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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成果報告 

                                      日期：106年 1月 16日 

帶討論人：康才媛老師、尤家瑋助理 

核心能力：1.人文素養  2.獨立思考、批判及創新斷能力 

配合課程：華人歷史與文化 

討論人次： 72 

 

主題：華人歷史與文化 

—為什麼要學歷史 

 
 

1康才媛老師發表： 

 

各位同學: 

大家有無想過 

每個國家的人都要學歷史 

為什麼? 

學 校 名 稱 銘傳大學 

活 動 名 稱 教學助理 

所 屬 計 畫 名 稱 105卓越計劃 

活 動 日 期 105年 9月至 106年 1月 

活 動 時 間 不限 

活 動 地 點 網路 Moodle討論區 

活 動 聯 絡 人 康才媛 聯絡電話 0928-282-776 

活 動 內 容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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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提供你認為學歷史有何好處? 

以及應如何學習的方法與想法 

歡迎分享 

 

康老師 

 

2.朱曼寧同學回應： 

我覺得學歷史真的會讓想法脈絡更清晰，談論事情時也可以對比現今，講話也會變得比較

豐富，還有就是出去玩時，如果知道這個地方的歷史會覺得更有趣，覺得自己來到一個特

別有意義的地方! 以前國中時總覺得歷史很無聊，可是長越大，越覺得其實歷史跟我們的

生活息息相關，而且當知道某個城市的歷史時，就會更想去那城市一覽他的風貌耶！然

後，我覺得學歷史很好的一個方法是直接去參觀古蹟，但前提是不能走馬看花哈哈哈。 

 

3.康才媛老師回應： 

透過古蹟真得很棒 

很有臨場感 

有 Feel 

 

4.孫靖媛同學回應： 

因為歷史可以了解我們的最初起點，透過歷史可以發人省思，檢討自身，展望未來，是十

分重要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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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陳潼同學回應： 

唐太宗李世民曾經說過，“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史為鏡可知興衰“，歷史所賦予我們的

任務遠不止如此。世間萬物，遠至華夏文明上下五千年，近至你我身邊所經歷的人、事、

物，或多或少都擁有自己的歷史。而學習歷史不僅能讓我們對世界有更直觀的了解，當我

們能切身實意地體會到古今中外文人墨客的抱負與離騷，沈浸於此豈不快哉。歷史所擁有

的魅力不外乎如此。 

 

6.闕雁琳同學回應： 

了解歷史就是知道以前的人做過哪些事情，可以藉由他們的經驗避免不必要的錯誤，也當

作是警惕，這些故事都直接關係到祖先與我們的連接。我覺得唸歷史最好是花一段時間把

一個朝代所發生的歷史記下來，才不會亂掉。 

 

7.康才媛老師回應： 

真開心 

大家對歷史都有很棒的想法 

最重要的是歷史不是背的知識 

要用在自己身上 

 

8.楊婉柔同學回應： 

我覺得學歷史可以幫助我們更了解一個國家的起源、發展，而且也可以從前人的錯誤中學

習到失敗的原因是甚麼，避免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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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透過看跟歷史有關的展覽來學習。 

 

9.魏國軒同學回應： 

歷史可以讓人們探討之前的作為，並加以學習 檢討 並改進 

 

10.尤家瑋助理回應： 

在國高中的時候我很喜歡歷史，一方面是因為讀歷史像讀故事一樣，另一方面是因為我遇

到的歷史老師都很幽默，讓我更喜歡歷史。後來在大學就選擇歷史系，讀了歷史系後發現

和國高中讀的有些不一樣，大學之後所學到的歷史並不是絕對的是非對錯，沒有所謂的正

確答案，比方說國高中的歷史說唐太宗是一代明君（不太講玄武門之變），但到了大學開

始討論玄武門之變，顛覆長久以來的認知，對於人事物或多或少有了新的見解，看事情也

比較容易從不同的角度切入，雖然歷史系是文科，在現今社會算是相對弱勢（所以也需要

多充實其他技能），但是歷史真的能給人一種具體待人處世的新見解！ 

 

11.高于心同學回應： 

可以透過歷史了解我們國家的文化、禮節，也可以學習前人的優點，而不好的過去可以成

為我們的借鏡。 

 

 

12.夏清如同學回應： 

唐太宗曾言：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 

我認為,歷史可以使我們我們從過去汲取經驗與力量，增強當今的競爭力。 

 



5 

 

13.許家誠同學回應： 

歷史是現在不斷產生的，是由現在的事物不斷累積，每下一秒都產生新的歷史。所以，學

歷史能讓我們了解事物發展的規律和從歷史中犯下的錯誤吸取經驗。歷史裡每一件事情的

發生的起因和結束都存在着因果關係，從學習歷史中能明辨事物和起到借鑒的效果。 

 

14.葉依依同學回應：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就喜欢历史这门学科，它让我知道许多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的事件，

还有许多著名人物作出的贡献，在许多迷茫的阶段，带领人名走出困境，所以我想在深刻

认识华人的历史 

 

15.楊心蝶同學回應： 

中國的俗語說「兒不嫌娘醜」，不管過去的歷史是如何不堪都應該珍惜它，它是「己身所

從出」的地方，是祖先走過的根跡，飲水要思源，不可忘本。 

我認為孔子說「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並不只對人，也道出歷史不可隱藏也不可

抹殺。 

 

16.劉庭同學回應： 

我覺得學歷史可以讓我們更加了解祖先們之前過的生活，了解我們現在生活的這片土地曾

經有過的風貌。 

發現課程有古蹟參訪覺得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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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劉承諺同學回應： 

學習歷史可以知道自己從哪來，也可以從歷史中學習甚麼事是好的能做的。 

 

18.林家慧同學回應： 

我覺得不論是哪一國的人民，都應該適時認識並了解自己國家的歷史！學習歷史不僅僅是

讀書，而是關係到自己已過世的祖先家人們，它可以像是一本活故事，我們可以從中了解

歷史如何演變，並從中學習錯誤加以警惕自己，更可以充實內涵，如果覺得書無聊，讀歷

史最好的方式莫過於親身體驗，走出書本，親自去看看遺留下來的古蹟，或許更能體會吧！ 

 

19.薛紀恆同學回應： 

歷史就像是一本古老的日記 

可以讓我們從中學習並借鏡，對我而言歷史是一門很有趣的學問 

他是最真實反映當時社會的故事書，彷彿可以置身其中 

最近知道了漢宣帝的生平，佩服他忍辱負重的決心以及對髮妻許平君的深情 

 

20.金溢愷同學回應：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學習歷史在學習中、生活中和工作中為我們提供參考。一個忘記歷

史的民族是會消亡的，而一個歪曲歷史的民族是不可能有前途的。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的

延續，很大程度上在於一脈相承的文化，注重中華文化並不意味著保守，學習歷史就是為

了與時俱進。 

 

  未來不過是歷史的重演，只不過換了一批又一批的演員。記得中國中央電視臺的一部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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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片《公司的力量》裏有這麼一句話：“你能看見多遠的過去，就能看見多遠的未來。——

by Winston Churchill.”學習歷史就是為了給我們的未來有所預測，讓悲劇不在重演。 

 

  著名作家龍應臺在她的《我們為什麼要學習文史哲》中的“史”部分中說“對於任何東

西、現象、目題、人、事件、如果不認識它的過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現在到底代表什麼意

義？不理解它的現在，又何從判斷它的未來？不認識過去，不理解現在，不能判斷未來，

你又有什麼資格來做我們的‘國家領導人’？” 

 

  所以我認為學習歷史就是未來讓我們在未來中過得更好。 

 

21.程義凱同學回應： 

學歷史可以知道朝代的興衰，可以知道人的演變，可以知道每個朝代的文化，也可以避免

自己與前人發生同樣的錯誤，用來反省世人 

 

22.許新妮同學回應： 

每個國家學習自己國家的歷史才能更了解自己國家所發生過的所有事情 

我覺得學習一個國家的歷史可以認識他們的文化和更了解一個國家的知識是很棒的 

可以去圖書館翻閱關於國家的書籍，也可以親身去博物館歷史館參觀加以了解 

會發現很多不一樣的知識和我們從未了解到的地方，也會發現其實很多歷史是很有趣的 

 

23.邱凌偉同學回應： 

 

過去和未來同樣重要。歷史是為了知識積累。歷史不一定是鏡子，未必能告訴我們當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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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出路，但是歷史卻告訴我們，我們為什麼會變成今天這樣，我們未來還有可能變成

什麼樣子。 

 

24.黃煖婷同學回應： 

歷史就像是一面借鏡一樣，使人們探索、檢討、改進，讓人們從中得到領悟，當然有些歷

史不是一昧的就是正確無誤或者是值得讓人省思的，但歷史卻有很多種意義讓後代可以進

一步地去學習 

 

25.陳譽仁同學回應： 

 

我認為學習歷史能讓自己的視野及思想更加開闊及富有包容力，也能透過朝代的演變了解

這個國家過去的運作，有些甚至是值得借鏡的，學歷史後不僅能讓自己更加認識這塊土地

的真善美，也能讓自己的學識更加淵博！ 

 

26.簡慧瑄發同學回應： 

我們可以藉由學習歷史，了解我們的起源與發展過程，並吸取過去失敗經驗、日趨進步。 

 

27.周子筠同學回應： 

透過歷史,我們可以了解自己國家文化的起源,且能夠讓我們不再重蹈覆轍,犯一樣的錯 

 

28.李承諺同學回應： 

歷史可以讓我們知道以前發生的事,讓我們引以為戒,不要再犯一樣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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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邱雅煖同學回應： 

透過歷史可以學習古人各方面的經驗，同時記取古人屍敗的教訓並且從中反思 

 

30.孫鍾萍同學回應： 

我覺得當我們學習歷史對自己的文化更加了解，在看現在社會上的很多時事或是參觀古蹟

景點，可以看得更深更廣，也能更了解整個事件的全貌與來龍去脈，學習歷史讓我們欽佩

前人的智慧，也能看到在世代的更替下我們的文化如何改革與提升。 

 

31.黃裕勝同學回應： 

学历史是对过去进行反思，如果没有历史，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过去在哪，现在在哪里，就

无法描述我们未来该往哪个方向走才是对，我们学历史，避免人类祖先走过的弯路。同时

对未来有可能发生类似事件做好准备，俗话说‘以史为鉴’。我们了解了文化的根源，了

解文明的传播，对于预测人类未来文化的样子，有一定的的指导作用。我们每个人都生活

在历史当中，我们的今天对于明天就是“历史”。 

 

32.林郁庭同學回應： 

在歷史裡有許多的情境與現代是相通的，而理解歷史人物的思想，也有助於我們更瞭解人

性，歷史人物的成功經驗，可以讓我們隨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思考，讓我們看得更高更遠，

而不拘泥於本身的狹窄經驗裡。 

 

33.劉育澧同學回應： 

綜觀人類歷史,發現結局不斷重覆及循環,為什麼要學歷史,因為可以知道過去及檢討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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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重蹈前人的過錯 

 

34.王博弘同學回應： 

學習歷史讓我們盡可能不在重蹈覆轍，即使我們真的重蹈覆轍了，也希望能加速走出低

潮，這才是我想的學歷的原因! 

 

35.陳智帆同學回應： 

從小我就喜歡歷史，因為可以從歷史學習這個世界的過往 

而為甚麼要學歷史呢，學歷史可以讓我們成為一個完整的全人 

當別人問你中華的歷史是什麼，如果你有學或是略知一二，你就可以告訴他們你的家鄉你

的國家的文化 

歷史也是我們人類重要的遺產，我認為歷史是我們人類能活下來的原因， 

我們現在所有東西都是前人堆疊出來的想法，因此我們才要學歷史，去了解前人所想的所

經歷的， 

了解歷史我們才能更進步。 

 

36.康才媛老師回應： 

真開心大家對學歷史的重要都有正向的概念 

如果老師沒把歷史教好 

你也要好好體會 

不是歷史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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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老師教學的問題 

希望大家一輩子與歷史為友 

你會更有智慧更自在 

歷史如同好的貼身家教 

 

 

37.趙翔宇同學回應： 

学史明鉴人心 

 

38.陳湘羚同學回應： 

歷史是每一個民族的根本，是一個歷程，歷史紀錄了這幾百年來人類發生的所有事情，有

不好的史事能夠作為前車之鑑，也有許多好的事情被記錄下來更值得我們去學習，且我們

生活中所有事物都和歷史息息相關，無論是科技、音樂、語言、文化、藝術，全都可以由

它們本身的歷史來去做研究，因此當我們要去深究某一科目時，歷史扮演了很重要角色，

讓我們能了解每件事物的來龍去脈，也能推測接下來的事。 

其實我的歷史不太好，在我小的時候非常討厭歷史，也非常不明白為什麼要學習歷史，但

越長越大才明白，原來所有事情都有它的經歷，當我對某些事情特別感興趣時，我就會去

查資料，就能從歷史發現每件事情都是息息相關的，也能從歷史故事中發現造就現今某些

事物的徵兆。就連小小一樣東西，例如燈泡好了，都能往回去看它的歷史，以及那段時期

所發生的事，而造就如此偉大的發明。 

 

一直到現在歷史對我來說還是很複雜很深的一門學問，但我沒有再那麼討厭它，我還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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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看一些歷史故事或是典故，還有我記得以前有個歷史老師告訴我，其實學習歷史也算

是訓練自己的統整能力以及邏輯，也能讓自己的學識能更加豐富。 

 

39.王俊仁同學回應： 

藉由前人所留下的資料，了解自己本身的文化，認識現在所悉以為常的習俗或節日還有為

什麼世界會變成現在這樣，這些都是可以從歷史中一探究之。 

 

對於學習歷史，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了解同一時期的國家有哪些，因為他們互相影響，還有

禮上上各種重大戰爭，這也是影響之後歷史的因素，所以從年代下手，最讓歷史學的更輕

鬆，當然你也要有顆喜愛歷史的態度。  

 

40.王宥蓉同學回應： 

才可以更認識自己的國家 

 

41.鄭郁璇同學回應： 

學習歷史是可以讓後代的人去了解以前的事情 

不但可以學習以前的好，也可以藉此改變以前不好的惡習 

我認為學習歷史最好的方法就是將歷史融入生活 

 

42.吳欣伃同學回應： 

我覺得學歷史就是學前人的經驗 

可以了解前人的失敗和學習前人的成功，並自我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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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蘇俊傑同學回應： 

我覺得歷史是每一個民族的根本，它是一個歷程，記錄這個民族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上所發

生的事，每一個民族都很注重它的歷史，歷史可以讓我們了解每一代留存下來的哲學思維

與文化的發展，讓我們知道人類的文明是如何發展下來的。 

 

44.莊心瑜同學回應： 

學習歷史可以了解國家的發展過程，也可以學習效法各個先人的豐功偉業及典範，也可以

從過去錯誤的事蹟中記取教訓，更可以藉由了解國家的歷史，從中得到共鳴，發展出對國

家的歸屬感及認同感。我覺得多參觀些歷史古蹟，博物館是一件不錯的事，比起讀死板板

的教科書來說。 

 

45.劉育澧同學回應： 

了解一個國家的文化必須從他們的歷史帶起，了解歷史後省思他們的文明，在從文明帶回

與當地現代人的相處模式更能將心比心並瞭解各文化的地雷與驕傲，這也是我們希望外國

人對我們所能交流的。 

 

46.馬靖翔同學回應： 

我覺得學習歷史是一種對生命的尊敬 對自己所生長地方文化的肯定 再加上對於前人所

做出貢獻的感恩之心 並且學習以前的各種智慧並發展延續下去 假如今天對於台灣和中

國的歷史與文化一竅不通的話  那我覺得他沒資格說自己是台灣人 

 

47.陳景雯同學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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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的是人跟時間的關係。透過了解過去的歷史，知道自己現在在時間軸上的定位，

我們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才能從這個定位再走向未來。 

歷史其實就是一段過去的故事, 但因為學習的需要, 常常變成一個 死板的知識, 有些人學

得很痛苦,有些人學得很快樂.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人們效仿著過去的

經驗, 套用著現代著思維, 發明著未來的科技, 才能造就我們現在更不同的文化, 而再過

個 100 年後, 又成為了一段歷史 

 

48.袁嘉浚同學回應： 

歷史源遠流長，具有一體兩面。 

 

歷史有助於人類了解自己是什麼，令自己知道來自何方。 

歷史讓自己更加理解自己祖先建立了什麼文化，犯了什麼過錯，古語有云: "前車可鑑" 就

是為了吸收先人之教訓，引以為鑑。 

歷史具有前者之內容外，也使我們知道那些文化、建築要保留、保護及發展。 

我認為學習歷史之方法除了到那個地方考察風土人情、建築外，就是用由古之今之方法:

聽故事。 

在聽說書人描述之時、加以個人之想像力，有如親歷其境。在腦中以畫像方式呈現眼前，

可使人易於吸收。 

 

49.吳思瑩同學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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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曾說：「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 

歷史是每一個民族的根本、歷程，記錄這個民族的從以前到現在發生的事情，每一個民族

都很注重它的歷史，如果沒有史，編也編一個出來以向後人交待祖先是怎麼來的。歷史也

可當作我門後人的借鏡，用理史的教訓讓日後更進步！ 

 

50.王怡茹同學回應： 

歷史可以讓我們了解以前的人的生活方式、習俗、規範、宗教等，也可以此為借鏡，透過

歷史這面鏡子可以使人省思，檢討自己的過錯，所以我認為歷史是很重要的。 

 

51.姚淑琳同學回應： 

因為可以讓我們了解到古人的偉績，也可以從中學習古人的刻苦耐勞的態度。還有讓我們

知道文化的根源，文明的傳播，對於預測人類未來文化的樣子，有很重要的指導作用。 

 

52.趙汝霖同學回應： 

因為歷史是先人發生後所遺留下來的 

有著許多的智慧和經驗 

能從經驗中改變 

將錯誤修正，好的繼續保持 

此我認為學習歷史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 

 

53.王宥蓉同學回應： 

讓我們明白以前的文明，並曉得他們如何成功的，或許失敗了但如何重新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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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黃心平同學回應： 

我覺得大家都應該要學歷史，因為那是可以真正了解各個國家的途徑。每個地區、文化、

風俗等，都是由於不同的歷史背景，才造就了今天。 

55.陳厚學同學回應： 

歷史紀錄了人類的演進,文化的形成和智慧的傳遞 

我們學習歷史可以學習到 

過往的經驗以及未來可能的發展 

 

56.王家慶同學回應： 

我認為學歷史需要分成兩個部份去討論，第一為該國的統治者為了方便洗腦人民以及將統

治者神話，可能會將歷史串改或隱藏一些東西不讓該國人民之到例如中國內部會封鎖 64

天安門事件的消息不讓國人知道內幕，我猜是擔心有一就有二個地方就會開始出現反對的

聲音。另一部分則是對於一般人來講學歷史不僅是有趣的事情，可以知道古人都在幹嘛還

有一些文化，也可以去思考前人的事情是對還是錯，讓自己引以為戒。 

 

57.彭詩倫同學回應： 

我認為學歷史可以學習到古人的智慧，從一片荒野到現在如此繁華，因為古人智慧的累

積，才得以創造出現在的社會。以前國高中學歷史，是將課本當作故事書來讀，讀著讀著

就背起來了，現在讀歷史則是到處參觀博物館和古蹟，我曾經到中國大陸參觀過許多古蹟

和歷史博物館，覺得十分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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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葉鑏慧同學回應： 

學習歷史才能讓我們知道我們的祖祖輩輩、偉人對國家做出的一些貢獻，也能讓大家以他

們為榜樣。此外，學習歷史可以讓我們知道國家的發展過程，讓我們知道國家經歷了哪些

戰爭、統治等。 

 

58.劉書瑜同學回應： 

歷史可以更讓我們釐清許多過去的事實，也能從中學習無論是好是壞，有著前人留下的足

跡，才能讓後人更充分了解一件事的背後脈絡，透過歷史的記載，才能將一次次所面臨的

難題，透過歷史漸加以改善，做得更好也能更懂事物背後的內涵。 

 

59.吳姿穎同學回應： 

學習歷史可以從中將古人的錯誤借鏡，讓我們不再重蹈覆轍。 

但我個人不喜歡課本上死背的知識，我喜歡去有歷史故事背景的地方看看，親身體驗，想

著以前發生過的事，讓自己身歷其境。 

 

60.李珮瑩同學回應： 

我覺得從歷史中可以更認識自己的國家，了解國家的發展，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加深每個

人對國家的認同感。 

我常常會在讀歷史時，因為許多令人訝異的事實而感到驚訝，覺得讀歷史就像在看小說一

樣。 

 

61.張瀞文同學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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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看歷史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可以知道從前的人做了什麼 

好的可以跟他學習他的態度 

壞的可以警惕自己不要犯跟他一樣的錯 

而從古蹟可以看出來古人的偉大 

在一個不方便的地方他們會想盡辦法改善大家的環境 

可以從中看出以前的人的智慧 

 

62.趙汝霖同學回應： 

就如同老師給我們看的那個影片一樣 

我們能從歷史中學習教訓 

 並且啟發智慧 

 讓我們能做自己的主人 

 開拓更美好的未來 

 

63.鄭又慈同學回應： 

了解歷史可以了解過去發生的事情,從過去的經驗中學習,錯得如何改進避免重蹈覆轍,對的

如何留存甚至做得好,每件事情發生都有起始,了解過去,才能更知悉未來該如何 

 

64.尤家瑋助理回應： 

高中的時候很喜歡歷史,一方面是因為遇到的歷史老師都很幽默,有時候聽這些歷史老師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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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時,往往都可以獲得不同的解釋和觀點,再來就是歷史就像故事一樣,因為主角是人,所

以比起一般的學科更親切,更貼近生活,雖然我們不是歷史紀錄的君王將相,但我們面臨的生

活總有相似之處,歷史為我們保留這些前人的智慧,讓我們在面對類似的問題時有不一樣的

參考,即便歷史不是顯學,但他卻能給予生活不同智慧～ 

 

65.賴欣彥同學回應： 

我覺得每個人都要學歷史，透過歷史能知道現今很多事情的來攏去脈，更能從中記取古代

人的經驗與教訓，而我覺得學習歷史就要從背景與事情開始，不能只是死記，一方面容易

忘記，更很難記起來。 

 

66.許家郡同學回應： 

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而且可以當作借鏡，就是所謂的前車之鑑，要是我們可以從歷史告

訴我們的一些事情，便可以不再犯，平常可能體會不到但有時就是會在意想不到的時候就

用到了歷史的訊息。 

 

67.阮茹暄同學回應： 

透過歷史，我們能看見前人的智慧與過失，知往鑒來，見賢思齊、見不賢內自省。歷史讓

人們能知道社會演變的方向是好或壞，在科技、思想、社會等等方面，人們是在進步還是

退步。雖然我並不喜歡讀歷史(因為要背很多東西)，但我喜歡理解以前的思想、科技、人

文等等，並與現代做比較。 

 

68古哲宇同學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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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不只是前人的智慧，更是古人的教訓。在現代商場上，比的不只是財力、人脈，還有

心機、手段，而許多商人在交易時，將戰爭的經驗轉變為商場上手段，從中得到最大利益。

在領導者面前，歷史是他的借鏡，讓他不要步入前人的後塵；進而學習如何帶領一個團隊，

邁向成功。歷史的意義在於自己如何看待它、運用它，只有自己領解為何學歷史，才能使

歷史發揮它的作用。 

 

69.張育誠同學回應： 

我認為歷史對於一個國家有極大的影響,可以透過歷史了解一個國家的過去與了解先人的

智慧 

 

70.莊宛玲同學回應： 

學歷史不僅只是了解自己生長國家，也可以讓人在談吐之間有學問，訓練自己思路清晰，

同時把台灣歷史、世界歷史串在一起，可以發現其實都是息息相關的，也要活用，而不是

單純死讀書硬背!! 

 

71.李亞澐同學回應： 

我認為學習歷史是為了記取前人的教訓，也看看古人的智慧，而學習歷史我覺得最好的辦

法是參觀博物館，將所看見的文字敘述都變成圖像記載頭腦裡，更加有記憶點。 

 

72.江奕庭同學回應： 

歷史可以泛指所有事物的演變過程，可以是一個社會與文明的演變，也可以是個人 的經

歷。我們會學習歷史不僅是因為教育制度的規範，更是想要透過學習歷史瞭解到在眼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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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事物或是每一個地區、國家背後的故事，記得我去內蒙古時對內蒙的歷史特色一無所

知， 但是經過當地景點導覽，我知道藏傳佛教的故事還有內蒙人對成吉思汗的崇拜，我

覺得從觀光 去學習歷史比讀厚厚的歷史課本還來的有趣且印象更深刻，雖然不一定會有

所借鏡或是有所領 悟，但是只有當你知道了歷史，才會瞭解到「世界真奇妙」這句話的

意思。  

 

73.黃梓敬同學回應： 

藉由學習歷史了解來龍去脈並將其置身於內，思考這歷史對你有何幫助，歷史中好的部分

做為學習， 

不好的部分做為借鏡，避免犯相同的過錯，並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活   動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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