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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SEP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ducation, Psychology, Society and Tourism）是整

合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及旅遊研究領域的研討會，至今已舉行了三屆。每屆研討會於

上述的相關領域的研究發表皆可反映出目前相關領域的主要問題與研究趨勢。本次的出國

計畫為筆者研提海報於會議中進行發表與交流，而本報告針對研討會內容與參訪京都大阪

的重要景觀行程提出心得與建議。藉由本次會議的心得與意見交換，可了解目前國際於環

境及景觀等相關領域熱門的研究方向，並增加相關視野。同時藉由考察京都奈良的文化景

觀及大阪城市景觀的行程，可以了解目前臺灣在文化景觀的保存及城市景觀的塑造上的問

題點及差異處，可將考察放入未來教學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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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ISEP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ducation, Psychology, Society and Tourism）是整

合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及旅遊研究領域的研討會，至今已舉行了三屆。研討會的成員

包含了世界各國與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與旅遊研究等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每屆研討會

的相關研究發表內容，皆可反映出當前相關領域的主要問題與研究趨勢，為重要的交流平

台。 

  2015 年的研討會自 3 月 22-24 日於日本大阪市舉辦。筆者研提海報於會議中進行發表

與交流，論文接受函如附錄 1、發表證明如附錄 2、海報內容如附錄 3。本次參加研討會之

目的如下： 

(一) 海報發表，增進研究專業之能的分享與交流。 

(二) 考察京都的文化景觀及大阪城市景觀，吸取相關經驗。 



2 

二、過程 

（一）研討會參加過程與內容 

  依據研討會議程，筆者與會行程如表 1 所示。 

表 1 出席研討會行程表 

日期/星期 活動內容 

3 月 20 日（週五） 去程（臺灣－日本） 

3 月 21 日 參觀京都市區 

3 月 22 日 研討會交流活動 

3 月 23 日 海報發表、交流活動 

3 月 24 日 研討會交流活動 

3 月 25 日 參觀大阪市區 

3 月 26 日 參觀大阪市區 

3 月 27 日（週五） 回程（日本－臺灣） 

  2015 ISEPST研討會於3月22日至3月24日在日本大阪國際交流中心（Osaka International 

House Foundation）舉行。本人的發表時間為3月23日10:00-11:00的Edaucation & Culture/ 

Psychology/ Business & Economics的場次，與多位學者針對研究結果進行交流與討論。本次

會議發表的題目為「Primal Landscape: Insight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their Childhood’s 

Outdoor Playing Environment」，本研究的目的以原風景為研究概念，探討成人孩童時期原

風景的構成要素及空間，並分析遊戲行為與環境間之關係。針對大學生進行原風景問卷調

查，探討大學生孩童時期原風景的構成要素，並分析遊戲行為與環境間之關係。問卷項目

為：孩童時期放學後最常去的遊戲地點、對這個遊戲地點有甚麼樣的感覺、在這個遊戲地

點的遊戲方式、和誰一起去玩、大概是幾年級的時侯去玩。 針對上述的資料進行分析，

了解遊戲場所與遊戲方式、印象之間的相關，並探討何種原風景元素對大學生最為重要。

結果發現，大學生孩童時期最常前往的戶外遊戲場所以「公園」為主、其次則為「校

園」。 針對最常前往的公園所持有的印象以「寬闊」、「很多小朋友」為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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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方式則以「玩公園內的遊戲設施」、「捉迷藏」為主；針對校園的印象則以「大

家一起玩」、遊戲方式以」捉迷藏」為最多。另外在戶外遊戲的主要年紀多是在國

小階段，主要的玩伴以兄弟姊妹為主。 

大會報到處 大會報到處 

海報發表處 作者海報發表 

海報發表交流 

（二）參訪過程與內容 

  在日本的8天期間，除了研討會之外，還參訪了京都及大阪兩大都市，兩座城市的風

情差異很大。 

  京都是日本的古都，自古以來在遷都至東京前，天皇皆居住於此。走在街上，可以深

切地感受到古都的情懷，也可以體會到京都市政府及人民對其本身歷史文化傳統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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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府藉由制定期景觀自治條例，將傳統與現代藉由自治條例的設定，保有傳統的景觀也

與現代環境互相融合。京都所參訪的點，皆是被聯合國文教組織設定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地

方，每個景點都可以感受到京都人對文化遺產的重視，前往的路途上，周遭的景觀都盡量

與文化遺產相融合，不會有太多現代的色彩，但又不失現代感，其中的巧妙，只有親自前

往才有辦法體會，也可以讓我們知道日本對於這樣的傳統文化的尊重。 

  大阪有別於京都的小巧玲瓏，是個現代的大城，但其都市空間對人行的重視，可從人

行道的尺度大小就了解，即使有自行車騎乘於人行道上，亦不會感受到危險或是壓迫感。

同時在開放空間上，即使在大樓林立的車站周邊，亦創造出很多讓民眾可以休憩的空間，

無論是綠地或是水景營造的開放空間，而車站與周邊大樓的共構系統，讓我們在行走時可

以很便利的前往想要去的目的地。兒童公園內部的遊具設施，雖然與臺灣所配置的設施類

似，但是其在維護管理上則可發現其用心之處。 

京都金閣寺 京都龍安寺 

京都天龍寺 京都哲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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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銀閣寺 京都清水寺 

大阪車站周遭水景廣場 大阪車站周遭立體綠化 

大阪車站周遭人行步道 大阪城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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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市兒童公園 大阪城公園周遭人行道 

三、心得及建議 

  能夠在國際研討會發表的研究成果，並與來自各國的學者們互動是難能可貴的經驗，

能夠藉由此研討會進一步了解到目前最新的研究發展趨勢並提升教學的內容和模式，同時

也啟發個人未來研究的方向和靈感。 

    經由參訪的行程，可以發現臺灣的景觀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無論是在文化的保存

       上，或是現代化景觀上，日本對於空間上的細膩程度以及對維護管理層面的要求，是我們

現今在做景觀上最缺乏的。在日後應多建立與日本專家學者的交流機會，以及學生與學生

之間的交流，拓展雙方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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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錄 

附錄 1 論文接受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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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論文發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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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發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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