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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校與韓國大邱教育大學(Dagu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DNUE)自 2011 年簽約以來，在學校的政策引領下，無論在學術研究

上及學生交流活動上皆有許多實質的突破與進展。尤其近期亦發展

與日本兵庫教育大學(Hyogo University of Teacher Education, HUTE）於

東亞地區形成臺日韓三邊的姊妹校的聯盟。不論在教師研究上及學

生交流上皆提供了更多的機會。本次主要前往參加由韓國大邱教育

大學舉辦的第一屆 DHP(大邱教大(DNUE)、兵庫教大(HUTE)及屏東

教大(NPUE))三校聯合研討會暨短期學生交流活動，活動期間為 101

年 9 月 18 日至 9 月 23 日，共計六日的活動。由理學院院長林曉

雯教授帶領亞太研究計畫團隊陳皇州助理教授及許華書助理教授及

本校透過遴選的 10 位同學前往參加，一方面發表跨國共同研究成

果，同時促進三校師生交流學習。20 日本校劉慶中校長及孫敏芝教

務長亦出席此活動，並拜會大邱教育大學 Nam Seung-In 校長，商談

雙聯學位及後續合作事宜，也使得活動更加圓滿並增添意義，為未

來三校的永續合作奠定了更厚實的基礎。 

 

關鍵詞：學生交流、雙聯學位、教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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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本次參訪目的主要為前往參加韓國大邱教育大學主辦之第一屆

DHP 三校聯合研討會。以展現亞太教育研究中心國際合作計畫「培育

台灣、日本與韓國國小環保領袖之環境科學教材研發」之成果，先前

相關成果已於八月初日本兵庫教育大學進行發表及推廣，此次則更進

一步將所研發的環境教育教材於會議中發表，期望未來能推廣於韓國

小學，以利後續亞太跨國國際教育比較研究之進行，並持續深化亞太

地區國際合作研究，以增進三校間合作的深度與廣度。 

 

二、過程 

(一)行程安排： 

    活動原定行程為 101 年 9 月 17 日至 9 月 23 日，但因 9 月 17

日因颱風取消航班，故此活動行程調整為 9 月 18 日至 9 月 23 日共

六日。 

【第一天行程】去程交通：由高雄出發經桃園機場至韓國釜山機場，

轉赴大邱市韓國大邱教育大學。 

【第二天行程】DHP 三校聯合研討會，發表論文並洽談未來雙方合作

之合作細項與事宜。 

【第三天行程】參與本校交流學生學習體驗活動，並參訪大邱教育大

學於安東市之附屬小學。 

【第四天行程】與本校校長共同拜會大邱教育大學。 

【第五天行程】與大邱教育大學校長討論進一步合作計畫。 

【第六天行程】回程交通：韓國釜山機場至桃園機場，轉乘高鐵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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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二)活動過程： 

韓國大邱教育大學位於韓國第三大都市大邱市，是一所純師資培

育的精緻型大學，全校師生約三千人，位於大邱市中心並緊鄰地鐵站

出口，生活機能極為方便。自 2011 年與本校簽訂姐妹校合作協議以

來，已陸續有交換學生進行交流。亦共同參與本校亞太教育國際合作

計畫。大邱教育大學為韓國知名的頂尖教育大學，在韓國教育類大學

名列第二位，目前該校畢業生仍有五成以上的教師就職率。在近幾年

韓國大力推行教學 E 化政策的支持下，大邱教育大學擁有許多新穎的

教學設備與教室。此次本代表團的主要行程與活動如下。 

1. 本團首先由理學院林曉雯院長率團拜會韓國大邱教育大學策劃長

孫章豪教授。孫章豪教授為學校主要負責國際交流如合作研究及

雙聯學位之行政主管，亦為亞太教育研究中心國際合作計畫第三

年年度計畫「培育台灣、日本與韓國國小環保領袖之環境科學教

材研發」之韓國主要研究參與教授，孫教授於今年暑假曾受邀至

臺灣參與為計畫內所開發的環保國際教材推廣活動：2012 國小環

保領袖夏令營。孫教授對團隊開發的環保教材深感興趣，因而邀

請團隊成員於此行參與該校舉辦的 DHP 三校聯合研討會；發表相

關成果，期望此教材能推廣至韓國的小學，並進一步與團隊教授

們討論未來合作計畫的細節。此外，孫章豪教授也以參與本國際

研究案的成果，申請計畫，獲得韓國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的經費補助，亦使得本案在韓國方面的研究有了進一步的進展及

延續的機會。目前韓方已將計畫內設計之跨國環境教育的問卷翻

譯成韓文，並以發送至該校附屬國小填寫完畢。後續將持續進行

研究工作，使本跨國研究案能有豐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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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HP 三校聯合研討會 

    DHP 三校聯合研討會為韓國大邱教大、日本兵庫教大及臺灣

屏東教大共同舉辦之研討會，亦象徵三校合作聯盟邁向三角共贏

的里程碑。此研討會並同時皆具學生短期交流性質，一方面讓師

生參與國際研討會並發表成果，一方面進行文化及學生交流，使

參與之學生可以一次認識兩個國家以上的師生，為此研討會活動

設計的目的與意義。第一屆在韓國大邱教育大學舉辦，研討會主

題 為 “Development of ESD program in elementary school” 

(ESD: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其活動簡章如附件一所

示。本校從 35 位報名的學生中，選出 10 位同學共同參加會議，並

以兩人一組為原則，發表相關議題的報告。 

    早上為教師發表的時段共有 6 位演講者，分別為來自韓國

KEDI 研究中心的 Keum Ji-Heon、越南 Can Tho University 之 Prof. 

Trinh Quoc Lap、 屏東教育大學林曉雯教授、許華書助理教授、陳

皇州助理教授，以及日本兵庫教育大學福田光完教授，議題主要

為永續教育、綠色教材、汙染問題與國際化課程。 

    第 一 場 由 韓 國 教 育 發 展 院 (Korea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stitute)的研究員 Keum, Jiheon 發表韓國永續教育發展(ESD)的現

況。從發展重視 ESD 的背景、ESD 委員會的架構組織到 ESD 的教

師訓練皆進行了完整的介紹。 

   接著由越南 Can Tho University 教育學院的 Prof. Trinh Quoc Lap

介紹越南在師資培育的全球化課程中的一些進展。如從越南自

1986 年的轉變開始到預計 2020 年希望能成為工業化國家的願景

中，教育被預期扮演的腳色為何?並說明外國語言在越南的教育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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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並介紹其個別化、區域化及國際化的師資培育政策。 

    第三場由本校林曉雯院長報告臺灣、韓國及日本三國的小學

自然科學的教科書中，有關環境教育議題的比較研究。可以發現

與環境相關的教科書頁數韓國佔最多(724 頁)，臺灣次之(535 頁)，

而日本較少(454 頁)。而各國對不同的環境污染議題亦依照現況而

有不同的著重，如噪音汙染只有在臺灣的課本中被提及等。藉由

林曉雯院長的研究，希望能藉由此比較了解同屬亞洲地區的臺

灣、韓國及日本對環境教育的不同面向及態度。並作為未來教學

教材編製的反思。此外，林曉雯院長並介紹了本校理學院亞太國

際合作計畫中關於綠色教材電子書的發展成果。 

    而日本兵庫教育大學福田光完副校長則報告了最近關於塑膠

垃圾對日本造成的環境議題。報告中介紹了日本近年來對塑膠容

器垃圾的回收政策。及日本飲料廠商為了回收議題開發的新型飲

料容器，已逐漸達到輕量、亦回收再生的特色。有趣的是福田副

校長亦報告日本塑膠垃圾污染的問題不完全來自於日本本島。從

鄰近其他國家藉由海洋漂浮過來的塑膠垃圾物題亦日益嚴重。這

也是先前較少被注意的問題。 

    本校陳皇州老師則介紹了關於為小學培育綠色領袖人才所開

發的關於空氣汙染的實作教材。也是本校理學院亞太國際合作計

畫的部分成果。從介紹空氣的特性開始，先透過造型氣球引發學

生的興趣，再透過低溫液態氮的應用。讓小學生能夠了解空氣的

存在及熱脹冷縮的特性。並透過乾冰的應用，讓小學生認識空氣

中的不同組成。並透過顯微鏡協助學生觀察空氣中的微粒等。上

述活動並皆已完成教材之拍攝。陸續將完成電子書的製作。將來

可作為跨國教育計畫的推廣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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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許華書老師則介紹了關於為小學培育綠色領袖人才所開

發的關於能源的實作教材。該活動設計可分成綠色能源及綠建築

兩個部分。綠色能源主要先以能量守恆概念的引入到新型能源介

紹，並設計太陽能四驅車及其他太陽能相關教具可供小學生實作

或演示。而綠建築的部分則結合小學高年級熱的傳導概念，結合

傳統臺灣原住民的石板屋、韓國傳統韓屋、及日本合掌村的農舍

等傳統綠建築，並讓小學生可以具備不同國家綠建築設計的概念

並培養國際觀。 

    下午為學生發表之時間，臺灣、韓國及日本各 5 場共 15 場的

演講，並評選出各國的優良報告，頒予紀念品以資鼓勵。本校學

生報告議題分別為臺灣森林小學的介紹(如內湖國小及全人實驗中

學等)、由在地文化出發的小學英語村(如鳳山英語村)、太陽能四

驅車實作及演示、臺灣多元宗教活動、及臺灣傳統文化中的性別

平等(涵蓋諺語、神明、姓名)。由環境教育、在地國際化科學、宗

教及傳統文化。介紹臺灣永續教育的多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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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討會議程檢附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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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P 三校研討會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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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邱教育大學安東市附屬小學參訪交流 

大邱教育大學為韓國知名培育小學教師的學府，亦有兩所附

屬小學。其中一所位於安東市，亦是當地區域家長最想要送小朋

友進去念的學校之一。在拜會該校校長了解其校史及辦校理念

後，便開始參觀課堂教學。此外，韓國小學教育卻又非常與科技

結合，每間教室皆有大型的 LCD 螢幕結合數位講桌，教師使用的

教材亦多為電子教材並結合電子白板，相當具科技感。這也是韓

國政府近期推行的計畫，希望 2015 年能以電子書包取代現行傳統

的紙本教材。雖然教育與科技結合的利弊仍然引起許多的討論，

但韓國小學教育方式與時俱進的速度也的確值得臺灣學習。大邱

教大安東附屬小學的師長也非常希望有機會能到臺灣小學進行交

流，瞭解臺灣小學教育中值得珍視的優點，共同學習成長。 

4. 本校劉慶中校長拜會大邱教育大學 

   此行除了參加 DHP 三校研究成果發表研討會外，另一個重要的

活動為參與本校劉慶中校長自 9 月 20 日開始之大邱教育大學拜會

行程，並由本校教務長孫敏芝教授及行政助理陳玉恬小姐陪同。

大邱教育大學 Nam Seung-In 校長亦對本校劉校長能於學期開學初

期撥冗前來拜會並參予 DHP 活動感到感謝，也感受到臺灣屏東教

育大學對兩校交流的重視。會談中確認第二屆 DHP 三校聯合研討

會暨交流活動於明年由本校主辦，該校 Nam Seung-In 校長亦將於

明年(2013)1 月初訪臺拜會屏東教育大學簽訂 DHP 相關活動的備忘

錄。使此有意義活動能永續發展。另外，兩校校長亦提到今年(2012)

十月份會與日本兵庫教育大學簽訂雙聯學位；未來本校與韓國大

邱教大及日本兵庫教大亦將透過類似的模式(1.5+1.5)簽訂雙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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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明年 1 月份 Nam Seung-In 校長訪臺時將進一步規劃雙聯學位

的相關事宜，這對擴展本校學生的國際學習機會將有很大的助

益。劉校長期望能以此碩士班雙聯學位為基礎，未來在大學部也

能簽訂雙聯學位，讓學生 2 年在屏東教育大學、2 年在大邱教育大

學就讀，讓雙方學生贏在起跑點，提早培養與國際接軌的實力。 

      此外，劉校長亦參與 DHP 交流活動的後續行程，並嘉勉此行

同學的表現，也感受到本活動對同學們正面的影響，以此次成功的三

校師生交流經驗為基礎，未來尤臺灣、韓國及日本三地輪流舉辦，應

能成為未來本校國際化的重要特色活動之一。 

  大邱教育大學也有意在今年底或明年初規劃冬令營，邀請屏東教

育大學的學生報名參加，帶學生體驗不同緯度國家的冬季自然及人文

風情，安排各式如滑雪等文化體驗活動，讓外國學生有機會深入了解

韓國傳統之美。藉由實質上的交流活動，拉近兩校師生的感情。 

 

三、心得 

    1 .我們可以觀察到在研討會中，韓國、越南、臺灣及日本各國學

者針對環境教育相關議題提出了各自區域中發展的問題，其中，從小

學起推動世界環境永續發展的理念是共同的。臺灣團隊所研發的跨國

培育綠色領袖的教材，除了先前已由日本兵庫教育大學著手規劃日文

版外，此次亦將由韓國大邱教育大學翻譯為韓文版，並於韓國的小學

實行與施測。將有助於東亞地區國際環境比較教育研究的推行。值得

一提的是，本次參與的臺灣同學口頭報告的表現良好，獲得其他國家

學者肯定，顯見同學代表學校出團交流的用心，值得嘉許，也使得這

個研討會增添更多的色彩且更具意義。且過程也觀察到這種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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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提升學生的國際觀之外，的確提升了同學對學校及臺灣的認同

感。 

   2. 在參訪過程中發現，韓國的小學對傳統文化及現代科技發展同

樣重視。教室的布置及情境充滿韓國傳統文化的特色，課堂的上下課

鈴聲亦是使用韓國傳統民俗音樂。此外，更是有一門傳統體育課程，

讓小朋友踢毽子、滾輪胎等韓國傳統童玩運動。走廊間更是有近期韓

國與日本爭議的獨島議題的文宣。顯見韓國小學教育造就了目前韓國

文化於世界上強勢的地位及韓國人高度的民族認同感。這點或許可作

為臺灣對傳統文化保留時的參考之一。 

 

四、建議 

1. 先前科學教育的發展多著重在科學概念的理解與新科技的介紹，

但因應環境問題的日益嚴重，如何在教材中融入永續發展的概念，亦

是刻不容緩的議題。如韓國專門針對此成立的永續教育發展計畫亦值

得參考。此外，永續的議題其實亦不限於科學發展或環境議題上。如

教育、文化、性別等皆是永續重要的發展議題(上述議題皆列入韓國

永續教育發展的議題)。或許唯有全面性的課程發展，才能將永續的

概念漸漸的在下一代的學生身上生根。這或許也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2. 為了拓展國際化視野，近年本校來對校內各系所院之國際合作計

畫推動不遺餘力，也因為這樣機會讓本校理學院的環境教育教學教材

研發團隊能有機會與本校亞太地區姊妹校-韓國大邱教育大學及日本

兵庫教育大學，能有實質且綿密的學術交流合作，並進而帶動學生交

流，使學生學習國際視野得以拓展，目前已顯現具體成效。建議未來

可以簽屬 DHP(Daege-Hyogo-Pingtung)合作相關協定，使三校更可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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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讓 DHP(Daege-Hyogo-Pingtung)跨國結盟更具實質性及永續性。 

3. 此種以跨國學術研究為起點，最終回歸於教學面上，並帶動學生

國際學習的方式，或許可以成為本校以教學專業發展為重要訴求之推

動國際化的特色模式之一。建議未來除了可以現有日本及韓國姊妹校

交流的基礎，繼續拓展至亞洲其他國家的姊妹校，進行師生交流模式

外，亦可由校方展開雙聯學位設置或每年定期由各校間輪流舉辦聯合

式短期交流活動等校際間的永續合作。相信這些方案對提升本校的學

術聲望國際化與學生學習資源多元化都能有相當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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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附件一、第一屆 DHP 三校聯合研討會論文徵件通知 

 



 

附件二、本校師生口頭發表論文簡報檔 

林曉雯教授口頭發表論文簡報檔 

 



 

 



 

 



 

 



 

陳皇州助理教授口頭發表論文簡報檔 

 
 



 

 
 

 

 

 

 

 

 

 

 

 

 

 

 

 

 

 



 

 

許華書助理教授口頭發表論文簡報檔 

 
 

 

 

 

 



 

 
 

 

 

 

 

 

 



 

 



 

 



 

 



 

 
 

 

 

 

 



 

學生報告一: 黃巧菱、朱意婷 

 



 

 

 



 

 

 

 

 

 



 

學生報告二:張巧玲、廖姿雅 

 



 

 

 

 

 

 

 



 

學生報告三：呂佩恩、劉華慧 

 



 

 

 

 

 

 

 

 

 

 

 

 

 

 



 

學生報告四：林怡德 

 

 



 

學生報告五：陳俐蓉、顏毓嫻、王怡琇 

 



 

 



 

 



 

附件三、成果發表暨參訪交流照片 

 

大邱教育大學

Nam Seung-In 校長

會議開幕致詞 

 

林曉雯老師進行

口頭報告 

 

陳皇州老師進行

口頭報告 

 



 

 

 

許華書老師進行口頭報告 

 

福田光完老師進行口頭報告 

 

第一屆 DHP Program 

本校代表團學生獲頒證書及

紀念品 

 

 

 



 

 

 

 

 

本校 DHP 代表團於議場合

影 

 

 

參訪大邱教育大學安東

市附屬小學 

 

參觀大邱教育大學安東

市附屬小學-自然課教

室與上課情形 

 



 

 

 

參觀大邱教育大學安東市附

屬小學-體驗傳統體育課程 

 

參觀大邱教育大學安東市附

屬小學-參觀特教教室 

 

參觀大邱教育大學安東市附

屬小學-參觀課堂上課及數位

教材 

 
  



 

 

 

本校劉校長致贈紀念品予大

邱教育大學 Nam Seung-In 校

長 

 

 

兩校校長與師長合影 

 

本校校長與交流生在大邱教

育大學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