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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主題學習活動 記要     

花蓮縣立玉里國民中學教師    姜亭安老師 

 

 

 

 

 

 

 

 

(東南亞主題教育  活動結構圖) 

 

一、新住民子女調查問卷(準備期) 

 

設計幾頁與家長對談的問卷，發下 7 多份調查問卷給全校相關新住民學生，最後五份

送回(給予記嘉獎獎勵)，五份中只有一份認真訪問父母來書寫。 

於此推想，新住民孩子對於自己另一半血統的文化的認同度或榮耀感是不足的呢 ? 

所以從學校的學習活動來引領所有孩子去認識東南亞特色與文化一事，確實是很重要又很

具意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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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教育課程 : 東南亞初探 

 

先請教社會科老師 : 「你覺得學生應該學到哪些事物 ?」 

 

希望學生能了解鄰居(東南亞), 畢竟文化上有重疊之處,經濟交流上也從幾十年前就

開始了。  

也希望學生不要只接收經濟強國(美日韓)的資訊,能不要一直用中華本位思考，就是

很棒的事。 

 

重新引導學生思考什麼是東南亞 ? 東南亞在哪裡 ? 東南亞有什麼 ? 大家對它有什

麼固定的印象 ? 由於節數限制，於是先從大面積橫向的地理位置與歷史大縱深來與台灣

做一個比較，讓學生對東南亞提高了重視與興趣。 

地理上先討論東南亞有些國家？再讓他們找google map的台灣與東南亞十一國的所

在地。     

史發展部分，想強調東南亞各國有很長遠，深厚，多元，複雜的文化歷史發展。讓他

們自己上 YouTube 看這支《三分鐘看片東南亞歷史疆域地圖中譯》短片。 

 

    今天上完這堂課我才知道我對東南亞完全不熟，所以想再多了解一點。 

    我可以明顯地知道，其實台灣的發展比很多國家來得要慢很多，這讓我有點訝異。 

                                              (學生作業回饋) 

 

三、主題教育課程 : 與越南媽媽對話(陳氏秋莊小姐) 

 

能夠請到當地人（移居台灣者）會是最棒的的對話時刻。最初請各路人馬商請的外籍

媽媽，都是拒絕來學校分享，理由不是說沒空，就是說害怕、不敢上台。 

截止前，我自己到一家東南亞雜貨店商談是否能帶學生來小參觀，老闆可分享自己故

事或為幾個特色商品作介紹，結果要請到他的伴侶陳氏小姐一口答應，甚至可以來講六堂

課（六個班）。 

而她的表現讓我驚嘆無比，雖然她是第一次上台講課，跟我之間也經過數次大綱商

討，然而她卻有非常精準的教育概念與正向的學習心態 ：知道如何提高學生聽講興趣，

以及她完全沒有對國中生演講過卻毅然決然接下邀約，因為她熱愛分享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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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熱忱與對家鄉的愛，也十足傳達給每一位學生，都能對於越南產生濃濃的興趣與

好感度。 

（下圖示範台灣少見的熱春捲鍋具） 

 

 

 

 

 

 

 

 

 

 

 

 

 

 

（下圖是演講後，陳氏小姐與女兒等一起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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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是她女兒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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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題教育課程 :「餐桌上的家鄉」共讀與探討 

 

陳氏小姐其實沒有講述自己離開家鄉遠嫁台灣的原因給學生聽。 

 

我不太想跟學生生活中有多麼困難，那太苦了。 

 

雖然陳氏小姐避開分享這點，但是閱讀老師還是為圖書館大量採購《餐桌上的家鄉》

一書為共讀書目，目的是希望學生能更深入認識一個異國人士來台灣生活、工作的前因後

果、心情層面、困境和解決過程以及如何重新把握幸福，不僅想要提高學生對於社會關懷

的同理心與關注，省思是否珍惜自己美好的土地與親友，也期待能讓孩子們知曉將來進入

社會，可能會遇到的各種生命困境，進而學習角色們的勇氣和智慧。 

第一堂課先以本書作為認識圖書資訊結構的教材，初步理解一本書從封面封底、作者

頁、推薦文、序言、目錄、正文、檢索到版權頁種種資訊，以及如何應用在未來學習與資

料判讀。     

第二堂課，讓學生從目錄去判斷推理如何選取自己需要的主題資訊。然後讓學生各組

選擇一個國家，找出相應主人翁，進行單篇閱讀，並且依照老師要求的觀察內容，組內分

工寫下閱讀紀錄，最後進行各組上台報告。 

 

  得這些從外地來的女士非常了不起，就算來台灣遇到了語言不通，習俗不一樣、

不熟悉法律……種種困難，，但她們都能一一突破，所以我認為我們不該用歧視

的眼神看待別人。 

 

    我很驚訝，因為我從來沒想過在台灣工作會這麼辛苦，而且也不能辭職，我

也沒想到台灣的人會這麼壞，對外地來臺的人應該更包容，不應該是騙他們。 

  

    這些新移民不外乎就是被社會歧視、有語言隔閡的，或是遭受各種不友善的

對待。他們的故事在書中一一呈現，湳免會有波折起伏，有時溫馨有時悲傷。她

們每個人個性不同，家庭、夢想也是，並以新移民的身分來台，我覺得這本書能

讓我有了同情心，並且發現新移民女性的柔軟與堅韌。 

                                                 (學生作業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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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是共讀時間） 

 

 

 

 

（下圖是分組小報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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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是學生回饋） 

 

 

 

 

 

 

 

 

 

 

 

 

 

 

五、主題教育課程 : 實踐溫暖的同理心 

 

當學生對於東南亞已經有初步認識與欣賞之後，也了解到一個異國人士在台灣的甘苦

遭遇和心境，最終還是要回歸到學生內心，如何從自己做起去關懷身邊的人。所以選擇了

一則影音的紀錄報導，讓學生從影片主人翁身上學習，當自己作為一個普通人時，該如何

踏出第一步關心的路。 

同理心，從用心聆聽開始。讓學生兩兩一組，出了題目，要互相說說「昨天印象最深

的一件事」。任務一 : 用心，聽。聽出對方語氣中的喜怒哀樂。任務二 : 用心，問。順著

對方的語氣和內容，試著問問相關的問題，看能否延續他的情緒和回答興趣。或者，設身

處地來問問題。 

接著觀賞與同理關懷的相關紀錄影片。影片來源於「台灣啟示錄 全集 20160911 - 機

艙裡的一幕改變了一個空姐對外籍移工的刻板印象」。 

從影片中，可知需要先做的就是心態得調整為「具有同理心」、「設身處地，為人著想」，

慢慢地這個人的心，會帶動行為，去對人事物發出關心的語言和動作，漸漸地也改變了自

己的視野和體悟，讓自己更有能力與想法做更多嘗試和努力，自己的生命也發生了奇妙的

轉變和增添更為豐富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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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從別的國家來到台灣工作，原本很擔心的安妮，可是空姐的媽媽一看到安妮

進門，就給安妮一個擁抱，這就是我最深刻的地方，因為我覺得空姐的媽媽給安

妮的擁抱很溫暖。 

 

    今天看到了李姐姐對他們家移工的好。假若我是那位移工，我一定會很喜歡

又很感激他們，但要我從家鄉然後要花好幾個小時的車程去到沒去過的國家，我

應該會放棄。我很欣賞李姊姊和她媽媽，因為他們有包容和有看到移工的辛苦，

我也很欣賞移工的勇氣。 

 

    看完這部影片後，我覺得很感動，因為女主角在以前對移工有偏見，但在他

看見所有移工的辛苦和可憐後，她對移工的偏見消失了，反而讓他和他家裡的移

工安妮的感情越來越好，而且在最後安妮要回印尼的時候，女主角和安妮訂下了

約定，約定了女主角在安妮回印尼後，要到印尼去找安妮，結果女主角真的實現

了這個約定，他跟他的媽媽去到了印尼，結果安妮家鄉的人全部都非常歡迎他們，

讓他們有明星的感覺。 

 

(學生作業回饋) 

六、有獎徵答 : 廁所看題來翻書   

 

圖書館採購與布置東南亞主題書展，而相關書目的內容涵義大多是較為嚴肅的政治或

歷史層面的書籍，通常這些國家也不是學生平時最關注的國度，為了提高能見度與關注

度，便已以書籍廣告單的方式張貼在每一格廁所，讓學生至少每天能有一分鐘的機會看看

簡介，增廣視野。 

又希望學生能夠主動來翻閱書籍，所以設計加上有獎徵答，每張廣告單上都印有一本

書目簡介、試閱，最後附上一道書中問答題和書中頁數，學生只要記得題目和頁數，就能

來書展上找書尋求答案。正確答題後還可以在圖書館抽獎區進行抽獎。 

獎品部分則特地挑選在地的東南亞雜貨商家的零食等商品，結合主題外也能讓學生體

驗更多的東南亞風味，大大提升學生參加興趣。老師在批貨時，也跟店家學習到很多各國

的飲食文化和流行食品、口味。 

 

（下圖為廁所貼書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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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主題書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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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學生來找書中答案） 

 

 

 

 

(下兩張圖為學生來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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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他國旅遊分享講座 : 校內老師支援 

 

東南亞有 11 個特色國度，只有一個越南課程仍嫌不足，於是邀請與號召幾位老師一

起來共襄盛舉，分享自己的東南亞旅行經驗，開展延伸學生更多視野與趣味。於是設計在

午休 30 分鐘的時間向全校發出邀請，自由參加。 

 

1.經驗東南亞講座 : 泰國、姜亭安(國文老師) 

 

以前我都認為泰國只有人妖，沒有甚麼特別的，可是聽完你的演講後，我知道了

許多泰國的特色，像是 : 泰國有很多度假勝地，還有當地人都很有禮貌......說都

說不完。但我覺得最有特色，也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搭水上巴士的時候有選船和搭

船，你有說到，一班人都搭到 15號碼頭，而你想要冒險，座到最底號 30，還遇到當

地的學生，一起合照。 

                                                     (學生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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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驗東南亞講座 : 馬來西亞、陳信宏(輔導老師) 

 

覺得馬來西亞是一個很棒的地方，值得去一趟 ! 馬來西亞的歌手很多我都認

識，還有演員的。很開心這次能聽您的講座。 

今天學到了很多有關馬來西亞的由來，我覺得這個經驗很特別，讓我想要更深的

了解馬來西亞。 

(學生回饋) 

 

3.經驗東南亞講座 : 緬甸、徐艾平(地理老師) 

  

我覺得緬甸雖然發展落後，但是是一個很好玩的國家，以後如果有機會出國，我

想去。 

謝謝老師介紹緬甸給我們認識，雖然在之前就有聽說這個國家，但我從來都沒有

深入了解緬甸。 

                                                   (學生回饋) 

 

4.經驗東南亞講座 : 柬埔寨、羅崇源(公民老師) 

 

聽老師們講完，我都覺得好像很好玩，而且當地美食好像很好吃，讓我覺得很有

趣。而且知道了吳哥窟的地雷和湖水以及鱷魚都具有讓人民截肢的可能性。 

 

我認識到，其實每個國家安全不同，這個國家有許多的地雷和鱷魚，我相他們的

健康應該不太好，但我希望我們可以幫助他們。 

  (學生回饋) 

 

 

(下圖為輔導老師分享馬來西亞志工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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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越南美食烹飪課 : 陳氏秋莊小姐 

 

熱春捲實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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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校園情境布置 

 

情境氛圍，是最容易引起注意和興趣的媒介，久而久之，也有薰染氛圍的功能。所以

在學校長廊、牆壁、廁所等等人潮地區，大量地張貼飲食、服裝、房屋、交通、教育、娛

樂等等主題照片和相關裝飾物品。內容共分三國主題區 : 越南、印尼、泰國。學校最顯眼

的羅馬柱穿堂則掛上南洋風情的布簾裝飾，當風吹撩動，一陣蕩漾。另外在九年級穿廊空

白牆壁上也貼了 11 國的國旗，讓學生可以猜測國家名稱，引起話題。 

 

我在校園的許多角落，不論是走廊、辦公室、飲水機旁或廁所內，都能看到許多

東南亞文化的介紹和書籍導讀，我非常喜歡籠罩在不同文化新知的氛圍裡，同時也能

引起與人連結的話題。 

(老師回饋) 

 

(以下三張圖都是情境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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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省思與期許 

這場東南亞學習主題活動，偏向課外性質，所以還需要聚集更多有心人士加入重視與

實際推動。除了帶給學生益處之外，願還能帶動本地社區對於此議題更多關懷，讓台灣人

具有更多溫暖的同理心與對未來的願見。 

如何將這項學習主題更加融入校園生活呢 ? 或許有機會成為真正的校內課程，讓各

科相互協作，例如家政煮河粉，國文寫採訪報導，輔導引導認識產業參觀（異國小吃店經

營，配上地理的區位分布），不僅提升學生們的多元學習能力，也能連結學生對社區的認

識與關注。 

有機會也希望再邀請更多不同國家的人與相關專業人士來與學生對話，像印尼、泰

國、緬甸或菲律賓等，相信會讓我們對文化裡的好奇、迷思及刻板印象會啟發出更多元的

理解與尊重。 

校內或許能定下「東南亞文化日(節)」，顯示出學校對於多元文化的重視，讓學生在校

園學習生活中結合東南亞文化、飲食、服飾，可讓學生有沉浸式學習的機會，不僅打開國

際視野，促進族群認識與尊重，讓新住民學生能擅長侃侃而自己的多元背景，同時小臉上

煥發愉悅光彩的笑容，日後深化自己的多元文化難得的優勢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