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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明清基本歷史知識的思考 
分析與批判的能力 
溝通合作與學術發表的練習 
掌握學習歷史與學術研究的方
法 



TA課的安排與TA角色 
討論課的進行方式：互動式教學 
小組討論：根據每週所制定的討論題目與方向，配合指定文章的閱讀，讓學
生於課堂上進行分組討論，除了組內交流外，討論結束後由各小組進行發表，
並由TA總結評論，並對小組提出疑問，使學生進行進一步思考 
小組分享：藉由小組分享，使TA與學生能更清楚學生思考的脈絡，透過適時
的鼓勵與引導，激發學生對於歷史的想像與靈活的想法。 

TA的角色： 
對於授課教師而言，透過TA能使老師更快熟
悉每一屆學生們感興趣的主題以及學習狀況，
尤其通史的必修課中，更是每年必須面對新
學生的情形下，TA的效益更是顯著。而對於
學生，TA是較為貼近其學習年齡的協助者，
許多的學習難處，而受限於正式授課時間而
無法教學者，能透過TA適時的掌握與發掘。
TA們透過討論課的教學能使其對於專業與學
習領域有不同的觸發，透過TA彼此的交流，
亦能有想法上的激盪。 



TA課的內容與收穫 
TA課的內容：中國通史(四)課程，將明清史依主題區分為政權、制度、社會、
經濟、動亂等，透過主題的教學能更為集中探討相關歷史的知識與概念，打破
原有按編年順序編排的歷史脈絡，並透過討論課的教學，使學生更能掌握相關
時期的歷史圖像。尤其是近年關於明末清初社會文化史的趨勢與新清史興起的
風潮，透過TA課能將部分有趣的研究成果，以更為鮮活的呈現方式刺激學生對
於歷史的學習興趣，並且進一步透過提問，能使學生有更為有趣的思考。 

TA課的收穫：藉由TA課的教學，每年都能有
不同的思考脈絡。由於每屆學生的素質與興
趣的不同，甚至合作的TA夥伴不同，使得教
學方式常有不同的調整與改變。今年的TA課
由於有更為熟悉清史的TA帶領，澄清了許多
對於清史的疑慮，同時也使得學生對於清史
的學習意願進一步提高。同時透過每屆TA的
帶領，能反覆的反省自身對於教學的熱情與
技巧，並且刺激自身對於明清時期歷史的探
討與研究，進一步去嘗試將歷史以新穎的方
式呈現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