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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跨領域課程成果摘要表 

課程名稱 世界看台灣 

跨領域學程名稱 趣學台灣 

開課學年 110學年度  第 2學期 

授課老師 系所 

劉美君 語文教學中心 

學程助理  系所  

課程學生人數 34 
課程之學程階

段 

□第一學期□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第四學期           

經費補助 

無經費補助 

■學程課程補助每學期_25,128_元 

其它校內外補助(每學期) 

補助計劃名稱 計劃經費 

111年度高教深耕計畫 10,161 

成果摘要 

本課程引導學生思考台灣/華人世界的文化與傳統，並分享各

國文化差異。於課堂中，延續上學期的課程，討論當今台灣重

要的社會議題。疫情之下各國對「全球化」政策有所檢討，師

生針對此議題進行討論分享各國現況。另一課程主題「能源政

策」的設計符合聯合國全球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 可負擔的潔淨能源(Affordable 

& Clean Energy) 和氣候行動(Climate Action)。同學一方面

對台灣在減碳與綠色能源發展有更深入理解，另一方面介紹各

國在這方面的嘗試與努力，並對其中的困境與社會影響有進一

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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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大綱 

 
本課程將以文化角度和時下流行時事議題切入，統整本學程已上過的課程，引導

學生思考台灣/華人世界的文化、傳統以及價值觀並對比其它國家的差異處。於

課堂中，除了延續上學期的課程，討論當今台灣重要的社會議題，期望外國學生

除了能對台灣的現狀有更進一步的認識，還能更加瞭解台灣人的傳統價值和文化

內涵。由於全球化和網路世界興起之緣故，所謂的現狀並非一成不變，而是不斷

動態改變。《世界是平的》一書中提到的十輛堆土機，正強勢改變各國的經濟、

文化、勞動模式、財富分配等等每一個面相，深刻影響每一個人。教師以問題為

導向之學習方式，配合數位軟體的使用，提高師生之間的互動性，讓學生能更方

便更生動分享自身經驗。同時加深學生認知與理解課堂內容以及其他同學的心得

報告，最終目的則是讓同學適應文化衝擊並學習尊重不同的文化。 

 

二、課程授課概況描述 

主要課程單元或活

動名稱 
時間 地點 與課程之關聯性或學習成效 

東西文化大不同 10:10-12:00 H352 
引導學生思考台灣/華人世界

的文化與傳統 

買房還是買車 10:10-12:00 H352 人生規劃 

左派和右派 10:10-12:00 H352 各國學生分享不同價值觀 

全球化的利弊 10:10-12:00 H352 全球化之下各國面臨的衝擊 

能源政策 10:10-12:00 線上 台灣社會議題討論分享 

 

三、課堂學習進行方式 
期初: 

教師綜合先前課程引導學生思考台灣/華人世界的文化與傳統，並讓同學分享自

身的經驗與價值觀，同時因為課堂上有台灣學生，也讓台灣學生分享他們和外

國學生一起上課和日常相處的文化衝擊，進而包容對方的文化差異並尊重理解

他人的感受。此外課堂進行時會給學生不同主題做 SWOT練習，能讓學生更有條

理地分析問題並提出具有實用性的觀點。 

 

期中: 

利用線上軟體 padlet 讓同學分享與課程主題相關梗圖，梗圖內建許多特有的價

值觀和流行文化元素，學生必須對內建的內容有一定理解，才能知道笑點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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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這部分需要學生蒐集歸納資訊的能力，並且統合在發生在台灣的時事上。

學生除了加上自己對梗圖的分析以及相關主題的個人意見之外，亦可在找尋過

程中，激發靈感與創意，嘗試自己動手做梗圖。 

 

期末: 

由於疫情改為線上授課，教師利用各式線上軟體讓學生進行分組討論，結合前

期課程所學內容請同學分享各國現況。經課堂討論和互動後，同學充分理解到

好的政策必須因時因地做出調整，而非照本宣科重抄一遍，造成人民困擾。有

些國家對於進步的政策過度流於口號宣傳而非務實執行，反而使自身的經濟與

環境受到負面影響。期末報告鼓勵學生對現狀做出反思，針對他們母國的政策

或社會現象提出看法做出書面報告。 

 

四、經費運用情形 

日期 業務支出項目 金額 

3/21 印刷費 525 

3/24 餐費 480 

4/21 餐費 480 

5/ 海報問卷印刷費 1,300 

5/16 雜支 376 

6/1 教師鐘點費 4,000 

6/1 布條印刷費 2,600 

6/7 餐費 400 

 

五、成果附件清單 
(成果可包括短影片 3至 5分鐘、簡報、書面資料、活動報告等，條列式說明) 
世界看台灣課程著重於世界和台灣的連結，主要針對現今國際社會中常見的熱

門議題進行討論並連結台灣的現況。課程初步建立了學生對議題的基本知識與

概念，藉由課堂互動討論，進一步在 Padlet 平台論述自己的意見。 

在【文化大不同】、【買房還是買車】的系列單元，同學們藉由貼文分享東西

方文化的價值差異，雖然學生們均認同體驗世界的重要，但台灣以及漢字文化

圈學生明顯肯定存錢和置產的重要性，這是與其他國家學生明顯不同之處。(附

件一) 

在【左派和右派】的系列單元中介紹了現今主流西方國家政治體制的發展與歷

史脈絡，並引導學生思考各種體制的優缺點。透過喬治歐威爾的『動物農莊』

引導學生思考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反動與成因，並能對於課堂中介紹的左派

和右派有更清楚的認識與了解，期末學生已有能力對於自己母國適合哪種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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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自己的批判性思考。(附件二) 

在【全球化的利弊】的系列單元中，課程介紹了全球化的優缺點以及社會各個

面向的衝擊，具體實例有產業外移、貧富差距擴大、傳統文化消逝、世代對立、

就業內捲化和躺平觀念興起等等。學生們提出自己國家的實例，讓全班同學有

機會看到全球化如何影響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傳統，最後能將前期

課程積累的知識應用在正反兩方的辯論中，並提出屬於自己的看法。(附件三:

訓練過程) 

在【能源政策】的系列單元中，學生藉由蒐集網路上的公開資訊對自己國家的

能源政策有一定了解，理解並思考如何在穩定電價與能源價格、符合國際減碳

趨勢與降低就業衝擊和產業轉型等等相互衝突的條件中取得平衡。從國家天然

資源、氣候、地理環境、經濟規模、科技發展不同角度出發，論述自己對政府

再生能源政策的優劣和正反評價。「能源政策」議題除了符合聯合國全球永續

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關切重點之外，亦是影響國家

現今與未來發展的重要因素。(附件四: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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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論 Padlet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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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活動相關照片 

  

跨文化講座 跨文化講座 

 
 

蒙古學生報告 柬埔寨學生報告 

 

 

期末報告 期末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