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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有關「為什麼要做國際教育」的話語  
一、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要 

負責培養年輕世代「面對國際化和全球化時代
而能夠自己安身立命、也為別人創造安身立命
空間」的人格和能力。 

二、為今天及未來幾個世代，生存已經是在國際化和 
全球化的平台上的生存；在國際和全球的平台
上生存已成為我們教育的對象既定的命運。 

三、國際行動的能力已是全世界今天及未來幾個新世 
代的關鍵能力。一個社會擁有足夠具國際行動
能力的公民，這個社會就擁有優勢；個人擁有
足夠的國際行動能力，就不容易被邊緣化。 

四、為今天和未來幾個世代，跨國、跨文化就是挑    
戰，也提供無限的新機會。 2 



五、台灣唯一有的資源是人力資源，臺灣人能依賴的
是自己的素質，國際行動能力是今日和未來台
灣公民需要的關鍵性素質。 

六、台灣人不論人在哪裡都可以立足台灣，但台灣人
的生存與發展空間不在台灣，而在國際，國際
行動能力是決定台灣下一代安身立命的條件的
關鍵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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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有關「學校行動該把握哪些根本原則」 

       的話語 

一、採取任何國際教育的措施都 

1.先考慮該措施的實質意義及最大投資報酬率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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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要在「熱鬧」的活動、豐富的文書報告與
「造成教育上實質效果」二者間做出明確的辨
別—「別錯把熱鬧當作成效﹗」。 

2.要優先整合現有有關國際教育的措施、深化和
擴大現有措施和資源的功效，再去考慮增加其
他國際教育工作的新負擔及爭取新資源—「別
爭資源入校，要講發揮成效﹗」。 

二、辦理學校教育的國際教育要把握重點： 

1.「教師專業成長」首重教師及行政人員觀念上
的啟發及視野的拓展，次重操作技術的研習— 

「老師有了想法，就會自己創造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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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校國際化」要做的是學校本位的國際教育
環境和行政支撐整體性規劃以及校本跨教育作
法之短、中、長期—「學校國際化要做校園硬
體、行政來支撐短、中、長期的校本規劃」。 

3.「國際交流」安排跨國人際間及組織間公平互
惠的網絡接觸和實體接觸，要注重接觸前的準
備和在接觸中、接觸後對接觸經驗的反思— 
「經驗透過反思才能變成真知。 」 

4.「融入課程」須務實地「避免在沉重的教學進
度壓力及七/九大議題之外添加課程包袱」，只
能有限度的辦裡原有課程之外的「獨立」的或
「附加」活動，須將重點放在原課程、原教學
單元、原教學素材和不影響原教學目標的基礎
上做「全球化視野的開拓」以及「跨國、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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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視角轉換」，—「勉強的東西都不會長
久﹗」「顧慮到課堂現實，好意才真正落實﹗」  

三、辦理國際教育不能沒有策略性思維，包括關注
台灣整體國際教育的策略性立場，例如以下句
子所表達的有關語言教育及國際交流對象的策
略：「向歐美學習，與日韓競爭與合作，往東
南亞及新興國家發展。」 

四、有關「國際教育」與「外語教育」關係的補充
話語 

       1.假如一個學校在積極推動國際教育的同時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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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略外語（英語及第二、第三外語）教育，   

   學校整體的國際教育終究會變得膚淺。 

2.面對國際化全球化時代，外語教育的思維也
必須調整－沒有國際教育作為框架的外語教
育會變成「為考試而教外語」，教學方法也
會是落伍的。今天的外語教育尤其必須明確
地以「國際行動能力－人際間、組織間、國
際間跨國及跨文化互動的能力」作為目標。
外語教學尤其須把握「語言存在於使用中、
語言要在使用中學習」的原則，把外語教育
落實為培養跨文化及跨國界行動能力的教
育。 — 「 外語教育的目的不在語言形式，而
在國際行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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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假如有條件而做得到，可以把國際教育結合
多外語的教育，把握為未來世代「英語是必
須，第二、第三外語是優勢」的原則 。 

參：有關「資源不利地區」的補充話語 

經過現在大眾媒體、網際網路、國際通婚、政府補 
助、地區特色等條件，偏遠地區的學生不必經過台 
北之類都會區就可以直通世界各文化與世界各國— 
在國際教育上，偏遠地區不必然處於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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