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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校（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學院機械工程系 任志強 教授於2013 年 7 月 06~14 日帶隊參加

南京理工大學暑期夏令營活動，參與學生總共8位，帶隊老師除本人之外，還有本校設計學院副

院長杜瑞澤老師。此行讓所有參與學生及帶隊老師吸收到相當多的豐富知識以及當地文化風情，

藉由此次夏令營的活動內容，同時也在南京理工大學參與活動的師生的帶領下讓台灣學生對於

南京地區有更深刻的認識。夏令營主要目的是讓參與老師及學生能了解南京各重點地區之文化

特性，包括：中山陵、總統府、夫子廟、玄武湖、地鐵站等南京五大重點區域，並以分組的方式

進行專案討論，分別詳細研討上述五大重點區域對南京地區的影響性，專案分組討論的方式是

由南京理工大學派出的學生連同參與夏令營的台灣學生一起進行參訪以及調研，最後也進行了

專題研討報告，在報告中各個小組也分別提出了許多心得與建議，為此次的南京夏令營畫下完

美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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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本校工學院機械工程系 任志強 教授於2013 年 7 月 06~14 日帶隊參加南京理工大學暑期夏令

營活動，參與學生總共8位（其中工學院學生3名，設計學院學生5名），帶隊老師除本人之外，

還有本校設計學院副院長杜瑞澤老師。此行讓所有參與學生及帶隊老師吸收到相當多的豐富知識

以及當地文化風情，藉由此次夏令營的活動內容，同時也在南京理工大學參與活動的師生的帶領

下讓台灣學生對於南京地區有更深刻的認識。夏令營主要目的是讓參與老師及學生能了解南京各

重點地區之文化特性，茲將活動內容簡略說明如下：重點參訪地區分別為中山陵、總統府、夫子

廟、玄武湖、地鐵站等南京五大重點區域，並以分組的方式進行專案討論，分別詳細研討上述五

大重點區域對南京地區的影響性，尤其是本次的活動主軸是以導覽地區標示等改善設計為主要討

論項目，例如:參訪路徑規劃、導覽說明等多種項目；另外，專案分組討論的方式是由南京理工

大學派出的學生連同參與夏令營的台灣學生一起進行參訪以及調研，最後也進行了專題研討報告，

在報告中各個小組也分別提出了許多心得與建議，為此次的南京夏令營畫下完美的句點。經由此

次的夏令營活動，除了可以讓兩岸參與師生相互了解及學習兩方學生們在校的學習生活與文化習

性異同之外，也利用討論的方式更深刻了解南京地區的發展概況。 

 

二、過程： 

(1) 參訪日期7/06：出發前往南京 

由於暑期機票不容易預定，所以本人以及工學院2名學生比預定行程早一天出發，亦即我們

一行3人在前一天晚上就先抵達南京，並在機場附近酒店先行住宿一晚，預定隔天中午與另外7

名台灣師生團員一同會合後再前往南京理工大學。 

 

(2) 參訪日期7/07：安排入住留學生公寓，校園參觀，歡迎晚宴 

今日中午我們師生一行3人再次回到祿口機場與另外7名台灣師生團員以及南京理工大學接

機人員會合後，就開始接著的幾天夏令營行程。抵達南京理工大學後，南京理工大學接機人員

先讓我們到留學生公寓放置行李，接著帶領大家繞學校、認識校園，瞭解這幾天生活起居該如

何自理，接著是由南京理工大學外事處舉辦歡迎晚宴，參與人員計有：雲科大老師2位，學生8

名；南京理工大學外事處副處長1位，老師2位，助理1名等共15名，場面相當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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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遊歷 

 

(3) 參訪日期7/08：南京遊覽（中山陵、總統府） 

本日由南京理工大學安排南京市旅遊，並為稍後的專案分組討論預作準備。第一站，中山陵

為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陵寢，此地區相當莊嚴肅穆，而地方也相當廣大，進入園區並不用收費門

票，根據當地的敘述，在兩年前，中國國民黨向南京政府的爭取下，取消收費門票的方式，讓

更多的人來進入中山陵參觀，另外，參觀當天剛好星期一，是中山陵進行維護時間，故不會對

外開放入內參觀，但在外圍亦可感受到莊嚴的氣氛。而在中山陵的附近則是明孝陵，此一地區

是明朝開國帝王朱元璋的陵寢，是世界文化遺產之一，也是中國大陸重點5A級觀光地區。第二

站，總統府敘述的部分如下，總統府是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府，當時第一任臨時大總統

為國父孫中山先生，而原先總統府在明朝時是江蘇總督府，其中較著名的為林則徐、曾國藩、

李鴻章、沈葆楨、左宗棠等人皆在此地任命之，比較重要的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國父孫

中山先生即在此地任命臨時大總統，在1947年由蔣中正就任中華民國總統，故此地區對於台灣

而言有相當重要的意義，透過當地的導覽人員詳細的解說總統府的歷史背景，使更了解南京總

統府的歷史定義，另外，總統府也是本次活動的專案分組討論的景點項目之一，討論的重點為：

由於要獨自導覽總統府時，參觀路徑相當複雜，且在歷史瞭解程度方面也相當繁複，讓初次參

觀人員不易了解參訪的目的與意義，故參與調研的兩岸學生們針對此一缺點提出相當多的建議

與方式，並規劃數條簡易的參觀路徑來搭配說明。另外，趁著參訪南京理工大學的機會，在本

人帶領下，雲科大工學院師生4名一行順道參觀了南京理工機械學院，拜訪機械學院院長李小寧

教授，並參觀李教授的研究團隊實驗室，值得一提的，李教授主要的研究領域是氣液壓控制等相

關研究，與本人實驗室研究領域十分類似。同時李教授也詳細介紹了研究室所進行的各項研究

題目，雙方進行彼此相互認識與初步交流，接著李院長也邀請我們一同共進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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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活動行程相關照片—參訪總統府 

 

 

與機械學院李院長共進晚餐 

 

(4) 參訪日期7/09：參觀南京企業、南京遊覽 

 

3D打印技術是目前相當受到重視的快速成型技術，其基本原理為利用3D圖檔，把物品的形

狀一層一層的推疊並黏合起來。這次由南京理工安排前往位於南京高新技術開發區之紫金立德

電子公司進行參訪，讓本人以及其他雲科大師生對於3D打印技術有了更新的認識，傳統加工方

法材料的利用率大約只有15％，3D打印卻可以達到80％，對於材料利用率大幅提昇；另外也可

以利用電腦逐層掃描，模型數值化，接著控制不同打印機，逐層打印疊加，簡單來說就是切面

掃描（微分），3D打印（積分），透過該公司的詳細介紹，可以確認3D打印是相當重要的革命

技術，難怪會被傑瑞米．里夫金列入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技術之一。 

另外，本日下午由南京理工安排前往南京市旅遊的第三站：夫子廟進行參訪，夫子廟為南京

地區主要的觀光地區之一，也是兩岸參與調研學生的專案分組討論的景點之一，夫子廟即是台

灣所稱的孔夫子廟，南京夫子廟原是供奉孔夫子廟的地方，而在宋朝時期建立江南貢院為當時

科舉考試的地點，在1937年日軍侵華毀壞嚴重，經由日後精心修護而成現狀，另外夫子廟位在

於秦淮河畔旁，帶來秦淮河主要的重點觀光效益，現今的夫子廟由於已演變成商業地區的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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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故周邊地區皆有地方小吃與販賣具地方特色文藝品。據參與調研的本校學生轉述，在南京

理工學生的帶領下，品嘗當地小吃並參觀夫子廟的二項重要指標性建築(夫子廟、江南貢院等)，

參觀完之後隨即進行討論，主要的討論項目分為3大項目，第一為夫子廟帶來地方上的觀光效益，

如歷史意義、地方小吃與文藝品等，第二為夫子廟為祭祀的廟宇主要是供俸孔夫子，故與台灣

地區所祭祀的方式與周邊設施進行比較，第三為在台灣方面也有孔子廟，同時介紹兩岸之間的

差異性提供給大陸學生了解。最後前往南京市旅遊的第四站：玄武湖進行參訪，此地為南京市

重點光觀湖泊之一，與杭州西湖、嘉興南胡並稱江南山大明湖，在玄武湖園區周邊著名的景點

為明城牆、雞鳴寺、紫金山、南京火車站等地，使得整體玄武湖得以增加不少景點，對於此地

的參觀研究，也有另一組人馬進行相關調研，據參與調研的本校學生轉述，其主要提出的相關問

題為玄武湖地區地方廣大，標示方式不清楚，周邊設施維護不良，該組人員對於這些問題提出

了解決方法並設計一相當具有創意的LOGO來代表玄武湖，這對於觀光地區的未來發展則是相

當重要。 

 

  

參訪活動行程相關照片—參訪夫子廟 

 

(5) 參訪日期7/10：各小組專題考察與學術研討 

分組專案報告總共分為五組，分別是玄武湖、總統府、夫子廟、紫峰大廈以及地鐵站等，

因此本日主要是留給各組的台生以及陸生自由活動時間，自行前往所負責的景點進行調研工作，

各組學生也在這一天進行深入討論，除了對於這幾天的參訪心得以及相互交流情形來製作心得

報告之外，也積極針對明日(7/11)的分組專案報告進行簡報資料彙整以及預演練習等工作。 

 

(6) 參訪日期7/11：各組專案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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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日上午10時整進行分組專案報告並進行相互心得及意見交流，報告組別總共分為五組，對

應的四個調研景點為：玄武湖、總統府、夫子廟、紫峰大廈以及地鐵站等，各組分別針對5個不

同的景點特色進行說明與報告，除了將參訪時的所見所聞以及調研心得進行報告之外，各組也

分別提出了極具建設性的幾點建議事項來共同討論。據參與調研的本校學生轉述，在製作報告期

間陸生與台生合力共同尋找資料，並討論出一個共識來呈現出報告主題，這是相當難得的互動

學習機會，這也是此次夏令營的一大收穫之一。 

 

  

  

  

參訪活動行程相關照片—分組專案報告現場 

 

 



 

6 

 

(7) 參訪日期7/12~13：上海-蘇州兩日遊 

結束昨日的分組專案報告之後，今日在南京理工大學2位老師的帶領下，搭乘巴士前往上海

地區與蘇州地區進行參觀與遊覽，其中在上海地區主要參觀了「陸海空」三個部分，其中，「陸」

代表參觀了上海地區著名的私人花園”豫園”；「 海」則為搭乘遊船遊覽黃浦江，在遊船上可

以看到上海的外灘與內灘的古今建築大樓；「空」則代表參訪上海的著名的地標為東方明珠塔。

另外，我們則是前往比上海東方明珠塔更高的環球世貿金融中心觀景台來觀看整個上海市區，

環球世貿金融中心觀景台為94樓，可以清楚觀看到東方明珠塔以及其他建築大樓，相當壯觀。

而在蘇州地區則是參觀了著名的虎丘塔、寒山寺、私人花園-網師園以及蘇州博物館等景點，參

觀完之後則結束此次的夏令營活動。對於此次的活動，本人深信可以使得本校參與夏令營活動

的師生收穫良多，除了在南京理工大學可以親身體驗當地老師及學生的生活之外，也得以了解

南京地區各重點文化景點的特色，另一方面更可透過夏令營活動來使兩岸的老師與學生之間能

有更多的互動與學習機會，進而了解並尊重彼此社會文化特性的差異，真是一趟收獲頗多的學

習之旅。 

 

 

上海-蘇州兩日遊 

 

(8) 參訪日期7/14：返回台灣 

    

三、心得： 

    據參與夏令營的本校學生們轉述一致的看法：此次參加南京理工大學舉辦之夏令營活動，獲

得相當多的知識與心得，透過兩校學生之間的互助合作來完成一份心得報告並現場發表，這不

僅是難得可貴的經驗，也可充分達到交流的效果。另再根據參與活動的本校工學院康銘哲同學

額外轉述：「這次的夏令營活動，讓我學到非常多，瞭解當地不一樣的文化特色，藉機也可以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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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擴展國際視野，吸取知識，並在良性的競爭下，讓自己的能力得以提升，相信這對於我未來

的人生規劃有莫大的幫助，最後感謝學校提供這樣難得的機會」。此外，本人也有一點心得整理

如下：兩岸夏令營活動提供了兩岸高教大學中老師以及年輕學子之間彼此交流的機會，能促進彼

此的了解，進而能夠化解彼此的誤解與歧見，為兩岸現在以及下一代的和平共處奠下基礎。 

 

四、建議： 

以下有三點來自參與夏令營本校學生的一般建議。 

 第一點、此次由當地的學生各自帶領學生參訪行程，雖然可以達到彼此之間交流無間隔，

但缺點是外出的交通費以及伙食費皆由學生本身負擔，建議或許可以補助一些經費給外出

的學生。 

 第二點、南京理工學校提供參與夏令營的學生具有金額的臨時卡(上限 1000 元)，給參與學

員們吃飯或採購校內物品，但僅限於校內用，個人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做法，未來若台

灣的高教大學也籌劃舉辦夏令活動，或可考慮採用此一方式來提供參與學生基本福利。 

 第三點、今年參加夏令營活動是以兩校之間層級來安排，故參與學生學習領域較為廣泛，

建議可由院層級的方式來進行，使得學生學習性質領域較為接近，例如，由兩校之間的工

程學院或是設計學院等單位來執行活動，使得學生可以吸取更多的專業知識。 

 

本人也有二點建議如下。 

 第一點、夏令營的舉辦在大陸高教大學中是有系統且有規劃地在執行；反觀在台灣的高教大

學方面目前針對兩岸夏令營的舉辦則是規模較小且較不普遍，也許台灣高教的思考重點是放

在交換生等正式學制的招生，但是夏令營期程短（一般 1~2周），經費花費也不算高，而且

在短期內即可收到兩岸高教學生交流、溝通與學習的機會，其實整體看來是具有投入少且收

益大等具體貢獻的活動，也許未來值得台灣的高教大學學習並採漸進方式擴大舉辦。 

 第二點、對等的安排是很重要及必要的，舉例來說，本次本校計有2位帶隊老師以及8位學生

參與南京理工夏令營活動，主辦單位南京理工大學也是安排了2位老師以及近10位學生共同

參與。另外，在夏令營期間應儘量避免在言辭或行動中碰觸敏感的政治議題，單純以夏令營

主題的推動做為交流重點（例如：本次夏令營即是以文化參訪交流為主題），如此即可真正

達到交流、溝通與學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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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夏令營日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