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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次出國主要為探討本校與日本東北大學、韓國高麗大學以及南京師範大學等四校開

設共同學程---亞洲教育領導人（Asia Educational Leadership Course)所做之討論，會中四

國之教育學院院長以會議形式進行課程籌備內容之討論，本人本次與會即是提供本校後續

參與之實際作為並與大會討論後共同擬出工作計畫，會議的進行並非學術研討會，故在議

程與活動內容上不若一般研討會會議資料之豐富。本次重點在於擬出工作時程以及四國共

同簽署之學程證書草稿。本校負責 2015寒假之課程，屆時將有四國學生共計 20位研究生至

政治大學教育學院進行密集式之修課，為國內高等教育跨國合作之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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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本次出國主要為探討本校與日本東北大學、韓國高麗大學以及南京師範大學等四校開設共同學程--

-亞洲教育領導人（Asia Educational Leadership Course)進行討論，並對本校後續負責2015年寒假課程

之內容以及其他各校籌備進度訂出期程。 

 

 

 

二、出訪成果 

       三天會議內容即為討論出表1四國共同進度表，以及圖1共同學程證書之格式，其過程經過相

關學校之各自校內期程考量以及先後順序，經過激烈討論後方有如附件之內容呈現，並非現成資料。

討論過程中亦觀察到不同國家在各自重視的議題上有所堅持，例如日本即堅持所有的課程內容和大綱

必須經由一定程序的審視並定時程，相當重視細節與程序；韓國則較為重視參與過程之學生人數與外

部效果，中國大陸則對於實施之時間長短與地點有較多之關注；我國在此議題上，則較重視證書後續

之應用與學生畢業後在上述大學間的學分認證問題。 

 

 

 

 

 

 

 

 

 

 

 

 

 

 

 

 

 

 

 

 

4



 
表 1 四國共同工作期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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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預擬之共同學程證書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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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東亞地區正迎向全球化時代，全球化的本質是流動的跨境資本和人力資本，其表現可能因地區或國家 

而有所不同。在東亞國家，以現今全球化的進程，現已面臨多元文化所造成之迫切的教育問題，其中經濟 

和文化差異是最為常見的問題。面對新時代的挑戰，培養同時具有全球視野，以及改革知識的人力資源開 

發的教育是必需的。 

 

作為應對全球化的一個選項，本院可以參與籌畫此跨國的課程合作且對充分了解在地教育現況之教育 

專業人才（比如教育行政官員、學校教師等）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本院應該在此基礎之上，共同和伙伴 

大學加強彼此合作，並致力於研擬國際教育領導者共同學位課程的開發。若本計畫能加強國際網絡的連結， 

則對於本校的國際學術聲譽，亦將有正面的助益和影響。 

 

 

 

四、建議事項  

         本校對於具體跨國課程合作之研究案，宜另匡列預算補助，以專款專用方式，進行具體國

際合作。相較於其他各國，日本、韓國與中國大陸之經費遠是本校之數十倍之上，本院能在經費困

窘之餘仍能與其他各國名校進行合作，所憑藉的乃是優秀的校風與素質優良的學生，但是追本溯源

之計，仍須賴各項經費挹注，期能吸引國際一流師資或與其他各校共聘國際知名學者進行講授，將

會有相得益彰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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