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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刊/專書論文 

112.08〈從《春秋左氏傳章句》輯文管窺劉歆《左氏》學〉，收錄於黃聖松主編《大雅當傳——第二屆

海峽兩岸《左傳》學高端論壇論文選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3年8月），頁351-385。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成果MOST 108-2410-H-019-007）（匿名審查通過）（ISBN 978-986-478-

857-6） 

112.03〈秩序的講求：論《公羊》「大一統」與《穀梁》「不以亂治亂」之義〉，收錄於李威熊主編、

陳逢源編輯《第十二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3年3

月），頁231-258。（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成果MOST 108-2410-H-019-007）（匿名審查通過）

（ISBN 978-986-478-815-6） 

112.03〈論王熙元的穀梁學研究〉，收錄於郜積意主編、林慶彰副主編《1945年以來的台灣地區經學研

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頁469-492。（ISBN 978-7-01-023188-4） 

111.12〈《全唐詩》中海洋典故運用之統計與數據分析——兼論數位人文研究法之得失〉，《海洋文化

學刊》，第33期（2022年12月），頁1-28。（具匿名審查制度） 

110.10〈論兩漢史書所見《左傳》義之致用——以治獄、災異為範圍〉，收錄於黃聖松主編《第二屆

《群書治要》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1年10月，頁53-75。

（ISBN 978-986-478-541-4） 

 109.11〈2015-2019科技部文學一（中文）學門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數據分析〉，《漢學研究通訊》，第

39卷第4期（總156期，2020年11月），頁1-18。（具匿名審查制度） 

108.12〈論唐代散文中的海洋書寫〉，《海洋文化學刊》，第27期（2019年12月），頁115-152。（具

匿名審查制度） 

108.12〈劉向春秋學釐探〉，《國家圖書館館刊》，108年第2期（2019年12月），頁51-82。 

108.09〈論《皇明經世文編》中的海洋朝貢議論〉，收錄於陳支平主編《海絲之路：祖先的足迹與文明

的和鳴》，第三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9年9月，頁152-172。（ISBN 978-7-5615-7317-

4） 

107.07〈《皇明經世文編》中的海洋朝貢議論〉，《海洋文化學刊》，第24期（2018年7月），頁1-33。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成果MOST 105-2420-H-019-003）（具匿名審查制度）〔本文另收錄於陳

支平主編《海絲之路：祖先的足迹與文明的和鳴》，第三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9年9

月，頁152-172。〕 

107.06〈爭儲、謀反、冒名、廢黜︰論西漢四種政權正當性事件與經典意義應用之互涉〉，《清華中文

學報》，第19期（2018年6月），頁53-104。（THCI一級期刊） 

107.05〈論《全唐詩》中“題海詩”的共相與異采〉，收錄於陳支平、王炳林主編《海絲之路：祖先的足

迹與文明的和鳴》，第一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8年5月，頁383-406。（ISBN 978-7-

5615-6918-4） 

106.11〈海洋的文學與教學——古典篇〉，收錄於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編《走進跨領域和

自主學習的通識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7年11月），頁155-176。（ISBN 978-957-

11-9503-2） 

106.10〈論王熙元的穀梁學研究〉，《輔仁國文學報》，第45期（2017年10月），頁27-64。（具匿名

審查制度）（本文另收錄於郜積意主編、林慶彰副主編《1945年以來的台灣地區經學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頁469-492。） 

106.08〈論何、鄭對《穀梁》的廢、起之辯：以魯莊公時期的輯文為範圍〉，收錄於國立政治大學中國

文學系主編《第十屆漢代文學與思想暨創系六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

治大學中國文學系，2017年8月），頁43-66。（匿名審查通過）（ISBN 978-986-05-32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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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9〈試論中國人魚故事的文本建構〉，收錄於海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主編《海軍軍官學校第一

屆「迎向海洋」暨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海軍軍官學校，2016年9月），頁177-

207。（ISBN 978-986-04-9532-4） 

105.06〈論《全唐詩》中「題海詩」的共相與異采〉，《海洋文化學刊》，第20期（2016年6月），頁

1-28。（具匿名審查制度）（本文另收錄於陳支平、王炳林主編《海絲之路：祖先的足迹與文

明的和鳴》，第一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8年5月，頁383-406。） 

105.04〈《全唐詩》中以「海」為題作品析論〉，《海洋文化學刊》，第19期（2016月4月），頁27-65。

（具匿名審查制度） 

105.03〈由"數位人文研究法"探《皇明經世文編》所載明初的海洋朝貢議論〉，《南海學刊》，2016年

第1期（第2卷第1期，2016年3月），頁18-27。（海南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畫成果MOST 104-2420-H-019-003）（具匿名審查制度） 

104.06〈從輯本論何休《穀梁廢疾》與鄭玄起《廢疾》的論辯主張與方法：隱公、桓公〉，《興大中文

學報》，第37期（2015年6月），頁121-146。（具匿名審查制度） 

104.03〈今存輯本所見徐邈注解《穀梁》方式析論〉，收錄於李隆獻、陳逢源策劃，國立臺灣大學中國

文學系、中國經學研究會主編《第八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臺北：萬卷樓圖

書公司，2015年3月），頁277-314。（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NSC 96-2411-H-019-003）（匿

名審查通過）（ISBN 978-957-739-928-1） 

102.12〈徐邈穀梁學思想要義探賾〉，《政大中文學報》，第20期（2013年12月），頁161-192。

（THCI Core∕國科會中文學門國內期刊排序第7名∕教育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

畫」認可之國內一流期刊）（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NSC 96-2411-H-019-003） 

102.12〈麋信穀梁學探微〉，《淡江中文學報》，第29期（2013年12月），頁51-78。（THCI Core∕國科

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NSC 96-2411-H-019-003） 

102.12〈論《穀梁》傳義在漢代的政治應用〉，收錄於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第七屆漢代文學

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2013年12月），頁113-142。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NSC 95-2411-H-019-005）（匿名審查通過）（ISBN 978-986-04-

0236-0） 

102.06〈回歸文本：論廖鴻基《討海人》的寫作特色〉，《海洋文化學刊》第14期（2013年6月），頁

83-104。（具匿名審查制度） 

101.08〈試論漢代文學中的海洋書寫〉，收錄於劉石吉、王儀君主編《海洋歷史文化與邊界政治》（高

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12年8月），頁31-54。（匿名審查通過）（ISBN 978-986-

02-9628-0） 

101.06〈政權、學官、經義的交結──論漢宣帝與穀梁學〉，《成大中文學報》，第37期（2012年6月），

頁1-36。（THCI Core∕國科會中文學門國內期刊排序第10名∕教育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

究中心計畫」認可之國內一流期刊）（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NSC 95-2411-H-019-005） 

100.12〈論《穀梁》傳義在漢代的政治應用〉，《政大中文學報》，第16期（2011年12月），頁167-

200。（THCI Core∕國科會中文學門國內期刊排序第7名∕教育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

中心計畫」認可之國內一流期刊）（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NSC 95-2411-H-019-005） 

100.12〈論魏晉南北朝文學中的海洋書寫〉，《海洋文化學刊》，第11期（2011月12月），頁9-34。

（具匿名審查制度） 

98.12〈論春秋學在漢代的政治應用〉，《經學研究集刊》，特刊一（2009年12月），頁191-216。（具

匿名審查制度），民98.12。 

98.06〈試論先秦文學中的海洋書寫〉，《海洋文化學刊》，第6期（2009年6月），頁31-58。（具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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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制度） 

97.12〈論《尚書大傳》輯本之思想要義〉，《漢學研究》，第26卷第4期（2008年12月），頁1-32。

（THCI Core∕國科會中文學門國內期刊排序第2名∕教育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

畫」認可之國內一流期刊）（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NSC 93-2411-H-019-002） 

97.10〈論《尚書大傳》的解經方式〉，《輔仁國文學報》，第27期（2008年10月），頁11-34。（具匿

名審查制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NSC 93-2411-H-019-002） 

97.10〈試論穀梁「專之去，合乎春秋」所隱含的春秋之義〉，收錄於鄭吉雄主編《語文、經典與東亞

儒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年10月），頁349-382。（匿名審查通過）（ISBN 978-957-

15-1427-7） 

95.03〈論《春秋》三傳對魯公元年即位記載的解釋觀念〉，《經學論叢》，第二輯﹙臺北：洪葉文化

公司，2006年3月﹚，頁43–77。（匿名審查通過） 

95.01 〈論左傳「君子曰」的政治思想〉，《孔仲溫教授逝世五週年紀念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2006年1月），頁391-440。 

94.12 〈論左傳「君子曰」中的「禮」〉，《國文學報》，第3期（2005年12月），頁217-234。（具匿

名審查制度）（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出版） 

93.12〈試論孔子與《穀梁傳》的正名思想及其傳承關係〉，《經學研究論叢》，第12輯﹙臺北：臺灣

學生書局，2004年12月﹚，頁211–226。（匿名審查通過）（ISBN 957-15-1243-5） 

93.06〈論左傳「君子曰」的道德意識——兼論「君子曰」的春秋書法觀念〉，《國文學誌》，第8期

（2004年6月），頁377-396。（具匿名審查制度）（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出版） 

92.07〈論顏元的學校教育理論〉，《玄奘人文學報》，第1期（2003年7月），頁111-137。（具匿名審

查制度） 

91.12〈試論老子思想系統的開展：從社會秩序的觀點談起〉，《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生論文

集刊》，第4期（2002年12月），頁35-49。（具匿名審查制度） 

91.01〈呂氏春秋的教育理論〉，《孔孟月刊》，第40卷第5期﹙總號第473號，2002年1月﹚，頁35-44。

（具匿名審查制度） 

90.12〈《穀梁傳》中關於《春秋》史事記載原則的解釋觀念〉，《國立編譯館館刊》，第30卷第1、2

期合刊本﹙總號第62號，2001年12月﹚，頁35-65。（具匿名審查制度） 

89.06〈穀梁傳的道德抉擇〉，《第二屆先秦兩漢學術全國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論文集》﹙臺北：輔仁大

學中文系所，2000年6月﹚，頁21–33。 

86.10〈試論《公》《穀》夷夏觀之異同〉，《中山人文學術論叢》，第一輯﹙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1997年10月﹚，頁13–38。 

85.11〈近十年清代學術思想研究目錄（1985-1994）〉，《清代學術研究通訊》，第1期﹙高雄：國立

中山大學中文系，1996年11月﹚，頁95–161。（與張至淵合編） 

84.06〈論王弼的貴無思想及其發展〉，《中山中文學刊》，第1期（1995年6月），頁49–64。（具匿名

審查制度） 

 

專書著作/主編： 

112.09《2023 海洋文化研究生論壇論文選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12 年 9 月，初版。（ISBN 

978-986-478-8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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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2022海洋文化研究生論壇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11年 8月，初版。（ISBN 978-

986-478-716-6） 

104.09《生命‧海洋‧相惜——詩文精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5 年 9 月，初版。（與顏智英、

李昱穎、陳慧芬合編著）（ISBN 978-957-11-7330-6） 

102.09《生命‧海洋‧相遇——詩文精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3 年 9 月，初版。（與顏智英

合編著）（ISBN 978-957-11-7330-6） 

89.06《穀梁傳思想析論》，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 6月，初版。（ISBN 957-668-599-0） 

 

研討會論文： 

112.12〈論唐人說海潮〉（On the Tang Dynasty's Theory of Tide），「2023年第十屆東亞島嶼與海洋國

際論壇」（The 10th East Asian Island and Ocean Forum【EAIOF】2023）宣讀論文，韓國：木浦

國立大學Mokpo National University，Korea主辦，112.12.8-10，地點：韓國木浦國立大學。 

112.11〈論唐詩中的「蓬萊」〉，「2023 接境與海洋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韓國：中央大學 Chung-

Ang University,Korea主辦，112.11.3-4，地點：韓國中央大學 Korea。 

112.10〈鄭眾《春秋牒例章句》輯文析探〉，「傳承與創新：第三屆海峽兩岸《左傳》學高端論壇」宣

讀論文，中國：揚州大學文學院、揚州大學文化傳承與創新研究院主辦，112.10.28-29，地點：

揚州大學中國文學系。（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 NSTC 112-2410-H-019-029-MY3） 

112.09〈鄭嗣《春秋穀梁傳鄭氏說》輯文析論〉，「第十三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中

國經學研究會主辦，112.9.22-23，地點：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成

果MOST 110-2410-H-019-021-MY2） 

112.08〈馬國翰輯范甯、徐乾之穀梁學文獻要論〉，「2023 年暑期兩岸師生文創研修營」宣讀論文，

中國：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主辦，112.8.29-30，地點：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科技部專題研

究計畫成果MOST 110-2410-H-019-021-MY2） 

111.11〈從《春秋左氏傳章句》輯文管窺劉歆《左氏》學〉，「第二屆海峽兩岸《左傳》學高端論壇」

宣讀論文，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揚州大學文學院、揚州大學文化傳承與創新研究院主辦，

111.11.18-19，地點：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成果 MOST 110-2410-H-

019-021-MY2）（修訂稿經審查通過，刊登於《大雅當傳——第二屆海峽兩岸《左傳》學高端論

壇論文選集》） 

111.11〈唐詩對東海相關海洋典故引用的統計與分析〉，「第十二屆世界海洋文化研究機構聯席會暨

2022 東亞島嶼海洋文化論壇·海港都市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中國海洋大學主辦，韓國海

洋大學國際海洋問題研究所、島嶼文化研究院合辦，111.11.4-5，地點：視訊會議。（修訂稿經

審查通過，刊登於《海洋文化學刊》第 33期） 

111.06〈論唐詩中的海洋典故〉，「文學／海洋／島嶼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國立臺灣大學中國

文學系、華語與比較文學協會（Association of Chinese＆Comparative Literature）、臺灣中文學會

主辦，111.6.20-22。（修訂稿經審查通過，刊登於《海洋文化學刊》第 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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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2019.11.23-24。（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成果 MOST 107-2420-

H-019-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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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頁 61-90。（ISBN 978-957-678-675-4）（修訂稿經審查通過，刊登於《國家圖書館館刊》

108年第 2期） 

106.12〈論《皇明經世文編》中的海洋朝貢議論〉，「2017 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基

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主辦，2017.12.14-15。（修訂稿經審查通過，刊登於

《海洋文化學刊》第 24期） 

106.11〈論何、鄭對《穀梁》的廢、起之辯：以魯僖公時期的輯文為範圍〉，「第十四屆先秦兩漢國際

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2017.11.18-19。 

106.10〈盛朝下的細水伏流：唐代穀梁學發展述論〉，「第十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

臺北：中國經學研究會、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2017.10.21-22。（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

果 NSC 97-2410-H-019 -019） 

106.10〈海洋文學在中國海洋文化中的意義〉，「第八屆海峽兩岸海洋海事大學藍海策略校長論壇暨海

洋科學與人文研討會」宣讀論文，基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主辦，2017.10.11-12。 

105.11〈從輯本論何休《穀梁廢疾》與鄭玄起《廢疾》的論辯主張與方法︰莊公〉，「第十屆漢代文學

與思想暨創系 6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

2016.11.26-27。（修訂稿經審查通過，刊登於《第十屆漢代文學與思想暨創系六十週年國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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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3〈試探《皇明經世文編》所載明代正德以前的海洋朝貢議論〉，「第二回東亞青年海洋文化國際

論壇」宣讀論文，日本：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主辦，基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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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北京：北京大學道家研究中心

主辦，2015.1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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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um (EAIOF)第三屆東亞島嶼與海洋論壇」宣讀論文，Mokpo National University，Korea，

2015.11.12。 

104.10〈共相與異采：論《全唐詩》中以「海」為題的海洋詩〉，「海洋文化學術研討會 2015 年度年

會」宣讀論文，廈門：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基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台南：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主辦，2015.10.26。（修訂稿經審查通過，刊登於《海洋文化學

刊》第 20期） 

103.12〈從輯本論《穀梁》之何休廢疾與鄭玄起廢疾：隱公、桓公〉，「2014 經學與文化全國學術研

討會」宣讀論文，臺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2014.12.5。（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

果 NSC 95-2411-H-019-005）（修訂稿經審查通過，刊登於《興大中文學報》第 37期） 

103.11〈西漢政權正當性事件與經典應用意義芻論〉，「漢代哲學工作坊」宣讀論文，臺北：國立臺灣

大學哲學系主辦，2014.11.30。（修訂稿經審查通過，刊登於《清華中文學報》第 19期） 

103.10〈《全唐詩》中以「海」為題作品析論〉，「2014 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海峽兩岸東亞沿

海地區與島嶼文化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基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主辦，廈

門：廈門大學國學研究所、台南：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南島史學會合辦，

2014.10.23-24。（修訂稿經審查通過，刊登於《海洋文化學刊》第 19期） 

102.04〈徐邈《春秋穀梁傳注義》析論〉，「第八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臺北：國立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經學研究會主辦，2013.4.20-21。（修訂稿經審查通過，分成兩文，

以〈徐邈穀梁學思想要義探賾〉為題，刊登於《政大中文學報》第 20 期；以〈今存輯本所見徐

邈注解《穀梁》方式析論〉為題，刊登於《第八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 

99.05〈試論廖鴻基的討海書寫—以《討海人》為討論範圍〉，「海峽兩岸海洋文化專題學術研討會」

宣讀論文，基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主辦，2010.5.11-12。（修訂稿經審查通過，

刊登於《海洋文化學刊》第 14期） 

98.11〈試論魏晉南北朝文學中的海洋書寫〉，「2009 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基隆：國

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廈門：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台南：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

研究中心主辦，2009.11.10-11。（修訂稿經審查通過，刊登於《海洋文化學刊》第 11期） 

98.10〈論《穀梁》之義在漢代的政治應用——以詔令奏議為中心的考察〉，「第七屆漢代文學與思想

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2009.10.17-18。（國科會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 NSC 95-2411-H-019-005）（修訂稿經審查通過，刊登於《政大中文學報》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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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試論漢代文學中的海洋書寫〉，「第四屆辭章章法學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臺北：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文學院、國文學系、中華民國章法學會主辦，2009.10.17。（修訂稿經審查通過，收錄

於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出版之《海洋歷史文化與邊界政治》專書中） 

97.11〈論春秋學在漢代的政治應用〉，「第二屆全國經學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高雄：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經學研究所主辦，2008.11.15。（修訂稿經審查通過，刊登於《經學研究集刊》特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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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2/2)】 

110年度（110.8.1～111.7.31）  MOST 110-2410-H-019-021-MY2【《玉函山房輯佚書》「經編春秋類」

研究(1/2)】 

109年度（109.8.1～110.7.31）  MOST 109-2410-H-019-024【《公》、《穀》思想比較研究(2)】 

108年度（108.8.1～109.7.31）  MOST 108-2410-H-019-007【《公》、《穀》思想比較研究】 

107年度（107.8.1～108.7.31）  MOST 107-2410-H-019-018【鄭玄《箴左氏膏肓》研究】 

105 年度（105.8.1～106.7.31）  MOST 105-2420-H-019-003【明代海洋經理與敘事之數位人文研究：經

典與經世Ⅱ】 

104 年度（104.8.1～105.7.31）  MOST 104-2420-H-019-003【明代海洋經理與敘事之數位人文研究：經

典與經世】 

100年度（100.8.1～101.7.31）  NSC 100-2410-H-019-010【漢初經學研究】 

99年度（99.8.1～100.7.31）      NSC 99-2410-H-019-013【清代穀梁學研究Ⅱ】 

98年度（98.8.1～99.7.31）        NSC 98-2410-H-019-020【清代穀梁學研究】 

97年度（97.8.1～98.7.31）        NSC 97-2410-H-019-019【唐宋元明四朝之穀梁學研究】 

96年度（96.8.1～97.7.31）        NSC 96-2411-H-019-003【三國魏晉南北朝之穀梁學研究】 

95年度（95.8.1～96.7.31）        NSC 95-2411-H-019-005【漢代穀梁學研究】 

93年度（93.8.1～94.7.31）        NSC 93-2411-H-019-002【西漢經學思想史研究：以武帝朝以前為範圍】 

 

教育部教學研究計畫 

105 年度（105.2.1～106.1.31）  105J90001 教育部 105 年度再造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發展計畫【深植海洋

人文與創新社會實踐：海洋人文社會教學研究的價值連結與典範型塑】 



學術著作 

 

      

102年度（102.8.1～103.7.31）  MOE-102-003-004-027【在生命的海洋‧相惜】教育部 102年度全校性閱

讀書寫推動與革新計畫(B類) 

101年度（101.8.1～102.7.31）  MOE-101-003-004-011【在生命的海洋‧相信】教育部 101年度全校性閱

讀書寫推動與革新計畫(B類) 

100年度（100.8.1～101.7.31）  MOE-100-03-04-005【在生命的海洋‧相遇】教育部 100年度全校性閱讀

書寫推動與革新計畫(B類) 

97年度（97.8.1～98.1.31）     MOE-097-04-03-2-11-2-97136【閱讀與表達】（全國通過率 33.3﹪）97學

年度第 1學期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計畫 

97年度（97.8.1～98.7.31）     97年度人文社科領域專題教學研究社群發展計畫 A類計畫【海洋人文學

程】   〔開設「文學與海洋」課程〕 

96年度（96.8.1～97.7.31）     96年度人文社科領域專題教學研究社群發展計畫 A類計畫【海洋人文學

程】   〔開設「文學與海洋」課程〕 

96年度（96.8.1～97.7.31）     96年度人文社科領域專題教學研究社群發展計畫 B類計畫「人與海洋：

文化的現象與詮釋」之【中國文學中的海洋世界】 

 

其他產學合作計畫 

110.7.1～110.11.30 計畫主持人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中文能力檢測中心【CWT高等題庫擴

充計畫】 

108.1.1～108.5.31 計畫主持人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中文能力檢測中心【CWT 高等題庫擴

充計畫】 

106.10.1～107.2.28 計畫主持人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中文能力檢測中心【CWT優等題庫擴

充計畫】 

97.8.1～98.7.31  子計畫主持人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內院系所或跨院系所之特色跨領域整合型團隊學術

合作案「人與海洋：文化的現象與詮釋」整合型計畫之子計畫【中國文學中的海洋世界】 

97.3.1～97.5.31  計畫主持人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網路分級教學獎勵——教材 E化」計畫案【歷代文選

（二）】 

95.11.7～96.9.6  計畫主持人  基隆巿文化局  95KL37S【基隆巿民俗及相關文物普查（第二階段）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