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江大學１０９學年度第１學期課程教學計畫表

課程名稱

開課系級

授課
教師

開課
資料

儒家思想與文化專題研究(一)
李蕙如

LI, HUI-RU

以實整虛課程
選修 單學期 2學分

中文一碩專班Ａ

TACXJ1A

系 ( 所 ) 教 育 目 標

RESEARCH ON CONFUCIANISM AND 

CONFUCIAN CULTURE (I)

經典詮釋能力的養成。一、

人文學方法的訓練。二、

語文表達理論與實務的結合。三、

本課程對應院、系(所)核心能力之項目與比重

A. 經典理解與思辨的能力。(比重：30.00)

B. 文獻蒐集與組織的能力。(比重：30.00)

C. 議題探討與論述的能力。(比重：30.00)

D. 語文教學與應用的能力。(比重：10.00)

本課程對應校級基本素養之項目與比重

1. 全球視野。(比重：20.00)

4. 品德倫理。(比重：40.00)

5. 獨立思考。(比重：40.00)

儒家思想對於中國文化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瞭解儒家思想的發展，有

助於掌握文化傳統的特質。因此，本課程透過專題討論，使研究生深度閱讀儒家

思想文本以及出土文獻，藉由文本解讀以理解各思想要義，建構儒學系譜，同時

掌握現代儒學的研究成果，並在生活當中得以實證與發用。

課程簡介

Confucianism has a decisive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helps to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traditions. Therefore, this course will enable 

graduate students to read the Confucian ideological texts and unearthed 

documents in depth through the subject discussion. Through the text 

interpretation, they can grasp the essence of each thought, construct the 

foundation of Confucian genealogy, and master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modern Confucianism.



教學目標(中文)
序
號

教學目標(英文)

本課程教學目標與認知、情意、技能目標之對應

將課程教學目標分別對應「認知（Cognitive）」、「情意（Affective）」與「技能(Psychomotor)」
的各目標類型。

 一、認知(Cognitive)：著重在該科目的事實、概念、程序、後設認知等各類知識之學習。
 二、情意(Affective)：著重在該科目的興趣、倫理、態度、信念、價值觀等之學習。
 三、技能(Psychomotor)：著重在該科目的肢體動作或技術操作之學習。

 1 藉由儒家思想文本以及出土文獻解
讀以理解要義，建構儒學系譜基
礎，同時掌握現代儒學的研究成
果。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 ideological 
texts and unearthed documents t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construct the foundation of Confucian 
genealogy, and master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modern Confucianism.

教學方法
序
號

教學目標之目標類型、核心能力、基本素養教學方法與評量方式

評量方式目標類型
院、系(所)
核心能力

校級
基本素養

 1 講述、討論、發表 測驗、討論(含課
堂、線上)、報告(含口
頭、書面)

認知 ABCD 145

授 課 進 度 表

週
次
日期起訖 內 容 (Subject/Topics)

備  註
(採數位教學之週次，請
填「線上非同步教學」)

 1 課程說明暨導論 介紹本課程的構思與設
計。請學生填寫問卷及
在iclass上填寫前測卷。

109/09/14～

109/09/20

 2 儒家思想概說
109/09/21～

109/09/27

 3 多文本閱讀（狹義）：孔子形象 線上非同步教學
109/09/28～

109/10/04

 4 多文本閱讀（廣義）：孔子形象 線上非同步教學
109/10/05～

109/10/11

 5 孟子與荀子的交鋒 提出具體實例說明本單
元課題，藉以引發學生
興趣，並且讓此課題和
學生個人經驗產生關
連。

109/10/12～

109/10/18

 6 漢代天人感應說與董仲舒思想貢獻 以PBL教學模式進
行，對問題意涵概要說
明後提供學生參考。

109/10/19～

109/10/25

 7 魏晉時期的儒道會通
109/10/26～

109/11/01

 8 唐儒韓愈的道統說
109/11/02～

109/11/08

 9 宋代的儒學復興
109/11/09～

109/11/15

 10 明清儒學介紹
109/11/16～

109/11/22



 11 當代儒學發展現況概說 說明當代儒學之自我轉
化、介紹當代新儒家的
不同風貌與特點

109/11/23～

109/11/29

 12 儒學文化場域(一)：孔廟 線上非同步教學
109/11/30～

109/12/06

 13 儒學文化場域(二)：民間信仰
109/12/07～

109/12/13

 14 儒學文化場域(三)：書院 線上非同步教學
109/12/14～

109/12/20

 15 論文題目的擇定與討論
109/12/21～

109/12/27

 16 論文專題報告(一)
109/12/28～

110/01/03

 17 論文專題報告(二)
110/01/04～

110/01/10

 18 課程總檢討 回應學生回饋單內
容，並對課程進行總檢
討

110/01/11～

110/01/17

 修課應
注意事項

老師自編教材
教科書與
教材

電腦、投影機教學設備

參考文獻 1.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 2. 徐復觀：
《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學生書局）。 3. 陳鼓應：《老子註譯及評介》（北
京：中華書局，2007）。 4.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中國哲學之簡述及其
所涵蘊之問題》（台北：學生書局：1997）。 5. 余英時：《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
價值》（台北：時報文化，2007）。 6. 余英時：《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7. 杜維明：《儒家思想：以創
造轉化為自我認同》（台北：東大書局出版，1997）。 8. 錢穆：《中國文化史
導讀》（台北：正中書局，1987。） 9.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台北：三民
出版社，1992）。 10.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上、中、下》（上海：復旦大學出
版社，2001）。

學期成績
計算方式

篇 (本欄位僅適用於所授課程需批改作業之課程教師填寫)批改作業
  篇數

◆出席率：  10.0  %   ◆平時評量：30.0  %   ◆期中評量：      %

◆期末評量：      %   

◆其他〈專題報告、線上討論〉：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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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影印是違法的行為。請使用正版教科書，勿不法影印他人著作，以免觸法。

1.「教學計畫表管理系統」網址：https://info.ais.tku.edu.tw/csp 或由教務
   處首頁→教務資訊「教學計畫表管理系統」進入。

備  考

2.依「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2條規定：「本辦法所稱遠距教學課
  程，指每一科目授課時數二分之一以上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

3.依「淡江大學數位教學施行規則」第3條第2項，本校遠距教學課程須為「於本
  校遠距教學平台或同步視訊系統進行數位教學之課程。授課時數包含課程講
  授、師生互動討論、測驗及其他學習活動之時數」。

4.如有課程臨時異動(含遠距教學、以實整虛課程之上課時間及教室異動)，請依
  規定向教務處提出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