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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短期交流獎助計畫 

【執行成效表單】 

一、基本資料 

計畫編號 D2-1-01-05 補助類型 

海外短期研修(1 學分以上) 

▓7 天以上之短期文化交流 

競賽或移地訓練 

執行單位 應日系 

計畫主持人 吳幸芬 分機/Email 
4250 

quintywu@mail.cjcu.edu.tw 

填表人 

(聯絡人) 
吳幸芬 分機/Email 

4250 

quintywu@mail.cjcu.edu.tw 

活動名稱 台日地方創生體驗學習考察 

執行期程/ 

交流日期 

執行期程: 2022.10-2023.4 

交流日期: 2022.11.22-24、 

         2023.2.5-2.11 

出國地點 日本 

實際補助 

學生人數 
10 人 

實際補助 

老師人數 
2 人 

其中新生人數 

(暫估) 

108 學年入學新生，4 人 

109 學年入學新生，6 人 

110 學年入學新生，0 人                          *可自行增列或說明* 

配合課程名稱 

 

無 
課程屬性 

(必選修/學分數) 

必修___學分 

選修___學分 

已申請其他 

來源補助 

 

無 

 

二、計畫說明 

執行重點 

及特色 

一、 計畫內容及特色描述 

(1) 動機：本計畫依現有社會課題為根本，以專題考察為行動，希望學生發

揮學習成效，實際移地教學，赴當地考察並參與實作體驗，相信會有更深刻

印象與學習效果。從瞭解地方特色到考察市容，做市場調查及訪問等過程深

入了解地方創生之需求條件與該具備之能力。藉由兩校學生交流之學習，讓

學生從中了解多元文化的異同，拓展國際觀，提升未來就業之能力。 

(2)目標：習得如何活用在地文化財發揮其長效達到更高效益 

(3)特色：運用活性學習方式，藉由企業組織成員之執掌分配方式，讓學 

生入企業前提前學習如何執掌職責、獨立探索、創意思考、團隊分工工作等

能力學習，並期許藉由這活動促進台日國際交流並提升學校於海外知名度本

活動「台日地域創生考察体験-以台灣高雄興達港與日本函館朝市為例-」為

主題進行兩地考察並實作分析市場。期間兩校師生實際跨國移動深入現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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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當地環境與現狀，初次活動將以當地特產創意自己母國料理為主題於當地

發表。 

 

如何活化地方、振興地方，顯然需有主題與特徵性。然，民以食為天，食就

是生活的必需也是根本。尤其台灣是一個美食文化國家的代表，學生如能從

“食”起步跨越國境融合地方是最適合不過。學生的創意無限，但學生的體

驗卻有限，在現有階段上，談不上協助地方建設或其他。但若能運用自己的

語言與對異文化瞭解的能力，著實從民生開始思考，學習瞭解地方特色區域

環境，掌握現有地方特色食材與料理，是學生可以馬上著手嘗試並發揮學習

成效之處。 

 

故，此次將引導學生嘗試如何以觀光者的角度，跨越國際視野，於他鄉異地，

利用現地食材，發揮創意，產出異國美食料理，相信可以添增地方色彩，推

廣在地食材的運用，增加回鄉回流之人潮，更是增加地方經濟的來源。同時

也是推動地方連結國際交流的開始。期間國際移動時，兩校教師、學生共同

協助指導，並協助行程、發表等安排。期許透過這樣交流過程，可讓學生從

語言交換學習到市容生活、多元文化、國際市場發展等實務體驗學習。成長

自己未來就業能力。也希望促進兩校交流情誼拓展學校於海外之知名度，提

升國際招生之目的。 

 

執行成果紀錄 

一、自我評鑑 (滿分 100分) 

▓1.計畫正常推展，且預期成效順利達成(自評分數：  100   ) 

□2.計畫正常推展，但未達預期成效(自評分數：     ) 

□3.計畫執行未達預期成效，並執行有困難(自評分數：     ) 

*勾選第2、3項者，請於自我檢討及建議說明* 

 

二、成果心得說明 

長榮大學與日本姊妹校函館大學往來密切，一直保持著深切友好關係。2022

年 11月台灣剛開放外國旅客來台之際，函館大學師生隨即來訪長榮大學，與

應日系師生進行 3天的台日在地創生交流互動討論。 

 

本次應日系赴日研修考察活動，應日系學生以日語簡報，向函館朝市、振興

局等機構及媒體進行「台灣地方水產與加工及烹煮料理方式」介紹，並運用

日本在地食材煮出台灣風味的什錦麵線糊，讓日本朋友即便不在台灣，也能

輕鬆做出異國風味的台灣料理！ 

本次研修活動除了以外國人視角品嘗函館近年過剩魚產「鰤魚」(日語:ブリ 

buri)之試吃會提供地方意見，同時舉辦在地食材創意台灣風味料理發表會

時，也接受了北海道電視放送局、北海道南 NHK 的採訪，並於 2 月 7 日於當

地節目中播出。 

學生表示，透過此次研修考察活動看到自己所憧憬的日本，也充分活用了自

己所學的日文，和平常在學校上課完全是不一樣的感受，大家充滿熱情的進

行交流活動，內容非常充實，很開心可以帶著滿滿回憶回到台灣！ 

 

所遇問題 

同學們初次出國又一週密切聚集的共同生活，彼此生活習慣的異同，確實影

響團體活動時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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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我檢討及建議 

這次最大問題就是第三項，同學個性上的差異，是否適合團體? 也許下次出

發前應該以先集中宿營方式進行事前工作準備。順便觀察也讓同學先適應彼

此，及早發現問題點做修正。 

 

四、與合作機構之交流現況說明及後續合作評估 

本系與函館大學一直都往來密切，經過本次台日創生交流後收穫頗豐，預定

今年會再與函館大學師生一同就相同議題更深入探討、合作，有望於當地再

次發表研究成果。 

 

 

請檢附活動照片至少 3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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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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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成效說明(經費執行率、量質化指標及 KPI) 

(一) 經費執行率： 

經費執行率 

項目 

(A) (B) (C) (B+C) (B/A*100%) 

計畫核定 

金額 

(A)項實際執

行金額 

使用 

其他經費 

整體計畫實

際執行金額 

計畫核定經費

之執行率 

機票費 220,000 217,800 0 217,800 99% 

保險費(學生) 700 656 0 656 94% 

住宿費(教師 2 人) 30,000 20,272 0 20,272 68% 

住宿費(學生) 9,600 6,398 0 6,398 67% 

使用其他經費說明 

 

【補充】計畫核定經費之執行率低於 70%者，請於自我檢討表格內說明。 

 

(二) KPI達成情形說明： 

量化 達成率 達成情形說明 

 

【共同指標】 

提升本校國際化指標 100% 以國際處公版問卷量測；100％參與

學生表示提升國際觀。 

提升學生跨文化理解力 100% 以國際處公版問卷量測；100％參與

學生表示提升跨文化理解力。 

促進學生赴海外交流意願 98% 以國際處公版問卷量測；98％參與學

生表示未來還想餐與相關交流活動。 

【自訂指標】 

提升學生異國實務考察能力 
100% 以國際處公版問卷量測；100％參與

學生表示提升異國實務考察能力。 

提升學生活化地方創生之能力 
98% 以國際處公版問卷量測；98％參與學

生表示提升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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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量質化指標執行成效： 

量化指標 達成率 達成情形說明 

【共同指標】 成果發表會 1 場 100% 於 112/3/22 舉辦成果發表會 

學生心得_10 份 100% 參與學生每人 1 份心得報告 

【自訂指標】    

質化指標 達成率 達成情形說明 

   

   

 

 

填表人： 吳幸芬 (分機 4250 )                                                       

日期：  112 年 4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