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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務報告 

報告人:吳院長冠宏 113.11.27 

一、 組織架構 

113 學年度期間本院組織仍維持 13 個教學單位（系所合一者 10 個，且其中 2 個

單位設有碩士在職專班）、2 個院級博士班（國際博士班）、1 個院級碩士班（國際碩

士班），以及 4 個院級教研中心之架構。另配合本校國際化發展，112 學年度完成增設

「心理與行為經濟國際學士學位學程」規劃，業經校務會議通過，惟囿於教師員額暫

緩報部申請。 

組織架構圖如下（系所班所轄三級研究中心未列出）： 

 
二、 近三年師生人數 

1. 近三年教師人數表（駐校作家、客座及編制外專任教師人數為累計數）： 

學年度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駐校

作家 
講師 

客座/編制

外專任 

校外單位合聘教

師（校外主聘） 

總

計 

111 47 47 14 2 0 1 1 112 

112 50 40 15 1 0 1/1 0 108 

113 50 37 17 0 0 1/1 0 106 

2. 近三年學生人數表（不含休學生）： 

學年度 大學部 碩士班 碩專班（含暑碩） 博士班 總計 

111 1946 410 27 72 2455 

112 1938 386 30 71 2425 

113 1898 378 40 86 2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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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事異動及法規完善 

1. 華文文學系許又方主任任期屆滿，經遴選由楊  翠教授接任華文文學系系主任，任

期自 113 年 8 月 1 日起。 

2.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劉効樺主任任期屆滿，系主任職務自 113 年 4 月 4 日起至 113

年 7 月 31 日止由該系林繼偉副教授代理、113 年 8 月 1 日起由該系蔣世光教授代理

經遴迄今，本學期將再重新組成委員會繼續遴選工作。 

3. 公共行政學系朱鎮明主任因個人因素辭卸系主任職務，系主任職務自 113 年 2 月 1

日起由該系羅  晉副教授代理，經遴選由魯炳炎教授接任公共行政學系系主任，任

期自 113 年 8 月 1 日起。 

4. 本院臺灣文化學系推薦敦聘黃宣衛博士、中國語文學系推薦敦聘李秀華博士為本校

榮譽教授案，已分別自 113 年 3 月、113 年 5 月起禮聘。 

5. 本院中國語文學系李正芬教授、公共行政學系石忠山教授 113、114 學年度獲聘為本

校特聘教授，皆於 113 年 5 月經三級教評會通過。 

6. 中國語文學系、歷史學系、經濟學系陸續於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中文、經濟）、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中文、歷史）獲核定運用院競爭型員額延攬顏崑陽博士、林金龍

博士擔任兼任教授、汪怡昕導演擔任兼任專業技術人員（比照助理教授）。 

7. 為表彰洪範書店負責人葉步榮先生文學成就與對社會的卓越貢獻，華文文學系於

112 學年度舉薦葉步榮先生為「東華大學名譽文學博士」，經審議通過後已於 113 年

6 月 7 日完成頒授。 

8. 本院 112 學年度教師升等案（含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生效

者）辦理狀況：計有申請副教授升等教授 3 位、助理教授升等副教授 2 位，總計 5

案均審查通過。 

9. 本院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包括 112 整學年度）及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間，休假

研究教師 13 人、留職帶薪國外研究教師 0 人、留職停薪教師 0 人、延長服務教師 0

人、借調教師 1 人。 

10. 本院於 112 學年度期間推動之法規完善工作，主要為配合校級法規條文調整，或根

據實務需求完善現行作法，研擬或修正各種院級法規，包括：院教評會設置要點、

校級組織委員會學院教師代表舉薦辦法、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博士生獎學金申請

暨審查細則、博士班外國學生菁英獎學金申請暨審查細則、延攬及留任頂尖人才審

查細則、教師研究績效獎勵細則，以及教師評鑑細則（含計分表，進行中）等。前

述法規法定程序完備後先以中文版公告實施，並著手進行英文版修正與公告。另一

方面，也持續鼓勵與協助系所班級法規研擬或修正，包括：系所班教評會設置要點、

系所五年連續修讀學碩士學位實施細則、研究生獎學金教學助理助學金暨工讀金作

業細則，以及轉系所或雙主修審查標準等。此外，也積極根據實務需要推動校級法

規修正，包括本校特聘教授辦法、本校教授休假研究辦法等。 

四、 設備及環境改善 

1. 112 學年度教學空間設備及環境改善重點包括持續進行華語文教學國際博士班特色

教室設備完善、院特色展示空間設備升級、人社樓館各教室設備汰換升級。另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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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樓館（尤其一館）在 0403 震災牆面與部分結構毀損，目前由總務處持續修繕中。 

2. 112 學年度本院獲和碩聯合科技童子賢董事長允諾協助進行楊牧講堂改建案，係由

童先生聘請設計施工團隊將原人社一館第一講堂內外裝暨走廊翻新後贈予本校。但

施工後發現講堂頂樓老化漏水，經團隊人員多次前來本校會勘討論，童先生慨允防

水工程一併處理。同時基於建築物承重考量，已將原設置於講堂頂樓之涼亭與人造

水池移至本校其他空間。本案自 113 年年後開始推動，目前持續施作中。 

3. 112 學年度本院提撥年度設備費，續訂或購置中國期刊網（文史哲、法政軍）等多

種電子期刊、資料庫，以及採購大量教學相關圖書、期刊等，充實全校師生教學研

究所需圖書設備。 

五、 教學成果 

1. 112 學年度本院學生暨畢業系友獲國際性/全國性文學、藝術獎項情形（如下表）： 

華文系 

學士班 
李世軍系友 2023 年「聽僑生說故事」短片徵選活動入圍，作品：〈追夢〉。 

華文系 

碩士班 
張詠詮同學 

獲 112 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學生組短篇小說項特優，獲獎作品：

〈球〉。 

華文系 

碩士班 
劉清華同學 

獲 112 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學生組散文項優選，獲獎作品：〈丟失電

話亭〉。 

華文系 

碩士班 
朱浩一同學 

獲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2023-2 期文學類補助，獲獎作品：

長篇小說《異人願夢》創作計畫。 

華文系 

碩士班 
梁莉姿同學 

獲第 13 屆新北市文學獎新詩一般組優等，獲獎作品：〈媽媽給我寄

口罩〉。 

華文系 

碩士班 
楊凱丞校友 獲第 13 屆新北市文學獎短篇小說組優等，獲獎作品：〈虫洞〉。 

華文系 

碩士班 
梁莉姿同學 2023 年 Openbook 好書獎入圍，作品：《樹的憂鬱》。 

華文系 

碩士班 
林珉慧同學 

獲 2023 高雄青年文學獎 19-30 歲組散文類首獎，獲獎作品：〈是我

想看見〉。 

華文系 

碩士班 
吳沛璇同學 

獲 113 年文化部青年創作獲獎勵，獲獎作品：《迎鬧熱 giâ-nāu-lia̍t》

民俗文化短篇小說創作計畫。 

華文系 

碩士班 
張詠詮同學 

獲 113 年文化部青年創作獲獎勵，獲獎作品：《直拳》短篇小說集創

作計畫。 

華文系 

碩士班 
張詠詮同學 

獲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2024-1 期文學類常態補助，獲獎作

品：《傷停補時》短篇小說集創作計劃。 

華文系 

碩士班 
陳怡君同學 獲第 41 屆中興湖文學獎散文組佳作，獲獎作品：〈癲嫲〉。 

華文系 

碩士班 

顏恔賢同學 

Talum 

Ispalidav 

獲 2024-1 期書寫高雄文學創作獎助計畫補助，獲獎作品：〈高度呼

吸〉（新詩）。 

2. 112 學年度本院學生暨畢業系友獲全國性其他類獎項情形（如下表） 

華文系 

碩士班 
李世軍系友 

獲華僑協會總會 112 學年度僑生演講決賽亞軍，講題：〈我在台灣學

習到的......〉。 

歷史系 

學士班 
尹晨霖系友 

獲國立臺灣文學館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2023 臺灣

文學數位遊戲腳本徵選」銅獎，獲獎作品：《Daramaw——文學館的

寧靜戰爭》（共同作者：潘鵬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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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系 

學士班 
張庭瑜系友 

獲國立傳統藝術中心「112 年獎助博碩士論文」獎助，獲獎學位論

文：《真雲林閣掌中劇團文化場探析》。 

經濟系 

學士班 
凌欣妤系友 

獲國科會 112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獲獎計畫：「雙邊

市場下網購平台對運費的制定方式-固定與單位運費」（指導老師：

林燕淑教授）。 

3. 112 學年度本院學生暨畢業系友考取國家考試情形（如下表） 

中文系 

學士班 

陳孝忠系友 113 年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中等學校-國文科 

王晧文系友 113 年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中等學校-國文科 

李奕慧系友 113 年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中等學校-國文科 

張翊芸系友 113 年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國民小學 

李仲恩系友 113 年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國民小學 

陳姿穎系友 113 年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國民小學 

中文系 

碩士班 

蕭郁穎同學 113 年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中等學校-國文科 

徐悅玲同學 113 年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中等學校-國文科 

歷史系 

學士班 

黃奎諭系友 113 年度國立新竹高中歷史科專任教師 

陳崇安系友 
112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一般行政類科 

112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 

臺灣系 

學士班

碩士班 

黃淑芬系友 112 年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中等學校-地理科 

郭丞哲系友 112 年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中等學校-地理科 

謝佳展同學 112 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佐級考試場站調車類科 

社會系 

學士班 

曾聖倫系友 112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社會行政類科 

鄭雅帆系友 11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 

曲麗安系友 11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 

蔡柏沂系友 112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社會行政類科 

公行系 

學士班 

蘇  靚同學 112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四等行政警察 

毛皓芝同學 112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一般行政類科 

林雅怡同學 112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勞工行政類科 

法律系 

學士班 

侯柄丞系友 11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 

左皓文系友 11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 

簡安邦系友 11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 

李佳純系友 11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 

簡安邦系友 112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四等法院書記官 

吳政達系友 112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四等法院書記官 

林士幃系友 112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四等原住民族行政 

諮臨系 

碩士班 

楊郁祥同學 11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 

李豫青同學 11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 

何彥廷同學 11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 

李睿哲同學 11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 

呂欣蓓同學 11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 

馮佩茹同學 11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 

王逸然同學 11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 

陳家敏同學 11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 

余忠翰同學 11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 

張婕妤同學 11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 

王  珽同學 11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 

郭玫秀同學 11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 

楊  顥同學 11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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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采妤同學 11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 

陳奕勳同學 11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 

汪廷豪同學 11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 

蕭芝殷同學 11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 

李冠慧同學 11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 

江彧綺同學 11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 

鍾郁瑄同學 11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 

江岱錦同學 11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 

黃欣怡同學 11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 

4. 112 學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本院共 9 位學生獲得補助。 

5. 112 學年度期間本院各系所畢業生（含應屆）考取國內大專院校碩士班人數計 72 人、

博士班人數 3 人、國外碩博士班 2 人。 

6. 112 學年度本院共有 11 位大學部因學業表現優異，獲准提前畢業。 

7. 112 學年度本院共有 10 名教師獲得本校教學卓越中心補助進行各種教學改進計畫。 

8. 112 學年度本院共選出優良導師典範 12 名，並研議以「良善傳承、溫潤陪伴」作為

本學年度院優良導師典範價值。同時經委員會推薦其中 2 名參與校優良導師典範遴

選，2 位老師均獲選校優良導師典範。 

9. 113 年本院選出教學優良教師 10 名，其中社會學系梁莉芳副教授獲校級教學優良教

師。 

10. 院基礎學程持續於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人文學經典導讀」、112 學年度第 2 學

期開設「社會科學經典導讀」科目，採跨系所集體授課方式。 

11. 本院執行高教深耕計畫，以「在地社會實踐」為主題，規劃與地方（各社區或本院

相關合作團體）連結在地實踐相關創新選修課程。112 學年度開設 2 門在地社會實

踐密集授課程，分別為：「在地療癒」、「後山人文走讀」，於 112 年 12 月、113 年 6

月辦理成果發表。113 學年度持續開設 2 門在地社實踐密集授課程，分別為：「在地

療癒」、「神人交流：花蓮廟宇暨神明傳說的探訪」，預定於 113 年 12 月 6 日辦理成

果發表。 

12. 因應產業發展透過跨領域整合概念，本院共規劃出「文化創意產業學程」、「全球研

究與國際事務學程」、「法律社會、犯罪防治與觀護微學程」、「療癒、飲食、宗教信

仰學程」、「人文社會人工智慧（AI）微學程」等 5 個跨領域學程，將不同領域之課

程組合為主題式課群，活化學程結構，讓課程模組發揮更整合聚焦的效能。 

13. 華文文學系持續規劃「文化創意產業學程」，並與歷史學系及本校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共同開設「文化創意產業業務實習」課程，定期於暑假提供學生文創產業校外實習

機會，不但讓學生從中獲得實際從業經驗，且與相關企業建立良好的建教合作關係，

廣獲學生好評。 

14. 法律學系致力於深化與在地法律界之交流，並積極鼓勵師生參與東部地區法律實務

工作。近年來尤重於深入部落協助處理原住民族法律相關問題，同時也和花蓮地方

法院建立建教合作關係，透過實務經驗累積提升參與學生之專業度，更養成學生進

行社會參與及在地關懷習慣與熱忱。 

15.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積極投入社會實踐服務，由師生組建專業服務團隊，透過參與

社參中心社區深耕計畫，引領學生走入在地社區、國小及偏鄉進行協同設計實作方

案（如特教學校團輔、社區心理衛教、五味屋課輔等），進而從實踐中獲得諮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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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 

六、 研究成果 

1. 本院持續發行《人社東華》電子季刊（分別於三、六、九、十二月出刊），提供人文

學科與社會學科對話的平臺與交流且兼具花東地區/東華特色的園地，主要內容包

括；人物訪談/側寫、藝文空間、文化沙龍、全球視野、在地實踐、關鍵詞、書評書

介、東華風景等部分，迄今已發行 43 期，累計文章數量 643 篇。 

2. 本院中國語文學系、華文文學系持續共同發行《東華漢學》半年刊，獲國家科學及

技術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評定為 2023 年「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

核心期刊」文學一學門第二級（屬 THCI 核心期刊），廣獲學界肯定與支持。 

3. 本院教師 113 學年度執行國科會專題計畫及 112 學年度（無專任教師系所班不列出）

執行其他機構研究或產學型計畫（如下表）： 

所屬系所班 

113 學年度專

任（案）助理

教授以上教

師人數 

申請113學年度

國科會計畫件

數（含一年期及

多年期第一年） 

多年預核計畫

件數（多年期第

二年起） 

113 學年度執行

國科會計畫總

件數（年度核定

+預核件數） 

112 學年度教師

執行其他研究

或產學型計畫

件數 

中文系 14 6 0 6 2 

華文系 10 1 0 1 0 

英美系 9 1 0 1 2 

歷史系 9 0 1 0 1 

臺灣系 9 2 0 1 0 

經濟系 12 4 0 4 1 

社會系 9 3 1 4 0 

公行系 9 6 1 4 0 

法律系 10 3 3 6 6 

諮臨系 12 1 1 2 2 

華語博 1 0 0 0 0 

亞太博 1 1 0 1 3 

院 1 

楊牧文學研究中心 1 

歐盟研究中心 1 

國際紅學研究中心 1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1 

總計 105 28 7 30 22 

※國科會計畫通過率為：82.14%，計算方式：（核定總件數-預核件數）/申請件數。 

※其他補助、委辦來源包含：教育部、司法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監察院國家人權

委員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花蓮縣文化局、

光復鄉公所、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花蓮分署、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南投

分署個人捐助等。 

4. 本院教師 112 學年度（無專任教師單位不列出）發表學術論文/論著統計資料（如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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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院教師 112 學年度獲國際性/全國性獎項情形（如下表）： 

 

 

 

 

 

 

 

 

 

 

 

 

 

     項目 

 

 

系所 

SSCI/

SCIE 
TSSCI 

Econlit 

ABI/ 

Inform  

FLI… 

專書 
專書

論文 

會議

論文 

其他

有審

查制

度期

刊 

總件

數 

112 學年

度專任/

案助理

教授以

上教師

人數 

專任/案 

助理教

授以上

教師每

人平均

論文/論

著數 

中文系 0 1 0 2 2 7 5 17 16 1.06 

華文系 0 1 0 1 0 1 0 3 10 0.30 

英美系 0 0 0 0 0 2 0 2 9 0.22 

歷史系 2 3 0 1 0 5 2 13 9 1.44 

臺灣系 0 0 0 0 3 7 0 10 9 1.11 

經濟系 10 1 0 0 0 0 0 11 12 0.92 

社會系 1 2 0 0 0 5 2 10 9 1.11 

公行系 1 0 0 0 0 9 4 14 10 1.40 

法律系 0 0 0 1 6 9 5 21 9 2.33 

諮臨系 0 1 0 1 0 3 10 15 11 1.36 

華語博 1 0 0 0 0 1 0 2 1 2.00 

亞太博 0 0 0 0 0 1 0 1 1 1.00 

總計 15 9 0 6 11 50 28 119 106 1.12 

華

文

系 

吳明益 

教授 

獲 2023 加泰隆尼亞筆會（PEN Català）翻譯獎長名單入選：獲選作品：著作《複

眼人》（L HOME DELS ULLS COMPOSTOS (edición en catalán) WU MING YI，

譯者：Mireia Vargas Urpí）。 

獲 2023 Openbook 年度好書獎-年度中文創作，獲獎作品：《海風酒店》。 

獲 2023 臺灣書店大賞-小說類（虛構類），獲獎作品：《海風酒店》。 

獲選金石堂 2023 年度十大影響力好書，獲獎作品：《海風酒店》。 

2023 臺灣文學獎-金典獎入圍，作品：《海風酒店》。 

2023 年誠品閱讀職人大賞入圍，作品：《海風酒店》。 

亞洲週刊 2023 年十大小說，獲獎作品：《海風酒店》。 

博客來 2023 年度百大中文選書，獲獎作品：《海風酒店》。 

臺

灣

系 

張瓊文 

副教授 
獲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第 102 屆國際合作社節「績優合作社運動推廣人員獎」。 

郭俊麟 

副教授 

指導學生作品獲第十屆全國大專院校暨高中職 StoryMaps（故事地圖）校園競賽

第二名，獲獎作品：《臺北盆地的前世今生與未來》（作者：游哲睿、鄭楷諭、許

淯傑同學）。 

諮

臨

系 

李沐齊 

副教授 

2023 IASD/DSF Research Grant Award (Xiang-Yu Lu & Ming-Ni Le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Dreams and DreamScience Foundation, USA. 

2023 IASD/DSF Research Grant Award (Ya-Shuang Peng & Ming-Ni Le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Dreams and DreamScience Foundation, 

USA. 

黎士鳴 

助理教授 

獲 2024 智慧感測聯網創新應用競賽（智慧電子組）佳作，獲獎作品：語音辨識

Whisper 結合 ChatGPT 應用於新冠肺炎對話訪談分析（作者：簡暐哲、黎士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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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校園文化之型塑與其他 

1. 112 學年度本院暨各系所班總計舉辦學術演講 206；國際學術研討會 2 場；大小型國

內研討會、座談會或論壇共 15 場；工作坊、學術參訪、研習營、讀書會、藝文展演

活動 89 場/次；研究生論文、學生實習或其他發表活動 50 場/次。 

2. 為分享院內同仁創作書寫及研究論著之成果，本院 112 學年度舉辦共 4 場新書發表

及分享會，分別邀請吳明益教授與阮福安助理教授就《複眼人》越南文（112 年 11

月 28 日）、劉慧珍教授就《魏晉南北朝佛教接受與禪理解：以《佛般泥洹經》系為

線索研究》（112 年 12 月 12 日）、沈乃慧教授就《奔騰無悔：妙子の人生行路》（112

年 12 月 21 日）、魯炳炎教授就《敘事政策架構與政策過程理論: 臺灣的案例分析》

（113 年 3 月 29 日）等新書作品與師生民眾分享。 

3. 113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29 日辦理「奇萊傳響─從《東華人文學報》到《人社東華》

電子報」系列活動，透過 8 場活動串聯本院 1999 年 7 月創刊《東華人文學報》與

2014 年創刊迄今已 10 年之《人社東華》電子報，展現出本院綰合人文領域與社會

領域，以符應人社院多面向的專業風貌。 

4. 本院每年舉辦「東華奇萊文學獎」活動，第廿四屆徵集項目除分為「短篇小說」、「散

文」、「現代詩」等三組外，另附設「林君鴻全國兒童文學童詩獎」、「全國高中文學-

古典新創組」，附設獎項之徵稿對象均對外開放。相關活動已於 5 月底圓滿結束，共

有 23 人獲獎。 

5. 楊牧文學研究中心獲和碩聯合科技童子賢董事長贊助執行「楊牧文學講座」第十一

期計畫，於 111-112 學年度辦理「第十屆楊牧文學獎」，分為「楊牧詩獎」（獲獎者 3

名）及「楊牧研究論著獎」（獲獎者 3 名）、「青春組—詩創作獎」（獲獎者 3 名）、「青

春組—詩評論獎」（獲獎者 2 名）。相關活動已於 3 月圓滿結束。 

6. 法律學分別於 112 年 12 月 9～23 日辦理「模擬法庭辯論：原住民狩獵議題」系列工

作坊、113 年 3 月 17 日與東吳大學法學院共同舉辦「死刑之外＿關於死刑替代方案

的討論」論壇。 

7. 中國語文學系分別於 112 年 11 月 8 日舉辦「第八屆中山東華研究生聯合論文發表

會」、113 年 6 月 24～26 日協辦「2024 國科會人文處文學一學門『物類／共生．環

境／倫理』跨域學術研習營」。 

8. 國際紅學研究中心於 112 年 11 月 23～24 日辦理「第一屆環太平洋紅樓夢國際學術

研討會」（華語文教學國際博士班、華語文教學暨書法碩士班協辦）。 

9. 經濟學系分別於 112 年 11 月 10 日協辦（輔仁大學經濟學系主辦）「2023 年跨校學

術研討會」、113 年 6 月 14 日主辦「2024 年跨校與紀念梁文榮特聘教授學術研討會」。 

10. 楊牧文學研究中心獲和碩聯合科技童子賢董事長贊助執行「楊牧文學講座」第十一

期計畫，年度執行項目：協助《楊牧全集》編纂工作（套書已於 113 年 3 月 13 日發

表，洪範書局出版）、舉辦「創意書寫」系列講座-講者：簡莉穎、連明偉、盛浩偉、

廖育正等四位青年作家（與華文文學系合作）、與《人魚家詩生活誌》合作刊載（第

17 刊）楊牧文學獎 10 週年特輯。此外，「2023 楊牧國際研討會」（與國立金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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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2024 楊牧研究國際研討會」（與馬來西亞拉曼大學合辦）均圓滿落幕，累

計發表論文近 30 篇。另外，2025 年預計與日本熊本學園大學合辦，刻正洽談籌備

中。 

11. 國際紅學研究中心 112 學年度積極透過戲曲戲劇推廣紅樓夢文化，陸續與臺灣崑劇

團、國光劇壇、高雄衛武營歌劇院合作，辦理如：「紅樓夢崑曲」校際巡演、「寶玉」

（新歌仔戲）、京劇《王熙鳳大鬧寧國府》導聆。另外，也與機關團體合作進行「紅

樓夢」主題之講座，並積極與國際紅學相關學人/學會/團體互動，交流探討紅學議

題。 

12. 中國語文學系書藝文化中心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與華語文中心、書藝教師社群合作，

持續辦理「東華書藝獎」競賽活動，分板書、硬筆書法、傳統臨帖書法、創意書法、

外籍生書法等 5 組進行徵集，獲校內師生熱烈響應，共收到近 200 件作品，於 112

年 12 月 27 日完成頒獎並展覽至 113 年 1 月初。而中心亦與人社院合作在 112 年 12

月 26～28 日於人社一館前舉辦為期三天「書書相印，好運連連」贈寫春聯活動，現

場也提供紙筆墨讓師生（包括外籍生）自由揮毫，在墨香中透過書寫春聯愉快的感

受年味。中心也繼續與「楊牧文學講座」計畫合作（華文文學系、楊牧文學研究中

心合辦），於 112 學年度期間辦理第三屆「東之皇華」全國硬筆書法競賽，分為大專

楷書、大專行書、社會楷書、社會行書等 4 組，獲得各方迴響，共計 500 餘件作品

參賽，於 113 年 3 月圓滿落幕。 

13. 配合黃信堯導演駐校契機，華文文學系、楊牧文學研究中心於 112 年 10 月間辦理 3

場駐校作家電影放映活動與 1 場映後座談，系列活動與花蓮在地藝文與非營利組織

合作，除校內師生亦提供在地民眾參加。 

14. 臺灣文化學系於 112 年 10 月 13 日辦理《南方影展-當代意識流》（與南方影像協會

合作）電影校園特映場活動暨映後座談。 

15. 社會學系於 112 年 11 月 27 日辦理「第十三屆台灣野望國際自然影展：2023 在花蓮

看見野望」《搶救長頸鹿：返家路遙 Saving Giraffes: The Long journey Home》+《同

桌共濟：談談氣候焦慮 Seat At The Table- How The Climate》校園特映場暨映後座談。 

16. 法律學系 112 學年度繼續辦理「2024 Rikec 青少年原住民族法律營」，一方面增進原

住民高中學生對法律知識的認識，一方面培養其對從事相關學習與研究的興趣。 

17. 華語文教學國際博士班、華語文教學暨書法國際碩士班合作自 113 年 3 月 26 日起開

始試辦校內「中文角落」活動，一方面為本校有意學習華語之外籍生提供學習中文

與練習中文口語對話機會、促進外籍生多元文化交流；一方面讓華語碩博士班學生

積極參與校內服務、增進自我華語文教學及課程設計能力。 

八、 國際交流合作 

1. 本院 112 學年度學生進行國際交流情形，本院學生前往大陸地區校院短期交流共 5

人次、前往其他國外地區校院短期交換共 34 人次；前來本院系所短期交流之大陸地

區校院學生共 17 人次、其他國外地區校院學生共 16 人次；就讀本院系所學位新生

中外國學生 18 人、大陸地區 0 人、僑生 14 人。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第10頁/共12頁 

2. 112 年 10 月 12～19 日間由吳冠宏院長率許又方主任、劉効樺（時任）主任、彭衍

綸教授、郭澤寬教授，順利完成與慶熙大學、檀國大學、延世大學、明知大學、成

均館大學與首爾大學等相關拜會活動，此行除洽談未來合作之方向，並與檀國大學

東洋學研究院、延世大學中國學研究中心、延世大學文學院等三個單位簽訂院級「學

術交流與合作意向書」、與成均館大學文學院商討簽定院級 MOU 與交換生合約事

宜。 

3. 112 年 11 月 3～10 日間林燕淑副院長、張銘仁教授、張詠詠助理教授前往菲律賓碧

瑤大學、馬尼拉雅典耀大學洛約拉高地校區、聖托馬斯大學、德拉薩爾大學等校交

流、洽談學術與教學合作計畫。 

4. 113 年 1 月 21 日至 2 月 1 日間由林燕淑副院長率楊植喬主任、洪嘉瑜主任、劉効樺

（時任)主任、林潤華副教授前往英國，順利完成倫敦大學學院、艾賽克斯大學、巴

斯大學、布里斯托爾大學、諾丁漢大學與雪菲爾德大學等校之交流並與之洽談未來

學術與教學合作方向。 

5. 歷史學系劉芳瑜助理教授代表本院，於 113 年 4 月參加 2024 馬來西亞臺灣高等教育

展（西馬場次）進行國際招生，為期 13 天的西馬行程期間亦前往如八打靈公教華文

中學、巴生中華國民型華文中學、蔴坡中化中學、森美蘭芙蓉中華獨立中學、檳城

韓江中學及檳城鍾靈獨立中學等校，與當地高中學生面對面進行宣講。 

6. 113 年 4 月 17～24 日間林燕淑副院長、洪嘉瑜主任前往印尼北蘇門答臘大學、棉蘭

州立大學、艾哈邁德．達蘭大學、日惹穆罕默迪亞大學、日惹阿特瑪賈亞大學，以

及加查馬達大學經濟商學院進行碩博士班招生宣傳、學術交流。 

7. 亞太區域研究博士班分別於 112年 8月 24～31日間王鴻濬教授代表前往越南胡志明

市，拜會自然資源與環境部、越南國家大學經濟與法律大學、國立土龍木大學；112

年 9 月 10～18 日間王鴻濬教授與金枓哲教授（兼任）代表亞太博班前往泰國，拜會

清邁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梅州大學、清萊皇家大學、皇太后（國際）大學；113 年 6

月 8～15 日間王鴻濬教授、金枓哲教授（兼任）、張詠詠助理教授代表亞太博班前往

印尼，拜會日惹穆罕默迪亞大學、印尼伊斯蘭大學、國立三一一大學、沙塔亞瓦札

那基督教大學、迪波內戈羅大學、瓦希德哈希姆大學討論招生與合作事宜。 

8. 華語文教學國際博士班、華語文教學暨書法國際碩士班朱嘉雯主任分別於 112 年 8

月 18～27 日間前往匈牙利考文紐斯大學、多腦新城大學、羅蘭大學、德國柏林工業

大學、奧地利維也納工業大學；112 年 11 月 11 日前往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進行招

生宣傳並洽談合作事宜。 

9. 另多次獲國外友校回訪，計有：113 年 1 月 11～12 日菲律賓碧瑤大學代表一行蒞校

拜會進行交流會議；113 年 1 月 18 日，檀國大學東洋學研究院李在鈴院長率團來訪

交流座談；113 年 3 月 14～16 日印尼瑪琅布拉維加亞大學學人來訪交流座談；113

年 3 月英國艾賽克斯大學國際招生專員來校拜會深入洽談雙聯學制合約，已於 113

年 7 月 10 日正式簽訂學碩銜接雙聯學位（3 年學士合約）；113 年 5 月 27 日諾丁漢

大學 Thanaset Chevapatrakul 教授與國際招生專員來訪就學術合作具體內容繼續討

論；113 年 7 月 11 日菲律賓盛多默大學代表一行蒞校拜會進行交流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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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未來發展規劃 

人社院最核心的角色是「人」，院內的教職員生為生命共同體，我們相信「相互肯定的

關係乃是組織活力的根源」，人文學與社會科學是從「人」與「關係」出發的學問，本院秉

持基礎與應用兩不偏廢的態度，立基於專業，透過院內外跨域的連結，持續強化特色教研、

落實教學創新、永續產學經營、並與國際接軌作為我們未來主要的發展方向。 

為了落實創院院長楊牧對校園的想像，爭取童子賢先生贊助「楊牧講堂」的設立，與原

有的楊牧書房共構成人文的殿堂；另活絡人社二館特色空間的交流功能，辦理常態之新書分

享會、金典獎入圍書展、東華漢學與人社東華回顧展，配合麗文書坊的入駐，舉辦「書書相

印」活動，強化館舍間的互動，以營造出提供師生「聊遇」場域，為美麗的人社院播植更多

未來的憧憬與願景。 

人社院重視創新思維與人文素養，兼顧在地特色與國際視野，是培育全方位人才的絕佳

場域。詩人楊牧開創作風氣之先，廿幾屆奇萊文學獎的耕耘，寫作人才輩出，在漢學、文史、

區域研究方面，亦迭有佳績。自 2017 年起，連續 3 年以「社會科學」領域進入 ESI 全球排名，

爾後期能在各學系的專業上再造新猷。在跨域的趨勢下，人社院未來會更積極地強化與理工

的合作，如 AI 微學程，一則因應時代脈動，並展現我們反思的力道，他如諮臨認知科學與教

育的連結、經濟系與管院的合作、法律系與原住民學院的並濟、人社院與藝術學院的共創，

與洄瀾學院的相互支援…等，期能並肩作戰，攜手締結共在與共生的未來。 

同時，一方面積極爭取本校統籌員額、國科會或其他單位補助，延攬國內外傑出學者專

家前來本校任教或進行短期研究、講學，不但緩解教學研究人力需求，也有助提升於國際學

界的互動與知名度。另一方面亦將繼續善用學院競爭型員額，延攬資深優秀學者專家或具開

創與前瞻性的業師前來本校兼任授課，不僅讓典範在此發揮更大的作用，也透過業界的媒合，

時代脈動的激活，為本院師生開啟更多的可能。 

就落實教學創新而言，本院將持續推動並鼓勵院內同仁申請及參與整合型教學、研究計

畫（包括深耕計畫、USR 計畫等）、具特色跨領域學程，透過與花東地區機關單位合作進行

的各種實習或訓輔計畫或開設推廣教育課程，加強本院學術專業與在地實務、研究的結合，

擴大本院的影響力與知名度。此外，院內各系所班也將積極爭取或配合各種校內外創新教學

方案，提供教師嘗試創新教學的機會與資源，進而為學生帶來更為生動、豐富、多元的學習

內容。 

就實質深化產學合作而言，在落實高教深耕之在地社會實踐課程部分，本院已展現初步

的成績，如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中心所勠力，後續有望更多人才的參與及創意的注入，推動

如執行文創學程、聯結在地文化產業、在地化金融產業發展及活絡、花蓮地方文史資料及影

像記錄的保存及加值運用、地方縣志、鄉志的編撰與合著，區域研究與花蓮學的舉辦…等，

透過跨領域課程教學與研究，在地連結與實地服務，協助產業創新，提升高教公共性，以落

實大學社會責任。 

在與國際接軌這一面向，本院向來鼓勵院內各系所班辦理各種國際學術交流活動，近幾

年各系所班或楊牧研究中心、歐盟研究中心、國際紅學研究中心，都主辦或承辦不少由學會

與學門委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研習營、工作坊，積累之成果斐然可觀，除散發本校地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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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及優勢外，也為師生營造更多交流與互動的良機管道，配合校方國際化的推動，如今已

經營有成的亞太博士班、華語文教學博士班、華語文教學暨書法碩士班，仍會持續國際合作

共好的步伐，並朝「心理與行為經濟國際學位學程」之增設而努力，深盼未來國際生得以向

下扎根；另一方面則積極尋求與國外如美、英、波蘭、日、韓…等知名優秀之教研大學機構

簽訂教學或研究合作協議之可能性，更期許能增進拓展於印尼、越南、馬來西亞…等南向國

家，以營造本院國際化的優勢及特色。另為了擴展生源，本院在海外的招生上更為積極，今

年八月各系所主管至西馬展開招生一系列的活動，即為顯例，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之下，足以

開創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