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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計劃表   Syllabus
課程名稱(中文)

Course Name in Chinese

課程名稱(英文)
Course Name in English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修別
Typ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學年/學期
Academic Year/Semester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學分數/時間
Credit(s)/Hour(s)

開課單位
Course-Offering

Department

系級
Department

& Year

中美關係史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HIST25700 歷史學系

112/2

學三

3.0/3.0學程 Program

/劉芳瑜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從美國獨立後前往東方尋求貿易關係談起，依時間推展講述美國與清廷、北洋政府、國民政府，至1979年與中
華民國斷交前後有關中美外交關係的變化與發展。每週上課老師依照各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重點，透過閱讀指定資料
和上課講解，讓學生了解兩國之間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方面的互動情形，並帶入世界局勢作一整體的考察。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近代中國與世界各國的交往之中，與美國的關係被稱為「一種特殊關係」(a specialrelationship)。本課程及在追
溯「特殊關係」如何形成及其後之展開，並檢討「特殊關係」之名是否恰當。

系專業能力

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系專業能
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Dept.’s
Education
Objectives

A 具備歷史學的基礎知識。（基礎力）Developing the Basic Knowledge in Historiography ●

B
具備語文與溝通的能力。（語言力）Developing the Capability of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

C
具備經典作品分析的能力。（分析力）Developing the Capability of Analyzing Classical
Works

D
具備問題辨識與知識探究的能力。（洞察力）Developing the Capability of Identifying
Questions and Academic Investigation

○

E
具備啟迪創作的能力。（創造力）Developing the Capability of Creative Thinking and
Academic Writing

F
具備科技數位化及資料搜尋的能力。（數位力）Developing the Capability of Locating and
Using Digital Database and Materials

G
具備全球視野化觀點與接軌國際的能力。（國際力）Developing the Capability of Thinking
with Global Perspectives and Integrating into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

圖示說明Illustration ：● 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授 課 進 度 表 Teaching Schedule & Content

週次Week 內容 Subject/Topics 備註Remarks

1
第一週（2月21日）：課程介紹
簡介課程內容、要求、評分標準及相關的資料來源等。

2 第二週（2月28日）：228和平紀念日放假



＊本週請繳交分組名單。3

第三週（3月6日）：中美關係之肇始
1. 梁碧瑩，〈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首航廣州的歷史背景及其影
響〉，《學術研究》1985年第2期（1985），頁75-79。
2. 楊玉聖，《中國人的美國觀－一個歷史的考察》（上海：復旦大學
出版社，1996），頁7-28。

4
第四週（3月13日）：清末條約體系下的中美關係
1. 熊志勇，〈從《望廈條約》的簽訂看中美外交上的一次交鋒〉，
《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1989年10月），頁1-12。

5
第五週（3月20日）：蒲安臣與中美外交、美國人在華的傳教事業
1. 應俊豪，〈試論1860年代的中外關係－以蒲安臣使節團為例〉，
《政大史粹》第1期（1999年6月），頁103-124。

6

第六週（3月27日）：華人在美國
1. 陳靜瑜，〈美國人眼中的華人形象〉，《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48
期 （2012年12月），頁371-401。
2. Xu, Guoqi, Chinese and Americans : a shared hist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74-
104. 中譯本：徐國琦，《中國人與美國人：從同舟共濟到競爭對決，一段被
忽視的共有歷史》（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18），頁119-155。

7

第七週（4月3日）：20世紀初期美國外交政策與中國政局（一）
1. 葛列格里·摩爾（Gregory A. Moore）著、趙嘉玉譯，《1901-1909
年的門戶開放政策：西奧多‧羅斯福與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21），第1、2章。
2. 吳翎君，《美國人未竟的中國夢：企業、技術與關係網》（新北：
聯經出版事業，2020），第5章。

8

第八週（4月10日）：20世紀初期美國的對外政策與中國政局（二）
1. 崔志海，〈美國政府與清朝的覆滅〉，《史林》，2006卷6期（2006
年12月），頁4-24。
2. 吳翎君，《美國與中國政治》（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頁
257-267。

9 第九週（4月17日）：繳交學期作業主題與構想

10
第十週（4月24日）：一戰前後的中美關係
1. 項立嶺，《中美關係史上的一次曲折－從巴黎和會到華盛頓會議》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頁58-101。

11
第十一週（5月1日）：華盛頓會議與中國
1. 王立新，《意識形態與美國外交政策－以20世紀美國對華政策為個
案的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284-316。

12
第十二週（5月8日）：美國與中日戰爭
1. 王立新，《躊躇的霸權：美國崛起後的身分困惑與秩序追求（1913-
194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頁161-203。

13
第十三週（5月15日）：珍珠港事變後的中美關係
1. 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
（1941-1945）》（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頁539-600。

14

第十四週（5月22日）：美國與國共內戰
1. 吳翎君，〈第五章 國民政府時期的中美關係〉，收錄於張憲文、張
玉法主編《中華民國專題史第五卷－國民政府執政與對美關係》（南京：南
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367-400。

15
第十五週（5月29日）：韓戰時期的臺、中、美關係
1. 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臺北：衛城出版
社，2011），頁16-38、230-254。

16 第十六週（6月5日）：各組發表期末報告

17
第十七週（6月12日）：美援時代（1951-1965）
1. 杜繼東，《美國對臺灣地區援助研究（1950-1965）》（南京：鳳凰
出版社，2011），頁22-58。

18
第十八週（6月19日）：彈性教學
依課程進度調整。



教  學  策  略  Teaching Strategies

課堂講授 Lecture 參觀實習 Field Trip

其他Miscellaneous:

分組討論Group Discussion

教 學 創 新 自 評 Teaching Self-Evaluation

問題導向學習(PBL) 解決導向學習(SBL)團體合作學習(TBL)

創新教學(Innovative Teaching)

磨課師 Moocs翻轉教室 Flipped Classroom

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

產學合作 Industy-Academia Cooperation在地實踐Community Practice

跨域合作(Transdisciplinary Projects)

跨院系教學Inter-collegiate Teaching跨界教學Transdisciplinary Teaching

業師合授 Courses Co-taught with Industry Practitioners

其它 other:



測驗
會考

實作
觀察

口頭
發表

專題
研究

創作
展演

卷宗
評量

證照
檢定

其他

配分項目
Items

配分比例
Percentage

多元評量方式 Assessments

學期成績計算及多元評量方式 Grading & Assessments

平時成績 General
Performance

期中考成績 Midterm Exam

期末考成績 Final Exam

作業成績 Homework and/or
Assignments

其他 Miscellaneous
(__________)

評量方式補充說明
Grading & Assessments Supplemental instructions

1.出席率與課堂參與20%
2.個人作業20%
3.分組報告60%（期中20%，期末40%）

1. Cohen, Warren I.,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2. Hunt, Michael H.,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3. Mitter, Rona,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4. Xu, Guoqi, 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5. 入江昭(Akira Iriye)，吳焉譯，《權力與文化：美日戰爭1941-1945》。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9。
6. 入江昭(Akira Iriye)，李响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及太平洋的起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2016。
7. 入江昭、孔華潤編，《巨大的轉變：美國與東亞》（1931-1949）》。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1。
8. 孔復禮(Philip Kuhn)，李明歡譯，《華人在他鄉：中華近現代海外移民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2019。
9. 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北京：新華書局，2004。
10. 文馨瑩，《經濟奇蹟的背後-臺灣美援經濟的政經分析（1951-1965）》。臺北：自立晚報，1990。
11. 王偉男，《中美關係中的臺灣問題(1948-1982)》。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
12. 呂迅，《大棋局中的國共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13.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
14. 林孝庭，《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臺灣的形塑》。臺北：遠足，2017。
15. 林孝庭，《臺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臺灣史1949-1988》。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
16. 芮納‧米德(Rona Mitter）著，林添貴譯，《被遺忘的盟友》。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4。
17. 胡文濤，《美國文化外交及其在中國的運用》。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
18. 張存武，《中美工約風潮》。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19. 項立嶺，《中美關係史上的一次曲折－從巴黎和會到華盛頓會議》。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
20. 楊玉聖，《中國人的美國觀－一個歷史的考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
21. 赫德蘭著，吳自選、李欣譯，《一個美國人眼中的晚清宮廷》。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
22. 齊錫生，《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美國在中國抗戰初期外交視野中的轉變1937-1941》。臺北：聯經出版
社，2017。
23. 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臺北：聯經出版公
司，2011。
24. 劉志偉，《美援年代的鳥事並不如煙》。臺北：啟動文化出版社，2012。
25. 應俊豪，《「丘八爺」與「洋大人」：國門內的北洋外交研究(1920-192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
系，2009。
26. 韓德(Michael H. Hunt )著，項立嶺、林勇軍譯，《中美特殊關係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國與中國》。上
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

教科書與參考書目（書名、作者、書局、代理商、說明）
Textbook & Other References (Title, Author, Publisher, Agents, Remarks, etc.)



課程教材網址(含線上教學資訊,教師個人網址請列位於本校內之網址)
Teaching Aids & Teacher's Website(Including online teaching information.

Personal website can be listed here.)

 其他補充說明 (Supplemental instruc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