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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於對海外教學實習的省思及欲以課程與教學專⻑貢獻新南向政策的⼼志，兩位研究者於2017學年度配合任教學系

之「國際教育研究與實習」課程，帶領11位職前師資⽣進⾏海外課程實習。第⼀學期重在增能、聚焦欲發展之課程主題

並據之規劃⽥野調查⾏程；寒假期間全體團員前往斯⾥蘭卡進⾏⽥野調查；第⼆學期則透過共同備課、公開授課、專業

對話的歷程，發展出國際教育課程，以帶領臺灣的⼩學⽣及師資⽣認識斯⾥蘭卡文化。⼩學的兩份課程主題為：斯⾥蘭

卡⼩學⽣的⼀天、斯⾥蘭卡的宗教與文化；⼤學的兩份課程主題為：在斯⾥蘭卡看⾒多元文化教育、斯⾥蘭卡的佛教文

化。專案期間，⼀位國⼩主任全程⾃費參與，共同學習、適時協助。專案結束前的檢討會中，師⽣提出「maker國際教

育課程」等4項肯定及「需⽤專案管理app」等5項檢討。文末，研究者比較海外教學實習與海外課程實習兩種模式，並肯

定海外課程實習模式。

關鍵詞：國際教育、海外課程實習模式、斯⾥蘭卡

        「為培育師資⽣成為具國際視野之未來教師，並強化師資⽣國際素養，增進其文化理解…國際體驗…」，教育部⿎勵

師資培育⼤學透過國外教育⾒習課程及國外教育實習課程⾄國外學校學習新知（教育部，2017）。師培⼤學之國外教育

實習課程可以有哪些樣態？兩位研究者⾃2007學年度以來六度採⽤「海外教學實習」的模式進⾏國外教育實習課程；由

於期望能對臺灣的國際教育做出更具體的貢獻，本（2017）學年⾸度嘗試「海外課程實習」模式。本文說明「海外課程

實習」模式的發起構想、運作⽅式及檢討。

壹⼂「海外課程實習」的發想

海外課程實習模式初探：以斯里蘭卡梯為海外課程實習模式初探：以斯里蘭卡梯為
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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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教學實習」的省思

        兩位研究者⾃2007學年度起，持續帶領師資⽣赴國外學校進⾏教學實習，包括：泰北華文學校、澳洲／紐⻄蘭公立

學校、尼泊爾慈善學校、菲律賓私立學校及越南臺灣學校。帶領師資⽣赴海外進⾏教學實習需要當地的⼈脈與經費，聯

絡好國外的實習學校後，研究者需撰寫競爭型計畫向相關單位爭取經費。獲補助後召募團員，透過「國際教育研究與實

習（⼀）及（⼆）」課程（只開放團員修課），⽤兩學期的時間進⾏海外教學實習的準備及成果發表，並利⽤兩個學期

中的寒暑假出國實習教學，專案通常為期兩學期及其中包括的寒假或暑假。

        每次的海外教學實習都投入許多資源，課程結束不免思考受益者為何？直接受益者是出梯的師⽣，我們有機會踏上

外國的⼟地，深入了解實習學校的文化，建立與外國師⽣的關係，也磨練了文化回應教學的能⼒（吳麗君、⽥耐

青，2016）。第⼆群的直接受益者是海外實習學校的學⽣，他們在原校就可以享受臺灣師⽣⽤⼀學期的時間為他們客製

的教學⽅案，開啟他們對臺灣文化的了解與興趣（Lin & Tyan, 2013）。不禁思及臺灣的⼩學⽣如果有相同的國際教育學

習機會該多好。團隊回臺後，通常配合本校國⼩教育學程的課程辦理成果發表，時間都在⽩天，與⼩學上課時間衝突，

無法和臺灣的⼩學師⽣（教育⼤學最重要的專業夥伴）分享。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讓臺灣的⼩學師⽣也可以由我們的海

外專案獲得客製化的國際教育學習？海外課程實習便是我們想像中的答案。

⼆、以課程與教學專⻑為「新南向政策」加薪添火

        政府的「新南向政策」推出後，研究者思考如何運⽤⾃⼰的課程與教學專⻑，讓臺灣⼈⺠對新南向國家有更多的了

解與感受。斯⾥蘭卡是新南向政策18國之ㄧ。我們曾試問國⼈「當你聽到斯⾥蘭卡這個國家，你會想到什麼？」。紅

茶、海嘯、內戰、藍寶⽯是我們最常得到的答案。再深入詢問，回答變得無以為繼。如果臺灣⼈⺠對斯⾥蘭卡的認識就

僅是這幾個名詞，這樣貧乏的認知是要如何新南向？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海外⽥野調查帶給師資⽣親⾝的體驗與感動，再

由他們發展課程帶領臺灣的⼩學⽣及師資⽣進⼀步認識斯⾥蘭卡。

貳⼂「海外課程實習」的運作模式

        海外課程實習的運作仍是遵循寫計畫、召募團員及兩學期的課程加上假期出國的模式進⾏。2017學年度第⼀學期

（以下簡稱2017-1）在校上課，經由⼆⼿資料逐漸了解斯⾥蘭卡以決定欲發展的課程主題，並據此安排⽥野調查⾏程。

2017學年度寒假，全體師⽣⿑赴斯⾥蘭卡進⾏12天的⽥調 （2018.1.23-2.3），透過華語文導遊及慈濟志⼯的協助蒐集第

⼀⼿資料並每晚開會分享⽥野筆記。2017學年度第⼆學期（以下簡稱2017-2）由團員依據⽥調資料，透過共同備課、公

開授課及專業對話的歷程發展成迷你課程。因考量到執⾏的現實，避免太過影響原班級的預定課程進度，迷你課程⻑度

為兩節。兩學期與寒假⽥調均由兩位研究者協同教學，並有⼀位國⼩主任全程參與，適時協助。以下就各階段說明。

⼀⼂2017-1蓄積期

　　本階段的重點在了解斯⾥蘭卡、聚焦欲發展的課程主題及訂定⽥調⾏程。

（⼀）說明本專案的產出

　　在開學時即明確告知團員，本專案的⽬的在產出四份介紹斯⾥蘭卡文化的迷你課程，以建立任務⼼態，避免流於玩

耍之不當認知。

（⼆）透過⼆⼿資料認識斯⾥蘭卡

　　研究者於課前購買中文版斯⾥蘭卡書籍，請團員認領書籍篇章於課堂報告。網路上的即時個⼈遊記及新聞雜誌節

⽬，激發我們邀請當事⼈來班分享的構想。透過這些管道及師⽣⼈脈，我們請到6位⼈⼠來班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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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兩度去斯國任志⼯的臺灣男⼤⽣：介紹國際志⼯團體、與當地⼈相處之道

2、臺⼤博⼠班的斯⾥蘭卡夫妻：介紹斯⾥蘭卡教育制度

3、臺灣國際領隊：介紹斯⾥蘭卡景點、路線與建議停留時間

4、「消失的國界」斯⾥蘭卡單元記者：介紹訪談技巧與當地協⼒的旅遊公司

5、中醫師：介紹旅遊保健與防蚊⽅法（斯⾥蘭卡為登⾰熱疫情國家）

（三）決定課程主題

　　⼀開始團員的興趣很寬廣。甄選時要求申請者擬⼀份教案教導臺灣學⽣斯⾥蘭卡文化，主題包括紅茶⼂⾳樂⼂建築

⼂內戰、海嘯等。研究者提醒團員，我們所發展出來的課程必須要能結合⼩學⾼年級的課程。與新北市合作國⼩討論的

結果選定社會課，也因此初步定調了⼩學組的課程⽅向，必須與社會有關。

　　統整全體團員的寒假⾏事，團隊能共同進入⽥野的時間僅12天。為能聚焦蒐集資料，作者說服團員統整⼩學及⼤學

的課程主題，即：斯⾥蘭卡的⼩學教育（對國⼩學⽣及師資⽣都有意義）⼂斯⾥蘭卡宗教與⼈⽣（斯國佛教信徒眾多，

⼈⺠的價值觀及⽣活各⾯向都深受佛教影響，對了解該國文化有價值性）。當然教學的深度將隨教育階段⽽有所調整，

如此⼩學組及⼤學組因課程主題相同，可以互相討論⽀援，事後發現這個策略非常成功。

（四）依據課程主題，決定寒假⽥調⾏程

　　課程的主題為「⼩學」與「宗教」，透過團員⼈脈，請慈濟為本團聯絡到兩所公立⼩學及⼀所佛教⼤學；並決定踏

查臥佛⽯窟及佛牙寺等重要佛教景點；加上團員有興趣的⼤象孤兒院⼂野⽣動物保護區⼂茶園⼂香料園及⼤航海時代曾

被殖⺠的遺跡等景點，⼤致架構出本團的⽥調⾏程。

        總務組團員據此⾏程購買機票、保險、訂旅舍及與旅⾏社溝通（安排⾞輛及華語文導遊），為本團客製豐富的⾏

程。

⼆⼂2017學年度寒假⽥調期

　　以下將出現質性研究資料，分別以研究者筆記、共備筆記、試教筆記、團員回饋、⼩學⽣回饋、⼩學教師回饋、師

資⽣回饋等表之。

（⼀）⽥野調查⾏程

　　本團的⽥調⾏程如附⼀，配合課程主題，有三天的⾏程拜訪學校，兩天拜訪宗教景點。

（⼆）每晚的分享與記錄

　 　 每晚由⼩組輪流主持「今⽇印象最深刻」之「逛數位畫廊」（Digital Gallery Walk）分享會。主持⼈在團隊Line群

組開「今⽇相簿」，團員⾃選今⽇⼀到數張相片上傳，並⼝頭分享該相片對他的意義。雖然⽩天團隊⾛⼀樣的⾏程，但

晚上分享時每每驚豔於各⼈不同的看⾒與思考，拓展了視野與⼼靈。逢參訪學校及宗教機構⽇，加強處理，先讓⼩組分

組寫出觀察紀錄⼂⼼得及疑問，再上傳群組⼀起討論。由於有相片及文字的輔助，討論很有效率，也留下珍貴的⽥野紀

錄，這種的分享受到團員肯定。

晚上開會，大家放照片分享當天心得是很棒的環節。（2018.4.9團員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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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7-2 課程發展期

　　此階段的重⼼在發展斯⾥蘭卡文化課程。

（⼀）共同備課

        由於近半數的團員於本學期進⾏三週集中實習，本團先依四組組員⾏事曆訂好公開授課⽇期，再回推安排共同備課

的期程。共備的參與者除團員、研究者外，還有寒假⾃費同⾏的臺北市國⼩主任。2017-2開學前請團員先e出教案初稿讓

兩位研究者及國⼩主任評閱，修改後再進⾏共備。⼩學組及⼤學組各利⽤三次及兩次上課的時間進⾏共備，包括說課及

假試教。

1、課程主題

　　⼩學組的兩份課程，主題為：斯⾥蘭卡⼩學⽣的⼀天、斯⾥蘭卡宗教與文化。⼤學組的兩份課程，主題為：在斯⾥

蘭卡看⾒多元文化教育、斯⾥蘭卡的佛教文化。

2、課程特⾊

　　（1）課程內容來⾃第⼀⼿的⽥調資料

        團員⾃製的教學影片（A Day At Primary School In Sri Lanka，網址：https://youtu.be/OzYeMDGGaKI） 與教學簡報

內容都是使⽤團員親⾃拍攝的畫⾯⽽非由網路抓取來的資料。團員分享的內容都是親⾝的經歷，例如：我們觀察到斯⾥

蘭卡⼈喝椰汁時是直接仰頭喝⽽不⽤吸管、喝完椰汁後剖開椰⼦並切下⼀⼩塊椰殼當湯匙挖椰⾁吃、剖開的椰殼曬乾後

當植物的⼟壤保護圍籬。我們也觀察到朝會時，上臺領獎的學⽣對校⻑⾏跪拜禮（雙膝著地，雙⼿合⼗，頭向前傾），

三⼗多歲的華語文導遊也說他每早離家都向⾃⼰的⽗⺟⾏跪拜禮。當地⼈很和善，很樂意和我們合照，南亞⼈黝⿊的膚

⾊襯得牙齒特別潔⽩，笑容迷⼈。對動物友善，廟宇僅以懸掛光碟的⽅式阻⽌⿃類入內，佛寺外常有動物，僧⼈也不驅

趕。

　　（2）以學習者為中⼼的教學活動設計

        ⼩學組⾃製壓克⼒拼圖讓學⽣比對斯⾥蘭卡的族群與宗教分布、⾃製「課表排排樂」牌卡遊戲，讓學⽣實際操作以

了解斯⾥蘭卡⼩學⽣的課表；⼤學組使⽤「真⼈圖書館」跑關⽅式，由7位關主分享佛教對斯⾥蘭卡的⽣態保護及食衣住

⾏育樂的影響，聆聽者移動到不同地點聽不同的關主介紹。各組都善⽤拼圖法及配對／⼩組討論法等合作學習教學策

略。

　　（3）科技融入教學

        應⽤Kahoot！ 即時回饋測驗系統檢視所學，應⽤HP Reveal擴增實境模擬⽥調現場，應⽤VR眼鏡讓學習者看到斯⾥

蘭卡立體的景⾊，提昇學習果效。

　　（4）正念活動

        在斯⾥蘭卡的⼩學朝會觀察到師⽣進⾏佛教正念活動，各組在教學時也運⽤正念活動（正念呼吸、正念紅茶）使學

習者靜下⼼來，有利於活動之轉銜。

（⼆）公開授課與專業對話

1、⼩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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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介紹，⼩學組於2018年3⽉進入新北市某公立國⼩進⾏公開授課，下課前請⼩學⽣⽤便利貼回答從這兩堂課中我

學到了什麼。學⽣回答如下：

進行正念活動時，我能夠感受到心靈的平靜。

斯里蘭卡他們很尊敬長輩、師長。

我學到佛牙的故事。

人和動物都是平等的。（2018.3.21小學生回饋）

        ⼩學組並利⽤當天午休時間邀請觀課的教師進⾏專業對話。可惜師資⽣於課前花許多時間精進教具、學具及教學活

動卻未注意同步更新教案，致使觀課教師看到的教學與⼿中的教案搭不起來，主任也指出⼩學觀課的習慣重在教學⽅法

與班級經營，致對教案的回饋有限。

斯里蘭卡小學的宗教課正是臺灣現在缺乏的品德教育。

自製影片讓我們知道不同的風俗，如：到校向老師行跪拜禮。很棒的分享！讓孩子能認識不同國家的文化。

（2018.3.21小學教師回饋）

2、⼤學組

　　有了⼩學組的前⾞之鑑，⼤學組進入第⼆作者的「課程發展與設計」課堂進⾏公開授課，便特別重視教案務必更

新，師資⽣於下課前寫回饋發表對教案的評價。

　　（1）「斯⾥蘭卡宗教與⼈⽣」

　　A．肯定教學內容

這堂課的所有分享是真正發自內心的，而非「背」出來的。

課程安排用心，讓人能了解斯里蘭卡。

對於第一站生態概念很受感動！

從不同面向介紹斯里蘭卡的佛教，能清楚深入地了解。

…看得出你們真的獲益良多，分享內容很豐富讓人…大開眼界。

　　B．肯定教學⽅法

「真人圖書館」跑關方式，由關主分享斯里蘭卡的生態及食衣住行育樂，…更能吸收當地文化知識。

 結合VR很新穎，看到立體的影像很有身歷其境的感覺。

 …科技融入教學，讓學習者雖然不曾到過斯里蘭卡，卻能身歷其境。

　　C．引發後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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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歡這堂課，對斯里蘭卡產生了興趣，以後也想參加此類活動，去多看、多學習！

（2018.5.25師資生回饋）

　　（2）「在斯⾥蘭卡看⾒多元文化教育」

　　A．肯定教學設計

除斯里蘭卡，也延伸到（回）臺灣，引發…省思，good!

　　B．肯定學具與科技融入教學

族群與宗教拼圖，加深斯里蘭卡族群、宗教分布印象，令人印象深刻，好玩也好理解。

透過多樣的教學設備 （掃描、教具、手機軟體），感覺新穎有趣、運用恰當、印象深刻，準備用心。

HP Reveal 活動很棒，比起直接給學生看ppt，這樣的活動更有趣更有印象，概念也清晰。

透過Kahoot （前測），了解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印象深刻。

…不只學習斯里蘭卡，也認識科技APP。

　　C．建議

最後可以回歸到未來身為小學老師如何規劃多元文化教育課程。

在使用 HP Reveal照圖片內容的這部分，建議活動後的回顧可以將文字和圖片秀在PPT上。

看完內戰影片後，可以加入一個確認學生觀賞狀況的小環節。

（2018.6.1師資生回饋）

（三）課程修正

        團員於公開授課後，整理蒐集到的意⾒修改教案，再作最後的修改才完稿。

參、檢討

　　⼀學年的斯⾥蘭卡梯專案結束前，研究者於2018.4.9上課時與團員⼀起進⾏回饋檢討。

⼀、肯定

（⼀）Maker國際教育課程

        曾有⼈以「唐僧取經」比喻本團，但研究者以為本團所做的（去斯⾥蘭卡進⾏⽥調以發展國際教育課程）其實是超

越了取經，因為我們不是去取⼀部已經存在的經書，⽽是要創造⼀個⽬前還不存在的課程，我們是課程的maker！這樣

的想法受到團員肯定。

想把很多東西帶回來臺灣教學，臺灣似乎缺少這種風氣，覺得這次梯隊目標很吸引人，有吸引力。（2018.4.9團員回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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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態正確、作為積極

　　由於期初便已說明課程發展任務，且據此讓團員⾃⾏分組，所以團員在進⾏海外⽥調時不會認為是玩耍，⽽是要認

真蒐集課程發展資料；甚⾄宗教組有4位團員主動安排在斯⾥蘭卡多停留4天以更深入的理解當地的宗教。

因為事前知道回來的任務，所以去的時候會更加認真與積極的理解當地文化，詢問當地人問題。（2018.4.9團員回饋）

（三）⽥調及課程發展使團員對斯⾥蘭卡文化有更深入的認識

        曾有⼈認為現在凡事在網路上都找得到，質疑本團花錢到海外進⾏⽥野調查的必要；但實際踏上斯⾥蘭卡⼟地的師

⽣則肯定⽥調及課程發展使其更了解斯⾥蘭卡。

我負責教導斯里蘭卡的小學課表，因此更加熟悉「環境」、「宗教」等課，有所收穫。我曾詢問斯里蘭卡人我不了解的

課表名稱，發現斯里蘭卡 人對僧伽羅文的熟稔度不像臺灣人對中文一樣熟悉。 （2018.4.9團員回饋）

在小學生的宗教課本裡看到一幅釣魚的圖片上面被打叉，詢問志工該圖旁邊的文字內容，志工說寫的是「釣魚是不道德

的」。臺灣的英文教科書總是說fishing is a hobby. 但佛教基於不殺生的原則譴責這種行為。我因此對臺灣的教科書

有了不同的思考。（2018.1.25研究者筆記）

在書局買書我多付了錢而不自知，店員立刻退還我多給的錢。導遊說店員一定會誠實歸還多給的錢，否則依據佛教的因

果報應循環，下輩子他要還我更多錢。我親身經歷了佛教對斯里蘭卡人的影響。（2018.1.27研究者筆記）

週五傍晚我們來到一座有優美佛教藝術的寺廟參訪。許多本地人身著白衣，手捧鮮花來到寺廟參拜，他們坐在廟四周的

草地上，氣氛安祥平和。我從不曾想過「去廟裡參拜靜坐」是一種度過周五晚上的方式。（2018.2.2研究者筆記）

（四）團員互助

        ⽥調期間有兩次住宿出狀況，團員並沒有責備總務，⽽是立刻分頭⽤⼿機查找替代⽅案。另⼀次是發⾞約⼗分鐘後

團⻑找不到⼿機，推測可能協助團員搬運⾏李上⾞時遺落在旅館，導遊安排在超市停⾞讓團員等候，⼀位團員主動陪伴

團⻑搭嘟嘟⾞回旅館找尋，其他團員並無抱怨⽽是叮嚀他們⼩⼼安全。

        兩位延畢⽣團員在2017-2畢業及出國交換，這兩位同學當初分屬兩個2⼈組，致使課程發展需由該⼆組剩下的團員單

獨負責。還好，當初⼀起⽥調的情誼、對落單同學的同情、⼤學與⼩學課程主題相通與共同備課的機制使團員們團結起

來，像隱形的翅膀般托起落單的團員，使其不孤軍奮鬥。

到小學試教的時間是四人組先上，單人組後上。試教完的四人組主動到落單團員的班上協助：準備教具（泡一壺錫蘭紅

茶）、協助分組活動、指導學生寫學習單等。（2018.3.21試教筆記）

小學組同學主動提供教學上可共用的ppt、拼圖教具及自製影片給大學組落單團員使用。（2018.5.14共備筆記）

大學三人組的真人圖書館活動，需要7位關主，在課堂上一提出來，4位小學組的團員立刻表示願意到班協助。

（2018.5.14共備筆記）

⼆、對斯⾥蘭卡梯的檢討

（⼀）需⽤專案管理app

         本團採line群組、fb社團及雲端共享硬碟來管理資訊，不容易找到之前的資訊，也需要為重要待辦事項建立進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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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追蹤，團員建議尋找合宜的app以有效管理專案。

        多運用管理工作進度的app，避免資料與訊息較難找尋，增加工作效率。（2018.4.9團員回饋）

（⼆）團員學程與年級

        ⼀位幼教學程團員在選擇加入⼩學組或⼤學組時感到為難。兩位延畢⽣未參與2017-2的課程發展，產⽣職務空缺困

擾；留下的九位團員中有四位是⼤四的學⽣，他們在四、五⽉間有三週的集中實習，需要投入⼤量的時間與⼼⼒致排擠

到本團課程發展。另，⼀位碩⼆⽣依據本課程撰寫論文，特別投入課程。

以後的海外課程實習梯隊不招收延畢生，團員最好以大一到大三或碩一居多數。另，只招收國小教程師資生。

（2018.4.9研究者筆記）

如本課程能與各系的專題研究或研究生論文結合能讓團員更投入。（2018.4.9研究者筆記）

（三）⽥調的⾏程安排

    此次⽥調的⾏程有多個景點，相當於環斯⾥蘭卡的中南部⼀周。有團員提議應該在參訪的學校或宗教景點多停留⼀⽇

以觀察其文化脈絡；茶園、國家公園及古堡等與課程發展主題無直接相關，屬於文化脈絡的景點，在時間有限的前提下

應適度刪除。

減少去的城市數量 （減少交通時間），聚焦在固定城市，可以更深入了解當地民情，而不會流於表面。（2018.4.9團員

回饋）

（四）住宿與⾃由活動

團員建議在住宿的選擇及⾏程的安排上再調整，以能與當地⼈有更多的互動。

多住民宿，…多跟當地人有接觸。

可以有一天自由行 （定點放人、定時集合、小團體行動）…多一點探索時間，可以走入市井小民日常生活的場所。

（2018.4.9團員回饋）

（五）公開課與專業對話

        「團員到⼩學做公開授課」是本團的創舉，除希望吸引更多⼩學教師參與外，更希望能借助其豐富的教學經驗來雕

琢教案。惜⼩學組團員忽略了教案的更新，使⼩學教師⼿上的教案並非最新版本，且⼩學教師⼀般在觀課時會強調班級

經營與教學⽅法，故⼩學組並未從現場教師處得到太多對教學活動設計的回饋。⽇後或許改成先請⼩學教師來班參與共

同備課，再請其觀課的模式。

議課時有較多是教學技術層面的糾正指導，比較少是針對課程內容設計。（2018.4.9團員回饋）

肆、結語

        比較海外教學實習與海外課程實習，研究者認為海外課程實習模式的學習對師資⽣更有意義。

        進⾏海外教學實習，雖有聯繫窗⼝，師資⽣對他國實習學校的課程、學⽣程度、教室常規與設備等並不甚了解，在

臺灣設計好的教學活動到了國外⼤翻修是常態；其文化踏查多為教學後犒賞、玩耍⼼態，文化的學習相對較淺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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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課程實習，教學的對象是臺灣的⼩學⽣與師資⽣，團員對其了解相對較多，具備教學活動設計的前提（學習者分

析）；⽽文化踏查因有課程發展的任務，⼜有每晚的討論，學習⾃然深入。在臺灣的共備與公開課則有助於臺灣的學⽣

更加深認識實習國家的文化。

        研究者將依據檢討⼼得，精進2018學年度的緬甸梯海外課程實習專案，努⼒依據⼗⼆年國⺠基本教育的核⼼素養具

體內涵，強化師資⽣及國⼩學⽣的國際理解，持續對臺灣的國際教育做出具體貢獻。

（本專案受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學精進師資素質計畫經費補助，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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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1

斯⾥蘭卡梯⽥野調查⾏程（2018.1.23-2018.2.3）

*⽥耐青，國立臺北教育⼤學教育系副教授

**吳麗君，國立臺北教育⼤學教育系教授

電⼦郵件：ntyan@tea.ntue.edu.tw；lijuing@tea.nt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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