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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國際觀」，一個頗具廣泛的概念名詞，推論一國民眾對於不同視野的關懷

以及分析能力。這其中「不同視野」的廣度，可謂包羅萬象！從國內外局勢判斷、

企業管理（何欣穎，2001）、外語能力、至文化事務賞析，均牽動著一國民眾的

敏感度，並進而推論其專業知識、國際關懷、以及人文素養！對於台灣年少一代

國際觀敏感程度，研究人員李平生（2011）曾進行相關學術研究，認為年輕學子

的國際知識目前屬於中等了解程度，但會因底下變數而有所改變：（1）個人學習

階段、（2）學校地理位置（也就是城鄉差距）、（3）雙親教育程度、（4）文化差

異、（5）課程設計內容、以及（6）外語能力因素（李平生，2011；薇妮，2011）。

然而，年輕學子對於國際知識的了解度不見得與他們的國際態度成正向關係（李

平生，2011）。這使得我們回想起劉必榮教授（2008）的一本書「國際觀的第一

本書─看世界的方法」，勉勵台灣高中生在國際觀培養還有進步的空間！尤其台

灣的地理位置以及國際處境，更因具有國際觀。面臨對岸近年來經濟實力的崛

起，台灣年輕學子更應對「國際觀」有其敏感度！因此，我們本次專題研究欲探

究目前兩岸高中職學子的國際觀敏感度。但國際觀的具體類別有哪些？我們從劉

必榮教授（2009）的演講「國際觀，決定你的世界有多大」，將國際觀分為底下

三大類別進行此次專題調查：外語學習、國內外局勢議題、以及國內外文化事務。 

 

二、研究目的 

（一） 調查海峽兩岸學生對外語學習的重視程度。 

 

（二） 探詢海峽兩岸學生關注國內外議題的類別。 

 

（三） 了解海峽兩岸學生關注國際文化的程度。 

 

三、研究方法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以及研究目的，本次研究專題採「問卷調查法」，將問卷

題目分為底下三大類別進行設計：（1）外語學習的重視程度（問卷題 1 至題 5）、

（2）國內外議題關注的類別（問卷題 6、7、12 以及 13）、以及（3）國際文化

關注的程度（問卷題 9 至 11）。由於主要目的是比較海峽兩岸高中生的國際觀程

度，所以我們也把同一份問卷轉成簡體版本寄送至廈門的高中生填寫，藉此比較

來了解兩地學生的差異。 

 

四、研究限制 

 我們這次的專題研究有以下兩點的研究限制。首先，在選取受訪的問卷對象

中，以台南市崑山中學以及廈門市科技中學三年級的學生進行問卷受訪。因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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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想法及觀念會較其他低年級的學生成熟，所以我們以三年級學生為主要的

問卷受訪對象。此外，本次專題研究選取廈門科技中學為對岸受訪群體代表，主

要還是受到對岸可願意配合此專題的學校資源。再者，廈門地處大陸沿岸，理應

與台灣均便於與國際溝通。因此本次專題研究也已先控制好兩岸受訪學校「地理

因素」變數。 

 

五、研究流程 

我們這次的專題研究主要是探討兩岸學生對「國際觀」的程度、興趣以及敏

感度。以下是我們進行此次專題研究的流程圖： 

 

貳●正文 

 

一、國際觀的重要性以及影響的變數 

 本項文獻整理主要是呼應本次研究目的（二）「關注國內外議題的類別」以

及研究目的（三）「關注國際文化的程度」。在現今的社會中，由於網路逐漸發達，

加上生活方式的改變，使得人們的往來日益頻繁，進而將各個國家一一連結，進

入全球化時代。在全球化的時代下，人們了解世界各地風情，任何國際事物都顯

得更加重要，而這就是現代人所需要培養的國際觀。那為什麼要培養國際觀？現

代人成功方程式 Smile(微笑) = Speciality(專業) + Management(管理) + 

International(國際觀) + Language(語言) + Endeavor(全力以赴)，其中「國際觀」是

五大成功要素之一，加上全球化時代來臨，儼然成為現代地球公民所需培養的（方

泰翔，2012）。其實，台灣並不是一個物資充沛、應有盡有的國家，我們必須仰

賴進口貿易以及拓展外交來增進本國競爭力，「其實小國應該比大國更加關注國

際情勢的變化，要懂得善用自己的地理優勢，或是國際情勢，以左右逢源或拉攏

大國。」（劉必榮，2008）由此看來，「國際觀」對於兩岸學子均扮演重要角色。 

 根據上述國際化的重要性，曾有相關論文探討台灣師生對於國際觀了解度以

及可能的變數（李平生，2011；辛盈儒，2012；林素炫，2012；莫麗貞，2006）。

就現今年少學子而言（含一般國中生或是資優國中生），目前國際觀屬於中等了

解程度（李平生，2011；辛盈儒，2012），且對「國內外影歌星動態」以及「奇

人奇事」（例如優秀的運動員）最感關心（辛盈儒，2012）。而對於國小教師，「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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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認知」優於「個人國際經驗」，反映國小教師尚須多閱讀國際新聞以擴展其

國際觀（林素炫，2012）。其實，目前年輕學子的國際觀知識以及國際觀態度也

呈現低度正相關性（李平生，2011；辛盈儒，2012）。也就是說，台灣師生對於

國際觀的追求態度，還須努力。底下變數有可能影響師生國際觀：（1）個人學習

階段、（2）學校地理位置（也就是城鄉差距）、（3）雙親教育程度、（4）文化差

異、（5）課程設計內容、以及（6）外語能力因素（李平生，2011；薇妮，2011）。 

 

二、國際觀與外語能力 

 本項文獻整理主要是呼應本次研究目的（一）：「調查海峽兩岸學生對外語學

習的重視程度」。當前台灣青年學子國際觀的培養，還是要以強化英（外）語能

力為首要任務！雖然政府以及教育相關單位致力推行英（外）語教育已有多年，

然台灣學子的英語整體能力表現仍有待改進（林宜靜，2013）。根據國際教育機

構英孚教育公布的「2013 全球英語能力指標報告」指出，台灣民眾整體英語能

力表現，有不進反退的現象，被評為低程度現象。而就年輕學子的英語檢測平均

成績，更是大幅落後對岸表現。以職場導向的多益測驗為例（2012 年 10 月公布

的全球多益測驗排行榜），台灣學子整體多益成績平均為 539 分，等同於全民英

檢初級程度，名列第 37 名（全球共 46 國）。而彼岸學子整體多益成績平均為 747

分，接近全民英檢中高級程度，名列第 10（林宜靜，2013）。當然，這份調查報

告也有可能因為參與某項外語能力測驗的母群體人數以及受試者的程度而有所

改變。而外語能力優劣並不見得僅從英語檢測成績獨斷，也可從外語教育以及課

程內容來探討國際觀程度（張育菱，2004）。若將範圍縮小至外語教育，發現「國

際觀」並未紮實於台灣目前國小中低年級英（外）語教育。著重語言的工具性甚

於文化內涵（張育菱，2004），導致幼齡學童難以從英（外）語學習而培養第二

文化，判別母語與外語文化之間的隔閡程度（也就是「社會差距」），並進而影響

其世界觀或是新外語文化身分培養（廖柏森等，2007）。因此，根據上述文獻，

我們將於此次專題研究來了解海峽兩岸高中職學生目前對於英（外）語的學習以

及檢測動機以及進而延伸到文化參與興趣程度。 

 

三、問卷調查結果統計分析 

 為了比較兩岸學生國際觀的差異，我們利用同一份問卷分別發放給台南市崑

山中學及廈門市科技中學的三年級學生填寫，兩間學校個別發放 300 份問卷，最

後崑山中學回收 229 份有效問卷，科技中學回收 201 份有效問卷。 

（一）受訪者背景資料 

 
圖 1 受訪台灣生性別比 圖 2 受訪大陸生性別比 

  圖 1 及圖 2 為本次研究

受訪者的男女比例。台灣

受訪學生人數，女性稍多

於男性，但不造成太大的

影響。而廈門學生的男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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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例是差不多的，所以此份問卷統計結果對台灣或廈門學生來說，沒有特別過度

偏向哪一性別學生的想法。 

 

（二）海峽兩岸學生對外語學習的重視程度 

1. 參與正式性英語能力檢定考試 

圖 3 參加英檢測驗經驗比例（題 1） 

  圖 3 比例也間接證實我們之前提及

的英檢成績與受試者母群體關係。雖然

林宜靜（2013）報導彼岸學子英檢成就

高出我們甚多。但從圖 3 結果所示，僅

近一成八的受訪廈門中學生曾有參加

英檢考試經驗。而台灣學生（崑中）因

學校政策或是社會期待，有四成左右曾

參與英檢考試。這也再次證實我們於先前文獻所述：外語能力優劣不見得僅從英

語檢測成績獨斷！雖然如此，英檢考試內容也呈現不同面向世界觀（如多益測驗

反應國際職場溝通，iBT 托福測驗國際學術能力）。因此，我們再度針對圖 3 有

參與過英檢考試兩岸學子，探詢他們通過英檢考試類別以及可能反應的國際觀。 

 

2. 通過的正式性英語能力檢定考試類別 

圖 4 台灣學生通過英檢考試類（題 2） 圖 5 廈門學生通過英檢考試類（題 2）

 圖 4 以及圖 5 皆來自於圖 3 有參加英檢測驗的兩岸高中職生進一步的問卷調

查結果。圖 4 顯示受訪的台灣學生（崑中應外科），大多僅通過「全民英語能力

初級檢定」測驗（男生：48.21%；女生：39.62%），其次為商教協會舉辦的「商

業英語檢定」（男生：8.93%；女生：28.30%）。先擱置有三成左右未通過任何

英語檢定的受訪台灣學生（男生：30.36%；女生：24.53%），上述兩類英語檢

定測驗皆由台灣語言測驗機構（語言訓練測驗中心以及商教協會）編制。而「全

民英檢能力初級檢定」考試內容旨在評量學生基礎日常生活情境之英語用語（例

如價格、交通號誌、購物等），而「商業英語檢定」也僅評估學生的基礎商業職

場英語能力。因此，這兩類英檢考試投射出的國際觀範圍雖實務但相對狹隘。相

較之下，雖然彼岸僅一成七左右高中學子曾參與英檢考試（圖 2），但他們通過

的皆為國際認證英檢考試（圖 4），其中以具學術導向的「iBT 托福測驗」以及

「劍橋英檢考試」通過率相對較高。其它通過的英檢測驗也皆為國際認證的「多

益測驗」（具職場溝通導向）以及「英國雅思測驗」（具學術導向）。相較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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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岸學子雖參與英檢測驗的比例較少（圖 2），但他們通過的英檢考試投射的國

際觀範圍以及層次比起此次受訪的台灣學生寬廣甚多（圖 3 以及圖 4）。 

 

3. 未參與英檢考試的兩岸學子未來想參與的英檢考試類別 

圖 6 台灣學子未來想考英檢類（題 3） 圖 7 廈門學子未來想考英檢類（題 3）

 圖 6 及圖 7 結果來自於圖 2 尚未參加任何英檢考試兩岸學子進一步訪查（台

灣男生：64%；台灣女生：58.65%；廈門男生：82.35%；廈門女生：83.84%）。

台灣學生也許受到大學入學或推甄申請等「考試導向」因素，雖然有三至四成未

來無意願規劃英檢考試（男生：42.54%；女生：31.15%），但還是比廈門學子

「英檢參與」動機稍高（「不考」比例：廈門男生：51.49%；廈門女生：44.33%）。

即便如此，台灣學生未來參與英檢考試，還是以基礎日常生活英語應用的「全民

英檢初級」以及職場溝通導向的「多益測驗」為主（圖 6）。相對地，廈門高中

生還是偏好學術導向「英國雅思測驗」以及具商務性的「商業英語檢定」（圖 7）。 

 

4. 修習英語之外的哪些其它外語類別 

圖 8 台灣學子修習的外語類別（題 4） 圖 9 廈門學子修習的外語類別（題 4）

 圖 8 以及圖 9 反應出兩項共同特點如右：（1）兩岸學子（尤其是台灣）偏

好日語以及韓語修習，間接投射他們較有興趣建立「東亞文化」的第二外語新身

分；（2）「其它語類別」位居冠亞軍，凌駕歐語之上，顯示現今兩岸學子較無

意傾向歐洲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但就「其它語」類別，我們還是發現到

兩岸學子的回應差異度。此次受訪的台灣學子較感興趣學習東南亞語（馬來語或

是泰語），間接證實此次受訪學生較有意願建立「東亞」或是「東南亞」文化的

第二外語新身分，尚無法跨越亞洲以外的國際文化觀。相較之下，廈門學子在「其

它語」類別展現他們的外語學習多元化，包含泰語、俄文、葡萄牙語、猶太語、

芬蘭語、阿拉伯語、烏茲別克語、冰島語、以及丹麥語等。也許基於兩岸外交處

境的特殊性，廈門學子更有意願學習較為冷門的外語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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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運用外語來吸取國際事務的頻率 

圖 10 台灣生用外語了解國際事（題 4） 圖 11 廈門生用外語了解國際事（題 4）

 圖 10 與圖 11（運用外語來吸取國際事務的頻率）也是間接驗證與前列圖 3

結果（參與正式性英語能力檢定考試經驗）的相關性。如前述文獻所言，學生對

外語學習的興趣不能僅從英檢考試參與程度來獨斷！不過，此次多數兩岸受訪學

生學生甚少運用外語接觸相關國際事務（圖 10 與圖 11）。其中有六成左右的台

灣學生（尤其是男學生）從未閱讀相關外語報紙或雜誌來吸取更多即時性的國際

事務（男生：66.40%；女生：57.69%）。而僅少數的台灣學子（尤其是女學生）

會撥空一至兩天閱讀外語報章雜誌（男生：17.60%；女生：31.73%）。雖然也

是有不少廈門學生（尤其是男學生）從未閱讀相關外語報紙或雜誌（男生：

40.20%；女生：24.24%），但比例低於台灣學子。同時，廈門學子「每天看」

外語報章雜誌比例，比台灣學生高出甚多（男生：21.57%；女生：16.16%）。

此項調查結果，多少也與廈門學子參與國際英檢（圖 5 和圖 7）以及接觸多元外

語程度（圖 9）有其相關性。 

 

（二）兩岸學生關注國內外議題的類別 

1. 平日最常關注的國內議題類別 

圖 12 兩岸學子關心國內議題（題 6） 

圖 12 顯示兩岸學子平日關心的國

內議題有些許差異。台灣男學生以及廈

門女學生最為關切娛樂餐飲導向議題

（「娛樂影視」以及「世界美食」）。雖

然台灣女學生也首要關切「娛樂影視」

話題（29.29%），但她們比起台灣男學

生更重視「運動賽事」（14.64%）以及 

「科技發展」（12.14%）等議題，間接反映台灣兩性社會地位微妙的變化（男學

生偏向宅男生活文化，而女學生開展獨立生活創意觀）。同樣地，廈門男學生與

台灣女學生十分關切「科技發展」（19.92%）以及「運動賽事」（16.09%），次要

才關心「娛樂影視」話題（17.24%）。整體來說，兩岸學子目前關切的國內議題，

較偏向生活休閒類別（「娛樂影視」、「運動賽事」、以及「世界美食」等）。但台

灣女學生與廈門男學生更關切「科技發展」議題，為兩岸男女社會地位變化預留

伏筆。這樣的調查結果，也與前述文獻結論相仿，也就是說，年輕學子還是對「國

內外影歌星動態」以及「奇人奇事」（例如優秀運動員）最感關心（辛盈儒，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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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日最常關注的國際議題類別 

圖 13 兩岸學子關心國外議題（題 7） 

上圖 12 調查結果主要是當

「控制變項」，來探詢與圖

13「關注國際議題」之間

的相關性。經由圖 13 結果

顯示與圖 12 的相關性。也

就是說，兩岸學子關心的

國內外議題，均偏向生活

休閒類別。如果我們將圖 13 與前列圖 4 至圖 6「英檢考試類別」以及圖 10 至圖

11「閱讀外語報章雜誌瞭解國際事務」來對應，有其呼應性。也就是說，多數兩

岸學子甚少藉由外語報章雜誌閱讀來關心國內外議題或是準備英語檢定考試。 

 

3. 對老師或親友談論最近發生的國際新聞態度 

圖 14 對長輩談國際議題態度（題 12）

   圖 14 調查目的也是驗證上列圖 12

以及圖 13 結果。同時也檢視前述文獻

提及青少年對追求國際觀的態度與國

際知識呈現低度正相關（李平生，

2011；辛盈儒，2012）。的確，由圖 14

結果可知，有半數受訪的台灣學子（男

生：55.20%；女生：52.88%），對於

師長談論當今國際局勢的態度不甚積 

極（也就是「聽過就好」）。其中台灣男學生的積極度還低於台灣女學生，再次證

實前列圖 12 以及圖 13 提及的台灣男學生較偏好宅男休閒生活文化。不過，彼岸

學子對於國際議題了解態度略勝一籌。有半數受訪的廈門學子有興趣了解國際議

題（男生：48.04%；女生：53.54%）。除了前列圖 12 以及圖 13 已略現端倪外

（廈門男學生比台灣男學生更重視科技以及運動賽事議題），兩岸現今的國際外

交地位也有可能影響兩岸學子對於國際事務的關注程度。 

 

4. 藉由談論最新的國際事務來談論對國內事務影響性程度 

圖 15 了解國內外新聞連結性（題 13） 

  圖 15 結果主要是來驗證圖 14 提及

的「兩岸外交地位」影響性。很明顯

地，有七成左右的台灣學生（男生：

73.60%；女生：67.31%），雖不排斥

藉由國際事務來探討國內相關議題

的連結性，但積極程度還是低於彼岸

學子（尤其是廈門女學生）。廈門生

極度盼望透過國際事務，來探討內地相關事務的連結性。企盼更讓外界了解他們

的國際地位（男生：34.31%；女生：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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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峽兩岸學生關注國際文化的程度 

1. 運用外語了解國際文化事務的程度 

圖 16 運用外語了解國際文化事務的程度（題 8）

  根據圖 16，我們發現，

台灣男學生是所有受訪群

體中，最不會刻意運用外

語 進 行 國 際 文 化 事 務

（27.22%）。此外，台灣學

子也較不會透過書籍或是

影音方式進行國際文化事 

務了解（男生：24.26%；女生：22.64%）。他們多半透過較為動態的方式接觸國

際文化事務，例如「了解外國人的生活方式」（男生：24.26%；女生：22.64%）。

其中，台灣女學生更是比男學生願意參與國外學習交流活動（男生：6.51%；女

生：18.24%），再次證實本次受訪男學生偏好宅男休閒生活文化。而台灣生透過

類似遊學打工了解國際文化的態度，未若預期（男生：14.20%；女生：15.72%）。

上述的調查結果，也類似於廈門學生的書面回應。只不過彼岸學子會先透過書籍

或是影音方式進行國際文化事務了解（男生：30.94%；女生：27.14%），再進行

較為動態的方式（如「了解外國人的生活方式」以及「參與國外學習交流活動」）。 

 

2. 有旅遊經費時最想選擇的旅遊方式 

圖 17 有旅遊經費時最想選擇的旅遊方式（題 9）

  前列圖 16 顯示兩岸學子

很願意瞭解外國人的生活

方式，但較不傾向藉由遊

學打工的方式接觸。這樣

的結果，也反映在圖 17。

也就是說，有四成多台灣

學生願意透過「自助旅行」

了解外國人生活方式（男生：47.00%；女生：43.14%）。而廈門學子也多藉由「自

助旅行」了解國際文化事務（男生：31.73%；女生：36.80%）。不過廈門學生比

台灣學生更願意進行「國外遊學打工」方式了解國際文化事務（男生：35.58%；

女生：14.40%）。至少兩岸學子都無意將旅遊經費運用於國內旅遊。 

3. 最想參觀的文化活動類別 

圖 18 最想參觀的文化活動類別（題 10） 

  圖 18 結果與圖 12 和圖

13「關注的國內外議題」

有些許關聯性。圖 12 顯示

兩岸學子（尤其是台灣男

學生和廈門女學生）對於

「世界美食」新聞有所偏

好。因此「國外美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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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內美食」活動成為關注的首要文化活動焦點，其次才是「國外藝術作品展

覽」。其中，也許是受訪對象特性，有將近兩成四（23.63%）台灣男學生對文化

展覽沒有興趣，再次證實此次台灣男學生偏好宅男休閒生活文化！而廈門學子對

於「當地古蹟文化」興趣勝於台灣學生，也間接反映出大陸多樣化古蹟的價值性！ 

 

4. 了解國外風俗禮儀或禁忌事件興趣程度 

圖 19 最想了解的國外風俗類別（題 11） 

  根據圖 19，台灣學子對

於「民間傳說」和「日常

生活禮儀」感興趣，呼應

辛盈儒（2012）提及年少

學子也對「奇人奇事」最

感關心。類似結果也可推

論到廈門學生，但廈門女

學生對於「飲食類」風俗更感興趣（31.55%）。而廈門學子對於「宗教類」風俗

禮儀關注程度更勝於台灣高中學生，反映出廈門當地對於宗教風俗的重視性。其

中，本次受訪的台灣男學生，有近兩成五（24%）展現對國外風俗禮儀的低興趣

度，與上圖 18 有近兩成四男學生無興趣於國外文化活動結果相仿。推估此結果

的確與此次受訪的台灣男學生異質性以及偏好宅男休閒生活文化特性有關。 

 

參●結論 

1. 就「考試導向」外語學習而言，雖然兩岸學子目前有參與英檢考試的比例 

有限（圖 3），但台灣學生多數通過的英檢考試反應的國際觀屬於基礎日常 

生活以及簡單商業職場溝通（圖 4）。相較之下，彼岸學子多數通過的英檢 

考試屬於國際認證的學術導向考試，其反應的國際觀範圍及層次也比較寬廣 

（圖 5）。這項結論也可適用於目前尚未規劃英檢考試的兩岸學子未來想參

與的英檢考試類別動機（圖 6 以及圖 7）。 

2. 從第二外語學習性向推論，多數兩岸學子較有興趣建立「東亞文化」的第二 

外語新身分（圖 8 以及圖 9）。也許基於兩岸外交處境的特殊性，廈門學子

有意願學習的外語類別比台灣學子更多元化（圖 9）！台灣學子目前在「其

它語類別」回應結果，還是比廈門學子難跨越亞洲以外的文化國際觀（圖 8）。 

3. 對於國內外議題的關注程度，兩岸學子大致上對於「國內外影歌星動態」以 

及「奇人奇事」（例如優秀的運動員）最感關心（圖 12 及圖 13）。不過，兩

岸現今國際外交地位，有可能使彼岸學子在國內外議題了解態度略勝一籌

（圖 14 及圖 15），尤其最關注「運動賽事」以及「科技發展」兩項國際議

題（圖 12 及圖 13）。 

4. 就國際文化事務參與部分，台灣學子（尤其是女學生）多半透過動態方式（如 

國外學習交流活動、自助旅行等）來接觸國際文化事務（圖 16 及圖 17），

尤其是國內外美食活動或是國外藝術作品展覽（圖 18）。而對國外風俗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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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禁忌事件類別中，以「民間傳說」和「日常生活禮儀」最感興趣（圖

19）。相對地，彼岸學子會先透過書籍或是影音方式進行國際文化事務了解，

再進行較為動態的活動（圖 16）。其中，廈門學子比台灣學子更有意願透過

遊學打工來了解國際文化事務（圖 17）。而且廈門學子也比台灣學子更有興

趣了解當地古蹟文化（圖 18）以及「宗教類」風俗禮儀（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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