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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論

一、前言

全球化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個必須

面對的事實（教育部，2011）。我們今日的

世界已經是一個全球化的世界，形成一個休

戚相關、相互依存的緊密全球網絡。從鉅觀

的層次而言，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關

係不再受限於領土和國家的界線，任何國家

和實體都受到超越國家直接控制的活動所影

響。某些錯綜複雜的國際組織和跨國貿易公

司就好像國家的角色一樣，加上科技和通

訊的跨國發展，深深的影響每個個人和社

區的生活情境（McCorquodale & Fairbrother, 
1999）。從微觀的層次而言，我們在日常生

活中就能強烈感受到全球變遷的影響，從媒

體看到、聽到、從食物中品嘗到、從所購買

的產品中感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在新的世界

中，包括我們生活的方式、生活的地方、所

做的工作、所吃的食物、所閱讀到的文本、

所看到的電視和網路、所認可的價值、所相

信的事物，都不斷受到遠距事件和全球系統

的影響而改變，甚至從根本上改變我們對新

世界的意義的了解，以及突顯許多新的全球

議題。

全球時代需要「全球教育」（globa l 
education），需要為全球社會而學習（Global 
Education Week Network, 2010）。正如英國

教育和技能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以下簡稱DfES, 2005）所言：全球

議題的解決，必須了解我們人類之間以及人

類和自然彼此的相互依存關係。教育在此扮

演重要角色，因為教育可以幫助年輕人了解

他們身為全球公民的責任，充實他們做決定

的能力和採取負責任的行動。學校教育應該

在課程與教學中融入全球面向，提供連結在

地和全球層面的知識、技能和理解，讓學生

有充分資訊決定如何在全球社區扮演主動角

色，有能力去抗衡不正義、偏見和歧視，有

充分學習機會去批判探究他們自己的價值和

態度，欣賞世界各地人們的相同與差異、了

解人們在地生活的全球脈絡。

因此，今日主要國家的學校教育都在

重視「全球教育」，期待能培育年輕人面

對正在劇烈變遷的全球世界（Merryfield, 
1996）。例如：Tye（2003）的研究顯示，

有十四個主要國家將全球教育列為學校教育

的重要內涵，包括澳洲、加拿大、日本、

南韓、俄國、英國等等。再進一步以英國

為例，最近在英國的官方文件中紛紛呼籲

學校課程需要加強全球教育的面向（Hicks, 
2008），在國定課程和其他的教育改革中，

加強學生理解「我們處於一個相互依存世

界」的全球教育目標，並發展全球教育教學

指引與手冊，培訓負責規劃與實施學校課

程和師資培育的人員，將全球教育的層面統

整到學校生活和課程中（DfES, 2005）。此

外，也有許多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透過

跨國課程發展或教師專業發展方案，促進學

校推動全球教育（Cambridge & Thompson, 
2004；Pinar, Reynolds, Slattery, & Taubman, 
1995）。

從歷史淵源來看，全球教育這個議題發

展已久，最早可追溯自1920年代，它源自進

步主義/激進教育者的主張，認為學校正式教

育缺乏重要的全球議題。自1970年代以來，

相關議題有更具體發展，例如：環境、世界

發展、和平和衝突等議題。因此，教育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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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起許多議題本位的教育形式，例如：發

展教育（development education）、和平教

育（peace studies）、世界觀教育（world 
studies）、未來教育（futures education）、

全球環境教育方案（glob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ogram）、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

等涉及全球化的議題，都是這個領域常見的

焦點。這些議題本位的教育雖然一度因為英

美政府「新右派」的課程政策而受到打壓，

惟近年來隨著全球化浪潮的席捲而再度受到

矚目；雖然過去它們主要關心的焦點不盡

相同，但是近年來殊途同歸，例如：發展教

育不只延續過去對第三世界和消弭貧窮的關

注，近年來更關心全球議題；和平教育不只

延續過去對解決衝突和維護和平的關注，更

擴展到消弭全球社會和經濟結構衍生的暴

力，和追求自由、平等和正義等所謂積極的

和平；而這些層面都是全球教育關心的焦

點。因此，近年來全球教育可以說是集這些

議題中心教育之大成，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Hicks, 2003, 2008）。

近年來我國對全球教育或國際教育也開

始重視，而相關的本土實施和研究也開始萌

生。正如Giddens（1990）所言：在地轉化

（local transformation）實際上是全球化過程

的一部分。全球教育作為一種全球化的運動

與趨勢，也必須經過地方的轉化。因此，本

文將探討世界各地全球教育實施的情形，以

及我國全球教育實施情形和研究概況，最後

提出一個對全球教育在地化的研究構想，邀

請關心全球教育的專家學者和中小學教育實

務人員共同參與和指導。

二、全球教育的發展

Tye（2003）宣稱：全球教育是一種世

界性的運動。他的研究顯示，許多主要國家

紛紛將全球教育列為學校教育的重要內涵，

包括澳洲、加拿大、日本、南韓、俄國、英

國等等，甚至連中國大陸在1990 年代也開

始實施促進國際理解的新教育方案，在社會

教科書中加入國際議題。以下歸納概述世界

各國和相關國際組織對全球教育的推展。

在1980年代超過一半的英國地方教育

當局（簡稱LEA）在推動「世界研究」。

Richardson是1970和1980年代英國最具影響

力的全球教育理論和實踐者，他主持1973
年設立的「世界研究方案」（The World 
Studies Project，簡稱WSP）。這個方案由

1950年代早期設立的教育慈善團體--世界信

託（One World Trust）設立，傳承了1920到
1930年代進步主義教育者的想法。當時稱

為「促進國際理解的教育」，直到1960年
代倫敦教育研究所的 Henderson才首創「世

界研究」（world studies）這個辭彙（Hicks, 
2008）。

Richardson 在WSP的位置後來由Fisher
和Hicks接替，繼續發展「世界研究方案

8-13」，將WSP並延續到中間學校的教育，

廣泛發展課堂使用的教材，舉辦區域工作

坊和國家會議，邀請LEA的顧問加入專業

發展工作，許多發展教育和全球教育的相

關人員都加入這個方案，對國家教育政策

有重大的影響。Fisher 和Hicks（1985）的

「世界研究方案8-13：教師手冊」和Selby
與Pike（1988）的「全球教師、全球學習

者」為英格蘭和威爾斯三分之二的LEA使

用，並廣泛推展到海外各地。1980年代早

期其他有關全球教育的改革開始浮現。

Selby與Pike受到Richardson的影響，在中等

學校教育核心課程加入「世界研究」，繼

而在York大學設立「世界研究師資培育中

心」（簡稱WSTTC），WSTTC後來更名

為「全球教育中心」，聚焦在中等教育階

段，對於英國各地的教育界都有很大影響。

從1979年到1990年代早期，這個中心都發

行「世界教育期刊」，直到Selby與Pike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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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加拿大的多倫多大學創設了全球教育國

際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Global 
Education，簡稱IIGE）（Hicks, 2008; Tye, 
2003）。

然而，1988年保守黨政府的國家課程

推動的許多改革措施對全球教育的方法和內

容充滿敵意。這些改革包括強調英國文化、

規範課程內容、強調測驗和回歸大班教學。

1997年工黨重新執政，雖然大致上延續這些

部份，但在2000年對地理課程加以修訂，加

入「全球公民資質」這個關鍵要素。此外，

英格蘭和威爾斯所有中學生要修一門新課

「公民教育」，其中包含許多全球教育的要

素。蘇格蘭有獨立的教育系統，其2001年教

育部官方文件亦宣稱要讓全球研究融入課程

此外，發展教育協會、樂施會和其他各種發

展教育中心也出版許多有關全球教育的手冊

和教材。（Hicks, 2008; Tye, 2003）。

 1995年之前，加拿大國際發展局（簡

稱CIDA）資助各地教師組織成立全球教育

專業發展中心。CIDA也資助一個新的「全

球教室倡導」（Global Classroom Initiative）
方案，獎助教師和教育團體，其主要目的在

於鼓勵教師在教學中統整全球的觀點，發展

全球公民資質，了解個人和集體在全球議題

上可以採取的行動。在加拿大有許多大學在

推展全球教育課程，例如：1992年，多倫多

大學創設了全球教育國際研究所，它是一個

跨系所的中心，旨在透過教學方案、諮商、

課程發展和研究，促進加拿大和世界各地的

全球教育的發展。在英國已經頗具影響力的

Selby與Pike移居到此，持續推展許多全球

教育的工作。IIGE除了提供職前和研究所課

程，也建立和中小學、大學、國家和國際非

政府組織、聯合國和各國教育部和教育組織

等之間的夥伴關係，並與加拿大的學校建立

網絡，提供工作坊和教材，協助教師推動中

小學全球教育的專業發展（Hicks, 2008; Tye, 

2003）。

IIGE在1993到1996年推動「Ontario綠
色學校計劃」（OGSP），Selby擔任主任與

其夥伴Pike和一群教師共同發展了「全球教

室」（In the Global Classroom）兩冊（1999, 
2000），進一步修訂與充實全球教育的四個

層面如下：　　　　　　　　　　　　　　

（一）議題層面：

課程應該提出各種和學生生活和需求相

關的議題，涵蓋從在地到全球的各種層次，

包括：政治和經濟發展、環境、性別和族群

平等、健康、和平和衝突解決、權利和責

任、社會正義、環境關懷等。這些議題的探

討要有內在連結（interconnected），要配合

學生的知識和情感發展，課程各個部份讓各

年級的學生都可以參與探討。要讓學生了解

他們對任何議題的觀點只是眾多觀點之一，

能從各種文化、社會和意識形態的立場思考

各種不同觀點。　　　　　　　　　　　　

（二）空間層面：

探討與上述議題有關的在地－全球連

結，包括相互依存和依賴的本質，從生態學

立場關心自然的循環和系統。　　　　　　

（三）時間層面：

將時間階段視為互動的，過去、現在和

未來並非分隔的，而是互相交融而統整的。

課程要提供機會讓學生體驗各種未來，探討

這些議題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相互連結，包

括：依循現在趨勢會發生的未來、如果某些

情況改變會產生的未來、學生自己想要其發

生的未來。透過這些變通方案可以幫助學生

從個人到全球層次，對自己和地球的未來做

出適當的選擇和行動，創造他們想要的未

來。　　　　　　　　　　　　　　　　　

（四）內在層面：

內在層面是這個模式的核心。全球教育

是雙向的過程；一端向外引導學生發現生活

的世界，一端向內提升學生對自我的理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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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能，對不同價值觀的參與和體驗，培育本

土—全球的公民素養。

 從1970年代末，美國就開始發展許多

全球教育發展的相關文件，例如：1970年美

國外語與國際研究主席委員會（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Foreign Language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提出以下推動全球教

育的方向（Cakmak, 1993: 11）：（一）��

展外語教學與跨文化教育；（二）加強過

去傳統美國教育所忽��的區域教育；（三）

將全球觀點加入美國��史與社會的學習；

（四）將全球向度融入所有課程當中。最

早與最常被引述的美國學者Hanvey（1976, 
1982）的作品《達得到的全球觀點》（An 
Attainable Global Perspective）提出五種學

生應發展的觀點：觀點意識（perspective 
consciousness）、全球狀況察覺（”state 
of the planet” awareness）、跨文化察覺

（cross-culture awareness）、全球動態知識

（knowledge of global dynamics）、人類選

擇的察覺（awareness of human choices）。

Hanvey影響後續許多美國全球教育學者的論

述和實施，例如：Tye（1990）和他主持的

「人類相互依存中心」（Center for Human 
Interdependence，簡稱CHI）計畫。在1990
年代全球教育在美國已經形成一股廣泛的運

動。然而，也有學者批評美國的全球教育運

動充滿「我族中心」色彩，旨在維護美國在

國際的強權地位（Tye & Kniep, 1991）。為

了避免政治上右派的攻擊，全球教育必須

努力避免爭議性的議題，委婉地採取「均

衡」，也就是『教導有關其他人和其他國

家，但是以一種「愛國」的方式教』。也有

學者批評雖然許多美國的教育人員主張課程

中要加入全球議題的研究，卻少與世界各地

教導全球議題的教師互動（Tye, 2003）。

在澳洲全球教育受到政府和非政府組

織的支持，為老師發展許多教材，強調生

態、社會正義、人權、以及經濟、科技和政

治的互賴等議題與內容。例如：澳洲國際發

展局資助五個州成立「全球教育資源和培訓

中心」，也有許多州的教育部門正在修訂課

程，培育年輕人在全球社會中生活必需的知

能。例如：在南澳新修訂的課程中指出五項

重要學習包括：未來、認同、相互依存、思

考和溝通（Tye, 2003）。

在亞洲的部分，在1980和1990年代，

日本的大企業要求政府發展「具有全球競爭

力的教育」，相關政策包括支持各種國際教

育交流，提升課程中的國際理解（但也同時

強調對日本傳統文化的尊敬），並呼籲改善

外國語言的教學。「日本全球教育委員會」

（The Japanese Council on Global Education）
負責推動全球教育並出版相關刊物，某些師

培機構也在加強全球教育。「美國--日本基

金會」（United State-Japan Foundation）資

助許多學校發展課程教材，幫助日本學生更

了解美國，也提供許多獎助讓日本與美國的

師生相連絡，現在至少有八個這種方案在執

行，包括美國大學和美國全球教育論壇、北

加州的世界事務委員會資助的全球教育相關

計畫。不過日本強調傳統文化、中央集權的

決策和教材，以及考試的壓力，也多少抗衡

了全球教育的發展。

 2001年南韓的國家課程修訂，加上

「促進國際理解的教育」作為高中選修課

程，教育部提供短期課程去培訓教這門課的

相關師資。教育部和地方教育當局開始發展

相關教科書和教師指引。其他科目的教師和

小學教師也嘗試將全球教育融入課程。南韓

和亞太區域全球教育的一項重大進展是南韓

政府和UNESCO在2000年成立的「國際理解

亞太教育中心」（The Asia-Pacifi c Centre for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它主要的任務是執行研究、促進國際交流、

強學校課程、支持公民社會、促進國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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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發展和傳播教材與資訊、鼓勵國際合作

和形成網絡。

在過去中國並不常用「全球教育」這

個詞，然而，近年來隨著中國的逐步開放和

對世界影響力的增加，開始關注相關的議

題，例如：國際知覺、國際理解、全球環

境、人口、經濟全球化和網路時代。1980年
代中國教育系統開始現代化，以回應社會的

經濟、政治、文化變遷。1990年代開始強調

國際研究；世界歷史和世界地理等相關科目

開始著重當前的世界議題；科學研究關心人

和全球環境的關係，以及資訊時代的科學倫

理和世界相互依存。北京有一個新的「國

際理解教育方案」（Project of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致力提升

K-12的社會課程，在教科書中加入更多國際

議題，其他計畫的目標還包括：課程統整、

教師培訓和探究本位的教學（Tye, 2003）。

除了許多個別國家的全球教育計畫，

還有許多連結各國學校的國際網絡計畫。

UNESCO的「聯合學校計劃」（Associated 
School Project of UNESCO, ASP）是目前為

止最大的國際方案，有來自168個國家的學

校加入會員。目的是鼓勵各國選出的代表學

校去發展和設計方案，增加學生對世界問題

和文化的知識和理解。「康米紐斯方案」是

歐盟蘇格拉底計畫的一部分，它始於1995-
96年，目前有超過三十個國家1200所學校參

與。樂施會（Oxfam）是一個強調人道援助

的全球性機構，目前在全球近百個國家 / 地
區推展工作項目。它早期集中在「發展教

育」的議題，致力於消除貧窮和貧窮有關的

不公平現象，但是1997年樂施會的「全球公

民的課程」（Oxfam, 1997）對課程目標有

很大的轉變，開始以「全球公民資質」取代

「發展教育」的用語。這是因為過去十年來

發展教育擴展了發展的議題，現在樂施會不

只關心過去「發展教育」的核心議題，像

是文化多樣性、社會正義和平等，更擴展

到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永續發展、和平和

衝突等全球化議題（Hicks, 2008）。樂施會

（Oxfam, 2006）出版的「全球公民教育：

學校指引」（Education for global citizenship: 
A guide for schools）主張推動全球教育來培

養負責任的全球公民，使他們具備改善社會

不正義、消滅貧窮和發展永續世界的能力，

這些能力包括知識與理解、技能、價值和態

度等三個層面：

1. 知識與理解：社會公義與公平性、

多樣性、全球化與互賴性、永續發展、和平

與衝突。

2. 技能：批判思考、有效論辯之能

力、挑戰不正義與不公平之能力、對人與事

物的尊重、合作與衝突解決。

3. 價值與態度：認同感與自尊、同情

心、對社會正義與公平性之承諾、尊重多樣

性、對環境的關心與永續發展的承諾、人們

可以改變現狀的信念。

三、臺灣的全球教育政策概況

我國近年來的教育改革從九年一貫課

程開始，就逐漸意識到全球教育的重要性。

九年一貫課程的基本理念提到本土與國際意

識和世界觀，課程目標和基本能力則包括促

進文化學習與國際理解。特別是社會領域綱

要的九大主題軸有「全球關連」一項，並且

在能力指標的說明中敘述完前面八個主題軸

之後說：「最後，所有的生活都關連在一

起，彙整成地球村的生活，歸結到第九軸

『全球關連』」（教育部，2001）。可見第

九軸『全球關連』是集前八個主題軸大成的

總結。在九年一貫課程之前的課程標準，一

直到小學六年級才開始出現世界領域的項目

與主題，而九年一貫課程社會學習領域的

「全球關連」主題軸，從國小低年級開始到

國中的各個學習階段都具有「全球關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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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其實已經意味著個人、家庭、學

校、地方、國家、世界都是在一個全球關連

的體系中。九條能力指標從第一階段開始先

建立關係網路的概念架構，引入文化與環境

議題；第二階段則提到外來文化與生活對本

地的影響；第三階段除了文化和環境議題，

更強調國際組織、國際交流與全球議題等。

整體而言，呈現一種螺旋式課程的結構，比

起之前的課程更具有全球意識（周珮儀，

2011）。然而，整體而言，雖然綱要內容注

意到全球教育的議題，但相關內容仍有待進

一步充實（周珮儀，2006），而且其他學習

領域並未同步展現對全球教育的關懷。

2009年教育部在其網站公布民國98年至

101年的教育部施政藍圖，在五大主軸裡，

第四大主軸即是「全球視野」，包括四個重

點：強化國際競爭、鼓勵國際交流、參與國

際服務、推動兩岸交流。計畫內容則分為下

列11項細目（教育部，2009）：（一）加強

中小學資訊科技教育推動發展；（二）拓展

學生國際觀；（三）積極強化學生數理科技

藝術能力並參與國際活動；（四）發展一流

大學，提升世界評比；（五）辦理大學評

鑑，鼓勵大學發展特色；（六）鼓勵學生出

國留學；（七）擴大招收境外學生；（八）

鼓勵國際交流；（九）擴大兩岸學術交流；

（十）推展國際志工服務；（十一）拓展兩

岸高中以上學生教育交流，促進陸生認識臺

灣教育環境。然而，上述政策著重高等教育

勝於國民教育，偏向國際化勝於全球化，強

調國際競爭勝於培養全球意識。

2009年10月臺北市「全球教育白皮書」

草案研擬「世界級臺北、全球觀教育－培育

友善關懷、公義盡責的世界公民」的願景，

從「世界公民意識」、「國際文化學習」、

「國際交流合作」、「全球議題探討」等四

個向度推動，強調除了國際教育交流等點狀

學習活動之外，還規畫和融入學校課程中全

面紮根實施（陳麗華，2010），在全球教育

理念上已經向前邁進一步。

2011年4月教育部提出「中小學國際教

育白皮書」，本白皮書以「扎根培育 21 世
紀國際化人才」為願景，期望透過教育國際

化的過程，使學生瞭解國際社會，發展國

際態��，培育具備國家認同、國際素養、全

球競合��、全球責任感的國際化人才（教育

部，2011）。「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中

仍延續教育部施政藍圖的取向，偏向國際化

勝於全球化，強調國際競爭勝於培養全球意

識，但是已經開始注意到全球教育或國際教

育要及早從國民教育階段紮根。

此外，「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針

對98學年度全國中小學實施國際教育現況和

問題進行分析，指出在實施現況方面主要是

「以學校本位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體現

在課程融入、國際交流、教師專業成長、學

校國際化等四個面向。然而，學校推動國際

教育的內容，大多集中在國際交流面向，融

入課程、教師專業成長及學校國際化三個面

向相對不足，有失衡現象。以學校本位的推

動方式使得國際教育在若干縣市或學校雖然

實施有連，但是各校做法及認知差異極大，

導致知識無法累積，經驗無法傳承，實施成

效難以比較評估。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也無

從具體了解學校實施國際教育的差異與困

難，學校則難以��解目標的進展及需要加強

之處。從實施的客觀條件看，資源欠缺與統

整不足是主要問題；其次，中央與地方對於

推動國際教育的目標與進度，並無共識；再

則，缺乏共同時間表，無法有效整合全國資

源與力量，實施步調稍顯鬆散。整體而言，

政府及學校在具體行動方面較為不足，其

中又以國中階段的參與度最低（教育部，

2011）。

借鏡國外推動全球教育的範例和經驗，

我們可以看到國內在推動全球教育時遇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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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問題，一是缺乏以研究為基礎的課程發

展和教師專業發展，和完整的理論與課程架

構，臺北市的「全球教育白皮書」白皮書中

諸如「全球議題方案」鼓勵各校自行發展，

教育部的「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以學校

本位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固然能夠與在地

的脈絡結合，但是教師若缺乏相關知能和完

整的架構指引與具體範例，沒有時間、精力

或能力分析與連結現行課程，學生學習經驗

難免零散，深度廣度不足而難以長久生根，

只是由幾個容易顯現的亮點點綴，交代政策

的完成，無法落實有系統的全球教育。此

外，國外在實施全球教育時非常重視國民教

育，然而根據「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我國在國民教育階段，尤其國中階段的全球

教育卻是不足。這一點與日本因為中央集權

的決策和教材，以及考試的壓力，抗衡全球

教育的發展情形極為類似。再者，國外地方

教育當局比起我國地方教育當局對全球教育

的協助和投入更多，無論是課程綱要與科目

的修訂、課程與教材的研發和教師專業發

展，雖然我國國情和中央與地方教育權限不

同，但仍有許多值得借鏡之處。

四、臺灣的全球教育研究概況

全球教育政策的發展必須有研究作為基

礎，才能釐清政策的方向和內涵。近年來臺

灣雖然有關教育和全球化的研究蓬勃發展，

已經累積數百篇，但是其研究與全球化有關

的教育現象，舉凡高等教育的擴充到教育政

策的聚合，從全球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課程

共相到地方性的存在，都是討論範圍（宋佩

芬、陳麗華，2008）。相較之下，全球教育

的訴求較明確，範圍也不那麼大，研究仍屬

於一種方興未艾的情況。以「全球教育」搜

尋國內相關研究只有約五十餘篇，分別在

國科會計畫有3件，碩博士論文約有二十餘

篇，期刊文獻約有三十餘篇。其中國科會研

究計畫偏向人員培訓，包含李藹慈（2008）
「跨國界的成人學習：全球教育訓練人員職

場學習歷程與核心能力發展之研究」，以及

高熏芳分別於2003及2004年進行「全球教育

在師資培育實施之研究:職前教師全球視野

之培育（I）（II）」。

碩博士論文部份有關全球教育的研究

主要是設計一個教學方案的行動研究，多

半以單科進行；其中博士論文只有顏佩如

（2004）「課程圖像重建：學校全球教育

課程發展之研究」，其內容其後亦出版專

書（顏佩如，2007b）。碩士論文以各種

全球化議題作為主題，進行行動研究，如

全球暖化、糧食、多元文化、珊瑚礁議題

等。例如：最近台北教育大學田耐青教授

（2010）指導七篇碩士論文，包括：江文

芳（2010）之「全球教育教學方案發展之

行動研究－戰爭與和平淡水篇」、邱卿雲

（2009）「公民行動取向全球教育教學方案

發展之行動研究：以全球暖化議題為例」、

李光豐（2009）「全球教育主題式教學方案

發展之行動研究：以『全球糧食危機』議題

為例」、李岩勳（2009）「全球教育教學方

案發展之行動研究：『從臺灣到越南』為

例」、吳靜芬（2009）「全球教育教學方案

發展之行動研究：以亞洲文化為例」、陳盈

丹（2009）「全球教育教學方案發展之行

動研究：以『全球消費達人』教學方案為

例」、曾淑珠（2009）「『從臺灣到日本』

全球教育教學方案發展之行動研究」。其他

還有曾晏祝（2007）「國中社會領域地理科

實施全球教育主題式統整課程之學習成效：

以『搶救消失中的熱帶雨林』議題為例」、

顏行亮（2005）「嘉義市北興國中社會領域

地理科實施全球教育之主題式課程設計教學

實驗—以珊瑚礁環境議題為例」，以及陳劍

涵（2004）「文化學習在國中英語教學之行

動研究－以一項全球教育合作方案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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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全球教育方案並應用科技輔助以進行英

語教學之文化學習等。

除了行動研究之外，也有以全球教育

議題進行教科書內容分析，陳昀嬋（2009）
之「國小高年級社會教科書之文本設計研

究：以六年級全球教育單元為例」、蔡依倩

（2009）之「高中英文教科書全球教育知識

之研究」，以及張嘉勳（2008）之「九年一

貫國中教科書全球教育內容分析─以社會

領域為例」。 另有關全球教育之教育科技

議題有2篇碩士論文，如周士堯（2007）之

「以兩岸跨校網路合作學習輔助高中地理科

全球教育教學」以及陳智強（2004）之「教

育科技在全球教育之應用─一個私立國中文

化交流的個案研究」。

期刊文獻部份主要偏重理念介紹，例

如：林素卿（2005）「淺談『一綱多本』之

全球教育」，高熏芳、陳劍涵（2003）「提

升文化學習能力之教學策略：全球教育的啟

示」、高熏芳（2005）「全球化情境下高等

教育的課程革新－論全球教育在師資培育之

實施」、顏佩如（2005）「全球教育課程與

教學的發展」、張雁雯（2003）「朝多元化

的全球教育趨勢邁進－兩岸課程改革齊步

走」、蔡清華（1987）「社會科教學的新途

徑：「全球教育」課程之分析」等。其他還

有一些行動研究，例如：顏佩如（2007a）
「客家山城小學的世界之旅--全球教育課程

之合作行動研究」，以及教科書分析，例

如：嚴朝寶、莊明貞（2008）「國小社會學

習領域教科書『全球關聯』知識內涵之分

析」。另有師資培育、高等教育、教育科技

數篇。

目前臺灣有關全球教育的研究已經對全

球教育的發展緣由、基本理念和內涵、以及

重要學者和論述做了相當程度的引介，有助

臺灣的教育界了解這個議題；而許多行動研

究也透過本土的轉化和實踐，測試在某些議

題上全球教育本土化和脈絡化的可能性與可

行性。然而，整體而言，本土的全球教育研

究領域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在學術深度

上，目前學術論文、國科會計畫和博士論文

研究仍不多，仍須有更多專家學者的投入。

在實務價值上，目前研究偏向設計全球議題

相關教案的行動研究，進行單科（特別偏重

社會科）或單點測試，缺乏整體課程結構的

檢視與發展。正如Oxfam（2006）強調全球

公民資質的教育不只侷限於單一學科，而是

關連所有的課程領域；DfES（2005）也強

調全球層面應該融入現有國家課程和學校課

程的整體架構，這也是我國未來發展全球教

育應該重視的方向。

五、代結語：全球教育在地化

為配合國家政策與全球教育的潮流，

以及基於對上述國內外全球教育政策、方案

與相關研究的分析，本人現在正執行國科會

三年期專題研究計畫「全球教育在地化：國

民中小學全球教育課程的研究與發展」。由

於近數十年來國外全球教育的概念架構已經

發展得相當完備，還有許多具體方案的規劃

和實施可供參考（Hicks, 2003），本研究希

望能夠參考國外範例，透過台灣九年一貫課

程綱要和教科書的內容分析、本土全球教育

相關研究與方案的分析、本土學者專家與教

育現場實務人員的諮詢、國外推展全球教育

機構的移地研究，評估我國現行課程與全球

教育相關的成份，發展一套適用我國的全球

教育整體架構與課程手冊，包含核心概念、

關鍵能力、能力指標、教材內容、教學活

動、教學方法、教學策略、教學媒體與評量

方式，以及實施與融入各學習領域的建議。

這些任務可能比目前常見的單一點狀的行動

方案設計更複雜而根本。本研究並非企圖移

植或複製國外的全球教育，而是希望能夠運

用全球教育刺激本土教育的改變與創生，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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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本土的教育研究和實務工作者的合作，從

全球教育的理論與方案評估我國現行課程與

全球教育相關的成份，尋找課程融入的節

點，發展一套基於學生本土生活經驗的全球

教育課程；並運用本土經驗的累積，發展具

在地特色之全球教育的理解與詮釋，回饋與

擴展全球教育的理論與實務，使其更多元、

開放、豐富、紮根。本研究的進行需要國內

外關心全球教育的學者專家和實務人員的指

導、協助與參與，尚祈方家不吝賜教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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