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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討國際與國內大學推動校園國際化措施，藉由諮詢訪談各大學國際事

務處與學生事務主管（如學務長或原民學生資源中心主任），了解各校校園內正在執

行相關的國際化方案，鼓勵不同學校分享推動其所認為的校園國際化最佳實務。 

研究主要以國外政策文本分析與半結構訪談為主，訪談對象為不同類型大學之

國際長與學務長。參與本研究諮詢訪談的大學，立意選擇邀請原住民學生與經濟弱

勢學生比率相對較高的公、私立大專校院，並盡量同時涵蓋綜合型與技職型，地域

分布盡可能包含臺灣東部、南、中部與北部。最後總計邀集到 18 所公私立大專校院，

其中：綜合型大學佔 10 所、技職校院佔 8 所；在公私立分布上：9 所公立大專校院

與 9所私立大專校院；受訪學校的地理分布為：2所東部（花東宜蘭）、4所北部（雙

北與桃竹苗）、6 所中部（中彰投雲嘉）、與 6 所南部（高屏南）。18 所大專校院參與

訪談之大學主管總計 29 位，包含 14 位國際事務相關主管與 15 位學務長/原民學生事

務主管參與諮詢訪談。 

綜整諮詢訪談結果發現：國內大學對於推動學生出國交換與建置校園國際化的

措施等，其實已投入相當多的資源與心力，許多政策作為也符應歐美趨勢。本文歸

納這些共同主題如下，隨後對照較少見於國內大學的國外推動策略，最後並彙整各

大學建議。 

一、國內大學專注投入的主要共同面向 

參與研究的大學國際事務主管，在提到其校內推動校園國際化相關策略時，有

其共同面向，但同時相較於歐美政府的政策施為，也有較少關注的面向，以下歸納

分別說明如下。 

（一）促進境外生與本地學生交流互動 

在談及校園國際化的推動策略時，參與者多數皆提到校內的境外學生輔導，以

及如何積極推動促進境外生與本地生的交流互動。無論是運用國際日（international 

day）、國際週或國際節（ international week、 international festival）、世界咖啡館

（World Cafe）、外語角（Foreign Language Corner）、全球午餐（global lunch）、文化



大使（cultural ambassador）、外籍學伴（i-body）等計畫，目的多以鼓勵強化校園內

境外生與校內學生互動交流為主。 

（二）強化校內外語學習資源與課程鼓勵外語學習 

英語課原本就是國內大部分大學通識課程重要選項之一，在討論到校園國際化

時，大多數國際長提及校內所提供的各類型外語學習資源與課程。雖然不確定校內

學生運用程度與學習興趣之多寡，不過強調校內的正式或非正式外語學習資源也是

參與本研究之主管們所高度注重的面向。 

（三）許多領域將學習課程整合入海外學習的機會 

參與研究訪談大學除了在校內國際處針對一般學生推動國際交換的計畫之外，

許多學校一些與國際產業市場緊密連結的學習領域如：外文、觀光餐飲、國際貿易、

航運；或是臺灣的強項領域如農畜業……等領域系所，也都積極規劃在學生四年學

習階段內，與國際姊妹校合作，納入海外學習課程或實習，使這些海外課程成為學

科重要學習內涵。 

（四）主動出擊宣傳國際交換學習的幫助 

隨著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之國際專章的政策鼓勵，許多大學主管也直言此為立

意良好的方向，並極力配合政策主動出擊，試圖積極提升國際交換學習的能見度至

校園各角落，也有少數私立大學主動以電子郵件聯繫具備文化少數或經濟弱勢身分

的學生，提供出國交換相關資訊。 

（五）私立綜合型大學教師投入輔導學生參與國際學習的機制更明顯 

比較國立大學與私立大學業務主管的訪談資料，可以發現私立大學雖然得到各

方獎勵補助的資源未必較多，但是在推動校園國際化的措施，支持鼓勵校內教職員

的機制與配套更為具體明確，更願意為教職員個別輔導學生參與國際交換所付出之

輔導與時間等提供認可。 

二、國內大學推動校園國際化較少涉及的面向 

雖然國內大學針對校園國際化已關注相當多面向，然而相對於前述歐美的政策

推行方向，仍有部分是國內較少涉及的面向。 



（一）特別發展經濟弱勢或文化少數族群學生參與國際學習機會 

參與研究之主管一致認同經濟弱勢或少數族群學生參與國際交換的重要性，也

有許多參與本研究主管多以個別力量協助輔導學生的工作。但是大學整體普遍做法

上，主要還是配合教育主管單位的政策（如教育部學海惜珠計畫或是高教深耕計畫

專款）為主，主要原因是國際處綜理全校國際交流業務，較難特別針對個別學生狀

況進行輔導。雖然許多學校也積極運用許多校內管道將參與國際交換的重要資訊提

供給文化少數族群或經濟弱勢學生，但是要真正解決這些學生的挑戰，則難靠校內

單一處室個別行動，因此也需要更多積極跨結構性跨部門介入，才有可能提升他們

參與國際交換學習的機會。 

（二）區域大學聯盟之國際合作 

國內目前也有數個大學自發性組成的大學聯盟，積極整合各自校內既有資源、

強化聯盟大學內教職員與學生的資源運用與交流，然而相較於歐盟「伊拉斯謨斯政

策」推動歐洲大學倡議積極促成偏遠、或是美國國務院的積極以政策鼓勵大學聯盟

協助社區大學參與國際化措施，國內大學聯盟在共同促進國際校園的合作上，似乎

也呈現較不一的發展。而這些聯盟內的國際合作卻是多位國際長認為應當積極努力

的面向。 

三、國內大學共同政策建議 

綜整參與研究主管的訪談內容，歸納出以下幾項共同重要的政策建議。 

（一）提升經費補助金額、彈性、與來源 

由於國內政府預算主計制度為一條鞭，經費補助多採取事後核銷，對於事前準

備即必須支出許多經費的國際交流，較難以相容。而對原本財務資源就較少的經濟

弱勢/文化少數學生，或是對推動國際交流/校園國際化經驗較少的大學，預支與核銷

彈性制度深深影響其參與機會，相較於歐美政府對於輔導弱勢族群學生在財務支柱

的彈性，我國如何在適度提高補助額度之際、同時放寬經費運用的彈性，才有可能

提升出國交換與校園國際化的意願與經費運用效率。此外，鼓勵各大學積極向校友、

企業募集國際交流相關資源成立獎補助經費也是必須的，特別是許多企業需要具國

際交流經驗之人才，與這些企業建立良好的培養國際化人才計畫，以拓展經費來源



與國際產學合作向度，都是國內各單位應持續鼓勵的方向。 

（二）政策引導強化鼓勵國內大學聯盟進行區域性校園國際化 

雖然不是所有大學都有提到的面向，然而其中幾位推動國際業務主管不約而同

提到：無論是針對招收境外生或是鼓勵經濟弱勢/文化少數學生出國交換的校園國際

化，由於各校推動經驗不一，校內弱勢學生人數與特性也不一，建議政策可以運用

化零為整，更積極引導區域性大學聯盟內學校針對校園國際化工作共同合作與分工，

各自發揮所長並整合資源，而這樣的建議也與歐盟推動「歐洲大學倡議（EUi）」的

政策建議不謀而合。 

（三）政府彈性友善的申請與補助程序 

無論是政府提供給大學、或是校內提供給教職員與經濟不利/文化少數學生的任

何積極性措施，仍然必須以使用者友善為出發點。即便只是補助性質，在申請的行

政程序及時程上，必須從受益者觀點來規劃，才有可能發揮真正的效益，特別是校

園國際化經驗較少的大學、或是經濟弱勢或文化少數學生，對於資訊掌握度、資源

了解與體制的信任程度，都遠低於一般大學生及其家庭，也經常迫於眼前生活與經

濟壓力，無法進行較長遠的教育投資，如果政府輔導學校或學生的行政與補助又過

於嚴苛，即便補助經費充裕，也難以真正發揮鼓勵支持的目的與效果。 

（四）強化文化少數族群學生所屬文化或課程之海外學習議題 

數所原住民學生比率較高的學校，若不是設有原民學院或原民學生專班，因此

在教學研究上也都整合原住民族文化復振的課程，因此建議相關主政各單位適當結

合國外大學原住民族復振相關議題（例如：紐西蘭、加拿大或日本原住民相關議題）、

或是原住民學生較常投入的領域課程（例如體育、健康、觀光），也是有效促成這些

文化少數學生參與國際交換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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