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緒論：為什麼要學習歷史？                                                          朝淦老師排版整理與授課 

為何要認識過去？ 如何記錄歷史？ 

１認識自己，世代傳承 
２理解他

人，多元尊重 

３發掘問題， 

促進思考 

１歷史是什

麼？ 

２閱讀相關書籍 ３蒐集歷史資料 ４歷史事實和歷史解釋  

 不一樣嗎？ 

 

關
於
個
人
、
家
族
資
訊
記
錄
詳
實
的
戶
籍
資
料
，
包
括
是
否
纏
足
、
吸
食
鴉
片
，
是
我
們
了
解
自
身
家
族
發
展
的
絕
佳
史
料
。 

●
補
充
：
日
治
時
期
戶
籍
謄
本 

 

記
載
著
家
族
起
源
、
先
人
姓
名
，
也
描
繪
了
家
族
成
員
在
各
地
開
枝
散
葉
的
軌
跡
，
能
凝
聚
家
族
向
心
力
。 

●
補
充
：
族
譜 

 

Ｂ
我
們
也
正
在
書
寫
自
己
的
歷
史
，
凝
聚
社
會
的
共
同
記
憶
，
傳
承
給
後
人 

 

Ａ
追
尋
先
人
走
過
的
腳
步 

３
學
習
歷
史
的
意
義 

２
探
索
家
鄉
、
社
會
文
化
與
國
家
發
展
的
過
程 

１
追
尋
身
世 

內容 範例 文字

記載 

口述

歷史 

實物遺

跡 
影像紀錄 

２
閱
讀
後
，
透
過
比
較
、
歸
納
等
方
法
，
建
立
起
對
主
題
的
初
步
認
識
，
也
可
以
逐
漸
修
正
自
己
的
研
究
方
向 

１
先
透
過
閱
讀
建
立
對
人
物
或
事
件
的
基
礎
認
識 

 

應
優
先
選
擇
使
用
當
時
人
的
記
載
，
除
因
具
較
高
史
料
價
值
外
，
維
基
百
科
是
任
何
人
都
可
以
編
輯
的
，
其
正
確
性
有
待
驗
證
。 

 
 

例
如
當
我
們
同
時
搜
尋
到
有
關
時
人
對
鄭
成
功
的
紀
錄
（
如
「
從
征
實
錄
」
）
與
維
基
百
科
的
資
料
時
， 
 

Ｃ
利
用
關
鍵
字
搜
尋
會
找
到
許
多
資
料
，
所
以
也
需
要
學
習
從
中
辨
別
適
合
的
資
料
， 

 

Ｂ
這
些
「
名
字
」
都
有
機
會
幫
你
找
到
更
多
資
料
，
因
為
這
些
名
字
都
是
資
料
中
有
可
能
會
用
到
的
詞
，
即
所
謂
的
「
關
鍵
詞
」
。 

 
 

鄭
森
、
國
姓
爺
、
延
平
郡
王
、K

o
xin

ga

、Zh
en

g C
h

en
ggo

n
g

等
…
…
。 

Ａ
先
找
出
跟
鄭
成
功
有
關
的
關
鍵
字
，
如
他
的
別
名
、
英
文
名
： 

 

●
假
設
今
天
要
做
鄭
成
功
（
一
六
二
四│

│

一
六
六
二
年
）
的
生
平
報
告
，
可
以
如
何
用
關
鍵
字
搜
尋
資
料
？ 

歷史事實 歷史解釋 

４
展
望
：
（
１
）
抱
持
多
元
觀
點
，
互
相
尊
重
，
促
進
祥
和
；
（
２
）
凝
聚
共
同
記
憶
，
相
互
扶
持 

３
漢
人
群
體
之
間
也
曾
因
為
各
種
因
素
發
生
摩
擦
，
存
在
心
結 

２
臺
灣
社
會
形
成
由
漢
人
為
主
的
社
會
型
態 

↓ 

未
尊
重
原
住
民
族
傳
統
領
域
與
文
化 

１
如
果
只
關
注
自
身
族
群
認
同 

↓ 

可
能
對
其
他
族
群
產
生
刻
板
印
象
、
誤
解 

 
 

即
是
學
習
歷
史
可
以
得
到
的
能
力
之
一
。 

↓
每
個
議
題
都
存
在
著
多
元
的
觀
點
，
如
何
從
各
式
各
樣
的
看
法
中
，
梳
理
出
屬
於
自
己
的
脈
絡
、
見
解
， 

Ｂ
正
面
說
法
：
梁
啟
超
：
「
劉
銘
傳
治
臺
六
年
，
規
模
宏
遠
，
經
畫
周
備
。
後
此
日
本
治
績
，
率
襲
其
舊
而
光
大
之
耳
」 

Ａ
反
面
說
法
：
劉
銘
傳
推
動
的
建
設
僅
只
於
北
部
，
並
未
擴
及
南
部
，
且
使
臺
灣
財
政
雪
上
加
霜 

●
範
例
：
劉
銘
傳
在
臺
推
動
的
近
代
建
設
是
否
成
功
呢? 

５
養
成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４
培
養
懷
疑
精
神
，
學
習
從
眾
多
資
訊
分
辨
真
假 

↓ 

培
養
獨
立
思
考
的
態
度 

３
養
成
推
理
、
統
整
的
能
力 

２
增
進
我
們
分
析
與
反
思
的
能
力 

↓ 

培
養
生
活
素
養
與
具
體
的
核
心
能
力 

１
認
識
過
去
；
了
解
現
今
各
種
議
題
的
基
礎 

３
學
習
歷
史
的
意
義
：
不
只
描
寫
古
老
的
過
去
，
也
應
講
求
與
現
實
的
互
動 

２
實
際
定
義
：
研
究
者
依
照
個
人
判
斷
，
篩
選
人
類
活
動
有
價
值
的
部
分
，
「
記
錄
」
下
來
或
展
開
研
究 

１
專
注
於
人
類
在
各
時
空
背
景
下
活
動
的
古
老
學
科 

Ｂ
二
手
史
料
：
後
人
針
對
一
手
史
料
進
行
轉
述
、
詮
釋
或
評
價
的
記
載 

Ａ
一
手
史
料
：
歷
史
人
物
或
同
時
期
的
人
留
下
的
文
字
紀
錄
。
例
如
：
日
記
、
書
信
、
詔
令
等 

Ｂ
提
供
多
元
視
角
，
也
可
與
其
他
文
獻
資
料
相
互
驗
證 

Ａ
透
過
研
究
者
採
訪
事
件
參
與
者
或
見
證
人
，
加
以
考
證
編
輯
而
成
的
史
料 

Ｃ
透
過
對
建
築
、
文
物
的
認
識
，
加
上
與
當
地
耆
老
的
訪
談 

↓ 

有
助
於
認
識
歷
史
，
產
生
思
古
幽
情
的
感
動 

Ｂ
考
察
歷
史
事
件
發
生
地
的
周
遭
環
境
，
或
檢
視
古
人
用
過
的
物
品
，
也
屬
於
田
野
調
查
的
範
疇 

Ａ
古
人
留
下
的
建
築
與
各
種
文
物 
↓ 

非
文
字
記
載
的
史
料 

例
如
：
二
○
一
一
年
上
映
的
電
影
「
賽
德
克
‧
巴
萊
」
，
詳
細
描
述
霧
社
事
件
的
始
末
，
讓
觀
眾
更
加
了
解
此
歷
史
事
件
。 

Ｄ
行
動
裝
置
的
普
及
、
網
路
傳
播
的
快
速 

↓ 

使
用
影
像
與
聲
音
記
錄
歷
史
的
方
式
更
為
便
利 

Ｃ
影
像
畫
面
產
生
了
比
文
字
更
強
的
影
響
力 

 

Ｂ
媒
材
：
史
前
時
代
壁
畫
、
族
群
古
老
圖
騰
、
繪
畫
、
雕
塑
、
照
片
、
影
像
等 

 

Ａ
「
影
視
史
學
」
的
提
倡 

Ｂ
不
同
的
研
究
者
對
同
一
件
歷
史
事
件
的
重
建
應
大
致
相
同
，
具
有
相
當
的
客
觀
性 

Ａ
事
件
發
生
的
時
間
、
地
點
、
過
程
與
參
與
者
等
基
本
訊
息 

Ｂ
針
對
同
一
事
件
，
不
同
人
可
能
會
提
出
不
同
的
歷
史
解
釋 

Ａ
基
於
歷
史
事
實
與
邏
輯
思
考
所
提
出
的
主
觀
詮
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