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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化研究所 

ㄧ、本所歷史與發展特色 

（一）現況敘述 
本所於 2002年 8月 1日成立，係國內教育大學系統中第一所台灣文學研究所。草創

初期，以培養台灣文學研究與教育人才為宗旨；2006年 8月 1日，增設台灣文化教學碩

士學位班(夜間)，以推動本土文化教育，提升國教師資素質；2007年 8月 1日，為促進

台灣文史均衡發展，擴展台灣學，更名為台灣文化研究所，下設文學組及史地組，並延

攬師資，強化研究、教學陣容，備受矚目。 

2009年 8月 1日，原史地組更名為史學組，朝向提升台灣文學與史學研究、教學、

推廣的重點發展，並努力結合師資專長、學生學習興趣與社會實踐三者，期望建立兼具

文史學養與社會實踐的學風。2015年 8月 1日，為擴大培養傳承與創新台灣文化的人才，

將台灣文化教學碩士學位班(夜間)更名為台灣文化碩士在職專班。 

面對本校整體發展著重於延續師資培育之優勢、發揮藝文設計特色、擴大教育的內

涵、發展數理科技創新教育能量和特色及擴充進修推廣教育功能，本所依據學校校務發

展目標，按系統性、整體性及全面性的原則研訂本所教育目標。以台灣文化為主，兼及

台灣文學與語言範疇，整合學校現有軟、硬體資源開設一般及專業課程，期以循序漸進

地提升學生學術研究的專業知能。 

本所教育目標與學校整體發展計畫緊密結合，落實本所設立宗旨的同時，學校整體

發展目標亦能獲的充分體現。且藉由本所課程的規劃與實施，除可提供教師進修管道，

拓展學術研究領域，為文化產業培育專業人才之外。 

（二）特色 

本所自 2007年 8月更名為台灣文化研究所後，調整宗旨及發展目標，改以發展台灣

文化、文學、歷史為主，使發展重點更為聚焦。並結合師資的長處與學生的學習興趣，

厚植台灣文史研究的基礎。另一方面，台灣文史在中小學的課程中日趨重要，對於鄉土

的文史認知是教育的重點，也是本所的理念。本所為台灣文史教育之推廣，將台灣文化

與中小學教育做結合，以利教師在教學上的認知。 

本所每學期舉辦「文史臺灣學術講座」，邀請台灣文化各領域具有卓越表現之傑出人

士發表演講，與社會各界進行對話交流，提振台灣文化，表現台灣多元、包容、開闊的

文化圖像，推出之後，場場爆滿，講師與聽眾互動熱絡。 

2013年到 2016年與國家人權館接續合作舉辦「白色年代的盜火者」、「打破暗瞑見

天光」系列講座，開啟民眾對於白色恐怖年代的認知。 

另有感於國內相關台灣研究之學報，文學與史學兩分，各成領域，較乏交流切磋，

因此以本所教師學術專長為基礎，2009年創辦《文史台灣學報》，至今以累積十二期，

廣徵海內外台灣文學、史學研究論文，促進台灣文史研究之交流、匯通與融貫。 

 

 

 

 



304 
 

二、教育目標 

（一） 培養台灣文學與史學研究人才，提昇學術研究水準。 

（二） 培養兼具台灣文史教學能力之人才，強化中小學教學師資。 

（三） 培養台灣文史學養，儲備文教政策、產業與管理之專業人才。 

（四） 培養台灣文史導覽及文創人才，提升台灣觀光文化素養。 

三、核心能力 

（一） 具備文學創作、歷史書寫之能力。 

（二） 具備台灣文學、史學基本學識與研究能力。 

（三） 具備台灣文史與文化教學之能力。 

（四） 具備從事田野調查、口述訪談技巧與運用之能力。 

（五） 具備台灣文史、文化本土關懷與國際觀之視野。 

（六） 具備台灣文史及文創實作能力。 

四、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關聯表 

 

 

 

 

教育目標/核
心能力 

具備文學創
作、歷史書
寫之能力 

具備台灣文
學、史學基
本學識與研
究能力 

具備台灣
文史與文
化教學之
能力 

具備從事
田野調
查、口述訪
談技巧與
運用之能
力 

具備台灣
文史、文化
本土關懷
與國際觀
之視野 

具備台灣
文史及文
創實作能
力 

培養台灣文學
與史學研究人
才，提昇學術
研究水準(教
育目標 01) 

★ ★  ★ ★ ★ 

培養兼具台灣
文史教學能力
之人才，強化
中小學教學師
資(教育目標
02) 

★ ★ ★ ★ ★  

培養台灣文史
學養，儲備文
教政策、產業
與管理之專業
人才(教育目
標 03) 

★ ★  ★ ★ ★ 

培養台灣文史
導覽及文創人
才，提升台灣
觀光文化素養
(教育目標 0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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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職涯及升學地圖 
（一） 升學管道 

 

 
 

 

 

 

 

 

 

（二） 文史導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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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間團體及基金會的規劃與經營人才  

 
（四） 中、小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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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文史出版社從業人員  

 

六、課程結構與修課要求 

（一） 台灣文化研究所日間部 

1. 修業期限為 1 至 4 年。有特殊理由得申請休學，但休學總共不得超過 2 學年。休學

期滿不復學者，取消研究生資格。 
2. 文學組必修課為 6 學分、選修課為 22 學分（含史學組 1 門），合計共 28 學分（經本

所同意，4 學分開放所際、校際選課）；史學組必修課 6 學分、選修課 22 學分（含文

學組 1 門），合計 28 學分（其中「史料與研究方法」、「口述歷史理論與實務」、「臺

灣早期海洋史研究」、「清代台灣史專題研究」、「日治時期臺灣史研究」、「戰後臺灣

史專題」6 門必選 1 門；經本所同意，4 學分開放所際、校際選課）。 

七、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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