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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交通工具的進步，網路科技的發達，實現了「天涯若比鄰」的理想，國際

化腳步，帶來了地球村的新世界。身處海島的我們，與地球每一個角落的脈搏

一起跳動，身為地球村的一員，我們無法對這個世界發生的每一件事置身事

外。 

    生活如此，教育工作亦如此。我們的下一代，面對世界舞台的新局面，參

與激烈的國際競爭，已是必然的趨勢。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要讓我們

的學生在未來更具有國際競爭的能力，國際教育的推廣已是刻不容緩。有鑑於

此，本校自 97年起陸續推動國際教育工作，成果如下： 

2008 年(民國 97年) 

1.師生 34人赴韓國水源市三一工業高校進行 5 天 4業教育旅行。 

2.接待國際扶輪社交換學生：墨西哥籍學生羅力國(Hamándze Flores 

Rodrigo)、 潘俊仁(Gilberto Rivera Mireles)交換期間 1年。 

2009 年(民國 98年) 

1.師生 36人赴日本靜岡縣小笠高校及富岳館高校進行 6天 5夜教育旅行 

2.加入 iearn國際教育資源網路社群，與日本千葉縣日立高校展開 Teddybear

交換活動。 

2010 年(民國 99年) 

1.申請教育部「增進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國際視野方案(ssei)-國際高中學生訪問

計畫」，審查通過獲得補助，接待日本日本靜岡縣小笠高校及富嶽館高校 

師生及靜岡縣教育知事計 15人蒞校訪問交流 

2.接待國際扶輪交換學生印尼籍蕭凱翔(Victor Setiawan NURWADJI) 及比利時

籍交換學生潘宜茹(Alixe LECLERCQ) 交換期間 1年 

3.參加 iearn國際教育資源網路社群，聖誕節卡片交換專案，與 6個國家進行

卡片交換活動。 

2011 年(民國 100年) 

1.接待澳洲華裔青年赴校訪問，與學生座談。 

2.申請教育部「增進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國際視野方案(ssei)-國際獎學金生計

畫」，審      

  查通過獲得補助，接待澳洲籍交換學生倪翰僑(George Hocart )交換期間半

年。 

3.參與教育部國教教育融入課程設計小組，協助研發高職組教案。 

2012 年(民國 101年) 

1.師生 32人赴日本長野縣上伊那農業高等學校、長野縣塩尻志學館高等學校教

育旅行。 

2.申請教育部「增進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國際視野方案-海外技能學習(ssei)」，

審查通過獲得補助，加工科及畜保科師生 23 人赴紐西蘭馬斯特頓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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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terton)Taratahi Agricultural Training Centre 進行 15天技能學習 

3.建築科參與 iearn 國際教育資源網路社群，與巴基斯坦展開 Beaconhouse 

Gulshan Primary (school) 進行 Teddy bear 交換活動。 

4.申請教育部「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計畫(siep)」審查通過獲補助，進行國際教

育融入課程教學，並於 101學年度獲得審查委員推薦為優良學校，為全國職

校唯一。並於成果發表會中分享執行成果。 

2013 年(民國 102年) 

1.接待國際扶輪社交換學生德國籍謝亞倫(Leonard schneiders)及巴西籍蕭凱

瑞(Augusto AGUIEIRAS DUARTE)交換期間 1 年。 

2.申請「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專業知能人力建置暨文化不利地區推廣計畫」，

發展校內教師國際教育專業，並協助推廣國際教育工作。 

3.申請教育部「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計畫(siep)」審查通過獲補助，進行(1)、國

際教育融入課程教學。(2)語言與文化營隊兩項計畫，並於 101學年度獲得

審查委員推薦為優良學校，為全國職校唯一。並於成果發表會中分享執行成

果。 

4.師生 30人赴日本長野縣上依那農業高校、鹽尻志學館高校進行 6天 5 夜教育

旅行。 

2014 年(民國 103年) 

1.申請教育部「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計畫(siep)」海外技能學習-日本和菓子加

工，加工科師生 28 人赴靜岡縣進行 15天 14 夜技能學習。 

2. 申請教育部「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計畫(siep)」國際教育融入課程，辦理各科

及綜合活動課程國際教育融入教學活動。 

3. 請教育部「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計畫(siep)」語言與文化營隊:辦理文化體驗

活動 

4.申請台美生態學校計劃獲得通過，並由校長開始赴美吸取經驗，返校開始推

動。 

5.進行 IEARN節慶卡片交換計劃，共與 7個國家學生交換聖誕節卡片。 

2015 年(民國 104年) 

1.獲得台美生態學校銅牌認證，並與美國加州的 Newbury Park夥伴學校完成配

對並進行各項生態教育交流活動，雙方就能源議題展開課程交流，學生對話

等，共同創造生態永續校園。 

2.師生 43人赴日本長野木曾高校及鹽尻志學高校縣進行 7天 6夜教育旅行 

4.協助撰寫國際教育校本課程範例，並將國際教育校本課程經驗推廣至他校。 

5.申請教育部「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計畫(siep)」國際教育融入課程，辦理各科

及綜合活動課程國際教育融入教學活動。 

6.申請教育部「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計畫(siep)」語言與文化營隊:辦理文化體驗

活動 

7.進行 IEARN節慶卡片交換計劃，共與 6個國家學生交換聖誕節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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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接待扶輪社交換秘魯籍學生蕭凱力，交換期間一個月 

2016 年(民國 105年) 

1.接待加拿大籍交換學生許願(Niran Matthew Ze-Cheng PON)及墨西哥籍交換

學生許諾(Diego ALMANZA MARTINEZ)交換期間一年 

2.申辦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計畫(SIEP)課程融入教學計畫，執行國際教育融入各

科教學活動。 

3.申辦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計畫(SIEP)國際交流-國際高中生訪問活動，邀請日本

山行縣伙伴學校新庄東高校進行 8天 7夜訪問，由本校落地接待，與本校學

生一起進行農業課程、文化體驗及課程交流。 

4.辦理日本教育旅行，赴山行縣新庄東高校進行七天六教育旅行，進行課程及

文化交流並由新庄東學生擔任 Homestay，接待本校學生。 

5.辦理台美生態學校計畫，持續與美國加州的 Newbury Park夥伴學校進行各項

生態教育交流活動，及學生對話等。 

6.辦理中、日、加、墨四國學生環境論談，由日本新庄東高校學生、本校學

生、加拿大 Central Memorial High school、墨西哥 Tecnològico de 

Monterry Campus slatillo共計 7人擔任與談人，以進行校園環境論談。 

2017 年(民國 106年) 

1.接待交換學生德國籍謝亞倫(STEINKE jan)、巴西及交換學生林天心(Milena 

Costa POLETINE)、韓國籍交換學生姜圭玭(Kang Gyubin)，交換期間一年 

2.辦理國際農業營隊，邀請伙伴學校日本山形縣新庄東高校師生蒞校參加國際

農業技能營隊 8天 7夜課程，本校落地接待。 

3.辦理學校本位國際教育(siep)海外技能學習，赴日本千葉縣進行日本造園及

園藝技術技能學習，並進行文化參訪。 

4.辦理 7天 6夜海外教育旅行，師生 34人赴韓國首爾都市科技高中進行交流，

並參訪文化景點。 

5.辦理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計畫(siep)國際教育融入課程，辦理國際教育相關講

座、社團活動及各專業類科融入課程。 

6.辦理五國學生環境論談，由本校學生、日本新庄東高校學生、德國 

   Staatl.Berufliches Schulzentrum für Produktdesign und Prüftechnik 

Hauptstelle、韓國 Busan International High school 五國學生共計 6人

擔任與談人進行環境議題探討。 

7.辦理東非坦尚尼亞米麵食廚藝教室，由坦尚尼亞烹飪教師擔任講座。辦理坦

尚尼亞 Tinga Tinga 彩繪活動，由坦尚尼藝術家擔任講師帶領學生創作，並

介紹東非人文風情。 

8.辦理國際美食闖關樂活動，共計有台灣、日本、坦尚尼亞、蒙古、越南、泰

國、印尼、蒙古八個國家共計 11個攤位，進行闖關遊戲及國際美食展。 

9.進行節慶卡片交換計畫，與白俄羅斯、西班牙、俄羅斯、立陶萬等四個國家

進行聖誕卡片交換及文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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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繼續參與台美生態聯盟計畫，並取得台美生態學校銀牌認證。 

    自 97年迄今，除了在課程方面努力讓學生與國際接軌之外，更積極爭取教育

部經費補助，讓農校子弟能走出國門，用雙腳去體驗國際化的腳步。本校致力

於推動國際教育至今，成果雖稱不上斐然，但堪稱豐碩，今後仍將努力讓技職

學生教育與國際接軌，期望員農的學生在職場上是個擁有全球競合力的國際人

才，在生活上是個具備跨文化理解與包容的世界公民，在地球永續發展的議題

上，是個能身體力行的地球守護者。 

    茲將近年來的成果輯錄，與各位教育先進分享心得，並請各界教育先進不

吝賜教! 

 

                                     員林農工校長  林玉芬  201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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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林農工的國際教育-教材.教才.教財 

以校本課程教材(教材)，教育員林農工學生成為一個地球村中具有全球責任感

的人才(教才)，訓練員林農工學生成為一個在地球村中擁有全球競合力，能為

國家賺進世界錢財的人才(教財) 

 

員林農工國際教育本位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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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學生篇 

    本校至今際接待過 15位扶輪社交換學生，及一位教育部獎學金生，在學校

交換時間為一年，由扶輪社自行與學校洽談，學生有 Home class，參與班上所

有活動及部分課程，另外，的課程設計分為四大類：第一類為個別語言課，分

別為 4-5節的中文課，1-2節的中文演說課、中文閱讀課、中文書寫課、語言

交換、書法課等共 7-8節不等。第二大類為實習課程：依照學生興趣安排動手

操作的實習課程，採跑班制。第三種課程為一般課程：如體育課、英文課、數

學課等，學生亦為跑班制，並利用英文課擔任會話小老師。第四種課程為活動

課：安排交換學生參加全校性活動，如：運動會、園遊會、畢業旅行、才藝表

演、耶誕晚會、歌唱比賽等，或個別科、個別班級的活動，如：迎新、慶生、

校外參觀、產業參訪等，學校並且設計以”邀請外籍生做客”為活動主軸，讓

學生邀請外籍生入班，外籍生並以中文演說所準備的講稿對班級同學介紹母國

文化及青年生活並同學交流座談，另外亦善用交換學生母語，設計語言交換或

外語基礎會話課程。 

    因交換學生為跑班制，因此大多數學生均能與交換學生接觸，並且一起上

課，透過活動及課程設計，交換學生的中文能力均突飛猛進，也多能在返國前

通過中文檢定，除此之外，對中華文化及台灣風土人情均有充分的體驗，並且

留下非常好的印象，返國後仍然與學生持續連繫，並且成為台灣在國際世界最

堅強的宣傳大使。本校學生透過與外籍學生的接觸，得到以下學習效益： 

 1.學習多元文化，並透接觸，有更多跨文化學習機會，學會對不同種族文化風 

   土人情的理解與包容。 

 2.透過與外籍生語言交流，學生不害怕與外籍人士以英文溝通，並且學習如何 

   教導非華語系國際友人學習中文。 

 3.透過課程設計，學生能對世界各國的現況及問題有初步的認識，嘗試對全球 

   性議題展開評價。 

   外籍生的接待，對學校學生的國際接觸是一個非常好資源，許多學生在生活

中並無和外籍人士親近接觸與交流機會，因此交換學生在學校相當受到歡迎，

學校亦努力經營外籍生的交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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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 羅力國與潘俊仁 

 

比利時蔡義茹  印尼蕭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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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蔡義茹  印尼蕭凱翔 

 

澳洲倪翰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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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許諾 墨西哥許願 

 

德國謝亞倫 巴西蕭凱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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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謝亞倫 巴西蕭凱瑞 

 

 

 

 

 

 

 

巴西林天心 韓國姜圭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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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謝雅倫  巴西林天心 韓國姜圭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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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技能學習篇 

    2011年本校申辦教育部「增進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國際視野方案(ssei)」之

「海外技能學習」-「走，一起到紐西蘭放牧去!」，加工科及畜保科師生 23

人，每人獲得補助紐西蘭之全額機票費用，前往紐西蘭北島南部馬斯特頓市

(Masterton)的技能中心(Taratahi Agricultural Training Centre)進行 15天

技能學習。 

  2014 年本校又申辦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計劃-「加工幸福和菓子」，加工科師生

28人獲得教育部全額機票補助，前往日本靜岡進行 15天 14夜的技能學習，學

習米食及麵食加工。 

  2017 年申辦海外技能學習-「花」現大和枯山水」，師生 3人獲教育部全額機

票補助，及畢業校友楊鴻洲學長補助，赴日本千葉縣進行園藝及造園技術技能

學習課程。 

    紐西蘭是農牧大國，酪農業及肉品加工技術領先世界各國，食品加工科及

畜產保健科的課程內容均接觸到相關領域技術，經過本校家長會長引薦紐西蘭

在台協會，媒合紐西蘭北島南部 Taratahi Agricultural Training Centre，

安排技能訓練相關課程。15天 14夜行程，除了在技藝中心學習關於畜牧、肉

品及乳品加工課程之外，亦參訪了紐西蘭北島著名的觀光景點。 

    日本之飲食文化和台灣接近卻又有其特色，學生對日式米麵食並不陌生，

但因為製作方法和技術不同，透過技能學習課程，學生可以學得精華。除了課

程，學生在靜岡縣政府的安排下，參與了清水港一年一度的祭典，深入靜岡及

東京許多觀光景點，讓學生不但在技術學習方面有所收穫，更深入了解日本的

文化內涵，增廣其國際視野、增加了國際競合力。 

    日本造園技術及園藝技術課程，獲千葉縣政府協助，媒合造園界頗負盛名

的業者及庭園，讓本校師生藉由業界及旭農業高校課程，學習許多日本造園技

術、理念及有機種植技術，提升本校學生職場之國際視野。 

    海外技能學習對高職學生來說是驚喜雀躍，卻也擔心害怕的，因為語言問

題，讓學生裹足不前，但經過行前訓練及領隊的協助，學生順利都拿到結業證

書。透過海外技能學習，在學生身上可以看見以下的效益： 

1. 語言能力進步：學生必須親自面對對外籍人士，解決生活和學習問題，學

生學習適應全語言環境的學習。 

2. 了解相關產業的國際趨勢與競爭優勢：透過技能學習課程，學生認識更多

專業知識與競爭優勢，對未來職場的國際競爭力有了一定程度的認識。 

 3.透過旅行，拓展了國際文化視野，增加了學生對跨文化的認識與包容。 

 4.透過與外籍人士接觸，學會與國際人士交流該有的禮節及態度。並深切省思

台灣文化的特色與優點，增加對本土文化的認同。 

    海外技能學習對學生的國際觀及外來職場的國際競合力有非常大的幫助，

是本校未來國際教育推動的重點，本校未來將持續規劃個專業類科的海外技能

學習，讓員農的學生在國際舞台上有更強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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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一起到紐西蘭放牧去! 

 

 

 

 

 

 

 

 

 

 

 

 

 

 

 

 

 

 

技能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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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學習與課後活動 

 

Homestay 與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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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幸福和菓子 

 

 

日本米麵食加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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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采多姿的技能課程 

 

生活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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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現大和枯山水 

 
旭農業高校交流與課程 

 

園藝種植技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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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園造景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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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stay溫馨接待情-日本田園生活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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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教育旅行篇 

韓國篇-水源市三一工業高校、首爾都市科學技術高等學校 

    三一高等工業學校是一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水原華

城所包圍的美麗學校。我們在 2007年風和日麗、春暖花開的陽春三月拜訪這個

青山繁花簇擁，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華城兩側城廓環抱著

的學校。從停車場望向學校，因為和週圍的建築融合在一起，不太容易發現它

的存在，帶從校門口望向華城，連綿如茵的綠草襯著古樸的城郭，真是絕美。 

    因為是教育旅行，行程的安排著重在文化的了解，我們拜訪了韓國古宮殿

中保存最完整，並且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的「昌德宮」；保存韓國

古代傳統民居及生活樣貌的韓國民宿村，當然還有三一工業高校的所在地—水

原華城。此外，所有韓劇迷必定造訪的韓劇景點，當然也是學生的目的地，春

川、南怡島、滑雪場……。我們也在首爾市區逛大街，學生們用雙腳閱讀這個

城市，親眼見證一個國家的起飛。 

    2017 年，我們在瑞雪紛飛的 12月拜訪位於首爾市區的首爾都市科學技術

高等學校，身處亞熱帶的台灣學生，看見被大雪覆蓋的操場、建築，興奮之情

溢於言表，雪白的校園，確有著濃濃的熱情，本校學生和韓國夥伴，一起在備

大雪覆蓋的操場打雪仗大，真是個令人難忘的畫面。 

    韓國學校安排本校學生和韓國學生一起上課、一起用餐。下課時、學生們

總是被包圍著，說也奇怪，彷彿沒有語言隔閡似的，學生暢談甚歡，幾個小時

的相處，竟然讓雙方淚灑停車場，痛哭告別。 

    造訪學校是個奇妙的經驗，韓國學生熱情但拘謹，不若台灣學生大方；韓

國學生上課行禮如儀，上課對老師必恭必敬；台灣學生與老師親近，卻不失尊

重。特別的是，體罰在韓國是司空見慣。老師體罰學生，在教室，甚至是大操

場上隨時可見，打手心、青蛙跳、交互蹲跳、跑操場……，對不被體罰的台灣

高中生而言，真是震撼極了!無形之中，學生懂得惜福，懂得改變自己對老師、

對學習的態度。 

「倫理」在韓國的教育當中，是極為重要的一個環節，學生尊重長輩、尊

重老師、尊重前輩，凡事長幼有序。儒教是韓國教育的重點，反觀我們卻見行

漸遠……。一趟韓國之行，學生不但接觸了韓國文化，結交了異國友人，增強

語言與溝通的能力，見識了一個國家的起飛，更重要的是，學生學會反思關於

自己學習與生活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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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市三一工業高校 

  

 

 

 

 

 

 

 

 

 

 

 

 

 

 

 

 

 

 

 

 

 

 

 

 

 

 

 

 

 

 

 

 

 

                        

 



 
 

23 
 

首爾市都市科技高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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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旅行  日本篇 

2009年靜岡縣小笠高校、富岳館高校 

2012年長野縣上伊那農業高等學校、長野縣塩尻志學館高等學校 

2015 年長野縣鹽尻志學館高校、木曾青峰高校 

2016年山形縣新庄高校東 

       教育旅行顧名思義是透過旅行所見所聞，達到教育的目標及功效，因此

行程除了規劃學生有興趣的景點，如迪士尼樂園、小丸子博物館…等地方，其

他的行程以認識日本文化及生活為規畫重點。在文化學習方面，規劃了如明治

神宮、淺草觀音寺……等，自然景觀學習方面藉由深度旅行，讓學生認識日本

人對環境保護的重視。在見學方面，我們參訪了相當多的產業，如 TOYOTA 汽

車、YAMAHA 樂器、養樂多公司，讓學生更認識日本的產業發展及特色，在火山

地震頻仍的日本，我們也造訪地震防災中心，親身體驗七級強震威力，並且學

習日本人如仔細並且極為準確有規劃的面對重大天然災害。我們泡溫泉，讓學

生和日本人一樣坦誠相見的泡在溫泉池裡。當然我們也 sopping，藉由逛街購

物，讓學生更貼近日本的產業活動。為了讓學生更貼近日本學生生活，我們在

住宿方面除了安排 Homestay，並且多規畫入住日本學生的修學旅行中心，捨棄

飯店的目的，就是讓學生更接近日本學生，體驗日本學生的生活及學習樣貌。

在修學旅行中心，學生有機會和其他日本青年學子接觸，一起用餐、一起活

動、一起盥洗，當然也如同日本當地學生一樣，需要打掃臥室、整理餐桌，透

過與日籍學生互動，學生均能自動自發，表現得令人激賞。 

    拜訪學校是此行收穫最多的行程，也是教育旅行的最大目的。地主學校均

以盛大的歡迎儀式迎接我們師生一行。並且以學校最具特色的學生表演迎接我

們：有日本傳統舞蹈、祭典儀式，更有令學生嘆為觀止的管樂團表演。本校亦

回報以台灣的傳統民俗技藝：扯鈴、舞獅等，對學生而言是一次成功的文化交

流。 

    除了歡迎儀式，本校學生更參與了日本學生的社團活動及課堂活動。溫和

有禮、乾淨有秩序是日本學生給本校學生最佳的學習模範。學生們參與茶道體

驗課程、日本劍道、烘焙課程、陶藝課程、建築模型製作課程、飾品藝術課

程、農場、畜牧課程、花卉種植課程、烹飪課程……等，學生並和日本友校學

生進行對談，針對兩國文化和學校學習交換經驗。 

    透過教育旅行，學生除了拓展國際視野，深入接觸大和文化，了解日本經

濟脈動之外，更能在交流過程中，透過對自己國家文化、習俗、特色的介紹，

加強對國家的認同。更重要的是結交了許多國際友人，在天涯若比鄰的地球村

中，為自己累積更重要的國際人脈資源，為將來在國際舞台的競爭，增加許多

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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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笠高校   

 

 

富岳館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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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岳館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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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參訪及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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塩尻志學館高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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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野縣上伊那農業高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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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尻志學館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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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曾青峰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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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野文化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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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形縣新庄東高校 

 

山形縣的歡迎會、雪地狂歡與採果樂 

 
注重生活教育的修學旅行中心  日本會席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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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形風土與新幹線體驗 

 

文化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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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庄東高校豐富的課程 



 
 

37 
 

 

溫馨 Homestay-感謝學伴與家人 

 

初見的笑與離別的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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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高中生訪問篇 

     

 

 

 

         小笠高校                             富岳館高校 

2009 年春天，我們拜訪日本靜岡縣小笠高校及富岳館高校，受到熱情的接

待，隔年 4月，本校申請教育部「增進高級中等學增進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國際

視野方案」之「國際高中生訪問」，邀請兩所學校友人來訪，以續前誼。 

    富岳館高校由校長領軍，小笠高校則由副校長及教務主任帶隊，由教育委

員會學校教育指導主事陪同，帶領學生 14人蒞校訪問，參與本校校慶及一連串

課程及活動，本校由安排 14個寄宿家庭及學生 24位接待。 

    欣逢本校校慶，全校師生及各界來賓在校慶典禮隆重歡迎日本友人。會

後，他們參加了本校園遊會，由接待學生帶領、參觀本校校園，所到之處，學

生簇擁而行，熱情好客讓日籍友人備感溫馨。為了達到文化交流的目的，本校

安排一系列課程：特邀校友民間鄉會總幹事擔任講座，擺開中中國茶席，與日

方茶道相互交流，友校師生對中國的烏龍茶的香氣和茶韻讚不絕口，日方茶道

講究細節，茶點的搭配更是一絕，對從未親身經歷的台灣學生來說，是一個難

忘的經驗。除了茶的文化交流之外，日籍友人拜訪了鹿港小鎮，深入認識台灣

傳統的建築、工藝、藝術、美食等，深刻體驗了台灣文化及濃厚的人情味。兩

所學校均是綜合高中，農業課程均是重要的課程內涵，因此，拜訪田尾公路花

園的行程，引起日籍友人高度的興趣，對台灣的花卉產業聚落如此完整，表示

值得在靜岡當地推廣相同經驗。我們亦安排了日月潭、故宮等主要觀光景點，

讓兩校師生體驗台灣文化及自然景觀之美。 

    在學校的交流課程方面，我們安排了農經科的藍染課程，太陽能的運用，

展現台灣中學的科技教學成果，食品加工科的糕點製作，讓他們品嘗到台灣傳

統高點的美味……。 

    為了讓日本學生更深入了解台灣，八天行程全程由寄宿家庭接待，台灣人

的溫和、善良、熱情，充分展現在惜別會上日籍友人的眼淚，這群接待家庭父

母及學生，是功不可沒的一群。 

    台灣八天七夜，讓日本友人更了解台灣，更重要的，過這一次接待，

我們將國際接觸帶進校園，讓無法走出去的學生，有機會與國際友人接觸，讓

世界走進校園，走進教室，幫助學生加強跨文化的學習、認知與包容，並且學

會在國際友人面前展現身為東道主的泱泱大國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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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教育融入課程篇 
    有感於國際交流出訪的對象，因為經濟因素無法讓大多數學生參與，因此 
本校自 100學年度起開始推行國際教育融入課程。 

    融入課程雖是收效最慢，但卻是影響最廣、最深遠的一種國際教育形式，
因此本校自 100年起協助教育部編寫國際教育融入課程高職組示範教案計 12
篇，加上後續陸續開發，共計 18篇，並於學校內部實施，依照實施結果加以
修正教學方案。 
    基於學校本位課程規劃，本校國際教育融入課程以農業課程為出發點，在
現有課程中尋找可融入之國際議題，或與國際重大事件結合進行教學，近年來
結合學校環境教育發展，逐漸將環境與國際教育融合為一，呈現本校校本課
程，本校國教教育校本課程之精神主要著重在下料幾點： 
1.增加學生國際競合力，讓學生了解專業類科的國際脈動與變化，擴大學習面

向與範圍，讓學習不與國際產業脫軌。 

2.加強學生全球責任感：透過各種重大的國際議題融入教學，培養學生具有國
際公民的素養及  責任感。 

3.擴大學生文化學習與包容：透過課程設計讓學生更了解世界文化多元，進而
包容接納與欣賞，避免國際種族歧視的發生。 

4.增加國家認同：透過學生的課程學習，了解本國文化、產業等方面的特性及
優勢，增加自我認同。 

茲將已經撰寫完畢或執行過之教學方案羅列如下： 

104-105綜合活動課程國際教育實施情形 

國際教育課程
主題 

課程概述 配合課程
主題 

飢餓與貧窮 配合飢餓三十活動以落後國家兒童飢餓與貧窮現狀
及國際人道救援組織的功能介紹，呼應學生響應活

動 

生命教育 

17歲的馬拉
拉，17歲的我 

瑪拉拉故事介紹，回教世界女權及兒童人權問題，
學生人生價值的反思 

生命教育 
性平教育 

伊波拉危機 認識伊波拉病毒及其傳播現況 
全球化之下的空間關連與全球化可能的負面影響 

 

出走，再回家 西藏、印度、柬埔寨、埃及的行腳紀錄，旅行與自
我生命的對話，他國文化內蘊的真正理解，接納與
包容，讓學生學會以真正平等的眼光看待世界 

生命教育 

蔬食救地球 配合週一無肉日辦理:地球暖化現況與影響，畜牧
業的碳排放與地球暖化 

環境教育 

帶著烏克麗麗
去旅行 

澳洲遊學打工紀錄，認識國外青年打工的真實樣貌
與注意事項，主動與國際人士接觸的方法、人生自
我實踐 

生命教育 

東協崛起與新
移民家庭的國
際競爭優勢 

東協的經貿現況與未來 
東協與台灣青年就業市場關聯 
新移民家庭的多元文化 
新移民家庭未來國際競爭的優勢 

家庭教育 

雨停了，太陽
會出來 

東南亞移工以新移民的處境，台灣人的傲驕與熱
情，新移民與東南亞移工對台灣的貢獻，我們的國
際責任-善待新移民與東南亞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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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耳其遇見

我自己 

土耳其流浪紀錄，回教世界的善與悲，回教世界的

真實樣貌，旅行的生命對話 

生命教育 

下個世代需要
的關鍵能力 

面對快速變動的世界，透過觀察、分析、資訊蒐
集，瞭解面對下個關鍵世代(即全球化世代)需要的
能力 

 

                 104-105年綜合活動國際教育課程架構 

 

 

 

 

 

 

 

 

 

 

 

 

 

 

 

 

 

 

 

在土耳其遇

見我自己 2 

   小時 

東協與新移

民家庭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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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生態聯盟 

    台美生態聯盟學校起因於環保署的辦理，本校因自然資源豐富，且先前開

發之課程以包含諸多環保及生態議題，因此加入對交流學校的配對有莫大的效

益，加入第一年由校長赴美先行吸取經驗並拜訪美方學校，尋求配對，返校後

以 IEARN 為平台，與美方學校進行生物多樣性之課程交流，除議題討論及視訊

教學之外，開始公民行動:進行清除外來物種、以本土物種烹調美食等，第二年

執行專案教師再赴美與 Newbury Park High School 教師進行課程交流，返校後

雙方學生就能源議題進行討論，包含節能活動的推行、節能歌的設計等，並由

學生議會為領導者，針對節能議題進行校內對話討論、線上對話討論，並發展

公民行動，實際進行校園節能。 

     台美生態聯盟的認證須有下列程序:組成生態行動團隊、檢視環境、生態行

動方案、監控執行、社區參與與生態宣言，除了強調與美國配對學校共同發展

課程之外，強調社區與全校參與、生態宣言須經校務會議表決、由學生議會執

行行動方案，並將所有課程與執行結果與美方學校互相分享。認證分銅牌、銀

牌與綠旗三個等級，每個等級均有不同內涵，本校以 100學年度設計之教學方

案”生存爭霸「佔」”為課程基礎，於 103年開始進行際化，並取得銅牌認

證，瑜 106學年度獲銀盤認證。 

    台美生態聯盟計畫對學校特色及本位課程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因為台美

生態學校計劃，學校得以將環境資源及學校發展任務、國際教育融合在一起，

學生並且因此對全球議題中的生物多樣性、能源議題有了深刻的認識，透過學

生行動方案，讓全球責任感落實在員林農工的教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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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生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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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文化研習營篇-英倫情懷、光榮歐陸、大和文化、前進東協 

   本校於 2012起申請學校本國際教育計畫(SIEP)課教與教學-語言及文化營

隊計畫，分別於 2012、2103、2014、2015四年度於暑假期間辦理語言及文化營

隊，依循本校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計畫之地理區域發展，第一年以日本及英國為

課程主軸，第二年加入歐陸，第三年加起加入東南亞，辦理兩天的語言及文化

營隊。 

    相較於一般高中，職業學校因課程結構，教無法針對過歷史地裡相關之風

土人情有較深刻的認識，因此普遍而言，學生的國際文化素養因接觸不足而且

法廣泛深入，本校語言及文化營隊由聯盟學校辦理，透過大專端專業師資及課

程規劃加上學生帶領，學生針對課程主題各國之文化特質、流行文化、語言特

色等進行兩天的課程研習，藉由講師介紹，帶領討論及對話，拓展學生對各國

文化及現況的認知，加強文化識別能力進而能融合創新，達成拓展學生國際視

野的國際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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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交流活動-澳洲華裔青年來訪、北海道深川東高校教師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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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青年環境論談 

依據本校校務願景積極發本校環境教育及國際教育校本課程，本校善用交

換學生資源急邀請日本有校來訪的機會，辦理國際青年環論談，105年邀請日

本山形縣新庄東高校、墨西哥 Tecnológico de Monterrey Campus Saltillo 及

加拿大 Central Memorial High School 的高中生，106年邀請日本新庄東高、

德國 Staatl.Berufliches Schulzentrum für Produktdesign und 

Prüftechnik Hauptstelle、韓國 Busan International High school 校於員林

農工分別辦理四國及五國校園環境教育論壇，由本校學生擔任主持人及提問

人，由各國學生代表 1-2人擔任與談人，全程以英文進行，並搭配中日、英日

翻譯，服務現場參與論壇所有學生。對一個農業職業學校而言，是一項相當大

的挑戰，但在老師的指導下，論壇圓滿成功的舉辦完畢。 

    論壇進行的方式由提問人進行提問，再由各國學生代表輪流發表意見，每

個主題結束，由現場聽眾提問，再由與談人回答。第一年主題有三：各國校園

垃圾分類及成效以及遇到的問題、各國校園節能的具體措施以及成效、各國校

園常見的浪費及對應措施。第三個主題討論資源浪費。第二年主題則以再生能

源運用、食物浪費及各國校園貧窮飢餓救助活動以及垃圾回收的現況。 

    本校結合環境教育及國際教育發展校本課程已邁入第三年，校本課程地圖

及推動主軸逐漸成形，透過校本課程推動，希望培養學生成為一格具有全球責

任感的地球公民，並了解在農業領域的重要國際環境議題，進而探索專業領域

的環境相關商機，成為一個具有全球競合力的全球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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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四國環境論談 

 

 

 

 

 

 

 

 

 

 

 

 

 

 

 

 

 

外師協同教學 

 

 

 

 

 

 

 

 

 

 

 

 

 

 

 

 

 

多益台灣地區獎學金-高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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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五國環境論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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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美食暨闖關動 

本校學生新住民子女人數將近 200人，為數眾多的新住民及其家長，是本

校在推動國際教育方面的重要資源，為協助多數來自東南亞新住民子女找到舞

台、自信及認同，也協助本地子女認識更多元文化及國際經濟版圖的變化，本

校辦理各項與東南亞新住民的相關講座，如：探討移工問題的「雨停了!太陽會

出來!」，如探討新住民競爭優勢的「東協的崛起起與新住民子女的競爭優勢」，

並鼓勵新住民子女返回東南亞職場參訪，返校分享。 

 除此之外，本校更善新住民家長在校慶時分享新住民的美食及文化，加上

本校交換學生資源，辦理國際美食闖關樂活動，並經由學習單的設計，引導學

生認識各國的文化、特色、現況或重要議題。自 105年開始辦理 106年已有台

灣原住民、日本、泰國、印尼、越南、加拿大、坦尚尼亞、墨西哥、蒙古九個

國家共計 14個攤位展現各國美食，學生不出國，便可嘗遍各地美食，了解各地

文化，藉由活潑的活動設計達到學生增加國際視野及認識多元文化的國際教育

目標。 

  善用資源是員林農工推動國際教育的ㄧ大特色，本次除了日本、越南、印

尼、泰國的新住民子女及家長之外，加拿大及墨西哥交換學生以及本校原住民

學生也加入陣容，加上經由坦尚尼亞籍廚師調教的加工科學生，橫跨非洲、美

洲、亞洲共三大洲美食豐富登場對我們來說，這不但是一場美食嘉年華，也是

一場國際教育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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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美食闖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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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關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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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農業技能營隊 

本校於 105-106年度透過山形縣政府的協助，邀請位於山形縣新庄市的財

團法人新庄東高校師生來訪，進行 8天七夜的農業技能研習。 

    為了讓日本有人更深入體會台灣文化及風土人情，也為了讓員農學生能更

了解中日文化差異，增加學生多元文化認識，也讓學生能增加本土文化認同，

本校安排 8天七夜的落地接待。八天七夜的課程，以農業技能課程為主：105

年課程包括：客家藍染藝術創作、拓染與繪染製作、手工皂製作、台灣本土植

物加工課程、台灣特有植物花環製作、茶葉烘焙認識與品茗，106年仍以藍染

及手工皂製做為課程主軸，再加入中草藥青草高製作、香草烹調課程、本土農

產烘焙課程，因為市新庄東高校學生莫生的課程，來訪師生對本校在有機農產

應用甚至藝術創作領域的寬廣相當讚嘆。 

    除了豐富的課程之外學校另外安排北港的寺廟文化參訪，其餘的時間，由

接待家庭帶著日籍友人參訪台灣各地觀光景點，品嘗夜市小吃，一起到一中街

感受台灣青少年特有的流行文化，日本學生不但與接待家庭建立深厚情誼，也

與接待班級融為一體：一起吃飯、午休一起活動，透過密切互動，雙方更深入

認識彼此的同不同，除了國際夥伴關係，更結交異國友人，真正成為地球村公

民。 

    新庄東高校來訪之後，我們亦回訪新庄東高校，日本友人一樣用熱情、用

日本傳統文化歡迎我們，一樣的，我們做客新庄東高校學生家中，體驗真正的

日本家庭生活，友誼在建立、國際關在建立、文化包容與理解在建立，就這樣

我們一步步邁向地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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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客家藍染創作藝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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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農業技能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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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接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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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ARN節慶卡片交換及泰迪熊交換計畫計畫 

    本校英文科於 102 年起加入台灣教育資源網路學會(IEARN)開始進行泰迪熊

交換計畫及節慶卡片教和計畫，對高職生來說，這是相當有趣的國際交流活

動，不論英文程度好壞，學生均可參與，並且樂在其中。 

    本校於 101年開始，陸續與日本千葉縣日立中學及巴基斯坦進行泰迪形交

換計畫，本校分別將台灣熊寄往台灣熊的留學國，兩個國家也分別將日本熊和

巴基斯坦熊寄到員林農工，展開為期二至三個月左右的交換學生生活，學生每

天上網幫牠們以英文寫日際，分享在台灣生活的點點滴滴，相同的，藉由網路

資源，學生也讀取台灣熊交換生活的每個細節，除了寫日記，學生還和對方以

視訊進行交流，活動有趣又簡易。 

    透過節慶卡片交換計畫，學生收到來自世界各國的節慶卡片，有來自西班

牙、烏克蘭、白俄羅斯、立陶宛、俄羅斯、加拿大、美國、拉脫維亞等國的卡

片，除節慶問候與祝福，彼此還會介紹節慶相關文化，課程進行時間短，容易

帶起學生學習興趣。 

    透過 IEARN的網路平台，學生與陌生的世界連結，東歐及中亞諸國是學生

較不易接觸的地域，透過交換計畫，學生得以接觸這些地區的文化概略樣貌，

對學生的國際接觸的地域擴展，有極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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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ARN 泰迪熊交換及視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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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慶卡片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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