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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中小學國際教育 1.0 檢討發現，國際交流學習活動成效易受批評或質

疑，如國家認同目標不受重視、交流深度不足等，以致無法達成國際教育目標。 

本文研究旨在探究國際交流方式推動國際教育的課程設計，期能提供未來

實施國際教育 2.0 學校進行國際教育課程規劃的課程設計參考。研究者以國際教

育交流典範小學為例，採個案研究，以文件分析方式檢視該校國際教育課程內

涵。研究結果發現該校課程設計具有兩項特色：（一）建構全校實踐國際交流專

案之國際教育校本課程；（二） 課程發展與教學與國際交流兩軌靈活彈性互用

的校本國際教育課程內涵。本研究進一步萃取該小學「課程活動化」與「活動

課程化」概念之課程設計策略，可為國際教育 2.0 推動策略之參考。 

 

關鍵字：課程設計、國際教育、國際交流、中小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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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Design in One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wan  

Tsui-Ling Wu 

This case study discussed on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design model, with an illustrative 

analysis of an honor-awarded elementary school for its excellence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in Taiwan. This research was conducted with the use of document analysis. This result found that two 

significant features were identified in its curriculum design. First, this school created a school-base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the spirits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sign and the goals of 

“White Paper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1.0”, characterized by its 

integrating global PBL exchange projects into the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of all levels and at full 

scale. In this way, all the students could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learning easily in daily context. 

Secondly, on one hand, it took advantage of interdisciplinary curriculum teaching and learning to 

deepen the depth of students’ learning on global PBL projects, further to enrich and improve thei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knowledge, skills, and attitude. On the other hand, these global PBL exchange 

projects added substantial incentive to motivate students to do further inquiry or investigate on 

international issues to add authenticity to students’ learning. In conclusion,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interchangeable applications of both curriculum inte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trategies could 

serve as the reference for those schools interested in future implementing curriculum design of “White 

Paper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2.0”.  

 

 

Key words：curriculum desig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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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 

21 世紀全球化的來臨，教育國際化已為各國政府大力推動的教育政策。教

育部於民國 109 年頒布「中小學國際教育 2.0 版」（簡稱國際教育 2.0），以「培

養世界公民」的人才培育以結合中小學課程與國際教育課程的課程實踐，進行

融入課程教學或跨領域統整教學，以能涵養出學生具備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的

核心素養（教育部中小學教育國際化專案辦公室，2020）。 

國際教育的推動需要落實到課程教學。在 108 新課綱的課程的校訂彈性學

習課程即為特色之一。校訂彈性學習課程讓各校有時數可以訂定跨領域、多元、

生活化的彈性學習課程以形塑學校願景（教育部，2014）。在國際教育 2.0 中，

透過國際交流納入學校本位國際教育校本課程則為推動國際教育重要的行動方

案。 

然而，國際教育課程設計更是有別於一般科目。在 108 新課綱各領域科目

都有具體的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各科目有豐富的教科書與課程活動設計範例

可供各校課程設計的參考。雖國際教育 2.0 提供國際教育議題融入實質內涵，但

如何轉化實質內涵融入到各領域或訂定國際教育彈性學習課程，尤其是符合國

際教育 2.0 的範例更無示例可供各校參考。因此，本研究企圖從國際教育 1.0 典

範學校中，進行課程解構與再建構的歷程，期望建立國際教育校本課程的範例，

以供推動國際教育校本課程的參考，此即為本研究的動機。 

教育目標的達成有賴學校課程實踐。國際教育課程設計必須考量目標需

求，以能創造適當學習歷程機會使學生產生預期之知識經驗。因此，本文研究

目的以分析國際教育典範個案學校採取國際交流方式推動國際教育的課程設

計，期能提供學校進行國際教育課程規劃的設計參考。 

貳、中小學學校本位國際教育的推動策略 

在「培養世界公民」的人才培育目標上，國際教育 2.0 以「精進學校本位國

際教育」做為推動策略，分別為方案一「課程發展與教學」、方案二「國際交流」

與方案三「學校國際化發展」等三方面供學校推動參考（教育部中小學教育國

際化專案辦公室，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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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教育為 108 新課綱的議題之一。根據國家研究院（2020）編訂的《議

題融入說明手冊》，乃依據國際教育目標與其意涵，訂定中小學「國際教育議題

實質內涵」並依據四個內涵轉化為四個主題做為課程融入或學校本位課程運用

（教育部中小學教育國際化專案辦公室，2020）。每個學習主題下再對應出 3 個

實質內涵，共計 12 項以供中小學發展議題課程的參考依據，學校在議題實質內

涵引導下，學生可從學校課程所有領域/科目學習或校本特色活動中，多元參與

互動逐步獲得應有之國際教育經驗、知識、技能與態度（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

及教學研究中心，2020）。 

國際教育 2.0 中的國際交流模式可多元進行，內容具彈性。依據 2020 年所

修訂的「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國際教育經費作業要點」，其中參與

國際網路交流計畫範圍可含如 iEARN（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Resource 

Network）或 CCOC（Connecting Classrooms Online Community）等國際專案活

動等。學校可依學校現況、網站交流進行機制與功能、國際語言別、交流對象

等因素，選擇可靈活應用模式進行教學。因此，本研究根據國際教育典範個案

學校的國際教育校本課程設計示例進行剖析，分析其校本課程的規劃設計，與

課程發展與教學的連結，期望可作為國際教育校本課程設計的建議，以供後續

學校執行國際教育國際交流課程的參考。 

參、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研究以我國中小學國際教育政策內涵以及學校執行挑戰問題做為論述起

點；續選擇國際教育典範學校之個案，進行課程發展與國際交流之剖析，分析

之結果期望作為「國際教育校本課程」之示範模式，以供國際教育 2.0 各校執行

國際教育培育全球公民目標之參考。 

研究方法採個案研究。個案對象為 SIEP 國際交流典範學校，實施成果曾榮

獲教育部「全國教學卓越銀質獎」。該校嘗試多種國際教育課程平台，並開始將

國際教育融入課程，並自 100 學年度起以「專案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簡稱 PBL）模組來推動國際教育校本課程。經過三年校本課程的實施，不斷檢

討、省思、重構課程再精進後，訂定學校全年級的國際教育校本課程。研究對

象個案有豐富的校本課程發展歷程，對國際交流活動落實到校本課程，實可作

為推動國際教育 2.0 結合方案一與方案二的具體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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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蒐集 105 年國際教育學校本位課程模組手冊中個案學校的資料，並

分析個案學校 106 學年度「學校本位國際教育（School-based International 

Project，簡稱 SIEP）計畫書」以瞭解個案學校的校本課程架構與內涵。並透過

半結構訪談法，訪談個案學校校本國際教育課程訂定與教學的校長、專責組長

與授課教師，以瞭解校本課程發展與國際交流課程教學的相關連結，以作為後

續分析與建議的依據。經文獻探討後擬定訪談大綱初稿再經專家進行專家效度

後，據以進行訪談。訪談前先透過電子信件與電話，取得受訪者的同意後，約

定線上視訊訪談時間或前往該校進行訪談。訪問時程在兩個月內完成。訪談過

程先取得受訪者的同意，採取錄音方式，待訪談後在進行訪談內容轉譯為逐字

稿後，進行逐字稿的分析，分析先經重點概念萃取訪談重點，再依據概念重點

加以分類，以利分析整理。 

本研究蒐集的資料包括個案學校 SIEP 計畫書、學校本位課程模組手冊、訪

談記錄等。為便於分析資料的呈現與引用，本研究訪談與文本的編碼格式如表 1

所示。編碼代號如 SI-17-1 代表資料引用自個案學校 SIEP 計畫書第 17 頁第 1 筆

資料；編碼代號為 IA-13-3 代表資料引用自訪談 A 教師，訪談逐字稿第 13 頁第

3 筆紀錄。 

表 1 文件與訪談資料編碼表 

資料類別 簡稱 資料類別 簡稱 資料類別 簡稱 

SIEP 計畫書 SI 訪談校長 IP 訪談教師 B IB 

學校本位模組手冊 SB 訪談組長 ID 
訪談教師 C IC 

訪談教師 A IA 

 

肆、個案學校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課程分析與討論 

個案學校六年級每年級 2 班，全校共 12 班，學生約 320 人，教師 20 位的

小校。國際教育校本課程全部在各班級中實踐。本文經文本資料分析發現，個

案學校的校本國際教育課程具有以下特點，分別說明如下： 

（一）建構全校實踐國際交流專案之國際教育校本課程 

1.以三個課程主軸設計各年級跨領域科目之國際交流主題課程 

個案學校自民國 97 年將國際教育納入校本課程發展必要元素，並於 99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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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逐年申請相關計畫及多方資源，累積校本課程實踐作為與成果。如課程模

組文件 （SB-72-1）中的校本課程架構中，由原本三軸減至人文關懷與環境生態

兩個主軸，依據學習三個階段，每個階段兩個國際交流的主題課程。後經多年

課程滾動再修正三次自民國 102 年起校本國際教育課程發展成熟以「人文關懷、

環境生態、健康生活」三大校本課程主題，與三個學習階段共九個國際交流主

題課程如文件（SI-24-1）所示。 

 
 

資料來源：SI-24-1 資料來源：SB-72-1 

2.國際教育目標與國際交流主題課程內容的對應分析 

根據國際教育的目標個案學校進行轉化為具體的指標以對應校本重點推動

年度指標與對應的國際交流課程。以全球競合力的目標為例，個案學校考量學

校動能就三個具體指標內涵，安排對應五個年度推動的重點如（SI-17-1）中「瞭

解國際間競爭與合作實際運作情形」為 106 年度推動的指標。學校再根據推動

指標，訂定具體可達成的操作型定義，以作為教師課程設計與融入課程的依據。

如 SI-19-1 的資料所示，以 106 學年度「瞭解國際間競爭與合作實際運作情形」，

其具體的操作型定義為 3-1-1 能認識國際交流平台、3-1-2 能樂於參與國際交流

活動（上平台分享作品、合作壁畫、寄送明信片）、3-1-3 能與友伴學校進行分享

與壁畫交流或明信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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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SI-17-1 資料來源：SI-19-1 

根據國際教育的目標、學校校本課程的推動指標、及對應的操作型定義，

授課教師進行課程活動的設計。以校本課程人文關懷軸向低年級的 Holiday Card 

Exchange 國際專題課程為例，教師將該國際專案融入課程中。課程的規劃以「歡

喜過年」的生活情境導入課程，規劃年獸來了、過年習俗、及貼春聯寄賀卡等

三個學習活動。貼春聯寄賀卡的活動融入國際交流的專題 Holiday Card 

Exchange，讓學生從製作賀卡、上國際交流平台、參與國際分享賀卡的活動，並

從賀卡的回饋中，感受國際交流分享的學習經驗。讓低年級學生從參與、體驗

國際交流的活動過程中達成 3-1 的校本重點指標（SI-27-1） 

 

資料來源：SI-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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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案學校課程設計為多元溝通共同努力建構產生校本國際教育課程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以學校為課程發展基地，循序漸進重視參與、分享到

共享過程形成校本位課程（黃光雄、蔡清田，2015；鄭淵全、陳殷哲，2016）。

個案學校專責國際教育課程推動的國際教育組組長，分享三大主軸產生由來，

具體呈現校本課程精神： 

99 學年度……率先設立專責國際教育相關業務之教務處國際教育

組。……嘗試多方參與各個國際教育課程平台，例如，英國文化協會

發起……SchoolsOnline 和 iEARN（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Resource Network）等（SB-62-1） 

100學年度我們就決定以這三大主軸…我們有…團隊會議，包含校長、

三位主任、學年代表……人數就佔 1/2、老師、……國際教育組組長及

教學組。（ID-1-1） 

4.課程設計採國際專案主題課程深化國際交流內涵 

國際交流課程的設計，乃經過教師不斷進行課程實踐與修正後才選擇適當

的國際專案主題課程，並進行橫向呼應三大主軸校本課程。個案學校積極參與

國際合作友伴，以利建立國際交流對象與取得豐富支援。 

99 學年時，先在英國文化協會網站……中獲取世界各國熱心推動國際

教育的學校資料……加入 iEARN 學會成為團體會員，嘗試先由二年級

兩班學生分別從 Holiday Card Exchange卡片交換專案和 Teddy Bear 

泰迪熊專案開始推動國際教育。（SB-64-1） 

由於 iEARN 有豐富穩定的國際交流對象與豐富的專案計畫種類，個案學校

教師根據學生學習的情形選擇適合的國際教育主題課程，並得以與學校校本課

程三大主軸相結合。 

因為 iEARN平台專案更能確實掌握交流夥伴為何……（SB-64-2） 

iEARN平台上的專案計畫多達上百個，礙於……國小學生的英文及認知

能力有限，國際教育組便……依據校本課程三大主軸……逐一條列整

理出適合小學階段學生參與的專案計畫，以做為全校老師……選用專

案時之參考。（SB-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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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課程的設計兼顧橫向校本主軸與縱向學習階段間的統整 

執行教師訪談資料顯現，各年段跨領域/科目教師們經過課程討論、參與分

享與共享教學知能，自主分別依據上述三大主軸，可縱向串聯由低年級往上至

中年級和高年級年段，設計出各年段成長能力所及的課程教學設計內容 

我將所有的專案歸納成為三大組……老師就可以根據專案特色與課程

進行融入……比如說五年級老師想做 Solution for hunger 專案，本

來我覺得太難。 但五年級老師們認為……是可以實行的。（ID-1-3） 

而行政教師與不同年段教師們溝通合作討論，依據學生不同能力而做專案

選擇與課程融入： 

老實說是（剛開始課程）時間非常的趕與挑戰。後來改為各年級統一

只是深度不同，在實際課程操作面是變得容易許多。……時間拉長，

比較從容，有時間去規劃我們要做什麼，上什麼課程，……各個活動

可以融入到我們既有的課程裡面，加深一點或是加多一點給孩子們的

面向。（IA-1-4） 

（二） 課程發展與教學與國際交流兩軌靈活彈性互用的校本國際教育課程內涵 

課程意義在不同的時空發展背景、社會概念或研究者立場，進而衍伸出多

元課程取向與定義，如「課程即學科或教材」、「課程即目標」、「課程即計畫」

或是「課程即經驗」等趨勢。「課程即經驗」取向的觀點泛指學生在學校內所獲

得的經驗，其課程範圍之定義較寬鬆，可包含「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和

「潛在課程」，甚至其他指導或非指導的學生學習經驗（黃光雄、蔡清田，2015；

Tyler, 1949）。蔡清田（2016）指出以「課程即經驗」取向的課程設計教師應依

據學生心理發展、興趣與背景，預先評估以決定課程內容和結構，以建構學生

的學習經驗。以「課程即經驗」意涵來檢視個案學校在「課程發展與教學」與

「國際交流」兩方案策略，呈現靈活彈性兩方案優勢之課程設計特色。以下以

個案學校的課程設計作法，以供作典範學習。 

1.校本國際交流專案活動融入一般課程教學，創造且豐富有利國際學習之學習內

容與情境 

以個案學校在 106 學年上學期在五年級上學期實施的藝術壁畫交流專案

（Art Mile Murals Exchange）為例，透過與日本交流班級共同創作一幅共同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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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藝術壁畫創作過程，因有真實情境的任務（找出雙方在地文化共同主題並完

成壁畫），過程中使用視訊進行溝通、討論，讓兩校學生直接面對面，相互分享

彩繪壁畫的經驗與過程，進一步達到國際交流的實質效能。個案學校五年級教

師將此壁畫交換任務融入綜合、社會、語文與藝文等領域課程教學，課程設計

出五個活動，SI-67-72 資料呈現為（1）尊重心關懷情：介紹各國文化；（2）探

尋台灣原住民；（3）當台灣遇上日本分組自我介紹、分組介紹文化交流主題；（4）

歡樂節慶（製作鄒族頭飾及服飾、教唱跳高山青；（5）壁畫情:交流壁畫。 

2. 國際教育議題融入課程教學有助支持國際交流所需之先備知識及技能培養 

個案學校五年級所實施的藝術壁畫交流課程學習，學生透過正式課程深度

探究自我文化及日本文化建構出自我的知識理解，並能促進交流雙方討論的共

同話題中深度交流程度，提供學生充分的課程融入支援國際交流所需的先備知

識準備。全體五年級學生經過全校性課程融入教學過程，完成如 SI-19-3 在全球

競合力的學習表現能力：3-1-2 能樂於參與國際交流活動（如合作壁畫）、3-1-2 能

與友伴學校進行平台分享與壁畫交流等具體指標。 

學生完成藝術壁畫交流課程後，部分學生後續參加出國赴日訪問交流的「小

小外交官」交流活動。學校以「活動課程化」理念及深化學習內涵為課程設計

理念，發展交流前置課程（如交流前學習內容安排、技能學習或情意理解詮釋）、

交流期間課程與交流後之學習評量（如交流成果發表與分享或是多元學習評

量），使得小小外交官的國際交流活動內涵能聚焦在具有增進交流雙方教育國際

化課程理念的價值選擇，同時也讓個案學校的國際交流專案精益求精。 

本研究從個案學校的壁畫交流專案的分析中，可歸納以國際交流活動為起

點、課程融入為支援所共構成而成「活動課程化」的課程設計架構圖（如圖一）。

國際交流活動需能評估交流意義價值、選擇合適交流對象以達成預期交流目

標。在確認雙方交流活動內涵及學習任務後，安排交流期程與後續執行，待整

個交流活動結束，需確認檢視學生學習是否達成國際教育目標。課程融入的課

程設計支援國際交流活動的執行品質，根據活動目標轉化為課程學習目標、據

此規劃安排有關領域/科目之融入教學，以能讓課程內容能深化促進國際教育議

題深度學習與探究，能聚焦於經驗學習歷程之教學引導。待交流活動結束後，

實施學生交流活動評量與回饋、引導學生國際教育後設認知的省思與分享，並

進行交流活動學習內容與改進。易言之，兩者之結合實踐了「活動課程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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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理念。 

 

圖一、「國際交流活動課程化」課程設計架構圖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呈現一個國民小學國際教育交流典範學校課程設計個案分析，分析

結果發現個案學校典範內涵在於（一）建構全校實踐國際交流專案之國際教育

校本課程和（二） 課程發展與教學與國際交流兩軌靈活彈性互用的校本國際教

育課程內涵。分析具體作為包含 1.以三個課程主軸設計各年級跨領域科目之國

際交流主題課程、2.國際教育目標與國際交流主題課程內容的對應度高、3.學校

課程設計為多元溝通共同努力建構產生校本國際教育課程、4.課程設計採國際專

案主題課程深化國際交流內涵 5.課程兼顧橫向校本主軸與縱向學習階段間的統

整、6.校本國際交流專案活動融入一般課程教學，創造且豐富有利國際學習之學

習內容與情境、以及 7.國際教育議題融入課程教學有助支持國際交流所需之先

備知識及技能培養。 

時值國際教育 2.0 蓄勢待發之際，個案學校將國際教育列入校本課程融入到

各年級的發展模式與國際交流的課程設計內涵可提供各校發展國際教育校本課

程與國際交流課程設計之參考。個案學校歷經多年滾動修正之推動歷程經驗與

全校教師間之課程協同合作更是值得借鏡。後續建議仍可持續針對國際教育成

功案例進行分析研究，並結合相關教學理論，以提供建構國際教育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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