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2），頁 75-78 

 

自由評論 

 

第 75 頁 

論以 iEARN 作為國中推動國際教育之優點與難處 
賴珊伶 

高雄市立鳳林國民中學教師 
高雄市立師範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 

 
 

一、前言 

在全球化浪潮下，國與國之間不論經濟、產業與人才流通等都日趨頻繁，臺

灣身為海島國家，勢必要與國際脈動接軌，才能躋身世界舞台不被淘汰。因此，

108 年即將上路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已將國際教育列為應適

切融入領域課程設計的十九項議題之一，且將國際教育納為核心素養之議題，期

望能透過議題融的方式培育具備國家認同、國際素養、全球競合力、全球責任感

的國際化人才（國家教育研究院，2018）。而目前臺灣已有愈來愈多學校利用

iEARN 作為推動國際教育融入教學的方式之一，盼能以此增加臺灣學生的國際

視野，並培養學生瞭解國際文化與國際交流能力。 

二、何謂 iEARN？ 

iEAR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Resource Network)指的是國際教育資源

網，創於 1988 年，為一非營利的網路社群，目前已透過網際網路提供 140 多個

國家、5 萬多名教師、200 萬個學生交流與合作機會，藉由跨國專案(PBL, 
Project-Based Learning)模式促進不同國家與文化的師生交流，並在過程中培養學

生主動學習和解決問題能力。目前的跨國合作專案有三大主題，分別是語文與藝

術創作、人文及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科技及數學。教師註冊帳號後即可選擇任

一專案加入或者自創專案（臺灣國際教育資源網學會，2017）。iEARN 適合各級

學校參加，如高雄市立文府國中七年級參加國際卡片交換專案、八年級參加國際

泰迪熊交換活動（高雄市立文府國中，無日期）。 

除了網路上的交流活動，iEARN 自 1994 年起每年舉辦國際教育資源網國際

年會，促使國際師生進行交流活動，讓與會的國際師生分享專案學習成果以及討

論下年度想參加的跨國專案，每年都有自 7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教育工作者與

會，而 2011 年地點則選擇於高雄（臺灣國際教育資源網學會，2018）。 

三、iEARN 作為國中推動國際教育之優點 

(一) 與十二年國教基本理念相呼應 

iEARN 以 PBL 模式作為學習根基。PBL 鼓勵學生的主動性與自我管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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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學生學習動機且強調學習者綜合性、跨學科的能力培養（鄭如雯，2008）。
現今已是資訊與知識爆炸的時代，學生無法在求學階段習得全部知識，與其給學

生魚吃，不如教學生釣魚，教師透過 PBL 引導學生如何求知，更勝於教師將知

識整理好給學生。隨著十二年國教課綱即將上路，十二年國教課綱強調學生是自

發主動的學習者，教師應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與熱情，引導學生發展與自我、他

人、社會及自然等互動能力，協助學生將所學應用在真實情境，願意謀求永續發

展及群體之間的互惠共好（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而 iEARN 的專案學習更具

備跨國交流元素，學生必須與不同國家、文化的學生互動，學生不僅在真實情境

中進行有意義的學習，且 iEARN 強調每個專案的前提皆是「如何改善人類在地

球上的生活品質」，可知 iEARN 精神、原則與十二年國教「自發」、「互動」、「共

好」的理念不謀而合。 

(二) 促進學生跨領域學習 

推行國際教育不免會有的盲點，即是認為國際教育只與英語教師有關，而與

其他領域教師不相干。其實國際教育不只關係到英語能力，其涉及領域更深更

廣，否則英語系國家是否就不必進行國際教育了呢？以 iEARN「有關錢的大小

事」專案為例，參與者需對錢的價值、錢的歷史、錢的設計、孩子的零用錢與錢

的諺語等先行理解、研究，才能與他國參與者互動並表達自己觀點。此專案與數

學、歷史、語文、藝術與人文等領域都息息相關，可知在 iEARN 專案學習中，

其他領域與英語能力的關係猶如樹根與樹幹，必先由樹根吸收養分後，樹幹才能

輸送養分至頂端進而開出繽紛花朵。 

(三) 彌補國際新聞之不足，認識多元文化 

劉必榮指出臺灣媒體在報導國際新聞時時，往往只注重其與臺灣之間的互

動，而對該國家的史地與所面臨的問題等並沒有設身處地的瞭解（Kenzo，
2015）。iEARN 上有 140 多個國家可以進行交流，參加學生通常透過文章、照片、

影片、音樂或其他形式的作品分享彼此專案成果，在過程中兩方學生都接觸、認

識到多元的文化。因此 iEARN 或許也是一種新聞媒體之外的媒介，以彌補學生

平時較無法深度接觸他國文化的缺口，此外學生也藉由認識不同文化的差異，理

解其他文化，進而能放棄偏見，尊重不同的文化。 

(四) 涵養學生人權與感恩精神 

參加 iEARN 的國家並非全是先進地區，臺灣學生有時難以想像世界的另一

端，有孩子遭遇不合人權的對待，或有孩子遭遇飢餓與戰爭。「女孩站起來」專

案讓參與者了解 9 位開發中國家的女孩為了完成夢想面對極大的挑戰，「廣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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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專案則研究那些被戰爭影響的孩子們的遭遇。教師可透過 iEARN 選擇參與

的專案，帶領學生理解人權議題，並於引導學生對他人的關懷、對生活的的感恩。 

(五) 花費相對較少 

以往在推動國際教育上多以辦理「教育旅行」或「境外遊學」或「更改學校

推展國際教育的軟硬體機制」等其他方式，然而能參與「教育旅行」或「境外遊

學」的學生必須負擔一定的金額，且數量也不多；學校即使有意「更改學校推展

國際教育的軟硬體機制」則不見得有可運用的經費。iEARN 可透過視訊直接對

話或在論壇留下文字訊息等方式交流，且通常由教師帶領全班同學參加，相較之

下是花費較少且能嘉惠更多學子的方式。 

四、iEARN 作為國中推動國際教育融入教學之難處 

(一) 教師：仍有許多老師抱持傳統教學思維與跨領域的不易 

以國中教學現場而言，會考成績仍是部分家長或外界評斷學生學力或是學校

辦學好壞的指標之一，因此部分老師更傾向以傳統教學方式，將知識以有邏輯、

結構地濃縮並傳遞學生。其次，參加 iEARN 大多需結合教師跨領域合作，然國

中教師不若國小教師採導師包班制，國中長期分科教學，因此教師在課堂中多是

各自為王的狀況，且國中師資培育過程大多僅注重自己科目，較少接觸其他領

域，難免有些教師對跨領域合作望而卻步。 

(二) 學生：英語能力相對低落的學生不熱衷參與 

以筆者詢問曾推行 iEARN 的英語教師，發現班級中能以英語和他國師生順

利交流者的人數並不多，此外書寫英語對原本英語程度不佳的學生有一定的難

度，因此這些學生並不熱衷參與專案，教師要讓這些學生完成專案需要花額外的

訓練時間或搭建學習鷹架來協助學生。 

(三) 課程：教學進度的壓力 

專案學習歷程仰賴教師的引導與學生本身嘗試尋求解決或完成作品的方

式，在一來一往中常常花費許多時間，然而國中不免有教學進度需符合段考時程

的壓力，若參與的專案無法符合參與領域教學進度的主題或單元，難免造成教師

的壓力與家長的不滿，因此即使有些教師認同 iEARN 的理念卻未必願意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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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iEARN 可以促進學生跨領域學習、認識多元文化、培養人道關懷精神，且

在較少的花費下嘉惠更多學生，使國際教育不再成為一個口號，而是從真實生活

中學習，應用於真實生活的核心素養。而 iEARN 在國中教學現場的推行上則需

要教師打破傳統教學模式，各領域教師充分合作，也比傳統備課花費更多心神，

加上進度對教師亦是壓力來源，因此亦有些教師不願意參與。現今社會強調終身

學習與自學，筆者認為若教師能轉化觀念，將 iEARN 視為自己與學生一同的挑

戰，在過程中與學生一起克服難關，甚至教學相長，如此不只增進了學生的國際

素養，也促進教師的專業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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