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12 .03 

攜手共燃燈 照亮文藻校園 

南方大學移地實習 黃紀禎感受多元馬來 

比較美越學生差異 賴佳怡實習得心應手 

銜接外籍生華語課程 楊傳郁傳授台灣文化 

越南華教新方針 台商教材客製化 

力挺同婚合法 黃思涵 李淑娟北上親身支持 

相挺為平權 認識LBGT 

新生盃表現優異 1B過關斬將勇奪亞軍 

系學會招募再開 廣邀新血加入  

期末大會籌辦開跑 推動應華新氣象 

 

 

發行人 向麗頻 指導老師 李彪、黃彩雲 總編輯 楊傳郁 

第 97 期 

從至善頂樓俯瞰而下燃燈禮，學生們在操場中央排出「樹葉」的形狀，
十分華麗壯觀。 
                         (嚴清宏 攝) 



攜手共燃燈 照亮文藻校園 
【記者｜陳孟勤、阮麟琪採訪報導】 

  燃燈禮是文藻聖誕慶典的開頭，往年皆由前排觀禮同學人手一

盞蠟燭，以燭光圍成漂亮的星形。今年有別以往，邀請大家打開手

機中的手電筒，排成「葉子」的形狀，帶來不少驚喜。 

  在求真頂樓觀禮的吳雨澄同學說：「看見整個校園和聖誕樹的

燈一起亮起來時，真的很感動！可能是因為我要畢業了吧……這是文

藻最美的時候！」 

    自11月28日起，吳甦樂教育中心以「綠色馬槽」為主題舉行一系

列活動，由本月2日的燃燈禮作為開頭。 

從至善頂樓俯瞰而下燃燈禮，學生們在操場中央排出「樹葉」的形狀，
十分華麗壯觀。 
                         (嚴清宏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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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學移地實習 黃紀禎感受多元馬來 

【記者｜薛朝安採訪報導】 

  本系於11月27日至12月4日由卓福安老師帶隊，前往馬來西亞

南部柔佛州的南方大學學院，進行八天七夜的移地實習。 

  黃紀禎表示，這次的移地實習中，除了學術交流外，她也看見

了馬來西亞多元文化共存的一面。當地除了馬來人之外，更有印度

人、華人與他國外勞，路上可見華人的廟宇和穆斯林教堂並存的景

象，迥異的建築風格建構出風情各異的街道景致。  

  飲食的部分，由於人種眾多，使得選擇變得多樣化，也間接地

繼承了東南亞食物偏重的口味，不嗜辣的人可能無法適應。 

    

 
應華系卓福安老師(右5)與南方大學祝家華校長(左4)合影，期盼雙方
未來能夠有更多的合作。               (黃紀禎 提供) 

2016 .12 .06|第97 期  



比較美越學生差異 賴佳怡實習得心應手 

【記者 楊傳郁 採訪報導】 

    應華4B賴佳怡亦參加本次NSLI-Y計畫團隊，同時也是該計畫遴選

出的華語小老師之一，11月至12月於華語中心兼課。 

    賴佳怡今年暑假曾參與越南台商華語教學實習計畫。她比較兩者

差異，賴佳怡說，參與NSLI-Y計畫的美國學生的中文程度普遍較高，

加上小班制教學，西方學生活潑好動且勇於發言，整體授課較越南

實習得心應手，是非常難得的一次經驗。 

 

1.  

NSLI-Y學生於文化課堂中專注製作臉譜。 
                             (賴佳怡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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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接外籍生華語課程 楊傳郁傳授台灣文化 

【記者 李宜玹 採訪報導】 

  應華4B楊傳郁本學期參加美國國務院「高中生海外語言學習計

畫」（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 for Youth，簡稱 NSLI-Y計

畫），擔任華語小老師，為期一學年。 

  因文藻華語中心正式課程已於11月結束，為使該計畫課程銜接，

NSLI-Y團隊遴選優秀華語小老師，讓其在文藻華語中心兼課，不僅

教授華語，還有多元的台灣文化課程。 

  應華4B楊傳郁為本次計畫遴選出的華語小老師之一，11月至12

月於華語中心兼課，負責授課主題為「台灣新年習俗」與「廟宇建

築文化」。傳郁說，這次一個很特別的經驗！從來沒有想過可以在

華語中心授課，很感謝系上與NSLI-Y提供本次千載難逢的機會， 

十分感激。 

應華4B楊傳郁老師以「臺灣新年習俗」、「廟宇建築文化」為主題， 
讓外籍生瞭解臺灣傳統文化。             (黃紀禎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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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華教新方針 台商教材客製化 

【記者｜杜念姿 採訪報導】 

  本系對於越南華教計畫已行之多年，往年的教學方針注重於學生實習、

越南大學中文教師交流，今年則擬定了更深入的教材計畫。 

  今年推行的華語教材方針，除了以二語(第二語言、外語)思維下設計

的傳統漢語教材，讓越南華語學習者了解古典文學以及老莊、論孟的經典

課程外，更進一步深入業界，編製為台商公司客製化教材，研發能訓練、

考察員工的華語測驗系統以及線上APP教程設計。 

  徐漢昌老師表示，今後的海外華教計畫，預期將往替台商公司考核當

地員工的華語程度推行，這也是負責這部分的教師同仁們一致的認同。 

職場華語通為本系於2014年推出的華語教材，根據台商公司
的需求所設計，適合初級華語學習者使用。  (應華系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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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球新生盃表現優異 1B勇奪亞軍 

【記者｜賴為榮 採訪報導】 

  在本屆羽球新生盃中，應華1B一路過關斬將，於本月6日(二)在育美館進行冠亞賽，以男、

女子單雙人、混合雙人五個項目與外教1A角逐冠軍殊榮。 

  決賽當日，應華1B於男子單人賽中以30:19分獲勝；男子雙人賽也以30:26分的成績取得第

二項勝利。但在混合雙打項目中以一分之差落敗，與冠軍獎座擦肩而過，引起觀眾扼腕。 

  女子單打選手張家縈說：「雖然沒拿到第一名，但比賽過程才是最重要的！」 

展現十足的運動家風度。 

  在前日季殿賽中，與歐陽憶瀅以30:11的優異成績取得女子雙打勝利的邱懷玉，則對所有

隊員表示感謝，她很高興能在第一次的羽球比賽中，獲得亞軍獎座。 

女子雙打選手邱懷玉(左)手持亞軍獎座，與班代張家笙(右) 
和向麗頻主任開心合影。                     (戴俊芬老師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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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大會籌辦開跑 推動應華新氣象 

【記者｜賴為榮報導】 

  明年1月4日為期末大會舉辦日期，系會成員於11月30日在Q206

進行首次籌備會。 

  期末大會有別於活潑動態的期初大會、認直屬等活動。更偏向

以分享的形式與學生相關的事務為主要目的，如最受關注經費流向、

活動回顧以及實習心得分享。 

  薛朝安表示在表演節目的安排上，將由新生與二年級同學帶來

勁歌熱舞的表演，展現應華系能動能靜的一面。 

  他也提及，以往的實習分享多以華教模組為主，這次則將著墨

在語文表述上，分享畢業生於專題研究成果與實習的心得、趣事。

也藉此加深、更新對於語表模組的印象。 主辦人薛朝安與系學會成員討論期末大會的流程。     
                         (紀博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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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學會招募即將召開 廣邀新血加入 

【記者｜薛朝安 報導】 

  學期將近尾聲，經過期初大會、制服Party及移地迎新的

相繼舉辦後，許多新生對於背後默默運作的系學會十分嚮往，

系學會也將舉辦相關活動，招募對系上具有熱忱的新血加入。 

  系學會分為活動、公關、文書、總務、美宣以及資設六

組別，參加者可依興趣填寫志願序，作為往後分派考量。 

  新生招募說明會將於12月16日(五)下午3點20分，於Q206

舉辦，屆時可前往聆聽面試相關資訊。 

  面試時間則自12月21日(三)下午3點30分開始，由系學會

成員擔任面試官，以台風穩健、口條清晰與談話內容為評分

標準，參加者可自由選擇是否表演才藝進行加分。 

系學會副會長呂煒寗(右)是這次招募會的總召之一。     
                                 (薛朝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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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挺同婚合法 黃思涵 李淑娟北上親身支持 

【記者｜薛朝安採訪報導】 

  學生的影響力不僅止於學校！11月28日為婚姻平權修法公聽會

召開日，本系李淑娟、黃思涵同學臨時決意搭車北上親身參與動員，

支持LBGT族群成家。 

  李淑娟表示，長久以來社會的有色眼光使得LBGT族群只能選擇

隱瞞或以激進手段明志。無法與愛人相守的缺憾，是社會應當償還

的權利。她期待臺灣若能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的國家，也許能

起拋磚引玉的作用，帶動亞洲地區整體人權提升。 

  李淑娟也預告了本月10日的世界人權日，將再次到場支持婚姻

平權，為LBGT們爭取應得的權利。 

黃思涵(中)與李淑娟(右)於青島東路抗議現場參與現場打卡活動。 
左側立牌為設計師王恒祥所設計。         (李淑娟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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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挺為平權 認識LBGT 

【記者｜薛朝安 報導】 

  隨著民法修正的聲浪，關於LBGT的議題也再度興起，但是對於

相關知識，人們仍然欠缺正確的觀念。 

  LBGT是女同性戀者（Lesbians）、男同性戀者（Gays）、雙性

戀者（Bisexuals）與跨性別者（Transgender）的首字縮略字。是因

應「同性戀」一詞無法完整覆蓋相關群體的需求而生的詞彙。 

  需注意的是，同性戀屬於性傾向，代表偏向喜歡哪個性別的人；

性別認同則指對自身性別的認同，就是俗稱的「男兒身，女兒心」。 

  現今的台灣，對於LBGT的婚姻權利仍未給予法律保障。此次的

修法訴求除了體現人權的重要性外，也是臺灣社會認知的里程碑。

我們應接納正確知識並破除迷思，理性討論每個議題，為社會進步

盡一份心力。 

臺灣目前的同志婚姻，仍得克服傳統社會對於性別角色的認知， 
平等的愛與權利是LBGT團體長久以來的訴求。         (美聯社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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