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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發展

迎接全球化時㈹：全球教育的面向及內涵

㆒、前言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無人能自外於全球

化的影響，更沒有任何國家可不被全球化的

動能改變，舉凡政治、經濟、科技、醫學、

藝術、文化、旅遊、娛樂等各方面，彼此皆

深切地相互影響。全球化涵蓋了諸多面向：

在經濟層面，強調自由貿易、私有企業、國

外投資等；在社會層面，強調新的消費模式

以及因應移民、家庭關係及社會組織改變所

帶來的新生活方式；在文化層面，人口、貨

品、資訊與圖像的流動，反應了傳播過程的

影響，新的認同與想像亦隨之形成；在政治

層面，強調對於多元體系、多黨民主、自由選

擇、獨立審判與人權呼聲的接納（Stromquist 
& Monkman,2000）。因此，現今的學生面臨
一個文化變遷及種族融合的時代，他們時常

接觸來自不同種族、性別、語言、文化、社

經背景的個人，體驗過一些相關歷史的嚴肅

議題、各國間的不平等現象、環境破壞、人

口過剩、種族遷移、民族主義、單一民族國

家的衰退等相關問題。這個嶄新的時代對於

其身、心、靈都將是巨大的挑戰。學生必須

知道，在一個多元的社會中，如何應付不同

關聯性的議題，同時具備因應二十一世紀變

遷的態度、知識及技能；他們必須變成一個

能夠勝任、可被信賴及具有人文素養的現代

公民。

全球教育的目的在使學習者發展深入

參與多元文化、全球關聯，以及國際經濟

競爭的事物所須具備的知識、技能與態度，

如果學習者希望在一個多元及相互依存的世

界成為一個有效能的公民，他們必須對全球

化的複雜性有所了解並發展跨文化互動的技

能（Merryfield, 1995）。許多全球教育學者
強調，年輕學生若要成為現今多元且相互依

賴世界的積極參與者，則須體認全球化的複

雜性、了解國與國相互間的緊密關係、培養

獨立思辨能力、並發展跨文化互動的技能（

Alger&Harf,1986）。全球教育所代表的意義
是促進學生對人類和自然系統間相互關聯的

了解，其目的在於藉由尊重與合作、關切全

人類所共存的環境，來促進人類永續生存（

高薰芳，2002）。
面對全球化多樣化的面貌及各家學說百

家爭鳴的狀態，我們可能被一些模糊不清或

似是而非的觀念所誤導，而對全球教育的全

貌認識不清。所以，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

實有必要進一步探究全球教育的定義，除了

力求了解其細節，也要避開似是而非的陷阱。

㆓、全球教育的定義

全球教育已經變成共同的常識，亦如各

種常識般常被誤會及誤解。有時它被視為「

多元文化」及「跨文化」教育的同義詞；有

時「全球研究」被降低為全球環境的研究；

全球教育有時也被視為一個種族、宗教、及

其他沙文主義示威運動的對抗手段，因此在

某些情況它看起來像是一種訓示而非教育。

事實上，它應該包含有這些說法的全部，甚

至可以更多（Kolker,Ustinova,McEneaney,
1998）。想要更清楚的闡釋全球教育，我們
可以藉由分析及比較全球教育學者的定義，

以呈現全球教育深入且完整的風貌，藉此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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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全球教育的定義。筆者將提出在學校中屢

次被引用的Hanvey定義做為全球教育定義發
展的基礎。

Hanvey（1976）在＜可達成的全球
視野＞這篇文章中指出，全球教育的目

的在培養學習者的「全球視野」（global 
perspectives），而其全球視野包含五個向
度：全球化意識（consciousness）、全球狀
態認知（state of the planet awareness）、跨文
化認知（cross-cultural awareness）、全球動態的
知識（Knowledge of global dynamics）、及人類
抉擇的認知（awareness of human choices）。

全球化意識（consciousness），關於這
個部分的認知或覺察可以稱為個人所擁有的

世界觀點。然而，這觀點並非放諸四海皆

準，它必須能夠尊重他人的世界觀，並且了

解他人觀點的形成與立場甚至體認世界的多

重現實。

全球狀態認知（s ta te  of  the  p lanet  
awareness）是指對於目前世界的情況和發展
的認知，其中包括緊急的狀況和趨勢。這同

時也意味著個人對於地球以及地球所存在的

星系相關生物的了解與尊重，強調人與其他

生物、地球以及其他星系之間相互依賴，共

存共榮的關係。

跨文化認知（cross-cultural awareness）
是透過週遭世界人際的交往而被發現的多樣

化的想法及實踐。跨文化認知也代表個人對

於不同價值、種族、階層、性別以及地域的

其他人類的了解與包容，它同時強調文化的

融合與傳承。

全球動態的知識（Knowledge of global 
dynamics）為在全球系統中關鍵的跡象、技
巧以及謹慎的包容力，重點在於增加對於全

球變動認知的理論與內容；代表地球上相關

事務彼此的影響及關連，強調這些系統與系

統份子之間的互動關係。

人類抉擇的認知（awareness of human 

choices）是指全球系統的知覺及知識發展在
面臨個人、國家及人種的選擇問題方面的認

知。身為地球公民面對事物變遷的體會，對

於未來遠景的選擇以及行動計畫，強調積極

的規劃與參與。

美國全國師資培育檢定委員會（1995）
將全球視野定義為「接受國家、人民以及政

治、經濟、生態、社會等議題乃彼此依賴、

關聯的全球本質的一種觀點」。視野認知

代表個人對於某一議題或事件專屬的觀點

，而非普羅大眾所共同分享的觀點，因此視

野認知成為可以確認個人全球化程度的特徵

之一。Hanvey（1976）＜可達成的全球視野＞
一文，影響了全球教育的趨勢，也為全球教

育學者提供了研究的面向，全球教育的學者

紛紛以全球視野的概念，發展全球教育的

相關定義。其中Willard Kniep的《全球教育
的下一步》亦深受Hanvey（1976）影響（
Merryfield ，1997 ）。

Kniep（1986）主張全球教育的內容應
源自於對當前及歷史上真實事件的描述及定

義，並提出全球教育基本且必要的研究元

素：「人類和全世界價值的研究」、「全球

系統的研究」、「全球議題和問題的研究」

及「全球歷史的研究」。

元素一：人類和全世界價值的研究

人類的價值包含藉著由經驗而形成的態

度和信念。全球教育必須提供機會給學生了

解人類的價值，讓學生見識到不同世界觀

點、態度及信念。

元素二：全球系統的研究

全球化時代，人們在世界各處都有所連

結，科技的發展讓人們彼此相互依存。全球

教育必須提供各種學習機會，讓學生學習全

球系統－經濟、政治、生態和科技－並認識

系統之間的特性，經由學習將幫助學生了解

全球系統影響其生活的可能，並且發展生活

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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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三：全球議題和問題的研究

全球教育的計畫中，學生需要投注於有

關全球議題及計畫的因素、效果和解決方法

的討論和計畫。全球教育必須讓學生了解他

們在議題與問題發展解決方案中所扮演的角

色。

元素四：全球歷史的研究

全球教育將幫助學生發展一個今日世界

相互依存的歷史視野。不幸的是，大多數的

世界歷史課程只在意西方文明的歷史，或僅

對超過2000年的文明之間的關聯、交換和相
互依賴給予些許的注意。

全球教育學者體認到全球教育可以

在全球化的年代為學生提供更好的準備，

幫助學生提升其面對全球化未來的能力。

Merryfield（1997）進一步將全球化學者提
出的要素與所有涵蓋全球化教育的定義加以

結合，創造出這個領域迄今最新的理論架構

（Kirkwood,2001）。其定義內容如附表一
所述。

附表㆒  全球教育的元素

1.人類的信仰與價值
—普遍與多樣化的人類信念與價值
—視野認知∕多重視野
—明白在與他人互動和學習中，個人價值、文化與世界觀的作用
—了解價值與信念如何構成社會∕文化規範與人類衝突的基礎
—人類的信念與價值觀在美學、語言、文學、口語傳統、自然資源的運用、環境科技、統治與歷史的創
造中所扮演的角色

2.全球系統
—經濟系統
—政治系統
—生態系統
—科技系統（包括資訊、傳播、運輸、製造）
—全球動態的知識
—全球系統的步驟與運作方式
—人民、國家、地區內外的交易
—不同全球系統間的相互連結
—全球狀態認知

3.全球議題與問題
—人口與家庭計畫的議題
—自我決定
—發展議題
—人權議題（包括女性、原住民、孩童的權利）
—人口遷移及難民
—全球共同議題
—環境∕自然資源議題
—有關財務分配、科技與資訊、資源及市場開放的議題
—有關飢荒與食物的議題
—和平與安全議題
—有關偏見與歧視的議題（根植於種族、階級、性別、宗教、語言、政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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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作者定義的比較與分析

（一）共同的主旨

關於全球教育的定義，尚有許多學者提

出不同的看法。Kirkwood（2001）藉著分析
及比較全球教育的定義，發現全球教育基於

以下四個主旨：多元化的觀點、理解及欣賞

文化、全球議題的知識、及將世界視為相關

聯的系統。

這四個主旨可以和Hanvery定義的五個
面向相符合，其中多元化的觀點可以等同於

Hanvery定義的全球化意識面向，理解及欣

4.全球歷史
—隨時間加速的相互依賴程度
—現階段議題的成因
—文化的起源與發展
—文化間的接觸與援引
—全球系統的演進
—隨時間產生的衝突與衝突的解決方式
—隨時間變動的全球系統

5.跨文化的了解∕相互作用
—對自身的文化與文化資產的了解
—多重身分與責任感的了解
—體認文化差異與文化共通的複雜性
—自身文化在世界系統所扮演的角色
—從他人觀點檢視自身文化的技能與經驗
—學習其他文化及從其他文化的價值觀與世界觀了解世界的經驗
—與其他和自己顯著不同的人交流所延伸的經驗
—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與其他文化的人共同工作的能力

6.人類抉擇的認知
—個人、組織、當地社區、國家、區域、經濟或政治聯盟的抉擇
—過去和現在的行動與未來的替代方案
—人類行為複雜度的認知

7.分析與評估技能的發展
—收集、分析、評估來自其他不同視野及世界觀的資訊的能力
—關鍵的思考技能（有能力檢視偏見，定位、假設等）
—體認價值與世界觀在探索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8.參與及投入的策略
—跨文化交流、參與與合作
—決策與執行的機會
—敘述現實生活問題的經驗
—從經驗中學習的關注

Note From Merryfield,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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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文化則符合Hanvery定義的跨文化認知面
向，全球議題的知識可以和Hanvery定義的
全球狀態認知面向結合，而將世界視為相關

聯的系統則與Hanvery定義的全球動態的知
識面向發生關連（Kirkwood,2001,p12）。

Kniep在人類及全世界價值的元素中強
調多樣性之人類價值的重要性，使全球教育

趨向於認同多元文化的觀點；全球系統的元

素則藉由探討經濟、全球政治、生態學、科

技系統來連結全球系統，將世界視為一個相

互關聯的系統；全球議題和問題的元素則可

增進對全球議題的知識；最後在全球歷史的

研究中，Kneip特別著重於人類、文化、國
家之間接觸及彼此相互依賴之歷史事件的研

究，透過歷史的研究進而完成理解及欣賞多

元文化的主旨。

Merryfield（1997）提出的理論架構在
人類的信仰和價值觀要素部分與多元化的觀

點相同；全球系統要素等同於將世界視為相

關聯的系統；全球性議題和問題則與全球議

題的知識不謀而合，而跨文化的了解∕相互

作用則可視為理解及欣賞文化。

從Hanvery提出確認全球視野的五個
面向、Kniep從歷史事件出發的四項研究到
Merryfield提出完整可供運用的八項元素架
構，我們可以發現作者們定義的元素之間都

有相互關聯，欲探討的本質其實是相同的，

只是作者們使用不同的名稱表達類似的想法，

這些術語雖然不同，但其本質卻無二致。

（二）個別的重點

除了上述提及的四個主旨及Hanvery
提出全球視野的五個面向外，K n i e p及
Merryfield也在發展全球教育定義的過程中
加上個人對於全球教育不同的觀點。

Kneip的全球教育定義中特別強調全球
歷史的研究，他提出一個可以跨越時間及空

間的教學策略；認為世界歷史即全球歷史也

為全球化教育的定義増加另一個全新的面

向。其全球歷史研究包括了從歷史前例到現

今議題的教學、文化與價值的起源與發展、

文化間的接觸與接納及全球系統的評鑑，了

解教導國家歷史須平衡國家或種族切入觀點

的重要性。Kniep對擴充全球化教育定義的
重要貢獻，在於將困擾當代世界的持續性全

球問題列入考量（Kniep 1987; 1986; 1985）
。雖然Kniep和Hanvey對全球性議題與趨勢
同樣關注，但Kniep更致力於那些需要立刻
加以注意、無情且持續存在的問題。

Merryfield將全球教育的概念相互連結
起來，考慮老師教導全球視野也需要關於世

界的全球知識，特別是與教學有關的內容。

因此，Merryfield的全球教育元素除了主要
的要素之外，還增加因應實際教學衍生的相

關技能，例如對人類選擇的認知、分析與評

估技能的發展、參與及投入的策略等三項要

素。結合理論的研究，加入實際參與計畫教

師的意見，發展出具體可行的要素以建立全球

視野。三位學者的定義比較，請參考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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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全球教育定義的擴張

從1976年Hanvey＜可達成的全球視野＞文
章到1997年Merryfield提出全球教育的元
素，這30年間全球教育學者除了致力於全球
教育概念的陳述之外，並帶入了全球歷史、

世界成員的角色、固有知識傳播的獲得和分

析、評估與參與技巧的概念，為全球教育帶

來更多樣化的面向。

Alger（1986）在全球教育的主要貢獻
在於透過＜哥倫布和世界＞這個計畫讓中小

學老師能使學生對全球概念能有更深入的了

解，透過描述哥倫布、俄亥俄及世界其他地

方間真實生活的關係與討論的方式，讓學生

明白全球教育的原因、對象與內容。在《全

球教育：為什麼？為誰？關於什麼？》書

中，Alger和Jim Haff（1986）指出全球教育
的五個主題：價值、交易、參與者、常規及

辦法、議題，提供教育者對抗傳統以國家或

州的視野，從本土提升到全球的視野。

Anderson（1990）＜全球教育的原理＞

文章中指出，從歷史、經濟、政治、人口

學、生態學及其他各領域都可發現全球間的

相互依賴增加，西方世界與亞洲在經濟影響

力的消長、美國在各領域逐漸喪失其霸權地

位等現象。重點在於學生必須在加速成長及

不公平特徵增加的世界中，為其發展適應生

存的能力做準備。

Becker（1979）在＜世界與學校：世界
中心教育的案例＞比較全球取向與國家地區

取向的不同之處，強調全球教育課程的力量

應藉各學科間的整合及整體構造而產生，其

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授權教師使用關於世界的

建構式教學研討。

Tye（1990, 1999）進一步提出第四種定
義，敦促美國人以超越疆界的心態欣賞周遭

鄰居，提醒世界上人們的大部分需求都與我

們相同，強調深入了解“他人在其世界中所
扮演角色”的重要性。

Lamy（1987）提出全球教育者應具備
的知識性目標，分別是：（1）從多重視野
去獲取知識；（2）全球觀點的探究；（3）
分析與評估技能的發展；（4）參與和融合

附表㆓  Hanvey、Kniep、Merryfield 定義比較表

學者 Hanvey Kniep Merryfield 

發表時間 1976 1986 1997

理論架構 全球教育的目的在培養學習

者的「全球視野」，而全球

視野則包含五個向度：全球

化意識、全球狀態認知、跨

文化認知、全球動態的知

識、及人類抉擇的認知。

提出全球教育必要且基本的

四個研究元素，人類和全世

界價值的研究、全球系

統的研究、全球議題和問題

的研究及全球歷史的研究。

全球教育理論的實踐包含了

八大要素：人類的信仰和價

值觀、全球系統、全球性議

題和問題、全球歷史、跨文

化的了解／相互作用、對人

類選擇的認知、分析與評估

技能的發展、參與及投入的

策略。

共同的主旨 多元化的觀點、理解及欣賞文化、全球議題的知識、及將世界視為相關聯的系統

個別的重點 概念的提出。 從歷史的事件出發，提出相

關研究面向，特別著重在全

球歷史的研究面向。

結合理論研究，加入參與教

師的教學計畫，發展出具體

可行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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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略。強調分析、評估和參與技巧對於處

理未來事物的複雜性，是相當關鍵的要素。

Case（1993）在＜全球觀點的關鍵要素
＞文中，發展出認知面向在全球教育的重

要性，包括開放性、複雜性的預期、對抗

成見、同理心和揚棄自我中心。

㈤、結論

Hanvey＜可達成的全球視野＞一文提
出後，「全球教育」的定義開始逐漸明朗，

其他全球教育學者則賦予了全球教育更豐

富多樣的內涵，並且擴充全球教育的定義。

Merryfield（1997）將全球化學者提出的要
素與定義加以結合，創造出全球教育完整的

理論架構，並運用於美國教師教導全球視野

的實際準備。由此可知，唯有明確了解全球

教育的定義，方能落實全球教育。筆者期望

透過相關學者的立論分析，闡述全球教育定

義的重點，提供國內從事相關教育工作者參

考。

全球化時代需要全球教育，我們可以透

過全球教育協助學生建立全球視野，藉由建

立多元且相互依存、尊重與包容的全球視

野，促進學生未來面對多元文化、多重觀點

及全球合作與競爭等相關議題的參與能力，

完成全球化時代的準備。在致力於建立學生

的全球視野及全球化能力的同時，能夠發展

完整、有效並且以全球視野為核心的教學計

畫；培育具有競爭能力與國際視野的健康國

民，應是全球教育的首要任務。筆者期望藉

由本文澄清全球教育的定義，探究全球教育

多樣的面向及內涵，有助於全球教育者完成

全球教育的準備，建立學生全球視野的知

識、技能及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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