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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習本堂課，讓我進一步的認識鄰近國家，也了解到從不同國家的視角
來認識台灣。從多方的視角來觀看東亞地區國家的文化、經濟、政治、歷

史、藝術、社會結構、思考模式等各面向的異同與相互影響。刷新我對各東

亞國家的既定印象，當然也包括台灣。 
        這門課，讓我深刻的體悟到，在這資訊可以方便快速傳遞的時代，我對
於日本、韓國、中國、俄羅斯，原來是那麼的陌生!所了解到的資訊是那麼
的片面! 
像是在美術方面原來俄羅斯的畫作有受到日本浮世繪的影響，俄羅斯原來有

東洋學院。教育 歷史方面，以百年德川家為例子，我覺得這是個蠻有說服
力的例子，日本德川家族的教育方式「彰往考來」、吸取儒學的部分思想與

自己的想法融合。彰往考來，這讓我思考到歷史的重要性，在這內心躁動不

安的時代，大家怕無法融入人群而追逐潮流，怕被取代所以比較重視實用的

國英數所延伸出來的領域，為著迷茫的未來做著準備，使人們常常忽略回頭

看看前人的經驗，也需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我認為這是個方法值得學習用

在思考事情上，可以以前人的經驗為借鏡，這的前人不局限於在台灣，而是

觀望世界各地所發生的事物。 
        環保方面，台灣雖然有實施減塑的政策推動，但是還沒那麼的普及，以
我本身看到的事為例，在我家附近，婆婆媽媽逛傳統市場時還是沒有帶環保

袋的習慣，而且市場上的塑膠袋不用錢，所以每個人買菜幾乎最少會有3、4
個袋子。這是我覺得台灣推行這政策不周的地方，還有寶特瓶飲料的回收問

題，我記得曾經在我要把寶特瓶回收的時候，有人對我說，這又不值錢把瓶

子丟垃圾桶就好（因為我家附近有自己的垃圾燃燒場所以幾乎沒人在做分

類）。從這件事就可以看出來，民眾的環保意識待加強，而這門課我聽到一

個很好的解決寶特瓶回收問題的方法，就是讓人們買飲料時，加收例如10塊
的瓶子費用，把瓶子拿去回收就能拿回10元，以此來增加寶特瓶的回收量。
畢竟，環保問題是涉及全球的議題，我們的不環保行為，漸漸的危害著生態

，也減少我們的海洋資源、空氣等共有資源。這種問題人人都有應盡的責任

，民眾不應該置身事外。 
        修習這門課讓我對東亞地區的國家有一些了解，有些事物都蠻有趣的，
使我開始想更了解附近國家的動態，也希望可以讓我引以借鏡的事物，這對

於我是一種無價收穫。而且與講者對於問題的討論，可以幫助我有更多元的



思考事情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