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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台美教育倡議」事實清單  

 

2023 年 2 月 22 日台美教育倡議第三次高層對話成果  

1. 雙方在過去合作成果的基礎上，重申深化國際教育合作的

承諾，尤其是在英語及華語文教學領域。  

2. 依據雙方目前成果，強化並擴大台美既有之雙向教育交流

計畫。  

3. 肯定制度化的台美教育高層對話及工作小組會議機制，及

撰擬 3 年期合作策略計畫，持續為雙方合作增添動能。  

4. 為理念相近的民主夥伴凸顯國際教育合作的重要性，支持

自由、開放的教育環境。  

5. 釐清台美教育倡議過去所遇挑戰，期研議未來精進之道。 

  

迄今進展  

1. 2020 年 12 月台灣與美國啟動「台美教育倡議」，旨在增加

美國學生向台灣教師學習華語文的機會，也讓更多美國教

師得以協助台灣達成 2030 年雙語政策的目標。拜登政府上

任以來，持續落實「台美教育倡議」，協助確保美國校園

做為創新與學術自由的堡壘，這也是台美共享的價值。  

2. 台灣持續支持美國國務院擴大「青年國安語言倡議」、

「關鍵語言計畫」及「吉爾曼獎學金」等 3 項海外語言交

流計畫，增加來台研習華語文的美國青年人數。美國則預

期有更多青年到台灣學習華語並教授英語，特別是透過

「傅爾布萊特計畫」的「英語教學助理」（ETA）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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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國教育部與美國務院教育暨文化局合作，將以 5 年為期

共同挹注美國國務院「吉爾曼獎學金計畫」，雙方同意每

年贊助至少 10 名美國大學生來台學習華語。 

4. 2020 年以來，美國已兩度增加對台灣「傅爾布萊特計畫」

的資助，提高到每年 100 萬美元，台美學人的受獎名額因

而持續增加。  

5. 儘管受到 COVID-19 疫情限制，2020 年台美仍緊密合作，

促成超過 200 名「傅爾布萊特計畫」美國學人順利來台交

流。過去 3 年來，該計畫在台灣運作的規模成為全球最大。 

6. 除了「傅爾布萊特計畫」，美國政府獎學金計畫受獎生，

包括 45 名「語言領航計畫」及 101 名「青年國安語言倡議」

受獎生均已在台研習華語。 

7. 「傅爾布萊特計畫」的「外語教師助理計畫」（FLTA）於

2022 年選送 39 名台灣教師赴美國大專院校教授華語文，台

灣並將持續增額贊助 FLTA 教師赴美。  

8. 我國教育部及外交部合作推動「台灣優華語計畫」，促進

台美大學之間建立校對校的華語文教學合作。  

9. 美國務院的「關鍵語言教師計畫」（TCLP）於2022年開始

首度辦理，公開招募經專業認證之台灣教師赴美國中小學

（K-12）教授華語一年，藉此為當地學校及社區提供文化

資源。2022 年已有 55 名教師符合申請門檻，8 位教師將於 

2022-23 學年度前往美國教授華語。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

處（AIT/T）期盼 2023 年遴選 8 名台灣教師獲選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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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僑務委員會已在美國成立 54 所「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

擴大在美國學習台灣華語文的機會。僑委會的目標是在美

歐設立共 100 所中心。  

11. 為支持「台美教育倡議」，我國教育部率團於 2022 年 5 月

至 6 月間出席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國際教育者協會」

（NAFSA）年會，並至華府參加相關會議。該團由教育部、

僑委會以及大學代表組成，此行旨在凸顯台美的國際教育

合作與推廣更多交流計畫，並舉辦「台灣優華語計畫」與

姊妹校簽署聯合備忘錄（MOU）的簽約儀式，以及台美教

育論壇等活動，展現台美教育合作成果。  

12. 此外，自 2020 年 12 月 2 日「台美教育倡議」啟動以來，

台灣相關部會與 AIT已合辦一系列活動： 

✓ 台美夥伴合作支持華語文教學 

AIT 與學術交流基金會

（FSE）合作，於 2021 年 

1 月 16 日舉辦首場「台美

教育倡議」系列活動：

「後疫情時代之華語教學

─以美語母語人士為對

象」，約 200 名我國華語

教師共襄盛舉，其中有 42

名 FLTA 教師將於 2022 年夏季赴美任教。時任 AIT 處長酈

英傑（Brent Christensen）、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徐斯儉、

外交部長吳釗燮、僑委會委員長童振源及教育部次長劉孟

奇均出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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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與 AIT 合辦雙語教育研討會，支持雙語政策  

2021 年 3 月，

酈英傑處長、

潘文忠部長、

中山大學校長

鄭英耀及高雄

市長陳其邁出

席在高雄國立

中山大學舉辦的「台美教育倡議：雙語教育研討會」。超

過 250 名英語教育專家齊聚一堂，討論如何推動台灣雙語

教育。會議亮點之一為台灣已成為「傅爾布萊特計畫」全

球第二大的「英語協同教學助理計畫」（English Teaching 

Assistant, ETA）據點，現有近 150 位英語教學助理 （ETA）

在全台 10 地參與合作教學。  

✓  設立「傅爾布萊特—台灣文化部藝文專業人才獎助計畫」 

2021 年  8 月，

「傅爾布萊特計

畫」與文化部簽

署瞭解備忘錄建

立新的藝術交流

獎助計畫。此計

畫已獲得傅爾布萊特外國獎學金委員會批准成立，並由身

兼「傅爾布萊特台灣委員會」榮譽主席的 AIT 新任處長孫

曉雅（Sandra Oudkirk）見證「傅爾布萊特—台灣文化部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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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專業人才獎助計畫」啟動。這是傅爾布萊特計畫首次與

文化部設立的獎助金。 

 

✓ 推動建立全球教育夥伴關係  

2021 年 11 月 30 日，孫曉雅處長、吳釗燮部長、嘉義縣副

縣長劉培東、中正大學校長馮展華，以及英國、澳洲、紐

西蘭、加拿大等國駐台代表出席在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舉辦

的「台美教育倡議：建立全球教育夥伴關係」研討會，共

有超過 200 名教育者、中央與地方政府官員、國際教育代

表等與會，討論如何建立全球教育夥伴關係。  

 

  

✓ 辦理華語教育研討會，彰顯台美教育夥伴關係  

2022 年 1 月 15 至 16 日，

教育部、AIT 與學術交流

基金會合辦「華語教育在

美國」研討會，台灣國安

會、外交部及僑委會代

表，以及美國及台灣的華語文教師、「傅爾布萊特計畫」的

外語教學助理、教育部所招募的華語文教師、僑委會的海外

華語文教師等共同參與，共有超過 200 人現場及線上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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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美舉辦第三次高層對話，重申對國際教育的承諾 

 

台美繼 2020 年舉辦台美教育倡議第一次高層對話、2022 年 3

月舉辦第二次高層對話、2023 年 2 月舉辦第三次高層對話，

會中雙方檢視過去成果，並就未來合作充分交流意見。 

 

✓ 台灣及美國國務院資深官員共赴科羅拉多州參加台美教育倡

議活動 

在 2022 年 5 月至 6 月「國

際教育者協會」（NAFSA）

年會期間，美國在台協會

與教育部合辦一系列台美

教育倡議活動，由台美官

員同台出席。2022年 6月 1

日，道森副助卿在台美校

對校聯合簽約典禮發表致

詞，見證 9 所台美頂尖大學間就教育交流正式建立合作，包

括為美國學子來台就讀增加獎學金名額。在高教論壇中，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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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威格副助卿向逾 50 名的台美教育專業人員強調美國政府支

持國際教育。國務院教育暨文化局副助卿艾爾康（Nicole 

Elkon）也出席教育部舉辦的台灣之夜酒會。 

 

✓ 台美官員聚首華府，討論深化教育合作 

在 2022 年 5 月至 6 月「國際教育者協會」後，教育部代表團

轉赴華府會晤多位美國務院資深官員討論教育合作政策相關

議題，包括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莫健（James Moriarty）大使、

國務院亞太局首席副助卿梅健華（Kin Moy）、道森副助卿，

以及艾爾康副助卿，教育部部長資深顧問暨國際事務主任麥

克賴夫琳（Maureen McLaughlin）亦參與討論，展現美方支

持台灣的雙語政策及推動華語文教學。雙方討論熱烈，也就

潛在合作機會交換意見。 

 

✓ 外交部為美國國務院海外語言訓練計畫獎學金受獎生舉辦交

流活動與相關部會官員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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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在 2022 年 10 月 7 日

為美國國務院海外語言訓練

計畫獎學金受獎生舉辦交流

活動，教育部、僑委會、

AIT/T 均派員參加，增加與

美國年青菁英的互動。 

 

✓ 促進台灣及美國學校建立姐妹校夥伴關係 

桃園市政府與 AIT 於 2022 年 11 月 14 日至 15 日合辦台美教

育倡議研討會。桃園市政府邀請其姐妹市、12 個美國學區代

表來台分享相關經驗。道森副助卿發表預錄致詞，說明台美

教育倡議成果，AIT/T 副處長柯傑民（Jeremy Cornforth）、

時桃園市副市長高安邦亦致詞。現場有來自外交部、教育部、

僑委會代表、教育界專家，共約 200 人與會。研討會有助後

續美國初等教育合作的討論。 

 

✓ 台、星專家就在美國推廣華語教育議題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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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外交部、AIT 及學術交流基金會合作在 2023 年 1 月

7日至 8日舉辦以「對美華語教育的全球在地化與合作」為題

的台美教育倡議活動，共約有 300 名與會者與會，包括 45 名

即將赴美協助教授華語的傅爾布萊特計畫台灣學人、台灣及

新加坡教育專家。美方致詞代表肯定台灣支持學術自由及多

樣化的多項努力，有助雙方教育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