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園新聞  

 2011亞太教育者年會(APAIE)參展紀實 

◎ 學術交流中心 賴又瑄 2011-03-09  

亞太教育者年會（Asia Pacific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ors, APAIE）成立於2004年，APAIE效法美洲教育者年會(NAFSA)與歐洲教育者年會(EAIE)，每年舉辦教

育者年會，為亞太地區教育工作人員提供交流與合作之平台。其創始會員校成員以環太平洋地區各大學為主，臺灣國立中山大學亦為創始會員校之一。本校曾參與

2007年於新加坡、2008年日本東京及2009年大陸北京之年會。 

今年台灣首次成功爭取2011亞太教育者年會於3月9日至11日於國立台灣大學綜合體育館舉辦，年會主題為 Asia Pacific Education: Impacting the World，並於年會後另舉

辦2011國際高等教育博覽會，邀請國外大學設攤展覽，提供有意願出國留學的學生相關資訊。教育部亦相當重視此活動，本次年會由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

金會(The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of Taiwan, FICHET)統籌台灣攤位及高等教育整體行銷，與以往年會不同的是增加華語教學為主要賣

點。台灣共計25所學校共同參與台灣攤位、輪流值班，國立中山大學、中華文化大學、台北醫學大學及中華大學另獨立設攤參展。 

會議於3月9日正式展開，開幕典禮邀請APAIE主席李基秀校長(韓國高麗大學校長)及本次會議主辦學校國立台灣大學校長李嗣涔教授致歡迎詞，並邀請清華大學前

校長劉炯朗教授擔任特別演講者，講題為「From Confucius to Modern Times: Education at the core of Asia Pacific＇s Dynamism」。李教授認為教育的目的是讓學生學會

如何表達自己及理解別人，並以學習第二語言為例：他認為每個人必須先精通自己的母語、能以自己熟悉的語言自我表達能力後再進而學習其他語言，就如同翻譯

一樣，原文如果寫的詞不達意也無法成功地翻譯成其他語言。 

於本校值班時間積極向參展者宣傳本校之特色，大部分學校一樣希望能吸引台灣學生至該校就讀或擔任交換學生，最常詢問的就是本校英文授課的項目及交換學生

(學期或學年、寒暑期等)的模式。德國拜羅伊特大學University of Bayreuth國際長Dr. Arnim Heinemann主動與本校洽談，表示從該校的國際交流紀錄找出我們兩校曾簽

訂合作協議，該校設有生物暨地球科學系(提供生物科技、生物多樣性等課程) 及法商學系(健康照護經濟學等課程)，並提供部分全英文學程，Dr. Heinemann表示回

國後將持續與本校聯繫，希望兩校能再次建立學術合作。 

當日值班後我參加由Utrecht University 國際夏日學校主任Mr. Jeroen Torenbeek主講之＂Summer Schools as Means to Internationalize Universities＂。 Mr. Torenbeek表示很多

學校都希望能招生國際學生，但礙於學期起始時間的差異，他認為從短期之交換學生，尤其是暑期交換著手，效益會比學期貨學年的交換生來的大，學分轉換的推

動會更為容易，且短期的以英語授課也不會造成學校太大的負擔。 

開幕晚宴設於台灣大學體育館三樓，邀請台灣大學傳統戲劇表演社表演台灣特色歌仔戲及管樂社現場演奏台灣歌謠，宣揚台灣文化特色；餐點提供擔仔麵、魯味及

米血等讓國外來賓一嚐台灣小吃。晚會的壓軸是特別來賓台大校友周華健的現場演唱。周華健柔性的歌聲唱出華人熟悉的暢銷名曲「花心」、「朋友」等及全世界

耳熟能詳的＂Fly me to the moon＂，讓在場來賓聽得如癡如醉。 

翌日3/10拜訪將舉辦下屆2012APAIE的姊妹校泰國瑪希德大學Mahidol University、加拿大高等教育攤位問候布洛克大學代表，並向ETS TOEFL副主任Mrs. Kathy Pruner

請益關於短期交換學生英文檢定門檻的問題。 

 

下午台大特別邀請日本知名趨勢大師大前研一博士以「亞洲的崛起與高等教育的角色：振興經濟之新平台」為題公開發表演講。大前研一博士述敘世界經濟發展趨

勢、分析亞洲經濟崛起之趨勢之後說明他對高等教育之看法。他認為各大學面對世界經濟局勢變動，網路世代的來臨，高等教育應該改變思維、具備策略家的角

色，以全新的思維和模式教導學生知識，老師在教科書之外應該教導學生更多實務內容，幫助學生成為這個時代的贏家。他並舉自己在日本成立的MBA學院為例，

提醒學校應善用網路科技，讓學習變得無所不在，幫助學生搶佔先機。對於聽眾提問對於大學百大排名的看法，大前研一博士表示最重要的是師生的關係以及學生

畢業後從這個學校學到了什麼，排名對他來說並不實際，獲得不少在場聽眾的贊同。 

閉幕晚宴於圓山大飯店舉行，同桌包含了來自德國、英國、韓國及日本的代表，每個國家不同的飲食文化及民情讓用餐氣氛更為熱鬧。湊巧坐於我隔壁的是來自德

國慕尼黑大學(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國際長Dr. Mattias Hadesbeck，該校為德國歷史最悠久的大學之一，學生人數4萬多人，具有大規模之醫學院及附

設醫院，著重於研究之合作，也希望能與本校建立合作。 

晚會由原住民團體表演傳統歌曲及樂器後，APAIE李主席親自頒發感謝函致本次主辦校台大李校長及其國際事務處之團隊們，並象徵性的將APAIE大會錦旗傳承予

泰國瑪希德大學校長，期望大家能於2012年再次相聚，共同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及學術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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