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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出國旨在提升本校和中國高等學校學術交流與建立良好互動關係。由應用中文系教授

兼語文學院院長林金龍教授，與應用日語系王敏東教授、洪國財助理教授前往中國山東師範大

學文學院、外國語學院，進行學術交流等活動。 

    實際的交流內容，包括簽訂學術交流備忘錄(MOU) 、參與「第一屆日本學高端論壇國際

學術研討會」、《國際村上春樹研究》首發式剪綵、議定下一階段師生參訪團交流事宜、拜會文

學院、外國語學院院長和教授們、與學院教師及學生進行雙邊座談、參觀教學環境及圖書設備、

瀏覽校內外周邊環境等，兩院的師生都有善意熱情的互動。 

本次學術交流與參訪相當順利圓滿。相信在本次雙方學術交流充分的表達善意與溝通下，

必然對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語文學院及應用中文系邁向國際化與卓越之路有具體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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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本次出國主要目的在簽訂交流備忘錄(MOU) ，並透過見面訪談，充分的表達善意，增

進雙方的深層瞭解，商議交流事項及具體執行細節，促進具有高度可行性的實質互動，有

效提升本校和中國大學間之學術交流，並建立語文學院及應用日語系和山東師範大學外國

語學院之間的良好互動關係，奠定未來雙邊師生合作與交流的堅實基礎。 

   本次學術交流與參訪相當順利圓滿，必然對語文學院及應用日語系乃至本校邁向國際

化與卓越之路，將能產生樂觀可期的助益。 

 

二、 過程 

 
   此次前往中國進行拜會訪問活動(102 年 10 月 17 至 20 日)，由應用中文系教授兼語文學院院

長林金龍教授，偕同應用日語系王敏東教授、洪國財助理教授，三位老師前往中國濟南山東師

範大學外國語學院，進行學術交流等活動。實際的交流內容，包括簽訂交流備忘錄(MOU) 、

參與「第一屆日本學高端論壇國際學術研討會」、《國際村上春樹研究》首發式剪綵、議定下一

階段師生參訪團交流事宜、拜會外國語學院、文學院院長和教授們、與學院教師及學生進行雙

邊座談、參觀教學環境及圖書設備、瀏覽校內外周邊環境等，都有善意熱情的互動。 

第一天:102 年 10 月 17 日自台灣桃園機場啟航出發，搭乘下午 1 點 50 分班機，約 4 點 20

分抵濟南機場，再搭車 1 個小時來到濟南市，已約 5 點 40 分，直接住進旅館休息。濟南是山

東省省會，又稱泉城，市內湧泉多處，擁有豐富的歷代文物與遺跡，人文古樸深厚，人口約

800 萬人，山東師範大學是山東省著名學府，全省排名僅次山東大學。 

第二天:102 年 10 月 18 日早上由山東師大文學院賈振勇教授陪同，首先拜訪了去年已跟本

院簽約的山東師大文學院，由文學院院長張文國教授、文學院書記李宗瑋教授、孫書文副院長

就兩院間實質交流事項，進一步協商，初步達成山東師大文學院派遣教授至本校做短期交流、

大學部學生來本院做 2 周研修、共同輪流舉辦教師層級與大學生層級之國際學術研討會，因為

是舊識，雙方相談甚歡，彼此建立明年 2、3 月間來本校交流之共識。 

中午用完餐後，由山東師大外國語學院日文系李光貞教授帶領下，拜會了山東師大外國語

學院，由外國語學院院長胡學星教授、外國語學院呂志紅書記、馬茂祥副院長就兩院間實質交

流事項展開了對話，本次出訪最重要任務，即是與外國語學院簽署學術交流協議書(MOU)，簽

字儀式簡單而隆重，象徵著兩學院之間的友誼已經向前邁開了一大步。儀式之後，隨即就地展

開雙邊會談。山東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歷史悠久，辦學績效傑出，是國家重點建設學科。席間

兩院間就各自之優點、特色、可以相互學習與合作等議題，深入交換意見，會中就兩校學院學

生在人才培養的制度上，彼此提出了簡要報告，並在學科課程的安排與理念、教學實務操作的

成果與困境、學生的出路、語文應用化的現代意義、兩院學生相互進修學位與研讀等多方面的

議題，進行了廣泛而誠懇的討論，交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雙方在這之前，已透過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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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長時間的聯繫與溝通，在彼此皆有誠意的基礎點上，對話順利又有建設性，共同的企

盼是盡速進行互蒙其利的實質交流。 

第三天:102 年 10 月 19 日參與了在山東師大日文系李光貞教授的召集下所進行的「第一屆

日本學高端論壇國際學術研討會」，本院日語系王敏東教授、洪國財助理教授，分別在會議中

發表了論文，林金龍院長於綜合座談前，參與了《國際村上春樹研究》首發式剪綵，《國際村

上春樹研究》由香港大學黎活仁教授號召海內外知名學府與學者，共同編輯出版，因林金龍院

長忝為顧問，本院應用中文系主任林翠鳳主任為主編之一，首發式林金龍院長應邀出席剪綵，

大會於綜合座談後合照團體照，本次大會邀請了日本駐青島總領事平木場弘人、北京日本文化

中心兼日本交流基金所長吉川竹二、日本交流基金事務局次長野田昭彥、日本全國日本語學校

聯合會荒木幹光與中國各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日文系主任及教師們約 180 人參與大會，規模

很大，用餐期間，也分別與北京大學日語系李強教授、中國日語教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外國語

大學徐一平教授、吉林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周異夫教授、廣東中山大學日語系主任邱雅芬教授

等人就與本院交流意願，進行了對話，獲得善意回應。晚宴期間，與胡學星院長、李光貞教授

再次商議，對林金龍院長所提出來邀請山東師大師生來臺到本院參訪研修的提案，達成了隔年

(2014)五一勞動節前後來台的具體共識，並就研習內容、行程安排、住宿環境、費用預算等細

節之實質狀況交換意見，議定初步處理方式，雙方相談甚歡，並承諾後續再密切往來溝通。 

第四天:102 年 10 月 20 日，早上約 5 點半起床，旅館距機場 1 個小時車程，立刻驅車至機

場，搭 8 點半的班機回台灣，結束緊湊的 4 天參訪行程。 

三、 心得及建議 

不論是在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舉行的座談會，或是與山東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的雙邊會談，

體會到同樣是語文學科領域，兩岸大學歷經近 70 年的各自發展，雙方面存在著許多的異同，

也都有彼此的優勢與劣勢，也都面臨了共同的挑戰與隱憂，都值得加以借鏡和深思。透過對話

與當面溝通，進行雙方的實質交流正是一種有力的激盪，多少會有迴響，不但可以促使兩院間

在教學與課程設計上自我覺察的提升，還可就相互優勢，截長補短。透過進一步訪談，更能有

效地充分的表達善意與構想，實質增進雙方的深層瞭解，達成共識之交流事項及具體細節得以

商定並進而執行，爭取績效與顯著成果，加強兩院間師生實質情感互動，明確且有效地提升良

好互動關係，有助於奠定未來兩院間師生雙邊交流基礎。 

對於這次的學術參訪，非常感謝本校在出國旅費上的補助，具體協助順利出國進行學術交

流訪問，發表論文老師在會議上，與各地學者相互切磋，未來應繼續鼓勵教師多多走出去參加

國際研討會，並且得以向與本學院相關系所領域教師們分享，帶動學術研究的氛圍。惟，在互

贈紀念品方面，希望能夠提出具有本校、本學院形象的相關紀念物品，可以在交流中同時提高

本校、本學院能見度，使交流效度更為提高，再者，對岸學校或許有統戰之理由，交流經費較

為充裕，交流期間提供給台灣的教師大都高規格的接待，以公立學校的經費核銷辦法與規定，

日後對方若有意來本校交流，本校教師確實無法禮尚往來，但基於禮貌與對等原則，我們招待

時也不能太寒酸，因此有大部分經費，最後還是由出訪的教師或負責接待的人員自行掏腰包付

款，形成了愈是辦理國際交流，參與的主管或教師，愈是要額外支出，尤其是兼行政主管者更

是如此，長久下來，想多爭取績效者，就變成要多付出經費，但在現有制度與辦法中，也無法

改變什麼，解決之道，似乎只能多方募款，以指定用途來解決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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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訪問照片 

    
與山東師大文學院院長、書記、副院長座談   與山東師大文學院院長、書記、副院長、 

                                         賈振勇教授座談 

 

 

    

會後與山東師大院長與教授們、本院洪國財   與山東師大外國語學院院長、書記、副院長、 

助理教收們合影                              李光貞教授說明日文系研究所特色 

 

 

    

山東師大外國語學院副院長馬茂祥教授       本院院長與山東師大外國語學院院長簽約 

審閱本院日文所招生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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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院長與山東師大外國語學院院長簽約後    本院院長與山東師大外國語學院院長簽約後 

交換協議書                                持協議書合影 

 

 

    

本院院長與山東師大外國語學院院長簽約後    本院院長與山東師大外國語學院院長簽約後

與書記、副院長、教授與學生代表、本院同    與書記、副院長、教授與學生代表座談 

仁合影 

 

 

    

出席「第一屆日本學高端論壇國際學術研       出席《國際村上春樹研究》首發式剪綵 

討會」與會學者團體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