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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程 

時間 2020/11/25（三） 

08:30-08:50 報到及入場 

08:50-09:00 
開幕儀式 

臺中教育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莊敏仁 教授 

Session 1 族群與社會 

主持人：鄭安睎 助理教授（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09:00-10:30 

發表人及論文名稱 

1. 曾鈺娟：與國家政策互動下聚落景觀的演變 

        —忠孝新村為例 

2. 袁  援：外省人在台通婚下其子女認同之初探 

3. 呂維哲：戰後臺中地區美軍娛樂空間研究 

        -以官方與官督民營性質為中心 （1950-1979） 

評論人：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吳政憲教授 

10:30-10:45 休息時間 

Session 2 區域與永續觀光 I 

主持人：吳幸玲 助理教授（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10:45-12:15 

發表人及論文名稱 

1. 林詩喬：王功地區觀光資源與發展之研究 

2. 陳史嘉、黃于真、薛雅惠：八卦台地景觀餐廳遊客選擇因 

                        素之初探 

評論人：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廖哲強兼任助理教授 

3. 田雅雯、李鳳慈：國小教師推動環境保護教育經驗之探討 

評論人：臺中教育大學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 林素華副教授 

12:15-13:30 午休 

Session 3 區域與永續觀光 II 

主持人：梁承澤 教授（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13:30-15:00 

發表人及論文名稱 

1. 羅中涵：網路使用者都市意象相關之研究 

        ——以台中市綠川再生為例 

2. 王宮子、石青蓉、傅珮芳、薛雅惠：戰地遺產旅遊遊客體 

                           驗之研究-以大韓民國為例 

3. 黃琳雅、蘇紹東、范漫莉、薛雅惠：花蓮縣玉里地區遊客 

                                旅遊路線型態之研究 

評論人：亞洲大學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 張峻嘉副教授 

15:00-15:30 下午茶與休息時間 

2020 區域與社會發展 
學 術 研 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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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4 政府與治理 

主持人：張雪君 副教授 （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15:30-17:00 

發表人及論文名稱 

1. 陳宛琦、葉憲峻：近二十年臺灣國民小學閩南語教學師資 

                選用方式之檢討 

評論人：臺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丁鳳珍副教授 

2. 徐月娥：台灣中高齡獨居人口的發展趨勢對獨居者影響之 

        探討 

評論人：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李依臻助理教授 

3. 伍進和：國家危機的企業社會責任：以傳染病議題的情境 

        公眾為例 

評論人：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 李長晏教授 

17:00-17:10 
閉幕儀式 

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主任 許世融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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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規則 

 

每篇論文發表時間為 17 分鐘 

15 分鐘按鈴一響，16 分鐘按鈴兩響 

提醒，17 分鐘按鈴三響，請結束發表。 

每篇評論時間為 8 分鐘 

6 分鐘按鈴一響，7 分鐘按鈴兩響 

提醒，8 分鐘按鈴三響，請結束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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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 
K401‧09:00-10:30 

族群與社會 
主持人：鄭安睎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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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家政策互動下聚落景觀的演變—

以忠孝新村為例 

曾鈺娟* 

摘要 

    本研究以屏東忠孝新村為對象,首先先了解當時為何這些大批軍人於 

台灣此區進行農業活動,最後再整理出忠孝新村於民國 40 年代至今產生

何種地景風貌文化上的變化。國民政府遷台之後所帶來的大量人口壓力,在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輔

導之下,利用農耕的方式安置這些大批軍人,一方面讓他們可以藉由農耕方

式達到自給自足的生活,減少當時政府的財政支出,另一方面又可以開發台

灣的荒地並且帶動地方發展。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環境的改變,讓反

攻大陸的目標逐漸遙不可及,使得這些榮民逐漸成為農民,便開始在台灣落

地生根。時至今日,當時由這些軍人所開發的地區,有些成為現在熱門的觀

光景點,如清境農場、武陵農場,然而也有些則隨著時間的沖刷而逐漸淡出

記憶,例如此篇研究對象:忠孝新村。 

一個地方的文化景觀,本身就為是人類行為與空間環境互動之下,所呈

現出來的過程與結果。屏東農場內的忠孝新村,其發展歷史與空間的記錄保

存,就是呈現了台灣每一段歷史的發展記憶。也就是說忠孝新村的變化記錄

著,了在那動蕩不安且物資缺乏的年代,地方的開發是如何靠著一群外省移

民胼手胝足在台灣逐漸落地生根之後的結果,以及面對外在環境的改變,村

內建築是如何一步步變成我們今日所看到的樣貌。屏東農場的場域空間與

時代意義,是這群記憶逐漸凋零的外省軍人流離失所的共同情感與根留台

灣的居住記憶,更帶有一種價值傳承的意義。 

 

關鍵字：退輔會、屏東農場、授田令、文化景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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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人在台通婚下其子女認同之初探 

袁援* 

摘要 

本研究從傳統的族群認同理論出發,探究外省第一代男性(1950 年代以

前出生者)與台灣其他族群的女性通婚下,其子女之族群認同發展情形究竟

為何?又導致其二代族群認同的原因或社會因素有哪些,是否有其他不同於

傳統理論的因素存在?自 1949 年國民政府帶著大量官兵及少數百姓來到

台灣,在外省人中男女性別比極度失衡的情況下,這些外省男性便與島上的

本省女性結婚生子,大量具有雙族裔身份的二代出生成長於這塊土地上,通

婚下所生之子女數量不容小覷,然而綜觀我國現今對於族群通婚下子女認

同之研究,對於外省族群通婚下其子女認同的探究少之又少,因此筆者好奇

的是,外省第一代男性與台灣其他族群的女性通婚下所生之子女,其族群認

同究竟會是什麼呢?又會是什麼樣的原因或社會因素導致其認同的? 

 

本研究以四位外省與其他族群通婚下的子女作為訪談對象,一位為外

省與客家通婚,另外三位則是外省與福佬通婚,藉由對其族群認同的因素、

族群意識與族群邊界的訪談來探究其自身的族群認同原因。研究發現,其族

群認同為外省第二代,此族群認同單一且固著,幾乎不會改變,並可以綜合歸

納出:一、形成外省第二代族群認同的因素有對於眷村原生的情感,以及父

權社會下理所當然地從父認同;二、雖然有外省族群的污名,卻沒有產生對

於外省族群污名的認同。然而對於沒有居住在眷村的外省人的族群認同部

分,以及當今社會對於外省人是否會產生污名認同,則有待後續研究進一步

探究。 

 

關鍵字：族群通婚、族群認同、外省、雙族裔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碩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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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中地區美軍娛樂空間研究-以官方

與官督民營性質為中心(1950-1979) 

呂維哲*  

摘要 

    1950 年韓戰爆發,美國總統杜魯門宣布「臺灣海峽中立化」,成立美軍

顧問團,1951 年 5 月顧問團進駐臺北,正式進入長達 28 年的美軍駐軍史。

1954 年 12 月 2 日,中華民國與美國簽訂「中美協防條約」,當時的國防部

長俞大維與美國協商擴建公館機場(現為清泉崗機場),1956 年雙方擴建機場,

代號為陽明山計畫,1963年美軍進駐公館機場,直到 1979年美軍全數撤離,長

達 16 年之久,其駐紮在清泉崗基地裡的美軍,對當時臺中地區的娛樂空間

影響深遠。 

 

    美軍除了長期駐紮在臺灣之外,隨著時間、戰事的不同,美軍駐臺人數

跟著不同,而駐臺美軍在臺灣本地除了任務在身之外,在休閒時刻會選擇遊

覽臺灣,或是在酒吧街與俱樂部進行 

消遣娛樂。 

 

    臺中的美軍娛樂空間在不同的時空底下也擁有了不同的樣貌,從 1950 

年代的臺中美軍招待所、盟軍聯誼社以及其少數酒吧;到 1960 年代中期至 

1970 年代初期,臺中市在越戰時曾是美軍在臺駐紮人數最多的地方,因應美

軍大量駐紮在清泉崗空軍基地,除了如同雨後春筍般的美軍酒吧開設在臺

中市區以外,最特殊的,為「官督民辦」設立的第一、萬象兩家俱樂部。 

 隨著越戰的結束,臺美斷交,美軍撤離臺灣,因應美軍而生的美軍酒吧街

與俱樂部,隨著美軍撤出臺灣,不是歇業、就是轉行將生意面向國人或是觀

光客;現在在臺中原本服務美軍的娛樂設施,只剩下少數幾間,研究者希望藉

由此研究計畫,將冷戰時期,臺中市美軍娛樂空間的記憶,一塊、一塊的拼湊

完整。 

 

 

關鍵字：娛樂空間、冷戰、酒吧、美軍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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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2 
K401‧10:45-12:15 

區域與永續觀光 I 
主持人：吳幸玲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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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功地區觀光資源與發展之研究 

林詩喬* 

摘要 

  王功原本只是彰化西部沿海一帶的一個小漁村。清朝嘉慶年間，因取

代泥沙淤積的鹿港，而成為鹿港的外港，當時的王功街道也曾經呈現繁榮

熱鬧的景象。不久之後，王功也因發生和鹿港泥沙淤積的一樣情況，造成

王功地區的許多地方產業凋零與經濟發展沒落。 

 

但自 1996 年王功舉辦全國文藝季「王功甦醒」的活動之後，在地方政

府與當地居民的團結合作之下，共同將王功地區豐富多元的自然生態和人

文景觀，以及結合信仰中心的宗教寺廟與地方的海鮮美食，以朝向轉型王

功漁港為休閒漁村觀光產業發展，因而吸引更多的遊客來到王功遊覽，再

次促進了王功地區觀光產業的蓬勃發展。此外，彰化縣政府於 2005 年開始

舉辦，與地方文化產業相關的「王功漁火節」，而透過「王功漁火節」推廣

在地特色資源產業，並持續推動王功地區的觀光產業永久發展。 

 

事實上，王功地區是具有豐富觀光遊憩資源的觀光地區，吸引了許多

假日的觀光人潮前來遊覽。因此本研究以王功地區為研究區域，並藉由文

獻蒐集、田野調查與深度訪談等方法，以了解王功地區觀光資源的類型與

分布特色情形。並再透過當地居民、觀光業者與地方政府機關的深度訪談，

以深入了解與探討王功地區觀光發展的現況和仍須面臨改善的觀光問題。

進而能對王功地區的觀光環境品質與未來長久的觀光發展，提出良好且有

效的建議與決策，以供相關政府單位參考。 

 

 

 

 

 

關鍵詞：王功地區、觀光資源、觀光發展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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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台地景觀餐廳遊客選擇因素之初探 

陳史嘉*、黃于真**、薛雅惠*** 

摘要 

八卦台地上風光明媚。清代彰化縣的三大名寺，花壇鄉虎山巖的「虎

山聽竹」，南投市碧山巖的「碧山曙色」，社頭鄉清水寺的「清水春光」，就

已編列入彰化八景。今日在八卦台地可以欣賞曙光、夕照與夜景，例如從

南投市碧山巖不僅可以欣賞台中盆地的日出曙光、夕陽餘暉與萬家燈火，

從芬園鄉寶藏寺可以眺望草屯九九峰「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的景緻，到了夜間更能飽覽彰化平原上猶如璀燦寶石般的燈海與 S 形車軌

燈光。 

本研究以 Creswell(2004)的景觀概念，認為景觀可概分為自然景觀和人

文景觀，自然景觀是大自然渾然天成的自然資源，而人文景觀則是人類與

自然資源互動後的人文資源。景觀的照明或色彩的運用能使自然及人文景

觀呈現不同的視覺效果，營造安心與愉悅的氛圍，分析八卦台地景觀餐廳

遊客的選擇因素與景觀的旅遊吸引力。資料蒐集的部分，採用質性研究的

深度訪談，設計訪談大綱，隨機抽樣訪談八卦台地景觀餐廳的遊客。本研

究主要研究目的，首先探討八卦台地景觀餐廳的空間分布特性，進而分析

遊客到訪八卦台地景觀餐廳之選擇因素，最後歸納出八卦台地的旅遊吸引

力。 

景觀餐廳大多地處偏遠，或依山傍海，遊客因而能遠離塵囂，彷彿置

身於世外桃源。八卦台地的景觀餐廳，主要分布於北段與中段 139 縣道沿

線的兩旁與員林市 137 縣道靠山的一側，由此可知，除了遠離塵囂，交通

的易達性也是影響八卦台地景觀餐廳空間分布的因素。八卦台地景觀餐廳

多樣化的空間規劃與設施，同時滿足不同需求的消費者，多數受訪者都很

認同；餐廳周邊的活動服務設施，例如座位的選擇性、是否有草皮綠樹、

遊戲室、廣場等，也能滿足遊客放鬆、自在的心理需求。 

依據深度訪談結果得知，歸納出八卦台地景觀餐廳遊客選擇的因素

有:1.景觀優美獨特 2.景觀餐廳風格氛圍與周邊服務設施能滿足遊客活動的

需求 3.多元化的餐點服務 4.景觀餐廳的產業群聚 5.網路行銷策略。由此可

見，景觀優美、餐廳夜景氛圍迷人與餐點服務有特色是八卦台地景觀餐廳

的旅遊吸引力。 

關鍵字：景觀、景觀餐廳、空間分布、產業群聚、旅遊吸引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碩士生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碩士生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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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教師推動環境保護教育經驗之探討 

田雅雯*、李鳳慈** 

摘要 

    自工業革命以來,大量化生產模式帶動了經濟進步為人類生活帶來了

便利,但自然環境也正遭到嚴重的破壞,產生了許多環境問題。隨著環境變

遷,培養具有環境素養的公民,勢必要從國小紮根,而老師則是推動環境保護

教育的靈魂人物。本研究藉由半結構的深度訪談方法,探討不同地區、學校

規模大小不同的國小,教師本身具備的環境保護教育知識、實施環境保護教

育的動機、如何推行環境保護教育、推行過程遭遇到的各種問題、如何在

困境中解決問題以及最後所達到的成效。 

研究結果發現: 1.教師除了配合學校的環境保護行動外,還會透過校外

教學的方式帶孩子淨山、撿垃圾的實際行動。2.教師推動環境保護行動不

易,但還是要做。3.教師在學校推動環境保護教育並不順利,原因是並非每位

教師均持有相同的理念,但是本著從自身做起的理念持續執行,確實影響了

其他老師。4.學生已習慣垃圾袋重複使用、垃圾分類要確實,這樣的環境保

護行動已習慣成自然。依上述研究結果能給予教師帶領學生實行環境保護

教育的方向,並期望還未帶領學生實行環境保護教育的教師能共同來推動,

讓學生從小就學習關懷環境、保護環境,使環境能永續發展下去。 

 

 

 

 

 

 

 

關鍵字：經營管理、閱讀教育、教學資源中心。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碩士生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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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3 
K401‧13:30-15:00 

區域與永續觀光 II 
主持人：梁承澤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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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使用者都市意象相關之研究——

以台中市綠川再生為例 

羅中涵* 

摘要 

    近年來,人們藉由打卡取景或網路景點傳播,蔚為風氣,已成為國際間行

銷觀光地的重要方式。人們常從電視或網路媒體得知新的景點或發現朝

聖的地景,如此自願性地理資訊提供者藉著網路打卡,可以創造新景點或成

為景點傳播者。筆者希望藉由本文,紀錄網際網路中的數位文本,瞭解網路

世代如何透過電子文本進行地方意象的建構。 

 

本文擬觀察台中市中區綠川周邊區域再生發展之脈絡,理解政府與民

間團體區域再生政策的規劃與實踐,藉由社群資訊網絡和傳統媒體耙梳綠

川地方意象之建構。本文嘗試運用網路探勘(Web Mining)取得的網路資料

進行資料分析,得到網路社群熱門程度的地標及周邊地景,以 Google Map 

為主要資料收集平台,利用程式對電子文本,做關鍵字計算,了解大數據所呈

現的網路使用者意象。 

 

研究發現:一、從台中市中區綠川再生的歷程,政府與民間團體以歷史

作為政策之基礎,強調文化再生及資產保存的重要性。二、傳統媒體分析

得知 2014 及 2015 年,新聞報導的主題較為分散, 2016 年後主要集中在

綠川景觀、整治工程及舊城再生的議題上,而 2018 年報導數達到高峰,以

綠川整治與水利相關內容為主。三、網路使用者的地標評分數量,以宮原

眼科最多,其次依序為第四信用合作社、東協廣場、日曜天地、台中火車

站、綠川水岸景觀步道等。進一步分析文字評論比高於該平均百分比之

地標,第一與第二的宮原眼科與第四信用合作社都有很高的熱門程度,使用

者感受也屬於正面,並且同樣在食物、服務品質及建築歷史等部分受到使

用者關注,第三的綠川水岸廊道使用者對該地標的轉變有非常正面的回應,

凸顯於景觀與遊憩上的意象。 

 

 

 

關鍵字：網路使用者、意象、自願性地理資訊、GoogleMap、電子文本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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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地遺產旅遊遊客體驗之研究-以大韓

民國為例 

王宮子*、石青蓉**、傅珮芳***、薛雅惠**** 

摘要 

    本研究以 Cohen (1979)與 Pine & Gilmore（1998）所提出之旅遊推拉

動機理論，設計深度訪談大綱，進行質性分析，探討大韓民國戰地遺產

旅遊遊客之旅遊動機、旅遊體驗與旅遊認知情境。經回顧相關文獻，將

旅遊動機分為四個面向，再依據深度訪談結果，歸納出本研究遊客的旅

遊動機。1.歷史文化：遊客想要了解大韓民國戰地遺產旅遊景點的歷史與

特殊文化，戰爭發生的始末，因而進行深度旅遊，學習相關知識，充實

自我。2.韓流影視：受到大韓民國的韓流影視的旅遊吸引力，例如連續

劇、電影、綜藝節目、廣告、娛樂新聞等影視相關訊息的影響，相關提

及地點成為必去體驗的旅遊景點。3.新奇冒險：遊客想在旅遊過程中，接

觸日常生活中較難相遇的人、事、物，能獲得新奇、衝突、驚奇、緊

張、刺激的體驗。4.休閒娛樂：藉由旅遊活動可以暫時離開現實生活，舒

緩生活和工作上的壓力，消除內心緊張和不安，並獲得樂趣。在本研究

中，大韓民國戰地遺產旅遊的旅遊動機，歷史文化雖然是主要的旅遊動

機，但是韓流影視是很特殊的旅遊動機，韓流影視不僅吸引許多外國遊

客，也吸引許多大韓民國國內的遊客到訪相關戰地遺產旅遊景點。 

 

本研究遊客的旅遊體驗，依據深度訪談結果，歸納出教育、美感、脫

離現實、休閒、尋找自我五個面的論述。1.教育面向：遊客能主動學習及

參與活動，透過旅遊活動獲得新知識與習得新能力。2.美感面向：遊客來

到旅遊地，能感受到該地人、事、物的美觀程度。3.脫離現實：當遊客來

到旅遊地，深入並沉迷旅遊活動時，因為關注與投入自己喜好的部分，

而暫時脫離現實生活。4.休閒面向：旅遊的目的是為了追求休閒娛樂，感

受旅遊活動中的樂趣。5.尋找自我：遊客在異地的自然或社會環境中找尋

日常生活中所沒感受到的自己，藉由旅遊開拓不同的視野，找尋自己的

存在價值，用不同的視角看待日常的事物，因而對原來的生活產生新的

體認。 

 

    大韓民國台灣遊客的旅遊認知情境，依據深度訪談結果得知，因場

景濃厚的戰地氣息與氛圍，讓多數遊客都能融入旅遊情境，例如：DMZ

非武裝地帶、束草難民文化村、西大門刑務所歷史館，並使遊客產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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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連結。尤其是，甘川洞文化村經由藝術和文創改造，將難民村的悲

情形象轉化為光明鮮亮的新風貌，非常具有戰地遺產旅遊吸引力，遊客

也因此成為用心的遊客。 

 

整體而言，遊客藉由參訪戰地遺產的旅遊體驗，改變自己的想法與價

值觀，因而產生更深的體悟，這也是戰地遺產旅遊體驗的最大特點。有

些遊客更進一步指出，戰地遺產相關地點，可以透過藝術來形塑不同的

風貌，並藉由媒體宣傳行銷，呈現與眾不同的旅遊吸引力。 

臺灣在發展戰地遺產旅遊時，可以藉由大韓民國的經驗，設計在地化的

遺產旅遊發展模式，在旅遊認知情境上，運用更多樣化的媒體，以利於

與遊客互動，打破傳統的靜態展示，使遊客可以突破空間與時間的限

制，結合最新科技，如 AR、VR 等做動態展示，帶給遊客多元化的新奇

體驗。並期望國內旅客能藉此主動了解自己國家的戰地遺產景點特色，

改變走馬看花的旅遊方式，主動用心學習，獲得多面向的旅遊體驗。 

 

 

 

 

 

 

 

 

 

 

 

 

 

 

 

 

 

 

 

關鍵字：戰地遺產旅遊、旅遊動機、旅遊體驗、旅遊認知情境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碩士生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碩士生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碩士生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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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玉里地區遊客旅遊路線型態之研究 

黃琳雅*、蘇紹東**、范漫莉***、薛雅惠**** 

摘要 

    旅遊路線型態分類之標準,依研究者目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分類標準,例

如可依據遊客旅遊活動之體驗與住宿點,將遊客之旅遊路線型態分類。本

研究以 Lew & McKercher(2006)旅遊路線型態的概念,分析花蓮縣玉里地區

遊客旅遊路線型態。Lew & McKercher(2006)認為地方性旅遊地的旅遊路

線型態,可分為三種型態-P1 型、P2 型、P3 型。P1 型(點對點旅遊路線

型態)是指出發與回程都沿相同旅遊路線回到住宿點;P2 型(環型旅遊路線

型態)是指出發與回程沿不同旅遊路線回到住宿點;而 P3 型(複合型旅遊

路線型態)是指 P1 型點對點旅遊路線型態與 P2 型環型旅遊路線型態的

綜合。 

近年來,花蓮縣玉里地區,以發展五大旅遊觀光景點、三大美食與二大

金針花聞名,吸引許多遊客到訪。因此,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分析花蓮縣玉

里地區遊客之旅遊路線,歸納整理遊客之旅遊節點定位與旅遊路線型態,進

而探究此地區之旅遊吸引力,並檢視是否與其行銷之五大旅遊景點、三大

美食與二大金針花相符。 

本研究依據問卷調查結果得知,玉里地區,由於地區內知名風景區及遊

玩地點居多,尤其夏季,遊客可選擇來玉里賞金針花、泛舟、參加豐年祭慶

典或登山健行(八通關古道),來玉里地區遊玩的遊客遊玩天數大多為二日遊

或三日遊及三日遊以上,在大部分遊客的旅遊行程中玉里地區是定位為次

要旅遊節點。玉里地區的遊客來源,分布在台灣北中南東縣市都有,但遊客

來源地主要以台北市及新北市居多,主要為中途點對點型的旅遊路線型

態。 

玉里地區所具有的旅遊吸引力,大致為五大旅遊景點和三大美食和兩

大金針花。尤其是在夏季期間,也有不少遊客前往鄰近地區瑞穗進行泛舟

活動;國曆 7-8 月間六十石山與赤柯山賞金針花;玉里當地美食(玉里麵及

臭豆腐)也是吸引遊客前來品嘗的旅遊吸引力之一。 

 

關鍵字：旅遊路線型態、旅遊節點、旅遊吸引力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碩士生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碩士生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碩士生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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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4 
K401‧15:30-17:00 

政府與治理 
主持人：張雪君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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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臺灣國民小學閩南語教學師

資選用方式之檢討 

陳宛琦*、葉憲峻** 

摘要 

從臺灣的歷史發展背景來看,閩南語的語族人口,至少佔七成以上。(王順

隆,1995)民國 76 年(1987 年)臺灣解除戒嚴後,本土文化意識興起,於國民小學增

加本土語文教學課程,乃為社會各界矚目焦點。其後歷經依據民國 82 年(1993 

年)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之修訂,而規定自 85 學年度(1996 年 8 月)起,3-6 年級每

週一節的「鄉土教學活動」中選修本土語文。但此階段課程因本土語文教材、

師資等缺乏,又無必修本土語文規定,因此教學成效不彰可以想見。 

幸自 90 學年度(2001 年 8 月)起新修訂實施之「九年一貫課程」,將本土

語文教學訂定為 1-6 年級每週一節之必修課程,令人重燃本土語文教學之期望。

惜政府對於此一教學新政策,依舊缺乏準備,教材方面暫且不論,影響教學成效最

重要關鍵之師資更是毫無培育。對於師資問題,當時政府宣稱規劃初期以無學歷

限制的認證與短期培訓方式因應,未來將戮力於正規優良師資之培育。但從民國 

90 年(2001 年)至今,20 年過去了,政府當初誓言日後將規劃培育品質優異的本土

語文教學師資,改善初期倉促選用無教師證之支援師資缺失;而如今各師資培育機

構早已完成本土語文優良師資之培育,但各縣市政府近十多年來教師甄試,卻僅自 

103 學年度起,才陸續有台北市、新竹市、台中市、高雄市,共只曾開缺甄選 77 

名閩南語教師。從實際需要之閩南語師資數量來看,有如杯水車薪。而此一施政

缺失,正是影響本土語文教學成效之主因,實有正視與檢討之必要。 

 

 

 

 

關鍵字：閩南語教學師資、本土語言師資、母語教育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國民小學教師在職進修教學碩士學位班研究 

生;南投縣名間鄉新街國小閩南語教師。 

**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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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高齡獨居人口的發展趨勢對獨

居者影響之探討 

徐月娥* 

摘要 

全球獨居人口在經濟、科技不斷創新,教育普及性越來越高、兩性平等及人

的自主性增強等諸多因素影響下,獨居人口逐漸增加,全球趨勢大師大前研一指

出,「單身、中年離異、空巢老人是 3 大獨居族群。」尤其華人家庭觀念普遍

重視之下,獨居顯然是背離家庭或是不得已的選項,獨居者一般行事作風相較低

調,一直以來沒有受到很多的關注。直到國內在 1997 年、1998 年連續兩年出

現,孤獨死後被自己豢養的寵物啃噬的不幸事件,引發社會大量的關注與討論,獨

居老人的議題被搬到檯面上討論,社會上不結婚、婚後而不生也逐年增加、許多

號稱單身貴族,其背後獨老的發生狀況也漸多,獨居的議題開始被廣泛關注,我國

中高齡獨居人口 2018 年衛生福利部發布的《2017 老人狀況調查報告》中顯

示,55 歲以上目前獨居或是僅與配偶(同居人)同住者,加上期待獨居或是僅與配偶

(同居人)同住者高達 4,077,852 人,占 55 歲以上總人口的 61.9%,呈現未來中高

齡者選擇獨居及僅與配偶(同居人)同住者將是這個年齡層的大眾,台灣獨居將形

成一大族群之勢。面對越來越多的獨居人口,其生活的面向亦是眼前急欲探討的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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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危機的企業社會責任:以傳染病議

題的情境公眾為例 

伍進和* 

摘要 

    本研究以公關公眾情境理論探討台灣公眾對傳染病危機的企業社會

責任議題認知、資訊搜尋以及傳播接收管道,讓公眾知道企業遇到傳染病危

機時的CSR 議題的重要性,以加深其參與意識及行動,並採用線上問卷調查

訪問了 337 位的受訪者。研究結果發現,受訪者對於傳染病危機的企業社

會責任議題的問題認知呈現兩極,且是否認為自己能夠為此議題有所行動

也呈現兩極化的結果。根據複迴歸分析發現,情境涉入的高低能夠影響公眾

主被動搜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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