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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回顧 2020-2021 年關於臺灣教育史之研究成果。近兩年在臺灣刊登

或出版的臺灣教育史之新研究成果計有 62 篇／本。2020 年發表之研究成果 43 篇

／本，2021 年發表者 19 篇／本，兩年度發表數量略有懸殊。就出版形式觀之，期

刊論文或專書論文 24 篇、碩博士論文 15 篇、專書 23 本，以期刊或專書論文居

多。就斷代觀之，清領時期 5 篇／本、日治時期 28 篇／本、戰後時期 25 篇／本、

跨時代 4 篇／本。顯然的，近兩年的研究成果中，日治時期和戰後依然是熱門的

研究主題，尤其是碩博士論文 15 篇中，以日治時期為主題者 4 篇，以戰後為主題

者 9 篇，跨時代主題者 2 篇，年輕的研究者似乎偏向以戰後作為研究課題。清領

時期的研究成果 5 篇，均係沿襲向來的研究傳統，探討臺灣科舉制度或儒學設施。

日治時期的臺灣教育史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各級學校教育、學科教育史及學校生

活與校園文化等之課題。至於戰後臺灣教育史研究，不僅數量增加，且研究課題

多樣化。總之，近兩年的臺灣教育史研究顯示研究課題多元，並力求新史料之突

破，以及新研究觀點之利用，使研究成果更加豐富周延。惟不少新課題之探討不

過開其端緒，仍有待日後周延地爬梳史料，從事嚴謹的論證分析，方可望提高研

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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