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編序 

國內大學面臨少子女化及高教競爭環境，刻正大力推展國際化政策。以往，大學國際化

只是點綴，成果如何無所謂；現在，大學國際化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做不好便失去競爭優

勢，甚至有退場的可能。 

大學國際化，招生十分重要，有了國際學生，後續各項教育措施繼而開啟，故各大學莫

不致力於招生任務。國際招生，首要考量的問題是大學有何強項可吸引國際生就讀？即那個

系所學程具有教導國際生的實力，且已經準備好。要吸引國際生來臺學習，是要修讀學位，

或者學習技術實務，或只是短期研習？大學提供了什麼誘因？招收國際生也要考量他們從那

些國家來，是歐美國家？亞洲、大洋洲、中南美洲或非洲國家？大學必須考量課程教學和實

習的安排，也要決定教學使用的語言，還要提供國際生學習華語文的機會。國際生來臺學習

的選課指導、課業協助、生活起居、飲食交通、醫療照顧、人際互動、社會文化體驗等，都

要妥善安排，期許國際生到臺灣留學，能夠圓滿成功。 

由於兩岸交流愈來愈密切，大學國際化開始設定中國大陸的學生為對象，在研修生、交

流生之外，亦於去年開始招收學位生，吸收陸生來臺修讀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成為國際

招生的重要環節。兩岸語言文化相近，中國大陸又是廣大的教育市場，如何繼續招收陸生，

提供優質的教育和生活環境，使其順利完成學習任務，也是國內大學很重要的使命。 

本期主題關心大學招收國際生和陸生的狀況、問題和未來方向。同等關注的是愈來愈多

的國際生和陸生加入國內的大學校園後，我們的大學事先做了什麼調整改變，目前有哪些問

題發生，以後又會產生什麼變動？國際生和陸生的加入是否促成國內大學品質的轉型？或者

反而降低學生的單位成本，拉下大學的教育品質？提升整體教育品質是國際化的關鍵。在國

內大學賣力推動國際化的時刻，各大學是否訂出明確的目標，是否理清國際生和陸生對國際

化的貢獻所在，是否建立國際化評鑑指標和改進機制，這些都是很重要的課題。 

本期要感謝主題評論各文作者，提出招收國際生和陸生的精彩評論和建言，相信必能裨

益於大學國際化的發展，也要感謝所有自由評論各文作者，他們深入討論幼兒園、十二年國

教、新移民子女教育、校本課程、教師培育和進修、教學改革等問題，提出教育改革方向，

篇篇都有參考價值。本期各文的審查委員、當期執編蔡玉卿小姐和劉宜青小姐、本刊執編盧

宜芬小姐、美編紀岳錡先生、封面設計人劉宛苹小姐，對於本期的編輯出版貢獻良多，亦在

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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