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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在 1999 年的八月份完成課程規劃之後，就立刻進
入推動與執行的階段，整個營隊的執行工作由台灣大學哲學系林正弘教授、歷史
系黃俊傑教授、心理系黃榮村教授、經濟系陳添枝教授、社會系陳東升教授與中
央研究院文哲所李豐楙教授、歐美所方萬全教授、社科所林繼文教授擔任計劃的
共同主持人，委由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為計劃執行機構，並且特別邀請陽明大學微
生物與免疫學研究所程樹德教授參與為共同主持人，負責協調暑期營隊在陽明大
學的相關工作。人文及社會科學營特別聘請李美玲女士擔任營主任，負責營隊日
常運作事宜，另外也請畢業於輔仁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的張慧貞小姐協助營隊的相
關工作。

在整個營隊運作的規劃上，由八位博士班的學生擔任輔導員，全程參與課程
活動和討論，並且適度協助高中學生解決學習上的問題，瞭解學員學習進展狀
況，博士班輔導員可以說是整個營隊活動的核心成員。為了徵選適當且優秀的博
士班輔導員，特別請共同主持人林正弘教授、黃俊傑教授、陳添枝教授、黃榮村
教授、陳東升教授推薦人選和面試後，決定聘請彭涵梅(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
李金鈴(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吳忻怡(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許銘全(台灣
大學中文研究所)、范純武(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廖勇超(台灣大學外國語文
研究所)、曲祉寧(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林文凱(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等八位
擔任輔導員。他們對於營隊課程的規劃與目的都有相當程度的認識，也願意在未
來的兩年積極參與整個營隊的活動。他們的專長分散在人文與社會科學的七個領
域，彼此對於學員在課程討論或是透過網際網路提出的問題能夠提出適切的答
覆，並對本身專長領域外的問題相互支援回答。同時這八位博士班輔導員也將就
各自的領域推薦一些適合高中學員在聽完專題演講後，可進一步閱讀的素材。

經過與國科會人文處朱敬一前處長密集的討論之後，訂定出和營隊目標相符
合的學生報名資格後，1999 年十月份設計報名表、宣傳海報與手冊，並且完成
所需資料的印製與寄發工作，同時也將相關的資訊建立在人文及社會科學營的網
址(social.ntu.edu.tw)，讓高中學生與家長有充分接觸到營隊訊息的管道。營隊工
作同仁也開始積極規劃報名的程序，個別報名由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和科學月刊
社負責辦理。集體報名的部分經過與部分高中校長、教育部、台北市教育局、高
雄市教育局、教育部中部辦公室開會協調後，決定由營隊主辦單位-台灣大學社
會系，直接發函全國各個高中辦理。在辦理集體報名之前，並且請朱敬一處長、
王汎森副處長、陳東升教授在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初之間，分別前往建國中學、
師大附中、北一女中、台南女中、台南一中、台中女中、台中一中、高雄女中與
高雄中學等學校，向高一導師或是高一學生說明高中生人文與社會科學營營隊規
劃的內容和推動營隊的目的，鼓勵對人文與社會科學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參加營隊
活動。同時也配合各校的安排，就人文或社會科學相關的主題做簡短的演講，讓
高中學生淺嚐人文與社會科學知識的趣味。從全國高中訪問的過程，發現大多數



的老師和部份學生對於整個營隊的活動表現出高度的興趣，也對人文與社會科學
營的舉辦持肯定與支持的態度。

從 1999 年十二月中旬開始，各校推薦學生的名單陸續寄到台灣大學社會學
系，有推薦學生來參與本營隊活動的共有 109 所高中，由各校推薦的學生共計有
571 位。經由個別報名的方式，在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報名的有 117 位，在科學
月刊社報名的有 20 位，合計報名學生共 708 位。從報名的情況來說，學校和學
生對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營的反應是相當熱烈，顯示出高中學生對於人文及社會科
學具有濃厚的興趣。

報名學生的資料經過本營隊工作人員的整理後，從 2000 年的一月十日到一
月十五日進行書面初審的工作，由八位博士班的輔導員協助審查。書面審查的標
準基本上是根據參與社團活動經驗、參加校內外各類比賽的經驗、書面資料的文
字表達能力與寫作內容等三方面來評量。經過初步的篩選後，再進行複審，最後
錄取 79 個學校的 408 位高中學生參加口試。

在進行書面審查工作的同時，並由共同主持人推薦各領域口試委員名單，
經過多次的聯絡後，林正弘教授（台灣大學哲學系）、符碧真教授（台灣大學教
育學程中心）、謝雨生教授（台灣大學農推系）、吳聰敏教授（台灣大學經濟系）、
江宜樺教授（台灣大學政治系）、石守謙教授（台灣大學藝術所）、程樹德教授
（陽明大學微免所）、曹添旺教授（中央研究院社科所）、李有成教授（中央研
究院歐美所）、林國明教授（台灣大學社會系）、徐永明教授（中正大學政治系）、
劉紀蕙教授（輔仁大學比較文學所）、方萬全教授（中央研究院歐美所）、周英
雄教授（中正大學副校長）、林以正教授（台灣大學心理系）、李豐楙教授（中
央研究院文哲所）、許文耀教授（政治大學心理系）、劉思量教授（國立藝術學
院）、林啟屏教授（暨南大學中文系）、蔡順美教授（中山大學音樂系系主任）、
駱明慶教授（台灣大學經濟系）、林繼文教授（中央研究院社科所）、錢永祥教
授（中央研究院社科所）、汪宏倫教授（台灣大學社會系）等二十四位同意參與
為期兩天的口試審查工作。二十四位口試委員共分為八組，各分組召集人林正
弘教授、吳聰敏教授、程樹德教授、林國明教授、方萬全教授、李豐楙教授、
林啟屏教授、林繼文教授和計劃主持人陳東升教授舉行口試審查的預備會議，
對於口試內容、口試評分方式與口試進行流程做成共同的規範。

在口試舉行前，希望每位口試委員閱讀各分組口試學生的基本資料，並準
備口試的問題。原則上，將同一學校的學生，分配至不同的組別進行口試，口試
前，請每一組三位委員先行協調口試的方式。口試範圍包括個人的學習興趣、參
與本營隊的動機、未來生涯規劃的想法或學習計劃、閱讀書籍的心得、對台灣目
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觀察與看法。口試評分採百分制，將三位口試委員



成績加總平均後為口試成績。口試結束後，由各分組討論初步的入選優先順序的
名單。原則上，採分組錄取，各組優先錄取排名 20 以前的學生，各組 21 名至 30
名的學生則待二月一日的考試錄取會議中討論，確定最後的錄取人數與名單。

一月二十九日與三十日在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系館舉行口試，408 位通過書面
審查的高中生，共有３９８位參加口試，只有１０位學生缺考，缺考率為２.５%，
可以說相當的低。多數住在中部、南部與東部的學生由家長陪同參與口試，並有
許多學生家長向營隊工作人員反應，希望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能夠持續舉
辦，讓高中學生有機會多方面接觸人文與社會學科的各個領域。

通過口試獲選參加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的學生名單，將於二月四日公告
在營隊的網頁，並於農曆新年後寄發錄取通知單。營隊的工作同仁將接著進行營
隊課程活動的執行工作，讓營隊的課程順利在三月五日開始。同時，也將會配合
黃榮村教授推動後續演講內容的出版工作。

三月五日上午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邀請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先生為
學員演講「台灣教育改革的遠景」，下午邀請國科會主委黃鎮台先生演講「科技
與人」，學員參與非常熱烈，除了原先預計 131 位居住新竹以北的學員之外，另
有 45 位旁聽學生，甚至還有許多只參加暑假營隊的學員，特地從中南部北上參
與活動，預計有 250 位學生及家長出席。

三月十九日、四月十六日兩天邀請中研院院士李亦園先生演講「文化與宗
教」、中研院史語所所長杜正勝先生演講「史書，史家，讀者與歷史」，除了原先
估計 176 位學員之外，許多同學因為從報紙或同學介紹得知此活動，也慕名前來
參與活動，因此這兩次活動估計有 190 位學生參與。

四月三十日邀請台大中文系名譽教授林文月女士演講「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學
的影響」，由於高中學生對林教授的十分熟悉，所以出席率非常踴躍。五月七日
上午邀請台大法律系葉俊榮教授演講「國家發展與憲法變遷」，下午邀請中研院
院士胡佛先生演講「民主與憲政」，本次演講期間，即使正值學校段考期間，學
員的出席率都達到九成。五月二十一日邀請台大政治系朱雲漢教授、江宜樺教授
演講「主權國家與民族主義」，出席率又恢復以往，欲計有 170 位學員。

六月四日上午邀請朱敬一院士演講「教育改革中的國家角色」，下午邀請聯
合報副總主筆羊憶蓉教授演講「二十一世紀的教育議題」，多數學員都謹守本營
隊的出席承諾，截至目前為止僅有三位學員，因為無故缺席三次，遭到除名，他
們的名額已由備取學員遞補。



為了讓無法參與演講的同學也能瞭解營隊進行的狀況，每次演講結束後十
天，由專人整理的逐字稿會在網頁上刊登，以便同學能得知演講的內容。此外本
營隊也將講員的個人資料刊登，以便無法親自到場聆聽演講的同學查閱。五月起
營隊網站的討論區也已經開放，討論區分為課程、生活兩部分，如果學員對課程
有任何疑問，可以在討論區提出問題，如果對營隊活動有任何建議，可以在生活
區發表意見，目前許多中南部學員會透過討論區，將他們的意見傳達給我們。

關於暑假營隊場地的規劃，由於陽明大學宿舍床位不足，只能提供 206 床，
因此需另向台北護理學院租借 80 個床位。另外，為了讓營隊學員晚上活動，有
適合的場地，本營隊也向台北護理學院租借籃球場供全體學員使用，八間普通教
室供學員分組討論使用，另外還有視聽教室、韻律教室供主題活動課程使用。

暑假營隊分為兩個梯次，第一梯次時間：七月三日～七月十四日，合計十二
天；第二梯次：八月十八日～八月二十五日，合計八天。228 位學員中有 5 位自
動棄權，另有 7 位學員沒有報到，已安排 8 位備取學員遞補。目前學員總數為
224 人。

七月三日上午八點三十分全體學員（包含來自中南部的學員）陸續報到，在
簡短的開幕儀式之後，即開始暑假營隊的課程，七月三、四日上午由杜維明教授
演講「終極關懷與文明對話」，下午則由台大歷史系黃俊傑教授演講「孟子學的
新詮釋」。

七月五、六日上午台大大中文系柯慶明教授演講「臺灣文學之美」，下午台
南藝術學院校長漢寶德教授演講「建築之美」。七月七、八日上午中研院院士余
國藩教授演講「宗教的研究」，下午中正大學副校長周英雄教授演講「文學中的
母題」，七月九日上午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葉嘉瑩教授演講「談詩歌中的惑發作
用」，十日上午葉教授演講「談詞的美感特質」，兩天下午香港科技大學鄭樹森教
授演講「文學的世界化、世界的文學」。七月十一日上午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王
甫昌教授演講「族群關係與族群認同」，下午台大社會系吳嘉苓教授演講「性別
與平等」。七月十二日中研院院士林南教授演講「社會資本與地位取得」，下午台
大農推系教授演講「臺灣階級結構與社會流動」。七月十三日全天由中研院院士
楊國樞教授演講「性格、需求及遺傳」。七月十四日中研院院士許倬雲教授演講
「歷史與變化」。七月營隊結束前，有兩位同學因為個人因素提早離營。

八月十八日第二階段課程開始，上午由台大心理系鄭昭明教授演講「人類心
智的奧秘」，下午台大心理系梁庚辰教授演講「壓力、情緒與行為表現」。八月十
九日台大心理系黃光國教授演講「華人的社會行為」，下午台大心理系教授黃榮
村教授演講「基因與人性」。八月二十日上午政大選研中心主任洪永泰教授演講



「民意與民主政治」，下午政大政治系劉義周教授演講「有律可循的政治行為」。
八月二十一日政大政治系郭承天教授演講「國際政治與兩岸關係」。八月二十二
日、二十三日因為碧利斯颱風來襲，臨時取消兩天的課程，請同學先行回家，二
十四日上午再回到陽明大學報到。八月二十四，二十五日日上午美國羅文
（Rowan）大學王晴佳教授演講「西方歷史與西方史學」，下午台大外文系彭鏡
禧教授演講「莎士比亞」。八月營隊結束前，有一位學員自動棄權，名額也由備
取學員遞補。

由於暑假營隊白天課程全部安排專題演講，所以晚上則規劃以社區大學開課
方式或工作坊的形式，提供學員較活潑、生動、多元且充滿本土的、人文的主題
活動。為了讓學員在兩年的營隊期間均可不重複地參與每一主題活動。因此將全
部 228 名學員，在主題活動分成四大組，每一組約 57 人，暑假營隊兩年共四次，
每一大組學員輪流參加各種主題活動，兩年結束，每一位學員都有機會參加這四
個主題活動。

選定規劃心理、舞蹈、音樂和戲劇四種主題活動。每一個主題活動的時間為
營隊期間連續五個晚上，每一次上課兩小時。邀請政大心理系許文耀教授規劃高
中生交友、人際關係等有關心理的課程；輔大應用心理系李宗芹教授規劃「創造
性舞蹈」；金枝演社規劃有關戲劇的課程；台灣音樂教育學會秘書長劉美蓮規劃
「音樂與生活」。期望學員經過這四個主題活動的洗禮，對藝術與人文有更多元
的看法，以增強藝術素養和人文關懷。

晚間活動安排如下：
七月營隊晚上活動

活動時間 營隊期間每天晚上 7：00～9：00

日期 星期 活動主題 活動方式 活動地點

七月三日

七月四日

七月五日

七月六日

七月七日

七月八日

七月九日

七月十日

七月十一日

七月十二日

七月十三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迎新迎心

各組討論

主題活動

主題活動

主題活動

主題活動

主題活動

拱豬大賽

各組討論

豔夏夏宴

心得作業

分八組進行

分四大組進行

分四大組進行

分四大組進行

分四大組進行

分四大組進行

分八組進行

宿舍

普通教室

特種教室

特種教室

特種教室

特種教室

特種教室

籃球場

普通教室

籃球場



七月十四日 五 回家！

八月營隊晚上活動

日期 星期 活動主題 活動方式 活動地點

八月十八日

八月十九日

八月二十日

八月二十一日

八月二十二日

八月二十三日

八月二十四日

八月二十五日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歡喜再相見

主題活動

主題活動

主題活動

主題活動

主題活動

心得作業

回家！

分四大組進行

分四大組進行

分四大組進行

分四大組進行

分四大組進行

宿舍

特種教室

特種教室

特種教室

特種教室

特種教室

九月三日又恢復隔週上課的模式，上午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張茂桂教授演講
「日常生活與社會運動」，下午由台大社會系林國明教授演講「市民社會、國家
與市場」。九月十七日上午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瞿海源教授演講「社會發展與新
興宗教」，下午中研院社會所陳寬政教授演講「臺灣人口與家庭」。十月一日上午
中研院語言所研究員李壬癸教授演講「語言與歷史文化」，十月十五日上午台大
語言所黃宣範教授演講「語言與演化」，兩天下午中研院院士劉翠溶教授演講「環
境與歷史：以臺灣為例」。十月二十九日上午公平交易委員會施俊吉教授演講「自
由化與民營化」，十一月五日上午理律法律事務所劉紹樑教授演講「資訊經濟社
會的法律設計」，兩天下午台大法律系顏厥安教授演講「法理念的探討」。十一月
十九日、十二月三日上午輔大比較文學所劉紀蕙教授演講「文學與電影」，下午
台大中文系張亨教授演講「王陽明《傳習錄》導讀」，十二月十七日上午芝加哥
大學商學院蔡瑞胸教授演講「財務工程及市場」，下午中研院院士朱敬一教授演
講「經濟思考與經濟推理」（原八月二十二日課程因颱風而暫停）十二月三十一
日上午元智大學管理學院許士軍教授演講「管理與社會」，下午中山大學教務長
梁定澎教授演講「電子商務」。

從 2001 年三月五日～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三十七天，七十四場演講，我
們統計出來各組的全勤人數
組別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第六組 第七組 第八組
人數 3 2 7 4 3 4 3 3

許多學員反應 2001 年九月將舉行基本學力測驗，或者其他與升學相關的考
試將陸續舉行，學校安排的輔導課與營隊規劃的演講課程相衝突。原先計畫將八
月課程挪至寒假舉行，但是演講老師時間無法配合，因而無法調整課程時間。由



於我們不希望見到學員因為課程衝突，擔心兩者無法兼顧，而無法專心聽講，所
以做出最後的考量，在不影響課程規劃的前提下，將 2001 年營隊的課程縮減。

為了配合整體課程的調動，2002 年一月至六月的課程也有些許的調整，濃
縮時間盡量讓學員能夠接觸各類型的課程。2002 年一月七日藝術學院舞蹈系羅
曼菲教授演講「身體與藝術」，三月四日東吳大學音樂系張己任教授演講「音樂
之美」。三月十八日上午台大政治系吳玉山教授演講「社會主義國家轉型」，下午
清大經濟系李怡庭教授演講「貨幣與銀行功能」（因八月二十二日颱風取消的課
程）。四月十五日政大政治系郭承天教授演講「國際合作與衝突」，四月二十九日
上午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錢永祥教授演講「自由與平等的哲學基礎」，下午中研
院社科所研究員戴華教授演講「倫理學與道德抉擇」。五月六日上午中正大學哲
學系洪裕宏教授演講「心靈哲學」，下午清大歷史系徐光台教授演講「近代科學
革命：哥白尼到牛頓」。五月二十日上午東海大學社會系高承恕教授演講「日常
社會中的解構與個人」，下午台大社會系葉啟政教授演講「對西方社會學的反
思」。六月三日上午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金耀基院士演講「個人與社會」，下午中
研院社會所助研究員范雲教授演講「社會學的有趣世界」。

原先 2001 年暑假營隊規劃為兩個梯次（七月營隊十天 7/6～7/15，八月營隊
十天 8/17～8/26）二十天的課程，縮減至十一天（七月五日至七月十五日），二十
二場演講。將原先規劃一個主題兩場演講的課程，刪減至一個主題一場演講，因
此演講人數並未減少，原先營隊設計時所考量的啟發性，並未因此而受到影響。
我們會作出縮減課程的決定，實在是不希望學員在聆聽演講的同時，仍須掛念學
校的課業進度造成雙重的負擔。

更動後的課程安排如下：

授課日期
(地點)

主題 主講人

2001.07.05(四)
(台北護理學院)

資本主義與民主政治

分裂投票

林繼文
(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
黃紀(中正大學政治所教授)

2001.07.06(五)

(台北護理學院)

西方文化衝擊下的近代中國

神話中的命運與抉擇

張灝(中研院院士)

方瑜(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2001.07.07(六)

(台北護理學院)

西方文化衝擊下的近代中國

德國文學裏的人生觀/關

張灝(中研院院士)

謝志偉(東吳外語學院院長)



2001.07.08(日)

(台北護理學院)

中國戲曲概說

當代法國文學的探索與創作

陳芳(師大中文系副教授)

吳錫德(淡江法文系副教授)

2001.07.09(一)

(台北護理學院)

中國書畫的傳統與現代發展

工藝之美

石守謙(台大藝術所教授)
劉鎮洲
(台灣藝術學院工藝系教授)

2001.07.10(二)

(台北護理學院)

病理性行為：現象與病理

現代文明與身心疾病

胡海國(台大醫學院教授)

吳英璋(台大心理系教授)

2001.07.11(三)

(台北護理學院)

福利國家的形成與社會公平

網路與經濟行為

林萬億(台大社會系教授)

施俊吉(公平交易委員會員)

2001.07.12(四)

(台北護理學院)

全球化與台灣社會變遷

全球化、媒體與文化變遷

王振寰(東海社會系教授)

李金銓(明尼蘇達大學教授)

2001.07.13(五)

(台北護理學院)

制度演變與經濟發展

兩百年來全球貿易思維的改

變

麥朝成(中研院院士)

陳添枝(台大經濟系教授)

2001.07.14(六)

(台北護理學院)

基因科技與人文

網際網路與法律制度

陳培哲
(台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
教授)

林子儀(台大法律系教授)

2001.07.15(日)

(台北護理學院)

社會正義— 刑法與審判

邏輯推理與哲學思考

黃榮堅(台大法律系教授)

林正弘(台大哲學系教授)

在 2001 年暑假營隊晚上活動方面，則安排各學科領域座談，兩天晚上安排
四種不同學科的教授為學員講解各學科學習的經驗：

七月七日 七月九日

社會學：陳東升教授 經濟學：朱敬一教授

政治學：林繼文教授 心理學：吳英璋教授

哲學：林正弘教授 文學：李豐楙教授

歷史學：黃俊傑教授 法律學：顏厥安教授



2000 年從 3 月到 2001 年 7 月營隊結束，共有 207 位同學順利完成營隊的課
程，並取得結業證書，各組的結業人數如下：

組別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第六組 第七組 第八組
人數 25 25 27 27 24 26 25 28

整個營隊活動在 2001 年 7 月份課程的最後一天，營本部也針對課程與營隊
活動進行評鑑工作。第一部分題目是了解學員對於 10 個不同學科的課程，在授
課教師講授後是否感到有興趣，除了哲學之外，都有超過半數以上的學員對於這
些人文社會學科感到知識上的興趣，其中心理學、文學、社會學、政治學與歷史
學是學員最感興趣的五個學科。

Q. 這次營隊所教授各項課程，你是否感興趣呢?

表 1.1

社會學

54

116

42

7 2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非常有興趣 有興趣 尚可 沒興趣 不知道

表 1.2



政治學

54

87

67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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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40

60

80

100

非常有興趣 有興趣 尚可 沒興趣

表 1.3

哲學

59

73
67

1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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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30
40
50
60
70
80

非常有興趣 有興趣 尚可 沒興趣 不知道

表 1.4

歷史學

49

89

7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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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40

60

80

100

非常有興趣 有興趣 尚可 沒興趣

表 1.5



經濟學

59
68 68

25

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非常有興趣 有興趣 尚可 沒興趣 不知道

表 1.6

心理學

105

82

2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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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40

60

80

100

120

非常有興趣 有興趣 尚可 沒興趣

表 1.7

文學
93

68

4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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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60

80

100

非常有興趣 有興趣 尚可 沒興趣



表 1.8

法律學

54

71
6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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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興趣 有興趣 尚可 沒興趣 不知道

表 1.9

管理學

37

76
6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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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興趣 有興趣 尚可 沒興趣 不知道

表 1.10

藝術

67 6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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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興趣 有興趣 尚可 沒興趣



第二部分的問題主要是想了解學員在 65 天的課程學習之後，對於九個人文
社會學科的領域在知識上理解的程度是否增加，根據表 2.1 到表 2.10 的資料分析
結果顯示都有超過半數以上的學員認為參加營隊的課程，對於這些學科的理解程
度有所提升。其中又以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與文學等 4 個學科，對於學生知
識的提升特別有貢獻，有超過一半以上的學員認為所有學科的課程，大幅提升她
們的知識能力。其他 6 個學科雖然增加許多的比例沒有這麼高，但是認為有增加
對學科理解的比例都遠遠高於那些認為沒有增加的比例。

Q. 參加這個營隊之後，你認為你對於各門學科的內容理解程度是否有增加呢?

表 2.1

社會學
125

9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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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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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增加許多 增加一些 沒有 不知道

表 2.2



政治學

97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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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許多 增加一些 沒有 不知道

表 2.3

哲學

62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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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許多 增加一些 沒有 不知道

表 2.4



歷史學

68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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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許多 增加一些 沒有 不知道

表 2.5

經濟學
114

94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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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許多 增加一些 沒有 不知道

表 2.6

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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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許多 增加一些 沒有 不知道

表 2.7



文學
112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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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法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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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許多 增加一些 沒有 不知道

表 2.9

管理學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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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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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許多 增加一些 沒有 不知道

表 2.10



藝術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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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許多 增加一些 沒有 不知道

第三部分的問題是想了解學員參加營隊活動之後，是否養成對於人文社會學
科比較持久的知識興趣，超過半數以上的同學會繼續主動的閱讀各個學科的資料
或是書籍，吸收這個學科的新知。其中，文學、心理學、社會學、歷史學、哲學
是學員比較會繼續主動學習的領域。不過其他 5 個學科的學員也都有將近半數的
學員會主動去閱讀這些學科的資料。

Q. 當營隊結束後，你是否會主動去閱讀與下列學科有關的資料呢?

表 3.1



社會學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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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不會 不知道

表 3.2

政治學
125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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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哲學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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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歷史學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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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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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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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文學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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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法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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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不會 不知道



表 3.9

管理學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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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藝術
127

47 46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會 不會 不知道



本營隊課程活動整理的成果，我們以是否增加學員的知識興趣、是否提升創
造力、是否增強反省批判能力、是否推薦本營隊與是否有興趣未來選擇學術研究
工作等五個面向來評估。第一、除了 4 位學員外，其他 217 位學員認為本營隊的
活動對於她們人文社會科學興趣上的提升是有些幫助或是非常有幫助的(參見表
4)；第二、超過 99%的學員指出本營隊的課程活動對於提升她們的創造力是有一
些幫助或是有很大的幫助(參見表 5)；第三、超過 96%的學員指出本營隊的課程
活動對於提升她們的獨立思考與反省的能力是有一些幫助或是有很大的幫助(參
見表 6)；第四、幾乎所有的學員都會推薦這個營隊給她們的學弟妹，除了 7 位學
員之外，由此可見本營隊的活動整體上來說，已經達到相當不錯的水準，也受到
參與學員的正面肯定(參見表 7)；第五、將近 83.7%的學員以後有興趣投身於學
術研究的工作，這樣麼高的比例是超過我們所預估的數值，顯示透過營隊的課程
和分組討論，對於高中學生知識興趣的培養與學術研究熱忱的激發是非常的有
效。

表 4

是否增加知識的興趣
161

56

4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增加許多 增加一些 不知道

表 5

是否增加創造能力

81

118

2
0

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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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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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增加許多 增加一些 減少



表 6

是否增加獨立思考能力
140

75

6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增加許多 增加一些 不知道

表 7

是否會推薦
214

7
0

50

100

150

200

250

會 不會

表 8

將來是否有興趣從事研究工作

64

121

2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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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興趣 有興趣 沒興趣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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