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11），頁 144-150 

 

自由評論 

 

第 144 頁 

國際教育融入私立小學本位課程之觀察 
張伊婷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行政與管理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二十一世紀的到來，實現了全球化時代的正式到來；「地球村」早已不是理

想，而是藉著交通、網路的普及，真實的存在著；如何與先進國家並行、融入地

球村，甚而成為國際社會的領頭羊，從教育扎根，將刻不容緩。除此之外，國際

移動力（global mobility）的提升和實現，也是二十一世紀在國際間不可忽視的

重要競合項目。 

有鑑於此，我教育部也在民國一百年正式提出《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作為面對全球化時代、加速國際接軌的重要因應策略。吳清基（2011）表示，「中

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是為了迎接更具挑戰的新世紀，實現我國黃金十年的新願

景。由此可知，推動國際教育是必須涵蓋所有學生、年齡層，不分城鄉、共同推

動的重要方針。 

二、 國際教育的目的 

「國際教育」一詞，看似易懂，卻有不同學者、專家對這個簡單的語詞各有

不同的解釋角度與看法；其中，宋方珺、楊振昇（2017）在整理了來自不同學者

的想法後表示：「國際教育」就是讓學生透過教育國際化活動與其過程，來達到

瞭解國際社會、參與國際教育活動、發展國際態度，以促進世界秩序與福祉。 

臺灣是個面積狹小、需要仰賴國際貿易從事各項經濟活動的島嶼國家。在

1989 年試辦引進外國勞工後，加上本就持續增加的外籍配偶，在這塊土地上來

自東南亞及大陸地區、甚至其他國家的新住民越來越多，不同成長背景中難免出

現文化、政治的差異現象；在這特殊的地理與政治環境之下，充分與國際交流極

其重要的。而教育部（2011）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提出，各級學校應透

過融入課程、國際交流、教師專業成長、及學校國際化等不同策略，養成具有國

家認同、國際素養、全球競合力、與全球責任的國際人才。顯見政府想藉政策的

制訂，希冀學生從小就具有國際觀，可由更寬廣的視野角度面對不同的國家、瞭

解不同文化。也因此，如何培養學生面對現代世界、要學哪些科技、知識與技能，

才能成為具有國際視野的個體，便是國際教育的核心問題（朱啟華，2013）。 

朱啟華（2013）更進一步表示，實施國際教育應依照國家、地區或學校的需

求而有所差異，透過國際教育是要提供學生具備追求和平及永續發展的價值，也

可做為國際交流時的基本價值判斷。有此可知，國際教育的實施，是希望透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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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策略，使學生接受國民教育的同時，可以在原訂的學科之外，還可以達到認

識不同國家群體、瞭解不同文化背景，進而成為可以同理跨文化思維、具有宏觀

視野的國際公民。 

三、 國際教育的施行現況 

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中提到，各中小學應以學校本為推動相關國際

教育，並依現有體制進行課程融入、國際交流、教師專業成長與學校國際化等同

時並進，藉以更全面性的提升學生國際素養（教育部，2011）。 

從民國 100 年起，白皮書中提到的黃金十年迄今逾半，究竟各國民小學的施

行現況為何，茲就四軌面向分述如下（參見表 1）：  

表 1  國民小學國際教育四軌面項執行成果比較 

四軌面向 
民國 100 年度 民國 106 年度 

施行國小數 占全國國小比例 施行國小數 占全國國小比例 

課程發展與教學 1,285 48.04% 1,660 61.89% 

國際交流 604 22.58% 873 32.55% 

教師專業成長 864 32.30% 1,009 37.62% 

學校國際化 1,601 59.85% 1,833 68.34% 

資料來源：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資訊網 

(一) 課程發展與教學 

透過國際素材融入課程與教學、自編教材、及辦理外語及文化教學等不同模

式將國際教育思維融入學校本位課程之中。在施行之初，經普查約有 1,285 個小

學參與，到 106 年度已達 1,660 校，占全國國小 61.89%。其中，有逾半的學校以

辦理外語及文化課程關連國家為教學核心，但研發專用教材及教案的比例卻不到

兩成。 

(二) 國際交流 

各學可以採用教育旅行、增進國際視野、境外遊學、參與國際競賽、英語村、

及網路國際交流等模式，讓學生實際的參與不同國家間的交流活動。國際交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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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礙於語言及施行成本等原因，從 100 年度初施行時，就已是四個面向中施行比

例最低的面向，但也從原先的 604 所小學成長了逾 250 所。 

在這個向度中，可以看到學校規劃、實施國際交流的合作對象，分別以亞洲、

及美洲位居排名前二位，甚至，更以鄰近的日、韓以及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

等國家為主要交流對象；並以本國學校師生體驗海外學習及外國學生到訪的占比

最高，分別約有四百所學校以這兩個活動進行國際交流。 

(三) 教師專業成長 

這個部份的參與，需要在各學校中透過研習進修，使行政人員具備處理相關

國際事務的能力，也要提升教師整合課程、編訂教材，使其可以在第一線應用於

學生的學習過程。這個需要大量投注研習課程與時間成本的向度，也由 100 年度

的 32.30%小幅度的成長 5 個百分點。 

既是個新的政策，目前可從分項比例表中比較發現，能夠取得國際教育專業

認證的師資少之又少，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師資願意參與教育部及相關單位主辦

的研習課程。 

(四) 學校國際化 

學校國際化，是四個向度中，參與最熱烈的項目。學校可以藉由校園、人力、

學習、行政、課程國際化，再加上建立國際夥伴等方式，讓學校的軟硬體國際化，

讓學生可以更自然的接觸、瞭解有別於母語環境的國際化社會。 

校園國際化，不管是學習的標語、校園空間運用甚至是校內獎狀、證書的雙

語化等，都是方法相對容易、實施成果的辨識度也是最高的。 

四、私立小學施行國際教育的優勢與限制 

一如「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提到，在各級學校實施國際教育時，會因為

不同的現實情況而有所限制；因此，四個面向的實施策略都會有些許的偏重項

目。雖說國際教育的實施本應針對個別學校、地區的特性，將其核心價值融入校

本課程之中，但不可諱言的，因為私立小學的學生大多來自於社經地位相對較強

勢的家庭，在設備、教育旅行成本上的投注，也較公立學校學生有更大的彈性空

間。因此，私立小學家長願意比較積極的給予學生更大、更寬廣的學習空間和金

援；這不僅僅增加了學生參與相關課程的機會，也同時提升學校的交流經歷、建

立一次又一次的重要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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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筆者觀察臺中地區私立小學，在辦理國際教育的經驗中，在不同面向

的實施現況分別說明如下： 

(一) 課程發展與教學 

由於私立小學的學生，父母親的職業有大部分來自企業管理階層，深知國際

時事在不同國家間會造成的連動影響。因此，針對課程的發展及研發，可以透過

專任的研發團隊開發國際新聞研討教材，讓學生可以藉著適齡的資訊更瞭解全球

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等議題，再透過思考與團體討論，提升地球村的公民素

養。不管是大部分學校採取的國際素材融入課程、亦或是少數學校成立了國際視

野專題討論作為本位課程，私立小學因為從一年級起的上課時間就多過於公立學

校而顯得機會更大！ 

縱使私立學校在課程發展與教學規劃上相對的自由與多元，但由於國內整體

新聞環境的限制與偏頗，部分學生來自於原生家庭對國家認同、政治取向也會有

較不中立，甚而有「主觀認知」影響其「客觀思考」的情形，越是高年段的學生

其現象更為明顯。此時，透過更多新聞資料的輔佐、教師本身「參與討論但不評

斷」的態度，會讓學生接觸不同想法、且感受到本身立場備受尊重，是相對讓孩

子學習尊重與思考的模式。 

(二) 國際交流 

以臺中市立案的八所私立小學為例，除了專為盲生設立的惠明小學之外，大

多強調了該校的英語課程；自一年級起便將英語教學做為該校本位課程，除了每

周授課堂數皆高於公立小學外，也都將外籍教師授課作為特色，讓該校學生從小

習慣使用不同的語言作為表達工具之外，更可因為外師授課而同時習得語言並瞭

解外籍教師母國相關文化。 

在語言優勢之下，私立小學比較容易吸引外商駐臺員工的子女就讀，讓學生

的組成有機會融入更多元的文化；也因此有更多的機會參與國際競賽。 

在經濟優勢的基礎上，學校也開發、主辦各類的教育旅行、境外遊學等課程，

讓學生可以將學校課程與他國學生實地的交流、拓展國際視野；學生在參與國際

交流的課程中，除了可以確實地進入課堂體驗和國內不同的學習空間、方法之

外，與當地接待家庭的生活參與更是認識不同文化的最直接方式。也因為加入了

交流國家當地實際的生活，不難發現這些在國內生活優渥的孩子在面對所謂「正

常社會」的生活型態，從一開始的文化衝突、飲食不習慣到後續出現情感表述方

式的不同，學生們可以重新思考過往的學習方式、生活經驗，是否有需要調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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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細節項目；教師也得以透過不同的交流訪問，可以增加與不同文化教育單位

相互學習的機會。 

(三) 教師專業成長 

私立小學相較於公立學校，因為上課時數較多、經費來源不受制於公部門預

算，而顯得更有彈性、也能更自主的發展本位課程、特色課程；也因此，為了使

國際教育相關課程課以更順利的推動，而聘請不同專長的教師群加入研發與授

課；在和原有的基礎教育課程教師協同教學、觀議課後，也能彼此學習、提升專

業知能。 

私立小學因以雙語課程為其重要的教學項目，加上學校教職員來自不同地

區、國家的特殊背景，教職員間無論在文化、語言上，比起其他公立學校來的頻

繁且深入；尤其針對文化介紹，教師們可以透過共同備課及教學分享的過程，直

接且準確地掌握「在地人」的看法和意見,，也能適度的表達自身的立場；直接

的溝通和面對面表達意見，較不容易因「文字解讀」上的誤解，而使學生在學習

的過程中，因接收教師看法，對不同文化的認知偏頗。 

除上述在國內與不同國籍教師的相互學習的機會之外，透過不同國家的學術

交流機會，教師也可以爭取實地進入其他國家的教學現場，觀察、比較不同的教

學模式。再者，透過觀課後與交流學校教職員的討論，更可以讓老師深入的瞭解

課程教案的設計理念與背景，使雙方教師也藉由交流的過程，累積更多元經驗、

提升教學設計的不同面向。 

(四) 學校國際化 

私立小學因大多重視外語課程，甚至有多所小學採取雙語教學制度授課，因

此，校園內的各項布置、標語、和指示牌，甚至是各種證書、獎狀、行政制式表

格，早已呈現中英文雙語標示。在人力上也因外籍教師的加入，可以更充分的表

現出語言力與多元文化的融入。 

再者，因為雙語的學習環境，讓英語不再是門課程，而是作為面對不同學科

學習的溝通工具，學生可以藉著來源不同的學習教材，自然而然地從教材中獲得

不同文化的思維，也因此可以從雙語的教材中獲得不一樣的、世界一家的觀點，

藉以獲取跨文化、跨領域的多元視野。 

唯目前私立小學的「雙語」環境，都還是建立在中文和英文兩種語言之上，

鮮少看到有除卻英文之外的其他國家語言，也因此造成在對外交流選擇上，也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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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英語系國家如英、美、加、澳等國；也容易造成「國際化」的實質，其實只是

「英語化」的表現。因為語言能力的限縮，造成了容易以英語系國家的視角看世

界的現象，對全球視野的拓展仍有不可避免的死角。 

五、結語 

自 108 學年度起，我國正式進入「十二年國教」的教育新紀元；新課綱的實

施，希望教育者創造新的學習方法，進而提供學生自信面對未來的必要素養。希

望可以整合跨學科知識、重視知識的應用，並可以藉此釐清學習脈絡、增強面對

國際社會的價值觀與態度。 

108 課綱中，希望透過素養教學成就學生和真實世界的連結；在三面九項的

核心素養滾動圖中，「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屬於社會參與中重要的一環。若能

透過素養導向的教學，將使學生具備面對國際挑戰的跨領域學習與素養，成為終

身學習者。 

許誌庭（2019）曾表示，交通發達縮短了人們旅行地時間、進而促成了地球

村的實現；而科技的進步則更一步縮減了跨國交流的門檻和成本。相較於其他的

教育方式，「國際教育旅行」對大部分學校、學生而言需要付出更高昂的成本。

各學校若可以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擬訂的綱要下發展具有特色的學校本位

課程，而不只一味追求高價的教育旅行作為國際交流唯一管道，一定可以將國際

教育融入課程之中，使孩子們有機會知道、了解更多成為地球公民的特質；然「行

千里路勝讀萬卷書」因受限於參與成本過高而集中由私立學校辦理，似乎扼殺了

某部分學生的「學習機會」。若能有適當的機制，可以補助符合一定規準的學生

申請，定可以使國際旅行的素質再提升。 

除此之外，政府應再更積極的建立國際教育師資的培養管道以及針對、辦理

國際教育課程學校和教師等的評鑑制度，以避免國際教育的實施過度集中在都會

地區及私立學校；也能藉此讓非參與學校有更大規模的觀課範本，一起提升我國

國際教育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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