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碩士班 

壹、本系簡史與發展特色 
本系之「社會科教育碩士班」初創於民國 90 年，以培育國小社會科師資進修與相

關研究能力為目的。為了因應社會與教育的變遷，96 學年度「社會科教育碩士班」分設

為兩組：「社會科教育組」及「環境資訊應用組」。本系亦於民國 98 年 8 月改制為非師

培學系：「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本系碩士班因應轉型及學術發展之需要於 103 學年度

起更名為『社會與教育發展組』與『區域發展組』。目前本系招生班別包括日間大

學部、日間碩士班（下設社會與教育發展組、區域發展組）、社會學習領域教學碩

士班（週末假日班），多元文化與發展碩士在職專班（夜間班）等。 
日間碩士班發展特色如下： 
【社會與教育發展組】 

    以社會領域教育及社會文化與性別探討台灣的社會、教育、性別與文化等互相關

連的跨領域學術議題進行專題研究。 
【區域發展組】  

    本組特色係培育地理資訊應用與環境資源管理、景觀與遊憩規劃、文創產業與都

市區域規劃等三大專業教學及研究方向，並尋求科際整合之學術研究及實務訓練，以

厚實當前國土規劃及區域發展之學術理論與實務訓練。 
 
貳、課程願景 

為了因應本校改制、轉型及整體發展趨勢，積極邁向世界一流大學之目標，學校

針對社會的需求提出貢獻與轉變，本系參酌學校及各組特性及發展潛力擬訂以下願

景： 
【社會與教育發展組】 

一、願景 
(一) 充實「社會領域」教材與教法，實踐教學「統整」目標 

本組課程橫跨社會、教育、性別與文化的學術知識，有助於「社會領域」

教材與教法的充實，並達成實踐「社會領域」教學的「統整」目標。 
(二) 對社會文化研究中的教育與性別議題有所貢獻 

           「社會領域教育」與相關學術知識發展出具有「教育」與「性別」特色的

社會文化研究，以善盡研究所的社會責任與學術使命。 
二、學生未來展望與出路： 

    本組課程設計主軸為「社會領域與教育」及「社會文化與性別」，主要培育社

會領域課程研究與發展人才，並使之具有社會文化與性別學術領域的專業研究知

能。 
【區域發展組】 

一、 願景 
    本組發展願景乃係致力於區域發展為核心之學術專業，關注於區域發展

之地理環境、經濟產業與社會文化等三大議題。透過整合學術與專業實務訓

練之知識累積，以作為推動區域發展與規劃之重要研究智庫。 
(一) 學術研究之專業性：推動地理資訊系統應用與環境資源管理、景觀及遊

憩規劃，文創導向之都市區域規劃等專長之學術研究。 
(二) 實務訓練：除區域發展之學術研究外，本組另透過整合領域之實務課程

設計，增加學生專題研究訓練及參與實務計畫案之機會，提升學術研究

及參與實務訓練之成效。 
 



二、 學生未來展望與就業出路 
    本組學生的就業市場寬廣，畢業學生可於國內外區域發展之學術機構繼

續深造或從事學術研究外，並可於國內從事以下就業類別： 
(一) 服務於地理資訊應用及環境資源管理產業。 
(二) 服務於景觀及都市區域規劃顧問業。 
(三) 從事各級教育及社區，從事特色社區及商圈之文化環境規劃、文化產

業、資訊教育或環境教育推廣工作。 
(四) 可參加國家高等考試（如景觀規劃及都市計劃類科），通過後可擔任於中

央及地方政府相關單位之公務人員。 
 
參、學生應具之核心能力指標與教學目標 

一、學習特色： 
(一) 提昇學術發表能力 

    本系二組學生除應修畢畢業學分外，另應通過碩士論文學位考試。且

於申請碩士論文學位考試前至少公開發表一篇論文（最遲於學位口試前一

日完成，但須於申請碩士學位考試時提具證明），並經由指導教授同意推薦。 
(二) 提高學術活動參與度及服務 

本系設置學習護照制度，內容如下： 
1. 參加學術研討會、演講、讀書會、論文計畫審查會、學位口試等學術

研習活動。每月至少參加 1 次或累計至少 15 次，其中含旁聽本系碩

士班論文計畫審查會、學位考試至少各 2 場。學生需檢附各場次心得

俾利憑辦，心得分享每篇約 A4 紙 1 頁。 
2. 義務性質之服務，例如系辦服務或教師教學研究協助。每月至少 2 小

時或累計至少 30 小時。 
以上需於申請碩士論文學位考試前（最遲於學位口試前一日提具證明），

完成本系規定之學術活動，未達成者不得進行碩士論文學位考試。 
二、核心能力： 

社會與教育發展組 

1. 具備發現、設計、資料蒐集、整理、分析、撰寫及陳

述研究問題的能力。 
2. 具備關心與參與公共議題的態度與能力。 
3. 具備整合與運用社會領域知識與實務的能力。 

區域發展組 
1. 具備區域發展學術之獨立研究能力。 
2. 具備區域發展文獻之解讀與評析能力。 
3. 具備區域發展及規劃專案之實務執行能力。 

 
三、教學目標： 
【社會與教育發展組】 

(一) 培養學生具有人文素養之社會領域教育研究能力。 
(二) 培養學生社會文化與性別領域之研究能力。 

【區域發展組】 
(一) 提升學生對於區域發展議題關懷及專門知識之批判思考能力。 
(二) 培養學生從事區域發展研究之獨立研究能力。 
(三) 培養具備地理資訊系統應用與環境資源管理、景觀與遊憩規劃、都市及

區域規劃等專業能力。 
 



肆、課程結構 
【社會與教育發展組】 

本組課程架構分為共同課程、社會領域與教育、社會文化與性別、所內、所際、

校際課程等。 
修業期間總計 32 學分始可畢業，所有課程不分類別；其中跨所際、校際選課至

多 6 學分，但若含跨選本系碩士班各班別課程，跨選總計至多 9 學分（限學位班課

程，不含寒、暑期課程）。 

質性研究
量化研究
獨立研究
論文寫作

新文化史專題研究
中國婦女文化史專題研究

多元文化研究
台灣擇偶與婚姻專題研究

媒體與溝通專題研究
組織與變遷專題研究
台灣社會變遷專題研究

影像文化研究
女性史料解析與研究

男性研究
性別差異：演化與社會化

非營利組織專題研究

社會領域課程設計專題研究
公民教育專題研究
社會領域教學專題

多元文化教育理論與實施
歷史教育專題研究

性別平等教育專題研究
地理教育專題研究

心理與社會領域教育專題研究
高齡社會與教育

共同課程
（必修4學分）

社會領域與教育
（至少選修4學分）

社會文化與性別
（至少選修4學分）

所內、所際、
校際課程

社會與教育發展組

 
【區域發展組】 

本組課程架構分為基礎課程、地理資訊系統及環境資源管理、景觀及遊憩規劃、

文創產業及區域規劃、所內、所際、校際課程等。 
修業期間總計 34 學分始可畢業，所有課程不分類別；其中跨所際、校際選課至

多 6 學分，但若含跨選本系碩士班各班別課程，跨選總計至多 9 學分（限學位班課

程，不含寒、暑期課程）。 

永續區域發展特論
研究方法

專題討論(一)
專題討論(二)

區域防災特論
結果與績效管理

地理資訊系統特論
水土保持特論

環境資源管理特論
地理資訊及環境資源管理

實習
視窗程式設計
污染防治技術
土砂災害特論
環境資訊特論

資源再生與利用
環境影響評估特論
環境風險管理特論

應用地圖特論
環境資訊田野調查

環境認知與行為特論
觀光遊憩資源管理研究
觀光產業當代議題研究

遊憩觀光規劃
景觀研究特論

景觀規劃與設計
生態旅遊專題研究

文化資產與觀光發展特論

空間經濟特論
社區營造專題研究

都市及區域規劃專題
都市發展與再生專題
都市文化經濟研究

創新、產業與區域發展專題
文化產業專題研究

都市及區域規劃實習
管理經濟學
產業經濟學

區域發展組

基礎課程
（必修4學分）

地理資訊系統
及環境資源管理

（至少選修6學分）

景觀及遊憩規劃
（至少選修6學分）

文創產業
及區域規劃

（至少選修6學分）

所內、所際、
校際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