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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黃月美 

職稱 助理教授 

學歷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博士 

分機 3716 

研究領域 幼教課程與教學/幼兒發展與學習/幼兒文教事業經
營與管理/情緒教育 

主要經歷  
1. 台灣首府大學幼兒教育學系主任/教育實習中

心主任(2012-2014) 
2. 國科會幼兒教育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 
3. 國家教育研究院幼兒教育相關研究案共同主

持人 
4. 教育部教保政策相關委託研究案共同主持人 
5.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共同主持人 
6. 教育部補助公私立幼兒園輔導方案輔導學者

(專業發展輔導、課綱輔導、專業社群帶領人) 
7. 公立幼兒園教師、教保員甄試命題委員、口

試委員 
8. 國家教育研究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跨領域

課程綱要研修小組核心素養工作圈｣委員 
9. 台南市幼兒園基礎評鑒委員 
10. 台南市非營利幼兒園績效考評委員 
11. 台南市教保諮詢委員會委員 
12. 台南市幼教協會顧問 
13. 幼教聯合總會顧問 
14. 河南教育集團課程總監/專家顧問 
15. 福建福州幼兒園專家顧問 

 

學術活動  

證照 國小教師證 

榮獲獎項 

 

1. 博士論文 I. Goodson 課程史研究之批判論述分

析。榮獲課程與教學學會「九十四年度課程與教學

學術論文獎—博士論文類」。 

2. 指導台灣首府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第七屆

應屆畢業生陳月霜之碩士學位論文「提升幼兒圖文

敘事能力之行動研究」榮獲 104 年賈馥茗教授論文

獎—「課程與教學組之佳作學位論文獎」。 

3.指導台灣首府大學大五幼教師資類科實習生陳詩

錚榮獲 103 學年度教育部績優實習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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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一、科技部(國科會)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 起訖年月 擔任工作 

部落文化回應教學－一所布農族小學「校本課程」

教學模式建構 MOST 107-2410-H-468-010- 

2018/08/01- 
2019/07/31 

共同主持人 

偏鄉國民小學課室翻轉—書院式課程美學研究 MOST 
105-2410-H-468-020 

2016/08/01- 
2017/07/31 

共同主持人 

大學課室翻轉的美學研究 
MOST 103-2410-H-468-012-MY2 

2014/08/01- 
2016/07/31 

共同主持人 

幼教課程之美學探究-重構另一種課程理論之可能
性。NSC 98-2410-H-434-002 

2009/08/01- 
2010/07/31 

主持人 

台灣幼教課程史之研究。 NSC 95-2413-H-041-001 
2006/08/01- 

2007/07/31 
主持人 

 

二、其他機構研究計畫（教育部、公私立機構） 

計畫名稱 委託機構 起訖年月 計畫擔任的工作 

幼兒教育義務化主要問題及解

決對策之研究 

黃昆輝教

授教育基

金會 

2018/01-2018/12 協同主持人 

幼兒教玩具創意設計 
臺灣首府

大學 

2013/09/17- 

2014/05/30 
主持人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體系

發展指引 

國家教育

研究院 

2012.07~ 

2013.06 

子計畫一協同主持

人 

K-12 一貫課程綱要各教育階段

核心素養與各領域課程統整研

究 

(子計畫一) 

國家教育

研究院 
2011.09-2012.12 共同主持人 

「家庭型態變遷趨勢對幼兒園

教育之影響」整合型研究計畫

(子計畫四) 

國家教育

研究院 
2011.02-2013.01 共同主持人 

K-12 中小學課程綱要的核心素

養與各領域之連貫體系研究 

(子計畫二) 

國家教育

研究院 

 

2010.07- 

2011.06 
共同主持人 

研擬幼托整合後幼教、幼保科 教育部 2009.09- 共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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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培育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學

程及其審查認定辦法草案 

國教司 2010.7 

三、產學合作案 

計畫名稱 委託機構 起訖年月 計畫擔任的工作 

城市國際幼兒園教師專業發展

與種子教師培訓計畫(1-1) 

 

城市國際

文教事業

股份有限

公司 

202208-202301 計畫主持人 

台北市私立新民小學附設幼園

課程與教學精進計畫 

台北市私

立新民小

學 

2017.03-2019.7 輔導學者 

巴布豆早教包教材開發 

(總召集人盧美貴講座教授) 

璦拓邑詩

商貿(上海)

有限公司 

2013/09/01- 

2014/09/30 
編審召集人 

東森幼兒教材創作產學合作案 

(總召集人盧美貴講座教授) 

柏華文教

股份有限

公司 

2010.09- 

2011.08 
課程指導副總召 

四、教育部輔導案 

計畫名稱 委託機構 起訖年月 計畫擔任的工作 

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兒園

專業發展計畫 (共二件：台南市

玉井小學附設幼兒園/台南市佳

裡區仁愛小學附設幼兒園) 

教育部 

國教署 
2017.03-2018.7 輔導學者 

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兒園

輔導計畫（幼兒園教保活動課

程大綱輔導）(共一件：台南市

私立倍幼安幼兒園) 

教育部 

國教署 
2016.08-2017.7 

輔導學者 

 

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兒園

輔導計畫（共二件：適性教

保）(台南市私立活水幼兒園、

台南市私立史丹佛幼兒園) 

教育部 

國教署 
2016.08-2017.7 

輔導學者 

 

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兒園

輔導計畫（幼兒園教保活動課

程大綱輔導）(共一件：台南市

教育部 

國教署 
2015.08-2016.7 

輔導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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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倍幼安幼兒園) 

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兒園

輔導計畫（共二件：適性教

保）(嘉義縣新岑小學附幼、台

南市私立史丹佛幼兒園) 

教育部 

國教署 
2015.08-2016.7 

輔導學者 

 

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兒園

輔導計畫（共一件：適性教

保）(澎湖縣私立明圓幼兒園) 

教育部 

國教署 
2014.08-2015.7 

輔導學者 

 

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兒園

輔導計畫（幼兒園教保活動課

程大綱輔導）(共一件：台南市

私立樂人幼兒園) 

教育部 

國教署 
2014.08-2015.7 

輔導學者 

 

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兒園

輔導計畫（適性教保）(共二

件：台南市大山小學附幼、台

南市私立樂人幼兒園) 

教育部 

國教署 

2013.08- 

2014.07 

輔導學者 

 

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兒園

輔導計畫（方案二）(共三件：

嘉義縣好美國小附幼、嘉義縣

大鄉小學附幼、台南縣私立倍

幼安幼兒園) 

教育部 

國教司 

2012.08- 

2013.07 

輔導學者 

 

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兒園

輔導計畫方案三：幼兒園教保

活動與課程大綱實驗方案(共一

件：台南縣私立愛群幼兒園) 

教育部 

國教司 

2011.08- 

2012.07 

輔導學者 

 

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兒園

輔導計畫（方案二）(共三件：

台南縣私立優學幼兒園、台南

縣私立倍幼安幼兒園、高雄縣

私立星螢托兒所) 

教育部 

國教司 

2011.08- 

2012.07 

輔導學者 

 

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兒園

輔導計畫（方案二：高雄縣岡

山小學附幼、嘉義縣新塭小學

附幼）(共二件) 

教育部 

國教司 

2010.08- 

2011.07 

輔導學者 

 

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兒園

輔導計畫（方案二）(共二件：

台北縣私立汐農托兒所、嘉義

縣南興小學附幼) 

教育部 

國教司 

2009.08- 

2010.07 

輔導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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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術著作 

(一) 學術期刊論文： 

黃月美(2015)。營造友善的教保環境以提升幼兒教保品質評論。臺灣教育評論月

刊，4(11)，pp175-182.。(雙外審) 

黃月美、歐用生(2013)。美國大學教學改革的新典範－日本「單元教學研究」

（lesson study）的應用。課程與教學季刊，16(2)，57-87。(TSSCI) 

盧美貴、黃月美、陳玉芳(2013)。幼兒教育階段核心素養之研究。課程研究，8(1)，

15-40。(雙外審) 

盧美貴、黃月美(2012)。以民間童年意象為架構之幼兒核心素養研究。幼兒教保

研究期刊，8，1-22。(雙外審) 

黃月美、黃齡瑩(2010)。走在「幼小轉換」的旅程—以「幼兒為主體」的理解架

構。教育與多元文化研究期刊，2， 21-57。(雙外審) 

黃月美(2008)。當「童年」意象遇上後殖民批判--理解幼教課程形構及其可能

性。臺灣教育，654 期，pp.10-17。 

黃月美（民 2006）。學校本位課程評鑒—CIPP 評鑒模式的應用。慈惠學術專

刊，95 年 9 月。(雙外審) 

黃月美（2005）。敘事研究—一種理解課程與教學的新途徑。教育研究月刊(130), 

30-44。。(雙外審) 

 

(二)專書及專書論文： 

盧美貴、黃月美主編 (2022)。寫給幼兒園家長的第一本書。台北：五南。 

陳伯璋、盧美貴、孫良誠、黃月美 (2022)。幼兒教育：政策與課程革新。台

北：五南。 

黃月美等編著(2022)。教保專業倫理。台中：華格那。 

盧美貴、黃月美、黃秋華(2021)。幼兒園課程設計。台北：五南。 

盧美貴、孫良誠、黃月美(2019)。幼兒教育義務化主要問題及解決對策之研

究。台北：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 

黃月美林惠君譯，盧美貴總校閱(2008)。幼教理論及其實踐對話(Theories of 

childhood)。台北: 華騰。 

黃月美（2006）。課程願景(Curriculum visions)。與王恭志、楊俊鴻合譯，莊明貞

審訂。台北：高等教育。 

黃月美（2004）。I. Goodson 課程史研究之批判論述分析。國立台北師範學院教

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本論文榮獲課程與教學學會「九十

https://www.wunanbooks.com.tw/book_list_s.php?book_whit=2&book_data=%E9%99%B3%E4%BC%AF%E7%92%8B;%E7%9B%A7%E7%BE%8E%E8%B2%B4;%E5%AD%AB%E8%89%AF%E8%AA%A0;%E9%BB%83%E6%9C%88%E7%BE%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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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度課程與教學學術論文獎—博士論文類」。 

 

(三)學術研討會論文 

盧美貴、黃月美、許悅寧 (2017)。偏鄉學校書院課程美學研究。論文發表于亞

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幼兒教育學系主辦之 2017 幼兒美感藝術教育國際學術

研討會。2017 年 3 月 7 日。台中市：亞洲大學。 

陳玉芳、盧美貴、黃月美 (2016)。行動與結構的對話—大學教師對課室翻轉現

象之觀察行動。論文發表于吳鳳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主辦之 2016 幼兒安全

與保育學術研討會。2016 年 11 月 26 日。嘉義縣：吳鳳科技大學。 

黃月美、盧美貴、陳玉芳(2016)。大學課室翻轉之研究—美學實踐的觀點。論文

發表于臺灣首府大學人文教育學院主辦之 2016 年第二屆學術研討會。2016 

年 6 月 7-8 日。台南市：臺灣首府大學。 

盧美貴、黃月美、陳玉芳(2016)。大學「課室翻轉」的美學實踐—以「存在美

學」和「公民美學」為研究導向。論文發表于亞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主辦

之 2016 年「幼兒美感藝術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2016 年 4 月 15-16

日。台中市：亞洲大學。 

黃月美、覃潔瑩、張愛花、陳孟秦(2015)。幼兒園移地教育實習研究—以臺灣和

廣西兩所大學合作為例。論文發表於 2015 年 12 月 1-3 日由廣西師範學

院、臺灣首府大學主辦之第一屆桂台幼教交流論壇學術研討會，並載于第

一屆桂台幼教研究論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西：南寧。 

黃月美、盧美貴(2015)。臺灣幼兒教育課程論述之研究。論文發表於 2015 年 10

月 12-13 日由福建省教育廳主辦之｢第四屆海峽兩岸學前教育論壇｣學術研

討會，並載於研討會論文集，pp89-98。福州市：福建幼兒師範高等專科學

校。 

黃月美(2015)。幼教課程美學之研究－幼兒園教師美學實踐之建構。海報論文

發表於 2015 年 6 月 02 日臺灣首府大學人文教育學院主辦之｢2015 年學術

研討會『臺灣非菁英型私立大學之經營與管理-高等教育在面對量變與質變

後之挑戰與因應』學術研討會｣。台南市：臺灣首府大學。 

盧美貴、黃月美、侯秀荏(2015)。大學生課室翻轉之美學研究—美學實踐之建

構。論文發表于亞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主辦之 2015 年「志道‧據德‧依仁‧

遊藝─海峽兩岸幼兒教育實踐」學術研討會。2015 年 4 月 24 日。台中市：亞洲

大學。 

黃月美、王秋仁(2014)。與自然共舞—幼兒科學探索之行動方案建構。論文發表

於 2014 年 11 月 18 日臺灣首府大學主辦之「讓幼兒園成為幼兒主動「學」

之園地—學習情境、教材教法與多元評量」學術研討會。台南市：臺灣首

府大學。 

盧美貴、黃月美(2014)。臺灣幼教師資職前課程與職涯轉銜評析。論文發表於

2014 年 9 月 26-27 日國立嘉義大學主辦之「幼教未來展望與教保發展」國

際學術研討會。嘉義縣：國立嘉義大學。 

盧美貴、黃月美(2014)。幼兒核心素養與幼兒園課程發展。論文發表於 2014 年

6 月 9 日台中教育大學主辦之「2014 幼兒教育暨早期療育理論與實務對

話」國際學術研討會。台中市：台中教育大學。 

黃月美、莊宗倩(2013)。幼兒園美感領域學習指標之轉化與實踐。論文發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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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 26 日臺灣首府大學主辦之「幼兒園教師對幼兒園教保活動課

程學習指標轉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p35-58。台南市：臺灣首府

大學。 

黃月美、林虹均、張桂秋 (2013)。幼兒園教師專業社群之建構—以一所幼兒園

為例。海報論文發表於 2013 年 11 月 26 日臺灣首府大學主辦之「幼兒園教

師對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學習指標轉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台南市：臺

灣首府大學。 

黃月美、盧美貴、謝碧芳(2013)。家庭變遷趨勢下幼兒園與家庭關係的轉變—從

提供協助到夥伴關係的建立。論文發表於 2013 年 5 月 14 日臺灣首府大學

主辦之 2013 年第四屆幼兒與家庭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p.46-64。台南

市：臺灣首府大學。 

黃月美、莊宗倩、蔡姿虹(2013)。遊戲場上的親子時光—運用社區游具增進親子

互動與幼兒感覺統合能力之研究。海報論文發表於 2013 年 5 月 14 日臺灣首

府大學主辦之 2013 年第四屆幼兒與家庭教育學術研討會。台南市：臺灣首

府大學。 

黃月美、盧美貴(2012)。家庭型態變遷下的幼兒園課程與教學—從普遍性到個殊

性的省思與實踐。論文發表于亞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主辦之 2012 年「幼兒

園課程發展與創新教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p.2-23。2012 年 12 月 01 日。

台中市：亞洲大學 

黃月美、莊宗倩(2012)。建構幼兒園/家庭/社區之夥伴關係—以全球在地化課程

理論為基礎。海報論文發表于「躍升學生全球化能力之教學專業績效」學術

研討會。2012 年 04 月 28 日。臺灣/正修科技大學、臺灣教師專業發展學會

主辦。高雄市：正修科大。 

盧美貴、黃月美 (2011)。家庭變遷趨勢下各種家庭型態幼兒生活經驗之研究—幼

兒園課程形構的再思。論文發表於 2011 年 11 月 16 日由亞洲大學主辦之

2011 海峽兩岸『多元文化教育與幼兒教育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p.101-

132。台中：亞洲大學。 

黃月美、盧美貴(2011)。臺灣幼兒核心素養之研究--官方版本和民間觀點的比較。

論文發表於 2011 年 11 月 12 日由臺灣首府大學主辦之『2011 幼兒與家庭教

育學術研討會』。台南：臺灣首府大學。 

盧美貴、黃月美(2011)。家庭變遷與教保員專業知能課程之反思。論文發表於

2011 年 11 月 12 日由臺灣首府大學主辦之『2011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術研討

會』。台南：臺灣首府大學。 

黃月美、黃齡瑩(2010)。情緒「課」了沒？一所幼兒園的觀察紀錄—兼論情緒智 

  能理論之文化差異及其在幼兒情緒教育的蘊義。論文發表於 2010 年 12 月 14 

日由臺灣首府大學主辦之『2010 幼兒情緒教育學術研討會』。台南：臺灣首

府大學。 

黃月美(2010)。從「遊戲」環境的改變評析幼兒教育的局限與可能性。論文發

表於 2010 年 5 月 11 日由致遠管理學院主辦之『2010 幼兒休閒產業學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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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論文載於研討會論文集, 136-149。台南：致遠管理學院。 

 

黃月美(2009)。以教師在課程情境中的審美經驗作為觀察架構之可能性分析。

論文發表於 2009 年 5 月 24 日由台北縣教育局、臺灣教師專業發展學會主

辦、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承辦之『鑒定專業績效之教學行為觀察省思研討

會』。論文載於研討會論文集, 123-135。台北：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黃月美、黃齡瑩(2009)。邁向「轉換」的旅程--建構「幼兒為銜接之主體」的概

念架構。論文發表於 2009 年 5 月 19 日由致遠管理學院主辦之『2009 幼兒教

學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論文載於研討會論文集, 136-149。台南：致遠管

理學院。 

黃月美(2008)。從幼兒完整經驗的建構論課程美學的實踐。發表于馬來西亞柔

佛州幼兒園教師公會主辦「2008 年知性情意與創新—打造全人化幼兒教育課

程研討會」，Batu Pahat, Johor, Malaysia, 2008 年 12 月 5-7 日。 

(四)技術報告及其他： 

盧美貴、黃月美(2013)。「家庭型態變遷趨勢對幼兒園教育之影響」整合型研究

計畫(子計畫四) 。國家教育研究院結案報告。 

林永豐、盧美貴、黃月美(2013)。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體系發展指引。國家

教育研究院結案報告。 

盧美貴、黃月美(2012)。K-12 一貫課程綱要各教育階段核心素養與各領域課程

統整研究。國家教育研究院結案報告。 

盧美貴、黃月美(2011)。K-12 中小學課程綱要的核心素養與各領域之連貫體系

研究。子計畫二幼兒園課程綱要的核心素養與各領域之連貫體系研究。國家

教育研究院結案報告。 

黃月美(2010)。幼教課程之美學探究-重構另一種課程理論之可能性。國科會結

案報告。 

盧美貴、黃月美、邱志鵬 (2010)。研擬幼托整合後幼教、幼保科系培育教保員

及助理教保員學程及其審查認定辦法草案。教育部國教司委託研究案結案報

告。 

盧美貴、黃月美等人(2010)。幼兒「核心素養」研究－理解臺灣幼教形構及其

可行性。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結案報告。 

黃月美(2007 )。臺灣幼教課程史之研究。國科會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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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專利 

 黃月美等人(2018) （新型第 M564402）。幼兒觸覺訓練爬梯，中華民國

專利新型申請。台北市：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黃月美等人(2018) （新型第 M564472）。多功能滑梯組，中華民國專利

新型申請。台北市：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黃月美等人（2017）（新型第 M541888）。嬰幼兒組裝遊戲組，中華民

國專利新型申請。台北市：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黃月美等人（2017）（新型第 M543726）。嬰幼兒運動彩虹架，中華民

國專利新型申請。台北市：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黃月美等人（2017）（新型第 544874）。觸覺軟墊遊戲組，中華民國專

利新型申請。台北市：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黃月美等人（2017）（新型第 544971）。充氣式多功能遊戲裝置，中華

民國專利新型申請。台北市：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黃月美等人（2014）（新型第 M492250）。具輔助燈光之握筆器，中華

民國專利新型申請。台北市：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六、指導碩士論文 

 

編號 學生姓名 論文名稱 類別 備註 

1 陳安琪 原鄉幼兒園實施族語教學之研究—

生態系統論的觀點 

碩士論文 2018 完成 

2 劉惠娟 提升幼兒園教師教學美感經驗之行

動研究 

碩士論文 2017 完成 

3 謝佩君 從<心>辦學、幸福起步-幼兒園教師

教學轉變之行動研究 

碩士論文 2017 完成 

4 景子芳 幼兒遊戲情境中語言表達之研究─語

言類型與同儕鷹架作用 

 
 

碩士論文 2017 完成 

5 陳月霜 提升幼兒圖文敘事能力之行動研究 碩士論文 2015 完成 

本論文獲 

碩士論文獎 

6 王秋仁 運用童玩建構幼兒科學概念之行動

研究— 以空氣為例 

碩士論文 2014 完成 

7 林昱夙 上學與放學之間—低年級學童在學

校與課後托育機構學習經驗連結之

探究 

碩士論文 2014 完成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XJ4GRo/record?r1=3&h1=0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XJ4GRo/record?r1=3&h1=0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XJ4GRo/record?r1=1&h1=0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XJ4GRo/record?r1=1&h1=0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XJ4GRo/record?r1=4&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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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侯秀荏 幼兒園主任領導園所實踐課程轉型

之行動研究—以一所私立幼兒園為

例 

碩士論文 2014 完成 

9 許明山 幼兒園行銷策略之個案研究〜以一

所離島幼兒園為例 

碩士論文 2014 完成 

10 林佳賢 麻豆小學附幼發展歷程之研究 碩士論文 2012 完成 

11 蔡姿虹 運用社區遊具提升幼兒感覺統合能

力之研究 

碩士論文 2012 完成 

12 李香吟 運用全語言教學策略鷹架幼兒閱讀

能力之行動研究 

碩士論文 2011 完成 

13 謝碧芳 幼兒園課程轉型歷程之研究─以南部

一所幼兒園為例 

碩士論文 2011 完成 

14 吳懿芳 一位男性幼兒園園長領導風格之形

塑歷程研究 

碩士論文 2010 完成 

15 鄭淑榮 幼兒空間概念發展之研究 碩士論文 2008 完成 

 
(七) 指導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學生姓名 計畫名稱 執行起迄 

張建恒 幼兒園幼兒語用情境覺識

之研究計畫編號： 106-

2813-C-434-011-H 

2017/07/01~2018/02/28 

黃于珊 新移民家庭幼兒性別意識

之研究—生態系統論的觀

點 

計畫編號：105-2815-C-434-

015-H 

2016/07/01~2017/02/28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XJ4GRo/record?r1=8&h1=0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XJ4GRo/record?r1=8&h1=0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XJ4GRo/record?r1=8&h1=0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XJ4GRo/record?r1=5&h1=0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XJ4GRo/record?r1=5&h1=0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XJ4GRo/record?r1=9&h1=0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XJ4GRo/record?r1=10&h1=0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XJ4GRo/record?r1=10&h1=0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XJ4GRo/record?r1=11&h1=0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XJ4GRo/record?r1=11&h1=0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XJ4GRo/record?r1=12&h1=0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XJ4GRo/record?r1=12&h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