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匱乏循環對於出國交換學習形成的挑戰與協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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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究經濟不利與少數文化大學生在大學階段出國修習學分的意願、參與出

國交換過程中的考慮因素、挑戰、以及所需的幫助，深入分析探討除了經濟財務考量

外，還有哪些因素影響經濟不利與文化少數大學生參與全球移動學習的理解與規劃，

並邀請其從學生角度對政府端與大學端可以協助的方向提出建議。 

一、出國交換學習的意願、挑戰、與潛在影響因素 

（一）意願：出國交換學習是夢想 

無法或未曾參與出國交換的大專生，絕大部分仍然有相當高的出國交換的意願、

甚至是他們的夢想。但許多都受限於家庭經濟環境，若非直接放棄了解國際交換的可

能性，就是開始嘗試了解後、卻自認為在財務和課業上都還沒準備好、不確定出國效

益有多少，而最後決定放棄嘗試準備參與國際學習，夢想因而變得遙不可及。 

（二）挑戰與潛在因素：匱乏循環、渴求穩定 

綜整分析經濟弱勢或文化少數大學生出國交換所面臨的挑戰，大概可以區隔為：

匱乏循環及渴求穩定等兩大層面。 

1. 經濟匱乏、時間匱乏與資訊匱乏形成的惡性循環 

彙整分析經濟不利同學難以參與國際學習的挑戰，雖然經濟是主要的原因，但是

並非唯一原因。這些同學雖然全部都可以申請學雜費減免、輔以學生貸款，部分學校

也積極提供校內工讀機會。但為了降低借貸比率、支應家人所需開銷、以及預留自己

未來準備，大部分同學仍然必須同時兼好幾份工作。如果所就讀學校校園內工讀機會

較為充裕，同學便得以較低的時間與勞力成本賺取足夠生活費；但有更多同學是必須

在校園外從事較為勞務性的打工，因為門檻較低且時薪較高，但因工時較長、體力耗

費較高，可以投注在蒐集與準備出國交換學習的資訊與心力自然變得很少。 

在運用課餘時間打工並課程的情況下，評估、蒐集出國交換所需的資訊、以及準

備參與國際學習的心力也會變少，更何況要提升外語能力到可以申請交換學校，通過



一定程度的外語能力檢定考試，都需要投注相當心力準備。因此，即便許多經濟不力

學生努力維持優異學業成績與外語能力可以申請獎學金出國交換，如何擠出自己的資

源以提供確保家人在交換期間所需基本經濟，也是他們必須預作的打算，更是造成他

們難以申請出國交換的挑戰。 

而國際學習交換資訊，主要來自兩個層面：1. 學校提供的國際學習資訊或管道太

少，以至於學生無法獲得資訊；2.學校雖然提供許多訊息，但多是制式化針對出國交

換一般性訊息，對於經濟不利與文化少數同學所另外需要的特殊獎學金、額外的協助

資訊並不充分，促使這些同學無法評估規劃國際學習可能性。 

這些因為經濟匱乏所連帶衍生的時間匱乏與資訊匱乏，使得這些有意願但無從開

始的學生，不得不放棄跨國學習的機會，雖然許多國際文獻指出：參與國際學習的大

學生多來自高社經家庭背景學學生，大學時期出國交換經歷在相當程度上對求職機會

有一定的幫助。相較於此，無法參與出國交換的學生，也較難從跨國界學習的過程中

獲得潛在效益。 

2. 渴求盡早自立穩定 

未參與出國交換的大學生，因為原生家庭經濟匱乏，即便符合學雜費減免或運用

學貸完成大學學歷，社會福利也提供家人基本生活保障，然而，這些基本協助與保障，

在面對經濟與學業門檻較高的國際高等教育時，顯得相當侷促。即便學生嘗試準備，

也有許多同學對於因為出國交換可能必須延後畢業所付出的機會成本感到遲疑。除了

因為他們經常並非就讀市場熱門領域之外，也有不少同學是就讀技職體系後插班到大

學，因此年紀已較同級年長，對於延畢進入就業市場的年齡更感不安。 

外加原生家庭長期經濟匱乏所造成的生活顛簸，即便無需照顧原生家庭的學生、

父母關心壓力也讓他們對出國延畢考慮再三，思考大學畢業進途時，多希望盡早進入

經濟安全與穩定的狀態，早日還清貸款，照顧家庭；而非再去面對申請國際學習過程

中必須面臨諸多申請國外學校、投注大量準備的時間金錢、找尋國外住宿、課業與生

活適應、延畢、以及較晚進入職場等諸多不確定性因素。參與國際學習對他們來說，

不僅是一個遙遠到無法觸及的夢想、國際學習可以承諾的幫助，也模糊到無法強化他

們的參與動機。 



因此，選擇出國交換這類需要投入大量時間資源、卻又無法保證立即就業成效的

選項，經常讓他們不是猶疑不決、就是把此選項往後遞延，甚至延伸到研究所時期，

藉由結合專業學習與出國交換、以強化國際學習的正當性與說服力。 

二、協助弱勢大專生出國學習的四項措施 

（一）視國際學習為高等教育重要學習內涵 

國際學習作為大學階段學習內涵的一種，有其根本的教育功能，雖然未必每位大

學生都希望在大學階段赴國外參與國際學習，然而從準備蒐集資訊、規劃赴國外時程、

面對不確定性的心理準備，到在國外面對各種生活與文化適應的挑戰，都有許多層面

的教育意義。 

因此建議政策上重新省視國際學習，以更積極的態度來面對；將校內階段準備國

際學習到完成國際學習視為一種跨界移動訓練過程的內涵，而不是僅評估學生在校內

準備國際學習的學業與外語成績，來決定是否讓學生跨出國界，讓每個有意願的大學

生、特別是經濟弱勢與文化少數學生，都有機會認識了解準備並參與國際學習，整合

國際學習對於其專業與個人發展的幫助。 

（二）於系所新生校園導覽或正式課程中納入國際學習的機會 

列為大學各系所大一新生介紹課程之一，提升新生對於國際學習的認識、理解、

規劃、與執行能力、以及國際學習對於各自專業領域的重要性。特別就經濟弱勢或少

數族群同學，提供額外的彈性線上諮詢管道，鼓勵他們可以在保有隱私提出關於跨文

化學習適應、學期時間安排、財務規劃、社會福利對於家庭支持的相關資訊，避免他

們受限於原生家庭經濟因素，限制了未來可能性。 

（三）拔尖與扶弱／甄選與輔導的國際學習制度並行 

目前主要都是以學業成績、外語檢定成績作為甄選參與國際學習的標準，即便這

些標準可能因各校而異，但建議可以另外發展積極輔導的方案、甚至是一門課程，鼓

勵弱勢學生盡早開始準備，納入整合外語學習、蒐集國外學校與課程資訊、財務規劃、

使其成為一進入大學就開始規畫執行的學習過程，目標是在大學畢業前完成出國交換

學習的目標。 



（四）同時提供獎學金與勵學金、升級「以學代工」的配套 

當前鼓勵學生出國進行學習的獎學金，都是評選出表現較佳的學生鼓勵他們赴國

外修學分。但是針對弱勢或文化少數學生，在長久以來學習環境不利、進入大學後又

因經濟侷限必須花很多時間打工，更難以將時間花在進行國際學習準備。 

建議主政部門：除了鼓勵優秀學生，也可以評估升級目前「以學代工」的相關配

套，另外設置各種為國際學習的努力與進步的學習計畫與支持體系，以提供勵學金方

式，除了解決經濟弱勢與文化少數學生的財務窘困，同時實質強化他們參與國際學習

所需具備的學業與外語能力，鼓勵促成他們參與跨界國際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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