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課程綱要【格式】 

一、課程基本資料（任課教師不可異動部分，同一課程名稱此部分應相同）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東亞區域政治模擬與談判實驗 

英文名稱 Simulation of East Asia Politics and Experiment of Negotiation 

全/半年 半 必/選修 選 

學分數 3 每週授課時數 3 

開課系級 東亞系大二（上限 60人） 

先修課程  

課程簡介 

本課程以「模擬」方法，設計課堂成員扮演國家，彼此談判互動，可

以相當程度達到國際關係/政治學的實驗可能。其次，本計畫開設於東亞

學系，使本系學生能以所學，結合東亞歷史地理方式，以某種真正互動的

方式實踐，更能在做中學習。在互動模擬過程中，配合教師設計的種種狀

況，能夠達到問題解決教學（Problem-solving Learning）、遊戲導向式學

習(Game-based learning，PBL)。本課程也使用 FACEBOOK 等系統，將科

技融入教學，使同學學習有效率。最後，課程的目標是以「實踐方式」，

將政治學知識融入真正實踐當中，寓教於樂，能夠成為學生之長期記憶。 

課程目標 對應系所核心能力 

1 
使學員能結合以前所學，用以瞭解東

亞各區域的地緣政治重要性。 

1-1 瞭解國際漢學與文化思想、區域政治與經濟的基

礎內涵與深度素養。 

2 
學員需要綜合以往學習經驗來，綜合

跨領域跨文化知識。 

1-5 具備跨領域、跨文化的策略知識以及人文社會的

科際整合能力。 

3 學員必須學習團隊溝通。 
3-1 具有宏觀思惟、獨立思考、專業研究與批判反省

的能力。 

4 
在學習之後，能更有參與公共事務能

力。 

4-3 能夠懷抱開放、宏觀、前瞻的全球視野，並體認

東亞文化的特色與價值，理性參與公共事務。 

 

二、教學大綱（任課教師可異動部分） 

授課教師 邵軒磊 

教學進度與主題（可說明每週進度） 

本教案研究試圖提出「模擬」情境，以「二十世紀初之中國」做為舞臺，請參與學員扮演「國家」，

國家決策者必須因應當時的情境，與其餘國家合作或對抗，同時做出外交與軍事的指令與對應。把學

生所學或將學之「政治學理論/國際關係理論」，以某種真正互動的方式實踐。也就是說，相對於理工

學院能以「實驗」驗證所學，本課程學員也能在某種互動之中，能在做中學習。 

因此在實踐方式上，本課程設計出某種「情境」。比如扮演國家決策者，處理國家外交問題。每次

上課分為兩部分，上半部分為教師說明講解階段，就相關之背景知識，或是相關談判技巧做出講解。

而課程下半部，則由同學進行「實驗」，以瞭解課程所教授原理。 

教學方法 

方式 說明 

V講述法 以教授講述課程相關理論、觀念與技巧為主。 

V討論法 講述之餘，讓同學討論，能更激勵腦力激盪。 



 

  

V問題解決教學 

本課程以「模擬」方法，在互動模擬過程中，配合教師設計

的種種狀況，能夠達到問題解決教學（Problem-solving 

Learning）、遊戲導向式學習(Game-based learning，PBL)。 

V合作學習 本課程\設計課堂成員扮演國家，彼此談判互動，可以相當程

度達到國際關係/政治學的實驗可能。其次，本計畫開設於東

亞學系，使本系學生能所學之「政治學理論」，結合東亞歷

史地理方式，以某種真正互動的方式實踐，更能在做中學

習。\ 

V實驗/實作 

 實地考察、參訪  

V媒體融入教學 

本課程也使用 FACEBOOK等系統，將科技融入教學，使同

學學習有效率。最後，課程的目標是以「實踐方式」，將政

治學知識融入真正實踐當中，寓教於樂，能夠成為學生之長

期記憶。 

 專題研究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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