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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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