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其他 學術參訪簽約交流） 

 

 

 

 

 

執行 103 年度「派員赴大陸地區(含港澳
地區)計畫」案 

吉林大學、東北師範大學學術交流參訪

報告書 

 

 

 

 

                      服務機關：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語文學院 

                      姓名職稱：林金龍教授兼語文學院院長 

                             應用日語系黎立仁副教授 

                               應用日語系李嗣堯助理教授 

                             應用英語系林勤敏副教授 

                               應用英語系廖芳玲助理教授 

                           應用中文系林翠鳳教授 

                             應用中文系袁本秀副教授 

       派赴國家：中國大陸 

             出國期間：103.6.13-103.6.19 

      報告日期：103.7.21 



 

摘 要 

    本次出國參訪旨在提升本校和中國大陸知名大學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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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隊，偕同應用中文系、應用日語

系、應用英語系三系現、前主任暨教師代表群與本院資深業師，組團前往中國參訪以

吉林大學、東北師範大學為主；東北大學、長春師範大學、長春大學、瀋陽大學為輔

的重點大學，並與吉林大學該校文學院及外語學院系所進行學術交流活動。實際的參

訪交流內容，包括參訪東北大學、長春大學、長春師範大學、瀋陽大學校園；並與相

關單位主管或教授相互簡報與交換意見；與相關系所大學生座談、正式拜會吉林大外

國語學院周異夫院長、文學院徐正考院長和兩院教授們、簽訂學術交流備忘錄(MOU)  

，並邀請周異夫院長、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劉研教授合辦由本校語文學院、應用日語

系召開之「國際學術研討會─「亞洲中的日本─從人文・社會・經貿看日本」，且擔

任大會開閉幕主題演講達成初步共識、再研商師生參訪團交流可能性、參觀教學環境

及圖書設備、瀏覽校內周邊環境等，雙方教師團與學生互動密切，交流對話熱絡又具

建設性，期待在未來能落實與吉林大學文學院、外國語學院、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之

學術交流合作，雙方皆極具善意熱情。 

   本次學術交流與參訪十分圓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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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邁向國際化與交流互動之路有實質的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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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本校語文學院自創院以來，便以「務實致用」為教學導向，追求教學卓越並以語言

優勢，矢志立足台灣，胸懷世界，力求視野全球化、根基在地化。更配合學校「創新

服務」之理念，致力培育兼具商業知識，通曉外語、人文素養，能在經貿、產業交流

皆能有所表現之優秀語言商務人才為宗旨。 

   中國在上個世紀一九八零年代開始致力於改革開放政策，歷經三十餘年的努力，已

取得亮眼的成就。但不可諱言，在改革開放前後過程中，中國亦經歷許多挫折，不管

在軟體或是硬體方面皆如此，為求邁進現代國家之林，中國在取得亮眼成績的同時，

亦付出許多代價。但無論如何，以中國大陸之大，大學之多，教師隊伍陣容之齊全、

學術分工之細、培育學生之眾，與台灣同文同種的相似性下，在在皆有對話與觀摩之

價值。此次參訪、簽約的對象:吉林大學即是代表性學校，該校是全中國科系最為完整

之大學，由 6 個不同學校合併而成，在中國全國排名第 8，教職員工生 10 餘萬人，規

模甚大，這次參訪，雙方相關教授，經歷許多國際學術會議的相互接觸、對話與參訪，

終於建立互信機制而水到渠成。在中國政府刻意發展的重點大學裡的語文教育對我國

來說如同一面鏡子，可以協助我們重新省思語文教育的目的，以及思考二岸語文教學、

應用的發展方面的異同、雙方可以互相借重之處。 

   此次參訪主要目的在與中國吉林大學文學院、外國語學院簽訂學術交流備忘錄

(MOU) ，透過面對面訪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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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重點大學

學術交流，並建立語文學院各系和該校文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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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邀請該校外國語學院周異夫院長、東北

師範大學文學院劉研教授合辦由本校語文學院、應用日語系召開之「國際學術研討會

─「亞洲中的日本─從人文・社會・經貿看日本」，且擔任大會開閉幕主題演講，達

成初步共識，二人欣然接受，作為實質交流的進一步進展。另就東北長春、瀋陽周邊

地區重點大學，如: 東北大學、長春大學、長春師範大學、瀋陽大學進行觀摩參訪，吸

收學習。 

   吉林大學位於中國吉林省長春市，是中國創建的第一所綜合性高等學府，是東北地

區重點建設的一所綜合性大學，中國 211 工程、985 工程高校之一，同時也是中國首批

「珠峰計劃」、「111 計劃」、「卓越計劃」和「2011 計劃」重點建設的名牌大學。多年來

許多重大的高水平科研成果，是中國基礎科學研究和高層次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之一。 

   本次國際交流主要參訪單位之二是東北師範大學，該校位於中國吉林省長春市，原

名為東北大學，「211 工程」大學之一，是中國在東北地區創建的第一所綜合性大學，

1950 年易為今名。本校語文學院院長率領三系主任及教師代表，親自拜訪文學院，與

文學院劉研教授、于文夫副教授與 6 位學生代表等師生展開座談，目的除為增進彼此

了解，並探索今後兩院國際交流合作之可能性。 

   藉由此次學術參訪與交流活動，已在學術研究、語文教學應用、文化創意開發等各

方面進行座談與經驗分享，並與大陸各大學學者彼此相互提供多年累積下來的教學經

驗與辦學特色、雙方互贈學術研究成果。此行最大的收穫是與吉林大學文學院與外國

語學院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期待在未來能落實與該校之學術交流合作，與交換學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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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並盼彼此能提供資深與年輕教師間之交流訪問與相互課程授課，並藉由交換學

生等方式建立良好之互動關係，未來將合作辦理論壇、學術研討會、出版刊物等交流

進一步強化雙方關係。 

   參訪的目的主要分成(1)配合本校國際交流發展，新開拓與中國國立吉林大學締結

姐妹學院，及(2)延伸合作觸角，探訪東北地區相關優質學校建立交流合作關係的可能

性，(3)觀察中國人文建設之成就。 

具體內容包含： 

(1) 與中國吉林大學中文學院簽署學術交流備忘錄，正式建立姊妹學院關係；邀請

外國語學院院長周異夫教授，參加今年 11月 21日(星期五)本校語文學院舉辦「亞

洲中的日本――從人文．社會．經貿看日本」國際學術研討會，將於會中進行

主題演說，同時參觀學校相關設施； 

(2) 與本校語文學院在各方面有交流合作可能性之中國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師生進

行座談對話，洽談簽訂姐妹學院協定之可行性，雙方且達成共識，邀請劉研教

授參加今年 11 月 21 日(星期五)本校語文學院舉辦「亞洲中的日本――從人文．

社會．經貿看日本」國際學術研討會，將於會中進行專題演說，同時參觀學校

相關設施； 

(3) 參訪瀋陽大學、東北大學、長春大學、長春師範大學等多所大學相關單位與校

園設計與氛圍，並嘗試洽談今後促進與各校交流之更多可行性可能，及今後推

動國際交流合作的相關內容。 

 

二、過程 

 

 此次前往中國進行拜會訪問活動(103 年 6 月 13 日至 6 月 19 日)，由應用中文系教授

兼語文學院院長林金龍教授領隊，偕同應用中文系林翠鳳主任、應用日語系黎立仁前

主任、應用英語系林勤敏前主任暨教師代表群:應中系袁本秀副教授、應日系李嗣堯助

理教授、應英系廖芳玲助理教授、語文學院資深業界教師:富邦集團百萬經理廖文英等

8 人，組團前往中國長春吉林大學與該校文學院及外國語學院進行學術交流活動。實際

的交流內容，包括簽訂學術交流備忘錄(MOU) 、就召開國際學術研討會─「亞洲中的

日本─從人文・社會・經貿看日本」達成初步合辦與擔任主題演講達成共識、拜會文

學院徐正考院長、外國語學院周異夫院長和兩院教授學生們、研商師生參訪團交流可

能性、參觀教學環境及圖書設備、瀏覽校內周邊環境等，雙方教師團互動密切，極具

善意熱情。 

1.第一天:102 年 6 月 13 日下午自台灣桃園機場啟航出發來到瀋陽，因為航班關係，抵

達瀋陽時已近傍晚，從機場至市區還需一個多小時車程，是遼寧省省會及最大城市，

中國東北地區區域中心城市，副省級城市，國家新型工業化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瀋陽

經濟區核心城市。瀋陽位於東北平原南緣，南連遼東半島，北依長白山麓，位處環渤

海經濟圈之內，是環渤海地區與東北地區的重要結合部。 

  瀋陽是中國東北地區的政治、經濟、金融、文化、交通、信息和商貿中心，全國先

進裝備製造業基地，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瀋陽市政治、軍事、金融、外交機構林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E%BD%E5%AE%81%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E%BD%E5%AE%81%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4%B8%9C%E5%8C%97%E5%9C%B0%E5%8C%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4%B8%9C%E5%8C%97%E5%9C%B0%E5%8C%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9%AF%E7%9C%81%E7%BA%A7%E5%9F%8E%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6%96%B0%E5%9E%8B%E5%B7%A5%E4%B8%9A%E5%8C%96%E7%BB%BC%E5%90%88%E9%85%8D%E5%A5%97%E6%94%B9%E9%9D%A9%E8%AF%95%E9%AA%8C%E5%8C%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6%96%B0%E5%9E%8B%E5%B7%A5%E4%B8%9A%E5%8C%96%E7%BB%BC%E5%90%88%E9%85%8D%E5%A5%97%E6%94%B9%E9%9D%A9%E8%AF%95%E9%AA%8C%E5%8C%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5%8C%97%E5%B9%B3%E5%8E%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E%BD%E4%B8%9C%E5%8D%8A%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AF%E6%B8%A4%E6%B5%B7%E7%BB%8F%E6%B5%8E%E5%9C%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AF%E6%B8%A4%E6%B5%B7%E7%BB%8F%E6%B5%8E%E5%9C%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5%8E%86%E5%8F%B2%E6%96%87%E5%8C%96%E5%90%8D%E5%9F%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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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有中國人民解放軍七大軍區瀋陽軍區、中國人民銀行九個跨省區市分行之一的瀋陽

分行、中國民航總局七大地區管理局之一的民航東北地區管理局、國家電監會六大區

域電監局之一的東北電監局、國家鐵路局七個地區鐵路監督管理局之一的瀋陽鐵路

局、國家電網五大區域分公司之一的東北電網有限公司、國家審計署 18 個審計特派員

辦事處之一的駐瀋陽特派員辦事處、中國科學院 13 個分院之一的中科院瀋陽分院，中

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 8 大網路中心城市之一，境外媒體常駐瀋陽新聞機構、國家土

地監察瀋陽局、瀋陽郵區中心局、瀋陽陸地搜救中心等中央直屬機構，擁有美國、俄

羅斯、朝鮮、日本、韓國、法國、德國七國駐瀋陽總領事館及英國簽證中心。 

瀋陽歷史悠久，有 7200 多年歷史的新樂遺址是瀋陽地區最早的人類活動遺迹，瀋陽歷

史文化遺產以清入關前及民國為主，有 2300 年建城史。瀋陽市現轄九區一市三縣，包

括渾南新區和沈北新區兩個產業新區，總面積約 1.3 萬平方千米，市區面積 3495 平方

千米，截至 2013 年，常住人口 825.7 萬。全市到處建設，道路四通八達，可以看出東

北最大都市的繁榮景象，晚餐後入住旅館休息。 

2.第 2 天:6 月 14 日參訪參訪東北大學，今天是周末，在語文學院院長林金龍教授的率

領下，本學院同仁首先至東北大學進行參訪。東北大學是中國教育部直屬的國家重點

大學，坐落在東北中心城市瀋陽。學校占地總面積 261 萬平方米,建築面積 113 萬平方

米。 

  東北大學始建於 1923 年 4 月，是一所具有愛國主義光榮傳統的大學。1928 年 8

月至 1937 年 1 月，著名愛國將領張學良將軍兼任校長。“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大學被

迫先後遷徙北平、開封、西安、四川三台等地。在此期間，廣大師生積極參加愛國抗

日運動，是“一二•九”運動的先鋒隊和主力軍。 

  1960 年被列為全國 64 所重點大學之一。是國務院首批批准有權授予學士、碩士和

博士學位的大學。學校是國家首批“211工程”和“985工程”重點建設的高校，並實現教

育部、遼寧省、瀋陽市重點共建。今天適逢周六，該校舉辦畢業典禮，除畢業生外，

師生大都不在校園，校園建築物大都關門，我們一行人在張學良題字的校門口，遇到

二位學生，其中有位學生穿著畢業學士服，院長與林翠鳳主任主動與他們交談，他們

以身為東北大學畢業生為傲，言談舉止之間，充滿了朝氣、奮發的激昂情緒，令人印

相深刻。因學校校區遼闊，決定參觀校園，他們推薦我們去參訪校門口附近的繼續教

育學院，東北大學是全中國最早舉辦成人高等教育和開展現代遠端教育試點的高校之

一。東北大學繼續教育學院是專門從事繼續教育的辦學機構，是組織實施成人高等教

育、網路教育、自學考試、培訓及其他形式繼續教育工作的教學單位和教育管理實體。

學院以服務社會為宗旨，以品質求生存，以特色求發展，堅持“從嚴治教、品質第一”

的辦學傳統，依託東北大學優質的教育資源和雄厚的師資力量，積累了豐富的辦學經

驗和辦學資源，打造了專業化的辦學管理隊伍，構建起教育類型齊全、教學形式多樣、

專業層次完整的繼續教育體系，面向社會提供完善的學歷教育和非學歷教育服務。其

中，學歷教育包括四大辦學類型：夜大學、函授大學、自學考試、網路教育；五大辦

學層次：專科、專升本、本科、第二學歷、第二學位；開設了 115 個本、專科專業，

在國內設置函授站 19 個，網路教育學習中心 280 餘個。截至目前，各類學歷教育在籍

學生 48000 余人，自學考試註冊人數 8000 餘人，累計培養了十萬余名專門人才。非學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8%A7%A3%E6%94%BE%E5%86%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88%E9%98%B3%E5%86%9B%E5%8C%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9%93%B6%E8%A1%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6%B0%91%E7%94%A8%E8%88%AA%E7%A9%BA%E5%B1%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7%94%B5%E5%8A%9B%E7%9B%91%E7%AE%A1%E5%A7%94%E5%91%98%E4%BC%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9%93%81%E8%B7%AF%E5%B1%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88%E9%98%B3%E9%93%81%E8%B7%AF%E5%B1%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88%E9%98%B3%E9%93%81%E8%B7%AF%E5%B1%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7%94%B5%E7%BD%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5%AE%A1%E8%AE%A1%E7%BD%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7%A7%91%E5%AD%A6%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84%E7%BD%97%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84%E7%BD%97%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B2%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F%A9%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91%E5%8D%97%E6%96%B0%E5%8C%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88%E5%8C%97%E6%96%B0%E5%8C%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6%96%B9%E5%8D%83%E7%B1%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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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教育形成了涵蓋 9 大門類的專業技術培訓和高級工商管理、幹部綜合素質、研究生

課程進修和訂單培養等 4 個方面的綜合性培訓，包括課程培訓、崗位培訓、專業技能

培訓、資格證書考試等多種形式，每年為社會和企業開展培訓達 3000 餘人次。 

     本校語文學院擁有語文教學優勢，本校身處市中心，歷年來辦學績優、交通方便，

特過優良教學，集結全院師資，效法東北大學繼續教育學院的積極作法，是此行另一

個收穫與啟發。考察另一目的在了解該兩校在非上課時間校園使用情形。 

         

3.第 3 天: 6 月 15 日參訪瀋陽大學，在語文學院院長林金龍教授的率領下，本學院同仁

在與位於遼寧省的另一所中國重點大學—瀋陽大學進行參訪。 

   今天適逢周日，師生也在放假中，校園建築物大都關門，因學校校區很不小，決定

也只參觀校園建設與美化工程及學生活動海報宣傳與內容，另外重點參觀了與本校規

模比較接近的“2+2”、“3+1”等人才培養模式。 

 瀋陽大學是位於中國大陸遼寧省瀋陽市的一所省屬市管公立綜合性大學，由原冶

金部部屬瀋陽工業高等專科學校和瀋陽市市屬瀋陽大學、瀋陽教育學院等多所院校重

組而來。辦學歷史可追溯到 1906 年成立的奉天實業學堂和新民公學堂。學校有望花南

街、聯合路、新民（獨立校區）三個校區。瀋陽大學（Shenyang University ）坐落于東

北第一大城市瀋陽。是一所擁有百年歷史的普通高等院校，涵蓋哲學、經濟學、法學、

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農學、管理學、藝術學等 11 大學科門類。以本

科教育為主體，擁有碩士研究生教育、博士研究生教育、高等職業教育、繼續教育和

留學生教育的多層次、多類型辦學資格的綜合性大學。 

瀋陽大學學科門類齊全、專業覆蓋面廣、後發優勢強，多年來的科學研究與文化傳

承，大批高水準，高文化，高素質的人才彙聚瀋大。如今瀋陽大學已經位居同等批次

本科高校前列。是中國教育部“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畫”高校。 瀋陽大學設有 18

個教學院（部），2 個科研機構和 1 個博士後科研工作站。現有教職工 2324 人，其中專

任教師 1290 人，在專任教師中，擁有享受中國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4 人，教授 191 人、

副教授 571 人，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教師 851 人，其中博士 221 人。 

瀋陽大學積極與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俄羅斯、新西蘭、日本、

韓國、臺灣、香港等近 20 個國家和地區的 60 餘所大學、教育機構建立了交流與合作

關係，率先在遼寧省內成立了國際商學院，與美國西俄勒岡大學、威爾士大學、斯威

本科技大學等國外 10 餘所高校合作辦學，形成了“2+2”、“3+1”等人才培養模式。

先後有 500 多位外籍專家來校訪問、任教、講學或科研合作，選派 22 名訪問學者教師

出國進修和科研合作，培養各類留學生 548 人。 

2013 年與韓國新羅大學、韓國水原大學、俄羅斯哈巴經濟法律學院簽訂的關於互

換留學生的交流協定，進一步增進瀋陽大學與國際大學之間的交流。 

    這所大學“2+2”、“3+1”等人才培養模式，我們甚感興趣，本校語文學院經多

年努立，已與國外多所大學實施交換生、雙聯學位的合作，並與其他各國大學積極洽

商“2+2”、“3+1”等人才培養模式的可能性，比較之下，這當中最大的差異是:他們

的企圖心:帶領學生走入世界，我們只在亞洲地區經營；另一個差異是經費的挹注，國

際交流勢必要花錢，在對等的原則下，經費無法縮編，本校在這個區塊的經費，顯然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E%BD%E5%AE%81%E7%9C%81
http://baike.baidu.com/view/4483603.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A4%A7%E9%99%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A4%A7%E9%99%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88%E9%98%B3%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7%AB%8B%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7%AB%8B%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89%E5%A4%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6%B0%91
http://baike.baidu.com/view/44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6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784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5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3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7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7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8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8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1386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2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6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585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66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66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17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10178.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2607/50393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7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1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1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447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69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19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19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836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722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1494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282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836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836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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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遜色太多了! 本日適逢週日假期，安排前往瀋陽大學參觀，由於該校位於交通便利之

市區中心，與本校地裡位置相似，本考察另一目的也在了解該兩校在非上課時間校園

使用情形。 

4.第 4 天:6 月 16 日，今天結束瀋陽地區的參訪，啟程往長春出發。上午利用時間參訪

「九•一八紀念館」，九一八事件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事件，紀念館的設置讓人看到

了中國人對此一事件的反省與揭發事實真相的魄力，並以國家之力，建立宏偉的建築，

盛大舉辦相關活動、深入挖掘史料、出版專書、設置大規模紀念園區，在在顯示歷史

絕不可以遺忘、失真的態度，以及人類唾棄戰爭、嚮往自由的普世願望與價值。瀋陽

驅車至長春，沿途因高速公路施工的關係，上上下下繞了許多路，司機說開了約 400

公里，加上是上班日，東北二大都市及周邊城市，共約 4、5000 萬人口，讓我們見識

了中國經濟發展在東北地區的繁榮景象:車多人多。長春市是中國吉林省省會，中國東

北地區天然地理中心，是中國東北地區的中心城市之一，東北地區特大城市之一。中

國重要的工業基地城市，同時也是中國四大園林城市之一，全省政治、經濟、文化和

交通中心，中國最大的汽車工業城市和新中國電影工業搖籃，有“東方底特律”和“東

方好萊塢”、“東方洛杉磯”的美譽。長春是一座美麗的城市，物華天寶，人杰地靈，

自然與人文景觀俱佳，擁有豐富而獨具特色的旅游資源。2010 年長春戶籍總人口

7,900,867 人，實際居住人口超過一千萬（11,196,648 人），其中外來和流動人口達到三

百多萬（3,295,781 人，居住 3 年以上常住流動人口約 107 萬人，其它流動人口 220 餘

萬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大的汽車工業城市和最早的電影工業基地。長春的居民包

括漢、滿、朝鮮、回、蒙古、錫伯等 38 個民族。長春市同時為中國沿邊開放城市。目

前應是東北地區最大的城市，我們因出發得早(約 9 點就離開瀋陽)，經長途驅車又繞

路，抵達長春時已有些疲憊，下午 2 點用完午餐後，我們去參訪長春大學、長春師範

大學，長春大學有著悠久的辦學歷史，這裡曾是 1938 年偽滿洲國最高學府長春建國大

學的校址。1987 年由原吉林科技大學、吉林機電專科學校、長春外國語專科學校、長

春職業大學 4 所學校合並，組建成新的長春大學。學校現有 20 個教學院部，49 個本科

專業，涵蓋文、理、工、農、法、醫、管理、經濟、教育九大學科門類。全日制在校

學生 15426 人。圖書館是吉林省先進圖書館，紙質藏書 148 萬冊。經過多年的探索與實

踐，該校形成了鮮明的辦學特色。一是形成了以"關愛他人、無私奉獻、立志成才、報

效國家"爲核心內涵，體現青年學生時代風貌的"團風"精神，成爲該校思想教育和育人

工作的有效法寶。二是首創中國殘疾人高等教育的先河，創建了中國殘疾人高等教育

本科人才培養體系，填補了中國高等教育的空白。陸續成立了國家級高等教育視障資

源中心，吉林省殘疾人康複設備及技術科技創新中心、特殊教育吉林省普通高校人文

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點學科。 

  該校把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應用型高級專門人才作爲根本任務，培育

富有特色的校園文化。目前，該校共有各類學生社團組織 118 個，課餘文化生活豐富

多彩，滿足了學生多層面的興趣愛好。該校已連續擧辦 16 屆青年文化藝術節和校園文

化列車大型校園文化系列活動，爲青年學生展示才華、拓展素質、提高能力創造了條

件，搭建了平臺。該校被評爲吉林省高校大學生思想教育工作先進單位。學生在校園

文化活動競賽中屢創佳績，2005 年穫中國第一屆大學生藝術展演一等獎，2009 年穫中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C%81%E4%BC%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4%B8%9C%E5%8C%97%E5%9C%B0%E5%8C%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B%A1%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B2%9C%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9E%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2%99%E5%8F%A4%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4%A1%E4%BC%AF%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2%BF%E8%BE%B9%E5%BC%80%E6%94%BE&action=edit&redlink=1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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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第二屆大學生藝術展演戲劇小品類一等獎第一名，創造了吉林省歷屆在中國大學生

藝術展演比賽中的最好成績。該校高度重視學生創新與實踐能力培養。在這方面，本

校應有需多借鏡之處，臺灣學生熱衷於網路、手機 Line 連線，社團活動並不全面普及，

大陸高校在校園文化活動競賽，不但全校動員，學生更是創意十足，本來我們認為臺

灣學生創新能力遠優於對岸，這次參訪，可能要重新檢討，再者，臺灣的大學，很少

為殘障(應改名稱為特殊需求)人士設計課程，這所學校不但成立殘疾人高等教育本科人

才培養體系，還為殘疾人設置康複設備及技術科技創新中心，另人肅然起敬。長春師

範大學坐落在美麗的北國春城——長春，是吉林省重要的基礎教育、學前教育師資及

應用型高級專門人才培養基地，是具有博士學位授予權的省屬師範大學。學校始建於

1958 年，時名長春師範專科學校，1963 年易名為長春師範學校，1981 年更名為長春師

範學院， 2013 年更名為長春師範大學。學校現有 67 個本科專業，擁有文、理、史、

教育、管、法、工、藝術等八個學科門類；有 20 個教學單位，教職工 1400 余人，全日

制在校生 19000 余人，近三屆本科畢業生年底平均就業率達到 95%以上。該校圖書館館

藏豐富，擁有 1 個多功能體育館和 1 個高標準運動場，校園網設施先進，網上教學資

源豐富，能夠為教學、科研和管理提供良好服務。2007 年和 2010 年該校學報兩次被評

為“中國高等學校優秀社科期刊”，學報 2010 年的影響因數、文章轉載率等主要指標，

已排在中國地方高師院校首位。該校積極創新思想政治教育和學生管理方法，學生工

作成果顯著。學生獲得國際獎項 19 項，國家級獎項 733 項，省級獎項 1072 項。2011

年學校被評為中國“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先進單位”；在吉林省大學生思想教育評估

工作中被評為“優秀”；榮獲吉林省學生工作創新獎；連續兩年榮獲吉林省校園文化

建設優秀成果一等獎；先後獲得省市獎勵 6 項。該校在吉林省組織的 4 次高師院校學

生語言文字基本功大賽中榮獲總冠軍 3 次、亞軍 1 次；2008 年、2011 年，該校女子排

球隊兩次獲得中國大學生女子排球甲級聯賽中國冠軍；2009 年，該校學生獲得全國大

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三等獎，實現了中國“挑戰杯”科技作品大賽獎牌零的突

破。2012 年承辦中國第十二屆冬季運動會開幕式文藝演出，成為第一個獨家承辦全國

性體育賽事開幕式整場演出的省屬高校，並榮獲第十二屆中國冬季運動會貢獻獎；學

生就業率始終居於省屬高校前列，該校於 2010 年獲評“吉林省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工

作先進集體”；在第二屆中國大學生創意創業大賽中，該校獲得團體一等獎，該校大

學生創業園被評為首批“吉林省省級大學生創業園”。該校與澳大利亞、俄羅斯、西

班牙、日本、韓國、加拿大等十幾個國家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建立了友好合作交流

關係。實行學分互認、學位互授。該校陸續派遣近 400 名教學、科研和管理人員出國

留學、進行學術交流及考察訪問；選派近 1200 名學生赴境外留學。作為牽頭單位，學

校多次舉辦吉台兩地“高等學校教育發展論壇”，每年派往臺灣地區交流學習的學生

150 人左右，學校對外交流與合作不斷取得新的進展。這所學校也很特別，我們看了被

評為“全國高等學校優秀社科期刊”的刊物，徵稿、審稿到發行，果然嚴謹，印象深

刻的是:該校被評為中國“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先進單位”、學生工作創新獎、校園文

化建設優秀成果一等獎、學生語言文字基本功大賽中榮獲總冠軍 3 次、亞軍 1 次；2008

年、2011 年，女子排球隊兩次獲得中國大學生女子排球甲級聯賽中國冠軍、中國大學

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三等獎，實現了中國“挑戰杯”科技作品大賽獎牌零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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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2012 年承辦中國第十二屆冬季運動會開幕式文藝演出，成為第一個獨家承辦全國

性體育賽事開幕式整場演出的省屬高校，並榮獲第十二屆中國冬季運動會貢獻獎；一

所培養師資的學校，能夠跨出專業，全方位鼓勵學生學習、比賽、得獎，對本校以創

新服務為辦學主軸而言，確實值得我們檢討、深思、改進。再者，該校每年來台交流

學習學生 150 人，本校應積極接觸，提供資訊，鼓勵該校學生來本校研習。參訪完這

二所學院回飯店休息，並利用約一小時時間，全體人員做了明天參訪吉林大學的行前

工作分配的再確定，針對所有明天簽約、參訪、對話議題等等，演練一遍後才分別回

房休息。在語文學院院長林金龍教授的率領下，本學院同仁將進行本次參訪的重頭戲，

與吉林大學進行學術交流。 

 

5.第 5 天:6 月 17 日，參訪吉林大學，參訪團在語文學院院長林金龍教授的率領下，本

學院同仁首次與東北的大學院校進行簽約。為了信守 9 點見面的先前約定，我們一早

驅車出發，長春市區交通擁擠， 我們還是如約準時與吉林大學外國語學院領導們見面

了!此次簽約，剛好外國語學院院長臨時生病住院吊點滴，由該院書記逄錦彩教授、負

責科研的副院長兼韓語系主任權赫律教授、負責國際交流的副院長王哲夫教授、負責

行政的副院長兼英語系主任張玫玫教授、負責學生工作的副院長兼日語系主任胡建軍

教授、另一位國際交流工作的副院長兼俄語系主任劉佐艷教授等五位副院長百忙中全

員出席，另外當天沒課的英語系孫明麗副教授、俄語系田君教授、日語系劉曉東、房

穎講師、韓語系金晶副教授共 12 位，一字排開，甚為隆重，在先進行名片交換後，雙

方各自介紹成員，並簡介各自系所，之後即進行簽約與交換禮物。特別讓我們感動的

是:周院長交代要把簽約文件送到病房讓他簽完名，始完成所有程序，書記逄錦彩教授

主持簽約儀式，並合影留念，最後進行交流相關議題討論與溝通，整個過程進行約 3

個小時，原先安排與學生對話，因交談熱絡而延長時間，學生只好回教室上課，約好

下午至文學院再進行對話。交流至中午 12 時結束，雙方均甚為滿意，本校語文學院特

別準備學生優秀的畢業專題成果，結為 3 冊，送給對方參考，他們對於本校學生實作

成果，頗為驚訝，認為應向我們學習。中午用完餐後，我們轉往吉林大學另一個學院:

文學院簽約與交流。我們出訪期間，適逢東北地區大學筆試，文學院老師大都去閱卷

去了，但文學院院長徐正考教授、中國長江學者與前院長張福貴教授、中國語言文學

系主任沈文凡教授、中國語言文學副系主任張從皞教授等重要領導，也是在百忙中與

我們見面交流，並且遴選了 20 位優異大學生代表，共同出席盛會，外國語學院也來了

5 位學生，共同見證了簽約與交流活動。其過程與早上外國語學院的大致一樣，唯一不

同的是加入 25 位學生的提問，因此場面就顯得熱鬧有趣與往來對答，我們也見識到中

國學生提問之仔細與深入，口語表達之流暢與穩健，顯然他們是有備而來，一再令我

們印象深刻，活動在約 6 點結束，接受他們晚餐招待後，結束了緊湊、忙碌但收穫頗

豐的一天。 

    

6.第 6 天:6 月 18 日:參訪東北師範大學，東北師範大學（簡稱：東北師大或東師，英語：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英文縮寫：NENU）位於中國吉林省長春市，「211 工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F%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9%E6%9E%97%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9%E6%9E%97%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211%E5%B7%A5%E7%A8%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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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之一，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建校於 1946 年，原名為東北大學，是中國

共產黨在東北地區創建的第一所綜合性大學，1950 年，根據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需要，

易名為今名東北師範大學，學校類型變更為師範大學。目前共有本部、淨月兩個校區。

1946 年，延安大學、華北聯合大學百餘名教師、幹部加入。1949 年遷至並定址長春。

隨後，國立長春大學、國立東北大學、國立長白師範學院等學校紛紛加入。東北師範

大學第一任校長為著名將軍張學良之胞弟、東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張學思。此外，教

育家張如心、成仿吾、丁浩川等人亦曾擔任領導職務。1995 年，學校通過 211 工程的

部門預審，成為該工程的重點建設大學。1995 年，學校通過 211 工程的部門預審，成

為第一所進入中國 211 工程重點建設的師範大學，2004 年，學校被批准建立研究生院。

現有 24887 名在校學生（其中本科生 14459 名，博士、碩士研究生 9797 人，外國留學

生 631 人），1516 名專任教師（其中教授 438 人、博士生導師 276 人），23 個學院（部），

59 個本科專業，151 個碩士學位授權點、111 個博士學位授權點、34 個碩士學位授權一

級學科，22 個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16 個博士後科研流動站；1 個教育博士專業學

位點，17 個碩士專業學位點；5 個二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8 個「211 工程」重點學科

建設項目，21 個「十二五」 吉林省一級學科優勢特色重點學科。目前擁有一座國家級

實驗室、一座國家專業實驗室、五座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目前，在兩校區建有兩所圖

書館，總建築面積 3.83 萬平方米，紙質藏書量約 343 萬冊，閱覽座位 5045 個。同時學

校建有自然博物館，總建築面積 1.67 萬平方米，收藏自然標本 3 萬多號，近 7 萬件。

東北師範大學有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1 名，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8 名、3 名教授入

選中科院「百人計劃」，40 名教師入選教育部「跨世紀／新世紀」優秀人才計劃，4

名教師被評為國家級教學名師。參訪東北師範大學當天，該校也適逢吉林省 2014 普通

高等學校招生考試閱卷，文學院教師全員出席，連院長都要在現場督導，文學院劉研

教授於校門口告知，學校被設為全吉林省閱卷集中場地，教師要負責閱卷，不方便接

待，劉研教授特地請假，且提早與多出時間完成她的閱卷份量，才有空來接待我們，

喧賓不奪主，我們在對方精心安排的場地上，雙方進行簡報與交流。劉研教授與文學

院中文系于文夫副教授與 6 位學生代表(大學生輔導員田麗娜、陳曦、張斯特 3 人與 4

年級代表許依依同學、3 年級代表潘玲同學、公費師範生陳旭佳同學共 6 位)等師生展

開座談，本院應用中文系與該校文學院同為以中文教學與研究作為主要發展課題，因

此雙方進行對話交流。就教學研究的現況與未來發展等議題，廣泛交換意見。會中就

兩校文學院在中文人才培養的制度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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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應用化的現代意義等多方面的

議題，進行了廣泛而誠懇的討論，交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東北師範大學的中文人才

培養著重在語文教育人才方面，注重學科知識，讀書風氣昌盛。該校是中國東西北地

區師資培養與訓練的大本營與領頭羊，各項作有很具參考價值。以本校為例的台灣地

區，在中文人才的培養上，現今已經走向注重創意應用的階段，學生的活動多，思考

面向活潑，側重跨界的多元連結。兩者各有利弊，可以互相觀摩學習。東北師範大學

文學院對本院中文系中文應用化的課題，以及文創產學相關課程，格外感到興趣。雙

方因此有意進一步進行交流，我方提議可以就「中文教學與創新應用」議題召開論壇

或研討會加以切磋，東北師大十分認同，也展現高度意願，雙方因此達成初步共識，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6%95%99%E8%82%B2%E9%83%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85%B1%E4%BA%A7%E5%85%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85%B1%E4%BA%A7%E5%85%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AB%E7%AF%84%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B6%E5%AE%89%E5%A4%A7%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8E%E5%8C%97%E8%81%94%E5%90%88%E5%A4%A7%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9%95%B7%E6%98%A5%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7%AB%8B%E4%B8%9C%E5%8C%97%E5%A4%A7%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D%E7%AB%8B%E9%95%BF%E7%99%BD%E5%B8%88%E8%8C%83%E5%AD%A6%E9%99%A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A0%E5%AD%A6%E8%89%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A0%E5%AD%A6%E6%80%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A0%E5%A6%82%E5%BF%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8%90%E4%BB%BF%E5%90%BE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81%E6%B5%A9%E5%B7%9D&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211%E5%B7%A5%E7%A8%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211%E5%B7%A5%E7%A8%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211%E5%B7%A5%E7%A8%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0%94%E7%A9%B6%E7%94%9F%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D%E5%AE%B6%E7%BA%A7%E5%AE%9E%E9%AA%8C%E5%AE%A4&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D%E5%AE%B6%E7%BA%A7%E5%AE%9E%E9%AA%8C%E5%AE%A4&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D%E5%AE%B6%E4%B8%93%E4%B8%9A%E5%AE%9E%E9%AA%8C%E5%AE%A4&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5%99%E8%82%B2%E9%83%A8%E9%87%8D%E7%82%B9%E5%AE%9E%E9%AA%8C%E5%AE%A4&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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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將持續推動。之後再就雙方課程設計、學生素質提升、就業問題、產學合作、業

師協同教學、師生互訪、合辦研討會、出版刊物等議題，充分且深入交換意見，並達

成繼續實質交流的共識，本院即將於明年 8 月出刊的第 2 期《應用語文學報》，也當

面邀請文學院教授賜稿。 

總而言之，雙方針對語文教育的現狀、趨勢、未來挑戰、就業市場、學生品德教育、

職場倫理、跨領域學習、企業連結、實習與業師制度、畢業生專題、學生學習氛圍、

教師面臨處境、未來合作交流等等議題，廣泛又誠懇地交換意見，座談熱烈又具有建

設性，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師生對於應用中文系優秀的畢業專題成果，頗為佩服，與

吉林大學外國語學院的師生們反映如出一轍，對話至中午後暫時結束，用完他們招待

的午餐後，下午我們參訪了文學院圖書館、教學設施，之後到美麗又寬敞的校園內參

觀，校園林木綠草扶疏，有重大貢獻的名人、教授銅像矗立校園內，適逢文學院在校

生為畢業生辦歡送會，我們應邀參加，見識到東北年輕學生豪放又熱情的節目安排，

師生同歡，不知時光飛逝! 

    

7.第7天:6月19日，早上參觀了偽滿皇宮，偽滿皇宮是偽滿洲國傀儡皇帝愛新覺羅•溥

儀的宮殿，他在從1932年到1945年間曾在這裏居住。偽滿皇宮的主體建築是一組黃色琉

璃瓦覆頂的二層小樓，包括勤民樓、輯熙樓和同德殿，這三座小樓風格獨特，是中西

式相結合的格局。偽皇宮可分為進行政治活動的外廷和日常生活是內廷兩部分，現分

別辟為偽滿皇宮陳列館和偽滿帝宮陳列館。外廷（皇宮）是溥儀處理政務的場所，主

要建築有勤民樓、懷遠樓、嘉樂殿，勤民樓是溥儀辦公的地方。此外還有花園、假山、

養魚池、游泳池、網球場、高爾夫球場、跑馬場以及書畫庫等其他附屬場所。內廷（帝

宮）是溥儀及其家屬日常生活的區域，其中輯熙樓是溥儀和皇后婉容的居所，是日常

起居之處；同德殿是“福貴人”的居所，另外還設有一些娛樂設施。 下午搭機返台，

順利完成一次充實豐收的拜會交流。 

 

三、心得及建議   

 

1. 中國大陸大學高度意願與台灣的大學簽訂學術交流 

   本次參訪團行程緊湊，在短短幾天行程內拜訪位於中國東北的主要重點大學，雖然

因逢周六日，有學校師生不上班，加上恰逢該地區舉辦考試需閱卷，部分學校校園沒

有全部開放，原先規畫交流對話有些遺憾，只能在校園參訪時，與學生們進行對話、

交換意見，但還是與這二所大學相互承諾繼續交流，最大成果是與重點大學吉林大學

文學院以及外國語學院，簽訂院與院層級的學術交流協議。其中包含強化日後教師互

訪，以及合辦學術研討活動，並為日後兩校的師生交流奠定基礎，成果可謂達成預期。

我們發現:大陸非常有意願與台灣的大學交流，此次參訪，原先預定目標是與吉林大學

外國語學院簽署 MOU，但在出發前一周，我們透過管道，連繫上吉林大學文學院高層，

我們才得知吉林大學文學院也有意與本院簽約，最後順利完成簽約，據悉雲林科大 2

年前要與吉林大學簽約，吉大這邊意願不高，我們卻順利與二個學院簽約，令我們喜

出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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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設計 

   中國改革開放雖然取得明顯成就，不過不可諱言，其在硬體建設突飛猛進的同時，

相關軟體建設似乎尚未跟上腳步。我國與其相較，在少子化及經濟成長趨緩所造成的

就業市場嚴峻的大環境底下，我國技職體系院校的語文科系課程規畫安排，比起中國

有著更為前衛的課程設計理念。由於少子化的考驗，我國的語言科系課程規劃須積極

思考如何彰顯其系所特徵，以鼓勵學子報考就讀，課程安排以及課外活動顯然較為活

潑。而由於我國大學畢業生就業率不佳，身為技職體系院系，更應積極思考如何補足

學校與企業的最後一哩路，縮短學用落差，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中國由於目前整體

經濟環境尚處於高度成長階段，且少子化現象尚未明顯化，因此在大環境上與我國有

所不同，課程安排也較為保守。此次學術交流對象皆明確表達出願向台灣取經的意願，

而我國課程規劃的相關軟體建設雖然較優於中國，但在中國積極學習努力成長的動力

下，相信此一差距會有日益縮減的一天。我國技職體系的語文教育課程規劃與安排亦

應積極思考創新，以求繼續維持我國的競爭優勢。交流會議中，吉林大學文學院徐正

考院長、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均表達誠摯的期盼，希望向本校(台中科技大學)學習 ： 

(一) 應用與創新的教學課程設計，尤其針對文秘班、經濟班專業(非原有的師範教育)。 

(二) 聘請有實務經驗的業師支援課程。 

  在這次二校相關座談會中，吉林大學、東北師大對於本校如此看重產學合作案，

我們的成員中有語文學院資深業界教師:富邦集團百萬經理廖文英女士，隨我們出訪，

也在座談會中分享她對本校學生的肯定，二校對她的發言，表示相當的讚賞，也很驚

訝本校對於業界與學校的合作如此緊密，讓學生在未來的就業道路上無後顧之憂，且

讓學生將所學與就業可迅速接軌，證明本校對於產學合作方面，有其獨到之處。 

  之後雙方也在舉辦研討會、出版刊物上互相交換了許多意見，包括在未來可以有

交換師生的計畫，以增進雙方學生素養，更讓本校的學生在面對臺灣以外的學習系統

時，有更寬廣的視野。 

 

3. 大陸高校經費充裕 

此次參訪過程中包含中國東北的著名大學，不知是否因為 211、985 等重點大學，經

費較為寬裕? 詢問之下，我們一比，差異懸殊，以吉林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能控管的

經費，一年就高達 600 萬人民幣，國際交流約有 200 萬人民幣預算，形勢比人強，除了

開源節流，我們只能有多少做多少。 

 

4. 文化傳承的反思 

   本校於交流中印象深刻的是 ：東北師大文學院強調人文學習以「傳承文化」為主

軸， 不禁反思 ： 在台灣現代社會過度強調技能、證照的潮流中，是否不知不覺地對

人文精神的傳承輕忽了？ (而台灣又素以傳承中華文化為重責大任)雙方藉此交流座

談，大略理解彼此可截長補短之處。當然，可再藉進一步的實質交流－－師生、學術、

出版交流，使雙方的高等教育品質更為提升，尤其更為開創適合今日華人語文學習與

人文傳承的優質教育模式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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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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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得以向與本學院及各系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們請益。惟，在互贈紀

念品方面，吉林大學贈送給我們的物品中，看來極具用心，非常有特色，未來希望能

夠提出具有本校、本學院、各系形象的相關紀念物品，可以在交流中同時提高本校、

本學院、各系能見度，使交流效度更為提高。 

  如果雙方之合作意願彼此高度支持，應積極研商交換教師、學生的可能機制，讓

本校系所之老師與學生，藉由這種實質交流的機會，培養出宏大的國際觀，進而提高

教師教學績效與學生人文素養，使教師與學生能夠接受來自於不同國家地區、不同教

學系統的訓練養成，也可讓本校學生有獲得來自於其他外校教師教學的機會。 

   關於學校與學院簡介，我們也有改善的空間，在內容、特色、文圖配排、編印、紙

張質地等展示簡介時，我們也看到對岸的用心所在，這些都是需要再調整的地方。 

總結這次的參訪，除了建立姊妹學院持續強化交流的積極性外，另外擴展了與中

國東北數所優質大學相關系所學者的友善對話與分享，可以說成果豐盛。除了對姐妹

學院有更清楚的認識之外，對於今後的交流也有一定深度的意見交換。這次參訪的吉

林大學、東北師範大學、東北大學、瀋陽大學、長春師範大學、長春大學等校，均為

首次拜訪，有了良好的開始，也為今後的合作關係與提升層級的校際交流奠定了良好

的基礎。 

與各校進行交流過程中，深深感受到各校對於推動國際化的重視。尤其是參觀了

吉林大學在國際交流上的用心與經費的充分挹注，令人印象深刻，再者，若要維持長

久的交流關係，一定不能只是單方面的派遣或接受，惟有雙向交流才能使彼此之間關

係更穩固。為此，除了選擇具有共同發展方向之大學進行交流之外，本校也需要充實

各項軟硬體設施，在對等的原則下，使友校教師與學生更有意願前來本校交換教學或

進行長、短期研修。 

目前雖然已經有初步回應友校這些需求的能力，但是對照姐妹校的各項設施、文

宣資料、外籍生規模、經費的提供、雙聯學位之建置，本校國際交流的軟硬體設施，

實在還有很大進步空間。特別對於有國際交流實質績效之科系院所，應該給予更多預

算、資源來回應姐妹校對本校的期待。 

    深感大陸各大學對海外交流相當熱衷，對國際人才之培育相當用心，盡量鼓勵每

位學生有機會到國外進行各種交流，以培養國際觀與相關素養，值得肯定與學習。除

了校級設有國際交流中心或專屬機構外，部分大學院級單位，也另設留學生中心，以

協助留學生學習與生活面之照顧，吉林大學更編置專司海外交流事務之副院長一職，

著實令人稱羨。反思本校只有國際交流組(1~2)人之編制，無法深化國際交流事務及發

揮全校性之綜效，切盼校方能將負責國際交流工作之單位，提升至校級編制，以期能

注力多元國際人才之培育。 

    與吉林大學及東本師範大學幾場座談會中，得到諸多啟示，特別是像吉林大學等

傳統綜合大學之教育方式與目標，與本校屬技職體系之科技大學之教育方式與目標，

各有其特色，值得相互學習與分享。如其日文系強調基礎功，即日文之專業能力，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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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學校龐大資源(有 1000 種以上各學門之選修課)鼓勵學生修習各種其他專業課程。

而本校應日系則是以應用為出發點，以培養及時可用之人才為目標，用日語來學習其

他專業，教育方法明顯不同，然而，兩方均強調跨領域能力之培養，符合全球化時代

之人才培養訴求。 

     

 

 

 

 

 

 

 

 

 

 

 

 

 

 

 

 

 

 

 

 

 

 

 



 

附件、照片集 

   

圖 1：參訪團於東北大學校門合影留念       圖 2：參訪團於東北大學繼續教育學院合影留念 

   

圖 3：參訪團於瀋陽大學校門合影留念      圖 4：參訪團於瀋陽大學校園內參訪 

   

圖 5：參訪團林金龍院長與吉林大學外國語學院   圖 6：參訪團林金龍院長率團與吉林大學外

書記逄錦彩教授(左立者)簽署 MOU 後留影      國語學院領導於簽訂學術交流協議後座談 

    

圖 7：語文學院院長與吉林大學文學院院長  圖 8 : 吉林大學外國語與文學院學生參與座談時 

徐正考教授(右座者)簽約時留影              提問 



 

   

圖 9 : 參訪東北師範大學校園           圖 10 : 參訪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圖書館 

    

圖 11：參訪團於東北師範大學合影      圖 12 與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師生座談 

                                        

   
圖 13：參訪團與東北師範大學學生們合影留念  圖 14：參訪團於長春師範大學合影留念 

                 
圖 13 : 參訪團在長春大學合影      圖 14 : 參訪團參與東北師大文學院送舊晚會與 

                                    招待學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