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一、 議程（須含研討會名稱、會議主協辦單位等資訊） 

 



 

 

 

 

 

 

 



二、 經費執行率 

請填妥以下欄位，如經費執行率未達百分之九十，請另以文字詳述原因 

核定金額【40000】元 

會議實際使用金額【40000】元 

經費執行率【100】%（會議實際使用金額 ÷ 核定金額 ＝ 經費執行率） 

 未達執行率百分之九十原因： 

 

 

  



三、 預期效益達成狀況 

請勾選以下欄位，並另以文字詳述達成狀況及其原因 

全部達成□部分達成□全部未達成 

※預期效益請依原送審之申請件所述內容進行評估 

 

 本學術研討會確認達成所有之預期效益，其理由將分述如下。本次會議

如圖文所示，認真準備，故成果頗獲好評。與會來賓及參與學生均相當肯定

本次大會主題演講及會議發表論文之內容，收穫頗豐，而且會議進行間之與

談、答問氣氛非常融洽，更增來賓間交流之成效。 

關於「(一)提升台灣社會學與心理學學界於國際間的學術交流，並強化學

術競爭力」項目，確實有達成目標。本會議有大會主題演講兩個場次，分別由

日本學者服部圭郎教授與中國學者佐斌教授主講，的確增進了社會學與心理

學學界與國際學者間的學術交流，也因而強化了學術競爭力。與會學生也相

當受益於以英語語言的演講，而更增國際競爭力。 

於「(二)增進人們對後疫情時代的跨領域議題於知識、理論、方法論等層

面上的理解與洞見」目標上，也因本會主題檢視後疫情之「心理復原、社區重

建、社會創新、家庭生活與社會企業」等關鍵議題，故與會人士均能對後疫情

時代的的跨領域議題，進一步增加其於知識、理論、方法論等層面上的理解

與洞見。 

至於對「(三)促進社會科學界對社會心理學研究重要性的認知」項目，也

是確有達成成效。本系為社會心理學系，社會學或心理學取向之社會心理學

知識是本系授課之重點，而本次大會論文發表主題，有許多均與社會心理學

知識有關，如佐斌教授之主題演講、劉怡寧老師、吳志文老師、陳維平老師、

林慧慈老師…..等之發表論文均闡釋社會心理學內容之不同層面，也因此促進

了社會科學界對社會心理學研究重要性的認知。 

最後，對「(四)藉由跨領域的討論激發學術創意的火花」項目之達成成效

更是超乎預期。本系會議之場次安排均考量社會學與心理學不同學門論文間

的對話，也因此讓與會嘉賓得以接觸比社會學年會或心理學年會更多元的議

題，也更有機會沉浸於跨領域思維討論之下，而激發出更多的學術創意火花！

如吳志文老師於會中所言，他認為於心理學年會裡，通常論文議題、方法會

傾向往既定學門之預期且熟悉的方向前進，然而於這次會議裡，卻也能於同

場次裡學習到宗教社會學議題的思考模式，完全開啟他新的研究視野，此外，

由於心理實驗法研究也排在同一場，如此多元的議題與方法，的確更增跨領

域研究交流，完全提供一適當場域以激盪學術創意火花。 

 

 



四、 辦理情形及參與狀況（須含參與人數） 

  

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從 2003 年開始，約每兩、三年舉辦一次「社會學

與心理學的對話」學術研討會。自開辦以來，已分別舉辦了以下主題之會議：

「社會學與心理學的對話」、「社會學與心理學的對話：窗裡/窗外」、「海峽兩岸

社會心理現象」、「日常解析生活演繹」、「人際關係與社會互動」、「家庭幸福學-

跨領域的對話與整合」、「愛情教育與研究」、「數位時代的心 /新關係」，共 8 次

會議。這些會議為國內外的社會學者與心理學者，建立了跨領域間溝通與對話

的平台，也進一步提供跨領域知識整合的契機。本次舉辦「社會學與心理學的

對話：後疫情時代的新生活挑戰」學術研討會，將透過社會學、心理學、傳播

學、文化研究等人文社會學科角度檢視後疫情時代的眾多面向，以促進學術交

流與推動社會實踐。 

本次研討會除了邀請二位資深且具國際學術地位的知名的社會學者（日本

學者服部圭郎教授）與心理學學者（中國大陸學者佐斌教授）進行專題演講

外，也進行論文徵稿，總共有 5 個場次的研究論文發表，共計 17 名發表者；此

外，每個場次皆邀請到國內重要學者擔任主持人或與談人一職，與會者對於演

講者的演講內容均產生很大的共鳴及討論，而研討會共有 297 人次參與，本系

專兼任教師、研究生及大學部學生皆踴躍參與；另外也有來自各相關領域的人

員或學者共襄盛舉，與會者均感會議內容豐富，收穫盛多。 

整體而言，本次研討會對本系的特色建立與學術聲望有非常正向的影響，

對未來本系師生與他校進行合作研究也建立了新的網絡。 

  



五、 活動照片（須含各論文發表場次現場照片） 

  

 

說明：李功勤副校長主持開幕式 

 

說明：江巧如系主任致詞 



 

說明：開幕式大合照 

 

說明：主題演講 I【Developing Community Identity via Social Innovation】 

主講人服部圭郎 Keiro Hattori (龍谷大学政策学部教授) 

主持人孔祥明 (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副教授) 



 

說明：主題演講 II【疫情時期的社會心理與行為】 

主講人佐斌 (華中師範大學心理學院教授) 

主持人張思嘉 (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教授) 

 

說明：論文發表 I【後疫情的社區重建】 



 

說明：論文發表 II【後疫情的心理復原】 

 

說明：論文發表 II【後疫情的心理復原】 

發表人：劉怡寧(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說明：論文發表 III【後疫情的社會創新】 

 

說明：論文發表 IV【後疫情的家庭生活】 



 

說明：論文發表 V【後疫情的社會企業】 

 

說明：論文發表Ｖ結束後學者與來賓們大合照留念 



 

說明：閉幕式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