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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心得分享：每位學生均須撰寫至少 1篇心得分享，撰寫學生參與

本計畫出國體驗過程中富意義、教育性故事或心得感想，每篇心

得字數 2,000個字以上。 

2.活動照片：每位學生提供至少 5張，每張照片檔案名稱請註明「海

洋大學-學生姓名-簡單圖說（10字內）」。 

3.活動短片：每位學生提供 3至 5分鐘之活動短片電子檔，請註明

本署補助，如有配樂需有音樂版權同意書。 

【心得分享】 

 

一、大綱(摘要) 

  麻六甲海峽位於馬來半島與蘇門答臘半島之間，西北端通印度洋的

安達曼海，東南端連接南中國海，連接溝通太平洋與印度洋，具有重

要戰略位置。因其地理位置緣故，麻六甲海峽由新加坡、馬來西亞以

及印尼共同管轄。 

  本次國際學習計畫，乃是結合本科系所接觸到的國際海洋法、國際

公法以及港埠經營管理，前往新加坡、馬來西亞的最高法院、學術中

心、港務公司深入了解，了解兩國法學制度及實務運作，達到理論與

實務結合的學系目的。 

   

 

 

 



二、心得內容 

(一)前言： 

國際學習計畫活動配合著新南向政策，給大學生一個增進世

界觀的機會，更是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籌備能力的活動。這是

一個難得的活動，儘管需要寫計畫甚至聯絡機構有一定的難

度在，一開始懵懵懂懂卻也一股熱血湧在心頭。不僅僅透過

參與這個計劃走出國門看看，驗證學術與實務總是否有著不

盡相同的地方，拋開書本了解世界的實際運作模式。我們決

定嘗試看看。 

 

(二)企劃內容： 

我們的計劃主題乃是從國際海洋法探討國際海峽暨環境保護。

麻六甲海峽的問題是我們主要的探討目標。其中涉及的地點

為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印尼。然由於經費考量故只去訪新

加坡以及馬來西亞。新加坡方面安排拜訪新加坡國立大學的

海事研究中心以及參觀海事博物館；馬來西亞則是從麻六甲

古城以及海事博物館了解麻六甲海峽發展之歷史；並很榮幸

能由長榮海運帶我們實際走訪巴生港，了解他們的港口實際

運作模式；我們也坐快艇到了亞疪附近島嶼 ---- 東姑阿都

拉曼海洋公園了解環境的整治。我們特別挑了近期的熱門

島—沙比島作為我們考察的地點；最後由沙巴大學的教授與

我們探討麻六甲海峽涉及的國際海洋法之問題，完善我們整

個計畫與報告。 

 

 (三)參與本計畫之心得及花絮 

計畫的實行，從主題定位、資料蒐集、整理、規劃行程、實

際執行每一個環節都是不容易的。也是在這樣的不容易當中，

更是感謝每一位組員的投入與認真。在計畫的前期籌備中，



我們遇到了許多困難，姊妹校的聯繫十分讓我們頭痛，畢竟

系上成立未久，在外的資源並不充足，非常感謝國際事務處

幫我們聯繫沙巴大學的教授讓我們能有此次受益匪淺的經

驗。 

我們組別先是討論出了幾個可作討論的主題內容，再與系上

老師進行討論，參酌他們的意見決定了我們最後的主題 ---- 

從國際海洋法看國際海峽暨環境保護。麻六甲海峽是我們主

要探訪的地點，於是我們將所去的地點進行分工，我所負責

的地方為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個發展進步、治安非常好的地方。這樣的觀感從

下機踏入樟宜機場時就有非常大的感悟。國家的發展已達到

一定的水平，他們的大眾交通工具亦是方便。剛開始籌備時，

是以當地的捷運作為我們主要的交通工具。因為從網路的資

訊來看，當地的公車並不是那麼容易入手。我試著下載各種

公車的 app要研究，卻不能理解為何同為一個地方的站牌，

只是相反方向卻名字不相同。況且，他們站牌名稱更不是我

們所孰悉的英文。於是我放棄了搭公車的想法。然而到了新

加坡，因為我們居住的地方位於兩個捷運站之間，實際上走

路的距離並不遠，但卻沒考量到天氣過於炎熱，這樣的距離

對我們來說簡直是酷刑，這是我的第一個挫折。於是我又再

次研究了當地的公車，這次最大的成就感，莫過於我征服了

它。盡管上車的當下錯愕他們的公車並不會報站。但我也用

GOOGLE 地圖定位解決了這個問題。也是在那個時候，體會到

了台北等公車這個 app真的介面整潔清晰明瞭又功能多樣方

便。第二個挫折，那就是我們要前往新加坡國立大學。新加

坡國立大學的校園面積非常之大，因此也發展了強大的校園

公車系統。然而他們並非以各系館名稱作為站牌名稱，而是

取了許多代號。我們在整個計畫執行中，最常犯的錯誤，就

是以我們在台灣的思維方式在別的國家生活。其中一個例子



就體現在了這裡。在海大，系館名稱我們總是會一個字母一

個子母念，例如 BOH就會念成 B.O.H。到了當地，我們亦是

如此，卻沒人聽得懂，原來是因為他們是當成一個字在念，

BIZ不念 B.I.Z。這讓我們深刻的體悟到我們不要被平常的思

維所綑綁了。 

 

除了負責新加坡詳細的行程規劃，我也負責預算支出部分。 

從訂機票、訂房間中我學習到了很多省錢的方法。網路的資

源利用起到非常大的幫助。不管是臉書的廉價航空福利社這

個分享各航空特價訊息的社團，亦或是部落客推薦訂房回饋

的方法。透過資料整理統整，可以很容易推測出各航空公司

的固定特價時間，當回國準備畢旅時就較為輕車駕熟。 

 

除了個人經驗上的體悟，在學術專業上亦有了不同程度深入

的了解。我們透過這次國際學習計畫拜訪了新加坡國立大學、

長榮海運及巴生港、沙巴大學等地。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海事研究中心是我們意外中的驚喜。本來

聯絡的是新加坡的長榮海運，惟卻不巧遇到他們內部活動而

無法參觀。也特別感謝面對徬徨不知所措的我們給與幫助的

老師，讓我們跟海事研究中心取得聯繫，並得到受益匪淺的

經驗。清晰地記得，我們準備了台灣海事發生的問題想要請

教他們回答，卻被告知這在當地並非問題。這再一次提醒了

我們被自身的思考模式所綑綁，而忽略了在地化。新加坡位

處於熱帶無風帶，所以海象不如台灣來得惡劣。更因如此，

新加坡海峽雖狹窄，但因海象穩定故而船舶航行的間距不需

如台灣來得大。從海圖來看，船舶與船舶的間距是非常緊密

的。也因如此，發生船舶碰撞的機率也下降許多。而海事博

物館，我們遇到了熱心的講解者，帶我們了解新加坡海事發

展的歷史，以及未來之發展。海事博物館的內容非常之豐富，



不僅有模擬操作船舶航行的機器給民眾體驗，我們也在裡面

看到了新加坡海峽的海圖、中央控制中心所監控的畫面，這

對國家海事了解會更有記憶性，台灣或許可以參酌一番。 

巴生港東港，他們又稱其為花園港，是希望突破港口既定的

觀感而特別綠化及美化，特別的是，他們也在其中設置員工

福利中心，裡面有健身房等等提供休閒活動，希望員工雖在

此工作，卻也能感受到一絲愜意舒服。東姑阿都拉曼海洋公

園，在去之前透過照片覺得是一個美麗乾淨的島嶼。實際去

訪，確實碧海藍天很漂亮，卻未有我們所想像中整治的非常

完善。登島是需要付清潔費的，一個人為 20馬幣，相當於約

160馬幣。島上人數眾多，可想而知清潔費的收入就非常可

觀。然而這樣的清潔費卻讓我覺得比較像是觀光門票費。從

海上偶爾可見漂浮著一層油汙，亦或是食物的包裝袋，讓人

見了為海洋而心疼，也反思人類造成的環境污染到底有多麼

的嚴重。我們就讀的是海洋大學，也一直謹記著內心不要只

有海鮮文化。海洋之於我們並非只是一個觀光遊玩的地方，

而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對其的關心較常人關心許多。海洋

的汙染嚴重程度難以想像，但政府所宣導的海洋教育是否不

足亦有關係?這次走訪，讓我對菲律賓長灘島關閉開放這一個

政策非常的佩服。放棄觀光收入也要維護環境的美好，這對

一國領導下此政策是非常大膽的。 

 

這次的計畫，實際走訪了好幾個地方，內心的感悟體會並非

三言兩語就能敘述出來。很感謝提供幫助及指導的國際事務

處，也很感謝系上老師對外聯絡以及計劃的建議，當然也感

謝與我同行的兩位夥伴，大家都辛苦了。感謝當初一股熱血

的報名參與，因為最後的收穫滿滿讓我沒有遺憾。真的脫離

了舒適圈，才會知道靠自己的重要性。沒有什麼絕對不行的

事，一開始的徬徨無措，都會因為自己的成長變成後來笑一



笑說自己的白擔心。 

        

(四)建議 

希望這個計劃可以有一個實際回饋經驗的課堂。讓從各個國家

回國的大家，可以分享自己生氣的、難過的還有開心的經驗。

給其他人一個聽說的機會，也讓其他人埋下實際去驗證的種子。

非常感謝青年署提供這樣的機會，希望長長久久的發展下去，

讓接下來的學弟妹也能多走多看多體悟。 

 

(五)展望： 

第一個希望，透過這次參與計畫所學習到的經驗可以傳遞給學

弟妹。不僅僅是跳脫課本學習到的知識亦或者是走訪當地所體

悟的教訓，都可以作為他們可以藉鑑的對象。 

 

第二個希望，以後去其他國家體驗當地的風土民情。不是透過

電腦螢幕看世界，而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這個世界，有著不一

樣的感動。每到一個地方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時時會嘆息著:

「啊，原來這裡是這個樣子的阿。」有時候也會感慨著，想著

台灣的好，因此而更愛自己的台灣；走到發展進步的地方想著

台灣還有哪些不足。探索世界的同時，也是自我的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