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大學 113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活動執行成果報告 

活動類型 研討會 成果展示／發表 專題演講 專業諮詢 其他：讀書會 

主 題 全球永續發展讀書會 - 《未來思考》沈豪挺老師 

時 間 113 年 11 月 12 日 12：00~13:00 地  點 全人村 108 

參與課程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成效報告 

    本次讀書會主旨：以人類學的角度，尋找領域中的問題 or 趨勢 

    今天是本學期第一次讀書會，會議的主題圍繞《未來思考》這本書的序言。老師在會議

開始前請同學們先閱讀該序，並鼓勵大家分享他們從書中獲得的見解。此次讀書會的目的是

促進批判性思考和問題發現能力，並深入探討社會各層面的相互關聯。 

    在分享環節中，同學們認為批判性思考和問題發現能力在未來至關重要，特別是在快速

變化的社會中，個體需具備分析和評估信息的能力，以作出明智決策。老師指出，這些思考

模式皆以人類學的角度出發，因為社會各層面環環相扣，必須以全貌來理解問題。老師舉了

新加坡人愛排隊的例子來說明全貌觀的重要性。這一現象源於新加坡的文化特質：地小人稠、

外敵環伺，因此社會不容許「大器晚成」，這影響了人們的行為模式。 

    此外，老師與同學們討論了人類學心態的重要性，指出其具有三大特徵： 

培養同理心與多元文化觀：重視文化差異，理解不同背景下的人如何思考和行動。 

傾聽他人的觀點：以質性為主的調查方式，鼓勵尊重並理解他人的意見。 

看到他人與自己的盲點：從人類學的角度看世界，幫助認識自身可能忽視的問題或觀點。 

      我們還探討了「閾限」這一概念，即過渡狀態或中介狀態。同學們被引導去思考前台

與後台之間的關係，以及如何在不同情境中調整自己的行為和思維方式。 

    本次讀書會成功引導同學們深入思考《未來思考》的核心理念，特別是在批判性思考、

全貌觀及人類學心態等方面。同學們積極參與討論，分享各自的見解和經驗，增進彼此理解

和交流。 

活動照片 

  

 



 中原大學 113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活動執行成果報告 

活動類型 研討會 成果展示／發表 專題演講 專業諮詢 其他：讀書會 

主 題 全球永續發展讀書會 - 《未來思考》沈豪挺老師 

時 間 113 年 11 月 19 日 12:00~13:00 地  點 全人村 108 

參與課程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成效報告 

    本次讀書會主旨：面對在地全球化和全球在地化，以人類學角度思考文化脈絡對此

的影響。在未來思考這本書的架構圍繞三個核心章節，分別是「化陌生為熟悉」、「化熟悉為

陌生」及「傾聽社會沈默」。首先，「化陌生為熟悉」是指我們探討了如何將異文化經驗與既

有的知識連結。這一過程使參與者能夠以自身的經歷作為橋樑，理解和接納不同文化的特點。

「化熟悉為陌生」則強調質疑既有認知的重要性。參與者被鼓勵挑戰自身的文化假設，並嘗

試從不同的視角重新理解熟悉的事物。這一過程中，我們討論了人類學家對文化全球化的反

駁，特別是圖像和語言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元解讀。例如，東西方對於品茶的不同理解，

展示了文化脈絡如何影響物品所承載的意義。「傾聽社會沈默」強調了在當今全球化背景下，

社會中被忽視或沉默的聲音。透過集體討論，參與者反思了在不同社會環境中，如何更好地

理解和尊重那些未被充分表達的觀點。這一過程提升了大家對於社會多樣性的敏感度。 

    此外，老師也帶領同學們思考在過去至現在，以及在未來社會中，文化差異與全球化。

我們深入探討了文化全球化及其對於人類行為和思維模式的影響。索緒爾提出的產品解碼理

論強調了文化脈絡對於物品意義的重要性，使參與者明白在不同文化中相同物品可能承載著

截然不同的意義。 

    在讀書會的最後，老師提到從人類學角度探討社會發展，「環境觀察」是必不可少調查方

法，而在環境觀察中具有以下四個特徵： 

活動副產品：人們在特定場所進行活動所留下的痕跡。 

調整空間：使用者透過加入物件來促進新活動的可能性。 

展現自我：通過改變環境來表現個人或團體特性。 

公共訊息：傳遞信息以反映空間使用者可能的行為或衝突。 

    同時，老師也以小組模式，讓同學們依據圖卡對圖片中的訊息進行分類，增強大家對於

文化符號和訊息傳遞方式的理解。 

活動照片 

  
 



中原大學 113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活動執行成果報告 

活動類型 研討會 成果展示／發表 專題演講 專業諮詢 其他：讀書會 

主 題 全球永續發展讀書會 - 《未來思考》沈豪挺老師 

時 間 113 年 11 月 26 日 12:00~13:00 地  點 全人村 108 

參與課程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成效報告 

本次讀書會主旨：成功的產品行銷不僅要考量產品的功能面，同時也不可忽略產品的情

感面與社會面。本次讀書會的前半時間，延續了上回全球化的討論，將焦點轉移至疾病與健

康議題。老師提到疾病與健康的定義亦深受文化背景影響，以阿米許人與乳品食安的案例為

例，在美國發生乳品食安問題的期間，由於阿米許人對科技的抵制，因此對當時推崇牛奶殺

菌政策的拜登總統，進而轉向支持川普總統，間接影響美國總統大選兩派政黨的支持度。此

外，我們也從「潔淨與骯髒」的分類中，看到了不同文化對於衛生觀念的差異，老師也提到

「髒髒包」的例子，說明「骯髒食物」在不同文化圈意義的轉換，以及「髒髒包」是如何成

為打破社交模式的一種管道。 

後半時間，老師進到第六章-從人類學的角度探討「商業模式」。成功的商業模式包含了

四項關鍵接觸點：「一見就進」、「一進就買」、「一買再買」以及「一傳千里」；其中老師舉了

報春花學校辦學的例子，起初學校的辦學成效不高，經過改變商業策略後，透過「轉化率」

降低上帝視角，增加同儕視角，並且善用符號、關鍵節點增添儀式感，比如：入學發送書包，

以及與家長和就學孩童之間營造共同使命感，在短時間提高報春花學校的就學率。 

    書本提到行銷的失敗其實有時候是源自於「世代差異」或是「看不見消費者的訴求」，像

是寵物在過去與現在文化位階的差異，圈養寵物已經從過去的工具傾向轉變為透過寵物來強

化家庭關係；此外，我們亦可以透過「改變消費者的認知來促進消費」，像是烹飪以前被定義

是家事，但現在社會烹飪可能是維繫家庭關係的重要媒介，掌握這點便可以促進烹飪產品的

銷售。 

活動照片 

  
 



中原大學 113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活動執行成果報告 

活動類型 研討會 成果展示／發表 專題演講 專業諮詢 其他：讀書會 

主 題 全球永續發展讀書會 - 《未來思考》沈豪挺老師 

時 間 113 年 12 月 3 日 12:00~13:00 地  點 全人村 108 

參與課程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成效報告 

本次讀書會主旨：人類學時刻提醒我們全都是自身所處環境的造物。本週讀書會的一開

始，老師延續上週「從人類學的角度」觀察行銷模式的主題，更深入探討「社群」在行銷中

扮演的角色，「分享」其實在某中意義上而言是在建構我們每個人的人設，由此可說明「產品

形象」有時也造就了「個人形象」，進而影響市場銷售。而每個人欲建構出的形象也深受個人

所處的社會環境、文化背景以及個人經驗息息相關。這讓我們更意識到，我們其實都是自身

所處環境的產物。 

接下來，老師提到書中說明了「活動理論：人與環境的動態關係」此概念。活動理論強

調人與個體與社群之間的互動關係，並透過「工具」、「規則」與「分工」三個面向來解釋這

種互動。這個理論幫助我們更深入地理解，人在社會中如何透過工具來實現想法、如何透過

規則來建立秩序，以及如何透過分工來達成共同目標。這對於我們分析社群中的各種行為模

式提供了新的視角。 

而回到本書的核心—「培育人類學視野」，老師在課堂上分享了五個培育人類學視野的方

法，讓我們對如何以更宏觀、更深入的角度來看待世界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其中，「沉浸在他

人的想法和生活中」、「用局外人的鏡頭觀看世界」以及「主動傾聽社會沉默」這幾點尤為深

刻。這些方法不僅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他人，也能讓我們更深入地了解自己。 

    課堂最後，老師邀請同學們分享閱讀本書的心得與疑問。同學們的分享相當多元，有人

將書中的概念連結到自身的社群經營經驗，有人則將其應用於對社會現象的觀察。透過同學

們的分享，我們更進一步拓展了對這本書的理解，也激發了更多深入思考的空間。 

活動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