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銘傳大學2014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應用日語教育的理論與實踐」 

主辦：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日期：2014年3月14日（星期五） 

地點：銘傳大學桃園校區綜合教學大樓EE棟201・202・210・108教室（觀光語文大樓P棟後方） 

09:40－10:10 受理報名／銘傳大學桃園校區觀光語文大樓P棟3樓應用日語學系辦公室前 

10:10－10:20 開幕式／林長河（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A會場（綜合教學大樓EE棟201教室） 

10:20－10:30 移動 

10:30－10:35 

A 會場（EE201） 

主持人：徐希農(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

助理教授) 

B 會場（EE202） 

主持人：江秀姿(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助

理教授) 

C 會場（EE210）【邀請發表】 

主持人：林立萍(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副教授) 

10:35－10:55 

發表者：渡部みなほ，前原かおる，藤

田朋世(東京大學日本語教育中

心兼任講師、專任講師、特任

助教) 

題  目：台湾人中級学習者の漢字２字

熟語の「読み」の実態とその

変化－単漢字の「基本音」の

読みとその音交替規則の学習

過程の観察から－ 

評論者：仁科喜久子(東京工業大學名譽

教授) 

發表者：蔡豐琪(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助

理教授) 

題  目：中日兩國語言名詞「水」之多義

性認知考察 

評論者：林慧君(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

授) 

發表者：横田隆志(大阪大谷大學文學

部副教授) 

題  目：長谷寺の伝承にみる日本の石

の信仰 

10:55－11:15 

發表者：楊煜雯(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

講師) 

題  目：台湾人学習者を対象とする日

本語語中無声破裂音の指導法

をめぐって 

評論者：洪心怡(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

日語系副教授) 

發表者：陳帥(名古屋大學大學院國際言語

文化研究科博士後期課程) 

題  目：類義表現「あっさり」「さっぱ

り」の多義性に関する考察―中

国語との対照から― 

評論者：林玉惠(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副

教授) 

發表者：中澤信幸(山形大學人文學部

副教授) 

題  目：日本語教育における台湾語音

の活用 

11:15－11:35 

發表者：平川彩子(久留米大學國際交流

中心講師) 

題  目：初中級日本語学習者の多読に

よる意識変化 

評論者：因京子(日本赤十字九州國際看

護大學教授) 

發表者：山本卓司(神戶大學大學院國際文

化學研究科博士後期

課程) 

題  目：日本語作文の翻訳からみる台湾

人日本語学習者の接尾辞「的」

の誤用 

評論者：村岡貴子(大阪大學國際教育交流

中心教授) 

 

11:35－12:05 討論時間 討論時間 討論時間 

12:05－13:00 午餐時間 

13:00－14:00 

教學實踐報告第一組 B 會場（EE202） 教學實踐報告第二組 C 會場（EE210） 

小組題目：外国語学科における「概論的授業」の問題点 

          ―台湾の日本語専攻学科という観点から― 

發表者1：林玉惠(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副教授) 

題   目：銘傳大学「日本旅遊概論」の授業からみる外国語

学科における「概論的授業」の問題点 

發表者2：許均瑞(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助理教授) 

題   目：「日本文化概論」は何を目指すべきか―「個の文

化」と「社会の文化」とのはざまで― 

發表者3：王佑心(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助理教授) 

題   目：概論型授業の試み―「日本文学概論」の場合― 

小組題目：日語聽力教學的三個面向  

發表者1：吳如惠(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副教授) 

題   目：後設認知策略的使用 

發表者2：徐希農(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助理教授) 

題   目：日語新聞之速記訓練 

發表者3：陳麗貞(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助理教授) 

題   目：ＪＦＬ学習者の聴き取り資料からの相づち調査 

14:00－14:15 茶敍時間 / 移動 

14:15－15:45 
工作坊：日本語アカデミック・ライティングの核心をつかむ                     D會場（綜合教學大樓EE棟108教室） 

講  師：村岡貴子(大阪大學國際教育交流中心教授)、因京子(日本赤十字九州國際看護大學教授) 

15:45－16:00 閉幕式／林長河（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D 會場（綜合教學大樓 EE 棟 108 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