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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道做為跨文化學習教材的可能性之探討日本武道做為跨文化學習教材的可能性之探討日本武道做為跨文化學習教材的可能性之探討日本武道做為跨文化學習教材的可能性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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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時代潮流改變，外語能力是工具也逐漸受到認同與重視。目前台灣的

日本語教育是以培養「聽•說•讀•寫、」這個四個基礎能力為中心。有關日

本語的研究與教學多是偏重於日本語學或日本文學相關領域。另一方面，相關

的日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的課程並沒有受到重視的現狀。近年，台灣

的日本語教育對於語言能力之背後的文化歷史及社會的知識的養成也逐漸受到

重視。筆者思考如何深化學生對日本文化的學習，嘗試以日本武術作為跨文化

學習的教材，並導入實際體驗的授課方式。研究目的為體驗學習在跨文化學習

的成效如何。並且探討日本武道做為跨文化學習教材的可能性。 

    研究方法採用問卷調查分析方法，問卷調查則採用問卷調查，針對學生對

日本文化的喜好及了解是否有程度上的轉變進行結果分析及比較。 

 

 

關鍵字：跨文化學習、武道文化、合氣道、情境學習、體驗教學 

 

1.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台灣的日本語教育是以培養「聽·說·讀·寫、」這個四個基本能力成主。在

日語相關的學術研究與教學多是偏重於日本語或日本文學相關領域。另一方

面，相關的日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的課程並沒有受到重視的現狀。近

幾年，台灣的日本語教育對於語言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一種工具開始有了新的

認知與接受。早期，台灣的日語教育大多以日本語或日本文學為主，對於日本

政治、經濟等領域之教學與研究未受到重視。此外，台日斷交等政治因素亦是

造成台灣長期不重視對日本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研究，造成對日本研究

人才出現斷層。2009 年，政治大學獲得日本在台交流協會的支持之下，成立了



 2

以日本政治、經濟與社會等社會科學為發展主軸的日本研究中心。同年，淡江

大學也成立亞洲研究所涵蓋日本政治、經濟等領域。 

  筆者透過網路搜尋了台灣的大學日文相關系所，針對日本文化課的授課內

容進行了簡單調查。了解目前大部分的講述有關日本文化的課程，例如台大日

研所「日本文化史研究」探討松尾芭蕉等文人思想，台大日本文學系的「日本近代文化導讀」則透過日本詩歌探討風土民俗文化。長期以來，日本文化教學

中論及日本文化時，以茶道、花道、書道等代表日本傳統文化為教材者居多。

調查中沒有找到講授日本的武道文化的授課內容。因為筆者在日本留學時，有

幸接觸到日本武術─合氣道，多年學習的成果也獲得合氣道三段的資格。因此

筆者開始嚐試在跨文化課程中介紹日本武道文化，並以合氣道作為體驗教學之

教材。 

   

2.緣起緣起緣起緣起 

  筆者在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開設了一門有關台日間國際關係及跨文化

比較的課程。上學期為「台日關係概論」課程，課程內容包含了台日外交的歷

史回顧，以及探討台日關係的現狀。從國際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台日國際關係為

認識台日外交與國際關係的入門課程。下學期為「台日文化交流概論」為台日

關係概論之延續課程，以跨文化學習為重點。課程內容包含台日文化的比較以

及探討台日文化交流下的相互影響。  

  如前述，在台灣的日本語教育中的文化課程，講述有關日本文化，大多以

茶道等日本傳統的主流文化為主，透過網路上查詢在各校所開設的文化課程中

都未見到有關日本武道文化的介紹。筆者認為日本文化不僅是文學•茶道•花

道•舞踊等藝文事物，武道文化也是日本文化中的一部分。因為武道文化不但

在日本文化中佔有重要的部分，也對日本的人文、社會制度有很大影響。筆者

本身學習日本合氣道武術多年，目前具有合氣道三段的資格，對於日本武術除

了基本的防身功能之外，也具備為人處世禮儀的哲學。因此有了將日本武術導

入在跨文化學習課程中的想法，希望擴大學生在文化學習上的視野，進而提升

對日本相關知識的深度。 

3.教學教學教學教學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研究以模擬情境學習方式進行，學生實際體驗日本的合氣道武術的教學方

式。希望透過模擬道場實際情境及親身體驗武術訓練的授課方式，以達到深化

學生對日本文化及武道文化的了解。跨文化學習中採用體驗教學透過學生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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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身體驗後的反應觀察體驗教學對學習的影響。授課方式以除了有靜態的基本

知識說明，以及動態的武術招式實務演練 2 種方式並用。首先對學生介紹有關

合氣道的起源與武術基本理論等基礎知識，學生有了基本概念後，體驗部分的

授課則使用室內韻律教教室，讓學生在模擬道館的情境下實際體驗合氣道。並

要求學生於課後提出上課心得，學生的上課心得也將作為筆者分析學生的學習

成效的參考資料。 

3-1 教案教案教案教案：：：： 

針對本課程的目的，筆者設計授課教案(表 1參照)。 

表 1_教案 1(第一週) 

順序 時 間 授課内容（講義+練習） 

1 20:25～20:40 

(15 分) 

準備操 

2 20:40～20:50 

(5～10 分) 

「合氣道」用語（日文）跟讀： 

(1)道場禮儀介紹(5 分) 

(2)武術用語說明與跟讀(5 分) 

3 20:51～21:15 

(約 25 分) 

基本動作：護身倒法（後方護身） 

(1)動作示範(説明)：分解動作 

(2)分解動作練習:①跪姿練習②立姿練習 

(3)個別指導=動作修正 

4 21:16～21:20 

(5 分) 

基礎技法演練 1：正面打ち一教 

(1) 技法示範(説明)：分解動作與連續動作。 

(2)練習:手勢動作，步法走位 

5 21:21～21:35 

(10 分) 

技法演練 1：正面打ち一教(前） 

(1)分組練習：（2 人一組） 

(2)分組指導=個別修正學生的動作 

6 21:36～21:50 

(15～20 分) 

技法演練 2：正面打ち一教(後） 

(1)技法示範(説明)：分解動作與連續動作。 

(2)分組練習：（2 人一組） 

(3)分組指導=個別修正學生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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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授課授課授課授課: 

  如前所述，本研究期望透過模擬實境及親身體驗的授課方式深化學生對日

本文化的了解，也藉著的體驗教學對學生們在跨文化學習有何成效進行實驗性

觀察。 

  實驗對象為選修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台日文化交流概論」課程之進修部

4 年級的學生，筆者在第一堂課時針對學生是否有接觸過武術的經驗，進行口

頭詢問。調查結果得知有少部分同學在學校的體育課中學習了太極拳，大部分

的學生則沒有接觸過日本武術。 

  上課地點選用筆者平時指導教職員的合氣道社團練習時所使用的韻律教

室。在師資方面，筆者本身在日本留學時期開始學習合氣道，對合氣道的涉略

有十多年經歷，目前具有世界合氣道總部日本合氣會認可的三段資格。因此在

武術技法教學時由筆者親自示範技法，技法示範時請學生擔任演練助手。以便

於學生了解動作過程也可以提升教學時流暢度。 

  第一週上課的流程如表 1，課程進行的順序從禮儀開始，接著進行準備操(暖

身運動)。準備操之後，導讀有關合氣道的發源•武術理念•技法用語，由筆者

以日文帶領同學閱讀合氣道相關的日文資料。接著進入技法的練習課程。基本

上任何一種武術皆是制伏敵人達到自我防衛的目的，因此武術的技法皆可以讓

敵人輕則受傷重則喪命。為了在實戰中能自我保護以及練習中不會造成運動傷

害。日本武術中的柔術1領域發展出保護自己的基本功，稱為「受身(Ukemi)」

技法2。合氣道屬於一種防身武術，運用技巧去制伏敵人達到自我防衛的目的，

因此合氣道的技法皆可以讓敵人受傷。如果是初學者或沒有武術經驗者在演練

過程中有可能引起運動傷害。為了讓學習者自我保護也防止學習者在練習時不

會造成運動傷害。進入防身術技法體驗之前必須先學習護身倒法。由筆者進行

護身倒法的動作示範，示範結束後學生分成 A組與 B組，各組再進行團體練習。

護身倒法的練習結束後接著進入合氣道技法的練習。同樣的由筆者先做技法的

動作示範，在示範時請一位學生當助手。動作示範結束後進行分組練習，學生

分為 2 人一組進行練習，筆者會到各組進行指導指證學生的動作。 

                                                 
1
 日本武術中的柔術，例如合氣柔術‧柔道‧相撲等。 

2日本武術發展出保護自己的基本功，稱為「受身(Ukemi)」技法，中文翻譯為「護身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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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研究調查研究調查研究調查研究調查 

  本研究採用文稿分析與問卷調查的研究方法，從學生提交的問卷與上課心

得進行分析與考察。 

 

4-1.調查方法 

    問卷調查研究之母群體為 W 大學日本語文系進修部 4 年級選修「台日文化

交流概論」課程的學生，受測人數為 21 人，性別包含女性 15 人；男性 6 人。

受測者的年齡層約在 20~25歲。問卷調查的執行期間為 103 年 5月 1 日(四)，

問卷填寫時間為 15 分鐘。學生填寫完畢後問卷當場回收。之後將進行問卷結

果進行統計整理與分析。 

 

4-2.調查結果與分析 

    問卷回收後進行彙整。本節將針對彙整後之調查結果，依檢測題項之順序

逐項進行分析整理如下。 

 

表 1.是否聽過武道文化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有有有有 無無無無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男 4 2 0 6 

女 6 8 1 15 

合計 10 10 1 21 

圖 1.是否聽過武道文化 

 

題項 1「是否聽過武道文化」的調查結果(圖 1參照)，「有」者有 10 人(內含男

4 人；女 6 人)。「無」者有 10 人(內含男 2 人；女 8 人)。統計結果顯示「有」

及「無」者各有 10 人，各佔了 48%。結果可得知道與不知道者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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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是否聽過合氣道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有有有有 無無無無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男 6 0 0 6 

女 11 4 0 15 

圖 2. 是否聽過合氣道 

 

題項 2「是否聽過合氣道」的調查結果(圖 A-2參照)，「有」者有 17 人(內含男

6 人；女 11 人)。「無」者有 4 人(內含男 0 人；女 4 人)。統計結果顯示回答「有」

佔了 81%。回答「無」者佔了 19%，結果可得知多數人聽過合氣道。 

 

表 3.體驗武術(防身術)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有有有有 無無無無 空白空白空白空白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男 1 5 0 6 

女 2 13 0 15 

圖 3.體驗武術(防身術) 

 

題項 3「體驗武術(防身術)」的調查結果(圖 3參照)，「有」者有 3 人(內含男 1

人；女 2 人)。「無」者有 18 人(內含男 5 人；女 13 人)。統計結果顯示回答「有」

佔了 14%。回答「無」者佔了 86%，結果可得知多數人沒有武術學習經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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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女性一人有 6 年弓道經驗。 

 

表 4.知道哪些武術名 性別 劍道  弓道 柔道 相撲 空手道 合氣道 琉球武術 不知道 

男 7 0 4 0 1 2 0 1 

女 6 2 4 1 3 1 1 6 

合計 13 2 8 1 4 3 1 7 

圖 4.知道哪些武術名 

 

題項 4「體驗武術(防身術)」的調查結果(圖 3參照)，「劍道」者有 13 人(內含男

7 人；女 6 人)。「弓道」者有 2 人(內含男 0 人；女 2 人)。「柔道」者有 8 人(內

含男 4 人；女 4 人)。「相撲」者有 1 人(內含男 0 人；女 1 人)。「空手道」者有

4 人(內含男 1 人；女 3 人)。「合氣道」者有 3 人(內含男 2 人；女 1 人)。「琉球

武術」者有 1 人(內含男 0 人；女 1 人)。「不知道」者有 7 人(內含男 1 人；女 6

人)。統計結果顯示較為人知的日本武術順序第一位是「劍道」第二位是「柔道」

第三位「空手道」。而回答「不知道」也有佔了 7 人。 

 

表 5.認為課程上教日本武術合適嗎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5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4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3 沒什麼差別沒什麼差別沒什麼差別沒什麼差別 2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1 非常不好非常不好非常不好非常不好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男 2 2 2 0 0 6 

女 0 9 6 0 0 15 

圖 5.課程教日本武術合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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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5「課程教日本武術合適嗎」的調查結果(圖 5參照)，「非常好」者有 2 人(內

含男 2 人；女 0 人)。「很好」者有 11 人(內含男 2 人；女 9 人)。「沒什麼差別」

者有 8 人(內含男 2 人；女 6 人)。「不好」者 0 人。「非常不好」者 0 人。統計

結果顯示「非常好」及「很好」者，持贊同意見者佔所有受測者的 62%。「普

通」意見者佔 38%。結果可得知多數人對課程教日本武術抱持開放的態度。 

 

表 6.實際體驗的效果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5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4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3 沒什麼差別沒什麼差別沒什麼差別沒什麼差別 2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1 非常不好非常不好非常不好非常不好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男 4 2 0 0 0 6 

女 3 11 1 0 0 15 

合計 7 13 1 0 0 21 

圖 6.實際體驗的效果 

 

題項 6「實際體驗的效果」的調查結果(圖 6參照)，「非常好」者有 7 人(內含男

4 人；女 3 人)。「很好」者有 13 人(內含男 2 人；女 11 人)。「沒什麼差別」者

有 1 人(內含男 0 人；女 1 人)。「不好」者 0 人。「非常不好」者 0 人。統計結

果顯示「非常好」及「很好」者，持贊同意見者佔所有受測者的 95%。「普通」

意見者佔 5%。結果可得知多數人對體驗的成效抱持贊成的態度。 

 

22.課程中增加合氣道 

學員 感      想 

F63 很好,課程多元化,藉此認識日本文化也比較放鬆,也可防身 

F64 還不錯,可增加日本武術文化的相關知識,也能用這樣的課程來學防身 

F88 沒親身體驗過,覺得很特別 

F105 可以嘗試看看 

F37 沒意見但感覺蠻新鮮的 

M50 沒體驗過,可以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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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1 耳目一新的感覺 

M54 如果能實際體驗日本文化,一定能夠比坐在教室裡更印象深刻 

F66 能多體驗日本文化,並無不好 

F102 課程變得多元化,可以學習到不同的東西 

F78 可以體驗到一般課程不會上的學習 

F114 希望可以教導一些基本動作,以及合氣道的由來 

F44 可以防身,對女生來說可以保護自己 

M123 史無前例,讓大家更能感受日本文化,上課用日文上,練習,印象深刻 

M61 很新鮮,很興奮,但希望練習完隔天不要像練瑜珈一樣全身痠痛 

M20 我覺得很好,不然如果只是學習文字,好像有點可惜 

 

表:上課心得 

項目 感     想 

1 雖然學了很多招式，不過因為時間有限，所以看似簡單的招式，會因角度、方向不一樣，學的不是很熟練，但是確實有增加一些常識及技巧，使我們若需使用時，不那麼費力，很活耀的一門課程。 

2 這學期上課內容有合氣道，收穫很多。除了禮儀之外，打掃場替拖地板，以及防身術，留下學生時期很好的回憶 

3 這學期學了這個覺的挺開心的又多了解了一個屬於日本的文化又多運動了 覺得充實又開心 

4 老師教的某些招式，看起來很輕而易舉，但做起來還真不是那麼簡單，還真不是在短時間可以學會的，老師果然是練了很久的師父，但是，一些招式，確實是滿實用的，滿有趣的~ 

5 夜校生大部分的人運動比較不足，藉由這種課程可以體驗日本武術文化，還可以練習防身技巧。真的是很特別的課程，也感到很開心。 

6 合氣道的課程慢慢能進入狀況了,雖然有時會被老師突然的大動作嚇到,但, 毎個動作都經由老師的一一教學更懂的毎個動作的細節,也更能懂得保護自 己了. 

 

４４４４．．．．考察考察考察考察 

以下、從同學們的感想中整理了以下 2點，進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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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武術之誤解 

    筆者在進行實際體驗課程之前，第一課堂時介紹合氣道是一種武術，但是

從調查結果可得知，大部分的同學認為合氣道也是一種運動。其原因可以推測

第一點可能是同學們沒有接受過武術訓練。第二點世界性運動會中武術也被列

為運動項目，例如奧運會有柔道，世運會有太極拳、空手道、柔術、跆拳道等

武術比賽，而一些武術為了達到推廣目的，希望成為國際型運動會運動的比賽

項目，也制定了比賽規定迎合國際型運動會，形成了武術運動化的現象。也或

許讓學生產生了武術是運動的認知。筆者擔心學生誤認合氣道是一種運動，也

持續在後來的授課過程中加以補充說明運動與武術之差別。強調「武術」本身

具備的是殺敵與防身的戰鬥本質，學習武術的副產品則附帶了強壯體魄的結

果。而運動不一定具有戰鬥殺敵的目的，是以強健體魄為主。 

    另外，口頭的說明並無法令學生明確地明白「合氣道」是什麼樣的武術。

藉由示範與實際練習，也讓同學們對合氣道的動作與原理有了初步的了解。 

    雖然經過體驗練習，大部分的同學也提出較樂觀的回應，。但是也有同學

反映「動作不容易記憶有難度，等到有需要使用時、也派不上用場。」以及「只

是靠上課短短的幾小時，基本上是沒有多大的效果」的意見。筆者也特別體醒

因為是體驗課程所以上課的練習時數不多，要能夠具備實戰效果，還是需要專

業練習才可以。 

 

(2) 武道哲學 

    從調查結果，學生們對於日本武術的了解不多。絕大多數的同學並沒有聽

過「合氣道」。筆者透過課堂體驗，傳達日本武術合氣道的哲理。而現今的武術

到最後都不是用於傷人或者打鬥，進而化之是一種保護自己，更甚之是修身養

性的境界。」。透過合氣道招式的示範，說明武術原理讓學生了解其自我保護的

實戰性之外，並且輔以精神面上，武術的原理亦可以延伸至日常生活之中。例

如不要硬碰硬以柔克剛，借力打力等等而達到化暴戾於無形。進而以結合鍛鍊

身心和心靈成長的一種自我修行。 

 

５５５５．．．．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為了開拓學生們對於日本文化的視野，筆者在跨文化課程導入了較少被當

作文化教材的武道文化。以實境模擬教學方式帶領學生體驗日本的合氣道武

術，期望學生能學習到不同於一般的傳統文化，而且藉由實際體驗對日本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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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武道文化及其內涵有更深刻的了解與體會。 

  此次的調查結果，武道文化包含了精神理念與防身運用兩方面。在理念方

面，學生們透過情境學習體驗合氣道。在實務運用方面，學習武道文化中蘊含

的儀態及禮儀規範，透過實際體驗學習簡易的自我防身的技術。在理念上進而

了解武道之哲學理念，以及武術哲理與生活結合達到自我修身的理念。 

  此次的研究中，在教案設計及缺乏研究理論及先行文獻探討不足等方面留

下諸多的問題點，也是日後持續研究時必須注意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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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圖 1_課前打掃場地(1)                    圖 2_課前打掃場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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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_行禮                           圖 4_預備操 

     

圖 5_合氣道用語導讀               圖 6_合氣道用語導讀 

        

圖 7_示範(1)                          圖 8_示範(2) 

     

圖 9_練習實況(1)                    圖 10_練習實況(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