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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第六屆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中部) 期末報告

2006 年第六屆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中北部地區)由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主辦，社會學系黃崇憲助理教授擔任計畫主持人，另有社會學系黃金麟教授以及

教育研究所趙長寧助理教授擔任共同主持人。在被告知即將接下此一活動之後，

黃崇憲老師及趙長寧老師在 2005 年暑假第五屆營隊活動時，前往會場觀摩，參

與學員的課程與用餐等活動，希望透過實地觀察與感受，對營隊的籌備及規劃有

更多準備，而這一趟觀摩，確實對日後的籌辦過程有很大的幫助。

營隊準備工作的第一個階段，便是尋找合適活動主旨的博士生輔導員，三位

主持人經過多方詢問與接洽，在 2005 年 10 月決定博士生輔導員人選，期以不同

領域的學科專長涵蓋人文及社會科學，來為營隊學員創造一個豐富的學習過程。

共有七位：

姓 名 學 系

吳哲良 交通大學文化研究所

顧長欣 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

陳麗惠 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

高禎臨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文研究所

戴春涵 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魏少君 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巫麗雪 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確定了營隊參與人員之後，隨即在 2005 年 10 月 23 日舉行了第一次的討論

會議，除了讓大家彼此熟悉外，黃崇憲老師也對大家更深入地解說營隊籌辦過

程、活動主旨、活動成效與工作內容，讓即將參與活動的人可以有更多想像與準

備，並且透過不同領域博士生的推薦，初步擬定了講座教授的邀請名單。2005
年 11 月開始了一連串聯絡、邀請課程講座教授，並且逐步建置活動網站

(http://www2.thu.edu.tw/~tunghai_camp)與設計活動海報。

為了突顯東海大學承辦活動的創新與特色，團隊希望以與過去五屆不同的標

語和圖案作為一個新的起點。2005 年 12 月 28 日集合了黃崇憲老師、四位博士

生輔導員與兩位前後任助理，一同討論由東海團隊主辦的營隊活動希望呈現的風

格與訴求，並且確定要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展現來吸引參與者。經過一晚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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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了「認識朋友、探索世界、發現社會、挑戰自己」四句標語作為營隊主軸，

即此確定了東海團隊所企圖展現的樣貌。而活動海報也改以「牽手看世界」的主

題來設計，希望能充分傳達四句標語的概念。

(主題圖案)

(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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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學員寒聚活動

在黃崇憲老師確定接下第六屆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活動之後，由第三屆

學員所主辦的第五屆學員寒聚活動也與黃老師聯絡，希望能在東海大學舉行。為

了延續營隊學習效果與學員探尋知識的熱情，並為第六屆活動暖身，黃老師答應

提供一切必要的協助，包含活動場地、住宿環境、器材支援等，在 2006 年 2 月

3 日至 2 月 5 日三天活動中，感受到學員們的高度熱情與向心力，人文營活動的

成果和影響力，著實令人感動。

書面資料審查

2005 年 12 月 20 日，所有活動工作成員舉行第二次會議，目的在討論此次

活動的報名表格，經過深入地思考與研究，大幅修改了過去對於學校成績的限

制，包含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成績與在校成績的規定，將審查重點放寬至社團

活動經驗、讀書心得與報名動機等範圍，希望能讓更多對於人文及社會學科有興

趣的學生加入活動。

2006 年 1 月 2 日，寄出第一波宣傳資料，內容包含活動海報、國科會活動

公文與報名表，共計 222 所中北部高中學校，3 月 2 日寄出第二波宣傳資料，本

次活動報名截止日期為 3 月 15 日，總計此次共有 500 位學生報名。3 月 18 日，

三位主持人、七位博士生輔導員與計畫助理聚集討論，主要分配報名資料給博士

生審查，每人約審查七十份，並討論審查時的注意事項。這一次的會議同時邀請

了吳幸玲和吳鴻昌，兩位歷屆輔導員來分享營隊參與心得與經驗，重點放在博士

生的工作內容與可能發生的問題，例如與學員間如何互動、團隊間的磨和問題

等，讓一直只能在紙上談兵的團隊對七月的活動有更多理解。

4 月 1 日，團隊再次聚會討論，確定通過書面審查的名單，部分輔導員個人

未能確定是否通過的報名資料，也經由團隊的討論決定，共計有 195 位報名者通

過書面審查。同時也檢討此次報名資料對於活動審查的適切度，修改了報名表與

所需資料，輔導員並分享了個人在審查資料中所遭遇的問題，作為下一屆活動設

計的參考。

口試甄選

第六屆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口試甄選訂於 2006年 4 月 22日於東海大學

社會科科學院舉行，自 2006 年年初陸續邀約，共邀集了 18 位口試委員進行甄選。

口試活動當天早上，所有口試委員參與了會議討論，以期有共同的審查標準，並

對活動過程有更多的認識。口試分為六組同時進行，每組有三位口試委員，口試

32 至 33 位學生，每位學生口試時間十分鐘，由三位委員協調發問，口試內容包

含個人興趣及參與本營隊的原因、人文及社會科學方面的基礎知識及能力、口語

表達與臨場反應能力以及、其他可供參考之能力評鑑。針對學員基本知識能力、

潛能與就動機、創造力及溝通能力三方面提問，成績採百分制，每位學生的口試

成績為三位口試委員評定成績的平均值，每組正取 16 位學生，備取兩名。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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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 105 名，逾 2006 年 5 月 1 日公布錄取名單並寄發通知信。確定參加活動的

學員必須在 6 月 1 日前將活動回條與家長同意書寄回，並備註個人飲食及健康狀

況。最後確定共有 103 位學員參加活動。

（口試委員名單）

旁聽開放

即便活動單位資源有限，但為了讓更多人參與營隊活動，推動人文及社會學

科的認識，本屆活動依舊開放旁聽。2006 年 5 月 8 日公布了旁聽相關規定與報

名方式，預計最多招收 55 名旁聽學員。至 5 月 24 日報名截止，共有 19 位人士

報名，報名人數原低於預估，因此全數錄取。

旁聽學員僅限於參與演講課程，其餘學員活動不得參加，並且飲食、住宿、

交通等事項必須自行負責。推估本屆活動旁聽報名人數甚少，是因為東海大學位

於台中市郊，交通不便，並且住宿等事宜不好安排。活動單位基於學員安全與活

動關懷，在自行付費的條件下，提供住宿給沒有住宿地點的旁聽學員，希望能提

供較佳的環境給參與者。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1 蔡瑞明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教授

2 廖咸惠 暨大大學歷史系 助理教授

3 王嵩山 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 研究員

4 楊凱成 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所 助理教授

5 呂建德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 副教授

6 鄭志成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助理教授

7 李玉瑛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化管理研究所 副教授

8 陳正慧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助理教授

9 胡祖慶 東海大學政治系 副教授

10 楊 翠 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 助理教授

11 彭錦堂 東海大學中文系 助理教授

12 彭文本 東海大學哲學系 助理教授

13 何淑靜 東海大學哲學系 助理教授

14 陳家倫 弘光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助理教授

15 陳淑美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 助理教授

16 江乾益 中興大學中文系 教授

17 容邵武 暨南大學人類所 助理教授

18 彭德昭 逢甲大學經濟學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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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活動

2006 年 4 月口試甄選結束後，便開始規劃暑期活動的細節，包含活動流程、

學員生活環境、活動器材、課程安排等。密集地與東海大學校方協商活動場地、

宿舍使用、冷氣裝設等事宜。並且開始向講座教授蒐集課程講義，以及營服製作

等動作。6 月 24 日營隊工作成員進行最後的會議，確認各項事宜，以及工作內

容。

本屆營隊的用餐地點因空間上的限制選定在東海大學校內的餐廳，餐點內容

非常多元，中餐由學員自行選用，有自助餐、中西式麵食、粥品等樣式，晚餐則

以合菜方式，每天菜色都有變化，希望能讓學員得到充分的照顧。

而學員住宿的宿舍區亦在東海大學校園裡，借用了男生宿舍 21 棟，為了提

升學員住宿環境，在活動開始前，三位計畫主持人不斷地與校方協調溝通冷氣裝

設的事宜，希望能在營隊進行前完成。經過多方商議，終於趕在活動第一天裝設

完畢，讓營隊參與者能有更舒適的住宿環境。

本屆營隊的活動區域皆在東海大學校內，學員住宿區、演講廳與用餐區形成

三角範圍，步行路程皆在十分鐘以內，是非常理想的活動區域，再者東海大學校

地寬廣，適合學員進行課外的休閒或分享活動。

暑期演講課程一直到 6 月中才全部抵定，講者邀集成為這一次活動規劃中最

困難的部分之一，尤其是心理學領域最為艱鉅，最後在三位計畫主持人的密集聯

絡以即與中山大學團隊的協調下共邀集 32 位講座教授，針對哲學、經濟、文學、

社會、藝術、心理、地理、政治、人類學、歷史等十大領域進行演講，並安排兩

次紀錄片觀賞討論 (詳細課程活動請參考附件一) 。

活動於 7 月 4 日正式展開，學員於當天早上辦理報到手續，並進駐宿舍，開

始了為期十四天的營隊活動。期間 7 月 9 日的講者郝譽翔教授因個人因素無法前

來，臨時聯絡靜宜大學楊翠教授代為講課。另，原訂 7 月 14 日的講者吳乃德教

授因颱風因素無法南下台中，緊急地由計畫主持人黃崇憲老師在不到 24 小時的

時間內準備講授。突發狀況實難掌握，感謝兩位老師大力幫忙，協助營隊順利進

行。

本屆營隊進行頗為順利，除了學員們的配合度極高，工作人員間的相互協助

與鼓勵更是陪伴彼此度過漫長的兩個星期的關鍵因素，除了七位輔導員的盡力付

出，更有九位工作人員為營隊隨時待命，也是營隊成功的重要原因。

此次活動共計 102 為學員參加，在 7 月 16 日晚間的結業式中，共計發出 102
張結業證書，沒有學員違反規定遭到退訓，更為一項紀錄。

問卷統計

活動在營隊結束前發出一份問卷讓學員填寫，希望藉此得知活動參與者的意

見與反應，做為日後改進的參考(問卷請參考附件二)。共計 102 份有效問卷。

本份問卷主要針對課程、用餐與居住品質、輔導員與工作人員四個面向來設

計，透過不同的提問逼近學員的參與感受，檢驗是否達到活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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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問卷統計分析發現，學員普遍對於營隊的課程與時間規劃感到滿意，在學

科領域上藝術、文學、與社會學為最吸引學員的三門學科。而在營隊用餐與居住

品質方面，八成左右的學員滿意營隊提供的餐點，而居住環境的滿意度約在五

成，推測可能與宿舍老舊有關。另外在營隊的人員方面，學員對輔導員有高達九

成的滿意度，認為輔導員讓他們學習、思考、表達、並深入討論演講議題，也對

工作人員有九成的滿意度，同意工作人員的付出與辛勞。

問卷反應出學員對於營隊人員與規劃有高度的肯定，並且開放性問題的回答

對於下一屆活動規劃有很大的幫助。

活動反省與感謝

第六屆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中北部地區）活動以順利落幕，在將近十

個月的籌備過程中，有無數的人員為活動的規劃進行付出，包含東海大學校方與

社會學系的大力支持、三位計畫老師的辛勤投入、工作人員的熱情付出等等，皆

是活動能夠完成的因素之一。

第一次接辦活動，總有許多考慮不週之處，包含聯絡程序、人員配置、場地

規劃等等，但在過去五屆基礎上，讓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承辦時有了許多的經驗傳

承與資源分享，不至於茫然失措，相信這一年來的累積將讓第七屆的活動更加精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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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活動規劃

日 期 時 間 領 域 演講者 職 稱 講 題

10:00~11:30 報 到

13:00~13:20 開 幕 (程海東，東海大學校長)7 月 4 日

13:30~16:20
Keynote
Speech

高承恕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這世界是＜不平的＞：二

十一世紀的機會與風險

9:00~11:50 陳瑤華 東吳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人權與人之責任

13:30~16:20 林正弘 東吳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 邏輯推理7 月 5 日

19:00~21:00

哲 學

葉海煙 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
期待台灣的蘇菲亞－思

想交鋒與心靈對話

9:00~11:50 王泓仁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副研

究員

從消費與投資談總體經

濟學7 月 6 日

13:30~16:20

經 濟

毛慶生 台灣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政府政策與總體經濟

9:00~11:50 陳添枝 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個體經濟學

7 月 7 日
13:30~16:20

經 濟
林忠正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

員

經濟學－一種看世界的

方法

9:00~11:50 彭鏡禧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學系及

戲劇學系教授
莎士比亞真．好．玩

7 月 8 日

13:30~16:20

文 學

陳俊啟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中國小說研究的概況－

一個史的考察

9:00~11:50 楊 翠 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副教授
洄游‧游移‧游離－原住

民女性書寫的多元面貌
7 月 9 日

13:30~16:20

文 學

廖咸浩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

教授
小說與西方世界的改變

9:00~11:50 范 雲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面對差異與不平等

13:30~16:20
社 會

趙 剛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社會控制與民主活力7 月 10 日

19:00~21:00 藝 術 陳思照
東海大學音樂系副教授兼系

主任
歡樂的歌劇世界

9:00~11:50 黃金麟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系

主任
公民權與公民身體7 月 11 日

13:30~16:20

社 會

林國明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社會抗爭與審議民主



8

19:00~21:00 藝 術 倪再沁
東海大學文學院院長、美術系

專任教授
美感的探險

9:00~11:50 黃素菲
陽明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

教授
諮商與心理治療的世界

13:30~16:20

心 理

林財丁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院長、國貿

系教授

心理學初探-心靈、意識

與自我的探索之旅7 月 12 日

19:00~21:00 地 理 徐進鈺
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副教授

全球化與本土化的地理

想像

9:00~11:50 宋文里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 精神的深度與高度

7 月 13 日

13:30~16:20

心 理

徐嘉宏 中山醫學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見山不是山，見山又是山

──知覺的奧妙

9:00~11:50 黃旻華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國家的理論

13:30~16:20
政 治

黃崇憲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國家與民族
7 月 14 日

19:00~21:00 人類學 趙彥寧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通往多元文化世界的道

路：我從事文化人類學研

究的心路歷程

9:00~11:50 徐斯勤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國家與市場

13:30~16:20
政 治

黃長玲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國家與社會7 月 15 日

19:00~21:00 人類學 胡台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

究員
悠遊於人類學的視界

9:00~11:50 林崇熙
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

研究所教授
科學知識的生命史

13:30~16:20

歷 史

丘為君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

主任
歷史研究的手段與目的

7 月 16 日

19:00~21:00 結 業 式

7 月 17 日 9:00~11:50 歷 史 邱澎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副研究員

如何說個不一樣的經濟

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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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第六屆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活動問卷

第 6屆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 學員問卷調查

親愛的學員：

您好，很高興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有這個機會承辦「第 6 屆高中生人文及社會

科學營」。這是一份關於您的營隊經驗的問卷調查，您寶貴的意見將成為我們改

進的動力與方向，希望您能詳細填答，謝謝您。

一、個人基本資料

1. 性別：□男 □女

2. 學校所在縣市：

二、課程

1. 您對營隊的課程是否滿意？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2. 您覺得營隊的時間安排是否適當？

□非常不適當 □不適當 □普通 □適當 □非常適當

3. 您覺得哪個領域的課程「最」吸引您？（請單選）

□哲學 □經濟 □文學 □社會 □藝術 □心理 □地理

□政治 □人類學 □歷史

4. 您「最」喜歡哪五堂課？（請參照附錄，僅填代碼即可）

5. 您覺得「最」需要改進的五堂課？（請參照附錄，僅填代碼即可）

6. 您覺得本次營隊安排的領域是否充分涵蓋「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範圍？

□是（跳答 7） □否（續答 6a）

6a.您覺得應該增加哪些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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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您最喜歡哪一種上課方式？（可複選）

□演講 □演講者對談 □影片欣賞與討論 □Q＆A
□其他

8. 您最希望演講者在其領域講授的課程內容是：（單選）

□學科知識的概述 □特定專題 □演講者的學術研究專長

□其他

9. 針對課程，您的建議是 __

三、用餐與居住品質

1. 整體而言，您對營隊所提供的餐點是否滿意？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2. 請問您對居住環境的整體滿意度？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3. 您對用餐與居住方面的建議是

四、輔導員

1. 您對輔導員與您的互動狀況是否滿意？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沒意見 □滿意 □非常滿意

2. 在您遭遇問題時，輔導員能給予幫助？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3. 輔導員能主動告知您參加營隊過程中需要注意的遵守事項？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4. 當您有需求的時候，輔導員會積極回應？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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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與分組討論讓您獲益良多？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請說明原因：

6. 您最想對輔導員說 _

五、工作人員

1. 當您遭遇問題時，工作人員能提供協助？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2. 當您有需求的時候，工作人員會積極回應？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3. 您是否曾經需要工作人員協助卻找不到工作人員的經驗？

□有（續答 3a） □沒有（跳答 4）

3a. 請簡述當時的狀況是

4. 您最想對工作人員說

六、您對營隊的感想與建議（請詳細填寫）：

感謝您寶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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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課程名稱與代碼

哲學：1. 陳瑤華－人權與人之責任 2. 林正弘－邏輯推理

3. 葉海煙－期待台灣的蘇菲亞

經濟：4. 王泓仁－從消費與投資談總體經濟學 5. 陳添枝－個體經濟學

6. 毛慶生－政府政策與總體經濟學

7. 林忠正－經濟學：一種看世界的方法

文學：8. 彭鏡禧－戲劇文本與演出 9. 陳俊啟－中國小說研究的概況

10. 楊翠－洄游、游移、游離-原住民女性書寫的多元面貌

11. 廖咸浩－小說與西方世界的改變

社會：12. 范雲－面對差異與不平等 13. 趙剛－社會控制與民主活力

14. 黃金麟－公民權與公民身體 15. 林國明－社會抗爭與審議民主

藝術：16. 陳思照－歡樂的歌劇世界 17. 倪再沁－美感的探險

心理：18. 黃素菲－諮商與心理治療的世界 19. 林財丁－心理學初探

20. 宋文里－精神的深度與高度 21. 徐嘉宏－見山不是山

地理：22. 徐進鈺－全球化與本土化的地理想像

政治：23. 黃旻華－國家的理論 24. 黃崇憲－國家與民族

25. 徐斯勤－國家與市場 26. 黃長玲－國家與社會

人類學：27. 趙彥寧－通往多元文化世界的道路

28. 胡台麗－悠遊於人類學的視界

歷史：29. 林崇熙－科學知識的生命史 30. 丘為君－歷史研究的手段與目的

31. 邱澎生－如何說一個不一樣的經濟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