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104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研究會議紀錄 

【高中社會科/領域 第 5次】 

會議時間 

104年 10月 28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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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地點 簡報室 

會議主席 駱毓貞老師 會議記錄 李祖恩 

列席人員 (詳見簽到表) 

會議議程 

一、主席致詞： 

因莊主任公務繁忙，無法與會，所以由主席代為歡迎中山女高地理科的張佩瑜老師蒞臨

本校演講，並致贈感謝狀。今日議題為「手繪旅行看世界」。 

 

二、主題：手繪旅行看世界 

講師：中山女高 張佩瑜老師，本次講題分兩大主題：個人旅行經驗與特色課程。 

 旅行經驗分享 

因喜愛自助旅行，少則一個月，多則兩個月，第一次去的國家是法國，然而一個地方並

不是去一次就可以感受到當地文化，有時候那個城市會透過各種方式把旅人又召喚回去。今

年也去了法國一趟，主要待在法國鄉下，此時卻發現一點都不瞭解法國。今年住在法國的鄉

下，沒有鄰居的森林裡面，過著非常傳統的鄉下生活。讓我發現法國一點都不浪漫，反而是

「固執」與「傳統」。從法國回來後，把當初第一次去法國的筆記拿出來，才發現那根本不

是法國，而是充滿了刻板印象。 

接著也去過西班牙、奧地利、捷克、匈牙利、土耳其，為什麼都待在歐洲呢？可能被風

景明信片影響吧。在旅遊這些國家後，出現了很大的問題，就是「走馬看花」。旅行可以很

簡單，把旅行社的行程複製一下即可。然而對於歐洲歷史、藝術也不懂，所以到了奧地利、

捷克就會覺得很無聊。因此決定改變了旅行的方式，以土耳其當深度旅遊的目的地。當時是

住在寄宿家庭，在伊斯坦堡待了一個月。為什麼選擇這城市呢？因為要待一個月，這城市有

伊斯蘭與基督教的遺產，應該有很多可以深入挖掘的地方。也在這次旅遊後，採取比較深度

的旅遊方式，接著就去伊朗與烏茲別克。伊朗雖然被經濟制裁，然而較為封閉，反而保留了

較為傳統的面貌，也比較不會看到全球化的影子。之後去了烏茲別克與吉爾吉斯，然而看了

《不安的山谷》這本書，也發現我所認知的這兩國跟這本書完全不同。中亞不論去了幾次，

沒有在當地深住或沒有找很多資料閱讀的話，根本看不清楚實際面貌為何。 

後來也去過尼泊爾，去了三次，是個很舒服的地方。在大吉嶺茶園，體驗採茶人家的生

活。去了泰國，有人推薦去按摩、去名勝景點，然而我去的反而是購物中心，著重於看泰國



的設計。泰國的設計結合文創素材不在臺灣之下，甚至更好。 

新加坡，去過的朋友都說很無聊，然而我去之前做了一些功課，發現這國家完全是菁英

主義的國家，把國家當作一個公司在經營。到了新加坡就委請朋友幫忙帶我去看不同的政府

組屋與私人住宅，看裡面的設計。也去了當地市場，當地特別著重整潔檢查。也參觀了都市

更新的部分。除了上述的國家外，還包含了秘魯、斯里蘭卡、玻利維亞等，這些就是我去過

的國家。 

因為我自己本身很愛畫畫，因此別人用相機寫日記，我用畫筆。第一次去法國沒帶相機，

開始用畫筆做紀錄，也影響到之後的旅行方式。在伊朗繪畫、寫生時，曾引起圍觀，甚至還

曾在繪畫時有人丟錢給我，而我也會將日記請當地人幫忙看，還可以幫我校對。去伊朗前，

在土耳其拿到簽證，並買了頭巾。但沒想到土耳其比較開放，伊朗相對保守，土耳其買的頭

巾跟長袖色彩過於鮮豔，反而引起當地人注目。 

有人問我花這麼多時間寫日記不會累嗎？當作自己喜歡的事情時，就不會累了。我的學

畫歷程：在大學畢業後，開時找專業的老師學畫，從素描、水彩、油畫一步一步開始學起。

也因此到各地旅行時，美術館也成為安排去參觀的景點。曾經在外國旅行時，討論到中、西

雙方藝術上的差異時，發現一點都不了解中國的水墨畫，也因此在那之後開始學習水墨畫。

但是材料的限制，出門旅行時是無法使用水墨畫的。到國外時常寫書法送給當地人，甚至還

擺攤過。因此出門時，都會帶著毛筆與小卡，當作給當地人的禮物。 

以前常會帶著書本去旅行，然而重量等因素，現在都帶著電子書，將自己蒐集來的資料，

重新整理，彙整成電子書。旅遊書的部分，很喜歡寂寞星球的地圖編排方式，然而寂寞星球

一點都不寂寞，會在路上不斷的碰到的同樣一群人，推薦的旅館也始終爆滿。所以盡信書，

不如無書。 

往往有時旅遊書上的一句話會給你一些啟發，在烏茲別克時，特別跑去看浩罕古國的故

地，結果一個觀光客都沒有。 

暑假的兩個月，就是進修的機會，旅行回來後，就會想要去看不少書籍，也比較瞭解了

拉丁美洲的歷史。在去拉丁美洲之前，看了《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然而在秘魯甚至安

地斯山脈旁，發現現實與書上的描述完全吻合，也就代表當地五十年來毫無進步。因此自己

提出了許多疑問，得天獨厚的秘魯到底什麼因素造成這樣的情形呢？提出疑問是很重要的。

所以回程後，就會找了不少相關書籍來閱讀。例如《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孤寂的盡

頭：全世界能向拉丁美洲學到什麼？》等書。出國時，也很愛逛書店、買當地的書，尤其是

童書、繪本。 

自己也出版了五本書，這些都是從自己旅遊日記中做出刪減。出版前也不知道有人會想

要看這樣的書，日記之中都是流水帳，心中就打了一個問號，為什麼會有人買呢？這個疑問

是個朋友給解答的，因為我的東西與其他人有所區隔，可能是地理老師的背景，使得旅遊日

記中呈現的內容，與其他旅遊書做出了區隔。也因此可以一路出版到現在。 

現在很強調的是跨界，107課綱之後會有跨領域的科目，網路發達，現在教書也不容易，

常常被挑戰。然而旅行讓我學到很多，尤其是跨界的部分，讓我更瞭解美術、宗教等部分。

這改變的過程其實是很緩慢的，以前求學經驗都是讀教科書，很少讀課外書。可是因為旅行

的緣故，也因此產生了好奇心。現在旅行好像被包裝成顯學，有人說去了一趟壯遊，什麼問

題都會迎刃而解。然而我覺得這樣的歷程是緩慢的。 



旅行讓我學到的是跨界，在西方藝術史上有個很有名的跨界代表：達文西。他對於生物

學、畫家、科學等都有涉獵。我覺得應該把學生教育成一個有生命情懷，能好好過生活的人。 

家人曾問我為什麼要去這些鳥地方？其實跟讀的書有關，在我讀的書曾有很多人走過，

例如馬可波羅的路線圖，也因此就成為我旅行規劃的方向。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也是我旅

遊的參考依據。有書籍在背後支撐，因此很多景點本來模糊的印象，因為與歷史結合，開始

有了具體的形象。 

去秘魯很遙遠，先從臺北出發到美國轉機，才能到利馬，花了二十幾個小時才到。到秘

魯時，為了減緩高山症，會嚼古柯葉、喝古柯茶，這是他們自古以來的傳統文化。然而後來

被提煉成毒品，因此美國禁止當地栽種古柯葉。秘魯名產，當地美食：天竺鼠，歐洲傳教士

到當地傳教時，甚至將《最後晚餐》圖畫中的「晚餐」，改為天竺鼠。然而我始終不敢嘗試。

秘魯當地的餐廳：Chifa（吃飯），因為明朝時就有和秘魯當地有貿易路線，中華料理在當地

已經形成在地文化。海上絲路（te）與陸上絲路（cha）影響到茶的發音。這些研究後來也成

為課堂教學教材的一部分。 

走了很多國家才發現，原來人生有很多選擇，因此旅遊帶給我了這樣的收穫。去烏茲別

克比較麻煩，要去泰國、或仁川轉機，仁川為了發展成為國際航空的轉運站，在轉機時可以

使用淋浴設備，也提供盥洗用具，也會有全黑不開燈的區域，讓有時差等待轉機的旅客休息

之用。 

去吉爾吉斯是因為《地圖上的籃眼睛》的介紹，那藍眼睛指的就是天山山脈的冰蝕湖泊。

去那邊看自然景觀、其實也是看自己的內心，整個人因此而沈澱。到吉爾吉斯上山時，因為

沒有車輛可坐，只能騎馬。當地人因我不會騎馬感到訝異，還以為在臺灣上班也是要靠騎馬。

吉爾吉斯的國旗，其實就是帳棚的天窗。當地是沒有銀行戶頭，因為銀行太遠了，若需要錢，

則將羊送到牛羊市集販售。在當地為了儲備冬天糧食，男生必須在山上割草，婦女則是蒐集

蔬果製作罐頭，因此一年四季只有冬天可以稍微休息，其餘時間都很忙碌。烏茲別克的審美

觀認為女生應該要畫一字眉，並採 USMA草的汁液，塗抹在兩眉之間，刺激毛髮生長。並

且認為女生要胖，代表富貴。一般人身上也要有黃金等飾品，並且並要裝金牙。 

計畫往往趕不上變化，變化會讓你看到更美麗的風景，在秘魯時看到的美景，都是在計

畫之外。在秘魯亞馬遜河流域時，還誤打誤撞住到薩滿家呢。 

 

 旅行的能力：基本的常識、做決定的能力、語言能力 

在伊朗因為使用古老的阿拉伯數字，看不懂當地的標價，就如同文盲一般，只好自學。

波斯語數字的念法與許多中亞的念法差不多。 

世界是平的，對某些有能力的人來確實如此。然而對於沒有移動能力的人而言，世界不

是平的，是窒礙難行的。世界是否是平的，取決於一個人的態度與能力，出國不只是筆記本

和照片而已，跳出框架，才能把自己延伸出去。 

跟陌生的環境撞擊，才能叫醒沈睡已久的感官。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去了泰國才知道

他們的設計產品如此豐富。去了吉爾吉斯才知道他們的觀光經驗是和瑞士結合，也保留了當

地的文化，藉此也可當作臺灣的借鏡。最後，學習做一個旅行者，而不是一個觀光客： 

1. 丟掉自以為是的假設，嘗試著從各種角度去看當地文化。 

2. 不要輕易地對當地人的生活下評斷。 



3. 舉起你的相機之前，請三思而後行。 

4. 也許無法對一個地方有什麼貢獻，但至少不要有負面的影響。 

5. 閱讀的重要：行萬里路，也要讀萬卷書。 

6. 把好的影響傳遞出去。 

 

 特色課程：「獵宴-從餐桌看世界」 

家政和地理跨科合作，也學習很多，這也是一種進修的機會。家政科因為都是小組合作，

因此老師們對於班級經營方面也可以和他們多學習。目前先與生活經驗有關的日本、韓國、

印度、東南亞的料理做結合，以後有機會希望可以把中亞、拉丁美洲等帶入課程。 

課程內容中禁止使用電子產品，老師會提供許多教育、地圖，讓同學可以做出統整，訓

練學生統合能力。為了避免學生在小組活動後，最後毫無所獲，因此要求學生課堂之中必須

做筆記。除了在課程中學習國際觀之外，也要將台灣本土帶入課程之中。例如日本鐵路便當

與臺灣鐵路便當的比較。並且最終設計臺灣的便當。 

 

 問題與討論 

盛老師問：特色課程是兩位老師（地理與家政老師）同時在場嗎？ 

張老師答：兩位老師都同時在現場，才知道對方如何授課。後來就由其中一位老師主導，另

外一位老師在旁協助。 

 

三、圖書館宣導 

    服務推廣組  陳宏銘組長 

 酷課雲：登入高中校務行政中，點選「申請酷課雲帳號」 

 線上資料庫：「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線上資料庫」 

會辦單位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主席致贈感謝狀 老師們聽的興趣盎然 



  

聽到有趣之處，老師們低頭做筆記 張佩瑜老師演講搭配豐富的影音資料 

  

會後的經驗分享與討論 陳宏銘組長的資訊業務宣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