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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歷史我家的歷史我家的歷史我家的歷史」：」：」：」：高一歷史作業紀要高一歷史作業紀要高一歷史作業紀要高一歷史作業紀要    

歷史科代理教師  陳榮聲 

一一一一 

在校慶的場合上，姜昌明老師知道我曾要學生寫「我家的歷史」的學期作業，囑我可以

以此為題寫點東西。知道這事情後，我有點驚慌恐懼。驚慌恐懼的是，當初出這作業並沒有

特別的動機，只是單純希望學生進入高中後，能開始學習寫報告，並無依此進行發表成果的

想法。不知姜老師從何得知此事，可能覺得這樣的作業還有點價值，才要我分享心得。我想

在武陵高中，比我適合分享規劃作業心得的老師比比皆是，但正所謂「愚者千慮，必有一得」，

這樣規劃作業的心得也許還有那麼點參考價值，便在此提出，以供大家參考。以下我將就此

作業的規劃動機、學生完成作業的過程、結果，及個人對此作業的心得與檢討進行說明。 

二二二二 

首先，先說明規畫本次作業的緣起。個人認為由於升學管道的多元化，現在學生必須比

過去更重視紙筆考試以外的學習方式。在人文學科，寫報告是很重要的學習方式，但我過去

在研究生時代擔任大學部課程助教的經驗，卻令人沮喪。有識見的報告固然有，有些報告則

沒有大學生應有的水準，有些甚至有抄襲嫌疑，必須跑圖書館檢證。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沒發

現抄襲固然累人，發現確實抄襲心裡更不好受。抄襲是學術研究上最嚴重的過錯，但事後發

現一些同學似乎不知道那樣是抄襲，因為在他學習的過程中，似乎沒人提醒或是即使提醒了

仍不了解引用他人資料、說法時要說明出處，或是從網路上擷取資料當成自己的東西是不對

的行為。因此，一直有如果可以要盡早、盡可能讓學生學習以較正確態度來寫報告的想法，

我想高中階段就應該進行這樣的訓練。 

我所擔任的課程是高一歷史，上學期教的是臺灣史。個人一直認為歷史應該是很生活化

的學科，過去一直影響著現在的我們。在現行臺灣的歷史教育中，最能體現歷史生活化的應

該是臺灣史，因為它就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我也發現有些同學對臺灣史好像有些誤

解，以為臺灣史只有四百年歷史，不似中國史、世界史之博大精深，沒有什麼值得特別談的。

先不論臺灣史是不是四百年歷史(這有漢族中心史觀的危險)，就算它真的「只有」四百年歷

史，它對現在的我們而言，還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是我們最能感知、理解的過去。我很想

讓學生知道歷史其實是很生活化，而臺灣史課程應該是不錯的發揮場合。 

再者，在現在知識爆炸的時代，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快速而深入地處理各種資訊，以解

決問題，是相當重要的能力，而這正是歷史學的看家本領。網路的出現，使任何人都可以在

相當短的時間內找到資料。在網路上找資料，對現在從小就接觸電腦的學生來說，可說輕而

易舉。但網路的便利性也有盲點，會讓人以為所有資料在網路”google”一下都找得到。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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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路找資料有其局限性，這也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解決問題可以用各種途徑設法解

決，許多資料得到圖書館找，且在網路上找資料也要有方法，不能只是”google”一下。我想藉

由作業來讓學生親身體驗運用各種途徑解決問題、網路的便利性與局限性、善用圖書館的重

要性。 

由於上述幾個動機，我想出一個既生活化，又可以與課程內容結合，也能初步訓練學生

寫報告、找資料的作業。想來想去還是「我家的歷史」的作業最適合。以下是本次作業規劃： 

請用 500至 1000字回答幾個問題： 

1. 我家現在的住址，其在日治時代(1920年)、清朝統治時代的地名(康熙、乾隆與同治

時期)？ 

2. 我們家是怎麼到台灣、現在的家的？ 

3. 我是怎麼回答上述問題？請說明來源與方法。(地方志、地圖、地名辭典、族譜、網

路、問長輩…) 

第二次段考結束後一週內以電腦打字一張 A4 交來，不需封面、不用彩色，要標明字

數。本作業占學期總成績 10%，逾時拒收、嚴禁抄襲。 

這作業有字數限制是由於以下三點理由：首先，我任教班級有八個，約 360餘人，若不限制

字數，批改作業將成為相當沉重的負擔。其次，以高一學生的程度，初步訓練學生寫作業的

目標，字數不宜太多。再者，希望能訓練學生能學習言而有物，能盡量用精鍊的文字寫作，

即使對大學生而言，這也不是容易的事。 

    第一個問題想喚起學生對家鄉的熱愛，也可以與台灣史課程結合。之所以選擇這四個時

間點，是我以武陵高中地址為準，預先做此作業時，認為是比較容易找到答案的時間點，也

可以與課本上的知識結合。日治時代在 1920年以前地方行政區劃相當混亂，1920年以後則

相當穩定；清朝兩百餘年的統治時間，則選擇分別為前中後期的康熙、乾隆與同治時代。由

於現代意義的地址要到日治時代才能比較確定，又考慮到學生找資料的能力，這問題沒有標

準答案。設定學生只要能善用課本、圖書館與網路資源，有初步的答案即可，清代能找到約

略為現在鄉鎮層級的堡，日治時代能找到約略為現在村里層級的大字即可。以武陵高中地址

為例，一開始設定的標準為： 

康熙：台灣府諸羅縣龜崙社(康熙五十六(1717)年《諸羅縣志》) 

乾隆：台灣府淡水廳虎茅庄(乾隆十二 (1747) 年《重修台灣府志》) 

同治：台灣府淡水廳桃澗堡桃仔園街(同治十年(1871)年《淡水廳志》) 

1920年：新竹州桃園郡桃園街中路(大正九(1920)年《台灣地名辭書》) 

第二個問題比第一個問題更加自由心證。「家」不一定要是現居地父系的家，老家、母系的家

皆可，學生只要能透過各種管道，努力回答問題即可。第三個問題則要檢證、確保學生是靠

自己的力量完成作業，並簡單地提示資料的可能方向。最後的要求則期待學生用嚴謹、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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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態度面對此作業。 

三三三三 

規劃此作業時，特別是第一個問題，一直擔心的是依高一學生的程度、能掌握的資源，

這作業對是否太過困難？在確認透過武陵高中、桃園各大學與鄉鎮市圖書館、網路可找到答

案後，從公布作業開始，在課堂上有機會就盡量提示作業的方向。清代地名縣的層級在課本

上就可找到，鄉鎮市的層級在網路上也可找到。課本的資源上，教到清代台灣的行政區劃，

康熙時是一府三縣體制、雍正到同治期間是一府四縣二廳、三廳體制時，都特別強調桃園屬

於哪個行政區域。網路的資源上則介紹中央研究院漢籍資料庫「台灣文獻叢刊」，清代台灣地

方志如《諸羅縣志》、《重修台灣府志》可在此資料庫上輕易找到，但前提是得知道桃園哪個

時代的地名要看哪本地方志，此時則要參考「台灣文獻叢刊」最前頭的「提要」。 

日治地名因為到村里層級，必須跑圖書館或想到其他解決方法。在圖書館方面，要善用

各鄉鎮市的地方志、地名辭書與地圖。這不是光靠單一圖書館就能完成的，如可以確定過去

與現地地名關係的重要資料《台灣堡圖》可就近在武陵高中圖書館找到，各鄉鎮市的地方志、

地名辭書則要到各鄉鎮市圖書館與中央、元智等大學圖書館。在其他解決方法上，其實有個

非常簡便的方法可以找到比要求更細緻的答案，可以找到「番地」的層級，也就是如果一直

住在桃園，可以直接向戶政事務所申請看日治時代的戶籍資料。我在課堂上只有暗示並未明

說，想試看看學生能不能想到此點。 

學生大概也意識到這作業並不容易完成，有些同學相當積極，在聽完老師提示後，就馬

上去找學校圖書館的《台灣堡圖》，也有同學能想到戶籍資料這個方向，更有同學能想到老師

也不知道的資源，網路上中壢市公所、內政部戶政司提供日治時代戶籍地址的檢索。還有同

學心思細膩，還列出上級單位，如台灣府之上還有分巡台廈兵備道、福建省，新竹州之上是

台灣總督府。一般的同學則按照老師的提示，跑圖書館、用網路檢索，利用圖書館的各鄉鎮

市志，雖然因為對歷史背景的了解還不夠深厚，答案難免有些瑕疵，但大致也找到資料。在

網路資源「台灣文獻叢刊」部分，有同學確實去找，但看到很多文言文就放棄了，這方面資

料運用的成效確實不好。不過也有少部分同學，明顯只使用網路資源，還有人到「奇摩知識

網」發問，能得到的問題自然有問題，或不夠深入。 

四四四四 

第二個問題主要向家人詢問，得到的答案就因人而異。有些同學家裡有祖譜、長輩，回

答起來就很詳盡；有些同學家人對自己家族歷史也不太了解，回答比較簡略。不過不管何種

答案，只要認真找家人詢問即可。 

在我們家怎麼到台灣來這問題上，依據同學的回答，我進行簡單的整理。在可判別的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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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94人(30%)是外省籍，216人(69%)是本省籍，4人(1%)是原住民。本省籍中，101人來

自福建省，72人來自廣東省，43人不明。要說明的是這是相當概略的分類，僅以父系為準，

也就是以父親、祖父與先祖的籍貫來判斷，事實上本省、外省、原住民通婚的情形很普遍，

幾乎找不到所謂「真正的」本省、外省籍。此外，本省籍、外省籍以 1949年為分界點，因此

1949年前從福建省來的被歸類為本省籍，1949年後則是外省籍。本省籍中只以福建、廣東等

省籍不用閩南、客家族群來區分，是由於光就學生答案的祖籍中，無法清楚辨別族群。因為

雖然來自福建省多屬閩南人，廣東省多屬客家人，但並非絕對。「省籍」的概念僅供參考。 

在我們家怎麼來到現在的家這個問題上，同學的答案令人驚艷。外省籍多為第三、四代，

祖先有參加抗美援朝或古寧頭戰役被俘的共軍、滿族國民黨軍官、青年軍、參加平津徐蚌會

戰的老兵，亦有從大陳島或是緬甸「異域」退下來的人、輾轉逃難的學生，當然也有 1949年

因為來台度蜜月就再也回不去的人。一言以蔽之，就是一部波瀾壯闊的中國現代史。本省籍

當然是清代時搭船渡海來台，也有同學母親說祖先游泳來台，同學自己也說這個答案似乎不

太合理。因為躲債、躲黑道、921地震或某天看了報紙的房子廣告而來到桃園。總之，就是

在桃園找到了可以安心落腳的地方。 

五五五五 

    這作業只是初步嘗試，還有可改進之處，如在「台灣文獻叢刊」資料庫的使用上，應該

提供學生更詳細、具體的資料，不要讓學生對原始史料感到害怕。不過大體上對學生的表現

感到滿意，有些學生已能體會找資料的甘苦，在用原本的方法一直找不到答案時，偶然間在

圖書館遇見有用資料時的喜悅；了解到網路不是萬能，許多資料還是得乖乖跑圖書館；重新

確立對家族、土地歷史的熱愛，為完成作業而回到老家，用不太流利的閩南語、客家話或其

他語言，向自己的「爺爺」、「阿公」、「阿婆」詢問「太爺爺」、「大祖」、「小祖」的事情，原

本寧靜的「阿公」、「阿婆」們，似乎被喚醒了某些東西，熱切地提供答案。有同學認為這作

業是阿公完成的，因為阿公記憶力超強，解決了同學的許多疑問。  

自己也從學生的答案中得到成長。同學們有母親是印尼、馬來西亞華僑、外曾曾祖母是

韓國人，祖母的爺爺是光緒時鹿港的進士，而且還出現在課本上(蔡德芳)，當我和其他同學

說時，同學們也覺得很有趣。當然也有整片山當初都是他們家的人，好幾位同學因為祖先是

養子，才姓現在的姓。我的感觸是所謂的歷史應該就是這樣一個個平凡而真實的故事構成的，

還有台灣的多元文化不能嘴巴說說，因為確實就是如此，我們應該以此為榮。 

經過這個作業，我對武陵高中的住址也有了些許修正，現在的答案應該是： 

康熙：大清國福建省福建分巡台灣廈門兵備道台灣府諸羅縣龜崙社 

乾隆：大清國福建省福建分巡台灣道台灣府淡水廳虎茅庄 

同治：大清國福建省分巡台灣兵備道台灣府淡水廳桃澗堡桃仔園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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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大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新竹州桃園郡桃園街桃園字中路(約 1343-1649番地) 

      現在：中華民國台灣桃園縣桃園市中聖里中山路 889號 

各位要不要試著找自己家在日治時代、清代的地址？或許會發生像《海角七號》那樣的故事

也說不一定。 

 

 

 

《淡水廳志》(1870)：武陵高中約

在加冬溪與官路交會處。 

《台灣堡圖》：武陵高中約在鐵

路、公路與茄苳溪間所夾之草地 

《康熙臺灣輿圖》(1692-1704)：武陵高

中約在左上方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