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眾考古學 

Public Archaeologyy 

[16 週課程] 

 

授課教師：謝艾倫 

課程分類：研究所 

學分數：3 

助教： 

 

上課時間：每週二 下午 18:30 ～下午 21:20 

上課地點： 

教師辦公室: 人社 C623 

教師電子信箱: ehsieh@mx.nthu.edu.tw 

助教電子信箱:  

 

課程簡介： 

一般大眾總是對考古學與考古學家充滿各種想像，近幾年來公眾考古學的概念在國內

外日漸興盛，如何擺脫學術的象牙塔，把考古學相關的知識推廣給社會大眾，讓文化資產保存

的理念得以彰顯於日常生活，甚至參與考古學資料的詮釋，成為當代考古學家的新挑戰。從發

掘現場、博物館展示到課本內容，因應遺址的性質與各地國情、民情的不同，考古學的永續經

營在全球的發展總是帶有在地特色而十分多元。本課程將以台灣考古為主體，探討台灣考古學

知識建構與台灣社會發展的關聯性，檢視數位時代考古教育推廣實務，以及新知識共享與創造

的可能。 

本課程無考古學基本知識門檻，只要對考古學與當代台灣社會的關係以及考古教育推

廣有興趣者都可以修習 

 

 

課程目標： 

1. 認識公眾考古的理念與面向 

2. 了解台灣考古現況、法律規範與挑戰 

3. 認識公眾考古在台灣社會脈絡的特色 

4. 應用公眾考古的理念進行考古推廣活動 

 

 

評量： 

1. 課堂參與 20 % 

2. 課堂報告   

報告 a (20%)：文獻導讀或主題搜尋報告（40-50 min） 

 文獻導讀: 導讀指定文獻、作者介紹、提出評論或問題 

 主題報告：針對指定主題自行蒐集資料報告觀察與評析 

報告 b (15%)：考古相關線上或實體展示評析（25min） 

報告當天繳交投影片，有補充資訊放備忘稿欄 

報告 c (15%)：大眾考古學案例 (25 min) 
報告當天繳交投影片，有補充資訊放備忘稿欄 

3. 期末報告  30% 設計一個公眾考古的活動案。 

 

 

 

 



進度: 

第一週 課程介紹 

第二週 考古學史與考古學者的養成 

第三週 228 國定假日 

第四週 考古知識的建構與解構 

第五週 殖民主義、國族主義與考古學 

第六週考古學與歷史教育 

第七週 博物館的考古展示 

第八週 清明連假 

第九週 考古學民族誌 

第十週 共作的考古學 

第十一週 文化遺產與觀光 

第十二週 校外教學- 遺址與博物館參訪 

第十三週 考古與開發 

第十四週 大眾考古學 

第十五週 期末口頭報告/ 課程總結與展望  

第十六週 期末報告繳交  

其他注意事項:  

1. 本大綱為課程重要指南，然實際內容仍可能在課程進行間依實際需求進行調整，請同學密切 

注意與課程相關公告與電子郵件。  

2. 本課程主要學習資源可下載於國立清華大學數位學習系統 eLearn。  

3.與授課教師討論課程或作業事宜，除可於固定的辦公室時間(office hour)進行討論之外，可 以

另約時間或以 email 的方式進行。  

4. Email 給授課老師時，請務必於信件主旨加註[歷史考古學導論]，並於信件末署名。署名請 

用官方註冊姓名，不要用你的 IG, FB, PTT 帳號或其他暱稱。  

5. 寫信給授課老師請預留 1~3 日的回信時間(不含假日)。  

6. 本課程課程參與占總成績比率非常高，請留意自身出缺席情形。事病假請於課前來信告知， 

病假應於學期結束前附上醫師診斷證明。  

 

引用格式範例  

*期刊 

魏捷茲 

1994 澎湖的田野實習課程與臺灣的人類學研究。中國民族學通訊 32:1–13。 

Chun, Allen 

2005 Writing Theory: Steps toward an Ecology of Practice. Anthropological Theory 5(4):515–541.  

*書籍 

戴炎輝 



1979 清代臺灣之鄉治。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Mauss, Marcel, and Henri Beucht 

1979 Seasonal Variations of the Eskimo: A Study in Social Mor- phology. London;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書籍/論文集中的單篇文章 

莊英章、武雅士 

1994 臺灣北部閩、客婦女地位與生育率:一個理論假設的建構。刊於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 

論文集(一)，莊英章、潘英海編，頁 97–112。臺北:中 央 研 究 院 民 族 學 研 究 所。 

Schneider, Jane, and Annette B. Weiner 

1989 Introduction. In Cloth and Human Experience. Jane Schneider and Annte B. Weiner, eds. Pp. 1–29.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論文 

簡美玲 

2002 貴州東部高地苗人的情感與婚姻。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Yang, Shu-yuan 

2001 Coping with Marginality: The Bunun in Contemporary Taiwan.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London.  

*網路資源 

林豪 

1961[1893] 澎湖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網 路 資 源， http://www.sinica.edu.tw/ftms- 

bin/ftmsw3?ukey=189906974& path=/20，2004 年 5 月 31 日。 

Roy, Oliver 

2001 Neo-Fundamentalism.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fter September 11.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www.ssr.org/roy.html. Accessed December 2,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