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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心 台灣魂

◦作者：杜正勝，河畔出版社 ，1999/01/01

◦鯨與番薯

◦美景失落

◦文化斷裂

◦認識台灣

◦弱勢族群

◦胸中之泉

◦永續發展

◦ 附錄：到「台灣」之路



•海洋台灣：一個漸漸覺醒的性格
•海洋台灣無限想像、遼闊、自由 聯合報(2000.4.30)



民主化過程中教育體制內的變革

◦ 2000年大學必修課程

◦ 1，國文

◦ 2，中國通史

◦ 3，中國現代史

◦ 4，台灣史

◦ 1980年大學必修課程

◦ 1，國文

◦ 2，國父思想

◦ 3，中國文學史

◦ 4，中國現代史

◦ 2020年大學通識課程

◦ 1，閱讀與寫作

◦ 2，影像與台灣文史

◦ 3，台灣文學名著賞析

◦ 4，台灣原住民文化概論



太陽花學運

◦ 2014年3月18日至4月10日期間學生
與公民團體共同發起的社會運動。
這次運動由抗議學生主導，佔領位
在臺北市的立法院，還曾一度嘗試
佔領行政院。抗議運動的主要原因
在於《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遭
強行通過審查，而該協議被反對者
視為將損害自身經濟，並且強化中
共的政治影響力。其他參與運動理
由還包括要求民主程序、反對自由
貿易等。

◦天然獨世代的誕生。



本土語言的消失是建立台灣主體性的危機

從年齡層來看，55歲以上
的民眾，使用國語為主要
語言的比例低於50%，在
65歲以上的民眾甚至不到
30%。
隨著年齡越小，國語的比
例快速增加，34歲以下族
群的比例都超過八成，14
歲以下族群甚至已經超過
九成，逐漸單一化。



◦ 111學年度國民小學及加註語文領
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學士後
教育學分班

◦ 招生人數：1班，25人（若報名人數未達15人，
本校保留開班權利）。

◦ 開設課程：含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門
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46學分及本土語文閩南語
文專長專門課程24學分，共70學分。



噶瑪蘭族

噶瑪蘭族：變化中的一群人/中研院民族所 2011/12/01

本書是日本學者清水純女士，以文化人類學觀點，在1980年代
中葉，對台灣原住民族中之一的噶瑪蘭族，從事實地調查，並
記述、分析其傳統社會、家庭，以及祭祖儀式、治祭儀等狀態
與變遷的研究報告。此書同時也為1990年代進入該田野的後繼
者建立了具有原創性的系統知識；讀者無論是否同意清水純的
論點，都需藉由該書體系分明的民族誌資料，認識噶瑪蘭人的
傳統社會文化。因此，有很長一段時間，無論學科背景為何，
只要是有意探索噶瑪蘭社會文化的研究者，必然需到她的書裡
找尋根據；即使噶瑪蘭族如今的發展──經復名運動而得到官
方認定為台灣原住民族的一支，此點完全超出清水純當初的預
想，但本書的先行地位與重要性，仍無可替代。



「十月二十五日」

◦年年此日最傷神，

◦追悔空教白髮新；

◦送虎迎狼緣底事？

◦可堪再度做愚民。

◦ 葉榮鐘--1971年10月25日

◦ 10/01 10/10 10/17 10/25 10/31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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