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與社會科學的訊 2 1 卷 3 期 1 09 年 6 月

再談人文學科的跨領域研究一一

以偏鄉孩童閱言賣發展為 {57 11

裁浩一 *

在民國 1 06 年 ( 20 1 7 年 ) 5 月的 《人文與社會科學的訊》 創-刊刮起行 紀念村

刊( 1 8 卷 3 期)中 ， 筆者曾以〈人文學科與跨領域對談一一-偏如|叫做耽| 你fi)f先 NiJ

行動〉為題，分享個人在中正大學椎動偏鄉高齡耐 會研究與行動十年的經驗與心

得 ，並就人文學科研究的內在償債與社會偵值，探討跨領域研究的必必伯與挑

戰，同時也寄望草，灣人文學界 、 教育部及大學行政主管能深切認識的的時域的j

新研究的重要性， 負起大學的社會責任 . 1為直樹節i鄉高齡ffrj 會的「主l 地在一化 」 們 也

出貢獻 。當時提出的理念後來終於獲得 20 1 8 年教育部深耕吾1-烈的肯定與何ìll)J ﹒

成立「高齡跨域創新研究中心」 。該中心與中正大學的「 iEI齡研究挂地 J Jt守門L! '已

經在雲嘉南地區的「在地老化」與「在地創生」的研究EMi踐產生足以永的發展

的成果與典i沌 。

臺j彎對外要面對l瞬息萬變的國際情勢與全球化的激烈競爭 ﹒ 對內的il帥 ，之3、 iili

高齡化與少子化社會的挑戰 。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的推估， 主;至1的:1的令 2026 年過

入超高齡社會 ，到時候 65 歲以上的人口將占總人口的 20% ﹒也就是社ij~1 仰;1人就

有一個人超過 65 歲 。 在筆者所熟悉的雲嘉南地區 ， 許多村落社區的政的人 |三l

現在就已經超過 20% . 有的甚至超過 30% . 失能 、 失智的人口比例也這一比你會

地區高 ， 交通 、 醫療設施也大幅度落後都會地區. Ilj間!暴露立，問位2);k! lfii盟與教

育的城鄉差距。筆者從 20 1 0 年開始 ， 一方面幫助中正大學強合「偏鄉I'F:]餓而|會

研究與行動 J . 一方面隨大林慈i'fr醫院失智中心國隊進入社區服務 . 1主i能j深切l法

受人文學者的社會責任 ， 體會跨學科研究與對話的重要性 。 l

少子化問題也是越來越嚴重，已經成為國安問題 。 依據內政部統計1'l' iìí甘網

人口統計 . 1 995 年到 20 1 9 年之新生兒人數從 329 ， 58 1 人銳減平， 1 77， 767 人 (內

'關心'1' I[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祕座教授 、人文明Wr1科研研究'1 '{，、 U1 川的州免 J ，U也 μIl rj{ 1 ft 人 、

級育部深耕計rn高傲跨械({IJ新 rl '心計jljJ二 11

l 司干參 îi，\' i'fi (201 7) 仆 人文學科 ljiJ跨在-i!，HI談 偏鄉而伽利 r1filf先例行動 ) - ( 人文研! 'I;I你們 r}~mJ

,jK >î: IJ PIJ 20 週于1 紀念特刊 ( 1 R 卷 3llfJ ) -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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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耳談人文學科的跨領域研究 以偏鄉孩童閥割發展為例

l攻方15統li| 在詢處 ﹒ 20 1 9 ) ﹒ 此人口結構的改變街擊到家庭 、社會、經濟 、 文化 ，

以必將 flìil教育純系。亟倚天然資源有限 ， 而人才就是最重要的國家軟實力 ，如

("J Y..': (J效地培育下一代 . '[']'搗蛋灣生存與發展刻不容緩的課題。就教育而言，

識:r: [liJ闊的關解是一切學習的基礎。
|划割不U1~ _L1二於文字表層的認識 ， 更重要的是理解與活用文字所代表的相關

訊心、 。 '':;:，-1 ìíj的閥割教育已提升為國民素質教育，是培育人才的基石。教育部自

llÇ l戒192 年旭阱制提出推動闊前計益，從個人間認擴展至班級 、 家庭 ， 乃至社

侖 . J(i扶助弱勢學設 ﹒ illi而接!lUl國際﹒參加國際閱前評比 PIR LS ( eP I R LS ) 測

驗 ﹒ Hq JLf也國家的比較學習 ， 找出促成學生具有良好的閱讀能力之因素，將閩

台，<'VJ'I呼化成史符合國際趨勢的學習力 ，以提升國家的控體競爭力和經濟發展 。

'i 'J巨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之任務除持緻扶助人社學科的發展，亦
l曰“ f 為:'(:校tt跨領域研究 ﹒ 提供一個不同學科對話與整合的平畫 ，擬定相關

「向 li) f先執行策略 ﹒ 以及建立和l閥研究社訴以提tl，~培育後進等多重任務。其具體

的主Ith 7i式 fïl.!是透過梨梢開放性的研究討論空間，凝聚研究共識，鼓勵跨系

JTr 、門，lW)~的合作研究﹒最終范1吐為跨領域的研究國隊。從 2009 年起，該中心IlP

ff作ri l ì íj述之外!惜與策111各 ﹒ 規1lI!J與益灣社會發展極其重要的研究主題「偏鄉高齡社

科r，j\究方|古典Uill)J苛|f!i J ﹒ 設立淌過平泣 ， 匯集本校有關人才﹒從認知與老化、

樂[的故白 、 'IH 會政策到社區生1、創漸次擴展 ﹒ 並獲得四次科技古巴人文與社會科學

liJf究社 '-1二1心輔助發展相關的跨領域學術研究辦﹒「老化與認知研究群 」、 「語言與

毛主化研究咐」、「識字 、闋的與越!W~研究群」及「聽障生識字與閱讀理解研究 J • 

對牛111側的耳I!論與研究進行深度討論 ， 為本校的高1齡社會研究英下了良好基懂，

Hlj Fj<R了敘育部深耕言 | 盡一一特色研究中心 ， 本校「高齡跨域創新研究中心」的

誕生 。

巾 l巨大學人社l 中心今年 4 月始執行「漢語識字、閱誼理解與認知腦神經發展

111f FE 」恰有言 l 益。這個計一直跨越校內文學院的語言學及手語研究中心 、 社科院的

心理學 、教育學院的f:m資培育中心，校外有中研院曾志朗院士帶領的國內、外

|羽泊認知腦而1[1經梯隊的參與。這個中心將以中文漢字處理為核心的閱讀理解模

式llWif論 ﹒ 整合聽障者及失讀症兒童在中文閱誼障礙之歷程與機制 ， 進一步深

入關解決語識字、閱讀理解、閱讀障礙歷程及相闊的認知神經機制 ， 同時建立

以模指為學礎的閱讀、 蓄寫能力發展中心 ， 俾以補救偏鄉孩童的閱讀落差與認

女1 1發展 。 z15;文藉此拋磚引玉，歡迎有興趣者一起來推動跨領域的兒童閱讀發展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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