣貌與內涵介紹： 

    大坌坑文化、繩紋紅陶文化、卑南文化、大湖文化、營埔文化等 

9. 台灣的鐵器(金屬器)時代 (第 13-14週) 

    各地區的文化樣貌與內涵介紹： 

    十三行文化、番子園文化、蔦松文化、靜浦文化、舊香蘭文化等 

10. 台灣考古學所建構的史前生活 (第 15-16週) 

    台灣考古學研究案例：生業飲食、互動網絡、宗教儀式、環境與健康等  

11. 台灣考古學的研究課題 (第 17週) 

    台灣考古學研究方法：物質文化研究、科技考古學、生物人類學等 

12. 期末茶會與期末報告 (第 18週) 

     

三、 課程方式與相關活動 

  教學方式主要分為四種方式實施： 

〈第一〉由教師講授主題大綱與重點引導，以教師製作之講義、投影片輔助教學。 

〈第二〉9-14週第三堂課由學生預選文章報告，以討論會方式進行由教師引導。 

〈第三〉7-8週實地前往遺址、博物館或實驗室中見習。 

〈第四〉期末報告，提出議題式討論報告(3000~5000字) 

  

四、 評分標準 

  出席率 20%、學習態度 10%、課堂報告 40%、期末報告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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