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三 

教育部補助辦理兩岸(含港澳)學術教育交流活動成果報告 
活 動 名 稱 與蘇州大學教育學院共同舉辦「教育、文化與人的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計畫活動期間 

 
民國 100年 7月 15日至

7 月 18 日 
 
 

實際辦理期間 

民國 100 年 7 月 15 日

至 7 月 18 日 

計 畫 活 動 地 點

或行程 

 
蘇州市 蘇州大學教育

學院/炳麟圖書館學術

報告廳 
 
 

實際活動地點或

行程 

1. 蘇州大學教育學院

/炳麟圖書館學術

報告廳 
2. 蘇州大學公共教學

大樓 

臺灣地區    33  人 臺灣地區 37 人 

大陸地區    450 人 大陸地區 280 人 

計 畫 辦 理 
情形 

計 畫 參 加 對 象

及人數 

其他地區    17  人

實際參加對象及

人數 

其他地區 15 人 

總預算金額 995,300 實支數   

辦 理 成 效 
評估 本研討會提供專業性的學術平台供學者與研究生發表研究成果，交換

彼此的研究經驗與心得，並對本研討會的八個子題作深入探討，以釐清其學

理性意義以及實務面的啟示與具體可行的做法。大會論文共計 149 篇，其中

國立臺南大學教育學系師生及嘉南科技大學蔡榮貴院長共發表 25 篇(含 1 篇

專題演講)。此外由本系陳伯璋講座教授擔任大會專題演講人，及姜添輝主

任、陳海泓教授、林進材教授、游麗卿教授及嘉南藥理大學蔡榮貴院長擔任

分場論文報告主持人。透過本研討會之參與，本系師生與大陸及各地區學者

分享豐碩研究成果，展現學術服務熱忱，除有效擴張研究視野與提升研究動

能之外，並令與會人士對本系師生嚴謹的研究態度與專業表現留下深刻印

象。 

本校於 2009 年 7 月與蘇州大學締結姊妹校，建立長遠之互惠關係。本

次臺南大學教育學系師生藉由「教育、文化與人」學術研討會之機會拜訪蘇

州大學，更加深雙方互信與合作默契，並進一步與華人學界建立更深更廣之

聯繫。此行無疑有助於日後持續與蘇州大學及亞太地區各學術機構共同推展

各項學術及師生交流活動。以下屆研討會為例，研討會期間各主/協辦單位代

表協商討論後，決定於明年底於香港召開 2012 年之國際學術會議。 

本次研討會結束後，本系接獲主辦單位充滿感謝的來信，而師生亦收

到不少與會者來信討論發表之論文細節，許多大陸學者更進一步邀請本校師

生前往做學術與文化交流。與會大陸人士認為應加強兩岸在學術文化的交

流，甚至進一步進行雙聯學制之合作；以上充分顯示此次研討會已收到專業

領域提升、交流聯繫管道建立、雙方良性互動等多重效益。 

 



 

此行對大陸的觀察與心得 

本次研討會及參訪行程中，充分見識到大陸近年經濟發展之成果；如

上海至蘇州沿路高樓大廈櫛比鱗次，大型興建案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各項基

礎建設完善，交通亦相當便捷。蘇州當地人民亦相當注重休閒生活，傍晚時

分或漫步湖邊，或三五成群騎著電動腳踏車（電瓶車）漫遊街頭，呈現繁華

但不失悠閒之景象。 

此行亦見到中國大陸對於高等教育及學術研究的重視。本次研討會在

蘇州獨墅湖高等教育園區舉行，園區美輪美奐，設施完善。園區內進駐了 16

所大學及學術研究機構，如蘇州大學獨墅湖校區、蘇州高博軟體職業技術學

院、南京大學蘇州研究生院、中國人民大學國際學院、西安交通大學蘇州研

究院、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蘇州研究院等，可充分相互支援，發揮群聚效應。

此「高等教育園區」之作法可供國內長遠規劃之參考。 

對照於上述之進步與繁榮，此行亦不時見到插當地民眾插隊、公共場

所高聲喧嘩、售票人員服務態度欠佳、無視他人而於室內抽煙等景象，路邊

則充斥著 “請勿隨地吐痰＂、“一起提高國民素質＂等標語，而氣派的五

星級飯店在設施配置及服務的提供亦稍嫌粗糙，顯示出繁華表象的背後仍有

許多無形的，文化層面的軟體工程需要改進。 

此行亦充分體驗到大陸對於資訊網路的管制：即使飯店內網路暢通，

但仍常無法連線至 Gmail, Youtube 等知名網站，遑論台灣之機構如國科會等。

身處異地當入境隨俗，不方便要求太多，然此行讓人更加珍惜台灣所擁有之

自由與民主環境。 

在學術交流方面，兩岸各式教育交流不斷發展，學術對話為主軸之研

討會廣受兩岸學者之歡迎，紛紛表示若有更多的類似此種學術對話之機會，

對於兩岸的學術研究品質的提升，有莫大的助力。學者們對於教育文化交流

均表仍可再多加開放與擴大交流對話空間。希望日後能繼續共同致力于兩岸

教育研究，努力在兩岸教育研究、教育教學雙向交流等方面，聯合培養高素

質人才。 
建 議 事 項 

1. 建議持續補助兩岸三地學術交流活動：兩岸近年來在經貿及文化方面有著相

當多元而深入的交流；相對而言，學術交流則稍顯單薄。由於大陸地區近年

來經濟蓬勃發展，帶動了社會各層面，包括教育及學術之發展與提升，此一

趨勢更加突顯出兩岸持續交流與合作的重要性。建議政府持續補助兩岸三地

之學術交流，一方面加強對於大陸學術發展的瞭解，另一方面尋求創造合作

雙贏之機會。 

 

2. 維繫台灣學術研究之競爭力：與上述建議息息相關相關的另一項建議，是創

造台灣優質的學術研究環境，以維繫台灣學術研究的競爭力。大陸在經濟發

展與硬體建設大幅擴增後，積極展現軟體建設，包括學術研究之企圖心。相

形之下，近年國內四十多名大學教授及六十多名中研院院士出走至對岸及其

他地區之現象，則不免令人憂心台灣學術界之未來。如何創造優質的學術環

境，包括軟硬體建設與相關制度，以留住高階人才，讓學者在台灣能專心研



究而無後顧之憂。如何協助學術界建立具有區別性與本土化特色之研究領

域，將是政府責無旁貸之課題。 

申 請 單 位 國立臺南大學教育學系(簽章) 負 責 人 黃秀霜(簽章) 

地 址 70005 臺南市中西區樹林街二段 33 號 

聯 絡 人 陳冠中 電 話  0988-621-571 

 
中華民國         100   年         7     月      27       日 

 
  
 
 
 
 
 
 
 
 
 
 
 
 
 
 
 
 
 
 
 
 
 
 
 
 
 
 
 
 



補充資料一： 媒體宣傳 
 
1. 架設研討會專屬之中英文網站，內容包括會議簡介、線上報名、聯繫方式等資訊。  
2. 於各學術研究機構公告，將邀請函文檔及網站連結分送至國內各大專院校相關系所，以收

宣傳之效。 

 
 
 
 
 



補充資料二： 研討會活動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