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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地方感為目標的  CLIL 通識課程之教學實踐：以「地方

貢獻：以旅遊報導對日本宣傳旗山」為例  

 

伊藤佳代  

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約聘助理教授  

 

摘要  

 

    本論文以通識課程日語學習者為對象，分析探討以了解台灣地方

文化及培養地方感為目標之 CLIL 教學實踐研究成果。有鑑於公民素

養教育及大學、地方攜手合作之重要性逐年提升，研究者近年在語言

文化通識課程多方嘗試導入 CLIL 教學法。課程進行過程中，研究者

觀察到學生對於語言學習的動機較高，相對的，對於在地議題的學習

動機則較低，為解決此問題，本研究嘗試創新課程活動，以高雄市旗

山區為實踐場域，搭配協同教學、台日學生跨文化合作學習，並由旗

山當地的國小、旅遊導覽團隊，及日商旅遊網站公司的協助下，以「貢

獻地方：以旅遊報導向日本宣傳旗山」為主題，帶領學生進行旗山觀

光旅遊採訪，其後指導學生撰寫日文版旗山旅遊報導，並使該報導刊

登於日本的台灣旅遊網站上。本論文研究目的在於透過課程活動 1.提

升學生對台灣地方文化的內容學習成效；2.培養學生對旗山的地方感；

3.究明旗山認知度開拓之各種情況。研究方法採用 CLIL4C、PAI、PMS

問卷及質性資料分析。本研究結果得知，本課程活動可提升 CLIL4C

中的「內容」、「認知」、「共學 /文化」之教學成效；有助地方感之培養

與型塑，此外，本課程活動產出之旗山旅遊報導經由日商網頁的推廣，

數據顯示確實引起日本人對旗山的注意與關心，喚起日本人來訪旗山

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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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General Courses  Based on CLIL 

Aimed at Cultivating a Sense of Place: An Example of the 

Local Contribution: Promote Qishan to Japan through 

Travel Articles 

 
Ito Kayo 

Assistant Professor, Si-Wan Colleg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is a practical study of CLIL class activities aimed at 

understanding Taiwanese local culture and cultivating a sense of place.  

Through several class activities that the author has practiced in the past 

few years, it was found students were less motivated to learn about 

Taiwan's local issue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develop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nd a sense of place. To overcome the problem, the 

research attempts to create an innovative class activity, using teaching 

methods such as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with Japanese travel companies 

and local schools and cross-cultural collaborative learning, practiced 

activities such as field interviews, production of travel articles in 

Japanese, and posting on travel site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clarify the following three situations：  understanding the contents of 

Taiwan's local issues；  cultivating a sense of place；  Regional 

contribution through Taiwan-Japan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 The study 

method used CLIL4C, PAI, PMS questionnaire, and qualitative data. As a 

result of the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the learners' understanding of 

Qishan deepened and a sense of place was formed. It was also confirmed 

that the dissemination of Qishan travel articles to Japan aroused interest 

in and desire to visit Qishan among Japanese people. 

Keywords: sense of place、travel articles、CLIL、international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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センス・オブ・プレイス育成を目指した CLIL 通識クラスの

教学実践：「地域貢献：旅行記事で日本へ旗山 PR」を例に  
 

伊藤佳代  

国立中山大学西湾学院約聘助理教授  

  

要旨  

 

 本研究は台湾ローカル文化の理解、センス・オブ・プレイスの育

成、地域貢献を目指した CLIL 授業活動の実践研究である。大学の

地域連携、公民素養教育の重視に伴い、研究者は台湾のローカル文

化をテーマにした日本語クラスを実践しているが、学習者の自国地

域文化への関心の低さが問題であった。そこで新たなクラス活動と

して、高雄市旗山区をテーマに「地域貢献：旅行記事で日本へ旗山

PR」と題し、台日国際連携による協同教育・異文化協働学習を用い、

フィールド取材・旅行記事製作・旅行サイトへの掲載という一連の

活動を実施し、学生の旗山文化の理解、センス・オブ・プレイス育

成と地方貢献を目指した。本論文の研究目的は、本活動を通した 1.

旗山についての内容学習効果、 2.旗山へのセンス・オブ・プレイス

育成、 3.日本における旗山の認知度の状況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であ

る。研究方法は CLIL4C、PAI、PMS 調査票および質的資料を用いて

分析したところ、CLIL4C「內容」、「認知」、「共学 /文化」に有意差

が認められ、学習者の旗山に関する内容理解が深まったこと、旗山

に対するセンス・オブ・プレイスが形成されたこと、また旗山旅行

記事掲載により、日本人の旗山への関心や来訪意欲が喚起されたこ

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  

 

キーワード：センス・オブ・プレイス、旅行記事、CLIL、国際連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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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地方感為目標的  CLIL 通識課程之教學實踐：以「地方

貢獻：以旅遊報導對日宣傳旗山」為例  

 

伊藤佳代  

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約聘助理教授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隨著地方本位教育 (place-based education， PBE)的發展，社會貢

獻也成為大學的使命之一，同時，大學生公民素養教育也開始受到重

視。在外語教育方面，CEFR(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標準 )在尊重多元文化前提下，語言

教育觀有所轉變，其所重視的是如何運用所學習到的語言進行社會參

與、如何對社會做出貢獻；語言教育的重心在於培養學習者具備世界

公民素養能力 (オードリーオスラー等、 2019)。因此，語言的學習不

再僅是學習語言，而是透過語言可以學到什麼內容，「內容與語言整合

學習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CLIL)」教學法便是在

如此教育潮流背景下因應發展而出。  

回頭看近年的台灣，各大學也開始重視大學的地方貢獻、公民多

元文化教育，有學者倡議應將台灣的本土文化融入語言課程中 (林長河，

2014)，亦有學者針對通識教育重新呼籲廣泛橫向學習、培養人文素養、

公民性之重要性，並據此嘗試摸索結合日語教育與通識教育之創新日

語課程 (羅素娟， 2017；落合由治， 2020；伊藤佳代， 2021)。學生要

成為一個能運用外國語言從事社會貢獻活動之世界公民，對於與自身

息息相關的地方 (或社會 )投入關心、解決地方的社會問題或賦予意義，

也就是培養地方感 (sense of place)之重要性便伴隨而至 (周芳怡，

2019)。  

鑒於上述日本語教育観念與教育法的轉變，擔任日本語言文化相

關通識課程的研究者自 109 學年度起開設一門運用 CLIL 教學法台日

文化通識課程，將學習目標放在語言與內容兩者，在日語課程融入在

地社會議題、培養深化學生對台灣在地的地方感，建立與國際夥伴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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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共創、整合理論與實踐之教學課程革新，嘗試藉此促使學生深入了

解在地文化、培養該地區的地方感。然而，課程進行中發現，學生對

於語言學習的動機相當高，相對的，對於在地文化的興趣與學習動機

則較低 1。  

據此，本研究嘗試重新設計課程活動：以「旅遊」為主軸加入「旅

行書寫」概念，以高雄市旗山區為主題，由台日學生進行共同踏查，

挖掘旗山值得介紹給國外的特色與景點，最終以日語撰寫旅遊報導，

並登載在日本的台灣旅遊網站上向日本遊客宣傳旗山，藉此改進內容

學習方向以促進學生對在地文化內涵深入了解，深化學生的地方感，

同時，提高旗山在日本的認知度，冀望有助提升日本觀光客來訪旗山

意願，進而貢獻旗山觀光產業之活化。以上為本研究動機所在，本研

究由三個方向進行探究： 1.學生透過本研究課程活動在內容學習的成

效狀況； 2.學生在本研究課程活動中關於旗山地方感培養之狀況； 3.

學生在本研究課程中撰寫的旗山旅遊報導能否提升旗山在日本的認知

度、能否促進日本人來訪旗山意願狀況。  

 

2. 文獻探討  

2.1 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 

CLIL 教學法是將學生必須學習的專業內容與第二語言結合在同

一個學習活動，焦點擺在內容並據此學習語言，以使內容和語言都可

獲得應有的學習成效 (陳振宇，2019)。CLIL 教學法的目的有三，(1) 拓

展學生學科知識，(2) 提升學生外語能力，(3) 培養學生學科相關的跨

文化視野，促進學生理解不同文化的興趣及新的態度 (Tardieu & 

Dolitsky,2012)。CLIL 的特色在於所謂「 4C」核心原則 (圖一 )，意即緊

密結合內容 (Content)、認知 (Cognition)、溝通 (Communication)、共學 /

文化 (Community/Culture)。在此 4C 核心原則框架下，專業知識能帶給

學生學科內容和認知的挑戰，而語言則是用以溝通和建立文化體驗的

 
1詳細課程教學實踐內容請參考：伊藤佳代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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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 (Coyle,2008)，經由認知運用與解決問題的學習過程，同時可發展

記憶、理解、運用、分析、評鑑和創造等不同層次的思考能力與語言

的教育效果 (Coyle, Hood,& Marsh, 2010；Mohan,1986)，亦可培養批判

性思考、問題解決能力、溝通能力、合作能力、創造力、社會貢獻力 (池

田真、渡部良典、和泉伸一， 2016)。CLIL 是可以多方綜合考量運用

的教學模式，課程中導入 CLIL 時，舉凡成雙活動、海報發表、合作

學習、外語教師與各種專業學科教師的協同教學等、這些眾多課堂模

式皆可將 CLIL 基本原理「 4C」納入之 (奥野由紀子等， 2018)。  

關於 CLIL 教學法在公民素養、在地文化教育的運用之先行研究

有：SDGs、以培養世界公民為目標的 CLIL

英文課程實踐 (工藤泰三，2019；山本孝次，

2021；笹島茂、高木由香里、工藤泰三、佐

藤真久、Larry Joe、Curtis M. Revis Seubert，

2022)；以祭典為主題的 CLIL 英語課程 (二五

義博，2019)；以在地遺跡為主題的 CLIL 日

語課程 (深川美帆， 2019)，這些研究指出

CLIL 教學法的實踐有助於加深學習者對該

地區的文化、歷史的內容理解、認知，且對

學習者溝通能力、團體合作能力之提升亦有

顯著效果。  

2.2 地方感 (sense of place) 

地方感，是指人與物質空間 (space)的一種社會建構 (Tuan,1977)；

是居民或來訪者親自見聞、親自以身體去感受到的一種對當地的情感

(Relph,1976、1997；Buttimer & Seamon,1980；Tuan,1977、1980)。地

方感，一般認為是由地方依附 (place attachment)、地方依賴 (place 

dependence)」以及地方認同 (place identity)三者構成 2  (Jorgensen & 

 
2 地方依附，是指個人與特定地方之間存在的積極性心理連結 (Giuliani & 
Feldman,1993；Williams & Patterson,1999)，由人 (文化 /集團、個人 )、場所 (社會

性、物理性 )及過程 (喜愛、認知、行動 )三要素所構成  (Scannell  & Gifford,2010)。
 

圖一：CLIL 課程的

4C 架 構 ， 圖 片 來

源： (Coyl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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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dman,2001)。  

關於地方感的形成要因，學者分別指出包括對該地方的精通度 (張

玉蓮、潘朝陽， 2014)；交通的便利性 Williams & Vaske,2003)；親自

走訪並與該地環境有身體上接觸，或即使未親自走訪，透過該地方資

訊的收集，加上過去或未來身處類似地方的經驗，對該地所持積極 /

消極印象或情感的心理上接觸 (Hammitt, Backlund & Bixler,2006；

Manzo, 2005) 

近幾年，地方感在地方觀光學等研究領域廣泛被運用。地方感有

助於當地經濟發展、社區進步和文化認同 (李宗鴻， 2019)。當人們到

一個地方遊玩時，透過與當地居民互動、聊天、溝通、和其他旅客當

朋友等當地的經驗，可以產生地方感，進而影響消費者的重遊意願 (西

本章宏，2012、2013；徐巧恩，2018；蘇淑慧，2020)。紀錄片的拍攝

可以對當地的歷史文化做出重要的紀錄和曝光，而推廣當地的生態和

文化也是吸引國外旅客前來體驗和欣賞的重要因素 (蘇淑慧， 2020)；

旅行書寫，則視一種將旅行中的感受和觀察記錄下來的方式，可以引

發自我覺察，也是旅者對環境賦予意義的呈現方式 (呂湘瑜， 2015)。

而當旅行者將自己的地方感通過文字傳達出來，文本中所呈現的地方

感會為閱讀者勾勒出地方的特色，也驅動閱讀者去探索旅行者所描繪

的地方。旅行文本在觀光研究中具雙重價值，它既揭示了旅行者對於

地方記憶和地方感的看法，也能了解人們對地方的感受和偏好 (原友蘭、

張蜀蕙、侯錦雄， 2011)。  

綜觀以上相關先行研究，研究者認為可作為本研究課程活動設計

之參考部分如下：在學生地方感培養方面，在課程進行期間盡可能增

 
人們因地方依附可獲得歸屬感、放鬆，積極情緒、舒適安全、個人成長、自由、

娛樂、與自然的聯繫、實際收益、隱私和美學等好處 (Scannell  & Gifford,2017)。
地方依賴，則是指對該地方的功能性喜愛，該地方具備並能夠支援提供個人目的

或活動的資源或設施條件，由此觀點可以捕捉到對該地的重要度或評價 (Schreyer,  
Jacobs,  & White,1981； Stokols,  Shumaker & Harvey,1981；Williams & 
Roggenbuck,1989)。諸如該場所越是容易到達，則人們對於該地方的依賴度越高

(Williams & Vaske,2003)。至於地方認同，則是指對於該地方的情感上依戀，是一

種可以獲得人生意義或人生目的一種與感情或關係，具有該場所象徵性重要度概

念 (Giuliani & Feldman,1993； Shamai,1991；Williams & Roggenbuck,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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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訪問當地的經驗、讓學生多體驗當地風土人情、多與當地居民接觸

交流，去實際感受當地歷史文化等情感，由此所產生對該土地的依戀、

認同等紀錄成文字或攝影可視化時，學生即可客觀地注視自己因這次

學習所得到的地方感；學生整合以往所學及實地踏查等共同行動所得

的知識見聞，並以日語加上創造力的驅使來書寫旅遊報導，這種型態

的知識輸出，即是前述 CLIL4C 之一的「認知」；由於 60%的遊客決定

旅行地點的管道是透過資訊傳播 (Govers & Kumar,2007)，因此，學生

的旅遊報導刊登在日本人習慣檢索的台灣旅遊網站，勢將有助促進日

本觀光客前往旗山的意願，對旗山地區活化必將有所助益。  

關於將地方感培養融入觀光學之教學實踐研究，包括透過南投環

境導覽活動對高中生地方感形成之研究 (鄧伊棋， 2021)；觀光實習課

程學生參與傳統祭典之地方認同形成 (服部泰， 2020)；中學英語課程

之故鄉介紹教學實踐 (許庭瑋，2020)；使用 CLIL 教學法並引導台日雙

方學生線上交流以培養地方感之日語通識課程 (伊藤佳代， 2021)。上

述先行研究皆不約而同明白指出設計適當教學活動有助學生地方感的

形成與培養，然而，此類教學活動得以對地方做出如何貢獻，關於此

點，則是上述研究未曾提及而值得今後更進一步研究之處。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用行動學習為導向進行個案研究。行動研究法是教

師 針 對 特 定 議 題 改 進 教 學 的 方 法 ， 是 一 種 解 決 問 題 的 工 具

(Stringer,1996)，也是一種特別的個案研究  (McKernan,1991)，行動研

究法屬於質性研究方法，質性研究重視的是在自然的情境下，透過個

案研究、收集錄影、錄音及會談、觀察等資料，並透過與研究對象間

的互動過程，對所觀察到的現象或行為進行深入了解，進而詮釋該行

為之意義。  

3.1 研究目的   

本研究針對以下三個研究目的加以分析。  

 

1. 本研究創新課程嘗試改變學習內容模式能否提升內容學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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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  

2. 本研究創新課程嘗試導入旅行書寫活動能否凝塑學生地方感 ?  

3. 旗山旅遊報導能否提升旗山在日本的認知度，促進日本人來訪

旗山意願 ? 

3.2 研究對象與場域  

本研究對象之學生為修讀本課程之本校非日語主修 1~4 年級學生

共 18 名，包含非日語母語者 14 名 (華語母語者 13 名、英語母語者 1

名 ) ，另外日語母語者 4 名 (僑生 1 名、日籍學生 3 名 )。選課原則是

日語能力 N4 以上學生，但實際修課學生日語程度從 N5~N1 都有，因

此第一週上課時，研究者實施日語測驗篩選以便分組。  

本研究實踐場域為高雄市旗山區。旗山曾是香蕉產業王國，大量

香蕉經由高雄港外銷日本，旗山產甘蔗，糖業也是旗山當地產業一環，

旗山糖廠更是代表台灣糖廠文化歷史的重要據點。在歷經繁華後，如

今糖廠雖已停止運轉，香蕉也逐步減產，但代表以往蕉城、糖廠景色

與農村風貌的建築硬體尚在，歷史文化資源豐富，值得整頓轉型成為

具有競爭力的國際級觀光地區，加上與日本之歷史脈絡關係深遠，更

是適合作為台日學生培養地方感的實踐場域。本研究課程活動實際進

行教學的地點，分別為校內教室及報導取材的五個旗山景點：旗山火

車站、旗山武德殿、旗山公園、旗山國小以及旗山生活文化園區。  

3.3 研究工具與處理分析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採用量化與質性資料混合研究，以提升研究問

題的效益 (表一 )。在量化資料處理方面，首先，就研究目的 1 之分析，

研究者所用 CLIL4C 評量問卷。由於本研究目的重點在於考察內容學

習成效，因此本研究針對 CLIL4C 核心原則之「內容」、「認知」、「共

學 /文化」三項加以分析；其次，研究目的 2 之分析則使用地方依附問

卷 (place attachment inventory， PAI)和地方意義問卷 (place meaning 

survey，PMS)兩項。在 PBE 領域，地方感是屬於可測定之學習成果

(Semken & Freeman,2008)，地方依附與地方意義皆屬地方感在心理層

面的構成要素，皆可用客觀量化方式加以測定。本研究以陳哲銘

(2013)PAI 與 PMS 測定之中文翻譯為參考，製作符合旗山地方特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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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測定。問卷內容分中文版 (給非日語母語者 )及日文版 (給日語母

語者 )兩種版本。實施期程在課程第 2 週與第 17 週，採用李克特式 5

點量表以學生自評方式分別進行前後測。分析方法，則是使用 SPSS

進行資料分析，並以樣本 T 檢定，以檢視學生內容學習與地方感之學

習成效；研究目的 3 之狀況，研究者使用「社群媒體觸及次數統計」

的數據進行分析。  

    在質性資料處理方面，研究目的 1， 2 分別使用質性資料 1〜 3，

研究目的 3 則是使用質性資料 4。處理與分析方法上，研究目的 1，研

究者以本課程 CLIL4C 教學內容的 1.內容、 3.認知、 4.共學 /文化之 8

個項目進行分析 (表二 )；研究目的 2，則是參考先行研究加以整理出操

作性定義 (Operational definitions)，其後分為兩項：1.經由旗山相關資

訊、過去或未來與旗山類似地方的經驗等心理接觸所產生對旗山的積

極或消極印象和情感 (以下稱「心理接觸而生的地方感」)；2.走訪旗山

並體驗、互動等物理環境上的身體接觸所產生對旗山的積極 /消極印象

或情感 (以下稱「身體接觸而生的地方感」)，以開放式編碼 (Open coding)

方式進行分析。關於分析資料中出現如 (7-日 )、 (3-非日 )等，數字是學

生編號， (日 )意指日語母語話者、 (非日 )指非日語母語話者。  

 

表一：  研究工具說明  
量性資料  

1.  CLIL4C 評量問卷：參考奧野由紀子 (2018)，加以自行修改編製，以檢視學生
對本課程之內容學習成效。問卷題目「內容」 7 題、「認知」 9 題、「溝通」
10 題及「共學 /文化」 5 題、各 4 項共 31 題 (附件一 )。  

2.  地方依附問卷 (PAI)：本問卷已被檢驗有其信效度  (Williams & Vaske,2003)。
以陳哲銘 (2013)的中文版為參考，再經修改編製，共有 12 題，以檢視學生之
地方感的提升成效 (附件二 )。   

3.  地方意義問卷 (PMS)：以 Young(1999)及陳哲銘 (2013)的中文版為參考，並將
地方名稱改為旗山，由研究者自行編製，共有 20 題，以檢視學生之地方感
的提升成效 (附件三 )。  

4.  社群媒體觸及次數統計：旅遊網站公司所提供的「台北那比」網站、  IG、
FB、Twitter 從 2022 年 5 月到 8 月的瀏覽、按讚、留言人數。  

質性資料  
1.  作業、學習單、成果作品、學生期末反思報告：學生在課堂活動中針對地方
相關議題的紀錄心得，回饋意見等自行書寫的資料。  

2.  課堂觀察錄影 (照片、錄影 )：本研究採用「立意抽樣」方式選擇待錄影的課
堂，別業界人士上課情況、實地踏查以及成果發表等課堂活動拍攝紀錄。此
拍攝錄影目的在於觀察學生課堂活動投入、討論情形。  



41 

3.  學生團體訪談：於學期末實施，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方式，以深入了解學生針
對本課程活動的心得、回饋及建議，以及對旗山的感受與想法。訪談內容包
含本課程的內容主題、場域的選擇、內容學習與語言學習的比例分配、對於
旗山的想法及經由本課程所獲得的助益。訪談後將錄音資料以逐字稿方式呈
現。  

4.  台北那比總編輯的分析評估的文字稿：提供「社群媒體觸及次數統計」時詢
問數字評估，詮釋，收到閱讀者的反應等，透過即時訊息詢問的文字稿。  

 

3.4 教學設計與規劃說明  

本研究之課程對象為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跨院選修 110-1「台

日文化比較研究 (1)」，課程期間是 2021 年 9 月〜 2022 年 1 月，為落實

本學院教學核心理念之「跨領域與跨文化能力」、「溝通與能力」；課程

目標如下： 1.增進學生對旗山歷史、文化、產業等在地知識； 2.培養

旗山的地方感； 3.透過日語撰寫旗山旅遊報導，貢獻旗山，以具體社

會實踐達成學生的社會責任與任務； 4.提升學生日語能力、跨文化合

作、多元思考等跨文化能力。課堂使用的語言以日語為主，以華語為

輔。每周上課一次、每次三堂課、共 18 週 3 學分。成績考核方式為出

席 20%，課堂作業、學習單 20%，期中考 20%，成果作品 20%，期末

書面報告 20%。  

至於本課程教學內容，依照 CLIL4C 架構準則設定，語言學習以

日語為主，內容學習以旗山為主題，包含了解大學社會責任、地方創

生等社會議題，旗山歷史、文化及產業等相關知識，拍攝、採訪、旅

遊報導撰寫等技巧 (表二 )。  

 

表二：本課程 CLIL4C 教學內容  

CLIL4C 各項目教學內容  
1.內容  1.  知悉永續發展目標 (SDGs)、大學社會責任、地方問題、地方創

生。  
2.  知悉旗山歷史、文化以及與日本相關的產業發展。   
3.  學習攝影、採訪及觀光記事報導撰寫方式等文字工作相關技術。 

2.溝通  1.  言語知識的學習：學習歷史文化、產業、觀光、地方創生、SDGs
相關語彙。  

2.  語言技能的學習：學習簡報、發表、質問、記事報導等表達與
撰寫技巧。  

3.  透過學習的語言使用：資料閱讀、團體討論、實地踏查、記事
內容架構討論、旗山旅遊記事撰寫與發表、報告繳交。  

3.認知  1.  思考台灣與日本各自地方課題、查尋日本地方創生的實例。  
2.  思考、討論大學生可為旗山永續發展所作貢獻；由理解連結到
創造。  

3.  思考如何向日本觀光客行銷旗山，並以照片、文章表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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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升課堂中學生在完成任務的同時也學習內容知識及了解跨

文化的媒介，課程中採用的教學法包含協同教學法、跨文化合作學習

法、田野調查教學法 (表三 )。關於場域與課程活動之合作機制部分，

本課程的場域分為旗山跟日本，旗山端：分別有旗山在地影像藝術家、

旗山在地專業導遊團隊及旗山國小師生 3 。日本端：在台日商公司  「台

湾那比達科股份有限公司」所經營之台灣旅遊網站「台北那比 (台北ナ

ビ )」 4。本課程承蒙該公司負責人及網站總編輯協助，得以將學生撰

寫之旅遊報導刊登該網站。如上所述，透過以上各方合作關係，本課

程活動可以說有效建立教育機關—地方—業界等不同領域之連結，同

時也具備跨國性的台日國際連結模式。  

 

表三：本課程授課的教學法  

 

本課程活動以「貢獻地方：以旅遊報導向日本宣傳旗山」為主旨

分為四個步驟 (1.認識旗山；2.田野調查；3.製作旗山旅遊報導；4.成果

 
3 旗山國小歷史可追溯至於 1898 年設置的蕃薯藔公學校。該校建於日治時期的北

棟教室與大禮堂被指定為古蹟。 
4 2002 年設立的「台北那比」是在日本最大的台灣旅遊網站，另外也設有 FB、IG、

Twitter 等社群，粉絲人數方面， FB 約三萬人、 IG 約五千人、Twitter 約八萬人。

由此可推測該網站在推廣台灣觀光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4.共學 /
文化  

1.  學習跨文化：認知上課班級所呈現之  (國籍、系所、出身地、性
別等 )現象，自不同觀點激盪下相互學習。  

2.  凝塑地方公民意識：以台灣在地問題為主題，了解掌握自己本
身是地方公民的一分子。  

教學法  內容  
協同教學法  有專業內容教師的加入支援，鑑於每個學科的目標差異，專業科

目與外語教師的進一步合作，應集中於解決特定教師的特定需求
和關注 (Woźniak,M.,  2013)，亦可補足學生因外語能力不足所致內
容的理解程度 (Vázquez,V.P.,  2014)。本課程獲得旗山影像藝術
家、旗山在地導遊團隊、旗山國小師生以及日本的台灣旅遊網站
「台灣那比」總編輯的協助，與外語老師 (研究者本身 )進行協同
教學，以期讓課程內容更加多元，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跨文化合作
學習法  

透過 課堂中 與 台日學 生混和 編組跨文 化 團隊的跨文 化合作活
動，透過同儕之間的互動合作建立語言和內容兩方面的學習鷹
架，藉由不同文化觀點的火花碰撞挖掘旗山的特色。  

田野調查教
學法  

分別以旅行者及記者兩者不同觀點實地觀察旗山景點，由台日學
生共同踏查親自感受旗山的風景、與當地人互動，挖掘該地區值
得介紹到國外的在地特色與景點，以利培養對旗山的地方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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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與報導刊登 )。課程活動前實施班級分組，非日語母語者均分至各

組，且每組皆加入一名日語母語者成為跨文化混和編組。因選修本課

程的日語母語者僅有 4 名，台籍學生有 14 名，因此額外聘請一位日籍

學生 TA，共計分成五組，每組從五個景點 (旗山火車站、旗山武德殿、

旗山公園、旗山國小、旗山生活文化園區 )中負責撰寫一個景點的報導。

學生成果報導經研究者與編輯長之增減修正，在課程結束約三個月後

刊登於台北那比。原本預定每組刊登一篇共計五篇，後因總編輯建議

將散見各篇美食介紹部分另行獨立成一篇旗山美食報導，遂因此總計

6 篇刊登在台北那比 5。每週課程活動跟對應的  CLIL4C 教學內容編號

如表四，各步驟活動情形如圖二~四所顯示。  

  

 
5 學生成果刊登內容請參考：  
台北ナビ (2022)。【地元大學生が案内する高雄名所  特別編】大學生目線で選ん

だとっておき旗山グルメを一挙大公開！， 2022.5.4.  
https:/ /www.taipeinavi.com/special/80014219 

台北ナビ (2022)。【地元大學生が案内する高雄名所①】高雄のすみずみまで楽し

んじゃおう！台灣バナナのふるさと「旗山」へようこそ！これさえ讀めば

旗山までのアクセスに困らない ♪， 2022.3.2.  
https:/ /www.taipeinavi.com/special/80013930 

台北ナビ (2022)。【地元大學生が案内する高雄名所②】優雅で立派な和風建築「旗

山武德殿」で日本統治時代の武道精神を感じよう！， 2022.3.10. 
https:/ /www.taipeinavi.com/special/80013992 

台北ナビ (2022)。【地元大學生が案内する高雄名所③】旗山の歴史を傳える「鼓

山公園」を堪能しつくせ！， 2022.3.22. 
https:/ /www.taipeinavi.com/special/80014044 

台北ナビ (2022)。【地元大學生が案内する高雄名所④】 100 年の歴史を持つ由緒

ある小學校  「旗山國小 (旗山小學校 )」は魅力いっぱい♡， 2022.3.31. 
https:/ /www.taipeinavi.com/special/80014115  

台北ナビ (2022)。【地元大學生が案内する高雄名所⑤】南台灣のバナナ聖地「旗

山」の歴史溢れる「旗山生活文化園區 (旧鼓山小學校 )」＆旗山老街大満喫 ♪，
2022.5.4.  https:/ /www.taipeinavi.com/special/8001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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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貢獻地方：以遊記報導向日本宣傳旗山」課程規劃  
週
次  

主題  教學內容與重點  CLIL4C 教學內
容編號  

1 課程説明、日
語小測驗  

針對日語非母語者實施日語小測驗篩選
以便分組。  

 
 

2 自我介紹  分組、破冰建立團隊感情、分組作業；
跟組員一起前往高雄市歷史博物館完成
學習單。  

1.內容 -2 
2.溝通 -1 
3.共學 /文化 -1 

3 SDGs、台日地
方創生、大學
社會責任  

由外語老師 (研究者本身 )  講授 SDGs、
台日地方創生、大學的地方貢獻。  

1.內容 -1 
2.溝通 -1,3 
3.認知 -1 
4.共學 /文化 -2 

4 認識旗山 :世
界咖啡館 ~閱
讀旗山  

每組學生事先必須詳讀旗山相關資料，
其後再以世界咖啡館的方式在組內相互
分享各自負責的文本內容。  

1.內容 -2,3 
2.溝通 -2,3 
3.認知 -2 
4.共學 /文化 -2 

5 認識旗山 :業
界專業人士授
課 1.  

邀請旗山影像藝術家講授旗山歷史文化
及其魅力，以便讓學生想像旗山之美；
講解攝影技巧，其後讓學生實際拍攝操
作，並在全班分享觀摩且接受該影像藝
術家指導與評論。其後讓學生繳交心得
反思作業。  

1.內容 -2,3 
2.溝通 -3 
3.認知 -3 
 

6 認識旗山 :業
界專業人士授
課 2.  

邀請日商台灣旅遊網站「台北那比」日
籍總編輯講授日台旅遊概要、日本人台
灣旅遊趨勢、觀光報導取材攝影技巧、
報導製作規則說明。  

1.內容 -2,3 
3.認知 -3 
 

7-
8 

田野調查 :旗
山之旅 1(整
天，兩次課程
合併 )  

第一次重點擺在以旅遊者的視野與身分
感受旗山這片土地，實地踏查預定報導
取材的五個景點；踏查結束後讓學生繳
交心得反思作業。  

1.內容 -2,3 
2.溝通 -3 
3.認知 --2,3 
4.共學 /文化 1,2 

9 分享 :我看到
的旗山  

每組分享田野調查的回顧；分配旅遊報
導主題；第二次旗山實地踏查採訪前置
作業與說明。  

2.溝通 -3 
3.認知 -2,3 
4.共學 /文化 -1 

10
-1
1 

田野調查 :旗
山之旅 2(整
天，兩週課程
合併 )  

第二次重點則請旗山國小師生及在地專
業導遊為學生介紹旗山，並互動之。接
著，各組學生以記者的角度分別採訪負
責撰寫報導之地點；踏查結束後讓學生
繳交心得反思作業。  

1.內容 -2,3 
2.溝通 -3 
3.認知 -2,3 
4.共學 /文化 -1,2 

12
-1
4 

製作旗山旅遊
報導  

選定、編排相片 (20 張以上 )、擬定大綱、
撰寫日語原稿 (1000 字以上 )；由各組日
籍學生擔任台籍學生的日文原稿寫作指
導與訂正；觀摩、練習念日文稿。  

1.內容 -3 
2.溝通 -1,2,3 
3.認知 -3 
4.共學 /文化 -1 

15 製作旗山旅遊
報導 :業界專
業人士授課 3 

邀請旅遊部落客分享日本地方創生，學
習日文撰寫旅遊部落格的經驗。上課後
讓學生繳交心得反思作業。  

1.內容 -1 
2.溝通 -1,2 
3.認知 -1 

16 期末成果發表
會  

邀請研究者參與的 USR 計畫國際連結
類團隊老師、台北那比總編輯、高雄在
地日語導遊擔任評審。  
學生成果作品經過授課教師與總編輯修
正後刊登在「台北那比」。  

1.內容  
2.溝通 -2,3 
4.共學 /文化 -1 

17 學習反思與回
饋  

回顧整學期的課程活動過程。  2.溝通 -3 
3.認知 -2 
4.共學 /文化 -2 

18 期末考週  本週為繳交期末個人書面報告，報告內
容分成三部分。 1.對於旗山的了解與看
法如何改變； 2.合作學習活動中，如何
運用自己在語言、文化知識、行動各方
面的跨文化溝通能力； 3.整學期活動中
覺得有所成長與收穫之處？希望自己可
以再加強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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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步驟 1.認識旗山課程活動狀況  

圖三：步驟 2.旗山田野調查狀況  

圖四：步驟 3.製作旗山旅遊報導，步驟 4.成果發表會與報導刊登  

 

1.世界咖啡館  2.旗山影像藝術家講授  3.旅遊網站總編輯講授  

   

田野調查 :旗山之旅 1 
旗山火車站  旗山老街  旗山生活文化園區  

  
 

武德殿  旗山公園  旗山老街  
  

 
田野調查 :旗山之旅 2  

旗山國小師生介紹旗山  在地專業導遊導覽  分組採訪  

 

  

製作旗山旅遊報告  期末成果發表會與報導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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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結果   

關於研究成果的部分，以下針對本研究三個研究問題加以檢討。  

4.1 内容學習成效  

關於研究問題 1，根據 CLIL4C 評量問卷分析結果可以得知，透

過本研究的課程活動提升內容學習成效 (附件一 )。首先，「內容」部分

共 7 題皆有顯著差異；學生提升了以下學習項目的理解：地方創生、

SDGs 等社會背景；攝影、報導製作的要點；台日觀光方面的交流情

況；旗山的歷史文化、產業、景點以及旗山的地方問題。「認知」 10

題當中，有 5 題，也就是一半題目具有顯著差異；學生自己能夠彙整

旗山地方問題與其原因，並提出解決所需要點，表示學生能夠掌握自

己與旗山之間的關係。「共學 /文化」5 題當中則有 3 題具有顯著差異。

研究者也觀察到學生透過異文化合作學習彼此能夠理解到不同文化背

景者的想法，且能夠提升團體合作協調性。據此可謂台日學生彼此在

溝通協調中，可更客觀地鳥瞰自己 -場域；自己 -他者之間的關係。  

經過質性資料分析後，研究者整理出依照 CLIL 教學內容出現次

數對照表 (表五 )，經由統計可知整學期課程活動中，共有 112次 CLIL4C

相關記述，其分別為「內容」有 39 次、「認知」有 25 次、「共學 /文化」

有 28 次，也就是說，3 項學習項目中「內容」次數最多，其次「共學

/文化」，最少的是「認知」，而此結果跟前述 CLIL4C 評量問卷分析的

顯著性高低順序也有對應到，根據以上量化與質性分析結果綜合起來

得知：本研究課程所設計的課程活動皆可提升 CLIL4C「內容」、「認

知」、「共學 /文化」三項；本活動對於學生內容學習成效強度順序為「內

容」＞「共學 /文化」＞「認知」。  

此外，由 CLIL4C 教學內容學生的心得回饋 6 (表六)可知學生經

由外語老師與業界老師的講授，增進對旗山文化的認識、台日地方面

臨的課題和地方創生的案例，也學習了攝影、撰寫旅遊報導技巧。在

具備了相關台日地方知識基礎後，學生自然地思考到如何將自己所學

 
6學生心得回饋表 (表六、表八 )中包含非日語母語話者所寫日文資料，其中容有日

語文法錯誤問題，因不妨礙分析，故研究者未加修改逕行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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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技巧應用於實際社會。另外，因為本課程學生來自不同學系、

甚至包括日本、馬來西亞等不同國家學生，因此課程活動中學生算是

多元文化背景者之跨文化合作，彼此從中獲得不同文化背景者的思考

模式與經驗，並能客觀看待自己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學生透過這樣

的社會參與和社會連結，開始懷抱著想要為社會做些貢獻的思維，如

有學生寫到，透過課程讓他想到一個問題是：「我們有義務維護這些歷

史並予以傳承嗎 ?」，這顯示本課程活動啟發學生產生身為社會公民的

意識。  

 

表五：CLIL教學內容出現次數對照表  

CLIL4C 教學內容編號出現次數   

CLIL4C 1.內容  2.認知  3.共學 /文化   
項目  1 2 3 1 2 3 1 2 總計  
次數  11 9 19 7 6 12 26 2 112 

各項目  
合計  39 2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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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CLIL4C教學內容學生心得回饋  

 

 

 CLIL4C 學生心得回饋  
    
 
 
 
 

 
1.
內
容  

 
 
1 

有名どころだけではなくローカルな場所に観光資源を見出すのは地域創
生の重要なポイントになります (7-日 )；  地方創生は観光だけに関係があ
るわけではなく、元この場所に暮らす人が出て行かないように、より地
方の経済を活性化させる (15-非日 )；我對於地方創生、地方觀光以及國際
旅遊 (日本旅客到臺灣旅遊 )更加的了解了 (10-非日 )。  

 
 
2 

バナナ砂糖等台湾北部南部各地に輸送する鉄道について深く知識を得る
ことができた (14-日 )；旗山にはワクチン寄付の謝礼として名物のかき氷
を無料で提供するお店があり、旗山のような場所にも台湾と日本との繋
がりがあると知り、改めて両国の結びつきの強さを感じました (7-日 )； 讓
我對旗山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包括它的歷史、他的建築、他的其他食物 (8-
非日 )  

 
 
3 

學到了該如何拍照，其中角度、光線、距離、主題佔比、反射等每項都是
一門既有深度又有趣的學問 (5-非日 )；聽完技巧的講解後，就是實際的嘗試
了，我們這組從頂樓拍到大樓外從通識大樓到海域中心，到處走走拍拍，
就為了能夠現學現賣，把剛剛的技巧全用上 (10-非日 )；最讓我受益良多的
是各種照片再取鏡時的構圖如何讓一張照片變得更好看的方法。由於我很
喜歡畫畫，這些技巧也可以讓我運用到畫畫之中非常實用 (17-非日 )  

  
 
 
 
 
 
 
 
 
 

3.
認
知  

 
 
 
 
1 

地方都市が抱えている過疎化や高齢者増加等の問題を、観光を活用して
どのようにやわらげ解決へと導いていくのか、という地方創生について
も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る非常に良い機会となった (14-日 )；  私の国  (マレー
シア )では、自分の国の県が倒産したという話は聞いたことがないから、
日本のような豊かな国でそのようなことが起こるとは想像できなかった
ので、本当に驚きましたし、夕張を愛している人たち可哀想と思いまし
た (11-非日 )；了解到當時的在旗山的蕉農具有崇高的社會地位與經濟實力，
這也是得益與當時日治時期有關鐵路興建與對外貿易的拓展，這也讓我一
時到一個地區的交通運輸發展的確在很大的程度影響了此地的經貿發展 (6-
非日 )  

 
 
 
2 

記事に取り上げられることで、地域の活性化につながりますし、経済の
発展にもつながるのだと思いました (2-日 )；這些滿懷歷史的建築是我認為
旗山最有特色的事物，再者還有香蕉，老街之類的特產及人文特色，我認
為這些都可以在實行旗山地方創生時好好被運用在這塊美麗的土地上 (5-非
日 )；對於相關的古蹟維護與永續經營等相關的政策面與草根行動，我認為
這些會是旗山日後需要關注並執行的部分 (6-非日 )；之後的訪查應該也可以
著重在旗山著名面臨八八風災的生活情況也許能連結到旅遊遊記也說不定
(6-非日 )   

 
 
 
3 

教わった知識を活かして、色んな方の目を引くような記事を書き、旗山
の魅力をより多くの人に知ってもらえたらと思う (13-日 )；次回の訪問で
は各場所に向かう際の道、所要時間などを正確に記録し、旗山に訪れる
人の参考になるような情報を記事に載せたい (7-日 )；どんな記事を書け
ば、日本人に旗山に興味を持たせるのかも考えながら、日本人が見てみ
たいかもしれない場所を探すうちに、旗山はこんなに日本と深い関わり
がある場所って初めて知りました (15-非日 )  

 
 

4.
共
學

/
文  
化  

 

 
 
1 

グループメンバーのうち蔡君はマレーシア出身の学生だったので、マレ
ーシアの文化や生活についても多少知ることもできた (14-日 )；組員們互
相分享了在臺灣、日本旅遊的經驗。讓我們對沒去過的景點有了新的了解，
也讓組員們更加熟悉 (3-非日 )；當我們討論旗山的報告時才發現其實臺灣和
日本的文化還是有一定的差異，對我們來說是常識或在生活不過的事，對
日本人來說或許是一輩子都不會碰到的事 (8-非日 )   

 
 
2 
 

みんなが地方創生と対日交流にもっと注意を払ってくれることを願って
います (10-非日 )；讓我想起「環境倫理課」所問我們的一個問題：「我們有
義務維護這些歷史並予以傳承嗎 ?」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普遍會覺得
應當保護，但卻沒有一個具體的理由做出貢獻 (6-非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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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地方感之培養  

關於研究問題 2，根據 PAI 和 PMS 問卷的分析結果得知，PAI 問

卷 12 題中有 6 題顯著差異，包括 2.旗山對我很特別；3.我強烈認同旗

山；5.我以在旗山進行田野調查為榮；6.旗山對我意義非凡；9.在旗山

進行田野調查帶給我的滿足感超過在其他地方；10.在旗山進行田野調

查對我來說，比在其他地方進行更重要。PMS 問卷 20 題中則有 9 題

顯著差異，據此得知經過本研究課程活動後，強化了學生對旗山的地

方感，包括「純樸、舒適、偏遠、很特別、非凡、擁有文化 /教育 /歴

史意義」的項目 (附件二、三 )。  

接著質性資料的分析結果部分，研究者進行編碼分類分析後，整

理出依照地方感編碼出現次數對照表 (表七 )與學生心得回饋表 (表八 )，

得以確認的是整學期課程活動中，心理接觸而生的地方感 40 次，身體

接觸而生的地方感 131 次，兩方總計 171 次的地方感相關敘述。由此

結果得知，相較課堂講述旗山知識活動，田野調查對學生地方感之形

成帶來更大作用。此外，就心理接觸而生地方感之相關敘述可知，地

方感形成之印象大致可分為透過資訊蒐集或過去、未來經驗所致；就

身體接觸而生地方感之相關敘述則可大致分為透過景觀、景點的親臨

走訪、當地飲食、人際互動之經驗所致。  

    由表八學生心得回饋可知學生培養地方感的動態過程：本課程學

生當中，不少人在學期之初第一次聽聞旗山這地名，即連有自己曾去

過的學生，對旗山印象也僅限於香蕉、鄉下、無聊等稍稍負面印象。

然隨著本課程的開始，前半部的資料閱讀、專家授課等知識之傳授，

也就是說這階段屬於學生與旗山的心理接觸部分，此類課堂活動使學

生對旗山有更進一步了解，且該了解是從相對負面的印象逐漸轉換成

認知到旗山其實具有傳統歷史，且是一個美麗小鎮之正面印象。其後，

本課程後半部之旗山田野調查的經驗，也就是學生與旗山的身體接觸，

更是讓學生感受到當地居民的熱情與溫暖、發覺旗山文化歷史的價值、

開啟對旗山地方的關懷視角、也對旗山產生重遊意願。綜合言之，本

研究課程活動所設計之心理接觸與身體接觸活動對學習者地方感之培

養具有一定程度之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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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本課程中地方感編號出現次數對照表  
地方感編號出現次數  

操作性定義  1.  心理接觸而生的地方感  2.身體接觸而生的地方感  總計  
次數  40 131 171 

 

表八：地方感學生心得回饋  

  學生心得回饋  
 
 
 
 
 
 
 
1.
心
理
接
觸
而
生
的
地
方
感  

 
 
資
訊
接
觸  

自身も初めて旗尾山という山を聞いたので、気になりネットで調べまし
た。旗尾山から見る風景は老魏先生が紹介したとおり綺麗でした (2-
日 )；他介紹的過程中，我發現旗山真的不太大，我還蠻想知道他從小到大
在旗山生活究竟會不會很無聊 (1-非日 )；老魏和我們推薦的日本人去吃免
費的冰店，這種看似平凡無奇的小事卻讓我對旗山這個地方有了更多的認
識和對它的親切之情 (15-非日 )；雖然我居住在距離旗山很近的大社區，也
有親戚住在旗山，但聽完老魏的分享後讓我對旗山的印象有更不一樣了
(12-非日 )  

 
 
過
去
經
驗  
 

台湾の山地に対して、原住民が暮らしていたり、伝統的な台湾の文化が
ある場所だというイメージを持っていたからで、旗山についても同様に
開発の進んでない地域だと想像した (7-日 )；以前對旗山真的完全一竅不
通，甚至還會跟旗津搞混，說到對旗山的印象，就只有旗山老街和香蕉而
已 (10-非日 )；學習課程之前我對於旗山的印象，一直都是一個什麼都沒有
的鄉下，可能就跟全臺灣居多的鄉鎮一樣，普普通通，種田過日子，不會
有什麼文化的保留 (9-非日 )   

 
 
未
來
經
驗  
 

旗山のような決して都会ではない場所でも日本と台湾の強い繋がりが
感じられ、日台友好が良い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るのだと実感できる。現地
に訪れた際には店主の方に感謝の気持ちを伝えられればと思う (2-日 )；2
回の現地訪問も非常に充実した経験となった。だがまだまだほんの一部
にしか触れておらず、隠された魅力ももっとあるだろう。それらを見つ
けにまた旗山に行こうと思う (7-日 )；這一切都使我對旗山充滿了美好的
印象，會想推薦大家前往，自己也會想要再去一次 (10-非日 )  

 
 
 
 
 
 
 
 
 
2.
身
體
接
觸
而
生
的
地
方
感  

 
 
 
 
景
觀  
 

穏やかな雰囲気やきれいな風景に、私は思わず写真をたくさん撮りまし
た (15-非日 )；予想をはるかに超える人の多さだった。徒歩で全体を回れ
るほどの小さな町だったがとても栄えていると感じた (7-非日 )；実際に
現地に赴くと、とても私にとって雰囲気がいい場所だと気づき、好感を
持てた。その後 2 回目のフィールドワーク、または記事作りを通して次
第に旗山に愛着心のような感情を抱くようになり、学期が終わる頃には
旗山が何か私にとってかけがえのない場所になっていた (13-日 )；這次我
是自己騎車去的，原本以為距離家裡不會太遠，結果在寒風中騎了 45 分
鐘，真的好偏僻啊 (12-非日 )；靜靜看著旗山默默的維持著當地的精彩歷史
地方特色，不禁令我感到自豪，雖然我不是出生於這個城鎮，但我在理解
這些故事與的同時更增加了我對臺灣人的認同感 (6-非日 )  

 
景
點  

公園内には無数の樹木と数多くの歴史的石碑が立ち並び、ここで起きた
過去の歴史を想像してみて、非常にしみじみと感慨深い気持ちになる
(14-日 )；其中的史料不僅豐富而且相當完整具教育意義 (6-非日 )；鼓山國
小是給日本人與旗山望族念的，目前作為市定古蹟讓人參觀，真的非常非
常漂亮，很有歷史的感覺 (1-非日 )   

 
 
 
互
動  

旗山老街を歩きながら、写真を撮っていると出店の方からここから撮れ
ば綺麗だよと声をかけられ旗山に住む人々は親切で温かみのある方々
がいる場所だと感じました (2-日 )；旗山の人々の地元愛も旗山に訪れた
際に感じる魅力の一つだと思う (7-日 )；這次有請旗山國小的小朋友來為
我們介紹當地的特色、民俗風情、啊…然後他們講什麼其實我忘了，小朋
友很可愛那就夠了，我給滿分 (16-非日 )；我的藍芽耳機不小心跌進了水溝
裡， (所幸是乾枯的 )，且伸手拿不到，那兒的居民看到後面到他的屋裏拿
了夾子出來並成功幫我夾了起來，讓我感受了這裏的人情味，讓我更加的
喜歡上這個地方 (11-非日 )  

 
美
食  
 

私はバナナ味のシュークリームを食べました。バナナ味のシュークリー
ムはバナナエッセンスを使用し本当のバナナを使っていないためその
点非常に残念だと感じました (2-日 )；這次的香蕉紅茶比上次好喝太多 (當
初就應該好好先請教當地人才不會被當盤子坑 )(8-非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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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社群媒體觸及成果與分析  

關於研究問題 3，本研究成果作品共有六篇旗山旅遊報導刊登於

台北那比網站，根據台北那比網站總編輯表示，社群媒體觸及成果統

計表 (表九 )所示統計數字可知日本人對旗山的食物，交通資訊有興趣。

網站瀏覽人次方面，通常關於台北地區的報導，一個月有一萬人次閱

覽數，相較與此，本課程成果報導的閱覽人次約有十分之一左右。也

就是說在網站瀏覽人次方面，旗山與台北相較之下容或有不小差異，

然最近僅瀏覽 SNS 的人不少，尤其在 IG 方面的數量相較於台北相關

報導並不遜色。此外，在 SNS 上，關於旗山方面則有台灣美食、台灣

老街以及台灣香蕉等關鍵字則略勝一籌。  

FB 留言上也可看到：「バナナがこんなにてんこ盛りでおよそ 120

元…？食いきれるかなあ、羨ましい」 (這麼多的香蕉才 120 元而已，

會不會吃不完 ?真是令人羨慕的 )的留言，反映出日本人對旗山香蕉的

興趣與關心程度。不過此次旗山報導不僅香蕉，也介紹了旗山的歷史

建築物。對此，台北那比網站總編輯表示這次的成果報導讓以往僅知

道旗山香蕉的日本人也了解到旗山其他的歷史、文化。諸如 FB 上也

有以下留言：「バナナを食べに行きます！」 (我要去吃香蕉 !)；「台湾

への旅行が可能になったら、おすすめのコースをおしえてください。

打狗は何度も訪れていますが、まだまだ奥が深くて楽しみです」(國

境開放之後，請介紹推薦的行程，雖然我去過高雄好幾次，但高雄文

化很豐富，所以我還想更深度的探索 )。以上可知成果旅遊報導已然引

起日本觀光客對旗山的關注與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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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社群媒體觸及成果統計 7 

 

5. 結語   

綜上所述，經由本研究課程實踐與成果分析得知，導入 CLIL 教

學法，並以旗山為主題之創新課程活動可創造出以下學習成果。  

根據本研究量性與質性分析結果得知：研究問題 1.本課程活動過

程可提升 CLIL4C「內容」、「認知」、「共學 /文化」之教學內容，也就

是說學生在內容學習上可謂具有成效，且本研究分析得知課程活動對

於學生內容學習成效強度順序為「內容」＞「共學 /文化」＞「認知」；

研究問題 2.本研究課程活動強化了學生對旗山的「純樸、舒適、偏遠、

很特別、非凡、擁有文化、教育、歴史意義」的地方感；研究問題 3.

本研究課程成果的旅遊報導確實可以引起日本觀光客對旗山的認知度，

産生日本人來訪旗山的意願。  

本研究課程活動除了以上三項成果之外，整體課程活動的進行有

賴旗山當地相關有志之士及旅遊報導網路媒體企業等協助，也獲得業

界人士的協同教學才得以順利進行。據此可謂本研究創新課程另一項

附加成果，即是透過建立大學 -場域 -業界之跨領域國際連結機制，建

 
7
「台北那比」網站、  IG、FB、Twitter ，從 2022 年 3 月 2 日到 8 月 15 日為止的

統計人次。第五篇與第六篇的 FB 報導是合併發布，因此 FB 按讚、 FB 留言人次

是兩篇合併計算。  
 

報導主題  網站
瀏覽  

IG 
瀏覽  

IG 
按讚  

FB 
按讚  

TWTR
按讚  

IG 
留言  

FB 
留言  

1. 交 通 資
訊、 旗 山火
車站  

1,641 4.120 427 114 64 2 1 

2.武德殿  1,008 3.122 325 78 84 0 0 

3.鼓山公園  967 2,619 311 76 63 0 1 

4.鼓山國小  1,144 3,510 468 91 62 0 1 

5.鼓 山 生 活
文化園區  

967 5,215 564 114 48 0 5 

6.旗山美食  1,646 7,135 639  110 1  

合計  7,373 25,721 2,734 473 431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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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台日間知性國際連結，藉此讓日本人關注到旗山，也獲得日本人

的回饋，對旗山觀光活化稍盡微薄之力。  

最後，研究者必須如實指出本研究在活動內容尚有檢討或改善必

要之處。首先，參與本課程的學生並非主修日語，很多學生雖有日文

自學經驗，但書寫能力仍有不足，每組雖有日籍學生可協助修改日文，

但平心而論，此次報導字數門檻對學生而言稍嫌過多，今後或許必須

適當減少字數為是。同時，本次之旅遊報導，內容主要以文章為主，

相片為輔，下次或許可以考慮以相片為主、文章為輔。此外，學生完

成旅遊成果報導後到實際刊登在台北那比網頁，此過程需時甚久，在

課程時間內學習者難以一同欣賞到全員努力的成果；難以直接感受到

該報導刊登後有效提升旗山關注程度的多數回響，此次課程實踐中難

以藉此讓學習者實際感受到對社會有所貢獻的自我效能感。關於此，

研究者今後將會與合作企業協調刊登期程的調整。其次，本次課堂中

的日籍學生分別有正式學制生與短期交換生，中文程度各有高低，台

灣學生的日文程度亦參差不齊，為使各組內部溝通與任務達成能夠更

加順遂，研究者認為實施跨文化混合分組時，雙方學生語言能力也必

須列入考量。本研究課程實踐容有未竟之功，研究者依然期許本研究

對於在地與國際連結之促進、地方感之培育，以國際視野與在地關懷

等公民素養為核心之日語 CLIL 創新教學建立拋磚引玉之效以供各界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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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 : 4C 評量成對母體平均數差異檢定 (N=18,α=0.05) (沒有第 19 題

是誤植 ) 
類

型  題目  前測平均  後測平均  T 值  p 值 (雙 )  

 1.  我知道大學社會責任 (USR)的理

念。  3.0556 4.1667 -5.2363 0.0001 

 2.  我知道 SDGs 的各項內容。  2.7778 4.1667 -4.7395 0.0002 
內

容  
3.  我知道地方創生的背景與對策

方法。  2.8333 4.2222 -6.9338 0.0000 

 4.  我知道台日在觀光方面的交流

情況。  3.1667 4.2778 -4.1650 0.0006 

 5.  我知道旗山目前面臨的地方課

題。  2.1111 4.0000 -8.3185 0.0000 

 6.  我知道旗山的歷史與文化、產業

及觀光景點。  2.6111 4.3333 -6.4805 0.0000 

 7.  我知道攝影、採訪、編輯等報導

製作的要點。  2.9444 4.2778 -7.3756 0.0000 

 17.  我能夠彙整旗山的地方課題與

其原因。  3.0000 3.8889 -4.1891 0.0006 

 18.  我能夠提出為解決旗山地方課

題所需要點。  2.9444 3.8889 -4.2736 0.0005 

 20.  我能夠想像旗山的魅力。  3.2778 3.8333 -1.8898 0.0760 
認

知  
21.  我能夠描述足以吸引外國旅客

的旗山魅力。  3.2778 3.7778 -2.0335 0.0579 

 22.  我能夠比較自己與日本人 /台灣
人有關思考、說明方式的不同。 3.7222 4.2222 -2.4739 0.0242 

 23.  我能夠針對作業或報告進行自

我評量。  3.8333 4.2222 -2.1220 0.0488 

 24.  我能夠客觀地掌握自己與旗山

之間的關係。  3.2222 3.9444 -2.6000 0.0187 

 25.  25.我能夠聽完他人報告後確認

自己的理解程度。  4.1111 4.3889 -1.7613 0.0962 

 26.  我能夠知道自己可以如何貢獻

社會。  3.3333 3.7222 -1.9415 0.0690 

 27.  為了改變社會，我會有所實際行

動。  3.5556 3.6667 -0.5664 0.5786 

 28.  我能夠與團隊夥伴一起共學。  4.3889 4.5000 -0.6216 0.5425 
文

化

共

學  

29.  我能夠理解不同文化背景者的

想法。  4.2222 4.6667 -2.4057 0.0278 

 30.  我能夠互相評論他人的報告發

表。  3.9444 4.6111 -3.3665 0.0037 

 31.  我能夠與團隊一起合作完成任

務。  4.3889 4.6667 -1.5674 0.1355 

 32.  我能夠將台灣地方創生課題與

日本作連結一併思考。  3.8333 4.3889 -3.0071 0.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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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PAI 評量成對母體平均數差異檢定 (N=18,α=0.05) 

題目  前測平均  後測平均  T 值  P 值 (雙 )   

1.  我覺得旗山就是我的一部分。  2.1667 2.7222 -1.3683 0.1890 

2.  旗山對我很特別。  2.3333 3.2778 -3.3079 0.0042 

3.  我強烈認同旗山。  2.4444 3.2778 -3.3892 0.0035 

4.  我很依賴旗山。  2.1111 2.6111 -1.2071 0.2439 

5.  我以在旗山進行田野調查為榮。  3.3889 4.1667 -3.7575 0.0016 

6.  旗山對我意義非凡。  2.6111 3.5000 -2.9503 0.0090 

7.  旗山事進行田野調查最棒的地方。  3.0000 3.2222 -0.8460 0.4093 

8.  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和旗山相比。  2.3889 2.6667 -1.1579 0.2629 
9.  在旗山進行田野調查帶給我的滿足

感超過在其他地方。  2.7222 3.1667 -2.2039 0.0416 

10.  在旗山進行田野調查對我來說比在
其他地方進行更重要。  2.6667 3.1111 -2.2039 0.0416 

11.  在旗山田野調查的經驗是在其他地
方進行無法取代的。  3.3889 3.8333 -1.8103 0.0880 

12.  我覺得在旗山進行田野調查和在其
他相似的地方進行沒有什麼兩樣。  2.3333 1.7778 1.5281 0.1449 

附件三：PMS 評量成對母體平均數差異檢定 (N=18,α=0.05) 

題目  前測平均  後測平均  T 值  p 值 (雙 )  

1.  純樸的  3.6111 4.2778 -2.3805 0.0293 

2.  美麗的  3.9444 4.3333 -1.6861 0.1100 

3.  偏遠的  2.8889 4.2778 -6.9338 0.0000 

4.  獨特的  3.4444 4.1667 -3.4244 0.0032 

5.  有許多值得保護的  3.8333 4.6111 -3.2891 0.0043 

6.  值得外地人造訪的  3.9444 4.1667 -0.9397 0.3605 

7.  對台灣在地文化重要的  3.9444 4.3889 -2.4057 0.0278 

8.  過度開發的  2.6111 2.6667 -0.2233 0.8260 

9.  不平常的  2.7222 3.3333 -1.6441 0.1185 

10.  富於新奇的  3.2222 3.3889 -0.6439 0.5282 

11.  環境受到威脅的  2.2222 2.3333 -0.4370 0.6676 

12.  擁擠的  2.7778 3.1111 -1.8439 0.0827 

13.  治安不好的  3.3889 3.5556 -0.5890 0.5636 

14.  有趣的  3.3333 3.7778 -2.2039 0.0416 

15.  有教育意義的  3.6111 4.2222 -3.7156 0.0017 

16.  寧靜的  3.5000 3.7222 -1.0000 0.3313 

17.  舒適的  3.6111 4.1667 -2.5570 0.0204 

18.  環境脆弱的  2.2222 2.1667 0.2124 0.8344 

19.  傳統的  3.8333 4.0556 -0.7466 0.4655 

20.  有歷史意義的  3.8333 4.7222 -4.9727 0.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