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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篇】十九項議題 

 

4.19 國際教育 

4.19.1 基本理念 

為符應國際趨勢，並為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培養學生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的核心素養，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以下簡稱國際教育

2.0）中提出「接軌國際、鏈結全球」的願景，期達成「培育全球公民、促進教育國際化及拓

展全球交流」的目標，匯聚社會各界的信念與行動，引領中小學教育開啟國際化新頁。 

4.19.2 學習目標 

 養成參與國際活動的知能。 

 激發跨文化的觀察力與反思力。 

 發展國家主體的國際意識與責任感。 

4.19.3 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整體說明 

    實質內涵係依據國際教育 2.0 所揭示之培育全球公民目標的四大意涵而建構，即以「彰

顯國家價值」、「尊重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強化國際移動力」與「善盡全球公民責任」等

作為核心素養面向，統合素養的要素，並考量不同階段學生的認知發展進程，研發相對應的

核心素養內涵，之後再據其編修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提供各級學校推動學校本位國際教

育之依據，其與總綱核心素養之關係可參考附錄 8.5。因此，國際教育的學習主題包含：「彰

顯國家價值」、「尊重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強化國際移動力」及「善盡全球公民責任」。四

大學習主題說明如下： 

• 彰顯國家價值：能瞭解自己國家在世界脈絡中的特色、曾經做出何種貢獻、國際競爭實

力為何，以及國際表現評價等，從而建立對自己文化的自尊與自信。 

• 尊重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能體認國際文化的多樣性，從瞭解、尊重到欣賞世界不同文

化的價值，並進一步將支持世界和平的理念付諸實際行動。 

• 強化國際移動力：能體認國際能力養成的重要性，特別是外語能力、探究及批判能力 、 

運用資訊科技能力及跨文化溝通能力，從而付諸行動，致力於終身學習。 

• 善盡全球公民責任：能認識並尊重世界基本人權與道德責任，體會國際弱勢者的現象與

處境，了解全球永續發展之理念，並落實於日常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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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教育階段說明 

    以下表 4.19.1表格的左欄，即「議題學習主題」；而表格的中間，希望學習者能逐步隨教

育階段而擴展，因此規劃不同教育階段（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級中等學校）相應的議題

實質內涵。 

國小階段強調由自我感知與經驗出發的學習，主軸在於認識、覺察與建立方法。國中階

段關切社會關聯與議題，主軸在於理解脈絡與歷程、培養尊重差異的情懷，並運用多樣的探

究方法與技巧。高中階段強調批判性思考實際生活情境與事件、主動關懷差異導致的不公義

事件並發展行動策略。各階段所羅列之實質內涵為階段基準，學校可依據個別推動情形彈性

調整內容。 

表 4.19.1國際教育議題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議題 

學習主題 

議題實質內涵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彰顯國家

價值 

國 E1 了解我國與世界

其他國家的文化

特質。 

國 E2 發展具國際視野

的本土認同。 

國 E3 具備表達我國本

土文化特色的能

力。 

國 J1 理解我國發展和

全球之關聯性。 

國 J2 發展國際視野的

國家意識。 

國 J3 展現認同我國國

家價值的行動。 

國 U1 從歷史脈絡中理

解我國在國際社

會的角色與處

境。 

國 U2 肯認自己對國家

的責任。 

國 U3 參與我國永續發

展的行動。 

尊重多元 

文化與 

國際理解 

國 E4 了解國際文化的

多樣性。 

國 E5 發展學習不同文

化的意願。 

國 E6 區辨衝突與和平

的特質。 

國 J4 認識跨文化與全

球競合的現象。 

國 J5 尊重與欣賞世界

不同文化的價

值。 

國 J6 評估衝突的情境

並提出解決方

案。 

國 U4 分析我國在全球

競合關係中的地

位。 

國 U5 肯認跨文化反思

的重要性。 

國 U6 提出維護世界和

平的行動方案並

落實於日常生活

中。 

強化國際

移動力 

國 E7 認識各種國際能

力。 

國 J7 了解跨語言與探

究學習的重要內

國 U7 理解跨語言與探

究學習的多元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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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篇】十九項議題 

 

議題 

學習主題 

議題實質內涵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國 E8 體認國際能力養

成的重要性。 

國 E9 運用多元方式參

與學校的國際文

化活動。 

涵。 

國 J8 覺察外語與探究

學習對國際能力

養成的重要性。 

國 J9 運用跨文化溝通

技巧參與國際交

流。 

徑。 

國 U8 反思自我國際能

力的學習歷程與

成果。 

國 U9 具備跨文化溝通

與國際合作的能

力。 

善盡全球

公民責任 

國 E10 認識世界基本

人權與道德責

任。 

國 E11 體會國際弱勢

者的現象與處

境。 

國 E12 觀察生活中的

全球議題，並

構思生活行動

策略。 

國 J10 了解全球永續發

展之理念。 

國 J11 尊重與維護不同

文化群體的人權

與尊嚴。 

國 J12 探索全球議題，

並構思永續發

展的在地行動

方案。 

國 U10 辨識全球永續

發展的行動策

略。 

國 U11 體認全球生命

共同體相互依

存的重要性。 

國 U12 發展解決全球

議題方案與評

價行動的能力。 

 融入領域/科目的說明 

• 建議融入之領域/科目：國際教育為十二年國教總綱核心素養的重要內涵，宜以不同程度

與各種策略融入所有領域/科目。 

• 融入原則說明：依據各教育階段的課程需求，逐步研發相關課程、教材及教學模式，鼓

勵學校教師將國際議題、外語及文化學習等融入課程，達成培育具備彰顯國家價值、尊

重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國際移動力與全球公民責任感的國際化人才的目標。 

• 例舉 

（1） 融入領域課程：將國際教育議題融入正式課程，包含單一學科融入或跨學科統整模

式。例如：社會領域探討「社會制度」的單元，可基於聯合國永續目標 16公平、

正義與和平的社會制度，融入跨國與全球脈絡的視角探討不同的國際案例，進而發

展行動取向的國際教育課程。 

（2） 學校本位課程：中小學依據學校願景與特色發展國際教育學校本位特色課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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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學習課程，以國際教育議題為課程核心，統整相關領域的學習。以專題、議題

探究、實作／實驗課程或探索體驗，強化學生國際素養的知能整合與生活應用。例

如：學校以永續餐桌作為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課程，統整英文、社會、自然與綜合的

領域學習探究，在全球脈絡下理解糧食議題，藉由課堂中的對國際合作理想現實的

反思，促成學生糧食永續的倡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