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 

                        113  學年度 下 學期 教學大綱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 □推廣部 學制  ▓四技 □二技 □二專 

授課教師 傅光森 教師學歷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博士 

教師經歷 
中國醫藥大學.朝陽科技大學.中台科技大學 

弘光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學 兼任助理教授 
教師級職 助理教授 

科目名稱(中) 異時空民俗之旅 

科目名稱(英) The different space and time travel of folk custom 

開課單位 □基礎通識教育中心  ▓博雅通識教育中心 學分/學時數          2/2 

領域 ▓人文藝術       □社會科學       □自然科技 

優質課程類別 
▓一般課程、□智慧財產權、□內涵式服務學習課程、□性別平等、□綠色課程 
□創新、創意課程、□工作（職場）倫理課程、□工具機技術研發 

科目與通識核

心能力關聯 

■知識統整能力 25  % □創意思維能力     % ■溝通表達能力 25  %  
■美感鑑賞能力 25  % □邏輯推理能力     % □法治思辨能力     % 
■博通宏觀能力 25  % □倫理關懷能力     %  

科目屬性 □核心課程   □跨域性課程 ■生活性課程 

□學術性課程 ■通論性課程 □經典性課程 

跨領域課程 ▓人文藝術領域：(100%) 

教科書 無 

參考書目 
王嵩山＜大洋洲的人、文化與自然＞（科博館 2006） 

辜振豐＜布爾喬亞＞（果實 2003） 

教學目標 
自然與人文的結合，讓學生思考著民俗在時間與空間的演變，大自一種民族的宇宙

觀、審美意識的具現，小至民間百姓對生活的祈願，以及結合民俗所產生的象徵意義。 

評量方式 
量化：出席討論( 40% ) 期中考(20% ) 期末考( 20%) 

質化：個別報告(20%)每位修課同學須作主題報告 

內容綱要 

以大洋洲為例，文化傳統、語言的流失之外，也面臨認同的困境，義大利建築師皮雅

諾在人類學者的協助下，向當地的文化和建築學習，但他不想只複製卡納克人的房

屋，而是企圖以現代語言來表達卡納克人的傳統。首先，新喀里多尼亞堤堡文化中心

的四周種植了當地植物，讓建築和植物形成和諧關係。植物有實用和文化之用途，除

了是食物、藥物，也是邊界、入口等的標誌。環繞建物和礁湖之間的系列地景，則表

現和土地的親密關係。小徑將植物和其神話意義介紹給參觀者，包括：起源與始祖英

雄，卡納克人出生、死亡、再生等生命循環的神話，以及宇宙觀中的精靈等，引導參

觀者走向文化中心。蒙古、波斯、希臘、墨西哥等各地風俗皆如是。 

教學方式 修課之每位同學必須擇一題目在課堂上報告，並接受同學提問，最後由老師講評。  



創新教學 
活動設計 

(若有的話，請敘述本科目融入那些創新的教學活動設計) 

科目進度與內容 

(勿只填寫單元名稱，請簡述內容) 

週次  教 學 內 容 

※申請跨領域課程時，將特別針對教學內容細 

  節審核，請詳細說明，以作為審核依據 

備註 (課程

活動與作業) 

※請務必填

寫 

※若勾選「跨領域課 

  程」請標註每週次 

  涵蓋領域，可複選 

1 

眾靈：大洋洲島民對自然和超自然有著深刻的認知

與體驗，發展出獨特的宇宙觀，也衍生出許多相關

的精靈信仰、文化傳說、宗教儀式、巫術、禁忌和

藝術行為。雖然歐洲殖民帶來基督教信仰，傳統泛

靈信仰仍深具影響力。面對西方基督宗教，島民往

往加入了自己的詮釋，與過去的文化民俗相結合。 

每週選擇三

至五位同學

準備下週報

告各地信仰

與生活習俗 

▓人文藝術領域 

2 

生活：波里尼西亞的社會較為階層化，而美拉尼西

亞的社會則偏向平權。面對生存與死亡的判定，波

里尼亞人規劃出秩序井然、明顯有著階層化的神靈

系統，而美拉尼西亞人則積極的想像以不同形式、

而且沒有特定形象的精靈。文化生活呈現多樣化。 

討論重點仍

在人生信仰

與生活習慣 

▓人文藝術領域 

3 

耕作與食物：巴布亞卡路里人在播種期間，禁止某

些食物互相搭配，在吃過豬肉後則盡量避免進入菜

田，以確保土壤的肥沃和豐收。在波里尼西亞，水

果園在收成時，可能用椰子掩蓋劃分區位，並宣布

有哪些禁忌，以保障讓食物成熟，保存稀有資源。 

討論重點為

耕作方法與

日常飲食與

質源之保存 

▓人文藝術領域 

4 

飲料：咖啡的命名方式是按照基督教世界的說法，

將衣索匹亞南部的卡發州視為原產地，因為牧羊人

卡丁在這裡發現紅果實的神奇力量。小說家巴爾札

克視咖啡為秘密靈藥，相信咖啡可激發靈感。現代

人喝咖啡已逐漸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而全球最

大的星巴克咖啡屋遍布全球在全世界有數百家店。 

討論古今中

外飲食習俗 
▓人文藝術領域 

5 

衣飾：服飾的內涵包括身體的修飾、包覆和佩戴，

涵蓋了生物性、物質性與文化性的層面，具有表達

和隱藏自我的雙面性，同時也顯露個人與社會集體

性的特徵。善於打扮的胡利族男子，尤喜歡畫面、

畫身、佩戴飾物和假髮，展現出英勇且華麗身影。 

討論重點為

世界各地衣

服裝飾習俗 

▓人文藝術領域 

6 

時尚：香奈兒的創始人是可可．香奈兒，她的一生

充滿了傳奇色彩，風流韻事段斷引人遐思，而她出

身於孤兒院，最終卻能在巴黎開設服飾店，並活耀

討論巴黎米

蘭等高級服

飾時尚風潮 

▓人文藝術領域 



於社交圈。二十世紀初期，她在服飾界掀起了女裝

革命，將往日的貴族品味和平民風格融合成一體。 

7 

家屋與建築：大洋洲的房子可分為干欄式與包牆式

兩種，熱帶季風氣候區中，這種建築形式是多功能

不僅通風、預防水患、去除潮濕、害蟲的特殊設計，

而且使用背後宗教儀式將家屋的建築工藝與相關物

質加以象徵化使得建物取得文化上所認可的力量。 

討論重點為

南太平洋居

住建築習俗 

▓人文藝術領域 

8 

公共建築：其中近現代之博物館是繆思的神殿，在

希臘神話中，九位女繆思掌管創作、思考、記憶、

藝術等層面。近代博物館的基礎則始於佛羅倫斯的

美第奇家族，該家族祖先喬凡尼於十四世紀創辦銀

行，他也是一位收藏家，一直支持文人和藝術家。 

討論博物館

等大型建築 
▓人文藝術領域 

9 期中考   

10 

航海工藝：古代維京人與近代大洋洲島民的航海成

就皆是獨步全球，馬羅佛的戰舟，屬於大型獨木舟，

長達十三公尺，可坐三十餘人，可作為戰爭攻擊之

用。目前，戰舟已成為民族驕傲的表徵，傳承建造

戰舟的技術，也被視為恢復海洋傳統的重要象徵。 

討論交通工

具與古今著

名航海習俗 

▓人文藝術領域 

11 

鐵道文化：近代英國算是鐵道先驅國家，十九世紀

初期，利物浦和曼徹斯特的鐵道首度開通，後來又

加上倫敦地鐵，英國幾乎已是當時交通最方便的國

家。倫敦的中產階級可透過鐵路或地下鐵將住家搬

到郊外，而以住在郊區作為地位的象徵。而現代則

以中國高鐵是鐵道事業的最高成就，其密集度驚人。 

討論新舊鐵

道文化比較 
▓人文藝術領域 

12 

嘉年華會：嘉年華會導源於羅馬時代的農神節，是

屬於非基督教文化的祭典。文藝復興之後，歐洲的

尼斯與威尼斯嘉年華會更呈現五花八門的面貌。從

歐洲傳到巴西的嘉年華會，由於時空的轉換，更是

別樹一格。里約熱內盧嘉年華會把整個空間倒轉。 

討論不同時

空之節慶 
▓人文藝術領域 

13 

耶誕節：現在大家所認識的耶誕節，當然是祝賀耶

穌誕生的節日，但早期對此卻有不同的界定。最早

的太陽神信仰來自於波斯，密德拉教在十二月二十

五日舉辦冬至祭典，羅馬晚期君士坦丁大帝下令信

基督教，冬至祭與耶誕結合為一體，成為聖誕節。 

討論不同時

空之節慶 
▓人文藝術領域 

14 

可蘭經：又稱古蘭經，說先知爾撒是真主傳達給麥

爾彥的言辭和喜訊，穆斯林相信爾撒必會在末日來

臨時回到大地。亦探討各宗教之經典，如大藏經。 

討論不同宗

教的經典 
▓人文藝術領域 

15 

五行命理：以木、火、土、金、水等五者之間的關

係，來論述和推演事物或現象之間所產生的運動變

化，相生相剋之道。亦探討紫微斗數、塔羅牌等。 

討論各種命

理格局習俗 
▓人文藝術領域 



16 

風水：人類在選擇居住環境上異常挑剔，在中國，

當這種挑剔和周易等古老的哲學思想結合，就形成

了獨特的風水文化。而世界各地居民也有各自的選

擇，如探討古印加帝國馬丘比丘在山丘建城之因。 

討論各種異

時空文化 
▓人文藝術領域 

17 

圖騰文化：一個民族、一個部落、一個團體，甚至

一個國家，幾乎都有一個圖騰，不管是怪獸，或是

動植物，古代有它的神祕和歷史價值；現代各球隊

也有她的獨特意義，例如底特律老虎隊、聖路易紅

雀隊，芝加哥小熊隊、舊金山巨人隊等鮮明圖案。 

討論古今中

外圖騰文化 
▓人文藝術領域 

18 期末考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不得非法影印 



 
附件一 核心能力定義 

核心能力 定義與說明 

A. 知識統整能力 
學生能在各種知識與文化脈絡中，尋得恆久不變的價值觀，並將此價值

觀融入其生活，進而認識、欣賞、尊重與珍惜生命的意義。 

B. 創意思維能力 
學生能認知各知識領域與多元文化間的差異處與鏈結點，進而具備跨領

域思維與評判能力，使其能在固有的架構中，呈現嶄新的創造力。 

C. 溝通表達能力 
學生能釐清自我思想，並藉由正確且清楚的語文表達理念，以建立與他

人良好的溝通。 

D. 美感鑑賞能力 
學生能認知、接收並傳達多元藝術美感，具備敏銳的鑑賞能力，並運用

在不同領域的統整中。 

E. 邏輯推理能力 
學生能依據自身認知和客觀事實，運用邏輯分析與量化推理，進行反思

與論證，進而做出合理判斷。 

F. 法治思辨能力 
學生能正確認知人權、民主、與法治之互動關聯，進行獨立思辨與論辯

且基於人本關懷精神，以確立其自身與社會群體之關係。 

G. 博通宏觀能力 
學生能以基礎知識為本，培養前瞻性的觀點並開拓宏博的視野，以建立

整全之人生觀。 

H. 倫理關懷能力 
學生能認知自身與所處環境的關係，並進而願意以己身之力與專業知識

參與社會與環境的改造，提升正向能量。 

 
附件二 課程屬性定義 

核心課程：全校性共同必修之通識課程。 

跨領域課程：課程內容須跨人文藝術/社會科學/自然科技三領域其中之二項以上。課程須有一主領

域，其授課內容須達 60%以上，上限為 70%以下。(依 110 年 4 月 7 日 109-2 博雅通識中

心第 1 次教評會議決議) 

生活性課程：課程重點強調知識應用與人類生活相關之課程。 

學術性課程：課程重點偏重理論發展之脈絡、思想之沿革、與歷史文化背景之因素。 

通論性課程：針對特定領域或時代的知識與思想做綜觀性的介紹，與廣博性的探討。 

經典性課程：針對特定領域或時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思想、典籍做較為深入之探討、剖析、或導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