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印尼臺灣高等教育展成果報告 

參展時間地點: 2010 年10 月7 日至14 日於印尼亞齊、雅加達、日惹等三地。 

參展人員 

應用電子科技學系系主任 高文忠 教授 

參展行程 

10 月 7 日 (四) 自台北出發至印尼雅加達 

10 月 8 日 (五) 自雅加達出發至亞齊 

10 月 9 日 (六) 於亞齊大學舉辦教育展 

10 月 10日 (日) 自亞齊至雅加達 

10 月 11日 (一) 於雅加達Trisakti大學舉辦教育展 

10 月 12日 (二) 自至日惹 

10 月 13日 (三) 於日惹大學舉辦教育展 

10 月 14日 (四) 自日惹至雅加達再回台北 

 

參展紀要 

一、 目的 

這次參加韓國教育展，其主要目的是藉以了解印尼學生留學需求及該國教育展 

特色。報名方式仍採各校自行報名為主。 

 

二、 文宣品(種類、數量) 

� 宣傳摺頁中文版、英文版等共約400 份 

� 紀念品、書籤等共約350 份 

� 國語中心宣傳品約150 份 

� 掛軸型大海報10 面 

 

三、 成果及心得 

3.1 亞齊 

本次代表本校參加2010年印尼台灣高等教育展，這是我第一次參

加高等教育展，第一站於印尼雅齊大學所舉辦的教育展令人難忘：雅



齊位於印尼雅加達的西北方，於2004年曾經發生過南海海嘯的一個地

點，它以前本是一個相對比較貧窮的地方，但是因為發生了南海海

嘯，引發各界各國的關注，所以說過去這幾年印尼的雅齊省得到很多

外面的援助很多建設也陸續在進行中。 

亞齊省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大部分的人都是穆斯林，這一點與雅

加達很大不同，有宗教信仰上的一個差異，算起來這也算是本校的優

勢，因為本校距離台北的清真寺很近，印尼學生很關心這一點。 

 

十月九日開始於雅齊大學進行說明會與展覽，我們可以看到雅齊

省的省政府非常的支持這個教育展，我們可以看到在很多主要的馬路

旁邊都插了這次活動的旗子，甚至於說我們到雅齊去是有他們的教育

廳長和副省長親自來接待我們。雅齊大學是一個在雅齊省最好的大

學，雖然相對於雅加達的大學來講，它的排名是稍微排名後面一點，

但從言談中很知道學生的程度甚佳，學生對來台灣讀書的意願亦相當

的高，甚至於我這次遇到一個已經曾經在台大做過國際交換學生的學



生，他對台灣的印象是非常的好。 

 

這次來參與本活動的學生或家長相當地多，從早上一開始，就湧

入人群來參觀這個教育展，我準備的資料也一下子就發光了，我也請

他們留下一些聯絡的資料，他們也期待說我們以後可以繼續主動的提

供本校的相關資訊給他們。 

在這個參訪裡面我得到最大的心得是：因為他們經濟上是比較弱

勢，所以說雖然他們的程度其實也是相當不錯但是他們不一定有錢能

夠來台灣念書，一定要有獎學金他們才有辦法來台灣念書，我也可以

感受到他們強烈想來台灣念書的意願，他們有興趣的科系偏重於管理

或是理學院相關的科系，還有一些本校沒有的科系，像土木工程等

等，因為畢竟他們的高科技產業仍未發達，電子科技目前沒有被列為

比較重點發展的科系。但他們在基礎科學的教育上還是相當不錯，我

也有機會跟其中幾個數學系的和物理系的同學交流，我可以發現他們

其實蠻多優秀學生是學這個領域，所以未來我們如果能夠提供足夠的



獎學金我相信我們可以吸引相當不錯的學生來本校就讀。 

在雅齊大學，有一段時間是由各校用英文簡介一下各校的狀況，

我想很多同學們在聽完我簡報之後，也對我們師大相當有興趣，有部

分同學對學中文有興趣，我也向他們介紹說：本校的華語文教學是全

國第一也是全世界第一，所以有些印尼的人他們也對也想要從事華語

文學習的人他對本校也是表達高度的興趣。 

 

3.2雅加達Trisakti大學 

 

十月十一日我們在雅加達辦理說明會，我們這次是在雅加達的一

個私立大學Trisakti舉辦。雅加達是一個人口非常密集的城市，但相

對來講基礎建設還有待改進，所以雅加達交通相當的混亂。Trisakti

大學位在雅加達的一個市中心，這所大學據說雅加達最好的私立大

學，而雅加達還有蠻多不錯的國立大學。雖然它是一個私立大學，但

是學生的素質也是相當不錯，只是很可惜的是:這所大學並沒有認真

在雅加達市幫我們做這次教育展做宣傳。所以那天辦了一整天的活

動，參觀的人數並不是相當的多。後來大會也決定取消各別的用英文

介紹各校的一個活動，還是回到各自的攤位上面去跟來參訪的同學們

做解釋，所以嚴格來講，在雅加達這場的一個活動，我個人覺得不是

相當的成功。 

儘管來訪人數不多，我們也是盡力的去宣傳本校的特色，本次參

訪我學到一點：其實在雅加達有相當多的華僑，有部分華僑對以後來



台灣念書也是有相當的意願。這與亞齊省很不一樣，亞齊省幾乎沒有

什麼華僑，而雅加達有意願來台灣念書的人，大部分是華僑。 

華僑當然是本校的一個很重要的學生來源，因為我們有機會讓學

生學華語，我也有機會遇到一個當地的華僑學校的一個校長，他特別

提到我們好像對華僑的一些優、一些配套好像不如國際學生，當然我

們教育部的官員也向她解釋說其實我們對華僑的照顧相當的多，這細

部的東西我想以後可以從國際事務處這邊好好研究一下對華僑以及

對國際學生到底相關的一些配套好不好? 因為以雅加達為最優秀的

印尼人所聚集的一個城市，但那位華僑學校的校長說：她覺得台灣在

這方面的努力相當的少，因為不管是新加波、馬來西亞、香港甚至英

國、歐洲很多學校都去印尼搶學生，而我們在這方面的宣傳相對的是

比較少。印尼有一億多個人口，自然有相當多優秀的學生，而且裡面

有很多是華僑，所以我想本校還可以繼續努力在雅加達的這個地方。 

總言之就是這次在雅加達的這個教育展我個人覺得不是那麼的

成功，但是也了解了問題就是：我們要提供足夠的吸引力才能夠吸引

到更多優秀的雅加達學生，包含我們的學術品質與配套方案。 

 

3.3 日惹大學 

十月十二日我們離開雅加達前往日惹，到達日惹後，我感覺到日

爾是一個相當令人很舒服的一個城市，還蠻像歐美的一個環境，當天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飛到那邊已經是中午以後所以說也沒辦法辦什

麼活動所以我們那天也有機會去參觀一下一個古蹟也順便了解一下

當地的文化。 

十月十三日是正式在日惹大學辦說明會，日惹大學是一個在印尼

相當好的一個學校，據他們所說是全國排名第二，僅次於雅加達大

學，這個學校非常大也非常漂亮，學生的程度也相當的高，他們來台

灣念書的意願也相當的高。 

這次來參觀的學生也相當的多，所以我認為這次在日惹的一個訪

問是一個相當成功的一個教育展，除了很多人來參觀我們師大的這個



攤位之外，我也有機會與日惹大學的校長共進午餐。他們人相當和善

而且他們也很希望進一步跟台灣的學校交流，甚至於在傍晚的時候，

日惹大學的科技學院院長還特別邀請我們屬於科技學院的教授進行

一次座談。他真的很希望能夠落實國際交換學生的目標。 

 

 

訪談的學生還是以管理學院與華語文的學生占大多數，這也是台

師大的強項，但是跟前面兩個地方問題都一樣，如果我們招募的學生

不是華僑的話他們都面臨語言的問題，再來就是說在各科系如果沒有

辦法提供足夠的英語授課的一個課程的話他們不太可能是來台灣就

讀，可是在許多像新加波、馬來西亞、香港、英國都是用英語教學為

主，所以這點是我們在爭取國際學生的時候的一個弱勢，我想也值得

各系去好好的規劃：是不是要有辦法改進這提供比較好的英語全英語

授課的一個課程? 

本次參訪中有一個小插曲：一位幫忙日惹大學校長聯絡的一位助



理，希望我將他的資料拿回台師大，我於回國後，也立刻請國際事務

處的同仁幫忙並立即予以回覆，我想我還是謝謝國際事務處的同仁很

努力的去在這個國際學生的招募上盡心盡力。 

 

3.4 心得 

這次參訪的整體心得是：台師大有相當足夠的實力去招募到非常

優秀的學生，但問題還是出在各系需主動提供好的課程以及適當的獎

學金才能去招募優秀的學生，另外一個感想是：他們英語的程度相當

的不錯，這也是我們台灣的學生要走向國際化時，值得改進之處，他

們在英文教學比台灣好，所以如果印尼學生能進來本校念書，對我們

的學生是一個相當大的助益，尤其看到東南亞的學生在比我們不好的

環境下，學習成效這麼好，對本國學生絕對有激勵的效果，也提早讓

我國學生能有機會去接觸國際人士，學習與外國人的相處之道。 

 

 

 



後記  
(寫給研究生的一封信) 

 
高文忠  

2010.10.17 
 

前兩週，我代表台師大參加印尼台灣高等教育展，訪問了印尼的三個地方：

亞齊、雅加達、日惹。當了幾天推銷員，希望有優秀的印尼學生能來台師大讀書。 

 
其中的亞齊之訪，令我至今仍難以忘懷。亞齊人的熱情歡迎，也讓我印象

深刻，亞齊省長對此活動相當重視，道路上飄揚著我們這次教育展的旗幟，大學

校園內，也佈置了許多看板。 

 
您對 “亞齊” 有印象嗎? 我猜您可能聽過，但可能忘記了，但 2004 年耶誕

節後的南海海嘯，您應該聽過吧。亞齊就是那個被南海海嘯淹死 20 多萬人的地

方，有太多令人鼻酸的故事。而對大多數的人而言，“20 萬” 只不過是曾經出現

在新聞中的數字。 
我不忍心去問來幫我的印尼學生助理的身世，但許多同行的大學老師問了

他們的印尼學生助理。答案都很類似：在那場海嘯失去了許多的親人，他們的兄

弟姐妹都不見了。2004 耶誕節那天，是最後一次與家人相聚。往生的人數多到

無法去辨認，只好集體下葬，導遊隨手指了幾塊綠草如茵的地方，然後說: 這裏

的每一塊綠地下面都埋了七八千人。 
也許您會問：他們為何要住在海邊? 不住在海邊不就沒事了?! 但令人震驚



的是：海嘯讓距離岸邊 10 公里的地方都淹大水，而且持續幾天。有一艘大船，

就橫在馬路上，像 The day after tomorrow 的場景一樣。有另一艘船被沖到離海

岸 5 公里的民宅樓上，當然啦，它也救了那一家子的人，房屋的主人也現身說

出他們的故事：當他們全家站到屋頂上快被淹沒時，放眼望去一片汪洋，突然間，

漂來這麼一艘船，還附送了幾把刀子，他們在船上等了十多小時，水還沒退去，

家人饑渴難耐時，又漂來了一些椰子，這些刀子發揮作用了，他說那一艘船與刀

子是神送給他們的禮物。當他說到這裏，我看到他眼神中，對神的崇敬。 

 
雖然 99% 的亞齊人都是穆斯林，但現在的亞齊在世界各國政府與宗教團體 

(基督教，天主教，佛教 …) 的贊助下，陸續完成重建。我看到的是零星的新建

築與許多努力活下去的人們，我無法與新聞報導中，偶爾會鬧出恐怖攻擊的回教

徒連想在一起，從小孩子們的笑容，也看到了希望。 

 
回到台灣，覺得能好好活著，能做一點有意義的工作，實在是件幸福的事。

想想近一年來，SoC Lab 也算經歷過不少波折，有人平步青雲，也快拿到博士學

位了，但也有人喪失了鬥志，選擇逃避現實，有人則忙於追逐名利，也有人則早

已迷失自己，甚至還有人棄 SoC Lab 如敝屣，也怨天尤人，選了不適合的方向，

無法勝任，還會怪老師沒教好他。 
我只希望大家要惜福，SoC Lab 的傑出成績，不是一天造成的，也不是一

個人所成就的。我也曾告訴許多人：當系主任本非我所願，只希望能為這系上做

些對的事，讓這個系能繼續茁壯，這樣才能無愧於心。 
人生總是無常，SoC Lab 也一樣，但日子總是要繼續努力過下去，就像亞

齊人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