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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蒙藏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自 2009 年 2 月起，辦理臺灣與大陸內蒙古自治區

大專青年交流活動，2012 年起將交流地區擴大至大陸少數民族聚居地區，以持

續增進兩岸大專青年交流廣度與深度。本會今(2014)年 8 月所舉辦之「2014 年臺

灣大專青年認識大陸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研習營」內蒙團活動，由蒙藏委員會主

計室謝秀琴主任率團，邀集來自 17 所臺灣大專院校青年 28 名學生（其中包含

臺灣蒙籍學生 4 名及原住民族學生 3 名），籌組遠赴大陸內蒙古自治區的內蒙

古民族大學進行參訪交流。 

研習期間除兩岸大專學生交流互動之外，接待學校亦帶領學員實地走訪體驗內

蒙古的具歷史文化、自然與人文生態特色景點，除了到內蒙古東部通遼市參

訪，更前往北京參訪。而歷史文教寶地-元代佛塔、孝庄園、長城，也是不可缺

席的地方；蒙古大草原更是必去之地，讓學生親身體驗草原民族的生活習俗，

短短 8 天豐富精彩的行程，兩岸學子透過實際交流互動，瞭解彼此的學習環境

及生活習慣，對於兩岸青年交流之目的更向前邁進一步。 

此次參與研習營學員採自由報名方式，由本會遴選出包括臺灣大學、政治大 

學、交通大學、成功大學、中山醫學大學、亞洲大學、臺北大學、東華大學、 

彰化師範大學、新竹教育大學、高雄醫學大學、淡江大學、大葉大學、逢甲大 

學、真理大學、開南大學及慈濟技術學院等 17 所學校共 28 名學生參加，男女 

比例各半。系所包括醫學相關科系、政治系、民族系、企業管理系、設計暨藝 

術系、觀光系、中文及人文社會學系、資訊工程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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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與目的 

本會為促進兩岸教育文化交流，增進臺灣與中國大陸內蒙古自治區大專院

校青年學子間的瞭解，於98年起即於每年寒暑假辦理大專青年互訪活動，透過

參訪具歷史文化、自然生態特色景點，與當地學生交流互動，讓同學們有機會

從實際經驗中，認識臺灣與內蒙古的今昔異同，為未來各項交流合作奠定良好

基礎。2011年起，為增加活動的深度與廣度，將活動範圍擴大至中國大陸少數

民族聚居地區，並將活動名稱變更為「臺灣與大陸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大專青年

交流研習營」，除內蒙古自治區外，也分別與青海省及寧夏回族自治區兩地進

行青年互訪活動，以持續增進兩岸大專青年交流廣度與深度，活動深獲雙方參

與學員熱烈迴響。 

本活動除安排兩岸師生互訪交流，提供大陸青年瞭解臺灣科技、經濟及社

會多元文化發展經驗，並使其親身體驗臺灣特有海洋風貌及自然景觀，同時也

讓臺灣學子有機會認識與親身體驗大陸少數民族歷史文化、自然生態與社會經

濟演變與發展；藉由團隊探索、文化與生活體驗、雙方青年學子交流互動、城

鄉造訪等多元活動，培養雙方青年互助、關懷、服務的品格；建立長期合作關

係，培育兩岸知識菁英成為未來溝通與合作橋樑。 

貳、 行程規劃與團員組成 

本(103)年「臺灣大專青年認識大陸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研習營」經由大陸國

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推薦，擇定與內蒙古民族大學合作辦理，活動日期為 8 月 7

日至 14 日，共計 8 天 7 夜。本會透過公開方式，遴選來自國內 17 所的臺灣大

專青年共 28 人，其中包括在臺蒙籍學生 4 人及原住民族學生 3 人，由本會主計

室謝秀琴主任率團，並由徐秘書淑美擔任領隊，一行 30 人，共同前往位於大陸

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的內蒙古民族大學進行交流活動。此外，考量性別平等價

值，本會進行學生遴選時亦依照男女平衡比例各遴選 14 名。 

      此次參與研習營學員採自由報名方式，由本會遴選出包括臺灣大學、政治大 

學、交通大學、成功大學、中山醫學大學、亞洲大學、臺北大學、東華大學、 

彰化師範大學、新竹教育大學、高雄醫學大學、淡江大學、大葉大學、逢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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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真理大學、開南大學及慈濟技術學院等 17 所學校共 28 名學生參加，男女

比例各半，參訪時間為 2014 年 8 月 7 日至 8 月 14 日，為期８天，八天的參訪

行程，使臺灣學子對內蒙古的自然景觀與文化習俗等，皆留下深刻印象，也讓

雙邊學生對彼此的情誼更加相知相惜。本次內蒙古團全程 8 天 7 夜，其中 6 天

5 夜在內蒙古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參訪交流及 2 天 1 夜的北京參訪八達嶺長城及

故宮等歷史勝地。 

叁、過程與活動紀要 

一、 日程： 

        8 月 7 日，第一天，搭乘長榮航空公司班機由桃園中正機場經北京轉機至

內蒙古通遼市，與國家民委港澳臺辦公室蘭海濱巡視員及袁泉主任科員見面交

流，搭乘 CA1123 班機至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由內蒙古民族大學師生到機場

接機。 

        8 月 8 日，第二天，與內蒙古民族大學師生進行座談會交流，由該校肖建

平校黨委副書記進行校園簡報，供臺灣青年了解內蒙古民族大學現況，接著參

觀通遼市博物館，下午實地參觀內蒙古民族大學校園。 

        8 月 9 日，第三天，前往參觀風力發電廠，參觀開魯縣麥新紀念館及元代

佛塔，參訪蒙牛乳業，發崛其迅速崛起的成因。 

        8 月 10 日，第四天，前往孝庄園，之後前往扎魯特旗草原及輝特淖爾草原

體驗牧民生活在遼闊草原上騎馬，並在星空下參加篝火晚會，享受草原歌舞的

奇特魅力。晚上住宿蒙古包，親身體驗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真實感受。 

        8 月 11 日，第五天，前往觀音山，沿途至瑪拉嘎冰川遺址參觀，又乘車前

往霍林郭勒露天煤礦及煤電鋁工業區參觀。下午參訪扎魯特旗蒙古族實驗小

學。 

       8 月 12 日，第六天，前往大青溝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長達 24 公里沙漠大

溝，溝底千萬條淙淙泉水滙成一條長長的溪流，清澈透明。這就是被稱之為科

爾沁沙地綠色明珠的大漠奇觀，晚間舉行歡送晚宴後搭火車臥鋪由內蒙古自治

區通遼市前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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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3 日，第七天，前往長城及鳥巢、水立方 

        8 月 14 日，第八天，參觀北京故宮；隨即搭乘長榮航空公司班機返回臺 

  北。 

二、 參訪地點簡介： 

本次8天7夜的活動分別有6天5夜在內蒙古地區進行學習交流活動及2天1夜

的北京八達嶺長城及故宮等歷史勝地的參訪。內蒙古地區活動係由內蒙古民族

大學負責安排，本團抵達內蒙古後，首先由該校安排座談會雙向交流，同時參

觀校園軟硬體設施及環境。內蒙參訪行程是以通遼市為主軸，特重歷史、教育

文化、經濟發展及自然生態及草原體驗等面向。在歷史及教育文化參訪方面，

包括有通遼市博物館、開魯縣麥新紀念館、元代佛塔、孝庄園及札魯特旗蒙古

族實驗國小；經濟發展面向參觀包括風力發電廠、蒙牛乳業、霍林郭勒市露天

煤礦及煤電鋁工業區；自然生態及草原體驗部分則是前往可汗山、瑪拉嘎冰川

遺址、同時體驗大青溝自然保護區的蒙古草原特色風情，讓學生親身感受草原

民族的生活習俗與風土人情。 

為實地勘查內蒙古自然保護區生態風光，並體驗蒙古民族節慶活動、民俗

文化與了解內蒙古當代經濟發展，內蒙古民族大學特安排滿滿的草原文化行

程，在內蒙古民族大學的師生陪同下，共同體驗騎馬、射箭及篝火晚會等民俗

表演及品嘗道地的特色手扒肉、烤全羊、奶茶等蒙古族風味食品，從中使臺灣

學生和內蒙古民族大學學生進行密切的溝通交流，搭起雙方的友誼橋樑，大家

相談甚歡，也奠定雙邊學子良好互動的基礎。短暫 6 天的探訪內蒙古，讓臺灣

青年認識內蒙古，體驗當地人文風情，這項活動也開啟了臺灣大專青年與大陸

內蒙古大專青年之間的交往，藉著共同的生活體驗，促進雙邊大專青年相互了

解，學會尊重與包容，建立友誼，埋下了未來合作發展的種子。 

（一）內蒙古通遼市：通遼市位於內蒙古自治區東部，現有人口 320 萬人，總

面積 59535 平方公里，南北長約 418 公里，東西寬約 370 公里。東靠吉林省、

西接赤峰市、南依遼寧省、西北和北邊分別與錫林郭勒盟、興安盟為鄰，屬東

北和華北地區的交匯處。 通遼市的前身為哲裏木盟,始建於清朝崇德元年（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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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999 年 10 月,撤銷哲裏木盟建制,成立通遼市政府，轄科爾沁區、開發

區、霍林郭勒市、科左中旗、科左後旗、開魯縣、庫倫旗、奈曼旗、紮魯特

旗。市政府所在地科爾沁區是全市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有科爾沁草原明

珠之美譽，地處松遼平原西端，科爾沁草原腹地，轄內既有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大青溝、冰河遺址，又有元代佛塔、孝庄園等文化歷史資源和人文景觀。 

（二）內蒙古民族大學：內蒙古民族大學位於內蒙古自治區東部，創建於 1958

年。2000 年 6 月由原內蒙古民族師範學院、內蒙古蒙醫學院、哲裏木畜牧學院

三所本科院校合併組建，是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和國家民委共建的綜合型民族大

學，自治區重點建設高校。學校涵蓋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

理學、工學、農學、醫學、管理學、藝術等 11 個類科。學校占地 3549 畝，校

舍建築面積 41.87 萬平方米。設有政法與歷史學院等 27 個教學單位和 7 個教

輔、附屬單位。現有教職員 1725 人，其中蒙古族教職員 872 人，占教職工總數

的 50.5%；專任教師 1086 人，其中蒙古族教師 646 人，占 59.5%。專任教師中

正副教授 543 人；具有博士、碩士學位的教師 881 人，占專任教師總數的

81.1%，其中博士 186 人。學校向全中國大陸 27 個省、市、自治區招生，現有

全日制本專科在校生 20664 人，其中少數民族學生 10106 人，蒙古族學生 8816

人，蒙語授課 4103 人，分別占學生總數 48.9%，42.3%和 19.9%。其中博士研究

生 2 人、碩士研究生 764 人、留學生 330 人，另有成人教育學生 16474 人。現

有專業科系 65 個，職業技術教育專業 7 個。 

（三）元代佛塔：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起來的第一個全中國大陸範圍內建立起

來的王朝，以少數民族統治者為主的政權，在這個期間元代統治者推行喇嘛

教，在各地建寺造塔，數量甚多，並將古代塔婆式塔作為喇嘛教的崇拜物，發

展喇嘛教(喇嘛教現皆稱為藏傳佛教)。 

（四）孝庄園：達爾罕親王府位於科爾沁左翼中旗花吐古拉鎮孝莊園旅遊景區

內，距通遼市東北 48 公里，為“清代國母”孝莊文皇后的出生地，現今中國最

大的親王府。王府始建於明萬曆年間，迄今已有 400 多年的歷史。初為蒙古科

爾沁部首領、孝莊文皇后之父宰桑府邸，後於順治年間因宰桑之子滿珠習禮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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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札薩克和碩達爾罕親王而得名，至清末共世襲更替十二代，且有多位清皇室

公主、格格下嫁府內。康熙大帝一生三巡科爾沁，寫下著名的《至科爾沁部與

眾蒙古宴》詩；乾隆皇帝曾兩駐蹕王府，並在府內舉辦過 33 歲生日隆重慶典。

民族英雄嘎達梅林曾擔任王府的最後一任軍務梅林。由於歷史原因，王府早已

被破壞蕩然無存，為再現歷史，通遼市政府和中國大陸有關部門決定投入約 1

億資金在原址對王府重新復建。重建後的王府佔地十萬平方米，分中、西、東

三路，計由 90 餘座清代古建築組成。中路由王府府門、儀門、印務處、銀安

殿、寢門、寢殿（孝莊故居）、後罩樓（玉佛殿、祠堂）等七進院落組成；西

路由札薩克衙門、內務衙門、王爺演武場、馬廄等組成；東路由驛館、梅林衛

隊、王府小花園、公主府、書院書櫥、倉等組成，整體建築為傳統木結和青磚

灰瓦，雕梁畫棟，富麗恢宏，民族特色濃郁，被譽為中國王府之最。 

（五）蒙牛乳業集團：是中國大陸的國營企業，1999 年成立，總部位於內蒙古

和林格爾縣，創辦人牛根生，是中國大陸生產牛奶、酸奶和乳製品的領頭企業

之一，2005 年成為中國大陸奶製品營業額第二大的公司，其中液體類奶製品和

冰淇淋的產量已是全中國的第一名。 

（六）霍煤集團：前身霍林河礦務局，始建於 1976 年，在中國大陸五大露天礦

中最早開發建設，是中國大陸第一座千萬噸級現代化露天煤礦，由此瞭解內蒙

古重要煤礦產業經濟與發展。 

（七）大青溝：是國家自然保護區，位於內蒙古科爾沁草原科左後旗境內，距

瀋陽  200 公里，距通遼 80 公里，總面積 12.5 萬畝。區內大小青溝縱貫南北，

溝 長 24 公里，寬 200-300 米。原始森林植物物種繁多，水草豐美，空氣清爽 

恬人，是理想的避暑消閒勝地。大青溝和小青溝構成了舉世聞名的內蒙古大青

溝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景區內山清水秀共有熱帶亞熱帶植物 398 種，小青湖在

小青溝內形成泉湖，是大青溝旅遊區最大的水上樂園景區，俗稱不夜城。湖底

為白沙層，最深 21 米，有千萬道泉眼，湖水就是由這些泉水彙聚而成，湖內有

20 多種稀有淡水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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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長城 : 長城是古代中國在不同時期為抵禦塞北遊牧部落聯盟侵襲而修造

的規模浩大軍事工程統稱。長城始建於春秋戰國時期，歷史長達 2000 多年，今

天所指的萬里長城多指明代修建的長城，它東起遼寧省丹東市的虎山，西至內

陸地區甘肅省的嘉峪關，總長度為 8851.8 公里。 

（九） 故宮：北京故宮博物院建立於 1925 年，位於北京故宮紫禁城內，是在

明朝、清朝兩代皇宮及其收藏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綜合性博物館，其文物收藏

主要來源於清代宮中舊藏，1987 年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參、 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本會於 2009 年開始辦理兩岸大專青年互訪認識交流研習營，迄今廣受臺灣

大專青年歡迎，實際參與兩岸青年研習交流活動，獲兩岸學生肯定活動深具意

義，期待除內蒙古自治區之外，更能將廣度延伸至大陸其他少數民族地區，將

有效增加臺灣大專青年對大陸少數民族文化的認識。 

        此行由本會謝秀琴團長及徐淑美領隊，帶著28名臺灣大專青年前往內蒙

古，本次團員有大學一年級學生9位，還有幾位沒出國經驗的青年，帶團是一大

挑戰，本會於出發前先召開行前說明，由大家推選出學員長，並進行分組也請

各組青年相互關心照顧。出發當日在機場看到大家，就可以感受到他們對於前

往內蒙古的期待與雀躍，8天7夜的內蒙古文化交流與體驗，在28名臺灣青年的

報告中，在在感受到兩岸青年在短短六天內，因內蒙古寬闊草原及民族大學師

生的熱情帶動下，雙方建立起深厚的情誼；對內蒙古草原及對蒙古文化的第一

次接觸，帶給臺灣學生許多的感受與衝擊，臺灣青年從中更觀察到中國大陸辦

理高等教育的定位與教學改革，在高等民族教育的學習環境，探究其背後的象

徵意義，看到大陸學生對求學階段的學習態度，更是讓臺灣青年深深自省；在

內蒙古自治區對少數民族語言的維護，如民族語言存在於生活中，路上的招

牌、師生間的交談及電視上的節目都充滿著蒙文，這和臺灣原住民部落及居住

區域的情形略顯不同，從中亦可見到蒙古族對傳統文化的保存與傳承，具有相

當強的使命感，這也是部分臺灣原住民學生提及要學習之處，在對自己傳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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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認識上，不要忘記自己的根，還要正視傳統文化正逐漸流失的問題。 

        本次活動，內蒙古民族大學特別安排該校學生與臺灣大專青年共同活動，

雙方學生展開熱烈的密切互動與交流，建立深厚的情誼，除互相留下聯絡方式

繼續交流，同時相約明年臺灣相見，對彼此的情誼相知相惜；亦使臺灣學子對

內蒙古的自然景觀與文化習俗等，有了新的體驗與認知。 

二、建議： 

（一） 本研習營活動目的希藉由團隊探索、文化與生活體驗、雙方青年

學子交流互動、城鄉造訪等多元活動，培養雙方青年互助、關懷、服

務的品格，建立長期合作關係，培育兩岸知識菁英成為未來溝通與合

作橋樑。從學員活動後的心得報告得知，學員表達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多為兩岸青年互動及建立彼此情誼部分及對內蒙古風土民情的體驗，

建議可增加在內蒙古交流的時間及可充實內蒙古參訪景點的完整性(避

免過多參訪地點，影響時間分配)。本會原行程係安排 2 日北京行程與

北京民族大學師生交流，亦因暑假期間該校校園整修，以致未能安排

交流活動，甚為可惜。未來，應於行前密切溝通，請陸方安排相當時

段辦理兩岸學生交流活動，同時參酌參與學員的建議，將更能達成本

項活動效益。 

（二） 由於此次學員多達 28 位，僅由團長及領隊 2 名帶隊前往，責任甚

重，雖行前會議已請學員自治，此行係為代表臺灣大專青年認識大陸

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研習營的成員，同時亦有陸方師生協助照顧，惟為

避免遇到學員有特殊心理狀況或有紀律較不嚴謹情況，建議行前加強

學員分組相互關懷及團結合作精神，並有緊急應變策略因應，俾利維

護每位學員的安全。 

（三） 本次接待學校為內蒙古民族大學，為內蒙古在蒙醫及蒙藥專業領

域具代表性的學校，建議該校於明年度來臺期間，可與臺灣中醫醫學

相關學校交流或於兩岸舉辦中蒙醫學相關研討會時，可有進一步交流

互動的機會，以延伸本次交流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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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活動照片 

照片集錦： 

1.團長謝秀琴主任與內蒙古民族大學黨委副書記肖劍平先生交換禮物 

 

 

 

 

 

 

 

 

 

 

 

 

2. 臺灣青年與內蒙古民族大學師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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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於內蒙古民族大學進行交流座談 

 

 

 

 

 

 

 

 

 

 

 

 

 

4.參觀通遼市博物館，認識內蒙古文化 

 

 

 

 

 

 

 

 

 

 

 

 



 11 

5. 參訪內蒙古民族大學博物館，臺灣學生認真聽解 

 

 

 

 

 

 

 

 

 

 

 

 

 

6. 參觀內蒙古歷史古蹟-孝庄園，瞭解內蒙古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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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參觀內蒙古風力發電廠，瞭解內蒙古經濟發展情形 

 

 

 

 

 

 

 

 

 

 

 

 

8.參觀內蒙古經濟發展面向-霍林郭勒市露天煤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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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參訪札魯特旗蒙古族實驗國小，兩岸青年進行棋藝交流 

 

 

 

 

 

 

 

 

 

 

 

 

 

10. 臺灣青年體驗蒙古三藝之一-射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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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輝特淖爾草原草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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