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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內的教育全球化： 

國際文憑學校的觀點

李郁緻 1*    Jack Tsao2    Suraiya Abdul Hameed3

摘　要

研究目的

國際學校的發展反映出教育全球化的現象，而國際文憑課程也

在這個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隨著近年來亞洲地區國際文憑學

校數量的增長，學校層級如何回應全球化所帶來的種種影響成為有

待探索的課題。本研究採取地方性全球化的角度，透過國際文憑學

校的視角，藉由與臺灣、新加坡與香港三地的國際文憑學校合作，

探究地方性的全球化現象。

研究設計／方法／取徑

本研究蒐集香港、新加坡與臺灣共 16所國際文憑學校教職員的

訪談資料，以及相關的政策與課程文件並進行分析。其中，半結構

式訪談的研究參與者包括國際文憑學校的教師、主任、課程負責人，

以及校長等。透過這些資料，本研究討論國際文憑學校在各個面向

*   李郁緻 1（通訊作者），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電子郵件：yuchihemilytw@gmail.com
Jack Tsao2, Associate Director, Common Core Offic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電子郵件：jtsao@hku.hk
Suraiya Abdul Hameed3, Director, Master in Educational Studies/ Lecturer, Educational 
Leadership, School of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電子郵件：s.abdulhameed@uq.edu.au
投稿日期： 2023年 3月 30日 ;修正日期 :2023年 5月 29日 ;接受日期 :2023年 11月 19日



102 李郁緻、Jack Tsao、Suraiya Abdul Hameed：學校內的教育全球化：國際文憑學校的觀點

上，如師生組成、語言使用、課程與教學、在地教育市場定位，以

及世界主義等教育全球化現象。

研究發現或結論

透過分析臺灣、香港與新加坡國際文憑學校的文件與訪談資料，

本研究討論國際文憑學校重新再現了當代全球化社會中，學校的國

際化特質。國際文憑學校一方面必須設法透過各種措施維持其國際

化的特徵，並調整校內師資聘用、課程與教學設計，甚至學生的學

習方式。另一方面，為了能順利在所在地社會中實施國際文憑課程，

學校也需要透過額外的銜接課程、語言政策的磨合等，以適應當地

教育環境。

研究原創性／價值

國際教育是教育全球化的產物之一，針對國際教育的研究，除

了對於各國國際教育政策的分析與討論之外，近年來隨著我國國際

教育政策的持續推動與調整，個別學校如何因應調整，也成為熱門

課題。本研究希望能提供學校層級國際教育的分析，並且透過跨國

研究的視角，增進對於國際文憑學校的理解。

教育政策建議或實務意涵

中小學國際教育已然成為我國近年所推動的重大教育政策之一，

本研究冀能透過探究國際文憑學校所面臨的機會與挑戰，增進吾人

對於國際教育的了解。

關鍵詞：國際文憑學校、國際文憑、國際學校、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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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GLOBALIZA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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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e growth of international schools reflects the current trend 
of globalization in education.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B) programs plays a key role in this process. With the 
recent growth of IB schools in Asia, investigating how these schools 
respond to this trend is imperative. Accordingly,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enactment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current 
vernacular globalization, focusing on IB schools in Taiwa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school leaders, 
section chiefs, coordinators, and teachers. In addition, relevant 
curricular documents were obtained. Interview data and documents 
from 16 IB schools in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Taiwan were 
analyzed. This study probes into the contexts of schools, such 
as teacher and student demographics, language use,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marketing and positioning strategies,  and 
cosmopolit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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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ngs/results

The study discussed how current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school 
level is represented in IB schools in Taiwan, Hong Kong in the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IB schools nowadays not only have to 
construct their internationalities, but also have to continuing adjust 
their teacher recruitment, curricular and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students' learning. In order to enact IB programs into local contexts, 
schools develop strategies such as offering bridging courses and 
negotiating language policies.

Originality/value

This study expands the body of literature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articularly on how individual schools implemen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olicies and how these policies transform 
their education systems. By adopting a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schools.

Implications for policy/practic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schooling has become a pivotal policy 
focus in Taiwan. This study improv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IB schools and the broader field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Keywords:  IB school,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nternational 
school,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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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全球化以及反全球化現象在學術界受到熱切地討論，其中包括

Appadurai （1996）所指出的「全球文化流」五大向度：族群、媒體、科技、

金融，以及意識形態等。全球化的進程非但不是線性、有規律、具方向性

與同質性的過程，毋寧更像是一種斷裂（rapture）、多元與混沌的形象。

全球化並未因此帶來更加有序、同質的發展，而是進一步造成異質、混雜

與盤根錯節的現象。而這些變動的面向如何影響教育，又或者教育在其中

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如果用 Appadurai的角度詮釋，教育在這樣的現代

化過程中所產生的作用為何？成為探索教育全球化現象的重要課題。

如果我們更進一步追問全球化的現象，Appadurai（1996）引申

Anderson（1983/2006）的概念並指出，那是一種對於「想像世界」的構成

元素之間的改變。Anderson（1983/2006）透過研究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

布，提出「想像共同體」的概念。也就是藉由資本主義、印刷品與識字能

力等力量，塑造出人為的集體認同。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人們對於世界的

想像也透過各種跨國的溝通與交流而產生改變，超越了對於民族國家的共

同體的想像，而進一步發展出各式各樣不同的對於世界的想像。教育一向

在上述現代化與共同體形塑過程中，佔有一席之地。除了學校教導人們識

字，能夠參與想像共同體的塑造之外，學校教育的出現也如同民族國家的

形成，皆是現代化進程的表現。

教育作為現代化的表現方式之一，也同樣受到全球文化流的影響。為

了能夠進一步析理全球文化流五個觀察向度：族群、媒體、科技、金融與

意識形態，及其反映在教育全球化的樣貌，本文將 Appadurai（1996）在

人類學觀察上的五個向度（族群、媒體、科技、金融與意識形態）轉化為

對於國際文憑學校的五個觀察角度：師生組成、語言使用、課程與教學、

在地教育市場定位以及世界主義。以族群的向度而言，國際文憑學校中師

生組成的變化可以呈現全球化在人口移動的觀察；在媒體方面，社會中對

於媒體的觀察面向十分廣泛，但是在國際文憑學校中，就資訊傳遞或者意

見溝通的角度而言，語言使用會是個重要的觀察方向。至於科技與金融面

向，在 Appadurai（1996）的人類學觀察中指涉的層面較難以對應到學校

環境之中，不過對於國際文憑學校而言，如何經營其主要產品或服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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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與教學）以及追求在地教育市場定位，確實也回應到全球化現象中，企

業透過科技與金融所達致的跨國佈局。最後，意識型態的面向指的是全球

化現象中意識形態的傳播，而在國際文憑學校的脈絡中，世界主義時常被

視作為一種意識型態的追求。以上有關師生組成、語言使用、課程與教學、

在地教育市場定位以及世界主義等五個面向或許不完全能涵攝人類學觀察

中的完整面向，但仍希望能由不同的視角出發，描繪教育全球化的過程與

現象。

國際文憑組織是一個發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的教育組織。由於戰

後各個國際組織將其總部或辦公室設在日內瓦，使得當地聚集了許多移居

自世界各地的工作人員及其家庭。有鑑於這些移居家庭的教育需求，當地

的國際學校紛紛依據學生父母的文化與國籍，設立不同的學程，以供學生

能在日內瓦接受教育後，當需要隨著父母遷回原居地時，能準備好回到不

同的國家繼續學業。然而，除了原本就隸屬各國的僑校外，因應學生的國

籍而設立多種不同的學程，對於獨立國際學校而言相當吃力，且亦不符合

國際學校對於世界主義的理念 (Tarc, 2009）。

在此背景之下，這些獨立國際學校於是成立了國際文憑組織，並繼以

發展高中文憑課程（Diploma Program）。Hill（2006）形容，國際文憑組

織及其高中文憑課程，是揉合了教學、理念與實用等各種考量的產物。高

中文憑的出現一方面滿足了國際學校教師希望能創新教學，不再將學生依

國別分組教學的需求，一方面也吸引了對於國際組織理念相對熟稔且信賴

的家長。另一方面，高中文憑能使學生接續在各國修讀高等教育，而不至

因為學制的不同而需要額外的轉換時間。此後，國際文憑組織在 1994年

推出中學課程（Middle Year Program），以及接續自歐洲國際學校協會的

小學課程（Primary Year Program）（Bunnell, 2011）。自 2012年，更進一

步加入職業課程（Career-related Program），至此，國際文憑組織逐漸將

其課程發展成具連續性的課程系統（curricular continuum）。這些課程強

調透過發展國際視野（international awareness）、加入國際元素，以及培

養國際情懷（international-mindedness），塑造其國際教育的定位（Walker, 

2004）。時至今日，國際文憑課程已逐步拓展至國際學校以外的學校中實

施。對於國際文憑組織而言，這些實施國際文憑課程的學校縱然可能也同

時實施其他不同的課程，但皆可稱之為「國際文憑學校」（IB學校）。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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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國際文憑學校不見得僅只由傳統意義上的「外僑學校」，或者不隸

屬於任何國家的「獨立國際學校」所組成，而是同時含括所在國當地社會

中的「公立學校」或者「私立學校」。

隨著國際文憑及其課程在亞洲愈來愈蓬勃發展，我國對於相關主題的

研究也益發關注。回顧我國近來對於國際學校的探究，邱玉蟾（2022）透

過學校「是否為本國教育體制」來對國際學校加以分類。首先，屬於「本

國教育體制」的國際學校包括「獨立的國際學校」以及「國內學校採用國

際課程」。其區分標準在於是否只在課程中採用國際課程，抑或是成立國

際部／國際班，甚至在當地政府法規允許下，開辦國際學校。至於「非本

國教育體制」的國際學校，邱玉蟾（2022）則再進一步區分為「國家的海

外學校」、「市場導向的國際學校」、「國際認證課程與資格考試」，以

及「實施國際教育的學校」。其中，國際文憑即為此處所稱之「國際認證

課程與資格考試」。邱玉蟾（2022）雖然將之列為國際學校的型態之一，

但也同時強調「嚴格來說，國際認證課程及資格考試（如 IB）不是實體的

國際學校，而是一種服務商品。……能與任何其他 5個類型的國際學校結

合，影響力正在擴大……」（p. 64）。或許，我們能夠將國際文憑在亞洲

的方興未艾，與教育全球化的發展放一起思考。伴隨著全球人口、貨物、

資本的移動，學校教育的組成與實施亦將隨之改變。也因此，如同我國

2011年所發布的《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中所宣示：「全球化不是一種

選擇，而是一個必須面對的事實」（教育部，2011：3）。在此之時，探

究學校內的教育全球化，恐怕也將成為我們不得不處理的當代課題。

在另一方面，當我們進一步探究世界主義的主張，Pollock等人（2000）

指出，世界主義應當是「複數」形式（cosmopolitanisms）。世界主義是

複數的，不僅只是因為單一的普遍主義並不存在（即使是普遍主義，也必

須考慮如何統合各地不同的歷史與概念），而是因為，世界主義代表著無

數多種的生活方式。世界主義的形成不僅關係到集體認同的追尋或組成，

而更是一種如何在世界中安放自己和所屬社群的策略（Sobe, 2009）。基

於這種複數的、多元的世界想像，Appadurai（2001）主張研究者需要從

草根全球化（grassroots globalization）或者由下而上的角度（globalization 

from below）來觀察全球化。不只是關注到在全球化世界中都市化、

現代化、西方化的一面，也留意到具地方性的全球化過程（verna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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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ization）。雖然都市化、現代化與西方化是全球化論述中常見的角度

與觀察，卻也因此造成往往將全球化視為都市化、現代化與西方化的延伸。

對於 Appadurai （2001）而言，現實情況是，全球化現象各地有別且呈現

混雜、非線性且不均勻的發展，例如反全球化的抵抗行為，以及各種不同

型態所組成的人口流動等。而這些地方性的全球化過程，在在考驗著學術

界以地理、區域研究型態為主，研究全球化的方式。因此他進一步建議從

「文化」的角度，由下而上地探究全球化現象，並主張此可補充以地理區

域作為劃分、由上而下的理解全球化的方式。本文也希望能透過觀察歐美

地區之外的國際學校，從不同的角度探究全球化的現象。

針對我國國際教育的研究當中，有一部分的研究針對國際教育的政

策文本與實施進行分析（朱啟華，2013；邱玉蟾，2012；陳美如、郭昭

佑，2011；劉華宗、林美玲，2016；劉美慧等人，2020）。也有些文獻著

重於我國所推出之國際教育政策，是如何在學校場域中實踐的問題（宋方

珺、楊振昇，2017；林明地，2013；陳貞君，2013；陳美如、郭昭佑，

2014；劉耿銘，2019）。另外也有一些研究討論我國國際教育政策的其他

面向，例如白皮書 1.0至 2.0版的發展（劉美慧，2020；劉美慧、王俐蘋，

2021），或者對於國際教育對於師資培育的影響與啟示（王俊斌，2020；

葉怡芬、劉美慧，2020）。在日益重視國際教育政策發展的氛圍中，這些

研究為學界帶來對於我國國際教育政策分析與實踐的重要發現。

然而，除了由各國政府所推動的各自相異其趣的國際教育政策之外

（劉慶仁，2006；蔡靜儀，2013），對於與國際文憑組織合作的國家與個

別學校，及其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中推動國際教育，也成為理解全球化發

展的重要角度。例如從語言學習的觀點，鍾鎮城（2012，2013）指出，實

施國際文憑課程的學校對於華語教學的規劃上更加重視全球在地化的學

習。蔡雅薰、余信賢（2019）指出國際文憑學校對於語言教學的重視十分

貼近全球教育的語言觀，學生可以自由選擇修讀的語言，不受母語或國籍

的考量，因而模糊了第一語言與第二語言之間的界線。李志成（2016）分

析臺灣的私立學校如何透過各種校內變革與創新，以有效實施國際文憑課

程。除此之外，也有論者積極引介國際文憑課程，期待能透過實施國際文

憑課程，帶動臺灣國際教育改革與創新（王秋萍，2014，2015a，2015b，

2016a，2016b，2020a，20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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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希望透過國際文憑學校的視角，藉由與臺灣、新加坡與香港三

地的國際文憑學校合作，探究地方性的全球化現象。臺灣雖然近兩年來對

於參與並提供國際文憑課程興致勃勃，增加了不少校數，然而作為新設立

的班級或學校，即使認同國際文憑組織的理念，但仍然在實施經驗上較為

不足。相較於此，同為亞洲華人為主的社會，如新加坡與香港，則擁有歷

史悠久的國際文憑學校，也因此能補充對於臺灣的國際文憑學校的觀察。

為了能使讀者進一步瞭解本研究，首先討論國際文憑作為全球化現象的一

環，過往相關文獻中所反映出的樣貌為何。接著，本文就研究方法與語言

處理進行說明。在研究方法之後，本研究呼應全球化的五個面向（族群、

媒體、科技、金融、意識型態），從師生組成、語言使用、課程與教學、

在地教育市場定位，以及世界主義等，梳理國際文憑學校內的教育全球化

現象。最後則提出結語。

貳、全球化、國際文憑與國際教育

一、國際文憑的擴張與人口移動

從一開始為移民家庭提供教育服務，使暫時隨父母居住在日內瓦的學

生能夠接受到不隸屬於特定國家的課程，如今，全球已有超過 5000所提

供國際文憑課程的學校，這些學校分布於超過 150個國家（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2023）。雖然是源自歐洲的國際學校組織，在當前各國的國

際文憑學校分布中，直到 2010年，有超過 60%的國際文憑學校位於美國、

加拿大、英格蘭與澳洲。Bunnell（2010）推測，這個現象除了與國際文憑

課程本身西方、盎格魯中心（Anglo-centric）的文化特質有關之外，也與

這些地方較不嚴謹的國定課程或者國家教育制度相關。Bunnell（2010）

指出，國際文憑組織早期的發展與跨國資本階級（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TCC）有關，這些從事外交或者跨國企業相關工作的家庭促成了國

際文憑組織早期的擴張。而到了 2000年左右，由於意識到全球化的現象

與壓力（例如 2005年所出版的《世界是平的》所描述的資本主義全球化），

也促使各國政府開始與國際文憑組織合作，進一步推動境內學校採用國際

文憑課程（Bunnel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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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際文憑課程的四大國之一澳洲為例，Doherty（2009）指出，由於

澳洲的中小學教育制度與課程由各州政府制定，各地學校為了能在教育市

場中脫穎而出，獲得家長的青睞，紛紛提供除了官方課程之外的其他選擇，

而其中的選擇之一，就是國際文憑課程。對於當地的中產階級家長而言，

國際文憑課程代表著具跨國移動力的中產階級教育，這些家庭的家長多數

具有專業技術，且服務於跨國組織或企業（Doherty, 2009）。換言之，一

方面國際文憑的教育方式同時標示著社會階級和地理位置的流動；另一方

面，國際文憑的教育內容，例如強調跨文化、多語言的學習等，又代表著

所提供的是在地需求之外的其他學習與發展機會。並因此成為受在地中產

階級家長青睞的教育選擇。然而，對於這個強調「移動力」的教育選擇，

Doherty（2009）認為還需要進行更多的反思，畢竟，課程應當是從在地出

發，且服務在地需求的。

隨著在地中產階級家長逐漸傾向讓自己的小孩能有接受國際教育的機

會，以跟上全球化的腳步，在未來擁有更多競爭力或移動力，國際學校的

數量也跟著水漲船高。甚至，隨著數量的改變，國際學校的「本質」也有

所變動。Lijadi與 van Schalkwyk（2018）的研究提供了另一個觀察全球化

與國際學校發展的側面，其訪談了生長在不同時期、但都就讀於國際學校

的「第三文化兒童」（Third Culture Kids）。在國際學校研究中，第三文

化兒童所指的是，隨著家庭頻繁的跨國遷移而在不同地方就學，既不屬於

當地族群文化，也與父母親原本的族群文化有所差異者。對於這些兒童來

說，其文化認同既非當地文化亦非父母親之文化，因而稱之為第三文化兒

童。在受訪者橫跨 40年的國際學校經驗中，Lijadi與 van Schalkwyk（2018）

藉以觀察到國際學校本身的變化，自 1980年代開始，國際學校的數量才

逐漸能夠供應多數的第三文化兒童的教育需求。在大都會中，國際學校提

供了能讓不同語言使用者皆能適應的課程與教育內容，也促使這些第三文

化兒童能夠在國際學校中拓展一定的交友圈。而自 1990年代後期，Lijadi

與 van Schalkwyk（2018）觀察到，國際學校不再依賴單一企業或政府，

而是轉型成私人、自費的教育形式。而如此經營型態的改變，也使國際學

校的生源和課程目標逐漸改變，透過聘請外籍教師、英語作為教學語言，

用以吸引當地希望能加強英語或多語教學的家庭。換言之，國際學校開始

符應了在地的需求，而不完全吻合第三文化兒童的需要。雖然與 Doh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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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的結論不盡相同，但從兩者對於國際文憑或者國際學校的觀察可

以發現學校教育在全球化過程中的轉變與調適，而其中，國際文憑學校由

於其對於課程的要求與設計，更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二、國際文憑全球化與各國教育制度的競合

Sassen（2001）主張，在全球化趨勢下，過去長久以來屬於國家管轄

範疇的領域將逐步地、部分地產生非國家化（denationalization）的現象，

國際組織與國家進行互動時，會先透過製造邊境區（frontier zone），以及

既非屬國際、亦非屬於國家的新機構形式（new institutional form），創造

與國家系統重疊的運作空間，最後進而邁向該領域非國家化的發展。藉由

Sassen（2001）的理論架構，Resnik（2012）主張國際文憑的發展亦為教

育逐漸走向非國家化的表現之一，並指出在教育的領域中，包括國際文憑

的國際標誌與符號、國際文憑組織、國際文憑組織地區辦公室、招收移動

家庭學生的國際學校、招收當地學生的私立學校，以及招收當地學生的公

立學校等，皆成為非國家化過程中的各種運作空間。

而隨著國際組織的發展，例如國際文憑在各國教育系統中的拓展，也

反映在非國家化的發展下，過去種種原本專屬於國家管制的事物，遭到挑

戰與競爭。Resnik（2012）舉例說明非國家化對於國家管制教育所造成的

影響，諸如學校頒發的各項證書與學位、師資培訓與教師訓練、根據地方

需求與國家價值訂定國家課程等，這些原先由國家中央機構所管制者，在

非國家化的影響下，國家的管制力量皆受到波及。

在 Resnik（2012）考察的英格蘭、法國、以色列、阿根廷與智利等地，

雖然國際文憑在當地的發展並非完全未受阻撓，亦有出現反彈的聲音，但

卻仍能透過不同的策略，對當地的教育系統持續發揮相當影響力。藉由強

調家長教育選擇、成為學校課程革新的金字招牌，以及可與其他課程結合

的實施方式等，國際文憑課程得以在各國教育系統中取得一席之地。而在

教師訓練、教材等方面，國際文憑也提供當地學校相當程度的彈性，因此

能夠良好的適應不同地區的教育系統。最後，在教育理念上，尤其是高中

文憑的小論文寫作、知識理論課程，以及創造力活動服務課程等，逐漸造

成其他非國際文憑課程的仿效，Resnik（2012）將之視為一種課程上的滲

透（perco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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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文憑組織網站上，也可以發現，除了針對家長、學校的分眾介

紹之外，也針對與各國政府教育當局的各種合作模式做了介紹，足見該組

織對此一項目的重視。在美國與加拿大，國際文憑組織與各州政府合作進

行教育改革，包括提供所有學生接受國際文憑課程的受教機會、教師支持

系統，以及將國際文憑課程融入當地教育系統等；自 2014年起，西班牙

政府開始同意學生可透過取得國際文憑之高中文憑或職業課程文憑，進入

西班牙高等教育機構就讀（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2022）。除此之外，

德國政府透過與國際文憑組織合作，推出德國海外學校所使用的課程；荷

蘭政府發展類似高中文憑課程的校外考試作為畢業門檻等（Hill, 2006）。

在亞洲地區，日本政府亦自 2013年起，與國際文憑組織合作開發，發展

加入部分日語授課課程的高中文憑課程，希望藉以擴增採用國際文憑課程

的學校數量（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2022）。

三、資本主義全球化與國際學校的擴張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Machin（2017）觀察到亞洲地區國際學校

數量的大幅增長，並將之稱為亞洲國際學校淘金熱，在亞洲地區（含西

亞、東亞、南亞、東南亞）共設立了 5,032所國際學校。除了社會上對於

國際和平與跨文化理解的教育理念逐漸受到重視之外，從經濟學的角度，

Machin（2017）進一步指出，國際學校的發展更象徵著教育領域對於全球

資本主義的回應。由於預期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擴張，未來將出現更多跨國

的工作機會，為了預備子女能準備好進入國際化的就業市場，愈來愈多亞

洲父母願意投資在國際學校的教育環境。於此同時，各國的教育政策的鬆

綁以及對於教育選擇權的強調，也使學校必須透過提供符合市場所需之課

程，增加自己的市場競爭力（Kim & Mobrand, 2019）。國際學校的成長一

方面回應社會上對於跨文化交流機會與跨國移動力的需求，另一方面，也

是全球化教育市場競爭下的產物。

除此之外，Resnik（2008）分析國際文憑學校的培育目標，並指出相

較於理想的全球公民教育，從課程規劃角度而言，以培養「全球工作者」

（global worker）為教育目標更切合實際情形。除了少部分的教育目標，

例如國際理解、發展普遍人性價值、追求世界和平與誠信等，大部分國際

文憑課程所規劃的培育目標，皆能對應到跨國企業與組織對於跨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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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尤其是管理階層員工的能力需求（Resnik, 2008）。舉例而言，在認知

傾向上，課程中強調問題解決能力、批判性思考、創造力、創新、自省、

多工，以及自學與終身學習等，以及在倫理層面強調的社群發展、慈善事

業以及永續發展等，與資本主義全球化所形塑的彈性、創新、問題解決與

網絡管理等勞動環境不謀而合。

在培養全球公民的理念之下，國際教育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

影響，正在形塑一種深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企業世界主義（corporate 

cosmopolitanism）（Rizvi, 2009）。而這種新型態的世界主義與全球公民

的養成方式，又是如何反映在國際文憑學校的辦學樣貌，是本研究關心的

課題。

參、研究設計

亞太地區在近年大量擴充國際文憑學校的版圖，本研究透過探究臺

灣、新加坡及香港的國際文憑學校的課程實施，以描繪國際文憑課程在華

人社會的樣貌。本研究總共與 16所學校合作，其中包括 7所臺灣學校、3

所新加坡學校，以及 6所香港學校。在這些學校中，有些僅提供高中文憑

課程，也有部分學校亦提供中學課程與小學課程，且提供各類課程的歷史

亦有所不同。整體而言，三地的國際文憑學校有相當多不同的形態，包括

公立學校、私立學校、國際學校（包括屬於特定國家與獨立／不隸屬任何

國家的國際學校），以及連鎖加盟學校等。選擇個案學校的考量，主要以

能呈現同一個社會中，不同類型學校對於課程的理解，以及同一類型的學

校，在不同社會脈絡中的應對（Deem & Brehony, 2005）。

臺灣、香港與新加坡同為受華人文化影響的後殖民社會，也同時有土

地面積狹小、人口稠密，以及外貿導向經濟發展等共同特質。在一方面，

深受儒家文化傳統（Confucian heritage culture）的影響（Tan, 2018），在

教育方面擁有許多共同特質，也因此使彼此得以相互成為參照社會。例如

以成就為導向的教育措施、社會輿論對於教育的重視、持續發展觀、認定

所有人皆具持續發展的潛力、重視個人在學習上的努力與毅力、家長對於

子女學業表現的高度期待、高教師聲望、考試領導教學，以及階層化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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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結構等（Tan, 2016; Kim, 2009; Wong, 2008）。

然而，在另一方面，三地也有著截然不同的社會與教育發展，而這些

發展也展現在國際文憑學校的運作中。以臺灣而言，由於法規的鬆綁，在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架構下，透過學校申請實驗教育計畫的方式，就能

夠在國定課程的架構下取得文憑的承認。因此近年來校數有長足的增加，

雖然大部分的學校仍以提供高中文憑課程為主，但也逐漸出現對於中學文

憑課程、小學文憑課程的正視。在香港方面，一部分的國際文憑學校原本

以滿足英國駐港家庭子女英制教育需求所設立，而後才逐漸轉型提供其他

不同的課程；另外一部分的國際文憑學校則是私立學校希望透過提供國際

文憑課程以滿足當地家長「國際化」教育的需求（Lee et al., 2022）。至於

在新加坡，在殖民背景的影響下，早在 1977年就設有國際文憑學校，至

今提供國際文憑課程的學校在當地仍擁有菁英教育的學校聲望（Hameed, 

2020）。此外，由於與當地國定課程並不相容，提供國際文憑課程的新加

坡學校絕大多數為私校。

為了瞭解國際文憑學校的課程實施，本研究採取半結構式訪談以及文

件分析為主要的資料蒐集方法，針對學校的基本資料、成為國際文憑學校

的決策過程、課程引進與實施、評估課程實施後對於學校的影響等，進行

訪談資料與文件的蒐集。半結構式訪談的研究參與者包括國際文憑學校的

教師、主任、課程負責人（coordinator），以及校長等，依照各校的規劃

以及參與者個人的意願進行訪談資料的蒐集。

此外，訪談資料蒐集期間遭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的影響，亞洲各

地社會皆採取相應的防控措施，部分學校在這段期間暫停營運，或者拒絕

實體訪客。因此，訪談資料的蒐集有一部分以線上訪談的型態進行，所使

用的會議軟體包括 Google Meet以及 Zoom等，以訪談參與者方便參與的

形式為主，並主動詢問是否願意接受錄音／錄影。如果不願意錄音／錄影，

或者指出需要刪除某些段落，本研究亦尊重其意願，將該筆資料刪除。

在訪談進行期間，所使用的語言一部份為英語訪談，另一部分則為

中文訪談，主要視受訪者個人較為偏好的語言進行，並以訪談當時所使用

之語言製作逐字稿並進行分析，以避免在語意的理解上，經過語言對譯過

程造成失真。待分析完成，撰寫研究分析時，方針對逐字稿文句進行英翻

中或中翻英的翻譯工作，並以盡可能忠實根據訪談情境與內容進行語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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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由於受訪者皆為參與國際文憑課程之教職員，本研究所採用的訪談

取徑參考了教育專家與教師的分析方式進行（王麗雲，2004；陳金燕，

1998）。

肆、國際文憑學校內的教育全球化分析

一、師生組成與國際移動力

以學生的組成來說，隨著學校的歷史、聲譽及辦學目的的不同，國際

文憑學校擁有著不同的學生組成。有些學校受到當地政策影響，招收一定

比例的當地學生；部分學校則以來自特定國家的國際學生，或者以擁有外

國背景的當地學生為主要招收對象。前者主要包括香港參與直接資助計畫

的學校。後者則包含新加坡的國際學校以及臺灣的外僑學校與國際學校，

例如配合政策所成立的海外攬才專班高中部等。就學生組成而言，Bolay

與 Rey（2020）在瑞士的國際學校間也有類似的觀察，當代國際學校的學

生組成並不一定如想像中的多國籍、多元化。誠如 Appadurai（1996）對

於「族群景觀」的觀察，當代全球化現象的發展並非平順且均質化，而是

充滿著許多斷裂。國際文憑學校所在地當地政府也會採取相關措施，以保

障國內學生的就學權益、增進教育選擇的機會。

相對地，教師的多元化反而成為國際學校的重要國際化標誌。對於家

長而言，一所擁有多元國籍師資的學校，顯然具有一定吸引力。

……因為家長喜歡 IB的地方就是國際化的胸懷。所以他們會喜歡有來自

南非、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的老師，而且，你知道，因為這就是他

們對 IB課程的看法。這一切都是為了與世界建立聯繫，同時也是一名全

球公民。（HK0517）

從受訪的教職員口中可以發現，大多數國際文憑學校的受聘教職員皆

在任職目前的學校之前，就擁有相當豐富的移動經驗，無論是個人的就學

過程，或者是職業生涯。更有甚者，受訪的教師提到為自己培養未來的移

動力：

……然後是 IB大概成立了兩年以後，我就正式從本地課程的老師轉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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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IB的老師。……就覺得國際文憑是比較新鮮的東西，然後就國際文憑

似乎很國際化，就很有那種國際的視野啊。站在個人的角度也是，我當

了一個國際文憑老師，我有機會可能去世界各地。可能將來我想去其他

的國家，其他的地方教學，可以增加這樣一個機會。那對於我的事業比

較會有幫助。（HK0104）

所以對我來說，做了 IB的這件事情之後，我會得到很多不同的一個看

法、一個新的刺激，所以也許對我的教職生涯來我會更比其他人看得更

多……，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成長的空間。那未來

我也知道說也許在我退休之後，我就有更有國際的移動力，我可以去國

外教書，都是有可能的。（TW1233）

換言之，接受國際文憑組織的培訓並從事相關教學，對於部分教師而

言，更是其用以持續維持國際移動力的重要管道。

不過，對於多數國際文憑學校而言，提供國際文憑，尤其是高中文憑

課程，皆拓展了畢業生更加多元的升學目的地。相較於提供當地課程或者

其他國際課程，教師們觀察到，隨著國際文憑課程的提供，學生有了更加

多元的升學選擇。

當年的文憑畢業生及非文憑畢業生，主要是（去）英國或美國，其中又

以（前往）英國人數最多。隨著時間的推移，（畢業生）現在去了澳洲、

紐西蘭，甚至前往斯堪地那維亞。......有挪威、芬蘭、瑞典、荷蘭等，

他們還有些前往西班牙和法國（繼續升學）。......看到學生什麼時候開

始選擇和考慮去哪裡，實在令人著迷。......然後（到頭來）無論是什麼

國籍，變得並不重要。（SG0927）

（過去的）想法，那就是我們只是將英國孩子送到英國大學或英國寄宿

學校。顯然，IB 剛剛進入全球教育市場，我認為雖然它剛起步，卻已經

突破了這個障礙。......我認為 IB帶來了很多令人興奮的事情，但我認為

最主要是讓我們從英國走向國際。（SG0721）

在一方面，多元的升學選擇固然是吸引家長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

也符應了當代全球化現象中，國際學生流動不再只是單向的從邊陲國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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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國家，或者從開發中國家移動至已開發國家，而是多重方向移動的趨

勢（Madge et al., 2015）。

二、符應當地環境的課程配置

在 Appadurai（1996）的「科技景觀」中，主要討論了科技生產的全

球化配置，以及跨國企業的發展。從國際文憑學校的身上，可以發現的是，

在各地推廣國際文憑課程，所需要投注的課程發展的心力。尤其是如何妥

善利用課程規劃，一方面符合國際文憑組織的需求，找到適合該課程學術

特質的學生。受訪的教職員提到：

……基本上超過一半人都會申請，反正申請也就是考個考試、面試，沒

有什麼代價。……（雖然）不是每一個學生都想來 IB，但是成績好的那

些那一群特別想進來。……主要是要評估一下學生合不合適，IB（課程）

的理念是比較高層次，如果學生程度原本就是比較高的，我覺得可以（念

得來）。但是如果是一般程度的，你要他死記硬背這種可能都沒問題，

你要他那種好高層次思維啊、分析，我覺得就比較困難。（HK0104）

在另一方面，國際文憑學校也需要調整教學，以適應當地學生的需要。

在這些調整中，學校主要協助學生能夠在不同的課程之間並行修讀或者轉

換、說服家長，並且確保符合所在地法規：

……不只有 IB（課程），我們還有引進芬蘭的教育。……當芬蘭跟 IB

同樣在一個實驗教育並存的時候，這樣家長也會（對這樣子的雙軌）有

疑問，但我也需要花很多時間說明，其實芬蘭教育走的制度跟 IB就是一

樣的，就是探索研究型的教育。（TW1131）

有時我們會有學生從國際文憑課程轉學，然後又回到當地的課程系統。

對於那些在當地課程系統中表現不佳的人，他們有時也實際上會轉移到

國際文憑課程系統中。所以實際上有這兩種情況同時發生。（HK0517）

臺灣的法規就是，你要符合她們國高中的畢業標準，所以你要把課程對

應回去就可以了。……因為你做的東西不一樣，所以我一剛開始來的時

候也是提實驗計畫，實驗計畫過了就比較沒問題。（TW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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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有一些學校則是提供額外的銜接準備課程。例如在入選國際文

憑課程之後，正式進入課程之前，利用課程銜接的過渡時間，預先為學生

安排額外的學習活動，使學生能夠順利適應國際文憑課程：

（在九年級之後，）如果他們成功進入了 IB課程，就會進入到過渡年，

我們稱之為銜接課程。……我們專注於為學生提供機會來適應不同的學

習方式，例如口頭報告、積極參與課堂，將自己視為全球公民，引入核

心思想等……。（HK0101）

對於提供國際文憑學校而言，提供國際文憑課程，也進一步改變了學

校的某些特質。例如校內同時提供的課程可能受到國際文憑課程的影響而

產生改變，教師改變原本的備課方式等。

有，我覺得有一個改變，對於以前舊的高中課程，所有學生的分數完全

是透過考試去決定的，而現在逐漸變成每一個科目都有一個持續評核的

分數，就是平時分數，平時做功課、交功課所打的分數，這個是 IB很強

調的。……我覺得有可能是受到這種 IB的影響。（HK0104）

IB要求老師列出所有課程每一週要上什麼；而臺灣老師通常會大概想上

什麼，知道就好了。國外則是要你寫得非常清楚，兩年 240小時怎麼上

課寫得清清楚楚，你是按照那個去做的，不可以感覺大概的。所以比如

說你什麼時候要做評量、你評量的單元是什麼，都要非常非常清楚。臺

灣的老師搞不好開學都還在想我第一次段考要考哪一章呢，可是國外是

要兩年都要出來。（TW1030）

三、彈性、靈活的教育通行證

當 Appadurai（1996）談及全球化的「金融景觀」時，其主要著力在

描繪全球資本配置與資金進出國家邊界的現象，並且強調，這樣的流動事

實上與人口移動、科技生產過程等相互關聯。在國際教育市場中，所謂世

界主義資本（cosmopolitan capital）資本的提供也往往是國際文憑學校吸引

力的重要來源。對於世界主義資本的觀察，除了國際學生海外就學之外，

國際學校如何透過課程使學生能在當地就達到類似的效果，逐漸成為國際

教育的重要關心焦點（Li, 2017）。例如國際文憑所能提供的「教育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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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總的來說，到目前為止，學校對於 IB持非常積極的態度。我認為這與教

師想要加入 IB學校並任教的原因相同，而且家長也願意學校這麼做。我

認為加入一所提供 IB課程的學校有一個很好的理由，例如當你不得不在

教育進行到一半的時候搬家，孩子通常可以非常輕鬆地進入另一所（位

在其他國家的）IB學校，因此 IB是唯一真正的全球教育體系……所以

它是以後去別的學校的通行證。（SG0825）

而在對於「國際性」的追求之外（李郁緻，2023），對於教育者及學

校教師而言，教學與學習方式的彈性與靈活度，也是使國際文憑課程得以

貫徹其開放、彈性教育理念的重要管道。

（當地課程跟）IB課程相較之下，我肯定是比較喜歡 IB的課程。我作

為中文系畢業生，我能教學生文學，我對文學是很享受的。……IB的課

程給老師很大自由度。比如說我教學生什麼文學作品，是我規定的、我

做主的，我喜歡什麼文學作品我就選擇它來教給學生。那就對我來說非

常好啊，我很享受我的教學。（而不像當地課程）就算不喜歡也得教。

（HK0104）

我要說的是，就其他（國際課程）而言，是更具規範性。學生要學習什

麼有很大程度上是由指南和教學大綱決定的，所以沒有太多的自由空

間，……幾乎要求學生只學習他們知道考試中的內容。但是在 IB中，有

很大的自由度，有很大的教師選擇和學生選擇的空間。所以這真的很有

趣，所以，也許這是學生在進入 IB 時不太習慣的事情。（HK0516）

不可諱言，國際文憑學校所提供的教育模式，確實提供更加彈性而靈

活的制度。而這種對於制度更為彈性與靈活的主張，也使之與新經濟、跨

國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環境相呼應（Resnik, 2008）。

四、國際文憑學校的多語主義

在國際文憑課程的說明文件中可以發現，「國際」、「多元文化」，

以及「多語言」幾乎是被當作同義詞使用，即便三者事實上擁有相當不同

的意思（Li, 2017）。換言之，對於國際文憑組織而言，其國際性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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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來自於對多語言的重視。在本研究的個案學校中，也有不少教師提

到這個觀點。

我們提供雙語文憑，這是很多學生追求的東西。我們鼓勵學生學習的東

西，因為無論如何他們正在使用與母語不同的語言學習。（HK0101）

……IB也覺得每個老師都是語文老師，如果你會說粵語、普通話、英語

或其他任何語言，這就是 IB所提倡的。所以如果一位老師可以說不同的

語言，解釋不同的文化，那就很好。（HK0515）

然而，即便如此，在部分學校中，這種對於語言的重視也造成一定的

困擾，例如當地學生無法適應語言要求，以及基於對於語言的要求所產生

的教師招聘議題。

IB的課程是（奠基於）語言的，學生需要掌握語言，因為（在課程中有

很多的寫作和閱讀……。但是當你讓學生進入 7、8、9 年級（才開始準

備語言）時，他們的英語水平有限，就會變得非常困難。（HK0412）

同時（在校內）運作兩種課程其實非常困難，尤其是在學生人數非常少

的情況下，仍然需要兩個團隊，針對兩個不同的課程（加以實施），而

且學生人數非常少。但這也是必要的，因為我們的學生英語背景並不強，

可能很難選擇 IB DP，所以 A-Levels對他們來說變成一個不錯的選擇。

（HK0413）

我們當然是先從校內老師先培訓，但是去培訓之後，有些老師就會打退

堂鼓，因為發現並不如想像中容易。主要並不是在專業上，而是卡在

語言能力上。尤其是文科，因為文科對語言能力的要求是比較高的，

他們要寫一些學術的論文等，所以有些老師可能就打退堂鼓。……所

以我們是先把我們校內的師資盤點完之後，再配合我們想要開的課。

（TW1233）

而在新加坡，國際文憑學校的語言政策也需要因應當地的母語教育政

策而做適當的調整。例如在新加坡，學生在校除了英語作為教學語言外，

尚須修讀所屬族群的語言，也就是「母語課程」（吳英成，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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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新加坡學生必須學習母語，所以對許多學生來說，（IB課程

的語言）是中文和英文，（或者）馬來語、泰米爾語搭配英語。（SG0823）

     既然多語言的使用同時成為國際文憑學校的賣點以及挑戰，那麼除

了語言之外，如何在其他課程面向展現出國際文憑學校「國際」的一面？

五、創造力、活動、服務（CAS）課程的定位

基於國際文憑的定位與角色，國際文憑學校以往始終難以擺脫不夠重

視在地文化的名聲。例如 van Oord（2007）分析國際文憑課程中的西方知

識論根源與特徵，包括比起記憶更重視理解、比起事實更重視概念的吸收，

以及相較於百科全書知識，更看重思考技巧的教學等。近年來，也有學者

開始關心國際文憑學校中，是否真的能在課程中落實「國際視野」的理念。

Lai等人（2014）指出，通常是否能夠完整落實，端賴教師對於國際視野

的重視程度以及課程操作的熟悉程度。才有辦法突破語文能力、當地文化

等條件限制。

在本研究所探訪的國際文憑學校中，部分教師也印證了這樣的看法。

對於「國際視野」的培養，不少教師認為可以透過 CAS課程的設計達成，

例如舉辦「文化週」、「服務週」、「探索週」等活動。

重點在於先尊重自己的文化，再欣賞別人的文化。我們有文化週，我們

有全球旅行，孩子們整週都不上課，而是去世界各地旅行。(HK0515）

在連續三年實施服務週後，這一次（由於疫情）我們不得不延後活動計

劃。我們上個學年去寮國旅行，在一個偏遠的村莊待了幾天。（HK0414）

CAS課程要求學生著眼於能擴展到世界各地的服務方案，學生因此做了

很多慈善工作、參與龐大的世界組織。我們曾經舉行探索週，學生們實

際上在世界各地旅行一週並參與服務活動。……學生們可以將目光投向

香港以外的地方，而可以看到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事情。（HK0311）

國際視野的培養 ......在我們學校主要是 CAS課程的部分，可能是海外旅

行，也可能是去臺灣東部做一些慈善活動，或者是環島旅行。（TW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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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些課程設計與活動，也有部分教師認為其所設計的課程並不明確

與所在地有所連結，甚至覺得由於學校文化的影響，使得學生在學習上

「有點跟當地社區脫節的感覺」（HK0205）。

伍、教育全球化的學校觀點

一、如何再現國際化

過去身為獨立國際學校所發展出的「國際化」課程，受到地理區位的

影響，位處日內瓦的國際學校所招收之學生來源本身即具有多國籍、多語

言、多民族等特徵。或許也因此，國際文憑課程的內容並未特別強調「國

際」的特徵，甚至受到過於偏重西方知識論的質疑（van Oord, 2007）。從

現今臺灣、香港與新加坡國際文憑學校的例子可以發現，受到當地政府政

策、學校招生策略的影響，國際文憑學校不見得代表擁有外國籍或多國籍

的學生，而是更接近 Hayden（2011）分類中的，以發展學生國際觀為宗旨

的國際學校。

至今國際文憑的提供反而成為這些學校之所以能被視為「國際化」的

因素之一。而在這個「國際化」的招牌下，學校也往往需要透過聘外來、

多元文化的師資，以充實學校的國際化資本。而在國際文憑學校教師的眼

中，國際文憑課程的任教經驗，也逐漸成為為個人生涯發展累積跨國移動

資本的基礎。換言之，以往認為國際學校或國際教育主要為學生提供跨國

資本（transnational capital）或世界主義資本（cosmopolitan capital），培

養疆界人才（Doherty et al., 2009），並型塑全球中產主義階級的樣貌（Ball, 

2010）。不過，從國際文憑學校的訪談中發現，對於學校中的教師而言，

能夠受到相關訓練，並累積一定的國際文憑課程經驗，也成為教師自己累

積跨國移動資本的途徑。

另一方面，尤其從新加坡與香港的例子可以觀察到，對於國際文憑學

校而言，相較於提供其他「國際化」的課程方案，諸如劍橋大學系統的文

憑課程或者美國的大學先修課程，高中文憑課程更能使學生的國際升學途

徑多元化發展，而非僅只於引導學生前往英國或美國繼續深造。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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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學校的國際化與多元化反而體現在學生未來的去向，而非前來就

學學生的原生國籍。

二、國際文憑學校全球化與在地化的平衡

在最為熱門的高中文憑課程中，香港與新加坡國際文憑學校教師皆強

調學術能力的高度要求是該課程的特質。此一現象呈現出全球化時代中，

對於後期中等教育階段學習重點的「同形共構」（Pyper, 2010）。相較於

完整的知識架構的理解或者基礎知識的記憶，對於大多數國際文憑學校中

教授高中文憑課程的教師而言，高中文憑的要求大多符應西方高等教育機

構的學術要求，諸如思考、探究與分析等。由於這些技能符應了西方高等

教育機構所要求學生必須具備的能力相同，也因此高中文憑課程能夠更好

的為學生做好瞄準國際化升學的準備。對於國際文憑組織來說，培養高中

文憑課程的畢業生擁有良好的獨立探究能力，對於其未來在高等教育的表

現有正面的作用；同時，對高等教育機構而言，也能夠確保持此一文憑入

學的學生能保持一定的就學穩定率。長此以往，也使得國際文憑受到更多

聲望卓著的大學青睞（Resnik, 2019）。

對於香港與臺灣的國際文憑學校教師而言，這不僅只是學生入學要求

或篩選，也同時意味著教師教學需要更多的彈性，甚至備課方式的改變。

在一方面，相較於當地的國定課程，教授國際文憑課程的教師擁有更多的

彈性空間，可以選擇自己認為適合的文本、主題與材料；但另一方面，國

際文憑課程也需要教師投入更多的心思從事規劃與設計，包括形成性評量

的設計等。而在這個過程中，對於習慣考試領導教學的學生來說，也需要

隨著教師教學的方式，調整自己的學習步伐與習慣。

三、國際文憑課程的連續與斷裂

在臺灣、香港與新加坡的國際文憑學校中，也呈現出國際文憑課程在

教育全球化影響下的連續與斷裂。國際文憑學校在全球各地的設立與開辦

並未呈現出同質性、一致化的發展，而是更接近 Appadurai（2001）的觀

察，各個學校必須在符合國際文憑組織的要求下，思考如何與所在地社會

文化、族群與市場互動，也因此異同互見。舉例而言，部分臺灣與香港的

受訪學校校內同時提供多種國際課程供學生修讀，或者是曾經從其他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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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轉換成國際文憑課程。對於這些學校來說，為了配合當地的學制，並

使學生做好充分的課程準備，在當地課程與高中文憑課程之間，往往透過

設計銜接課程的方式，提供學制之間的橋接。換言之，除了以往所強調不

同所在國國際學校之間的轉學之外，當前國際文憑學校更需要在意如何讓

學生能在當地不同的學制、課程之間順利轉換。

更有甚者，為了確保學生的就學權益，也需要調整國際文憑課程的規

劃，使之符合當地教育法規。例如國際文憑課程中最為著名的多語主義，

亦即國際文憑課程的「雙語」要求，在新加坡，就必須結合當地政府的母

語政策加以實施，而非完全交由學生自由選擇。國際文憑課程中所要求的

第一與第二語言的學習，其中之一為英語，另一則需為學生的母語，而非

其他任一語言。

再者，多語主義的要求也時常成為當地學生無法繼續修習國際文憑課

程的原因之一。不同於移民家庭的多語日常，如今大多數國際文憑學校所

招收的學生中，有一定比例是所在國當地的學生，也因此並不天生具備多

語言的學習環境。在香港與臺灣，尤其是英語的使用，是這些學生（有時

候包括教師）難以維續的關鍵。而這也成為國際文憑學校發展的重大挑戰，

畢竟，對於國際文憑課程而言，多語言、多文化，以及國際，幾乎擁有相

同的意義（Li, 2017）。不過相對的，對於以英語作為教學語言的新加坡

而言，師生英語文的使用就比較不成問題。

陸、結語

本文企圖從香港、新加坡與臺灣國際文憑學校的角度觀察教育全球化

在學校教育中的作用，雖同屬亞太地區華人社會中的國際文憑學校，但仍

呈現出各有異同的樣貌。

在背景脈絡方面，臺灣、香港與新加坡三地皆為深受華人文化影響的

社會，除了文化相近以外，在經貿發展、歷史背景等也有類似的特質，且

互為參照社會。然而，三地在教育規劃方面有著一定的差異。臺灣近年來

逐步走向法規鬆綁，雖然發展較晚，但在國際文憑學校數量上有明顯的增

加。香港的國際文憑學校有一部分是自英制課程轉型而來，另一部分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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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滿足家長國際化教育需求所設立之私立學校。至於新加坡，其國際文憑

學校的發展為三地最早，且擁有菁英教育的聲望。

在師生組成以及國際移動力方面，國際文憑學校不僅只為已具備移動

力的個人服務，而是被期待成為培養師生國際移動力的重要管道，且該移

動力本身也進一步成為學校持續發展的重要標誌，此為三地國際文憑學校

中皆可發現到的特色。

而透過課程配置的分析，本文討論學校如何透過瞄準特定學生特質的

方式，使所提供的課程能夠符合國際文憑的標準，而另一方面，為了能夠

符應當地社會脈絡與文化，各個學校也需要發展各自的回應方式。三地學

校在此發展出不同的課程配置策略。香港的國際文憑學校在課程過渡期間

提供額外的銜接課程，使學生能夠順利適應與當地課程不同的學習方式。

此外，與香港有著類似的觀察，臺灣的學校也發現，透過實施國際文憑課

程，校內其他的評分、備課方式等也會受到相當影響。

對於三地的國際文憑學校而言，國際文憑的認證不僅為師生提供了跨

國的教育通行證，也使其教學與學習的方式更加靈活有彈性。此外，藉由

提供課程規劃的彈性與靈活，國際文憑學校吸引了不少國境內外的教師，

此一彈性與靈活也促成了「疆界人才」（border artistes）（Doherty et al., 

2009）的形成。國際文憑自此成為一種國際流通的通行證，使持有者（師

生）成為善用全球化跨國移動力作為自身優勢的移民人口。

而此一「國際性」的來源，一部分正是來自國際文憑對於語言的重視。

語言作為國際化的基礎，多種語言的學習在國際文憑學校中受到重視，卻

也因此為師生帶來挑戰。雖然正視了多語的需求，但香港與臺灣的國際文

憑學校皆提及多語主義所造成之師資與生源的困境。而在新加坡的國際文

憑學校，由於當地的母語教育政策視英語為教學語言，所屬族群語言則是

另一個必須修讀的母語，因此課程中第一、第二語言的設定，必需適應當

地的母語政策。

最後，本文也討論國際文憑學校的多語主義以及創造力、活動、服務

（CAS）課程的定位。創造力、活動、服務課程的實施向來被視為國際文

憑課程培育「國際視野」以及展現其世界主義傾向的重要措施。透過訪談

香港、臺灣與新加坡國際文憑學校，大部分教師對此皆表示肯定，並認為

透過規劃相關活動，可以增進學生的國際視野，僅有少部分教師認為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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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需要有更多在地連結。

本文希望能自由下而上的角度，描繪出複數型態、在學校層級所發生

的全球化現象，並透過不同地區國際文憑學校的特質與運作方式，一窺各

地教育全球化的異與同。國際文憑學校與我們所熟悉的中小學校教育既相

似又不同：在學校的運作上，除了承襲自國際文憑組織的政策與哲學理念

外，也需要符合各地政府的教育法規。國際文憑學校透過其創新的教育方

法使學校教育人員心嚮往之；而對於家長來說，文憑所帶來的未來升學利

基則具有相當吸引力。或許，對於國際文憑學校的探索，將能協助我們繞

道而行，重新認識熟悉的中小學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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