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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課程教學大綱 

 

課程資訊 

學年學期 113學年第 1學期 

科目代號  

開課單位 日文碩一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人物移動與文化傳播」國際課程 

英文名稱： International Course on Person Movement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授課教師 鄭家瑜 

預收人數 7 (國際學生另計) 

學分數 2 

修別 選 

先修科目 無 

上課時間 
密集授課(2025/01/06-2025/01/10)  

上課地點:韓國高麗大學(採實體與線上同步) 

課程屬性 

 

 
◎級分說明： 
1 關聯性最弱，5關聯性最強。 
每一筆課程屬性皆須選擇對應之級
分，無關聯性或關聯性低請選擇
"1"。 

人文關懷課程 關聯性級分：〇1 〇2 〇3 〇4 〇5 

跨領域課程 關聯性級分：〇1 〇2 〇3 〇4 〇5 

社會參與課程 關聯性級分：〇1 〇2 〇3 〇4 〇5 

總整課程 關聯性級分：〇1 〇2 〇3 〇4 〇5 

永續課程 關聯性級分：〇1 〇2 〇3 〇4 〇5 

資訊判讀課程 關聯性級分：〇1 〇2 〇3 〇4 〇5 

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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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為本校之日文系、韓文系、中文系，與日本廣島大學綜合科學部、韓國高麗大學

漢文學系，共三國五單位共同合作開設之國際課程。參與學生以本校之日文系、韓文系、中

文系同學為主（含學士班、碩士班），加上日本與韓國之國際學生。繼去年於政大授課之

後，本課程將進行海外移地教學，授課地點為韓國高麗大學，輔以同步之線上課程。 

  臺日韓原本就在東亞歷史上就有密切的關連，在亞洲研究上也有許多共同的議題，本課

程以「人物移動與文化傳播」為大主題進行開課，並設計三項小主題，分別為 1.東亞各國

間之宗教傳播；2.東亞各國間之旅遊與書寫；3.東亞各國間漢字文化的共相與殊相。 

    本課程具有如下之特色： 

1.本課程結集臺灣學者及日、韓國際學者，以「人物移動與文化傳播」為題，除將認識東亞

各國間人物移動的過程與文化傳播的方式外，也將進一步探討相關文獻與文物的內涵與意

義。 

2.本課程之共同語言為中文(輔以日文、韓文)。 

3.本課程採實體與線上同步上課。 

4.本課程之分組，預計平均分配政大、韓國高麗大學、日本廣島大學之學生，期許同組中有

不同國家、不同系所之學生，以創造跨文化之學習情境以及擴展國際觀。 

5.本課程結合文化探訪，並由韓國國際師資負責解說，以增進學生實地踏查的經驗以及百聞

不如一見的機會。 

6.本課程規劃專題講座，藉以加深加廣跨域知識之學習。 

7.藉由臺、日、韓三校五系所之合作，開創跨國、跨校、跨系所之新教學模式。 

 

課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在東亞漢學的共同基礎上，匯集臺、日、韓三校五系所之師資合開「人物移動與文化傳

播」國際課程。促進三校五系學生認識東亞各國間人物移動與文化傳播途徑之共相與殊相，

加深對漢字文化圈的文化與文學之理解，並於此一課程平臺，促使學生有更具體之交流，提

升跨文化之視野與省思。而為落實上述之教學目標，有如下之具體做法： 

1.修習本課程者有臺灣學生及日、韓學生，除於課程中共聚一堂學習外，課餘仍持續交流。

本課程另規劃安排韓國文化參訪，為跨文化學習創造一極佳之平臺。 

2.透過網路社群媒體，提供學生課前自主學習資料，習得先備知識。 

 

基於上述教學目標，本課程預計達成以下學習成效: 

1.東亞各國間人物移動與文化傳播之理解。 

2.漢字文化圈之文學與文化之共振與發展。 

3.跨院系、跨國之教研資源的整合，提供學生跨域學習之機會，增進國際視野。 

 

每週課程進度與作業要求 
 

教學週次 彈性補充教學週次 彈性補充教學類別 

 〇16+2週 第   17 週 
〇課程相關線上學習 

〇自主總整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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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完成指定課後作業或作品 

〇參與校內外課程相關學習活動或社會服務 

〇其他（請參閱每週課程進度與作業要求） 

第  18  週 

〇課程相關線上學習 

〇自主總整學習 

〇完成指定課後作業或作品 

〇參與校內外課程相關學習活動或社會服務 

〇其他（請參閱每週課程進度與作業要求） 

 〇17+1週 第    週 

〇課程相關線上學習 

〇自主總整學習 

〇完成指定課後作業或作品 

〇參與校內外課程相關學習活動或社會服務 

〇其他（請參閱每週課程進度與作業要求） 

 〇18週  無彈性補充教學週 

 

課程進度 

課程採密集授課(2025/01/06-2025/01/10，共五天)方式，日期與進度如下: 

1/6（一） 

09:00-10:30（1.5小時） 

始業式（全體教師） 

10:30-12:00（1.5小時） 

課程介紹（全體教師） 

 

13:30-16:30（3小時） 

開課教師：鄭家瑜 

課程名稱：日韓古代女王之崛起—以歷史背景與人物形象分析為中心 

課程介紹：在日本漫長的歷史中，一共出現了八位女王，其中有六位集中於飛鳥・奈良時

代。推古天皇身為日本首位的女王，有著重要的歷史定位。此外，朝鮮半島也出現了有史以

來首位的女王—新羅的善德女王。這些女王之間不僅有著時代的傳承或重疊，亦有其人物形

象上的相似。本課程預計比較分析日韓兩國古代女王崛起的背景以及其人物形象。 

16:30-17:30（1小時） 

小組討論 

 

1/7（二） 

09:00-12:00（3小時） 

開課教師：荒見泰史 

課程名稱：圓仁與日唐文化交流 

課程介紹：日本比叡山延曆寺僧圓仁西元 838年入唐，847年回到日本，撰寫《入唐求法巡

禮行記》，不但為其在唐近十年的歲月留下記錄，也為當時唐土僧人的日常與社會留下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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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影，圓仁回國後進而將在唐土所學天台宗、密宗及法照淨土法門導入日本。本講將以圓仁

為焦點，依上所述進行講述。 

 

13:30-15:00（1.5小時） 

演講學者：楊沅錫  

演講題目：漢字文化學和東亞漢字文化（上） 

內容介紹：本課程對"漢字文化學"的概念及研究內容和方法進行探討後，用漢字文化學研究

方法論來掌握東亞漢字文化的多種形態。 特別是致力於掌握與人物相關的漢字文化。通過

這些可以確認韓國、中國、日本漢字文化的共同點和不同點，也還能創造出理想的東亞漢字

文化未來。 

 

15:00-16:30（1.5） 

演講學者：涂豔秋 

演講題目：新羅元曉與義相對中韓佛教的影響（上） 

內容介紹：元曉與義相緣本計畫一起來中國，因為一場大雨，結果一個繼續前往中國，一個

返回新羅。留在新羅的元曉卻影響了中國華嚴祖師法藏，前往中國的義相卻為新羅帶回新的

佛法，本課程擬以此二關鍵人物為題進行說明。 

 

1/8（三） 

09:00-12:00（3小時） 

開課教師：林侑毅 

課程名稱：異域眼中的帝國晚景：朝鮮燕行錄中的晚明與晚清 

  課程介紹：燕行錄是韓國使臣前往中國元、明、清首都燕京，將一路所見、所聞、所感的

真實經驗記錄下來的文獻，透過這些文獻，可以一窺當時中國的政治局勢與社會現象、民俗

風情。本課程將介紹朝鮮使臣如何記錄明、清帝國晚景，由此思考弱小國如何自救圖強。 

 

13:30-17:30（4小時） 

活動名稱：文化參訪 

解說教師：楊沅錫 

 

1/9（四） 

9:00-10:30（1.5小時） 

演講學者：楊沅錫  

演講題目：漢字文化學和東亞漢字文化（下） 

內容介紹：本課程對"漢字文化學"的概念及研究內容和方法進行探討後，用漢字文化學研究

方法論來掌握東亞漢字文化的多種形態。 特別是致力於掌握與人物相關的漢字文化。通過

這些可以確認韓國、中國、日本漢字文化的共同點和不同點，也還能創造出理想的東亞漢字

文化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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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2:00（1.5小時） 

演講學者：涂豔秋 

演講題目：新羅元曉與義相對中韓佛教的影響（下） 

內容介紹：元曉與義相緣本計畫一起來中國，因為一場大雨，結果一個繼續前往中國，一個

返回新羅。留在新羅的元曉卻影響了中國華嚴祖師法藏，前往中國的義相卻為新羅帶回新的

佛法，本課程擬以此二關鍵人物為題進行說明。 

 

13:30-15:00（1.5小時） 

開課教師：陳慶智 

課程名稱：日治時期朝鮮人的海外旅行與書寫：以朴榮喆的《亞洲紀行》為中心 

課程介紹：本課程以朴榮喆（1879-1939）撰寫的《亞洲紀行》為研究對象，來探討日治時

期朝鮮人海外旅行與書寫概況，並且透過《亞洲紀行》作者的生平與交遊情形作一完整的梳

理，以理解其紀錄書寫的意圖與對外認識的過程。 

 

15:00-16:30（1.5小時） 

演講學者：將邀請韓國著名漢學學者 

演講題目：待定 

 

16:30-17:30（1小時） 

小組討論(全體教師進行小組指導) 

 

1/10（五） 

09:00-12:00（3小時） 

開課教師：楊明璋 

課程名稱：雙城（成）記：文成、金城公主與唐蕃文化交流 

課程介紹：太宗時的文成公主嫁松贊干布，中宗時的金城公主嫁予赤德祖贊，新舊《唐

書》、敦煌文獻及藏文史書《巴協》、《賢者喜宴》等文獻對二位公主的事跡多所交代，本講

關注的焦點為本是政治聯姻的和親，所帶動的唐朝與吐蕃之間的文化交流。 

 

13:30-15:30（2小時） 

演講學者：荒見泰史 

演講題目：東亞盂蘭盆勝會與華人移民 

內容介紹：本講將以於馬來西亞盂蘭盆勝會田野調查所得為主軸，輔以於臺灣、香港，乃至

於日本田野調查所得，探討華人移民文化於東南亞之傳播。 

 

15:00-17:00（2小時） 

發表與評論（全體教師參與講評） 

 

17:00-18:00（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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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業式（全體教師） 
 

 

授課方式 

講述： 40   %；討論： 20   %；小組活動： 20  %；數位學習： 10   %；其他： 10(文化

探訪)   %。 

評量工具與策略、評分標準【明列評量項目與給分標準】 

1.以學習成果發表為主要評量方式。 

2.評分項目包括： 

 口頭報告：40% 

 簡報內容：40% 

 同儕互評：10% 

 學生自評：10% 

3.密集課程期間，無故缺席者，成績概以不及格評之。 

 

 

課程進行中，可否使用手機等智慧行動裝置 

是 
否 
需經教師同意始得使用 

其他:                           

授課教師諮詢時間及地點 
研究大樓 601(時間請用 MAIL與老師聯繫) 

教學助理基本資料 
無 

指定／參考書目 

【為維護智慧財產權，請務必使用正版書籍】 
由各教師指定教材。 

課程相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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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課程附件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