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大學 111 學年度
教學研究單位評鑑

心理系實地訪評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歡迎
長官蒞臨致詞



評鑑流程
6月1日(星期四)

09:00-09:20 評鑑委員會商 南館S207貴賓室

09:20-10:00 簡報&回應說明 南館地下A教室

10:00-12:10 評鑑委員與教師個別座談 分組，一對一進行

13:30-14:00 評鑑委員與系主任座談 南館S207貴賓室

14:00-14:30 評鑑委員與行政人員、研究生座談 北館B教室

14:30-15:00 評鑑委員與行政人員、畢業系友及大學生座談 北館B教室

15:00-15:30 訪視教學研究空間及軟硬體設施 南北館空間

15:40-17:00 與全體教師綜合座談 南館地下A教室

18:00- 晚宴 曉鹿鳴樓

6月2日(星期五)

09:00-09:30 回應待釐清問題 南館S207貴賓室

09:30-10:30 檢視資料、會商初步意見 南館S207貴賓室

10:30-14:00 撰寫總結報告 南館S207貴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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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台北帝國大學創立，

在文政學部成立心

理學講座

1971
設立心理學研究所

博士班

1964

1949
心理學系由蘇薌雨

教授創設，隸屬理

學院

1961
設立心理學研

究所碩士班

1945

日本教授撤離，

心理學講座結束

1958

創刊「理學院心理學

系研究報告」

成立「臺灣大學學生

輔導中心」，「中國

心理學會」創立

1973

「理學院心理學系研

究報告」更名為「中

華心理學刊」

簡 史 大事紀



簡 史 人物

創系主任蘇薌雨教授
(北京大學)

陳大齊教授
(東京大學)

張肖松教授
(密西根大學)

鄭發育教授
(京都大學)

倪亮教授
(巴黎大學)

催生者
哲學系方東美主任

如果對人的研究與探索有興趣，心理學是最好的選

擇，但是不能夠只唸心理學，要多瞭解與人的研究

有關的學科…

基礎要打穩，學問才堆得高！

(蘇薌雨，本系創辦人）



第二任系主任劉英茂教授 第三任系主任柯永河教授 第四任系主任楊國樞教授

簡 史 人物



1941
心理學講座樓

1983
心理學系北館

1949
文學院哲學系館

1959
心理、地理及

理學院館

1992
心理學系南館

簡 史 建築

2021
南北館連通空橋



系所現況



現 況 組織

學術與倫理委員會
• 檢討與規劃本系（所）之學術研究活動

• 處理與學術倫理與規範有關事宜

教務(課程)委員會
• 規劃與處理招生事宜
• 規劃與擬定大學部與研究所之學程與學則

系務會議

資源運用委員會 • 規劃及監督空間、財產、及經費之有效運用與管理

學生事務委員會
• 處理與導師制度有關事宜
• 受理學生獎懲案件

系教評會議
教師人事小組暨

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
• 處理教師新聘、升等有關事宜



現 況 師生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Faculty
Total: 24 𝟏𝟔

67%

6
25%

2
8%

研究人員: 43 (包含 6 位博士後研究人員， 37位研究助理)

大學生 碩士生 博士生

311
64%

118
27%

38
9%

Students
Total: 467

學生

教師

19.5

1
=

資料統計至2022年12月



現 況 領域

心理系

A

CB

Abnorm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 異常與臨床心理學領域

Cultural, Social and 
Differential Psychology

✓ 人格與社會心理學領域
✓ 工商心理學領域
✓ 心理計量學領域

Basic Psychology
✓ 認知與知覺心理學領域
✓ 生物心理學領域
✓ 發展心理學領域



現 況 教學(1)

◆ 設立宗旨

◆ 培育國內心理學的學術與專業人才

◆ 教育目標

◆ 邏輯思考與心理學方法訓練

◆ 基礎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素養並重

◆ 奠定並強化心理學專業知能

◆ 從多元文化觀點論述人類心理與行為



現 況 教學(2)

◆ 大學部課程設計，兼顧自然科學面向與社會科學面向，鼓勵學生多元發展，

以期與教育目標相符。

學生需修習128學分之課程，以符合畢業要求：

◆ 共同必修（9學分）

◆ 通識（15學分）

◆ 系訂心理學（43學分）

◆ 系訂非心理學（17到21學分）

◆ 選修（40至44學分）



現 況 教學(3)

◆ 研究所課程設計，以學程為依歸，涵蓋本系教育宗旨與目標，並著重學生心

理學專業核心能力之培養。課程分為以下幾類：

◆ 基礎知識課程：認知神經科學、人格社會、發展、心理計量、心理病理、

工商等高等心理學課程

◆ 演講系列課程：參加系討論會

◆ 研究方法課程：必修科目為「實驗設計」

◆ 指導教授建議課程

◆ 學位論文



現 況 服務

◆ 系內服務

◆ 教師依系所務各委員會任務編組

◆ 校內服務

◆ 本系推薦教師至院、校務委員會支援院務、校務及院教評、校教評等工作

◆ 教師亦擔任校級單位／中心主管及學校各項委員會委員之職

◆ 校外服務

◆ 參與臺灣心理學會及擔任重要學刊的編輯顧問

◆ 國際重要學會以及國科會諮議委員等職務



現 況 榮譽

◆ 國際
⚫ 史丹佛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人才培育計畫(周泰立107、葉素玲108)

⚫ 美國國家人文研究中心（NHC）獎助計畫(葉素玲112)

⚫ Journal of Management五年最高引註獎(鄭伯壎108)

◆ 教育部
⚫ 教育部國家講座(鄭伯壎110)

⚫ 教育部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梁庚辰111)

⚫ 教育部友善校園獎大專院校傑出導師(姚開屏109)

◆ 國科會
⚫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陳淑惠107、陳建中109、張玉玲110、姚開屏111)

⚫ 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郭柏呈107、陳品豪110)

◆ 臺大
⚫ 臺大講座(梁庚辰108、111)

⚫ 臺大傅斯年講座(鄭伯壎108) 資料計算：2018-2022



現 況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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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 深耕經費 校經費 其他

8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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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98

68.14
59.10

單位：百萬元



現 況 空間及設備

47%

29%

實驗室+學生空間 教室 教師研究室

5385.73
m2

24%
本系擁有近 300件實驗儀器設備
(如：高密度陣列腦波紀錄儀、近紅外光光譜儀、
腦波儀、眼動追蹤儀、生理回饋設備系統、
動物驚嚇反應監測系統、高速磁波刺激器...)



現 況 畢業生

研究所畢業生就業情形：

臨床心理師 教授/研究員 研究助理 其他

大學部畢業流向：

本系畢業生榮獲臺大傑出校友：

楊國樞 中研院院士

本系近五年大學部畢業生繼續深造的百分比平均超過五成。

2018-2022
N=125

21%

18%

12%

49%

黃榮村 考試院院長

呂紹嘉 國家交響樂團指揮

82% 博士畢業生於大專
院校任教或擔任博士後
研究員



評鑑委員
初審意見回應



初審意見回應 ( 01 )

◆七小組整併成三大組的調整為何？

⚫ 心理學各領域邊界日漸模糊，難以劃分為單一組別

⚫ 研究不分組，課程分ABC組

⚫ 廣納跨領域傑出人才

心理系

A

CB

Abnorm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 臨床心理學領域課程

Cultural, Social and 
Differential Psychology
✓ 人格與社會心理學領域課程
✓ 工商心理學領域課程
✓ 心理計量學領域課程

Basic Psychology
✓ 認知與知覺心理學領域課程
✓ 生物心理學領域課程
✓ 發展心理學領域課程



專
案
教
授

專
任
教
授

初審意見回應 ( 02 )

◆新聘教師的徵聘情形？

熊欣華教授
2019/07到聘

謝伯讓副教授
2019/07到聘

陳品豪助理教授
2020/02到聘

曾祥非教授 龔香玲副教授

預計112學年度起聘 預計113學年度起聘

安德森專案教授

周珮雯專案副教授
2021/08到聘

理學院院長積極協助爭取
教務處資助員額：

•與共教中心合聘

•英文普心教學

•幸福與人生課程

理學院流通員額：

•玉山學者

•《Science》論文發表

•合作研究、教學

•臨床相關
•正念相關

•神經認知
•司法鑑識



初審意見回應 ( 03 )

◆標竿單位華盛頓大學心理學系的結構對照與近程目標？

• 兩校排名相近，兩系排名華盛頓大學略高

• 內部結構與發展規模（師生比、專任教師年平均研究經費）大約相當

• 近年積極徵聘缺額師資、爭取大型、多年期國際學術合作計畫（如，教育部

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標竿計畫、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卓越計畫等），

爭取資源挹注，提升專任教師平均研究經費。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2022) #80 #77

QS World Subject Rankings- Psychology (2022) #52 #=98

生師比 (不計入名譽、專案、臨床教師) 20:1 19:1

專任教師每年平均研究經費 (本系尚未含Co-PI) 380萬/年 300萬/年



初審意見回應 ( 04 )

◆和其他單位的學術交流？

⚫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標竿計畫：幸福感中心

四校聯盟：多倫多大學、倫敦國王學院、與雪梨大學

社會推廣：中國信託兒少與家庭研究中心、精神健康基金會

研究合作：清大學科所、輔大景觀設計系、東海景觀系

⚫ 臺大交大國衛院RS-D7研發團隊：

臺大心理系、臺大醫院、交大應化所、國衛院神經精神研究中心

⚫ 臺大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研究中心：

資訊工程、醫學院腦與心智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日本東北大學



初審意見回應 ( 05 )

◆國際教學、研究交流的深度長期合作關係？

• 四校聯盟：臺灣大學幸福感中心、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英國倫敦國王學院、澳洲雪梨大學

• 多邊學術交流：京都大學(認知神經科學)、東北大學(人工智慧)、北京大學、香港中大(三校交流)

• 國際合授課程：日本筑波大學、蒙納許大學馬來西亞分校

• 國際合作計畫：美國密西根大學、美國史丹佛大學醫學院

• 籌辦國際學術組織年會/研討會：工商心理學TAIOP、世界神經心理藥物學CINP、CoRN等



大一心理學必修課程全英文新進教師每年需開設一門英文課程

初審意見回應 ( 06 )

◆雙語教學(EMI)推動情形？

曾祥非教授
具7年全英文授課經驗

龔香玲副教授
馬來西亞國籍、英文母語

趙儀珊副教授
普通心理學

彭昭英兼任教授
心理統計學

周珮雯專案副教授
普通心理學

其他措施

• 四校聯盟全英文討論
• 與筑波大學、蒙納許大學馬來西亞分校開設
三分鐘腦科學專題討論

• 國際學者羅牧(美國史丹佛)開授課程(109)

• 邀請113到聘玉山學者安德森教授開設課程
• 每學期英文授課自3-4門課，提升至6-7門課

汪芸涵兼任助理教授
普通心理學 (112-1起聘)



初審意見回應 ( 07 )

◆大學部課程革新

◆減少必修學分數

大二必修「心理實驗法」課程，由一學年6學分減少為一學期3學分課程

故112學年度起，大學部學生需修習：

共同及通識(24)＋系訂心理學(40)+系訂非心理學(17-21)+自由選修(43-47)=128學分

◆必修課程逐步英語化



初審意見回應 ( 08 )

◆領域專長模組課程

大學部除設有「研究學程(research program)」之外，自110學年度起設立

「心腦合一」、「工商心理學」及「行為神經科學」等三個領域專長模組課程，

提供學生更多元專業的修課選擇。

「心腦合一」課程架構 「工商心理學」課程架構 「行為神經科學」課程架構



初審意見回應 ( 09 )

◆空間設備加強改善之狀況？

◆空間更新

◆ 南館無障礙電梯於108年6月啟用

◆ 南北館連通空橋110年6月啟用

◆ 南館2樓空橋連通處原為書庫，目前正改建為師生交誼空間

◆設備更新

◆ 教室更新具電子白板節能觸控顯示幕

◆ 購置視訊會議系統、錄播系統，以因應線上教學、遠距會議



初審意見回應 ( 10 )

◆AI發展的狀況？

⚫ 臺大因應AI發展浪潮，成立「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研究中心」，本系葉素玲教授出任副主任，

陳建中教授、陳淑惠教授、張玉玲教授、謝伯讓副教授、黃從仁副教授、陳品豪助理教授等

多位老師皆為中心成員，跨單位跨領域合作研究

⚫ 深入探討人類所獨有的特性與這些特性對人機互動的影響，了解人類價值觀的神經基礎，並

進一步探討人類的價值觀對人機互動、人工智慧的發展的影響

⚫ 設計關懷長者身心健康、更貼近長者需求的人工智慧



未來願景



未來願景 努力方向

立基於「堅持學術理想」的傳統，

在全球心理學發展方向與本土文化考量的思潮下，

培養第一流的心理學專業人才！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