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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國中實踐國際教育之經驗與省思 
舒富男 

臺中市日南國民中學校長 

 

一、 前言 

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簡稱 OECD）每 3 年舉辦一次的國際學生能力評估

計劃（PISA）測驗，將於 2018 年納入「國際力（global competence）」這一門科

目(田育瑄，2017)，並將「國際力」定義為在尊重人性尊嚴的前提下，個人擁有

從多元觀點來分析全球與跨文化議題的判斷能力；能充分理解偏見如何影響對自

我及他人的觀點、判斷與詮釋；能夠公開、合宜、有效率地與不同背景的夥伴溝

通的能力(OECD，2018)。臺灣亦將於明(2019)年正式實施十二年國教課綱(教育

部，2014)，其中的核心素養「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與「國際力」息息相關，

在其他各項在生活情境上的落實也與國際力間隱然呼應。 

2011 年教育部頒定的教育白皮書指出，國際教育以培育具備國家認同、國

際素養、全球競合力、全球責任感的國際化人才。但國際教育只能在都會區的學

校實施嗎？不是的！任何區域的孩子都不會在未來缺席，參與國際教育的過程能

讓孩子在文化視野提升，培養更具自信的表達力，學會對人差異的包容與合作。

OECD 的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負責人安卓．施萊瑟(Andreas Schleicher)提到過去的

教育是為了教導孩子事實，而現代的教育不只如此，我們還必須培養孩子成為「可

靠的舵手（reliable compass）」，不只擁有駕馭人生方向的求生技能、面對模糊多

變社會時，仍可保有處之泰然的人格特質，並與來自多元背景的人才共事(親子

天下，2016)。學校教育應該從孩子未來的需要決定現在的作為，在條件所及創

造更多的學習的平台和機會，國際教育不應受所處地域刻板印象而受限，反而要

結合所在地區和學校的特性借力使力。 

二、 在地化國際教育之實踐經驗 

筆者所服務的學校雖位處偏鄉，卻有著明顯的在地特色，如自行車產業、古

蹟車站及各項鄉里的歷史人文、媽祖信仰、溪畔海景風車的地理景觀，也擁有傲

人的自行車競技成績、結合長照關懷的創客課程設計。在悉知過去學校教師曾邀

請過國際有人來訪，並辦理過以不同國家為題的的主體週活動，在現有基礎上做

思考，2015 年起即著手把在地特色與國際教育結合，進一步推展「以在地為本

的國際教育」，如今已有相當的規模，於 2017、2018 年獲英國文化協會舉辦得國

際學校獎初級與中級認證、教育部閱讀磐石獎、教育部分組合作學習深耕績優訪

美學校，與韓國學校締結姊妹校，參與國際教育論壇，並引入國際志工，持續與

日本、韓國、馬來西亞、中國大陸的學校進行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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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2011)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中指出以學校本位推動中小學國

際教育，主要體現在課程融入、國際交流、教師專業成長、學校國際化等四個面

向；但在實際執行時，並不會只有單一向度，而是多面向的「混搭」實踐，茲就

學校推動以結合在地特色推動國際教育的部分經驗進行分享： 

(一) 在國際交流中課程融入 

學校在國際友人來訪的 Inbound 和同學出訪的 Outbound 均可配搭課程的融

入，以各國學校師生來訪 Inbound 的交流為例，在事前邀請各領域學科教師一同

參與，融入適合的課程單元，如藝術人文以在地的藺草編織課程，生活科技設計

製作臺中花博的石虎實施 3D 列印課程、健體領域則以自行車規劃體適能平衡課

程，操作過程必須與學伴共同完成，自然領域與社會領域則規劃騎自行車，到河

岸海口風車周邊的地理景觀與在地媽祖信仰和古蹟車站歷史尋跡，由本校學生擔

任導覽大使，且必須在事前完成「備課」，達成教學相長的目標。再以 Outbound

為例，出訪交流前，不但要學會擬交流國家、城市所具有的特色、國際禮儀、生

活習俗、簡單用語，以及所賦予的任務目標；也要將學科老師規劃好的在地特色

課程，如布袋戲、藺草等實作課程完成集訓，做為交流時的主題課程。參與出訪

與來訪的同學，都必須在任務完成後將心得製成簡報，在集會與課堂上向其他同

學共享。 

(二) 國際志工導入課室學習、服務學習、戶外教育 

每年邀請國際志工駐校六至八週，國際志工除了入班與同學共學，用英語介

紹自身的成長、求學歷程，以及所屬國家、城市、文化的特色，和同學間零距離

的活潑對話，同學更願意大膽嘗試表達和使用英語。學校也會在社區熱心人士的

安排下，同學和國際志工共同至社區的空白牆面藝術彩繪，騎乘自行車至海濱淨

灘，課餘時間與社區內的志工媽媽共舞、寫書法，服務過程也成為學習最好的管

道之一。 

(三) 教師教學經驗分享、交換公開課、跨國共同閱讀 

師生參訪或出訪時，安排教師間進行教學現況及經驗的論壇，也安排交換教

師公開授課、觀課、議課，透過跨國跨域進行教師專業成長。另外，與馬來西亞

的華文獨中，也透過線上視訊直播，共讀一本兩地均熟悉的華人作家書籍進行閱

讀推動，學生間也把準備好的閱讀心得跨兩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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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交換吉祥物旅行、發表國際教育論壇 

仿照「泰迪熊留學」模式，與國際交流學校交換代表各自的吉祥物，深入彼

此的學習及生活內容，帶著吉祥物參與學校內的各項活動，如課堂學習、防災演

練、敬師活動、環境整潔、慶典活動、校外教學……等，兩校間的師生與吉祥物

一起學習，把兩端的花絮照片透過 Line 群組、FB 社團傳送即時記錄，彷如就置

身現場。歷時半年，待交流國學校來訪再換回吉祥物，邀請共同參與在臺灣舉辦

的國際教育論壇發表，不只老師，同學也能上台，分享期間兩校吉祥物所見、所

聞、所學。 

三、 遭遇困境 

(一) 人力不足，工作負荷大 

在學校內的編制及分層負責表，並未有常設性的國際教育承辦人員，推動國

際教育新增的行政及教學工作，需由校內各單位共同分擔並溝通協調，對目前學

校處於活動多、計畫繁的狀態，是一項吃力的工作，參與者有時會難以持續而退

出。另一方面，多數地方教育主管機關在國民中學階段無專責的國際教育業務科

室及常態性的經費編列，較難有系統性的規劃來幫助學校推展國際教育。 

(二) 經費短缺 

國際交流雖然可以透過視訊等方式替代，但實體面對面的互動仍不可取代，

互訪過程的交通、住宿、用餐、教師鐘點、材料等等的費用，一般國中並無編列

相關的經費，常常是參與者挑腰包自費或對外籌募，對於無給職的額外工作，只

得出錢又出力。 

(三) 課程規劃單元有限且時間配合不易 

國際教育課程的融入，常涉及教學單元能否能剛好配合、教學進度及升學壓

力等問題，一般教師仍有顧慮。再者，國際交流的實施，若在學期中辦理，部分

家長會擔心可能耽誤到孩子原有的其他課程學習；寒暑假辦理，教師也會因假期

間參與帶隊的意願偏低。 

(四) 文化與生活差異 

各國間的交流雖可事前溝通，但語言認知、時間概念、生活習慣、文化理解

仍存在差異，若有不慎也會造成誤解或失禮，甚至中斷聯繫。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8，7（11），頁 107-111 自由評論 

第 110 頁 

四、 建議 

(一) 任務編組宜分工合作、教育主管應給予支持 

發展國際教育通常要投入比平日校務推動更多的人力成本，不可能僅由單一

的行政處室或教師來獨自完成，同時必須得到教育主管機關更多的重視與支持，

較有可能永續經營。 

1. 跨單位分工合作：以本校為例，國際教育由教務處擔任聯絡窗口及主承辦，

學務處負責活動聯繫及國際志工接洽，輔導室負責寄宿家庭，總務處負責各

項後勤支援工作，各領域教師負責課程規劃、學生培訓。並廣納家長、校友、

志工、社區的人才庫，引入更多的專長人士前來參與。 

2. 教育主管機關應投入資源：建立專責主辦國際教育的單一窗口科室，並常年

性編列經費有意推動國際教育的學校，可參考目前閱讀推動項下設有閱讀教

師，制定要點提供申請國際教育推動的學校增置「國際教師」，負責校內的國

際教育專辦業務，降低推動過程中統籌及聯繫的行政負擔。 

(二) 以任務、計畫獲得經費挹注 

可申請教育部 SIEP 計畫、英國文化協會國際學校認證計畫、大學所辦理國

際教育國際研討會，或擔任教育主管機關的任務學校，均能獲得部分的經費補

助，降低推動時的負擔，同時亦可與學校家長會建立共識，提案設置國際交流基

金專項，獲得更多的經費實質支持。 

(三) 結合校本特色、善用工具並與友校合作建立多元的課程內涵 

妥善規劃課程才能完備國際教育推動的內涵，而非流於煙火式的活動，並結合

地方、伙伴學校，適當地運用工具，可以增加課程多樣化及建立相互的支持系統。 

1. 整體規劃國際教育課程：透過課發會共備找出適合的校本主題，依實施分量，

規劃彈性課程或課程融入合適的教學單元，讓國際教育本身具備有更多學科

教學目標的內容，相互為用，減少相互排擠。 

2. 連結行銷在地特色：結合學校和社區既有的特色，建立校本，實施課程又能

行銷在地，較易獲得家長的認同和周邊資源。 

3. 以策略聯盟結合鄰近中小學共同合作：單一學校能呈現的運作型態有限，透

過鄰近學校間的合作，採取輪站式的巡迴參與不同學校的課程，課程、人員

間也可以相互支援，交換意見，成為彼此的支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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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親師生理念的溝通：利用親座談、家長委員會議、校務會議傳達興辦國際教

育的理念，理解國際教育的過程，不只是學校正式課程的學習，還有許多非

正式課程、潛在課程包含其中，如移動力的培養、視野的建立、學習的遷移、

時間更有效率的運用，讓學習更為寬廣，獲得的遠比失去的多。 

2. 運用媒介進行交流：善用網路媒體工具、泰迪熊旅行方式，成本較為低廉，

可以做為實體交流前階段性的媒介，挑起同學參與國際交流的動機，同時也

能做為在實質交流的前後的延伸課程，讓國際教育實施的效應加大。 

(四) 尋求他山之石並聘請翻譯協助溝通 

在規劃國際教育行動計畫前，可請教或邀請有經驗的學校團隊蒞校分享指

導，並邀請學校教師、家長、社區具備專長的人員，協助翻譯工作，減少溝通時

的落差，必要時亦可委請有經驗的旅行社協助辦理。 

五、 結論 

國際教育推動是一件辛苦卻值得教育工作，特別是偏鄉學校孩子的文化刺激

較少，單純不善於表達，缺乏走出去展現能力的自信。學校若能結合學校及在地

特色，闢出更寬的路，站更高的俯視角度，孩子一樣可以看見不同的未來。在十

二年國教課綱即將實施之際，國際教育的推動有利於核心素養導向的教育，國際

教育在都會區的能，偏鄉一樣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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