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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素養融入專業課程之設計與實踐：以
比較幼兒教育課程為例 

 

劉豫鳳 

本研究透過「比較幼兒教育」課程，參酌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畫（PISA）

中全球素養內涵可融入幼教系專業課程的概念，以全球探究、多元觀點與全球

行動三大面向，並參採問題導向教學法（PBL）之概念，研擬課程規劃與教學

活動。研究對象為修習比較幼兒教育課程之國際經驗有限、但海外接觸動機高

的 66 名幼教系學生。課程實施前先透過問卷編制，細部課程設計與諮詢完成備

課程序。研究者藉由觀察、作業、焦點團體與問卷等方式進行資料蒐集，並依

研究問題進行分析。研究結果主要有二：首先，課程規劃透過一個總問題、三

個分項問題以及講座、活動與跨週三類教學活動開展學習；其次，教學活動除

整體性提升學生全球素養外，亦在全球探究、多元觀點與全球行動的學習中，

展現不同於過去的動機、觀點與方法。本課程之整體規劃與活動設計雖可供相

關課程參考，然在課程屬性、評量與活動負擔層面，仍需進一步考量。文末並

提出課程設計、課程連結與成效評估之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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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全球素養之概念，英、美、澳等國早已於其各教育階段之國際教育相關之

政策、課程、白皮書中闡釋（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DfES], 2004; 

Mansilla & Jackson, 2011; Ministerial Council on Education, Employment, Training 

and Youth Affairs [MCEETYA], 2008），我國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也於

2020 正式公布實施（教育部，2020）。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更於 2018 年將全球素養列為測驗的新

項目，且發表了總整性的定義。全球素養的發展越趨深化發展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在 2030 雙語國家政策（以下簡稱雙語政策）發展藍

圖中，期待藉由厚植國人英語力，進而帶動與提升國家競爭力（國家發展委員

會，2018）。在高等教育實踐部分，於雙語政策整體推動方案中，具體指期待

透過大學全英語教學，達成提升臺灣年輕世代全球視野、理解國際、與不同文

化背景的人們溝通互動之能力（國家發展委員會，2021）。大學雙語政策的推

動為提升學生全球素養之關鍵方法，但最終目標則為提升學生全球競合力，若

僅將焦點放在英語學習而忽略全球素養陶冶，則易僵化學生的英語學習（鄒文

莉等人，2016），窄化雙語政策之核心目標。 

高等教育是深化全球素養、並延伸專業發展的關鍵階段，在國際化的氛圍

之下，國內大學大多以兩個層面提升學生的全球素養。首先是奠基全球素養的

通識課程，如「認識全球與在地國際化」、「全球環境變遷概論」（國立中山

大學，2020；國立臺灣大學，2020）。此部分課程為提供學生對於國際視野、

全球議題之基本認識，屬於博雅素養的層級。其次是針對系所專業進行的學生

交流、實習等活動，如教育部的學海計畫、「有教無界、未來無限」的師資生

海外見習實習之計畫等（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2017）。然目前較少發展的，

是專業課程之全球素養融入。此部分卻為延續學生全球素養之博雅基礎、連結

專業發展與應用的重要環節，亦為奠基海外交流之專業基礎，故有其進一步發

展之意義。 

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為近年在國內高等教育課程

創新與教學實踐廣泛使用的教學方法。近年各領域的實徵研究指出，該教學法

不但對於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投入有正面影響（陳綺媛，2021；洪于婷，2020），

在學習成效的部分也因 PBL 的實施有顯著的進步（黃儀婷，2020；張培華等人，

2018），此方法與本研究希望啟發學生國際探究、提升全球素養之目的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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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能與不同專業領域之課程做結合（倪仁禧，2020；陳彥廷，2020），故以 PBL

作為本課程規劃之重要參考。 

為深化雙語政策在高教階段的落實、開展全球素養融入專業課程之設計，

本研究藉由「比較幼兒教育」課程，參酌 PISA 全球素養內涵可融入的概念，

研擬課程規劃的內涵，透過 PBL 的課程設計並搭配學生特質，發展具體可行的

課程規劃具體研究問題有二：  

一、全球素養融入專業課程之規劃內涵為何? 

二、全球素養融入專業課程之實踐情形為何? 

 

貳、文獻探討 

為達成上述研究目的，以下先呈現全球素養內涵，探究可以融入本研究之

重要面向，接著歸納 PBL 教學法在高教實踐經驗中，可供本研究參酌之要項。 

一、全球素養內涵與課程規劃  

全球素養隨著國家間高度連結與快速變化，對於未來公民的生存來說更加

重要。與全球化、國際化相關素養的論述早在多年前即開始。早期對於全球素

養相關的論述如 Hanvey（1982）提出的全球觀點（Global perspective）：包含

觀點意識、地球意識、跨文化意識、全球變動知識以及覺知人類的選擇五個面

向；又如 Case（1993）點出全球觀點的五個要素為：1.寰宇文化價值 2.全球相

互連結 3 全球國際現況與議題 4.國際現況與歷史 5.全球未來發展方向。此階

段比較強調的是觀點、視野的擴展，重視須強調國家、民族之外的視野，且將

全球視為整體思考單位，重視國際間的合作與共同發展的未來。千禧年後，此

議題的討論越發成熟，除了視野的討論外，全球素養的能力、知識、技能等面

向也更被具體呈現。如 Hunter（2006）在許多文獻皆被提及的全球素養除包含

尋求他人文化、規範之外，還需保有開放的心態，並且可與其他跨文化者進行

校的溝通與互動。在越來越多的學者針對全球素養、跨文化能力的討論中，

Spitzberg & Changnon（2009）曾以五種模式呈現當代 22 個與跨文化能力相關

的理論內涵，包含凸顯組成要素的組合型模式、重視相互影響特徵的雙向型模

式、強調隨時間推移產生變化的發展型模式、點出因素交互依賴且影響的適應

型模式、以及明確指出因素影響關係的因果型模式。由前述豐富的討論可見，

此議題之發展已從原本的全球觀點，發展至內容更為細緻且面向更為寬廣的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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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許多國家也開始透過官方文件，試圖以國家的角色在教育層面回應對

全球素養議題的重視，並呈現對未來國民的期許：如英國期待境內從兒童到成

人均能了解與洞燭世界發展的現象，並能在世界的舞台上擁有一定的競爭力

（DfES, 2004）；澳洲期待年輕人從跨文化理解開始，展現創新、科技與語言的

能力，以面對新興的亞洲世界（MCEETYA, 2008）；美國提出國際教育的主要

概念、學科基礎，希冀藉由探究與思考達成促使美國青年接軌亞洲、展望全球

的目標 （Mansilla & Jackson, 2011）前述文件強調的主要概念有三，全球視野、

多元觀點與全球競合。 

在此議題日趨成熟且越發受到各國重視的情形下，2018 年，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

PISA 測驗，首度加入了全球素養的測驗項目，並在測驗相關說明中，集前述

理論與國家文件於大成地提出了對於全球素養的總整性定義(容後再述)。該次

全球素養的測驗結合了全球與國際教育的雙重內涵，並可見其結合永續發展目

標（SDGs）的概念，將全球素養的重要性提升到另一個層次。此項目的發展與

立基源於對 2030 年世界發展的想像，期待藉由全球素養的提升，讓人們活在

更和諧的多元文化脈絡中、培育適應變動人力職場的知能、有效且負責的使用

媒介以及支持永續發展的目標（OECD, 2018a）。  

（一）全球素養之面向與內涵 

OECD 對於全球素養的定義有四個面向（OECD, 2018a, 2018b）： 

1. 能針對在地、全球與文化議題進行探究。在此面向中，學生能綜合不同

領域的學習，藉由適當的搜尋與媒體進行探究，並能形成對議題的論述，同時

能根據資料蒐集以及善用多元媒體表達探究之想法。如學生探討該國駕駛訓練

課程的應用缺失、或世界核子運用的爭議性。 

2. 能理解與珍視不同文化的觀點。此面向強調有意願以及能夠以多元觀點

思考全球問題以及其他人的角度與行為。需藉由設身處地地從他人的角度思考，

並由他人身處脈絡中，再深入理解之前並不預設立場。如：探究伊朗女孩追尋

自我認同的歷程中，須由當地歷史、文化、政治與家庭關係等層面進行了解。 

3. 能以開放、適切與有效地方式進行跨文化互動。此面向強調面對來自不

同文化背景的人，學生能夠了解該國文化背景、互動方式，以適切的程度與方

法與他人互動，並且保持一定的互動彈性。如透過與不同文背景的人進行互動，

讓學生體驗與培養跨文化互動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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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參與永續與共創福祉的行動。此面向重視在社會中，青年主動行動與

承擔責任的行動。如何藉由他們的行動，能提升所處社會或世界的生存條件，

或維持全球永續的發展。如學生針對長久來的政治貪腐，主動思考與提出自己

可能改善的做法。 

黃文定（2019）進一步闡釋於我國脈絡中，前述前球素養可於國際教育實

踐的七個思考，包含對移民的態度、多語學習與使用、全球公民之行動參與、

海外學習經驗、教師全球素養教學能力養成、數位素養融入，以及家長對學生

的影響等。而在高等教育專業課程的實踐上，除可參照全球素養的四個面向，

亦可轉化國際教育實踐的思考，並搭配專業領域的探究脈絡進行規劃。 

（二）全球素養之專業實踐 

全球素養的實踐亦在許多專業領域中被重視。多年前從 Caligiuri & Santo

（2001）的研究中即可了解，在企業人力資源專業的訓練中，已發展出三個向

度的全球素養：在能力上重視依照情境做出決策並轉換專業能力至其他國家中；

在知識上強調對於國際商業知識的了解、連結與國際企業相關議題；在個人特

質上則是重要開放、彈性與不強化民族優越感。Parkinson（2009）亦在工程師

培育中應加入全球素養內涵的研究中指出，共有 13 項培育明日工程師需要注

意的全球素養內涵，其中又以能珍視其他文化、能在多元文化的情境中工作、

能進行跨文化溝通、能在全球脈絡中實驗工程專業，以及能處理國家間的種族

問題等五項最為重要。故多元觀點、跨文化溝通與專業實踐為全球素養在專業

領域的實踐中，須關注的幾個要素。前述要素實與OECD 之定義相去不遠，只

是更多了專業領域的實踐內涵。 

近年在大學場域中，亦開始在專業領域中提升全球素養的實徵研究：如 Li

（2013）嘗試透過課程設計，邀請中美各 34 位學生，透過線上國際商務之研討，

以提升學生在知識、態度、技巧三面向的全球素養；Kang et al.（2018）亦邀請

27 位美國、24 位韓國大學生，透過線上形成小組的三項任務，進行全球流行產

業分析方案。在教育專業方面，Crawford et al.（2020）參照 PISA 等與全球素養

相關之概念，以 Global Competence Learning Continuum（GCLC）的架構，針對

33 位美國小教老師在課程設計中思考全球素養的融入；Ramos et al.（2021）亦

參考 PISA 全球素養的四個面向，在師資培育課程中以非同步線上的課程設計，

引導師資生與教師進行全球素養融入教案課程設計的歷程。前述商務管理的實

徵研究都指出，課程設計中透過跨文化/國的互動，有效提升了學生的全球素養；

而師資培育的實徵研究，亦可見全球素養訓練歷程對學習者的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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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述文獻可見全球素養訓練的具體成效，然而目前大多數研究皆以量化

方式呈現學習者的成效，從數字較難了解全球素養改變的內涵為何?其次，與師

資培育相關的實徵研究，多以引導或探究師資生應用全球素養於教學之情形，

較少以奠基師資生本身之全球素養為目的。國內目前對此全球素養議題之實徵

研究亦極為有限，故本研究以 PISA 全球素養之架構為主軸，參酌專業實踐的

內涵進行課程設計，並強調質性資料的蒐集與呈現。考量大學部兩學分的課程、

搭配同學既有的語言素養，較難就跨文化溝通與互動進行深入規劃，務實思考

之下，先弱化跨文化溝通與互動之部分，將全球素養可融入課程之內容歸納為

以下三點。 

1. 全球探究：此面向強調對於國際資訊的探究，從累積資訊開始，以跨領

域的方式針對議題進行思考，透過適切的工具與方法進行資訊蒐集，並能以宏

觀的視野與架構進行反思，同時可能與在地脈絡做出比較。  

2. 多元觀點：重視參與者能夠且願意以不同的思維角度，看待全球共同面

對的議題。同時在了解不同的文化與脈絡的基礎之下，尊重並以開放的態度與

不同文化背景思維者溝通。  

3. 全球行動：能夠在全球脈絡中，實踐自己的專業，並針對全球發展的共

同議題從本土、採取行動。  

以上三個面向除了是提升全球素養的方向外，在執行上更有其順序與層次

性。在國際經驗缺乏的前提之下，首要任務可能是針對全球事務進行探究與理

解；在資訊累積達一定程度後，則藉由豐富的資訊嘗試以不同的觀點看待多元

文化背景中的事物；當尊重與觀點轉換 得宜之後，進而得以從不同的脈絡中，

實踐自己的專業思考，並以全球共同前進的方向，轉化為實際場域的應用。對

本研究實施對象幼教系同學而言，較少與全球探究相關的課程，故期待藉由前

述三個面向，融入在幼教專業探究中，先以全球探究累積學生經驗、接著藉由

國家之間之觀點進行分享、最後嘗試發想現況挑戰中可能解決的方法。 

二、PBL 教學法之課程設計  

PBL 為近年在國內高等教育中，為增進學生解決實務問題能力、提升學習

動機，且能具體提升學習成效的重要方法。在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支持之

下，有越來越多的大學教師參考 PBL 之理念，針對臺灣學生特質、結合專業領

域內涵，設計出符合各領域學生需求的課程，以下即根據近年國內高等教育實

徵研究之成果，針對 PBL 之問題設計（P）與學習規劃（L）兩個面向進行探究，

以作為本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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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設計 

問題設計為啟動問題導向學習的關鍵，實徵研究中於師培、商管、工程領

域的教師們，皆展現趨向真實情境的特性，如參加競賽（陳彥廷，2020）或考

取專業證照（倪仁禧，2020），或是以取自於真實情境的個案問題（張德銳、

林嫚君，2016）作為問題導向學習中的主要問題。由於真實情境中的問題為 PBL

教學法的關鍵要素，故在實施過程中，教師也經常邀請業界實務專家，如現場

教師（陳綺媛，2021）持續傳遞第一手真實情境中的資料；或在有限的條件之

下，以模擬情境的方式行參賽或解決一個虛擬任務（洪于婷，2020；劉豫鳳，

2020），讓學生仍可藉由類真實的問題中進行學習。除了貼近現實之外，前述

問題也讓學生嘗試在複雜的情境中，綜合運用已知的資訊尋找未知的答案，解

決貼近未來真實情境中的問題。 

在問題規模上至少可看出四種不同的類型：1. 週次 PBL，進行單元式的問

題解決，如在班級經營課程中，以常見議題為例，規劃出四個獨立的影片與配

套教材（陳綺媛，2021）。2. 跨週 PBL，設計須跨越週次解決的問題，如在課

程 11-12 週以電子產品偵錯、16-17 週以數位電路時體設計作為課堂欲解決之問

題，整合為 IC 布局之能力（張培華等人，2018）。3. 全學期 PBL，以學期為

大型 PBL 單位，但將問題切割為數個小的學習單位，於學期中逐步完成，如以

期末參賽為主要目標，在課程中依序進行討論、調查、實作、報告等內容（黃

儀婷，2020）。4. 多層次 PBL，全學期為一個總問題，總問題之下切割為第二

層次的個別小問題，小問題之下可能再出現第三層次的週問題。課程進行過程

在逐步完成小問題也同時解決更高層次總問題的設計，如以赴海外進行教保服

務計畫為學期總目標，搭配「走出去、活下去、教保活動真有趣」三項具有層

次性的子目標（劉豫鳳，2020）。 

前述四種模式亦略分為部分與整體 PBL 兩類，週次與跨週 PBL 聚焦的是

單週或單元形成的問題與解決；而全學期與多層次PBL 則是將全學期視為一個

學習問題，以連續或層次遞進的規畫完成。部分 PBL 之設計可針對單次問題個

別擊破、而整體 PBL 則可以讓課程發展的軌跡有整體性。若課程設計能兼採兩

類課程之優點，即以多層次的方式，將課程視為一個整體的 PBL、並在週次或

單元中進行部分 PBL，則可藉由環環相扣的問題，逐步導引學生體會有層次性

的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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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規劃 

學習規劃為實踐適切問題以導引學習的關鍵要素，臺灣高教發展與大學生

特質有其特殊性，近年許多嘗試 PBL 方法之教師皆期待藉此方式提升學習動

機、鏈結學用落差與翻轉教師為主之教學模式，歸納近年實施 PBL 課程在學習

規劃上可見以下三項共同要素 

1. 多元規劃 

為解決真實情境之問題，且關照學生的多元需求，故在實徵研究中可見，

教師大多規劃了多元的學習，除一般常見的傳統講授方式之外，在活動上可能

包含線上資訊查找、影片討論、組間對話、成果展覽等方式，同時以貼近學生

經驗、詼諧有趣的方式進行課程規劃（陳綺媛，2021；劉豫鳳，2020）。另在

評量上，也以小組互評、歷程性資料、日誌或晤談的方式進行評量（張培華等

人，2018）。 

2. 學生中心 

在課程規劃上，首先須了解學生的背景與學習歷程中面對的問題，以學生

的學習經驗出發，而非僵化地依循知識架構或課程內容進行，在教學過程中，

也需保留一些彈性規劃的空間（倪仁禧，2020）。其次重視合作學習的價值，

學生藉由組內合作嘗試進行問題解決，亦藉由組間對話與討論，釐清解決方案

（或提案）中具有疑惑的觀點（洪于婷，2020）。 

3. 教師引導 

教師為問題解決的教練（coach）與學生學習的促進者（facilitator），教師

須能引導問題解決的開展、監控學生探索歷程，並針對學生的需求適時提供新

的指引（黃儀婷，2020）。此外，在以學生為主的基本立場中，教師也需依學

生實作情形適時調整問題解決的難度（張培華等人，2018）。 

本研究參考前述 PBL 實徵研究之結果，將整堂課程化為三層次的問題設計

教學。整堂課化為一個虛擬的總問題，為第一層次；前述全球素養探究面向為

架構，引導學生進行全球探究、多元觀點、全球行動實踐等三大面向，為第二

層次；第二層次之下，各列每週課堂需解決的問題，為第三層次。期待能在此

實施方法上，以 PBL 的精神，引導學生透過模擬真實情境的問題進行探究；在

教學規劃上，亦參照學生為中心的概念，了解學生背景、重視合作學習；教師

以引導的方式關注學生探究問題的歷程；並在實踐上盡可能以多元、創新等方

式進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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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文獻探究之結果發現，提升全球素養可從全球探究、多元觀點與全球

行動三個面向進行。並藉由 PBL 教學法的設計，以發展適合本研究的多層次

問題導向設計架構與適切的學習規劃。但研究執行層面，仍需要思考研究場域

與對象，方能在量身打造的教學規劃中，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為進行全球素養融入專業課程之課程設計與實踐，除參考前述

文獻、臺灣實踐脈絡與國內相關課程設計之外，亦藉由專家焦點座談之方式，

發展與修改課程設計，同時調整資料蒐集之內容。以下先說明研究場域與對象，

歸納進行課程規劃須考量之因素；其次根據文獻探討結果，擬定本課程規劃原

則，最後說明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兩階段的研究設計與資料蒐集，以及呈現資

料分析之方式。 

一、 研究場域與對象  

本研究於「比較幼兒教育課程」中實施，該課程為幼教系大四選修科目。

目前國內比較教育大學部相關課程，其目標除瞭解比較教育相關理論外，強調

藉由不同國家教育制度探究，開啟全球視野、培養多元尊重之態度 （國立臺南

大學，2020；國立暨南國際大學，2020；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20）。本研究

以 PBL 為課程設計之重要參考，不以常見一週探究一國的方式，而是將國家探

究拆分為較小的研究問題，讓各組同時以逐步平行前進的方式，每週針對各國

教育的不同部分進行探究（容後再述）。 

研究參與對象為兩個班級共 66 名學生，學生特質的部分，四上學生已具

備對幼教現場的理解，與對社會脈絡的思考的基礎能力。學生與本研究相關的

特質有主要兩個部分，首先是缺乏國際與全球探究經驗。經調查本課程學生未

曾有出國經驗的比例為 36%，出國 1-3 次的為 58%，出國 4-6 次為 6%；雖多數

同學有與外國人接觸的經驗，但互動方式以實際短暫接觸為主（87%），且與

外國人的互動是透過學校互動接觸而來（55%）。從課堂與學生的討論亦了解，

學生除缺乏主動或大量接觸海資訊的經驗（如海外自助旅行），對於身邊既存

的國際資訊也未必會主動探究（如不主動與校內外籍生互動）（觀-W01-AB，

資料代碼容後再述）。 

其次在學習特質上，對於海外資訊的部分，學生有興趣但卻沒有習慣經常

搜尋相關資訊；具有一定能力的網路搜尋能力，但外文資料的蒐集經驗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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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學生有基礎的外語能力，或至少能找到相關工具處理不同語言的資訊蒐集

及閱讀的問題；學生對於活動式（非傳統講述、討論）的課程投入較高，會投

入相當多的準備與創意發想（觀-W01-AB）。由前述學生特質之論述可知，學

生雖然對於全球探究經驗較為缺乏，但卻具動機，並具有基本的語言與資訊能

力，故在教學規劃上可藉由活動、多元有趣的教學設計帶領學生進行全球素養

的探究。  

二、課程設計架構  

本研究之目的為提升幼教系學生的全球素養，茲將課程總問題、分項問題

之規劃說明如下：  

（一）總問題  

本研究將以參與「模擬聯合國會議」為欲解決的總問題，讓學生分組後代

表不同國家1，於期末參加一場以「For the Bette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為

主題的會議。該會議之主軸為報告各國幼教發展的現況與挑戰，並以宏觀的視

野歸納全球幼教發展的挑戰並提出改善方案，此問題有賴三個分項問題的逐步

探究以解決。  

（二）分項問題  

本研究學生有三大待解決問題：1. 蒐集幼教資訊：學生以分組的方式，持

續蒐集一個外國幼教發展之資訊。從該國歷史政治與發展背景，到社會發展脈

絡了解該國發展概要；接著從文化（食物、服飾）的觀點嘗試從生活切入幼兒

的生活環境；最後蒐集該國幼教制度與機構的現況，以統整目前發展概況。2.嘗

試多元觀點：以區域聯盟2的方式進行會議，過程中學生將前一階段的內容進行

簡報，開始聆聽他國幼教發展的情形，嘗試比較區域之間幼教發展的異同，歸

納出該區域幼教發展的現況與挑戰。3. 研擬解決策略：集結前兩階段中國家、

區域發展的挑戰，以兩個主要問題進行多國會議討論。首先是針對代表國家的

 

1課程中進行探究之國家有限，故以國內制度參酌、校系務合作、學生海外職

場發展、多元文化融合四個考量因素，合併目前可取得聯繫之海外資源進行篩

選與取捨後，以美、德、中、新、馬、泰六國作為探究國家。 

2前述六國以西方聯盟（美德）、華文聯盟（中新）與新興聯盟（馬、泰）進

行三組區域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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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該區域的發展做出行動規劃；接著則是以聯合國觀點探討全球幼兒共同

面對的問題，以及可能的解決策略。 

前述三個分項問題分別對應的是全球探究、多元觀點與以及全球行動三個

全球素養面向。課程即以此三大項目作為課程設計之架構，在架構中逐步深化

探究之內涵。並以國際文化日、區域幼教峰會、模擬聯合國會議，作為提升全

球素養不同階段的成果展現。茲將分項問題與細項、焦點活動、全球素養對應

面向與課程設計之教學週次整理如表 1。 

表 1  

分項問題說明 

分項問題 問題細項 焦點活動 
全球素養 

對應面向 
教學週次 

蒐集幼教

資訊 

了解該國發展背景、

文化、幼教制度 
國際文化日 全球探究 1-6 週 

嘗試多元
觀點 

聆聽他國簡報、比較
國家異同、歸納區域

發展 

區域幼教峰會 多元觀點 7-10 週 

研擬解決
策略 

提升區域、全球幼教
發展的採取行動提案 

模擬聯合國 

會議 
全球行動 133-18 週 

三、研究設計與資料蒐集 

本研究分為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兩階段，以下分別說明各階段進行方式與

蒐集之資料。 

（一）課程設計 

研究者於本階段依文獻探究之結果，針對比較幼兒教育課程設計內涵，進

行全學期課程規劃。課程設計初稿邀請兩位具有大學部比較教育課程相關經驗

之專家進行訪談，以瞭解本課程設計之適切性。綜和兩位專家之回饋，對於課

程設計層次性與活動多元性給予正面肯定，主要修正處為具體化三個探究焦點，

並保留學生探究軌跡（如將每週搜尋之資料統整為一個表格），以延續學生的

學習。修正後結果在開學前，依學校行事曆、講者聯繫時間調整日期，並於開

學後第一週，依與學生討論之結果進行微調。 

 

3修課學生須於第 11-12 週參與本系集中實習，故跳過此二週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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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實施  

在教學實施階段，蒐集三類質性與一類量性資料，以質性資料為主、量性

資料為輔的方式，了解學生在全球素養能力變化的情形。質性資料部分包含 1. 

課堂觀察：依教學週次進行全程錄影，內容將轉譯為教學活動紀實。由於教學

實施之依據為第一階段課程設計之架構，故可由週次實施對照課程設計主軸、

教學活動之內容，以了解學生學習情形，資料編碼為「觀-週次-班級」。2. 學

生作業：學生於課中、課後進行的資料蒐集、省思，以呈現學生學期之情形，

此部分亦可對應教學設計架構，了解學生在不同面向的學習情形，如第 15 週繳

交的模聯提案書，對應的就是在全球行動面向的學習內涵，此部分資料編碼為

「作-週次-班級」。3.焦點團體：課程結束之後，邀請兩班每一組各一位同學（共

12 位）進行焦點團體，進一步了解在量性問卷結果中學生的細部思維，同時蒐

集學生對本課程規劃的回饋。會議進行前備有依問卷內容修改而成的焦點團體

會議討論大綱，並於會議中錄影並於事後轉譯，此部分資料編碼為「焦-學生代

碼」。 

量性資料部分，為了解學生在課程學習前後，對於全球素養各面向的改變

情形，研究者參考 PISA 全球素養問卷內容（OECD, 2018a）並結合課程內容

規畫進行問卷編制，經兩位專家諮詢後進行修正，分別於期初與期末發放。問

卷架構分為以全球探究、多元觀點與全球行動三部分（期末另加上針對各教學

活動設計之回饋），同一部分中包含該分項能力及本課程內容相關之內容，計

分方式以 Likert 五點量表呈現「非常不同意（1 分）」到「非常同意（5 分）」，

另搭配部分簡答問題進行，資料編碼為「問-學生代碼」，問卷架構與各類問題

舉例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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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問卷架構與例題4 

架構 與全球素養分項能力相關 與本課程內容相關 

全球探究 我了解脈絡與教育的關係 我如何搜尋各國新聞（簡答） 

多元觀點 
我能理解文化的不同價值可
能產生歧見與衝突 

我能比較與思考不同國家幼兒教
育發展的異同 

全球行動 
我認為我的行為會影響其他

國家的人民 

我能思考一些可能為全球幼教帶

來正面影響的方法 

教學實施

回饋（期

末） 

「國際文化日」這個活動對你學習幫助的程度 

整體而言，本學期學習中，最有幫助的部分是什麼（簡答） 

四、資料整理與分析  

綜合前述資料，以主題分析（Thematic analysis）之方式進行資料分析，並

以描述取向進行資料呈現（吳啟誠、張瓊云，2020）。第一部分之研究資料，

依據授課規劃、活動說明之架構，綜合課程設計與課堂觀察之資料進行描述，

並歸納課程活動規劃之特色，以回答研究問題一。 

第二部分之研究資料分為質性與量性二類：質性資料依據全球素養三大面

向做為資料整理與分析之架構，接著形成與調整主題之下的次主題與編碼。不

同來源之資料之處理方式如下：課堂觀察部分，除依據該週設計重點對應資料

內容外，另關注課程實施前（1-6 週）、中（7-10 週）後（13-18 週）三階段在

課程實施的改變；問卷資料以學生整體填答內容中形成之主題為分析重點，並

對照前後填答的質性內容進行學習改變之分析；焦點團體的資料分析則聚焦在

學生對於填答內容的說明，如課堂中哪些活動對於提升多元觀點有幫助，為什

麼?。質性資料透過資料來源多元之三角檢證之方式，以提升研究資料之信實性，

如從期末問卷學生填答、焦點座談學生的回應與課程觀察中，皆可發現本課程

之實施激發了學生全球探究動機。量性問卷部分，以 SPSS 進行Ｔ檢定針對前

後測資料行分析，另為藉由實際效果量（Effect Size），以了解本課程實際顯著

 

4本問卷蒐集之資料，為從學生觀點瞭解經由課程的實施，在全球素養各面向
理解與同意程度的改變情形，因問卷內容僅經由專家效度進行修改，故在本研

究中僅作為概覽學生學習改變樣貌之基礎，將進一步以質性資料之蒐進行研究

發現之論述。 



主題文章 
 

42 

差異情形。綜合質量性資料，試圖呈現教學實施與學生學習之情形，聚斂前述

質量性資料之研究發現，以回答研究問題二。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課程規劃內涵 

（一） 授課規劃 

經參酌相關文獻與專家諮詢後之結果，將比較幼兒教育課程分為三大實施

面向，各面向均包含探究細節、相關講座與活動，另亦包括跨週實施之活動，

最後依據學期規劃、活動舉辦與講者時間之協調結果，完成全學期教學設計如

表 3。 

（二） 活動說明 

在前述授課規劃下，透過 3 個焦點講座、3 個焦點活動、3 類跨週活動開展

提升全球素養之階段性活動，並於期末以 1 活動統整同學的學習，以下分述之。 

1. 焦點講座（第 6, 10, 14 週） 

本課程針對全球素養三大面向，分別邀請具有全球經驗、跨國多元經驗與

模聯會議組織經驗之講師，藉其分享內容，開展或總結該階段全球素養探究面

向之內容。 

2. 焦點活動 

（1）國際文化日（第 5 週） 

學生藉由該國食物、服飾或其他文化內涵，設計一個闖關小活動，以凝聚

對該國發展與文化的理解。如：以牛仔套繩活動體驗美國西部拓荒之刻苦精神、

以不同民族服裝搭配活動，體驗馬來西亞多元種族的特色（觀-W0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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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教學大綱 

週
次 

面
向 

主要活動 
跨
週 

教學重點（節錄） 

1 

全
球

探

究 

簡介、分組、暖身 
提

升
全

球

視
野

之

對
觀

影

片
、 

班

級
小

書

流

通 

1. 比較教育基本概念 

2. 開始分享對觀短片 

2 
國家發展、 

教育制度 

進行全球探究（國家發展、學制、教

改） 

3 幼教制度 

1. 教育主管機關 

2. 學前學制、學前機構名稱 

3. 開始介紹國際閱讀小書 

4 幼教課程與師培 
1. 幼教課綱、教師認證制度、師培課程 

2. 開始查找各國新聞 

5 【活動】國際文化日 凝聚該國文化特色，進行闖關挑戰 

6 
【講座】我的國際走
跳人生 

1. 邀請具旅外與教育背景之夥伴 

2. 分享走跳世界與本土觀點之激盪 

7 

多
元

觀

點 

參與國際研討會 了解芬蘭、日本、澳門最新幼教發展 

8 簡報本國現況 
1. 進行各國幼教發展簡報 

2. 簡報後針對現況回饋與提問 

9 
【活動】區域幼教峰

會 

1. 歸納區域發展現況與問題 

2. 形成模聯會議之提案發想 

10 
【講座】世界與臺灣
的多元觀點 

1. 邀請本課程對觀影片之 Youtuber 

2. 分享影片拍攝背後之多元觀點與經驗 

11-12 週：集中實習週 

13 

全

球

行
動 

國際組織 、
國

際

新
聞

查

找 

1. 教育與幼教重要國際組織 

2. 學前重要跨國方案（starting strong） 

14 
【講座】模擬聯合國

會議與我 

1. 邀請新北模聯會議召集人進行演講 

2. 分享自身參與、組織模聯之經驗 

15 
模聯籌備與發言準

備 

3. 主席團報告流程、國家立場書與提案 

4. 模聯準備（場佈、議事內容） 

16 
【活動】模擬聯合國
會議 

進行 For the Bette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之模聯會議 

17 放假 

18 

【活動】國際幼教博
覽會 

 以海報發表統整本學期對該國的幼教
之探究，於本校圖書館行展覽並安排外

賓提問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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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區域幼教會議（第 9 週） 

學生在三個區域聯盟中，就兩國發展現況與可能合作的方案進行討論、發

表，並在師生相互回饋之後，修正為區域聯盟合作草案。如：華文聯盟（中新）

以「與＂中新＂長-兩國雙語師培實習計畫」，藉由中新相互選送華語/英語師資，

可達成兩國在雙語師資上的互補與互惠功能（作-W09-B）。 

（3）聯合國模擬會議（第 16 週） 

以各國提案、動議說明、自由協商等環節，嘗試將原有提案修正為更可行、

獲得更多國家支持的方案，並於最後進行投票表決。如：泰國提出因目前世界

並未有針對提升幼教「教學品質」的專業組織，故希望培育無國界教師，成立

聯合國幼兒園（作-W16-A）。會議中第一輪討論先取得馬來西亞的同意，但為

追求中國與新加坡的支持，在第二輪提案中修正了師資派遣的規則、並嘗試在

自由協商中拉攏美方（觀-W16-A）。 

3. 跨週活動 

跨週活動之共同目的為提升學生國際探究經驗，並在擴展視野之際豐富多

元觀點，為日後全球行動奠基，分述如下： 

（1）全球與在地對觀影片（1-10 週） 

在每次的課程利用 5-10 分鐘的時間進行短片觀賞與討論，以詼諧的議題

切入，探究與國際視野相關的內涵，目的為拓展學生視野與反思臺灣觀點。影

片分為「從臺灣看世界」（如各國人約會應該誰付錢）與「從世界看臺灣」（如

讓老外念念不忘的各種臺灣經典早餐）兩類。 

（2）每週新聞（4-10 週） 

除發展背景與文化外，掌握各國脈動亦為學生進行全球探究的重要能力，

故課程中，讓小組成員能持續掌握所屬國家的發展現況，透過較具公信力的國

際媒體（如 BBC, CNN）搜尋該國新聞，並在課堂中簡要分享。 

（3）班級小書（3-18 週） 

課程中指定每班 3 本相關書籍，以每週輪替的方式，在課程進行中輪流傳

遞，除須在規定時間中閱讀外，另於書本中標註簡單心得，以達課後累積且持

續互動之效，如同學針對阿根廷讓幼兒晚睡的教養觀中，透過心得指出我國教

養觀的侷限與單一價值（作-W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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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統整活動：國際幼教博覽會（第 18 週） 

國際幼教博覽會為延續模擬聯合國各國提案內容，同時統整學生單國學習

的成果，以靜態海報展覽的方式，邀請兩班、共 12 組的同學針對 6 個國家的幼

教發展、現況與可能挑戰於本校圖書館進行海報展覽。開幕當天安排校外比較

教育專家到訪，與同學進行對話與討論，兩班同學亦可相互觀摩另一班探究同

一國家之成果。 

（三）課程規劃特色 

綜上所述，本課程在規劃上參考 PBL 的問題設計架構，透過一個總問題、

三個延續性的分項問題的方式以提升學生的全球素養，前述設計中有兩項特色： 

1. 一以貫之的角色設定 

總問題中針對參與學生，採取一以貫之的角色設定，藉由逐項問題的解決，

嘗試型不同國家的探究。角色設定的規劃讓學生得以嘗試跳開臺灣的背景與思

維，轉而以另一個國家的角度進行思考。 

幫助我學習最多的是『臨場感』，因為從第一堂課說我是德國人，到最後就

真要從德國的角度去蒐集資料，然後提案、跟各國溝通。會促使我們去翻閱

一些資料，或是關心一些德國現代的局勢。（焦-08） 

2. 逐步推進的問題設計 

在總問題之下，分項問題的設定與順序安排的部分，事先透過全球探究讓

同學對該國有所了解，接著開展視野聚焦多元觀點，最後融合各國觀點進行全

球行動。這樣的規劃，讓原本國際經驗不豐富的同學可以循序漸進，且也在透

過個別階段的教學規劃，逐步發展了與全球素養相關的三大能力。三層次的逐

步推進設計，從實施的結果可見學生的正面回應，也呼應了進行課程專家效度

時，對於課程設計的肯定。 

從一開始查詢自己國的狀況，到後來將資料慢慢從各方面擴充，再到各國區

域合作分析，循序漸進達到比較各國教育，還有很多活動很好玩（問-34）。 

在這樣一組一國、分週逐步前進的規劃中，讓同學的能平均在每週有一定

的參與度，以全班的觀點亦能有效完成多國的幼教資訊搜尋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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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如此用心的設計一系列的課程…從以前到現在，很少有這樣的課程，帶

著學生如此深入的探討國際議題（問-32） 

大學一般課程安排上較難進行大規模的實際交流，本課程運用角色安排輔

以許多線上支援，運用 PBL 趨近真實情境的特性，讓學生進入他國角色進行

探究，並規畫模擬聯合國會議，以營造虛擬的情境。同時藉由具有順序性的子

目標，維持同一個角色的扮演，藉由環環相扣的問題解決，深化學生全球素養

的學習。 

本課程的設計參照全球素養之概念，以全球議題探究、多元文化觀點之理

解與共創福祉的思考（OECD, 2018a）做為課程發展之主要架構；在專業課程

中，持續以幼兒教育內涵作為探究架構，學生以模擬的方式在國際場域中實踐

其專業思考，以回應其專業領域全球素養之提升。在 PBL 的問題設計上，以總

問題導引學期課程之推進，搭配前後延續的子問題逐步深化學生對全球素養的

探究（黃儀婷，2020；劉豫鳳，2020）。另考量學生特質與活動多元性，規劃

了對應三個全球素養面向的焦點講座、活動與橫跨各週的小型教學教活動，以

藉由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之串聯，達成全球素養探究之目標。 

二、 教學實踐情形 

（一） 全球素養內涵之實踐 

全球素養課程之教學實踐，可由表 4 之前後測問卷資料之分析結果有一整

體之了解。本課程之實踐，不論是整體或是各面向，皆可透過前後測差異、T值

與效果量等資訊，了解學生在進行本課程之後，對於自身全球素養各面向的認

同程度均有顯著的提升。 

此部分的研究結果，呼應了近年高等教育融入全球素養的課程教學時，對

學生能力的正面影響（Kang et al., 2018; Li, 2013）。另，表 4 中亦可見在全球

探究的部分更是明顯突出於其他兩面向。以下分別針對全球探究、多元觀點、

全球行動三個面向，先概述該面向的教學實施情形，接著呈現學生在該面向之

學習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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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前後測問卷資料一覽表 

 前測 後測 T 值 Cohen’s d 
Cronbach's 

α 

全球素養 

整體內涵 
3.88 4.24 7.75*** 0.88 0.93 

全球探究 3.45 4.11 11.15*** 1.41 0.83 

多元觀點 4.23 4.46 4.41*** 0.54 0.86 

全球行動 3.80 4.10 4.03*** 0.54 0.85 

註：***p < .001 

1. 全球素養 

（1）教學實施 

在全球探究的階段，學生由國家基本資料開始查找，如國旗、國歌、國家

現況小檔案等（觀-W01-AB），接著聚焦幼教階段，從教育主管機關、幼教學

制到師培等主題（觀-W02-04-AB），透過官方網站、其他網路資訊等進行資料

蒐集。每次查找過後，在課堂中並有各國的簡要分享。此外也同時開啟對觀影

片、國際小書以及各國新聞的查找。並於國際文化日活動中，凝聚本階段所學，

並藉由多元媒材表達探究之結果（觀-W05-AB）。在此階段教學藉由多元議題、

多元活動、多元媒介的方式，豐富學生的全球探究經驗。 

（2） 學習回饋 

○1 激發全球探究動機 

除由表 4 可知全球素養是同學認為學習前後提升最多的面向，開放性填答

中，亦有 42 位同學認為本學期學習收穫最大的內容，與全球探究相關。從學生

的多元回饋中可了解，全球探究的相關活動激發讓他們想要探究全球探的動機。 

剛開始全球探究像是一些小的活動，後來感覺變成一種態度、而這些活動會

讓人對很多事情產生好奇心（許多同學點頭附議）…（焦-S01,04） 

能更主動去查詢或關注國際間正在發生的事情（問- 36） 

○2 轉化全球探究於幼教 

除了擴大視野之外，同學也思考到自己的專業內涵，認為在這個部分的學

習就是理解他國、回看本國，且會思考將所學運用在教學現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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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們是幼教，就針對幼教這個點，看看自己看看別人（焦-S02）。 

我們現在知道了這個國家，對它的文化有一點點概念，然後可能之後會想在

幼兒園帶小朋友討論，帶小朋友去做…（焦-S05） 

全球探究之教學實踐，呼應了 PISA 全球探究中的方法、視野與綜合思考

元素（OECD, 2018a），同時也開啟的專業領域的國際視野。除此之外，在課程

之後的回顧中，也可見部分同學將延續在本課程中學習到的技巧，持續進行全

球探究。 

上了這門課以後我已經習慣會去看國際新聞，而且現在超級有動力想要學好

英文，以後可以去更多國家看看（問-35） 

2. 多元觀點 

（1）教學實施 

多元觀點的教學實施接續全球探究內涵，在課程中以各國簡報讓同學對非

自己探究的國家有一概覽性的瞭解（觀-W08-AB），接著以脈絡相近的國家，

倆倆組成聯盟，開始跨出自己的國家，與他人進行區域幼教會議。此部分亦透

過跨週的新聞、影片、班級小書等活動，強調不同國家在脈絡、文化、教養觀

的多元存在。 

（2）學習回饋 

○1 跳出臺灣觀點 

前述活動中，同學開始扮演探究國家的角色，真正與其他人對話（觀-W09-

AB）。在這個過程中，學生透過會議中對話與反思交織的歷程，開始跳脫過去

的臺灣觀點，進入負責國家的角色。 

在這邊（區域發展會議）我們得開始跟別人對話，你在討論的時候你不小

心講出自己（臺灣）的思維的時候，就很明顯知道這是你原本的思考，所

以得要很認真思考來轉換發言的基礎觀點（焦-02） 

○2 破除刻板印象 

在跳脫臺灣觀點進入負責國家之後，學生開始以局內的角度再思過去自己

身為臺灣人可能不太認同的觀點，或開始破除過往的刻板印象。 

像難民的議題之前覺得美國怎麼可以築牆應對，但在『當了』美國人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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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找到支持築牆的資料，我才發現用另外一個角度看它（築牆）並不是壞事

（焦-04） 

我們這組本來都覺得像美國或德國，他們那麼先進一定是很好的啊，現在經

過這堂課發現美國和德國都有自己需要克服的問題。就是把既有的偏見有一

些調整…（焦-03） 

多元觀點的教學實踐部分，問卷的量性資料顯示為三個項目中相對較少的，

但仍有顯著的提升。進一步從質性資料中了解，學生的收穫呼應了課程中的觀

察與全球素養中理解與珍視不同文化觀點的內涵（OECD, 2018a），也符合全球

素養在專業領域中需發展的內涵（Parkinson, 2009），亦與師培學生在視野上的

改變相似（Ramos et al., 2021）。 

最大的收穫是可以運用不同的視角去看同一件事情（問-28） 

慢慢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世界，不單單只是幼教也會去關心各國的處境（問

-49） 

多元觀點部分除開啟學生以不同角度看自己與別人的國家，區域發展會議

的跨文化溝通模式，奕奠基同學日後在模聯會議的互動與表達模式。 

3. 全球行動 

（1）教學活動 

全球行動階段延續多元觀點中跨文化互動的能力，透過模聯的介紹、規劃

與最終實施，同時展現關懷全球並融入專業的思考與行動發想，並在會議中透

過構通協調與投票機制，呈現全球共同行動之倡議結果，亦統整本學期全球探

究、多元觀點之學習（觀-W16-AB） 

（2）學習回饋 

○1 全球視野的行動方案 

在全球行動的部分，從模聯會議的準備與實施中，學生的學習主要以思考

跨國行動方案為主。從提案內容可見，學生已開始嘗試進行全球視野下的行動

提案，並將各國不同狀況納入思考。 

本提案首先應該以『全球』的幼兒教育品質為主，其次才是自己國家的幼兒

教育品質。考慮各國擁有的條件不一，因此我國提議各國根據自身國家的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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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的比例作為資金的來源來設立一個『世界幼教協會』…（作-W16-B-馬

來西亞組） 

○2  合作行動中的溝通協調 

其次學生也在展現了為達成全球行動的溝通方法。為追求提案能獲得更多國

家的支持，在模聯會議的自由協商環節中，許多國家代表以非正式的方式進

行討論，試圖將原本的提案整合為能納入更多國家育發展內涵的更新方案，

同時也在討論中依照協商內容，修改為能符合多國利益的內容（觀-W16-

AB）。以 B 班美國的提案為例，該國原本提案內容重點為「降低師生比」，但

在經過兩輪討論中納入德國與泰國的部分提案內容，並與兩國討論獲得共識

後，回到美國繼續深化、具體化提案內容，最後提案為「增進全球幼教品質

新計畫」該計畫包含「建立新的評鑑制度、推動國際教師整與逐年降低師生

比」三大主軸（作-W16-B-美國組；觀-W16-B） 

從學生的回饋中亦可見其在模聯會議協調過程中，深化多元觀點的思考呈

現合作行動的實踐。 

模聯提案時，我們會想這個政策是不是每個國家都可以用到，而不是單就說

自己的國家可以用就好了，所以我覺得在思考層面來說會再更深，然後會用

不同的角度替別人想（焦-12） 

全球行動在本課程中為藉由模聯會議提出，雖為虛擬的行動提案，但可見

學生在模聯的系列活動中，能嘗試在全球脈絡中，以幼教發展的幾個重點出發

（如師資培育、降低師生比），試圖在提升全球幼教品質的目標中，發展出本

國與他國都可能加入的在地思維，除符合全球行動之內涵外（OECD, 2018a），

亦在專業互動中保有發展方案的彈性，這樣的學習提供學生在全球脈絡中實踐

專業的思考經驗（Caligiuri & Santo, 2001; Crawford et al., 2020）。在活動結束

之後，這樣的想法也延續在部分同學的思考中，讓他們從全球再回到自己生存

的脈絡中，激起未來可能改變的行動思維。 

被動變主動吧，就它（全球）好像跟我有點關係了，覺得說別人家的資訊是

這樣，反觀臺灣的制度，可能師生比是怎麼樣，那我有沒有機會可以改變這

個制度，會想我要怎麼做會更好（焦-S04） 

（二）PBL 概念融入教學規劃 

本課程參考 PBL 在學習規劃之要素，以下分別呈現多元活動設計、以學生

為中心、教師為引導者等概念於教學中實踐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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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元活動連結總問題 

根據期末同學對於各教學活動對學習的幫助填答結果可知，每一項活動對

於學生的學習都有相當正面的助益，在五點量表的填答平均都是四分（4 有幫

助，5 非常有幫助）以上，以下依照類別簡述之。焦點活動部分，最受肯定的活

動為模擬聯合國會議（平均數為 4.6），其次為國際文化日（4.57）；跨週活動

部分，對學習最有幫助的是全球與在地對觀影片的分享（4.5），其次是新聞搜

尋（4.4），統整的幼教博覽會也達（4.48）。 

多元教學活動對於學生提升全球素養的理由為從總問題的設定出發，以不

同形式在課程中實施。 

模擬聯合國會議我受益最多，因為需要對自己探索國家的現況非常熟悉，還

要同時統整別的國家的狀況，做出吸引大家的提案（問-54） 

國際文化日讓大家了解自己國家的文化，在準備當中自己能更了解自己國

家，透過聽別組介紹的趣味方式，也了解了別組的文化（問-61） 

像我看那些（對觀）影片就很有興趣，會想知道別國在做什麼（焦-10） 

幼教博覽會時，因為是在圖書館，對象可能就是路人，我們的資料要換另外

一種更淺顯易懂更簡潔的方式去呈現，才有辦法讓他們理解。（焦-05） 

由前述質性內容可見不同類型活動，對於學生提升全球素養之可能原因。

然而也有部分同學是視全球素養為一個整體，認為三面向都是相互浸潤在本課

程的活動中以幫助他們學習。 

在這個課程中，全球素養靜態就是看小書、找資料，然後動態就是文化日、

參加模擬聯合國會議，所以這些活動都是有幫助的（焦-01） 

我覺得這三個（面向的活動）其實廣義來說是一樣的，就是它們都是一樣對

全球，然後多元的文化，進行深度的探究，所以我覺得這三個沒辦法切割、

排序或比較的（焦-03） 

2. 學生中心之取材與分工 

考量學生背景中少有國際探究的經驗，所以在課堂中規劃多元探究活動，

取材也以學生有興趣的議題進行設計，並以分組的方式透過階段性問題解決的

歷程，逐步完成國家探究的目標。在課程實施後學生針對前述的規劃也有相當

正面的回應。 



主題文章 
 

52 

像我看那些（對觀）影片就很有興趣，各國早餐啦、約會誰付錢啦，議題比

較輕鬆，也會想知道別國在做什麼（焦-10）  

我覺得各組代表一個國家，全班分工一起了解各國文化與幼教，並且進行比

較，讓我們學習成效增加。（問-58） 

3. 教師扮演探究引導者 

教師在課堂中也努力扮演著引導者的角色，如在第三週進行幼教課程與師

培的探究時，課程進行的方式是教師先介紹六個國家的教育主管機關網站，接

著再列出本日探究的幾個目標（各國幼教課綱正式名稱、幼兒教育目標、學習
領域…），讓學生在課堂中查找。同時教師便到各組與同學一起討論，看是否

在查找上有任何問題，如當同學不知應該挑哪一個部分回應今日問題時，教師

針對找到的資料跟同學一起討論（觀-W03-AB）。從同學的角度也可呼應前述

教師為引導者，帶領同學前進的定位。 

每次離開課堂都覺得有帶走一些什麼，雖然老師可能覺得給的不多，但其實

老師扮演的是個領導者，開啟我們對於國際的視野！（問-36）  

PBL 概念融入全球素養的教學活動，得以讓全球素養這個龐大的概念，以
學生的經驗與需求出發，進行多種類型、多元面向的學習活動，並且在學生有

興趣與動機的議題中，搭配課程中總問題與分項問題的串聯設計帶領學生逐步

前進，而教師則是以引導者的角色位居探究歷程。這樣的設計為參照目前國內

實徵研究中，以 PBL 融入教學實施之大學課程教學之概念，本研究之實踐結果
也呼應了前述概念在實踐中，能維持學生探究興趣，同時能提升學習動機的結

果（洪于婷，2020；陳綺媛，2021；劉豫鳳，2020）。  

三、綜合討論  

過往實徵研究缺乏在大學專業課程中提升全球素養的課程規劃，本研究以

以全球素養三大面向融入比較幼兒教育課程，參考PBL 問題設計與學習規劃之
概念，完成課程設計；在教學實踐過程中，也可見學生在全球素養整體與三大

面向有相當正面的學習回饋。然在課程規劃、評量與適用性上，仍有值得再思

之處。 

(一) 課程規劃的挑戰 

本課程透過多元的活動規劃提升學生的全球素養，雖獲得學生很高的評價

（兩門課程教學評量平均為 4.78），但仍在教學規劃上有兩個值得思考或調整
之處。首先是活動式教學規劃的兩面刃，雖然有趣的活動對學生帶來提振動機

的學習，但在學生須在課餘有許多的事前準備；同時教師也必須花費非常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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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時間進行課程準備（如 2 小時模擬聯合國的活動，前置作業長達 8 小時以

上），這樣的活動可能精彩，但長遠下來可能因為過重的負擔，而無法讓師生

永續地執行。且活動實施加上有限的上課時間，也造成了實施上易產生雖多元
但不深入的困境。在焦點團體的討論中，學生就提到對於部分活動其實想玩得

深入一點，但卻因為沒時間而只能沾到皮毛（焦-S10），甚至幾位同學認為這

門課程如果這樣規劃會建議開成上下學期各 3 學分，比較有充裕的時間進行（焦

-S01, 04, 05）。 

其次是在全球素養與課程本質的融通，本課程為比較幼兒教育，雖藉由角

色設定的方式提升了學生的臨場感，但由於是研究者第一次嘗試，在過程中忽
略了持續強調各國資料與文化的比較，以至於部分同學的回應提到，這門課程

有點像是「單國（分派國家）幼兒教育」而缺乏比較的內涵（焦-S05）。故在兼

顧課程實施本質與融入全球素養的平衡部分，仍可有更好的平衡。 

（二）全球素養的提升與評量 

本研究參酌全球素養與 PBL 之概念，嘗試在臺灣高教脈絡中進行初探課程

設計與實施。雖從課堂觀察、學生回饋等多元資料中，可見本課程對於提升學
生之全球素養有所幫助，但仍有兩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思考。首先是全球素養的

提升內涵，本研究呈現的是學生在全球探究、多元觀點與全球行動三面向之提

升情形，但在初探性的實踐規劃中，僅能以前後測的方式了解學生的相對改變，
並無法得知學生在各面向的實際樣貌。此外從本課程的部分回應中可知，學生

因本課程開始有一些思考與行動上轉變，但這些轉變可能發生在課程結束之後，

甚至延續在未來的生涯發展中。這樣的改變雖是提升學生全球素養的完美落實，
但卻無法在課程進行中被實際評量。故本課程對於全球素養提升的評量，仍須

要經由更為縝密的思考與規劃，方能再見更具連結與延續的成效。 

（三）修習對象與課程本質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研擬全球素養於專業課程實踐之可行方法，但若要將此

設計於其他學門之專業課程中推廣，需回頭思考修習對象與課程本質。本研究

實施場域為大四選修之比較幼兒教育課程。學生雖缺乏國際經驗，但卻於前三

年累積專業領域的認識，故能藉由對於臺灣幼教脈絡的了解，嘗試連結到不同

的脈絡中。其次在課程本質上，比較教育原本就具有提升國際視野的課程內涵，

目前國內大學部比較教育課程，大多包含提升國際觀的課程目標，故能與全球

素養之融入有所搭配。所以並非所有專業課程都適合融入全球素養，而應視課

程性質而定，具有全球視野、國際觀、或比較類型的課程（如比較文學、比較

政策等）較為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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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 研究結論 

本研究透過課程設計與實踐，試圖呈現全球素養融入國內大學專業課程的

可行規劃，研究發現主要有二：首先在課程規劃內部分：將全球素養分為全球

探究、多元觀點與全球行動三個面向；並參酌 PBL 之設計，將全學期之課程設

計為參與模擬聯合國之總問題，並搭配三個子問題，於各週次透過各項問題的

解決，逐步朝向總問題解決推進。在教學活動設計部分，在三探究面向各以一

個焦點講座與焦點活動以及 3 類跨週活動，開展與延伸同學的學習。 

其次在課程實施的部分：整體而言學生對於全球素養的理解與認同在整體

或各面向都有顯著提升。全球探究透過多元活動激發探究動機，擴展專業思考

的國際視野與應用；多元觀點透過國家角色設定與國際互動活動，讓學生除跳

脫臺灣觀點，也從區域互動中再次跳脫課程設定國家的觀點。全球行動則是藉

由模聯會議的規劃與實施，統整本學期全球探究與多元觀點的學習，學生呈現

了全球視野下的行動提案，也展現了在全球行動中的可能溝通方式。 

整體而言，本課程之設計為參酌全球素養之概念，轉化為可實施於大學專

業課程之設計，且從教學實施中可見課程實施對學生學習的正向改變。然本課

程具體之成效，仍應透過更為縝密的設計進行評估；但過多的活動使得師生在

教與學的負擔上有相對沉重，日後亦須再次斟酌；日後若欲將全球素養融入專

業課程，也亦須評估課程屬性與學生經驗，方能在適切的脈絡中實施。 

二、 研究限制與建議 

綜合前述研究結果與討論，提出一項研究限制與三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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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資料蒐集，在量化資料蒐集的問卷部分，因研究進行之時程與相

關資源之限制，僅以專家效度作為問卷修正之依據。然更為嚴謹之作法宜先建

構問卷之信效度分析，逐步修正問卷後再行實施，則更能呈現該研究工具之評

量價值。因此限制，量性問卷資料在本研究中僅以輔助方式呈現於研究討論中。 

（二）研究建議 

首先在課程設計的部分，本課程提升大學生全球素養之設計可供相關課程

參考，尤其在總問題與持續推進的分項問題連結性，與總問題學生角色的設定

上，可提升學生探究之動機。但在教學實施上，為深化活動討論、避免花費過

多精力於活動準備，在活動規劃上，建議選擇 1-2 項焦點活動（如國際文化日、

模聯），依課程時間與學生特質，挑選部分跨週活動（對觀影片、小書、新聞

查找等）即可。 

其次在全球素養於高等教育實踐的部分，本課程雖提供了一個可行的參考

模式，但全球素養內容相對龐大，也難以藉由一門專業課程就能完全提升學生

的能力。故建議未來欲推動全球素養融入專業課程的規劃時，可同步思考同一

學年不同課程的橫向連結，或不同年級的縱向連結，逐步含括全球素養不同面

向、不同層次的內涵，以深化並豐富全球素養的實踐。 

最後則是針對全球素養的實踐成效，目前雖有 PISA 之指標可做參考，然而

目前並未有針對高等教育階段、國內全球素養氛圍、且關照近年國內大學生學

習特質之評量工具。所以難以在推動之際，理解全球素養在通識、專業課程、

甚至在海外實習等不同模式的實踐中，對於學生的幫助。故建議未來研究可朝

向發展適用於國內大學生評量全球素養之工具，便可作為對照本類課程實施之

重要參照標準。 

全球素養為國際化時代各國教育發展之重要方向，在國內各級教育回應雙

語政策之際，大學若能在提升專業英語素養的同時，亦重視全球素養在專業領

域之實踐，相信定能在專業溝通與視野上，呈現相輔相成之正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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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grating Global Competence into 

Professional Course: The case of 
Comparativ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Yvonne Yu-Feng Liu 

The main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study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oncept of global 

competence of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in 

professional courses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hrough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urse of “Comparativ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his 

course applies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and aims to cultivate students’ global 

competence from three dimensions: global exploration, diverse perspectives 

appreciation, and global action. The participants include 66 students who elected this 

course. They are highly motivated in gaining oversea experience but with limite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The questionnaire design, detailed course planning, and 

consultation are carried out before the course implementation. Four data collecting 

methods are adapted in this research, including class observation, semi-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the analysis of students’ home works, and focus group interview. All 

data were analyzed based on research questions. Two main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course is structured around one major problem, three sub-problems, and three 

classroom activities which includes theme seminars, theme activities, and weekly 

learning tasks. 2. Students' global competence have shown overall improvement. 

Regarding sub-dimensions of competence, students also develop different motivations, 

perspectives, and approaches in global exploration, diverse perspective appreciation 

and global action. The course plan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used in this research could 

be a reference for related courses. However, educators should further consider the 

course nature, appropriate assessment for global competence, and teaching/learning 

loading when implementing courses as such.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also provided in the end of the paper. 

 

 

 

 



全球素養融入專業課程之設計與實踐：以比較幼兒教育課程為例 

 

61 

 

Keywords: global competence, comparative educati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Yvonne Yu-Feng Li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主題文章 
 

62 

 

 

 

 

 

 

 

 

 

 

 

 

 

 

 

 

 

 

 

 

 

                        

Corresponding Author: Yvonne Yu-Feng Liu, email:yvonneliu@mail.npt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