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張新仁校長於102年10
月 16 日（星期三）假行

政大樓605會議室與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
李忠正主任簽訂教育與訓練發
展合作協議書，簽約儀式並請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張念中副

人事長見證；未來雙方將就教
育與訓練發展等諸多事項進行
資源分享，以增進教育訓練品
質和學術研究成果。
本校未來將與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合作
辦理學術專業研討會，並提供

該中心有關專案研究之指
導、研習訓練課程規劃協助
與師資推薦、國內外人力資
源與教育訓練發展新知、國
內外創新教學法與科技輔助
教學之新知及技術、數位學
習平台學習及服務資源、以
及國際化人力協助與專業諮
詢等多項專業服務；地方行
政研習中心則將提供本校學
術活動或研訓所需之場地、數
位學習平台學習及服務資源、
投稿「研習論壇」月刊、指派
學生於寒暑假實習機會、公務
人力資源發展實務經驗諮詢及
出版品交流等事項。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張副人

事長致詞時表示，期望兩單位
未來能攜手緊密合作，發揮一
加一大於二的綜效；張新仁校
長亦指出，兩單位簽訂教育與
訓練發展合作協議書，代表著
本校積聚了 118 年豐沛的教
學、教育人力資源與優良的學
習環境，可以開始從既有的學
術專業中再製調適與轉化，以
切合公務人力單位的實際需
求：如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可以
支援參與地方行政研習中心國
際學術研究交流園地；資訊科
學系、數位科技設計學系、數
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可以在數位
學習以及行動學習上有所著
墨；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音
樂學系以及北師美術館可以參
與公務員培養美感的課程規劃
設計；心理與諮商學系可以規
劃支援公務員的諮商輔導體

系；特殊教育學系照顧孩子的
特殊需求；幼兒與家庭教育學
系可在幼兒園上貢獻心力；教
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則可在教育
領導與管理、專業學習社群上
有所協助；文教法律碩士班可
提供智慧財產權方面的協助；
圖書館則提供了各種形式的豐
沛圖書資源；其他如自然科學
教育學系、社會與區域發展學
系、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等
亦均有揮灑著墨的空間。
地方行政研習中心李忠正主
任隨後並說明未來兩單位可以
互助合作資源共享的地方非常
多。李主任亦是本校師專時期
的畢業校友，他衷心祝福母校
校運昌隆。整個簽約儀式在兩
單位首長共同簽約、互相致贈
紀念禮品，並參觀北師美術館
後圓滿結束。

本校教學發展中心規劃辦理
「教學卓越系列講座」，於

102年10月14日特別邀請高雄醫
學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周逸
衡教授蒞校演講，講授主題為

「策略規劃在大學校務發展上之
應用」，周教授從管理學者的角
度，分享如何將策略規劃運用在
大學的發展上，並以企業組織利
用SWOT分析來規劃企業方向的
作法，說明SWOT分析在大學發
展上該如何應用：第一是瞭解本
校有哪些重要的 stakeholder （關
心學校發展的人），留心這些人
或團體，讓他們成為學校的支持
者，對學校有更多資源的挹注，
以帶來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第
二是分析他校的競爭者與本校的
相對優劣勢如何。第三則是注意

大環境的演變，所有規劃須具有
前瞻性，而不是只看現在。此
外，周教授也指出教育的核心是
學生，策略規劃是一個理性的過
程，若確立了學校的定位與核心
價值，學校重點發展特色是什
麼？在決定要培育出具有什麼樣
特質與能力的學生後，大家提出
具體的策略去執行，形成共識後
朝齊一的方向努力，最重要的是
堅持去做。周教授在會中分享許
多大學校務推動及規畫之經驗
談，帶給與會師長許多收穫與成
長。

102年是國語注音符號制定滿一百週年，臺灣多所
大學的華語文教學相關系所與學
會共同發起辦理「國語注音符號
百週年學術研討會」，10 月 25
日上午正式於本校篤行樓會議廳
開幕。辦理單位除了本校外，包
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政治
大學、中原大學、銘傳大學等，
全國性的台灣語言學學會及台灣

華語文教學學會亦共同參與辦
理。會議為期兩天，除了來自國
內近百位學者就「注音符號之回
顧、教學與應用」等方面進行研
究、分享探討，大會更邀請來自
德國、日本、菲律賓等地的海外
學者，以海外研究者的角度一同
分享注音符號的價值。
注音符號的使用，緣起於清末
開始的國語統一運動。西元1913

年（民國二年），教育部召開
「讀音統一會」，制訂通過「注
音字母案」，即今日臺灣仍習用
之「注音符號」。今（2013）年，
適逢注音符號制定一百週年，國
內多所大專院校為此促成籌備委
員會，期望由與會來賓、學者之
參與，回顧其百年發展過程與影
響。大會總召集人信世昌教授表
示，注音符號經過一個世紀以來
的曲折發展與傳承，在百週年的
今年舉辦特別有歷史的意義。
大會開幕式於 25 日上午九時
四十分舉行，由本校張新仁校長
主持，僑務委員會陳玉梅副委員
長、僑務委員會僑教處莊瓊枝處
長、甚多國內外學者皆出席赴
會，增添大會風采。陳副委員長
於致詞時表示，政府支持注音符

號推展至海外華裔子弟，未來也
研擬補助與獎勵方案，推動注音
符號教材的開發，並提供海外的
華語文教師免費取得臺灣優良的
注音符號教材；張校長則以「東
道主」之身分感謝各位貴賓學者
撥冗蒞臨，並指出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能為注音符號百週年的慶祝
提供場地，象徵著主辦各校對於
本校在教育推廣上的肯定。
為了提供與會者更多元的角
度，大會特別安排三場海內外
專家學者之主題演講與一場特
邀演講，講者包含來自德國法
蘭克福大學漢學系的韋荷雅教
授（Prof. Dorothea Wippermann）
與來自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的曹逢甫教授，分別針對注音
符號與漢語拼音的規劃、成效
展現作一比較；來自日本早稻
田大學的村上公一教授就日本
明治時期漢語教材反應的注音

符號使用狀況作一說明；菲律
賓靈惠學院陳宏濤院長與日本
橫濱中華學院馮彥國校長亦分
享其地區與校園內注音符號教
學之現況。
本校人文藝術學院顏國明院
長擔任此次大會執行委員會主
席，對於促成校際間的合作與
交流感到相當滿意，特別是此
次協助大會進行的工作人員，
有二十餘名來自本校語文與創
作學系碩士班、大學部與學分
學程，其餘十多名工作人員則
來自政治大學與銘傳大學，同
學們秉持著服務熱忱一同協助
大會進行。顏院長認為，滿百
週年的此時舉辦此一研討會，
讓學者專家及華語老師一起回
顧既往並展望未來，除了具有
學術及推廣的作用外，更讓各
校師生看見國北教大的服務與
用心。

由本校人文藝術學院及所屬台灣文化研究所、語文
與創作學系，聯合新地文學發展協會及《文訊》

雜誌社，共同舉辦的「世界華文小說藝術國際學術研
討會：以閻連科作品為例」，102 年 10 月 17、18 日在
學校至善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特別邀請中國重要小說
家閻連科親臨與會，吸引許多聽眾前來一睹風采。
閻連科先生為當代華文文學重要小說家，著作甚豐。
計有長篇小說《四書》、《受活》、《為人民服務》、《丁
莊夢》、《風雅頌》，及文論集《發現小說》、《我的現實
我的主義》、散文集《我與父輩》、《回望鄉土》、《一個
人的三條河》等多部，並多次獲得重要文學獎項，作
品已有英、法、日、韓、德、葡、義大利、西班牙、以色
列等十餘種外文譯本，並於二十多國發行出版。作品
為世界文壇與學界所注意，甚至被瑞典漢學家羅多弼
譽為「很可能獲諾貝爾文學獎之中國作家」。
本次會議邀請台灣、中國、香港三地多位文學評論
家，與美國、西班牙、義大利、法國、瑞典學者，針
對閻連科小說藝術進行研討。張新仁校長以及人文藝
術學院顏國明院長都親臨參與開幕式，表達對活動的
重視，以及對於藝文研討的支持，希望能夠推廣文學
閱讀的風氣。首日閻連科專題演講，談論文學與自己
的互動和理念，生動精采，之後的研討會議，諸位大
家論點豐富，頗能一新耳目。會中討論熱烈，激發出許
多別緻的想法，期望能增進讀者、學生對閻連科小說
的認識，並拓展華文文學之國際影響，開闊學生對於
小說世界的視野。

本校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於102年 11月
7~9 日在台南大學、本校篤行樓、北師美術

館舉辦「第十五屆兩岸三地課程理論研討會」，
邀集關心課程改革的兩岸三地學者及來賓踴躍參
加，現場討論與交流熱烈。

本屆會議主題為「課程改革改變了什麼？」相
關之子題涵括：課程改革政策與學校文化、課程
改革之下的教材變化、課程改革對教師專業知能
的影響、課程改革與學生的學習經驗、課程學者
對課程改革的責任。共有12位香港學者、13位大
陸學者以及眾多台灣學者和中小學教師、研究生
參與，計有33篇論文分場次進行發表，主持人、
評論人及與會來賓皆熱情分享有關課程改革政
策、教師專業、學生學習經驗、教材變革、學校
文化以及課程學者責任之議題。
公開研討結束後，主持人、評論人和發表人於

會後針對各場次進行重點摘要報告和心得分享。
下屆會議將由大陸東北師範大學承辦，透過三地
學者研討，有助於兩岸三地課程實施與教師專業
領域的提升，並帶來課程與教學研究發展現況的
相互理解，期待共創華人課程研究的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