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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近代日本史導讀」課程提升醫學生的「國際視野」 

與連結「在地知識」的能力 

 

一、本文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我在北醫通識課程教歷史，在教學現場面臨的核心問題是：「在醫學大學進行歷史

教育的目的和價值是什麼？如果我要當一名醫生或護理人員，從效益觀點來看，歷史教

育對於我在職場上有什麼幫助？」這不僅是同學的疑問，也是作為教師的我一直思考的

問題。經過幾學期的教學以及師生互動，我逐漸從經驗中獲得一個想法，上完我的歷史

課，同學能夠拓展「國際視野」，並且具備「連結在地知識」的能力，基於這樣的動機

和想法，提出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一方面反省自己的教學方式，一方面評量同學的學

習狀況，作為未來改進的依據。 

2. 研究問題  

「近代日本史導讀」這門通識課程，幫助同學了解日本從傳統邁向現代的過程。在

教學過程中，我特別重視兩個面向：第一個面向是「國際視野」，也就是透過文獻閱

讀、影片觀看、課堂討論等方式，幫助同學以較寬廣的視野認識日本。第二個面向是

「連結在地知識的能力」，也就是說，當同學認識理解日本之後，這套知識不是遙遠的

存在，而是能應用、反饋到自己的生活經驗，與臺灣這塊土地有所連結。為了培養同學

這種串連的能力，需教導他們找尋某一議題，進行有系統地資料蒐集、分析和整合，然

後完成一個期末專案。第三，透過學習成效評量工具，驗證本教學法確實能提升上述兩

種能力。總結來說，「國際視野」以及連結「在地知識」的能力需要經過一個培育的過

程，透過同儕的討論與辯論，教師扮演提問與引導的角色，培養同學主動挖掘問題、批

判、反思和表達的能力，這是「櫻花與武士：近代日本史導讀」希望帶給同學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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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透過「行動研究法」、「問卷調查與分析」和「內容分析」來檢驗日本史課程是

否能促進北醫學生的上述兩種能力。 

 

3. 文獻探討 

在教學方法上，近來臺灣教育界以及學校也積極引進「混成式教學」（Blended 

Learning, BL），強調結合傳統與科技方式的學習。在先行研究方面，Oliver 與 Trigwell

（2005）認為學習法並無明確規範，主要是結合傳統教學與新興網路資訊來創新教學。

「混成式教學」並未放棄傳統教學的主旨，但另一方面也積極引入網路與科技創新教

學，目前臺灣高等教育也廣泛地使用。舉例來說，余綺芳探討以「混成式教學/學習」

來補救學生的英文課程，透過東吳大學網路平台幫助低程度同學完成大一英文的學習

（余綺芳，2011）；也有老師將「混成式教學」運用在中文教學上，以「服務學習」加

上「數位製作」進行教學研究（蔡美惠、陳麗宇，2011）。在人文領域之外，也有學者

探討「混成式教學」置入國中生的化學學習，從中觀察學習效率（陳子聖，2017）。近

來有鑑於網路社群的出現與使用日益活絡，有學者探討臉書（Facebook）對於成人混成

式學習之影響，認為臉書的數位學習可增加彼此之間的互動機會、臨場感與合作學習

（賴素純、莊雅茹與顏春煌，2014）。「混成式教學」也受到技職專校的認可，特別是部

分學生缺乏電腦與英文基礎能力時，該教學法可以幫助提升學習效率、學習成果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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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張甘青、張朝旭，2006）。除了臺灣之外，其他國家也多認可混成式教學的效

用，例如：馬來西亞思特雅大學也將「混成式教學」置入課程內學習（Chun Meng Tang 

and Lee Yen Chaw, 2013）。總結來說，「混成式教學」在臺灣的高等教育已備受肯定，多

運用在語言學習或是專業技能、以及多媒體互動學習等領域。 

在「國際視野」方面的文獻，首先是「國際化指標」，張雅婷以全球視野能力量表

的編制與 Rasch 分析來探討大學生的國際化程度，具有相當參考價值以及一定的信度與

效度（張雅婷，2011）。楊武勳以日本作為研究範疇，所謂的國際化指標乃與評鑑目的

有關，評鑑目的不同，指標的內涵自然不一樣。因此，在指標項目的利用上應該要有優

先性的選擇，國際化的指標不應均質化，而是以大學的規模、性質為基礎，發展不同的

國際化指標（楊武勳，2008）。相較於楊武勳以單一國家作為研究對象，顏國樑、卓玟

琪則以全球性大學排名系統探討高等教育國際化指標。他們認為，研究品質、師資與校

友的國際聲望等，皆會影響國際化業務的推展以及全球性大學的排名，也對部分大學產

生排擠和邊緣化效應（顏國樑、卓玟琪，2010）。黃榮村則以國際化的觀點探討二十一

世紀臺灣的教育，他認為提升全民英語能力、營造國際化生活環境、鼓勵海外留學與國

際接軌等，都是提供臺灣學生國際化的方式（黃榮村，2003）。 

整體來說，本教學實踐研究嘗試使用受到教育界普遍認可的「混成式教學法」，應

用於單一課程上，進而評量北醫學生的「國際視野」是否能顯著提升，而且更進一步

地，透過作業的設計與安排，規定同學要思考如何將所學的新知識連結到自我生活經

驗，與「在地知識」進行連結。 

4. 教學設計與規劃 

在教學方法上，每週事先將閱讀文本和短片上傳至網路學習平台（北醫 I’m TMU），

同學自行安排時間學習，教師會出題目讓同學在線上或是課堂上討論，同學必須結合閱

讀的文獻和短片以及相關背景知識，提供解答。在成績考核方面，同學需完成的任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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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是「小組討論」：每週針對特定主題進行討論，每位成員都需要陳述己見，鼓

勵學生結合歷史發展、文化脈絡來認識日本近代史。第二是「撰寫回應」（response，至

少五百字），同學任選四週主題，針對指定閱讀進行回應，提出批判、反思或是自我觀

點。第三是「專案導向式作業」，同學自行尋找研究課題，透過文獻蒐集、資料解讀與

分析，以撰寫報告或以其他形式呈現（例如：導覽手冊、拍攝影片等）。在學習評量工

具方面，我們透過小組討論的過程與成果、同學的回應報告以及專案成果，來評估同學

的學習成效。以下是每週課程安排： 

（1） 導論：「學習日本史對我有什麼用處」？ 
（2） 戰國與江戶時代的日本社會 
（3） 「蘭學」（洋學）與近代日本的發展 
（4） 明治維新的啟示 
（5） 歷史中的女性議題 
（6） 帝國邊陲：北海道與沖繩 
（7） 期中討論：「我如何透過日本史連結臺灣在地知識」？ 
（8） 期中摘要報告 I 
（9） 期中摘要報告 II 
（10）戰後的人群流動：從「引揚者」談起 
（11）美國佔領下的日本 
（12）城市發展的省思：東京與京都 
（13）泡沫經濟與社會問題 
（14）專案導向成果展演 I 
（15）專案導向成果展演 II 
（16）期末考（學校統一排考） 
 

每次上課一百分鐘（兩節課，各 50 分鐘），時間安排包括：課題小組討論，20 分鐘； 

課題主講 40 分鐘；課程影片（教師預錄或專題影片）：20 分鐘；總結與反饋：20 分鐘。 

 

5. 研究設計與執行方法  

「櫻花與武士：近代日本史導讀」的課程目標是透過歷史教育，讓同學了解日本的歷史

和文化，培養國際視野，同時透過期末「專案導向作業」的設計，培養同學串連日本史與臺

灣「在地知識」之間的關係，獲得找尋議題、分析資料、敘事溝通和表述的能力。在評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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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方面，採用兩種方式，第一種是同學自評，使用「李克特量表」，讓同學自己評量上完這

門課之後，是否增進了國際視野以及將日本史融入自己生活經驗的能力？第二是教師針對同

學期末的「專案導向作業」進行內容評量，看同學是否能有效地將課程所學進行延伸。 

 

 

6. 教學暨研究成果 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上下兩學期，期末由同學自評。同學普遍認為透過課程，能提升自我的國際視野和連結

在地知識的能力。國際視野方面，上學期總平均 3.66，下學期總平均 3.73。在地知識自評

方面，上學期總平均 3.69，下學期總平均 3.71。 

 

國際視野評量自評分數 

題目 111-1 
評分 

111-2 
評分 

(1) 這門課讓我學到關於「日本」的知識，包含歷史發展與社會狀況。 3.8 3.8 

(2) 這門課讓我培養增加對「日本」的理解，包含日本人的思想文化與價

值觀。 
3.7 3.8 

(3) 上完這門課，我充分了解日本對於「台灣」的影響。 3.8 3.6 

(4) 上完這門課，我更加認識「台灣」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 3.5 3.6 

(5) 上完這門課，讓我更想要去日本旅遊觀光。 3.8 3.8 

(6) 上完這門課，讓我更想要去學習日語。 3.6 3.7 

(7) 本課程的安排讓我充分瞭解「文化的多元性」。 3.6 3.8 

(8) 我覺得本課程的老師有將「國際視野」帶入課程教學中。 3.7 3.8 

(9) 修完本課程，我覺得自己變得更有「國際視野」。 3.5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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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課程結束後，我願意在日後的生活中，持續保持對日本社會的關

心。 
3.6 3.7 

 

在地知識自評分數 

題目  111-1
評分 

 111-2
評分 

(1) 這門課程啟發我更用心觀察某些習以為常的事物或現象。 3.6 3.7 

(2) 課程內容提供我充足的知識去思考日本與台灣之間的關係。 3.7 3.7 

(3) 我同意台灣之所以呈現如今的樣貌，日治時期的影響相當重要。 3.8 3.7 

(4) 認識日本的飲食文化，有助於我觀察和思考台灣在地的「飲食」發

展。 
3.8 3.8 

(5) 認識日本的歷史，有助於我瞭解台灣其他群體的生命經驗（例如：台

籍日本兵）。 
3.6 3.8 

(6) 我認為學習日本史，對於瞭解近代台灣歷史發展很有幫助。 3.6 3.6 

(7) 修完這門課程後，我可以增加搜集、閱讀和理解資料的能力。 3.7 3.7 

(8) 修完這門課程後，我可以學習到將眾多資訊做整合、歸納的技能。 3.7 3.7 

(9) 今後我願意更深入瞭解，日本曾經或正在影響台灣的各個層面。 3.7 3.7 

(10) 修完這門課程後，我能夠將新接觸的知識結合到自己的經驗。 3.7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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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學的專案成果方面，許多表現非常亮眼，也彰顯出同學能將所學的日本史知識應用

於台灣的脈絡中。例如，有同學探討日本和菓子的歷史，訪談台灣的和菓子店家，最後自己

用黏土做出精美的和菓子文創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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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有組別研究日本賽馬的歷史，探討台灣賽馬產業為何發展受限，並自製出精美

的賽馬書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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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日本的國粹「相撲」，也有同學探討其歷史發展，並連結台灣在地知識，訪談台灣

的相撲協會，至桃園觀摩相撲比賽，並製作出富有創意的產品。 

 

 
 

此外，也有組別以鐵路便當為主題，探討日本與台灣鐵路便當的發展歷史，設計出「北

醫軒」便當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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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教學反思 

同學的創意發想非常優秀，在教學的過程當中，我自己也受到很大的啟發。透過本教學

實踐研究計畫，讓老師有機會改變課堂上的教學方式與氛圍，藉由線上與線下的混成式教學

方式，讓課程更加活潑有趣，師生都獲得相當之助益。 

 

(3) 學生學習回饋 

   列舉同學給予的質性反饋 

 

＊藉由課程，我學習到日本的歷史故事與日本和台灣之間的文化流變關係，老師在課

堂當中也不吝分享有關日本的延伸知識，收益良多。 

＊老師人很好，具有教學熱忱，也會跟學生討論課程相關的延伸議題。 

＊很棒的一堂課！ 

＊曾老師人好到極點，為學生著想設計的課程不僅完美融入老師專業知識，更讓對日

本不熟悉的我們相當好入門。 

 

 

7. 建議與省思 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整體來說，透過混成式教學方式，「近代日本史導讀」課程對於同學日本歷史文化

的理解應有所助益，一方面增長國際視野，另一方面也將所學知識延伸為台灣在地知

識。 檢討方面，未來可增加質性研究的部分，針對作業內容再做更深入的分析。同時也

可增加焦點團體訪談等方式進行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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