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國教育部發表第一階段「振興特殊外國語5年（17’-21’）
基本計畫」 

 
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 

 

韓國教育部依據特殊外國語教育法將「振興特殊外國語基本計

畫」交由國立國際教育院規劃，並由該院研議指定特殊外國語專門教

育機關，擬透過 3 所指定大學實行計畫相關項目，並支援相關經費，

經費規模約一年 80 億韓元（約 2.2 億臺幣），各校約可獲得 10-40 億

韓元（2千萬-1 億）不等之補助。 

目前韓國國內特殊外國語教育僅有 8 所大學（33 種語言）及 14

所研究所開設相關之學科及課程。特殊外國語教育法乃為因應國內企

業進出新興市場、國際交流的多變性並對於海外創業及就業所需之法

令。該法以國家發展之策略性角度選定 53 種特殊語言，盼能培育出

嫻熟該等語言之人才。該法所稱 53 種特殊語言分為中東、非洲地區

之阿拉伯語等（12 種）、歐亞地區之哈薩克語等（7種）、印度及東協

之印地語等（14 種）、歐洲地區之波蘭語等（18 種）及中南美之巴西

語（2種）等。 

「振興特殊外國語 5 年（17’-21’）基本計畫」重點如下： 

一、調查特殊外國語現況及分析需求 

分別針對公共機關、產業、學術及教育界實行調查，以需求順位

支援特殊語系開設，相關調查結果提供大學所為振興特殊語系之基礎

資料，並研發學習模組。 

二、深化大學課程以培養特殊語系人才 

(一) 提高目前特殊語系教授專業性外，更需確保教授特殊語系師

資，利用國內外研修及擴大特殊語系教師之進用。 

(二) 利用在韓特殊語系之學生與本國學生建立學系夥伴關係，並

鼓立本國學生赴國外語言研修或於國內進修特殊語言課程。 

(三) 將高需求之特殊語系建立專門科系或專業課程，並且放寬相

關規定，以少數學生為對象，以語言及當地文化等資訊集中

學習。 

(四) 需求較低之語系則可與同類型或相近之語系連結課程（如泰

語＋寮國語）。 

(五) 大學間受予或承認學位學分的自律化 



 

 

韓國字 2016 年通過「融合（共有）」學程，可將特殊語系教

育活性化，例如就讀Ａ大學阿拉伯語系後，修讀了Ａ大學阿

語系與Ｂ大學國際通商學系共同開設之「阿拉國際通商學」

系，畢業主修則為「阿拉國際通商學」系。 

(六) 建立語言評鑑機制。 

三、實務型特殊語系人才的培養及活用 

(一) 通翻譯學院與特殊語系開設學碩連讀（3.5 年+1.5 年）。 

(二) 大學與企業共同開設課程，擴大就業機會。 

四、擴大特殊語言教育基礎並建立平臺 

(一) 將特殊語系之重要性引起社會之共鳴，將特殊語言教育擴大

至一般民眾及企業、地方自治團體。 

(二) 以公開教學（Ｋ-ＭＯＯＣ)方式提供有需求之企業特殊語系

課程。 

(三) 鼓勵大學與特殊語系地區之學校建立學術交流關係，擴大專

家與學生交流。 

(四) 於國立國際教育院建立特殊外國語教育振興中心（暫訂），

連結政府、大學及企業，統籌特殊教育振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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