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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亞太 教育 者年 會提 供亞 太地 區各 大 學交 流的 機會，並 討 論高 等教 育彼 此關 

心的 議題。 雖然 界定 為亞 太地 區，但 其實 包含 五大 洲各 有興 趣 交流 的大 學齊 聚 

一堂， 展示 各大 學教 學的 特色， 並藉 此做 為學 術合 作、交 流、 互訪、 甚至 是招 

生的 平台 。會 議是 自 2004 年 於南 韓開 始， 我國 為 13 個發 起之 會員 國之 一 (國 

立中 山大 學)。 

本 次會 議由 香港 主辦，承 辦單 位是 香 港中 文大 學，共有 來 自全 球五 大洲 107 

展示 攤位，參與 代表 約一 千人。參與 之大 學更 不止 107 個，例 如 Study in Taiwan 

的攤 位，也就 是我 國 參展 的大 學就 有 27 所，如 國 立 臺 灣大 學、國 立 清 華大 學、 

國立 交通 大學、 國立 中山 大學、 國立 臺灣 師範 大學、 國立 臺 南 大學 等，加 上教 

育部 、高 等教 育文 教 基金 會共 有 29 個單 位參 展。 

我國 是由 教育 部國 際暨 兩岸 教育 司 林司 長文 通，財團 法 人高 等教 育國 際合 

作基 金會 張董 事長 家 宜領 軍，各 大學 出席 的大 多是 主辦 國際 事 務人 員共 61 人， 

可謂 陣容 龐大 、堅 強 。 

本次 會議 到國立臺 南大 學攤位商 談 或互 訪的 大學 有 法國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Advanced Technologies ， 負 責發展 與國 際辦 公室 主任 的 Christophe 

Rouvrais、法國 Institut Superieur d’Electronique de Paris，負責國際關係的主 

任 Thomas Ea、美國 Otterbein 大學的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Global Engagement 

中心的執行主任 Chris T. Musick、加拿大 UBC 負責亞太地區招生的辦公室執行董事、 

加拿大 Victoria 大學國際招生辦公室的招生專員柯琪女士(中國人)、澳大利亞 

Macquarie 大學國際合作布的學術經理樊志瑛女士(中國人)、香港教育學院大中華事務 

處項目主任鄭汶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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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追求教育的國際化是今日各大學致力發展的目標，本校也是朝此方向積極向前行。 

本校國際化的發展願景為深化國際合作，建構國際學園。因此，本校近年來積極參與國 

際招生宣傳活動，如越南教育展、亞太教育者年會、美洲教育者年會、馬來西亞教育展 

及蒙古教育展等。其中亞太教育者年會是提供亞太地區各大學交流互動機會的平台，除 

亞太地區外，其實包括世界五大洲有興趣參與的大學都齊聚一堂，除作展示外，也提供 

探討大學國際化所可能關心的議題之專題演講。 

本校為追求國際化，積極與世界各大學交流互動。透過參與教育展，增加能見度， 

並尋求與他校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希望能增加師生國際移動能力。讓師生走出去，也 

讓世界走進來。 
 

 

過程 

2013 年亞太教育者年會由香港主辦，承辦單位是香港中文大學，日期從 3 月 11 日 

到 3 月 15 日，地點選在靠近機場之亞洲國際博覽館，從機場乘坐機場快線只要一站就到 

達展覽館，對於來自各國的嘉賓可說相當方便。 
 

 

圖 1 2013 APAIE 舉辦地點 亞太國際展覽館 
 

我國這次參展是由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林司長文通領軍，總共有教育部、高教 

基金會及 27 所大專院校參加，參展人員 61 人，陣容相當龐大、堅強。 

教育部對於這次的參展規畫相當用心，整體展場由高教基金會布置，美觀又大方。 

除了各校參與 APAIE 的教育展之外，在第一天各校布展完後，晚上六點就安排了兩岸四 

地(中國、臺灣、香港、澳門)高等教育的會談，由林司長主持。主題討論時由林司長文 

通、香港中文大學霍副校長泰輝、澳門大學程副校長海東及北京大學港澳台辦公室主任 

夏紅衞共同做主題探討之引言。林司長提到大學交流可由交換生、短期研修生開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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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相互認可學分的問題，期望未來做到雙聯學位；他還提到臺灣技職教育很棒，大陸專 

科生可考慮到臺灣修讀技職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霍副校長提到該校有 12%的國際生，23% 

學生曾有過國際交流計畫經驗。澳門大學程副校長提到該校目前有 8500 學生，未來(2013 

年)新的澳門大學會有六個學院以上，目前師資四百多人，未來會有兩百個教師缺額。北 

京大學港澳台辦公室夏主任提到學生交流要關注四個焦點：學術培養、文化適應、同儕 

關係、未來發展。目前有 390 位臺灣學生在北大修習學位課程。 

其他時間開放各校交流，例如中興大學廖思善國際長認為英文課程非兩岸四地強項， 

可透過遠距教學或其他教學平台讓華文傳出去。吉林長春師範學院校長劉春明建議非只 

有 985 或 211 工程的大學才可到臺灣就讀，也應開放地方性大學。香港珠海學院張忠楠 

校長認為國際化與英語教學非必要連在一起，學校間應合作發展特色。林文通司長也回 

應英語授課只能吸引歐美學生，四地以外的外國學生沒有不想學中文的。吉林大學劉德 

彬國際合作與交流處長認為，留學歐美人士往往會有文化的空虛感，如何找回文化的尊 

嚴很重要，文化是內心深處的價值取向；他建議若學生到臺灣應該深入鄉下了解臺灣， 

他也主張與臺灣合編有關文化價值觀的通識教材。高雄醫學大學林成龍國際長認為醫科 

無法不用英文教學，文史科無法用英語授課，無 campus 才是國際化。南華大學國際及兩 

岸交流處長周平提醒國際化應注意文化殖民的問題，簽 MOU 其實還有課程承認及銜接問 

題。實踐大學郭壽旺國際長提到該校強項「設計」，有一個設計平台，就很適合走國際化， 

吸引歐美人士。 

實踐大學應用外語系講座教授陳超明曾在聯合報一篇「12 年國教給孩子國際移動力」 

的文章中提到，所謂國際移動力包括：具國際視野的專業能力、國際溝通力、跨文化思 

維和適應生活的能力(聯合報 2013 年 3 月 26 日)。 
 

 
 
 
 
 
 
 
 
 
 
 
 
 
 
 
 
 
 
 
 
 
 
 
 
 
 
 

圖 2 兩岸四地會談四位引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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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兩岸四地會談座位布置 
 
 

3 月 11 日是佈展，我國由高等教育基金會統一布置，位置非常好，就在展場進門第 

一個攤位。各校有一壓克力裝置可以擺放展品，展示架後面可以置放各校自己的東西。 

另外留下大部分空間作為與我國各校與世界各校交談的座位。各校分別安排輪值時段， 

每一時段有六個學校的參展人同時在展場待命招待客人。整個臺灣展區看起來美觀、清 

爽、大方，其他各展場也都各盡本事，以吸引目光。 
 

 
 

 
圖 4 我國各大學的共同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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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國立臺南大學展示位置 圖 6 韓國展示攤位 

 

 

圖 7 法國展示攤位 圖 8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展示攤位 
 

 

圖 9 加拿大展示攤位 圖 10 會場外交流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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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開幕，到 14 日閉幕之前都是各參展單位於展場相互交流時間。同時間除大會 

於開幕典禮安排一場主題演講外，另外有 8 個時段 42 個場次的 Parallel Sessions，也 

就是各國或各大學發表時間，但主題主要分為“國際策略”與“地區報告”兩大類，少 

部分是“夥伴關係與合作”、“學生移動與支持服務”。大家關心的議題非常多元，包 

括國際化策略的再定義：調適與創新、全球公民：從理論到實務、(國際化)倫理的移動 

與移動的倫理、大學生海外學習的態度與行為、大學的夏日方案、合作與競爭等。我國 

教育部林文通司長於 3 月 13 日下午談「臺灣高等教育國際合作的策略—政府和大學的作 

法」；國立臺灣大學袁孝維國際長於 3 月 13 日上午談臺大的夏日學校方案與做法。 

我在不輪值的時間抽空去聽了三個時段的 Parallel Sessions，其中有一場是在談 

(國際化)倫理的移動與移動的倫理，會中提到大學招收國際學生，來自各國的學生會將 

本國的倫理思想帶到求學地與本地生有所交流；但國際生在求學地也同樣會遭遇到該地 

倫理的問題，例如主持人要大家分成三組，各組有一個問題討論，我這一組的問題情境 

是：大家會在放假日會開車出去玩，開車者因為超速而撞到人，大家必須上法院，問題 

來了：(1)同車的人要說實話“超速”？或(2)保護那個開車的人而說謊話“沒超速”？ 

大家就會談到倫理的移動與移動的倫理的問題。 

國立臺南大學共有兩個輪值時段，分別是 13 日下午和 14 日下午。第一天來到攤位 

會談的有法國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Advanced Technologies，負責發展與 

國際辦公室主任的 Christophe Rouvrais，他在詳細了解我校各科系後，我交了一份 MOU 

給他，他也非常積極，回法國後馬上以 email 談 MOU 的事，我已經將此 email 轉給研發 

長、劉哲宏組長與佳恩，請他們繼續與他保持聯絡。另一位是法國 Institut Superieur 

d’Electronique de Paris，負責國際關係的主任 Thomas Ea，他在了解我校相關資訊 

後，我交給他 2 份 MOU，他是 IEEE 資深會員。 

 

圖 11 法國 Institut Superieur d’Electronique de Paris， 

負責國際關係的主任 Thomas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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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還有加拿大 UBC 負責亞太地區招生的辦公室執行董事 Winty Cheung 來訪，主要 

是做 Summer Program 的招生宣傳。教育部林司長文通也到場關心，林司長是一位積極、 

熱心、健談的人，他希望各校都能走出去，也讓世界走進來。 

3 月 14 日輪值時段有美國 Otterbein 大學的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Global 

Engagement 中心的執行主任 Chris T. Musick 來訪，他在香港行之前已經有跟研發處接 

觸，洽談簽約事宜，這一天是進一步雙方了解合約各項規定。Otterbein 大學離我之前 

就讀的俄亥俄州立大學不遠，是在俄亥俄首府 Columbus 大約一個多鐘頭車程的 

Wisterville，Wisterville 於 2009 年被錢櫃雜誌評選為美國 100 個最適合居住城市的 

第 15 名。由於我在 OSU 就讀的經驗，所以雙方有許多共同話題，可謂相談甚歡。他說正 

式合約會在該校校長簽署後寄來我校，請校長簽署就算生效。Otterbein 大學是私立大 

學，建校於 1847 年，比我校還悠久。該校是美國最早實施男女可以同校的學校之一，也 

是第一個開放給有色人種的學校。 
 

 
圖 12 教育部林司長文通到場關心 

 

 

圖 13 Otterbein 大學的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Global Engagement 中心的執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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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還有本校姊妹校香港教育學院大中華事務處項目主任鄭汶妮來訪，主要是禮貌 

性拜會。香港教育學院離會場有點遠且是在山上，所以我就找不出時間去拜訪。不過因 

為他們已經有 5 位交換學生來過我校，在教育系 2 位、國文系 2 位、幼教系 1 位，表現 

都不錯，我也出示由佳恩提供的該校交換學生心得報告給鄭主任看，大大的讚賞該校學 

生的表現。另外還有加拿大 Victoria 大學國際招生辦公室的招生專員柯琪女士(中國人)、 

澳大利亞 Macquarie 大學國際合作布的學術經理樊志瑛女士(中國人)來訪，她們主要目 

的還是向亞洲人招生。 

 

 

 

 

 

 

 

 

 

 

 

 

 

 

圖 14 香港教育學院大中華事務處項目主任鄭汶妮來訪 

除了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林司長主辦這次的各大學 APAIE 參展外，另外設在輔 

仁大學的「亞太大學交流會國際秘書處及國家秘書處」也設有一個攤位 UMAP(University 

Mobi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據其秘書余南勇說，這也是由教育部高教司支持 

設立的，目前我國有 116 個學校參與，他幫我查了一下，國立臺南大學尚未參與，參與 

是免費的，教育部會提供會員學校交換學生獎學金：短期 800 美金、長期（修 1-2 學期 

學分學程或學位課程），每個月提供 700 美金。 

 

 

 

 

 

 

 

 

 

 

 

 

圖 15 秘書處設於輔仁大學的 UMAP 展示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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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面，大會所在的會場場地相當寬敞、明亮、整潔、有序，就連茶敘、午餐、 

晚宴也都精心設計，符合國際各方需要。最令我驚訝的是衛生間的服務，有一位伯伯非 

常盡責地清潔場地，洗完手還抽好拭手紙讓使用者擦手，服務做到這樣實在令人折服。 
 

 
圖 16 茶敘會場一角 圖 17 開幕晚宴餐食之一 

 

 

圖 18 寬敞明亮的洗手間 圖 19 負責盡職的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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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大會兩位香港大學的學生主持人 圖 21 大會開幕時貴賓介紹 

圖 22 大會主題專題演講 圖 23 香港展示攤位 

圖 24 香港未來開發圖 圖 25 專題講座一張有趣且值得深思的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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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及建議  

籌辦一次大型國際會議真的不容易，所投入的人力、物力真的很大，而且要各方合 

作，相互支援，各方面的細節都要考慮到，實在不容易。這次教育部在籌辦臺灣展場方 

面也相當用心，一切都循序進行，可見事前的準備多麼重要。臺南大學參加這次的會議， 

在研發處同仁的協助下，也讓參加者我本人覺得他們的用心，真心感謝李研發長、劉組 

長，特別是佳恩，在她事前詳細且不厭其煩的規劃、解說下，讓事情的進展順利進行。 

亞太教育者年會在促進各國大學間的交流。本次會議讓國立臺南大學有展示機會， 

美國 Otterbein 大學、法國 Institut Superieur d’Electronique de Paris、法國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Advanced Technologies 或許都有機會談成姊妹校。 

對於姊妹校的簽署很重要，實質交流也很重要，不管是長期停留來修學位、短期交 

流如修學分或寒暑假交流、老師或學生的交流等，都是我們所希望的。有一些作法或許 

可參考： 

1. 實質鼓勵我們的學生走出去，研發處已有一些作法，宜再加強宣導。 

2. 我校教授休假、研究、進修、參訪等鼓勵優先到姊妹校去。 

3. 我校辦理的國際研討會優先邀請姐妹校教授參加。研發處可先擬個標準化邀請樣 

本，各單位辦理時再依需要修正套用。 

4. 可以在我校先辦理夏(冬)令營，邀請姐妹校學生來，剛開始辦理他們出機票，我 

們落地招待，可以住學校宿舍或接待家庭、接待學生，學校餐廳也很便宜。或許 

可以先規劃一些特色活動營隊如民俗體育(兩岸四地除外)、戲劇、書法、生態等 

課程以吸引國外學生，課程中可安排介紹本校各院、各系及參訪台南古蹟，有機 

會或許他們興趣再申請修學分、學位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