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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離開祖國，穿越千萬方里成功來到另一個國家，這表示你有勇氣並具備面

對不同狀況茁壯成長的能力，還可能是未來評價成功最鮮明的指標，甚至超越了

大學時期的成績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小野三太 
 

一、前言 

全球移動力（global mobility）係指個體願意參與國際交流，積極從事各種學習

和分享活動，培養自己具有開拓心胸和宏觀思維，且能夠融入當地社會和認同多元

文化的能力，以提升個人的國際競爭力；至少包括外語能力、跨文化能力、積極正

向心理能力、宏觀國際思維以及融入不同社群之社交能力（吳清山，2016；黎士鳴、

湯堯，2018；黃玉玲，2018）。 

面對全球化的時代，國際學生能力評量（PISA）自 2018 年起將增加「國際力」

（global competence）這個核心能力；OECD 在最新 PISA 計畫中，將「國際力」（或

稱全球素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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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由此可發現具有國際觀點、國際溝通、多元文化能力的培育將是未來教育場域重要

的議題。由於全球移動力及是國際力的實質展現，如何培育大學生具有全球移動力

之相關能力與經驗，更是高等教育機構的重要任務。 

在全球移動力的實踐上，台灣學生所考慮的主要因素為就業前景的可能性、求

學費用的合理性、留學國整體安全的要求，以及課程與教學方面的優質服務（詹盛

如，2017）。隨著第三波全球移動力（表一）之職涯發展與區域同盟浪潮（Choudaha, 

2017），必需培育在校學生具有全球意識，具有國際就業競爭力，對於學科與未來就

業市場的連結更是重要，透過核心能力的培育讓學生具有國際競爭力，下一段將透

過回顧文獻，來整理全球移動力之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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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全球移動力的時代變遷 

時期 主要因素 特性 

1950-1970 國際政治因素 
美英法德吸納資本主義國家的學生 

蘇聯吸納社會主義國家的學生 

1970-1990 經濟發展因素 技術發展海外學習（大量留學生） 

1990-1999 國家留學政策 各國祭出留學政策 

1999-2006 經濟發展因素 網路科技發展(ICT)人才需求 

2006-2013 教育發達程度 高教系統吸納國際生 

2014-2020 自然地理環境 區域性的同盟關係與職涯發展* 

作者整理 *第三波全球移動力浪潮 

二、全球移動力之核心能力 

能力(competence)一詞源自於拉丁文 cum(with)和 petere (to aspire)，是指伴隨著

某件事物或某個人知識、能力與態度；也是個人為了追求健全發展個體，必須因應

社會之複雜生活情境需求所不可或缺的知識、態度、能力(蔡清田，2017)。近年來，

能力基礎導向的教學策略，更是強調在課程設計與教學上需要強調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蔡清田，2017；楊俊鴻，2018)。以下整理國外有關全球移動力之核心

能力，Kumpikait 與 Duoba(2013)以 593 名大學生為樣本，其中 23.9%近 3 個月有海

外學習經驗，透過問卷調查，發現全球移動力之核心能力為文化力(文化覺察與表

達)、公民力(社會與公民能力)以及專業力(專業知識與技能)。Larsen(2016)將學生在

全球移動力中所需要基本資源，包含入學許可、經濟支持、地主國的人際、接洽單

位、交通工具等異地求學所需的基本需求稱之為網絡能力(network capital)。日本將

情緒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EQ)、人際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SQ)、文化智能

(cultural intelligence-CQ)以及國際智能(global intelligence-GQ)四大能力做為 21 世紀

全球化時代學生需學習的基本能力(Karseras,2017)。可以發現國際上許多國家透過實

證分析，探討全球移動力之核心能力，涵蓋:公民力、文化力、人際力、情緒力與網

絡力等。 

國內學者陳超明(2013)認為全球移動力為具有國際視野的多元能力、流暢的國際

溝通能力、跨文化思維以及適應生活能力。吳清山(2015)認為全球移動力應包括:外

語能力、多元文化能力、積極正向的特質、宏觀思維能力以及融入不同社會的能力。

李偉俊(2017)根據教育部全球移動力之計劃，透過實證分析發現影響大學生全球移動

力之前置因子為專業素養力、語言溝通力、國際適應力、創新解決力。 

在全球移動力之核心能力統整中(表二)，可以發現黎士鳴與湯堯(2018)所發展的

全球移動力之 GLOBAL 模式涉及的能力涵蓋面廣且與新近的實證研究發現有關，並

且符合第三波全球移動力職涯發展之需求，下一段將簡介 GLOBAL 模式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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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全球移動力之核心能力 

理論/學者 全球移動力之核心能力 

Kumpikait 

(2013) 

社會與 

公民力 
 

學術 

知識技能 
 

文化 

覺察與經驗 
 

陳超明 

(2013) 
國際視野 國際溝通   跨文化思維 生活適應 

吳清山 

(2015) 
宏觀思維 外語能力  融入社會 多元文化 正向特質 

教育部 

(2016) 
 溝通力 

專業力 

實踐力 
  適應力 

Larsen 

(2016) 
   網絡力   

Karseras 

(2017) 

國際智能 

GQ 
  

人際智能 

SQ 

文化智能 

CQ 

情緒智能 

EQ 

李俊偉 

(2017) 
 語文溝通 

專業素養 

創新解決 
  國際適應 

GLOBAL模

式(2018) 

公民力 

Global 

citizenship 

語文力 

Language 

ability 

職涯力 

Occupation 

人際力 

Befriend  

文化力 

Acculturation 

生活力 

Lifestyle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三、GLOBAL 模式之簡介 

黎士鳴與湯堯(2018)發展了全球移動力之 GLOBAL 模式(圖一)，認為公民力、

語文力、職涯力、人際力、文化力與生活力是推展與實踐全球移動力之六大核心能

力。其定義如下： 

G 公民力(Global citizenship)具全球公民素養且關懷世界之世界公民力。 

L 語文力(Language ability):具有外語溝通且尊重他人之國際溝通能力。 

O 職涯力(Occupation):具有國際視野且能因地制宜之跨域就業力。 

B 人際力(Befriend)：具有橋接資源與經營人脈之國際社交能力。 

A 文化力(acculturation):具文化理解且能入境隨俗之文化融合能力。 

L 生活力(Lifestyle):具有正向心理且保持健康生活之環境適應能力。 

Henze 與 Zhu(2012)將中國學生的海外求學相關研究分成三個時期的研究，包含

在地準備期(pre-entry)(主要探討全球移動力之動機、準備以及目的等因素)、海外求

學期(Aboard)(主要探討異地學習的生活、專業發展以及文化適應問題)以及學成就業

期(主要探討回國就業適應以及移民意圖)。歐洲青年全球移動力的培育也可分成移動

前、移動時以及移動後等三個時期(Cairns,2014)，亦可從財富光譜之培力模式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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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全球移動力為一種持續培育的過程。透過學校課程、活動讓大學生可以在公民

力、語文力、職涯力、人際力、文化力以及生活力等六大核心能力有所提升；進一

步，透過短期或者是長期海外實習或學習機會，來進一步展現與深化此六大能力，

成為具有全球移動力之國際青年。 

 

圖一 全球移動力(GLOBAL)模式 

(培育歷程:虛線-身歷其境；實線-身體力行) 

 

以語文力為例，廖瑗玲與王如哲（2015）認為大一英語課程，在國際化人才培

育中扮演的關鍵角色，透過以溝通交流（語文力）為基礎的外語課程，來強化學生

的跨國溝通能力；並且進一步設計未來就業職場所需的外語課程，更是大學生未來

邁入國際市場的第一步。在下一段，將以 GLOBAL 模式為基礎，透過開放式問卷來

了解目前大學生在全球移動力之相關能力上的培育狀態。 

四、實證分析 

在 106 年度下學期選取南部某科技大學修習通識課程 55 名學生，針對全球移動

力之核心能力（公民力、語文力、職涯力、人際力、文化力與生活力）進行相關學

習與體驗的調查。結果（表三）發現大學生全球移動力相關能力的培育可透過專業

課程、通識課程、校園活動以及個人進修等方式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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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科大學生在全球移動力之相關能力培育策略 

培育策略 GLOBAL 模式之核心能力 

公民力 語文力 專業力 人際力 文化力 生活力 

專業課程 憲政法治 外語課程 系上課程 團體作業 歷史課 體育課 

通識課程 生命教育 異國文化 跨國合作 小組報告 日本文化 生命教育 

校園活動 服務學習 接待交換生 國際論壇 國 際 交 流

社團活動 

參訪活動 

多元文化日 

心理諮商 

個人進修 參加營隊

看新聞台 

語文檢定 媒體資訊 宿營 

 

出國旅遊 

 

生活體驗 

（僅列出頻次高的代表內容） 

以下列舉學生在學期間認為與全球移動力相關能力之學習經驗與活動。 

在公民力上，服務學習與參與營隊是主要的活動，可以發現同學對於公民力的

認知以利他助人活動為主。而公民力所涉及的國際觀點，同學大多採用觀看國際新

聞來增加，較少透過課程的參與。 

在語文力上，因為有英文必修課、通識的各國文化與語言課程（如:印度文化與

語言），可以有系統地來做學習。同時，透過檢定考來取得國際認證與提升語文能力。

在生活面上，與東南亞友人結識亦可以增加自己的國際溝通能力。 

在職涯力上，許多系所具有國際視野或市場相關課程（如國際企業管理），另外

透過參與國際論壇以及跨國合作活動，督促學生培養跨國合作能力與未來跨域就業

機會之可能性。 

在人際力上，與國際生交流是主要促進國際人際力的方式。在校園中，透過參

與社團及參加活動來增進個人的人脈。另外，系所辦理的活動更是學習人際關係與

同儕互動的好時機。在文化力上，可透過文化相關課程(如:東南亞文明)，結交異國

朋友、出國旅遊等方式來增進。其中，特別是透過參訪活動與多元文化活動更能夠

深入體驗文化議題。 

在生活力上，主要是以體育課來培育健康生活型態，另外，在通識課程的生命

教育中，因為有農場實務活動，可以讓同學體驗到環境生態與健康意識。面對生活

適應的課題，同學表示學輔中心的諮商與團體是重要的資源。 

由本調查可以發現該校學生可透過專業課程、通識課程、參與校園活動以及個

人進修等策略來增進全球移動力之相關能力。除了語文力以外，因為有英文必修課

與檢定畢業門檻，加上校內通識課程中有異國文化之課程(如印度文化與語言)，所以

在呈現出較有系統的培育策略。也可以發現大多數的能力增進來自於校園活動或個

人進修，可以發現全球移動力之培育不只是透過課程學習，也來自於整個校園生活。

整體而言，大學生可以透過身歷其境之全球化校園生活體驗以及身體力行之經驗學

習兩大歷程來孕育核心能力(Tay, Pawelski& Keith,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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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由於學生全球移動力之展現是國際化之重要的一環，如何推展大學生全球移動

力將是重要的課題。本研究所採用的 GLOBAL 模式可以成為校園培育人才之基礎，

也可以作為未來海外學習體驗或實習的根基。透過本研究可以發現，大學生透過專

業課程、通識課程、參與校園活動以及個人進修等策略來增進全球移動力之相關能

力。在政策面上，黃玉玲(2018)比較了歐美澳日韓各國提升青年全球移動力之策略，

對於國內的政策提出三大方向: 

1. 鼓勵企業出資，共同培育所需人才。 

2. 盤點人才需求，培育青年至海外研習後回國服務。 

3. 提供更多獎學金，培育頂尖優秀人才。 

整體而言，在政策面上可以透過產學合作與人力培育的視角，透過提供獎學金

減少學生全球移動力的障礙，進而推展學生之全球移動力之展現。 

在學校端，可以從課程與活動來推展全球移動力之相關能力展現: 

專業課程:將專業課程與國際觀點或國際移動力之相關能力融合，透過專業的知能整

合全球移動力的核心能力，更加落實國際人才之培育 

1. 通識課程:利用多元化的通識課程，針對有全球移動力動機之學生來給適性培育

方式。 

2. 校園活動:透過校園活動或國際交流活動來建構具有全球移動力之相關能力之培

育環境。 

3. 多元機會:提供多元學習管道或機會來促進學生培育全球移動力之相關能力 

面對全球化的時代，高等教育機構可以 GLOBAL 模式為基礎透過政策端與學校

端的推展來培育學生具有全球移動力之核心能力，並且可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之國

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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