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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歷史教材議題與和平教育之論述與實踐」研討會側記（二） 

  

臺北場「民族與多元文化」場次，廖咸浩教授回

應與討論 

臺南場「民族與多元文化」場次，張隆志教授回

應與討論 

【文／教科書發展中心專案助理  吳宣豫、教科書發展中心助理研究員  詹美華】 

【圖／教科書發展中心 王才銘】 

  本期電子報將持續上(104)期報導內容，摘述廖咸浩教授(臺北場)與張隆志教授(臺南場)針對「民族與多元文化」場

次所發表 4 篇論文進行的回應與討論。 

歷史教育是不斷詮釋的過程 

  廖咸浩教授首先指出，歷史教育本身即為不斷詮釋的過程；其次，民族或不同文化之間的衝突，其更深層的原因往往

不是文化差異，而是利益分配不均。在「史料教學的跨文化理解意涵─以十七世紀西拉雅族為例」一文，選擇陳第〈東番

記〉作為史料教學材料，其內容及譯文將「倭寇」歸類為日本人。事實上自十五、十六世紀，倭寇的組織已漸由閩南、粵

東的沿海漢人所主導，換句話說，此內容直接複製過去對倭寇的刻板印象。我們多半以為在上歷史課時跟學生解釋事件

的意義才叫「詮釋」，然而從我們在挑選歷史素材給學生、進行文言到白話的翻譯，這一系列的過程都是詮釋，而此處舉

例即是一個批判思考的重要起點，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倭寇是什麼，那「倭寇組成」的轉變，絕對和當時（明朝）的內陸取

向政策相關，因此歷史教育在呈現歷史「詮釋」時每一個步驟都需要審慎以對。 

史料教學的幾個問題 

  張隆志教授則點出史料教學的其他想像，除文字、史料之外，是否還能擴展至影視、動漫、其他媒體等，以吸引學生

興趣、配合學生圖像式思考模式，打破傳統教材教法的設計。像是周樑楷教授力推影視史學的研究，也印證視覺媒介開始

與歷史密切結合的趨勢。再者，從文本選擇角度，是否一定要選擇他者論述來呈現跨文化的特色？有沒有可能找到一些

族群相遇且互動的史料，從不同角度提供脈絡性的資料，像是「熱蘭遮城日記」或「新港文書」這類中譯化的史料，某種

【研習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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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能更詳細的陳述西拉雅族的背景。「史料教學」是個重要的教學策略及理念，老師可以嘗試不同的設計使教學更活潑

化。另外，學院研究成果和高中教學現場存在落差，編寫教科書的學者不一定有辦法反應最新的研究成果，但這不表示高

中老師不需要知道這些有意義的研究成果，並且透過其他方式實踐在教育活動中。 

不同民族文化間衝突的深層原因─非文化差異而是利益分配不均 

  關於民族或不同文化之間的衝突，廖教授提醒，當文化接觸甚至碰撞的時候，只討論某種族群、文化或宗教本身的差

異是不夠的（例如，認為猶太宗教中的排他性及教義問題是導致猶太人被屠殺的原因），文化差異常是藉口，背後的深層

原因其實是利益分配有所衝突，引發紛爭的某方會期望能夠壟斷或是獲得更多的利益。以猶太人為例，被認為生性較狡

猾、取得較高社經地位、成為許多銀行家。然而耙梳歷史的演變，其實是猶太人被西方國家限制做任何的工作，所以只能

放高利貸、借錢為營生，形同被迫成為銀行家。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東南亞的華人族群，最終招來「剝削」的仇富罵名，

事實上這些都是一種倒果為因的謬誤。如果衝突的脈絡無法釐清，我們就沒辦法談多元文化的理解，甚至去解構批判和

平所受的阻礙。了解文化彼此之間的差異，檢視其中存在的權力關係（power relation），除了訴諸同理心更要懂得批判

原先立足點較高的文化（例如歐美的西方文化），才能尊重彼此存在的差異，不會被輕易挑起仇恨。 

文本閱讀帶領學生思考是未來教學重點 

  除上述兩位教授的回應外，會場提問所關注的議題是：文本教學與大考題目取向的扣連應如何反應在教學上？對此，

陳秋龍老師回應，近幾年大學指考出題已轉變趨勢，在既有的選擇題架構下慢慢走向文本閱讀，藉由給予一段史料，讓學

生去判斷相關內容，所以對教師來說，未來教學重點不是強迫背誦，而是帶領學生如何思考。朱瑞月老師也不約而同指出

系統性的理解格外關鍵，教師需要事前針對散落在各章節區塊的歷史，整理出一個完整的歷史圖像給學生才會有幫助，

而這其中語文能力的培養十分關鍵，因為擁有好的文字閱讀能力，才能在考試中脫穎而出。 

歷史教育扣連和平教育，知行合一課題 

  回歸和平教育與歷史教育的實踐，張教授提出：歷史與和平教育是一個知難行易、還是知易行難的工作？在現今強

調跨族群文化的理解，應歸屬行動上的課題、或是知識認知的課題？關於文化、民族、族群多元等字眼，已被視為重要價

值，然而，文化背後的成見、不同文化權力的關係、文化背後知識論相異的問題，事實上有諸多仍待釐清與辯論之處。而

目前看來更大的挑戰包括在考試升學制度底下於教學現場如何推廣歷史與和平教育。對此，張教授提醒，學生作為實際

教學的主體，老師除了精心安排教案，更需要關切現場的學習成效、學生的學習動機，且最重要的，是他們對歷史與和平

的想像跟看法，才能時時修正教學往對的方向。 

  對本計畫研究成果關注者，可參考網站 http://tpestudygroup.naer.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