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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的教育部為了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及實務經驗人才，鼓勵優秀學生前往海

外留交換學或企業實習，於 2006 年公布「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

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又於 2014 年發表「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書」，適合

於各級教育之人才育成對策也因此更加地明確化。之後，2018 年在「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政策下、面對國際化知識経濟時代所必須的人材培育課題，有必要培

育具有多元能力的學生，因此有改革的教育課程及內容等必要。作為教育改革的

一環，臺灣教育部希望在教學中開設實習課程以及提高學生的外語能力、專業能

力與就業能力，更進一步以增進國際觀及國際移動力等為目標開始實施境外實習

課程（教育部，2013）。但是在 COVID-19 疫情的衝擊之下，本校為確保學生之

安全健康並且由於無法預期是否能如期實施境外實習因此取消了境外實習 1。筆

者自 2018 年開始負責指導境外實習課程至今 3 年，期間應對並協助處理過種種

相關問題，為求能夠防範於未然，本稿透過參與境外實習學生的意見回饋，更進

一步地瞭解境外實習的相關問題，希望能為未來參與境外實習的學生提供更實際

的指導與協助。 

二、疫情中境外實習状況 

臺灣的大專校院開始進行國際化人才的培育。為此推廣並獎勵國内外企業實

習也協助輔導就業。靜宜大學一直以來非常積極地推廣海外交換留學。近年除了

海外交換留學制度之外，為了創造學生在多元學習環境中的外語學習能力、異文

化理解能力及實務經驗的機會也開始積極導入企業實習制度（表 1）。 

由表 1 可知，靜宜大學的國内外長期實習處於増加的傾向，特別可以看出日

本境外長期實習的比例很高。 

 
                                                

1 資料來源：靜宜大學 2020 年中止企業實習學生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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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7-2019 靜宜大學日本地區參加境外實習學生人數一覧表 
年度 日本地區長期境外實習參加人數 國内外長期實習參加人數 

2017 5（4.9%） 103 

2018 14（8.0%） 176 

2019 22（12.7%） 173 
單位：人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靜宜大學 1041-1091 全校境外實習學生名單」作成。 

透過桂田愛、蔡雅芸與王金國（2020）調査結果發現之所以會有如此的成果

是因為學生參加海外長期實習的動機之中：(1)希望提升外語能力；(2) 希望增進

異文化理解力；(3) 希望體驗異文化；(4)希望提升就業力等動機佔了前幾位的緣

故。也就是說，透過海外實習不只是外語能力的提升、異文化的体験與理解，校

方及指導教師所擬定的多元能力育成政策也同樣獲得了學生的認同。 

桂田愛等人（2020）調查結果顯示實習前多數學生雖然對於自己的外語能力

感到不安但實際開始實習之後更加深感自己外語能不足的程度遠遠超乎自己的

想像，雖然有一段時間會喪失自信但是之後在同事、上司的協助之下還是會自己

努力提升外語能力。但因 COVID-19 感染擴大，提早結束實習回國之後學生們都

感嘆外語能力開始退步，為了避免持續退步也各自設法繼續提升自己的外語能

力。另外，為了臺日文化差異及職場的人際關係等異文化間差異而煩惱的學生也

不少。根據他們的說法，有時是跟老師商量，有時是藉由上司和同事的支援增進

了異文化理解的能力。此外，實習前並沒有學生對於專業知識感到太大的擔心和

不安。關於這點，在實際開始實習之後雖然也為了能力不足而煩惱，但在上司及

同事的協助之下，專門知識逐漸進步的情況也在工作中獲得了認可。另外，學生

們因 COVID-19 感染擴大提早結束實習回國之後為了學校方面的相關手續及求

職活動四處奔走的情形（桂田愛，2020）。 

就實習整體而言，學生們會因為語言和異文化理解等多方面的相關問題而煩

悩。筆者認為在這些問題的解決上指導教師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至於實習中所

遇到的各式各樣的問題與困難的解決則可以藉由學生自己轉換心情及改變想法

來改善。另外同事與上司的協助也非常重要。實習結束後，實習相關手續或學分

任定等相關問題可藉由指導教師及與行政事務相關單位的協助穫的解決。至於外

語能力及異文化溝通等問題則在回國後仍藉由與上司及同事的持續連絡得到建

議或協助。 

三、研究方法 

本次調查對象是静宜大學參加一年日本境外實習的 13 名學生。資料收集期

間是 2020 年 8 月 22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資料收集方法是利用 LINE 及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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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實施資料附錄的調查。此外，為了顧及不宜讓學生感到壓力也利用非正式或

不定期的談話和聚餐的機會詢問實習的相關問題。 

四、研究結果 

根據此次調査歸納出以下之研究結果。 

(一) 參加境外實習的收穫 

根據學生回饋的意見其收穫大致可歸納如下： 

1. 外語能力能的提升 

多數學生是因為想要提升日語能力才參加境外實習。參加實習的全體學生雖

然本来對於自己的外語能力是有自信的但是後來發現原來自己原本具備的外語

能力，特別是在日語能力上和企業所要求的還是有很大的差距。因此，為了達到

企業對外語能力的要求而產生了強烈的自我學習意願（92％）。 

2. 異文化理解力的提升 

透過在日本實際的生活接觸到當地的人們與文化因此能夠以新的觀點來增

進對於異文化的理解。也有學生在回答中陳述異文化之間不應該是互相排斥的，

透過文化的接觸讓他學習到接受不同的文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也就是說，認識

並理解異文化能夠學會包容不同文化間的差異（92％）。 

3. 國際觀的增廣 

由於接觸到國外各式各樣的文化與價值觀，因此能夠跳脫自己國家的常識和

觀點，努力以其他國家或地區更廣泛的觀點來積極地加以理解不同文化。也因此

學會用不同的觀點及思考模式來理解事物（74%）。 

4. 就業力的提升 

參加境外實習不只外語能力，如果在求職撰寫履歷或應徵工作面試時陳述自

己曾經努力達到日本企業對於接待禮儀與待客業務的要求，這樣的經驗將會有助

於工作的錄取。也就是說境外實習的經驗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力（54%）。 

5. 溝通能力的提升 

有學生認為透過境外實習、不僅只是和日本人，也因為積極地和其它國籍的

同事及客人等等之間的彼此溝通而增進了溝通的能力。也能因此建立許多人際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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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也留下了美好與特殊的回憶（54%）。 

6. 對自己的再認識 

認清了自己的能力、也發現自己有待改善之處（47%）。 

7. 學會自我管理 

變得更加獨立，能夠更加獨當一面，也勇於接受挑戰，克服 COVID-19 等等

困難（21%）。 

8. 經濟條件的改善 

因為實習津貼的收入，使得經濟壓力獲得緩解 （21%）。 

(二) 境外實習所面臨問題 

根據本調查結果發現的問題點與學生回饋的意見其收穫可歸納為(1)對於學

校方面的期待：學生希望學校所舉辦的說明會內容能夠更加具體、合作的企業能

夠更加多元。建議在出發前能在校內開設教授專門針對日本實習所必須的日語和

商務禮儀相關專業知識的課程。另有其他意見是希望能夠作成危機應變指南以便

像是當 COVID-19 這樣的突發狀況發生時能夠迅速對應（74%）。(2)對於政府的

期待：希望經費核銷或其他相關文件能由學生本人透過網路上傳較為方便

（26%）。(3)對於指導老師的期待：希望能更積極宣傳並推動實習課程，才能讓

學弟妹在畢業前就有機會提早體會畢業後所要面對的社會現實，也能讓他們有機

會思考自己的未來，知道除了留學之外還有境外實習的學習機會可以選擇。此

外，希望老師前來訪視時的訪視時間能夠更加充裕（47%）。 

(三) 對於學弟妹的建議 

對於學弟妹的建議：選擇參加境外實習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因為可以看

到的畢業後的真實社會而這是在學校課堂上或去留學所看不到的，也能幫助我們

更快融入學習語言的環境，也能更加了解當地風俗民情文化。雖然也有辛苦的地

方，但能體驗更多真實社會並習得企業所需要的相關能力，這是只有在境外實習

才能得到的收獲（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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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及建議 

(一) 結論 

透過本次的調查、參加境外實習的多數學生在實習前的外語及其他相關能力

上有自我評價較高的傾向。但是，實際參加境外實習之後感受到自己的能力與企

業所要求的外語及專業能力之間的落差。由於抱持著謙虛的態度努力補足這些落

差的結果，所有的學生都回答有察覺到自己的外語能力及異文化理解力有提升。

此外，不僅是自己的外語能力與異文化理解力、國際觀、溝通能力的提升、自我

能力與生涯方向的再思考、自我管理力的提升等或許也可視為是學生謙虚積極的

學習的結果。也就是說，參加境外實習前，學生是被動地遵循著學校與教師的指

導及教學内容來學習，但是根據本次調察的結過可以看出參加境外實習，為了成

為符合企業需求的人材，學生顯現出其主體性，將被動性的學習轉化成主動性。

此外，也可知因為參加境外實習而讓學生對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國家及地區再認

識機會。 

關於學校方面尚待改善之處，關於境外實習的説明會及其内容，學生希望能

夠更加具體、合作的企業能夠更加多元。另外，關於課程設計，本次調查結果顯

示有別於一般的日語課程，同學們希望夠針對參與境外實習的學生開設教授商務

禮儀等相關專業知識的課程。此外，如果發生類似 COVID-19 的突發狀況，危機

對應手冊的作成應該會是之後所有業務中重要的項目之一。 

對於政府方面、希望相關作業能夠更有效率，也希望線上系統能夠有所改善。 

至於對於指導老師的期待，從本次調查結果可知，於實習出發前提供與當地

生活密切關連的情報並在實習期間持續關懷學生在工作及生活的上状況是很重

要的。 

(二) 建議 

本次調査的對象是於 COVID-19 發生之前前往日本實習因為發生了

COVID-19 而不得不提前回到臺灣的學生。由於筆者認為本次調査所規納出的問

題很可能是今後正要開始推展長期境外實習或是持續實行長期境外實習的各大

專校院之間的共通問題，因此提供下列的建議： 

實習不分國內國外也不拘時間長短都是期望能讓學生在各方面都有十足的

成長。實際上，根據本調查中學生的回答可知長期境外實習確實已經實現使學生

得到各式各樣的學習以及提升學生專業能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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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異國生活期間藉由對於自我及自我能力的再認識，有的學生或許可以因此

找出今後自己前進的方向、需要自我改進的地方及人生的目標。但是要將這些境

外實習的成效全部視覺化或數量化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 

因此，重要的是首先必須對於目前與推展境外實習相關的政府各行政單位、

學校及教師所面臨的問題點與尚待反省改善之處必須有所認識才能針對境外實

習相關内容及系統進行改善。 

期待透過上述本稿所察覺到的問題能夠有助於改善未來重開之後的境外實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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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訪談大綱內容 

1. 參加境外長期實習，你覺得自己獲得較大的收穫是什麼？  
2. 關於到境外實習，對於政府、指導老師、靜宜大學或靜宜大學職產處（原產

業學院）等，你有什麼建議事項？  
3. 關於境外長期實習如果有其他想要告訴學弟妹等的事情請自由

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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