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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來兩岸的高交流越來越頻繁，有不少的交換學生與短期學生在各個校園內出現，希望

藉此教育參訪大陸 5所較知名大學，瞭解大陸高教發展近況。由高雄啟程，抵桃園機場，

搭華航 CI 517 班機前往北京。8/18 赴天津，抵達天津後參觀古文化街，中餐於天津狗

不理飯店用餐。下午參訪開南大學東方美術大樓並與校方人員座談。參訪中國清華大

學，於自強不息碑與清華園前留影。參訪北京大學校史館與校園（燕園），主要景觀有

未名湖、博雅塔等。參觀故宮博物院、參觀中山陵、南京博物館院、揚州瘦西湖 

參訪揚州大學並座談，和已是高師大姊妹校的揚州大學校長有融洽的座談，揚州大學校

長也以口頭邀請高師大吳校長前去訪問。透過實地訪問和座談方式了解對當前兩岸教育

交流合作、相互招生、學歷互認等現狀、實效、政策及存在問題等方面看法。雙方交流

關係的重要性，未來可與大陸名校進行合作計畫，並提出兩岸平台促進學術整合的可能

性，共同吸引外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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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近來兩岸的高交流越來越頻繁，有不少的交換學生與短期學生在各個校園內出現，希望

藉此教育參訪大陸 5所較知名大學，瞭解大陸高教發展近況。另一方面也希望藉由此次

機會，來認識還未簽約合作學校，能有進一步合作與招生機會，引進陸生解決臺灣大學

面臨少子化問題。 

 

 

2.過程 

8/18—由高雄啟程，抵桃園機場，搭華航 CI 517 班機前往北京。當天住宿北京西單美

爵酒店(北京市西城區宣武門內大街 6號) 

 

8/19—北京/天津 

早餐後赴天津，抵達天津後參觀古文化街，中餐於天津狗不理飯店用餐 



 
 

參訪開南大學東方美術大樓並座談 

范曾（1938.7.5-），江蘇南通人，現為北京大學中國畫法研究院院長、教授。范曾

提倡“回歸古典、回歸自然＂，身體力行“以詩為魂、以書為骨＂的美學原則，對中國

畫的發展厥功至钜，開創了“新古典主義＂藝術的先河。范曾先生對南開大學的最大貢

獻，是他把美學帶進了南開學園，最醒目的當屬坐落于新開湖畔的東方藝術系大樓。80

年代中期，范先生為母校創辦東方藝術系並建大樓一座，資金由他自籌。從選地址、大

樓設計，無不躬親為之，以字、畫售得百萬餘美金（折合人民幣 400 余萬元）建成了這

座頗具特色的東方藝術大樓，從上空俯視，是一八卦圖形，成為南開一景。 

 與南開大學副校長座談雙方學生互換修課與教授學術合作，須建立一平台提供彼此

交流管道。南開大學也表示意願和高師大進一步交流與姊妹校的簽定。 

 



 

 

 

 

 

 

 

 

 

 

 

 

 

 

 

 

 

 

 

 

 

晚餐後返回北京，住宿北京西單美爵酒店(北京市西城區宣武門內大街 6 號) 
 
 
 
 



8/20—北京  參訪中國清華大學，於自強不息碑與清華園前留影 

 

 
 



 
 
 
登萬裡長城 

 
拜訪有關機構 



晚餐後，住宿北京西單美爵酒店(北京市西城區宣武門內大街 6號) 

 

 

8/21—北京/南京 

參訪北京大學校史館，北京大學校史館坐落于燕園校區西校門內荷花池畔， 2001 年 9

月落成，2002 年 5 月 4 日正式開放。江澤民題寫館名。 

    校史館分為三樓層，建築面積 3100 平方米。第一層為“北京大學傑出人物展＂，

展出了北京大學歷史上 217 位傑出的革命家、思想家、理論家、科學家、教育家的生平

簡介及照片。地下二層為主展廳，設有北京大學百年校史陳列，有圖片、圖表 800 餘幅。

展覽以北大“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光榮革命傳統和“勤奮、嚴謹、求實、創新＂

的優良學術傳統為主線，將北大百年發展歷程分為九個階段依次展示。地下一層為專題

展廳。 

     

 北京大學（Peking University，PKU），創建於 1898 年，原名京師大學堂，中國近

代第一所國立大學。1912 年，改名為國立北京大學。1916 年至 1927 年，蔡元培任北京

大學校長時期，推行改革，把北京大學辦成以文、理兩科為重點的綜合性大學，使北京

大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五四運動的策源地。抗日戰爭爆發後，北大與清華、南開

合併組建國立西南聯合大學。戰後，北京大學回到北平。1952 年北京大學聚集了原北

大、清華、燕大三校的自然科學、人文學者。北京大學現有六個校區，北京大學是一所

兼具自然科學、人文學科、社會科學、醫學以及新型工科的綜合性大學。 

北京大學校址原本在沙灘紅樓、公主府等地，1952 年院系調整後遷入位於北京西

北郊的原燕京大學校園（燕園）。燕園兼具中國古典韻味和西方規劃理念，主要景觀有

未名湖、博雅塔等。 

 
 

 



 

 

 

 

 

 

 

 

 

 

 

 

 

 

 

 

 

 

午餐後參觀故宮博物院 

 
 



 

拜訪有關機構 

晚 



 

晚餐後前往南京，火車軟臥 

 

8/22—南京 

參觀中山陵 

國父孫中山 1925 年 3 月在北京逝世後，中國國民黨遵照他的遺願，在南京為他修

建陵墓。中山陵位於江蘇省南京市東郊紫金山南麓，東鄰靈穀寺、西毗明孝陵。中山陵

1926 年 1 月開始興建，1929 年 6 月 1 日國父孫中山入葬。中山陵整體平面呈警鐘形，

陵墓設計充分利用地勢，將牌坊、陵門、碑亭、祭堂等主要建築從低到高依次排列在紫

金山南的緩坡上。中山陵採取中國古代陵墓的對稱佈局，利用墓道和臺階將主要建築連

為軸線，並佈置大片綠地，將陵墓建築群聯接成與背景山勢相稱的宏大整體。爬完中山

陵已是氣喘吁吁。 

 

 



 
 
午餐後參觀南京博物館院 

 

1933 年起，因華北局勢日趨不安，以北京故宮為基礎的國立北平故宮博物院開始進行

文物南遷；為收納這些文物，國民政府教育部委託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成立「國

立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原擬建“人文＂、“工藝＂、“自然＂三大館，後因時局關係，

僅建“人文館＂，即現在的南京博物院大殿，該建築為仿遼代宮殿式，由著名建築師徐

敬直設計，經建築大師梁思成修改，整個大殿雄偉壯觀，是近代建築史上的傑作，其結

構部分按《營造法式》設計建造，細部和裝飾兼采唐宋遺風。建成時因整體高度不夠雄

偉，後經改建墊高成現狀。南京博物院收藏各類文物 40 餘萬件，其中國寶級文物、國

家一級文物 1062 件。南博藏品一部分接收自大陸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另一部分來自中

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的考古發掘、徵集、收購、捐贈、接收及交換。藏品的年代從舊石

器時代直至當代，種類有石器、陶器、玉器、青銅器、瓷器、書畫、織繡、竹木牙雕、

民俗和當代藝術品等。 

 



 

 
 
晚餐後住宿南京江蘇省中華文化學院同心園(南京苜蓿園大街 51 號) 
 
 

 

 



8/23—南京/揚州 
赴揚州 
參觀瘦西湖 

 
 
 
參訪揚州大學並座談，和已是高師大姊妹校的揚州大學校長有融洽的座談，揚州大學校

長也以口頭邀請高師大吳校長前去訪問。 

 



 
 
晚餐後住宿南京江蘇省中華文化學院同心園(南京苜蓿園大街 51 號) 

 

 

8/24—南京 
參訪南京大學並座談 

 



 
 
參觀民國時期總統府 

南京總統府的名稱為南京中國近代史遺址博物館，位於中國南京市今長江路，是明

代漢王府、清代兩江總督署和太平天國天王府遺址，1912 年為中華民國臨時大總統府，

1927 年至 1937 年及 1946 年至 1948 年間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辦公地，1948 年 5 月至

1949 年 4 月為中華民國總統府。總統府改建成今天的中國近代史遺址博物館。 

總統府範圍大，可參觀的地方也很多，中軸參觀路線包括蔣介石用過的國民政府、總統

府辦公樓（子超樓）、兩江總督署展室、太平天國展室等，兩旁則有孫中山用過的臨時

大總統辦公室和辛亥革命相關的史料陳列。 

 



 
參觀夫子廟 

夫子廟是一座位於南京市秦淮河北岸貢院街的孔廟。「夫子」是孔子弟子對孔子的

尊稱。目前以夫子廟為中心、廟市街景合一的秦淮風光景區是集文化、旅遊、購物、服

務等功能於一體的文化活動中心。夫子廟景區的古建築群由孔廟、學宮、江南貢院等組

成。六朝至明清時，世家大族多聚於夫子廟一帶，素有「六朝金粉地」之稱，為江南文

化樞紐之地，是秦淮風光的核心地帶。 

 

 



 
 

晚餐後住宿南京江蘇省中華文化學院同心園(南京苜蓿園大街 51 號) 

 
8/25—南京/臺灣 

前往祿口國際機場搭機返臺，搭乘航班 AE988，於 13:35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再轉搭高鐵

返高雄。 

 

 

3. 心得及建議 

參與 2015 臺灣高校教師大陸文化教育交流團，與會人員會後皆對於本次會議及活

動安排相當滿意，並有很多的收穫，已成立 line 的群組，相約中國同學會回訪時再度

聚首，共同為兩岸的高等教育交流而努力。 

近年來，臺灣與大陸在高等教育上的彼長我消，十分明顯。當大陸成為世界第四大

經濟體，學術界便如同站在巨人肩膀，吸引全球注目眼光。學術主權高、國際曝光多；

就業市場廣、名校文憑魅力，以及豐富的學術資源，讓數臺灣教師認真思考到大陸任教

的可能性。 

透過實地訪問和座談方式了解對當前兩岸教育交流合作、相互招生、學歷互認等現

狀、實效、政策及存在問題等方面看法。雙方交流關係的重要性，未來可與大陸名校進

行合作計畫，並提出兩岸平台促進學術整合的可能性，共同吸引外國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