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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由營建工程鄭錦桐系主任與職於 5 月 13 日至 5 月 17 日前往本校姊妹校日本國立

愛媛大學參訪並討論交換生相關事宜。愛媛大學的接待交流單位為該校法文學部教授中村

則弘和該系之師生，中村教授為職於 1986 年至 1993 年留學日本筑波大學期間，同研究室

之學長，交情深厚。啟程之前中村教授特地來台和本系欲前往愛媛大學針對自己有興趣領

域和該校日本學生共同進行田野調查之題目聽取商討。事先就同學們日本研修調查之相關

單位接洽連絡。由於有中村教授的事先幫忙和相關單位的接洽連絡及愛媛大學中村教授國

際區域比較研究專題演習之日本學生的熱情幫忙陪同訪談，使得本次之研修交流能順利的

完成首次的海外共同田野調查，對兩校學生而言都是非常創新又具有挑戰性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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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愛媛大學位於日本四大島嶼之一的四國島松山市，松山市是日本四國愛媛縣的 大城

市，為四國經濟産業之中心，也是整個四國島 大的城市。愛媛大學在日本 87 所國立大學中，

排名前 20 名，世界大學排名 401 至 450 名之間。愛媛大學於西元 1949 年，合併愛媛縣立農業

學校、愛媛女子師範學校、新居兵高等工業學校與愛媛師範學校，下設文理學部、教育學部

與工學部。愛媛大學學生人數目前約 10000 人，教職員約 2000 人。與香川大學大學院合作，

設有香川大學與愛媛大學聯合法務研究所。本校與愛媛大學於 100 年 7 月締結姐妹校，互動

相當頻繁，過去本校一級主管曾經參訪愛媛大學，也曾共同舉辦國際青年領導營隊。 

    本次參訪的重點在於簽署MOA且洽談進一步討論深度交流工作，並替欲來本系學習的

日本學生進行解惑。愛媛大學設有法文學部(综合政策學科、人文學科)、教育學部（學校教

育教員養成課程、障礙兒童教育教員養成課程、藝術文化課程、健康文化課程、情報文化課

程）、理學部（數學科、物理學科、化學科、生物學科、地球科學科）、工學部（機械工學科、

電器電子工學科、環境建設工學科、機能材料工學科、應用化學科、情報工學科）、農學部

（生物資源學科），大學院設有法文學研究科（綜合法政策專攻、人文科學專攻）、教育學研

究科（學校教育專攻、特别支援教育專攻、教科教育專攻、學校臨床心理專攻）、理工學研

究科、農學研究科、醫學系研究科（醫學專攻、看護學專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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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第一天前一晚已經在台北 standby，因此早上一早即前往松山機場前往日本羽田機場，再

由機場轉機至日本松山市之松山機場。日方展現高度熱情，由 Prof. Yasuhara 與副校長秘書 Ms. 

Nakajima 開車前往機場接機。Matsuyama 市是一個非常集中(compact)的地方，機場到學校僅僅

開了 15 分鐘即抵達，隨即展開行程，現勘查隔日開會場地與與幾位教授見面的簡單拜會，為

隔天拜會行程展開序幕。 

    第二天早上先拜訪清水國際交流長，首先針對校級交換、系級交換等各項問題進行簡短

交流，其他細部事項則由交流處之其他工作人員進行細談。該處主要關心的為本校國際交流

處屢屢提到的中文語言能力的問題。本系也再次提出日本同學來台上課，課程主要是中文，

但授課教師會提供同學們日文或英文的資料。第二個行程則是由Prof. Okamura帶領參觀校史

館。此校史館相當有特色，是可以提供給所有參觀人員參觀而不收取任何費用與事先預定的

參觀所。中午則與該系教授們見面並簽暑MOA，席間的討論相當踴躍，下午則是參觀各教授

的試驗室。整體說來，日本在科研基金上仍是大量的補助以及在試驗儀器上學校能有大量資

源可以挹注在各個試驗室裡，其中有請permanent的技術士來管理系上的研究室，這對系上教

授的儀器而言將是一個非常大的幫助。 

    第三天與本次欲至本系進行交換的兩位日籍同學進行會面，將同學們在選課上有不懂的

地方做了一個面對面的討論與釋疑，另外同學們也相當關心研究室的歸屬的問題，我們也予

以建議，其中比較不確定的那位同學可等到來第一科大以後，再安排對有興趣的實驗室進行

參觀和教授們接觸。其它就是生活上相關的問題與討論，相信兩位同學對台灣之行更感放心

了。下午行程主要是針對交換學生們在松山幾個會去的點進行瞭解，途中主要是由 Prof. 

Yasuhara 與 Ms. Nagajima 全程在旁說明。 

第四天下午搭上日本松山機場 JL1468 飛往羽田機場的班機，再由羽田機場轉機飛往台灣台北

松山機場。至機場時已經九點多，因此隔日方返回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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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與日本愛媛大學針對學生交換工作進行簽約，簽約內容如下圖所示，本次簽約是以

大學三年級以上的高年級學生做交換，每年以兩人為交換之主要數目。今年日方已選出兩位

同學欲於今年九月的秋季課程時至本系三年級修學分，本系也將於 MOA 簽署過後正式公佈

給系上的同學，以方便同學們的規劃。 

    本次簽約後衍生出的討論有: 

(一) 高雄第一科大內的學生人數分配 

本校交換學生名額多由國際交流中心統一分配，優選方式也是由該機構執行。如對方送人

至系上，而系上同學在國際交流中心的選拔下，無法送學生出去，似乎不對等。 

(二) 獎學金 

日方今年已向日本教育部申請獎學金給雙方的留學生，目前屬候補期間，但只要能夠通過

時雙方學生將可擁有每個月七萬元日幣的補助，這對學生而言一定是好事的。本校國際交

流中心也應該為交換學生做好相關工作，經常性申請教育部的補助，多多照顧我們有心向

學但限於口袋不夠深的家庭。尤其台灣經濟規模本就比日本小，台灣錢到日本是很薄的，

我們應該更要好好照顧學生。 

(三) 研究生交換 

討論過程中也談到本 MOA 是主為了以大學生為主的 MOA，若需再細膩點劃分，將來可

針對研究生專門再簽一個類似協定，以加強雙方互動關係。研究生交換上修課難度降低，

但研究議題將是主角，要如何將學生研究主題能在交換學校裡面經由教授的指導延續下去

這將會是個比較需要深入探討的議題。 

(四) 短期教授互訪與同學學程安排 

接著本系也有意與該校以及 UC Davis 的 Prof. Luo 做暑期的三邊授課教學課程。目前規劃

是開幾堂三方教授合開的課程，將三方的學生共聚在第一科大一起授課。愛媛大學在聆聽

過提案後也表示高度興趣，現在僅屬討論階段，皆著要針對經費來源、課程種類，學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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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等等問題再進一步深入討論。 

(五) 修課內容的差異 

該校鼓勵同學至國外交流也深知同學們能力的限制，所以以 8 學分之留學課程鼓勵同學至

海外修習任何想修的課程，超過此量之學分數則需要名字相同方能抵免。 

 

 
 
 
 
 
 
 
 
 
 
 
 
 
 
 
 
 
 
 
 
 
 
 
 
 
 
 
 
 
 
 
 
 
 



5 
 

三、心得及建議： 

   松山市是一個相當 compact 的城市，利用步行與腳踏車或電車即可幾乎到達該市所有的地

點，相當的方便。本次參觀學校研究室，該校的博物館與近郊兩處景點，都相當適合本校交

換學生前往。 

 
 
 
 
 
 
 
 
 
 



 

附錄 

 

清水國際交流長、鄭主任與本人一同合照 

 

本校與日本愛媛大學簽署 MOA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