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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考試別：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教育行政 
科  目：教育行政學 

一、中小學國際教育政策白皮書所標舉的目標與策略為何？請說明之。（25 分）  
【擬答】： 

21 世紀是全球化時代。地球村觀念興起，人們體認到加強國際互動，增進人類福祉，是每個

地球公民責無旁貸的本份。我國社會亦加速朝向國際化與多元文化方向發展，並且必須認

知：全球化不是一種選擇，而是一個必須面對的事實。因此，我國為求國際教育的長遠發

展，制定中小學國際教育政策白皮書。茲針對該政策所論之目標與策略，說明如下： 
中小學國際教育願景與目標 
有關我國國際教育的主要願景與目標，說明如下： 
願景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國際競爭不再是傳統的數量與價格的競賽，而是創意與價值的競

爭，而人力資源乃是決定競爭力強弱的關鍵因素。面對社會、經濟與科技的快速變遷與

競合需求，教育需要跳脫傳統的框架，邁向創新的思維。 
目標 
中小學國際教育的目標在讓中小學生透過教育國際化的過程，瞭解國際社會，發展國際

態度，培育具備國家認同、國際素養、全球競合力、全球責任感的國際化人才。 
國家認同 

國際教育應從認識自我文化出發，讓學生具有本土意識與愛國情操。中小學國際教育之

推動，學校能透過國際文化的對照，教導學生深入了解自我文化的特質，認識臺灣特殊

的歷史定位，體認國家在國際社會的特殊處境，並喚醒國家意識，正視自己對國家的責

任。 

國際素養 

國際教育應循序漸進，讓學生從外語、文化及相關全球議題的學習中，產生具有國家主

體的國際意識。中小學國際教育之推動，學校能透過國際面向課程與國際交流活動，教

導中小學生理解、尊重與欣賞不同文化，接觸並認識國際及全球議題，學習跨文化溝通

的知識與技巧。 

全球競合力 

國際教育應提供中小學生體驗跨國學習機會，激發其跨文化比較的觀察力與反思能力。

中小學國際教育之推動，學校能引導學生瞭解國際間競爭與合作實際運作情形，強化學

生參加國際交流及國際教育活動所需的多元外語能力、專業知識與技能，並鼓勵學生體

驗國際競爭與合作經驗，厚植邁向國際舞臺的實力。 

全球責任感 

國際教育應強調對不同族群、地域、文化的尊重包容，以及對於全球的道德與責任，並

提倡世界和平的價值。中小學國際教育之推動，學校能教導學生認識及尊重不同族群的

異質文化，強調人權與永續觀念，體認世界和平的價值並重視全球環境生態的相互依存

性，從日常生活中養成生命共同體的概念，進而產生對整個地球村的責任感。 

中小學國際教育政策推動之主要策略：深度與廣度並重 
有鑑於過去中小學辦理國際教育與交流的內涵及對象較為偏狹，現階段推動國際教育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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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政策位階，就我國特殊歷史背景、多元文化特質、國家安全、外交與經貿發展等因素

綜合考量，以加強國際教育的深度並擴大國際教育的廣度。 
強化國際教育的深度：學校本位，四軌並進 
以學校為本位推動國際教育，強調從融入課程、國際交流、教師專業成長、學校國際化

四個面向同時進行，以扎根課程、落實教學並深植校園。 
增進國際教育的廣度：全球視野，擴大向度 
為培養寬廣的全球視野與厚實的國際能力，必須同時從地理區域上及國際知能上擴大學

生的學習向度。 
中小學國際教育的推動，由中央、地方到學校，牽涉教育整體運作系統。教育部負責整體

規劃及協調的角色，為了提升推動工作的成效，必須建立一個完整的推動機制。 

二、人才培育是當前教育的重要工作，在課程與教學領導方面，未來的人才培育應注重那些關

鍵能力？（25 分） 
【擬答】： 

教師領導，是近年來有關學校領導效能與績效責任的關鍵理念。然而，該領導模式更深刻影

響我國未來在基層學校的課程與教學的發展品質關鍵。因此，對其必須要有正確理解與確切

落實；執此之故，於下說明人才培育的關鍵能力： 
教學領導的重要內涵 
針對教學領導的內涵，以下針對理論基礎、基本定義與校長角色等內容，進行分項說明： 
理論基礎 
教師領導涉及：參與領導、建構領導、授權賦能、平行領導、分散領導，以及學習社群

等重要理念，作為重要理論基礎。 
基本定義 
教師領導的意義在於：透過教師主動參與各層面校務，共同改善校園現況，以及促進同

儕成長，藉以達成提升專業能力與提高學生學習成就之發展目標。 
校長角色 
校長本為學校領導者之角色，故必須做到：促進有品質的教學、監督與評鑑教學、分配

和保障教學時間、協調課程、促進學習內容涵蓋性，以及監控學生進步等重要任務。 
人才培育必須關注之能力培養與奠定 
對比教學領導的重要性，人才培育必須透過學校、教師與學生層面，分別奠定其基礎，說

明如下： 
學校層面 
必須建立：提升領導效能、教師參與校務，以及學校正向發展的明確目標。 
教師層面 
必須奠定：嶄新教學理念、分享專業知識、帶領初任教師、教學反思機會、促進教師合

作、促成學校改革、提升專業能力、支持發展功能、信心激發熱情、自我效能發展，以

及提升教學士氣等重要能力向度。 
學生層面 
必須重視：影響班級氣氛、影響學生成就，以及自主經營班級等重要關鍵因素的影響。 

三、組織再造與活力展現的方法為何？試舉聖吉（Senge）在第五項修練書中所述的五項法則加以

說明。（25 分） 
【擬答】： 

Senge(1993)指出學習型組織的精義，在於組織以系統思維來不斷創造組織未來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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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其目標在於鼓舞成員自立、自我精進、改善心智模式，締造出共享的願景。以下

分述 Senge(1990)提倡的學習型組織的第五項修煉向度，以及可用於組織再造與活力再

現的重要內涵： 
五項法則的主要概念 

Senge(1993)指出學習型組織的精義，在於組織以系統思維來不斷創造組織未來的過

程，其目標在於鼓舞成員自立、自我精進、改善心智模式，締造出共享的願景。 
系統思考 
此一要素意指組織成員皆能認清複雜系統隱含動力，又能找到正確著力點，亦即

在其教育系統、學校系統、班級系統當中透過思考影響個體思考、責任與作為。 
自我精進 
自我精進的中心作為，包括：同時保有個人願景和明確的現實面貌，亦即發自內

心的真誠理想，若獲得適當的支持與培養，就能克服人生的現實(楊振富譯，

2002)。 
改變心智 
心智模式是我們心中對自己、他人、組織團體，以及世界每一個層面長期持有的

觀感。 
共同願景 
共同願景的形成係先鼓勵個人願景的建立，再從由下而上的交流與對話中將個人

願景融入組織團體，以塑造整體圖像(Senge, 1990)，同時也為學習型組織提供了

焦點與能量(魏慧娟，2002)。 
團隊學習 
透過團隊學習才能發展出共同願景，深度匯談的價值以及技巧性的討論是團隊學習

的工具，其用以發掘大家持有的心智模式，廣泛接納各種觀念，激發創造的潛力(楊
振富譯，2002)。 
實務上促進組織再造與活力再現的重要內涵 
當個人從知識彙集、運用或創新的過程中，感受到知識的功用、助益或價值時，即

會產生對知識學習的動力。而人類的知識學習更是從學校這個組織體中，開始有了

結構性與制度性的發展，也因此成為組織學習的發展背景。 
組織創新經營之真諦 
創新經營指組織在產品、過程或服務等方面，力求突破，改變現狀與發展特色而

提升組織績效的策略。 
組織創新經營之主要方向 
創新經營係指組織領導者突破現狀的管理過程，其具體做法包括組織領導者具有

創新理念、提供組織成員創意的工作環境、安排組織成員的集體參與和團隊合

作、激發組織成員創新思維、進而塑造創新的組織文化 (張明輝，2006)。 
組織創新經營之領導者角色與任務 
領導者具備知識系統的管理與運作以及系統化的經營策略使創意得以形成、發展

及永續經營的動態歷程。 
綜上所述，學校創新經營必須透過學校人員重視，對於學校創新經營形成一股助

力，藉此了解革新成員的觀念，該成員了解創新經營的重要性，以達於學校永續經

營與具備競爭力的運作目標。 

四、學校推動國際交流有那些具體做法？請從學校行政的角度加以分析。（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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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國際教育可溯及希臘時代提倡本國教育與向國際開放，藉以促進教育合作的構想與運動。意

即以國際主義為背景，解除國界限制並實現民族友好和國際和平的發源概念。是故，學校推

動國際教育文化交流，必須有其具體作法。以下針對該內涵，進行說明： 
當前執行現況 
有關目前我國在各級學校進行國際教育政策推動的具體情形，說明如下： 
辦理「高級中等學校國際學生獎學金計畫」 
首年總計有法、德、澳、美等四國薦送高中學生，到我國高中職校隨班附讀。 
辦理「中小學國際教育團隊建置與推廣計劃」 
進行現況檢視、建立資料庫與工作圖、建立國際教育推動模式與教師專業進修機制。 
實施 4 年期「增進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國際視野方案」 
本方案主要鼓勵高中職校本國學生與外國高中學生出國來台就讀，進行雙向交流。 
建置「溫馨家庭-國際學生接待家庭系統」 
本方案屬於支持與協助國際學生來台就讀的配套安置工作，並讓台灣與國外文化進行實質

交流。 
現況檢討與未來努力方向 
我國雖已推動各級學校之國際教育與文化交流，然仍有其力有未逮之處需要持續檢討與改

進，說明如下： 
建立高中職「國際交流櫥窗」 
透過資訊傳遞與網站交流機會，逐步完成搜尋功能，藉以協助高中職校尋找外國適當夥

伴。 
逐年建置「中小學國際教育網站」 
作為我國中小學對外交流聯繫之窗口，並以「增進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國際視野方案」為

其輔助。 
現況檢討 
現階段各校培育華語教學師資有限，造成海外華語文能力測驗缺乏施測專業人力與固定

施測場地，並且因而導致「對外華語文教學能力認證考試」國際公信力與能見度降低而

未如預期效果。 
未來展望 
保障海外任教華語教師待遇與工作權，使教學能力認證考試專業化。此外，擬鼓勵華語

文相關系所設立多元語種華語師資，並簽訂交換語言教師協定，而達產學合作目標。 
在國際接觸日趨頻繁之時，面對自身與各個國家的文化傳統，國人需要培養理解、尊重及

欣賞的胸懷與態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