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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讓人與人、國與國的距離縮短，帶來全球化的浪潮，

因此全球競爭力與國家競爭力成為許多國家共同的政治語言（Callinicos, 2007），
各國不論是在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莫不致力於提升自我競爭能力，因此，

各國都極力的發展國際教育，我國也在 2011 年提出「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以下簡稱國際教育 1.0）。 

國際教育 1.0 的宣示及推動，可謂我國中小學教育史上劃時代的重大工程。

接著為了培養學生「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的核心素養，檢討國際教育 1.0 的執

行結果，檢視中小學國際化的環境，提出國際教育 2.0 版。其目標希望能夠「培

育全球公民、促進教育國際化、拓展全球交流」（教育部，2020）。 

本文從文獻探討及實際訪談中，整理出國際教育推動的現況與困境，並據此

提供評論。實際訪談中有 5 人，離島地區 1 人（A1-1091120），偏鄉山區 1 人

（B1-1091120），六都地區 2 人（C1-1091122；C2-1091122），縣市 1 人

（D1-1091218）。 

二、國際教育的內涵、推動現況與困境 

(一) 國際教育的意涵 

國際教育著重於全球面向，透過學校系統化的力量，傳遞全球命運共同體的

概念。進而透過多元的策略，進行與國際教育相關的課程及活動，增進學生的國

際視野，並培養其全球公民意識，以提升學生的國際競爭力（劉耿銘，2019）。 

國際教育有兩個重要內涵：(1)增進學生的國際視野，透過國際教育的推動，

讓中小學生瞭解國際社會，發展國際態度的視野。(2)培養其全球公民意識，透

過國際教育的實施，培養學生國家認同、國際素養、全球競合力及全球責任感；

瞭解、尊重不同民族文化及其他地區民族文化，增加人們與全球相互依存的意識。 

(二) 國際教育推動的現況 

教育部公布的國際教育 1.0，採學校特色教學方式進行。偏鄉地區更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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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方式幫助學生與外國學生接觸的機會。 

主要的推動策略是採取融入課程、國際交流、教師專業成長、學校國際化四

個面向並進，強化國際教育的深度和廣度。本文以此四個向度進行探討國際教育

推動的現況。 

1. 在融入課程上 

教育人員對於國際教育議題、跨文化溝通融入相關課程，具有很高的知覺，

有良好的感受，對「課程與教學」的知覺程度最高（楊毓玲，2013）。表示實施

國際教育小學之教育人員對於國際教育議題持正面看法。劉耿銘（2019）的研究

指出，國際教育「融入課程」可分為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潛在課程等三種類

型。 

訪談資料中顯示，學校利用各種媒材與資源融入課程；善用資訊科技中的視

訊教學、搜尋功能、簡報製作；鼓勵教師在學生日常用語以及教室用語上開始使

用英語，增進學生英語接觸時間以及營造軟性的英語環境。 

(1) 利用各種媒材與資源融入課程 

利用各種媒材與資源將國際教育融入課程，包含寫信給新加坡的學生、

請泰國新住民到校介紹泰國文化、募書送愛到泰北、與日本小學二年一次的

參訪交流活動、邀請哥倫比亞旅臺友人蒞校介紹哥倫比亞文化

（C1-1091122-1） 

(2) 善用資訊科技融入國際教育課程 

利用資訊科技認識各國，讓學生製作簡報上臺發表等方式進行課程。參

加 iEARN 英語簡報比賽，指導學生將學校課程製作成簡報，參加英語簡報

比賽，屢獲佳績。（C1-1091122-1、C2-1091122-1） 

(3) 鼓勵日常用語、教室用語 

本校鼓勵教師在學生日常用語以及教室用語上開始使用英語。增進學生

英語接觸時間以及營造軟性的英語環境。（A1-1091120-1） 

2. 在國際交流上 

楊毓玲（2013）的研究指出臺北市國小教育人員對於「國際交流活動」的知

覺情形最高。劉耿銘（2019）的研究指出高中職辦理「國際交流活動」占全國比

例達 74.80%，較國小的 32.55%以及國中的 49.73%要高，成長幅度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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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資料中顯示，學校的國際交流活動有，與國際友校實際交流及應用視訊

平台進行交流。 

(1) 與國際友校進行交流活動 

學校與日本豐榮國小締結姊妹校已有 7、8 年之久，每年都有交流活動。

學校每兩年由學校組團帶領家長與學生參訪日本豐榮小學，行前學生會先學

習日本文化。到豐榮小學後，學生會入班與日本孩童一起體驗日本課程文

化。翌年，則由豐榮小學率團參訪本校，學生學習招待日本學生，也將學校

特色課程和日本學生交流。（C1-1091122-2） 

(2) 利用網路通訊軟體，進行視訊交流 

本校以視訊會議進行國際教育，於視訊會議之前由老師帶領學生認識這

學期所分配到的夥伴母國，先介紹該國地理位置、文化、種族、政治環境、

飲食等，讓學生有初步認識。再進行視訊，練習自己用口說的方式，介紹自

己，也介紹臺灣地理位置，這八周的視訊，會一來一往，學伴介紹自己的母

國文化與地理環境，下一周則由本校學生進行本國文化與社區環境。

（B1-1091120-2） 

3. 在教師專業成長上 

劉素珠等人（2018）的研究指出，中央政府在國際教育政策的規劃重視教師

的專業成長。而楊毓玲（2013）的研究指出臺北市國小教育人員對於「教師專業

成長」的知覺情形最低。劉耿銘（2019）的研究指出，高中職辦理「教師專業成

長」占全國比例達 40.80%，國小的 37.62%以及國中的 39.74%，尚有待繼續推動。 

從訪談中，得知校內有，成立專業社群，透過專業對話讓老師不斷學習成長。

校內教育行政人員的專業素養也能帶動教師專業成長。 

(1) 成立專業社群，透過專業對話讓老師專業成長 

校內成立專業社群，進行課程的發展與規劃，透過定期的跨領域專業對

話，教師不斷學習成長。教案也以滾動式修正，每年增加新的教學議題、修

正教學內涵，逐漸發展出成熟的校本課程樣貌。（C1-1091122-3）業務承辦

人參加國際教育相關專業成長（D1-1091218-3）。 

(2) 教師的專業素養帶動校內同仁的專業成長 

目前在本校的校長以及教導主任已經取得國際教育共通課程的講師資

格，並且利用週三進修的時間安排國際教育相關議題的校內研習。全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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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已參加國際教育白皮書 2.0 的訓練培力營。目前規劃全校教師在 109 學年

度下學期皆須取得國際教育初階認證。（A1-1091120-3） 

4. 在學校國際化上 

讓學校國際化也是中央政府重要的政策規劃（劉素珠等人，2018）。劉耿銘

（2019）的研究指出，高中職辦理占全國比例 67.80%，國小占 68.34%，國中占

63.76%，高中及國小較具成效。 

透過訪談得知，學校國際化的內容有，課程著重在文化介紹與交流、校園雙

語標示、建置雙語網站。 

(1) 課程著重在文化介紹與交流 

以往本校的國際教育課程多著重在文化介紹與交流，未來將朝著國際重

要議題融入。（C1-1091122-4） 

學生能夠理解多元文化的差異性，也能夠找出不同國家之間與臺灣的一

致性。例如「墨西哥學伴」介紹亡靈節，學生能夠反映臺灣也有清明節。「荷

蘭學伴」分享荷蘭的晚餐多是炸薯條，學生就會提出鹹酥雞、夜市等各種臺

灣特有飲食文化。（B1-1091120-4） 

(2) 校園雙語標示、建置雙語網站 

今年本校已參加教育部學校國際化的分類試辦學校，並且進行初階認證

的三項指標試辦。已經完成校園雙語標示，並已經著手進行建制雙語網站。

（A1-1091120-4、D1-1091218-4） 

(三) 國際教育推動的困境 

1. 在課程與教學方面推動的困境 

劉耿銘（2019）的研究指出第一是學校未結合特色發展國際教育課程，國際

教育難以扎根；第二是融入課程議題太多，無暇發展國際教育。 

訪談結果顯示，只有部分老師參與、課程定位認知不同。 

(1) 只有部分老師參與 

過去本校國際教育的進行，行政、科任老師和級任老師分工，由學校行

政單位主導，課程的進行也多數由兼任行政教師及科任老師的課程進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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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老師只要全力處理班級事務，指導學生基礎領域學習及生活常規指導。優

點在學校事務分工，…。缺點則是級任老師對於學校特色課程、國際教育課

程內容仍不熟悉。（C1-1091122-1） 

(2) 課程定位認知不同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並不認為視訊是一項正式課程，所以在課程規劃上

僅願意讓出彈性課程一節課，至於融入其他課程或是跨域進行，則仍未有明

確決定。雖然教師對於國際教育對學生的助益是肯定的，但對於課程，還是

維持舊有主科學歷的堅持（B1-1091120-3） 

2. 在國際交流方面推動的困境 

劉耿銘（2019）的研究指出首先是無夥伴學校進行國際交流，學生無法深刻

體驗；其次是不易營造與外來人接觸的機會。 

從訪談資料顯示，推動國際交流的困境有：缺乏經費，學校需要自籌；學校

教師缺乏外語能力及國際文化的認知；夥伴學校不容易找。 

(1) 缺乏經費，學校需要自籌 

本校與日本長野豐榮國小互訪交流多年，本校到日本的參訪活動，豐榮

小學可以向日本政府申請部分經費補助。而豐榮小學到學校參訪時，基於友

好互惠原則，本校則需要自行籌措豐榮小學到校時的一宿三餐費用。學校只

能請前一年參與日本參訪活動的家長負擔招待費用（有時會造成家長對學校

的觀感不佳），不足金額行政單位則須為此募款奔波。（C1-1091122-2） 

(2) 學校教師缺乏外語能力及國際文化的認知 

學校推動國際交流大概也僅有這一項計畫，其餘教師對於是否要再有更

多互動，例如出國、更多國際交流，實際上是抱持保留態度。或許是因為鄉

下地區對於國際語言或國際文化並沒有太多的生活經驗，所以展現出的積極

度就不像學力測驗那麼受到重視，更遑論參與其他國際教育計畫或是簽訂姐

妹校的事宜。（B1-1091120-2） 

(3) 夥伴學校不容易找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今年所有的國際交流活動幾乎都已停止。學

校在國外交流學校的媒合上也難尋夥伴學校。由於位處澎湖，相關的資訊與

資源更加匱乏。（A1-1091120-2、D1-1091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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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教師專業方面推動的困境 

劉耿銘（2019）的研究指出推動困境有：教師及行政人員對於國際教育認知

不足；願意投入國際教育的老師不足；教師接受國際教育專業知能課程研習意願

不強。 

訪談的資料顯示：教師及行政人員認為國際教育就是英語教育；教師專業成

長僅限於參加專業社群之核心教師。 

(1) 教師及行政人員認為國際教育就是英語教育 

本校 109 學年度申請雙語學校，雖然被徵詢教師皆同意參加，然而教師

的觀念迷思，常認為雙語教育等於國際教育，以為國際教育是英語教師的責

任，其他教師只要配合英語教師教學即可，需拓展教師的國際教育觀。

（C1-1091122-3） 

在參與國際教育相關研習之前，由於大部分教師對於國際教育認知不

足，且部分教師會有國際教育等同於英語教育的認知，會覺得與自己的教學

專業無關，參與意願亦不強。（A1-1091120-3） 

(2) 教師專業成長僅限於參加專業社群之核心教師 

發展特色課程及國際教育課程初期，本校成立專業社群，經過不斷的討

論、摸索，撰寫出課程的基本架構，…然而，多數教師受限於課堂時間，教

師專業成長僅限於參加專業社群之核心教師，其他教師則無法參加專業成長

課程。（C1-1091122-3） 

4. 在學校國際化方面推動的困境 

劉耿銘（2019）的研究指出，學校國際化推動的困境有：領導者不重視國際

教育，教師不易有共識；學校没有專責的行政單位，國際教育業務無法傳承；教

育部補助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計畫不易申請，國際教育經費不足；學校未規劃雙語

教育情境、外文網站或國際化訊息環境。 

訪談資料顯示：學校領導者並沒有想要進行國際交流；推動國際教育人力、

資源不足；校園雙語導覽尚未培訓、校園雙語標示未設。 

(1) 學校領導者並沒有想要進行國際交流 

當初此計畫是校長認為鄉下學生應有不同的視野，故希望教導處這邊能

夠安排申請，再進行將近六年的計畫，學校實際上也並未有想要更進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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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國際交流，之前也有日僑學校、美國學校、歐洲學校可洽談姊妹校互動

事宜，但校長與教師認為不需要再有額外的活動，避免學校因為活動過多，

導致學生心情浮動，忽略原有學習（B1-1091120-4） 

(2) 推動國際教育人力、資源不足 

雖然國際教育 2.0 在學校國際化上已有訂出明確且具體的認證指標，但

在推動上仍感到人力不足，部分的變動以及推行難以負荷。有部分指標仍需

要縣市級的資源支持，以一個六班小校的資源難以承受。（A1-1091120-4、
C2-1091122-4） 

(3) 校園雙語導覽尚未培訓、校園雙語標示未設 

目前學校的軟設施已經慢慢到位，學校的校園導覽員培訓也啟動雙語解

說訓練，讓接待的來賓能感受學校雙語教學成果。未來校園地圖雙語標示，

還需要投注人力改善。（C1-1091122-4） 

三、國際教育推動的評析與建議 

(一) 國際教育推動的評析 

根據上述國際教育推動的現況與困境，提出國際教育推動的評析，並以國際

教育白皮書 2.0 中，所提出的特別提出未來推動國際教育的願景與實施策略（教

育部，2020）。 

1. 人才培育 

國際教育推動的關鍵成功因素是教師的專業能力，從實施現況及困境中，發

現人力不足及專業成長侷限於參加專案的老師，所以無法獲得全校老師的支持。

對於國際教育的定位認知不同，有的老師認為國際教育並非正式課程，有的認為

就是英語教育，所以認為是英語老師的課程與他們無關。 

2. 環境整備 

從國際教育實施現況與困境中發現，校園國際化實施的現況是校園雙語導覽

培訓和校園雙語標示設置。實施時老師們表示最大的困境是經費、資源缺乏。所

以楊毓玲（2013）的研究建議，教育行政機關應提供多元化且充足的政策協助資

源，簡化計畫經費申請流程，以鼓勵教育人員推動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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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外機制 

從國際教育實施現況與困境中發現，對外交流實施的現況是，學校缺乏經

費，為了與國際友校交流，學校需要自籌經費，其次是學校教師缺乏外語能力及

國際文化的認知，第三是夥伴學校不容易找。所以國際教育 2.0 所提出的透過建

立國際架接機制，建置國際教育推動聯盟、建置國際教育產官學民協力平台、建

置國際教育資源中心，是當務之急。 

(二) 國際教育推動的建議 

根據上述國際教育推動的現況與困境，提出國際教育推動的建議，並以國際

教育白皮書 2.0 中，所提出的未來推動國際教育的實施策略（教育部 2020）為

參考。 

1. 課程與教學 

建議將國際教育融入各領域，列為學校必要推動的方式。鼓勵教師在學生日

常用語以及教室用語上開始使用英語。增進學生英語接觸時間以及營造軟性的英

語環境。 

2. 國際交流 

基層學校要與國際友校交流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所以建議以中央政府的資

源，建置網路交流平台，提供國際交流的資源。其次建議補助資訊科技設備，利

用視訊會議、遠端教學等進行國際交流。第三建議善用居住於臺灣的外籍人士，

介紹他們母國的文化及語言，並做交流。 

3. 提升教師專業能力 

基層學校停留在專業社群核心老師的專業成長，因此建議一般課程上每個老

師可以增加日常用語及教室用語的英語專長成立提升；第二是建議領域課程增加

「國際教育融入各領域」的專業成長。 

4. 學校國際化 

基層學校以訓練雙語解說員及雙語標示為學校國際化的起點。其次建議讓學

生增加練習的機會，如辦理國際日、增加英文生活用語的練習。第三善用資訊科

技，在特定節日，辦活動與國際夥伴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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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108 課綱「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素養的達成，就是國際教育推動的目標，

因此，急需將國際教育融入各領域教學。國際教育 2.0 計畫，應以融入領域課程

為目標，進行課程設計、教師研習與校內國際化設施，讓全校動起來，一起投入

國際教育的推動。且增設資訊平台，進行媒介增加國際交流機會，以達到「培育

全球公民、促進教育國際化、拓展全球交流」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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