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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之

行動建構

黃乃熒*

摘要

本文旨在建構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的行動途徑。台灣受全球化潮流影

響甚巨，為提升高等教育的競爭力，及培養世界公民，實施國際教育是重要途

徑，且必要在中小學紮根，方能催化其效益。本文透過文獻分析，輔以各國中

小學國際教育推動實務，來探索台灣推動國際教育的意識與學程，並討論政府

與學校應扮演的角色。由於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會與現存制度有落差，故

應以政策自願參與為原則，透過學校本位的方案規劃來推動，並催化經濟發展、

科技創新、文化理解及寰宇價值的意識，來進行學校改革。結果發現，台灣推

動中小學國際教育過程中，政府應喚起學校成員的進步意識、鼓勵學校建立文

化交流、特色標竿、自主學習、便利探索的導引學程、及催化國際學校雛型的

教育技藝改革，將有助於中小學教育注入進步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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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Action of Implementing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in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Taiwan

Nai-Ying Whang*

Abstract

This paper is concerned with constructing action approaches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Taiwan. Globalization has influenced Taiwan's

education, particularly, on the level of higher education.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for

Taiwan that the government implemen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olicies in order to cul-

tivate world citizenship. However, in order to deepe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n the lev-

els of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lemen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facilitate school-based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hrough voluntary policies. The programs ought to stress

economic development, technical innovation,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global values

in order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ternational views.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s, in order to

be realized the goals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government should enlighten school

members' consciousness of progress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acilitate the guiding

programs of intercultural learning, and help establish new educational forms for interna-

tional schools. Based on this paper's analys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

cation will help facilitate progressive elements and the flexibility of educational systems.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analyses of many countries' experiences, this stu-

dy provides people with some implications showing how to promote students' life oppor-

tunities and how to enrich the ecology of educational systems through intercultural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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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推動國際教育政策已經是無可避免的重責大任，此乃因為全球化潮流

已經影響世界各國的社會與教育體系（黃乃熒，2008），台灣也無法置身此潮

流的影響，因此，除了高等教育對於國際教育的推動漸漸受到重視之外（Allen

& Ogilive, 2004; Murphy, 2007），其延展至中小學的推動也成為趨勢（Dolby &

Rahman, 2008）。例如，英國、美國、澳洲等先進國家，中小學都非常重視國

際教育（Deveney, 2007）。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全球化也吹起中文熱，美國

高中從 2003 年推行中文先修課程，並於 2007 舉辦華語精進檢定測驗（advanced

A plus Chinese，AP），提升學生的中文能力（聯合報，2009），加上亞洲國家

是重要的經濟體，歐美國家與亞洲國家進行交流益趨明顯（林巾秀，2008）。

由此觀之，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乃潮流所趨，故有必要加緊腳步推動。

我國《教育基本法》揭櫫：

教育的終極目的，在培養具有國家意識與國際視野的現代國民，而且應

於國民教育階段、高級中學、職業學校中落實。（教育部，2004）

故我國將「文化學習與國際理解」列為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基本能力之一（吳

斯茜、計惠卿，2008）、高職教育國際化著眼於全球化的布局（田振榮，2003；

徐明珠、王智揚，2006），同時，教育部於 2008 年六月公布施政計畫藍圖，定

調未來的施政主軸之一，要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林巾秀，2008）；台北市各

級學校國際交流教育蓬勃發展，且以主題交流活動為主（鄭麗雪，2006）。由

此顯示，台灣廣泛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已有經驗，而且已是政策方向，但尚未

達普及的境地，這種情形也如國外的狀況一般（Raby & Valeau, 2007）。

美國西維吉尼亞國際教育委員會（The West Virginia Governor'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WVGCIE）（2004）提出國際教育白皮書──《全球

化時代公民素養之準備》（Preparing a citizenry for the global age）指出的方向，

包括國際元素催化學術發展、世界公民社群的建立、先進科技的運用、機構的

連結、外語的學習、文化的研究、及國際企業精神的體驗，目的在強化經濟意

識的擴充、國際社會與文化的統整、維護國家的安全，並能在K-12 學校層級強

加實施，且由學校提出方案來推動，已經隱約指出中小學國際教育的重點，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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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透過學校本位的學程來推動（Shallcross, Loubser, Roux, O'Donoghue, & Lupele,

2006）。

國際教育的推動常需考慮各國之間現行學制的差異性（Carrington, Meek, &

Wood, 2007），台灣中小學重視升學，不例外也必須考慮此面向，是以，學制

的落差也是學校改革的一環（Waters, 2006），因此，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

的推動，必須以學校自願參與原則，隨之，透過學校本位方案的規劃加以實施，

由政府扮演協助、認證、行銷的角色較為可行，同時，身為學校改革執行者的

教師，其國際教育專業素養，也是我國推動國際教育重要的一環。故台灣推動

中小學國際教育，政府、學校、及教師皆應扮演重要的角色（Carney, 2008），

而且必須由政府加以啟動。

貳、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應喚起的意識

所謂國際教育，係指教育的歷程，強調未來導向、多面向科際整合、以及

驅動全球化願景的領導，驅使利害關係人積極參與制度的改變，來回應全球環

境的改變（Schlz, Lee, Cantwell, McClellan, & Woodard, Jr., 2007），以及透過全球

化議題的學習，以利培養世界公民，並促進教育的永續發展（Higgins & Kirk,

2006）。

環顧世界潮流，國際教育除對高等教育重要之外，也有必要在中小學紮

根。美國西維吉尼亞國際教育委員會（The West Virginia Governor'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04）即指出：中小學國際教育的推動勢在必行，因

為諸多國際企業也在該區設廠，台灣也有類似的狀況。是以，林巾秀（2008）

認為台灣推動中小學實施國際教育益形重要。由於國際教育在大學已被廣泛討

論，而中小學國際教育在我國剛起步，學校成員之國際教育意識，仍處於泛泛

之理解，甚至升學意識仍凌駕此一趨勢，故台灣中小學推動國際教育，首先應

喚起學校成員國際教育的意識，以利其成為學校進步的動力引擎（Hill, 2007）。

深入而言，國際教育強調不同觀點的瞭解，無論是相似的觀點亦或是不同

觀點，都需要加以保護，藉以培養學生的創新力（Raby & Valeau, 2007）；強調

學校課程的發展，並透過提升地方、國家與國際彼此間的連結性（Allen & Ogilive,

2004），使得學校因為推動國際教育而催化了教育生態的豐富性及教育品質的

提升（Pyvis & Chapamn, 2007），進而深耕社會進步的知識、技能、態度（Em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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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arson, 2007）；強調學校國際化議題的剖析，作為學校推動國際教育的素

材，並使學校革新發生聚焦效應，俾為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開啟教育與

社會進步的機會之窗。簡言之，國際教育對於學生學習拓展、學校經營創新及

社會發展，都是能促進教育進步的元素。

此外，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必須審視國際潮流的共通性議題，以提

升全球化的意識，然而，國際教育是一個持續深耕的歷程，過去我國在高等教

育有較多的回應，但在中小學層次多專注於交流（林巾秀，2008），為了持續

從高等教育向中小學紮根，必須從小喚起足以培養國際視野的意識，包括經濟

發展（劉慶仁，2006；Resnik, 2006）、科技創新（劉慶仁，2006；Prokou,

2003）、文化理解（張明文、陳盛賢，2006；Monroe, 2008）、寰宇倫理等（張

明文、陳盛賢，2006；Hill, 2007），都是國際教育培養世界公民的重要驅力，

茲分述其意涵如下：

一、經濟發展的意識

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應催化人們經濟發展的意識。詳細而言，世界貿

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是國際教育推動的催化劑（戈玲，

2008），而且台灣教育國際化也蔚為潮流，國際教育也成為顯學（姜麗娟，

2008），加上受全球化願景已成為台灣高教育的施政重點（黃乃熒，2008），

因而各式各樣的國際教育應在各級教育加以深耕，經濟發展力量尤有必要在中

小學紮根（Resnik, 2006; The West Virginia Governor'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04），更有甚者，台灣在國際教育尚未在中小學有體系性的推動，

加上經濟幾乎是台灣生存與發展的命脈，故每一環節都要提早因應。例如，澳

洲推動中學國際教育便深之著力於此面向（NALSSP, 2009）。由此可見，台灣

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應重視經濟發展的意識。

二、科技創新的意識

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應催化科技創新的意識（Resnik, 2006），旨在維

持國家競爭優勢，並透過科技願景的引領，以利學生能夠敏銳察覺國際潮流，

且深化學生各種價值的薰陶，既培養具國際視野的學生，也透過資訊交流（Lengel,

2008），以利提升技術移轉的能量（Peach, 2001; Prokou, 2003），促進教育的永

續發展，也催化社會的創新活力（Higgins & Kirk, 2006）。由此觀之，台灣中小

學推動國際應重視科技創新的意識。例如，根據教育部駐外文化組蒐集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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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與法國中學國際教育就很重視科技的運用。

三、文化理解的意識

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應催化文化交流的意識（Monroe, 2008）。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

CO）回應國際教育的重要性，即主張將不同國家的人學習如何生活在一起，視

為既是挑戰、也是重要的議題（引自吳斯茜、計惠卿，2008），其重點包括學

生交換學習、理念交流、教育素材交換、協助弱勢國家（Fine, 2008），並強調

國際合作，以彰顯教育關係的互惠互助，來深耕人們的良善意志（Bunnell, 2007;

Lengel, 2008）。

此外，中小學國際教育也強調對他國文化理解的教育規劃，減少我國與他

國之間的資訊落差（Lambert, 1993），藉以培養學生探索他人世界的理性（Resnik,

2006），並透過各國文化的理解與鑑賞，作為學校施予他國的文化養分，促進

學校的進步（Monroe, 2008）。莫非（M. Murphy）（2007）認為，台灣在亞洲

大力倡導英文的學習，但卻忽略英語系國家文化的討論，此即語言學習缺乏文

化理解規劃的例示，使語言教育沒有完全發揮其應有的效應。難怪，英國積極

推動「教室聯結：亞洲對話」（Conneting classroom Asian dialogues）的計畫，

強調英國與亞洲地區等國建立合作關係，並在課程實施上著重亞洲國家文化元

素的學習（林巾秀，2008），而且根據國際文教處整理的資料，澳洲中學國際

教育推動重點也包括華語（NALSSP, 2009），此也說明華語系國家已具文化優

勢，值得西方學習，可開啟國際教育的另一扇窗。

四、寰宇倫理的意識

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應催化環宇倫理的意識（Hill, 2007）。詳細而言，

現代世界政治多根植於民主，因此國家有相當的共融行為（Monroe, 2008），據

此，人權、多元、包容、關懷、合作、平等、開放、欣賞、尊重、理解等，已

成為世界共同信守的倫理價值（Dolby & Rahman, 2008; Hill, 2001, 2007; Resnik,

2006）。國際教育旨在喚起人們的環宇倫理素養，以利他們具備與世界同步發

展之和平相處的公民能力（Lengel, 2008）。故台灣中小學推動國際教育應選擇

某些價值，並儘量拓展價值光譜來進行規劃（Peach, 2001），而且國際教育應

強化民主所衍生的倫理價值深耕，催化不同文明的對話，深耕寰宇的公共意識

（Ward, 2008），促進具創意、活力新世代世界公民的培育（張武昌、陳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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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蘭，2008）。因此，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應喚起人們在全球化後之

寰宇倫理的意識，以促進世界公民的培養（Fine, 2008; Higgins & Kirk, 2006）。

參、推動國際教育應鼓勵學校辦理國際學程

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應以學校為本位，政府應有計畫鼓勵學校實施國

際教育學程，進行國際教育的紮根工作（Shallcross et al., 2006）。同時，藉此催

化多學程的建置，回應各種家庭背景的學生（Emert & Pearson, 2007），促使學

校積極扮演創新的功能（Schlz et al., 2007），並藉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Emert

& Pearson, 2007），驅使學校經營國際學校的熱情（Bunnell, 2007），故台灣推

動中小學國際教育，必須透過各種學程的建置，來深耕各種國際教育素材

（Lamber, 1993）。

由於台灣中小學推動國際教育仍處於起步階段，鼓勵學校辦理國際教育學

程，乃事半功倍的工程，可包括跨文化的學程（Bunnell, 2007），如根據教育部

駐瑞典代表處文化組所提供資料，瑞典中學推動國際教育就很重視跨文化學習

的實施；特色主題的學程（引自鄭麗雪，2006）；如根據教育部駐美國文化組

所提供的資料，美國推動中學國際教育就很重視特色主題計畫的實施；課程統

整的學程，如我國九年一貫課程即重視將國際議題融入各領域的學習；網路虛

擬的學程（Loveland, Miyakawa, & Hirayama, 2004）；如根據教育部駐歐盟文化

組所蒐集的資料，法國推動中學國際教育就很重視網路虛擬計畫的實施，各學

程間具有相互支援以及互賴的關係，如此區分旨在讓推動者參考者，有比較清

晰的切入面，並據此喚起國際教育光譜的新可能性。

以下進而分述國際教育學程的意涵：

一、跨文化的學程

國際教育強調文化議題的探索，故學校可辦理跨文化的學程，以促進跨文

化的學習，意味不同世界學子的互動交流（張明文、陳盛賢，2006；Hill, 2007），

其內容至少應包括下列任務：

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過程中，政府應鼓勵學校辦理跨文化的學程，乃

本於「第三文化小孩」（third culture kids，TCK）的隱喻（Bunnell, 2007），意

味學生透過文化交流進行學習（Krishna & Kamboji, 2007），以此促進學生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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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識、關懷的能力，並透過他國文化尊重的學習歷程，來創造更良善的世界

（van Oord, 2007）。尤其，它強調透過文化對話，來驅使學生超越本身的文化

素養，來看待與自己不同的世界，藉以強化學生超越自我的文化視野，來提升

適應國際環境變遷的能力，以促進學術的發展（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 of Canada, 2008）。

除此之外，台灣在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中，政府應鼓勵學校辦理跨文化的

學程，應致力於相關國際議題之課程及活動的設計（Schlz et al., 2007），並使

中小學的學生確立其有機會到國外就讀，或者有機會協調他國學生進到台灣來

學習（Murphy, 2007），並培養學生的跨文化知識、態度與技能，如同理溝通的

意願與技能（Emert & Pearson, 2007），即在強化學生他國文化脈絡的敏銳感應

（Vidovich, 2004），進而探索學生國際合作的素養，並透過跨文化的理解及薰

陶，探尋有深度的知識（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 of Canada, 2008），

使他國的文化成為台灣中小學改善的力量，此為學生面對世界發展需求的學習，

如綠色環保（Hill, 2007）、富強經濟（溫明忠，2008；Bunnell, 2008）、企業精

神（Dolby & Rahman, 2008）及科技應用的敏感度（黃乃熒，2008），益形重

要，以促進學生具備發展世界的「能力」，並提升學生的國際競爭力（Vidovich,

2004）。

事實上，台灣在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中，政府應鼓勵學校應辦理跨文化的

學程，應本於實際情境體驗的原則，故必須有擴及學校組織之外的學習場域進

行交流學習（Loveland et al., 2004），可包括家庭、班級、學校、社區、社會等

構面的規劃（王世英等，2006），據此深化文化體驗的學習（Hill, 2007），將

有助於廣泛學習他國語言，特別是英文（張武昌、陳秋蘭、陳美蘭，2008），

並使學生學習語言與實際生活或工作情境緊密連結，以利他們能深刻體驗他國

的文化精髓，或善用華語文當前的優勢（蕭霖、馮丰儀，2006）；吸引外國人

來台學習華語有高度的興趣與意願（姜麗娟，2008：58），進而透過語言的學

習歷程，將我國的文化美感推銷到世界各國；至少也有助於國際素材的探索，

進而對我國中小學教育有更大的啟發。

據此，可以透過教師交換，來強化教師文化掮客角色的顯揚，促進教師國

際教育實施的能力（Dantas, 2007），即教師應具備跨文化互動的能力、文化素

材累積的能力、文化理解的能力（Lambert, 1993），最後引領學生進行文化操

作的學習，培養人們追求世界和平的素養。

台灣在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中，政府應特別鼓勵學校辦理跨文化的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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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本於多元文化的觀點（張明文、陳盛賢，2006；Bunnell, 2008），學程實施必

須培養教師多元文化素養，以利幫助學生具跨文化溝通及文化調適的能力（Emert

& Pearson, 2007），並致力於服務學習的規劃（Hill, 2007），旨在培養培養學生

包容、濟弱扶傾、尊重、平等的情操，如協助受到傷害國家等之重要國際教育

議題，均有助於避免學子在學習中出現冷酷競爭的迷思（Hill, 2007），此後，

當其與本國同學在一起學習時，也能展現更大的服務情操，協助弱勢學生，來

促進教育機會均理想的實現，並提升世界公民的素養（Loveland et. al, 2004）。

綜合言之，台灣在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過程中，政府應鼓勵學校辦理的跨

文化學程，進而促進服務學習及體驗學習，並催化學生學術發展、國際競爭能

力、世界和平、世界公民等能力的培養。

二、特色主題的學程

台灣在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過程中，政府應鼓勵學校應辦理跨文化的學

程，並以政治、經濟、人文、及學術等相關議題來規劃（Raby & Valeau, 2007）。

為了培養具國際視野的理性，學校在國家課程之外，辦理各種具特色的主題學

程，以利在推動國際教育的過程中，發揮標竿效應，提供他人仿效學習，並能

產生聚焦作用。例如，澳洲與新加坡都鼓勵學校在國家課程的架構之下，努力

建立具特色的國際教育導引學程（Vidovich, 2004）；我國台北市達人女中就推

動國際人格培養學程，培養堅毅、獨立、文化適應等能力，並送學生到外國獨

立生活，準備為時更長的日本跨文化課程（cross culture course），進行為期一

學期的跨國學習。以下進而闡述其意涵。

台灣在中小學推動國際教育過程中，學校應培養學生政治相關的國際視

野，透過政治性的特色主題學程，催化學生的文化交流，強化不同國度人們為

某項任務合作的歷程，以顯揚平等的意識，並據此學習衝突解決，同時探索在

不公平世界中，改善探索的溝通方式（Hill, 2007），以增進世界公民的素養，

且從小開始紮根。例如，當進行國際交流時，可藉用美國黑人總統歐巴馬（B. H.

Obama，1961-）相關的素材，探索平等力量，如何讓其變成美國第一位非裔的

總統，致力於政治公平素養的培養，並促使特色學程能發揮引領作用。根據教

育部駐美文化組整理的資料，美國推動中學國際教育時，強調以學校領導為主

題，透過相關重要領導人物討論，探索我國與西方領導價值與做法的異同，來

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領導人才。

環顧全球化的衝擊，台灣在中小學推動國際教育過程中，學校應培養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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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議題的國際視野，透過經濟性的特色主題學程，催化學生的文化交流，來

讓學生體會企業精神（Dolby & Rahman, 2008），並有計畫地讓各國中小學學生

進行學習經驗的分享，透過國家彼此的瞭解，來召喚經濟潮流的探索，並據此

重新規劃彈性課程（Vidovich, 2004），朝向為學生未來的經濟生活做準備，藉

此從小進行紮根，以提升國家競爭力。例如，當進行中小學國際教育時，可將

丹麥設計工業作為探索的素材，致力於培養企業創新素養之特色主題學程的經

營，以利國際教育學程，能夠強化經濟經驗的交流。

隨之，台灣在中小學推動國際教育過程中，學校應培養學生經濟相關的國

際視野，透過人文性的特色主題學程，催化學生的文化交流，來探索世界文學

與人文（歷史、地理）、實驗科學、創意行動服務，來設計倫理課程（Hill,

2001），藉以催化學生利他視野的學習，如人權（張學謙，2008）、尊重、合

作、關懷、包容等價值，並據此規劃課程、研發教材，俾能強化維持人類尊嚴

素材的探索（Hill, 2007），作為學習和平相處的基礎，以利成就謙恭的人文理

想（Murphy, 2007），並為國家安全做長遠的準備，且從小進行紮根。例如，當

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時，可以用以色列（Israelites）與巴基斯坦（Pakistan）的

國際事件，作為促進世界和平之人文素材，致力於培養人文關懷素養之特色主

題學程的經營。

國際教育有另一任務，即能夠過如此學程的辦理，作為學校進步的途徑，

故台灣在中小學推動國際教育過程中，透過學術性的特色主題學程辦理，融入

學校新的學術素材，催化中小學創造與拓展世界教育模式，並與世界潮流同步

（Resnik, 2006），透過國際交流，擴大學術合作，來增進觀念、技巧、價值的

學習（Bunnell, 2007），以促進學校創新的力量，來改善學校的經營（Hill,

2007），且增進各國學子彼此的利益，實現共同的目的，催化學術發展之行動，

以回應全球化教育創新的必要性，且從中小進行紮根。例如，環保議題是世界

共同面對的問題（Loveland et al., 2004）。同時，學生可透過文化的交流，促進

其認識，破壞自己生活環境會影響其他國家的生活條件，藉以擴大學生的生活

格局。又如科學技術發展應用的學習，可以透過學生的文化交流學習歷程，使

學生的科技素養與時俱進（施良方，1993）。因此，當進行國際教育時，可以

用美國前副總統高爾（Albert Arnold Gore, Jr.，1948-）綠色環保經驗、或機器人

應用廣被的國家為素材，致力於特色主題學程的經營。

綜言之，台灣在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的過程中，政府應鼓勵學校辦理跨文

化的學程；同時，學校可根據自己條件進行選擇，可以據此辦理有關政治、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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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人文、或學術議題的特色主題學程，藉以培養世界公民、提升國家競爭力、

促進世界和平、或增進學術發展，來促進國際教育理想的達成。

三、課程統整的學程

台灣在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過程中，學校應連結國家主流的教育目標，透

過國際學程的有效運作，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Murphy, 2007）。教育部也宣

誓：未來會將國際元素納入課程實施，使中小學教學國際化，可見其重要性（引

自林巾秀，2008）。

國際化教育通常有三個相互關聯的構成要素：本國學校內部自營、帶領學

生到國外學習、引入外國學生進入本國學習（Murphy, 2007）；內部自營則是後

兩者成功的過渡因素，後兩者是中小國際教育成功與否的關鍵。進一步而言，

本國內部自營必須加強國際元素與主流課程進行課程統整（劉慶仁，2006；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2008），故台灣在推

動國際教育中學校應辦理課程統整的學程。

首先，台灣在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過程中，學校辦理課程統整的學程，必

須整合國際、跨文化素材，如經濟、科技、文化、公民等素材，以利回應《教

育基本法》之所需，更可彰顯我國中小學的功能與目的（Emert & Pearson, 2007）。

其次，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中，學校辦理課程統整的學程，應催化學

生 自 主 學 習（British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2008），進而透過彈性、校訂或選修的科目，有計畫地融入國際元素或全球化

價值的課程，透課程特色的顯揚，讓學生能喚起國際參與的興趣，使學生可以

促進文化自省或文化理解的學習，並避免學生學習充斥文化再現的慣性（Schlz

et. al, 2007），以擴大學生的國際視野。

再則，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中，學校辦理課程統整的學程，應將多元

文化內容與正規課程進行相聯結以進行學習（Emert & Pearson, 2007），使學生

的國際素養與升學追求的歷程相結合，為國際教育建立學生的基礎條件。克瑞

頓（R. Carrington）、米克（V. L. Meek）和伍德（F. Q. Wood）（2007）認為，

國際化教育可與學校正式課程相融合，進而使中小學課程更豐富，以及更具前

瞻觀點（Vidovich, 2004），以利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

最後，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中，學校辦理課程統整的學程時應著重科

際整合，國際素材含蓋國際經濟競爭力、科技應用創新、跨文化互動、世界公

民素養等內容，故以利提供學生多面向國際視野的探索（Lowe, Dozier, H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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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rst, & Smith, 2008），如科際整合，可納入語言（中英文）、人文議題（歷

史、地理、經濟、哲學、歷史）、實驗科學、電腦科學、藝術、活動的整合

（van Oord, 2007），以催化學生在最大化的薰陶下，喚起學生的興趣，並促進

學生的國際視野（Loveland et al., 2004）。

綜合言之，為推動國際教育，政府應鼓勵學校辦理跨文化的學程，並透過

學校課程統整之學程的推動，將課程融入國際素材，並致力於科際整合與特色

課程的發展，來催化學生國際素材探索的自主學習，為推動國際教育建立有利

的條件。

四、網路虛擬學程

台灣在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中，猶如西方國家一般，經費是重要挑戰，因

此政府可鼓勵透過個人電腦進行跨文化的交流（Loveland et al., 2004），並藉此

建立雙邊或多邊的夥伴關係。基於此，網路虛擬的學程，對於中小學國際教育

可以扮演下列角色：

首先，學校建置網路虛擬學程來推動國際教育，可以強化跨國合作，並透

過主題交流，充分瞭解某個議題東西方相似或不同的做法。例如，根據教育部

駐外文化組所蒐集的資料，波蘭推動中學國際教育時，即透過網路合作計畫的

實施，加強各種全球議題的交流，以因應全球化經濟發展、世界公民能力提升

的感應力。

其次，學校建置網路虛擬的學程，可以加強我國文化素材的整理與建置，

採之放置於網路，並設置討論區，將我國文化之美或意義呈現於網路，如文化

人造物、藝術品等，且詮釋文化意義（Sims, 2008），加強各國學校聯絡網的建

立，使我國文化精華能透過中英文同步的呈現，促進跨文化的國際交流。除此

之外，學校建置網路虛擬學程來推動中小國際教育，可以建立主動蒐尋國際素

材的機制，快速地將資料加以轉化，介紹各國文化特色，以為課程統整學程，

建立更豐富的教育素材，期從學校內部經營就能催化各國文化交流的學習，增

進國際教育的實施（Dantas, 2007）。

綜合上述，為推動台灣國際教育，政府應鼓勵學校辦理跨文化的學程，據

此，學校可辦理網路虛擬學程。此即在經費與學制的限制之下，可以更便捷地

透過個人電腦，進行跨國合作的交流學習，或者透過我國優美文化素材與他國

文化特色的同步呈現，加上自主學習或課程融入學習等來推動國際教育，即可

以在困窘條件之下，快速建置便利學生探索國際素材的技術，以幫助學生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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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國際議題的興趣。

肆、推動國際教育的途徑

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必面臨現存學校制度落差的問題，故政府不宜

強制執行，應以鼓勵自願性參與為原則，來建置國際教育政策推動措施（Carney,

2008）、鼓勵學校建立國際教育的專責單位且廣納各項專才（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8）、以及鼓勵學校深耕國際教育的教師專業素養（Carney,

2008），來促進國際教育學程的實施，並落實跨文化交流的學習，來培養學生

的國際視野。茲分述落實途徑如下：

一、政府應建置國際教育政策推展措施

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必須透過政府提供具協助性質的政策推展措施，包括

補助充足的經費並建立合理的分配機制（Murphy, 2007）、建立國際教育認證制

度（Hill, 2007）、及進行國際教育政策行銷（Buurma, 2001）：

（一）政府應補助充足經費並建立合理分配機制

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應跳脫傳統主題交流的格局，若要深化因應全

球化潮流，必須提升學生國際的視野與能力，故需有更豐富的經費布局，來促

進其成功的機會。故政府與學校補助關係必須重建（Carney, 2008），且應包括

下列原則：

首先，政府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時，應該籌措相當充裕的經費，因為學校

辦理國際教育最常出現困窘的是經費不足（Sims, 2008）。若經費短缺，則會阻

礙國際教育的推動，故政府必須涉入解決（Carrington, Meek, & Wood, 2007），

如政府應協調地方教育當局，並建立合作關係，提供國際教育推動的補助（Car-

rington et al., 2007），且透過重點學校的補助機制，如政府應該辦理研討會，以

尋找具有潛力的學校，來推動國際教育，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使經費運用更能

夠發揮效益（Alexander, 2000），並藉此歷程建立種籽團隊，作為廣泛推動國際

教育的基礎，以利創造台灣實施國際教育政策的機會之窗。

其次，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除了利用華文在全球化後的優勢，戮力

協調他國學生來參與我國學校所辦理的學程之外，台灣學生為了更瞭解他國的

文化，政府應有計畫地送學生到國外學習，且維持相當長的時間，方能落實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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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教育紮根的任務（Alexander, 2000）。英國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

就強調，菁英代表的選拔乃國際教育重要的一環，可促進富強經濟、科技創新、

交流成功等願景（引自 Bunnell, 2008: 418）。

最後，台灣要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經費分配是極大的挑戰，通常經費分

配對於中上階級的家庭較為有利，故政府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必須注意可能複

製社會階級優勢的問題（Waters, 2006），否則容易產生校內社會互斥的現象

（Waters, 2006）。另此，則對於教育發展反而不利。基於此，政府應編經費給

弱勢者，確保他們有機會參與國際教育學程，同時，鼓勵學校自籌經費，如國

際教育的基金，含募款、儲蓄，使有意願參與到國外學習的國際教育，並規劃

相當比例的經費，保障清寒學子有機會參與國際交流，以確保國際教育不致壓

迫教育機會均等（Loveland et al., 2004），以促進國際教育發揮擴散效應。

（二）政府應建立國際教育認證制度

台灣推動中小國際教育應建立認證制度，包括國際學校與國際學生的認

證，甚至頒發國際文憑（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IB）（Hill, 2007），理由在

於東南亞國家人名對於國際學校會有較大的學習動機。同時，學校拿到國際教

育的認證，會被視為一種榮耀（Waters, 2006），加上少子化的趨勢，國際教育

認證會成為學校宣傳的重要途徑。因此，國際教育認證制度，會催化台灣中小

學戮力於國際教育的推動，其重點可包括下列項目：

首先，國際教育必須建立外部品質確認代理者（Harvey, 2006），並透過國

際專家組成委員會嚴加審查，以彰顯公信力，而且寧缺勿濫，來突顯學校或學

生獲得國際教育認證之寶貴（Carrington et al., 2007）。

其次，國際教育認證機制，應該具有提供品質引領的角色，以建立引領方

針及多元目的（Hill, 2007），但卻不需建立明確的標準，以免學校辦理國際教

育失去特色（Fertig, 2007）。對整個體系而言，學校無特色無法透過國際教育

的革新活力，來促進教育體系的進步。

最後，國際教育的認證必須建立追蹤指標（NCES, n. d.），且為了國際教

育能夠確實深化經營，每 3 年應再審閱一次；若無法達到優質的國際教育標準，

則將取消國際教育的認證；若是深化國際教育特色，則可以追認特色之認證，

使學校能繼續維持應有的榮耀。

（三）政府應進行國際教育政策行銷

台灣中小學有計畫推動國際教育是教育改革的一環，故有必要進行教育政

策行銷，將國際教育的重要性、價值性、策略性及效益性，透過各種宣導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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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各利害關係人進行宣導，驅使他們對政策有較大的認同（Brady, 1985）；催

化社會效能，促使更多學校與教師願意實施國際教育（Buurma, 2001）。茲就國

際教育政策行銷策略分述如下：

首先，台灣在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政策行銷時，會出現資訊不足的狀況，

因此，政府必須建立國際教育的資料庫（Carrington et al., 2007），讓所有人有

機會對於國際教育有較多的認識，促使學校祛除保守，增進學校為國際教育進

行變革的動能（Brady, 1985）。

再則，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政策行銷時，必須透過研究，蒐集科學證

據，以利突破現存教育制度對於國際教育政策的箝制（Belfield & Levin, 2005），

亦可以增進國際教育的公信力。例如，透過研究探索國際推動之後，學生後續

發展的國際視野與國際成就，將有助於讓人們瞭解國際教育政策推動的必要性。

最後，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政策行銷，可透會議及議題合作、出版刊

物雜誌、期刊、通訊、媒體、電子報等管道，讓更多人瞭解國際教育內涵，使

得國際教育成為自然生活的一環（Sims, 2008）。

二、政府應鼓勵學校建立國際教育推動專責單位且廣納各類專才

台灣小學推動國際教育之初，政府應形塑學校願意參與方案的氛圍，以鼓

勵學校本位國際教育方案的實施（Hill, 2001），而且必須建立新的課程行政制

度，並設置專責的單位（吳武典等，2003），尤其專責單位人力應具國際能力

（Schlz et. al, 2007），以避免與學校現存的處室重疊，也可避免國際教育的推

動不夠專業，或因為太多的干擾而出現有心無力的窘境。據此，美國教育部（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08）就提出：學校推動國際教育應建置專責機

構，且其任務應著重語言紮根、科技創新、及國際研究的功能，以利學校國際

教育學程的推動。

首先，學校推動國際教育專責單位應編制語言精熟人才，進而對於語言進

行紮根，來促進國際合作的學習與交流（Loveland, et al., 2004），此單位的任務

除了探討華語的優勢之外，並應戮力於國際共通性語言（Lambert, 1993），如

英文等，透過自編語文教材（吳斯茜、計惠卿，2008），以及特別的外語學程，

為國際交流進行長期的紮根，如重視雙語能力的培養（Sims, 2008），以確保國

際教育成功的機會。同時，此單位也要辦理教師提升他國語言能力的培訓活動

（Loveland et al., 2004），亦可以引進外籍教師進行協同教學，並必須建立完善

的管理機制，如聘請的外國師資，在其母國也應具教師資格，以確保外籍教師



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之行動建構16

的品質（張武昌、陳秋蘭、陳美蘭，2008），透過此一機制，提升本國師資的

語言素養，進而促進跨文化交流之語言環境的形塑，以確保外語學習的品質。

根據教育部駐文法組所提供的資料，法國在推動中學國際教育時，就提出「語

言動起來」的計畫，旨在確保外國語言學習不流於形式化，是落實中小學國際

教育的重要途徑。

其次，學校推動國際教育的專責單位，應編制科技人才，並透過科技網絡

的創新與進行跨國交流合作，並便利使用，既能使科技的價值在教育中自然呈

現，而且也能夠透過科技創新，實施跨文化、特色主題、課程統整、網路虛擬

等學程，促使大多數學生有機會獲取國際觀點的學習，以促進學生的國際視野，

同時也能避免科技學習落差所產生教育機會不均等的現象（陳儒晰，2008）。

最後，學校推動國際教育的專責單位，應編制教育人才，並能獲得地方政

府經費補助（Carrington et al., 2007），致力於國際教育研究，且能提出個案分

析、探索他國文化圖像（Dooly & Villanueva, 2006），並召集國內推動國際教育

的優秀人才，進行焦點團體討論（Deveney, 2007），探索課程與教學創新，來

培養世界公民教學素養的知識、技巧、策略（Hill, 2007）。同時，融合各學程

的推動，來彰顯學校推動國際教育的特色。此外，此單位也要辦理國際表演、

參訪、發表、服務學習來提升學生的國際自信心（Lowe et al., 2008）。再則，

此單位更要對家庭、學生之多樣知識背景進行探索，並納入教學與學習體系，

當有國外學生到本國進行跨文化的學習，能透過寄宿家庭學習的方式，以利他

國學生深入的體驗我國多樣文化素材（Dantas, 2007）。

三、政府應鼓勵學校深耕國際教育的教師專業素養

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的成功與否終究要回到執行面的落實，而尤以教

師的品質最為重要（Carney, 2008）。根據國際文教處的資料，德國或波蘭在中

學推動國際教育過程中對於教師專業成長就很重視。因此，政府辦理或鼓勵學

校深耕教師國際教育的專業素養，益形重要。

首先，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過程中，學校必須培育教師的專業能力，

即必須強化教師包括溝通、組織、領導等跨文化理解與反省的素養（Dooly &

Villanueva, 2006）。以及知識層面的增能，例如，文化、語言、教學方法、學

習、衝突處理等方面的理解與能力；此外尚有態度方面的培養，包含：開放、

耐心、理解、容忍、尊重、熱忱、積極、彈性（Dooly & Villanueva, 2006）等情

操，而且透過種籽教師建立優質團隊，並藉由輔導教師制度、在職培訓（Deve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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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來培養教師實施國際教育所需的能力。

其次，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過程中學校應落實全人教育，並加入國際

元素來經營（Shallcross et al., 2006），使得學校文化本身即是落實國際教育的動

力，而教師置身於充滿國際教育氛圍的體系中，自然提升國際教育的專業能力，

並深化教師的整合人格，來促進學生跨文化的學習（Krishna & Kamboji, 2007）。

尤其，學校應鼓勵教師致力於學科教學的自編補充教材，並透過行動研究磨練

教師的能力（Brisard, Menter, & Smith, 2007），促使教師具有批判反省的能力，

以利教師能敏銳省察不同的文化精髓（van Oord, 2007），並持續進行成長的探

索（張德銳、簡昌賢、丁一顧，2006），以確保學生的學習動機，來提升教師

的成就感（Dantas, 2007），並強化教師國際教育的能力。例如，艾莉（W. B. El-

ley）（1964）認為，教師透過社會科來增進國際瞭解，並透過行動研究的歷

程，容易促使教師態度的改變，以提升教師專業的能力，來落實國際教育。

最後，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過程中，教師實施國際教育的意願益形重

要（Krishna & Kamboji, 2007），據此，政府應提供資源，使學校能給予教師更

多的尊榮，並改善教師的工作條件，以降低教師因國際教育的推動而出現心力

耗竭的現象（Dove, 2004），並喚起教師展現不放棄的毅力（Carney, 2008）；

同時透過最大的支持，促使教師願意面對學校改革所帶來的不明確狀況（Deveney,

2007）。

綜合來看，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就教師執行層次而言，必須深化教

師國際教育的專業能力與實施的意願，此兩大主軸甚為重要。

伍、結論

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已逐漸成為顯學，政府也很重視，但因為牽動學

校改革的敏感話題，故必須進行成長期性的紮根。根據上述的討論及先進國家

推動經驗的剖析，本文歸納出下列結論：

一、政府應喚起學校成員的進步意識

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必須透過各種管道，喚起學校成員的進步意識，

透過學校追求進步的意圖，來深化課程、教學、教材的發展，促進學校的進步，

並以全球化的視野，來增進社會進步的意識，來開啟國際教育推動的機會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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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透過擴充經濟、科技創新、文化交流、環宇倫理等意識，作為學校進步的焦

點，有助於建立學校革新的方針，以利催化學校成員具備社會進步的使命。由

於我國社會文化仍以考試領導教學，因此，政府必須有明確的國際教育政策，

並建立學生發展的新機會，以利學校成員具有國際化的意識，而能呈現於各種

學校經營的面向，俾推動順利國際教育。

二、政府應鼓勵學校辦理具文化交流、特色標竿、自主學習、及

便利探索的導引學程

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過程中，政府應鼓勵學校根據自身的條件，推動

國際教育的導引學程，以利國際教育能成為學校革新重要的一環，並能回應國

際教育的重點，而設計跨文化的學程，並澄清國際交流的任務；辦理特色主題

的學程，以增進學生的標竿學習；辦理課程統整的學程，以催化學生自主學習

的廣被；設計網路虛擬學程，增進國際教育實施的便利性，以彰顯國際教育實

施的節奏性，並增進實施成效，來促進學校執行的成就感，而累積更多的能力，

避免國際教育推動的無力感，甚至免於無疾而終。我國目前以學程型態，並透

過完整的課程規劃來經營國際教育者，仍屬少數，若有此學程者也多以一個方

案的方式來推動，故有見樹不見林之憾。然而國際教育應擴及全國，方能使國

際教育作為台灣教育發展的重要力量。以台灣目前教育環境言之，學程辦理具

急速擴大國際教育的便利性，值得推展。

三、政府應構築國際學校雛型的教育技藝

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過程中，政府應透過經費的補助與分配、建立國

際教育的認證制度、進行國際教育政策行銷，以喚起學校推動國際教育的能量。

同時，學校也要建立專責機構，扮演語言紮根、科技支援、研究發展的角色，

使學校推動國際教育有明顯的任務單位，並擴充教師專業的光譜，培養朝向國

際參與所需的能力與態度，並催化國際學校雛型的教育技藝構築，以利中小學

能透過國際教育的實施，來促進學校的進步，並改善社會的生活型態。當前我

國中小學並無推動國際教育的專責單位，也無專責國際教育專業人士進行研究、

規劃、推動的工作，故可以從此面向作為致力國際學校雛型教育技藝建構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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