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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應日本新潟大學大學院自然科學研究科（Graduate Schoo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iigata University）之邀，赴新潟大學進行學術交流，新潟大學大學院自

然科學研究科 田中環教授（Professor Tamaki Tanaka）目前對於遊戲策略活動（game 

strategic activity）之研究極有興趣，因此欲結合筆者專長，希望透過此行交流分享，

能借重筆者在腦電波觀測與眼球運動儀器等方面的研究經驗，提供其歷時性研究分

析、理論觀點與方法論。此行一方面分享了筆者耕耘腦神經科學、眼動研究並結合

教育的成果與實際應用情形以及未來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同時也參觀了新潟大

學潟大學理學部（Faculty of Science, Niigata University）及相關的研究室，了解目前

他們的研究發展情形和研究成果。此趟交流行程奠定雙方學術交流的合作關係，具

有擴展雙方跨領域研究的可行性及學術交流互動的實質助益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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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本次應日本新潟大學大學院自然科學研究科（Graduate Schoo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iigata University）之邀，赴新潟大學進行國際學術交流，一方面旨在將

筆者長期耕耘腦神經科學、眼動研究及結合教育的成果與實際應用情形，以及未來

的研究方向，透過本次受邀進行學術交流的機會，有充足時間做一詳實的切磋分享；

同時，配合新潟大學大學院自然科學研究科 田中環教授（Professor Tamaki Tanaka）

對於遊戲策略活動（game strategic activity）之研究的投入，筆者能將腦電波觀測與

眼球運動儀器等方面的研究經驗，提供歷時性研究分析、理論觀點與方法論。另一

方面，田中環教授亦安排筆者拜訪新潟大學理學部（Faculty of Science, Niigata 

University）部長松尾正之教授（Professor Matsuo Masayuki），松尾正之教授和田中環

教授介紹新潟大學的校園環境、理學部系所、大學院自然科學研究科學門，並且筆

者參觀了相關的研究室，包括非線性研究實驗、生態環境實驗、數理教育研究、波

動情報研究等。值得一提的是，新潟大學為日本的國立大學，亦是本州島日本海一

側規模最大的國立大學，此行和理學部部長及自然科學研究科教授見面進行學理方

面智識交換，不僅為雙方學術交流的合作關係鋪路，具有開展雙方研究跨領域結盟

和互動的實質助益與貢獻，可預期的是，更能為未來建立良好合作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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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此次參訪行程之初始於 2015 年田中環教授（Professor Tamaki Tanaka）曾蒞校進

行演講、參觀，經過與田中教授見面討論，田中教授亦希望能邀請筆者前往他校進

行互訪並將個人學術研究做一跨領域的分享，於是由田中教授安排參訪新潟大學的

行程。首先，先前往理學部拜訪理學部部長  松尾正之教授（Professor Matsuo 

Masayuki），由松尾正之教授和田中教授介紹大學校園環境及各個學科研究及設備，

講述新潟大學的理學部科系，現有數學科、物理學科、化學科、生物學科、地質科

學科、自然環境科學科等六個學科及一個附屬臨海實驗所；大學院自然科學研究科

設有數理物質科學專攻、材料生產系統專攻、電氣情報工學專攻、生命食物科學專

攻、環境科學專攻等五個研究科，並且前往田中教授的研究室參觀。田中教授講述

其研究專長及研究重點，尤其他所感興趣研究的運動遊戲中「遊戲策略活動（game 

strategic activity）」，欲了解如何從腦電波檢測、眼動追蹤等科技儀器來進行研究，以

運用於他的研究上，這是不同於以往的科學研究方法，因此提供了截然新穎的理論

視野、分析工具。 

將筆者自身長期的研究過程與經驗做一分享，尤其是他所感興趣的腦神經科學

與數理教育的結合應用上相互討論。交流重點包括： 

一、 LAB 簡介：SynAmps/SCAN 4.5、SynAmps、眼動分析整合系統、Psychlab 等。 

二、 生理分析簡介：腦波資料的蒐集與分析、眼動儀器與資料蒐集歷程、生理回饋

儀的資料分析，以及腦波、眼動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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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領域—腦神經科學與認知發展：Social Neuroscience（社會神經科學）、

Educational Neuroscience（教育神經科學）、Pathological Neuroscience（病理神經

科學）。 

四、 神經科學（Neuroscience）的發展趨勢與應用：諸如企業管理、警政司法、政治

政策、科學教育、認知發展、情緒與學習、醫學教育、臨床診斷。 

五、 腦神經認知科學與眼動資料運用於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 

六、 腦神經科學與多媒體學習、雲端技術結合科學教育的實際應用。 

七、 相關研究成果和著述。 

除此之外，田中環教授負責學生交換事宜，過去亦由他聯繫臺灣的其他大學安

排國際學生交換事務，因此這方面的事務相當嫻熟，這方面也做了經驗交換，並分

享學校的教學理念、國情文化等。 

此行交流活動，促進了雙方良性互動，建立雙方的認識與情誼，具有開展雙方研究

跨領域結盟和互動的基礎，有助於未來進一步合作研究及提昇至國際層面的學術活動契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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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交流紀錄： 

 

      圖一   筆者與松尾正之教授、田中環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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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 最適化理論與非線性研究 

        圖三 室內生態池設備 

 



8 

 

        圖四 波動情報研究室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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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及建議 

整體而言，此行是一次圓滿成功的交流，行程安排適當且很具體地做了溝通和瞭

解。國際學術交流是建立雙方緊密關係既實際且實有助益的作為。不僅是跨國的學術交

流機會，同時亦是跨領域學習，激盪出新穎想法和知識火花的難得經驗。知識在瞭解之

後，必須經過不斷地實踐，交流便是實踐的重要環節。此行：（一）瞭解他校環境、軟

硬體設施、理科研究與辦學情形。（二）數理與科學教育的實踐應用。（三）雙方研究分

享與激盪，建立未來合作的具體可能方向、研究主題。除上述具體交流重點和目標之外，

應思考與執行如何拓展持續雙方在研究與學習上的互動往來，以及相關包括軟硬體方面

的整備等，是環環相扣、缺一不可。由此可知，學術交流似一件包裏，囊括在裡面的內

容物很多，諸如：語言、知識理論、研究方法、軟硬體設備、成果展現等等不勝枚舉。

此次學術行程不僅奠定臺灣高等教育雙方學術交流的合作關係，緢繪跨領域合作研究方

向，具有開展彼此的研究領域、教育教學的實質助益與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