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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思惟導入永續教學 外語教師展現全球視野  
學習新視界

 

【賴映秀淡水校園報導】淡江大學日文系，永續發展與社會創新中心於12月16日

下午1時於HC107黃憲堂教授紀念廳舉辦「SDGs在外語教學中的實踐」論壇，由外語學

院院長吳萬寶開幕致詞，日文系主任蔡佩青邀西俄德三系教授永續課程的教師一同研

討。永續發展與社會創新中心社會實踐策略組組長黃瑞茂於聽完三位老師的簡報之後

，以深受啟發來形容他的驚艷。認為「應該讓全淡江看到外語學院的視野。相對仍在

路上的『探索永續』素養計畫，日文系所推動的研討，把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往前推

了一大把。」

 

　論壇安排西語系兼任教師林盛彬、俄語系主任郭昕宜、德語系主任林郁嫻三位於本

學期教授大一「探索永續」的任課教師，分享於課程中以專業導入SDGs的作法，並由

黃瑞茂擔任評論人。黃瑞茂詳細記錄今日簡報內容表示，林盛彬介紹西班牙在COVID

19重災區處境下，緊湊的對焦提出關鍵性的措施，怎樣方法可以快速的傳播理念、面

臨問題的地區風險掌握、社會保護、新藥推廣。郭昕宜以2021年俄國人對於普丁的發

問：疫苗、保健、基礎設施與垃圾問題。再以小說《鳴響雪松》所引發的「阿納斯塔

夏運動」，而政府也以「遠東一公頃土地法」作為回應。這個具有啟發的過程，是很

好的教育素材。另外，德語系林主任關注於德國轉型正義／工業4.0／非核家園。回

應進步的科技，相伴的是小說、電影等各種型態的創作，提供人們可以認清自己的所

處環境，每個人都有責任，在生活中進行種種的實驗。他表示，談AI、永續議題的此

時，外語學院的老師提供了多種文化經驗背後的理解與實踐行動，非常具有啟發性

，今天的研討超過了「探索永續」計畫之前的設定目標。除了將AI等科技引導人文社

會學科，更應該從人文社會學者的提醒，反省科技與人性及社會的關係。

 

　除外語學院教師，論壇亦邀請北九州工業高等專門學校副校長安部力教授、東海大

學日文系副教授陳文瑤於線上參與，針對此議題，分享不同國家、不同地理環境的永

續作為。安部力分享其推動永續行動的作為，陳文瑤則在座談時間，與蔡佩青、徐佩

伶、闕百華、中村香苗等日文系副教授一同座談，研討課程導入SDGs的作法。活動安

排玩SDGs桌遊、「教育實踐報告」，由日文系學生以日文作簡報，題目為「如果我是

一個社長」，林育瑄、何芷晴、王若溱、沈筑晏、范如妏等八位同學發表她們對於企

業應有永續社會責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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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系「SDGs在外語教學中的實踐」論壇參與師生合影。（圖／日文系提供）



 

 

師生同玩SDGs桌遊。（攝影／楊孟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