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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國際學術交流） 

 

 

 

赴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辦理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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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機關：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姓名職稱：黃建銘教授 鄭依萍助理教授 

派赴國家：越南 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出國期間：20170702—20170706 

報告日期：2017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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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基於發展系所特色、

增進系所師資生之國際視野與推廣公民教育之偏鄉實踐，經獲教育部 105 年精緻特色計

畫與本校教學卓越計畫補助，由本系黃建銘教授與鄭依萍助理教授規劃、培訓與帶領系

所 10 位師資生前往新南向國家之一：越南，舉辦公民教育服務營隊活動，並與胡志明市

臺灣學校合作，舉辦為期三天的公民教育營隊，營隊課程以「人權」為主軸，並以活動/

遊戲融入教學、戶外情境遊戲（RPG 闖關課程）等創新課程設計，讓系所師資生具備設

計特色課程與戶外課程之設計與實踐經驗，強化本系師資生公民教學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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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舉辦本次東南亞公民教育服務營隊主要的目的有三：首先，本次公民教育服務營隊

以「特色議題—人權」為主軸，設計連續三天之營隊課程，培訓時強調以議題教學為主，

特色課程設計為輔，更配合戶外情境教學活動設計，訓練本系師資生為因應 107/108 課

綱做好準備。再來，於當前臺灣人口結構變遷及教師員額緊縮之環境因素下，本次營隊

讓系所師資生有更多與東南亞文化、教育、教學或學校等互動經驗，以為因應當前教育

環境之新型態社會/文化資本。最後，除了拓展系所師資生之國際移動力外，更增進與東

南亞學校間之網絡鏈結，讓系所特色之公民專業教育得以被看見，並希冀吸引更多有志

參與公民教育的學生投入。 

 

 

2017.07.02營隊成員於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校門口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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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本次營隊經過系所師資生甄選、課程培訓與各式營隊準備工作坊等前置活動安排，

共約歷時半年，出發前一天並前往臺中市明道中學進行演練，並由現職高中公民教師進

行教學演示指導。而整個營隊活動從 2017 年 7 月 2 日到 2017 年 7 月 6 日，活動行程安

排如下表所示。 

活動行程概要表 

日期 時間 行程 

7 月 2 日(日) 

第 1 天 
全天 從桃園到胡志明市 

7 月 3 日(一) 

第 2 天 
全天 

開幕典禮 

第三代人權活動 

第二代人權活動 

7 月 4 日(二) 

第 3 天 
全天 

第二代人權 

第一代人權 

戶外情境課程設計(RPG 活動) 

7 月 5 日(三) 

第 4 天 
全天 

行銷越南活動 

閉幕典禮 

7 月 6 日(四) 

第 5 天 
全天 從胡志明市到桃園 

 

    本次營隊主要的教學主題係以人權為內涵，就人權歷史演進而言，共分為三代人權

階段，第一代人權以參政權為核心，；第二代人權則以社會、文化以及經濟權為主軸；

第三代人權則是二次大戰之後，民族解放新興運動開始到現今全球化時代下，以族群權

與環境權為經緯所建構的人權脈絡。 

    就教學方法而言，為能有效提高參與學生的興趣，方法非常多樣豐富，包含講述法、

協同教學法、發現教學法、合作學習教學法、戶外情境教學課程設計（RPG 遊戲）等，

藉以發揮最大的教學效果。本次營隊成員配合整個教學目標，非常用心準備各種教學工

具，包括自製影片與教具(地圖、字卡、圖卡、骰子)等多元工具，並於出發前一天到臺中

市明道高級中學，在現職高中公民教師指導下進行現場演練，以精鍊本次的教學品質，

且為使參與同學能夠有不同的思考方式，本次課程的安排順序是由第三代人權開始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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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權，除可提高參與學生學習興趣，亦可加深學習者的印象，達到最好的學習效果。  

    第三代人權包括極端氣候所帶來的全球暖化、核能發電、弱勢族群等議題，營隊成

員藉由多媒體影片提供參與學生思考素材，透過遊戲引起學生參與研討的興趣，加深學

生對人權理念的認知，對於環境權的教學則配合學生實際撿校園垃圾，而體驗環境維護

的重要性，參與學生都非常投入，學習狀況良好。 

 

2017.07.03營隊成員透過撿垃圾活動說明人權內涵 

  第二代人權是從工業革命之後，各種社會問題的興起而對人權產生新的認知，尤其從

貧富差距的角度出發，營隊成員藉由富比世富豪的排名，強化參與同學對貧富概念的認

識，並舉臺灣與丹麥在福利政策方面的比較，配合營隊成員所設計「貧富大富翁」遊戲

引起參與學生的興趣，同時透過「文化拼圖」活動帶出參與學生對不同國家文化的認識，

並對各種不同地區與國家的文化進行交流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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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03參與學生透過大富翁遊戲了解人權理念 

    至於第一代人權的教學則以說明朴槿惠貪汙事例破題，引起參與同學的興趣，並以

盧武鉉總統為素材所改編的電影「正義辯護人」作為探討第一代人權發展的教材，電影

中描述南韓人民於威權體制階段爭取言論自由與政治自由的奮鬥情形，參與同學在觀看

電影之後，透過營隊成員的引導與說明，針對第一代人權概念進行討論，而有更深的認

識與了解。 

 

2017.07.04透過觀看電影了解人權內涵 

 

    整體而言，營隊成員對人權演進的教學課程設計非常用心，配合各項遊戲與活動，

引起參與營隊學生的興趣，協助其進行第三代人權到第一代人權議題的討論，參與學生

在營隊成員的熱心協助之下，對各項活動與遊戲積極投入，踴躍發表自己的意見，學習

到許多人權內涵。而營隊成員與參與同學間的相處非常融洽，從中亦學到很多教學技巧

與帶領營隊活動的寶貴經驗，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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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05 營隊參與成員大合照 

 

2017.07.05 營隊參與成員於閉幕式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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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 

    此次系所成員共12人，參與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之公民教育服務營隊活動，相關

心得與建議如下： 

一、 本次活動由培訓到出隊，讓系所師資生具備更多特色課程設計與實施之經驗。除了

在認知層面的教學目標上與『三代人權教學教案』設計完整結合，於情意/技能面向

教學目標則與戶外情境課程設計（RPG遊戲）動態結合，胡志明市臺灣學校之營隊

學員對三天營隊活動有高度的認同與收穫。系所師資生亦感到十足的成就感。 

二、 本次營隊活動從人員招募、議題選擇、課程修改排練、營隊活動準備與實際實施後，

讓參與師資生更加了解人際溝通技能與團隊合作的重要性，亦直接增進師資生之群

育素養。 

三、 針對之後舉辦國外營隊活動之建議：舉辦國外營隊招生不易，非常感謝越南胡志明

市臺灣學校的各種宣傳與協助，完成招募10名學員。而於此，建議之後的國外營隊

招生應更提早開始，並與國外學校緊密聯繫，以即時對營隊招生狀況做因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