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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屆臺灣地理國際學術研討會暨 2025 中華民國地理學會年會學術研討聯合會議程 (簡版)  

4/26(六) 誠 101 

08:30 
09:00 

報到，領取會議資料(地點：誠 101 教室外走廊) 

09:00 
09:30 

開幕式、貴賓致詞、頒獎(小論文競賽與地理學會)、台灣的聲音 

09:30 
10:40 

專題演講(1) 
A Human-Centered Framework for GIScience and Geography: From Locations to Geographies of Senses 

Professor Shih-Lung Shaw 
主持人：溫在弘(國立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10:40 
11:00 

茶敘 

地點 誠 101 誠 102 正 104 正 105 正 106 正 203 正 204 正 205 B1 會議室 
區域教室 

(勤樸四樓穿堂) 

11:00 
12:10 

論壇 (一) 

臺灣推動地質公園

對環境教育之意義

與反思 

 

論文發表 1-1 

跨領域地理學科發

展前景 

專題 (一) 

地形製圖與防災溝

通 

專題(二) 

實踐島嶼地方/感： 
藝術、教學與風味 

論文發表 1-2 

環境變遷與環境韌

性(1) 

論文發表 1-3 

感官文化與人文社

會發展(1) 

論壇 (二) 

僑敎社會學科課程

跨領域敎學的必要

性與挑戰-以臺師大

僑生先修部為例 

工作坊 (一) 

心靈療癒地景 

 

專題 (三) -1 

透過流域觀測及模

擬瞭解水資源之收

支與變化 

 

12:10 
13:40 

午餐 
誠 102 中華民國地理學會會員大會；誠正中庭 感官書展、Taiwan BioBank 海報展；樸 201「種土」影片(上) 播放；區域教室(勤樸四樓穿堂) 咲咲茶席(收費活動) 

13:40 
14:50 

論文發表 2-1 

中學社會領域跨域

學習與實踐 
 

論文發表 2-2 

地理人工智慧與資

料科學(1) 

論文發表 2-3 

水文與環境 

論文發表 2-4 

永續發展與產業轉

型 

論文發表 2-5 

環境變遷與環境韌

性(2) 

論文發表 2-6 

地理學人文社會系

統 

論文發表 2-7 

環境災害與社會風

險評估(1) 

 

論文發表 2-8 

地景與療癒 

專題 (三) -2 

透過流域觀測及模

擬瞭解水資源之收

支與變化 

工作坊(二) 

茶葉與感官 

14:50 
15:10 

茶敘 

15:10 
16:20 

專題 (四) 

中學社會領域跨域

學習 

論文發表 3-1 

地理人工智慧與資

料科學(2) 

論文發表 3-2 

Climate change risk 
and resilience 

專題 (五) 

跨域地理人工智慧

應用於時空資料分

析 

論文發表 3-3 

科技應用與環境永

續 

專題 (六) 

從轉型正義觀點看

原住民族與國土計

畫 

論文發表 3-4 

環境災害與社會風

險評估(2) 

 

專題 (七) 

景觀與遊憩之環境

感知 

論壇 (三) 

感官、超越人類、

創意地理學 

 

17:30 晚宴 (邀請制，非自由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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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4/27(日) 誠 101 

08:30 
09:00 

報到，領取會議資料 (地點：誠 101 教室外走廊) 

09:00 
10:10 

專題演講(2) 
Sensing the Oceans: Ocean Data Science Initiatives and the Making of Ocean Worlds 

Professor Elizabeth Havice 
主持人：洪伯邑(國立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10:10 
10:30 

茶敘 

地點 誠 102 正 103 正 104 正 105 正 106 正 203 正 204 正 205 B1 會議室 

10:30 
11:40 

專題 (八) 

地名與地名教學 

論文發表 4-1 

感官、記憶與認同(1) 

論文發表 4-2 

感官文化與人文社會

發展(2) 

論文發表 4-3 

GIS 永續發展 

論文發表 4-4 

感官、覺識與地理環

境教育(1) 

論文發表 4-5 

地理科雙語教學之實

踐、效益與反思 

論文發表 4-6 

生態系服務與環境韌

性(1) 

論文發表 4-7 

遙感探測及其應用 

工作坊 (三) 

地景類文化資產如何作為

原住民族賦權的進路？ 

11:40 
13:00 

午餐 
誠 102 Taiwan BioBank 演講；誠 107、誠 108 海報論文發表；B1 會議室地理新書發表會；樸 201「種土」影片(下) 播放 

13:00 
14:10 

論壇 (四) 

人工智慧世下地理人

的機會與挑戰 

論文發表 5-1 

感官、記憶與認同(2) 

論文發表 5-2 

交通運輸與日常生活 

論文發表 5-3 

地方特質與永續發展 

論文發表 5-4 

感官、覺識與地理環

境教育(2) 

論文發表 5-5 

環境變遷與政治生態

(1) 

論文發表 5-6 

生態系服務與環境韌

性(2) 

論文發表 5-7 

感官與傳統文化智慧 

專題 (九) 

歷史檔案中的新鎮-科
技社會、知識移動與

規劃的地理 

14:10 
14:20 

休息 

14:20 
15:30 

論文發表 6-1 

音景、氣味、文化與

景觀 

論文發表 6-2 

感官、記憶與認同(3) 

論文發表 6-3 

人與其生活創造的景

觀 

論文發表 6-4 

人口、遷移與感官 

論文發表 6-5 

感官、覺識與地理環

境教育(3) 

論文發表 6-6 

環境變遷與政治生態

(2) 

論文發表 6-7 

生態系服務與環境韌

性(3) 

專題 (十) 

原住民族知識為本的

教育、師培體系與教

育主權 

 

15:30 
15:50 

茶敘 

15:50 
16:10 

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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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屆臺灣地理國際學術研討會暨 2025 中華民國地理學會年會學術研討聯合會議程 (詳版) 

4/26(六) 誠 101 

08:30 
09:00 

報到，領取會議資料(地點：誠 101 教室外走廊) 

09:00 
09:30 

開幕式、貴賓致詞、頒獎(小論文競賽與地理學會)、台灣的聲音 

09:30 
10:40 

專題演講(1) 
A Human-Centered Framework for GIScience and Geography: From Locations to Geographies of Senses 

Professor Shih-Lung Shaw 
主持人：溫在弘(國立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10:40 
11:00 

茶敘 

地點 誠 101 誠 102 正 104 正 105 正 106 正 203 正 204 正 205 B1 會議室 
區域教室 

(勤樸四樓穿堂) 

11:00 
12:10 

論壇 (一) 
臺灣推動地質公園對環

境教育之意義與反思 

主持兼與談人：蘇淑娟 

論文發表 1-1 
跨領域地理學科 

發展前景 

主持兼與談人：周素卿 

專題 (一) 
地形製圖與防災溝通 

主持人：張志新 

專題 (二) 
實踐島嶼地方/感：藝

術、教學與風味 

主持兼與談人：許嘉麟 

論文發表 1-2 
環境變遷與環境韌性 

(1) 

主持人兼與談人：黃浚

瑋 

論文發表 1-3 
感官文化與人文社會發

展 (1) 

主持兼與談人：凃函君 

論壇 (二) 
社會學科課程跨領域敎

學的必要性與挑戰-以臺

師大僑生先修部為例 

主持兼與談人：鍾豔攸 

工作坊 (一)1 
心靈療癒地景 

主持兼與談人：李素馨 

 

專題 (三) -1 
透過流域觀測及模擬瞭

解水資源之收支與變化 

主持兼與談人：李宗祐 

 

(1) 環境認知對在地方

社會和社群發展的

意義/蘇淑娟 

(2) 在地經濟與永續經

濟發展/王文誠 

(3) 地景及環境教育的

永續視野/林俊全 

(4) 地球科學應用對社

會的啟發/劉瑩三 

(5) 國家綠網的理念與

實踐/石芝菁 

(6) 地質調查對地質公

園的啟發/郭麗秋 

(1)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Policy 

Mobility in 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rans 

Jakarta/Faradesiva 

Angger Putri 

Maulida 印丹恆 

(2) Academic 

Diplomacy and 

Higher Educational 

Tourism: Exploring 

Taiwan’s Soft Power 

through Student 

(1) 地形製圖計畫簡介/

沈淑敏、王聖鐸 

(2) 高雄壽山地形特徵

圖/何立德、洪暐

智、楊茲皓 

(3) 惡地地形特徵圖製

作-以牛埔水土保持

教室為例/羅凱耀、

蔡承樺、楊啟見 

(4) 運用深度學習於地

形特徵之自動判釋

與分類研究/林聖

琪、林司秦、張志

新、沈淑敏 

(5) 社區防災導向之土

砂災害地形特徵圖

(1) 實踐知識方法導入

專題課程教學：在

解構媒介城市理論

的過程中建構地方

感/陳盈棻 

(2) 地方的實踐者：琉

球大學「Ryudai + 

C」計畫的地方感建

構/李宗興 

(3) 由風味所產生的地

方感：咖啡感官品

評在「台灣咖啡」

的實踐與應用/許嘉

麟 

(4) 舞映島舞蹈影像環

島計畫－駐地創作

(1) 多時序衛星影像和

邏輯迴歸模式分析

2002-2023 年間彰

化海岸潮埔地形變

遷/陳毅青、王素芬 

(2) 道路與隧道興建對

火炎山惡地地形發

育之影響/周光君、

陳毅青 

(3) 論姆布魯西流域的

地形濕度指標與常

態化差值植生指標/

哈里斯西荷、雷鴻

飛 

(1) 公共場所如廁之處

境與社會影響/康惠

瑄 

(2) 從日常移動與調適

探討臺北市高齡者

的空間體驗/蔡承哲 

(3) 「原神，啟動!」大

學生玩家遊玩《原

神》的空間行為與

對話/林佑威、李素

馨 

(1) 再談新南向政策的

僑外生先修政策/沈

宗憲 

(2) 從高中地理課綱的

精神談僑先部地理

課程設計/江碧貞 

(3) 淺談僑生先修部歷

史課程中的「地

名」教學策略/鍾豔

攸 

(4) 回望與凝視:試以臺

師大僑生先修部地

理科「僑見故鄉」

探究實作為初探/蔡

怡玟 

(1) 工作坊實作 - 森林

寮域域健康醫學/林

一真教授 

(2) 森林療癒旅遊之價

值共創--遊客共創

投入、感知價值對

共創結果之影響/王

麗雯、李素馨 

(3) 從療癒地景理論探

討台灣中低海拔森

林療癒環境選址因

子與準則/李素馨、

朱懿千、張慧玲 

(1) 臺灣河川事件為本

的退水分析與其受

氣候與土地覆蓋的

影響/李俊逸、邱繼

成、李宗祐 

(2) 利用標準化降雨指

標評估氣候變遷下

台灣水資源安全/鄧

澤揚 

(3) 利用搭載熱像儀無

人機觀測高山溪流

之河川水溫/葉修豪 

(4) 以 HFLUX 模式分

析臺灣荒溪型河川

的熱收支/陳祐丞 

 

 
1 本工作坊第一場為實作，僅 20 人可參與實作；其餘參與者請按照指示於場內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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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atives/ Tamara 

Klicek 

(3) 流動的日常：員林

地區常民生活型態

之研究/陳彥騰 

的可讀性探討--以

防災專員為例/沈淑

敏、林司秦、游牧

笛 

(6) 與談 

與談人一: 陳振宇

組長/農業部農村發

展及水土保持署減

災監測組 

與談人二: 巫仲明

博士/逢甲大學營建

及防災研究中心研

究 

與談人三: 楊志彬

秘書長/社區大學全

國促進會 

中的身景建構/彭筱

茵 

(5) 跨領域教學於臺師

大僑先部：提升地

理學習的文化理解

與適應能力之探討/

謝偉民 

12:10 
13:40 

午餐 
誠 102 中華民國地理學會會員大會；誠正中庭 感官書展、Taiwan BioBank 海報展；樸 201「種土」影片(上) 播放；區域教室(勤樸四樓穿堂) 咲咲茶席2(收費活動) 

地點 誠 101 誠 102 正 104 正 105 正 106 正 203 正 204 正 205 B1 會議室 
區域教室 

(勤樸四樓穿堂) 

13:40 
14:50 

論文發表 2-1 
中學社會領域跨域學習

與實踐 

主持人：陳國川 

論文發表 2-2 
地理人工智慧與資料科

學 (1) 

主持兼與談人：莊昀叡 

論文發表 2-3 
水文與環境 

主持兼與談人：雷鴻飛 

論文發表 2-4 
永續發展與產業轉型 

主持兼與談人：郭乃文 

論文發表 2-5 
環境變遷與環境韌性 

(2) 

主持兼與談人：楊啟見 

論文發表 2-6 
地理學人文社會系統 

主持兼與談人：黃宗儀 

論文發表 2-7 
環境災害與社會風險評

估 (1) 

主持兼與談人：宋郁玲 

論文發表 2-8 
地景與療癒 

主持兼與談人：李素馨 

專題 (三) -2 
透過流域觀測及模擬瞭

解水資源之收支與變化 

主持兼與談人：李宗祐 

工作坊 (二) 
茶葉與感官 

主持兼與談人： 

譚鴻仁 
(1) 國中社會領域跨學

科學習課程的設計

與實踐：以「科技

發展的風險與調

適」為例/李鳳華、

蔡佩穎、陳怡文(評

論人：周淑卿教授/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

技研究所教授兼教

務長，15 分鐘) 

(1) 非度量多維尺度分

析簡易工具開發與

台灣大學系統區域

生物組成分析之應

用/湯可伊、何熙

誠、陳瑩 

(2) 大型語言模型輔助

地理空間分析在企

業永續報告之應

用：以台灣電池產

業風險揭露的環境

(1) 分析全球集水區形

狀控制因子/郭映

妤、楊啟見 

(2) 比較河道源頭萃取

方法之適用性-以美

國馬里蘭州 Maple 

Run 流域為例/侯昱

安、陳毅青 

(3) 臺灣沒口河地形空

間分布和變化之研

究/賴巧恩、陳毅青 

(1) 巧克力製品公司企

業永續治理與

TNFD 揭露分析：

以日本明治株式會

社為例/郭乃文 

(2) 臺灣地區消費者使

用循環包裝之地區

差異性探討/潘俐

如、郭乃文 

(1) 利用低成本感測器

在台灣社區進行 

PM2.5 與 PM1 長

期監測/介姿淇、龍

世俊、張立德、劉

純湖、鄒明謙、溫

子瑤 

(2) 臺灣西南部海岸沙

丘的地景演育/陳

鈞、何立德、陳佳

宏 

(1) 都柏林：一個存在

主義的城市/王文誠 

(2) 日本地域醫療的發

展與挑戰：以岩手

縣的國民健保與醫

療資源流動為例/張

君川 

(3) 探討新北市五股區

綠竹筍農業社會資

本之運作/蔡若珍、

謝雨潔 

(1) 日治時期乾旱對稻

作產業的影響/凃函

君 

(2) 公民科學家參與草

漯沙丘生態防減災

與社會-生態韌性之

關係/鄭依婷、林貝

珊 

(3) 劍龍稜步道意外事

件統計特性評估域

與模擬/徐翊瑞、李

載鳴、葉惠中 

(1) 從情緒地圖連結敍

事心理與敍事治療

之可能/蔡怡玟 

(2) 公園景觀異質性與

使用者人格類型對

注意力恢復之影響

－以台北市河濱公

園為例/邵侑德 

(3) 離現代城市 - 以郝

譽翔的「北投」書

寫中的懷舊「時／

空」為例/黃允則 

(1) 建立水庫入流量及

操作模式以評估氣候變

遷對水庫供水能力之影

響/賴耘盼 

(2) 應用 SWAT+模擬荖

濃溪及曾文水庫流域之

水資源收支/嚴景俐 

(3) 氣候變遷下環境因

子的變化對樹液流速的

潛在影響/陳蒔恩 

(1) 台茶的風味特色與

發展/龔于堯 

(2) 臺灣茶分類分級系

統(Taiwan tea 

Assortment & 

Grading 

system, TAGs)與茶

葉評鑑/陳俊良 

(3) 生態的風味、茶的

內涵與人的感官/黃

聖竣 

 
2 咲咲茶席名額上限 15 人，每人酌收工本費 400 元。採取先報名先錄取，未報名者歡迎參加咲咲茶席後的工作坊。若有名額未滿，可於研討會報到當天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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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合 OECD 21 世紀

能力指標的評量設

計：以高中社會領

域為例/尹詩惠、蔡

銘晃、朱瑞月(評論

人：陳柏熹教授/國

立臺灣師範大學教

育心理與輔導學系

教授兼心測中心主

任、雲端測驗中心

主任，15 分鐘) 

(3) 綜合討論(7-10 分

鐘) 

特性分析為例/劉玫

宜、周素卿 

(3) 建置與應用機器學

習模型以推估光伏

發電潛勢/邱信豪 

(3) 利用裸露樹根之年

輪生長異常估算登

山步道地表侵蝕速

率-以台東戒茂斯登

山步道為個案/何立

德、英家睿、陶曉

芸、陳鈞 

(4) 走進藍色空間欣賞

金馬獎─海洋療癒

及自我韌性對工作

壓力與工作熱情之

影響/楊仲斌、李素

馨 

(4) 曾文溪及高屏溪流

域動態儲水量之評估與

比較/湯憶寧 

14:50 
15:10 

茶敘 

地點 誠 101 誠 102 正 104 正 105 正 106 正 203 正 204 正 205 B1 會議室 
區域教室 

(勤樸四樓穿堂) 

15:10 
16:20 

專題 (四) 
中學社會領域跨域

學習 
主持兼與談人：陳國川 

論文發表 3-1 
地理人工智慧與資料科

學 (2) 

主持兼與談人：陳致元 

論文發表 3-2 
Climate change risk and 

resilience 

主持兼與談人：翁葳 

專題 (五) 
跨域地理人工智慧應用

於時空資料分析 

主持兼與談人：詹竣翔 

論文發表 3-3 
科技應用與環境永續 

主持兼與談人：郭乃文 

專題 (六) 
從轉型正義觀點看原住

民族與國土計畫 

主持兼與談人：官大偉 

論文發表 3-4 
環境災害與社會風險評

估 (2) 

主持兼與談人：林宗儀 

專題 (七) 
景觀與遊憩之環境感知 

主持兼與談人：侯錦雄 

論壇 (三) 

感官、超越人類、創意

地理學 

主持兼與談人：范欽慧 

 

與談人一: 吳聰敏教授/

國立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與談人二: 張茂桂教授/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

所 兼任研究員 

與談人三: 陳國川名譽

教授/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地理學系 

綜合討論(20 分鐘) 

(1) 臺中市舊市區都市

結構與分析單元尺

度對都市熱島效應

之影響/康亦陞 

(2) 應用自組織映射神

經網路於環境品質

模型之建構：以都

市熱島因子資料為

例/劉宗妮 

(3) 利用電子票證資料

進行公車路網時空

分析—以中永和、

板橋地區為例/呂季

衡、張國楨 

(4) 農田作物種植變化

一致性分析 - 以雲

林縣二崙鄉為例/吳

正哲、張國楨 

(1) Climate Risk and 

Stranded Assets in 

Residential Real 

Estate: The Case of 

Semarang, 

Indonesia/ Chantalle 

E. Rietdijk, Sunarti 

Sunarti, Landung 

Esariti, Edy 

Trihatmoko 

(2) Community-Based 

Flood Risk 

Resilience in Urban 

area: Case study of 

Shezidao, Taipei / 

Rojina Ahmed, 

Mucahid Mustafa 

(1) 建立 SMOTE 參數

最佳化演算法以解

決空間資料不平衡

之困境/葉柏榆、詹

竣翔、田筱榮 

(2) 以空間統計分剖析

臺灣低收入戶與中

低收入戶致貧原因

及分佈特徵/黃上

豪、任芃香、詹竣

翔 

(3) 原鄉情資與三維空

間資訊技術於社群

管道對答機器人之

應用/陳毓樺、蘇文

瑞、張子瑩、林士

淵、李璟芳、林玉

菁 

(1) 人工添加橄欖沙施

肥增強碳酸鹽風

化？基於不同林相

的現地觀察/史昕

曄、楊啟見、 曾

俊偉、王秋嫻 

(2) 沼氣應用於台灣猪

肉的生命週期及環

境衝擊評估/杜哲宇 

(3) 顧客永續消費素

養、消費價值、所

有權意識對共享機

車參與行為影響/邱

詠心、劉思岑 

(1) 檢視原住民族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李明

芝、陳怡萱 

(2) 人地關係的斷裂與

修復—烏來部落泰

雅族人在都市計畫

水源特定區遭遇之

產業困境與展望/何

瑞珍 

(3) 原住民族部落空間

規劃的行動研究—

以霧台神山部落為

例/巴于鳴 

(4) 土地文化、空間課

題及溝通媒介—瑪

家鄉三和村與復興

區比亞外部落參與

式規劃經驗的比較/

(1) 探討自然解方

（NbS）對海岸脆

弱度改善之效益-以

外傘頂洲周邊地區

為例/鄧智友、洪鴻

智 

(2) 開發基於 YOLOv8

影像之河川漂流木

材積計算與通量評

估方法/孔千勻、楊

啟見 

(3) 應用深度學習判釋

台灣西南部泥岩區

裸露邊坡與農塘/楊

啟見 

(1) 智慧觀光之綠色購

買意圖與親環境行

為研究/李素馨、高

筱婷 

(2) 芳苑潮間帶生態旅

遊模式與地方產業

互動之研究：以體

驗經濟為視角/蔡宗

成、李素馨 

(3) 高中地理課程發展

多元智能之行動研

究-以實境解謎設計

實作為例/陳玉凡、

李素馨 

(1) 法人與祖靈：以紐

西蘭旺加努伊河

（Whanganui）流

域為例/龔卓軍 

(2) 聲景的地理邊界：

公共性與想像的對

話/林靖修 

(3) 靈性與聲景：超越

人類的聆聽與感知/

范欽慧 

(4) 策展作為地理學實

踐/洪廣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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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yrak, Li-San 

Hung 

(3) Political Ecology of 

Coastal Taiwan: 

Bottom-Up 

Perspectives on 

‘Climate 

Adaptation’/ 

Mucahid Mustafa 

Bayrak 

官大偉、胡哲豪、

蕭惠中、歐蜜偉

浪、戴秀雄 

 

17:30 
19:30 

晚宴(邀請制，非自由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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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日) 誠 101 
08:30 
09:00 

報到，領取會議資料 (地點：誠 101 教室外走廊)  

09:00 
10:10 

專題演講(2) 
Sensing the Oceans: Ocean Data Science Initiatives and the Making of Ocean Worlds 

Professor Elizabeth Havice 
主持人：洪伯邑(國立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10:10 
10:30 

茶敘 

地點 誠 102 正 103 正 104 正 105 正 106 正 203 正 204 正 205 B1 會議室 

10:30 
11:40 

專題(八) 
地名與地名教學 

主持兼與談人：韋煙灶 

論文發表 4-1 
感官、記憶與認同 (1) 

主持兼與談人：蔡怡玟 

論文發表 4-2 
感官文化與人文社會發展 

(2) 

主持兼與談人：洪伯邑 

論文發表 4-3 
GIS 與永續發展 

主持兼與談人：郭乃文 

論文發表 4-4 
感官、覺識與地理環境教

育 (1) 

主持兼與談人：許淑娟 

論文發表 4-5 
地理科雙語教學之實踐、

效益與反思 

主持兼與談人：吳育臻 

論文發表 4-6 
生態系服務與環境韌性 (1) 

主持兼與談人：曾宇良 

論文發表 4-7 
遙感探測及其應用 

主持兼與談人：王聖鐸 

工作坊 (三) 
地景類文化資產如何作為

原住民族賦權的進路？ 

主持人：蕭世暉 

與談人：林芬郁 

(1) 「金門『御賜里名－

瓊林』考辨」之國中

社會領域探究式學習

活動設計/陳慧萍、韋

煙灶 

(2) 新北市淡水區傳統地

名之探討/林月圓、韋

煙灶 

(3) 108 課綱國中社會領域

（地理）臺灣的地名

文化探究與實作：以

新竹縣竹東鎮為例/林

子翔、韋煙灶 

(1) 當我們釀在一起：風

土、學生與地方/林潤

華、楊豐銘 

(2) COVID－19 對氛圍領

域性之影響:以師大夜

市為例/郭竺婷、林政

逸 

(3) 情感氛圍的步行拼裝

過程－以潤泰南港車

站大樓及周邊為例/葉

羿君、林政逸 

(1) 供應網絡的信賴機制

與差速轉譯：理念型

蔬食餐廳個案研究/蔡

宛芸、王志弘 

(2) 從「尺度」觀點探討

新店大坪林五庄土地

公信仰之祭祀空間/李

文龍、賴進貴 

(3) 傳統市場的跨國貿易-

以臺北東門市場為例/

林儀芳、張峻嘉 

(1) 公眾參與式地理資訊

系統應用於社區議題

討論之個案分析：以

台北市北投區湖山里

為例/林柏丞、謝雨

潔、朱健銘 

(2) 以 GIS 做為地面型光

電選址引導─以漁電共

生環社檢核為例/陳超

群、謝雯凱、邱虹

儒、邱文彥、陳宇軒 

(3) Assessing Urban 

Cooling through a GIS-

Driven Tree Inventory: 

Insights from NCKU 

Campus Living Lab 

Project (透過 GIS 驅

動的樹木清單評估城

市降溫：國立成功大

學校園生活實驗室計

畫的見解）/ John F. 

Harrison、Hong-Quan 

Le 

(1) 無聊變有趣：學生自

製幽默素材在統計入

門課程的應用/陳哲銘 

(2) 視覺故事型地貌圖 

(VSGM)：提升印尼山

體滑坡風險溝通的創

新工具 /Elok Surya 

Pratiwi、Shen Su-

Min、Junun Sartohadi 

(3) 地震意識前兆：動物

與人類覺識對於地震

預測及地震災害防範

的潛在貢獻/李沐齊 

(4)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副

教授/體驗式學習法應

用於大學社會責任計

畫之實踐與評估/李民

賢 

(1) 雙語教師的角色/陳秋

蘭 

(2) 高中地理雙語教學活動

的設計與反思/莊宗

達、沈淑敏、洪立三 

(3) 高中地理雙語教學活動

的實踐與反思/孫細、

沈淑敏、洪立三 

(4) 建立語言學習情境提升

雙語教學之實施效益/

吳秉昇 

總評+討論：陳秋蘭教授、

吳秉昇副教授 

(1) 比較森林政策研究中

的潛在研究主題：以

日本和印尼為案例的

討論 / Takahiro 

Fujiwara 藤原 敬大 

(2) 農村社區發展森林服

務產業可行性之研究-

以臺中市東勢區軟埤

坑休閒農業區為例/曾

宇良、魏可欣、黃琳

婷、鄧苡辰 

(1) 以環境噪聲探討颱風

驅動的山區近地表水

動態變化以立霧溪流

域為例/蔡承樺、楊啟

見 

(2) SWOT 任務監測台灣

地表水動態的潛力/王

嘉皓、曾國欣 

(3) 雲與飛安/曾德晋、劉

清煌 

(4) 運用遙測技術探討光

電板對於地表溫度的

影響 –以臺南地區為

例/陳瑋竣 

(1) 凱達格蘭北投社文化

資產登錄保存如何賦

權族群發展？/梁廷毓 

(2) 邵族 Lalu 及其祖靈信

仰與文化意義智慧創

作專用權登錄如何賦

權族群發展？/黃居正 

(3) 屏東縣霧台鄉好茶舊

社文化資產登錄如何

賦權族群發展？/巴唐

志強 

11:40 
13:00 

午餐 
誠 102 Taiwan BioBank 演講；誠 107、誠 108 海報論文發表；B1 會議室地理新書發表會；樸 201「種土」影片(下) 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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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誠 102 正 103 正 104 正 105 正 106 正 203 正 204 正 205 B1 會議室 

13:00 
14:10 

論壇 (四) 
人工智慧世下地理人的機

會與挑戰 

主持兼與談人：詹竣翔 

論文發表 5-1 
感官、記憶與認同 (2) 

主持兼與談人：謝雨潔 

論文發表 5-2 
交通運輸與日常生活 

主持兼與談人：張學孔 

論文發表 5-3 
地方特質與永續發展 

主持兼與談人：陳英任 

論文發表 5-4 
感官、覺識與地理環境教

育 (2) 

主持兼與談人：曾宇良 

論文發表 5-5 
環境變遷與政治生態 (1) 

主持兼與談人：廖昱凱 

論文發表 5-6 
生態系服務與環境韌性 (2) 

主持兼與談人：廖學誠 

論文發表 5-7 
感官與傳統文化智慧 

主持兼與談人：汪明輝 

專題(九) 
歷史檔案中的新鎮-科技社

會、知識移動與規劃的地

理 

主持兼與談人：藍逸之 

(1) 以人為本的地理人工智

慧研究發展方向/蕭世綸 

(2) 多模態語意分割應用於

都市永續發展/馮臻傑 

(3) 空間資訊加值後人工智

慧模型的優勢/陳威全 

(4) 大型語言模型在地理科

學的應用/白秉澔 

(5) 生成式人工智慧在地理

空間科學的契機/詹竣翔 

(1) 歷史與記憶之間：林邊

溪中游客庄神明治水敘

事與客庄聚落發展/戴

正倫 

(2) 展演地方及其社群：以

斜槓青年創作體海口駐

村計畫為例/陳明緯 

(3) 東門市場的音景文化：

地方記憶與日常聲音的

交織/陳孟亨、洪至萱 

(1) 澳門自行車推廣可行性

評估/黃嘉瀅 

(2) 從傳統鐵道、TOD 到

e-TOD：芝加哥大眾運

輸導向策略與都會區發

展/洪維晟、洪致文 

(3) 軌道交通五感體驗之反

思-以淡海輕軌為例/紀

智仁 

(1) 新世代都市公園帶來

的都市發展意義與角

色 - 以台灣的線形公

園為例/楊本正 

(2) 從廣袤良田到生態花

園：以鑲嵌性探究竹

子湖觀賞花卉的轉型

過程/張愷丰、邱玉蟬 

(3) 臺灣地質公園素養初

探/胡宇謙 

(1) 食農教育議題融入國中

地理教學/田應平 

(2) 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之

探討-以雲林縣潔綠永

續環保未來屋為例/謝

偉民 

(3) 建構高中學生的地理空

間思考能力評量方法/

黃建勳、吳秉昇 

(1) 失海的漁村:泉州灣漁

村治理的政治生態分析

/蔡淑真 

(2) 軍事設施對屏東市街發

展之影響/陳柏文 

(3) 哪種政治，誰的生態？

一個方法論整合的嘗試

/洪偉豪 

(1) 以旅遊成本法探索農業

生態旅遊作為氣候變遷

調適措施的經濟可行/

陳宛君 

(2) 探討自然解方與氣候變

遷韌性之相關性研究－

以新北市農村再生社區

為例/陳渝翔、洪鴻智 

(3) 從個體－社會－生態韌

性反思「都市地理與地

方創生」之課程實踐/

蔡怡玟 

(4) 以局部氣候分區量化都

市型態並探討其與非固

定綠化分佈之關聯：以

嘉義市為例/鄒嘉宸、

陳育成 

(1) 回到「原點」：四位泰

雅族青年從「認同」

到「返家」之路案例

探討/王梅、田原 

(2) 風水文化空間識覺地

景建構之研究：以埔

里鯉魚潭風水七穴為

例/楊鳳琦 

(3) 傳統文化藝術與感官

意識的連結探討/徐天

佑、何台華、吳致

緯、周雅婷 

(4) Reconfiguring Space 

and Power: The Impact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Indigenous 

Communities（重新配

置空間與權力：旅遊

業發展對原住民社區

的影響）/ Betty B.S. 

Naibaho and Shew-

Jiuan Su 

(1) 民國規劃遺緒、疏散

型城鎮與戰略地理的

跨域知識旅行：冷戰

都市主義下的中興新

村/藍逸之、徐進鈺 

(2) 衛戍國家的空間計

畫：防空疏散體制與

台灣戰後都市規劃

（1950-1960）/廖彥豪 

(3) 化區為市：特區城市

的起源與發展/張書維 

(4) 按圖索驥、以文推貌─

在林口新市鎮的計畫

書圖中閱讀地景治理/

林書正 

14:10 
14:20 

休息 

地點 誠 102 正 103 正 104 正 105 正 106 正 203 正 204 正 205 B1 會議室 

14:20 
15:30 

論文發表 6-1 
音景、氣味、文化與景觀 

主持兼與談人：遲恒昌 

論文發表 6-2 
感官、記憶與認同 (3) 

主持兼與談人：林潤華 

論文發表 6-3 
人與其生活創造的景觀 

主持兼與談人：張瓊文 

論文發表 6-4 
人口、遷移與感官 

主持兼與談人：許嘉麟 

論文發表 6-5 
感官、覺識與地理環境教

育 (3) 

主持兼與談人：吳秉昇 

論文發表 6-6 
環境變遷與政治生態 (2) 

主持兼與談人：陳毅峰 

論文發表 6-7 
生態系服務與環境韌性 (3) 

主持兼與談人：洪廣冀 

專題(十) 
原住民族知識為本的教

育、師培體系與教育主權 

主持兼與談人: Richie 

Howitt、汪明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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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與植物關係：非人

魅力、生產與消費/遲

恒昌 

(2) 莫小看追星人?臺灣 K-

POP 迷群的實作與空

間/蔡裕誠 

(3) 聲景探究之文化層次

—以 2024 年臺南聲景

百選執行為例/楊欽

榮、陳永森 

(1) 澳門復燃的滑板次文

化/呂頌恩、謝雨潔 

(2) 文學地景的抵抗與再

現－以鍾肇政小說為

例/陳冠伶 

(3) 地方行政變革對地方

警政機關設置的影響

－以臺中市龍井區為

例/黃英男 

(1) 必比登對台灣飲食地

景的影響—吃道地還

是吃評比？/黃育芯 

(2) 不是在辦公室工作就

是在咖啡廳工作—閾

限空間的探討，以路

易莎咖啡廳為例/高宏

杉 

(3) 攀親帶故：萬華車站

周遭無家者的社會關

係與連結/陳卉恩 

(1) 以區域地理觀點探討

日治時期澎湖媽宮遊

廓的發展與變遷/賴政

宏、陳姃湲 

(2) 移動間的鄉愁：台灣

二地居之模式與經驗

分析/楊岑萱 

(3) 垂直化社區：台北軍

眷村空間動態、視覺

性與社區感的關係探

討/吳雨潼 

(1) 都會區校園不除草的

環境識覺：以新店高

中公民科學行動為例/

沈艶嬋、林芷維、林

彥如、曾馨誼 

(2) Toulmin 論證模式

（TAP）對於高中生理

解社會議題之影響/黃

凱聖 

(3) 地方導向的問題導向

學習：新竹市舊城區

跨領域地方創生之行

動設計研究/陳泓維、

錢克瑋 

(1) 蘭嶼核廢料放置場域

的調查/黃瑋益 

(2) 碳匯與特區：作為仲

接空間的多重角色試

探/林書正 

(3) 加蓋與開蓋：景美地

區水路基礎設施都市

政治生態學研究/王育

晟 

(1) 鑒往知來：回顧里山

的發展/李駿彥、廖學

誠 

(2) 保護區政策政治生態

學分析–以板新給水廠

水質水量保護區為例/

黃永憲、廖學誠 

(3) 生態系服務與環境韌

性在環境教育場域中

的應用研究/謝偉民 

(4) 室內進行森林療癒對

心理及生理效益之探

討–以梁實秋故居為例/

廖學誠 

(1) 從原住民族知識體系

中思考族群教育學與

原住民族師資培育模

組/葉川榮 

(2) 支持原住民族學生獲

得成功：原住民族高

等教育人才與師資培

育的挑戰與展望/黃家

凱 

(3) 原住民族相關議題教

案分析：內容特徵與

知識呈現方式之分析

研究/白紫˙舞賽亞納、

海樹兒˙犮剌拉菲 

(4) 一位 Tayal 國中校長推

動學校-轉型民族實驗

教育學校之敘事探究/ 

Watan Silan 胡文聰  

(5) 泰雅族知識與教育建

構理論與實踐-以宜蘭

南澳地區原民實驗教

育課程為例/哈寶兒‧瓦

它 Habaw ‧Watah 

 

15:30 
15:50 

茶敘 

15:50 
16:20 

閉幕式 

 

論文海報發表 

發表場次 海報編號 發表子題 發表題目 作者 備註 

海報發表

(一) 
環境、韌

性與技術

應用 

P-01 生態系服務與環境韌性 
竹林擴張下生態系統服務之間的權衡與協同：基於

InVEST 模型的情境分析 
王勝鴻、李崇恩、袁美華、吳書平 

1.海報尺寸為直式紙張不

超出 85 公分(寬)x150 公分

(高)。 
2.論文海報發表時間為

4/27(日)11:40-13:00，地點

為誠 107 教室，發表者可

於 4/27(日)10:00-11:40 內

P-02 地理人工智慧與資料科學 
基於深度學習與 Canny 邊緣檢測的海岸線變化預測模

型 
邵仁中、吳志賢 

P-03 地理人工智慧與資料科學 高風險事故地點預測分析-以雲林縣為例 林大傑、姜琇森、張怡君、劉欣憲、林擇智 

P-04 跨領域地理學科發展前景 土的聯想-玻璃粉末鑄造之應用 蕭銘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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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 環境災害與社會風險評估 淨零轉型的代價：天然氣能源供應的脫鉤斷鏈 黃瑋益 
自行將報張貼於指定位

置。 

P-06 e-DNA 知識生產與應用 
利用環境 DNA 技術評估臺灣淡水生物多樣性的初步

研究：以新店碧潭為例 
林家榆、廖珠宏、何熙誠、李依純、陳瑩 

P-07 人口、遷移與感官 
是不是自己人？探討臺灣在 COVID-19 之後「反中」

情緒對女性陸配地方感建構衝擊 
韓宇捷、宋郁玲 

P-08 生態系服務與環境韌性 
慣行與有機農法對水稻田間蝙蝠活動之影響—以花東

地區為例（英） 
Lai Chen-Ting、Liu Jian-Nan 

海報發表

(二) 
生活、產

業、景觀

與環境互

動 

P-09 地景與療癒 鄉村景觀的健康構面與支持性環境特徵之研究 唐宜君 
1.海報尺寸為直式紙張不

超出 85 公分(寬)x150 公分

(高)。 
2.論文海報發表時間為

4/27(日)11:40-13:00，地點

為誠 108 教室，發表者可

於 4/27(日)10:00-11:40 內

自行將報張貼於指定位

置。 

P-10 音景、氣味、文化與景觀 探討臺北市萬華區文化地景與文化創意活動 林香君、高崇倫 

P-11 韌性社區與永續發展 
校園景觀保存與永續發展的探討：東海大學相思樹林

為例 
邱亞瑄、吳佩玲 

P-12 跨領域地理學科發展前景 俄國食品產業面對國際制裁的影響 黃瑋益 

P-13 環境災害與社會風險評估 蘇羅維金防線的歷史意涵 黃瑋益 

P-14 環境變遷與政治生態 
從環境抗爭行動到地方政治組織的轉變：以苗栗縣苑

裡鎮為例 
郭明毅、朱凌毅 

P-15 其他地理或環境相關議題 
鄰避?迎臂?社區民眾對於天母棒球場與新莊棒球場態

度比較 
蔡碩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