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東華大學教學計畫表 

                                                 九十八學年度第二學期 
科目名稱：民俗學                       授課教師 ：劉惠萍 
開課系級：民間文學研究所碩士班         Office 電話：03-8227106 ext1876 
開課時數：3 小時（週三下午 4:10~7:00）   Office hours：週三下午 2:00~4:00 
開課地點：勵志樓 403 教室               E-mail：apple@mail.ndhu.edu.tw
 
壹、課程目標 

本課程在於培養研究生具備對民俗學（Folklore）發展之歷史背景及其演變

脈絡、理論架構與研究方法等議題之理解與認識。並對於準備以民俗學範疇為論

文研究方向的同學，提供進行研究的相關理論、議題與實作之相互辨證的學習機

會。 

 

貳、上課方式 
 

課堂講授、相關議題討論、研究報告分析及寫作。 

 

參、教學評量 
一、課堂參與 20% 

二、口頭分組告報 30% 

三、期末書面報告 50% 

 
肆、教學內容及進度 

單元一 民俗的定義與特質 
單元二 世界各國民俗學的發展概況 
單元三 當代民俗學的主要理論與方法 
單元四 民俗研究的方法（1）民俗資源的調查與記錄 
單元五 民俗研究的方法（2）民俗材料的類型與分析 
單元六 民俗與民間文學研究（1）神話與民俗 
單元七 民俗與民間文學研究（2）傳說與民俗 
單元八  民俗與民間文學研究（3）民間故事與民俗 
單元九  民俗與民間文學研究（4）俗語謠諺與民俗 
單元十  地域研究與民俗 
單元十一  比較民俗研究 
單元十二  民俗研究的現況與展望 
 

 

伍、參考書目 
1. 周星主編，《民俗學的歷史、理論與方法》（上）（下），北京：商務印

書館，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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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劉錫誠，《20 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12 

3. 林繼富、王  丹著，《解釋民俗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4. 陶立璠，《民俗學》，北京：學苑出版社，2003 

5. 鍾敬文主編，《民俗學概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 

6. ［日］和歌森太郎編集，《日本民俗學講座 5．民俗學の方法》，東京：

朝倉書店，1976 

7. ［日］關敬吾，《民俗學の方法》，京都：同朋舍，1981 

8. ［美］阿蘭．鄧迪斯編；陳建憲等譯，《世界民俗學》，上海：上海文

藝出版社，1990 

9. 江  帆，《民俗學田野作業研究》，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1995 

10. 弗雷澤（J.G.Frazer）著，汪培基譯，《金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台

北：桂冠圖書，1991 

11. 高曾偉主編，《中國民俗地理》，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6 

12. 胡樸安著，《中華全國風俗志》，文海出版社影本，1992 

13. 片岡巖著；陳金田譯，《台灣風俗誌》，台北：眾文圖書公司，1990 

14. 鈴木清一郎著；馮作民譯，《台灣舊慣習俗信仰》，台北，眾文圖書公

司，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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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教學進度表 

九十八學年度第二學期 

週次 日期 課程內容 備註
1 2/24 課程介紹  

2 3/3 民俗的定義與特質  

3 3/10 世界各國民俗學的發展概況  

4 3/17 當代民俗學的主要理論與方法  

5 3/24 民俗研究的方法（1）民俗資源的調查與記錄  

6 3/31 民俗研究的方法（2）民俗材料的類型與分析  

7 4/7 民俗與民間文學研究（1）神話與民俗  

8 4/14 民俗與民間文學研究（2）傳說與民俗  

9 4/21 民俗與民間文學研究（3）民間故事與民俗  

10 4/28 民俗與民間文學研究（4）俗語謠諺與民俗  

11 5/5 地域研究與民俗  

12 5/12 比較民俗的研究  

13 5/19 民俗研究的現況與展望  

14 5/26 期末分組報告  

15 6/2 期末分組報告  

16 6/9 期末分組報告  

17 6/16 端午節(放假一天)  

18 6/23 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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