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永續發展教育組 

文化資源田野調查實務 
Fieldwork on Cultural Resources 

 
授課對象：學士班乙組二年級 上課時間︰每週二(13:20-16:20)  

授課教師︰榮芳杰 副教授 上課地點︰ 

聯絡方式：fj.rong@mx.nthu.edu.tw   03-5715131 # 72827 

課程助教：未定 
 
※注意，本課程將提早在暑假期間在台灣與澎湖（7/29-8/2）進行

全日教學課程，請選課同學務必確認自己在該區段時間可出席※ 
 
課程說明 
本課程為竹師教育學院乙組(永續發展教育組)的移地教學系列課程之一。課程設計的主要

目的在於選擇國內一處場域，帶領學生進入該場域進行各種以文化資源調查為主的田野訓

練。本學期(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的移地教學地點為「澎湖」。課程操作方式為了使學生有

完整的學習成效，我們將會提前在 2024 年 9 月開學前，提早進入田野地點澎湖，並且在

前往澎湖之前進行校內的基礎課程。在校內課程結束後才移至田野地點(澎湖)進行為期一

周的移地教學訓練。最後，本課程會在移地教學期程結束後，回到學校進行最後的課程成

果製作與發表，預計在 2024 年 11 月前結束本課程。 

 

本課程主要在於讓學生從觀察文化資源應具備的基礎能力著手，訓練學生對於環境敏感度

的掌握，並且透過台灣本島或其他離島等不同田野地點的踏查訓練，期望學生能夠透過實

際進入田野地點的操作，對於文化資源的應用與詮釋能力有更充足的認識。本課程會把田

野資料分為採集調查和田野訪談口述歷史兩大部分，田野資料分成人、事、地、物四方面，

「人」以族（家）譜、戶政資料、日記為重，「事」以政府檔案和民間文書為主，「地」包

括地名及建置沿革、方志、地圖等等，「物」則涵蓋建築、遺址、石碑、墓碑、古橋、古

道、宅第、石刻等等。本課程主要讓學生了解文化資源類型的田野調查的方法論與實務技

巧。為學生提供機會致力於田野調查研究，並探討案例與資料蒐集。並養成學生對田野調

查的反思與批判能力。 

 

 



 
課程目標 

1. 讓學生能夠認識田野調查的各種工具與應用 

2. 藉由移地教學的現場訓練學生對於文化資源的踏察能力 

3. 建立學生進入田野調查前所需要具備的基本知識與觀念 

4. 訓練學生熟悉歷史文獻資料的收集與分析能力 

5. 訓練學生基本的建築空間測繪能力 

 
課程要求 

1. 本課程採理論與實作並重的方式進行，所有修課同學必須在學期內完成各階段所需要

提交的習作，各組並在學期結束時，分別完成大型海報輸出，以及其他書面成果報告

或多媒體成果展示，修課同學必須於 07/29~08/02 前往澎湖進行為期一周的田野調查課

程訓練，並且負擔個人機票與食宿費用，其他離島移地教學工作坊所需相關校外師資

演講鐘點費、導覽費、門票費、保險費用等，將由本課程授課教師爭取教育學院補助

支應。 

2. 習作進度將會搭配課程授課進度，使同學能夠透過課堂案例與解說，舉一反三的思考

與修正習作的問題。因此，請同學務必每週準時上課，課堂採不定期點名。 

3. 本課程要求與配分比重如下：作業 A︰移地教學澎湖的工作坊階段性討論報告佔學期總

成績 50%、作業 B︰期末總報告佔 35%、平時成績佔 15%。平時成績的計算方式以出席

率與課堂表現為主。 

 
教學方式 

1. 理論講述與討論(50%)  
2. 個案分析與作品賞析(50%)  

 
評量方式 

1. 表現評量(80%) (說明：學期作業)  
2. 上課參與(20%) (說明：出缺席&上課討論)  

 
主要教材 

自編講義 
 
參考書目 

1. 周婉窈著，《台灣歷史圖說:史前至 1945》 台北市:聯經化出版，1998。 
2. 劉益昌，《田野調查曁田野發掘實施報告》臺北市:蘭陽文敎基金會，1996。 
3. 劉還月，《常民文化田野調查速記表》臺北市:常民文化出版，1996。 



4. 唐偌.里齊作，《大家來作口述歷史》台北：遠流出版社，1997。 
5. 日常生活，《女性密碼：女性田野調查日記》臺北市：三民書局，2002。 
6. 李欽賢著，《臺灣城市記憶-地圖上消失的街道風景》，臺北：玉山出版社，2004。 
7. 楊南郡譯注、伊能嘉矩著，《臺灣踏查日記》(上)(下)，臺北:遠流出版社，1996。 
8. 黃卓權，《進出客鄉—鄉土史田野與研究》，臺北市：南天，2008。 
9. 唐諾．里齊（Donald A. Ritchie）著，王芝芝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臺北市：

南天，1997。 
 
注意事項 

1. 有任何課業上的問題，歡迎用 email (fj.rong@mx.nthu.edu.tw)跟老師聯繫。任何一

位同學詢問的信件，我都一定會親自回覆，請務必確認收到老師的回覆信件，以免

因系統誤認為廣告信件而遺漏。 
2. 請善用老師每週的晤談時間，提前跟老師約定討論時間。 
3. 整學期無故缺課三次，平時成績以零分計算。 

 
課程進度安排 
在此基礎上，本學期課程會分為三個學習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開學前的田野基礎理論與實

務的介紹。這部分包括： 
 

(一)田野資料採集調查—人物篇  
本節著重私人族（家）譜、日記、官方戶政等資料之介紹。 
 
(二)田野資料採集調查—歷史篇  
本節介紹與臺灣歷史有關官方檔案和民官文書，側重於清代和日治時期。 
 
(三)田野資料採集調查—地理篇  
本節介紹臺灣地名及建置沿革、方志、地圖等資料。 
 
(四)田野資料採集調查—建築篇  
本單元將深入田野地點進行建築普查的工作，並且探索地方特色建築的興建脈絡與

空間特質。 
 
(五)田野訪談口述歷史  
本節分成口述歷史的緣起與發展、口述歷史的定義和重要性、口述歷史採集的實務

三大部分。生命地圖與生命故事 以自己為例，實際繪製自己個人生命地圖和撰寫

自己個人生命故事，藉此學習口述歷史實務技巧。 
 

第二個學習階段則是以澎湖為國內移地教學的基地，在為期一週的田野實地調查過程中，

與澎湖在地的新創組織「成金文化整合工作室」合作，共同針對澎湖特殊的文化地景進

行一系列的課程研習。目前暫定澎湖移地教學的工作坊課程主軸包括： 



1. 澎湖列島文化資源的田野調查練習與觀察 

2. 聚落空間的田野調查訓練與紀錄 

3. 澎湖宗教信仰的比較研究 

4. 澎湖飲食文化的踏察與分析 

5. 澎湖文化資產的活化再利用 

6. 其他澎湖在地相關的文化資源調查與應用（軍事發展、產業文化、民俗活動） 

 
第三個階段則是學期後半段的實作課程，透過這三個學習階段的課程訓練，讓同學能夠熟

悉進入一個陌生的田野地點後，如何尋找相關的文化資源，並且從中尋找資源活化應用的

可能。 
 
 
 
 
● 採用下列何項 AI 使用規則(Indicat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options you use to manage 
student use of the AI) 
 
(1) 有條件開放，請註明如何使用生成式 AI 於課程產出 
Conditionally open; please specify how generative AI will be used in course output 
 
可參考下列網頁範例 See the following web page for examples. 
https://curricul.site.nthu.edu.tw/p/404-1208-248357.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