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持培育多元背景大學生全球移動力的策略 

—歐盟伊拉斯謨斯政策的啟示 

【教育制度與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陳昀萱】 

政府致力於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歷史相當悠久，從 2023 年開始，教育部《高等

教育深耕計畫》除透過國際化專章，積極鼓勵國內大學依據自我定位及發展特色，自

行擇定研提規劃策略及相關績效指標。《高教深耕計畫》也就國際移動關鍵能力中，建

議 5 項可以運用參考評估指標，其中第 2 項指標為：「建置完善之校內出國研修/實習

評選機制；對於經濟弱勢或文化不利學生應有特別之規劃措施」（教育部，2023）。然

而，對於經濟弱勢或文化不利學生應該如何發展特別之規劃措施？本文嘗試歸納摘錄

歐盟推動鼓勵多元背景青年學子出國交換學習的策略，作為國內主政單位與各大學參

考發展規劃符合在地脈絡相關措施的參考。 

壹、歐盟 Erasmus+ 政策及其影響力評估研究 

歐盟推動歐洲公民跨境移動學習政策歷史相當悠久，在其提出的高等教育國際化

政策報告更指出：高等教育國際化不應僅限於少數菁英學生與教師的國際移動，更應

該投注更多心力在教學課程與學習成果的國際化。師生出國移動必須成為國際化課程

的一部分，確保國際化是納入所有學生，而不是只有少數人受惠，因為國際化本身不

是目的、是用來提高品質的手段（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教育組，2015）。 

歐盟推動跨境移動學習最著名的兩項政策是伊拉斯謨斯（Erasmus+）和歐洲團結

聯盟（European Solidarity Corps），前項推動歐洲青年跨國移動交換學習、後者鼓勵公

民參與國際志願工作，兩者都是希望促進歐洲教育國際化。伊拉斯謨斯計劃在 2014 年

推動之初只接受歐洲大學生參與，但因執行成效獲肯定，階段性逐步昇級到最新版伊

拉斯謨斯世界計畫也接受世界各國大學生。依據 Erasmus+政策最新報告，在 2021 年

這項政策就贊助約 19,000 項方案、64 萬 9 千名參與者受惠（European Commission, 

2022）。目前最新ㄧ期的伊拉斯謨斯計畫推動期程為 2021-2027，此階段計畫的目標是：

更具包容性（inclusive）、更數位化（digital）、更環保（green），為各年齡段提供機會，

為各類型申請機構提供更多選擇（European Commission, 2023）。 

伊拉斯謨斯計畫只是歐盟眾多龐大多年的政策之一，如何確保這些眾多龐大長期

的跨國政策計畫順利進行、並了解這些計畫的影響力，除了有執行單位定期發布的執



行成果報告外，歐盟的共同研究中心（Joint Research Center）則扮演關鍵角色，

作為提供歐盟行政單位的政策科學和知識服務單位，歐盟共同研究中心的任務，

是透過歐盟政策研究及知識管理過程，協助歐盟政府各個部門得以循證決策並發

展策略（European Commission, 2020）。  

以歐盟青年移動力為主題為例，除了歐盟執行單位委託調查的執行報告指出：

參與伊拉斯謨斯計畫與學子的就業機會有正相關（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2019），歐盟共同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如 Schnepf and D`hombres（2019）以英國參

與伊拉斯謨斯學生為對象，進一步探究影響參與伊拉斯謨斯國際學習機會的因素，

除了參與者家庭背景因素外、還包括弱勢族群學生經常就讀的領域和學校較少辦

理國際學習的活動與機會。Di Pietro（2020）則分析比較義大利、德國與法國學

生資料指出：部分歐盟國家參與伊拉斯謨斯計畫的青年學生家庭背景社會差距極

大。這些研究成果除了提供伊拉斯謨斯政策執行單位了解該政策影響力，也呼籲

建議這些政府支持跨境國際學習的政策應該更具包容性（inclusive）。 

貳、歐盟推動 Erasmus+包容多樣性策略簡介 

為了確保歐盟所推動的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相關計畫，都可以確實關注到

來自各種背景學生的參與機會，歐盟發布了《伊拉斯謨斯與歐洲團結聯盟包容多

樣性策略執行方針》（Implementation Guideline Erasmus+ and European Solidarity 

Corps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Strategy）（European Commission, 2021；以下簡稱《包

容多樣性策略執行方針》），這項指導方針裡面除了說明規劃這項執行方針的三項

目的：1.起源於歐盟創立之初追求多元包容性的政治理想、2.現行社會脈絡的需

求、3.推動伊拉斯謨斯計畫執行報告建議，也進一步針對參與跨境學習機會的限

制提出分析與行動策略。 

一、執行方針的核心理念：從差異中學習 

各種於阻礙國際移動力的差異類型很多，有些類型的差異比其他類型更容易

辨識，前者如族群、宗教、文化和語言等，後者如：能力（缺陷）、教育水準、社

會背景、經濟狀況、健康、或不同成長地。這份執行方針的出發點，旨在尊重與

接受參與者多樣性，讓差異成為一種學習資源，而不是消極競爭與偏見的來源。

這也是伊拉斯謨斯計畫希望促成青年學子和參與機構在投入計畫過程中所應培



養具備的能力，運用多樣性讓這些計畫更為豐富，鼓勵來自不同生活背景的青年學子

共同合作學習，同時改善參與機會較少的青年學子所面臨的困境。 

二、理解造成差異的原因 

這項指導方針細緻檢視各種影響青年學子參與跨境學習計畫機會差異的因素，大

致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八大項。 

（一）身心障礙：因身心、智能或感官缺陷所造成的阻礙，必然會影響參與各種跨境

學習計畫的機會。 

（二）健康因素：急性、長期／慢性病、或其他妨礙身體心理健康相關情況，也會造

成學子參與國際移動學習的阻礙。 

（三）教育訓練限制：因為各種結構性或外在環境因素而中輟或較早離開學校體系、

缺乏技能的青年人，也會面臨無法參與學校提供的國外學習或實習的訓練機會。 

（四）文化差異：來自移民家庭、難民背景、少數族裔、手語使用者、或有語言適應

困難的青年學子，也會因為需要適應主流文化、較難參與這些主流社會推動的

計畫。 

（五）社會障礙：因為社交能力障礙、反社會人格、或高風險行為、更生人、酒精/藥

品濫用、或社會邊緣人等各種造成社會適應困難的因子，也會形成參與跨境學

習的障礙。其他類型的社會障礙也可能來自於家庭環境，例如第一代大學生、

單親、照顧者、負責家庭經濟者、孤兒等，也是潛在面臨社會障礙的族群。 

（六）經濟障礙：因為中低收家庭背景、需要提早離開學校經濟獨立、仰賴社會福利、

無家、負債等各類型財務挑戰，也會影響身處其中的個人參與出國學習計畫的

機會。 

（七）歧視：因為性別、年齡、種族、宗教、信仰、性取向、身心缺陷各種因素、或

交織形成的歧視問題，也形成造成出國學習的障礙。 

（八）地理障礙：住在偏遠地區、離島、都市邊陲這些交通或公共服務較少的區域，

也會影響到這些年輕人的參與機會。 

參、支持多元背景學生參與國際移動力的策略 



在仔細檢視各種造成差異的挑戰因素之後，歐盟也針對提出具體的行動策

略，鼓勵各國申請單位注意，確保推動青年學生移動利政策之際，可以充分涵納

各類型族群的學生。 

一、包容性和多樣性作為評估補助的重標準之一 

申請這兩項鼓勵青年學習與志願服務政策補助重要評估要件之一，就是包容

性和多樣性，積極整合納入這兩個要件的申請案可以被優先考慮補助。 

二、申請可親近性和使用者友善 

重視申請案件的計畫說明、申請程序、以及報告機制相關文件/表格是否清晰、

簡要與易讀，例如運用不同族群語言、使用者友善的多元文件格式、是否提供數

位資訊與支持數位學習環境，特別是對不同障礙類別的族群（如視障或無法使用

資訊設備者）。 

三、前置性參訪 

申請案的規劃執行者可能必須預先拜訪國外合作單位，商討學生交換或學習

的事宜，此時可以考慮邀請少數族群青年偕同前往，讓申請案更符合學生個別不

同需求。 

四、強化輔導 

針對機會較少的參與者，如果他們較難獨立或無法循一般程序申請參與出國

交換學習，計畫申請者可以在計畫內建立強化輔導的機制與過程。藉由更密切接

觸、花更多時間來輔導協助機會較少的潛在參與者，藉由手把手參與計畫相關活

動的支持，讓這些潛在參與者得以順利參與完成出國交換學習的任務。 

五、致力於財務支持 

幾項重要原則包括：1.針對機會較少參與者的特殊財務需求提供專門的協助，

這些強化輔導所需的成本、或個別化旅宿支出、額外語言文化課程經費需求，特

別也要注意避免讓這些族群必須預先墊付參與計畫的各種開銷。2.針對積極關注

包容來自不同類型學生族群的計畫提案單位，因主動觸及輔導較少機會學生所衍

生的成本與工作任務、也提供額外的財務支持。3.確保靈活易懂的財務支持、整



合其他國家級/歐盟層級財務補助的可能，讓來自各地多元群體青年學生，可以在跨出

國界參與國際學習時、預先或隨時獲得參與計畫需要的財務支援，減輕這些機會較少

參與者的財務壓力。4.最後，針對過去從未或較少辦理鼓勵青年交換學習的機構，也

簡化申請流程、降低申請門檻、鼓勵這些單位積極參與。 

六、微型易參與 

針對僅具小規模行政管理資源的組織，伊拉斯謨斯也提供彈性的補助額度、簡化

的行政與後續報告要求、較短的期程，希望藉此增加補助的機會、逐步強化參與的能

力。 

七、賦能取向 

伊拉斯謨斯計畫和歐洲團結聯盟支持參與者在不同人生階段都有機會可以參與

跨國學習的需求和機會，鼓勵申請單位促成參與者在不同人生階段逐步提升他們參與

國際學習能力和教育發展。 

八、計畫形態和跨境移動期程 

許多青年學子因為環境限制無法參與、或覺得尚未準備好可以參與一般規格的出

國學習機會，而短期和小規模的出國參訪方案，可能是這些潛在參與者跨出第一步的

機會，也可做為後續規劃更長期更大規模的出國學習計畫的墊腳石。此外，整合線上

交換學習計畫與短期密集的出國學習也是另一種可能。 

九、在地國際化 

藉由安排特定主題、在地方層級辦理邀請國際參與者共同投入的活動，也可以提

供較少參與機會的青年學子，就近與國際參與者一起互動的經驗、培養在地參與者的

自信，做為這些青年未來參與跨境學習的橋梁。 

十、善用線上交換以為輔助 

伊拉斯謨斯政策也支持線上跨文化交流提案，作為補充的選項。藉由共同主題，

線上交流得以連結不同地理區域的參與者，然而這些線上跨文化交流，除了作為支持

實體跨境移動學習的橋樑、準備與補充、而非完全取代實體的跨境學習。 

十一、支持外語學習 



外語能力經常被提及是參與出國交換學習計畫的阻礙之一，因此伊拉斯謨斯

政策也支持提供線上語言學習的計畫、或運用其他財務補助方式，強化支持機會

較少者的外語學習資源。 

肆、結語 

 歐盟源於其推動歐洲整合政治理念、當代社會發展趨勢、與全球移動政策執行評

估建議，確立了支持多元背景學生參與跨境學習的核心理念，藉由區隔分析各種造成

阻礙的差異因素，提出了涵納多元背景的策略，最後這項指導方針也指出各國執行單

位本身必須積極運用網絡共學，涵納多元、公平透明的評選機制、喚起公共意識並主

動觸及有需要者。而針對個別國家政府層級也提出一些積極參與的方向，對於我國發

展推動符合本土脈絡的政方式，支持多元背景學生參與國際移動學習，都具相當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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