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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目的 

在日本早稻田大學進行移地教學活動，由於在異國在身體的感觀

上及異國文化的環境與台灣有很大的不同，同學的表現在積極性及學

習熱情方面大為增加，移地教學提升學習成效。 

質性研究的課程設計是讓每位修課的同學使用歷史研究法、訪問

法、文獻分析、回溯研究法或是觀察法，選擇研究對象作深入的探究。

修課同學(研究者)到研究現場蒐集資料進行現地考察，深入的了解研

究對象，最後整理、撰述文稿將研究成果發表。 

筆者鼓勵學生〈質性研究〉將這門課的研究成果，投稿參加 2019

年本校與早稻田大學學術論文發表會，教學期間指導學生進行論文投

稿事宜，指導學生進行學術論文發表及協調二校學術論文發表事宜。 

2017 年開始台東大學與日本早稻田大學人間科學院之前橋明教

授進行學術交流合作，約定二校每年共同舉辦學術研討會，一年在台

東大學，隔一年在早稻田大學舉行。2019 年是第三年在日本早稻田

大學所澤校區舉行，二天的學術論文發表會早稻田大學大學生、碩博

士研究生發表 30 篇論文，台東大學師生發表 14 篇論文。二天的論文

發表品質及數量相當紮實。 

此次移地教學的目的如下: 

(一) 透過不同的文化及教學環境，進行教學活動提升學習成

效。 

(二) 促進本校與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學術交流合作。 

(三) 提升本校師生的學術研究之水準。 

(四) 交流本校與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成果及經驗。 

(五) 提升本校國際化。 

(六) 擴展學生之國際視野。 

而此次移地教學效益，師生均收獲滿滿： 

(一) 持續本校與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學術交流合作。 

(二) 提升本校師生的學術研究之水準。 

(三) 交流本校與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成果及經驗。 

(四) 提升本校之國際學術聲望。 

(五) 修課學生與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生交流擴展學生之國

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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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程規劃 

本次境外移地教學形成如表 1，7 月 12 日由桃園機場出發，7 月

13 日歡迎晚會，7 月 14 日早稻田大學學術交流。另外利用課後時間

在東京體驗日本文化。 

7/11 

21:00 集合 桃園機場 

21:30 報到 第一航廈 

7/12 

00:10 桃園機場→羽田機場  

12:00 民宿入住  

7/13 

18:00 歡迎晚會 早稻田大學所澤校區 

7/14 

08:40-18:20 學術交流 早稻田大學所澤校區 

7/15 

08:00-20:00 自由活動  

7/16 

08:00-20:00 自由活動  

7/17 

05:55 返回臺灣 羽田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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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人員名單 

教師(1人) 學生(6人) 

范春源 0963-468772 戴岑芳 0934-085036 

 楊雅晴 0922-936944 

 陳勇兆 0933-443558 

 林子堯 0978-779608 

 郭佳瑗 0921-245613 

 張琬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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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發表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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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台東大學體育系移地教學師生發表論文簡表 

序號 身份 系所／級別 姓名 發表論文題目 
備註 

 團長 體育學系 范春源 
台灣幼兒體育的推動者-王健次教授

(1944-1987) 

 

1 學生 體碩一 戴岑芳 
山野冒險之時間歷程與性別對參者情緒

經驗影響研究 

 

2 學生 體碩一 陳勇兆 
體育師資生課程價值取向之研究-以臺東

大學為例 

 

3 學生 體碩一 林子堯 
十二年國教健體領域之學習表現與身心

動作教育理念之初探 

 

4 學生 體碩一 郭佳瑗 身心學理念下的健身新型態之比較分析 
 

5 學生 競技四 張琬聆 
十公尺空氣手槍選手視力回收與表現的

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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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者：戴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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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發表者：楊雅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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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者：陳勇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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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發表者：林子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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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者：郭佳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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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發表者：張琬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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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心得與建議 

(一)學生的表現 

1. 移地教學(日本)之準備 

同學們將研究成果的整理撰述，中英文摘要及文稿，PPT製作與發表練習，

不斷的演練修改最後定案，學習過程中的同學的收獲很大。 

2. 移地教學(日本)的行程安排 

移地教學分工合作，由戴岑芳負責規劃與協調，交通、住宿、飲食等事宜。

顯示學生的國際移動力。而郭佳瑗負責論文發表事宜，林子堯負責教學事項，張

琬聆負責攝影工作等。 

3. 學術論文發表 

口頭發表 15分鐘問答交流 5分鐘。其中有林子堯及郭佳瑗全程以英文發表，

也讓早稻田大學的師生驚豔，他們覺得台東大學的研究真優秀，能以英文發表自

己的論文不容易，學生表現得到早稻田師生的好評。 

4. 學術研究成果及經驗交流 

7月 13日早稻田大學舉行二校研究生的歡迎會交流及發表論文的問答、茶敘

時間的交流，二校研究生進行實質的交流。 

 

(二)檢討與未來的期許 

1. 教師的指導，周全準備工作，不斷的演練修正是成功的關鍵。移地教學的實

施使學生有機會到姐妹校進行教學活動，國際移動力、溝通與交流及問題解

決能力在移地教學期間均得到認可。移地教學是學生就讀台東大學最難忘的

經驗。 

2. 永續發展台東大學與早稻田大學二校的學術交流活動。透過移地教學的進行

使學生能有機會到亞洲名校早稻田大學和該校的碩博士研究生相互切磋交流，

機會難得也十分可貴。 

3. 本校的學生能在國外發表論文不論就個人的自我實現或是台東大學與姐妹校

的學術交流等等，均值得肯定。 

4. 而學生的表現在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論文發表可圈可點。全歸因於同學自我的

要求、平時的訓練與準備工作的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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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教學－早稻田大學學術交流心得                      戴岑芳 10700504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國外的學術交流，很感謝學校及系上的支持，讓我們有機

會可以到國外開開眼界，見識不同國家、不同領域的學者與研究生。從歡迎晚會

就可見早稻田大學非常用心，會場的流程與布置、每個人都收到親手製作的卡片，

都讓人感受到日本人的細心與用心，也期許未來自己在舉辦研討會或是任何活動

都能做到讓人感覺到貼心與驚喜。 

在日本發表雖然語言不通但是透過翻譯及圖片說明，此次交流我發現日本不

論是學生或是教授都非常踴躍發問。反觀自己，雖然有時心中會有疑問，但是卻

不太敢舉手發言，我認為是可惜之處，期望以後都要問滿 5個問題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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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教學－早稻田大學學術交流心得                      楊雅晴 

2018年我參加由臺東大學主辦的兩校交流學術研討會，看著日本的學者

積極地與我們分享他們的專業，不禁想著自己能否做到在異國發表這件壯舉。

2019年，我秉著再不嘗試就沒機會的心態下，硬著頭皮報名今年舉辦在日本

早稻田大學的研討會，從無到有，慢慢地、慎重地將論文一修再改，產出論文

的其間也不乏經歷挫折，好在一同前往發表的夥伴互相扶持才得以繼續完成。

細雨綿綿，在日本的這幾天總是伴隨著陰涼的氣溫，但並不影響我們滿腔的興

奮，雖說不是第一次到日本，不過畢竟是學術交流，與以往觀光旅遊的心態大

相逕庭。站在人來人往的地鐵，坐著沒有溫度的電車，思鄉的情緒湧上心頭，

一抵達小手指站，撲面而來的是早稻田大學所展現的熱情，將心中的焦慮慢慢

融化。曾經，有位學姊告訴我「一定要到這邊發表一次，因為他們都聽不懂中

文，所以發表的時候不會緊張」，然而，在前往日本發表的前一週，在同學的

慫恿下我選擇以英文來發表。 

上台前，無心思於前一位發表者，內心被緊張赤裸裸地吞噬，想著待會自

己的表現、想著台下的學者們會如何看待，聽到被唱名的瞬間，這些緊張、想

法也煙消雲散，只剩下手中的講稿以及電腦的畫面。如果說，給自己 1-10分

打分數的話，我會給自己 7分：有些英文發音錯誤扣一分、回應問題沒有立即

想出應對扣一分、感冒導致說話無法順暢扣一分。但是依據台下教授們的反

應，我的報告算是令人滿意的，看著老師們頻頻點頭，想著自己好幾天熬夜倒

也算是值得。 

時無再來，而機會不等人，因為一切的種種才造就了這樣一個良機，很珍

惜且感謝學校以及系上努力為我們爭取的資源。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

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學習無止境，終身學習也是 108新課綱所要

培養學生的素養能力，世界、時代變化的太快，新的科技與知識接踵而來，為

了不落後於潮流的腳步，持續的吸收及接受新知是必要的，而思考與批判也極

為重要。透過與他國的交流，以及實地的到訪教學，這不僅培養了我們實作的

精神，也使學生能夠學以致用，且激發對於外語學習的動機。 

壓力使人成長，再次感謝范春源主任的醍醐灌頂，讓我們在適當的環境中

發展，沒有揠苗助長、也不是將我們左為花朵養殖在溫室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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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教學－早稻田大學學術交流心得                      陳勇兆 

此次的學術交流前往的地點是日本的早稻田大學，在還未有經費預算前，我

就開始慫恿大家參加，參加的原因很簡單，機會難得！一生或許就這麼一次去到

日本早稻田並在裏頭發表自己的小研究，還猶豫什麼？於是乎，我就有了五位一

同去的隊友了。 

「去」這個念頭很簡單，只要想一下就可以決定，但當確定要去時，要完成

「去」這件事情就得處理一連串傷神的準備了，比方說：如何安排期程？住宿地

點的選擇？交通工具與生活起居等皆需要面對，這些可就沒想地容易…說到這我

還真得感謝幾位好隊友，分別是楊女士、佳瑗以及戴大姊，有他們的事前準備，

讓行程討論的過程中省去很多不必要的問題與時間，正可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的完美詮釋！哈哈哈，早稻田我來了！ 

「語言能力」一直都知道很重要，但都只侷限在「知道」的層面，親自走一

趟才真的感同身受，大概就像「有苦不能說」的情境，只不過控制變項改為不會

說罷了，雖然現在的科技可以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換個角度來看，似乎也有點負

向的影響了學習的動力，看來是需要把「學習語言」這件事情在生活中的順序往

前排序才行。 

面對人群講話的能力在經過大學以及兩次系上主辦研討會的培養下，我自認

已經可以穩定的闡述自己的研究，但似乎是有點「水土不服」，就類似有些政客

一般換了個位置換了個腦袋一樣，我的腦袋在換了個環境後就變得像初生的嬰兒，

一片「純潔乾淨」，講著講著腎上腺素就起來了，不是初深之犢的勇氣而是莫須

有的焦慮感，在回答問題時，看著 A 與 B，說著 C 與 D，還想說為甚麼台下的師

長與隊友這們瞠目疑惑，真是我的老天鵝啊！出洋相了，看來碩班剩下的日子不

愁歡笑了，看開點…也算是回饋碩班吧我想！哈哈哈，我得在更加自我要求才行

啊，陳勇兆！ 

除了自身的糗事外，主辦方的活動辦理也有很多學習的地方，諸如行政業務

上的巧思與茶敘時間的娛樂活動，都給了我不一樣的思維方式，這也是此行最大

的收穫！最終深深地感謝促成此行的師長們，你們的專業能力是我學習的目標，

也是此行最終能收穫滿滿的基石，啊哩嘎都勾扎一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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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教學－早稻田大學學術交流心得                      林子堯 

這次參加早稻田學術交流行程，在地方特色、社會文化及學術知識上都有新的視

野。 

第一次到早稻田大學所澤校區，我們一行人由一位熱心

的網球社員帶領到早稻田大學為我們設地接待晚宴盛

情款待，桌上擺滿食物、飲料，旁邊還有額外為我們準

備咖哩飯、涼拌面。那天口渴要再續一杯酒時，當地的

老師主動把酒瓶拿過去為我倒酒，才知道原來在日本不

能自己倒酒，這文化使我感受到濃厚的人情味。宴席間

還有活動讓彼此認識，透過兩位來自中國的在日留學生

翻譯，讓台日比次距離更進一步縮短。 

 

整天的學術交流下來，大概了解此次交流，

日本方的學術研究多為「幼兒體育」方面的

研究，從當地學者的報告中看到大部分報告

都是研究幼稚園學童吃各變項(有無吃早餐、

情緒、學習表現、排便時間)之間有無影響之

相關研究。充分的了解他們在幼兒這一領域

的研究內容及他們付出的心血。 

 

到了此次交流的關鍵時刻了，由於我

是英文發表可以省去翻譯時間，有足

夠的時間讓我進行報告，在台上越講

越緊張，覺得身體都要被台下的眼神

穿透似的，緊張到嘴上唸英文的速度

持續增加，眼睛看手稿逐漸跟不上，

曾一度出現語無倫次狀態，下次有機

會要再把演講內容練到更熟悉一點，

避免失誤。 

到日本一遊，遊訪在地建築、神社，吃遍 

在日本道地的美食，到知名的藥妝店購入 

許多實用、不實用及代購的商品，讓我不

得不讚嘆同學們購物的能力，而我在日本大部

分消費都著重在品嚐美食方面，日本迴轉壽司

上的生魚片，真的是令我流連忘返，讚不絕口，

蕎麥麵簡單的美味也是深得我心。此趟交流大

伙亦是收穫滿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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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教學－早稻田大學學術交流心得                      郭佳瑗 

謝謝學校及系所給我們機會，讓我們能夠到日本走走看看，第一次去早稻田大學

的所澤校區，校園環境很漂亮，運動場多元豐富，連建築物都很有特色，到日本

校園感覺不同的氛圍，漫步其中，讓人感覺心曠神怡。 

    學術交流從早上九點一直到下午六點，雖然時間漫長，但從每位發表者身上

得到的知識是豐富的，或許會是我日後研究的資源，期許自己在明年的學術交流

會中，能更進步且讓與會者能更清楚了解我的研究領域。 

 

2019 年 7 月 13-14 日為國立臺東

大學與日本早稻田大學所澤校區

第三年的學術交流會，很高興能跟

碩班同學一起到日本分享自己研

究的領域，也很期待日本同學的分

享，讓自己能增廣見聞。 

（左圖：所澤校區地標） 

（右圖：東大研究生與主任、前橋 明教授合影） 

 

終於 輪到

自己 發表

了！ 

第一 次在

國外 發表，

全程 使用

英文， 挑戰

自己同時也讓自己壓力倍增，順利完成任務後開心

的拍張照吧！ 

（左圖：發表中） 

（右圖：發表後合影） 

 

    除了最重要的學術交流會外，跟同學也利用閒暇時間

到上野動物園參觀，上野動物園分為東西園區，由於時間

因素只到東區晃晃，看到了不同種類的猿猴、鳥類，最

特別的是熊貓、北極熊及海豹，喜歡看海豹在水中悠游

自在的樣子，令人忍不

住想跟牠一起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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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圖：海豹） 

 （左圖：北極熊） 

 

 

 

境外教學－早稻田大學學術交流心得                      張琬聆 

   
(1) 7/12 出發去日本 (2) 7/12 上野恩賜公園-神社 

  
(3) 7/13 江戶東京建築園與阿姨合照 (4) 7/14 台東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合照 

  

(5) 7/14 我與前橋明教授合照 (6) 7/14 我與新朋友合照 

從出發前在學校就很焦慮要去日北早稻田大學發表的事，畢竟這場面很大，

不能漏氣呢！發表 ppt準備好，以免出差錯。7 月 12日我和學長姐們先出日本，

安全抵達後，下了點小雨。學姊很用心安排了行程，帶我們去神社和動物園，神

社很讓人放鬆，動物園讓我最開心是看到北極熊，牠真的很可愛，讓人心情很好。 

7月 13日去江戶東京建築園，那裡的建築不僅有現代的房子，還看到很古

代日式的房子，每一棟都好美，而且還有很多爺爺奶奶在畫畫，每一位都好厲害，

彷彿受過專業訓練一樣，很羨慕他們的自在享受生活。晚上去了早稻田大學晚會，

教授及同學都很熱情，也讓我認識了新朋友，期待明年換他們來台東大學發表。 

7月 14日研討會發表，桌上歡迎卡片及伴手禮很用心，讓人更加重視研討

會。從前面教授開場及發表，每一位都好專業，讓我從安心到越來越緊張，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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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時，講自己專長項目的專業，好像就變得比較自在，自然就很順利發表完了，

那 20分鐘挺快的，很棒的一次經驗，要不斷跳出自己的舒適圈，才會更加進步。 

六、 活動照片 

 

 



35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