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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以往的課程不一樣，第一次接觸這種上課方式，每個禮拜請一位講師
來演講，演講主題也不同卻還是有關聯，而且各個都是其領域的權威，上課

很有新鮮感之餘，每次都能接收到精華中的精華，還能多方面的學習，過程

中若是有問題也能在最後的Q&A時間向講師提出請教，很特別也很有深度的
一門課。 
　　很多堂課都讓我印象深刻:德川博物館的德川眞木館長，為我們詳細介
紹了德川家系、歷史、文化、祭祀禮儀等，和其博物館的收藏及理念「彰往

考来」，讓同時在修日本史課程的我深入的了解德川家，不但上課能更快理

解上課內容，還補充了許多課外知識。 
    姜允玉教授雖然是韓國人，卻說著一口流利的中文和有著淵博的學術知識
，對於中文為母語的我來說真的自嘆不如。在上這門課前完全不知道漢字圈

範圍那麼廣，而且竟然有包括越南，也不知道漢字教育還有那麼多課題值得

去探討，真的收穫非常多。 
        塚本善也教授平時雖然在系上教日文，中文卻也講得很好，同時還在做
跟俄羅斯有關的研究，令人相當佩服；小林友彦教授利用小遊戲和有趣的上

課方式，讓原本生硬的國際貿易和國際法變的平易近人；李秀澈教授介紹的

環境、能源問題和鄭吉雄教授提到的國際關係，這些是非常現實的問題，也

是我們必須面對的課題。 
        這門課從許多面向去切入，探討東亞的各種議題，再延伸至世界各國，
感覺沒什麼聯繫的事卻各個環環相扣，能在了解區域的同時，又能放眼國

際。其中有幾堂課程是由日籍老師擔任講師，聽課同時還能增進語言的學

習。另外還有一堂課是楊武勳教授分享有關日本遊留學的政策和獎學金制度

，這些對於我們學生來說都是很好的資源。每個禮拜都能接收到跨及不同領

域的課程內容，也能從中找尋自己以前沒發現或接觸過的新領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多次的演講過程都有提到「尊重及包容」，同時講
師也都有以身作則，宣達理念及想法時，會顧及各種不同聲音，不會強迫大

家去接受，對於不同的想法及質疑，皆能在給予尊重的同時認真地回應問題

，這是很難能可貴卻是值得每個人做為目標學習的事。 
        感謝One Asia財團和相關人員的辛勞，能在本校開設這門講座計畫課
程，也很慶幸自己能選修到這堂那麼嶄新又有意義的課程。希望這種上課方

式可以延續下去或是增設更多類似課程，讓更多想更全面學習或增進自我的



同學選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