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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面對全球化與國際化的急遽發展，培養具備國際移動力、國際理解、多元文

化素養的全球公民已經是刻不容緩的事，未來的工作和合作的夥伴可遍布全球，

國際教育在高等教育階段早已推行多年，但培養未來公民的視野和國際化相關的

計畫只在大學發展顯然是不足的，因此教育部在 2011 年 4 月公布《中小學國際

教育白皮書》（以下簡稱國際教育 1.0）是臺灣針對中小學給予國際教育的明確政

策方針、系統的規畫以及實際的支援行動。國際教育 1.0 內詳細敘述了中小學國

際教育推動的核心理念、主要策略和次要策略、由下而上推動與由上而下的行動

計劃以及國際教育目標，具周詳通盤的規劃。國際教育 1.0 書中指名中小學國際

教育的目標在讓學生透過教育國際化的過程，了解國際社會，發展國際態度，培

育具備國家認同、國際素養、全球競合力、全球責任感的國際化人才（教育部，

2011）。 

間隔了九年，教育部在 109 年的 5 月又公布了《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
版（以下簡稱國際教育 2.0），針對國際教育 1.0 執行成果進行檢討，由同年成立

的「中小學教育國際化專案辦公室」辦理，為了因應國際趨勢與行政院在 2018
年 12 月公布「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並落實十二年國教推行的「自發、

互動、共好」理念，培養學生「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的核心素養。目標設定六

年內（2020 年至 2025 年），以「接軌國際、鏈結全球」為願景，希望達成「培

育全球公民、促進教育國際化及拓展全球交流」三項目標（教育部，2020）。 

二、從小推動國際教育的重要性 

為什麼要在中小學推動國際教育呢？劉必榮（2014）指出以臺灣的地理位

置、國際處境、和身為一個小國，我們必須要比大國對國際情勢有更高的敏感度，

為了加強國際觀，我們除了學外文、對國際事務、國際文化了解外，還要有分析

國際情勢架構的能力。而認識自己的國家並學習與尊重他國的文化有什麼好處

呢？成果可能無法立即見效，但筆者出國留學時就發現能清楚介紹出自己的國

家、和傳統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事，尤其當眾多國際學生和當地學生一起交流時，

好的介紹更能彰顯個人的價值與獨特性，而夠了解他國的文化則能幫助自己在會

談中保持應有的禮節並延續話題；反之，若是不夠了解他國文化？輕者，可能鬧

出國際笑話，嚴重者，則可能讓自己的前途遭受阻礙，所以了解國際間不同的文

化並作出適當的回應才是比學習語言和專業科目更重要的事，這種非學科知識的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1，10（2），頁 21-25 

 

國際教育推動現況與問題 主題評論 

 

第 22 頁 

觀念引導須從小落實於生活中。而教師是影響學生日後發展最重要的關鍵因素，

特別是年齡越小的學習者，因此國際觀的培養仰賴在中小學階段中教師的國際視

野與態度，和系統性國際教育的教學設計課程（鄒文豪，2012）。 

三、中小學國際教育的施行檢討 

從 2011 年開始補助中小學實施「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計畫」（School-base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ject, SIEP）成果檢討得知許多學校教師反映申請 SIEP
所投入之努力與經費補助不成比例，提出申請後獲得補助的比率只有 57.6%，而

補助又呈現明顯的城鄉和層級落差，例如國小獲補助校數最多，但依全國總校數

比例計算僅占 6.48%，和國中及高中職相比明顯偏低。在 SIEP 學校實施方面，

發現課程發展與教學較少納入國家認同指標，且課程實施後未能針對學生的國際

能力之提升情形進行評量，學校普遍缺乏國際交流訊息，或國際交流對象難尋。

再者，教師參與意願不高，從 2011 年至 2018 年取得國際教育初、進階證書的教

師總人數有 9768 人，僅占全國教師總人數之 4%，且各校自辦研習的成效落差甚

大，現行的國際化指標也過於模糊，未能確實營造學校國際化之氛圍（教育部，

2020）。 

四、國小階段實施國際教育的現況與問題 

(一) 國際教育在國小階段宣傳不足，基層教師無法了解其明確內涵 

鄒文豪（2012）提到政策制定的理想面，往往與執行實際面有所落差。追究

原因大多數是底層的行動者沒有了解上層所制定的政策是什麼？該如何執行

等，校長、學校行政與教師之間沒有達成共識、理念，於是常常就會變成上面說

一套、底下做一套的消極作法，只追求表面上的成效，而非讓每位學生都受益的

實際成果。例如：第一現場的教師是否能真理解中小學國際教育的內涵，而非把

他與全球教育、比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名詞混淆，而行政人員所策劃的國際

教育活動，是否能夠達到政府所制定的中小學國際教育指標呢？筆者從 2008 年

擔任正式國小教師至今，曾換過臺北市的兩所小學，擔任過專任輔導教師、高年

級導師、和輔導組長的職務，卻自覺從未真正了解國際教育的內涵，總覺得國際

教育、全球教育、及多元文化教育的名稱十分雷同，校內也都有在進行，直到讀

完鍾宜興和黃碧智（2013）的文章：流動的文化疆界與跨界的心靈—國際教育相

關概念的釐清，才發現推展國際教育是為了提倡下一代對他國的認知與獲取合

作、競爭的關係，和強化全球公民對地球的責任感有些許的不同，又與多元文化

教育理解的對象多為國內的多元種族有明顯的差異，所以校內不應將三者相提並

論，或將多元文化教育的成果來當國際教育的成果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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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議題融入課程的項目過多 

因學校時間有限，學生學習節數已趨近飽和，現課表上無彈性節數的設定，

議題都是採融入課程設計的方式實施，讓學生在原有學習時數中，對議題有所認

識，採跨學門的多視角方式學習（張芬芬、張嘉育，2015）。身為國小教育現場

的第一線人員，常自覺在設計課程和分配節數上遇到困境，因為除了國際教育

外，還有其他十八項議題須融入，有些甚至要有成果報告或評鑑訪視，例如性別

平等教育、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特殊教育、生命教育、閱讀素養教育、交

通安全教育等，所以像國際教育這種非屬重大議題的內容就很難被納入實質的課

程設計中，只能搭配國語、社會、或英文科目進行，較難普遍融入各領域或科目，

只能藉由課文或相關閱讀做延伸，而評選教科書時，若無特別重視到這部分的選

文，那該學年的國際教育學習就更容易被忽略。 

(三) 每校做法不同，缺少專門的人員負責推廣 

每校推行國際教育的作法雖然都有所不同，追根究柢其實還是跟校長的領導

和行政的推動有相當大的關連。我曾任教的學校在國際教育推行上就有不同的作

法，第一所學校在課程的設計和實施傾向以英文老師和班級導師為主，行政人員

會給老師一些參考範例，讓老師自行選擇是否在班級內實施，例如寫信給各國的

聖誕老人、和國際園遊會；第二所學校則嘗試引進家長會的資源，以行政為主來

推動課程和活動，例如推廣日本摺紙、日本童玩介紹、日本學生到校進行運動交

流、學生到日本進行校際交流、美國機構到校參訪等，一次多以一學年為單位進

行，各有其主導性不同的優缺點，相同的是都可增進孩子的國際觀，但就基層教

師而言，有家長和行政的實際協助較能減輕老師的壓力並增進推動國際教育的意

願，且以團隊進行的模式會比學年老師各自發展課程更能強化角色分工和合作的

想法。 

五、提升國小教師實施國際教育的建議 

(一) 建立獎勵制度 

教育部應以推行國際教育行之有年的學校為種子學校並培育相關種子教

師，分享各校實施國際教育的實際作法供國小教師參考，並於各校嘗試推行後進

行活動詳案徵選，選出優秀學校給予行政人員及學年老師研習的參觀機會，再則

給予優秀學校獎金或是參與人員記功嘉獎都是很好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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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強對基層教師的宣導 

基層教師可能不清楚取得國際教育初、進階證書的研習時間，也可能不知道

現在還有國際文憑教師證照的學分可培訓，甚至可能將全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等名詞與國際教育的意涵混淆，這些都可以請承辦人員於教師集會時間宣導，讓

有興趣的教師以公假派代或利用假日進修的模式參與。 

(三) 組成區域性的中小學國際教育策略聯盟 

參與「2020 臺北市國際文憑教育論壇高中文憑」的研習中發現，目前臺北

市已有多所高中辦理國際教育有相當不錯的成效，臺北市教育局可媒合區域內的

中小學產生國際教育策略聯盟，借重推廣國際教育學校的優質經驗輔導鄰近學

校，並發展具區域特色的國際教育課程，借此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如此一來，即

可節省人力資源、並整合區內教師專業，讓更多學子受益，也減少資源分配不平

均的問題。 

(四) 結合社區、志工、與網路資源 

在臺外國學生、新移民、駐外單位、國際組織、產業界、國合會的國際志工、

家長會志工分享都可以是國際教育的資源來源，現在還可借助數位科技及資訊網

路等管道參與國際交流活動。老師可借由多方面的資源來增進學生的國際觀，不

一定要以主流文化（歐美國家），才能培育出具有全方位國際知能的人才。 

六、結語 

教育部推行國際教育的願景，主要在於面對全球化。國際競爭不再是傳統的

價與量的競爭，而是品質、創新、與速度的競賽，人才乃是決定競爭力強弱的關

鍵（鄒文豪，2012）。但這麼多年來，國人對國際社會仍顯關心不足，新聞媒體

也較少出現國際性的新聞，讓學童對於國際社會了解甚為有限，瞭解本土文化、

添加國際化的學習元素，培育具備全球公民素養的孩童、促使教育國際化、及拓

展全球交流是國際教育的最新目標，如何讓國際教育的課程設計更具深度與廣

度、教師更樂於參與並落實於校園中、則是所有身在教育界的人員須共同努力的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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