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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剪報則數：5 日期：108年7月22日~7月25日 剪報製作：教學卓越辦公室 

今日新聞剪報摘要 

1. 境外博士生大增 8年成長2.4倍-A7-(聯合新聞網)-108-07-22 

2. 拚雙語／「出校園後都是中文」 難落實雙語國家-A1-(聯合新聞網)-108-07-22 

3. 別急著找補習班 潘文忠：探究過程就是素養-A2-(聯合新聞網)-108-07-23 

4. 大數據找弱點 「因材網」補救教學成效佳-A8-(聯合新聞網)-108-07-24 

5. 亞洲．矽谷率新創前進泰國創新科技展-A5-(經濟日報)-108-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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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博士生大增 8年成長2.4倍 

2019-07-22．文 /章凱閎 

教育部公布大專校院研究生概況，發現博士班境外生增幅驚人，人數從九十九年的一四三三人，到一○七

年已達四八二七人，成長幅度達二點四倍。且境外生占國內博士生比率也上升，從九十九年每廿四人中有

一位境外生，到一○七年達每六位博士生就有一名境外生。 

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長梁學政表示，境外生來台留學人數增加，顯示我國高教品質對國際人才具吸引力，是

對台灣的肯定。他也說，境外生占比，向來是大學國際化的重要指標之一，例如美國高教因包容多元文化

而匯集國際人才、打造全球化環境，更多境外生來台也可刺激本地生接軌國際。 

根據調查，境外博士生多來自中國大陸、印度以及新南向國家，包括印尼、越南、馬來西亞。教育部指出，

境外生選擇來台有三大主因，分別是「留學費用考量」、「良好的學術品質及聲譽」與「文化適應容易」。 

台科大外籍碩博士居全台之冠，又以印尼學生為大宗。台科大表示，校方提供半額至全額學雜費減免，也

因應外籍生飲食、宗教文化，設有清真餐廳、祈禱室等，經境外生「口耳相傳」來台留學人數逐年增加。 

台科大也說，由於國內高教職缺接近飽和，國內學生攻讀博士學位意願低，土博士人數銳減，境外生逐漸

成為研究主力、甚至帶動新的研究方向。例如台科大化工博士吳慧莉的研究成果改善汙水處理，去年獲新

加坡頒發「亞洲百大傑出科學家獎」。 

中央大學校長周景揚則表示，不少來台就讀的外籍博士生，在原國家擔任大學講師，只是自己的國家沒有

博士班，因此來台取得學位，以利回國升等為副教授。但他也說，這群境外博士生學術表現優異，也促進

國內研究發展，未來也是台灣建立國際連結的助手，台灣絕不是「白白幫人家訓練人才」。 

周景揚也說，台灣未來五至十年，多數大學教授屆齡退休，國內會一夕間增加不少大學師資缺，若台灣土

博士持續減少、海外學術人才的儲存量也低，高教人才可能也得倚靠在台灣的境外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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拚雙語／「出校園後都是中文」 難落實雙語國家 

2019-07-22．文 /章凱閎 

蔡政府宣示，二〇三〇年要讓台灣成為雙語國家，教育部也從教育現場著手，要大幅提高全英語授課師資

及課程數量。但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理事長張旭政認為，教育現場全英語授課之外，政府更應打造英語

應用環境，否則「出校園後舉目所見都是中文」，孩子學英文恐怕事倍功半。 

張旭政表示，增強中小學英文力，已是社會大眾共識，但該怎麼做？應考量現實狀況，否則以目前台灣，

連大學推行英語教學都有難度，中小學要達成目標根本難上加難。若是政府硬推動，恐怕助長貴族學校，

其他學校則原地踏步，形成「一個台灣，兩個世界」的教育階級化現象。 

張旭政也建議，台灣推動雙語教學，師資來源是問題、學生接受度是問題，但最大的問題是台灣有無英語

應用的環境？否則學生在學校學，回家後看電視是中文、與人交談是中文，「出校園後舉目所見都是中文」，

如此環境不可能落實雙語國家政策。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理事長林碩杰以新加坡、香港為例，兩地都曾是英國殖名地，英語文化根深蒂固，除

了路邊告示牌、公車牌，從公共建設到政府行政作業全數英語化，在當地學英文當然事半功倍。同理，政

府推動雙語國家政策應多管齊下，而非由學校端負擔下一代孩子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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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急著找補習班 潘文忠：探究過程就是素養 

2019-07-23．文 /中央社 雲林日報電 

許多家長擔心新課綱「素養導向」教育。教育部長潘文忠今天說，過去教育強調重複練習以應付考試、考

完就歸零，新課綱強調探究與實作，探究過程就是素養，重視學習方法和態度。 

十二年國教課綱即將於 8月正式上路，強調「素養導向」教育，教育部今天召開 108年度全國教育局處長

會議，邀請多名教師分享新的教學方法。 

例如，新北市鶯歌高工利用地利優勢，從陶瓷教學發展出創客教育，培養學生動手做，了解在地的藝術與

人文特質；台北市松山高中強調學習無邊界，允許學生在彈性學習課程中走出校園，自己到社區中找學習

資源，擬定學習計畫並實踐。 

潘文忠表示，近來坊間很多人在問「素養是什麼」，甚至有補習班以「素養班」招攬學生。其實為了推動

新課綱，教育部近年已做了很多準備，透過「前導學校」小規模實驗，推動課程改革。他最近有參與許多

教學分享會議，有許多體悟和感動。 

潘文忠舉例，過去學校在教數學、自然時，往往是老師先講述定義，講完後舉例，接著就是練習、練習、

再練習，讓學生在不斷的重複練習中面對考試。 

即將上路的新課綱強調「素養」，講究探究與實作。潘文忠說，重複練習往往在考試結束後就「歸零」，

面對未來的挑戰，學生要成為終身的學習者，學校要教的不只是標準化的知識，更重要的是建立好的學習

方法、學習態度。 

潘文忠也提到，面對新課綱的變革，行政體系也要持續簡化繁瑣的行政事務，讓教師可以更專注在教學上。

他呼籲各縣市不要一直找「標準化模式」，而是引導各學校和教師社群，自行開發出有效的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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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找弱點 「因材網」補救教學成效佳 

2019-07-24．文 /馮靖惠 

「以科技輔助教師不但能因材施教，還能因材施測。」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綱下月上路，教育部建置科技輔

助平台，利用大數據找出學生學習弱點，7月起更結合與全國學力檢測資料，進行補救教學。 

全國教育局處長會議今天第二天，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司長郭伯臣報告「因材網」上線至今的使用情

況。教育部統計，截至今年 6月底，共有 2438校 2萬 1136名教師、37萬多名學生申請登記使用因材網，

不少學生使用後成績比使用傳統教學的班級進步。 

郭伯臣表示，「因材網」已建置國中小數學、國語文、自然科學三科內容，累積近 3000支的教學影片及

教學投影片，診斷測驗試題也有兩萬多題。系統可直接給予適性化補教教學，因材施教。 

他以台中市某國小五年級為例，實驗組「數學」使用因材網進行翻轉教學，國語與英語採用一般傳統教學；

對照組三科皆採用一般傳統教學。三個月後，國語與英語成績，兩組沒有顯著差異，數學使用因材網班級

優於傳統教學班級，且實驗組的數學平均答對率高於對照組 13%以上。 

台南市教育局長鄭新輝表示，因材網是很好的虛擬教室，學生也反映比老師講課的速度更適切，但仍有許

多老師不知道或不會用。台北市教育局長曾燦金建議，因材網的資料，應納入高中職課程。 

教育部長潘文忠表示，政府現已有「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台（CIRN）」、「因材網」等教學

數位平台，各縣市有台北酷課雲等，民間有均一教育平台等，「未來公私未來可以一起努力」，共享、充

實內容，包括教學案例和評量試題開發。潘文忠說，未來會由教育部統整為「單一入口」，並補強「虛擬

師資」，協助偏鄉師資不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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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矽谷率新創前進泰國創新科技展  

2019-07-24．文 /李憶伶 

為配合駐泰代表處新館落成暨啟用典禮，以及泰國 Startup Thailand展覽活動，亞洲．矽谷計畫執行中

心攜手資策會及藍海加速器，籌組「2019台灣創新科技展暨泰國創新創業展」參展團，23日至 28日率領

涵蓋無人機、智慧農業、智慧交通、物聯網、人工智慧等領域共 15家新創團隊，赴泰國參加展出。同時，

為協助台灣新創團隊進入新南向市場，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亦特別於 7月 24日新館落成當天舉辦

「2019台灣創新科技展暨商機媒合會」，邀集泰國當地廠商與參展團隊進行面對面媒合，協助台灣新創

廠商拓展商機，打入新南向國家市場。 

亞洲．矽谷計畫執行中心行政長李博榮指出，泰國是台灣在東南亞重要的經貿據點，這次為配合駐泰國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新館落成，展現台灣創新科技實力，並積極拓展新南向商機，因此，計畫執行中心邀集

資策會以及藍海加速器，共同徵選出 15家創新科技廠商赴泰參展，展出範圍涵蓋無人機、智慧農業、智

慧交通、物聯網、人工智慧等領域。此次參展團團員人數高達 30人，不論是參展家數、展出領域或團員

人數皆為歷來台灣在泰國參展所僅見。 

為支持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新館落成，作為新館落成的首場台灣展覽，亞洲．矽谷計畫執行中心則

協助完成了展場空間的規劃設計和展台佈置，希望透過現代且繽紛的風格，帶給新館全新的氣象，並吸引

更多泰國廠商參與。 

除了參加駐泰國代表處新館的「台灣創新科技展」，參展團也將參加泰國創新創業展 Startup Thailand

的展出，希望透過多元的展覽機會，提升台灣新創科技廠商在泰國的能見度，並協助爭取更多的商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