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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年第 2 學期指定參考書使用統計暨分析 

流通組  謝鶯興 

一、前言 

自 99 年 1 月 6 日簽報館長同意，並發函請各系教師提供 98 學年第 2

學期指定參考書書單開始。2 月 23 日，社會系陳正慧老師即開列「質性

研究方法」課程的 15 種書單；至 4 月 14 日，通識中心陳永峰老師開列「日

本的知識人與大學」課程的 2 種書單止。開列指定參考書單的老師，計：

外文系 1 位、化學系 1 位、經濟系 1 位、社會系 1 位、社工系 2 位、畜產

系 1 位、建築系 2 位、音樂系 2 位、通識中心 3 位，合計 8 系 1 中心 14

位教師開列 95 本指定參考書。 

到 4 月 14 日止，開列指定參考書單的系所單位、教師人數與總冊數，

與 98 學年第 1 學期整學期共有 9 系 1 中心 16 位教師開列 124 本指定參考

書比較，系所單位而言，為 9：10，教師的人數是 14：16(即 0.88：1)；就

冊數而言則為 95：124，即 0.77：1。 

有鑒於以往授課教師開列指定參考書單的情況不是很好，因此從 2 月

26 日開始，將 98 學年第 1 學期中開列指定參考書的所有教師所開列的所

有書單，分別列出清單，並以電話逐一連繫：化學系吳雨珊老師告知希望

延長至 7 月 31 日。通識中心陳永峰老師告知希望全延長到 7 月 31 日。社

工系鄭怡世老師告知僅為上學期課用，可以撤架。社工系吳秀照老師告知

僅為上學期課用，可以撤架。經濟系簡耿堂老師未連絡上，但經濟系助教

告知統計學下學期仍有開課。音樂系郭宗愷老師未連絡上，但音樂系助教

告知綱琴技巧的沿革與現代趨勢下學仍有開課。隨即撤除不再列為 98 學

年第 2 學期使用的指定參考書。 

茲將上述諸位教師所提供的指定參考書，從 2010 年 2 月 1 日開始借閱，

統計至 2010 年 7 月 12 日止，依所屬之學院、系所順序，表列於下： 

系所 教師 課程名稱 書名 次數 

外文系 尹慕群

研究方法 Perspectives on plagiarism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a 

postmodern world 

0 

外文系 尹慕群

研究方法 Stealing into print :fraud, 

plagiarism, and misconduct in 

scientific publishing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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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系 尹慕群

研究方法 Student plagiarism in an online 

world :problems and solutions 

0 

化學系 吳雨珊

生物化學 

蛋白質體學 

有機化學 Lehninger 生物化學原理 

0 

化學系 吳雨珊

生物化學 

蛋白質體學 

有機化學 Organic chemistry 

0 

化學系 吳雨珊

生物化學 

蛋白質體學 

有機化學 

Introduction to organic 

chemistry 

0 

經濟系 簡耿堂

統計學 

數理統計學 

John E. Freund's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with applications. 

0 

經濟系 簡耿堂

統計學 

數理統計學 

Statistics for Managers: Using 

Microsoft Excel, 5th ed.,2008. 

0 

經濟系 簡耿堂

統計學 

數理統計學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3rd ed., 

2002. 

0 

社會系 陳正慧

社會研究方法 

論文寫作 危險與秘密:研究倫理 

0 

社會系 陳正慧

社會研究方法 

論文寫作 

質化研究設計：一種互動取向

的方法 

0 

社會系 陳正慧

社會研究方法 

論文寫作 

當代社會研究法：質化與量化

途徑 

3 

社會系 陳正慧

社會研究方法 

論文寫作 質性研究：理論與應用 

0 

社會系 陳正慧

社會研究方法 

論文寫作 

茶鄉社會誌：工資、政府與整

體社會範疇 

3 

社會系 陳正慧

社會研究方法 

論文寫作 

教授為什麼沒告訴我：論文寫

作的枕邊書 

1 

社會系 陳正慧

社會研究方法 

論文寫作 社會科學質的研究 

0 

社會系 陳正慧

社會研究方法 

論文寫作 

社會研究方法(第五版):定性和

定量的取向 

1 

社會系 陳正慧

社會研究方法 

論文寫作 社會研究方法[第 10 版] 

0 

社會系 陳正慧

社會研究方法 

論文寫作 質性研究 e 點通 

0 

社會系 陳正慧

社會研究方法 

論文寫作 

田野的技藝：自我、研究與知

識建構 

0 

社會系 陳正慧

社會研究方法 

論文寫作 

以身為度，如是我做：田野工

作的教與學 

0 

社會系 陳正慧 社會研究方法 Writing ethnographic fieldnote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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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寫作 

社會系 陳正慧

社會研究方法 

論文寫作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0 

社會系 陳正慧

社會研究方法 

論文寫作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0 

社會系 陳正慧

社會研究方法 

論文寫作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 

expanded sourcebook 

0 

社會系 陳正慧

社會研究方法 

論文寫作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0 

社會系 陳正慧

社會研究方法 

論文寫作 

Interviews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viewing 

0 

社會系 陳正慧

社會研究方法 

論文寫作 

Qualitative interviewing :the art of 

hearing data 

0 

社會系 陳正慧

社會研究方法 

論文寫作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0 

社會系 陳正慧

社會研究方法 

論文寫作 

Th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 

0 

社工系 高廸理

社會統計 1,2；計量方

法 Statistics : a gentle introduction 

0 

社工系 高廸理

社會統計 1,2；計量方

法 

Statistics for people who (think 

they) hate statistics 

0 

社工系 高廸理

社會統計 1,2；計量方

法 Statistics for social workers 

0 

社工系 高廸理

社會統計 1,2；計量方

法 Data analysis for social workers / 

0 

社工系 鄭怡世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方法 社會及行為科學研究法 

0 

社工系 鄭怡世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入門：紮根理論的技

術和程序 

0 

社工系 鄭怡世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理論與應用 

0 

社工系 鄭怡世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方法 學術論文寫作：APA 規範 

0 

社工系 鄭怡世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方法 調查研究方法 

0 

社工系 鄭怡世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方法 

The landscap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 theories and issues 

0 

社工系 鄭怡世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方法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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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產系 姜樹興 營養學導論 2 新一生的營養規劃 1 

建築系 汪文琦 建築構造(一) 構造材料手冊 0 

建築系 汪文琦 建築構造(一) 混凝土構造手冊 0 

建築系 汪文琦 建築構造(一) 砌體結構手冊 0 

建築系 汪文琦 建築構造(一) 屋頂構造手冊 1 

建築系 汪文琦 建築構造(一) 立面構造手冊 0 

建築系 汪文琦 建築構造(一) 鋼結構手冊 1 

建築系 汪文琦 建築構造(一) 玻璃結手冊 0 

建築系 汪文琦

建築構造(一) 建構建築手冊：材料，過程，

結構 

1 

建築系 羅時瑋 亞洲建築 The Grand Palace 0 

建築系 羅時瑋 

亞洲建築 Bangkok, place, practice and 

representation 

0 

建築系 羅時瑋 

亞洲建築 Architecture of Thailand : a 

guide to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forms 

0 

音樂系 張俊彥 

對位法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eighteenth-century counterpoint 

4 

音樂系 郭宗愷

鋼琴技巧的沿革與

現代趨勢 

Famous pianists & their 

technique 

4 

音樂系 郭宗愷

鋼琴技巧的沿革與

現代趨勢 

J.S. Bach's keyboard technique :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0 

音樂系 郭宗愷

鋼琴技巧的沿革與

現代趨勢 

Beethoven on Beethoven : 

playing his piano music his way 

0 

音樂系 郭宗愷

鋼琴技巧的沿革與

現代趨勢 

Essay on the t rue art  of 

playing keyboard instruments 

0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最後的知識分子 

1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縱向社會的人際關係 

0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菊花與劍：日本民族的文化模

式 

3 

通識中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日本式的「愛」：日本人「依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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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行為的心理分析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環環相扣：日本縱向社會的人

際關係 

0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依依愛戀：日本人獨特的人際

心理 

9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社會人間關係 0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萬曆十五年 3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誠信：社會德性與繁榮的創造 15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國族與國族主義 21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 0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亞洲意味著什麼：文化間的「日

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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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信任 13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注釋<甘>構造 0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下流社會：新社會階級的出現 3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日本人論：從明治維新到現代 0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後藤新平傳：外交與卓見 1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知識分子論 4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 7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民主在美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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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日本四書：洞察日本民族特性

的四個文本 

0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日本人的心理結構 0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我們的新世界 0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文明論概略 0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誰是美國人：族群融合的問題

與國家認同的危機 

28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日本人意識構造：風土、歷

史、社會 

2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廢墟中的大學 25 

通識中

心 

陳丘泓 自然科學概論 化學與人文 0 

通識中

心 

陳丘泓 自然科學概論 化學與社會 1 

通識中

心 

黃書林 (社會)文化變遷 The global century :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0 

通識中 黃書林 (社會)文化變遷 Globalization : critical concepts i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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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sociology 

通識中

心 

黃書林 (社會)文化變遷 臺灣社會與文化變遷 1 

通識中

心 

黃書林 (社會)文化變遷 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 0 

通識中

心 

黃書林 (社會)文化變遷 文化的解釋 0 

通識中

心 

黃書林 (社會)文化變遷 臺灣史 0 

通識中

心 

蘇文彬 服務學習 從服務中學習：跨領域服務學

習理論與實務 

0 

由表中所列所得，98 學年第 2 學期計有 8 系 1 中心的 14 位教師，開

列 95 種指定參考書，共有 158 人次 /冊使用的紀錄。 

與 98 學年第 1 學期中，共有 10 個學系(中心)，160 位教師，開列 124

種書籍作為指定參考書，略微減少。系(中心)少了一系，教師少了一位，

而開列的指定參考書少了 29 種，借閱的數量由 98 學年第 1 學期的 263

人次下降到 158 人次。或許與任課老師的要求學生使用有關。 

三、98 學年第 1 學期指定參考書借閱的統計暨分析 

98 學年第 2 學期的 124 種指定參考書中，有外借記錄計有 8 位教師的

27 種，以下即依外借次數的多寡排列於下，以見各書的借閱量： 

系所 教師 課程名稱 書名 次數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誰是美國人：族群融合的問題

與國家認同的危機 

28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廢墟中的大學 25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國族與國族主義 21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誠信：社會德性與繁榮的創造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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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信任 13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依依愛戀：日本人獨特的人際

心理 

9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 7 

音樂系 張俊彥 

對位法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eighteenth-century counterpoint 

4 

音樂系 郭宗愷

鋼琴技巧的沿革與

現代趨勢 

Famous pianists & their 

technique 

4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知識分子論 4 

社會系 陳正慧

社會研究方法 

論文寫作 

當代社會研究法：質化與量化

途徑 

3 

社會系 陳正慧

社會研究方法 

論文寫作 

茶鄉社會誌：工資、政府與整

體社會範疇 

3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菊花與劍：日本民族的文化模

式 

3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萬曆十五年 3 

通識中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下流社會：新社會階級的出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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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日本人意識構造：風土、歷

史、社會 

2 

社會系 陳正慧

社會研究方法 

論文寫作 

教授為什麼沒告訴我：論文寫

作的枕邊書 

1 

社會系 陳正慧

社會研究方法 

論文寫作 

社會研究方法(第五版):定性和

定量的取向 

1 

畜產系 姜樹興 營養學導論 2 新一生的營養規劃 1 

建築系 汪文琦 建築構造(一) 屋頂構造手冊 1 

建築系 汪文琦 建築構造(一) 鋼結構手冊 1 

建築系 汪文琦

建築構造(一) 建構建築手冊：材料，過程，

結構 

1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最後的知識分子 

1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日本式的「愛」：日本人「依愛」

行為的心理分析 

1 

通識中

心 陳永峰

政治與溝通 

知識人與大學 

公民文化 

台灣研究文獻導讀  

日本文化概論 

後藤新平傳：外交與卓見 1 

通識中

心 

陳丘泓 自然科學概論 化學與社會 1 

通識中

心 

黃書林 (社會)文化變遷 臺灣社會與文化變遷 1 

根據上述表列，98 學年第 2 學期 95 種定參考書，使用的有 27 種，

佔 28.43%，即有近三成的書籍被使用，與 98 學年第 1 學年的 21.77%，明

顯地增加，但仍可看出有八成多的指定參考書未被讀者使用(當然不包含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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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僅在櫃枱瀏覽而不填寫外借的情形)。 

在這 27 種有被外借的書籍中，總借閱次數為 158 人次，以《誰是美國

人：族群融合的問題與國家認同的危機》借用 28 人次為最高，佔全部的

17.73%(低於 98 學年第 1 學期的《國族與國族主義》的 24.71%)。其次是《廢

墟中的大學》借用 25 次，佔 15.83%。第三是《國族與國族主義》借用 21

次，佔全部的 13.30%。第四是《誠信：社會德性與繁榮的創高》借用 15

次，佔 9.50%。第五是《信任》借用 13 次，佔 8.23%。第六是《依依愛戀：

日本人獨特的人際心理》借用 9 次，佔 5.70%。第七是《A practical approach 

to eighteenth-century counterpoint》、《Famous pianists & their technique》及《知

識分子論》各借用 4 次，佔 2.54%。第八是《當代社會研究法：質化與量

化途徑》、《茶鄉社會誌：工資、政府與整體社會範疇》、《菊花與劍：日本

民族的文化模式》、《萬曆十五年》與《下流社會：新社會階級的出現》各

借用 3 次，佔 1.90%。第九是《日本人意識構造：風土、歷史、社會》

借用 2 次，佔 1.27%。有 11 種書僅外借 1 次，但仍勝於未被外借的 68 種。 

在開列指定參考書單的 14 位教師中，以通識中心的陳永峰老師包辦

前七名。外借量 3 次以上的教師，包含了音樂系張俊彥老師(占 1 本，4 次)、

音樂系郭宗愷老師(1 本，4 次)、社會系陳正慧老師(2 本，3 次)、通識中心

陳永峰老師(3 本，3 次)等四位。 

四、小結  

有鑒於 96 學年與 97 學年指定參考書單，不論是各系所教師提供的指

定參考書，或是選修各課程的學生的借閱率，皆偏低的情形，所以在處理

98 學年的指定參考書的業務，即提前在 6 月 15 日(第一學期)與 1 月日(第

二學期)擬妥「請各系所教師提供指定參考書單」的函稿，經組長、館長同

意後，隨即發函請各系的授課老師協助，提供新學期書單。 

由於人力與空間的限制，目前指定參考書區仍置於流通櫃枱的右側，

無法提供讀者就地閱讀與書籍借還的管制；加上流通組因應工讀人力的縮

減，將流通櫃枱挪至前門入口處，處理讀者借還書等事宜，更是無法看管

指定參考書的借閱，因此發生多次指定參考書不在架位上的問題。盼望未

來圖書館空間重新規劃或增建時，能設置專區供讀者辦理館內借書與閱讀

的空間，以增加讀者的使用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