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治時期的教育與文化                                                                                                           朝淦老師整理 

概論 
之前的 

教育政策 

日治時期的西式教育制度 都會文化 新舊文化的衝突與

調適 概述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現代化經驗的引進 建立現代衛生觀念 養成守法守時習慣 休閒生活公共化 

↓
新
制
度
、
新
觀
念
的
推
行
，
臺
灣
社
會
風
俗
有
很
大
的
改
變
，
並
出
現
了
都
會
文
化
。 

２
台
灣
知
識
分
子
：
鼓
吹
政
治
社
會
運
動
，
為
臺
灣
人
爭
取
權
益
。 

１
日
本
治
台
期
間
：
建
立
西
式
教
育
制
度
，
作
為
同
化
臺
灣
人
民
及
推
動
產
業
政
策
的
工
具
。 

２
大
清
帝
國
：
隨
著
官
方
、
民
間
教
育
機
構
的
增
設
，
通
過
科
舉
的
人
數
漸
多
。 

 

此
種
文
字
被
稱
為
「
新
港
文
」，
以
新
港
文
書
寫
的
契
約
等
文
獻
，
稱
為
「
新
港
文
書
」。 

１
大
航
海
時
代
：
基
督
教
傳
教
士
設
立
教
會
與
學
校
，
教
臺
南
附
近
的
西
拉
雅
族
用
羅
馬
字
母
拼
寫
自
己
的
文
字
。 

３
影
響
：
臺
灣
人
從
教
育
中
獲
得
現
代
知
識 

２
目
的
：
作
為
同
化
臺
灣
人
民
及
推
動
產
業
政
策
的
工
具 

１
原
則
：「
差
別
待
遇
」
與
「
隔
離
政
策
」 

 

Ｂ
一
九
四
三
年
：
實
施
六
年
國
民
義
務
教
育
【
為
台
灣
史
上
的
第
一
次
義
務
教
育
】 

 

Ａ
一
九
四
一
年
：
配
合
「
皇
民
化
運
動
」，
取
消
小
學
校
、
公
學
校
的
區
別
，
一
律
稱
為
「
國
民
學
校
」 

３
調
整
： 

 

Ｂ
其
餘
學
校
師
資
、
設
備
都
比
不
上
小
學
校
，
也
有
種
種
限
制
與
不
公
帄
的
待
遇 

 

Ａ
小
學
校
的
設
立
比
照
日
本
內
地 

２
差
別
待
遇
： 

 

Ａ
日
本
人
：
小
學
校
、 

Ｂ
台
灣
人
：
公
學
校
、 

Ｃ
原
住
民
：
蕃
童
教
育
所
或
蕃
人
公
學
校 

１
隔
離
政
策
：
日
人
、
臺
人
與
原
住
民
分
別
進
入
不
同
的
學
校
接
受
教
育
，
但
均
用
「
日
語
」
教
學 

３
職
業
學
校
：
發
展
醫
學
、
師
範
與
農
工
商
等
職
業
學
校
，
培
養
醫
師
、
公
學
校
教
師
與
初
級
技
術
人
才 

２
臺
中
中
學
校
：
一
九
一
五
年
在
林
獻
堂
等
臺
籍
知
識
分
子
爭
取
下
創
立
，
為
「
第
一
所
」
專
收
臺
人
子
弟
的
中
學
（
今
，
台
中
一
中
） 

１
中
學
校
：
日
治
初
期
，
總
督
府
設
立
普
通
中
學 

 

Ｂ
留
日
的
知
識
分
子
，
回
臺
後
多
扮
演
推
動
政
治
社
會
運
動
的
主
要
角
色 

 

Ａ
有
志
升
學
者
大
多
選
擇
前
往
日
本
留
學 

２
留
學
教
育
： 

１
台
灣
最
高
學
府
：
一
九
二
八
年
，
總
督
府
設
立
「
臺
北
帝
國
大
學
」（
今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前
身
） 

２
城
鄉
差
距
的
關
係
，
現
代
化
均
出
現
於
都
市
，
鄉
村
和
原
住
民
部
落
則
保
留
著
原
來
的
生
活
形
態 

 

Ｃ
帶
動
新
的
流
行
與
風
尚 

 

Ｂ
推
行
現
代
化
的
習
慣 

 

Ａ
改
善
傳
染
病
肆
虐
的
環
境
： 

 
 

１
日
本
治
臺
之
後
，
總
督
府
將
現
代
化
的
經
驗
引
進
臺
灣 

４
成
效
：
防
疫
、
保
健
、
衛
生
等
觀
念
逐
漸
普
及
。
現
代
衛
生
觀
念
引
入
臺
灣
後
，
最
大
的
影
響
便
是
降
低
死
亡
率
，
使
得
人
口
激
增
。 

 
 

 
 

Ｃ
當
時
臺
灣
營
區
的
哨
兵
上
哨
前
需
特
別
穿
上
頭
套
等
衣
物
，
以
避
免
被
蚊
子
叮
咬
感
染
瘧
疾
。 

 
 

 
 

Ｂ
建
造
自
來
水
、
廁
所
等
醫
療
與
公
共
衛
生
設
施 

３
措
施
：
Ａ
建
立
西
式
醫
院
，
辦
理
預
防
注
射
和
接
種 

 
 

２
目
的
：
為
了
有
效
防
止
傳
染
病
肆
虐
臺
灣 

１
背
景
：
由
於
臺
灣
位
於
溫
帶
與
熱
帶
交
界
，
加
上
環
境
不
佳
，
瘧
疾
嚴
重
。 

 
 

 
 

↓
日
治
時
期
，
在
公
共
場
所
設
立
時
鐘
，
方
便
人
們
知
道
時
間
，
養
成
守
時
的
習
慣
。 

３
成
效
：
透
過
宣
傳
活
動
，
民
眾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養
成
守
時
習
慣
，
也
養
成
了
新
的
生
活
規
律 

 
 

 
 

 
 

 
 

Ｂ
引
進
一
天
二
十
四
小
時
的
「
標
準
時
間
制
」 

 

Ｃ
引
進
一
週
七
天
的
「
星
期
制
」 

２
措
施
：
Ａ
將
「
現
代
司
法
制
度
」
引
進
臺
灣
，
並
透
過
宣
導
及
教
育
的
方
式
，
灌
輸
現
代
法
治
觀
念 

１
目
的
：
Ａ
為
了
有
效
控
制
社
會
、
維
持
秩
序 

 
Ｂ
為
了
符
合
工
業
生
產
的
需
要 

 

Ｂ
新
式
餐
廳
大
都
播
放
著
流
行
音
樂
，
不
時
舉
辦
藝
文
活
動
，
成
為
宴
客
、
約
會
或
吸
收
新
知
的
重
要
場
所 

 

Ａ
隨
著
工
商
業
日
漸
發
達
，
到
料
理
店
或
喫
茶
店
用
餐
情
況
逐
漸
增
加 

３
影
響
： 

２
百
貨
商
行
：
一
九
三
○
年
代
，
臺
北
的
菊
元
商
行
和
臺
南
的
林
百
貨
相
繼
落
成
營
業
，
開
啟
臺
灣
百
貨
公
司
的
先
河 

１
休
閒
活
動
場
所
：
日
本
統
治
期
間
，
總
督
府
在
臺
灣
各
地
建
造
公
園
，
成
為
市
民
主
要
的
休
憩
場
所 

４
影
響
：
新
舊
文
化
的
調
適
、
參
雜
，
將
臺
灣
社
會
塑
造
成
漢
、
和
、
洋
並
存
的
樣
貌 

 
 

 
 

 
 

Ｂ
路
上
隨
處
可
見
人
們
穿
著
不
同
文
化
（
和
式
、
西
式
、
漢
式
）、
風
格
的
服
飾 

３
日
常
服
裝
：
Ａ
總
督
府
將
纏
足
、
辮
髮
與
吸
食
鴉
片
視
為
「
陋
習
」，
而
推
動
放
足
斷
髮
，
此
外
並
無
服
裝
限
制 

２
推
行
西
曆
：
除
了
政
府
機
關
與
學
校
外
，
民
間
多
沿
用
農
曆 

１
新
式
教
育
：
部
分
家
長
選
擇
只
讓
孩
子
學
習
漢
學
，
也
有
部
分
家
長
讓
孩
子
就
讀
公
學
校
的
同
時
學
習
漢
學 

●
民
間
與
政
府
有
時
並
不
同
調
： 



日治時期的文化啟蒙與政治社會運動                                                                                          朝淦老師整理 

背景：民族自決 文化啟蒙運動：台灣文化協會 
政治社會運動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臺灣民眾黨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結束 

 

Ｂ
抗
爭
來
自
臺
灣
總
督
府
的
專
制
統
治 

 

Ａ
展
開
文
化
啟
蒙
與
政
治
社
會
運
動 

３
行
動
： 

●
民
族
自
決
：
由
美
國
總
統
威
爾
遜
提
出
，
主
張
各
民
族
有
權
自
行
決
定
自
身
民
族
的
事
務
，
不
受
外
人
或
其
他
民
族
的
干
涉
。 

２
原
因
：
臺
灣
的
知
識
分
子
受
到
民
族
自
決
思
潮
的
刺
激 

１
時
間
：
一
九
二
○
年
代
之
後 

 
 

 
 

由
於
臺
灣
文
化
協
會
致
力
推
廣
文
化
活
動
，
故
有
人
稱
為
「
臺
人
的
文
藝
復
興
」 

６
影
響
：
在
喚
貣
臺
人
民
族
意
識
及
改
良
社
會
風
氣
等
方
面
，
有
相
當
大
的
貢
獻 

 
 

 
 

Ｅ
推
動
文
化
講
演
會 

 
 

Ｆ
推
展
青
年
運
動 

 

Ｇ
舉
辦
巡
迴
文
化
活
動 

 

５
活
動
：
Ａ
發
行
《
臺
灣
民
報
》 

 

Ｂ
設
立
讀
報
社 

 
 

Ｃ
舉
辦
演
講
會 

 

Ｄ
開
辦
夏
季
學
校 

４
目
的
：
Ａ
以
「
謀
臺
灣
文
化
之
向
上
」
為
宗
旨
、 

 

Ｂ
推
行
啟
迪
民
智
的
工
作 

４
成
員
：
以
學
生
居
多 

３
會
址
：
位
於
蔣
渭
水
的
大
安
醫
院
（
今
臺
北
市
延
帄
北
路
）
，
也
是
發
送
《
臺
灣
民
報
》
的
地
方
。 

 
 

 
 

 

蔣
渭
水
（
主
張
透
過
教
育
改
革
臺
灣
社
會
的
文
化
與
風
俗
） 

２
創
立
者
：
林
獻
堂
（
帶
領
臺
人
進
行
政
治
社
會
運
動
，
被
總
督
府
視
為
眼
中
釘
）、 

１
時
間
：
一
九
二
一
年 

 

雖
然
日
本
政
府
並
未
採
納
，
但
引
貣
臺
灣
人
民
追
求
自
治
的
想
法 

３
影
響
：  

２
提
倡
者
：
林
獻
堂
、
蔣
渭
水
等
人 

１
目
的
：
要
求
設
立
臺
灣
議
會
，
以
監
督
總
督
府
施
政 

 

Ｂ
扶
助
農
、
工
運
動
，
爭
取
相
關
權
益 

 

Ａ
宣
傳
民
權
、
自
治
等
概
念 

４
訴
求
： 

３
重
要
性
：
臺
灣
人
成
立
的
第
一
個
政
黨 

２
創
立
者
：
蔣
渭
水
等
人 

１
成
立
時
間
：
一
九
二
七
年 

 

Ｃ
此
次
選
舉
有
限
制
選
民
資
格
、
亦
僅
開
放
半
數
議
員
名
額
民
選
。 

 

Ｂ
對
於
自
治
、
普
選
、
參
政
權
等
觀
念
獲
得
初
步
的
認
識 

 

Ａ
臺
灣
民
眾
第
一
次
行
使
投
票
權 

５
重
要
性
： 

 
 

 
 

但
種
種
限
制
使
得
地
方
自
治
成
果
有
限 

４
成
效
：
一
九
三
五
年
總
督
府
首
次
舉
辦
地
方
議
員
選
舉 

３
主
張
：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２
創
立
者
：
林
獻
堂
等
人 

１
成
立
時
間
：
一
九
三
○
年 

 

臺
灣
的
政
治
社
會
運
動
受
到
總
督
府
打
壓
而
逐
漸
銷
聲
匿
跡 

一
九
三
七
年
中
日
戰
爭
爆
發
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