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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了解歐盟大學與國外夥伴學校之交流運作，以建立師生交換與學術交流之機

會，特在本校之姊妹校修雷大學(Siauliai University)的邀請下，由黃國鴻教授前往參加

其國際週的活動。本次參訪活動內容包括至該校相關系所進行學術演講，對該校學生介

紹本校現況，參訪該校教學及研究設施，以及與所有夥伴學校來賓交流，以進一步建立

夥伴關係。參與本次活動預期可擴展本校之知名度以及建立與歐盟體系國家間之合作關

係。師範學院黃國鴻教授擬於 105 年 4 月 23 日至 4 月 30 日前往立陶宛修雷大學參加國

際週活動，並進行學術交流及專業演講。 

此次考察交流，最重要的是確認了嘉義大學師範學院及該校教育學院之間學術合作

及師生交換的簽約。在此次參訪行程中，雙方有了提升兩校交流合作的意願。其中包括

了教育學院將接受立陶宛修雷大學的學生與教師的交換參訪，以及嘉義大學學生到該校

進行一學期的交換。此外，巴西的聖保羅大學及捷克的大學都有些聯絡及初步的合作討

論。未來將持續聯絡以建立兩校之間的交換機制。目前雙方已經簽訂「Erasmus+ Credit 

Mobility project」合約及「教育」領域的夥伴學校合約，未來本校師範學院之師生都可

以前往交換。然而，許多學生都不敢到此陌生的國度交換。這次的參訪中，看到很多韓

國日本的學生都來交換並且表示收穫豐富。我們的學生應該有用與到陌生國度探索學習

的膽識。此次在了解學校的環境後，將積極鼓勵嘉義大學師範學院的學生勇於申請到該

校及其他歐盟大學交換。 

   在歐盟目前投入資源鼓勵各大學積極推展國際化之際，本校應該趁此時間盡量與歐

盟的大學進行交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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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一、計畫目標

為了解歐盟大學與國外夥伴學校之交流運作，以建立師生交換與學術交流之機會，特

在本校之姊妹校修雷大學(Siauliai University)的邀請下，師範學院黃國鴻教授於 105 年 4

月 23 日至 4 月 30 日前往立陶宛修雷大學參加國際週活動，並進行學術交流及專業演

講。本次參訪活動內容包括至該校相關系所進行學術演講，對該校學生介紹本校現況，

參訪該校教學及研究設施，以及與所有夥伴學校來賓交流，以進一步建立夥伴關係。參

與本次活動預期可擴展本校之知名度以及建立與歐盟體系國家間之合作關係。 

二、 緣起

  參訪機構為立陶宛修雷大學，該校為歐盟「伊拉斯莫斯世界計畫」（Erasmus Mundus）

認證大學，提供歐盟跨國的課程。修雷市治安良好，生活費用為歐洲各國中較為合理之

地區。設有藝術、教育、人文、資訊、社會科學、科技、與自然科學等學院。該校已經

與嘉義大學簽約為夥伴學校，並透過歐盟 Erasmus Mobile Credit 計畫經費提供本校師生

每年各一至二名獎學金前往交換及短期講學。然而，該地區並不為國人所熟悉，迄今還

未有師生前往進行交流。 

三、 預期效益或欲達成事項

    本次活動預期可達到以下效益: 

(一) 本次活動將可增進兩校之交流了解，除教育學院之外，可以進一步建立實質

的夥伴關係。 

(二) 簽訂師生交換合約，以提升嘉義大學學生國際學習的機會，擴展學生國際視

野。 

(三) 與所有夥伴學校來賓交流，以擴展本校之知名度以及建立與歐盟體系國家間

之合作關係。 

(四) 本次至該校相關系所進行學術演講，對該校學生介紹本校現況，參訪該校教

學及研究設施，雙方師生瞭解彼此之研究方向，有助於討論未來學術合作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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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 各項考察重點

本次活動內容安排與考察重點如下： 

(一) 學術演講：由黃國鴻教授對於教育學院的學生進行演講，題目為 Education 

Situations in East Asia。主要介紹在臺日韓的教育現況。在演講後的討論中，

也可以促進雙方對教育實務的認識。 

(二) 學校及修雷市參訪：參觀學校及附屬的教學植物園。隨後，參觀地方特色景點

及拜會市政府，了解大學與城市合作的運作。 

(四) 宣傳嘉義大學：該校於 105 年 4 月 26 日至 4 月 29 日舉辦 International Week，

邀請所有夥伴學校教職員至該校交流。共有 15 所學校的來賓介紹該校的交換

制度，參與的大學來自日本、巴西、葡萄牙、捷克、波蘭、斯洛維尼亞等國。 

(五) 洽談國際合作：拜訪教育學院，洽談互訪及交換事宜。也拜訪國際事務處，了

解國際事務處的運作與學院之間的整合溝通。 

二、 擬提問題

在參訪過程中，主要提出立陶宛的教育制度與未來教育研究及國際實務合作的現

況與規劃。例如 STEM 教育的推動、大學的教學與地方特色的研究等。 

三、 考察經過

日期 活動內容 活動細節 

2016/4/23 桃園機場出

發 

從桃園機場搭機於晚間抵至杜拜轉機，前往丹麥。 

2016/4/24 前往立陶宛 從丹麥搭機前往拉脫維亞，再搭巴士前往立陶宛 

2016/4/25 演講 在教育學院演講 

2016/4/26 國際週活動 宣傳嘉義大學並與其他姊妹校交流 

2016/4/27 參訪 拜會市政府及植物園 

2016/4/28 討論合作 拜訪國際事務處及教育學院 

2016/4/29 回國 搭乘巴士前往拉脫維亞，搭機前往奧地利 

2016/4/30 搭機回國 在奧地利轉機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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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考察詳細內容說明

  (一) 學術演講 

  由黃國鴻教授對於教育學院的學生進行演講，題目為Education Situations in East Asia。 

學生對於東亞學生上課及補習讀書到很晚的事情很訝異，並詢問學生的運動休閒的時間

為何?以下為演講的照片。 

演講之會場 與學生合照 

  (二) 學校及修雷市參訪 

     首先參觀了修雷大學的附屬植物園。隨後參加了該校安排的市政府拜會，十字架

山的景點參訪。由於該校為大學城，許多的建築物及經濟活動都與]城市的經濟息息相

關。以下為參訪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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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學校的植物園 修雷市的副議長介紹該市現況 

十字架山 修雷大學校長出席歡迎會及晚宴 

   (三) 宣傳嘉義大學 

在國際週的活動中，各國的來賓擺攤呈現招生資料，歡迎該校大學的學生到嘉

義大學交換。此外，許多中小學生也由老師帶來參加活動，對於不同國家的狀況也有

初步的認識，可擴展其國際視野。幾乎所有的人對於台灣很陌生，在互動對談中，也

認識了臺灣的產品與社經狀況。以下為國際週的照片： 

參觀國外姐妹校攤位的人潮 

嘉義大學的宣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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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交換生上台表演 

黃教授回應交換的疑問 

(四) 洽談國際合作 

   參加國際週的國家來賓中，彼此間有一些互動及討論合作事宜。其中包括了建立夥

伴學校及參訪。目前有可能建立合作的有捷克及巴西的大學。拜訪教育學院的院長，他

對於臺灣很有興趣，希望未來能夠來嘉大拜訪。該校的研發處也基於該國將推動 STEM

的教育，也特別開會詢問臺灣在此領域的研究及推動經驗。此外，在國際事務處的協助

下，兩校的教育學院正式簽下交換的合約。 

與國際事務處職員及國外來賓互動 與其他大學的來賓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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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考察成果及後續推動事項

此次考察交流，最重要的是確認了嘉義大學師範學院及該校教育學院之間學術合作及

師生交換的簽約。在此次參訪行程中，雙方有了提升兩校交流合作的意願。其中包括了

教育學院將接受立陶宛修雷大學的學生與教師的交換參訪，以及嘉義大學學生到該校進

行一學期的交換。 

   此外，巴西的聖保羅大學及捷克的大學都有些聯絡及初步的合作討論。未來將持續

聯絡以建立兩校之間的交換機制。 

參、心得及建議事項 

   此行主要是參與國際週的活動，另也安排部分參訪行程並與來賓互動。心得及建議

事項如下： 

一、 心得方面

修雷大學設有藝術、教育、人文、資訊、社會科學、科技、與自然科學等學院，領

域與本校相近。在園藝及森林領域具有國際水準，並設有研究與教育用之植物園。日前

已經與國立中興大學簽訂姐妹校。目前雙方已經簽訂「Erasmus+ Credit Mobility project」

合約及「教育」領域的夥伴學校合約，未來本校師範學院之師生都可以前往交換。然而，

許多學生都不敢到此陌生的國度交換。這次的參訪中，看到很多韓國日本的學生都來交

換並且表示收穫豐富。我們的學生應該有用與到陌生國度探索學習的膽識。該地區的生

活費用低廉，對於許多家庭經濟不佳的同學而言，這是一個難得的國際體驗機會。該校

位處交通便利之大學城，距離拉脫維亞、瑞典、芬蘭、波蘭等國僅需幾小時的車程。此

外，很多來自歐洲、蘇聯、印度、南美洲的外國學生也在該校就讀。本校學生若前往交

換，不需昂貴的生活費用就可與各國學生交流及旅行見學，有助於擴展國際視野。此次

在了解學校的環境後，我將積極鼓勵嘉義大學師範學院的學生勇於申請到該校及其他歐

盟大學交換。 

二、 建議方面

立陶宛之修雷大學已經完成與本校師範學院簽訂院層級交流之正式簽約。該校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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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歐盟「Erasmus+ Credit Mobility project」的補助，將運用經費贊助國外姐妹校師生

至該校交換並派遣師生到國外交換。交換學生可就讀全英文授課之 Erasmus 學程。該計

畫所提供之獎學金優厚，本校可獲得的名額為每年 1~2 位學生及 1~2 位教師。各學院

未來可推薦師生前往交換，同時也可接受該校所推薦的師生至本校交換或交流(來訪者

的經費由 Erasmus 計畫經費支應)。在歐盟目前投入資源鼓勵各大學積極推展國際化之

際，本校應該趁此時間盡量與歐盟的大學進行交換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