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
刊

2019年6月

第8卷 第6期

本期主題 國際教育與國際移動力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出版

Ta i w a n  E d u c a t i o n a l  R e v i e w 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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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國際化與國際教育的推動日趨普遍，國家競爭力與
國際移動力的養成與提升，乃成為國家重要政策與新興的研
究領域。2011年教育部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中，期
許教育體系扮演積極角色，培養學生具備國際觀和地球村概
念，提升國際參與跨國競爭的實力。2016年教育部再提出《
提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計畫》，以促使青年學生立足臺灣
，移動全球，於國際舞臺充分展現才能。
    本期主題「國際教育與國際移動力」，主要希望教育及
相關領域之組織、團體的專家學者與社會大眾，從不同利害
關係人的角度，評論當前國際教育與國際移動力之議題與挑
戰，以及應興應革之處，裨益於政策之制定與實務之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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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國際教育是關於人類未來發展之教育的一部分，更是一個國家社會在全球流動與競爭

更為激烈、全球危機更為嚴峻的二十一世紀需要嚴肅面對的議題之一。隨著科技的發展與

社會的變遷，國家與國家、族群與族群、群體與群體之間的交流、互動與關係愈來愈加頻

繁與密切。於此同時，各國政府也思考著如何在人類與其他生命之間，尤其是瀕危的物種，

以及人類與自然之間維持和諧穩定。處 21 世紀的今天，教導學生與公民關注全球性的事

務與議題，以及即將面臨的問題，較之以往更為迫切和重要。此乃肇因於長久以來人類追

求物質進步與經濟發展而產生人口膨脹、化學汙染、生態失衡、核子與生化武器的威脅與

汙染。此外，人類科學和技術的快速發展不僅改變東–西方關係也引發族群的問題。國際

教育乃思透過國際理解、國際合作及國際和平，以促進人類之間和國家之間的友誼與尊重

人類基本的權利和自由。由於國際化與國際教育的倡導與日趨普遍，國家競爭力與國際移

動力的養成與提升乃成為國家的重要政策與新興的教育領域。教育部(2011)在《中小學國

際教育白皮書》指出:「21 世紀是全球化時代。地球村觀念興起，人們體認到加強國際互

動，增進人類福祉，是每個地球公民責無旁貸的本份。資訊科技的發展，促進了各國在政

治運作、經濟行為、社會活動及資訊網絡上的依存關係…知識、資訊、技術及創新等能力，

已成為國際經濟的新基礎資源。」、「全球化不是一種選擇，而是一個必須面對的事實…

面對日趨多元的文化體系，教育需要擴大深度與廣度，進一步與國際接軌。21 世紀的…

公民，必須具備國際觀和地球村概念，提昇國際參與跨國競爭的實力。教育體系被期待應

該扮演積極角色，協助國人做好準備。在日常教育中，提倡尊重與包容跨文化的價值，教

導學生懂得如何在多元文化的環境中與人相處，為社會奠定穩定發展的基礎。」教育部

(2016)在《提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計畫》指出:「『全球移動力』是未來人才之首要 關
鍵能力，為提升我國之國家競爭力，在現階段教育政策及國家培際化人才之上，均 教育

政策及國家培際化人才之上，均 教育政策及國家培育國際化人才之上，均應積極正視青

年學生『全球移動力』之相關課題，有效因應並規劃前瞻性、國家級的年學生『全球移動

力』之相關課題，有效因應並規劃前瞻性、國家級的政策與作為，才能讓我國青年學生立

足臺灣，移動全球，於國際舞臺充分展現才能，服務及貢獻社會。」 
本期主題「國際教育與國際移動力」，主要希望教育及相關領域、教師組織、學術團

體、專業組織，民意機關及政府相關部門等專學者與社會大眾，從不同利害關係人的角度

評論當前國際教育與國際移動力之方方面面的議題與挑戰，以及應興應革之處。 
 

翁福元 

第八卷第六期輪值主編 

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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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卷第六期輪值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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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 

觸摸國際移動力的關鍵：留學經驗的反思 
温明麗 

台灣首府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國內外學者和研究未來教育的專家們（陳超明，2013；莊坤良，2014；徐仁

全，2016；黎士鳴、湯堯，2018；吳清山，2018；温明麗，2018；Dowling, Larsen, 
2004; Cameron, 2008; Festing, & Engle, 2008; Scullion and Collings, 2011; Caligiuri, 
2012; Teichler, 2012; Dickmann, Brewster, & Sparrow, 2016）以及國際教育組織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raining, 2002;）對國際移動力的研究早

已蜂起雲湧，渠等從全球化和未來教育發展的動向進行分析後，提出教育應培育

之國際移動力的內容，該內容存在共通性，大抵可以歸納出包括全球公民力、語

文能力、專業能力、生活適應力、人際社交能力、多元文化理解與包容力、團隊

合作力、創新創造問題解決力、批判思考力、數位能力、終身學習力、跨領域學

習力、自主學習力等。這些國際移動力您具備了哪些？我們所培育的學生又具備

多少此等國際移動力呢？ 

姑且不論上述能力與國際移動力是否存在相關性，也不對培養學生具備國際

移動力之教育成效進行批判，也不討論國際教育或培養學生具備國際移動力的課

程與教學是否能確保學生具備上述能力？但是，仍可以確定的是：國際移動力無

論受全球化浪潮的推波助瀾，抑或受數位時代科技可跨越時空呈現之無邊界現象

的影響，教育對於全球化或國際移動力的議題已不能再視而不見。 

臺灣教育部（2011）於 2011 年即已頒佈《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扎根培

育 21 世紀國際化人才》，此顯示國際移動力在臺灣的教育政策中已經受到重視，

且啟動國際移動力的培育也已近 10 年，然而臺灣學生的國際移動力如何？此答

案仍需透過科學方法進行分析，方能作為落實國際化教育或制訂相關政策之參

考。本文並未對此進行量化或質性的研究，僅就個人留學和遊學的經驗，以及個

人對國際移動力的思考，提出淺見。 

無論留學或遊學的目的、期程、人數、頻率、問題、諮詢服務與政策等，均

可作為探討國際移動力的變項。個人 30 年前留學英國（前 3 年就讀博士學位，

第 4 年以訪問學者（Visiting Scholar）的身份參與研究）；返國後，也曾以訪問教

授（Visiting Fellow）的身份返回母校（倫敦大學），進行學術與文化交流。在此

期間個人曾擔任倫敦大學亞洲區的代表和倫大在臺校友會的會長，有機會接觸不

少國內和國際留學生，對於留學生的國際移動力有些瞭解。此外，以訪問教授身

份在倫敦大學進行學術交流時，更參與教育哲學系討論如何強化學生國際移動力

之系務會議。當時知悉倫敦大學在千禧年之後，已經考量到畢業生赴歐洲任職的

全球化趨勢，因此，學校不僅在就學期間安排學生赴歐洲國家參訪或見習（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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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就有不同學系安排師培生的實習地不限於英國，也在法國、荷蘭、比利時、

德國等地），此外，倫大也要求學生除修習拉丁與或希臘語等古典語文外，必須

修習如德語、法語、西班牙語等現代語言。 

倫敦大學所以要求學生修習現代語文，並安排學生赴歐洲國家參訪和見習，

旨在鼓勵學生不僅在英國任職，也期望畢業生能在歐洲其他國家任職，此乃當時

我所認知的「國際移動力」，只是當時尚未流行此名詞。當時倫敦大學課程規劃

與教學活動的上述安排均是強化學生具備國際移動力的具體作法。目前臺灣也有

對師培生提供見習、實習和海外史懷哲服務的政策，亦是強化學生國際移動力的

良策。 

1999 年由 29 個歐洲國家的教育部長簽署波隆納進程（Bologna Process），創

建歐洲高等教育共同區宣言，此後分別在德國柏林（2001）、捷克布拉格（2003）、
挪威卑爾根（2005）、英國倫敦（2007），以及比利時魯汶（2009）召開歐洲文化

締約會議，這是繼 1993 年歐盟政經合作後教育文化的聯盟，可見歐洲國家強調

跨國移動力的相關策略早已在上世紀末就已拉開序幕。 

相較於歐盟高等教育共同區，東協（或稱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雖然早在 1961 年由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等

國在曼谷成立，並於 1967 年再度於曼谷開會，同時發表《東協宣言》，且越南、

緬甸、寮國和柬埔寨等國相繼加入，但東協的聯盟重點亦與歐盟的合作相類，大

多偏重於經濟和人權，教育文化方面的交流仍相對較少。可見，教育的國際化比

政治或經濟的國際聯盟起步較晚，培育學生具備國際移動力的政策和教學也比經

濟政治的策略聯盟來得晚，因此，各國教育決策單位與教育工作者對培養學生國

際移動力成果的要求也顯得有些急就章，對於具體落實國際移動力的培養也有

「摸石子過河」的現象。 

總括言之，教育界對於國際化的「有感度」稍顯薄弱，此亦說明教育對於國

際化的「意識」相較於政治或經濟國際化的意識較不具急迫性；教育乃百年之計，

其成效亦非一蹴可成，因此，縱令在數位時代，教育仍應存在其經得起歷史評斷

的人文性、倫理性和審美性。相對的，政治與經濟的國際化成效比教育國際化的

成效更容易、也更快速可以彰顯出來。就此言之，教育培育之國際移動力也需要

彰顯各地的殊異性、獨特性和文化性，如此，透過國際移動力造成的文化交流更

具意義。一言以蔽之，語言不再是國際移動力的主要關鍵，文化才是其焦點。 

雖然自己留學英國 3 年即取得博士學位，但那絕非我的能力好，而是論文研

究的主題在當時的英國還很鮮見，相對的，自己從大學起就赴臺大旁聽哲學系的

課程，也在陳文團教授悉心指導下，精讀重要原典。由此可見，專業知識的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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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研究的「近側發展區」，只要專業底蘊夠豐厚，語文就非關鍵。我是師專保

送生，英語不甚佳，但是用自己學到的英語表達自己的想法，理論上應足夠。有

人說：日常生活可以比手畫腳，或將 3 個字變成 30 個字來表達即可相互溝通，

但是學術語言不同，最好是言簡意賅，且需要有論述。語文的說和寫的確不同，

所以我博士論文的答辯順利通過的關鍵因素是我的答辯，清晰表達了我的思想，

尤其表達了自我的獨立思考，也適切的答覆口委的提問。此再度顯見語文並非國

際移動力的「決勝」關鍵，思想更為關鍵。 

1957-1979 年（台美斷交）美軍在臺期間未曾讀過英文的吧女，也能和老美

溝通良好；反之，1980 年代的美加補習班培養多少托福 600 分以上的外語考試

高手，這些英語托福高手到了國外有的人卻變得沉默寡言，甚至上課都難以完全

聽懂，更甭說對話和提問了......何以如此？這純粹是英語能力不佳或臺灣英語教

學的問題嗎？「英語能力」真的是國際移動力的門票？我原來也認為國際化雖不

是英語化，但英外語能力卻是國際化的基石。惟，現在我推翻了上述觀點。 

我認為，一個人具有他人沒有且又能讓人想要擁有卻不易習得的「一技之長」

比語文能力更重要。舉例言之，魔術師、演藝人員（默劇演員、舞蹈家、藝術家）

等人可以無國界的環球表演，並非因為其英外語能力佳，而是其擁有的一技之

長。簡言之，只要技壓群倫，則無外語文能力並無法壓縮一個人的國際移動力。

記得王永慶曾說過一句話：到美國做生意不必由我聘請翻譯，因為美國人要和我

做生意，他們就必須會說台語。王永慶及其企業的國際化依賴的究竟是什麼？ 

首先，王永慶能把生意做到國外去，此就說明其具有國際意識；其次，吧女

和王永慶的實例說明一項事實：舉凡真有本事者可以懷其絕技繞著地球跑，可見

只要「身懷一絕技，走遍世界變得容易」。易言之，因為一旦有了國際意識，則

在其平素生活中就會關注全球事件和世界發展趨勢；若再有一技在身，則於面對

競爭力和生存壓力時，不會逃避問題，且不會受限於時空，故面對的問題大多能

迎刃而解。綜上所述，國際移動力最後的因素才是英外語能力。 

一言以蔽之，國際意識、一身絕技及外語能力乃培養學生具備國際移動力的

關鍵。就教學言之，臺灣屬島國，若欲培養學生的國際移動力，首要培養學生具

有國際意識和人文素養；繼之，每個學習階段都需持續強化學生的專業知能，確

保學生能身懷絕技，最後才是提升學生的英外語能力。具有國際意識和人文素養

者必懂得尊重與欣賞不同文化之美，也因為具有國際意識，故更容易拓寬視野，

更能念高危、思謙沖以自牧。然，若欲身懷絕技，則除了學校教育的每個階段皆

需要持續以培養工匠的精神進行創意和動手做的能力外，亦需要不斷自我學習和

轉化所學，用以創新；至於英外語能力的提升則應以戰略的思維，依據個人的需

求和目的，以及國際場域的變化而重新定位，而不再一味視之為國際移動力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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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缺的首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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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2018PISA 全球素養評量問卷論國際教育的實踐 
黃文定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全球素養」（global competence）是個新興概念，在英語系國家中，「全球

素養」這個概念比較著重在個體的溝通能力，且此能力可進一步區分為跨文化溝

通能力、語言能力、以及文化能力（也就是在特定社會中表現出被接受且可理解

的行為），在德國，全球素養則著重在以全球與永續發展為目標的教育（Sälzer & 
Roczen, 2018）。在現代全球化潮流中，全球素養的重要性顯現在以下四個面向：

全球經濟中的就業力、在多元文化社群中與他人共同生存與合作、運用傳統與現

代媒介進行有效且負責任的溝通與學習、以及達成世界永續發展的目標（OECD 
& Asia Society, 2018）。 

國 際 學 生 能 力 評 量 計 畫 （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以下簡稱 PISA ）是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每三年舉行一次的國際性成就評量，評

量對象為 15 歲學生，透過情境化與生活化的題目形式，了解學生具備面對未來

生活所需知識與解決問題能力的程度，臺灣自 2006 年起參與該評量計畫（彭開

琼、張佳雯、李瑞生，2017）。在每一次的評量中，除了三個固定的特定學科（數

學、閱讀、科學）外，PISA 每次舉辦評量時會選擇一項跨課程（cross-curricular）
的素養（例如團隊精神）進行評量。基於全球素養在當代全球化社會中的重要性，

全球素養乃成為 PISA 所選定 2018 年進行評量的跨課程素養（Sälzer & Roczen, 
2018）。 

我國教育部於 2011 年公布《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後，國際教育的推動

從融入課程、國際交流、教師專業化、以及學校國際化四個面向如火如荼地展開，

其目標亦即是使下一代具備全球素養。本文的目的乃是借由分析 2018PISA 全球

素養評量的架構與問卷題項，了解評量團隊所關注之全球素養面向與要素，以及

來自學校與家庭的影響因素，歸納評量問卷的特性，以作為我國實踐國際教育之

參考。 

二、2018PISA 全球素養評量的架構 

在 PISA 的評量中，全球素養包含四個相互獨立又部分重疊的面向：探究具

在地、全球與文化重要性之議題與情境的能力、理解與體會不同觀點與世界觀的

能力、與來自不同文化者進行適當且有效互動的能力、以及為集體福祉與永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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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採取行動的能力。每個面向包含四種要素：關於世界與其他文化的知識、理解

世界與採取行動的技能、開放、尊重來自不同文化者、與具全球觀的態度、以及

珍視人類尊嚴與多樣性的價值觀（OECD, 2018）。 

此評量包含認知測驗與問卷兩部分。認知測驗施測對象為學生，其目的在測

驗學生解決全球與跨文化議題相關問題所需之背景知識與認知技能，本文的分析

不包含此部分。問卷的施測對象包含學生、校長、教師與家長，學生問卷的目的

在了解學生關於全球與跨文化議題的知識、在多元文化情境中的溝通能力、適應

能力、同理心與應具備的態度，問卷填答結果所提供的資料可做為認知測驗結果

的補充。不過，針對學生的測驗與問卷均未包含前述四要素中價值觀要素（OECD, 
2018）。 

針對校長的問卷包含五個面向：學校跨文化教育實踐、教師的跨文化教育信

念、正式課程融入全球素養的情形、教師參與國際交流情形、以及學校的語言政

策。針對教師的問卷包含六個面向：已接受過之全球素養相關訓練課程與需求、

全球素養的教學情形、在多元文化課堂進行教學時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
學校教師的跨文化教育信念、對移民的態度、以及閱讀新聞的管道。此外，此評

量亦包含針對家長的問卷（Piacentini, 2017）。 

三、從 2018PISA 全球素養評量問卷特性思考國際教育實踐 

在仔細閱讀與分析這些問卷題目後，筆者發現此問卷十分重視全球素養融入

課程的情形（以全球議題與跨文化溝通能力為主）與提升學生全球素養的方式（如

小組討論、問題解決、多元文化節慶活動、跨國實體交流、跨國網路互動），關

於這兩個面向，國內國際教育相關論著已有不少討論。在此，筆者擬從其他值得

關注的特性探討我國國際教育可著力的實踐方向。 

(一) 親師生對移民的態度 

在問卷中，無論是以學生、教師或家長為對象，均包含一相同題組詢問填答

者對移民的態度，包含：移民孩童是否應享有與國內其他孩童相同的受教機會？

居住在國內數年之久的移民是否應享有選舉投票權？移民是否應享有延續其習

俗與生活習慣的機會？以及移民是否應享有所有國內人民所享有的相同權利？

在臺灣，基於國內新移民配偶的人口不斷增加，學生們對東南亞文化的了解、尊

重與欣賞具有其迫切性，成為國際教育中的重要面向（陳怡如，2011）。朱啟華

（2013）便建議，我國國際教育應當以學生日常生活身邊的新住民或移民勞工相

關議題或互動經驗作為題材，以東南亞地區的政經與文化為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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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多語言學習與使用 

語言有助於表達個人思想與情感，與他人交換想法，維繫社會關係，以及表

達身分認同，而外語學習除了有助於與外國人溝通，亦可讓對方感受到自己對他

們與他們的文化感興趣，而且，語言與文化密不可分，掌握特定語言，也就能掌

握這種語言所表述和指涉的世界，也因此有助於深入了解該語言使用者的文化，

這些都有助於跨文化理解與跨文化能力的養成（黃文定，2013；Samovar, Porter, 
McDaniel & Roy, 2013）。此問卷亦關注學生的語言學習與使用，詢問學生家裡使

用的語言種類數與在校學習外語的種類數，也詢問教師是否在自己的課堂中提供

外語學習機會。 

(三) 學生作為全球公民的行動參與 

關懷與探討全球議題，進而以行動參與解決全球問題，是履行全球公民責任

的起點，也是全球觀課程設計的重要面向（陳麗華、彭增龍，2007）。在針對學

生的問卷中，有一題組著重在學生參與全球議題相關的行動，該題組問題所包含

的公民行動項目如下：降低家中能源使用以保護環境（如調節冷暖氣機的溫度、

隨手關燈）、基於倫理與環境的理由選擇特定產品，即使這些產品價格較高一些、

參與環境與社會的線上連署、透過 Twitter 或 Facebook 掌握世界脈動、基於政治、

倫理或環境理由抵制產品或企業、參與提升性別平權的活動、參與促進環境保護

的活動、定期閱讀討論國際社會議題網站的內容。 

(四) 教師國外學習經驗 

在問卷中，教師在國外學習經驗有無與時間長短亦受到重視。在國外學習過

程中，不同文化情境裡的沈浸經驗（immersion）可提供教師跨文化挑戰，促進

教師跨文化能力，發展族群相對主義（ethnorelative）的世界觀與文化回應的

（culturally responsive）教學方式，提升教師未來在多元族群課堂中的教學效能

（Marx & Moss, 2011）。我國教育部辦理選送師資培育大學之師資生赴國外學校

見習與實習，便可提供教師國外學習的經驗。吳麗君與田耐青（2016）對師資生

海外六國教學實習與服務學習的研究便顯示，海外學習有助於師資生擴展國際視

野，挑戰刻板印象，真心尊重多元文化。 

(五) 教師全球素養教學能力的養成 

教師全球素養教學能力是培育學生全球素養的關鍵要素，我國國際教育的推

動亦將教師專業成長列為四大推動面向之一。問卷所列出之教師應具備的全球素

養與相關的教學知能包含跨文化溝通、衝突解決策略、面對所有形式的歧視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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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所能扮演的角色、文化回應教學方法與技巧、以及處理多元文化（族群）課堂

的教學相關問題。 

(六) 數位素養融入課程 

Reich（1994）指出，教育工作者必須面對一個事實：學生大多透過校外的

大眾媒體接收國際訊息，因此，國際教育亦應指導學生學習以適當與批判的方式

選擇和分析來自大眾媒體的訊息。處在當今數位科技發達的社會，學校教師更應

指導學生如何批判地、有效地與負責任地運用數位資訊與社群媒體平臺，而問卷

便有一個題組調查教師將數位素養（digital literacy）融入課程的情況，該題組所

含蓋的數位素養技能如下：運用關鍵字蒐尋、判斷網路訊息的可信度、比較不同

網頁並判斷訊息與作業主題的相關性、理解將訊息公開於 Facebook 與 Instagram
的後果、運用蒐尋結果中各條目（連結）下方的簡短描述、察覺訊息是否是主觀

的或有偏見的、察覺釣魚或垃圾郵件。 

(七) 家長的全球素養及其對學生的潛在影響 

問卷特別關注家長本身的全球素養，所詢問的題項包含以下面向：閱讀新聞

的管道、在家裡使用的語言種類數、對移民的態度、學習其他文化的興趣、對國

家與全球議題的興趣與認識、參與全球議題相關的行動。這些面向大多都與學生

問卷重疊，也顯現出評量團隊重視家長全球素養，以及他們所具備的素養對孩童

全球素養養成的可能影響。Brown 與 Morgan（2008）便主張將家長納入學校的

國際教育中，除了邀請他們參與國際教育活動，強化他們的全球素養與對國際教

育的關注，亦可邀請具不同文化背景的家長，發揮自己的長才，指導學生認識不

同地區與學習不同語言。 

四、結語 

整體而言，本文所歸納之 2018PISA 全球素養評量問卷的特性，對我國國際

教育的啟發可總結如下：學生的學習應重視全球公民行動參與和多語言學習與應

用，教師職前培育與在職專業成長機制應提升教師國外學習機會、全球素養教學

知能、以及數位素養融入課程的知能，學校亦應重視家長在國際教育中所扮演的

角色。最後，培育親師生對國內移民群體的正向態度亦是國際教育的重要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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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家庭子女國際競爭優勢的培力 
葉郁菁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授 
 
 

一、 國際教育的內涵 

中小學的國際教育課程包含「全球議題」、「文化學習」與「國際關聯」三大

課程主軸，透過探索課程的議題，培養學生具備世界公民的基本素養，提升學生

適應快速的全球化生活和國際競爭力（教育部，2013）。三大課程主軸的重點包

含（教育部，2013）： 

(一) 全球議題 

培養學生具備全球素養、全球公民的意識和行動力，並分析全球議題的複雜

性和關聯性，提出解決方案。其中全球議題又包含和平與衝突、合作與競爭、正

義與人權、環境與永續等主題。 

(二) 文化學習 

培養學生從多元觀點了解自己與他人的文化，探究文化改變的歷程，評估文

化中的主要事件和發展趨勢，以及包含文化面向、文化多樣性、文化接觸和文化

識能等主題。 

(三) 國際關聯 

培養學生分析個人行動對本地和全球社區的影響，辨識社區議題和國家、全

球具有連動性。學生必須具備參與國際活動的能力，並展現合宜的行為，對自己

的社區和地球環境扮演適宜的全球公民的角色。 

國際教育的內涵，是國家推動國際教育的核心主軸。新住民子女擁有跨國語

言和文化的優勢，強化新住民子女的國際關聯、提升他們對於全球議題的關注，

是培力新住民子女成為國際化人才的重要策略。 

二、 移民署新住民子女培力計畫 

移民署為了發揮新住民子女的優勢，培育新住民子女擴增國際視野、與世界

接軌，透過海外培力計畫與新職人啟航培育營，紮根培育國際人才。以下簡述兩

項計畫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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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海外培力計畫 

移民署自 2015 年開始辦理「新住民子女海外培力計畫」，鼓勵新住民及其子

女回到原生國體驗多元文化，該計畫主要提供國小五年級以上的新住民子女申

請，利用寒暑假期間，拜訪新住民家長的母國，體驗國外家庭生活、學習語言與

文化交流（內政部移民署，2018a）。分組的組別包含：（1）家庭組，由新住民家

長和子女組成，以 2 人為限。（2）親師組則是由家長、子女和同校的老師組成，

以 3 人為限。（3）社會服務組：由家長、子女和個案管理的社工人員組成，以 3

人為限。有鑑於新住民子女就讀大專校院的人數逐年增加，今年特別新增（4）

同儕服務組：由就讀大專院校以上新住民子女和同校或跨校的同學組成，以 3

人為限（內政部移民署，2018a）。檢附的計畫書包含：學習目的、預期效益、學

習創新、對自己學習的重要性，以及對社會整體或特定團體的問題提出解決方

案，突破個人現狀等。獲獎人必須提出宣傳和推廣的規劃（內政部移民署，

2018a）。 

(二) 新職人啟航培育營 

   移民署結合交通部觀光局、海峽兩岸交流基金會、僑委會等公私部門，辦理

新住民子女「新職人啟航培育營」活動，透過五天四夜的營隊，提供高中職和大

專校院的新住民子女工作媒合、實習及就業的準備，以培育國家新南向人才（內

政部移民署，2019）。研習內容包含專業課程：主要以行銷企劃、製造和服務、

多元文化、職涯發展、國際貿易趨勢、行銷文創等專業，在專業課程中還有兩次

的企業參訪。甄選的項目包含：自傳（家庭背景、求學歷程、報名動機和就業願

景）、特殊表現或得獎事蹟、語言能力（內政部移民署，2019）。 

三、 新住民子女海外培力專題實例 

上述這些移民署的計畫，期待可以培力新住民子女成為具有國際觀的未來人

才，希望新住民子女回到新住民家長的母國，不僅文化探源，體驗新住民母國的

語言和文化習俗，更要從體驗中創造「知識性」、「技能性」和「價值性」三位一

體的多元價值（內政部移民署，2018b）。筆者以新住民子女所提的計畫為例，提

供下列撰寫專題的建議，希望可以鼓勵新住民子女申請、增加國際體驗。 

(一) 背景、動機與目的 

    計畫應有具體的主題名稱，呈現方案的核心，且與方案的動機緊密關聯。例

如，新住民子女的外婆在日本是位和服的傳統技藝工作者，新住民子女的動機想

要回到日本、向外婆學習和服的穿法和和服裁製的傳統技藝。另一位新住民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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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從小習舞，她的計畫是回到新住民母親的家鄉峇厘島，學習當地的特色舞

蹈，並且向社區民眾展現自己學習的成果。背景的部份需要提供與方案主題有關

說明，例如新住民家長的母國家鄉特色介紹，或者自己與這個主題的關聯性；若

為同儕服務組，則應該說明同組成員中的背景與對主題的認識程度，同行的夥伴

為什麼對這個主題也有興趣。動機的部分需要說明申請者選題的緣由，即使未曾

回到新住民家長的母國，引發想要探究的原因為何，同儕服務組的成員，為何對

這個議題也有興趣？「目的」指的是呈現經過資料蒐集與分析後，此計畫想要呈

現的結果為何。目的的陳述應該要明確，而且可以測量（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

協會、鄭怡世，2010）。例如：新住民子女回到媽媽母國擔任志工希望產生什麼

效益？建議申請人需要做需求評估和資源盤點。需求評估包含申請人回到家長母

國後，想要學習什麼；資源盤點則是事先了解當地社區有哪些可運用的資源。 

(二) 資料蒐集的方法 

許多高中職以上的新住民子女在學期間相當活耀，不僅參與各項競賽得獎，

在學校老師的指導下執行專題報告，積極參與各種營隊，包含社會與人文培訓

營、大學營隊，從事各種志工服務。這些累積的經驗非常寶貴，也是申請者的優

勢，上述經驗有助於新住民子女計畫的執行。行程的規劃通常包含專題研究的計

畫蒐集，也會有家庭聚會的活動或參訪行程，這也是文化學習的一部分。不過建

議在行程規劃中，應該有相當比例投入資料蒐集，而不是回到母國遊玩 14 天，

但是只有 1 天的活動與探究的議題有關，其他都是吃喝玩樂行程。 

例如：新住民子女就讀中文系，想回到媽媽家鄉進行當地歌謠和神話故事的

採集，因此她設計的資料蒐集方法，包含用影像記錄、文字撰寫和攝影的方式，

進行文化採集。另一位申請者想要研究媽媽母國家鄉的人民對臺灣的了解，使用

的是問卷調查的方式，但問卷的內容需要設計和翻譯，問卷如何實施和蒐集，都

需要事先規劃。還有一位新住民子女運用觀察的方式，比較兩個國家婚禮的不

同，從婚禮儀式開始前到結束，詳細記錄婚禮儀式的過程和每個人的動作行為，

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進行觀察和分析。新住民家長協助語言的翻譯、文化議題的

說明和解釋，可以讓資料的分析更具深度。 

運用質性和量化等不同的資料蒐集方式，可以讓結案報告更具說服力，而不

會只是個人遊記的紀錄和個人主觀的想法感受。從具體行動方案中，展現國際教

育「國際關聯」的內涵，展現個人行動對本地和全球社區的影響，具備參與國際

活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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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預期成效 

計畫通常需要列出預計規劃的行程內容，若僅只有參觀當地特色風景、品嘗

美食，如此將流於「觀光團」行程。從出發到返國，需要有詳細的規劃，甚至若

想要到當地擔任醫院志工或者參訪小學、參加語言課程學習母語，都必須事先查

閱相關訊息或取得同意，才能確保行程可行性。申請人應該依據方案的目的，擬

定對應的預期成效。通常預期成效包含量化和質性的指標，例如：「學會兩首峇

厘島傳統舞蹈」、「返國後提供 3 場分享活動，預計參加人數達 50 人」，提供具體

數字的評量方式屬於量化的指標。相較於量化指標，質性指標短期內較不容易鑑

別，質性指標為有關觀念、價值或態度的轉變，例如：「瞭解臺灣咖啡與越南咖

啡烹煮方式的差異性。」 

具體擬出預期成效可能不容易，規劃階段與執行成果的績效或許也會有頗大

的落差。獲補助者回國後，需要撰寫成果報告，除了一一檢視自己當初提出的計

畫書目標、預期的量化與質性指標是否達成，文化學習與體驗的部分可以增加自

己對文化與學習的反思，以回應國際教育「培養學生從多元觀點了解與反思自己

與他人的文化」的內涵。 

(四) 團隊分工 

同行者不論是新住民家長、子女學校的老師、社工，或者同儕組的同學，都

必須對專題產生貢獻。新住民子女海外培力計畫（內政部移民署，2018a）對於

同行的教師或社工，不僅可以體驗新住民家長的當地文化和生活，更期待參與者

能將此行的觀察和反思，可以融入到自己的教學或社會工作服務中，對自己學校

的學生和特定的服務群體產生更大的效益。同儕服務組則可以說明同系或不同系

的同學，在計畫中的角色和參與的部分。例如：新住民子女就讀華文文學系，專

長在文字創作，同行的同學專長是影像紀錄和音樂創作，大家彼此分工、共同合

作。 

(五) 推廣分享 

某些方案可能會提到服務性的作為，例如：到當地社區介紹臺灣家鄉的美

食，或者到當地小學教小朋友學會說簡單的中文。依據海外培力計畫的簡章，回

國之後必須將方案成果做推廣分享。雖然推廣分享的地點不限，不過多數學生可

以運用的資源僅止於自己的班級或家人，或者把旅遊照片放在自己的 IG、臉書，

這些做法的宣傳效益有限、非常可惜。過去有新住民子女的家長在廣播電臺服

務，因此將成果透過電臺節目做宣導。也有新住民子女連結當地的社區發展協會

或新住民團體，推廣與宣導的效益更廣。同儕服務組的，不僅在花蓮的越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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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臺北的東南亞書店分享，辦理異地文化創作音樂會，將蒐集到的母親家鄉影

音做分享。推廣分享的時間、地點和對象需要事先規劃，涵蓋的民眾對象越多元，

推廣效益也較大。 

四、結語：培育國際競爭力、新住民子女展鴻能 

筆者從國際教育的內涵，指出國際教育應當包含「全球議題」、「文化學習」

與「國際關聯」三大核心素養。移民署為了善用新住民子女的雙語和多元文化優

勢，培育新住民子女國際競爭力，近年來推動新住民子女的海外培力計畫、新職

人啟航培育營等。隨著新住民子女進入大專校院的人數漸增，培力的方向也從單

純的文化體驗到強調議題探索的方案專題。 

雖然海外培力計畫同儕組強調新住民子女與同校（或跨校）同學組成，不過

審查時也發生「同學」是否可以包含僑生、外籍生等不同意見的討論。筆者認為，

若目標為培育具有國際觀的新住民子女，則更應該鼓勵新住民子女跨國交流，與

來自不同國家的外籍生或僑生組隊參加，而不必只限於父母皆為臺灣本籍的學

生。 

臺灣的土地小、資源有限，但是我們最大的國際競爭優勢是人力資源。台灣

必須走出去，依賴的是具有國際觀和國際競爭力的新世代。將新住民子女的國際

競爭優勢培力與新南向政策劃等號，把培育新住民子女當成是新南向的工具，筆

者認為這是政治者的一廂情願，格局也過於狹隘。新住民子女的培力視角，不應

侷限於新住民家長的母國，而是就整體國家發展角度培育的全球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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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強化大學生之全球移動力 
湯堯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黎士鳴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歐洲高等教育區 2020 移動力戰略 (Mobility for better learning: Mobility strategy 

2020 for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期望歐洲高教區至少 20%的大學生畢業

時擁有出國留學或海外培訓的經歷，然而學生全球移動力受到區域(歐洲)國家層

面的政策與制度以及學習動機、職涯發展、生活適應個人層面等多從因素所影響

(張惠，2017)。全球移動力是一個複雜的國際情勢，也是當前的重要現象，但也

是學生面對國際市場或全球主義思潮下的嚴峻考驗。從教育部 2016-2019 年推動

的提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計畫中，希望可拓展青年學生的國際視野，並且培育

青年具有溝通力、適應力、專業力與實踐力等四種基礎能力(教育部，2016;張鈿

富，2016)。目前，全球移動力的培育也從人才培養的單一功能朝向政治、經濟、

文化多重之效能(黎芳媛與路書紅，2019)，海外學習經驗促進了個體的世界公民

力、國際溝通力、職涯能力、人群合作力、跨文化能力、環境適應力等多重能力

的提升(陳文彥，2016; Martinez-Usarralde, Pausa, & Garcia-Lopez, 2017; Lo, 2018)。本

文將從全球移動力之多重能力、複合效益以及校園培力等三方面，來探討如何強

化大學生之全球移動力及相關能力。 

二、全球移動力之多重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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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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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全球移動力之相關能力為文化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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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大核心能

力。日本將情緒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人際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文化

智能(cultural intelligence)以及國際智能(global intelligen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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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學者李偉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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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士鳴、湯堯(2018)回顧相關研究彙整了全球移動力之相關能力發展了

GLOBAL 模式，發現全球移動力是由以下六種能力所組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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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民力(G: global citizenship):具有公民素養且關懷世界之世界公民力。 

2. 語文力(L: language ability):具有外語表達且體認他國文化之外語溝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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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人際力(B: befriend):具有橋接資源、經營人脈及銜接社會之國際網絡力。 

5. 文化力(A: acculturation):具有文化理解且能入境隨俗之文化融合力。 

6. 生活力(L: lifestyle):具有正向心理且保持健康生活之環境適應力。 

  由 GLOBAL 模式來看，全球移動力的展現需要透過公民力、語文力、職

涯力、人際力、文化力與生活力等六大能力的養成來推進。 

三、 全球移動力之複合效益探索 

在第三波的全球移動力浪潮下，學生的主要需求在於職涯發展與區域連結

(Choudaha, 2017)，透過擁有國際經驗或者是全球移動力的展現，讓大學生可以

產生更多未來的職涯效能(Waibel, Ruger, Ette, & Sauer, 2017)。以歐洲 ERUSMAS
計畫為例，參與 ERASMUS 計畫的學生有 65%畢業後需要接觸國際市場、有 58%
具有國際客戶、51%需要海外出差，比率皆高於未參與 ERASMUS 計畫之學生（黎

芳媛、路書紅，2019）。從參與 ERUSMUS 計畫之學生，透過海外學習的經驗可

以提升個體的自主、知能發展、專業發展以及未來走向國際等全球化時代所需的

適應能力（Martinez-Usarralde, Pausa, & Garcia-Lopez, 2017）。從能力取向來看，

發現全球移動力的效益在個體的多層面能力的提升(修正自 Lo, 2018): 

1. 認知層面:出國後個人在思考與推理能力之效益。 

2. 情感層面:出國後個人在情緒表達能力之效益。 

3. 行動層面:出國後個人在計畫與實踐能力之效益。 

4. 人際層面:出國後個人在人際關係之效益。 

5. 生活層面:出國後個人在休閒與生活能力之效益。 

6.  環境層面:出國後個人在環境適應能力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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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能力取向來看，全球移動力的展現可以強化個人在認知、情感、行動、人

際、生活與環境等面向的能力增長。 

四、全球移動力之校園培力策略 

在全球化的時代下，在地國際化是不可避免的高等教育課題，特別是在課程

中的國際化，包含教學的內容、策略以及同儕的互動等層面（王湘月，2019），
如何透過在地國際化的課程來培育學生具有全球移動力將是重要的課題。林秀芬

(2011)以台灣 15 所大專院校為樣本進行推動大學生全球移動力之策略分析，主

要有結構面與實務面兩大層面。在結構面上，學校設置專責單位包含校級國際事

務組織，如國際處以及專責學生全球移動力之單位，如:國際交流組、學生交流

組等。在實務面上，透過交換學生計畫、訪問學生計畫、跨國雙學位計畫以及暑

期研習計畫等方式來推動學生之全球移動力。 

除了透過相關計畫的推動以外，湯堯、黎士鳴（2019）透過開放式問卷來蒐

集科大生的資料中可以發現科大生可透過通識課程、專業課程、校園活動與自我

進修等方式來提升全球移動力之相關能力。在校園生活中，也可透過外籍生與本

國生混合住宿的模式來創造「在國內留學」的效能，特別是可以提升學生的跨文

化能力（王小青等人，2019）。可以發現，大學生全球移動力的培育，需要有主

責單位透過計畫或系統性的活動與課程，來培育大學生具有全球移動力之相關能

力；另外，在校園營造上，可利用學校現有的國際化資源，來創造「在國內留學」

之成效。整體而言，大學生全球移動力的培育涉及了以下五大層面： 

1. 組織結構面：國際處經常是推動全球移動力之主責單位。 

2. 政策推動面：透過教育部或學校的相關計畫來推動全球移動力。 

3. 課程活動面：透過校園內的課程與活動來活化全球移動力。 

4. 校園生活面：透過國際生與本地生的交流將全球移動力融入生活。 

5. 個體動機面：高動機之學生會透過自我進修來提升全球移動力。 

高等教育機構欲提升大學生之全球移動力，需要從組織結構、政策發展、課

程活動、校園生活以及學生因素等多重面向整體性之推展。透過校園指標系統之

建立，可供校園進行政策推展與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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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全球移動力是一種多重能力的整合，需透過校園採用系統性、全面性以及整

體性的培育策略，讓大學生強化其全球移動力，並且更能夠展現全球移動力之複

合效能，更能夠走入國際、邁向國際、成為國際人才，以下提供高等教育機構之

相關建言: 

1. 全球移動力涵蓋多重能力，需透過系統性的課程進行深化教學。 

2. 全球移動力涉及多層效益，可採用全面性的指標系統進行評估。 

3. 全球移動力融入學生生活，須推動整體性的國際校園情境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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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移動.教育 
郭壽旺 

實踐大學國際事務處國際長 

實踐大學國際學院籌備處主任 

實踐大學副教授 

 

                                                

一、前言 

國際移動力或稱全球移動力（global mobility）是為因應全球化時代而提出

之衡量新世紀人類適應國際變化與高度競爭之生存能力，可以視為 21 世紀「適

者生存」的新指標。 

快速成長的國際移動人口是全球化的見證，主要經濟大國政府對於國際競爭

力的重視也加速了國際學生數量倍增。歐盟、美國、澳洲、韓國、日本提出各項

提升國際競爭力的教育方案，為國際教育加溫。國際移動力儼然成為新世紀國與

國之間的另一種競爭與合作，各國作法雖有差異，卻都以提升國家和青年競爭力

為共同目標，各政府期待藉由透過國際教育達成經濟成長的政策，成功與否端賴

於是否具備明確的戰略與靈活的戰術。面對全球化的競爭與國際日趨複雜化的社

會及產業問題，具跨領域溝通、協作與整合能力之人才，成為國家提升整體產業

翻轉與國家永續發展最迫切的資源；因此，政府需要的是具策略性的教育青年全

球化思維與具系統性培育國際移動力，始能有效地推動各項國際化政策。 

二、全球國際移動力概況 

根據聯合國調查報告，截至 2015 年，全球約有 2.44 億國際移民人數，其中

包含 460 萬名國際學生，在全世界移動中。每年近乎倍數成長的國際移動人口是

全球化的見證，主要經濟大國政府對於國際競爭力的重視也加速了國際學生數量

倍增，例如歐盟提出「伊拉斯莫斯+(Erasmus+)計畫」，致力於達成「世界上最具

競爭力的知識競爭實體」的目標；美國推出「留學世代」（Generation Study 
Abroad），期待透過教育與訓練改變美國大學生對出國留學的態度，提升美國青

年全球競爭力；澳洲則有「新可倫坡計畫」（New Colombo Plan）目標在培育澳

洲青年在亞洲深耕並奠定競爭力基礎。韓國推出「韓國人移動計畫」（Korean 
Move），整合國際教育與海外創業；日本則提出「飛翔吧！留學」；台灣參與提

升國際移動力教育浪潮中數十年，目前提出的相關政策有「高教深耕計畫」與「新

南向計畫」為主。國際移動力儼然成為新世紀國與國之間的另一種競爭與合作，

各國作法雖有差異，卻都以提升國家和青年競爭力為共同目標，各政府期待藉由

透過國際教育達成經濟成長的政策，成功與否端賴於是否具備明確的戰略與靈活

的戰術。面對全球化的競爭與國際日趨複雜化的社會及產業問題，具跨領域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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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協作與整合能力之人才，成為國家提升整體產業翻轉與國家永續發展最迫切

的資源；因此，政府需要的是具策略性的教育青年全球化思維與具系統性培育國

際移動力，始能有效地推動各項國際化政策。 

國際移動力或稱全球移動力是為因應全球化時代而提出之衡量新世紀人類

適應國際變化與高度競爭之生存能力，可以視為 21 世紀「適者生存」的新指標。

因此，國際移動能力的教育必須是自幼開始的養成教育，讓孩童從小學教育開始

就學習認識世界，理解國與國之間的 差異，進而產生好奇、尊重不同、獨立思

考等三個階段的學習，並分別於國小、國高中、大學等三個時期開始訓練。旅行

歐洲國家最常見的一道風景就是看到國小孩童由老師帶隊在公園或草地上玩

耍，孩子們好奇地看著世界各國的遊客，好奇讓他們產生問題。又或是青少年們

成班參觀博物館，在帶隊老師們解說之餘，側聽著外國遊客如何介紹欣賞屬於他

們的歷史和藝術，進而從不同的眼光和觀點，重新認識自己的國家和與他國之間

的關係。最常見的莫過於獨自一人背著後背包的大學生，「壯遊」於歐洲各國或

跨越歐洲大地，透過自己和自己的相處，藉由自己與陌生人的對話，思考自己在

國家社會的定位，得以更自信的遊走於國際間。上述三個階段的學習者，都是透

過「移動」進行學習，在移動中因為好奇和自身觀察體驗而學會同理心

（empathize）、定義問題（define）、醞釀構思（ideate）、製作原型（prototype）
和不斷測試（test）。（Rikke Dam, 2018） 

三、國際移動力教育目標 

國際移動力的教育共同目標都在於提升國民與國家之國際競爭力，因此，在

提升國際移動力的策略執行上就必須對其有明確定義，例如，美國哈佛大學企管

學教授 Michael E. Porter 曾指出，「在國家層級上，競爭力的唯一意義就是生產力

（productivity）。國家基本目標是提供人民高水準生活，實踐能力則來自於勞動

與資本等國家資源所得到的生產力。」在「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則將經濟體的競爭力定義為「在永續的基礎上，能夠持續性的達成高經

濟成長的能力」；而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 ） 公 布 的 「 世 界 競 爭 力 年 鑑 」（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則將國家競爭力定義為「一國在其經濟與社會結構

中，透過操控原有稟賦與附加價值的程序、對內吸引力與對外開拓力，以及國際

化形塑國內型經濟，來增加附加價值，進而增加國家財富的能力」。（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18）由這些觀點來看，競爭力應可總結為一國或經

濟體擁有足以吸引、維持與擴張其經濟發展的能力。從每年世界競爭力排名調查

報告可端倪培育學生國際移動力對國家整體競爭力提升的重要性。（World 
Economic Forum, 2018）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6），頁 23-26 

 

國際教育與國際移動力主題評論 

第 25 頁 

在全球競爭激烈的新趨勢中，培養國際移動力以提升青年國際競爭力儼然成

為刻不容緩的重要議題。世界各國無不積極投入人才培養和人力建設工作。人才

或人力在國際之間加速移動，人才的培育工作更成為一場創意、速度和品質之國

際競爭。檢視現今台灣培育國際移動力的重點多在於外語能力和專業能力的提

升，學習階段也落在大學階段（莊坤良，2014）。許多國際競爭力評比仍顯示台

灣國際化程度不足，瑞士洛桑管理學院每一年的世界競爭力報告均顯示台灣仍具

備經濟競爭力，然而，國際化是台灣未來發展的隱憂（劉光瑩，2015）。 

四、國際移動力趨勢 

綜觀世界各國推動國際移動力之做法，雖然方式不一，但仍多傾向於從教育

改革做起，即讓教育回歸教育，整合資源給予最適合的人做最適合的事，屏棄教

育資源平均分配的觀念。培養國際移動力宜要自國中小學教育開始做起，從觀念

開始改變，重新定位自我在國際上可扮演的角色，建立國際自信心。在培養國際

移動力的教育上，從自我認識開始做起，提升對國際時事的關注，進而積極參與

國際。例如，在進入大學教育前，及開始針對學生進行國際自信心的培養，學習

溝通、練習表達，藉由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讓學生更清楚的認識自己，進而選擇

適合自己的大學，做好自己的求學和就業的規劃，大學四年間則得以妥善安排自

己如何與國際接軌。 

世界上許多頂尖的大學，都具備一項特點，即管制少、特色多，只有讓大學

朝向自主特色發展，學生才有所選擇，也才能找到自我發展方向，在國際上找到

獨特性。台灣高等教育應正視世界各國在推動國際化教育之差異性，當全球中許

多國家都在尋求國際教育合作時，台灣在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時，需要彈性，給

予適時修正法規和調整作法的空間；需要耐性，包容文化不同可能產生的溝通成

本。台灣具備成為培育國際移動力搖籃的優良條件，也有不得不國際化的現實壓

力、有深厚的中華文化傳承、有高度的人文素質、有健全的教育體系，捨棄繁文

縟節、放下官僚制度，足以呈現台灣蘊藏的國際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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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技專校院學生國際移動力策略— 

以美和科技大學為例 
黃玉玲 

美和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講師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博士生 
王子玲 

美和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副教授 
張耀中 

美和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我國在國際上的主要經貿夥伴及競爭對手如美、日、韓及歐盟等國，陸續於

2013 年起，推出各項提升該國青年全球移動力之政策，如美國留學世代

（Generation Study abroad）」、日本「飛翔吧﹗留學 Japan」、韓國「K-Move」及

前身已持續超過 20 年的歐盟 Erasmus+計畫，各國不僅獎勵青年學子出國留學，

並同時鼓勵該國青年至海外擔任志工、實習、甚至至海外工作，例如韓國建置

world job+整合平台，協助該國求職者能順利於海外就業。 

面對全球青年跨國工作、工作無國界之趨勢，已是臺灣必須面對的事實(黃
玉玲，2018)，我國教育部亦於 2015 年提出「提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計畫｣，

該計畫透過 21 項重點策略，培育我國青年學子具備溝通力、適應力、專業力與

實踐力，該計畫至今已經提供不少青年學子有更多資源與機會，例如自 96 年度

起開始推行的「學海築夢｣計畫，每年補助學生至海外實習至今已超過萬人，相

信都能夠逐步提升我國青年的全球移動力，讓我國青年學子有更好的條件於國際

舞台展現長才，與全球青年共同競爭與合作。 

我國技專校院學生在學期間大都必須歷經至產業界實習的階段，學生選擇至

海外實習的人數，也因有教育部計畫的補助而逐年攀升，選擇海外實習與在國內

實習最大的差異，除了語言不同，在完全陌生且孤單的環境中，如何順利融入實

習單位、該國文化與生活習慣的差異是最大的挑戰，另外，至海外實習需花費的

機票費及生活費通常也是學生是否參加海外實習的一大考量因素，甚至成為阻礙

因素，本文將以美和科技大學辦理海外實習多年之成功經驗，期望能供各校辦理

海外實習提升學生全球移動力之借鏡參考。 

二、美和科技大學辦理海外實習經驗 

美和科技大學學生至海外實習，都以「自願」為主，並且以餐旅管理系學生

至新加坡實習為最大宗，實習期間多為一年，其次為護理系學生至日本實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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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一年的帶薪實習及申請「學海築夢」計畫的短期(一個月)實習，再其次為觀

光系學生至日本等地實習、生物科技系學生至馬來西亞、美國及企業管理系學生

至新加坡實習等。 

學校對於至海外或校外實習的學生需求逐年攀升，為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及

就業機會，要求各系選擇優質的合作機構，來協助學生提早體驗職場環境，縮短

學生職涯探索期，並且各系都訂有完備的實習規劃機制及管考回饋機制，無論是

校外甚至是海外實習，都有完善的行前輔導，並爭取學生有薪實習之機會。 

餐旅管理系學生積極至新加坡實習之主因，除新加坡為治安良好之先進國家

以外，新加坡多數人口為華人能夠使用華語溝通，讓多數英文程度不佳的學生願

意前往，也是學生考量之重要因素，以下說明美和科技大學對於學生至新加坡實

習之辦理現況： 

(一) 新加坡與美和科技大學簽訂實習合作之所有廠商，皆由校方直接到新加坡與

廠商洽談及簽約，並未透過第三方單位辦理或負責，學校謹慎且負責的態

度，獲得多數廠商的信任及認同，也吸引部分廠商主動與學校接洽願意提供

學生實習機會。 

(二) 與新加坡某股票上市集團簽訂「契合式培訓專班」，該專班學生於實習前一

年在學校先修該集團產業實務課程，由該集團提供師資，進行語言、服務，

及相關專業技能課程，專班學生通過校內與集團的考核後，即可直接到新加

坡實習，完成後得以轉為該集團正職員工並續任儲備幹部，此模式讓學生於

實習後得以順利接軌熟悉的就業職場，是技職教育培育產業需求人才最成功

之案例。 

(三) 規劃至海外實習學生可參加相關社團、學校辦理之語言培訓班、衝刺班，企

管系亦有專門老師每週提供家教式口語訓練課程。 

(四) 張珍瑋(2016)提出根據國際教育者協會的研究資料顯示，「經費」是學生考

量是否出國最擔憂的因素，Janet( 2019)亦提出對很多學生來說，海外實習最

大的挑戰是財務承諾，財務獲得支持有助於海外實習人數的增加。美和科技

大學亦不例外，對於弱勢學生因經濟因素，對海外實習充滿憧憬卻無法成行

之情況，學校為此提供給海外實習學生無息貸款，減緩學生經濟上的困難，

帶學生領取實習津貼一段時間後，學生能夠有存款時，再歸還本金給學校。 

(五) 全程由校內專任老師帶隊並輔導學生至新加坡，帶學生到當地開戶、找住

宿、健檢等，學校校長、一級主管及老師們亦不定期前往訪視實習學生，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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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及學生都深刻感受到學校對海外實習學生的重視及關心。 

(六) 對於英文能力不佳的實習生，實習廠商多主動安排華人主管帶領實習生，減

緩學生初至英語實習環境的不安。 

(七) 學生實習後之留任率超過 2 成，有留任學生已升調至其他國家(如法國、瑞

典)，亦有男同學完成義務役後再前往原實習單位任職者，不僅讓學生無縫

接軌就業，甚至有更多更好的機會，翻轉他們的人生。 

(八) 留任於當地的學長姐，對於初至新加坡之學生，都會主動帶領學弟妹熟悉當

地生活環境，及搭乘大眾捷運工具，如公車及地鐵等生活細節，讓學弟妹們

在最短時間可以融入當地環境。 

三、結語 

陳超明(2019)指出國際移動力包含(1)具國際視野的專業能力、(2)國際溝通

力、(3)跨文化思維與整合能力、(4)適應生活的能力。Toncar, 與 Cudmore’s (2000)
指出海外實習對學生具有正面的影響，個人在學習、調整及適應上的改變與成

長、並且擴大視野、未來在個人履歷表上更具競爭力等，學生經過海外實習的洗

禮，不僅在專業的成長上、語言能力、文化適應及生活適應上都將更具備國際移

動的能力。 

技專校院學生之英文能力普遍較弱且弱勢學生居多，鼓勵學生參與海外實

習，首重提供學生經費的支持及語言能力的克服，各技專校院可成立專責小組以

一條鞭方式辦理海外實習，結合台商企業共同培育企業所需人才(黃玉玲 , 
2018)，相信能夠幫助更多弱勢學生藉由海外實習的磨練，提升競爭力，翻轉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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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教育之創新策略：海外踏查 
辜雅珍 

基隆市立武崙國民中學校長 
黃乃熒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教授 
周婉琦 

臺北市立長安國民中學校長 
 
 

一、前言 

二十一世紀，如何因應全球化的衝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Cumberland, Herd,  
Alagaraja, & Kerrick, 2016)，這同時也面臨很大的挑戰(Alsaeedi & Male, 2013)。
所謂全球，是具國際、多國性質的觀點，而有別單一國家的視野(Kim & McLean, 
2015)。當全球化已不是一種選擇，而是一個必須面對的事實，面對日趨多元的

文化體系，我國教育須要擴大深度與廣度，進一步與國際接軌（教育部，2011）。 

因此，近幾年教育部積極推動國際教育，並提出中小學國際教育的政策白皮

書，作為中央與地方推動的政策方針。國際教育的實施，在提供中小學生體驗跨

國學習的機會，激發其跨文化比較的觀察力與反思能力（教育部，2011），引導

學生成為具有競爭力的全球公民(Casali, 2018)。藉由海外踏查，學生可以走出台

灣，實際體驗跨文化情境，透過紮實的學習素材，深刻學習、開展視野、嘉惠自

我，迎向全球化，因此是推動國際教育之創新策略。 

二、國際教育的海外踏查意涵及其創新策略特質 

(一) 國際教育的海外踏查意涵 

「踏查」源自日語，出自於重要的台灣歷史研究學者伊能嘉矩歷次踏查途

中，撰寫的私人日記--「台灣踏查日記」；後來踏查一詞，就常見援引為學術用

語（黃幸玉、李建興，2013）。而伊能嘉矩所進行的踏查，就是透過觀察、體驗、

參與、收集與紀錄等歷程，達到對當時台灣社會環境與文化的了解，並建構出完

整的知識體系。 

因此，國際教育海外踏查，是讓學生在其他國家真實文化情境中，可以轉化

與應用在學校所學習到的知識(Brown, Collins, & Duguid, 1989)，對於有興趣探究

的主題，進行調查、研究、探尋、實地查看、實地考察、走訪、探勘和體驗等查

察的行動（黃文定，2017；Hallinger, & Lee, 2012）。所以，國際教育海外踏查，

讓學生可以深入他國生活情境、體驗多元文化，促使學生的國際教育學習，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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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深刻的成就(Roxkstuhl, Ang, Dyne, & Ann, 2011)。 

(二) 國際教育的海外踏查創新策略特質 

目前我國學生到海外進行交流的國際教育主要模式，有國際教育旅行、姊妹

校交流與海外遊學等（教育部，2011），雖然可達到跨文化的交流形式，但常見

走馬看花的遊客行程比重過高、所費不貲讓學生家長負擔沉重（許西玲，2016），
以及參訪交流國家過度集中等情況（教育部，2011）。而海外踏查，作為實地考

察的一種形式，具有以下國際教育創新策略的特質，能彌補目前國際交流深度與

廣度的不足，亦可以在短時間內弭平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落差(Gomez-Lanier, 
2017)。 

1. 主題有明確：進行海外踏查之前，由教師引導學生討論出想要觀察、探究、

了解的特定主題，有了聚焦且具體的踏查議題，學生可以先蒐集、整理出相

關資料，並獲得足夠且正確的先備知識。因此，海外踏查因為主題有明確，

讓國際教育有清晰完整的學習架構與豐富多趣的學習內涵。 

2. 課程有深度：明確的海外踏查主題，使教師可以針對學生想要研究、探索的

議題，進行具體、有方向性，且符合學生生活經驗的課程與教學設計。因此，

海外踏查因為課程有深度，讓國際教育有具延續性、系統性與連接性的知識

體系，達到深化學習的目的。 

3. 探索有意義：海外踏查是從學生的立場與角度出發，讓學生在他國情境的脈

絡下，了解、比較，並詮釋跨文化的相似與差異之處，進而思考跨文化衝擊

下解決問題的策略。因此，海外踏查因為探索有意義，讓國際教育達到培養

學生自我學習、自我思考、面對挑戰與解決問題的目的。 

4. 文化有感動：海外踏查得以讓學生在跨文化真實的社會情境，藉由親身的體

驗與探索，覺察反思自己對不同國家文化的表淺認知或是刻板印象；並在對

跨文化有新的理解與詮釋後，產生新的看法與情感。因此，海外踏查因為文

化有感動，讓國際教育達到養成學生自我覺察與自我反省的目的。 

三、國際教育海外踏查的重要性 

學生進行國際教育海外踏查時，必須面對不熟悉的飲食、風俗習慣與行為規

範，甚至是完全不同的價值觀，而面臨文化衝擊，因此，可能很難在短時間內適

應(Ramakrishnan, Barker, Vervoordt, & Zhang, 2017)。所以海外踏查可以培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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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不同文化的優勢與侷限，走出自己的單一文化思維（陳超明，2013），並且

強化學生透過循環的、連續的、互動的歷程，學習對這些新思維以及新事物抱持

開放的態度（張媁雯、莊雅婷、袁宇熙、張庭芳，2009）。因此，國際教育海外

踏查具有以下重要性： 

(一) 在國際移動的情境中培養國際移動力 

當地緣政治隨著科技的發展逐漸消失(Bach,2003)，能夠主動融入當地社會、

認同多元文化、心態開放、情緒穩定、保有彈性的國際移動力(Mercer, 2013)，成

為各國未來人才之首要關鍵能力，此能力的培育也攸關國家競爭力（教育部，

2016）。透過國際踏查，學生在國際移動中，藉由接觸場域(contact zone)，也就

是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滙、激盪(Pratt, 1991)，得以開展個人不同的視野，累積國際

移動力的能量。所以，學生在國際移動的情境中，培養國際移動力，是國際教育

海外踏查的教育價值之一。 

(二) 在全球化不明確的實體中學習明確的學習歷程 

由於海外踏查使得學習成為參與情境的過程，所以知識是學生與跨文化社會

互動的產物（崔允漷、王中男，2012）。而國際教育所強調的全球思考、在地行

動 (Robertson, 1994)，會促使學生產生無疆界世界的活性經驗(Rembold & Carrier, 
2011)，了解到知識具有過渡性質(Sugarman, 2015)，因此激發彼此互動評估、調

適及融合的交流歷程，進而強化創造與再創造的動力(Teasdale, 1997)。所以，學

生在全球化不明確的實體中，獲得學習明確的學習歷程，是國際教育海外踏查的

教育價值之二。 

(三) 在多元變動的跨國情境中培養跨文化適應力 

真正的知識，是萬物在真實世界運作的結果(Wieser, 2016)，與情境脈絡息息

相關。學生在進行海外踏查時，會體驗到不同國家與族群的語言、習俗、歷史、

感知、思維、價值觀等都存在差異性（張善禮，2013）。正如美國著名的跨文化

研究者 Hall(1973)在「沉默的語言」一書中所強調「文化即溝通，溝通即文化」，

因此，學生與不同文化者互動時，須具備表現正確與合宜行為的能力(Fantini & 
Tirmizi, 2006)。所以，學生在多元變動的跨國情境中，培養跨文化溝通力，是國

際教育海外踏查的教育價值之三。 

四、國際教育之海外踏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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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教育海外踏查行動的選擇，應從學生自身的生活情境出發，使學生較容

易在跨文化的情境脈絡中，進行實務體驗。會對他們所沉浸在其中的跨文化和社

會環境，有更深刻的理解與欣賞(Allen & Young, 1997)。因此透過飲食、生態、

童趣、建築與聚落等社會文化產物的學習素材，是讓學生可以有明確主題、具課

程深度、探索意義與文化感動的海外踏查行動。 

(一) 國際教育之飲食品鑑 

各族群自形成以來，因為所在的地理位置和氣候條件的差異，形成物產資源

的多樣性，所以會發展出各具風味的獨特飲食文化(Jousse, 2006)。例如，韓國的

泡菜文化，是因為其國家位於高緯度，在白雪覆蓋的冬天，新鮮蔬菜難以取得而

逐漸形成的國民飲食。所以飲食品鑑，是具有明確主題的海外踏查創新策略。 

由於飲食是人類文化中，社會性規定和約定俗成的社會行為，因此會有宗教

性或世俗性的飲食規範和禁忌（陳忠明，2008）。例如學生進行飲食品鑑的時候，

會發現穆斯林的飲食，為了遵守可蘭經的教導，必須符合清真飲食(Halal)的誡

律。所以飲食品鑑，是具有探索意義的海外踏查創新策略。 

(二) 國際教育之生態觀察 

生態觀察是深刻體驗他國特殊環境的學習方式，由於生態觀察可以將環境當

作學習的資源，因此環境除了是探究和發現的工具手段，也是科學、語文或數學

等課程的學習教材（王秋樺，2008）。例如，學生可以從生存環境探究海龜的洄

游機制，使學習歷程與印象鮮明又深刻。所以生態觀察，是具有課程深度的海外

踏查創新策略。 

生態觀察強調對在地環境的保護，不可對原有生態造成負面影響，同時也須

使當地社區和居民受益，避免造成文化的改變與對立（王柏青、陳元泰，2018；
Saayman & van der Merwe, 2017）。例如，肯亞的加茲村結合了紅樹林的復育與碳

交易，就發展出兼顧漁民生計與生態旅遊的永續經濟模式（陳瀰真，2016）。 所
以生態觀察，是具有探索意義的海外踏查創新策略。 

(三) 國際教育之童趣體驗 

由於人的感知和行動方式，是以文化意涵透過與他人分享所建構而成 
(Hedegaard, 2016)，因此童玩、童趣反映出一個國家的文化、藝術、工業、教育

和社會經濟等之生活模式與價值系統（張世宗，2002）。例如，華人會在端午節

立蛋，而西方人則在復活節尋找彩蛋，就是緣自於不同的文化意涵。所以童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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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是具有文化感動的海外踏查創新策略。 

世界各民族的童玩或遊戲的內容，多數是創意巧思的發揮，且取材自生活環

境的資源或是生活經驗的素材，例如非洲的草製獨輪車，或是南島的竹製吹箭（陳

穗祥，2019）。然而有些童玩或遊戲，則是不分古今中外，就像捉迷藏、跳繩、

跳房子或抓石子等。所以童趣體驗，是具有探索意義的海外踏查創新策略。 

(四) 國際教育之建築研究 

建築是「石頭寫成的史書」，是凝固的歷史（王佳欣、金麗，2005）也是生

活文化的社會實踐。學生透過建築研究，可以了解當地的歷史傳統、地域性文化

和環境結構（陳鴻勝，2016）。例如，萬里長城從史觀而言，是古代君王為捍衛

領土主權而建；而從科學探究可以發現，過了數千年長城未倒，是因為築牆的古

代砂漿，抗震性與黏性甚強。因此建築研究，是具有課程深度的海外踏查創新策

略。 

作為文化的產物，建築的形式取決於文化的內涵，因此當地的歷史與文化的

變遷，會反應在不同時期與不同風格的建築上(Clavan, 2019)。例如法國建築豪華

典雅、德國建築莊重神穩、中國建築均衡對稱等（王佳欣、金麗，2005），就是

來自不同民族的歷史文化產物。所以建築研究，是具有文化感動的海外踏查創新

策略。 

(五) 國際教育之聚落探索 

聚落的形成是一群人因為生產方式、防禦自衛或親屬聯繫的須要而聚集，因

此發展出特有社會組織、制度和習俗，以及所居住的自然環境（林瓊華、林晏州，

1995）。例如位於泰國北部偏遠山區的美斯樂村居民，大多是我國流亡國軍及其

後代，因為地理位置與特殊歷史背景，得以屏蔽泰國的主流文化，而形成獨特的

生活與文化傳統（游輝彩、許邱良，2011）。所以聚落探索，是具有文化感動的

海外踏查創新策略。 

聚落是不斷發展、演變的動態生活樣貌，因此學生可以從不同的切入點進行

海外踏查，例如從文化生態、景觀生態或是生態人類學等各異的主題或議題，展

開聚落探索。所以聚落探索，是具有明確主題的海外踏查創新策略。 

五、國際教育海外踏查產生的教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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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透過國際教育海外踏查，進行深入的跨文化脈絡觀察、體驗、關注與比

較，須要改變原有思維模式或重組不同知識，才能理解特定情境或解決問題（黃

文定，2017）。這會促使學生了解不同文化的立場，強化學生面對全球化脈絡的

集體認同感(Pries, 2013)，提升跨文化交流的社會凝聚力。因此學生進行海外踏

查時，會具有可以正確判讀與理解各種跨文化情境中，語言與非語言線索的能力

(Killingsworth, Miller, & Alavosius, 2016; Taguchi, 2015)。所以，國際教育海外踏

查，會產生跨文化知識轉化力、跨文化人文關懷力以及跨文化情境覺察力等三個

教育力。 

(一) 跨文化知識轉化力 

進入跨文化情境所面對的人事物，都可能挑戰學生既有的認知觀念。例如學

生進行海外踏查的飲食品鑑行動，發現不同的族群用餐模式，會影響食材的烹調

方式，所以熱湯這個飲食品項，通常較不會出現在用手進食的族群（許進雄，

2014）；但卻會出現在有使用食具如筷子或刀叉進食的族群。因此學生進行海外

踏查，與來自不同文化者互動時，透過適應與接受新文化，再將新資訊與舊有認

知架構整合，可以幫助學生建立新的知識並跳脫舊有知識框架，擴展其對真實國

際世界的看法(Gomez-Lanier, 2017)，就會產生跨文化知識轉化力。 

又如，學生進行海外踏查的生態行動，觀察國外海龜的產卵過程，進而反思

個人對我國綠蠵龜保育工作的參與行動。因此對國際生態的觀察、了解與知識，

轉化為對自我生態環境的覺知與關懷(Fletcher, 2015)，就是跨文化知識轉化力的

產生。 

(二) 跨文化人文關懷力 

學生進行海外踏查，常會面對不同文化立場，像各殊的宗教儀式或飲食習

慣。例如學生進行飲食品鑑行動，會發現印度教徒不食用牛肉，因為牛是印度教

神祇濕婆神的座騎，所以將之視為神聖的動物。透過踏查的理解而能尊重對方獨

特的需求，進而真誠地關懷他人(Webb, Gulson, & Pitton, 2014)，就會產生跨文化

人文關懷力。 

又如，學生進行聚落探索，發現馬來西亞華人新村，是在英國殖民時期，政

府把散居在森林邊緣的華人，遷移到新設立的聚落，由軍警集中管制，以達到切

斷馬來亞共產黨游擊隊供應線的軍事目標（黃招勤，2012）。因此，學生到華人

新村進行聚落探索行動，將這種獨特的人類文化經驗，視為重要的資產(Scarfe, 
Flynn, Reginier, Thompson, & Woodhouse, 2007)，就是跨文化人文關懷力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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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跨文化情境覺察力 

學生進行海外踏查建築研究行動時，從建築形式，可以意識其宗教文化；依

建材使用，可以覺察當地氣候、地質或自然資源；由內部空間配置，可以洞悉不

同的生活文化。所以，海外踏查之建築研究行動，可以對過程中所觀察到的社會

文化現象與內涵，進行正確的判讀、理解，並採取合宜的詮釋與應對，

(Killingsworth et al., 2016)，就會產生跨文化情境覺察力。 

又如，學生進行童趣體驗行動，會發覺童趣的取材和當地的生活條件有高度

關聯，如貧窮地區孩童大多自行製作玩具，而人民所得較高國家的孩童，他們的

玩具則多來自購買。另外，學生透過踏查，會察覺在較保守的社會文化中，童趣

活動形式多為靜態或個人，如東方孩童偏好手翻花繩；而較開放的社會文化，其

童趣活動形式則多為動態或團隊，如西方孩童熱衷足球活動。因此，進行海外踏

查的童趣體驗行動，學生透過語言與非語言情境的理解，達到有效且適切的互

動，就是跨文化情境覺察力的產生。 

六、代結語 

國際教育之海外踏查，因為主題有明確、課程有深度、探索有意義以及文化

有感動，所以學生得以在國際移動的情境中深刻學習。而飲食品鑑、生態觀察、

童趣體驗、建築研究以及聚落探索等五個海外踏查行動，就是學生對多元文化之

實際生活問題解決的體察、感知與培力。因此，海外踏查行動所產生的跨文化知

識轉化力、跨文化人文關懷力與跨文化情境覺察力，可以拓展學生跨文化的比

較、反思、整合與創新之教育力，進而達成國際教育「培育學生成為具有競合力

全球公民」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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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實施國際教育之經驗與反思 
許誌庭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 

 
                                           

    2005 年 T. Friedman 出版《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 (楊振富、潘勛譯，

2005)一書，指出隨著網路科技的發展，區域間的競爭立足點變平等了，只要有

雄心能力，不管在那個邊陲的角落都不會被邊緣化，總有機會出頭；同樣的，即

使身處核心地帶，也無法永遠保持優勢。 

    亦即網路科技的發展，再次擴展了以交通發達縮短人們旅行時間所促成的地

球村，進一步大幅縮減了跨國交流的門檻與成本，但也同時增加了國際競爭壓力

的強度。 

    上述現象於教育場域的意義是，國際教育不再只是一種學校特色的選擇或建

置，而是一個必須進行的教育議題，讓學生具備國際視野擁有競合的能力，就如

同認識社區鄰里一樣的重要。 

    為能引導學校推動國際教育，教育部於 2011 年發佈《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

書》，提出四大國際教育目標，包括培養具「國家認同」、「國際素養」、「全球競

合力」及「全球責任感」的國際人才。並推出「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計畫」

(School-base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ject, SIEP)，列出「課程發展與教學」、「國

際交流」、「教師專業成長」及「學校國際化」等四類補助項目，供學校提案申請。 

    作者現兼任南大附小校長一職，實際參國小階段國際教育之規劃與執行，藉

此綜合本校及他校之經驗，提出若干經驗與反思供各界了解與參考。 

一、 出訪交流應強調紀律，但無需形塑過度緊張氛圍 

    出訪國外畢竟不比在自己的國內，有帶隊出訪經驗的師長皆知，必須全程繃

緊神經，除了緊湊的行程外，學生的身心安全與穩定，亦需費心留意，因此更需

要的是學生能對規範的遵守，以避免出意外的可能性。 

    然而過度形塑出訪期間的緊張氣氛，卻也可能因而增加了學生無謂的恐懼，

當隨時處在害怕被懲罰的情境中，學生將只會專注在有無違反規定，無形中壓制

了學生的學習能力，進而錯過了寶貴的學習機會。 

    皮德思在《倫理學與教育》 (簡成熙譯，2017)一書，討論了懲罰與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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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紀律是對規則的遵從，但要特別注意的是這裡的規則，並非專指以教師權威

所立下的外在行為的要求，更應包括學生對學習內容的自我要求，例如學生未作

完作業時教師責令重作，並非懲罰而是維持紀律。 

    亦即對出訪而言，遵從師長訂下的行為規則，例如集合時間、服裝要求、參

訪行止等要求當然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對正向學習紀律的要求，鼓勵提問、主

動探索、深度思考、綜合比較等，讓學生保有適度的好奇心，專注投入在出訪的

學習過程，而非只是遵守團規的觀光客。 

二、 應以課程與教學為實施國際教育的核心 

SIEP 規劃了四項推動項目，其中應將「課程與教學」視為是推動國際教育

的核心，因此不管是「教師專業成長」類，必須以能否轉化為課程與教學來檢視

其成效，包括參加與國際教育有關之研習、課程或認證等，應進一步落實為課程

產出與教學實施；「學校國際化」類的六大指標中，包括校園國際化、人力國際

化、行政國際化、學習國際化、課程國際化及國際夥伴關係等，應以能融入、支

援課程與教學為實施脈絡；而「國際交流」類的活動，更應以能展現課程教學的

實施成果來規劃，不管是配合國際交流主題，增加課程的多元與豐富性，或搭配

與原有課程，設計交流主題以增加課程的深度或廣度。 

以南大附小曾辦理與新加坡淡馬錫小學進行國際交流為例，為能幫助小朋友

於初見面時創造話題並加深彼此印象，本校國際交流團隊規劃製作創意名牌課

程，從中結合了藝文課程的美術設計，讓小朋友將自己名字連結興趣、自我期許

等，進行文字與圖像的創意文稿設計，再結合資訊課程，運用掃描、電腦繪圖及

雷雕等創客技術，製作出獨一無二，話題十足的個人名牌，讓小朋友在初見面時

就能自然而然的交談。 

再者，落實於全校性課程架構更是重要推動策略，特別是即將實施的 12 年

國教課綱，留有校訂彈性學習課程的空間，各校得以依據自身的教育目標、學校

願景規劃特色課程，為此本校亦將國際教育列為六大主題統整性課程之一，於每

學年每年級進行 12 節課堂教學，將國際教育納入日常的課堂中實施。 

三、 國際交流應設定主題，並著重行前培訓課程 

一趟國際交流活動牽涉層面廣泛，需時長期籌備與眾多資源的投入，若學生

只參與行前說明會及 3-5 日的參訪行程未免可惜。因此在國際交流活動中，本校

皆會事先設定交流主題，例如在曾有過的出訪行程中，規劃了澳門世界遺產、新

加坡水資源、香港科技教育等主題，或為來訪的師生擬定了臺灣自然生態體驗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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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等。並根據主題規劃行前培訓課程，包括團員甄選時，檢視參加者對主題是否

有基礎的認識與興趣；甄選後則有一系列包括對出訪國歷史、文化及與主題有關

的培訓課程，以及一般性的出國禮儀、行李打包、攝錄影技巧等，並透過分組方

式，規劃各組於行程中的學習主題，把交流活動當專題製作，以充分發揮國際交

流具有讓紙面知識躍進生活中，實行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教育理想。 

四、 擴大參與層面，推廣交流成果 

相對於其他學習形式，國際交流活動不管是對學校或學生而言，都需付出更

為高昂的代價，特別是國際交流更是所費不貲，也因此菁英制仍是主要的實行方

式，對此學校除了善加推行在校辦理的國際交流活動，以擴大全校師生皆可參與

外，更應致力於出訪交流效益的提升。 

以本校作法為例，2016 年南大附小取得參加亞太兒童國際會議 (The 
Asian-Pacific Children Convention，APCC)臺灣代表權，可有六位學生代表前往日

本福崗，參加由 52 個國家及地區共同召開的會議，行前除了對學生代表進行培

訓課程外，另特別規劃了全校性的亞太文化週，包括亞太各國歷史地理、文化飲

食、日本卡通、日語社團等主題課程教學，並在兒童節園遊會設置亞太國家服飾

攤位，供全校學生體驗。返校後則辦理成果發表，包括朝會、校刊心得分享及實

體成果展示。 

在隔二年後的日方回訪活動中，除了安排接待家庭及入班學習外，亦規劃了

由本校及來訪日本學生共同設攤的闖關活動，供全校學生體驗雙方文化。 

五、 結語 

除了上述基於實際運作經驗所提及的建議與省思外，國際教育所拓展的國際

視野，與在地認同所培養的愛鄉情懷之間可以如何互動、辯證？相關師資培育應

以培養教師何種能力為核心?不同社經背景學生，對國際教育的參與度與所產生

影響性為何？國際教育與其他學科領域及議題間如何整合?以及當面對異文化時

應予絕對尊重，抑或可有文化評判，以導向更為進步的價值觀？等思辨性議題，

仍是各級學校於推動國際教育時需再予澄清與面對的課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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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國際教育中長程計畫在東門國小的實施 
謝明燕 

臺北市立東門國民小學校長 
 
 

一、前言 

    107年4月24日北市教綜字第10733968500號函頒，《臺北市國際教育中長程

實施計畫-建構全球素養及未來競爭力》（教育局，2018），作為臺北市的實施

依據。國際教育白皮書（教育部，2011）所言：地球村觀念的興起，加上資訊科

技的發展，促進了國與國之間天涯若比鄰的依存關係。除此外，跨國企業、非政

府組織（NGO） 及非營利組織（NPO）快速成長並日趨活躍；知識、資訊、技

術及創新等能力，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資源。這帶動也促進我國社會加速朝向國

際化與多元文化方向發展。全球化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個必須面對的事實。 

二、具體做法 

    臺北市立東門國小依據國際教育白皮書（教育部，2011）及臺北市國際教育

中長程實施計畫的理念（教育局，2018），分成幾個面向來達成國際教育目標。

以下依序說明臺北市立東門國小的做法。     

(一) 增強教師國際教育知能，發展國際教育課程 

    校長及教務主任，都取得教育部中正大學進階研習個人證書，對於推動國際

教育有深刻理解與認識。校內也指定 1 名組長為國際教育專責窗口，負責協調推

動學校國際教育政策（含課程及活動）。 

    學校整合教育局或教育部的相關專案計畫，例如：國際筆友、國際海洋學校、

ISA 國際學校認證獎、彭博基金會專案及教育部 SIEP 等等的計畫，於上、下學

期各召開期初、期末會議，討論國際教育相關事務、確定執行內容、分配經費，

進行提案討論與臨時動議。並依據各年度呈報教育局獲教育部審核的計畫內容，

制定行動方案，組織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依據學校現有條件，發展各項課程與教學活動，並據此制定國際教育學習社

群計畫。106 學年度由設備組長湯為國擔任領域召集人，召集校內行政（3 名）、

導師（4 名）、科任（英文 2 名、資訊 1 名、藝文 1 名）共 11 名老師一起推動

國際教育課程與教學的研發、課務及設備支援。 

    教師的專業學習社群聚焦在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上。有學校安排的定期聚會

分享，也有不定期教師之間的討論分享。依據行動方案進度，106學年共進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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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定期會議，討論相關事務及分享教學資源。以107學年度為例，東門英語情境

中心老師，執行多場ISA國際學校獎認證之行動方案。107學年度，結合彭博基

金會的專案，進行水資源議題的教學活動，並與國外夥伴學校進行聯盟，雙方的

學生透過網路，在線上就議題進行討論對話。 

    學校湯為國、蔡珮雯、林品鴻、湯凱筑、劉靜瑩、賴麗鳳老師等6位國際教

育社群成員，受教育局之邀請研發「臺北市106學年度國際發展教育月－國小學

生資源手冊」，並自行研發多份學習單，與International School Award(ISA)ISA
國際學校獎認證之行動方案做結合使用。107學年度，發展《臺北就是我的大教

室》教育手冊；這些資源手冊，以紙本及網路連結的方式，分發至臺北市各個國

小推廣使用，協助教育現場的老師，可以更有效的推動國際教育的課程與教學。

研發教材的教師們，也獲邀到數個國小進行推動國際教育的專業分享。 

(二) 培養學生具備在地認同及尊重多元文化的素養 

    結合既有的課程教學，學生上學之後必須先認識東門。二年級以後，結合社

會課，老師帶領學生認識社區進行戶外踏查，三年級是中正紀念堂，四、五年級

是海事博物館，五、六年級是228公園、高等法院、中山堂等。課程中也認識臺

灣飲食文化、臺灣海岸與海洋型態。結合課程與教學認識三大洋及生活中的多元

文化。 

    東門在推動多元文化教育，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題。以107年為例，搭著世界

足球盃的風潮，藉由讓學生預測哪個國家會是冠軍？引導學生認識各國的文化。

重視新住民未來可能產生的影響力，結合和草基金會的專案，申請閱讀營經費，

提升新住民識讀能力。落實品格教育，教導愛護環境並理解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三) 應用資訊流動，促進跨境互動與溝通理解 

    東門學生都能運用平日所學的外語，與國外夥伴學校－希臘 I. M. 
Panagiotopoulos School，完成各種課程與教學的行動計畫。在 104 年國際教育中

級認證學校的計畫與行動中，融入社會課程；四上社會課程有介紹錢幣的演 進，

兩校就雙方國家的錢幣，進行了錢幣的故事 (The Story of Money)，藉由錢幣的

演進來了解雙方的歷史。雙方並進行視訊會議，請每組學生介紹其所負責的面額

給希臘學校學生了解，希臘的孩子也介紹他們的錢幣。在視訊交流活動中，除了

介紹錢幣之外，雙方也進行舞蹈交流。東門孩子示範即興舞蹈，希臘的孩子表演

傳統舞蹈。在 106 年度，申請 ISA(International School Award)國際學校獎認證，

東門國際教育的推動更為完整更為結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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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三年級方案為例，主題四：千里來相會，活動名稱：有朋自遠方來，雙方

學校學生自製卡片自我介紹，並互相交換禮物；東門學生贈送希臘孩子中國結，

他們回贈東門學生聖誕樹。三年級另一個活動名稱：料理東西軍，東門的孩子介

紹臺灣飯糰的製作，希臘學生介紹他們沙拉的作法。五年級方案，主題：馳騁故

事海，活動名稱為黑水溝 vs 愛情海，東門學生結合社會領域與語文教學，將臺

灣的海洋故事繪製成故事繪本，希臘孩子則以愛琴海為故事背景。雙方學校將作

品上傳 Youtube，相互交流欣賞，增進對於異文化的了解。 

(四) 促進師生了解國際重要議題之內涵並規劃學習活動 

    東門與海外學校訂定姊妹校或是友好學校，帶領親、師、生進行海外參訪。

與日本的學校共學，和韓國的學生直笛、合唱表演交流，到廈門進行兩岸教師專

業成長活動，也到南京才藝交流…等。並結合課程，在園遊會活動時，師生共同

籌劃國際愛心義賣活動；也仿效課本的例子，實踐藍絲帶傳愛行動。 

    在 104 年申請國際教育中級認證，活動融入社會課程。在 106 年度，申請

ISA(International School Award)國際學校獎認證，東門國際教育的推動更為完整

更為結構化。學校完成 7 個以上「全球議題或國際面向融入課程的教學」，這些

教學必須融入學校 3 個以上學科（領域）課程中，並至少涵蓋半數以上學生參與。

例如：東門 ISA 行動計畫，共完成 14 個「全球議題或國際面向融入課程的活動」，

融入語文（國語、英語）、社會、藝文、綜合等 4 個學科領域，參與之學生人數

達 1,163 人，佔全校總人數 71.35％。 

三、 結語 

    東門ISA國際學校獎認證教學活動評量，多採「學習單」或「實作評量」等

方式，雖無量化數據能證實東門孩子的國際素養有所變化，但在質性感受上東門

孩子在國際教育認知、情意與技能上絕對有所提升，理由有三： 

(一) 東門積極參與各項國際教育計畫 

    東門從103學年度獲得ISA中階認證後，持續不斷地在國際教育耕耘，更在

105、106二年繼續往國際學校獎認證邁進。103－106學年度也連四年申請到國際

筆友專案，透過這些計畫補助，讓東門的孩子有更多的機會可以打開通往世界的

窗，從小就以世界公民自居。補助經費除了花費在計畫內，也將部分的雜支用在

舉辦各項校內國際教育活動。以106學年度為例，東門辦理與國際教育主題相關

的圖書導讀、說故事活動、主題書展、東門文學獎、專題演講等活動，創新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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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課程與教學的內容。 

(二) 東門舉辦多項國際教育交流活動 

    東門與國外學校交流密切，並舉辦多項國際教育活動。本校近三年接待過越

南、日本與大陸不少省分學校的來訪活動。106年就已經成行了南京團（五月）

與北京團（七月）。唯近幾年在課程合作上，都是與希臘I.M.Panagiotopoulos School 
小學及韓國Gae-Woong Elementary School（서울개웅초등학교）進行合作，不論

是書信往返還是視訊互動，雙方孩子盡皆互動愉快。透過多元文化週及世足賽引

導學生認識異國文化共34個國家。本校近3年辦理4次校際交流，接待國內外教育

單位參訪共24次。 

(三) 東門整合各項教育專案資源 

    除了申請教育局及教育部的專案經費，平日將國際教育與課程與教學結合，

參與臺北市教育局國際學校獎（International School Award, ISA）行動計畫。104
年度與韓國夥伴學校的文化交流，方案結合社會領域消費理財教育的單元，初步

接觸認識對方的國家與在地特色美食，長程目標在引導中、高年級的學生，探索

臺灣與不同國家的鈔票面額之演進，進而對自己的國家產生認同感，並且培養學

生能善加利用錢幣，並學習如何理財。與希臘的夥伴學校，在計畫進行過程中，

先介紹雙方國家及過年的特色與在地美食，再進行視訊交流對話。透過資訊科技

的協助，讓學生與遠在希臘的同學進行對話，相互欣賞舞蹈表演。循序漸進，讓

學生從各種方式來認識同是生活在地球上的夥伴。 

四、 對於國際教育政策的展望 

    教育部國際教育白皮書（2011）和臺北市政府國際教育中長程實施計畫-建
構全球素養及未來競爭力（2018），雖然有部分差異，但大同而小異。不過在推

動國際教育的過程中，有一些的心得與收獲。 

(一) 應該要積極鼓勵國際教育的推動 

國際教育是現在與未來的教育趨勢，應該更積極投入經費與資源，進行國際

教育的推動。國際教育必須從課程教學中出發，是教育活動中的ㄧ環。 

(二) 推動國際教育從認識多元文化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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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國際化之前，要先有本土化；從認識本土開始，進而放眼國際。臺灣目

前外來人口及新住民人數多，對於週遭多元文化的認識，是國際教育的起源。 

(三) 不要有過多的繁文縟節文書作業 

部分專案有繁複的申請表格，實施過程還有許多要填報的作業，澆熄教師與

行政的教育熱情。如果是積極性鼓勵，應該要有更友善的行政作為。 

(四) 應該加強對小學國際教育的補助 

在高中職，有比較多國際交流的補助經費，但對於小學是沒有的，帶隊老師

要自己花時間掏腰包，這是比較不理想的狀況。所幸，臺北市政府今年開始依據

參加學生人數，編列帶隊老師的補助經費，相信有助於臺北市推動國際教育活動。 

    東門積極的走向世界，而世界也迎接東門的參與。經由多元國際教育的課程

與教學，我們培養東門的孩子都將是未來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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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中小學推展國際教育之省思 
何國旭 

臺中市立和平國民中學校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科技的進步帶動人類文明的提升，也改變了人類生活的習慣與方式，國際競

爭的激烈，突顯了全球人才培育的重要性與急迫性。世界公民的觀念逐漸為國人

所重視，為了要與國際接軌，教育部於 2011 年 4 月公佈了《中小學國際教育白

皮書》，以做為國民中小學推展國際教育的重要依據，扎根培育 21 世紀國際化人

才為我國推展國際教育之願景。我國原住民中小學在推動民族教育與發展各項與

民族議題相關的課程與活動成效不錯，但在推展國際教育方面卻面臨了不少困境

與壓力。然而「全球化」的國際教育視野事實上與「本土化」的原住民教育內涵

是不相衝突的，國際教育最重要的內涵是讓學生懂得尊重、包容與欣賞多元文

化，這個目標與原住民中小學推動民族教育的目標是一致。全球化對各國民族文

化與國家教育最大的提醒，就是告訴我們在浸潤與欣賞不同文化之餘，亦要開始

重視自己的民族文化，積極追求與捍衛屬於自己族群的特色。 

二、本文 

(一)  原住民中小學教育 

1.原住民中小學 

本文所稱原住民中小學，係依據 2004 年 8 月 29 日「原住民族教育法」修正

通過後，其第四條第六款所定原住民學生達一定人數或比例之中小學，在原住民

族地區，指該校原住民學生人數達學生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者，包含新北市烏來

區、桃園市復興區、臺中市和平區、高雄市桃源區、那瑪夏區及茂林區、宜蘭縣

大同鄉及南澳鄉、新竹縣五峰鄉、尖石鄉及關西鎮、苗栗縣泰安、南庄及獅潭鄉

等、南投縣仁愛、信義及魚池鄉等、嘉義縣阿里山鄉、屏東縣三地門、霧臺、瑪

家、泰武、來義、春日、獅子、牡丹及滿州鄉等、臺東縣以及花蓮縣等國民中小

學校。 

2.原住民族教育重要政策 

「原住民族教育法」於 87 年公布施行，對於原住民學生教育機會均等的保

障、就學、課程與教材的選編、原住民教育師資的培育等相關議題，都有詳細的

規範。該法除了提供各級學校在推動原住民族教育的法源依據外，也確立我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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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教育政策較完整的樣貌。早在民國 81 年教育部就提出「發展與改進原住民

教育五年計畫」，迄今已進入第五期(105 年至 109 年)，以「培養具原住民族文化

內涵與族群認同為本體，並結合民族智慧與一般教育，形塑社會競爭力之下一代」

為主軸，同時以「回歸法制基本權利，堅固基礎學習素養，開創民族教育新局，

實踐多元文化理想」為目標（教育部，2017）。 

民國 99 年政府公佈《原住民族教育政策白皮書》，希望能致力於提升原住民

族學生在各級教育的學習競爭力，以發揮原住民族學生多元潛能，培育原住民族

多樣人才。白皮書的公佈，使得原住民族教育事務從教育政策、教育制度、施政

計畫乃至配套規劃等均有法律保障與規範。其中民族教育發展策略之一係規劃設

立民族實驗學校及特色學校及建構民族教育體系，尤其近二年在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署與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支持推動下，學校型態原住民實驗學校如雨後春筍般

的設立，截至 107 學年度為止，通過審議的國中小已達 28 所之多（教育部，2018）。
我國推展原住民族教育多年，大幅促進了原住民籍學生的就學率，根據民國 107
年教育部統計處資料顯示，近五年我國國小以上原住民學生由約 12.5 萬人增加

至 13.6 萬人，占全國學生總數的比率 3.2%；原住民教育總經費占中央主管教育

機關預算比例，從過去的 1％，逐步提升至 107 年度的 1.9％（教育部，2018），
顯示原住民教育的推展，逐年受到政府相關單位的重視。 

(二)  原住民中小學國際教育的推展 

1.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教育部於 2011 年 4 月公佈了《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以做為國中小推展

國際教育的重要依據，其目標是培育我國中小學生具備「國際認同」、「國際素

養」、「全球競合力」與「全球責任感」等四個具國際化的特質。在白皮書第四章

有關教育部協助及支援計畫，諸如：國際教育中心計畫、國際教育教師專業成長

計畫、國際教育海外參訪計畫、國際教育課程發展計畫、國際教育資訊網計畫，

以及國際教育績優獎計畫等來輔助，期能強化中小學生國際教育的深廣度。 

2.原住民族參與國際活動 

民國 89 年教育部推動「教育改革行動方案－加強原住民族學生教育」，目標

在提升原住民學生的教育品質，在此之前，原住民相關的教育政策，有關國際教

育或國際人才培育的的論述鮮少被提及。教育部 99 年頒佈之「發展原住民族教

育五年中程個案計畫（100 年至 104 年度）」中，已考量到全球化與在地化的發

展趨勢，期待原住民的文化特色，能夠突破疆域的限制，散佈與流動至世界各地，

已明文將教育政策融入國際教育的精神與內涵。該計畫在問題評析部份更是直接

點出原住民族國際交流與教育研究問題，期待能增加原住民學生的國際交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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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以及增進學生的外語能力等有關國際教育的議題。 

近年來原住民參與國際事務的管道逐年增多，原住民族委員會從民國 92 年

起陸續辦理原住民國際事務人才培訓，並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實習結合，增進民

族的交流與合作。期間政府也遴選代表團參與聯合國原住民議題常設論壇

（United Nations Permanent Forum on Indigenous Issues, UNPFII）、辦理「原住民

青年部落行動國際發聲計畫」等促進國際連結的相關計畫，其它諸如原住民公費

留學生的名額保障以及補助個人或團體國際交流。此外，原住民社會與相關非營

利組織亦積極致力於與世界南島語族國家的接觸，努力開拓台灣與南島的國際關

係與文化交流，並試圖跨越與連結更多國際社會的多元文化脈絡（楊振賢，

2015）。民國 106 年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訂定「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學

生國際交流作業要點」，並辦理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學生青年領袖培育等計畫，

隱約可以看到原住民國際人才的培育已開始向下紮根。 

3.原住民中小學推展國際教育的困境 

(1)教師流動率高、員額編制受限 

原住民地區由於地處偏遠交通不便、生活機能不佳，且學校規模較小，受限

於教育部規範之教師員額編制，導致人力不足。教師本身扮演課程與教學的催化

者，位居辦學品質的靈魂人物，因此如何瞭解與解決偏鄉教師人力所遭遇的困

境，將是思考維持偏鄉教育品質的根本議題（范熾文、張文權，2015）。教師員

額編制係因學校規模與班級數訂之，原住民中小學校多屬偏鄉小校，教師員額編

制本就不足。這群教師除了負責教育部及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推展的各項行

政業務，若還需要發展學校民族教育工作，實在很難再積極推動國際教育發展。 

民國 106 年通過的「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雖然對於偏鄉學校教師培

育與甄選有相關規劃，也鼓勵具原住民籍教師回部落服務，但依目前師資培育法

之制度，顯然若干年後原住民籍青年投入教育之人數將逐年降低（鍾興華，

2009）。原住民族籍的教師數目逐年銳減的原因，與師資培育制度調節培用功能

失調有關之外，師資培育大學所提供的教育專業課程或許也和原鄉所強調的文化

浸潤式課程有極大的落差，使得原住民族地區學生投入師資行列的狀況不如以往

（葉川榮、陳盛賢、楊思偉，2014）。依據教育部資料顯示，106 學年各級學校(不

含幼兒園)教師具原住民身分者計 2,445 人，占全國教師數 1.0%（教育部，2018），
所以增加公費生的名額以提升原住民籍教師的人數，並且積極鼓勵他們回原鄉服

務，是現階段原住民教育政策的重點。 

(2)教師推動意願及其國際教育知能仍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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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國際教育推行成效的主要因素之一，即在於教師本身對於國際教育的推

動意願高低與否（黃乃熒，2011）。新課綱即將上路，為了培育學生學習九項核

心素養，所有教師在發展校訂課程、主題式統整課程以及推展本身民族教育課程

上就已耗費很多心力，所以學校是否能將國際教育議題與校本課程結合會是影響

國際教育在原住民中小學推展的關鍵。此外，讓教師清楚理解國際教育政策實質

內涵，使教師具備關注國關議題的能力，應能提升其國際教育的知能。 

(三)  原住民中小學推展國際教育的省思 

「全球化」的國際教育視野，事實上與「本土化」的原住民教育精神是不衝

突的，重點在原住民中小學落實民族教育以及推展國際教育中間如何找到一個平

衡點，以下六點省思提供原住民中小學校欲推展國際教育時的參考： 

1.臺灣本身就是學習多元文化的最佳場所 

國際教育課程是多元文化教育的基礎，臺灣蘊含原住民十六族群、閩南以及

客家族群的多元文化色彩，如果再融合添加新住民的生活與文化特色，就是學生

學習多元文人的最佳場所。透過引導與介紹，必能幫助學生建立多元文化觀念，

學習理解、尊重與欣賞族群文化的差異。 

2.從認同自己的族群文化開始 

全球化的過程重新引燃了人們對文化認同、民族團結的興趣，不論防禦性的

國家民族主義，或是極端的排外主義，都顯現出民族認同仍然是一種強而有力的

歸屬方式（陳枝烈，1999）。民族認同不是在於民族文化或歌舞的傳承，而是能

夠願意了解與追尋自我民族文化的價值。全球化對各國民族文化與國家教育最大

的提醒，就是我們在浸潤與欣賞不同文化之餘，亦要開始重視自己的民族文化，

積極追求與捍衛屬於自己族群的特色。原住民中小學在教育推展上要能夠協助學

生從認識民族文化開始，能先認同自己的身份與族群文化，能學會自己的母語，

並且要不斷地提醒學生在漢化與融入主流族群的過程中，如何保持與發展原住民

族群的獨特性。 

3.全球責任感是民族責任感的延伸 

民族教育與國際教育皆強調尊重與包容進而欣賞不同的族群與文化。國際教

育的內涵，正好與原住民教育在維護民族尊嚴、延續民族命脈、增進民族福祉、

促進族群共榮的目的一致。原住民中小學要能夠教導學生認識及尊重不同族群的

異質文化，重視人權與世界和平的價值，強調環境生態與永續的觀念，進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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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整個地球村的責任感，這本來就與原住民十六族群傳統文化價值相符合。非常

期待原住民學生能夠在維護自我族群尊嚴之下，同時維護其它民族的尊嚴；在延

續自我民族命脈之下，也能夠保護其它民族的命脈；在增進自我民族的福祉同

時，也能顧及其它民族的福祉，而達到多元族群共榮的目標。 

四、兼顧「雙語」學習 

「振興族語」是目前原住民中小學努力深耕與發展的目標，民國 106 年通過

公佈的「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 19 條規定：「學校應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本

土語文課程綱要規定，提供原住民族語言課程，以因應原住民學生修習需要，並

鼓勵以原住民族語言進行教學。」族語學習的重要性在促進各族語言之保存與發

展，並且保障語言之使用及傳承。英語為第一國際共通語言，英（外）語聽、說、

讀、寫、譯能力的有效培養，與教育國際化的成效，有密切之關聯（李振清，2010）。
所以學校如何建置一個「雙語」共學（英文及族語）的校園環境，而能夠確保學

生在雙語言的學習上有所成效，是原住民中小學教育工作者需要思考與規劃的。 

全球概念與國際意識已列為課綱之重要內涵，但學校端應思考如何透過融入

課程的方式，將全球性議題、外語及文化學習，融入在現有的課程領域中，以擴

展學習者國際視野（朱啟華，2013）。因此，原住民中小學校課程發展委員可以

思考，如何以民族教育為本位來融入其它國家原住民文化相關課程，進而培養學

生具備多元文化的概念。在教師部份，除了也要提升其外語能力外，同時也要增

進教師多元文化的知能。 

五、建立有「原味」的國際交流 

學校會以姐妹校締結或出國參訪的方式來進行國際交流，讓學生透過實際參

訪體驗來拓展國際視野。學校可藉由原住民族的族群文化外交來形塑台灣海洋風

貌意象、南島語族文化特色、促進社群良性互動、提昇國民多元族群國族認同，

並促進台灣與國際世界的合作機制（楊振賢，2015）。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

資料顯示，在漢人大規模遷居台灣之前，台灣早已為南島語系（Austronesian 
languages）民族所居住。南島語系民族在人種上屬馬來人，是世界上分佈最廣的

民族；分佈地區西起非洲東南的馬達加斯加島，越過印度洋直抵太平洋的復活節

島；北起台灣，南到紐西蘭（原住民族委員會，2019）。以原住民文化與教育的

本位來思考，建議原住民中小學若發展國際交流，可考慮以南島語系文化的國家

為對象，進行以「原住民文化本位」的交流參訪，應該能對原住民學生會更有感。 

目前原住民學校推動傳統文化或國際交流最大的隱憂，就是學校經營者誤把

參與原住民文化的競賽或表演當成學校發展的亮點（許添明、蘇美琅，2007）。
要提醒原住民中小學在以原住民文化作為國際交流的主軸的同時，也要能夠清楚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6），頁 51-57 

 

國際教育與國際移動力主題評論 

 

 

第 56 頁 

的認知到原住民文化是價值，而非行銷產品。 

三、結語 

部落是原住民文化的容器，原住民文化則是部落的靈魂。原住民中小學在部

落是教育與資源的中心，是培育原住民學生成為世界公民的搖籃，國際教育的內

涵，是希望學生尊重多元、欣賞差異以及重視永續，這些與原住民十六族群的傳

統文化價值完全相符，所以原住民中小學應思考規劃以原住民文化為本位的國際

教育，以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為主軸，以南島語系國家或世界其它族群的民族文化

為枝幹，拓展學生「世界民族觀」，培育多元文化思維，發展具原民風味的國際

交流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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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教育 VS.性平教育跨領域課程的新嘗試- 
2018 百大女性知多少? 

李淑菁 
臺北市立吳興國民小學資訊組長 

王哲夫 
臺北市立吳興國民小學英語教師 

 
 

一、前言 

根據臺北市教育局在 2018 年 3 月公布的國際教育實施綱要內容，正顯示當

前各級學校積極推動包含國際議題、提升學生國際移動力、培育未來世界需要的

國際人才的相關課程的趨勢。如何在教科書之外為學生找到更多貼近時代脈動的

國際教育課程學習內容，並且轉化成適合不同學習階段的孩子，能夠增強學生批

判思考的能力與實踐力，涵育全球公民意識與情懷，是教育工作者必須思考與努

力的方向。從 2018 年底的性平教育公投的爭論與結果不難發現與反方因為不了

解而產生誤解與恐慌有關，而這其實也部分歸因於台灣尚未發展成熟的國際教

育。筆者在思考國際教育與性平教育的教學主題時，正值新舊年度交替，許多年

度百大排行榜出爐，突然靈光乍現想到應有百大女性相關主題可以介紹給學生做

為國際教育與性平教育的教材。進階搜尋相關資料後更發現：公布女性百大人物

的排行榜主要有兩種機構，一是美國富比士(Forbes)雜誌，另外是英國 BBC 廣播

公司。比較兩者後發現，一般人比較陌生的 BBC 百大女性更適合設計成國際教

育的課程進行教學，而此主題不只適合國小，也可以介紹其他學習階段的學生。 

二、2018 BBC 百大女性成為國小國際課程的歷程 

(一) BBC 百大女姓 VS. 富比世全球百大最具影響力女性 

2018 世界百大女性評選，一個是美國富比士雜誌的 2018 全球百大最具影響

力女性，其評選標準以全球政治與經濟上的影響力來排序，去年榜首是已經連續

八年榜首的德國總理梅克爾，而我國蔡英文總統排名第四十。另一方面，英國廣

播公司(BBC)的百大女性則是頒發給在平凡生活中奮鬥的女性，她們用最溫柔與

堅毅的姿態接納自己，挑戰世界上不公平的制度或是兩性不平等的意識形態，

BBC 百大女性沒有排名順序，她們在世界各地散發自己的光與熱，影響著世人。

相較於富比世全球百大最具影響力女性標準，BBC 百大女性的選擇標準是多元

的，有許多百大女性得主就像是鄰家女孩一樣的出身背景，這樣的故事更貼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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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人的日常生活與生命經驗，相信她們的堅持與信心能引起更多人的共鳴，因

此，筆者認為 BBC 百大女性更適合作為國際教育與性平教育雙主題教學設計的

主要研究內容。 

(二) 百中選五的 BBC 百大女性 

2018 的 BBC 百大女性全部符合並呼應國際教育與性平教育的精神，但若全

部介紹給學生可能有走馬看花無法深入學習的情況發生，而且部分身體自主與性

的議題也超出國小階段學生能夠理解的範圍。因此，筆者以服務學校(吳興國小)
的學生為首要教學對象來量身訂做課程內容，最後從百位女性選出五位代表不同

國家地區的女性作為學習的主要內容。以下說明選擇理由： 

1. 泳闖直前的越南少女：這位最年輕的百大女性只有十五歲，其運動員身分對

於本校體育校隊的學生能產生更大的共鳴與激勵作用。 

2. 微笑的敘利亞戰地女孩：這位少女的腦麻身分與本校特教學生有共同的生命

經驗。不同的是，她沒有機會上學而必須遠離戰亂的家園千里迢迢坐輪椅逃

到願意收留難民的自由國度。 

3. 拒戴頭巾的伊朗母親：在女性拿下頭巾就要被關起來或罰錢的伊朗，有一位

母親站出來反抗，這種不公平情況讓學生知道自由平等不是到處都有，而我

們何其幸運，生在自由平等好像空氣和水一樣那麼自然的地方，然而在其他

地方這些寶貴的價值則必須是以勇氣爭取甚至可能犧牲更大代價而不一定能

夠得到的奢求。 

4. 烈火紋身的俄羅斯女模：除了刻板印象中標準模特兒的美麗，學生可以從她

身上了解另外一種美的標準，知道為何勇敢的女性是最美麗的。 

5. 得過諾貝爾獎的墨西哥女市長：近期臺灣的選舉新聞非常多，而在地球的另

一端，一個選舉充滿暴力與政治暗殺治安敗壞的國度，出現一位勇敢冒著生

命危險投身選舉的女市長，而且她還是曾經榮獲過諾貝爾和平獎的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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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百大女性課程活動學習單上的五位女性簡介與網頁 Qrcode。 

三、 百大女性課程的核心素養 

分析從 BBC 百大女性的評選標準與五位百大女性的勇敢故事連結到的十二

年國教國小階段各領域核心素養的說明如下： 

(一) 綜-E-C3 體驗與欣賞在地文化、尊重關懷不同族群、理解並包容文化的多元

性 

   從微笑的戰地少女的故事知道世界上有許多難民需要關懷，而身障導致行

動不便的難民更需要人們的關注。當遇到有類似被火紋身的女模遭遇的同

學，要能主動關懷，並且真心鼓舞勇敢接受自己的殘缺的朋友，讓異樣眼光

與嘲諷的霸凌從校園消失。 

(二) 社-E-B2 認識與運用科技、資訊及媒體並探究其與人類社會價值、信仰及態

度的關聯 

   從主題網頁的影片中泳闖直前的少女沒有雙腳卻堅持游下去的積極態

度，以及拒戴頭巾的母親勇者無懼追求自由(普世價值)，都可供學生學習效法。 

(三) E-C3 具備理解與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的素養並認識與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學習的五位百大女性代表的國家的地理位置、國旗以及國家所使用的不同

語言與不同文化(兩性平權的程度)。透過曾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墨西哥女市

長的新聞報導認識墨西哥的政局，進而了解墨西哥暴力暗殺充斥的政局與選

舉文化及其背景，並與臺灣目前的選舉環境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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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跨領域學習教學策略 

    為了讓學生透過 BBC 百大女性的課程內容達到十二年國教所要培養的核心

素養，並涵蓋綜合、國語文、英語、社會以及資訊的學習內容，在課程設計上多

元的教學策略： 

(一) 跨領域的國際性平課程豐富學習內涵 

   本課程挑選來自越南、俄羅斯、伊朗、敘利亞、墨西哥的五位 2018 百大女

性的勇敢故事。並加入世界地圖、地球儀介紹五個國家的地理位置以及五個國

家的國旗，也針對五位女性發人深省的一句話(主要是英語、若不是英語系的

語言也翻譯成英語)，讓學生了解其中的內容與意涵。也引導學生用文字給予

這些勇敢的女性回饋。本課程的學習不只國際教育與性別平等的內容，還包括

生命教育，也涵蓋語文(國語與英語)、社會(世界地理與各地風俗民情)以及運

用行動載具的資訊能力。 

(二) 回饋式主題網頁開拓學習對象與學習影響力 

   為了不讓學習因為下課鐘響就停止，本校教師共同製作一個 2018 百大女性

的主題學習網頁，這裡以中英文雙語呈現五位 2018 百大女性的故事，除了有

文字、影像與影片介紹，還加入 google 地圖、國旗以及線上留言。留言者可

以即時在網頁看到自己與他人的留言。延伸學習內容也附上幾位有個人社群網

頁連結，也鼓勵學生用英語短句直接跟當事人溝通，讓學生可以更真切感受勵

志的主角不只是故事中角色而是真實活在這世上的正在奮鬥的勇者。此網頁除

了上過課的學生，也讓更多人更近一步認識 BBC 百大女性。 

(三) 遊戲加深學習效果 

   課程中設計了以地球儀指出五個國家，以及玩行動載具上的 Quizlet 的配

對主角與國家國旗遊戲，這可以讓學生在短時間內熟悉對五位女性的時空背景

後，再繼續了解每位主角勇敢的生命故事，可以深刻學習到五位女性的不畏權

威、勇於突破窠臼刻以及熱愛生命的態度，並能對學生自身行為產生潛移默化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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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BBC 百大女性對應到國際教育來看是能夠往橫向與縱向持續發展的主

題，除了未來每年產生新的百大女性可以豐富教學內容外，國中高中階段甚至

是高等教育與成年的學習者都可以找出更多代表女性來進行介紹。BBC 百大女

性非常契合國際教育的多元文化尊重、世界重要議題之理解。這也跟性別平等

教育的內涵不謀而合。希冀透過持續推展此主題性平教育跨領域課程從小扎

根，由下而上的影響，人人都擁有具有理解與包容的國際視野，成功扭轉臺灣

普羅大眾對於性平教育消極的負面觀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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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bc.com/news/world-46225037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6），頁 63-66 

 

國際教育與國際移動力主題評論 

 

第 63 頁 

培養國際移動力人才的一環 
─全英語授課之配套措施 

王俐淳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一、前言 

高等教育國際化主要推行的重點項目之一，除了培育學生具備國際視野之

外，學生的英語表達及溝通能力為相當重要的關鍵。因此，全英語授課(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一詞，便出現於許多非英語國家之高等教育機構

中，近年來，甚至開始往高中、國中小學發展的趨勢。全英語授課政策推行的

主要目的，為期望能有效達到提升校園國際化、培育就業市場所需人才和招收

更多的國際學生(Coleman, 2006)。臺灣亦不例外，教育部於 2011 年就曾發佈「補

助大專校院精進全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計畫要點」，其以經費補助的方式，鼓勵大

學推動全英語學位學制班別，並期望能藉此提升本國學生語言能力及國際視

野，促進國際文教交流，培養具備國際移動能力之人才。 

根據統計，台灣過去十年來的 EMI 課程和學程數量有明顯增加的趨勢。自

2009 年間各大學申請全英語授課的數量為 16,450 門， 2014 年更已超過 24,077
門 EMI 課程的申請(Chang, 2019)。對應到教育部統計之大專校院境外學生在臺

留學及研習人數更是發現，正式修讀學位之外國學生若不考慮陸生的人數，2018
年為 28,389 位，相較於 2008 年的 6,258 位來說，足足多出 4 倍。從前述的數字

可以發現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正朝向國際化邁進。 

然而，儘管外界期許全英語授課制度能有效地培育更多國際人才，但是，

全英語授課推行至今，各國學者研究發現，於實施 EMI 政策時，對於授課教師

來說，往往發現其面臨到語言、教學上的挑戰。此外，對於本地的學生來說，

儘管其了解國際化及英語趨勢的重要性，但往往受限於本身的英語能力或是專

業能力不足的問題而造成學習上的困擾。是以，本文主要彙整目前國內外學者

對於全英語授課之教師、學生層面問題進行探討並提出建議。 

二、全英語授課之相關研究-教師層面 

根據 Dearden (2014)針對已經實施全英語授課的 55 個國家研究後發現，

83%國家的教師未符合語言能力的要求；60%則未提供教師教學手冊及相關專

業培訓。然，由於全英語授課教師的語言能力不足，導致其在學術和一般用語

上容易受到限制(Tange, 2010)，讓老師教學上更緊張，以至於課堂間無法與學生

產生良好的互動及溝通(Ploettner, 2019)。過去研究更發現，如果教師沒有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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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語能力來提供學科知識，學生對於全英語授課不僅感到不滿意，更影響其

學習成效(Yang, O’Sullivan, Irby, Chen, Lin, & Lin, 2019)。因此，鑒於教師於課

程的重要性及影響力，過去有學者建議，於廣設全英語授課的科目之前，應先

考量授課教師本身的英文程度(曾憲政，2012)，甚至可以採用英語教學能力測

驗的方式以確保 EMI 教師的英語授課品質(Klaassen & Räsänen, 2006)。 

此外，培訓機制亦為全英語授課教師所缺乏的，特別為教學策略方面，以

牛津大學為例，其針對 EMI 教師提供了 40 小時的培訓課程，包括 EMI 教學法、

EMI 教學和演示技巧、語言和視覺輔助、EMI 評量。台灣方面，目前雖然各大

學逐漸地推行全英語授課技巧的工作坊、EMI 專業發展計劃(Chang, 2010)。然，

大多數仍由教師自由選擇參加與否，尚未規範機制要求全英語授課教師必須參

加。如同張郁雯（2012）論述，儘管各大學鼓勵教師以全英語授課，但仍無法

對其能力進行把關，因而，目前對於全英語授課教師之教學品質及成效往往只

有台下的學生最清楚了。 

三、全英語授課之相關研究-學生層面 

過去研究發現，全英語授課對本地學生來說遇到最大的問題，莫過於語言

能力的不足，甚至可能為此形成了焦慮及壓力(Khan, 2013)。雖然，曾憲政（2012)
建議，本地學生於修習全英語授課的課程前應通過特定門檻的英語程度檢測。

但作者認為，設立門檻或許僅可有效地控制班上學生的英語能力水平，減少教

師授課時的問題，但此作法與英語授課政策推行目的，可能有些許出入。 

全英語授課，不僅為供外籍生及英文程度高的學生學習，更期望能透過全

英語的學習環境提升本地生的競爭力。目前台灣高等教育機構提供學生修習全

英語授課，於選課操作的方式上與一般課程相同，除非系所有修業上的限制如：

必修、僅限該科系學生修課的規定。對於本地的學生來說，在非必修的情況下

之所以選擇了全英語授課為選修課程，其本身就具備了較高的學習動機，甚至

對於這堂課是具有期望的。因此，Yeh (2012)對於學生英語程度的問題提出建

議，其指出大學端，可以考慮開設語言訓練課程、定期的提供英語授課的輔導

和實施計劃、建立英語輔導系統和寫作課程等，以協助英語程度不足的學生能

透過全英語授課提升其學習成效。 

四、結語 

臺灣實施全英語授課的目的為期望能藉此提升本國學生語言能力及國際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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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促進國際文教交流、培養具備國際移動能力之人才。然，於政策實施方面

上，根據前述文獻發現，全英語授課制度仍需要各界的關注。本文主要針對當

前教師層面及學生層面的問題進行梳理，並提出如下 4 點建議： 

1.  鼓勵教師開設全英語授課的科目前，除了教師所需提交之申請表單外，學      
   校端應提出審查機制。如：教師英語授課的能力、開設課程的動機。 

2.  學校應要求申請全英語授課的教師參與培訓課程。  

3.  學校需設立能夠檢視教師全英語授課之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之機制。 

4.  針對學習落後的學生，學校端應設立輔導機制如:英語輔導系統、課後輔導。 

參考文獻 

 張郁雯（2012）。大學教育國際化-談開設全英語授課學位學程之必要性。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1，26-27。 

 曾憲政（2012）。國際化與全英語授課的迷思。臺灣教育評論月刊，1，39。 

 Chang, Y. Y. (2010). 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 for subject courses in tertiary 
education: Reactions from Taiwanes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aiwan International 
ESP Journal, 2(1), 53-82. 

 Chang, S. Y. (2019). Beyond the English Box: Constructing and 
Communicating Knowledge Through Translingual Practices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Classroom. English Teaching & Learning, 43(1), 23-40. 

 Dearden, J. (2014).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a growing global 
phenomenon. British Council. 

 Khan, H. I. (2013). An investigation of two universities’ postgraduate students 
and their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policy and practice of English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 in Pakistani universiti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Glasgow). 

 Klaassen, R., & Räsänen, A. (2006). Assessment and staff develop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for 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 A question-raising article. In: 

Wilkinson, R., Zegers, V., & van Leeuwen, C. (eds.), Bridging the assessment gap in 
English-medium higher education. Bochum: AKS--Verlag, 235-255. 

 Yang, M., O’Sullivan, P. S., Irby, D. M., Chen, Z., Lin, C., & Lin, C. (2019).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6），頁 63-66 

 

國際教育與國際移動力主題評論 

 

第 66 頁 

Challenges and adaptations in implementing an English-medium medical program: a 
case study in China. BMC medical education, 19(1), 1-15. 

 Yeh, C. C. (2012). Instructors’ perspectives on 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 in 
Taiwanese universities. Curriculum & Instruction Quarterly, 16(1), 209-232.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6），頁 67-72 

 

國際教育與國際移動力主題評論 

 

第 67 頁 

國際聯合教學在台灣企管碩士教育上的新嘗試 : 
 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事業暨跨文化管理研究所的 

「碩士三方學程」 
胡海豐 

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國際事業暨跨文化管理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 

在資訊化與全球化的現代世界，高等教育的疆界不再涇渭分明。全球化的浪

潮使得各國的教育資源出現了過去不曾出現的流動性  (侯永琪與蔡小婷，

2015)。關於商管教育國際化 (internationalization) 與全球化 (globalization) 的爭

論，也從「是否必須做」轉變到「最好該如何做」(Green & Gerber , 1996)。 

商管教育的「國際化」，絕不僅止於課程上融入更多的國際性內容，學校本

身也需要變身為一個國際性組織，與其他國家的教育機構協同，提供教職員生獲

得國際性專門知識的管道，可以定期且廣泛地在教育過程中加入全球的資源 
(Green & Gerber, 1996)。然而現實上，多數的商管教育組織並沒有足夠的資源獨

立完成這些事。因此，與外國學校或商業教育組織的合作與策略聯盟，就成為了

比較可行的方案 (Green & Gerber, 1996)，因而「國際聯合教學」的模式也應運

而生。 

在新時代的教育浪潮下，「國際聯合教學」已經成為各國教師與學生交流的

良好平台 (張倩，2009、王淑慧，2014)。這些學生與教師的國際移動，直接促

進了不同教育制度、辦學理念、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上的跨界交流 (王淑慧，

2014)，這種現象對於台灣高等教育的面貌有了新的啟發 (姜麗娟，2010) 。這些

高等教育面貌的轉變，並非全然由學術界所主動引導，同時也是被動回應社會的

轉變與需求 (劉立偉，2007)。 

本文以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事業暨跨文化管理研究所」、法國里爾大學國際

商學院 (ESTIC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of Lille Catholic University)、與俄羅

斯康德波羅地聯邦大學歐洲商學院 (European Business School of Immanuel Kant 
Baltic Federal University)，在 2017 年 5 月共同創辦的「碩士三方學程」(Master 
Tripartite Program) 為例，探討跨國聯合教育台灣企管碩士教育上的新嘗試。 

二、 文獻回顧 

在資訊科技發達的 21 世紀，高等教育的國家界限已逐漸模糊 (王淑慧，

2014)。課程、學生、教師、及教育機構的國際流動，也司空見慣 (王淑慧，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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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永琪與蔡小婷，2015)。在跨國比較與追求教育綜效的考量下，「國際聯合教學」

的發展已是未來教育界可能的趨勢之一。類似於傳統經濟商品的國際貿易，各國

商品間之進出口乃取決於各國生產商品之絕對利益(absolute advantage) 與比較

利益 (comparative advantage)，國際間的教育資源流動，也有類似的考量。 

換言之，各國教育機構基於本身資源的優勢與劣勢，透過與其他國家教育機

構的合作，能使得參與的雙方或多方都能獲致利益。例如，眾所周知，國際經驗

對於企業管理碩士(MBA) 的教師與學員是非常必須的經驗。然而，在課程上提

供這樣的經驗，對於許多相對小型的課程規劃與組織來說，是相當困難的 
(Budden, et al., 2005)。透過各國教育機構的合作，可以有機會解決這樣的困難，

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事業暨跨文化管理研究所」的「碩士三方學程」亦是著眼於

此。 

「國際聯合教學」的課題選擇，並不限定於特定的主題或學科，但通常會希

望融入參與國家的地方特色 (高斌與石慶華，2013)，因而「跨文化」常是「國

際聯合教學」最重要的特徵。「跨文化」特徵在「國際聯合教學」上，並不單指

授課內容，更包含學員在整個學習的歷程與環境中的潛移默化。 

從組織行為的觀點而言，張倩(2009) 認為，跨國教學最顯而易見的好處，

是增加了學生的「競爭力」。在跨國聯合教學中，學生們面對外國的教師，不同

國家同學間的競爭，「為榮譽而戰」的激勵感特別強烈，較容易在短時間內激發

個人的潛能，呈現特別優異的表現。在人格養成上，「國際聯合教學」提供的跨

文化、跨領域的平台，也開闊了學生的思考空間與國際觀。此外，對授課教師而

言，「國際聯合教學」提供了一個大膽的實驗空間，對教學方式的演化提供了場

域，也讓教學相長的可能性大為增加 (黃保成，2012)。相對地，「國際聯合教學」

也有其缺點。李卓妮等 (2015) 針對中國大學之跨國聯合辦學項目中，大學生的

跨文化適應問題，提出了「國際聯合教學」對於學生跨文化適應能力的培養，會

有課程設置不科學、 專業技能培訓弱化、與跨文化適應培養體系缺失等弱點。 

另外，隨著全球高等教育市場的擴張，以及隨之而來的激烈人才競爭，國際

學生的爭取，除了經濟利益外，也包含了學術、社會、文化、與政治利益。在台

灣，大學機構中國際學生的比例，也常被視做衡量國際化的重要指標 (姜麗娟，

2010)。更甚者，台灣高等教育市場為了解決「少子化」所帶來的生存危機，也

將招收國際生視為處方之一。 

文藻「國際事業暨跨文化管理研究所」的「碩士三方學程」，除了「教師國

際聯合教學」與「學生跨國聯合學習」等教育功能外，也包含了增加招生吸引力

的經濟目標。雖然是以增加招生台灣研究生為主要目標，但如果能夠吸引國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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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也是不錯的附加價值。換言之，我們不能只把高等教育國際化當作終極目

標，更應反思如何利用高等教育國際化增加國內教育市場的競爭力，解決台灣高

教市場的內憂 (少子化、教學品質低落) 與外患 (高教市場排名、人才爭奪、學

術聲望) (姜麗娟，2008、2010) 。 

同樣地，在歐洲過去被視為追求真理、純然知識探究的高等教育，也同樣受

到全球化的影響，開始走向實用主義的方向。大學開始與商業結合，與相關企業

結盟，產學合作。另外，高等教育的國際交流也日漸蓬勃。2003 年 12 月，歐盟

啟動了高等教育的「伊拉斯莫斯世界計畫」（Erasmus Mundus），這項高等教育國

際合作交流的計畫，目的在於促進歐盟會員國與非會員國間高等教育的交流，吸

引非會員國學生至歐洲留學。透過支持歐盟碩士課程的卓越發展、提供非會員國

碩士生至歐洲留學獎助學金、以及提供歐盟會員國學生獎學金至非會員國學習，

碩士生畢業後可以獲得雙聯碩士的學位。「伊拉斯莫斯世界計畫」聯合辦學及其

人才培養的模式，已經成為全球高等教育跨國合作交流的典範 (李盛兵與鄔英

英，2011)。 

三、 台灣文藻、俄羅斯 IKBFU、法國 ESTICE 協同之「碩士三方

學程」 

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事業暨跨文化管理研究所」、法國里爾大學 ESTICE 國

際商學院、與俄羅斯康德波羅地聯邦大學歐洲商學院，在經過兩年多磋商、協調、

互訪後，在 2017 年 5 月正式簽訂了「碩士三方學程」，並於同年 10 月展開第一

屆的課程。此學程在俄羅斯與法國，稱之為 “Bridge Program”，“Bridge” 乃是

Business-Related Intercultural Dynamic Global Experience 的縮寫，這個英文名稱

充分體現了此學程的特色，旨在提供商管專業的跨文化、動態的全球化經驗。  

此「碩士三方學程」在課程規劃上，係參酌各校在商管專業領域上的相對優

勢，即按照各校之師資專長領域來配置負責的科目，整個碩士三方學程的課程共

計有 60 ECTS，相當於台灣大學體系 30 個學分。俄羅斯 IKBFU 負責的科目有跨

文化團隊管理、專案管理、創新商業模式、俄羅斯企業實習、與 X-culture 的線

上課程；台灣文藻負責的科目是領導與管理、國際策略行銷、國際策略管理、商

業企劃、第一階段創業計畫、與台灣企業實習；法國 ESTICE 則負責衝突管理、

企業社會責任、企業倫理、第二階段創業計劃、與法國企業實習等。 

這些課程的配置有別於一般 MBA 的課程規劃，特別強調實務與實際創業的

經驗。在台灣、法國與俄羅斯三方面提供的課程中，有一門企業實習 (on-site 
project)，此一課程貫穿三個國家。在此課程中，三方學校需各自提供當地 2 至 3
家企業，讓學程學生就地實習，實際體驗當地企業的運作方式。這些當地企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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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各主辦學校也會考量學校與企業的地緣關係，盡可能地挑選原先已與學校

有聯結的當地企業，以求讓學程學生在業界實習得到更好的效果 (D'Este and 
Iammarino, 2010)。 

另外，三方學校也各自提供 50 小時的當地語言與文化課程，例如俄羅斯

IKBFU 會提供 50 小時的基礎俄語與文化課程給來自台灣與法國的學生，此舉深

化了學生「跨文化」的體驗，降低其跨文化適應的困難。 

2017 年 10 月啟動的第一屆「碩士三方學程」，法國、俄羅斯、與台灣，各

有 3 位碩士班研究生參與。他們共同待在俄羅斯 8 周(2017.10.16-201712.08)，台

灣 8 周 (2018.03.05-2018.04.27)，與法國 8 周 (2018.05.07-2018.06.29)。在運作上，

俄羅斯 IKBFU 的 Olga 教授已事先建立一個網路社交平台，讓三國的學生在上

課前就能認識熟悉，縮短彼此跨文化適應的時間。此外，此碩士三方學程除安排

9 位學生共同上課外，也利用線上 (on- line) 的方式，讓 9 位同學協同完成創業

計畫。2018 年 10 月，第二屆「碩士三方學程」也已在俄羅斯展開，並根據第一

屆的檢討會議，將台灣的課程延長至 9 周 (因為台灣春假的關係)。 

先前曾經提過，李卓妮等 (2015) 針對中國大學之跨國聯合辦學項目，提出

了「國際聯合教學」對於學生跨文化適應能力的培養，可能會有課程設置不科學、

專業技能培訓弱化、與跨文化適應培養體系缺失等三大弱點。 

詳言之，在課程設置方面，李卓妮等 (2015) 認為，大陸高校的國際聯合教

學，通常在中國方面的課程多屬於通識基礎課程，且所占學分比重偏高，這種課

程配置方式不利於中國學生專業課程的學習，因而這些學生到外國上課時，可能

會難以適應國外課程的教學內容與教學方式。這類的缺失，是因為多數的國際聯

合教學，多採用垂直分工的方式，因此會有前後課程連接上的問題。不同於一般

垂直式的國際聯合教學，文藻「國際事業暨跨文化管理研究所」與法國、俄羅斯

國際聯合教學的「碩士三方學程」，是屬於水平整合式的課程配置，三方學校按

照其師資的優勢配置相對應的商管專業科目，搭配貫穿三國的實習與創業計畫，

這樣的設計避免了李卓妮等 (2015) 所提之課程設置不科學的缺點。不過，這種

水平分工式的國際聯合教學，通常適用於期程較短的國際學程，對於兩三年以上

的國際聯合教學，在經費考量上並不容易實施水平分工教學。 

此外，此「碩士三方學程」課程內容皆為企管碩士專業的課程，在相似的商

管領域中，學生較容易體會商管專業在不同地區之文化差異。例如，同樣是創業

類的課程，在各地區的商業利基，法律，稅務等問題的考量，顯然會有所不同。

這種聚焦在同一學術範疇，但在不同地區授課的課程設計，較容易培養學生在特

定學術領域的國際觀。特別是在需要國際觀的商管教育中，這種水平分工式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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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聯合教學，對於學員跨文化知覺的訓練有顯著的成效。 

此「碩士三方學程」在教學方面，不管是教室面授，產業實習，創業計畫撰

寫，皆以英語做為主要媒介。而三方學校各自提供的華語、法語、與俄語課程，

則是提供異國學員跨文化適應的補充課程。因此，「碩士三方學程」學員們的英

文能力，對於此三方學程的授課成效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因而三方主辦學校在篩

選學員時，英語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考量。 

在跨文化適應培養體系方面，李卓妮等 (2015) 認為在中國大學多數的國際

聯合辦學項目中，對於大學生跨文化適應能力的培養，有嚴重的失衡問題。在這

些辦學項目中，多數過於關注於語言能力培養與專業基礎課程，欠缺國外文化課

程、系統講座、跨文化交流、心理調節等內容。而在學生的心態上，則以取得學

位為最重要考量，使得中國學生在國外的求學生涯中，生活圈頗為狹隘，會有跨

文化心理適應與外國社會文化適應問題。在文藻與法國、俄羅斯合辦的「碩士三

方學程」中，來自三方共 9 位的學員，是一個學習「共同體」，從學程開始前就

在網路社交平台交流，學程開始後，則在三個地區共同上課與實習。另外，各主

辦方在其主辦的 8 周內，也會在周末安排當地的文化參訪活動，當地學生則為當

然的地陪與導覽員。這種對於三方學程學生緊密的生活安排，可以避免李卓妮等 
(2015) 所提，在國際聯合辦學項目中跨文化適應能力培養體系的缺失。 

四、 結論 

「國際聯合教學」作為一種教育的方法，已經成為各國教師與學生交流的良

好平台 (張倩，2009)。本文以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事業暨跨文化管理研究所」、

法國里耳大學 ESTICE 國際商學院 、與俄羅斯康德波羅地聯邦大學歐洲商學院

所合辦的「碩士三方學程」為研究對象，探討國際聯合教學在台灣企管碩士教育

上的新嘗試。此「碩士三方學程」是文藻外語大學第一次的國際聯合教學嘗試，

參與者包括三方的教授、學生、與當地的企業，是一次高度國際學術文化交流的

實驗。這個學程以少許的經費，透過三方學校的合作，提供了參與師生難得的跨

文化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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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教師主導的教學觀察(TDO) 
與公開授課的分析比較 

賴光真 
東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張民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教授兼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副處長 

 
                                           

一、前言 

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2014)規定，校長及每位教師

每學年應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進行專業回饋。為落實課程總綱之規定，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業已訂定「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

(2016)。展望 108 學年度起，全國中小學安排公開授課並進行專業回饋，將成為

重要的教師專業發展事務。 

促使教師終身真正落實教學專業的持續學習成長，本屬不易。目前公開授課

偏向行政主導的設計以及最低標準的規範，雖然是不得不然的折衝，但可能要警

覺其間傳遞的潛在訊息，或者形成的框架，仍然無法引導教師對自己的教學品質

負起專業成長的責任。基於此，如何把握這次公開授課相關規定的契機，融入更

能符應或促進教師終身自主追求教學專業發展的模式，以落實或深化公開授課的

效益，值得吾人思考。 

本文引介 Kaufman & Grimm(2013)在「透明的教師：透過同儕蒐集課堂資料

精進教學」 (The transparent teacher: Taking charge of your instruction with 
peer-collected classroom data)一書中所提倡的「授課教師主導的教學觀察」

(teacher-driven observation, TDO)，比較 TDO 與公開授課之間相似但又有所超越

之處，以做為精進中小學教師公開授課效益之參考。 

二、TDO 與公開授課的比較 

Kaufman & Grimm(2013)提倡的 TDO 與公開授課相似，都是一種教學觀察，

引導教師打開教室大門，透過觀課前中後三部曲的系統歷程，邀請教師同儕或其

他人員入班，藉由他們的眼睛、耳朵與經驗，合作性的協助蒐集課堂資料並給予

回饋，促進彼此教學專業的學習成長，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雖然有諸多相似之處，但其間仍有若干不同的思考與做法，各有優劣利弊。

惟就教師專業發展的真正落實而言，TDO 確實有其超越公開授課之處。以下依

據 Kaufman & Grimm 的主張，對照教育部、國教署的規定以及國內學校公開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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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的可能做法，分項目進行分析比較。 

(一)主導者 

公開授課係各校教師在學校或社群的安排下，專門性的、或者結合學校定期

的教學觀摩、教師專業研習、課程與教學創新或教育實驗與計畫等，擬訂共同備

課、接受教學觀察及專業回饋的計畫，經各教學研究會、年級或年段會議討論通

過後，由相關處室彙整核定，並分別於三月及九月底前公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綱要總綱，2014；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

則，2016)。由學校或社群「安排」公開授課，行政主導的成分較高，教師公開

授課的時間、乃至於課程教學內容與相關教室情境，通常是「被協調」出來的結

果。 

公開授課偏向行政主導有其優點，最主要的是可以促使並確保公開授課普及

實施；而且許多行政事宜，例如時程安排、觀課人員協調、公告報名、資源工具

提供等，可以由學校或社群辦理，公開授課的教師負擔較輕。 

不過，行政主導的公開授課也面臨若干缺點。第一，僅是被動配合政策規定

或行政需求等外在動因，而非源自自身的教學問題或專業成長需求，其教室大門

是從外面被打開，因此較可能抱持敷衍應付或抗拒的心態，僅此一次，便宜行事，

政策若不再要求時，勢必立即終止公開授課。第二，教師被排定公開授課的課堂，

可能有相當長的等待時間，且未必是其最需要教學改進或專業成長之處，或者，

相對的，教師發覺自己亟需教學改進或專業成長之處，但受限於公開授課的框

架，可能不會思考隨時透過公開授課來尋求解決或成長，公開授課與專業成長需

求之間形成脫節。第三，教師公開授課不在解決自身的教學問題或尋求專業成

長，比較會擔心被他人窺知自己教學的缺點，因此刻意表現非常態的、教學觀摩

式示範性的教學行為，無助於教師的問題解決或專業成長。第四，承辦公開授課

行政事務的教育人員負擔較為沉重。 

TDO 強調將授課教師置於自己教學專業學習成長的主導地位，為自己的教

學專業學習成長負責(Kaufman & Grimm, 2013)，因此觀課的安排乃是源自自己教

學改進、問題解決或專業成長等內在動因，自主的發動並主導整個歷程，因此明

顯的偏向授課教師主導。而且，教師在知覺自己的需求後，可以儘速啟動觀課事

宜，並決定適切的觀課時間、課程教學內容與教室情境。 

這種教師主導的觀課有幾項優點。第一，觀課的安排源自教師自身需求的內

在動因，是自己從裡面把教室大門打開，因此會抱持認真的心態，嚴謹的進行；

在特定一次觀課之後，有機會追蹤實施後續觀課，或者做多次不同焦點問題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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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若教師體會到觀課效益，即使未來政策不再要求，也較有機會持續長久實施，

落實真正的教學專業發展。第二，觀課能隨時、及時的啟動，且觀課的教學單元

確實是其需要其他教師協助蒐集資料的所在，觀課與教師的需求緊密配合，對教

師問題解決或專業成長較有效益。第三，授課教師比較不會避諱展現常態的、真

實的教學行為，讓觀課教師得以看見授課實況，真正協助授課教師解決問題或專

業成長。第四，授課教師主導整個觀課歷程，籌辦相關行政配套事宜，無須學校

或社群的協調安排，承辦觀課行政事務的教育人員負擔可以酌減。 

不過，TDO 也面臨若干缺點。第一，高度仰賴授課教師具備精進學習的態

度，並展現積極主動且開放的精神，願意突破閉門教學的習慣，若無適當的內外

在動力，會啟動實施 TDO 的教師可能鳳毛麟角，學校或社群將會擔心無法滿足

政策要求。第二，教師必須主導並處理觀課歷程中教學與行政配套等大部分事

務，授課教師的負擔相對較重。 

表 1  公開授課與 TDO 在「主導者」方面的比較 

項目 公開授課 TDO 

主導者 由學校或社群等行政主導 授課教師主導 

公開授課動機 多半被動配合政策規定或行政需求

等外在動因 

基於教師自身教學改進、待解決問題

或專業成長需求等內在動因 

觀課時間與單元 預先被排定 依據需求機動自主決定 
 

(二)觀課焦點、方法與工具 

公開授課提到「學校得提供觀課教師紀錄表件，以利專業回饋之進行」(國
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2016)，一般而言，可能

即是由學校提供通用性的觀察記錄表單，此種表單多半針對整體教學狀況進行普

遍性的觀察，不會指定觀察焦點或資料蒐集紀錄的方法技術。此外，近來臺灣中

小學以「學習共同體」為主軸的教學觀察，則認為觀課時僅聚焦學生學習，不以

教師教學為焦點，針對教師進行教學觀察(潘慧玲，2015)，部分公開授課亦可能

採取此種形式。 

公開授課沒有特定觀察焦點、方法，以及使用一般性通用工具，其優點是可

以關照教師課堂教學較廣泛的資訊，了解教師課堂教學的整體脈絡，提供教師寶

貴的參考資訊；此外，專看學生學習、不看教師教學的資料蒐集方式，可以降低

教師的焦慮或抗拒。 

但是公開授課沒有特定觀察焦點、方法或使用一般性通用工具，將面臨若干

缺點。第一，觀察過於發散，無法深入蒐集教學問題癥結所在的具體資料，連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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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易有效促使教師改善教學或專業成長。第二，專看學生學習、不看教師教學

的資料蒐集方式，無法了解教師課堂教學的整體脈絡，對於教師教學改進或專業

成長未必有利。 

TDO 特別強調每次觀課僅只鎖定一個具體的焦點問題(focus question)，這個

焦點問題是教師最想知道、尚未解決或尚無答案的教或學相關事項，針對該焦點

問題同時蒐集教學核心三要素－－教師、學生、內容等資料(Kaufman & Grimm, 
2013)。因為有特定的焦點問題，授課教師可以一併選定適用的資料蒐集記錄方

法，並且設計提供適用的資料蒐集記錄工具。 

TDO 的觀課有具體的焦點、方法或工具，帶來許多優點。第一，觀課中的

資料蒐集聚焦在教師需求點上，帶有「微型教學」(micro teaching)的意涵；加上

配套思考並備妥資料蒐集方法與工具，可以精準、深入且豐富的蒐集教師教學資

料，對教師教學改善、問題解決或專業成長，提供更適切有效的訊息。第二，同

時觀察並蒐集教師、學生、內容等教學核心三要素資料，然後彙整在一起檢視其

間的交互作用，較能理解教師在焦點問題上的完整教學脈絡，進而發現對教師教

學的啟發。 

然而 TDO 鎖定單一焦點問題的觀課也有缺點，主要就是因聚焦於焦點問

題，形成點狀的觀課，限縮觀察的廣度，無法觀察到教師課堂教學的廣泛脈絡。 

表 2  公開授課與 TDO 在「觀課焦點、方法與工具」方面的比較 

項目 公開授課 TDO 

觀課焦點 1.通常無特定觀課焦點的觀察，觀察

者自己決定資料蒐集範圍 

2.部分模式強調專看學生學習，不看

教師教學 

1.強調鎖定單一焦點問題進行觀課 

2.同時蒐集教師教學、學生學習、課

程內容等三要素的資料 

資料蒐集方法與

工具 

1.沒有特定的資料蒐集方法 

2.使用一般通用性的資料蒐集工具 

依據焦點問題，選擇適用的資料蒐集

方法/技術，以及設計提供資料蒐集

工具 
 

(三)觀課者 

公開授課對觀課者並無具體的規範，基於所謂的「公開」，原則上不予設限，

只要有意願的教師均可自由到場或報名參與。實務上，為了確保每位教師排定的

公開授課都會有觀課者到場，以免產生算不算數的爭議，因此多半會由學校或社

群協調安排特定教師為「基本觀眾」，另外再公告歡迎其他教師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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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2016)訂定的參

考原則第十點，提到「學校應定期邀請家長參與教師公開授課或其他課程及教學

相關活動，增進家長關心教師教學、學校課程及教學實踐，建立親師生共學之學

校文化」，因此傾向期望家長參與。 

公開授課這種觀課者安排方式，優點是可以較高程度的落實公開的精神，但

是卻也存在幾項缺點。第一，實際出席觀課的人數與身分具有較多的不確定性，

授課教師可能比較焦慮不安。第二，授課教師較難分派特定的蒐集資料任務給不

確定的觀課者，觀課者多半僅能做一般性的教學觀察，無法深入聚焦的蒐集適切

的教師教學訊息。第三，基於協調安排而出席同儕公開授課的觀課教師，較可能

抱持敷衍應付心態，對授課教師以及自己的專業成長都較為有限。 

TDO 主張觀課者由授課教師自主邀請適任的 2-4 位教師，通常邀請其專業

知能或經驗能促進授課教師解決問題、專業成長，而且時間能相互配合、願意共

學成長的教師，來擔任觀課者(Kaufman & Grimm, 2013)。 

TDO 這種觀課者安排方式有幾項優點。第一，授課教師完全掌控實際到場

的觀課教師人數以及身分，人數較少，且觀課者是自己邀請的，可以比較篤定自

在。第二，授課教師可以賦予觀課教師特定的任務，觀課教師帶有指定任務入班，

可以更精準的觀課與蒐集資料。第三，觀課教師係特別受邀，態度上可能比較積

極負責，會專心觀課並蒐集資料與回饋，讓授課教師和觀課者自己獲得專業成

長。至於這種觀課者安排方式的缺點則是不完全開放課堂，特別是基於專業考

量，家長往往不會是教師邀請擔任觀課的對象，較不符合公開的精神。 

表 3  公開授課與 TDO 在「觀課者」方面的比較 

項目 公開授課 TDO 

觀察者 由學校或社群協調安排，或開放報

名，觀察者人數或身分可能不做限制 

授課教師邀請勝任且時間可配合的

教師同儕 2-4 人 

觀察者動機 被協調安排，或自願報名 受邀請 

觀察者任務 一般性的觀察記錄與回饋 帶有任務性的蒐集紀錄資料與回饋 

家長參與 學校安排，或開放 不強調 
 

(四)實施歷程與細節 

公開授課的實施歷程包含共同備課、接受教學觀察及專業回饋等三部曲，其

中共同備課除專門舉辦之外，「得於公開授課前，與各教學研究會、年級或年段

會議合併辦理；並得於專業學習社群辦理」(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

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2016)；至於觀課「每次以一節為原則」(國民中學與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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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2016)，然後進行時間長度不定的專業

回饋；專業回饋未必有特定的結構，通常由觀課者輪流報告觀察所得與回饋建

議，授課教師再給予回應，最後彼此分享所獲得的學習成長。 

公開授課包含共同備課此一步驟，可以發揮同儕共學的效益，但是整個實施

歷程可能存在以下缺點。第一，除非在公開授課前不久，專門約定時間來共同備

課，否則合併教學研究會、年級會議、年段會議或專業學習社群活動來共備，將

面臨會議或活動並非經常性的召開，將導致此時的共同備課與實際公開授課有一

段時間差，而且前述會議多半有其他更優先的討論事項，往往排擠共備時間，使

共備流於虛應故事。第二，未安排觀課前會談，若共同備課階段無法兼顧發揮觀

察前會談之功能，將影響公開授課的觀課效益。第三，專業回饋階段欠缺具體的

結構性引導，未必有效率，可能比較耗時；觀課主張一整節課，也並非絕對必要。 

TDO 除了重視觀課前應做紮實的準備工作之外，亦強調落實執行觀課前會

談(pre-observation meeting)、觀課(observation)、觀課後回饋會談(post-observation 
debriefing)等三部曲；觀課前會談通常在觀課日當天觀課前、或前一日或若干日

進行；觀課前會談與觀課後回饋會談均依循會談題綱(protocol)簡要但嚴謹的逐步

討論，時間大約 15 分鐘；觀課時，觀課教師僅需於與焦點問題有關的約定時段

抵達並進入課堂進行資料蒐集即可(Kaufman & Grimm, 2013)。 

TDO 這種實施歷程與細節的安排，具有幾項優點。第一，不強調共同備課，

無須另覓時間，節省觀課教師的時間心力，也不會排擠其他會議或社群活動的可

用時間。第二，緊鄰觀課之前安排有觀課前會談，除了不會有時間差之外，更可

以告知觀課者課程脈絡與焦點問題，分派資料蒐集任務，告知資料蒐集方法，發

給資料蒐集工具，乃至於釐清彼此的疑問等，有助於提升觀課與資料蒐集的效

益。第三，觀課三部曲都用最精簡的時間進行，節省授課教師與觀課教師的時間

心力。至於其缺點，則主要是較不重視共同備課，無法發揮教師同儕這部分的共

學效益。 

表 4  公開授課與 TDO 在「實施歷程與細節」方面的比較 

項目 公開授課 TDO 

觀課三部曲 共同備課、觀課、專業回饋，強調共

同備課 

觀課前會談、觀課、觀課後回饋會

談，重視觀課前會談，進行說課以及

溝通觀課注意事項 

觀察時間長短 通常看整節課 可以只看部分時段 

觀課前後會談時

間長短 

沒有一定，通常以一節課為主 各大約 15 分鐘 

會談題綱 依據一般邏輯順序，未必有會談題綱 重視依循會談題綱進行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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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公開授課與 TDO 兩者的理念與實施方式彼此相似，在「主導者」、「觀課焦

點、方法與工具」、「觀課者」與「實施歷程與細節」等事項上存在部分差異，各

有優劣得失，但 TDO 確有若干思考與做法超越目前公開授課的設計。總括而言，

相對於公開授課，TDO 更能實質協助教師教學專業發展，而且可以讓教師感到

更簡便、更自在。 

TDO 更能實質協助教師教學專業發展，主要是因為訴求教師主導，教師基

於自身需求而主動為之，每次僅鎖定一個焦點問題，並對應思考資料蒐集方法或

工具；而邀請前來的觀課教師，除考量勝任與否，更在觀課前會談告知課程脈絡、

觀課焦點、資料蒐集方法，設計提供所需工具，並依循會談題綱嚴謹的討論。凡

此種種，均能深化公開授課或觀課，發揮實質幫助教師教學專業發展的功能。 

TDO 可以讓教師感到更簡便，主要是減免共同備課步驟，透過會談題綱將

觀課前後的會談控制在 15 分鐘左右，觀課也可以僅觀察焦點問題相關的時段，

這些均部分的減輕授課教師或觀課教師時間心力的負擔。至於 TDO 可以讓教師

感到更自在，主要是整個程序由授課教師主導，可以自主決定觀課的時間、單元、

焦點、資料蒐集方法與工具，並邀請特定的、較少的觀課者入班觀察，多數事項

都是在教師的掌控中進行。 

TDO 雖然無法避免的存在若干缺點，不過缺點相對較少，而且諸如增加授

課教師的行政負擔，點狀聚焦而無法廣泛關照，不完全公開課堂，以及不強調共

同備課等，往往是一種權衡選擇的問題，尚非本質上的嚴重缺點。 

綜此觀之，將 TDO 融入公開授課，技術上沒有太大的困難，而且更有機會

落實或提升公開授課的效益，引領教師邁向真正的教師專業發展，形塑同儕共學

的教學文化，並持續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確實值得積極思考與嘗試。 

參考文獻  

 教育部（2016）。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

臺北：同作者。 

 教育部（2016）。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2014）。臺北：同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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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高中專題製作課程 

使用混成式學習的應用策略 
高儀風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一、 前言 

    現行於技術型高中專題製作課程的學習模式多以教師講述式及學生操作為

主，然而傳統的學習模式易受空間與時間上的限制，較難在課堂時間內滿足個別

學生或小組的學習需求、檢核學習困難，針對上述問題可以透過學習模式的改變

來改善。數位學習具有多項傳統學習模式所沒有的特性，透過網際網路，讓學生

有更多元的學習方式並有更多互動機制，提供每個學習主體個別化的學習環境，

使教師能夠即時發現學生問題，學生也可以依據個人的學習速度與認知方式來組

織老師所傳授的知識，這種結合兩種以上型態包含傳統聽講與網路科技的數位學

習之學習模式為「混成式學習」，故本文將討論技術型高中專題製作課程使用混成

式學習的應用策略。 

二、 專題製作課程意涵 

教育部（2004）公布校訂必修科目開設符合職場專業需求之專題製作科目，

以培養學生創作及統整能力，並凸顯技職教育著重製作應用的特色。專題製作旨

在結合理論與實務，針對特定學科的理論及專業技術設定題目與目標，利用先備

知識及技術進行創作及研究，最後將研究結果轉化為產品或報告，以達到學習具

體化、知識實用化的效果。 

在學生學習的面向上，研究認為：學生在學習相關專業理論與實習課程後，

藉由專題製作課程應用、統整、創新與研發能力之學習，使學生將所學的理論知

識和技能，發揮想像力與創造力，應用在課程的設計與製作上，以提高學習動機

（郭柏立、鄒國益，1996；黃震東，2003；陳崇彥，2002；Hsiao, 1997）。進一步

而言，專題製作課程另可讓學生在面對問題時，激增其思考、整理、分析的能力，

增進學生問題解決能力與技能學習，促進學生之團隊合作與人際互動，還可以學

習與人溝通相處，除了培養自信心，進而提升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蕭錫錡，1998；
王子玲，2003）。在另一個面向，則是表現在與職場接軌方面，王繼正、林清芳（2001）
認為專題製作目標在於融合基礎理論，在製作、實驗與檢驗測試等過程中培養學

生整合理論與技能，進而達到培育專業技術人才的技職教育目標。針對人才培育

這一點，楊政學更進一步指出：學生得以藉由專題製作課程，提早與產業接觸，

進而瞭解產業或個案實際運作之作業流程實務，以節省產業界的人才培育成本，

同時學生亦可藉此接觸的機會，檢視是否有興趣投入該產業發展（楊政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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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混成式學習現況與實施 

    Singh(2003)提出，一個混成學習方案可包含數種不同形式學習工具的應用，

例如：即時的合作學習軟體、自我控管的網路課程、運用於工作環境中的電子績

效支援系統以及知識管理系統等，而混成學習則為整合諸如面對面的課堂學習、

即時的數位學習及自我導向的學習等各事件導向式的活動，基此，混成學習通常

混合了傳統教師主導式的訓練、同步的線上會議或訓練、非同步的自我導向學習

或由具經驗的導師所帶領的結構式工作崗位之訓練等；另 Valiathan(2002)認為，混

成學習即指結合多種不同教育訓練傳遞方式來形成的學習，例如透過合作學習的

軟體、網路課程、電子績效支援系統（EPSS）與知識管理工具等之運用，以將不

同事件主導式的學習活動，包括如面對面的課堂學習活動、即時的數位學習與自

我導向的教學活動等加以混合。依上述，混成學習係指整合各式各樣的學習媒介，

包括例如教師主導、網路輔助教學的課程軟體、模擬教學、工作輔助單或手冊、

網路專題討論或文件等，融入於一特定完整的訓練方案中，以期訓練方案的落實

結果，得裨益解決組織所面臨的特定問題(Bersin & Associates, 2003)，同時其最大

的優勢除了是更具成本效益的學習方式之外，主要更能夠提供學習者多樣化且豐

富的學習管道與社會互動，並從而增加接觸所需知識的途徑(Osguthorpe & Graham, 

2003)。 

在國外，美國鳳凰城大學(University of Phoenix)實施的網路大學具備了數位學

習的特色，課程內容除線上學習的模式，並提供正式的學位課程，兼得混成式學

習的優點。英國的開放大學以媒體教學為特色，導入數位學習具有的優勢且助於

遠距教學的發展。加拿大數位學習發展策略最為周密，有許多策略規畫作為發展

數位學習指標，在教育社群內的任何一位成員，不論是學習者、教師、及研究者，

透過資源庫可以瀏覽或檢索到相關的學習物件，也透過數位學習的彈性特點，培

訓文官，提供領導與管理、職能效率、技術、組織環境等（吳美美，2004）。 

在國內，經濟部工業局的數位學習產業推動與發展計畫是數位學習的源頭，

也透過計畫使數位學習帶動其他產業，包含教育部建置遠距教學暨認證網，高等

教育機構也可以透過此學習方式來開設教育部認可的學位課程。在一般民間的教

育機構也有數位學習的例子，如巨匠電腦數位學習中心、階梯數位學院、一對一

的英文家教等，讓一般人學習的管道更加多元（經濟部工業局，2007）。 

目前以混成式學習為教學方法的學位論文一共有十四本，在學科領域上則橫

跨企業教育、成人教育、大學外語學習，以及國中小數學課程，皆有可觀的研究

成果。其中在技術型高中教學領域方面，陳志遠（2011）認為將混成式教學應用

在高職電機科實習課程中，學生在整體學習成效及個別化學習成效皆得到提升，

也因此改變學生學習心態，達到自信心強化及產生同儕競爭心態，而提升學習成

效的成果，表現在行為改變方面則發現，學生更加勇於提問，且學會自己尋找解

決問題的方法。吳國任（2017）則將混成式學習應用於高職機械群電腦輔助製圖

實習課程中，將實驗組及控制組分別以混成式學習與傳統式學習，實施為期六週、

每週三小時的教學實驗，結果顯示實驗組之學生在學習成效的表現和學習滿意度

的反應上都優於控制組之學生。呂頌恩（2017）則將混成式學習應用在高職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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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機械電學實習課程中，指出實驗組學生對於「混成式學習」應用於機械電學實

習課程的看法給予正面評價。 

四、 教師使用混成式學習所面臨影響與挑戰 

    混成式學習將以學生為主體，學生不再如傳統教學下被動接受老師所授與的

內容與進度，而是主動積極參與課程活動，使學習效果遠比被動學習更佳，故實

施混成式學習對學生的學習成效將能產生正面的影響(Uludag & Apt, 2015)。然而相

對的，許多混成學習的優點也可能是現階段須挑戰面對的，史美瑤（1988）提出

以下教師須面臨的挑戰： 

(一)學習方式從教師為中心更改為學生為主體 

教師不再是學生知識來源的唯一方式，教師只是一旁幫助他們學習的「輔導

者」。無直接的給予學生正確答案，而是從旁協助，直到達到教師的教學目標，對

許多教師而言，這種轉變需要很大的調適。 

(二)即時及追蹤學生線上討論與回饋 

如何幫助學生在線上討論時不偏離重心，同時讓學生充分陳述他們的論點，

提供即時的回饋，都需要費心費時。另外，如何讓線上學習活動與課堂活動相呼

應，也有待教師事先縝密的規劃。在評鑑學生學習成效或是設計評量方式時，除

了考慮測試學生的知識，其他如學生的寫作能力、思辨能力、運用資訊的能力、

與同儕合作的能力等，也應該是評量學生的考量。 

(三)混成式課程內容安排 

教師必須安排清楚的課程大綱與作業明細表，包括甚麼時候使用線上課程、

甚麼時候是面對面的授課、課程內容是甚麼、學生事前的準備及課後的後續作業，

都必須說清楚講明白。不能在課程進行當中讓學生無所適從，或是連教師自己都

無法講清楚。 

(四)掌握電腦科技與網路平臺 

教師對於網路平臺的使用及教學軟體的應用需有相當程度的掌握，也要確定

所使用的電腦科技不會造成學生學習上的阻礙。且無論教師或學生遇到問題，都

能確實有支援的管道，或是教師能自己處理。 

五、專題製作應用混成式學習因應策略 

    混成式學習模式的核心價值是改變傳統教室以教師授課為主的學習，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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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中心之課程設計理念，由學生課前先自主學習認知的記憶和理解層級部分的

知識，課堂學習則重視應用、分析、評鑑與創作等較高層級的經驗，在經驗教師

的引導下，學生可以獲得更高層級思考之學習，以提升學習成效。 

    由於專題製作課程目的在於增進學生問題解決能力與技能學習並促進學生之

團隊合作與人際互動，在混成式學習上教師除了傳統講述外，需具備提供學生網

路科技學習的能力，以下針對教師應用混成式學習策略進行討論： 

(一)教師課程的規劃與實施 

    在課程規劃安排除了小組討論外，教師教導學生透過數位學習及網路討論加

快教師及學生溝通速度，並能有利於資料的流通、分享及記錄，因此教師授課進

度會更加緊密及快速，可針對正式課程及線上學習中安排兩種教學活動進度來達

到提升學生技術能力、增進學生問題解決能力及自主學習的能力、促進師生與生

生間的互動，以協力完成小組專題。 

(二)教師對學生的回饋與建議 

在專題製作課程中，教師回饋的格外重要，在學生構思的五花八門、天馬行

空的專題製作主題中，教師須提供更多元、正確的方向與建議給學生，透過網路

科技與媒介或是建立好的數位學習平台能更立即的解決學生問題，提供修改方向

或補充資料與資源，但除了修正學生錯誤外，教師也需增加自我專業能力以應對

各種不一樣的問題。 

(三)教師資訊素養的提升 

要能使教師於專題製作課程中提供學生數位學習的方式，且同時能符合專題

製作課程之需求，任課教師須提升個人的資訊素養以具備相關教學能力，可以透

過以下方式來提升教師之資訊素養：(1)鼓勵教師參與相關研習與課程，並透過學

校內教師專業社群促使老師協作數位學習平台；(2)鼓勵任課教師與資訊專長教師

跨領域合作教學與共同備課；(3)學校可辦理大學預備課程，使教師能與大學資訊

單位合作協同課程；(4)教育主管機關培育各科資訊教育種子教師，每年辦理初階、

進階課程，辦理相關能力資格認證。 

五、結語 

想要透過混成式學習，在技術型高中專題製作課程加入學習平台及軟體應用

等方式，在線上互動環境的條件下，經營出自主學習、良好互動的學習情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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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需有充足的課前準備及了解學生可能遭遇的問題，並調整先前的課程規劃，加

入使用網路科技等學習策略的學習，當然，教師也需具備相應的資訊素養與技能

以創建混成式學習的學習環境，這可說是最理想的學習情境，也最能符合因材施

教的理想。將線上活動與實體教學內容作緊密的結合與發揮，讓學習者獲得最好

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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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繩歌—歌曲、影片融入教學 
王欣苹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教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在職專班碩士生 

 
 

一、前言 

童軍教育是以生活領域為教育範疇，盡量給兒童以實際的自然和社會去觀察

與接觸之機會，「做中學、學中做」迎合兒童心理，從實際生活中體驗知識與技

能（鍾南，1986）。但採取班級上課法進行童軍活動，效果不彰，課程化

(curricularization)使得課外活動的特性受到致命的打擊（呂建政，1988）。因此學

校的童軍課程在技能教學上，時常因無法完整與現實環境做連結而遇到不少難

題。 

在童軍技能中，繩結是不可遺漏的教學內容，是學生對於童軍課很基本的印

象與認識，不過學生在繩結的學習能力不一，適合的學習方法也不同，多運用教

學輔助器材，使學生有充分的「做中學」經驗，並從中體會「手腦並用」的意義，

這對童軍教育目標的達成極其重要（呂建政，1988）。除了上課時講解外，也去

思考許多輔助的教學模式，包含影印步驟圖、小幫手制度，也開始試著去運用視

聽媒體的力量，增進教師的教學效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郭吉模，2003）。 

但是靜態的學習對於某部分學生而言仍不能改善他們遇到的困境，導致學習

興趣缺缺，學習成效不彰。將資訊科技運用在教學方案中，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增進學生學習機會，或是將學習活動中，許多以平面或語言無法完全表達出效果

的內容，透過資訊科技的協助，讓學生得以充分了解，相信對學生的學習都會有

很大的幫助（郭吉模，2003）。 

二、創作理念 

深知教育的特性與教育歷程中所使用的媒體，隨著時代變遷而改變（梁育

維、陳芳慶，2015）。單純的簡報說明、圖片步驟呈現越來越不適合新一代的孩

子。普羅大眾隨時使用智慧型手機、平板或筆電，上網觀看影片，已是每日例行

慣例，加上如今班班都有電腦，教室中電子化配備俱全，因此，教師更可善加利

用網路資源，搜尋與課程相關之影片輔助教學，利用影片的魅力提升學生的學習

興趣，運用影片的功能幫助學生拓展學習空間，提升教學成效（李佳蓉，2015）。 

原有的影片僅是各個繩結步驟說明，但發現在步驟繁複的收繩方法上，學生

的理解狀態仍不是很好，因此重新錄製收繩影片，結合音樂、改編流行歌曲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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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繩歌，方便學生記憶。這樣的影片具有快節奏、生動、娛樂性與提供真實情境

的特性，提供富教育意義的影片，可增加學生閱讀的動機，更有助於興趣的發展

（李佳蓉，2015）。 

這些影片除了在課堂上播放外，也可以讓學生做課前預習、課後複習，學習

能力好的學生可以事前先學習，課堂上可以擔任小助手協助同學，學習能力較弱

的學生自行練習時不一定要找到老師做詢問，可以透過收繩歌影片進行完整的教

學。 

三、設計與開發流程簡述 

(一) 教材內容的設計與發展 

1. 簡報與步驟圖輔助 

原有影印步驟圖，護貝後供學生傳閱使用，但損壞率極高，為了節省資源，

將圖片與文字輔助說明放上簡報。 

2. 繩結步驟影片 

發現簡報的輔助仍偏靜態，學生求助於老師的狀況依舊很頻繁，因此錄製教

學步驟影片，將文字搭配動作去做播放。 

3. 收繩歌 

透過動態、靜態不同學習方式後，大部分的學生都能快速且正確學會繩結的

打法，但擔心教學過於無趣，總是介紹繩結、說明用途、實際示範、操作練

習，不斷反覆，因此結合童軍活動中也很重要的歌曲方式，希望提升學生學

習的興趣。 

(二) 技術應用及流程 

1. 影片拍攝 

舊版使用相機及人工手持方式拍攝，相機畫質良好，但因人工拍攝，拍攝者

的聲音也會被收錄進去。第二版使用攝影機及腳架進行拍攝，除了畫面解析

度及收音效果比相機更好外，畫面穩定度較高，也因可自行完成，不會有其

他人的雜音摻入。 

2. 影片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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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使用 Windows 內建的 Movie Maker，但操作上僅有少數功能，效果較難

彰顯，後有校內提供的威力導演後製，較好操作。第二版使用 iMovie 進行

剪輯與後製，操作介面簡單卻不失效果。 

(三) 影片重點畫面擷取 

 
圖 1：影片開頭，有活力的跟學生打招呼！ 

 

 
圖 2：收繩歌標題，附上改編的歌曲曲目即演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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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提醒開始，讓學生在歌曲開始前能專注。 

 
圖 4：收繩歌完整示範。 

 

 
圖 5：提醒學生在影片模式之下若沒有看清楚，可隨時停下來或倒帶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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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將歌曲及內容分段進行教學。 

 
圖 7：將細節做成文字說明讓學生對步驟更為清楚。 

 

 
圖 8：將較為複雜的收尾部分進行詳細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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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說明此收法的功能與便利性。 

 
 
 
 
 
 

(四) 教學實施融入方式 

收繩歌影片的初次使用時機是在教繩結的第一堂課後半，因為學生除了要會

打繩結之外，還要知道如何把童軍繩收得整齊，更要讓自己下次使用時能快速拆

解。 

第一次播放前，會請學生放下繩子，如此才能專注在影片上。播完會現場立

即示範一次，並且一句一句帶著學生學習歌曲，等到學生對於歌曲琅琅上口後，

才讓他們動手操作。這時會到各小隊檢查學生學習狀況，而在檢查的過程中，收

繩歌影片也會不斷地重複播放，供學習速度較慢的學生重複觀看並跟著步驟完

成。 

往後每次上課都會在最後學生下課前要收繩時再度播放，加深學生的印象，

也可以再確認自己是否操作正確，學生對於繩結的興趣也因此提升，對收繩歌琅

琅上口。 

此影片及其他繩結學習影片也會放在我的協作平台上，學生能夠在課後多加

利用課後複習，學習能力好的學生可以事前先學習，課堂上可以擔任小助手協助

同學，學習能力較弱的學生自行練習時不一定要找到老師做詢問，可以透過協作

平台進行完整的教學。 

協作平台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nsysu.kksh.kh.edu.tw/tx10 

https://sites.google.com/nsysu.kksh.kh.edu.tw/tx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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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與省思 

本項作品透過歌曲的方式，將趣味帶入課堂，並利用影片錄製與剪輯中加入

適當的說明，幫助學生學習，教學影片可在任何有網路的環境中使用此資源，不

再受到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能讓學生的學習歷程更為完整，也可以讓更多人可以

輕鬆的學習童軍知能，進而推廣童軍教育。 

此作品讓學生在學習完成度上大大提升，因此也希望能將發展出更多不同主

題的數位教材，不只可以將課程內容變得豐富有趣，更可適用於不同學習程度的

學生。每個學生適合的學習方式不盡相同，身為教師的我們可以做的便是盡自己

所能地去設計出多元的教學方法，讓學生找到合適自己的那個方法。 

參考文獻 

 呂建政（1988）。童軍教育課程及改進途徑。師友月刊（258），32-33。 

 李佳蓉（2015）。提升教學成效－影片融入教學之探討與策略。科技與人力

教育季刊1( 4)，1-13。 

 梁育維、陳芳慶（2015）。資訊融入教學對學習態度影響之後設分析。中等

教育66(2)，100-125。 

 郭吉模（2003）。現行資訊融入教學推展的問題及因應策略。學校行政（28），
86-95。 

 鍾南（1986）。國中童軍教育。公民訓育學報（2），85-91。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6），頁 94-97 

 

自由評論 

 

第 94 頁 

重新思考讀經教育： 
親子共學為基礎的教育理念 

張訓譯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博士班博士生 

 
 

一、前言 

讀經在中國有著長遠的歷史發展脈絡，直到廢除科舉考試之後讀經班才慢慢

的消失解散。後來，胡適等學者大力提倡白話文，使得白話文的選文慢慢佔據了

國語文課本，讓兒童的讀經風氣快速下降，雖然當時的社會不流行讀經，但還是

有些教師會利用課堂或非正式時間來讓推廣讀經的重要性。近十年來，讀經教育

再度興起的原因來自於教授王財貴，並大力推動兒童讀經教育，王財貴過去曾任

教過小學、中學、大學，並從教自己的孩子開始實踐讀經教育，並於獲得成功後

發起「全球讀經」運動。讀經教育的教學方式與價值觀經常被教育學者視為永恆

主義（Educational perennialism）的延續，原因來自於永恆主義所強調的人文學

科、閱讀經典與偉大作品的欣賞閱讀等等方面皆與讀經教育吻合，也就是說讀經

教育不強調讀經的學生要理解經文的內容，而是強調不斷的背誦與記憶，因為讀

經教育始終相信這些古代流傳下來的經典不會受到時空限制的影響，有其意義與

代表性，讀經老師不需要特別解釋經文的內容，讀經班的學生未來就能夠慢慢體

會其中含意。雖然，讀經教育的倡議與實施有其意義，但是讀經教育的問題卻是

把教育簡單化，王財貴倡導的讀經很簡單，就是大量與老實的讀經，不論懂不懂

經文內容。接著，讀經的過程中不能查詢字義，必須心領神會，甚至有些讀經班

老師無法解釋經文內容。政治大學詹志禹教授更認為：讀經教育就像是「填牛與

填鴨一樣無解」（詹志禹，2017）。中國古代流傳下來的經典數量相當龐大，大部

份以文言文居多，古代經典有其學習的意義與價值，但是如果使用了錯誤的教育

方法，可能不僅無法達到教育的目的，更可能浪費了學生的寶貴青春（張淑娟，

2012）。 

讀經教育強調能塑造出學生的品格，並且藉由讀經教育可以培養學生的閱讀

力與記憶力，但是教學方式卻違背教育的初衷（詹志禹，2017）。對於筆者而言，

讀經教育就像是重現了當年至聖先師孔子的教學現場，老師念一句學生跟著念一

句，大聲唸出來，朗朗上口就能了解其中含意。為了更了解讀經班的運作模式，

筆者與談了兩位讀經班的老師，才發現讀經教育除了背誦之外，還有許多的元素

在內，最重要的還是家長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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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讀經教育的優勢 

    臺灣推廣讀經教育大約有二十年的歷史之久，在王財貴的提倡之下，讀經教

育逐漸的成為了顯學，且在各級學校以及社區或非營利團體之間推動，相關的研

究結果也證實讀經教育在學習方面的成效達到顯著效果。例如：識字量大量增

加、提升記憶力、增進日後的理解力、提高語文能力及口語表達能力、較易理解

文言文等，在品格涵養方面也有顯著成效（翟本瑞，2000）。對於讀經教育的好

處，澳門大學老志鈞教授（2007）認為讀經教育就像是古人說的：「童蒙養正」，

兒童啟蒙，養其端正，首由讀經開始，讀經、讀經，讀之、誦之，唸之既熟，入

於身心，發為日用，這就是倫常與教養。根據讀經教育創始人王財貴教授（2005）
的見解認為：「經典」所載為永恆不朽之常理常道，價值歷久而彌新，它是先民

智慧的結晶與文化的根源所在，當國民有了根源性的文化素養，才容易傳承民族

文化，進而使生命陶溶出某種深度，從而得以變化氣質、提昇人格品質、心靈層

次而造就人才。王財貴（1995）認為只要熟讀經典，就可以直探人性之本源，輕

易的就能夠吸取前人的智慧與結晶，並且啟迪自我之理性。遠見（2006）針對讀

經教育製作一篇專欄，內容寫道：「向古人學習！經書能成為生命智慧，讓我們

知道人生該何去何從；要救敗壞的社會，得靠聖賢之言」。也就是說，古經是聖

人之言，讀經不只學知識，學的更是古人的智慧，並歸納出讀經教育的三大價值：

1.提升現代人判斷能力；2.五倍增長兒童學習能力；3.搶救「火星學生」中文能

力。從讀經教育的價值來看，讀經教育最重要的即是啟發人的智慧，去學習聖賢

的思想，讓我們在混亂的世界中有所依循。 

三、 讀經教育的問題 

    王財貴的讀經教育主張：「老師唸一句，學生跟著唸一句，唸完一段了，再

帶一次……總之，就是反覆再反覆的多唸。這麼簡單的教學法，如果教本選用注

音本，則任何人，只要讀過小學二年級以上，就可以當指導讀經的老師」（詹志

禹，2017）。我們可以想像讀經教育班這樣的教師圖像，比起韓愈所說的：「傳道、

授業、解惑」要來的落後許多。至聖先師孔子同樣說：「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

不復也」，意思是孔子不只要求學生要理解文本內容，還要求學生要深入思考，

具備舉一反三的能力，這才是真正有用的知識（傅佩榮，2018）。另外，《兒童讀

經教育說明手冊》中的教學方式與理念，認為讀經教育的成效過度誇飾，不合乎

教育或是心理學上的常理，讀經教育是要訓練學生的定性，但是面對現在或者是

未來的社會，如果不會思考、懷疑、解決問題，那這樣的教育就成了工廠的生產

線，教育就不合乎適性揚才的理念（周育如，2017；鄭谷苑，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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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親子共學為基礎 

    筆者在偶然的機會下遇到隸屬一貫道的讀經班教師，解答了筆者對於讀經教

育的問題，以筆者的經驗，讀經班對於所閱讀的經典是不加以解釋的，因為教師

深信「讀經百遍，其義自現」，當兒童的發展與經驗到達一定程度時就會知道經

典內所要表達的意思。對於這樣的問題，讀經班教師解釋，一方面是因為趕課而

無法對學生加以解釋，二方面是如果多加解釋就會帶入教師個人的經驗，讓學生

之後就以此為主要釋義。最重要的還是家長的部分，教育從來不是學校或是教師

的責任，而是需要家長的參與和協助，因此讀經班的教師表示希望家長能改變對

於讀經的想法，不只是送孩子到讀經班就好，還要能夠陪孩子讀經，無論是課中

或是回家複習，當孩子遇到經文的內容有問題時，家長可以帶著孩子到書局或者

是圖書館找資料，帶著孩子慢慢學習。徐秀娟（2005）探討親子共學與親子溝通

關係後發現，不同背景的家長在親子共學方面的態度和親子溝通呈現顯著相關。

林西苓（2007）研究發現親子共學對幼兒音樂學習有顯著相關，能提升幼兒的學

習成就。讀經教育和學校教育一樣，家長是不可或缺的角色，重要性僅次於教師，

因此讀經班的教師才會相當的重視家長在讀經班的參與程度，不論是到班上陪讀

或者是課後的經文解釋或複習，都一再著顯示出家長以身作則的重要性。 

五、 小結 

    讀經教育的初衷立意良善，想要培養孩子對於中華古典文化的敏銳度，而其

教學方法遭受到許多教育學者的批評，認為是過時的填鴨式教育。為了更了解讀

經教育的實際運作，筆者藉由朋友的轉介認是隸屬一貫道的讀經班教師，透過問

題的釐清與交談之後，發現目前的讀經教育相當的活潑，不只有帶動唱還有獎勵

制度，更重要的是家長的參與。家長參與讀經班的課程不只能夠讓孩子定下心來

讀經，更能從中學習到許多經典的道理。課後，藉由每天一小時多的時間和孩子

複習經典，有助於培養親子之間的感情，遇到不懂的經文時，親子之間還能夠共

同的到圖書館找尋答案，對於孩子而言，家長樹立了勤奮向學的典範，讓孩子能

夠學習，讀經教育不只能培養閱讀與識字能力，更能培養親子關係，這是讀經教

育的附加價值，也是經典不斷強調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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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十二年國教課綱指出數學教育應能啟迪學習動機，培養好奇心、探索力、思

考力、判斷力與行動力，願意以積極的態度、持續的動力進行探索與學習，從而

體驗學習的喜悅，增益自我價值感（教育部，2018）。然而，我國數學教育有一

個令人憂心的情勢，根據國際教育成就評鑑協會主持的「國際數學與科學成就趨

勢調查」，我國學生數學成就表現雖然良好，但在情意層面上，對學習表現持「不

喜歡」、「沒自信」和「認為不重要」的態度，普遍有「高成就、低興趣、低信心」

的現象（曹博盛，2016）。學生有可能是因為不喜歡數學的因素而否定它的價值，

我國在數學教育的情意面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國立交通大學丘成桐中心，

2017）。 

為了改善學生的學習態度，數學老師們設定目標，藉由「數學桌遊」以輕鬆

玩數學的方式學習，改變學生對數學的刻板印象。藉由遊戲化、具體化、循序漸

進與型態多元的教學，透過操作適當教具，學生能更體會該數學遊戲中包含的數

學概念，並增進學習興趣（林明德，2017；林意桓，2018；黃柏凱，2018；鄭曉

芳，2015）。透過教師建立適當的數學遊戲情境，學生在操作中培養邏輯思考的

能力，而不是進行反覆枯燥的數字運算練習。實際動手參與桌遊，應用數學知識

思考如何解決問題，也將遊戲中學到的觀念驗證所學，融會貫通後得到全面透徹

的理解。過程中運用數學語言（符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演繹…等）在課堂

裡與同儕互動討論，激發學生積極參與、主動學習的精神與態度，建構獨立思考

的能力，使學習數學變得趣味化、具象化，樂於親近數學。 

二、遊戲融入教學之理念 

(一) 遊戲的定義 

遊戲是個體對環境刺激的同化（assimilation），使現實符合自己原有的認知

基模。遊戲的發生乃是個體在環境中處在一個不平衡的狀態，同化的方式大於調

適（accommodation）的作用（Piaget, 1951）。遊戲是認知發展的途徑，也是創造

兒童發展的根基，透過遊戲將想像力開展於現實生活中，被視為一種創造思考的

行為（Vygotsky, 1967）。兒童在遊戲過程中，不僅將內心的想法投射出來，更進

一步在遊戲中思考、啟發潛能，滿足學習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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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遊戲的特徵 

遊戲通常是一種轉借行為，過程中學習者對玩物有不同的定義，且無固定模

式，透過成員互動激發許多想像力與創造無限可能。遊戲時只注意活動本身與過

程，不注重活動結果，無外在的目的行為，也不受外在驅力控制，過程中能讓人

獲得滿足且充滿歡樂的正向情感（吳幸玲、郭靜晃譯，2004）。遊戲是學習者主

動參與、動態進行的活動（active and dynamic participation），但是例如觀看電視、

比賽活動…等項目，這種被動的旁觀行為不能歸類為遊戲（張欣戊，1989）。 

(三) 遊戲融入教學之理念 

葉丙成（2016）認為教學有三大關鍵，分別是透過遊戲化、由學生出發的課

程，把學生帶往世界。現代學生學習已和以往大不相同，無法再用權威強迫，要

能知道學生所在乎、擔心的。從以往教學經驗中發現學生最在乎同儕想法，而遊

戲是每個人從小喜愛的形式，其中有競爭、有合作、有規則、有認可，若能結合

教學，可讓學生高度參與。遊戲導向的教學設計以學生作為出發點，喚起學習者

的學習意願，讓學生能有更多參與機會，經由實際操作與探究，體現在動態活動

中導引學生學習的智巧設計。 

三、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 

(一) 研究對象 

以新北市樹林區都市邊陲之某市立學校，國中七年級一個班共 31 位學生為

研究對象。該校為額滿學校也是十二年國教前導核心學校，提倡學生多元發展，

鼓勵教師課程發展與教學創新。家長有 80％是來自雙北都會區的中產階級，學

生入學時依智力測驗採 S 型常態編班，班級內學生程度不一，學生特質多屬於活

潑開朗，樂於表達心中的想法與老師們互動良好。 

(二) 課程設計 

規劃一學年每週一節彈性課程「數學桌遊」，每兩週進行一款數學桌遊（如

附表），附表裡所挑選的桌遊項目皆經由校內數學老師推薦，主要培養學生的邏

輯思考與反應能力，遊戲玩法請參閱附表裡遊戲內容簡述，搭配數學課程進度編

配實施。如：「七吃九」結合整數觀念，規劃學生學習整數運算後玩此桌遊；「格

格不入」結合平面移動觀念，安排學生學習坐標平面單元時遊玩。由數學領域提

出課程計畫向教務處申請購買桌遊教具，附表裡每款桌遊項目數量皆須至少 8
個以上，能讓一個班級的學生分組同時皆玩同一款桌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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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活動實施 

以「格格不入」融入坐標平面單元為例，期望學生透過操作教具應用所學，

更加了解坐標平面的點、距離、平移相關概念，實施流程分述如下。 

1. 說明遊戲規則：首先介紹教具內含棋盤與四組方格棋，每組方格棋有 21 片不

同形狀，如圖 1 所示。接著請玩家選定顏色，輪流從棋盤角落出發，以角碰

角方式擴張領地，運用坐標平面中點的移動概念放置方格棋。遊戲結束時，

計算玩家放置的小方格總數最多（或剩餘數最少）為贏家。 

 
 圖 1 「格格不入」每組 21 片的方格棋 

 
2. 分組操作：運用異質性分組，藉由能力高學生的協助和示範，引導能力低學

生操作。透過老師在小組間巡視走動，觀察小組成員操作與互動情形，除了

瞭解學生們對於規則的熟悉度，也適時給予規則與技巧的提示。如：引導學

生正確地從角落出發、提醒與自己顏色方格不可碰邊、遇到對手顏色方格包

圍時策略……等。 

3. 綜合討論：分享操作心得與討論遭遇到的困難。如：學生大部分皆表示喜歡

和同學玩這款桌遊，覺得新奇有趣且喜歡上這樣的課。邀請同學們分享遊戲

策略、探討擴張領地大小和輸贏的關係、從 21 片方格棋中選擇的要素、如何

從對手方格棋中延伸領地的要訣……等。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經由上課照片紀錄、綜合討論、學生填寫之回饋單與教師觀察記錄，歸納分

析以了解學生對於「數學桌遊」課程的意見及影響，說明如下。 

(一) 提升學生學習數學的情意感受 

上課時看到學生露出充滿期待的眼神，熱切詢問、專注聆聽遊戲介紹、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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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及玩法，認真地投入分組操作與討論分享。學生對桌遊融入教學的上課方式

抱持期待，且懷有正向、愉快的學習感受。大多數都覺得非常好玩與新奇，連平

時數學學業成就較低的學生，也能盡情享受輕鬆玩數學的方式學習，藉以提升學

生學習數學的興趣。 

(二) 有助於學生提升邏輯思考與反應能力 

玩數學遊戲需要技巧，譬如：「七吃九」需要快速的反應力，出牌快速是贏

的關鍵。「非洲棋」、「拉密」、「終極密碼」需要靠思考判斷，才能搶得先機，提

升贏的機會。透過和厲害的同學 PK，還可以提升經驗值，藉由交流學習到不同

的遊戲策略。除了要搶得先機、破解對方的思考，還要能扳回一城，才能具領先

優勢。與演算數學題目感覺不同，但只要玩贏或學習到經驗與技巧，都會非常有

成就感。 

(三) 激發學生的創造力 

遊戲過程中，學生感受到自發性的快樂有助於創造思考，鼓勵多觀察、發問

切磋、嘗試解決，抱持好奇與挑戰的心態，進而探究與培養開放性、獨創力、變

通力、冒險性、想像力……等創造能力。只要學生結合新的想法加以組合變通，

就能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獨特玩法，且藉由每次活動後的綜合座談，透過大家分享

與交流，激盪出不同的創意，對於桌遊的想法會有新的體悟，激發學生的創造力

表現。 

整體而言，進行「數學桌遊」可以適時引導幫助原本恐懼數學、成就低落的

學生，能喚起一些原失去的學習動力，並藉由同儕的督促與鼓勵，產生良善的互

動與成長。數學教育需要多元的學習素材作為教學媒介，營造充滿「思考」和「討

論」的情境，學生從被動的接收者，轉化為主動學習的掌控者，自行發掘問題的

答案，將學習到的知識與生活連結，明白數學的樂趣所在。 

五、結論與建議 

讓學生透過操作、體驗以理解抽象的數學概念，就像林福來教授近年推動的

數學奠基模組，強調除了引起學生學習興趣，更重要的是從活動中探索數學，進

行有感的學習，甚至讓學生覺得數學在現實生活中是有用的。不同的課程設計因

應時代變遷與學生學習需求產生轉變，此次數學桌遊的設計與教學經驗，提供對

數學桌遊有興趣的教師，作為選擇數學遊戲種類及規劃之參考。在往後的研究，

有兩點是值得深入探討的：一個是針對桌遊融入數學相關主題的教學設計，另一

個則是桌遊融入數學教學，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依據行動研究的結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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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桌遊融入數學教學的建議，說明如下。 

(一) 利用領域會議時間共同備課 

「數學桌遊」課程一學年實行下來，老師先前如果對桌遊內容不熟悉，備課

壓力會非常大。建議實施前可以先挑選幾項與課程相關的遊戲融入，漸進式熟悉

與引導學生操作，並藉數學領域會議時間，經由有教學經驗的數學老師引導與交

流，更能掌握每個遊戲的特點與技巧運用在教學上，也可實際與同事、家人或學

生試玩，更能幫助教具的熟悉。 

(二) 教具編碼及製作借用登記表 

由於教具會輪替到全校各班，將教具外盒編碼，方便教具的收納排列與管

理。並且製作班級借用與使用人登記表格，提醒學生務必確實填寫，教師能了解

教具的使用情形，也能協助如遇破壞或遺失零件狀況的追蹤，確保每次教具使用

後的完整性，由數學領域負責檢查及保管。 

(三) 設計桌遊學習單與回饋表 

設計學習單幫助學生做有結構的學習，也讓學生能較投入學習活動。內容包

含規則敘述、過程紀錄、討論問題、心得回饋……等部分。首先引導學生觀看規

則培養閱讀理解能力，接著記錄運用的數學概念掌握學習重點，其次拋出討論問

題引領學生思考，最後教師透過學生心得回饋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也讓教師做

為改進教學之用途。 

(四) 增加素材或變化規則更貼近課程內容 

市面上的桌遊並非為了教學而設計，但內含許多概念與邏輯可以培養學生數

學能力。若要將桌遊更貼近課程主題，建議增加素材或變化規則。如：「格格不

入」這款桌遊雖與數學平面概念相關，如能在棋盤上增加坐標軸，深入探討方格

棋間的位置關係，更能符合課程學習內容。又如：「誰是牛頭王」搭配因倍數或

質數玩法、「拉密」新增等差數列排列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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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 1 數學桌遊介紹 

遊戲名稱 遊戲內容 建議結合單元 

數 U 
1~9 數字填入空格(不可重複)，使各直線數字

和相同。 整數的運算 

七吃九 
1~10 數字紙牌，按照紙牌上數字加或減計算出

牌，先出完就贏。 整數的運算 

24 小町 1~10 選出可重複的 4 個數字，運用四 
則運算，形成一道答案為 24 的算式。 整數的運算 

誰是 
牛頭王 

1~104 內含牛頭符號的數字紙牌，起始為 4 張

牌，在牌內區間排序，每區間超過 5 張則由玩

家收起，以牛頭數為扣分，扣分多者輸。 
因數與倍數 

吉普賽 
讀心術 

任意選擇一個二位數，把十位數字與個位數字

相加，再把這個二位數減去這個和，找出對應

的圖形，並發現數字隱藏的奧秘。 

一元一次 
方程式 

拉密 
1~13 各 2 張四種顏色數字牌，按照「同色順

序」、「同數字不同色」出牌，或讓檯面牌組依

上述規則新增，先把牌出完即是贏家。 
等差數列 

格格不入 選定顏色方塊用角碰角方式擴張領地，計算玩

家剩餘方塊的格子數量，由格數最少者勝。 
平面直角 

坐標系 

摺紙遊戲 
色紙連續對摺 4 次，等分成 16 個小正方格，

利用正摺、反摺或斜線摺法，探討顏色區域與

白色區域的比例。 
比與比例式 

終極密碼 

0~11 黑白數字塑膠牌，抽取 4 張牌依數字小到

大排列，同數字者白牌較大，進行抽牌及猜

牌，猜對時對手需將該張牌面朝上攤開，猜錯

時需把剛抽到的牌，面朝上攤開放入自己牌

列，當玩家的牌全部倒下即為輸家。 

無 

非洲棋 

任選同側圓洞一處拿取全部棋子，往右邊方向

的圓洞各放入一個棋子直到放完，遇最後一顆

棋進自己金庫可再玩一次；遇空格時可吃對方

棋子至金庫。直到一方玩家無棋，圓洞與金庫

棋子總數多為勝。 

無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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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共讀《爺爺的有機麵包》－ 

身為幼教老師的反思 
施涵 

桃園市立幸福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教師 
 
 

    起初，為了想讓班上孩子關注健康飲食的議題，我開始接觸這本繪本，沒想

到《爺爺的有機麵包》竟讓我反反覆覆閱讀了好幾回，我發現食農原來是密不可

分的，更與我們及下一代的健康息息相關。 

一、前言 

    繪本中的雪子患有嚴重的皮膚過敏，所以媽媽帶他到鄉下與爺爺奶奶一起生

活，起初，雪子如同我們班上大多數的幼兒一樣，不喜歡吃糙米和青菜，但爺爺

與雪子交換條件，如果他多吃這些健康的食物，爺爺就會告訴他做好吃麵包的秘

訣，雪子一開始覺得實在不好吃，但久而久之竟慢慢習慣了，神奇的是，雪子的

身體也逐漸不再紅腫發癢。 

    而爺爺製作好吃麵包的秘訣是自己種麥子，不添加肥料，單純地用愛心及耐

心慢慢地等麥種健康長大，等待麥穗結實後，再割下麥穗，磨製成天然的麵粉，

每年爺爺都是用最新鮮的麵粉，不加牛奶也不加油，只放一點點的鹽巴，就變成

新出爐、好吃的麵包，麵包裡不添加防腐劑，只有爺爺滿滿的用心，怪不得剛出

爐的麵包總是立刻被買個精光! 

    雪子與爺爺一起動手栽種的過程，除了觀察到糙米從無到有的生長歷程，也

體會到每一份食物皆包含大自然提供的珍貴養分，更親身感受到照顧者滿滿的用

心與心意。 

二、親師共讀－幼兒的討論 

    某天下午，與幼兒共讀《爺爺的有機麵包》後，我還來不及提出問題與孩子

討論，幼兒早已爭先恐後地分享自身例子： 

晴晴說：「故事中的雪子和我一樣耶!我只要吃到加工品就會過敏，媽媽說我不能

亂吃東西，要多吃蔬菜水果。」 

祥祥說：「我也是耶!我們家也和雪子一樣吃糙米，而且我有和奶奶一起在鄉下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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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喔!奶奶說吃自己種的最健康，我一開始也不喜歡，但後來跟雪子一樣喜歡，

我的身體也變很強壯!」 

燦燦說：「我每天吃的菜都是阿公在菜園種的，我也有自己種過草莓，好累喔!

可是看到草莓一直長大好好玩，而且超甜!超好吃!」 

    聽著孩子一言一語的熱烈討論，我赫然發現原來這故事不僅僅是故事，食農

教育是真實發生在我們生活中再平凡不過的事啊! 

三、食農教育的反思與教學展望 

(一) 自我反思 

    《爺爺的有機麵包》讓我開始重新關注食農教育的議題。食農教育於臺灣農

業推廣協會 2016 年出版的《當筷子遇上鋤頭－食農教育作伙來》中提到：食農

教育是強調「動手做」的體驗教育，不是灌輸知識性的內容，學習者透過親自參

與完整的農事生產、處理、烹調，發展出簡單的耕食能力，進而培養學習者了解

食物來源、增進食物選擇能力、並養成健康飲食習慣。健康的食物像是有機農業

不使用任何化學物質 (例如：人造肥料、除蟲劑、消毒劑、除草藥或生長激素等)，

只調整自然生態或改變作物種類的方式，讓作物自然成長，如此不但可以減少汙

染，還可以維持土地肥沃與良好的生態循環。 

    食農教育也不只是對於食物的感知和情感記憶，食農教育更強調透過動手

做、親身的體驗，整體提升及深化社會大眾對於健康飲食的選擇、支持在地生產

與在地消費，藉以活絡在地經濟，傳承與創新飲食文化等理念與行動，推動食農

教育，可據以展現社會對於健康的飲食生活、飲食文化的傳承、環境永續，以及

在地農業振興的期待與重視 (胡忠一，2018)。食與農是共生共存的，食農教育

除了可以學到食品與農業的相關資訊，進而也從中認同友善環境的概念，最後更

可以食的營養，活的健康。 

(二) 教學展望  

    身為幼教現場的老師，對於過敏兒、異味性皮膚炎等疾病的幼兒逐年增加十

分有感，或許孩子對於食農的概念與經驗並不多，但若能藉由圖書作為引起動

機，再透過做中學的方式，例如參觀有機農場、請農友來當一日老師、親手種植

作物、實際煮菜烹飪等等，讓幼兒有真實體驗的機會。幼兒透過農務體驗的活動

中，瞭解可以食用農作物之栽培方法，及學習如何照顧作物，如正確的澆水、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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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採收時間點等，以雜草落葉、廚餘作為有機肥，品嚐輕食料理和實作生菜沙

拉等，在潛移默化中，老師及幼兒均建立了健康飲食觀念，進而能感恩惜福，瞭

解父母家人照顧之恩，感謝大地滋養萬物 (董信宏，2018)。將教育與生活結合，

對孩子而言會是更有意義的學習，也最能使幼兒直接感受食農相依相繫的關係。 

四、結語 

    《爺爺的有機麵包》看似簡單的食農議題，卻蘊含目前許多幼兒普遍性過

敏、皮膚炎等病弱的問題，除了師生共讀之外，也希望透過親子共讀的方式，讓

家長察覺良好的飲食習慣，及多食用天然的食品，對孩子的健康將會有莫大的助

益，期待親師一同合作，共同為了幼兒的健康及愛護土地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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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身心合一的學校教育―以技術型高中餐飲科為例 
翁佳輪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研究所碩士生 
蘇雅慧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一、前言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主要是培育專門的人才，並希望能啟發學生對事物自主

學習，發現自我的職業志向。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餐旅

群科課程綱要》，所提之「群教育目標」強調：(1)培養學生具備餐旅群核心素養，

並為相關專業領域之學習或進修奠定基礎；(2)培養學生具備餐旅相關產業基層

從業人員，能擔任餐旅領域有關觀光、旅遊、休閒、 旅館及餐飲等工作；(3)培

養學生具備於餐旅工作中之互助合作、職場倫理、重視職業安全之工作態度與觀

念（教育部，2018）。不過，這些教學目標要如何讓學生能逐一達成，對教師而

言，其實是一大挑戰。因網路科技的發展與社會文化改變，影響學生學習態度與

積極度，因此對教師而言，學校課程之教學設計如何落實新課綱設定之群教育目

標，實是重要課題。然而，在現今技術型高中似乎普遍提供學生身心分離的學校

教育（林逢祺，2015）。為求改善與探究其原因，教師的教學模式，就必須熬心

費力的調整，若能讓學校教育從身心分離經驗至身心合一的學習歷程，就會是教

師自我突破與精進的一大成果。 

二、身心二元論之定義與危機 

(一) 身心二元論的內涵 

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是 17 世紀法國啟蒙時期著名的哲學

家、數學家和物理學家。最具著名的哲學主張是「我思故我在」，笛卡兒認為「我

思故我在」是在獲取學問與真理的同時，必須排除可懷疑的觀點，所得到的真理

才是最具價值的（劉秀玲，2017）。在整個思想與心理的運作過程中，身心是交

互運作，也息息相關的。為了解這個問題，笛卡兒建構獨特的理論「身心二元論」

(Mind-Body Dualism)；身心二元論意指「身體」與「心靈」是分開的兩個實體，

但都共存於一個身體裡，兩個更是扮演重要的角色。就笛卡兒而言，當身體消逝

後，心靈實體仍能存在，並他推測，心靈實體是在腦部腺體，也是所謂的「松果

體」(Pineal Gland)。它是心靈實體與人的肉體相連接，從而心靈與身體進行溝通

互動的地方。 

(二) 身心分離教育之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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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術型高中體系，尤其是私立學校，學校因少子化之衝擊，導致招生壓力

逐漸增大（陳文魁，2014）。學校強調技術競賽中僅追求獎項的殊榮，證照也大

多追求通過率，以迅速累積看得見的績效結果，卻忽視應著重學生身體與心靈同

步的運作學習過程。在餐飲實習科目實作或是選手培訓中，整個教學過程主要強

調學生身體的運作，卻較少進行身體與心靈上的思考與連結，每次練習重規疊

矩，但只要變換題型，學生便無法立即融會貫通，這樣的實作教育對學生而言會

造就學習複製的樣態，相對在專業科目屬理論的課程中，如「觀光餐旅業導論」

等，教師教學則可能呈現機械式教學與強調背誦記憶，卻欠缺引導學生進行思考

（心靈）與表達所學（身體）（蕭伃伶，2011）。因此，建議教師必須利用教學轉

化方式，以引導學生達成設定的教學目標與結果（黃政傑，1991）。因時代的推

進與改變，若教師能進行課程的調整與規劃，進而了解連結學生的想法與生活經

驗，相對促進師生間「做」(doing)與「受」(undergoing)的交互作用（謝佳穎，

2015），以便能啟發兼顧學生身體與心靈的合一發展與學習。 

三、造就身心合一的學校教育 

能做到啟發學生身心合一的發展學習即是理想教學型態，反之，學生身心分

離的學習情況是目前大多學校教育之現實層面。要如何透過教學連結達成理想學

習型態，必須藉由教師的知覺及運作課程（Goodlad, 1979），透過課程啟承轉合

的過程中，從教材之多元化設計，針對學生起點能力進行教學，讓每個學生有效

達成學習目標。依此，為造就餐旅群身心合一的學校教育，教師的教學設計首先

必定須先了解十二年國教技術型新課綱研修之基本理念，即包括重視(1)學生主

體：學生是學習的主體。為使學生有效學習，餐旅群科課程須彰顯並透過實作之

課程特色，強化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2)適性揚才：課程規劃能提供學生實作

專題與思考創作機會，協助學生適性發展並找到職涯方向；(3)終身學習：能培

養學生持續自我終身學習及成長的能力，以適應社會及未來職涯可能的變化與轉

換需求；(4)務實致用：著重強化學生外語會話、人際溝通、資訊能力等，以及

職場倫理等態度建立，以強化學生實務技能，落實技職務實致用精神；(5)職涯

發展：餐旅群學校教育務求課程發展與產業技術接軌，使學生職涯發展能順利進

行，並能不斷進修接合（教育部，2018）。學校教育亦須符合國教新課綱總綱精

神，除知識技能之獲得，更是強調「核心素養」的培育（教育部，2014）。以上

若能透過教師對課程教學的轉化設計，實是落實餐旅群新課綱理念之關鍵，達成

身心合一的學校教育。以下將陳述教師教學中，可以運用的身心合一教學策略方

式： 

(一) 促進創新思考與實作學習 

在技術型高中，實作課程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主要是要培養學生對技術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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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透過教師的傳授，讓學生在技術上日新月異，不過，在技術型高中，實作方

面大多都是以取得證照類型為主。第一作者本身也是從技術型高中餐飲科畢業，

從中體會到，當學校推動特色招生時，除了證照的術科料理外，課程若結合在地

蔬果、產業，讓學生能融合證照中的菜餚，且彈性創作一至二道料理，將有助促

成學生身心操作思考合一的學習。例如，在餐飲服務之菜單設計中，讓學生能身

體操作 App 方式找尋符合課程的餐廳，並觀察店家的菜單設計，結合產業實務

方式，設計屬於自己餐廳的菜單，藉此讓學生能發揮心智想像，促進學生創新應

變與自我精進之核心素養。 

舉例說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餐旅群課程綱要之實習科目，除了「餐飲服務

技術」、「飲料實務」之外，另有四大技能領域包括廚藝技能領域、烘焙技能領域、

旅宿技能領域、旅遊技能領域，如表 1 所示。在此舉例說明四大領域課程結合資

源利用，培養學生身心合一的學習方式。 

表 1 十二年國教餐旅群實習科目課程架構 

領域類別 實習科目 

 餐飲服務技術 

飲料實務 

廚藝技能領域 
中餐烹調實習 

西餐烹調實習 

烘焙技能領域 烘焙實務 

旅宿技能領域 
房務實務 

旅館客務實務 

旅遊技能領域 

旅遊實務 

導覽解說實務 

遊程規劃實務 

資料來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群科課程綱要－餐旅群（教育部，2018） 

1. 廚藝技能領域 

在「中餐烹調實習」與「西餐烹調實習」科目中，為讓學生對中、西餐烹調

文化及歷史有基本的認知外，教師在教學前，可利用影片、圖片、經驗激發學生

對課程內容的思考。例如，利用問答方式，讓學生思考菜餚的來源，且教師可提

供產業實作與課程實作作法之差異，讓學生身心了解目前產業之現況，亦能將所

學發揮到日常生活；教師也能促進學生對擺盤的認識，對於擺盤技巧的訓練，從

商品的粗糙感，轉化為商品價值化，並藉由同儕間的分享，促進學生身心的基本

認知與考驗。 

2. 烘焙技能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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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烘焙實務」課程中，除了讓學生對烘焙歷史、起源的認識外，在實作歷

程中，教師連結學生生活經驗，從日常生活常遇見，如烘焙坊、點心坊的商品等

等，從麵團整形、裝飾技巧、蛋糕製作等等，教師利用節日融入，讓學生能身體

製作具商品價值之成品，以主要激發學生對商品創意之心智思考，亦能提升學生

自我身心精進之素養。 

3. 旅宿技能領域 

在「房務實務」、「旅館客務實務」中，學校教育除基本實作與理論外，教師

能利用業界參訪方式，帶領學生進入實際旅館的認識，在旅館業者實務分享後，

再藉由異質性分組方式，進行實際房務操作，不僅如此，也能利用角色扮演法，

透過科技資訊操作。例如，訂房作業系統操作、入住、退房系統與接待學習等等，

融入於本課程中，讓學生了解旅宿技能領域要點外，能立即連結觀光餐旅業導論

之旅館業特性與商品、從業人員之職掌，幫助學生心智思考與培養系統操作之能

力。 

4. 旅遊技能領域 

在「旅遊實務」、「導覽解說實務」、「遊程規劃實務」之課程方面，教師能利

用心智圖教學法，促使學生亦能運用心智圖，能從餐旅業核心價值進而擴散培養

其思考。例如，教師可讓學生選定一個觀光景點，身體進行實際的勘察，並設計

具旅遊基本認知、遊程導覽與規劃之心智圖，透過放射性的邏輯運作所呈現之記

憶樹圖，並與同儕進行分享，緊接著能結合科技媒體與資訊之能力，用影片呈現

方式，介紹遊程規劃用意及景點介紹，促使師生間的有效互動，同時培養學生影

片剪輯及拍攝技巧，使學生同步身體實作及投入思考學習。  

(二) 善用資訊科技 

以上餐旅群四大領域身心合一學習策略，有時藉融入並運用資訊科技，相對

於現今許多學校上課前，會將學生的手機進行管制，其原因是避免上課時學生使

用手機。若能將手機資訊融入於課程中，可以提昇學生對課程的期待，也就是善

用會引發學生學習動機的科技事物上，使學生透過身體操作資訊科技，引發學生

對知識內容進行心智思考。例如，在手機資訊軟體開發中，許多 App 軟體能套

用於教學。其中，餐旅群課程可利用 Kahoot App 讓學生思考回答課程提問；也

能搭配科技、娛樂、設計(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 TED)的 App 程式讓

學生能進一步思考現今的教育發燒話題；又例如，在餐旅科系課程中，也能針對

觀光餐旅業概論、餐飲相關烹調之單元，使用「食在方便-找美食餐廳 App」，讓

學生利用課餘時間，至附近的美食餐廳來進行用餐或評析等等。在科技媒介的發

展下，許多 App 開發都是很好的教材，若妥善融入課程轉化教學，亦能增強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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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透過身體操作科技資訊，內化提昇媒體素養之心智能力。在教育大市集

（2019），教育 App 有根據不同就學類型與職群，挑選出適用於教學中的 App 清

單，對教師而言，這些 App 的使用亦能有助轉化建構身心合一教學。 

(三) 課程與業師協同 

技術型高中主要是協助業界培養專門的技術人才，產業的結合不只是透過業

界講師進行職場實務分享，而是將業師知識經驗融入課程單元，讓學生能身心了

解產業的現況，並且使學生能實際操作與思考學習。教師也能透過合作教學法方

式進行課程的體驗，設計相關議題或實作內容，讓不同族群與能力的學生進行組

別的省思，培養其溝通協調、團隊合作、創新思考與應對進退之核心素養，亦使

學生從業師協同分享中找尋自我的職業取向。例如，在餐旅群課程中，邀請業界

講師講授實際餐廳或飯店若遇到特定顧客，其對清真認證食材的需求及如何製

作。讓學生身心皆了解，清真認證(Halal Certification)起源於伊斯蘭教法，主要

針對穆斯林族群所接觸之用品，都必須符合伊斯蘭教義，即為「清真(Halal)」（阿

拉伯文حلال之音譯），即意指「合法」或「許可」的食材食品（台灣清真產業品質

保證推廣協會，2019）。對於穆斯林所食用或碰觸身體的產品而言，必須追溯源

頭，讓學生透過身體親自操作，去思考從物料的處理、工廠的加工、甚至是最終

零售商家都必須符合伊斯蘭教義。目前我國觀光局針對穆斯林族群來台後，有統

整並設立有通過清真認證之商家、旅館提供查詢；在教育部十二年國教中，教師

可利用多元文化議題融入餐旅課程，讓學生能對多元文化，透過身體操作與心智

的提問，有更深層的認識，並培養尊重、多元的友善環境。因此在學校教育中，

能邀請通過清真認證的餐廳業者進行分享，在菜單製作、設備空間、食材來源、

取得認證管道等等，設計相關議題讓學生進行心智的思考及討論，造就身心合一

的學習。 

(四) 建立美感身心合一經驗的學習歷程 

美感身心合一的經驗，是當個人面對情境或對象時，在事物理解與情緒感知

的交互的作用中，個人內在感受由緊促、挫折到平和、舒緩狀態（周淑卿，2010）。
美感身心合一經驗的產生，能啟發學生自我實現、滿足、超越等興趣，並產生新

的意識，增加認同感。因此美感經驗就是一個經驗的歷程，並在整個感官的接觸

中，最終感受到淋漓盡致，所以教師在餐旅群課程教學中，必須巧妙結合自我經

驗與想像力、創造力，進行教學內容的轉化設計，啟發學生對課程內容動機興趣

與省思。同時藉由教師身體所展現的體態、眼神、語調等等，來影響學生學習的

身體及心靈感受，引導學生專注學習並專心投入課程中。 

(五) 不可被取代的教師教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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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教學對學生來說是很大的關鍵，要教好一門課必須透過課前完善的準

備，教師個體的獨特思想與邏輯是不可被取代。教師之間是可以互相學習，但教

學的方式及設計，無法被另一位教師完全轉換取代，因此在每次課程上的活動設

計、教學模式、教學策略都是環環相扣，每位教師教學皆自成一格。教師必須利

用課餘時間自我增能，持續參與研習增能課程、組織教師專業社群等等。在人工

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AI 時代的來臨，教師唯一不被取代的就是「情

感」、「愛」、「經驗」，因此教學中，師生間的身心互動、個別化的輔導等等，都

是教師影響學生並發展教師教學特色非常重要的一環，每個教師都應尋求並保有

自身教學獨特的價值。反之，若教師教學持續僵化不變，被取代率就會相對提升。 

四、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本篇所提及「身心合一」之觀點進行說明，其希望能改善技術型高中的教學

型態。教師教學設計過程，能使技術型高中之學生在學習歷程中，兼顧「身體實

作」與「心靈思考」，以促進學生知識、技能與態度之提昇。然而現今學校受升

學績效壓力之影響，促使技術型高中學校加重學生在學科記憶層級考試及證照機

械式的身體練習，且技術型高中學生之家長亦希冀其子女以升學為導向，導致學

生身心合一的學習經驗較難於課堂中呈現，因此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必須從旁協

助學生學習，以減輕其學習之壓力，促使學生在心智思考與實作歷程有良好之發

展，而教師在課程設計及教學策略上，可融入科技媒體、業師協同教學等方式，

建構更多元的教材內容及教學方法，以提升學生學習之興趣。 

(二) 建議 

1. 對教師方面 

教師在課程教學後，必須將學生學習成效進行評估與回饋，並讓學生進行思

考，以助學生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之發展，且教師回饋之內容應能有效提升

學生學習之成效，並且支持、鼓勵學生，使其在心理層面建構上更加健全，以能

順利面對學習上的困難或困境，並激勵學生提高對學科及技能領域科目之信心。

在每堂課所學習內容及實作歷程，進行整合性之複習，也透過教師與學生互相對

話、互動的方式，達到身體實作與心靈思考的交互作用。 

2. 對餐飲科學校方面 

未來建議學校單位能設計較多元化的課程，使學生能依照其興趣自主學習和

發展，並在課程中結合科技資訊，使教師能有效提升及掌握學生學習狀況，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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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能利用三維空間(3 Dimensions, 3D)，建設 3D 虛擬實境教室，讓學生在學習

上能有實質體驗之感受，使其在場景中，促使學生心靈思考與問題解決之能力。

而在產業與學校結合上，學校亦可以提供產業商品之研發，並讓學生能投入商品

研究之中，以促使學生在思考創作力與實作能力上實質之提升，達到學校培育產

業技術人才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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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教育政策探討－原擬定取消乙級證照 
作為技優甄審報名資格一事 

蔡宇富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蔡銘修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一、前言 

目前臺灣的高中職的升學管道相當多元，除了一般常見，採計統測成績的「聯

合登記分發」、「甄選入學」之外，也有不採計統測成績，為了縮短城鄉差距的「繁

星計畫」，以及保障在職業技能方面優秀的人才的「技優保送」、及「技優甄審」，

其多元入學的主要目的為提供學生多元入學的選擇、建立學生多元價值的觀念、

提升高職適性教學的品質（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2019）。 

技優甄審於 2007 年起開始試辦，為了強化與輔導技藝技能優良的學生能擁

有適性發展，落實務實致用的技職精神，因而提供技能優良的學生，保送到大專

院校機會的管道（教育部，2014；詹偉新，2015）。其報名資格可簡易分為兩大

類，即「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獲各職種優勝名次學生」與「持有乙級以上

的技術士證」，並依照持有的資格不同，各有不同的 10%~55%的加分優待基準（教

育部，2009）。 

技優甄審的入學管道執行迄今，保障了許多無法兼顧校內學業但技能優秀的

學生。其中持有「乙級技術士證」（以下稱為乙級）報名技優甄審的占比最高（黃

偉翔，2017a）。教育部於 2017 年預告了修正法案，有意取消乙級為技優甄審的

報名資格門檻（技術及職業教育司，2017）。為了傾聽各界人士的意見，教育部

與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以下簡稱招策會）在當年度的暑假，前往全臺多個

縣市舉辦公聽會，說明 2018 到 2022 年的技職變革，引起各界人士的正反意見，

最後雖然教育部目前定案是維持現狀（黃偉翔，2017b）。但未來是否會變更仍有

變數，因此本文想探討對於教育部原先擬定「刪除乙級以上技術士證的技優甄審

入學資格」一事。 

二、教育部擬定取消乙級為申請技優甄審的報名資格緣由 

教育部於 2017 年預告了《中等以上學校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及保送入學

辦法》第 3 條、第 12 條修正草案，其中的第 3 條的修正草案，決議於 2022 年「刪

除乙級以上技術士證的甄審入學資格」（技術及職業教育司，2017）。即為刪除領

有乙級以上技術士證，報名技優甄審的資格。其原因在於教育部認為許多同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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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乙級證照的專業能力，未能對應到未來申請的升學科系（黃偉翔，2017a）。根

據 2015 年的技優甄審狀況來看，當年持有乙級證照報名的人數就占整體的 9 成

1，且錄取人數也幾乎都是乙級生為主，比例遠超過全國技藝競賽、全國中小學

科學展覽等競賽的報名人數。當前取得乙級證照申請技優甄審後，能選擇報名的

科系，是以所取得的乙級技術士職種做分類，例如持有電腦軟體應用乙級的學

生，能報考「機械」、「電子」、「管理」、「農場經營」等不同的招生類別，因此資

料處理科的學生能申請資訊工程系，而商業經營科的學生也可以申請工業管理

系，不必像統測一樣需要跨考，提供給了學生更多元的選擇。但這樣的方式也間

接地衍生了其他問題，過往的資料顯示，有許多報名乙級的學生，與取得證照的

專業能力落差太大，例如持有電腦軟體應用乙級，報名的科系卻是視覺傳達系、

生死學系、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外語系日文組等科系，而這些科系的專業知識，

與電腦軟體應用乙級並沒有太大的關聯（黃偉翔，2017a）。此外，因技優甄審不

需採計統測成績，許多學生為了升學，考取乙級的目的幾乎已經變成了要報名技

優甄審，但學生是否能從考取乙級的過程中，獲得完整的技能學習，仍值得商榷。 

三、乙級證照在技優甄審中應有之定位  

雖然最後教育部做了維持現況的決定，但此決議仍有可討論之處，因此乙級

在未來技優甄審中該如何定位，分述如下： 

(一) 乙級證照只是技優甄審的入場券，並不是升學保證 

雖然教育部指出乙級檢定的報名及錄取人數的占比為大多數，壓縮了比賽得獎

者的技優甄審名額。目前的技優甄審針對持有不同報名資格，均有不同的額外優

待加分，比賽得獎者所獲得的額外優待加分比重是 10%到 55%（教育部，2009）。
而持有乙級證照申請所獲得的額外優待加分比重只有 15%，幾乎是所有持有資格

的優待加分比重最低的，因此筆者認為在優待加分比重，相對比其他報名資格還

低的情況下，此時更考驗學生平時在校期間的努力。而許多文獻也指出，參與技

能檢定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且通過技能檢定的學生，不僅能

在學科的理論上能有較良好的學習，也能了解所學的專業並且加以運用，達到技

能檢定測驗的標準規範（王俊傑、郭恒瑞，2015；陳晉誼，2012；謝靜儀，2012）。 

(二) 取得之乙級專業能力，已能逐漸對應到大學的升學科系 

根據前述教育部在檢討會議中所提，過往持有乙級申請技優甄審，報名的範

圍是以職種為分類，造成了取得的乙級專業能力，不一定能對應到相關科系的問

題（黃偉翔，2017a）。在招策會(2019a)公佈的 108 學年度的最新簡章中，教育部

在「電腦軟體應用」的部分，招生類別已將原先不合適的類別刪除，例如有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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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應用乙級的學生已不可申請「農場經營」、「服裝」等招生類別。此外為了能

讓專業更準確，對應到未來大學的升學科系，目前招策會擬定於 111 學年度，將

原先統一的 15%加分比例，調整成依照專業相關性分成高度、中度、低度相關，

所對應到的加分比率為 15%、8%、4%，例如持有「網頁設計」乙級申請資管群

加分比率為 15%(高度相關)、申請工程群加分比率為 4%(低度相關)，目前正在舉

辦公聽會（招策會，2019b；黃偉翔，2019c）。可見目前教育政策也在持續調整，

增加乙級和未來升學科系的關聯性。 

四、結語 

任何一種權利都有可能發生濫用的情況，人們有自由發言的權利，但自由發

言的權利，卻也有可能被濫用為毀謗。「刪除乙級以上技術士證的技優甄審入學

資格」這項政策影響最大的是技職生的權益，如果因為權利被濫用，就取消了這

個權利，等同於扼殺了技職生的多元升學選擇（李亘揚，2017）。但能確定的是，

乙級證照確實造成了一些的不公平，有許多地方需要改進。政府必須做的不是取

消這個權利，而是不斷對這個權利做完善的規範。乙級證照目前是由勞動部所辦

理，技優甄審是由教育部所執行的業務，因此這部份需要教育部與勞動部的協調

與合作，降低權利被濫用的可能，讓更多人能關心並重視技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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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評鑑實施之我見 
黃昭勳 

高雄市立仁美國民小學輔導主任 
 
 

一、前言 

    近年來，在教育改革強調鬆綁與自主的理念下，教育品質和成效，漸漸成為

各界關注的焦點，學校如何以有系統的管理，最少的資源獲致最大的成果，並能

配合時代脈動，成為攸關學校能否健全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由各級教育行政

機關所主導的學校評鑑活動因而全面實施，成為一股不可遏止的趨勢潮流。 

    一套完整健全的學校評鑑制度，能以客觀與多元的方式，檢視學校在各層面

的表現，不僅有助於學校改進辦學績效、保障教師專業自主及學生受教權益，亦

可提供教育行政機關作為決策的參考依據，符應社會大眾和家長對教育品質的殷

切企求（王保進，2003；湯志民，2002；顏國樑，2001）。本文將從學校評鑑的

意涵、實施的流程與方式以及可能遭遇的困境分別論述，並就強化學校評鑑效能

的可行方式提出個人建議。 

二、學校評鑑的意涵 

（一）學校評鑑的意義 

學校評鑑是教育評鑑的一種，顧名思義乃是對於學校各項事務進行的評鑑，

其範疇通常涵蓋學校行政、組織、課程、教學、設備、師資與學生等，而以整體

校務運作歷程和結果的評估作為評鑑規準者，稱之為「整體學校評鑑」（whole- 
school evaluation）或「校務評鑑」（academic affairs evaluation）（孫志麟，2004）。
Sanders 和 Davidson（2003）認為學校評鑑可界定為系統的調查學校品質和其如何

服務社區的需求。吳清山（2002）認為學校評鑑乃是將學校視為專業組織，透過

評鑑來了解學校辦學運作績效，診斷並改進學校經營缺失，及確保教育品質、促

進永續發展。吳和堂（2004）則認為學校評鑑是對於學校的整體表現，運用系統

化的方法與客觀的評鑑規準，以收集與分析資料，加以描述與價值判斷的歷程，

以幫助學校改進教學品質與作為決策之用。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學校評鑑是一種以學校利害關係人為對象，以學校整體

發展為內容，透過自我評鑑與專家評鑑，採用系統方法與客觀態度，蒐集分析資

料，並且加以描述和價值判斷的歷程，目的在改進教學品質，提升辦學績效。 

（二）學校評鑑的目的 

    Stufflbeam（2003）認為學校評鑑有四項目的：改進（improvement）、績效

（accountability）、了解（understanding）、宣傳（dissemination）。Stufflbeam指出，

學校評鑑的首要目的，是持續改進學校的服務；而在配合此一目的時，亟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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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參與者提供學校所有層級的績效資訊；同時，評鑑也應是累積的，並隨著時間

協助學校敎師和全體人員，對學校的功能運作有所洞察和了解；此外，評鑑亦應

提供外界可資運用的證明，知道學校所能提供的服務，用以轉學、調適和其他用

途。孫志麟（2004）認為學校評鑑的目的，在於改進校務，追求教育品質的提升

與發展，並以此作為判斷績效表現及行政決定之參考依據，且評鑑中的相關資訊，

亦可提供做為教育研究之素材來源。 

    筆者認為，學校評鑑的目的並非僅是消極的判定學校教育品質的優劣成敗，

而是透過評鑑的歷程，促使學校瞭解發展現狀，發掘潛在的可能問題，尋求改進

措施，進而提升教育績效，促進學校發展。 

三、學校評鑑的實施流程與方式 

（一）學校評鑑的流程 

    陳漢強（1997）將學校評鑑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自我研究（self-study），
目的是為了促進學校的進步，是一種「自我分析」與「自我改進」的歷程。自我

研究期間應依照「評鑑指標」，逐項檢討，完成後寫成自我研究報告。評鑑指標

是評鑑進行的基準，是評鑑實施是否達成預定之目標，同時能被受評機構接受的

重要關鍵。第二階段為實地評鑑（on-site visit），由一組專業的評鑑委員小組，稟

持理性、公平的態度，透過調閱檔案、工作會議紀錄等書面資料及與相關人員面

對面溝通的方式進行印證，以瞭解實際的情況與問題，對學校校務做出公正的判

斷。第三階段則為結果判定（result determination），評鑑學會或主管機關會依據

評鑑委員報告書，給予學校認可與否。被認可學校持續進行自我研究，四到六年

後再進行時實地評鑑，如此週而復始，才能促使問題不斷發現與改進，使學校持

續成長。 

（二）學校評鑑的方式 

    關於國內學校評鑑，湯志民（2005）參考各家說法，將學校評鑑的方式分為

自我評鑑、外部評鑑、追踪評鑑三種，茲分述如下。 

1.自我評鑑（self-evaluation） 

    由學校內部成立自我評鑑小組，評鑑人員由校內的人員擔任，教育行政機關

依評鑑項目和指標彙整資料、自我評估、分析與檢討優缺點，並提出改進建議，

以提供外部評鑑小組實地訪問評鑑之參考。學校自我評鑑，有助於校內自我反省、

檢討及改進。 

2.外部評鑑（external evaluation） 

    由教育行政機關聘請學者專家、督導單位、學區代表、家長或教師代表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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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評鑑小組，赴校實地訪視，透過簡報、查閱資料、參觀校園、師生訪談、問卷

調查、綜合座談等程序，並參考學校自我評鑑資料，以了解事實，評核績效和提

供改進策略。外部評鑑，可提供客觀資訊，以及專業性的改進意見和策略。 

3.追踪評鑑（follow-up evaluation） 

    由教育行政機關聘請原外部評鑑委員或另聘其他委員組成追蹤評鑑小組，於

外部評鑑一學期或一學年後，針對外部評鑑所發現的問題、改進建議和策略，實

地到校了解學校是否研擬具體改進方案或計畫，並確實執行，以協助學校不斷改

進與發展。追蹤評鑑，可促進學校落實與達成評鑑在於改進之目的，避免評鑑流

於形式。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學校評鑑的過程與指標應力求周延可行，方式宜多方兼

顧，評鑑委員除參照學校自我評鑑報告，並聽取簡報、實地參觀、資料檢核、人

員訪談、綜合座談外，還要避免因參照點、月暈等效應所造成的影響，力求客觀

公正，才能提升評鑑結果的說服力。 

四、實施學校評鑑可能遭遇的挑戰與困境 

    學校評鑑是促進學校健全發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提升學校競爭力的有效策略。

然而長久以來，學校評鑑一直由教育主管機關所主導、規劃及施行，學校只能處

於被動接受狀態，這種由上而下的評鑑模式，實存在許多問題（林志成，2001；
吳清山，2002；郭昭佑，2000；鄭崇趁，2002）。筆者歸納學者看法，分析當前

學校評鑑實施上可能面臨的挑戰與困境。 

（一）在學校評鑑目的上 

    學校評鑑的目的不是比較優劣，而是提升教育品質。但當前學校評鑑仍以績

效考核為主，學校人員求好心切，難免將缺點刻意隱瞞，以爭取校譽。加上目前

教育主管機關通常把評鑑當成是一種控制或管理，故受評學校往往採取消極、被

動接受的心態，而非抱持改進學校教育品質與績效的立場觀點。 

（二）在學校評鑑方式上 

    學校評鑑一般採取先由校內自評，再由委員到校實地訪視的方式。為顧及校

譽，學校通常在自評過程中，將心力花費於書面資料的蒐集與整理，缺少對學校

問題的深入對話及分析，因而常流於形式，也增加同仁負擔，影響教學與行政的

正常運作。如此難免會造成部分同仁排斥和抗拒的心理，不僅致使評鑑無法建立

校內共識，也無助於了解問題現況，導引學校改進。 

（三）在學校評鑑內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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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評鑑指標方面，部分指標未考慮學校的先天條件，對資料的解釋採齊一標

準，忽視學校個別差異；在評鑑範圍方面，學校評鑑以全校整體校務為評鑑範圍，

資料繁多，評鑑委員人數有限，時常無法深入；在評鑑時間方面，學校評鑑的時

間安排大多以一天或半天為主，委員在有限時間內很難全盤了解校務運作實際情

況，流於蜻蜓點水。 

（四）在學校評鑑人員上 

    學校評鑑是一項專業性的工作，需要具備專門的知識人員才能勝任愉快。目

前各縣市大多集中於每年三~五月間實施學校評鑑，由於評鑑委員需求量大，加上

國內並無專職的評鑑人員，在專業素養或實務經驗上難免有參差不齊的現象，導

致學校對於評鑑的專業性與結果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五）在學校評鑑結果上 

    學校評鑑結果目的在於協助學校改進辦學，但多數縣市的學校評鑑報告重在

分數等第的評比，加上報告完成後，亦缺乏完善的申訴機制，後續追蹤評鑑礙於

經費或人力而流於紙上談兵，導致學校評鑑之效果無法有效發揮，對學校未來之

發展與改進成效有限，無助於學校教育問題的根本解決。 

五、強化學校評鑑實施效能的具體作法與建議 

    由上述學者觀點可知，克服學校評鑑所面臨的困境，營造支持學校評鑑執行

的條件，是發揮學校評鑑功能的關鍵因素，也是未來學校評鑑推動上的重要課題。

茲就強化學校評鑑實施效能的作法提出個人建議，分述如下： 

（一）建立評鑑目的的認知與共識 

    為避免學校評鑑造成各校壓力，筆者認為教育主管機關應由專責單位統籌規劃，

可事先辦理學校評鑑講習或座談會，公佈評鑑的目的、內容、時間及實施程序，

透過與學校人員對話，溝通正確認知；學校方面也應透過教師晨會、會議等場合，

宣導學校評鑑實施對於行政與教學所帶來的積極效應及可能造成的影響，並且透

過週三進修，說明評鑑相關準備事宜，提供引導協助，藉以尋求內部共識，化解

同仁疑慮，爭取全校人員對於學校評鑑工作的支持及認同。 

（二）善用評鑑的過程與結果 

    學校評鑑係有助於評鑑利害關係人對於校務運作的理解，提供學校改進的方

向與決策的參考，因此，評鑑不應該只是短暫存在的組織活動，必須成為學校內

部結構的一部分，以擴大評鑑對於組織學習的效用（潘慧玲，2006）。故筆者認為，

評鑑的實施應與組織結構以及例行工作職責結合，可配合督學視導制度，發揮教

學視導功能，使評鑑系統內建於組織的運作中，透過定期與不定期的溝通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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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學校所需的回饋資訊與學習機會，以促進學校持續進步，強化學校績效責任，

成為真正協助學校發展的機制。 

（三）改進評鑑指標與內容設計 

    建構完善的評鑑指標，改良評鑑內容與技術，是發揮學校評鑑功能的關鍵（林

天祐，2002）。為增進評鑑效能，避免評鑑指標因主觀詮釋或解讀上的差異所產生

的混淆，筆者認為，指標的歸類應清楚明確、客觀且具體，評鑑量表也應納入權

重分配的設計，避免整體價值判斷的困難；此外，建議可由中央聘邀學者專家，

從學理與實務上研擬出共通性的評鑑指標，並印製成冊，供受評學校參考，使學

校評鑑內容具備重點清楚、方便執行、公正客觀與易於解釋等特點。 

（四）建立評鑑委員認證制度 

    評鑑委員是教育的推手及裁判，必須具備對教育趨勢與專業議題的瞭解、中

立客觀的理念操操守，並能瞭解委員的職責、具備有效晤談技巧、評量及資料驗

證方法等（周明華，2009）。筆者認為，為求評鑑作業公正客觀，短期而言，除藉

由例行性的評鑑行前說明會，建立委員齊一的評鑑標準外，長期而言，可師法國

外建立評鑑委員認證制度與培訓機制（張新仁、何希慧、方德隆、丘愛鈴，2007），
透過定期辦理研習會或短期培訓課程，深化評鑑專業知能與經驗傳承，進一步提

升評鑑委員的專業素養。 

（五）落實追蹤評鑑與後續改善 

    為避免學校評鑑流於形式應付，評鑑結果束之高閣，在學校評鑑辦理之後應

實施追蹤評鑑及後設評鑑，以落實學校改進之目的（林天祐，2002；張鈿富，2001）。
筆者認為，教育主管機關應定期追蹤考核，協助學校檢視評鑑所呈現之缺失和建

議，要求並監督學校提出具體改善對策或分年解決計畫，並編列預算，提供所需

的軟硬體設備、經費等，進一步協助學校解決問題；若有窒礙難行之處，可由評

鑑委員再行提供專業建言，以免學校停滯不前，影響學生學習權益。 

六、結語 

    Daniel Stufflebeam, et al.（1971）說：「評鑑的目的不是為了證明，而是改進」。

對學校而言，評鑑的目的在改進學校教育，促進學校發展更臻完美。學校評鑑如

同替學校做一次全面性的檢查，讓學校人員確認校務運作是否正常，協助行政人

員和教師有系統的把手邊資料重新整理與回顧，同時，也藉由專業的診斷，及時

發現問題，確保學校的健全運作。 

    期盼學校評鑑能真正發揮提升學校辦學績效的正向功能，不僅使親師生受益，

也促使學校能在競爭激烈的教育市場中不斷革新、永續經營，讓學校評鑑成為確

保教育品質的一種常態性手段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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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標章-偏鄉小校的閱讀動機促進策略 
盧慧君 

高雄市大樹區溪埔國中教師 

高雄師範大學生命教育研究所在職班研究生 

 

                                           
一、前言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新知識的產生令人應接不暇，若想跟上全球資訊化的脈

動，僅僅依賴學校制式化的教學是不夠的，必須透過學習者自主學習，才能跟上

時代的腳步，不被潮流所淹沒。而自主學習的根本之一，莫過於良好的閱讀動機

及思考能力。因為即便通訊設備再發達，知識的傳播，仍需透過文字為媒介，此

時撰述者的表達能力，與閱讀者的解讀分析互為表裡。教育機構身為知識的傳播

載體，必須培育學生有良好的判讀、解析能力，以幫助孩子們面對新知，以便日

後能獨立學習。是以擁有良好的閱讀動機，便是自主學習的第一步，不然如果學

習者連字或文章都不願閱讀，又怎能獲取新知，擁有不斷學習的能力？正如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在學生能力國際評量計畫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的報告中所指出：「國家最大投資應在於國民閱讀能

力的強化」（引自呂瑞蓮、周倩，2013：30）。在增進學生的閱讀能力之前，首要

之務，在於旁培養其自主閱讀的動機，未有足夠的動機先行吸引，便很難有後續

能力的培養。故培養學生的閱讀動機，實為閱讀教學及能力培養的第一步。 

為此，高雄市教育局於 101 年 12 月成立「愛閱網」，結合資訊科技與傳統人

文的巧思，利用線上闖關活動吸引學生參與，檢視閱讀理解程度。除此之外，仍

希望孩子理解傳統紙本閱讀所特有的溫度，校內利用班級書箱、圖書館藏資源共

享等方式，讓學生有多元、便利的方式閱讀不同書籍，藉此過程增進學生的自主

學習的動機，使孩子對於閱讀更有動力。然而如前所述，即便現今閱讀有科技輔

助、各類出版品提供擇取，若無先行提升學生對於閱讀的興趣與動機，即便擁有

再好的資訊設備、圖書借閱與與認證機制，也沒有辦法精進學生閱讀的質與量，

故培養學生的閱讀動機，是擁有良好閱讀能力的先決條件。 

二、 利用多元管道促進學生閱讀動機 

由於時代改變，現代學生受到 3C 產品的影響甚大，在眾多資訊爆炸、流通

的情況下，很多學生無法沉靜下來，仔細地閱讀完一本書籍。因此營造良好的閱

讀環境與風氣至關重要。而閱讀環境不只是空間的物理營造，還包含擁有鼓勵閱

讀的措施及辦法。本校溪埔國中位於大樹區的邊陲，全校只有 9 個班級，學生家

庭多為一、二級產業，以往自主閱讀的風氣並不盛行，為了改變這個狀況，本校

使用鼓勵閱讀的策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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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造友善的閱讀環境 

設立能使師生安心閱讀的圖書館，採用木質地板及溫馨的配色，讓學生能有

放鬆的心情，舒適的環境增加孩子們進入圖書館的意願，平日以活動書架擺設學

生圖書志工推薦書籍，以學生的角度推薦同學有趣的書籍，在新書採購後，亦有

新書展示櫃讓學生知悉學校新進圖書。除了設備與圖書的改良，為激發學生的動

力，校內舉行閱讀積分競賽，於圖書館和校園樓梯間展示成績表與學生讀書心得，

以競賽模式刺激同儕的良性競爭，也讓對於文字寫作有興趣的孩子能擁有被展示

的平台，吸引更多閱讀的動機和興趣。 

班級內則有圖書櫃及班級書箱，讓學生每天都能身處能便利借書的環境，校

內亦於每週五舉行「全校共讀時光」活動，以全校師生共同閱讀為號召，並輔以

柔美的樂音，除了讓學生沉浸在閱讀的喜悅中，並藉此增進師生情誼。 

（二）鼓勵閱讀的獎勵制度 

為了推廣自主閱讀風氣，校內設有班級和個人的閱讀推廣辦法。 

1. 班級閱讀推廣辦法： 

閱讀積分賽的推廣，每位學生只要有閱讀書籍，便可寫心得小卡或大卡，經

由各班導師及閱讀推廣教師認證通過者，即可讓班級獲得不同的閱讀積分，而每

週的全校共讀時間，亦有年級的閱讀進度，按進度完成閱讀並完成學習單者，亦

可為班級獲得閱讀積分。每月會結算一次班級積分，並張貼結果至走廊公佈欄，

讓學生可以了解班內目前的分數，且在每學期末結算總成績，給予前三名的班級

公開表揚及獎勵。積分競賽的意義，在於藉由獎勵吸引學生對於個人閱讀的精進

外，更鼓勵孩子們為了班級榮譽盡一份心力，推己及人，不但增加了閱讀的深廣，

更凝聚了團體的情誼。 

2. 個人閱讀推廣辦法： 

促進學生個人閱讀習慣的推廣方式分為高雄市府及個人的兩種，市區型的辦

法為學生自行上網登錄愛閱網，回答問題，通過一定數量的書籍數，並可於學期

末獲得嘉獎，鼓勵學生認真閱讀高雄市的共讀書單。個人則是按照學生寫的閱讀

大小卡心得積分，累積分數達到全校前十名的學生，即可獲得校長公開頒發的「閱

讀之星」獎狀和嘉獎作為獎勵，透過公開表揚的方式，提升學生的榮譽感，培養

自主閱讀習慣，擴展學生閱讀的角度及取向，增進學生自學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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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作家有約」的文學週活動 

每學年舉辦「與作家有約」文學週活動，邀請作家現身為學生分享所創作的

作品，為了讓學生能更加瞭解作者的著述及生平，會於兩個禮拜前製作作者介紹

海報、作品展示、採訪影片介紹及 FB 粉絲團的書籍內容問答抽獎，讓學生能對

作家有更近一步的認識，並事先閱讀作品，提升學生對於書籍及作家本人的興

趣，讓文學週的影響效力能持續更久，而在文學週後，學生對於作家的相關作品

的借閱率與詢問度，也會提高許多，增進學生的閱讀興趣。 

三、 成效 

若按照「閱讀標章」所訂立的閱讀目標，全校每位學生平均應通過「愛閱網」

規定冊數達 2.5 本以上，以及全校二分之一以上學生曾上網並至少通過一本書。 

106 學度本校在師生的努力下，收穫成效斐然，於 106 年 8 月 1 日到 107
年 7 月 31 日間，達成全校學生都上網填答問題，且至少通過一本書籍的檢測。

校內閱讀積分競賽前三名的班級，也達成全班每個月至少都閱讀一本書籍的紀

錄。張怡婷(2003 年)認為班級閱讀環境越佳的學童，閱讀行為越佳，因此可知班

級環境會影響學童的閱讀動機。在每次新書上架的時候，皆可看到學生興奮的在

新書架前閱覽新書，下課時也可看到學生自動拿著書本閱讀。圖書館志工也常趁

著沒人借書時，捧著書籍閱讀。而這可歸因於校內的讀書環境改變，及閱讀風氣

友善的關係。 

四、 結論 

在學區文化資源缺乏的情況，要推廣良好的閱讀風氣實為不易，感謝有高雄

教育局在閱讀方面的資源，讓偏鄉也能有豐富的書籍能閱讀。但閱讀推廣仍需全

校在硬體、軟體和集體共識下的配合才能達成。希冀閱讀推廣的風氣能更加盛

行，讓學生們都能自主閱讀，獲得終身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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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塑優質專任輔導教師之探討 
施又瑀 

大葉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施喩琁 

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民國 103 年 10 月 28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學生輔導法》，同年 11 月 12 日經

總統公布施行，明訂學校輔導工作之內涵、架構、任務及人力編制等規範，確立

發展性、介入性及處遇性三級輔導架構，並於民國 106 年 8 月起於高中職以下學

校增聘專任輔導教師，作為學生輔導專責人員，正式賦予法源基礎，充分彰顯政

府對輔導工作的重視，也激發社會大眾對學校輔導邁向專業化發展的願景產生高

度期待，冀期透過政府、學校與家庭構築全面性的防護網絡，以促進及維護學生

身心健康與發展，營造祥和友善的社會。 

我們深切體認學生問題行為「種因於家庭、顯現於學校、惡化於社會」(張

春興，1996)，在這錯綜複雜生態系統下，許多的兒童或青少年淪為不幸的受害

者或犧牲者。爰此，位居中流砥柱的學校更應責無旁貸的肩負起輔導的重責大

任，而隨著校園陸續投入輔導專業人力，委實也開啟學校輔導工作的新契機，然

而囿於學校組織規模的差異，學校輔導人力的編配不盡相同，衍生學校三級輔導

工作相關分工與合作之諸多問題，已成為當今學校輔導工作的重大挑戰。誠然，

學校輔導工作的性質迥異於一般教師的教學，學校輔導人力包括輔導教師、社工

師和心理師，渠等能否積極投入於工作，攸關學生的心理健康與福祉。設若專任

輔導教師的專業知能不足、工作負荷過重、缺乏成就感與滿足感，非但影響輔導

工作的績效，更可能導致工作倦怠，減低對輔導專業的承諾與使命感，切莫等閒

視之。 

揆諸現況，學校對於輔導的需求殷切，遠高於現行體制所能提供的輔導人力

資源；而部分學校輔導工作的效能並未充分展現，也頻遭詬病，職是之故，如何

有效提升專任輔導人員的角色與功能，適時適切和家庭、社政單位、精神醫療或

少年司法體系協同合作，發揮各自的專業角色任務，齊心戮力建構完善的三級輔

導架構，解決顯現於學校之學生行為或情緒問題，防範學生問題行為的惡化，才

能彰顯《學生輔導法》的立法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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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任輔導教師的工作職掌 

依「WISER 三級輔導工作模式」來審視專任輔導教師角色職責規範，渠等

主要職掌為負責推動二級預防工作，藉由個別輔導或小團體輔導的方式，實施介

入性輔導措施，以達到早期發現高關懷學生與早期介入輔導（教育部，2013）。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對於專任輔導教師工作職責的認定可謂五花八門、

包羅萬象，有必要性的共同性事務，如進行發展性輔導及介入性輔導，提供親師

諮詢，並參與專業成長進修；也有個別訂定的工作，如要求授課、辦理輔導知能

講座、設計團體輔導教案提供教師運用以及每學期個案輔導人次的差異等。以臺

中市而言，其主要職責有個案晤談輔導、提供家長及教師輔導諮詢、小團體輔導、

班級輔導、個案研討、個案晤談輔導記錄、協助處理偶發事件、解釋相關心理測

驗的結果、視需要會同行政人員或導師進行家庭訪問、解釋相關心理測驗的結果

等（臺中市，2016）。鄰近的彰化縣規範專任輔導教師重點工作項目為：個案輔

導、個案研討、小團體輔導、測驗與解釋、班級輔導、親師諮詢、輔導活動、進

修與督導、輔導網絡資源的聯繫與運用、協助學校輔導工作的執行及評鑑、對於

校園危機或緊急事件進行全校性的輔導以及學校得依教育部規範輔導教師之職

掌功能，視實際狀況調整其內容（彰化縣，2016）。 

桃園市國中專任輔導教師工作職掌為:每週授課 2 節、心理測驗的實施以及

結果解釋與運用、提供親師生輔導相關資訊、協助提升教師輔導知能、主講學生

輔導相關講座、提供輔導相關議題或教案供教師參考運用、全校學生個案服務之

管理工作、輔導資源網絡的聯繫與運用、參與學生個案相關會議、個案輔導與記

錄、小團體輔導與記錄、特殊個案學生之家庭訪視、因應突發與危機事件進行相

關人員之團體輔導、參加教育局辦理之輔導專業在職訓練課程、每月填報「專任

輔導教師工作月報表」、繳交「學年度執行學校專任輔導教師工作計畫」與執行

學校交辦之相關輔導工作（桃園市，2016）。 

揆諸上述縣市對於國民中小學專任輔導教師的工作規範，我們可以發現專任

輔導教師除需具備專業輔導知能，如輔導諮商、測驗實施與解釋、個案評估與輔

導、校園危機或緊急事件的處理外，還需具備個案管理、資源整合、協調合作等

能力，以有效掌握個案、統籌運用系統觀點介入輔導，藉以強化輔導效能。其實

各縣市大多遵循教育部（2013）編撰的輔導工作參考手冊所明訂的專業輔導教師

工作職掌概要：1.專業服務（個別諮商、團體諮商、個案會議、心理衡鑑、諮商

服務、教學活動）；2.專業成長（督導與研習進修）；3.專業發展（專業社群、專

業評鑑）；4.行政參與（協助輔導工作推動、參與會議）。就現況而言，專任輔導

教師的主要職責為二級預防輔導工作，並且要支援一般教師初級預防輔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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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協助轉介專業輔導人員三級預防輔導工作。而依據宋有賢（2016）的研究結

果顯示，專任輔導教師的角色職責比以往的一般輔導教師更強調「個案輔導」與

「專業支持」的功能。爰此，各縣市教育局（處）及學校有必要依據輔導專業及

資源整合需求程度的高低，重新檢視調整專任輔導教師的工作內涵，才能提升工

作效能與品質。 

三、專任輔導教師的資格與培育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專任教師甄選，以渠等未來在學校現場所需的專業知

能，做為人才篩選基準，爰此，其甄選方式得以筆試、口試及輔導工作實作方式

為之，以其中二種以上且包括輔導工作實作方式之綜合考評方式為原則。而依據

2011 年「教育部補助置國中小輔導教師實施要點」修正規定中，其應具備的資

格如下: 

(一)國民小學 

1. 101 學年度至 105 學年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1）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畢業（包括輔系及雙主修）且具國民小學 

      合格教師證書，或同時具輔導（活動）科或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 

      專長教師證書及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書。 

（2）國民小學加註輔導專長教師證書。 

2. 自 106 學年度起，應具有國民小學加註輔導專長教師證書。 

(二)國民中學 

1. 101 學年度至 105 學年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1）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畢業（包括輔系及雙主修）且具中等學校 

      合格教師證書。 

（2）中等學校輔導（活動）科或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專長教 

      師證書。 

2. 自 106 學年度起，應具有中等學校輔導（活動）科或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習

領域輔導活動專長教師證書。 

(三)高級中等學校 

應具有中等學校輔導（活動）科教師證書或高級中等學校輔導科教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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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目前師資培育制度，在國中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專長的學分認證

上，因師資培育機構的不同而略有差異，通常需要修習 42-48 學分。其中含括核

心領域 4 學分、必備 16-20 學分、選備 14-16 學分、童軍教育 4 學分及家政 4 學

分。核心領域是指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概論、實施與評量；諮商輔導專業的必備

16 學分中，主要含括諮商輔導理論與技術課程、團體輔導、心理與教育測驗、

助人專業倫理、生涯輔導等；選備的課程為危機處理、生命教育、社區心理衛生、

婚姻與家庭、社區諮商等課程，另外還有 8 學分是列入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兩門

主修專長必備課程—童軍與家政。 

教育部（2016）公告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

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所規範的國中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專門

學分課程簡要對照後，清楚顯示多數必備的課程著重在輔導教師專業能力的培

養，例如：個別諮商、團體諮商與心理諮商等，對於輔導專業能力的養成這是相

當重要的基礎。 

王煜凱、朱忻哿（2018）建議師資培育學校能邀請現職專任輔導教師返校座

談，討論課程規劃，考量增加常用的法規內容、系統合作、特教知能與特教生的

諮商輔導等。陳建煇、李泳緹（2017）則指出，師資培育階段應加強合作能力、

校園危機事件處遇能力以及多元文化觀點與倡導能力的訓練；其次，在教育實習

階段應提升專任輔導教師角色認知與認同、永續學習的態度，以及將輔導實務實

習納入教育實習規劃。 

專任輔導教師是近年來新配置的輔導人力，除了肩負輔導服務外，更冀期承

擔輔導工作的推廣與後援，因此輔導工作不再侷限個別諮商與班級的教學活動，

更強調著重生態系統的統合以及輔導知能規劃發展等的能力，而衡諸國內目前在

師資培育的過程，並沒有專門針對專任輔導教師進行的師資培育，這些專任輔導

教師能否勝任日益龐雜的輔導工作，從一些研究當中所顯露的渠等的壓力與困

境，可以瞭解師資培育需要強化的地方委實不少。 

四、專任輔導教師的壓力與困境 

    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探究專任輔導人員所遭遇的壓力與困頓，如 

葉明雯（2015）的研究歸納出國中初任專任輔導教師知覺工作壓力經驗共有

五大主題，分別為「工作職掌不清的困擾」、「與主管或同事人際溝通的挫折」、「學

校組織過高的期待」、「系統團隊合作不佳的情況」、「個案工作難度高的情況」。

而周育而（2016）研究發現，國中初任專任輔導教師工作困境包括:多重角色，

工作界線模糊不清、個案議題多元且個案量大、學校人員對專任輔導教師輔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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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認知不足、對個案狀況辨識度不足及不熟悉各單位開案原則與流程而無法順利

轉介開案。謝曜任（2017）指出，國小專任輔導教師的壓力為:工作沉重負擔量

大、角色期待多而混淆、專業能力要求高、組織融合與專業不易分化、人際關係

多層複雜。 

王煜凱（2017）研究結果指出，國中新手專任輔導教師面臨工作挑戰如下：

(1)行政面：行政工作協助、參與評鑑訪視、處室工作分配不均；(2)教學面：授

課節數少，備課時間多、參與領域會議一同備觀議課、生涯課程時間佔大多數；

(3)輔導工作面：個人晤談經驗較少，晤談沒有品質、團體輔導成員招募不易，

活動時間少，成效不彰、親師溝通家長改變意願不高、語言不通、系統合作工作

協調能力不足、社政單位開案標準不一；(4)其他輔導工作：工作場域諮商倫理

議題、輔導紀錄撰寫、工作表單複雜。依據莊子瑩（2018）的研究，國小專任輔

導教師在實際執行輔導工作的現況中，所發現的困境有「輔導角色定位模糊」、「輔

導專業知能不足」、「督導需求」及「輔導人力與資源缺乏」等四個層面。 

王煜凱、朱忻哿（2018）以實際的職場經驗指出專任輔導教師的困境為：如

何跟心理師或社工師進行合作？社會資源的連結與諮詢系統的不足、家庭教育無

法配合、學校行政與導師的溝通，以及個案紀錄、月報表與週報表填寫的負擔，

專業知能經驗的不足、帶領小團體的壓力、心理衛生講座和授課等，不斷考驗著

初任專任輔導教師。 

 綜觀上述研究所顯示的壓力與困境，主要為角色定位模糊、職掌不清、工

作項目龐雜、個案工作難度高、人力與資源缺乏、學校人員對專輔教師工作認知

不足、組織期待過多、家庭教育無法配合、輔導經驗與知能不足、系統合作溝通

與協調困難等之問題，因此，亟需制定明確的專業知能與培育機制，聚焦以實務

為主的歷練，輔以相關的配套措施培育稱職的專任輔導教師，才能符應實際的需

求發揮輔導效能。 

五、結論與建議 

專任輔導教師為學校輔導工作中的嶄新角色，承肩著社會殷切的期待，在學

校輔導工作的推動發展上具有重大的意義，以下茲就上述研究發現與實務問題，

提供相關建議，希冀能開展輔導工作的新氣象。 

(一) 紮根專業與技術，培育稱職專任輔導教師 

專任輔導教師專責從事學生輔導工作，其培育機制應單獨設置「輔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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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類科，在培育課程規劃方面，應該廣邀專家學者與教育現場的專任輔導教

師，共同探討適切的課程，並將教育實習規劃納入輔導實務實習，使其能夠有完

整的實務輔導實習與接受督導的經驗，充實專業知能以符應職場的需求。尤其應

紮根專業與技術、濡養態度與倫理，冀期建立專業的自主，能擁有積極自我管理

的能力、對工作的承諾、對生命的熱情，並熟稔於溝通、協調與合作，樂於積極

倡導與圓融面對校園危機事件的處遇，陶鑄優秀的專任輔導教師。  

(二) 聚焦以實務為主、理論為輔的專業研習 

學校及教師最感棘手的是特殊個案的輔導，設若輔導不盡理想所衍生的問題

常成為師生的夢魘。爰此，大家企盼專任輔導教師能發揮應有的角色功能，但顯

而易見的專任輔導教師的經驗與知能還需再加強。因此，在縣市政府主辦的專任

輔導教師進修或研習，應聚焦以實務為主、以理論為輔的切磋琢磨，致力於輔導

實務的演練及分享，務其精熟輔導技巧，方能適切巧妙的運用在不同個案上發揮

輔導效果。 

(三) 明訂專任輔導教師的角色，確定工作執掌 

各縣市對專任輔導教師所扮演的角色與工作職掌認知不一，衍生諸多困擾，

亟需訂定明確的職掌劃分，避免同仁過分的期待與要求，導致溝通困難與協同合

作的阻礙；也避免因承擔多重角色而力有未逮，抑或工作界線模糊不清，肇致紛

爭與人際關係疏離或推諉塞責的效應，影響輔導工作的推展。 

(四) 建置輔導資源整合資料庫，裨益資源的運用與發揮 

各縣市和學校應規畫整合相關的輔導教育資源及資訊，分門別類建置輔導資

源資料庫，提供相關教育人員參考和運用，這對學校而言是相當有助益的，藉此

讓行政人員及教師熟稔相關輔導資源與訊息，裨益一般教師的發展性輔導，以及

輔導室規畫多元務實的輔導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內涵，更有利於專任輔導教師

運用各種校內外輔導資源以增進輔導的效益。 

(五) 落實區域型的專任輔導教師學習社群 

輔導的個殊性、複雜性，有時非單一輔導教師所能解決的，因此亟需專業同

僚的支持協助，所以有必要成立區域型的專任輔導教師學習社群，藉以彌補輔導

知能與經驗的不足，俾便於輔導功能的發揮。此一學習社群應著力於個案實務的

分享與探討，藉由實際遭遇的問題分享箇中的酸甜苦辣，或集思廣益尋求妥適的

輔導策略，更可發揮協同的力量，凝聚多方智慧引導孩子正向積極的迎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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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構築系統防護網絡，發揮統合生態系統力量 

學校輔導工作應植基於生態系統合作的觀點，統合各方的力量才能克盡其

功。爰此，學校專任輔導教師應與社工師、心理師、精神醫療、少年司法體系，

以及輔諮中心專業輔導人員等，建立理想的跨專業合作模式，構築系統防護網

絡，彼此交流資訊、溝通討論、協調整合，發揮統合生態系統的力量，匯聚眾人

智慧，展現輔導的功能。因此，專任輔導教師需具備良好人際溝通協調能力，才

能有效整合個案內外資源，並給予適切協助。 

(七) 活絡親師生的交流互動，提升輔導效益的展現 

輔導工作的窒礙，很多是源於學校人員對專任輔導教師輔導工作認知不足，

親師溝通不良、家長缺乏參與的意願，以及學生認知的偏差，這些都有待學校透

過不同的管道與方式，加強研習進修、宣導與溝通，或藉由多元生動的方式活絡

親師生的交流互動，提升渠等對輔導的正確認知，才更能發揮輔導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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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生命教育於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 
問題及解決之我見 

王秀卿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教師 

 

                                           

一、前言 

「每一個生命都很重要，但在教育現場看到許多生命『只是在等時間過去』

而已。」台北市麗山高中藍偉瑩主任強調，這些孩子不是沒有想法，只是不自由，

就連老師也一樣，他們其實擁有熱情、才華與夢想，卻沒辦法在求學階段做自己

真心想做的事情，如果我們再不從教育去改的話，不用談競爭力，連國家生存都

有問題。（黃啟菱、王惠英，2018）。核心素養是《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

（以下簡稱新課綱）的發展主軸。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面對未來挑戰，

所應具備的知能與態度。著重培養學生在生活情境中學以致用。無可諱言的，歷

來學校教育都太過注重於專門知識的培養，而忽略了對學生生命智慧的啟發。生

命教育的五大核心素養，就是希望能夠啟發學生對於生命的關懷與自覺，並實踐

於日常生活中。 

在筆者對於高級中等學校的導師、專任教師、行政人員進行一連串的訪談之

後發現：隨著少子女化的時代來臨，有不少高中職學生對於生命與自我價值感到

茫然，茫然之原因，主要來自： 

1. 家庭的支持與期望太過與不及。 

2. 學業的壓力、同儕之人際關係交互產生之結果。 

3. 先備的基礎知能不足，學習銜接與發展難以突破。 

家庭的部分，畢竟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學校對於親職教育所能施力之處較為

有限。在學業方面，國中所學知識與技能與技術型中等學校職科先備的基礎知能

之對應與銜接關係疏密不一，學生在學習時，會因為職科基礎與興趣之不同不免

產生了一些矛盾與挫折，影響自信心與人際互動。有些學生在經過訓練之後，尚

能逐步跟上進度。有些學生則是因為父母認為某些職科未來錢途光明，而被迫選

了自己沒有興趣的職科，不但學業一蹶不振，自信心大受影響，連帶而來的，對

於自己的未來茫然不知所措，取而代之的，不是沉迷於次級文化，產生反社會行

為，影響人際關係，甚至自我放棄，大好青春因之蹉跎，十分令人惋惜！而普通

高中學生雖然多以升學為取向，每班也都難免有一些同學似乎對升學也興趣缺

缺，甚至覺得來學校只是為了完成父母的期望，虛度光陰。對於未來，也不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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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本文主要探究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實施生命教育與自我價值之現況，以作為新

課綱生命教育實施之參考。 

二、新課綱生命教育於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之學分差異與問題 

筆者觀察新課綱關於生命教育課程之學分規劃時，發現了一些問題：新課綱

的生命教育課程在普通高級中學的規劃佔了一學分，屬於必修學分。在技術型高

中、綜合型高中、單科型高中的規劃也佔一學分，卻是選修學分。為何相同年齡

的學生，對於生命的自覺與發展都有著相同或類似的問題，在新課綱中的課程規

劃上卻有著差別待遇？加上新課綱中，對於高級中等教育階段生命教育的課程規

劃內涵包含以下諸多深奧內涵：如哲學與人生、宗教與人生、生死關懷、倫理思

考與抉擇、性愛與婚姻倫理、生命科技倫理、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這些內容涵

蓋層面深度廣度俱足，對於很多老師來說，在師培時期培訓單位並無規劃生命教

育學分，對於這些領域也頗感到學養不足，教學與融入時難免感到困難，更何況

生命教育需要透過很多校內外的活動體驗才能理解，三年段只上一學分就夠了

嗎？這一學分就能讓他們對生命教育理解與實踐嗎？ 

三、實施生命教育所面臨到之問題 

(一)對於生命教育的內涵卻缺乏具體的共識 

筆者搜尋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得到 771 篇，由這些論述和研究可

見，學者專家對生命教育的詮釋是多面向的，或著重生理健康，或著重心理調適，

或看重生命發展，或強調生涯志業，或對焦於生死教育，或死亡教育、或重視精

神宗教。因而生命教育的推動有健康教育、倫理教育、人格教育、全人教育、發

展教育、生涯教育、生死教育、生活教育、環境教育、宗教教育等主張，其所關

心的生命，除個人自己之外，還要關注自己與他人的生命關係，自己與生存環境

的關係，個人的心靈信仰和宗教，並於其中找出個人生命的出路。其範疇涉獵廣

闊，每一個向度都需要專業，師資培育中，老師所受的訓練不足，該如何教呢？ 

(二)生命教育所涉及之許多學理與教學素養，是現行師資培育制度中所缺乏的 

教育部根據孫效智（2004）所規劃的高中生命教育課程，以三大核心議題為

課程主軸，提供教師於課程教學與發展之用，其內涵包含以下三點：  

1. 終極關懷與實踐：包括哲學與人生、宗教與人生和生死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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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倫理思考與反省：包括倫理思考與抉擇、性愛與婚姻倫理、生命科技倫理。  
3. 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包含了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 

由以上生命教育之內涵得知，諸如：倫理學、生死學、宗教學等哲學問題，

多半教師在師培時期師培機構並無安排這些課程，教師參與的也是零星的生命教

育相關研習，並無充足完整的生命教育教學概念，教師對於生命教育的指導經常

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 

(三)以「融入」的方式進行，容易流於自由心證 

並非每種科目都適合「融入」生命教育，有些知識性學科，本身已具系統性，

如：數學、物理、化學……等，要牽強附會式地融入，似乎也沒必要。加上每位

教師的生命素養不同，融入的能力、意願和內容多少也難免參差不齊，甚至融著

融著就消失了。就目前新課綱對於生命教育的課程規劃之內容觀之，實施生命教

育課程時需具備道德哲學、生命倫理學、婚姻哲學、婚姻倫理、資訊倫理、科技

倫理等等背景知識，並非每位老師都有這樣的教學素養。而「生命教育」不僅概

括倫理方面或爭議性的公共議題之批判思考，還包含詮釋生命意義、人生信念、

生死關懷、幸福定義與至善理想、美感教育與人品涵養等傳統知識性學科所欠缺

的重大生命課題，這些重要的哲理，並非說「融入」就能融入的。 

(四)生命教育缺少跨界合作 

生命問題起於家庭，發展於學校，終於社會。在教學現場，筆者很清楚地看

到許多家庭教育正常的學生，在校表現較能呈現正向發展。反之，有不少行為異

常的學生，探其問題根源，則發現其問題源自家庭。有些問題經過親師溝通，尚

能有一些成效，有些問題則因為一些特別的家庭因素，影響了學生在學校學習狀

態，即使社工介入，成效也十分有限。若能藉由社會各界成功人士的生命經驗分

享，可以讓學生感觸深刻，而激發生命自覺。但是在這個資訊傳播迅速的時代，

新聞媒體報導內容參差不齊，在思辨能力尚未建立之前，也可能產生一些無法預

期的生命問題。 

四、解決之道 

(一)生命教育的課程規劃需要調整 

生命教育的核心素養強調培養思辨能力，目前新課綱規劃的內容頗能切中要

點，但是在內容上應考慮到授課時間與教師與學生生命教育素養之基礎是否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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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才不致流於形式。目前只有普通高中將生命教育列為必修，而技術型高中、

綜合型高中、單科型高中的學生也有提升思辨能力的需求，卻只能選修，疑似忽

略了生命教育在後三者高中學生之必要性。 

(二)全面性培訓生命教育師資 

生命教育內含包羅萬象，在各個學習階段該教那些？該教多少？尚無明確指

標。若要適當融入各科，融入那些內容？如何融入？各科教師也應要有充足的認

知與信念，才能提升生命教育的質量。故全面性培訓生命教育職前與在職師資是

迫不及待的工作。 

(三)生命教育需以系統化架構為主，輔以各科融入式教學 

生命教育各校使用之人力資源、教材、教法皆不相同，是否能夠達到部定總

體目標？尚無檢核標準。在起點不一的情況下，高中、大學再接續頗具思考性與

爭議性的倫理哲學內容，其系統性架構之完整性，有待商榷。故建立一個較為明

確的系統性架構，再輔以各科融入方式，有助於提升生命教育的質與量。 

(四)生命教育需跨領域合作 

生命教育是整體教育問題及重大社會問題，吾人皆知：「預防重於治療。」，

但經常是學生出現生命問題時，才採取危機處理，經由訓導和輔導手段，進行補

救，如此一來，只是窄化生命教育之意義，處理成效自然相當有限。生命教育應

當成為正式課程，課程經由整體之規劃、設計與實施，才有助於提升學生解決所

面臨的生命問題。 

生命教育課程的有效實施還需要其他教育面向的支援，例如行政、輔導、經

費、活動、人力等，才能對學生的生命發揮整體力量。生命問題是重大社會問題，

而學生在學校顯現的生命問題，常來自於家庭和社會的影響，學校、家庭、社會

和其他機構協力合作，才能有效實施生命教育。如果家庭與社會無法提供正向教

育，學校教育能施力之處也會受到侷限。 

五、結語與建議 

(一)結語 

  如何培養學生面對與解決生命問題，以提升自我價值？就學校能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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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期待新課綱能重新思考與調整高中階段生命教育的內容、課程規劃、學分數、

學分必修性、師資……等，在規劃前建立生命教育的評量系統與相關配套措施，

應該是最實際的作為。 

(二)建議 

1. 對主管教育機關之建議： 
(1)調整生命教育在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為 6 學分。 
(2)將技術型高中、綜合型高中、單科型高中之生命教育學分列為必修。 
(3)廣泛且有計畫地培育生命教育的師資，以提升生命教育的授課品質。 

2. 對學校之建議： 
完整建構兼顧主體性、有特色、跨領域與系統性融入的生命教育課程架 
構與教材。 

3. 對教師之建議： 
積極進修生命教育專業知識，建立生命教育社群，分享教學經驗與評量 
學生生命教育的起點行為，在班級經營與個案輔導中適時融入生命教 
育理念。 

參考文獻 

 黃啟菱、王惠英（2018）。全台家長非懂不可 108 課綱影響多大？。未來

Family， https://gfamily.cwgv.com.tw/content/index/10643 

 孫效智（2014）。生命教育融入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之研究子計畫四高

中階段生命教育課程的現況檢視、政策檢討與未來規劃之研究期末報告。國立臺

灣大學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台北市。 

 教 育 部 （ 2014 ）。 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課 程 綱 要 總 綱 。

https://www.naer.edu.tw/files/15-1000-7944,c639-1.php?Lang=zh-tw 

 張訓譯（2018）。生命教育「五大核心素養」，培養學生思辨人生價值的能力。

關鍵評論。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7858?utm_source= 

 廖慧雯（2012）。生命教育課程對高中生生命態度影響之研究（未出版之碩

士論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雲林縣。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6），頁 143-162 

 

專論文章 

 

第 143 頁 

從科學知識社會學視野探討臺灣自造者教育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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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科學教育所博士生 

 

 

中文摘要 

「自造者運動」（Maker movement）在近二十年來獲得了全世界的關注，成

千上萬的孩子、大人和家庭，因為這個運動所帶來令人興奮的新技術，專家營銷

和強大口碑的特徵而被吸引。自造者文化也成為表達創意和社區動力的一種方

式，這種風行，也帶動了包括 K-12 學校和高等教育機構在內，投入一系列的教

學環境建置，使得在世界各地的自造者空間爆炸式增長。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

下，自然對自造者的概念有很明顯的理念差異，自然也反應在政府的自造者教育

推廣政策，讓許多自造者的意見分歧，在自造者教育也形成了多頭馬車。本文嘗

試從臺灣目前自造者教育的發展現況，從在媒體上已經發表關於自造者運動及教

育的文章、影片作文本分析，以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理論觀點為架構，從 Ludwig 
Wittengenstein 的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與生活形式（form of life），來論述

自造者運動發展脈絡與科學實作；從 Shapinh 和 Schaffer 著名的“利維坦與空氣汞

浦：霍布斯、波以耳與實驗生活”，來企圖解讀與釐清 STEM 教育與自造者運動

的關係。最後以 Kuhn 在科學革命的結構提到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做為總

結，探討目前臺灣自造者教育的未來展望。 

關鍵詞：STEM、自造者運動、科學知識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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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ker movement has garnered a lot of recent attention in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Tens of thousands of kids, adults, and families are drawn to the exciting 

new technologies, expert marketing, and strong word of mouth that characterize this 
movement. Maker culture has become a way to express creative and communal drive, 
and this excitement has led to an explosion of makerspaces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across a range of instructional environments, including K–12 schools 
and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diffe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we 
have a very clear idea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cept of “maker”, naturally also 
reflected in the government's policy to promote the “maker”, so many makers who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articles and media from the 
view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ociology, which has been published about maker 
movement. We try to view from Ludwig Wittengenstein's “Language game” and 
“form of life”, the development of maker movement and scientific implementation. 
From Shapinh and Schaffer's famous "Leviathan and Air Mercury: Hobbes, Boeing 
and Experimental Life", attempts to interpret and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EM education and the self-created movement. Finally, summary with “normal 
science” of Kuhn's find the core concept of the maker movement, to understand the 
context and development of maker movement in Taiwan Now. 

Keywords： STEM、Maker movement、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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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從有人類以來，動手做的歷史已經超過一百七十六萬年，我們一直處在兩

種互相拉扯的力量之間，一邊不斷製造生產更多的東西來淹沒自己，另一邊是人

類與生俱來動手做的能力，我們進展太快，變成只是消費者，忘記我們曾是自造

者…」(楊育修，2014) 

近年來在美國形成的「自造者運動」（Maker movement），一股動手實作的風

潮正在席捲世界，2014 年，前美國總統 Obama 除了在白宮邀請並舉辦第一次的

「白宮自造者博覽會(White House Maker Faire)」，更在博覽會上宣佈將 6 月 18 
日訂定為全國自造者日 (National Day of Making)。在活動致詞： 

“我很自豪能夠舉辦有史以來第一屆白宮自造者大會。 本次活動慶

祝每一位自造者 - 從學習STEM技能的學生到推出創新業務的企業

家，再到支持美國製造業復興的創新者。 我呼籲全國各地的人們加

入我們，在他們的社區中激發創造力和鼓勵發明。”─ (Obama，2014) 

 

Obama 提到透過實作活動，除了可以培養學生在 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的能力，更可以藉由這股創新能力，帶動起美國國內的

製造業。 

這股自造者運動的風潮，吹到了海峽兩岸，也各自形成不一樣的景象，這幾

年來，臺灣的「自造者」和對岸的「創客」，在諸多的活動與交流，已經明顯存

在著不一樣的理念和思維： 

臺灣的自造者認為： 

「OpenLab像個愛好者俱樂部，我覺得中國的創客空間，跟我的定義

不一樣，我超賭爛（臺語）他們現在把創客和創業綁在一起。」鄭鴻

旗直言。洪堯泰也有類似看法，許多單位找他以自造者與創業為題演

講，但他認為這個題目與他的理念不合，「最重要的還是跨領域交流，

以及基於善意出發的分享精神，Maker直接包成創業育成太虛。」(李

欣怡，2015) 

 

“中國創客空間之父李大維認為，臺灣的自造者理念像是烏托邦，保

有西方自造者好玩分享的初衷，雖然看起來比較沒有衝勁，但正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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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對文化創意的追求，讓臺灣的自造者產品比起對岸較有文化底蘊，

而非只是一昧強調產品功能。在少樣多量的物聯網時代，或許正是這

種純粹的自造者精神，才能成就王道。” (李欣怡，2015) 

 

這些明顯的理念差異，還沒釐清之前，政府為了跟上世界的潮流，就開始一

系列的自造者推廣政策。行政院啟動 vMaker 計畫首先發難，三階段打造 vMaker
計畫。 

「以vMaker計畫中的創客胖卡（Fab Truck）為例，每臺內部配有3D列

印機、CNC機臺和雷射切割機等器具，在每個駐點校園停留3天。行

政院政務委員蔡玉玲說，校園胖卡計畫最初其實是民間主動提出的點

子，去年底試行後發現成果不錯，今年才決定擴大實施。」 (李欣怡，

2015)。 

 

然而，政府政策下實施的結果，眼見著許多學校多了 3D 列印機、CNC 機臺

和雷射切割機等器具，全臺也遍地開花式的設立了自造者基地或創客工廠；許多

老師都參加過大大小小自造者研習，學生也參與了許多體驗課程和活動。但是對

於教育的現場，到底真正影響了多少？真的都準備好了嗎？在這樣大量投入人力

物力的重要潮流政策背後，教育第一線的教師，不免憂心忡忡地面對一個不同以

往的新知識、新工具、新思維的考驗，就像在科學領域一個新的學說、理論或觀

念時，在科學家、教育工作者之間，不斷呈現的攻防戰。 

各大學紛紛設立「創業中心」、e-school，辦「maker fair」，卻沒有編列足額

的專職教師和經費，簡直就是存心欺騙媒體和學生的空頭單位。如果教育部、科

技部和各大學校長繼續這樣地「上下交相賊」，不以欺騙媒體和學生為恥，總有

一天大學的「知識經濟」會變成「神棍經濟」。（彭明輝，2015）。 

從 2016 科技部及教育部補助大學對自造者教育的各種重點計畫，突然之

間，各地遍地開花成立的自造者與科技中心，在短短一年之間，充足的設備與亮

麗的建築，蔚為壯觀。教育部從 105 學年度先從 11 個縣市成立一所自造教育示

範中心，並委由高雄師範大學成立自造教育輔導中心。自造輔導中心從創新自造

的課程開發、師資的培育、教材教具的發展與統整等，理論與實務進行剖析規劃，

協助各示範中心的發展與推動。106 學年度於另 11 個縣市各成立一所示範中心，

完成 22 縣市均有一個自造教育範教育中心，預計 2019 渠國會完成 100 所「自造

教育及科技中心」的建置工作（朱耀明，2018）。 

雖然各具當地文化色彩與特色，但是最重要的師資與養成教育，並沒有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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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善，執行單位逼迫各中心在短時間之內交付成果（到底是老師的成果，還是

學生的成果），在美麗的成果展外衣下，儼然已形成一個科學爭議的公共政策議

題。 

然後充斥整個教育市場的材料包、搭配課程教案的學習教具（每個都號稱

maker，每個都是 STEM），加上全臺各地一窩蜂的自造者相關競賽（每個都是臺

灣 NO1），到底由誰真正關心教育的本質，我們的下一代，究竟是這場戰爭的受

益者，還是迫害者？迫於 108 課綱即將上路，不管師資，場地與地方文化與環境

的需求是否已經解決，就是要成立超過 100 所以上的自造者教育與科技中心，真

的令人感到憂心！ 

 這樣的現象跟 1970 年代興起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或稱文化

建構論 cultural constructivism）主張科學知識是利益、權力、意識型態及性別等

社會因素所建構出來的，是一群科學家在特定的社群中所約定成俗的共識。所以

「科學知識社會學試圖將知識的成因與變遷以具體的社會情境、歷史背景和社會

文化與境域結合起來加以考察，並據此強調知識的主觀性和相對性。這種強論述

無論是對於知識社會學的研究，還是對於新世紀的教育觀都帶來巨大的衝擊與深

遠的影響」 (鍾曉嵐，2010)。因為自造者運動與自造者教育的議題，對社會的

衝擊極大，伴隨後即將面對 108 課綱的實施。本文嘗試蒐集目前臺灣媒體上已經

發表關於自造者運動的文章（包含新聞、雜誌、網誌、影片及 Facebook 等），從

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的觀點作文本分析，以

SSK 的理論觀點為架構來探討： 

1. Ludwig Wittengenstein 的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與生活形式（form 
of life），來論述自造者運動發展脈絡與科學實作。 

2. 從 Shapinh 和 Schaffer 著名的“利維坦與空氣汞浦：霍布斯、波以耳

與實驗生活”，來企圖解讀與釐清 STEM 教育與自造者運動的關係。 

最後以 Kuhn 在科學革命的結構提到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做為總結觀 
點。 

貳、自造者運動 

自造者時代一書作者 Chris Anderson 在 Maker 自造世代影片中說： 

「我覺得自造者運動是網路世代與實體世界的相遇，包括發明家、DIY 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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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業餘玩家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工坊，運用數位工具和線上合作，做出無法獨力

完成的東西」。 

第一次工業革命是機械革命，十八世紀以機器取代人力；第二次工業革命是

資訊革命，這不是指電腦的誕生而是電腦的普及化，讓一般人都能使用到電腦做

出很特別的東西，這時機器取代了腦力；第三次工業革命結合兩者，資訊革命結

合機械革命，現在會發生的原因，是必要的普及化終於來臨。只有發明新科技不

夠，必須交到每個人手裡，而這些新科技延伸至眾多的消費者和大眾，釋放了許

多人的構想和創意，把這些新科技變成真正的革命……(楊育修，2014)。 

第一個也是最成功的製造商之一的 TechShop 首席執行官兼創始人 Mark 
Hatch（2014），提出了一個“自造者運動宣言”，其中描述了製造商圍繞九個關鍵

思想組織的活動和思維方式：製作(make)，分享(share)，給予(give)，學習(learn)，
工具（tool up），玩(play)，參與(participate)，支持(support)和改變(change)。像提

出長尾理論的 Chris Anderson 一樣，Hatch 強調了實體建設（自造者空間）作為

製造者運動特徵的重要性，而這個新工業革命的特徵與早期的計算機和互聯網革

命不同(Halverson & Sheridan，2014)。 

如果我們把自造者運動宣言的核心理念和發展，對照科學與科學知識的發展

脈絡，我們不難看出其科學知識社會學所強調的相關意涵，誠如 Barnes 指出，

科學知識的信念不能超脫環境和文化的影響，社會文化又會隨著時空而有所不

同，那麼科學知識的信念具備多樣性就不可避免了，所以科學文化就有必要存在

多樣性，科學家們就不可能有某種共用的單一約定，所以普遍性的科學方法只不

過是一種理想而已(Barnes, 2001)。 

所以自造者運動自然也脫離不了環境與文化的影響，隨著時空的轉變，形成

了不同風貌多樣性，自然不能如 Mark Hatch 的“自造者運動宣言”，用同一種框

架的普遍化來一言蔽之。以下就自造者運動的幾個主軸，來討論： 

一、 自造者運動的特色 

從 Chris Anderson 所著作的自造者運動一書，歸納自造者運動有四大特色(連
育德，2013)： 

(一) 桌上型將改變一切 

包含四種桌上型工具：3D 列印機、CNC 工具機、雷射切割機及 3D 掃描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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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出產品，並立刻可以作出原型。 

(二) 開放式創新 

開放源碼軟體與硬體，可以破解專利傘保護下的橘線，讓全體社會都可以走

向將心血結晶與眾人分享，加速研發成果。開放式創新不但降低進入門檻，透過

分享，可以使研發成本更低、速度更快、品質更好，更可以打擊海盜與仿冒。 

(三) 社群營造 

走開放源碼路線，代表取用了開放源碼也必須提供了無償內容，在線上社群

分享設計、與他人合作，當社群形成，成為文化常態後，自然社群的力量會讓開

放源碼的精神更顯著。 

(四) 微型企業，雲端工廠 

由於通用規格，與製造資料數位化，自造者能將設計圖寄到製造商指定產

量，也能自行在家小量生產。二者同樣簡單，大幅縮短創意到創業的過程。 

這四種特色看起來是非常新穎的概念，但事實上從美國工業與科技發展的背

景來看，自造者的精神，是從六十年代盛行的 DIY 風潮、在自家車庫動手做的

文化所延續的特色，許多年輕人喜歡在自家的車庫或地下室，自造一些有趣的東

西，甚至在車庫或當地的跳蚤市場交易或販售，這種創造力的激發過程，也誕生

了許多具備高影響力的品牌。 

自造者運動最喜歡標榜的基本精神，手作是人類天生自然的能力，從美國整

個 社 會 與 文 化 脈 絡 下 ，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美 國 鮮 明 的 獨 特 生 活 方 式 ， 正 如

Wittengenstein 1933 至 34 年在劍橋的上課講稿曾說：「想像一種語言，就等於在

想像一種文化。」如果一個獨特的科學使用一套獨特的語言，它其實也構成了一

種獨特的文化，也形成一種獨特的生活形式。（陳瑞麟，2010）。所以相對於臺灣

1970 年代「家庭即工廠」及後來的代工文化而言，臺灣的自造者運動，自然也

存在著不同的生活形式所孕育的語言，是絕對不同於美國的車庫文化，跟大陸創

客想要的生活形式所孕育的獨特語言，是極大不同，且也未必相通。 

在生活形式的觀點下，美國的自造者在提出創意、設計與製造原型以及程式

源碼時，會尋求同好領域的意見、並收集同好的回饋意見以改進產品，共同分享

研究開發的成果，而這些社群中的同好，很可能也是該產品的消費者。所以有時

自造者的研發成果，是集同領域或甚至是其他領域的眾人智慧而成。但臺灣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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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者大多喜歡取得人家的成果分享，而較少願意將自己的成果分享出來。就像臺

灣推了很多年的開放源碼（Open Source）、自由軟體，也並沒有像國外那樣的蓬

勃發展，雖然得到企業界的認同（免費取得），但對於開放源碼的分享（付出），

就沒有那麼多人願意提供，所以對臺灣自造者運動的前途，也自然蒙上了相對的

陰影。 

二、 自造者生態系統 

楊育修（2014）在美國群眾募資網站 Kickstarter 上成功募資拍攝了《自造

世代（Maker），片中訪談了美國自造者領域的許多權威人士。楊育修並提出了

所謂自造者生態系統包括「教育、產品原型、群眾募資、製造」四大環節（圖 1）。 

 

圖 1 自造者生態系統（擷取自影片 Maker，楊育修，2014） 

自造者空間就是原型產出的重要地方，一般人可能買不起雷射切割機、CNC
等較昂貴的製造設備或者沒有基本的工具使用能力，但來到自造者空間只要付一

點會員費就能盡情使用；透過舉辦各種使用工具的課程，藉由教育培養自造者，

讓自造者可以做出物品的原型，再經由群眾幕資得到資金，最後以少量或大量地

生產製造。 

從這樣的生態系統的架構，如果我們從 SSK 學者巴恩斯(Barnes)所分析孔恩

(Kuhn)理論的四個最重要的社會向度：訓練（training）、研究（research）、評價

（evaluation）及發展（development）來看，發現同樣一段文字，自造者的科學

知識雖然換了新名詞，還是建構在原有科學知識下，整段文字還是可以通的（陳

瑞麟，2010，p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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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要變成科學家（自造者），必須接受訓練（教育），科學家

（自造者）受訓練（教育）學會傳統的作科學（自造）方法之後，才能

進一步研究（產品原型）…科學家（自造者）必須先學會典範理論，才

能應用他去做常態科學（自造）的研究（產品原型），因此，訓練的向度

要問的是：科學家（自造者）如何被訓練而學會一個科學（自造）研究

（產品原型）的傳統呢？……」 

研究者想彰顯 Wittengenstein 在<<美學、心理學和宗教信仰的演講與對話集

>>(1938-1946)中強調的的語言遊戲所強調的「屬於語言遊戲的是個文化」。科學

知識一直是深埋在文化底蘊中，就算時代在進步，話術變了，但知識是不變的。

這個自造者運動系統化成「社會學有限論」，不難看出自造者運動的概念應用到

某一個文化背景時，是偶然的、協商的、非固定的。不同觀點的自造者群體，自

然會被歸到不同的種類中，以不同的概念來理解。最後要採取哪一種觀點來詮

釋？社群總是要透過協商過程，取得共識並形成約定。如同臺灣自造者運動的發

起人之一鄭鴻旗，在自己的臉書上發表： 

「運動發展至此，由下而上從民間所起的活動，透過媒體的長期報導下，然

後吸引政府部門注意而開始介入，逐漸會有更多的重點落在經濟與產業面上。然

而由上而下的力量越多的時候，更要想想 Maker 的本質究竟是什麼？而 Maker 
聚集的空間是為了什麼而存在？對我來說 Maker 就是生活態度，從過去的 DIY
（Do It Yourself）到今日的 DIWO (Do It With Others)，以開放的心情去學習、製

作與分享。Maker 空間包括網路社群與實體空間，提供社交、技術交流和跨領

域、參與式學習的地方，在此共用各式資源與工具。對某一議題的過度重視與介

入，往往容易模糊了焦點，順其自然的發展可能對 Maker 運動來說才是有益

的，因為這是一場社會運動而不是科技革命。」（鄭鴻旗，2015） 

三、自造者參與架構與實作教育 

我們回顧 Dougherty 所提的三種自造者參與模式： 

1. Zero to Maker 階段，必須接受教育時期，所以會去參與自造者空間或 Maker           
Fair 所舉辦的體驗及學習活動，學習相關工具操作與製造技能。 

2. Maker to Maker，資深專業的自造者會將其設計、發明的作品，發表於社群網

站中，而開放讓其它的自造者去取得、給予回饋意見，如自造者會去 Thingiverse 
網站尋找許多物品的 3D 掃描圖檔或設計圖，下載後可自行改良修改，由 3D 列

印出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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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aker to Market 階段，正是自造者生態系統的成熟期，許多生態系統中的其他

角色也加入，像是有了原型設計之後，需要籌措資金來生產商品。 

我們比較關心跟教育有關的課題，在於第一種 Zero to Maker 階段，從前美

國總統 Obama 在媒體上對自造者運動的重視，加上臺灣也在 108 課綱自然生活

科技領域課程對「實作」課程的重視，亦或是稱為 STEM 跨領域的整合教育等

等，我們又看到了不同社會文化脈絡與在地文化、政策衝突下各自表述的攻防

戰，每一個人都想嘗試塑造一種代表性的典範，找出了科學家建構知識共識的基

本方法，達成所謂的“共識的民間理論”（folk theory of cognitive consensus）(趙萬

裡，2002)。 

一位技職體系的助教在自己的臉書感慨地留言： 

「我這幾年在學校當助教，帶的都是統測高分的電機電子群畢業

生，樣本數約 75 人，多的是連三用電表不會用、LED 分不清楚極性、

焊個 DIP 電路一堆冷焊也敢交差；他們學過基本電學，有節點概念，

但是看到實際電路卻完全不會應用。以上這些只是小問題，很多有心

的業餘 Maker 都能輕易克服，但是這些電類科高職讀三年，理應要

更專業的一群人，卻做得很落漆。 

甚至，前年得知臺北市某市立高職資訊科不教 8051 了，改教 Arduino；另一

間市立高職的電機科用 NXT 在做專題。這表示 Maker 社群文化正在反噬工業高

職。」（林高遠，2015） 

然而另一位偏鄉老師卻興致勃勃地在臉書留下他的心得(圖 2)： 

              

圖 2 一位偏遠地區國小老師的 Facebook 留言 

從這兩位老師的心得發表，不難看出科學家（專家）確實在不同的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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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用不同的方式來說話，就像謝平（Steven Shapin）對當年波以爾（Robert Boyle）

和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實驗科學系統的競爭，這應該不是兩套理論的競

爭，而是科學知識方法、世界觀之間的競爭。從 SSK 的觀點來看，「一個解答可

能在於成員說法和外人說法之間的差別。面對想到去認識的文化，一個全然外在

於該文化的外人如何能認識此一文化，確實令人費解。倘若是屬於該文化的成員

將會有很大的優勢；不過，成員若無反省能力，尋求理解的工作也會伴隨嚴重的

缺點，其中最主要者或可稱為自明之法。」(蔡佩君，2006，p6) 

Shapinh 和 Schaffer 在著名的“利維坦與空氣汞浦：霍布斯、波以耳與實驗

生活”提到什麼是科學實作（scientific practice）？大致而言，實作有三個意義： 

1. 對立於理論的實踐：我們經常將理論和實踐做對比，實踐就是科學活動

中的非理論成分，例如觀察、測量、實驗、調查等等。 

2. 科學家的實際作為，實作的對立於規範的：考察科學家的實際作為，意

味著不去問科學家應該怎麼做，而是問科學家實際上如何做（含思考、

推理、甚至知識理論建構的實際方式）。 

3. 練習的實作：任何人若要學到一項能力或掌握一項說法，他都必須實際

地練習。(陳瑞麟，2010) 

STEM 的跨學科整合學習，很明顯從圖 3 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的報告，對科

學家和工程師所涵蓋三個領域間的活動的教育養成概念中，不難看出 STEM 在

（A）跟（B）的實作意義上，是幾乎完全吻合，對（C）練習的實作，反而沒有

直接的關聯性。反觀臺灣的技職教育，在實作的本質意義上，確應該是跟（C）

的意義最為接近。跟 Shapinh 和 Schaffer 認為霍布斯、波以耳的科學實作是 B 的

形式，有異曲同工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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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科學家和工程師所涵蓋三個領域間的活動（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12） 

而自造者教育應該強調的實作精神呢？研究者認為是理論的理解與實踐加

上實作的練習，才會有融合理論與實作的真正科學精神的素養導向教育。意喻著

學習者可以從眾多的實驗與實作中，透過學用並行的教育過程，去領悟出自造者

的精神與核心素養，也應該是 108 課綱最強調的學習目的。 

參、STEM 與自造者運動 

本文一開始揭櫫 Obama 在白宮自造者博覽會活動致詞中，Obama 提到透過

實作活動，除了可以培養學生在 STEM 的能力，更可以藉由這股創新能力，可

以帶動起美國國內的製造業。然而，STEM 又是什麼呢？似乎與自造者又有同根

源流的不可區分關係？ 

STEM 源於 1980 年代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對涉及一個或幾個 STEM
學科，已經在進行中的策略、程式及實踐所使用的一個通用的標籤。美國意識到

科技教育的不足會造成人才的短缺，因此在 1986 年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National 
Science Board, NSB)提出了由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整合的 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教育，以提升國家的競爭力，但大多數

人對這個 STEM 教育的定義，還是混亂不清的，甚至 STEM 可能被當作是一個

流行事物，「過去美國靠著在科學與商業領域擁有大量人才，在世界具有舉足輕

重的影響力。隨著「科技即生活」的時代來臨，美國積極為下一代做準備，帶領

新世代邁入「人人都要懂程式語言，具備 STEM 素養」的新里程碑。」（李嶽霞，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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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的教學或課程：為了追隨外國發展 STEM Education 教育的趨勢下，香

港亦同時在革新的科學課程中找到了切入點，把數理科技教育(STEM)順理成章

的引進科學教育的更新課程部份，期望能培育廿一世紀所需要的創造力、科學應

用與解難能力的人才，引發學生具科學創新思維與培養企業家的精神。（潘穎程，

2016） 

STEM 被形塑出來的主流文化面向，彷彿是現代教育必備的萬靈丹一樣，但

美國從 1986 至今，這 STEM 所強調技術、工程和科學教育納入並不是什麼新鮮

事。從美國科學促進會對全體美國人的科學面向（AAAS, 1989），隨後為基準科

學素養（AAAS，1993）和國家科學教育標準（NRC，1996），逐一將涉及的到

技術和工程全部納入標準。例如，全體美國人科學面向設定的階段，討論“工程

結合科學探究和實踐價值”和“工程的實質是根據設計約束（AAAS，1989）。 1996
年，美國國家科學教育標準包含了所有年級的科學和技術標準，K-4，5-8 和 9-12。
其中一個標準直接處理了「工藝的設計能力」為補充的能力和科學探究標準的理

解；此外，還有兩個非常顯著的技術和工程教育的配套措施。首先，在 2010 年

3 月，國家評估理事會（NAGB，2010）批准了定於 2014 年進行的國家技術和工

程評估框架。第二，新的科學共同核心標準將通過包括技術和工程標準來支援這

些基於標準的初步倡議（Bybee，2010）。 

大部分的人都認可， STEM 意味著當代教育所重視的核心理念轉變，就是

未來教育的政策，程式和方向；這意味著承認一個重要的事實，科學教育核心價

值的孩子沒有忘記背後的時代意義，也可能因為強調科學的重要性，並通過技術

與工程的密切聯繫與結合，學校課程可以更落實在未來的職場工作。 

這是一個明確的信念，眾所皆知的信念，但想要超越口號，而成為大家都取

得真正共識的典範，卻一直沒有明確的指出作法與程式，只能讓教育工作者自行

體會和摸索。從范斯淳、遊光昭(2016)對 11 位美國科技教育學者深度訪談報告

中指出，受訪者也建議應更明確地界定工程設計的核心概念，以作為發展 STEM 
課程的依據；此外系統性思考、界定問題、確認條件限制、預測分析、建模、權

衡及最佳化等概念，已逐漸成為多數 STEM 研究者的共識。因現階段並未有單

一 STEM 課程的標準或能力指標，對課程設計者及教師而言，要在有限的教學

時間裡採用或依循過多的標準，其實非常困難。 

我們再從 Shapinh 和 Schaffer 對霍布斯、波以耳的爭論來看，「當年著名的

波以耳的氣汞實驗在科學文本，科學教學以及科學史的學術養成訓練上都具有典

律地位」(蔡佩君，2006，p4)。但如果從科學史的角度來看，波以耳定律，其實

是氣體動力論的直接結果，所有科學家都覺得重要，但這個主題，其實是沒有什

麼新的東西可以多談。波以耳以實驗綱領構建出「事實」的知識，表徵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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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tengenstein 所說的「語言遊戲」、「生活形式」。同樣在 STEM 所形塑的教育綱

領，也如同波以耳的實驗綱領一樣，包裝在理論與詮釋中，事實是穩當與恆定的，

就在整個架構中，彷彿不需要任何人為的仲介一樣，大家不辯自明的理解了

STEM。 

科學知識社會學(SSK)在其發展過程中，衍生出眾多的亞研究綱領和學派,
如愛丁堡學派的「強綱領（The Strong Programme）」、巴斯學派的「經驗相對主

義綱領」、巴黎學派的「行動者網絡」等。其中，愛丁堡學派是 SSK 的第一個學

派，「強綱領」則是 SSK 的第一個明晰的理論主張。從“強綱領”的觀點來看，

科學知識本身，必須作為一種社會產品來理解，所以科學研究的發展過程，在利

益和架構上都是社會化的。科學與科技發展史上的經驗，出現了相同的不願涉足

實際科學實作的態度，他們偏好理想化簡化，而非混亂的偶然性；偏好談本質，

勝過指認出約定俗成的事物；偏好參照不具問題性的自然事實及科學方法的超驗

判準，勝過真正科學行動者執行的歷史研究（蔡佩君，2006，p22）。意味著大部

分的專家都等待一種簡單的方法或做法，大家照著做，就不用去管後面所背負社

會與文化的包袱。 

STEM 教育的最終目標，企圖讓所有科學家（專家）形成相同的共識，如

Barnes 主張將知識視為集體支持的信念（collectively endorsed beliefs）一樣， 
“STEM 教育之目的在培養學生具備有 21 世紀的素養與競爭力，以面對全球化的

經濟與環境變遷挑戰。由此可見，「STEM 素養」與「參與意願」的提升，是 STEM 
教育的重要目標，亦是規劃 STEM 課程時的核心思維…... 

美國 NAE 和 NRC（2014）歸納各項 STEM 教育研究發現，美國現行 STEM
教育之目標可歸納為以下五種面向：一、建構整合性的 STEM 素養；二、提升

21 世紀的競爭力；三、STEM 勞動力準備（職業試探與理解）；四、培養學習興

趣與參與意願；五、發展 STEM 跨學科知識連結的能力。”（范斯淳、遊光昭，

2016） 

這些共識，清清楚楚說明瞭 STEM 的教育核心理念、素養和面向，都是顯

而易見的事實；約定成俗的事物，大家都明白，所以大家評鑑 STEM 教學成果

的方式（似乎是適用於各種教學成果都一樣），都可以是不具問題性的自然事實。

研究者或教育工作者只要以實驗組或對照組的前測、後測之科學方法，作為超驗

判準，就能說明科學方法或教學法的執行成效，模糊了對於使用科學行動者執行

的歷史研究方法，所呈現出在社會文化架構下，明顯值得關切之處。 

事實上教師能否產生足夠的理由，以支持他們 STEM 教學研究的懷疑與執

行？從教師實務工作所進行的研究能否避免或克服固有的偏見？其他成果，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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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或學生的改變是有可能的，但難以測量；或者，每一個 STEM 的教學實例，

都是因為老師跟學生不同所形成的生活形式，真的能被複製到另外的一個教學現

場？！例如，聲稱可以改善教師的實務工作，讓他們能更加理解自身的教育情

況，或者說，他們覺得藉由參與 STEM 教育的行動研究而能更有力量。也可能

聲稱，學生發現自己在 STEM 教育情境下，比較能獲得支持或更具有挑戰性，

或提出學生學會了更多更廣的知識，以此作為教師 STEM 教育行動研究的成果

等(本段改寫自 Feldman, 2000)。 

然而我們真正的主角自造者運動和教育，怎麼跟 STEM 連結起來呢？就像

Shapinh 和 Schaffer 分析波以耳的實驗綱領所建構事實的三種技術：物質技術

（material technology）、書面技術（ literary technology）和社會技術（social 
technology）。美國三十年來為 STEM 所鋪陳的檔與規範，在政策與社會層面所

營造的氛圍，缺了什麼？研究者認為，就是那個氣汞實驗最重要的建造與操作的

物質技術，波以耳明明白白畫出了其實無關緊要的氣汞圖說，“自造者運動”正好

補上了這個 STEM 教育的缺口，用一種明顯、華麗的實質技術，告訴大眾，在

強綱領之下，自造者教育就是實現 STEM 的實質樣態；所以自造者教育的實踐，

就意味著 STEM 的實踐。 

肆、總結 

本文從 STEM 教育、自造者運動的脈絡中去探索兩者的關係，越是投入，

越是能體會到 SSK 的觀點與科學哲學等面向，看待科學知識與科學爭議問題的

多元視角；從社會文化的脈絡與歷史背景，更能看到政策背後的時代意義。我們

最關心的，還是教育現場的實際意義。 

從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2016 年年底拍攝的「MAKER 自造未來」，我們看見

了成功的案例，看見臺灣還是有一群教師、代理教師及真正有著自造者熱情的創

客，在體制內、體制外努力著，結合當地的文化底蘊與科學教育精神，不計成果

的為臺灣下一代打拼。 

我們認同「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幫下一代準備好面對未來的世界。在未來，

真正無法被取代的工作技能，有兩類：一類是跟人面對面互動、溝通交流思想的

工作（像老師、業務員等等），另一類則是需要自學創作以解決問題的工作。這

兩種技能，都是目前機器在短期內很難取代人類的。」（葉丙成，2016） 

「自造者運動貫穿於非正式/非正式的教學鴻溝間，為研究和實踐創造了一

個機會，將學習和學習理解作為相關但獨立的概念。……將自造者運動納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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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有可能改變我們如何理解作為學習，學習者和學習環境的“重要”。擴大意義

上的重要性可能會使更廣泛的學習者，做法和環境合法化，這是向公平教育邁出

的重要一步。」（Halverson & Sheridan，2014）。 

如果 STEM 與自造者運動，是這個世代，勢在必行的革命，從 SSK 的角度

理解不同文化脈絡下，衝突是應該，科學知識的多樣性是正常。從自造者運動與

教育的發展脈絡，我們知道 STEM 是美國經營超過三十年以上的“集體支持的

信念”，自造者的精神也是美國文化的底蘊，所以有其成就典範的意義，但我們

並沒有。我們更應該思考屬於我們的社會文化脈絡，找出我們的生活形式，在形

成了“集體支持的信念”之後，才有屬於我們的自造者教育。 

我們更應謹慎思考看待自造者運動與教育，我們不應該認為定下一個統一的

典範或綱領，就可以解決這場科學戰爭（教育當局跟大學，正企圖做這件事）。

誠如 Kuhn 在科學革命的結構提到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的本質一樣，在常

態科學下的研究活動是一種持久而忘我地的沿用典範（Paradigm），而危機引發

了革命，才能促使典範轉移；但沒有足夠的危機，是很難撼動常態科學的。 

所以研究者從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視野，對臺灣目前自造者教育有三點建議： 

一、自造教育與科技中心的運作要有實質的效益，不是以量取勝 

我們想要的新世代的師資培育，已經逐漸展開，最少也要有十年以上的時

間，才能使這些新血，在教育場域發揮效用。所以希望當前的教育策略，應當思

考世代人才交替的週期，給予各地發展的自造者教育與科技中心，成熟成長之

後，再擴充，就像芬蘭對新課綱的改革，是花了近 30 年的時間，從 1990 年全國

也只成立了 13 個科學、科技教育中心(LUMA Centres)，而不是急就章的只看到

數字的成長。 

以研究者所在的縣市為例，原來一個自造教育中心的運行，大概服務了多數

的教師培訓與學生體驗活動，2018 年變成三個之後，參與教師培訓的人數沒有

增加，三個中心分攤了所有學員，加上課程內容的差異性不大，等於用原來三倍

的經費，做同樣的事情；雖然對教師在地域活動性的方便度提高，但對縣市自造

教育的推展上，是沒有太大幫助。自造教育與科技中心的課程，短期之內也難跟

當地文化結合，沒有文化脈絡支持與生活形式結合的自造教育，勢必很難成功，

也很難順利推展。 

二、教師對自造教育的認知，是需要審慎被重視的。學生創造出自己的實作歷程

故事，遠勝過最終產品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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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文探討自造者運動在社會脈絡下的認知不同，也隱含教師對自造教育的

困境，很多教師不斷追求新的科技與技術，彷彿科技領域的課程，就像一場老師

的科技能力競賽一樣，完全忽略了學生，到底真的學會了嗎？劉明洲（2016）明

確指出： 

自造者要落實以原先規劃學生為主體的課程設計，包括 (1) 學生能發揮主

動性， (2) 以落實學生的點子為主要目標， (3)學生能瞭解自己的作品 (4) 學生

能展現解決問題的能力和自信。 

材料包是自造教育中，最誇張且最違背自造教育精神的產物，當學生拿到老

師準備好的材料包，其中就已經剝削了學生學習的機會；雖然看懂說明書，組裝

成品是學習的一環，但是自造教育活動過度著重在讓學生依樣畫葫蘆的製作出成

品，以提升學生的興趣和信心，但卻缺乏讓學生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更難以

分享自己在設計與實作過程中的故事。因此自造教育的課程設計，一定要強調學

習策略的融入，學生創造出自己的實作歷程故事，遠勝過最終產品的展示（林坤

誼，2018）。 

三、自造教育是實現 STEM 的實質樣態，實踐 STEM 的核心價值 

本文強調自造者教育就是實現 STEM 的實質樣態，所以課程應該回歸 STEM
教育的核心。研究者的實際教學經驗，許多自造教育的實施，是沒有回歸學科的

結合，所以只是讓學生多學了一門知識，也未必能連結相關的知識。舉例，在圓

形找到圓心是自造教育常會用的基本技能，教師可能用輔具來協助教學；國中八

年級的數學也教過圓周角是所對應的弧長之一半，所以只要在圓弧上畫兩個直角

三角形，兩個斜邊的交點，就是圓心。但這兩種知識對學生而言，是很難對應。 

曾經看過有教師設計了一個教案，讓學生搭橋或組成房子結構，然後用載重

或震動，來模擬結構強度；從 STEM 教育來看，如果沒有跟科學原理結合，教

案實驗的意義，就只是在膠黏得夠不夠緊，跟我們想讓學生學得的知識，是完全

不相關的，甚至是造成更多的迷失概念(misconception)。 

所以，無論是採用何種課程設計模式來設計課程，「工程設計」的歷程及「科

學探究」的思維是 STEM 課程設計的兩大要素（範斯淳、遊光昭，2016）。在中

小學階段的自造教育基本上看似以技能學習為主導，但其實還是知識、技能與情 
意並重的教學活動實施（劉明洲，2016）。 

總之，自造者運動的精神是鮮明清楚的，STEM 教育的核心價值，也是明確

而被所有人所認同的，同為教育工作的我們，真的要慎思，教育是百年大計，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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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成長，不管在怎樣的社會脈絡發展，重視真正的問題，才能使這場聖戰，全面

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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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科學研究典範質量之辯探析混合研究 
黃麗鈴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科長 
 
 

中文摘要  

社會科學因應不同時代背景與各種不同典範的崛起和移轉，有不同的詮釋與研

究方法，19 世紀初，物理學門從本體論、認識論及方法論進行邏輯實證的研究，植

基於實證科學之「量化研究典範」應運而生，主張以客觀分析社會現象，1960 年起

植基於詮釋理論之「質性研究典範」，主張以主觀的、理解的脈絡看待世界，社會科

學研究也正式進入多元典範並存的時代。隨著質性研究的出現，許多相關議題引起

爭辯，要如何確保了解典範間的差別，研究者必須了解基本信念、本體論、認識論

及方法論的假設，並能互相進行對話。本文首先針對量化及質性典範基本主張及爭

辯進行分析、其次說明質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二者取徑及差異，最後探析混合研究的

出現及運用並提出個人觀點提供參考。 

關鍵詞：典範、量化研究、質性研究、混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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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ixed-methods research on the debate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paradigms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Huang Li-Ling 

New Taipei City/Education Department/Chief 
 
 

Abstract 

Social science has developed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and methodology in 
responding to the vising and transition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s and models.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based on the positivism paradigm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logical and 
empirical data that derived from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has been 
analyzed in physics. This leads to objective analysis of social phenomena. In 1960s, the 
paradigm of quality research based on hermeneutic suggests subjective and contextual 
view to recognize the world. Thus, the era of multiple paradigm has officially entered in 
social science. However, qualitative researches also caused controversial issu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esearchers understanding the basic brief, ontological,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assumptions is needed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 
within each paradigm. In this article, the basic propositions and arguments between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paradigms was firstly analyzed. Secondly,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were described the emergence and application of mixed 
research were also discussed. Finally, it analyzes the emergence and application of 
mixed-methods research and provides personal opinions. 

Keywords：  paradigm, qualitative research, quantitative research, mixed-    
method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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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典範」（paradigm）一詞的始於 Tomas S. Kuhn 在 1962 其所出版的《科學

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書中，之後社會科學研究

就常以典範來表示不同方法論（世界觀）所論辯的一種想法或概念。在量化研究

典範中，自然科學家接受一個共同認定的「典範」，而這被大家所共同認定的「典

範」，乃是自然科學社群共同接受的研究指南（郭秋永，2010）。隨著不同理論的

出現，社會科學研究的典範從實證主義開始，因其方法論的相異論點，進而發展

出多元的典範並列，更於 1960 年之後出現了以「主觀的」、「理解的」、「詮釋的」

方法為主的質性研究典範，開展不同視野的研究典範。典範決定了研究者如何界

定問題，以及如何使用理論與方法探究問題的規準；它代表一套基本信仰系統，

並植基於本體論、知識論及方法論之預設（潘慧玲，2004）。社會科學因應不同

時代背景與各種不同典範的崛起和移轉，有不同的詮釋與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

選擇，端視研究取向及待解決問題而決定，尤其在典範一詞出現後，社會科學研

究者對於研究的世界觀重新反思。 

    研究典範從本體論、知識論及方法論三面向來探究研究者如何看研究的世界

及其價值觀。Lincoln and Guba (2011)將典範分為五種：實證典範、後實證典範、

批判理論、建構主義及參與式典範等。從絕對主義到相對主義、從客觀二元論到

主客互動論、從客觀實作到詮釋辯論，1990 年來更進一步強調透過合作協商及

著重脈絡化的參與式典範是當前典範演化及發展的產物。 

    根據 Guba and Lincoln (2011)所指出的實證主義、後實證主義、批判理論、

建構主義及參與典範等五個研究典範，量化研究較偏向採取前兩項典範的內涵，

而質性研究則傾向使用批判理論、建構主義及參與典範等理論內涵。質性或量化

研究各有其發展之傳統，雖說量化研究受到實證主義影響甚深，但在後實證主義

時代已有許多質性研究的研究論著。 

隨著社會各項思潮的湧現，產生多元典範並存之勢，在 1980 至 1990 年代許

多研究者認為量化和質性二個典範是可相容的，呼籲量化和質性二個典範應停止

爭辯，為了更貼近真實並解決單一質性研究或單一量化研究的不足與缺憾，混合

研究（mixed-methods research）因應而生，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愈來愈受重視，並

稱混合研究為「研究方法的第三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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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典範的基本主張與爭辯 

 一、典範的基本主張 

   「典範」植基於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之預設，在學術研究中，常因典範

不同，對於研究應如何執行以及如何判別研究結果，各殊其異。研究典範的待答

問題可由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等三大問題反映出： 

1、本體論的問題：社會實體的性質與形式為何？ 

2、知識論的問題：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間的關係為何？ 

3、方法論的問題：研究者如何去探討自己認為可探求的對象？ 

    本體論的內涵是在討論被調查事物的本質。認識論在討論什麼可視為知識或

事實，即知識如何能夠成立，其性質為何，批判的與經驗的知識分際何在，知識

的驗證標準為何等。方法論是涉及我們用何種方法去認識世界。Lincoln and Guba 
(2011)將社會科學方法論「典範對照表」，從原本的實證主義和建構主義 2 種典

範進化成實證、後實證、批判、建構理論等 4 種典範，最後加入參與式主義，

以 5 種典範作為論述社會科學研究典範爭論的哲學基礎和基本主張，以此五種典

範並就其在本體論(Ontology)、認識論(epistemology)與方法論(methodology)等三

大問題上之主張加以論述如表 1： 

                 表1不同社會科學研究典範之比較表： 

項目 實證主義 後實證主義 批判理論 建構主義 參與主義 

本體論 

 

素  樸  實  在 

論。「真實」

的實體是存在

且可操弄的。 

批  判  實  在 

論。「真實」

的實體存在但

不太能完全地

掌握。 

歷 史 實 在 

論。由社會、

政治、文化、

經濟、種族與

性別價值所形

塑 的 虛 擬 實

體；隨著時 間

逐步具現化。 

相  對  主 

義。真實是透

過個人及經驗

等建構的。 

主張參與的真

實由心靈和特

定宇宙共同創

造，同時強調

主客體的實體

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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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論 

 

二元論 /客觀

主義；價值中

立。 

修正的二元論

/客觀主義；並

非二元對立，

容許外在審核

依據。 

交互的 /主觀

主義；價值介

入。 

交互的 /主觀

主義；不斷地

互動與辯證，

研究發現是創

造出來的。 

由經驗實踐，

並從問題解決

過程中創建知

識。 

方法論 

 

實驗的 /操弄

的；嚴格控制

因素，驗證假

設；主要採量

化方法。 

修正的實驗 /

可操弄的；著

重自然情境下

研究，質性研

究逐漸採用。 

對 話 / 辯 證

法；重視過程

與對話。 

詮釋法 /辯證

法；透過詮釋

與辯證共同建

構研究發現。 

研究者 /參與

者 的 合 作 行

動，使用語言

分 享 經 驗 脈

絡，行動研究

法。 

資料來源: 整理自Lincoln, Y. S., Lynham, S. A., & Guba, E. G. (2011)，102-115。 

二、質性及量化典範之爭辯 

十九世紀末之前，物理學門從本體論、認識論及方法論進行邏輯實證的研究，

20 世紀社會學家質疑用物理學方法研究社會科學，其正當性如何?方法論最早是

出現在物理學界，例如自然科學與生活科學，但隨著社會與行為科學的出現，開

始將實證主義和詮釋主義界限劃分清楚。實證主義主張單一實在，以變項來表達，

以先驗一套標準化操作；詮釋主義主張多元實在，不同研究者有不同多元理解，

主張的實在都是由社會建構的，質性研究相信世界研究應從行為人的觀點來看。

從認識論來看，實證主義主張知（研究主題）與被研究者是是分開的，所以在研

究時應保持客觀，價值中立，以演繹推理，把已知事實組織，以利推論，研究從

一般到特定，以大前提、小前提及結論等三段論法，因為結論是對的前提才是對

的，所以先驗的角色與推理是很重要的，採用機率、隨機抽樣方式收集資料，結

果可複製的，實驗研究方法是唯一的必要條件。而詮釋主義主張知（研究主題）

與被研究者二者是依賴的，越貼近事實越好，研究會受到研究者價值的影響，探

究是價值取向的模型，寫作風格以非正式，以個人語氣，定義有限的呈現方式。

研究是採取歸納推理方式，從中推理而來的，透過觀察例子才下結論。 

然而，在許多質性研究作品大量出現的同時，也引起了許多學術上的爭辯與

質疑，尤其在質性研究方法典範與一般人所接受的「客觀」方法有衝突時，其在

研究成果所遭受的質疑則更加明顯。早期學者面對此種爭辯時通常會落入傳統質

量爭辯的窠臼，針對方法典範間的不一致加以提出批評或答辯，例如信效度的提

昇，主／客觀的調整，甚至彈性結合質性量化方法等等。 

Rossman and Wilson(1985)提出質性與量化典範戰爭三個主要思想的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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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純粹論者（the purist approach） 

主張質性與量化來自不同的本體論、認識論及價值論的假定，看世界的

基本假設是不相容的，質性與量化是單一方法，不應混合，採二分法。 

2、 情境論者（the situationalist approach） 

主張單一方法單一典範，質性與量化皆有價值，某些問題較適合量化，

有些較適合質性，應將二者看成互補。 

3、 實用論者（the pragmatist approach） 

主張量化與質性二分法是假的，量化不一定就是實證論者，質性也不一

定是詮釋論者，主張各種方法整合在同一研究中，以利對社會現象有進

一步的理解，二種方法都有優缺點，研究問題決定用何種研究方法，認

識論純粹性不能解決問題，認為研究者僅抓著某種認識論是無用的，研

究方法只是為達研究目的的工具。 

參、質性與量化研究取徑及差異 

    一般而言，量化研究側重變項的控制，重點在探索變項間的關係，甚至進行

預測，並強調價值中立等；質性研究較重自然情境的探究，重視人們意義的建構

與情境脈絡的影響，以及研究本身含涉價值等。質性研究主張社會現象具有多重

真相，並持有主觀性的觀點。質性方法策略的興起對各領域的研究提供了異於以

往的研究視角，重新定義了許多研究命題，並與許多社會理論結合，對社會現象

與行為脈絡提出異於以往的解釋。 

一、質性及量化研究取徑 

1.量化研究取徑 

     Zimmerman（1989）指出量化研究需要考慮幾項過程：1.選擇和定義問題

2.樣本確定 3.發展或採取資料收集方式 4.資料收集 5.分析資料 6.研究結果的解釋。

另一個特徵是統計測量的使用，著重在適當的統計測量工具。量化研究採實證主

義的觀點，以統計分析探究社會的現象，企圖建立放諸四海皆準的原理原則，更

進一步解釋、預測和控制社會的現象，因此，量化研究特別著重在客觀性，可靠

性和無偏見性等標準上，並且依賴研究結論作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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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質性研究取徑 

    Marshall and Rossman（2011）認為質性研究遵循一個迴圈：理論（隱性和

形式）→模式→敏感性概念→引導假設→操作性定義→研究工具索引和策略→觀

察，測試，數據收集→數據分析→描述和分類→概括解釋→信度評估和可傳遞性

→預測→政策和實踐的啟示，問題在過程中的每一個點都可能產生; 隨著迴圈過

程的推進，關注焦點可能會改變。質性研究是｢發現｣的研究，變項既不能提前選

擇也不能提前定義，因此，質性研究必須發生在自然環境中。質性研究雖然不能

和量化研究一樣，有同樣的檢驗標準，但仍有其必須遵循公認的標準，如合理性，

嚴謹性和公平性等。研究應自我檢視相關問題包括：研究的發現有多少可信度?

他們可以轉移到另一組人嗎？我們是否有理由相信，這些發現在同樣的情況下，

可以被複製在相同的參與者身上？調查結果是否反映了參與者，而不是研究者的

偏見？等等。質性研究追求的效度是確保所解釋的意義符合參與者本意，三角檢

驗法即是經由多面向來進行效度的檢核，因此，質性研究的特性是著重在過程而

非產品。 

    量化研究和質性研究在目的上、假設上、方法論是完全不同的，很多質性研

究者不承認量化研究是一種可實行的方法論，許多量化研究者認為質性研究是次

要的研究型態，無論如何，二者皆提供經由多樣的和獨特性的方法來探索社會現

象。 

二、質性及量化研究差異 

    隨著質性研究的出現，許多相關議題引起爭辯，如效度、發聲、價值和文本

等，要如何確保了解典範間的差別，研究者必須了解基本信念、本體論、認識論

及方法論的假設，並能互相進行對話。 

1.典範差異的影響 

    實證主義主張單一實在，以變項來表達，以先驗一套標準化操作，量化研究

側重變項的控制，重點在探索變項間的關係，甚至進行預測，並強調價值中立等；

質性研究植基於相對主義，認為無客觀實在，主張多元實在，在於人們如何認知

而不在乎無關的因素。Glaser and Strauss（1967）、Strauss and Corbin（1990）所

發展的扎根理論法，更是後實證主義典範的產物，扎根理論要有實際的理論與問

題解決，其淡化實證主義所重視的準確性。 

2.意義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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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研究的關注焦點是人的「主體性」，所謂主體性應該就是意義的建構。

因此，研究者的研究過程是一個「理解」的歷程，質性研究的意義是要獲得洞察､

對特定場域所存在的尋求更進一步洞察，找出在自然現象或情境中所賦予的意義。

透過不斷地理解使研究更貼近真實。量化研究將社會現象化約為所要探討的研究

變項，並發展以統計方法和主觀推論進行變項的測量，探討變項間相關關係或因

果關係，進而預測，量化對於實驗情境是嚴格加以控制，避免無關干擾因素的影

響。 

3.演繹與歸納思考的推理 

    實證主義主張知（研究主題）與被研究者是是分開的，所以在研究時應保持

客觀，價值中立，以演繹推理，把已知事實組織，以利推論，其研究程序一般為

選擇研究問題、形成假設、概念化的操作與測量、選擇資料蒐集方法、分析資料、

提出發現。研究從一般到特定，以大前提、小前提及結論等三段論法，因為結論

是對的前提才是對的。詮釋主義主張知（研究主題）與被研究者二者是依賴的，

越貼近事實越好，Marshall and Rossman（2011）認為質性研究遵循一個迴圈，

問題在過程中的每一個點都可能產生，隨著迴圈過程的推進，關注焦點可能會改

變，研究是採取歸納推理方式，從中推理而來的，透過觀察例子才下結論。儘管

研究方法可能是二元，質性和量化研究的結果往往相互混合，量化數據包含著質

性的解釋。量化研究是由既有概念，發展假設並檢驗；而質性研究是對未知世界

的探索，職是之故，只能稱，量化研究較側重演繹法，質性研究較側重歸納法。 

4.研究設計的彈性 

    House（1994）指出量化研究是更精確、明確的，並且假設和相關變項可以

提前有效地確定測得。質性研究是預先設想少，包括哪些變項是有關的因素，並

且，質性研究更加開放，對語境敏感。量化的研究先有工具，其研究工具是無生

命的量尺、測驗、問卷，在量化研究中，每個研究步驟是既定的，且呈直線性（linear 
pattern）進行。與量化研究相較下，質性研究則甚具彈性，質的研究工具是在過

程中漸漸形成的。以研究者作為主要工具，實施晤談、觀察，質性研究步驟是一

個周而復始的循環模式（cyclical pattern），首先以選擇研究計畫為起始點，接著

則是提出問題、搜集資料．．．，在這重複探索的迴圈過程中推進，研究關注焦

點會在過程中的每一個點都可能產生。 

5.研究者價值的涉入 

研究者「價值中立」被量化研究奉為圭臬，個人價值觀在研究過程中是不容

涉入的，故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間的關係必須保持疏離，小心維護研究現場不被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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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以便找尋那外在的社會真實。質性研究是研究者不僅要瞭解世界，而是更想

要瞭解及探索參與者眼中的世界，研究者關注的是事情的｢過程｣，著重在為什麼

以及如何按照他們的方式發生，探析所觀察事物的意義是什麼？但，質性研究要

透過與參與者互動中看到要看的東西，但研究者本身已有偏見的存在，到底偏見

是否能拿來做為檢驗呢？ Fine (1994)提出自己-他者的假設，在進行研究時，自

己-他者分開，明顯得知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角色和定位是不同的，是只要能檢

驗研究者主觀性和偏見，即能說明質性研究主觀認識論，Marshall and 
Rossman(1985)認為質性研究仍有其必須遵循公認的標準，如合理性，嚴謹性和

公平性等可進行檢驗；然如果在進行研究時將自己-他者融合，對於研究者如何

不涉入主觀價值是一大挑戰，因為研究者不可能不帶任何的先前理解進行研究。 

6.個體經驗的貼近 

量化研究的資料蒐集，通常以調查法、實驗法等進行個人為單位，進行意見、

態度或知識的測量，雖對於個人觀點亦有所捕捉，然受限於工具，無法深入瞭解

主體的想法。質性研究者必須在自然的情境中，透過與被研究者密切的互動過程，

透過一種或多種的資料收集方法，對所研究的社會現象或行為進行全面式的、深

入式的理解。以個案研究、扎根理論、俗民誌等進行訪談與觀察，試圖理解被研

究者想法並進行意義之建構，自認為較能接近個體的經驗世界。 

7.脈絡化意義的理解 

    質性研究強調知識嵌入情境之中，歷史與社會脈絡影響真實的呈現，質性研

究分析人類如何透過對周遭世界的觀察來了解社會世界，就可發現並非直接透過

現象本身，而是透過關係脈絡及情境互動的感應，創造出觀察現象的意義了解與

詮釋，透過不斷地意義對話理解，使研究更貼近真實。在量化研究中，除了「橫

斷式」的探究，亦有用以瞭解個體在不同時間點裡變化情形的「縱貫式」研究，

只是在測量時，均選在某時某刻進行，故而時間僅是一個用來瞭解其與個體表現

情形相關的一個變項。對於在不同時間脈絡下，個體如何詮釋其想法與行為，並

非量化研究者所關切的（潘慧玲，2003）。 

肆、混合研究時代的來臨 

在 1980 至 1990 年代間，許多研究者呼籲量化和質性二個典範應停止戰爭，

認為只要能回答研究問題，無論用那種哲學或方法都是可行的，因此主張量化和

質性二個典範是可相容的。量化實證主義典範，是社會科學基石，純粹主義呼籲

研究者應當消除偏見，不涉入保持情境超然，並能檢視。質性主張多元建構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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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免除時間和脈絡限制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完全區別因與果，特別到一般，知與

被知是不可能分開，主觀的知者是唯一來源。實用主義採取一個多元、兼容的中

間取向。它所主張的以實用需求為根本、效能結果為導向的概念鼓勵研究者不一

定要侷限於單一的、特定的質化或量化的研究方法與方法背後的派典，反而搭起

質與量之間的橋樑，不排斥在研究中混合採用兩種研究方法，以達到解決研究問

題的最大效益（Johnson & Onwuegbuzie, 2004）。因此，混合研究（mixed-methods 
research）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愈來愈受重視，研究者稱混合研究為「研究方法的

第三勢力」（the third movement of methodology）（Tashakkori & Teddlie, 2003），
或宣告「混合研究法的時代已然來臨」（Johnson & Onwuegbuzie, 2004）。 

一、混合研究的定義 

    混合研究可相互彌補質性與量化不足之處，但到底做到何種程度方能稱為混

合研究呢？在單一的研究或多個研究中的資料收集、資料分析或研究結果的詮釋

等，同時地或依序地採用質化和量化的方法，以形成問題研究、資料蒐集、資料

分析及詮釋結果。亦即，在研究不同的階段即會依研究的目的或研究者的興趣同

時採取質性與量化方法來進行，唯一差異在於到底是量化優先、質性優先、無順

序或同時並行等不同策略，所以不同採取的研究者對於混合研究的定義及看法並

不一致。至於質化和量化的方法應在研究過程的哪一個階段加以整合？不同的研

究者對於混合研究的定義寛嚴並不一致，每個研究者都有不同主張，Teddlie and 
Tashakkori（2009）認為所謂混合研究必須要在質和量的取向中各有一個完整的

的迴圈，如問題形成、資料蒐集、資料分析和詮釋結果的歷程，並且在結果詮釋

上充分將質化取向和量化取向結果之間的關係加以連結和討論，才稱為混合研究。

例如，先蒐集質性資料，然後再將質性資料轉換成量化資料，進行量化分析，獲

得量化結論，並且將兩種取向的發現加以整合。相反地，Creswell and Clark (2017)
則持較寬鬆的標準，認為在研究過程的各階段中只要有應用到質性或量性的方法，

便算是混合研究。 

二、混合研究的優點及限制 

    質性與量化研究方法並非截然不同，在很多方面是相互重疊和互補的，在研

究資料收集和分析階段恰當地使用不同量化及質性的策略和方法，收集並分析多

樣化的資料，就能使研究的效度與信度得到增強。Sieber（1973）指出量化與質

性研究方法對於資料收集、設計和分析等都會很有效，在研究設計階段，量化可

以協助質性的樣本，質性可以幫助量化發展概念化；在資料蒐集階段，量化可提

供基本數據幫助排除精英偏見，質性資料可以協助蒐集資料；在資料分析階段，

量化以單純的數據提供普遍性的評估，質性則可透過詮釋以進行澄清、描述和驗

證量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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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量化研究中，每個研究步驟是既定的，且呈直線性（linear pattern）方式

進行。研究問題的形成，必須先於資料的蒐集，故可變動的彈性甚小。量化研究

的過程可概分為以下八個步驟：1.選定研究問題；2.提出待答問題或研究假設；

3.定義研究變項；4.進行研究設計；5.搜集資料；6.分析資料；7.獲得結論；8.撰

寫報告。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相較下，則較具有彈性，當研究者在進入田野調查

時，對於研究問題可能已有明確的方向，亦也有可能只帶著粗略的研究方向，隨

著情境逐步瞭解進而形塑問題，甚至調整研究的方向。整體而言，質性研究步驟

是一個周而復始的循環模式（cyclical pattern），首先以選擇研究計畫為起始點，

接著則是提出問題、搜集資料、進行紀錄、分析資料、提出問題、搜集資料、進

行紀錄、分析資料等等，此為一重複探索的過程。質性研究在進行資料分析時，

可能觸發新的想法與問題，又可能產生新的問題，須再入田野蒐集與記錄資料，

如此週而復始地進入了另一循環（Spradley，1980）。因此，在研究的各個階段，

採用多種研究方法同時使用，可以消除一般人對質性研究過於主觀性和量化研究

缺乏經驗脈絡的質疑，將研究結果與結論更貼近真理。這種信念提供質性和量化

研究相互混合的合理性。 

質化和量化取向兩種研究方法各有其優、缺點，同時採用可以互相彌補彼此

之不足。量化設計的假設較嚴謹，一般是透過適當地取樣，探討變項之間的相關

關係或因果關係，其結果也被預期具有普遍性；而質化設計的特點在於針對探究

的對象做更深入與全面的接觸，進而建構出對所探究對象的個人理解與詮釋。 

    混合研究法結合了質性與量化的方法用於單一研究或多階段研究之中，可使

質性量化互補，而透過三角檢證法來消除偏見，藉由資料三角檢定（研究中應用

大量資料來源）、研究者三角檢定（不同的研究者）、理論三角檢定（利用多重觀

點來解釋研究結果）及方法學三角測量（利用多重方法來研究研究問題）等四種

面向進行檢驗，藉以提升研究之內、外效度，讓研究者對所觀察的社會現象作更

加有效的解釋及詮釋。混合研究雖然可以讓研究結果與結論更貼近真理，但仍有

些限制及問題尚待解決，例如取樣大小問題，在研究的取樣，到底何種樣本大小

可以同時適用於質性和量化研究？如果在量化為優先的研究中，後續的質化研究

可否採取隨機取樣以獲得相對等樣本？這些是無論質性或量化何者為優先的研

究策略都可能產生的問題。 

伍、結語及省思 

不同典範之間的流變及內涵，引發了矛盾及衝突。在後現代典範中，研究的

方法論不再被視為是普遍追求的應用法則或過程，而典範之間的對話，一致性與

匯流的發生，創造了知識的、理論的與實務的空間。然而筆者認為研究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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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仍要回歸以人(研究者及被研究者)為本質進行研究，無論科學的方法如何轉變，

研究者應認識及反思各種典範的移轉與整合，進而調整研究的本質與方法。無論

研究取向或見解，均會因人而異，重點在於回歸研究者對典範的理解及對自身欲

進行研究的理解，進一步擇取合宜之典範進行研究，尤其是在社會科學研究的層

面，不能因典範的轉變而消失殆盡。有鑑於此，筆者綜整並提出以下觀點及省思： 

一、質量之辯在「典範」，而非「方法」 

典範（世界觀）→理論（哲學基礎）→方法（研究策略），典範指導理論，

理論影響研究方法的選擇，以此觀之，本體論、認識論及方法論等基本信念的「典

範」是研究者從事研究的最高指導原則，如此，原則上研究應依循典範，理論及

方法的方式進行，因此，研究中不應有質疑典範的事情發生，但如果有質疑典範

發生時該如何呢？如果以認識論探討知與被知之間的闗係來解釋，實證主義主張

二者是獨立的，而建構主義則主張二者是互動的。所以，筆者認為如果在研究進

行中僅關注知與被知的關係，就不會被典範束縛住，亦不會去質疑典範是否能成

立，因為研究者是在典範的指導下進行尋找答案的工作，所謂的答案乃是要回答

典範所提出的問題。因此，質性與量化研究方法之爭辯，所涉及的是對「人」的

世界觀和「理解」的歷程，而非單純是觀察、訪問或統計分析等的研究方法的爭

辯而已。因此，站在實用主義的觀點來思考，無論是質性或量化都是為解決研究

問題所採取最適當的方法，自不會有無相容不相容的爭辯，只會有適不適合用的

問題。因此，筆者認為「典範」和「方法」二者，非隸屬或上下關係，因為典範

是做為方法的啟發，而方法則是典範的用途，質性與量化的爭辯是典範而非方

法。 

二、質量方法論的差異，在於研究前有無自我設限 

實證主義基於其思考邏輯，自然傾向計量性的研究。因為計量較能避免主觀

的、感性的特質摻雜在研究過程中。故能符合實證的客觀性要求。建構主義研究

者研究有意義的社會行動，研究者必須將行動者的理由以及行動的社會脈絡納入

考慮。經由在人群互動的過程中獲得意義。關於意義的陳述，顯然不是數字所能

充分傳達的。它必然要依賴敘述，而且要通過脈絡的呈現，才能將意義展現。 

但是實證主義、詮釋學理論和批判理論等目前尚處於彼此爭議不休的階段，

還沒有一種超越的綜合理論，能將三者統一。這也使得研究者常被迫要採取某種

取徑，並在研究中為自己的立場進行自我辯護，尤其對詮釋理論而言，如研究者

在資料的選擇、蒐集過程中，應努力去辯護各種來源資料使用的適當性及可信賴

度。量化研究是透過嚴格控制及操弄變項來進行預測，質性研究是預先設想少，

採取更加開放來進行研究。量化與質性研究方法之爭，在於研究前是否有無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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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限，質性研究透過減少自我設限，將資料的使用範圍擴大，盡量蒐集豐富的材

料。 

三、質量合作互補非孤立，端視研究問題與目的  

量化在驗證理論或概念框架下，利用統計技術和主觀推論，進行控制及隨機

抽樣，對結果做出解釋及預測，提供具有可信度、真實性及合法性的內外部效度。 

質性利用探究情境現實現象和以被研究者的觀點去探索意義，三角檢定、長

時間參與、持續觀察，針對線索探究、檢查來源的代表性、不斷比較、評估等並

澄清研究者偏見，來得到結果。 

量化研究在追尋預測和結果的類化，質性研究是要看得更清楚，如原始資料

的濃縮，筆記等都應拿出來檢驗。整個社會科學的研究，本來就沒有某一套固定

的方法，而要視研究的目的、條件與研究者的構思、設計而隨時調整，尤其在質

性研究的範疇內，各式各樣的方法也都不宜在研究進行之前就決定取捨。質性研

究是人文社會科學的主觀研究範式，而量化研究則是一種實證自然科學的客觀研

究範式，兩者既存在差別，又相互聯繫，互為補充。筆者認為對質性及量化兩種

方法應該採取合作互補並非孤立的態度，研究問題的探究應善用兩種技術的優點

相互使用，及如何回答問題。研究方法只是工具，是為了了解這個世界，能解決

研究問題才是最重要的。量化和質性的方法是不可分割的，量化和質性的方法之

間的選擇端看研究的問題及目的。 

四、質量反身性的檢視，著重「我」在研究中的詮釋 

 研究應注重反身性的檢視，檢視被研究者所持的觀點外，也必須檢視研究

者自身所持的觀點，及研究者所處身的環境，並予以表述。此反身性即是質性研

究者效度之一，但此效度如何評斷呢？筆者以 Fine (1994)的論點，自己-他者假

設來看，如果自己-他者分開，明顯得知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角色和定位是不同

的，是只要能檢驗研究者主觀性和偏見，即能說明質性研究主觀認識論，然如果

在進行研究時將自己-他者融合，對於研究者如何不涉入主觀價值是一大挑戰，

因為研究者不可能不帶任何的圥前理解進行研究，研究者的前理解或前觀察也不

可能不滲透進來，對於｢我｣在研究如何詮釋，或許是質性研究中應多加留意的部

份。 

    質性和量化研究各有其優、缺點，同時採用可以互相彌補彼此之不足。量化

設計的假設較嚴謹，一般是透過適當地取樣，探討變項之間的相關關係或因果關

係，其結果也被預期具有普遍性；而質化設計的特點在於針對探究的對象做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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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與全面的接觸，進而建構出對所探究對象的個人理解與詮釋，進一步對於以人

為本的真實情境的展現和社會及生命意義的建構。兩者的取向與目的不同，可對

同一研究現象的重疊或不同的面向得到不同的理解，進而豐富探究結果。混合研

究法解決了單一質性研究方法或單一量化研究法的不足與缺憾，雖然有些學者對

於混合研究仍有質疑，但站在截長補短的立場，其不失為較適宜的方法，尤其在

社會科學上的使用逐漸普及與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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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mmerman, K. (1989). Introduction to empirical inquiry. American Home 
Economics asociation,3-3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6），頁 178-181 

 

稿約 

 

第 178 頁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稿約 
2011 年 10 日 01 日訂定 

2015 年 03 月 16 日編輯會議修正通過 
2015 年 9 月 5 日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2019 年 4 月 26 日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壹、 本刊宗旨 

本刊為「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刊物，旨在評論教育政策與實務，

促進教育改革。本刊採電子期刊方式，每月一日發行一期。刊物內

容分成「評論文章」、「專論文章」、「交流與回應」與「學術動

態報導」等四專區。 

貳、 刊物投稿說明 
各專區分類說明如下： 

一、 評論文章：內含「主題評論」和「自由評論」。前

者由作者依各期主題撰稿，並由主編約稿和公開徵

稿；後者不限題目，由作者自由發揮，亦兼採約稿

和徵稿方式。 

二、 專論文章：不限題目，凡與教育相關之量化及質性

實徵研究、理論論述之文章均可，內容須具評論見

解與建議，採徵稿方式。 

三、 交流與回應：係由作者針對過往於本刊發表之文

章，提出回應、見解或看法，採徵稿方式。 

四、 學術動態報導：針對國內外學術動態之報導文章，

採徵稿方式。 

同一期刊物中，相同之第一作者投稿至各專區之文章數量至多以

一篇為限，全數專區之投稿文章數量加總不得超過兩篇以上，前述投

稿者另列為第二作者之文章數量至多可再增加一篇為限。 

參、 文章長度及格式 
一、 「評論文章」、「交流與回應」、「學術動態報導」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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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一般為 1,000 到 3,000 字，長文以不超過 6,000 字

為原則。如有附註及參考文獻，請依照 APA 格式撰寫。 

二、 「專論文章」字數：中文稿字數以每篇 10,000 至 15,000
字為原則，最長請勿超過 20,000 字；英文稿字數每篇

以 10,000 字以內為原則。字數計算包含中英文摘要、

參考書目與圖表。如有附註及參考文獻，請依照 APA
格式撰寫。 

肆、 投稿費用與刊登 
一、 「專論文章」投稿經本刊形式審查通過後，即進行實質

審查，採匿名雙審方式，審查通過者安排刊登。 

二、 費用說明：為促進本刊永續經營與維護學術品質之需

要，自行投稿者需繳交下列費用： 

         (一)「評論文章」、「交流與回應」、「學術動態報導」

須繳交投稿費，中文稿件 2,500 字以下每篇 1,000
元，2,500 字以上每篇 2,000 元。英文稿件 1,500 字

以下每篇 1,000 元，1,500 字以上每篇 2,000 元 

         (二)「專論文章」每篇投稿須繳交稿件處理費 1,500 元（含

形式審查費 500 元和行政處理費 1,000 元）及實質

審查費 2,000 元，合計 3,500 元。 

三、 退費說明： 

          (一)「評論文章」、「交流與回應」、「學術動態報導」

收費後即不予退費。曾投稿本刊但未獲刊登稿件，

重新投稿時須再次繳費。 

          (二)「專論文章」凡形式審查未通過者，本刊不再進行

實質審查，將退還行政處理費 1,000 元和實質審查

費 2,000 元。 

四、 匯款方式： 

(一)投稿人請於投稿同時，將費用（手續費自付）匯款

至本學會，以利辦理各項審稿作業。本會帳戶：中華郵

政代號：700  帳號：0001222-0571072 戶名：「臺灣

教育評論學會 李隆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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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匯款可採金融機構臨櫃、存提款機，或網路等方式匯

款。 

(三)請於投稿時一併檢附匯款單據或匯款資訊之影像（註

明「投稿篇名」與「審查費用」字樣）檔，以電子郵件方

式寄送本會信箱 E-mail：ateroffice@gmail.com。本會將於

確認無需退費時開立以匯款人為抬頭之收據，如需以投稿

人服務單位為抬頭及列明統一編號時需一併註明。 

伍、 審查及文責 
一、 本刊發表的文稿均安排雙向匿名學術審查，稿件隨到隨

審，通過後即安排儘速刊登。本刊提供社會各界教育評論

之平台，所有刊登文稿均不另致稿酬。本刊發表的評論，

屬於作者自己的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 

二、 所有投稿皆須經過形式審查，字數或格式不符者，先退請

作者修正後，才送出審查。 

三、 請勿一稿多投（同時投至兩種以上刊物，或文稿已於其他

刊物發表，卻又投至本刊者）。凡一稿多投者，一律不予

刊登。 

四、 本刊委員對刊登文章有刪改權（僅限於文字及格式，不涉

及內容語意的修改） 

五、 請勿抄襲或侵犯他人著作權。凡涉及著作權或言論責任糾

紛者，悉由作者自負法律責任。 

陸、 文稿刊載及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投 稿 本 刊 經 由 審 查 同 意 刊 載 者 ， 請 由 本 學 會 網 站

(http://www.ater.org.tw/)或各期刊物下載填寫「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文稿

刊載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寄送下列地址：10048 臺北市

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育

評論學會】何芃誼 助理收 

 

mailto:ater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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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投稿及其它連絡  
投稿或相關事項聯繫請 Email 至 ateroffice@gmail.com【臺灣教

育評論學會】。 
 



 

 

第 182 頁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6），頁 182-183 第八卷第 7 期  主題背景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八卷第七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本期主題 

「科技大學加設五專部」 

二、截稿及發行日期 

截稿及發行日期：本刊第八卷第七期將於 2019 年 7 月 1 日發行，截稿日為

2019 年 5 月 25 日。 

三、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近年來由於高職學生高達 8 成升學，加上科技大學教育過程中強調學理，與

早期高職和五專強調技術人才培育的導向不同，以致臺灣產業人才供給鏈出現數

量與品質上的斷層。 

有鑑於此，教育部從國家人才培育角度為基準點，提出回歸技職教育與產業

銜接，希望培育優質中級實用技術人力，引導學生畢業後立即就業，解決產業缺

工問題。乃自 107 學年度開始，增加 10 所科技大學加設五專部，包括臺北科大、

虎尾科大、高雄科大、海洋科大、澎湖科大、臺中科大、南台科大、龍華科大、

正修科大和輔英科大。其增設科別以工業領域為主，共有 14 科（智慧自動化工

程、土木工程科、模具工程科、漁業生產與管理科、精密機械工程科、電機科、

資訊工程科、電機工程科、電子工程科、電機工程科等），另也有針對農林漁牧

領域加設科系。同時，教育部也推動「五專展翅計畫」，補助四、五年級學生到

業界服務，業界也可以和學校共同設課程計、培育人力，讓畢業生順利就業。 

然而，107 學年五專免試入學放榜，新設的多所私校五專不僅未招滿，甚至

缺額率逾 5 成。多數高職校長擔憂科技大學加設五專部可能壓縮高職學校的招生

比率，也有少數學者提出科技大學加設五專部使技職體系走回頭路。 

教育部回應時強調，科技大學加設五專部的主要目的是銜接產業與技職教

育，供應臺灣產業界所需人才。然而目前招生不足，顯示此一政策遭逢嚴峻的挑

戰。本期的主題評論，希望探討科技大學加設五專部能否真正解決臺灣產業界人

才短缺的問題?或是在人才培育品質上，能否確實提供產業所需人才? 此一政策

對高職學校的影響會是如何?能否會重新點燃臺灣重視技職教育之火花? 技職教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5%8D%E8%A9%A6%E5%85%A5%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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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若一定要走回頭路，與以往不同之處為何？ 歡迎專家學者針對此一主題之政

策趨勢、產業需求、實施現況、影響層面、未來展望、實務經驗和省思等，提出

評論和建言。 

  第八卷第七期 輪值主編 

楊思偉 

南華大學幼兒教育系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院院長 

李宜麟 

南華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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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八卷第八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本期主題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實施」 

二、截稿及發行日期 

截稿及發行日期：本刊第八卷第八期將於 2019 年 8 月 1 日發行，截稿

日為 2019 年 6 月 25 日。 

三、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將自本(108)年 8 月 1 日起於國小、國

中，及高級中等學校三個教育階段的一年級開始，逐年實施。此次新課綱

的推動，是跨越學制、教育階段，涉及教師、家長、學生人數最多的一次

課綱變革，從中央教育部到地方縣市教育局處都規畫並推動了許多配套措

施，希望有效協助學校、教師落實新課綱，促進「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應

揚才  終身學習」的願景能具體落實。 

儘管政府對於新課綱推動已做了許多努力，但社會上仍有許多不同的聲

音：有人衷心擁抱新課綱的理念與精神，迫切期待它儘早實現，因此認為

逐年實施的進度緩不濟急，應該加速推動；有人則認為各領域課程綱要公

布時間太晚，教科書編輯的時間倉促，所以應該延後實施；有人主張涉及

的範圍與人員太廣，應有更充分的準備；有人探究新課綱主軸的核心素養

的內涵及其在課程、教學與評量上轉化的可能性，指出它對在教育現場中

所帶來的挑戰與困境；有人對高中學習歷程檔案的意義、功能、價值或可

行性提出質疑，並挑戰它的信效度及與大學招生選才對接的適切性等。 

面對新課綱的實施，不同層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師資培育機構及學校所

規劃與推動的努力是否適切有效？產生了哪些效果？還有哪些困境需要

突破？主張加速推動人士的主張是否有可能做到？主張延後實施或再修

正人士的擔憂存在與否？或者這些擔憂要如何避免成真？各級各類學

校、教師和學生都準備好了嗎？家長也了解新課綱了嗎？……這些都是需

要關注的課題。 



 

 

第 185 頁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6），頁 184-185 第八卷第 8 期  主題背景 

 
本期的評論主題希望邀請大家就目前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推動新課綱

的作為、師資培育機構與各級各類學校、教師及家長的準備及因應情形

等，進行分析與檢討，探究其中的問題與未來努力的方向，以做為新課綱

繼續推動之參考。 

第八卷第八期 輪值主編 

汪履維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系退休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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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八卷各期主題 
 

第八卷第一期：產業與教育的關係 

出版日期：2019 年 01 月 01 日 

 

第八卷第二期：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出版日期：2019 年 02 月 01 日 

 

第八卷第三期：教師專業社群 

出版日期：2019 年 03 月 01 日 

 

第八卷第四期：大學退場機制 

出版日期：2019 年 04 月 01 日 

 

第八卷第五期：非營利幼兒園的經營 

出版日期：2019 年 05 月 01 日 

 

第八卷第六期：國際教育與國際移動力 

出版日期：2019 年 06 月 01 日 

 第八卷第七期：科技大學加設五專部 

 出版日期：2019 年 07 月 01 日 

 

 第八卷第八期：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實施 

 出版日期：2019 年 08 月 01 日 

 

 第八卷第九期：技職實作評量 

 出版日期：2019 年 09 月 01 日 

 

 第八卷第十期：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 

 出版日期：2019 年 10 月 01 日 

 

 第八卷第十一期：國際生在臺就學問題 

 出版日期：2019 年 11 月 01 日 

 

 第八卷第十二期：師培生的核心素養 

 出版日期：2019 年 12 月 01 日

 



文稿刊載非專屬1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101年01月06日第1次編輯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02月26日第1次臺評學會秘書處會議修正通過 

 

  本人（即撰稿人）於《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發表之書面或數位形式文章。 

壹、立同意書人（以下簡稱「立書人」）謹此同意將本人著作之文稿全文資料，非專屬、無

償授權予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做下述利用，以提升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研究產出之能見度與

使用率： 

一、將立書人之文稿摘要或全文，公開展示、重複刊載於臺灣教育評論學會之網頁。 

二、如立書人文稿接受刊載，同意以書面或是數位方式出版。 

三、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合理

使用線上檢索、閱覽、下載、列印等資料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四、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五、將立書人之文稿授權於第三方資料庫系統，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

傳輸、授權讀者線上檢索、閱覽、下載及列印等行為，且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

求，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六、如上述資料庫業者所製作之衍生性產品涉及商業性使用時，立書人同意將衍生之權

利金全數捐贈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務及出版基金使用。 

貳、立書人保證本文稿為其所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

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隱私權之情事。若有任何第三人對立書人之作品或相關說明文

件主張侵害其權利或涉及侵權之爭議，立書人願自行擔負所有賠償及法律責任，與臺灣

教育評論學會無涉。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立書人簽約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此致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立同意書人(主要作者)姓名：                     （敬請親筆簽名
2
） 

所屬機構：□無   □有：                        

職    稱：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號碼（公/私/手機）：（  ）         /（  ）         / 

電子郵件信箱： 

戶籍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基於上述主要作者的簽署，他/她代表其他共同作者（如有）謹此聲明： 

一、擁有代表其他共同作者的權利簽署本授權同意書。 

二、本文稿的作者（或作者們）及專利權持有者。 

三、保證文稿不會導致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牽涉或承受任何因違反版權或專利權的法律訴訟、追討或

索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 非專屬授權：係指作者將上列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之部分權利非獨家授權臺評月刊。本刊物所採取的是「非專屬授權」，以保障作者對上

列著作之著作權及衍生著作權。 
2 為避免授權爭議，敬請作者填寫本文件，並於姓名處以親筆簽名後，以下列方式提供授權書。(1)傳真，傳真號碼：（02）2311-6264 (請

註明何芃誼助理收)。(2)掃描或攝影，電郵地址：ateroffice@gmail.com。(3)郵寄：10048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何芃誼助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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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投稿資料表 
 

投稿日期 民 國    年    月    日 

投稿期數

及名稱 
民 國    年    月 ， 第   期 

該期主題名稱： 

投稿類別 □主題評論  □自由評論  □專論文章 

字數  

文稿名稱  

作  者  資  料 

第

一

作

者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作者簡介 

 
 
聯絡資訊 TEL： 

FAX： 

E-mail： 
Address：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第

二

作

者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作者簡介 

 
 
聯絡資訊 TEL： 

FAX： 

E-mail： 

Address：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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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撰寫體例與格式 

壹、 章節層次 

一、 

（一）括號為全形新明細體 

 1. 

（1）括號為全形新明細體 

               

貳、 標點符號 

請用新式標點符號。「」用於平常引號；『』用於引號中的引號；《》用於書名；＜＞用於篇名

或論文名。惟正文中，古籍書名與篇名連用時，可省略篇名符號，如《淮南子，天文篇》。 

 

參、 凡人名、專有名詞之外來語，請以括弧（）加註原文。凡引註的年代一律標以公元。 

 

肆、 圖表呈現方式 

以全文為單位編號，編號以阿拉伯數字撰寫，之後空一格加上圖表標題。表之編號與標題在表「上

方」，圖之編號與標題在圖「下方」。圖表一律用黑白圖檔，不可用彩色圖檔。 

 

伍、 參考文獻標註格式 

依APA手冊--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9).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Washington, DC: Author--所訂格式。 

一、文中簡註格式 

本節「引用」一詞係指參考（reference），作者、年代之後「不必」加註頁碼（參見下文說明）。

倘係直接引用（quotation），則直接引用部分需加引號（40字以內時），或全段縮入兩格（40

字以上時），並在作者、年代之後加註頁碼，如：（艾偉，2005，頁3），或（Watson, 1918, p.44）。 

（一）引用論文時 

1.根據艾偉（1995）的研究…… 

2.根據以往中國學者（艾偉，1995）的研究…… 

3.根據Watson（1913）的研究……200  

（二）引用專書時 

1.艾偉（1995）曾指出…… 

2.有的學者（艾偉，1995）認為…… 

3.Watson（1925）曾指出…… 

4.有的學者（Watson, 1925）認為…… 

（三）如同一作者在同年度有兩本書或兩篇文章出版時，請在年代後用a、b、c等符號標明，例

如：（艾偉，1995a），或（Watson, 1918a）。文末參考文獻寫法亦同。 

（四）如引用同一作者在不同年度的作品時 

1.學者黃政傑（1987、1989、1991）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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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者Apple（1979, 1986, 1996）曾指出…… 

（五）一位以上五位（含）以下作者時，第一次引用請列出所有作者，之後僅列出第一作者，六

位（含）作者以上，僅需列出第一作者： 

1.有的學者（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2001）認為……（譚光鼎等，2001）…… 

2.（Bowe, Ball, & Gold, 1992）…….（Bowe et al., 1992）…… 

二、文末列註格式 

（一）如中英文資料都有，中文在前，英文（或其他外文）在後。 

（二）中文資料之排列以著者姓氏筆劃為序，英文則按姓氏之字母先後為準。 

（三）請在中文書名、中文期刊論文名稱及卷數採用黑體。請參閱(八)實例1.(1)、2.(1)和3.(1)。 

（四）外文書名與論文名稱，其全名之第一字母須大寫外，其餘皆小寫。請參閱(八)實例1.(2)和 

      2.(2)。 

（五）請將外文書名排印成斜體字。請參閱(九)實例1.(2)，和2.(2)。 

（六）外文期刊須寫全名，重要字母均須大寫，並請將期刊名稱及卷數排印成斜體字。請參閱(八) 

     實例3.(2)和3.(3)。 

（七）關於編輯、翻譯的書籍，及學位論文、網路資料之列註體例，請參考(八)實例4、5、6、7、 

      8。 

（八）實例 

1.書籍的作者僅一人時 

蘇薌雨（1960）。心理學新論。臺北：大中國。 

Guilford, J. P. (1967). The nature of human intelligence. New York, NY: McGraw-Hill. 

2.書籍的作者為二人(含)以上時 

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李亦園（1978）。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臺北：東華。  

Mussen, P. H., Conger, J. J., & Kagan, J. (1974). Child development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3.期刊論文 

蘇建文（1978）。親子間態度一致性與青少年生活適應。師大教育心理學報，11，25-35。 

Watson, J. B. (1913). Psychology as the behaviorist views it. Psychological Review, 5(20), 158-177. 

Lehman, I. J., & Phillips, S. E. (1987). A survey of state teacher-competency examination programs.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Issues and Practice, 7(1), 14-18. 

4.編輯的書籍 

林清江主編（1981）。比較教育。臺北：五南。 

Letheridge, S., & Cannon, C. R. (Eds.). (1980). Bilingual education: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New York, NY: Praeger. 

5.編輯書籍中之一章/篇 

黃政傑、張嘉育（2005）。社會價值重建課程理念與改革途徑。載於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主 

    編，社會價值重建的課程與教學（頁1-19）。高雄市：復文。 

Kahn, J. V. (1984). Cognitive training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language of profoundly retarded  

     children. In J. M. Berg (Ed.), Perspectives and progress in mental retardation (pp. 2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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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timore, MD: University Park. 

6.翻譯的書籍 

黃光雄編譯（1989）。教育評鑑的模式（D. L. Stufflebeam和A. J. Shinkfield原著，1985年出版）。 

    臺北：師大書苑。 

Habermas, J.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 McCarthy, Trans.). Boston, MA: Beacon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1) 

7.學位論文 

（1）中文學位論文格式（來自收取費用之資料庫）  

歐用生（1990）。我國國民小學社會科「潛在課程」分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 

    文）。取自臺灣博碩士論文系統。（系統編號078NTNU2331019）  

（2）中文學位論文格式（來自學校資料庫）  

王玉麟（2008）。邁向全球化頂尖大學政策規劃指標建構之研究（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 

    士論文）。取自  

    http://163.21.239.2.autorpa.tmue.edu.tw:81/cgi-bin/cdrfb3/tmtcgsweb.cgi?o=dtmtccdr  

（3）中文學位論文格式（未出版之個別學位論文）  

歐用生（1990）。我國國民小學社會科「潛在課程」分析（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教育研究所，臺北。 

（4）英文學位論文格式（來自收取費用之資料庫）  

McNiel, D. S. (2006). Meaning through narrative: A personal narrative discussing growing up with an  

alcoholic mother(Master’s thesis). Available from ProQuest Dissertation and Theses database.  

(UMI No. 1434728) 

（5）英文學位論文格式（來自學校資料庫）  

Adams, R. J. (1973). Building a foundation for evaluation of instru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ohiolink.edu/etd 

（6）英文學位論文格式（DAI 論文摘要）  

Applebaum, L. G. (2005). Three studies of hum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xture amplification,  

motion representation, and figure-ground segregation.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Section B.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65(10), 5428.  

（7）英文學位論文格式（美國國內，未出版之個別學位論文）  

Wilfley, D. E. (1989). Interpersonal analyses of bulimia: Morma-weight and obes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issouri, Columbia. 

（8）英文學位論文格式（美國以外之地區，未出版之個別學位論文）  

Almeida, D. M. (1990). Fathers’ participation in family work: Consequences for fathers’ stress and  

father-child relation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Victoria,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8.網路資料：當不知出版年代時，中文以（無日期）英文以(n.d.)標示： 

林清江（無日期）。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規劃專案報告。取自http://www.mihjh.cyc.edu.tw/ww

wsearch/%E4%B9%9D%E5%B9%B4%E4%B8%80%E8%B2%AB/9clas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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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man, K. (n.d.). A pilot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blem

 based learning, learning, teaching support network-01 special report 2. Retrieved fromhtt

p://www.ltsn-01.ac.uk/docs/pbl_report.pdf 

 
 
 
謝誌：本撰寫體例與格式微修自〈課程與教學季刊撰寫體例及格式〉，感謝該季

刊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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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論學會】會員入會說明 
    本會經內政部中華民國九十九年十月二日臺內社字第 
1000008763 號函准予立案，茲公開徵求會員。 

壹、 臺評學會宗旨 

    本會依法成立、非以營利為目的的社會團體，以從事教育政策與實

務之評析、研究與建言，提升本領域之學術地位為宗旨。本會任務如

下： 

一、 從事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學術研究。 

二、 辦理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座談及研討。 

三、 發表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提供改革之建言。 

四、 建立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對話平臺。 

貳、 臺評學會入會資格 

一、 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年滿二十歲、填具入會申請

書，並繳交會費後，經理事會通過後為個人會員。 

二、 贊助會員：長期贊助本會工作之個人。 

參、 會費繳交標準： 

一、 入會費：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元。第一年僅須繳入會費，

免常年會費。 

二、 常年會費：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元。個人會員一次達壹萬

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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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入會及繳交會費方式 

一、 入會申請：請填寫入會申請書， 入會申請書可至本會網站

下載 (http://www.ater.org.tw/) 

1. 郵寄：10048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立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何芃誼 助理收 

2. 傳真：（02）2311-6264（請註明何芃誼助理收） 

3. 電郵 ： ateroffice@gmail.com （主旨請寫：「申請加入臺

評學會」）。 

二、 會費繳交方式： 

1. 匯款：局號 0001222  帳號 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李隆盛 

2. 轉帳：中華郵政代號 700  帳號 0001222-0571072 

伍、臺評學會連繫資訊 

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電話：(02)2311-3040 轉 8422 傳真：（02）2311-6264 

會址：10048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立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http://www.ater.org.tw/)
mailto:%E9%9B%BB%E9%83%B5%EF%BC%9Aateroffice@gmail.com
mailto:%E9%9B%BB%E9%83%B5%EF%BC%9Aateroffice@gmail.com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入會申請書 

申請類別 □常年會員             
□永久會員（單次繳交會費達一萬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西元    年  月  日 
性    別  身份證字號  
學    歷  畢業學校系所  
現    職  

經    歷  

學術專長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電    話 
公： 手機  

宅： E-mail  

入會管道 
(可複選) 

□師長推薦與介紹：推薦人                
□參加本學會活動(如：本學會年會、論壇)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繳交金額 
□常年會費：1,000 元 x              年=             元 
□永久會費：            元（單次繳交會費達一萬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自民國     年     月至民國     年     月止，共     年) 
繳費方式 

□匯款 
 局號：0001222    帳號：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李隆盛 
□轉帳 
 中華郵政代號：700    帳號：0001222 0571072 

收     據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若不需繕寫收據抬頭，此處請填入：「免填」) 

會籍登錄 
（此欄由本會填寫） 

會籍別 起訖時間 會員證號碼 
□常年會員 
□永久會員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申請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填寫本表後，請採以下任一方式繳回本會，謝謝您! 

(1) 郵寄：10048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育評論學會】何芃誼 助理收 

(2)  傳真：(02) 2311-6264(請註明何芃誼 助理收) 
(3)  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主旨請寫：「申請加入臺評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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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國際教育的內涵
	二、 移民署新住民子女培力計畫
	移民署結合交通部觀光局、海峽兩岸交流基金會、僑委會等公私部門，辦理新住民子女「新職人啟航培育營」活動，透過五天四夜的營隊，提供高中職和大專校院的新住民子女工作媒合、實習及就業的準備，以培育國家新南向人才（內政部移民署，2019）。研習內容包含專業課程：主要以行銷企劃、製造和服務、多元文化、職涯發展、國際貿易趨勢、行銷文創等專業，在專業課程中還有兩次的企業參訪。甄選的項目包含：自傳（家庭背景、求學歷程、報名動機和就業願景）、特殊表現或得獎事蹟、語言能力（內政部移民署，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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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結語：培育國際競爭力、新住民子女展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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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前言
	歐洲高等教育區2020移動力戰略 (Mobility for better learning: Mobility strategy 2020 for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期望歐洲高教區至少20%的大學生畢業時擁有出國留學或海外培訓的經歷，然而學生全球移動力受到區域(歐洲)國家層面的政策與制度以及學習動機、職涯發展、生活適應個人層面等多從因素所影響(張惠，2017)。全球移動力是一個複雜的國際情勢，也是當前的重要現象，但也是學生面對國際市場或全球主義思潮下...
	二、 全球移動力之多重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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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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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全球移動力之相關能力為文化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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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大核心能力。日本將情緒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人際智能(social ...
	黎士鳴、湯堯(2018)回顧相關研究彙整了全球移動力之相關能力發展了GLOBAL模式，發現全球移動力是由以下六種能力所組合而成:
	1. 公民力(G: global citizenship):具有公民素養且關懷世界之世界公民力。
	2. 語文力(L: language ability):具有外語表達且體認他國文化之外語溝通力。
	3. 職涯力(O: occupation):具有國際視野且能因地制宜之跨域就業力。
	4. 人際力(B: befriend):具有橋接資源、經營人脈及銜接社會之國際網絡力。
	5. 文化力(A: acculturation):具有文化理解且能入境隨俗之文化融合力。
	6. 生活力(L: lifestyle):具有正向心理且保持健康生活之環境適應力。
	由 GLOBAL模式來看，全球移動力的展現需要透過公民力、語文力、職涯力、人際力、文化力與生活力等六大能力的養成來推進。
	三、 全球移動力之複合效益探索
	在第三波的全球移動力浪潮下，學生的主要需求在於職涯發展與區域連結(Choudaha, 2017)，透過擁有國際經驗或者是全球移動力的展現，讓大學生可以產生更多未來的職涯效能(Waibel, Ruger, Ette, & Sauer, 2017)。以歐洲ERUSMAS計畫為例，參與ERASMUS計畫的學生有65%畢業後需要接觸國際市場、有58%具有國際客戶、51%需要海外出差，比率皆高於未參與ERASMUS計畫之學生（黎芳媛、路書紅，2019）。從參與ERUSMUS計畫之學生，透過海外學習的經驗可以...
	1. 認知層面:出國後個人在思考與推理能力之效益。
	2. 情感層面:出國後個人在情緒表達能力之效益。
	3. 行動層面:出國後個人在計畫與實踐能力之效益。
	4. 人際層面:出國後個人在人際關係之效益。
	5. 生活層面:出國後個人在休閒與生活能力之效益。
	6.  環境層面:出國後個人在環境適應能力之效益。
	由能力取向來看，全球移動力的展現可以強化個人在認知、情感、行動、人際、生活與環境等面向的能力增長。
	四、全球移動力之校園培力策略
	在全球化的時代下，在地國際化是不可避免的高等教育課題，特別是在課程中的國際化，包含教學的內容、策略以及同儕的互動等層面（王湘月，2019），如何透過在地國際化的課程來培育學生具有全球移動力將是重要的課題。林秀芬(2011)以台灣15所大專院校為樣本進行推動大學生全球移動力之策略分析，主要有結構面與實務面兩大層面。在結構面上，學校設置專責單位包含校級國際事務組織，如國際處以及專責學生全球移動力之單位，如:國際交流組、學生交流組等。在實務面上，透過交換學生計畫、訪問學生計畫、跨國雙學位計畫以及暑期研習...
	除了透過相關計畫的推動以外，湯堯、黎士鳴（2019）透過開放式問卷來蒐集科大生的資料中可以發現科大生可透過通識課程、專業課程、校園活動與自我進修等方式來提升全球移動力之相關能力。在校園生活中，也可透過外籍生與本國生混合住宿的模式來創造「在國內留學」的效能，特別是可以提升學生的跨文化能力（王小青等人，2019）。可以發現，大學生全球移動力的培育，需要有主責單位透過計畫或系統性的活動與課程，來培育大學生具有全球移動力之相關能力；另外，在校園營造上，可利用學校現有的國際化資源，來創造「在國內留學」之成效...
	1. 組織結構面：國際處經常是推動全球移動力之主責單位。
	2. 政策推動面：透過教育部或學校的相關計畫來推動全球移動力。
	3. 課程活動面：透過校園內的課程與活動來活化全球移動力。
	4. 校園生活面：透過國際生與本地生的交流將全球移動力融入生活。
	5. 個體動機面：高動機之學生會透過自我進修來提升全球移動力。
	高等教育機構欲提升大學生之全球移動力，需要從組織結構、政策發展、課程活動、校園生活以及學生因素等多重面向整體性之推展。透過校園指標系統之建立，可供校園進行政策推展與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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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前言
	二、 美和科技大學辦理海外實習經驗
	(一) 新加坡與美和科技大學簽訂實習合作之所有廠商，皆由校方直接到新加坡與廠商洽談及簽約，並未透過第三方單位辦理或負責，學校謹慎且負責的態度，獲得多數廠商的信任及認同，也吸引部分廠商主動與學校接洽願意提供學生實習機會。
	(二) 與新加坡某股票上市集團簽訂「契合式培訓專班」，該專班學生於實習前一年在學校先修該集團產業實務課程，由該集團提供師資，進行語言、服務，及相關專業技能課程，專班學生通過校內與集團的考核後，即可直接到新加坡實習，完成後得以轉為該集團正職員工並續任儲備幹部，此模式讓學生於實習後得以順利接軌熟悉的就業職場，是技職教育培育產業需求人才最成功之案例。
	(三) 規劃至海外實習學生可參加相關社團、學校辦理之語言培訓班、衝刺班，企管系亦有專門老師每週提供家教式口語訓練課程。
	(四) 張珍瑋(2016)提出根據國際教育者協會的研究資料顯示，「經費」是學生考量是否出國最擔憂的因素，Janet( 2019)亦提出對很多學生來說，海外實習最大的挑戰是財務承諾，財務獲得支持有助於海外實習人數的增加。美和科技大學亦不例外，對於弱勢學生因經濟因素，對海外實習充滿憧憬卻無法成行之情況，學校為此提供給海外實習學生無息貸款，減緩學生經濟上的困難，帶學生領取實習津貼一段時間後，學生能夠有存款時，再歸還本金給學校。
	(五) 全程由校內專任老師帶隊並輔導學生至新加坡，帶學生到當地開戶、找住宿、健檢等，學校校長、一級主管及老師們亦不定期前往訪視實習學生，廠商及學生都深刻感受到學校對海外實習學生的重視及關心。
	(六) 對於英文能力不佳的實習生，實習廠商多主動安排華人主管帶領實習生，減緩學生初至英語實習環境的不安。
	(七) 學生實習後之留任率超過2成，有留任學生已升調至其他國家(如法國、瑞典)，亦有男同學完成義務役後再前往原實習單位任職者，不僅讓學生無縫接軌就業，甚至有更多更好的機會，翻轉他們的人生。
	(八) 留任於當地的學長姐，對於初至新加坡之學生，都會主動帶領學弟妹熟悉當地生活環境，及搭乘大眾捷運工具，如公車及地鐵等生活細節，讓學弟妹們在最短時間可以融入當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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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出訪交流應強調紀律，但無需形塑過度緊張氛圍
	出訪國外畢竟不比在自己的國內，有帶隊出訪經驗的師長皆知，必須全程繃緊神經，除了緊湊的行程外，學生的身心安全與穩定，亦需費心留意，因此更需要的是學生能對規範的遵守，以避免出意外的可能性。
	然而過度形塑出訪期間的緊張氣氛，卻也可能因而增加了學生無謂的恐懼，當隨時處在害怕被懲罰的情境中，學生將只會專注在有無違反規定，無形中壓制了學生的學習能力，進而錯過了寶貴的學習機會。
	皮德思在《倫理學與教育》 (簡成熙譯，2017)一書，討論了懲罰與紀律，指出紀律是對規則的遵從，但要特別注意的是這裡的規則，並非專指以教師權威所立下的外在行為的要求，更應包括學生對學習內容的自我要求，例如學生未作完作業時教師責令重作，並非懲罰而是維持紀律。
	亦即對出訪而言，遵從師長訂下的行為規則，例如集合時間、服裝要求、參訪行止等要求當然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對正向學習紀律的要求，鼓勵提問、主動探索、深度思考、綜合比較等，讓學生保有適度的好奇心，專注投入在出訪的學習過程，而非只是遵守團規的觀光客。
	二、 應以課程與教學為實施國際教育的核心
	三、 國際交流應設定主題，並著重行前培訓課程
	四、 擴大參與層面，推廣交流成果
	五、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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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具體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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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010何國旭校長原住民中小學推展國際教育的省思51-57
	一、 前言
	二、 本文
	三、 結語
	部落是原住民文化的容器，原住民文化則是部落的靈魂。原住民中小學在部落是教育與資源的中心，是培育原住民學生成為世界公民的搖籃，國際教育的內涵，是希望學生尊重多元、欣賞差異以及重視永續，這些與原住民十六族群的傳統文化價值完全相符，所以原住民中小學應思考規劃以原住民文化為本位的國際教育，以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為主軸，以南島語系國家或世界其它族群的民族文化為枝幹，拓展學生「世界民族觀」，培育多元文化思維，發展具原民風味的國際交流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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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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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013 碩士三方學程(修正 by 胡海豐)67-72
	一、 前言
	二、 文獻回顧
	在資訊科技發達的21世紀，高等教育的國家界限已逐漸模糊 (王淑慧，2014)。課程、學生、教師、及教育機構的國際流動，也司空見慣 (王淑慧，2014、侯永琪與蔡小婷，2015)。在跨國比較與追求教育綜效的考量下，「國際聯合教學」的發展已是未來教育界可能的趨勢之一。類似於傳統經濟商品的國際貿易，各國商品間之進出口乃取決於各國生產商品之絕對利益(absolute advantage) 與比較利益 (comparative advantage)，國際間的教育資源流動，也有類似的考量。
	換言之，各國教育機構基於本身資源的優勢與劣勢，透過與其他國家教育機構的合作，能使得參與的雙方或多方都能獲致利益。例如，眾所周知，國際經驗對於企業管理碩士(MBA) 的教師與學員是非常必須的經驗。然而，在課程上提供這樣的經驗，對於許多相對小型的課程規劃與組織來說，是相當困難的 (Budden, et al., 2005)。透過各國教育機構的合作，可以有機會解決這樣的困難，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事業暨跨文化管理研究所」的「碩士三方學程」亦是著眼於此。
	「國際聯合教學」的課題選擇，並不限定於特定的主題或學科，但通常會希望融入參與國家的地方特色 (高斌與石慶華，2013)，因而「跨文化」常是「國際聯合教學」最重要的特徵。「跨文化」特徵在「國際聯合教學」上，並不單指授課內容，更包含學員在整個學習的歷程與環境中的潛移默化。
	從組織行為的觀點而言，張倩(2009) 認為，跨國教學最顯而易見的好處，是增加了學生的「競爭力」。在跨國聯合教學中，學生們面對外國的教師，不同國家同學間的競爭，「為榮譽而戰」的激勵感特別強烈，較容易在短時間內激發個人的潛能，呈現特別優異的表現。在人格養成上，「國際聯合教學」提供的跨文化、跨領域的平台，也開闊了學生的思考空間與國際觀。此外，對授課教師而言，「國際聯合教學」提供了一個大膽的實驗空間，對教學方式的演化提供了場域，也讓教學相長的可能性大為增加 (黃保成，2012)。相對地，「國際聯合教學」...
	另外，隨著全球高等教育市場的擴張，以及隨之而來的激烈人才競爭，國際學生的爭取，除了經濟利益外，也包含了學術、社會、文化、與政治利益。在台灣，大學機構中國際學生的比例，也常被視做衡量國際化的重要指標 (姜麗娟，2010)。更甚者，台灣高等教育市場為了解決「少子化」所帶來的生存危機，也將招收國際生視為處方之一。
	文藻「國際事業暨跨文化管理研究所」的「碩士三方學程」，除了「教師國際聯合教學」與「學生跨國聯合學習」等教育功能外，也包含了增加招生吸引力的經濟目標。雖然是以增加招生台灣研究生為主要目標，但如果能夠吸引國際生就讀，也是不錯的附加價值。換言之，我們不能只把高等教育國際化當作終極目標，更應反思如何利用高等教育國際化增加國內教育市場的競爭力，解決台灣高教市場的內憂 (少子化、教學品質低落) 與外患 (高教市場排名、人才爭奪、學術聲望) (姜麗娟，2008、2010) 。
	同樣地，在歐洲過去被視為追求真理、純然知識探究的高等教育，也同樣受到全球化的影響，開始走向實用主義的方向。大學開始與商業結合，與相關企業結盟，產學合作。另外，高等教育的國際交流也日漸蓬勃。2003年12月，歐盟啟動了高等教育的「伊拉斯莫斯世界計畫」（Erasmus Mundus），這項高等教育國際合作交流的計畫，目的在於促進歐盟會員國與非會員國間高等教育的交流，吸引非會員國學生至歐洲留學。透過支持歐盟碩士課程的卓越發展、提供非會員國碩士生至歐洲留學獎助學金、以及提供歐盟會員國學生獎學金至非會員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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