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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詹博翰 

系級：食科 4B 

地點：沙巴大學 

 



學校名稱 馬來西亞沙巴大學 計畫名稱 新南向赴外見習計

畫 

出國期間 2020/02/02-

2020/02/15 

出國地點 馬來西亞沙巴 

一、計畫內容(簡述計畫重點及特色，至少 200 字) 

由馬來西亞沙巴大學及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雙校合作的國際生體驗

計畫，此次由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的代表的大學生及碩士生共十二

人，到沙巴大學進行交流。計畫中主要是希望在知識的分享以及

文化的交流下，雙方的老師和學生能夠在短短兩週的時間內，結

合自身的專業知識和獨特的文化背景，相互成長並且能學習到，

以不同的角度來看待同一件事物，舉凡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到國

際政治議題，甚至是攸關人類健康和環境保育的相關問題，都能

經由本計畫的交流得到許多新的收穫和見解。 

二、計畫日程紀要(體驗期間每日均應摘要列出，約 200 字) 

2/2 -由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出發前往馬來西亞沙巴的亞庇國際機 

場，由友校安排入住學校附近之旅館，完成當地入住手續以及健 

康檢查等基本事項。 

2/3 -首次進入本計畫負責接待之學院-婆羅洲海洋研究所，在院內 

學習日常溝通中使用之馬來語單字、句子及自我介紹。 

2/4 -學習海龜以及海洋保育相關議題知識，參觀院內知名海洋水 

族博物館。 

2/5 -學習沙巴大學所秉持的環保校園概念，並參觀沙巴大學校園

知名景點。 

2/6 & 2/7 -由校方安排至小島上進行當地海洋生活及深度文化體

驗。 

2/8 -搭乘學校遊艇至無人島進行淨灘活動。 

2/9 -校方安排學生自由規劃活動。自行前往底加島進行深度生態

文化體驗。 

2/10 -學習海洋藻類優養化和實地採集浮游植物，進行標本製作及



實驗觀察。 

2/11 -進行前日實驗數據之口頭英文報告，學習海洋生物多樣性議

題課程。  

2/12 -前往擁有國家保育公園的馬努幹島，學習當地保育離島生態

的方法。 

2/13 -學習珊瑚礁保育議題和方法，下午前往原住民文化村體驗在

地文化。 

2/14 -至東南亞最高峰見識在地風土民情與參觀畜牧農業，參與歡

送晚會。 

2/15 -從馬來西亞亞庇國際機場返回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結束國際

體驗之旅。 

三、組內成員分工 

在行前即在計畫中獲選的十二人派出一位代表當作領導，在實習

計畫過程中遇到困難或校方交辦的事項時，領導變代表全體學生

進行活動的執行，其餘學生則盡自己的專業和最大努力全力配合

完成各項活動。 

四、計畫執行後檢討及反思 

由於理念不合以及小誤會，在本次交流過程中曾出現過團體小紛

爭，但經由雙方解釋誤會澄清後已圓滿解決，學習到在旅程中所

需的互相包容和溝通的重要性，也更了解到代表校方到姐妹校進

行國際體驗時，所需擁有的禮儀態度和心態調整。 

 

  



姓 名 詹博翰 系 級 食科 4B 

生 日 1997/09/30 性 別 男 

(一)前言：參與本計畫前之自我期許 

得知本計畫是經由國際處發了郵件到學校的信箱，考量到自己已

經大四了，若不把握此次機會的話就沒有下次，在看了大致的內

容說明後我二話不說就決定要報名了，除了對於未知的馬來西亞

感到既興奮又好奇之外，也想過學校這次的計畫來拓展自己的世

界觀，讓鮮少有出國經驗的自己能夠探索不同的國家、體驗異國

文化。 

(二)參與本計畫之心得 

在前往馬來西亞前我有先在網路收集一些資訊，有了解了一下

沙巴大學和整個亞庇的情況，當時的印象覺得這個地方應該不是

太發達的地方，也聽聞曾去過沙巴旅遊的家人說過當地的發展情

況，讓我一路上擔心可能會是趟回到鄉下生活的國際體驗。但在

抵達當地機場和市區街道時我便知道，自己只是個尚未見過世面

的井底之蛙，無論是交通或網路甚至學校都跟台灣的發展情況相

去不遠，甚至超越台灣某些鄉下小鎮，這時我才知道，自己真的

要親自走出來看看世界，而不是只能聽人去猜測，道聽塗說是一

件需要好好避免的事情。 

由於本次情況受到國際肺炎傳染病的影響，本來一度有擔心是

否無法順利抵達當地，又或者計畫可能因而取消，值得慶幸的是

航班並沒有因此延誤或取消，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一到當地便由沙巴大學的婆羅洲海洋研究所代表同學和系主任

負責迎接我們，他們也是本次負責擔任導覽和協助我們日常生活

等疑難雜症的人，真的是十分感謝他們才能讓我們這趟旅程安心

又充滿歡樂的色彩。 

 首先感受到的衝擊不是文化，是氣溫，沙巴是一年四季如夏的熱

帶雨林氣候，炎熱又鮮少下雨，與基隆終年長雨又濕冷的天氣形

成強烈對比。也許是生長在這熱帶氣候的緣故，我覺得沙巴人待



人十分地熱情，這點和台灣人很像，也讓首次我發現到馬來西亞

和台灣的相似之處，讓我對這個國家有了初步的認識。 

  雖然本次的計畫負責招待的為海洋學院，所參觀的產業也多半

跟魚蝦養殖或環境漁業有關，和我本身的食品科學背景差距較

大，但並沒有因此消減我在這兩週中對於認識沙巴大學的熱情，

可能由於我是一個較為外行的角度來看待這些非本科系的事物，

往往也能提出不同角度的看法和問題，在大家的交流和互動學習

中，也都十分有助益。 

  沙巴大學有著天然的氣候環境和豐沛的海洋資源，舉凡沙灘、

碼頭、浮潛設備等，且鄰近市區也濱臨港口，是一個十分適合做

海洋研究的地方。在整個沙巴州有超過三百個大大小小的離島，

其中有不少設有珊瑚及其他海洋資源的環境保護區，更有國家公

園等級的環保法規和維護人員在把持著，讓我見識到，台灣在這

方面的不足之處及尚需學習的地方。 

  沙巴大學為我們安排了些許課程，幾乎都是跟環保以及海洋相

關的議題，在環保課程中學到，沙巴大學有全馬來西亞首創的環

保校園概念，校內約有百分之七十為植物環繞，校車也改為太陽

光能電動車等，利用本身的氣候和天然優勢來改善全球暖化的源

頭，在回收塑料來製作環保紀念品的方法也十分令人驚艷，相當

值得我們參考學習。 

其中也有學習到海龜方面的知識，海龜的等身大標本就活生生

的放在我的座位前，起初我以為是仿真的，沒想到竟然是真的海

龜下去做，我感到驚艷之餘也有點難過。海龜在人為的海洋塑膠

污染下被毒害的很淒慘，由於海漂的塑膠袋就像海龜平時會捕食

的水母一般，形態上會被海龜們給誤認而食用，塑膠又是地球上

最不易被分解的物質，在歷經長年的風化下也只會化為塑膠微

粒，永遠的漂浮在深海之中，這是一件讓我感到十分可怕的真

相。不僅如此，在某天校方安排我們去無人島淨灘時，起初我還

對一些小小的垃圾感到不以為意，但隨著眾人的努力下，滿滿好



幾大袋的垃圾堆滿眼簾，經統計下，最大宗的莫過於保麗龍、寶

特瓶、以及塑膠袋等人工製品，烈日下我們揮汗不停的希望能淨

化這片土地，但看著許多尚無法被我們完全撿拾乾淨的地方依舊

充滿著垃圾，讓人感到既生氣又難過，同時對於身為人類的一份

子，每天用著這些東西的自己感到愧疚，因此在內心下了改變的

豪語，環保從今開始、從自己做起。 

  第一次學學習馬來語並用馬來語自我介紹、第一次做口頭英文報

告、第一次參觀魚蝦養殖場、第一次採集浮游植物和製作標本、第

一次近距離和海龜接觸等，好多好多的第一次都是在這個計畫中體

驗到的，這也包括了在自由行程中，我們第一次，和當地的資深導

遊有一些關於馬來西亞社會就業和教育議題上的討論。 

據他所說，沙巴州資源充足，有煉油廠，有鐵工廠，有各種經

濟農產和田作，有天然港口腹地和海洋漁業資源，但，人們薪資

水平低落，即便是國立大學畢業的學生，薪水也是不夠維持基本

生活，一個人在一天中出現在三個不同的工作場所是稀鬆平常的

事，物價為全東馬最高也是當地人民的夢魘，即使如此，政府政

策制定依然不佳，目前並無扭轉情況的對策，我們只是嚴肅地聽

著導遊的這段敘述，但我相信他心中在訴說這段話的時候，一定

是充滿最深的無奈以及對未來的持續茫茫。也不禁讓我心中有了

很深感觸，在這遙遠的南方國度，文化、宗教和歷史背景如此地

和台灣不一樣，但我們台灣和馬來西亞的年輕人卻有著一樣的煩

惱以及對未來的忐忑不安，內心著實五味雜陳。 

即使有著巨大的文化、教育、氣候等差距，但我們兩校卻有著

相似的海洋資源、研究的熱情及友好的姐妹校情誼，也是因此我

們這些學生才能有幸得到這次機會，來造訪這個美妙的東南亞國

度，體驗異國風情之餘，也學習到當地在養殖及漁業產業發展上

的一些撇步和方法，收穫著實不少。 

在計劃前我對於同行的夥伴們不甚熟悉，但在兩週的相處下，

我很慶幸自己有緣結交到這些好友，一起在異鄉中體驗種種，學



習新事物並思考、成長。我相信不久的將來，無論我身在何處、

又去了多少國家，當年在沙巴和十二位夥伴們的點點滴滴，都會

成為我心中最美的回憶，並化為我自身在未來成長的養分。 

最後，真的很感謝教育部提供了這一個珍貴的計劃讓我參與，

真心推薦所有想認識沙巴、認識馬來西亞、認識整個東南亞的同

學，鼓勵大家踴躍申請這項計畫，也許你的一生中，就只有這麼

一次難得的機會，可以如此貼近當地、深入了解在地文化和體驗

異國生活，把握機會活在當下，也是馬來西亞沙巴對我上的最重

要的一堂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