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雅蘭整理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資源及出版中⼼

       本期介紹《國際教育⼈才培育之策略研究》及《⽣活課程⼗年扎根之旅：輔導群運作的回顧與展望》⼆書。前書集結國內外

專家學者共同撰寫編著，從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理論及實務等⾯向針對國際教育⼈才培育此議題進⾏探討。後者即為回顧⽣活

課程輔導群⼗年來推動的歷程，從多元的視野，展現⼗年扎根之旅的精采樣貌。

       茲簡述⼆書內容如下，提供學術研究及各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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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隨著科技迅速發展，地球村⽣活圈加速各國開展國際教育的深度與廣度。國際教育政策推動的⾸要任務在於⼈才培育，本專

書《國際教育⼈才培育之策略研究》邀約專精研究國際教育政策，在理論上，或在實務上對國際教育推動與實施具備豐富經驗之

專家學者共同撰寫編著。⾸篇探究臺灣國⺠⼩學國際交流活動之帶隊教師的國際教育技能和素養，該文歸納基礎教育階段推動國

際交流的帶隊教師必須具備將國際教育融入課程與教學的能⼒、 跨文化溝通技能、運⽤資訊科技的技能、問題解決及團隊合作等

五⼤能⼒，故教師職前或在職進修除重視外語能⼒的提升外，更需強化多媒體教材製作、資訊科技運⽤、學習成果評量、及跨文

化溝通等能⼒，⽽無論政府或學校均應建置分享與傳承的平臺與機制，⽅能順利地推動國際教育。

       第⼆篇「在跨界中學習—師資⽣海外六國實地學習的故事」以故事⽅式呈現師資⽣跨界學習的歷程與成果。作者歸納八年來

帶領學⽣於英國、澳洲、紐⻄蘭、泰國、尼泊爾及菲律賓等國進⾏海外跨界學習梯隊的經驗，提供海外實地學習之後繼帶隊者參

考。⾃第⼀次世界⼤戰後，美國便意識到與其他國之間國際地位的不同，隨著全球化發展，國際相互依存和全球公⺠責任逐漸成

為美國各級學校國際教育的重要⽬標，第三篇除了分析美國師資培育推動實踐國際教育的發展歷程及政策的成效外，更結合理論

的思維與實務經驗的解構，提出師資⽣國際教育成效應強化批判性思考能 ⼒，採取沉浸式海外體驗學習，以積極激發師資⽣的國

際視野與跨文化的胸襟。

       第四篇介紹法國負責師資培育機構「師資及教育⾼等學院」的組織架構及國際合作教育的情形，其中「法語助教」制度可提

供我國培育國際⼈才之參考。繼之第五篇「歐盟跨文化教育的政策與實踐」探究歐盟跨文化教育的社會脈絡、移⺠⼦女教育、歐

洲認同、公⺠教育、多語⾔外語教育政策等的實施成效，對我國在制定跨文化國際教育相關政策、新住⺠⼦女教育和外語教育實

施統籌規劃上有實質助益。最後第六篇則闡述福祿⾙爾幼兒教育學之歷史沿⾰、理念發展，以及在幼兒教學之運⽤，並提出遊戲

活動、⾃在⾃主學習、引導教學等教學理念與策略，更⾒證了多元文化環境下⼈才培育理念的「同」，也彰顯全球化趨勢下跨文

化的可融通性和溝通零距離的國際地球村圖像。

書 名 ：⽣活課程⼗年扎根之旅：輔導群運作的回顧與展望

主 編 ：教育部課程與教學輔導組⽣活課程輔導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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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年⽉：2016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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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教育部九年⼀貫課程與教學輔導組⽣活課程輔導群⾃⺠國94年底成立⾄今，已經過了⼗個年頭。在這⼗年中，⽣活課程從92

正綱的實施，歷經97 課綱的公布與實施，⽬前正在進⾏⼗⼆年國⺠基本教育⽣活課程課綱研擬⼯作，預計107學年度可以如期實

施。「⽣活課程」⾃⺠國90年推展以來，教學輔導團即同時展開課程解說研習、教學模組開發等⼯作，累積了豐富成果，第⼀線

教師也逐漸了解此⼀課程的要旨及教學⼯作上的特性。

       本書即為回顧⽣活課程輔導群⼗年來推動的歷程，特別邀請九年⼀貫課程97課綱召集⼈陳文典教授、⼗⼆年國⺠基本教育⽣

活課程課綱召集⼈吳璧純教授，以及⾃⺠國94年以來歷任與現任的央團教師、⽣活課程輔導群委員、縣市⽣活課程輔導團召集⼈

和輔導員，以及參與⽣活課程社群運作的現場教師，就⼗年來在⽣活課程的成⻑、推動與感想，分別撰文。文中從多元的視野，

展現⼗年⽣活扎根之旅的多元樣貌，內文可分為⽣活課程課綱的演進、輔導團隊的成立與運作及實踐故事三⼤部分，其中實踐故

事的內容豐富，再細分為課程領導、⾏動研究、能⼒培養與評量、備課、觀課與議課、專任輔導員、社群運作與莫忘初衷等⾯

向，清楚呈現出⽣活課程發展的脈絡，輔導群和縣市輔導團夥伴在課程、教學與輔導上成⻑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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