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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應韓國台灣教育中⼼承辦學校⽂化⼤學的邀請，本校比照去年報名參加了韓國

教育展的參訪⾏程。由於評估後本校未報名後續的教育展⾏程，因此整個⾏程

由9⽉27⽇開始到9⽉30⽇結束，⽬的就是單純地完成三個由主辦單位安排的韓

國著名⼤學的拜訪。尤其是希望能延續104年到漢陽⼤學的拜訪，與該校進入簽

訂MOU儀式。但原訂參加於9⽉30⽇拜訪同德女⼦⼤學的⾏程，因主辦單位與

導遊評估很可能影響到我當⽇的返國⾏程，因此放棄參加，殊為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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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的

應韓國台灣教育中⼼承辦學校⽂化⼤學的邀請，本校比照去年報名參加了韓國

教育展的參訪⾏程。由於評估後本校未報名後續的教育展⾏程，因此整個⾏程

由9⽉27⽇開始到9⽉30⽇結束，⽬的就是單純地完成三個由主辦單位安排的韓

國著名⼤學的拜訪。尤其是希望能延續104年到漢陽⼤學的拜訪，與該校進入簽

訂MOU儀式。

過程

9⽉28⽇

本⽇搭乘早上的班機由桃園機場出發，約當地時間1點左右抵達。這次⾏程中國

⽂化⼤學依然有安排導遊同⾞，⽽這次的導遊又非常健談，在⾞上不停的向我

們介紹台灣與韓國的不同現象或習俗。因為到旅館的路途很遠，導遊也非常熱

⼼的帶我們先去晚餐和體驗韓國的超市。雖然作為社會學者，年輕導遊的話我

既覺得有趣但又不放⼼上。倒是剛好踫上⾸爾街頭才剛有⼤型抗議，他不斷講

到韓國政治的問題，又講到韓國⼈對⽇本的⼼結等等，倒是吸引我的注意⼒。

⽽我們下榻旅館附近就是⽇本駐韓國⼤使館，我特地過去看看韓國⼤學⽣在⽇

本⼤使館前的長期抗議活動。

9⽉29⽇

本⽇是本次⾏程最重要的活動安排。早上⾸先拜訪私⽴漢陽⼤學，由於去年和

本校當時主秘李廣祁教授已拜訪過該校，確認過該校的⼯程學院背景與本校較

接近，⽽該校近年來的發展與名聲都非常優良，在來訪前我與國際長確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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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這次⾏程能與漢陽⼤學洽談建⽴姐妹校關係，以⽅便同學到該校來進⾏交

換學習。漢陽⼤學由國際副校長接待，雙⽅在會談中也提及2017年於⾼雄舉⾏

的APAIE年會，將會再度來台，屆時可與⼤家再相會。會後則由漢陽⼤學安排

於學校餐館內午餐，我也利⽤機會與該校國際處助理交換名⽚請她協助後續簽

約⽂件事宜。

下午的⾏程則是拜訪慶熙⼤學，由該校國際長款待參訪團。該校較重視的是國

際關係與⼈⽂藝術學科，與本校的發展⾯向較少互惠處。但該校的校園非常有

特⾊，尤其是其表演藝術廳非常壯觀與功能齊備，據說是當地重要的表演場所，

也吸引很多外地的表演活動在這裡進⾏，因此成為該校的指標性建築。另外接

待的安排還去參觀該校的空中⼤學分部，由分布的主任接待，該分部有完善的

線上課程錄⾳與錄影場棚以及剪輯等設備，也有專業的團隊負責執⾏，規模相

當驚⼈。和去年⼀樣，我再度為韓國⼤學教育的硬體設備投資所震撼。本⽇的

晚宴由⽂化⼤學安排在明洞附近的韓國餐廳，席間有多位同德女⼦⼤學教授，

⾼級中學校長以及台灣教育中⼼的韓國執⾏長共同出席。最意外的是⼀位同德

女⼦⼤學教授曾在台灣學習中⽂，並且和我相同是社會科學領域的專長，他問

起我是否認識中研院社會所的蕭新煌所長，我告知曾在中研院帶過⼀段時間，

所以約定未來可以互相交流。

�

相⽚⼀：漢陽⼤⼤學的拜訪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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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慶熙⼤學國際事務副校長致歡迎詞

9⽉30⽇

早上原本要和參訪團⼀起出發前往拜訪同德女⼦中學，再從同德女⼦中學獨⾃

前往仁川機場返國。但主辦單位與導遊確認後認為同德女⼦⼤學距機場路程太

遠，我恐怕⼀道同得沒有時間⼀同拜訪，因此建議我取消早上⾏程，從旅館附

近搭機場巴⼠較保險。我只好在旅館附近的光化⾨附近⾛⾺看花，就回到旅館

附近的機場快捷巴⼠站搭⾞到機場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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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與建議

這次的活動本身性質與⽬的單純。主要就是希望能與漢陽⼤學簽訂姊妹校的準

備過程持續進⾏。然⽽據⽂化⼤學提供的訊息，漢陽⼤學⽬前對於簽署國際合

作的態度轉向保留，不像過去那麼爽快進⾏，所以我必須密切注意。不過這次

參訪⾏程中，台灣教育中⼼的總幹事張榮熙先⽣提供很多寶貴意⾒，也直得本

校在與韓國學校或韓國學⽣互動上參考。其⼀是，韓國學⽣已慢慢不是只想到

台灣學華語，因此學校是否有完善的華語中⼼設置並不⾒得會影響韓國學⽣到

台灣就讀或交換。這對於沒有華語中⼼的本校來說，值得在招收韓國學⽣的策

略上再做調整。其⼆是，韓國學⽣多喜歡到留學國⾸都，⽽不到其他城市，這

是台灣教育中⼼希

望能改變韓國學⽣的奇特習慣。但這點當然是對本校較不利的部分。或許，強

調⾼鐵站的設⽴已改變本校的對外交通運輸時間也是必要的學校環境介紹中的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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