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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校國際旅行交流活動談品格教育之研究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師　楊民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博士候選人　高曼婷

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教育部自2004年起開始推動「品德教育促進

方案」，現今第三期的目標著重於深化品德教育

推動之內涵，透過活動性課程的實施深化學生

的體驗、探索、反省與內化，善用潛在課程的原

理運用校內外資源的整合讓品德教育推展到生

活中實踐。品格教育宗旨在於培養學生具備知

善、好善與行善的多元知能（方鳳山、洪夢梓，

2013），由於像禮貌、善良等好的品格概念是抽

象的，教師應設計適當教學活動，讓學生實際體

驗這些內涵，來加深與內化於學生日常生活中

（邢小萍，2013）。「國際教育」旨在學生透過

教育國際化的活動與過程來達到了解國際社會，

進而發展出國際參與的態度（宋方珺、楊振昇，

2017）。王勝忠（2017）認為國際教育有三大面

向：文化學習、全球議題跟國際關聯，透過國與

國的交流之中，可以帶領學生跳脫既有的框架思

考。學生以本國的身分與他國交流，藉此形塑自

我，在本國與國際化的選擇間形成自我發展的

軌跡（Simon, 2014）。國際教育的核心精神是

「跨文化」，只有當教育人員和學生都親身體驗

過文化的衝擊，才能讓身分背景不盡相同的教育

人員及學生都能相互了解，以更為開放的態度接

受彼此的差異（黃冠勳，2014）。

自2001年起教育部會同臺灣觀光協會以及交

通部觀光局共同著手規劃推動臺灣高中職的國際

教育旅行。經兩年多的籌畫和宣導，成立「推動

國際教育旅行策略聯盟」，並擬定「推動高中高

職學生教育旅行策略」及「推動國際教育旅行倍

增計畫策略」等計畫，逐步建構策略機制與資訊

平台，全面鼓勵學生從事國際教育旅行。其中以

「國際教育旅行」參與校數最多，出訪國加以東

北亞鄰近的日、韓兩國為主。

國際教育旅行不是走馬看花的觀光行程而是

花一段時間深入探索某一個城市，並且和該城市

中的某校師生建立交流關係（林柏儀，2015）。

「體驗學習」是國際教育的主要模式，學校參訪

交流、傳統文化學習、生活文化體驗、環保體驗

課程、重大企業參訪、家庭接待體驗、國際NGO

組織參訪等，都包括在教育旅行的內容之中。由

於日本的對於傳統文化的保存良好、自然與公共

環境的維護、國民的高道德及優良的生活品質讓

學生印象深刻；家庭接待活動（Home stay）可

以和當地學生一起生活，最能夠體驗日本人的生

活起居，所以學生認為文化體驗學習最為深入；

學校參訪交流則是學生最重視項目，由於準備時

間最長，對於學生的文化衝擊也是最直接的，故

學生後續交流影響也最深遠（劉永順，2015）。

教育部（2012）為推動高中職國際交流，提

出《教育部補助增進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國際視野

要點》，以強化我高中職學生國際競爭力，使

其具備國際視野與跨文化溝通能力。國際旅行能

夠有效地激起學生的興趣並能夠提升學生主動

學習的動機（David,John,Pierre,& Honggen，

2015）。自2002年的東臺灣高中職學生首發團

開始到現在，2016年度臺灣到日本教育旅行有

9,873名學生，而日本到臺灣教育旅行有36,192

名學生，參與國際交流的人數逐年攀升（教育

部，2017）。研究者任教於內湖高工，本校基於

國家計畫人才需求，培育學生多元文化視野與思

維以及國際移動力，積極推動學生參與國際交流

活動，期盼學生透過體驗國際交流活動，學習與

尊重其他不同文化，培養良好的品格，提升學生

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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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校國際交流活動實施概況

本校自2008年起積極推動學生國際交流活

動，鼓勵學生實際參與國際教育旅行活動，以提

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拓展國際視野，以締結

姊妹校為目標，促進文化教育交流，並增進參訪

學校來臺進行教育旅行。希望學生透過旅行方式

能夠體驗當地文化並能尊重其他文化差異，增加

學生的國際觀，其活動目標如下：

一、因應全球化發展之必然趨勢，配合國家教育

政策，推展國際文化交流，拓展師生國際視

野，增進未來進入國際化社會之競爭力。

二、結合學校與社會資源，實施學術與文化交流

之參觀訪問，觀摩並學習他國學校教育之優

點，營造具教育特色及國際觀的學校。

三、藉由實際交流活動，加深師生對友邦之認

識，豐富學生心靈，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結合知與行的體認，發揮主體性的思考，深

耕知識的層級與廣度。

四、培養學生在團體中自我認識、自我成長、

自我負責，提升自尊、自重、自信、團隊紀

律、合作與分享的精神。

本校歷年辦理的情形如下表1所示，其行程

以六天五夜以內為原則。因職務關係，協助辦理

2013年至2016年活動，本次以歷年來辦理實務與

品格實踐方面進行經驗探討。

參、辦理國際教育旅行與品格實踐探討與經

驗分享

一、校內潛在課程及非正式課程

(一)推動國際教育旅行宣傳活動

2013年本校報名人數過少，從學生

訪談後得知，本項活動宣傳度不足是主

因。因此募集曾參與的學生來進行宣傳

活動，藉由上台宣傳方式訓練學生口語

表達能力並且從活動當中培養自信心與

負責的態度。接續辦理活動參與人數實

際亦逐年增加，顯示宣傳方式達到成

效。

(二)行前文化教育課程

為了培養學生尊重異國文化的態度

與學習文化，安排了簡單的語言學習與

文化介紹課程讓學生在出發前對於要去

的國家有一定的基礎認識。透過訓練活

動提升語言自信並且增加外國人接觸的

信心。

(三)行前準備作業

透過曾參加活動的學生經驗得知，

先前以同班為單位進行分組，容易造成

互動的隔閡，為了消除這種情形，將學

生以打破班級分界的方式進行編組，一

方面讓學生學習團隊互助，從這趟旅程

中建立互助品德。行前教育時給予各組

景點調查作業，從網路上先搜尋相關訊

息，以便於日後出訪時能順利進行各項

活動。

二、出訪活動與安排

(一)以營隊模式進行活動

以不同班級成員重新編組，讓同學

表1　歷年辦理教育旅行的情形

時間 主要地點 訪問參觀學校 參與學生人數

2013年 北海道、東京
北海學園札幌高等學校

北海道學園大學
20

2014年 福岡-廣島
廣島縣立宮島工業高等學校

九州大學
40

2015年 東京、長野 千葉縣立印旛明誠高等學校 80

2016年 京都、大阪 滋賀縣立八幡工業高等學校 35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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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增加互動機會，也透過小組活動讓學

生能更加認識自我。從小組中挑選出適

合的學生擔任小組長，賦予帶領整隊的

責任，以曾經參加過活動的優先。為了

讓活動更有整體性，具有日本文化內涵

及新鮮感，每年都以不同的活動主題從

活動手冊開始進行各項設計與包裝，例

如以日本各地妖怪為主題或是日本戰國

武將為主題等。

(二)小組競賽

為了讓學生能夠收穫豐富且學習的

更好，由各組出發前的景點調查報告讓

他們進行小組景點報告，並利用搭乘遊

覽車的時間進行問答競賽，一來不會覺

得虛度移動時間，二來可減少上車睡覺

的狀況。另外安排參觀景點進行小組景

點任務，以小組競賽的模式讓各組培養

團隊精神與互助合作的態度。

(三)學校參訪選擇

學校參訪是國際教育旅行的最大重

點，透過實際參觀校園及與日本學生互

動係能深刻體驗的活動。參觀學校選擇

以類似型態的學校為主，近來由於來訪

學校增多，因此藉由回訪曾經來訪的學

校也是一個很適合的方式。透過回訪讓

兩校的學生能夠在台灣學校互動後再次

在日本學校相見，這樣的互動方式更能

加深兩校師生的情誼。在參訪的過程中

要求學生仔細觀察校園情形、上課態度

等，增長品德認知。

(四)深度探訪

實際的手作體驗活動是最能感受到

當地文化的方式。為了能讓學生實際跟

日本人接觸，本校與日本大學合作，讓

日本大學生帶學生進行大學校園參觀及

城市探索活動。再者，寄宿家庭體驗亦

能直接接觸日本在地生活文化的方式，

不同的生活習慣讓學生拓展了文化經驗

並且更快的消除文化的異見。讓學生編

組進行小組城市探索也是深度探訪的一

個方式，由學生透過網路搜尋先安排路

線規劃，藉由活動當中培養出移動力與

探索力。

(五)每日心得報告

起初係以日記的方式進行報告撰

寫，但研究者發現以動態錄影的方式更

適合記錄每天心得。並且透過影像分享

也讓家長得到參訪的動態消息。

三、回程延續經驗傳承

(一)海報展演

讓各小組製作旅遊海報張貼在學校

公布欄，以靜態的方式分享旅遊心得。

(二)週會心得分享活動

利用週會時間訓練各組以簡報或是

影片的方式進行心得分享，透過介紹前

準備中的反思，重新的思索這趟旅行對

於本身與小組有多少的成長。

(三)回程問卷撰寫及意見彙整

返校後以問卷的方式進行參與活動

的學生意見蒐集，對於未來辦理的方式

進行調整，本研究將學生回饋心得摘錄

如下分點敘述。

1.選擇回訪曾經來訪的高校

對於能夠再次見到曾經來訪的日

本同學是參加教育旅行的一大誘因，

因此回訪曾經來訪的學校會更有交流

意義。並且學校參觀訪問時，能安

排體驗當地的學校文化，像是社團活

動、進行課堂見學等，印象會更深

刻。

2.增加日本各地的文化體驗

日本各地都有不同的文化，文化

的議題也包括了食衣住行育樂的各方

面，像是金箔筷子製作體驗、手打蕎

麥麵、年糕製作及雪地體驗等等。安

排當地的文化體驗可以豐富學生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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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觀。

3.分組城市探索

這項活動是最能增加學生自我負

責、結合知與行的體認並從中拓展國

際視野的方式，但安全是活動進行的

最大考量，因此出發前的路線規劃作

業及每小組安排隨隊教師維護安全工

作是一項很重要的事情。

4.寄宿家庭體驗

透過實際的進入家庭體驗，可以

讓參與的學生有更深層的國際互動與

友邦的認識，拓展國際視野。與日本

家庭互動會讓學生留下非常深刻的回

憶，研究者建議未來可以多增加時間

進行這項活動。

5.適當的團體人數

從學生反映發現人數過多會導致

整體旅程品質下降，在無法顧及每位

學生參與程度的情況下，導致整體表

現不如以往，故研究者建議以一台遊

覽車為限進行活動，以確保活動品質

及教育成效。

肆、未來展望

國際教育係未來教育趨勢，現在的世界是一

個充滿異變性、不確定性、複雜性和模糊性的世

代，因此需要學會隨著世界變遷而變化，懂得

欣賞彼此的不同點，才能跨越差異彼此合作（洪

雯柔，2017）。在未來的規劃中，可以融入各高

中職之特色，加以與其他國家學校之特色交流，

在不同文化的切磋之下，能夠創造出不一樣的火

花，對於學生也更有吸引力，以及引發學生主動

學習的動機。未來也可以擴大交流地區，而不是

僅限於東亞地區，避免狹隘了眼界，更能夠彰顯

教育旅行的核心。

從「品德教育」出發進行「國際教育」的推

動，結合這兩項教育方針讓學生能從國際教育當

中培養品德力，將包容與尊重文化差異的教育活

動融入其中，以臺灣為出發點，結合東亞地區的

經濟、文化、政治等背景，探討國際情勢（朱啟

華，2013），藉由結合多元觀點，亦可培養學生

身為世界公民的自覺，亦促進多元思考的活用。

透過能實際體驗各國不同文化的國際教育旅行，

整合文化體驗與群體活動來培養學生的品格實

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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