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 學年度第 1學期歐洲地理課程內容與進度 
課程名稱：歐洲地理 Geography of Europe                                         張峻嘉 
上課時間與地點：星期一 7∼9節（14：10∼17：00）正 206                  學分數：3學分 
課程目標及內容：本課程主要目的是讓修課同學了解歐洲區域文化，為達此目的藉由歐洲優越的區位及

自然環境之探討，藉著瞭解歐洲在區域組織的概念發展下，歐洲聯盟之形成、組織與

運作。接著談論影響歐洲文化最深的宗教及人口種族、經濟問題，最後探討與歐洲文

化最具代表性的飲食文化、都市文化、休閒旅遊文化來論述。 
課程授課內容大綱： 

日期 課程內容 備註 
09/10 課程介紹 分八小組 
09/17 歐洲邊界劃定暨區位優勢  
09/24 區域政治∼歐盟形成的空間意涵   
10/01 區域政治∼歐元區的建構、歐盟組織與運作 繳交期末報告計畫書 
10/08 自然環境議題一：地形、地質篇 11、28、29 
10/15 自然環境議題二：氣候、水文篇 28、29 
10/22 經濟篇 33、34、Eurostat 
10/29 人口篇、語言篇、種族篇、移民篇 20、21、22、24、Eurostat
11/05 宗教篇 25、27宗教建築 
11/12 飲食文化∼飲料篇（咖啡、下午茶⋯） 17、19(ch.4-6）、23I(ch.2)
11/19 飲食文化∼酒品篇（葡萄酒、啤酒⋯） 15、16、19(ch.1-3）35
11/26 飲食文化∼物產篇 18、31、36 
12/03 飲食文化∼餐飲篇 14、23I(ch.3)、32 
12/10 都市、都會暨流行風~巴黎例子 30、12、26（533-760）
12/17 觀光遊憩系統/世界連結、全球化~巴黎例子 30、13、23 
12/24 

12/22 或 23（六、日）期末報告（9：00~18：00） 12/31 
01/07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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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 Unwin（1996）：Wine and the vine：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viticulture and the wine trade，

Routledge，New York 
11. I.Bailey（2002）：European environmental taxes and charges：Economic theory and policy  



practice，Applied geography，22：235-251 
12. Judith L Kapferer（2003）：Culture and Commerce：  European Culture Cities and Civic 

Distinction ，Advances in Art, Urban Futures，3：31-42 
13. J.Larsen,J.Urry,K.W.Axhausen（2007）：Networks and Tourism：mobile social life，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34（1）：244–262 
14. G.Hirschfelder著，張志成譯（2004）：歐洲飲食文化，左岸文化，台北 
15. W.G.Daniel（2004）：Tradition,Territory and Terroir in French Viniculture：Cassis,France and 

Appellation Contrôlée，A.A.A.G.，94（4）：848-867 
16. J-R Pitte，黃馨慧譯（2006）：酒與神，美麗殿文化，台北 
17. 馬曉俐（2010）：多維視角下的英國茶文化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杭州 
18. L. Guyot,劉燈譯（2006）：香辛料的歷史，玉山社，台北 
19. T.Standage著，吳平譯(2006)：歷史六瓶裝，聯經，台北 
20. David T. Coutwright著（2002）：上癮 500年，立緒，台北 
21. V.von der HeydenRynsch著，張志成譯（2003）：沙龍∼失落的文化搖籃，左岸文化，台北 
22. C.Delman著，吳錫德譯（2001）：歐洲文明，遠流，台北，初版五刷 
23. F.Braudel 著，顧良、施康強譯（1993）：15-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Ⅰ-Ⅱ-Ⅲ），三
聯生活，北京 

24. J.M.Blaut 著，譚榮根譯（2002）：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傳播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史觀，社會科
學文獻，北京 

25. 楊昌棟（2000）：基督教在中古歐洲的貢獻，社會科學文獻，北京 
26. A.Burguière等編，袁樹仁等譯（1998）：家庭史（第二卷），三聯書店，北京 
27. R.F.Jordan著，蔡毓芬譯（2000），西洋建築史，地景，台北 
28. 程仁宏（2002）：歐洲地理，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台北 
29. 鄒豹君（1993）：歐洲地理，台灣商務，台北 
30. D.Harvey著，黃煜文譯（2007）：巴黎‧現代性之都，群學，台北 
31. F.F.-Armesto著，何舒平譯（2005）：食物的歷史，中信，北京 
32. T.Standage著，楊雅婷譯（2010）：歷史大口吃：食物如何推動世界文明，行人，台北 
33. L.Fontaine著，黃煜文譯（2008）：追尋歐洲小販的歷史旅程，麥田，台北 
34. Ａ.W.Crosby著，鄭明萱譯（2008）：哥倫布大交換：1492年以後的生物影響和文化衝擊，貓頭鷹，
台北 

35. 楊子葆（2009）：葡萄酒的文化想像，馬可孛羅，台北 
36. 蔡倩玟（2005）：美食考—歐洲飲食文化地圖，果實出版，台北 
成績評量：＊上課參與度與討論 15％ 

＊文本書面暨口頭報告 40％（包含：各組主題文本、共同讀本 31） 
1. 各組主題書面報告於報告一週前上傳到 Moodle，供同學下載參考。 
2. 各組主題文本口頭報告時間 30-40分鐘，討論 10-15分鐘。 
3. 共同讀本每人皆須閱讀，12/10、12/17 隨機抽取各組同學上台口頭摘要報告，作
為該組成績。 

＊期末報告 45％：口頭報告時間：2012年 12月 23日（日）9：00~18：00 
1. 分六~八組，各組設計一個歐洲旅遊行程（含旅遊主題、行程、食宿、預算...等），書
面報告 12月 17日前上傳 moodle，口頭報告由全班票選最佳行程。 

2. 各組報告時間 30-35分鐘，討論 10-15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