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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談國際教育課程規劃之前，大家一定會有一個疑問，為什麼要推國際教
育？它又不是正式課程，在目前如此工作量煩重的教育現場，再增加一個國際
教育課程，是否適合。個人認為，國際教育是是讓孩子打開世界的一把鑰匙。
尤其是目前臺灣在國際受孤立的狀況，唯有讓孩子具有國際觀，才能走出去，
獲得國際上最新與最完整的資訊。

　　臺南市崇明國小身為臺南市英語教育資源中心及國際教育中心，很早就開
始推動國際教育的工作。從101年度起年年申請教育部SIEP計劃開始，101年
度的「Chongming Reaches the World」；102年度的「崇明文化跨國學習營」
、「國際志工樂活崇明園」及「崇明Elementary凌駕雲端探韓流」；103年度
的「崇明Elementary河川守護-日本國際環保科學營」；104年度的「精進崇
明 邁向國際—國際教育教師專業知能研習」，包含國際教育「學校國際化」、
「國際交流」、「教師專業成長」三軸，透過這些計劃的申請，讓參與師生臒
益良多，但並未能擴及全校師生。想要讓全校師生都能受惠，只能透過課程的
的學習才能做到。因此學校決定於105年度申請教育部SIEP計劃時，從「課程
發展與教學」著手，規劃校本國際教育課程，採漸進方式由中年級開始推動，
最後擴及全校的課程，希望能培養學生的國際素養。本人也在這個時間點加入
課程規劃團隊，開始協助規劃課程工作。

　　課程規劃的重點在於想讓小朋友學到什麼能力？要從哪些國家進行學習活
動？要使用什麼課程時段進行教學活動？經過大家集思廣意後，決定從學校新
移民家長較多的東協三國泰馬越為起點，逐年增加參與的年級及國家數，希望
三年內完成全校進行東協十國的課程規劃。而 105年度以「食」尚崇明泰馬越
為題申請教育部SIEP計劃，以中年級社會領域課程為基礎，結合語文領域、綜
合領域教材內容進行「跨學科的合作與統整」，將國際議題融入各領域教學中。
從學生生活「食」的了解與體驗探討「泰國、馬來西亞、越南」與我國的文化
異同，透過介紹台灣飲食文化特色及泰國、馬來西亞、越南等國常見的代表性
食物，逐漸開展學生的國際意識，培養學生對本土與國家的認同、關懷及世界
觀。進而培養學生的國際競合力。

　　在四年級學年教師的努力下，製作PTT教授學生泰馬越三國地理位置、文
化風俗、飲食習慣；請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分享自己國家的文化飲食特色；並進
行泰馬越傳統服飾試穿體驗及越南春捲製作試吃體驗，課後再次複習春捲製作
流程；最後教師再帶領學生以學習單記錄這些美麗的回憶。四年級教學群大多
認為這個課程很有意義，對小朋友幫助也很大。但是有四點批評：第一、課程
融入時間點不適切，各班都是應用綜合課或是正課教學，所以教學流程有些不
連貫；第二、課程設計走向偏難，節數不夠用，所以學年老師簡化課程教學，



適用於四年級學生；第三、學生體驗課程不夠多，希望下次能有更多的經費及
資源支援教學；第四、適逢學校擴大校慶，所以花費許多心力準備校慶，擠壓
到正課實施以及國際教育課程，以致於課程沒有全部實施完畢。

　　對於四年級教學群的建議，課程規劃團隊決定從延長課程架構的完成年限
(從三年改成六年)、從融入學科方式改成以綜合領域大單元課程方式進行教學
活動、減少一次給學生太多能力目標來因應。106年度再度以「食」尚崇明泰
馬越PARTⅡ為題申請教育部SIEP計劃，從綜合活動的單元主題出發，跨領域
統整中年級社會領域認識社區和家鄉環境，以及語文領域介紹各地人文風情的
單元內容，進行延伸學習。透過比較各國飲食特色與地理、氣候、人文、宗教
的關係，以及對各國餐食禮儀的認識，來建立日常生活人際跨文化的理解和日
常生活人際跨文化互動的能力。重點強調跨文化的理解與互動能力培養。在課
程結構上分為初階課程（三年級）與進階課程(四年級)。初階課程著重觀察、
介紹、發表、探索的學習。而進階課程則著重比較、發表、模擬、體驗、創作
的學習。在申請教育部SIEP計劃的同時，也將這份課程參加國教署主辦的國際
教育融入中小學優良課程方案徵選，最終獲得優選的肯定。

　　在進行課程規劃的過程中，我也學習到很多觀念。但是最終還是要回到最
原始的初衷：推動國際教育的目的是什麼？不是為了展現許多花俏的成果，而
是讓學生學習到帶得走的國際素養；不必急於塞給學生許多能力，只要學生可
以踏實的一次學習到一種能力，慢慢累積自己的能力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