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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次為落實執行臺以青年事務瞭解備忘錄，應以色列青年交流委員會之邀請，由

教育部林思伶政務次長率領我國代表團於 10 月 21 日至 29 日赴以國訪問，順利深化推

動兩國未來在教育與青年事務進一步的交流合作及友誼。 

我國與以色列自民國 99 年起簽訂臺以青年交流備忘錄，兩國同意基於互惠基礎進

行青年交流，主要項目包括雙方官方代表隔年互訪、雙方每年安排青年代表團互訪，

以及由一方安排青年代表團出席另一方舉辦之青年活動。今年是我國官方代表團第 2

次赴以色列訪問，本次訪問地點以以色列經濟中心臺拉維夫市和首都耶路撒冷為主。

主要參訪以國與青年事務、國際交流及青年志工等相關之單位，如阿拉伯-猶太社區中

心、Hakfar Hayarok(綠色村莊)另類中學、The Olympic Experience 互動式體驗館、教育部

國際事務處及社會福利與服務部等；也參訪非營利組織 SHEKEL 及耶路撒冷 ALYN 家

庭醫院--兒童與青少年康復中心等，並順道參訪以色列立國精神象徵的重要博物館。 

此行拜訪以國教育部國際部門主管Mr. Alon Roth Snir及社會福利與服務部部長Mr. 

Meir Cohen，雙方就教育制度、志願服務及青年就業能力等交換意見，以國教育部表示

非常歡迎我國未來能就學生交換、老師組團互訪及青年交流等多元管道進行長期互動

關係之建立。訪團此行對於促進相互了解、提升雙邊教育合作甚有進展，並藉此宣揚

我國優質的技職教育與華語教學，希冀未來能持續為兩國教育交流與合作拓展新頁。

此次經由參訪過程的交流與互動，謹提出下列幾點建議作為未來參考： 

(一) 事先加強參訪機構之安排與聯繫。 

(二) 促進兩國青年學子及教師間交流。 

(三) 鼓勵我國青年赴以國擔任志工及體驗學習。 

(四) 推薦參加每年耶路撒冷舉辦之身心障礙青年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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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交流背景 

民國 99 年 12 月 23 日，在外交部積極推動下，臺以青年事務瞭解備忘錄（如附錄 1）

由駐臺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駐臺拉維夫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共同簽署完成，

成為我國首次以青年事務交流為目的所簽署之備忘錄，並由前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以色列青年交流委員會（Israel Youth Exchange Council）擔任實際執行單位，開啟臺以兩

國青年交流與合作新頁。 

臺以青年事務瞭解備忘錄自簽署日起生效，效期 3 年，後續為銜接臺以教育、青年、

體育合作協定洽簽後之效期，並延長 1 年至 103 年 12 月。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於 102 年 1

月 1 日配合政府組織改造成立後，接續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擔任臺以青年事務瞭解備

忘錄之我方執行單位。依據備忘錄內容，雙方同意基於互惠基礎進行交流，每年除相互

安排青年代表團互訪及青年活動參與外，在官方代表輪流互訪方面，每年由一方邀請對

方 3 名代表組團到訪，次年輪由另一方邀訪，以利促進兩國青年事務交流與合作。 

本次為我國繼 101 年首次派員組團前往以國後，第 2 次組團赴以國參訪及交流。 

二、 參訪目的 

    本次交流，係接獲以色列青年交流委員會邀請參訪，爰派由教育部林思伶政務次長

率同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黃月麗主任秘書及李紹瑜科員組團代表前往，期待透過以色列青

年交流委員會安排之參訪行程及活動，能達成下列 3 項目的： 

1. 落實執行臺以青年事務瞭解備忘錄內容，進行兩國互惠交流。 

2. 宣揚我國青年發展政策，並交換與青年事務有關之文宣品及資訊。 

3. 增進雙方之瞭解，以維繫友好關係之發展，並促進更多青年交流與合作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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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訪過程 

一、 出國人員 

服務機關 職稱 姓名 官職等 

教育部 政務次長 林思伶 政務官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主任秘書 黃月麗 簡任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科員 李紹瑜 委任 

二、 參訪行程 

    本次組團赴以色列交流參訪行程從 103 年 10 月 21 日出發至 10 月 29 日返國，前後

共計 9 天，每天參訪重點詳如下列： 

 

日期 行程 會晤人員 

第 

1 

天 

10/21 

(星期二) 

桃園機場第一航站 出

發 
 

抵達香港(轉機點) 教育部駐香港派駐人員：許睿宏參事 

抵達以色列 
我國駐以色列代表處：季代表韻聲、趙秘書瑞 

以色列青年交流委員會 Mr. Yagel Horesh-Cohen 

第 

2 

天 

10/22 

(星期三) 

參訪臺拉維夫市政府 

臺拉維夫市議會主席 Mr. Nathan Wolloch、市政

府國際關係事務部門主管 Mr. Eliav Blizowsky 

以色列青年交流委員會陪同人員：執行長 Ms. 

Ariella Gill 

與以色列青年交流委員

會餐敘 

青年交流委員會主席 Mr. Haim Cohen、執行長

Ms. Ariella Gill 

以色列運動組織 Maccabi Israel 國際關係委員會

副主席 Mr. Israel Pere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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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行程 會晤人員 

參訪阿拉伯－猶太社區

中心 
執行董事 Mr. Abu-Shindi 

駐以色列代表處歡迎餐

會 

我國駐以色列代表處：季代表韻聲、趙秘書瑞 

以方貴賓： 

1. Mr. Naftali Dery –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Council of Youth Movements in Israel 

2. Mr. Israel Peretz – International Dep. 

Maccabi Sports Organization 

3. Ms. Ariella Gill – Acting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Israel Youth Exchange Authority 

第 

3 

天 

10/23 

(星期四) 

參觀奧林匹克體驗館

-The Olympic Experience 

以色列運動組織 Maccabi Israel 國際關係委員

會副主席 Mr. Israel Peretz  

參訪 Hakfar Hayarok (綠

色村莊)學校 

校長 Dr. Kobi Naveh 

助理 Ms. Hedva Epstein 

參加東地中海國際學校

(Eastern Mediterranean 

International School)開幕

慶祝活動 

第 

4 

天 

10/24 

(星期五) 

參觀以色列猶太大屠殺

紀念館 

以色列青年交流委員會陪同人員 Mr. Yagel 

Horesh-Cohen 

第 

5 

天 

10/25 

(星期六) 

安息日 

參觀馬撒大－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世界遺產 

以色列青年交流委員會陪同人員 Mr. Yagel 

Horesh-Cohen 

第 

6 

10/26 

(星期日) 
拜會以色列教育部 教育部國際關係部門主管 Mr. Alon Roth Snir 



4 
 

日期 行程 會晤人員 

天 

第 

7 

天 

10/27 

(星期一) 

社會福利與服務部國際

關係部門歡迎接待會 

社會福利與服務部：國際關係部門主管 Ms. 

Rneee I.J. Techelet、國外志工部國家督導 Ms. 

Dina Lutati 

參訪 SHEKEL 社區服務

非營利組織 

社會福利與服務部：國際關係部門主管 Ms. 

Rneee I.J. Techelet、國外志工部國家督導 Ms. 

Dina Lutati 

SHEKEL 教育訓練部門主管 Mr. Miki Arnon 

SHEKEL 人力資源與志工部門主管 Mr. Orly 

Mizrachy 

拜會社會福利與服務部

部長  

社會福利與服務部部長 Mr. Meir Cohen、國際

關係部門主管 Ms. Rneee I.J. Techelet 

參訪耶路撒冷 ALYN 兒

童與青少年康復醫院 
ALYN 兒童與青少年康復醫院主管、國際志工 

第 

8 

天 

10/28 

(星期二) 

耶路撒冷市政府歡迎會 副市長、國際關係部門主管 Ms. Francoise Cafri 

搭機返國 

駐以色列代表處：季代表韻聲、趙秘書瑞 

以色列青年交流委員會陪同人員 Mr. Yagel 

Horesh-Cohen 

第 

9 

天 

10/29 

(星期三) 

抵達香港(轉機點) 教育部駐香港派駐人員：許睿宏參事 

抵達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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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以色列概況 

一、 以色列國情簡介 

(一) 以色列的歷史、地理及人口 

以色列位於西亞、中東地區，是全球唯一以猶太人為主的國家。誠如報導（天下

雜誌, 2014）所述，以色列是個古老又現代、紛爭又平和、多元又團結、匱乏又富足的

國家。以色列四周強敵環伺，但社會平和，人民自信滿滿；國會有 12 個政黨，紛紛擾

擾爭辯不休，但法案照樣通過，國家快步向前；他們固守信仰與傳統，卻靠著創新創

業，成為全球舞台上最閃耀的星星。 

西元前 1,000 年左右，猶太人曾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王國。後來分別被亞述人、

巴比倫人、波斯人及希臘人統治。西元 132 至 135 年間，猶太人反抗羅馬統治，遭殘

酷鎮壓，死傷慘重，生還者逃離，從此猶太人失去祖國，流浪於世界各地。數個世紀

以來，猶太人一直試圖返回以色列，經過多年努力，終於得到英國的支持。第一次世

界大戰後，英國開始協助各地猶太人回到巴勒斯坦，並暫委任英國統治，到 1947 年，

英國宣布巴勒斯坦委任統治終止，巴勒斯坦問題交由聯合國大會表決。 

由於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猶太人大屠殺影響，猶太人復國的理念開始獲得越

來越多的國際支持，再加上美國等西方列強國家的大力支持下，1947 年 11 月聯合國通

過巴勒斯坦分割案，將巴勒斯坦分成猶太人及阿拉伯人兩個國家（以色列及約旦）。

於是 1948 年 5 月 14 日以色列發表獨立宣言，宣布成立以色列國，流亡了二千多年的

猶太人終於恢復了自己的國家。 

在強敵－阿拉伯國家的環繞下，武裝衝突不斷，以色列雖然只占地 2 萬 2 千多平方

公里，三分之二是沙漠荒地，人口約 813 萬人，但建國至今 66 內打了 10 幾場戰爭，卻

都沒輸過一場。這固然是靠著以色列人強悍堅毅的個性，但以色列男女在高中畢業後至

少要接受 2 年軍事訓練，這種全民皆兵也是世界各國中很少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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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以色列地圖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2014） 

 

(以色列全民皆兵，街道旁常見荷槍的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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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同時也是一個移民國家。自 1948 年建國至今，以色列的人口增長近 10 倍，

外來移民達 310 萬人，來自 70 多國，是不同民族背景、生活方式、宗教、文化和傳統

的大融合。其中猶太人人口比例占 75.4%，非猶太居民中大多數為阿拉伯人（占 20.5%)。

在這次的參訪行程中，我們更深刻感受到以色列的民族多樣性，在路上同時可以看到

傳統猶太教及阿拉伯打扮的人們，雖然他們文化、宗教及種族不同，但對於共同生活

在以色列這片土地上的他們，還是想辦法找到了和平共存的方法，並試著慢慢互相了

解。 

(二) 以色列的教育 

以色列有著中東地區及西亞最高的平均受教育年數（11.7 年），教育程度全球第

二，45％人口擁有大專文憑，建國 66 年，拿了 12 座諾貝爾。在以色列，從家庭、幼

稚園、中小學、大學到當兵，都是國民教育的一部分（遠見雜誌,2014），當完兵，才

算是以色列人完整的國民教育。這些都顯示了以色列人對教育的重視。 

以色列的教育制度注重創新及研發精神，以色列人遵循傳統，把教育視為以色列

社會的一種基本財富以及開創未來的關鍵。教育體制的目標是把兒童造就成在這個不

同民族、宗教、文化和政治背景的人共處的民主和多元社會中富有責任感的成員。以

色列的教育以猶太人價值觀、熱愛祖國、自由與寬容原則為基礎，許多 2 歲幼兒以及

幾乎所有 3、4 歲幼兒都參加某種學前班的學習。學前班多數由地方當局主辦，有些學

前班在日託中心開設，由婦女組織管理，其餘則是私立的，教育部專門撥款支助貧困

地區的學前教育。大部分 3 歲至 5 歲的幼童都進入不同的幼稚教育體系， 3-4 歲幼兒

若就讀公立學前班，學費都由政府補助，為 5 歲兒童提供的幼稚教育則是免費和義務

教育性質。課程目的是教給兒童基本技能，包括語言和計數概念，培養認識和創造能

力並提高社會適應能力。所有學前教育課程均由教育部指導及監督，以保證為未來學

習打下堅實而全面的基礎。 

以色列義務教育從 5 歲到 18 歲（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網站,2014），從幼

稚園到 12 年級均免收學費。正規教育從小學開始(1-6 年級)，接著是初中(7-9 年級)和高

中(10-12 年級)，大約有 9%小學畢業後的學生上寄宿學校。大多數中學都開設普通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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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課程和人文學科，學生畢業後可通過入學考試升入高等學府。農業學校通常設在

有條件提供住宿的地方，除基礎課程外，增設與農藝學有關的科目。 

高等教育在以色列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中至關重要，提供許多科學、人文方面的學

程的以色列的大學皆為具國際聲望的研究中心。以色列研習科學技術相關學門及投入

於研究發展的人口比例，屬世界最高的幾個家之一。以色列高等學府的在校生約有 54%

在大學學習，30%在各類大專院校學習，另外 16%參加開放大學的課程。以色列的高等

教育機構享有充分的學術和行政管理的自由，不夠入學資格的新移民和學生，可以參

加專門預科班，如能圓滿完成學業，就可提出入學申請。 

以色列各種公立與私立機構為了滿足成人學習需求，也開設了各種課程，其範圍

從學習希伯來語和提高基礎教育技能一直到提高家庭福利和擴大一般文化知識。勞工

部則在許多領域為成人開設了職業培訓課程，補習班的目的則是為了在以色列縮小成

人間的教育和文化差距，以滿足成人進修的需求，使他們能夠完成正規教育。此外，

也有「民眾大學」和「廣播大學」開設大量成人教育班和講習班及廣播節目，提供各

式的成人學習機會。 

(三) 以色列的科技發展 

以色列的研發能力陸續創下了許多世界第一，包括全國人均研發支出世界第一、

人均工程師數量世界第一、人均創業第一（每 1,800 人就有 1 人創業）、以及專利申請

數量世界第一。以色列的研究與開發主要是在 7 所大學、數十個政府和公共研究機構

和數百個軍用、民用企業裡進行，醫學中心和許多公用事業機構也在各領域（諸如電

信、電力和動力生產以及水資源管理等）從事大量的研究工作。研究與開發經費主要

來自政府和公共機構。 

以色列 80%以上可以發表的研究項目、基礎研究項目、基礎研究培訓幾乎都是在

大學中進行。以色列的大學所獲得的專利數是衡量大學與產業部門之間合作效益的指

標之一，各大學中研究人員的主要目標是增進基礎科學知識，大學在開展科研活動的

同時，持續在促進以色列的技術進步中發揮重要的創新作用。魏茨曼科學研究所是世

界上最先建立組織機構(1958 年)、負責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轉化為商業用途的研究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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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在以色列所有的大學中都建立了類似的組織，這些大學還常常與國內外企業

合作，將自己的科研成果轉化為特定商品。除此以外，有很大比例的大學教授以顧問

身份為產業部門提供技術、行政、財務和經營管理方面的諮詢服務。 

(四) 以色列的社會福利 

以色列趨向社會福利國家，其社會服務體系建立在保護工人和提供廣泛的全國和

社區服務範圍的法律基礎上，勞工與社會福利為保障勞工及增進勞工福利的立法一直

在增加，尤其對於老人的照顧、幫助單親家庭、兒童及青少年方案、收養機構，以及

酗酒和吸毒的預防與治療等，是主要的社會福利項目（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

網站,2014）。以色列的人民平均年齡女性為 79 歲、男性為 75 歲，國家保險機構為所

有常住居民（包括非公民）提供一系列的利益保障，包括失業保險、養老金、生存受

益、生育保險和津貼、子女津貼、收入給付等項目，幾乎 95%以上的人口都加入國家

健保計畫，享有健康相關服務。 

二、臺以青年事務瞭解備忘錄執行情形 

臺以雙方自簽署後積極落實執行備忘錄相關內容，歷年交流內容如下： 

(一) 官方互訪： 

1. 邀請以色列青年交流委員會主席德利(Naftali Dery)先生等 3 名代表，於 100 年 6

月 15 日至 21 日訪華 7 天，以臺灣多元文化為主軸，參訪國內推動青年相關工

作之政府及非營利組織，並拜訪臺北及花蓮等地的青年壯遊點。 

2. 前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陳以真主任委員亦於 101 年 11 月 13 日至 21 日率團赴

以國參訪，交換青年事務推動狀況，開創更多青年領域合作的契機。 

3. 邀請以色列青年交流委員會代表團 Mr. Ibrahim Abu-Shindi 等 3 名代表，於 102

年 6 月 2 日至 9 日訪華 8 天，主要參訪國內與青年領導力、推動國際合作及服

務學習相關之組織，並輔以文創育成中心及青年壯遊點體驗。 

(二) 臺以青年交流團(Taiwan-Israel Youth Exchange Delegation)： 

100-102 年以色列每年均組團來訪，國內則遴選相對的青年名額，全程陪同參與

及相互交流。 

1. 100 年 8 月 2 日至 8 日辦理臺以青年交流團，邀集 21 名兩國青年代表(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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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代表由 10 名 16-18 歲青年組成、1 名領隊帶隊來臺交流；我國青年代表則

由 10 名 18-22 歲大專院校在學學生組成)共同參與。 

2. 101 年 8 月 3 日至 9 日首次邀集兩國 19 名 30 歲以下具志工服務經驗大學生代

表(以色列青年代表 9 名、1 名領隊帶隊來臺交流、我國青年代表 9 名)參與，認

識我國文化及自由、民主、和平的價值，參訪內容為體驗本署青年壯遊點，並

至故宮、101 大樓等地參訪，亦舉辦臺以青年交流分享會，開放 18-30 歲青年

與會，分享與會心得。 

3. 102 年 8 月 25 日至 31 日首次邀集兩國具公共事務參與經驗青年代表(以色列青

年代表 9 名、2 名領隊帶隊來臺交流、我國青年代表 10 名)一起參與臺以青年

交流團活動，拜會我國推動公共事務團體及學校，分享兩國公共事務參與經

驗，藉此增進兩國青年交流。  

4. 103 年 5 月 25 日至 31 日再度邀集兩國具公共事務參與經驗大學生代表(以色列

青年代表 8 名、1 名領隊帶隊來臺交流、我國青年代表 10 名)參與臺以青年交

流團活動。 

(三) 遴選青少年赴以色列參與國際環境青年領袖會議(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自 98 年起，我國每年均遴選高中職青年組團參與以色列主辦的國際環境青年領

袖會議，另 102 年起以色列組團來臺參與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主辦的全球化青年公

共參與及國際關懷研討會，並藉此相互交流。 

1. 98-102年總計遴選 34名高中職青年於 8月中赴以色列參與第 1~5屆國際環境青

年領袖會議，與歐亞青年討論地球氣候變遷等相關議題，並共謀因應之道。除

增進我國與國際青年的互動及友誼，也強化我國青年的國際視野及參與國際會

議的能力，並展現我國致力於維繫地球環保的努力與決心。 

2. 102 年 10 月舉辦全球化青年公共參與及國際關懷研討會，邀請以色列、紐西蘭、

愛爾蘭、日本及韓國等國家青年事務部門官員及青年參加，以色列組 8 人代表

團參加。 

3. 103 年以色列邀請我國組 10 人代表團於 8 月 15 至 22 日赴以參與國際環境青年

領袖會議，惟因以色列及巴勒斯坦間武裝衝突，基於安全考量而取消赴以參與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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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 103 年 10 月 17-23 日舉辦全球化青年公共參與及國際關懷研習交流活動，邀

請紐西蘭、愛爾蘭、日本、韓國、加拿大、多明尼加及以色列等國家青年事務

部門官員及青年參加，以色列組 5 人代表團參加。 

三、我國與以色列教育交流情形 

(一) 我國與以色列學術合作現況: 

為協助國內學校與以色列學校建立實質交流合作關係，並提升國內學術水準，已

將大學國際化、與國外學校簽訂合作協議及招收外國學生等列入校務評鑑。以色列學

校如有意願與我國學校進行合作，可函洽我駐以色列代表處或教育部協助尋求我國適

當學校與其建立合作關係。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學術交流調查系統（截至 103 年 8 月止），

以色列與我國大專院校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歷年共計 18 件。 

 

表 1  

我國與以色列大專院校歷年簽訂學術交流協議一覽表 

簽約日期 
國內學

校 
以色列學校 協約名稱 

交
換

教
師 

交
換

學
生 

學
術

研
究 

姐
妹

校
締
結 

短
期

課
程 

雙

聯

學

制 

1999.06.01 
國立臺
灣大學 

Tel Aviv 
University 

Agreement for Scholarly 
Exchange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Tel-Aviv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 O O O X X 

2009.02.01 
國立臺

灣大學 

Technion-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echnion- 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ifa， Israel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X X O O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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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2.01 
國立臺
灣大學 

Technion-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ppendix to MOU 

Student Exchange 
Agreement Between 
Technion - 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X O O O X X 

2011.12.12 
國立臺
灣大學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Agreement on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Faculty of Law, Hebrew 
University of College 
Jerusalem and College 
of Law,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X X O X X X 

2011.12.12 
國立臺
灣大學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Student Exchange 
Agreement Between 
Faculty of Law,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and College 
of Law,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X O X X X X 

2005.01.03 
國立清
華大學 

Technion-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X O O O X X 

2006.10.04 
國立清

華大學 

Tel Aviv 

University 

Memorandum of 

Agreement 
O O O O X X 

2013.12.30 
國立清
華大學 

Technion-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greement for 
Granting A Dual 
Doctorate Degree  

X X X X X O 

2003.08.29 
國立交
通大學 

Technion-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greement of 
Cooperation  

O O O O X X 

2004.12.09 
國立交
通大學 

Bar-llan 
University 

Agreement of 
Cooperation  

O O O O X X 

2009.01.30 
國立成

功大學 

Technion-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and 
Technion-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ifa, 
Israel 

O O O X O X 

2007.12.12 
國立暨
南國際
大學 

University of 
Haifa 

Academic Institutional 
Agreement 
 

X O O X O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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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31 

國立暨

南國際
大學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Academic instutitional 

agreement 
X O O X X X 

2013.06.11 
臺北醫
學大學 

Ben-Gurion 
University of 
The Negev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TMU)， 
Taiwan and Ben-Gurion 
University of the 
Negev， Israel 

O O O O O X 

2013.12.24 
臺北醫
學大學 

Ben-Gurion 
University of 
The Negev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and 
Ben-Gurion University 

of the Negev 
Implementation 
Agreement for a 
Collaborative Doctoral 
Program 

O O O O O X 

2012.2.27 
高雄醫

學大學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Academic Exchange 
Between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Medicine, 
College of  
College of Medicine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Taiwan and the Faculty 
of Medicine and ITS 
Lautenberg research 
Center,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ISR 

X X X X X X 

2013.03.29 
國立臺
北藝術
大學 

Tel Aviv 
University 

Mmemorandum of 
Cooperation 

O O O O X X 

2001.05.08 
元智大

學 

Galillee 

Colleg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 O O O X X 

（資料來源：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二) 我國對以色列推動海外華語文教學工作現況 



14 
 

我國自民國 94 年開始設置「教育部華語文獎學金」，受獎人得申請進入國內大專

校院附設華語文中心就讀，提供每人每月新臺幣 2 萬 5,000 元，獎學金期限最長 1 年，

另核予 2、3、6 至 9 個月不等，101、102、103 學年度皆核定以色列地區 4 名 12 個月

之獎助名額（共 48 個月），由駐以色列代表處辦理。華語文能力測驗方面，駐以色列

代表處自 102 年起與特拉維夫大學東亞系合作辦理華語文能力測驗（試）測，共 28 人

受測。 

(三) 以色列學生來臺留學及研習現況 

為鼓勵具潛力之優秀外國學生來臺留學，增進彼等對我了解，日後產生友誼支持，

同時拓展對外關係，我國政府特設置「臺灣獎學金」，由外交部、教育部及科技部共同

辦理；其中非邦交國由教育部及科技部辦理。教育部特訂定臺灣獎學金作業要點據以

執行，並自 101 學年度起，每年提供以色列 2 名臺灣獎學金新生名額。主要提供之獎

學金內容如下： 

1. 學費及雜費（包括學分費及學雜費基數）：受獎生學費及雜費上限於新臺幣 4 萬

元以內（含新臺幣 4 萬元），由教育部核實補助，超過新臺幣 4 萬元者，不足

部分由受獎生就讀之大學校院（限臺獎聯盟學校）配合款補貼支應；雜費不包

括代收代辦費、論文指導費、保險、住宿及網路使用費等相關費用，由受獎生

自行負擔。 

2. 生活補助費：教育部補助受獎大學生每月新臺幣 1 萬 5,000 元；碩士及博士生

每月新臺幣 2 萬元。 

3. 各級學位最長受獎期限，大學部 4 年、碩士班 2 年、博士班 4 年。得續申請，

但每名受獎生受領本獎學金總期限累計不得超過 5 年。 

    依據教育部統計，目前以色列在臺就學人數總計 36 人，包括：正式修讀學位者 11

人、於大專附設華語文中心學習者 25 人，除曾於 98 年有 1 名以國交換生外，近年來均

無以色列學生以交換生身分來臺就學，3 年來以國學生在臺總人數亦有逐年微幅下降之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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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以色列在臺就學人數統計表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四) 以色列提供我國 2 名博士後研究獎學金 

清華大學推薦數學系博士廖韋晴、應用數學系博士黃皜文於 103 年 3 月起至希伯

來大學（Hebrew University）擔任博士後研究人員，研究獎助金由以色列高等教育委

員會每年出資 6 萬 7,000 以色列幣，希伯來大學出資 3 萬 3,000 元以色列幣，獎助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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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訪內容及心得 

    經過長途旅程跋涉，訪團於當地時間 10 月 21 日晚上 23 時 20 分抵達以色列臺拉維

夫機場，感謝我駐以色列代表處季韻聲代表率同趙祕書到機場協助，才得以快速完成入

境程序。隔日一早，在以色列青年交流委員會的安排下，訪團第一天 4 個行程中第一站

便是拜訪臺拉維夫市政府。接著在以色列臺拉維夫及耶路薩冷兩個城市停留 7 天之參訪

活動均順利進行，依序說明參訪過程及心得如下。 

一、 臺拉維夫市政府（Tel Aviv-Yafo Municipality） 

(一) 機構簡介 

臺拉維夫市最初創建於 1909 年，是由一批猶太移民為逃避鄰近古老的港口城市雅

法昂貴的房價而興建，至 1950 年，臺拉維夫和雅法兩市合併成立臺拉維夫-雅法市。臺

拉維夫市是第一個建造於現代的猶太人城市，現為以色列金融、工商及文化中心，人

口 35.44 萬人，主要人口為猶太人，阿拉伯人只占總人口的 4%。臺拉維夫濱臨東地中

海，市區面積 51.76 平方公里，是以色列最大的都會區，也是該國人口最稠密的地帶，

更是以色列的經濟樞紐。臺拉維夫被認為已出現了成為世界級城市的趨勢，具有活躍、

摩登、世界主義的特徵，在以色列以不眠之城著稱，並被列為中東生活費用最昂貴的

大城市。 

 

（臺拉維夫市政大樓及廣場）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85%E6%B3%9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85%E6%B3%9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A%B9%E5%A4%AA%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6%8B%89%E4%BC%AF%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4%B8%AD%E6%B5%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4%B8%AD%E6%B5%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7%90%83%E5%9F%8E%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4%B8%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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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訪紀要 

以色列青年交流委員會特別安排訪團與臺拉維夫市前副市長，現為市議會主席 Mr. 

Nathan Wolloch 見面，了解兩國青年所面對的挑戰及地方政府在教育、文化上的主要問

題及相關政策與配套措施。 

在進入市政府之前，先由以色列青年交流委員會陪同人員介紹市政大樓 1 樓旁的

拉賓廣場，他說拉賓廣場是為了紀念前以色列總理伊札克．拉賓（Yitzhak Rabin）而命

名，當年就在拉賓演說完走下市政大樓階梯時遭到歹徒槍殺身亡。1993 年 8 月 20 日， 

 

 

（參觀臺拉維夫市政大樓前之拉賓廣場，拉賓遺體就埋葬在上圖（中）石塊下方） 

 

拉賓總理與巴解主席阿拉法特達成奧斯陸和平協議（維基百科, 2014），授予巴勒斯坦

自治政府的權利，並承認巴勒斯坦人對加薩走廊和約旦河西岸地區的部分控制，但以

色列仍然有效維持對該地區的控制。該協議雖然帶來了和平，也讓拉賓獲得了 1994 年

的諾貝爾和平獎，但卻也同時讓他在以色列國內造成兩極化的評價，一部分人將他視

為帶來和平的英雄，一部分人則視他為出賣以色列國土的叛徒。1995 年 11 月 4 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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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拉維夫的以色列國王廣場上參加和平集會之後，遭到一名極右翼激進主義分子刺

殺辭世，享年 73 歲。拉賓去世後，以巴和平無以為繼，國王廣場則改名拉賓廣場。 

在拜會市議會主席會談過程中，由市政府國際關係部門主管 Mr. Elia Blizowski 及

以色列青年交流委員會執行長 Ms. Alriella 陪同，林政務次長與 Mr. Wolloch 就兩國的青

年相關教育政策及青年遇到的問題進行交流。以國的義務教育制度從 5 歲至 18 歲，不

管是猶太人、阿拉伯人或移民人口，均有平等受教機會。青年滿 18 歲後都需要當兵(男 

（林政務次長與臺拉維夫市議會主席 Mr. Nathan Wolloch 會談情形） 

 

生 3 年、女生 2 年)，然而臺拉維夫就如同現今我國及國際上各大城市遇到的問題一樣，

有著房價過高、交通運輸、移民人口、失業及人口高齡化等問題，Mr. Wolloch 對於該

市高達 15%高齡人口的現象頗為憂心，林政務次長除描述清早在地中海岸邊所見，比

較兩國高齡者晨間活動情形，並分享我國終身教育的樂齡學習中心經驗，說明我國教

育部自 2008 年起推動高齡教育，結合各級學校、機關、民間團體，合力建置各鄉鎮市

區「樂齡學習中心」，希達到每鄉鎮市區 1 中心之目標，此外，並結合大學校院開設

「樂齡大學」，以 55 歲以上國民為主要對象，開創多元的高齡終身學習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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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長並介紹中文「樂齡」取意於「快樂學習、樂而忘齡」，「樂齡」中文讀音亦

與英文字「Learning」諧音，藉此鼓勵國內長者活到老、學到老的終身學習精神。年逾

70 歲的 Mr. Wolloch 對於臺灣在樂齡學習方面的成就相當驚訝也很感興趣，當場表示非

常歡迎我們組團去訪問及相互交流。不過，他也好奇地詢問：臺灣這麼好，為何中國

大陸不喜歡你們﹖林政次解釋目前兩岸交流密切，兩岸人民均友好往來、旅遊觀光、

互結姊妹校等，只是政治立場仍有不同，但兩岸關係一直維持穩定和平發展。 

（林政務次長與臺拉維夫市議會主席 Mr. Nathan Wolloch 會談後互贈禮物並合影） 

 

(三) 參訪心得 

在這次的拜會行程中，藉由導覽人員對拉賓廣場的解說，讓我們了解到以色列在

促進與鄰近國家和平過程中的努力，雖然最後是悲劇收場，但是看到現今以色列人對

拉賓的懷念，可以感受到他們對於和平的嚮往與渴望。隨著時間的經過，或許以國與

鄰近國家的和平仍有實現的一天。在與 Mr. Wolloch 的會面中，讓我們了解到臺拉維夫

市的教育現況及社會問題等，與臺北市及現行國際上大城市一樣，有很大的相似性，

尤其是高齡社會面臨的活躍老化相關問題，或許可以利用日後相互參訪的機會，深入

切磋，共謀最佳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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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阿拉伯猶太社區中心（The Arab Jewish community center） 

(一) 機構簡介 

阿拉伯－猶太社區中心 (The Arab Jewish Community Center， AJCC)成立於 1993

年，是一個以強化不同年紀、團體、種族、宗教背景人士相互之瞭解及容忍為目的的

多元文化中心。依據中心提供的簡介資料所載，該中心主要有 4 大宗旨，包括：1.強化

兒童教育，透過學校一般課程的課後輔導，幫助學生準備入學考試；2.舉辦社會及文

化研討會，透過開辦藝術、舞蹈、東西方音樂、運動、成人教育及語言等內容廣泛的 

 

（位於雅法古城鄰近地中海的阿拉伯猶太社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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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及文化課程及活動，增進社區的文化交流；3.促進猶太人及阿拉伯人的共存及

交流，經由藝術及文化活動，幫助以色列境內猶太人及阿拉伯人之間的溝通及瞭

解；4.社會福利工作，藉由參與社區及慈善團體活動，支持並幫助弱勢家庭或鄰近

地區學校有特別需求的兒童。（譯自該中心提供之簡介資料） 

    該中心在強化各種不同人口間相互理解與尊重多元價值的同時，並努力保存各

種人口之倫理及宗教的個別性，希望透過立即的協助和長期的投入，協助居民增能

賦權（empower），並期對於雅法孩子的未來和整個國家都有幫助。該中心會員已超

過 3,000 人，並與美國、英國、德國、法國、荷蘭、芬蘭等世界各國組織連結及合

作，進行各種教育及文化交流，以求不斷改進，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二) 參訪紀要 

22 日中午訪團與青年交流委員會主席 Mr. Haim Cohen 餐敘後，下午前往位於郊區

雅法（Jaffa）古城的阿拉伯猶太社區中心拜會該中心執行長 Mr. Ibrahim Abu Shindi。 

在拜會過程中，主要先由執行長說明以色列境內人口組成及阿拉伯人與猶太人口

的族群融合現況，以及該中心的相關計畫。該中心的運作方式並非讓兩族群直接討論

族群衝突問題，而是希望以文化、音樂、藝術(如戲劇及美術等)及教育等活動讓阿拉伯

人與猶太人族群進行長期交流，製造一個永續溝通及相互了解的平臺，該中心同時也

進行婦女增能賦權計畫，希望能提高以國婦女的能見度及領導力。林政務次長也說明 

渠 

 

（林政務次長與阿拉伯猶太社區中心執行長 Mr. Abu-Shindi 會談甚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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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目前的人口組成情形，除了占了近 97%的漢民族外，還有占總人口約 2%的 16 族原

住民族，以及 1%左右的少數族群（如新住民等），我國族群組成多元性，同時也碰到許

多問題，教育部為落實教育資源分配之公平正義，持續保障原住民族學生應享權益，針

對原住民族及少數族群有許多獎助學金及保障入學等措施，同時積極保留各族群文化並

促進多元文化交流。 

林政務次長並進一步詢問該中心運作細節，了解到該中心雖由市政府編列預算，

但採學員部分收費方式運作，針對這一點，林政次與執行長一致都認為，即使收費價

格低，活動也應該要採收費方式執行，目的並非經費問題，而是要讓參與學員認知到

「Nothing for Free」，才會懂得珍惜。執行長並說明該中心現行與許多國家，例如法國、

德國等都有學生交流的情形，非常期待之後我國能有機會鼓勵青年在大學畢業前到該

中心交流學習，體驗文化差異。 

（訪團與阿拉伯猶太社區中心執行長 Mr. Abu Shindi(左二)合影） 

 

(三) 參訪心得 

會談過程，可以感受到執行長 Mr. Ibrahim Abu Shindi 是個充滿使命感及工作熱忱

的人，我國的族群問題或許不像以色列具有較大的衝突性，但是可以參考該中心的運

作方式，先採軟性溝通，透過文化藝術及教育活動讓雙方了解之後，再進一步討論到

實質的族群融合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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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駐以色列辦事處歡迎餐會 

(一) 餐會紀要 

22 日晚上訪團受我國外交部駐特拉維夫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季韻聲代表邀請，參

加歡迎餐會，辦事處並邀請以色列青年交流委員會執行長 Ms. Ariella Gill、青年運動協

會秘書長 Mr. Naftali Dery、國際體育組織副主席 Mr. Israel Peretz 一同與會聯誼。在餐敘

談話中，Mr. Israel 因曾受邀至臺灣參訪，對臺灣留下很好的印象，很希望臺以兩國能

進行更多交流活動。他說他的兒子正在學華語，林政務次長用英語解釋了中文正體字

與簡體字的不同，讓他了解簡體字完全失去了中文文字的優美及部首字首的意涵，所

以學華語應該要到臺灣接受華語教學才是正統，趁機宣揚了我國的華語教學。席間，

在季代表的熱情招呼下，餐敘氣氛非常輕鬆愉快，增進彼此不少情誼，無形中奠立了

日後相互交流合作的基礎。 

（林政務次長、季韻聲代表(右二)與 3 位以色列貴賓餐會後合影） 

 

(二) 餐會心得 

以色列雖然以耶路撒冷為首都，但多數國家包含我國在內都將大使館或代表處設

於特拉維夫市。外交工作本來就很艱辛，我駐以色列代表處與中國大陸駐以色列大使

館同樣位於特拉維夫市區，咫尺之隔，外交擴展更是備感壓力，可以想像我國駐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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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辛苦。爾後若有類此國內組團赴以參訪的機會，我代表處趁邀請餐敘之便，可多

邀請以國官方人員及民間團體代表參加，俾藉機與當地政府人員及民間組織之意見領

袖建立情誼，以做好國民外交工作，促進兩國合作與交流，奠定外交擴展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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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奧林匹克體驗館（The Olympic Experience） 

(一) 機構簡介 

以色列奧林匹克委員會於 1952 年，第一次以以色列代表團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

並在以色列透過文化部、體育部、教育部、地方當局及其他志願團體等的合作及協助

之下，持續營運及培訓當地體育菁英。2009 年，以色列奧林匹克委員會設立奧林匹克

體驗館（Israel 21c, 2014），該館位於奧林匹克訓練大樓的 2 樓，館內共 5 個展廳，象徵

奧運 5 環，透過獨特的多媒體感官設計和聲光效果，以 1 小時的互動式體驗，介紹奧

運歷史背景、以色列經驗和運動成就，並傳達卓越、競爭力、決心、毅力和團結的奧

林匹克精神與價值。 

 

（林政務次長(中)與訪團人員於體驗館前合影） 

 

(二) 參訪紀要 

    訪團進到奧林匹克訓練大樓內，首先由陪同人員 Mr. Israel Peretz 引導參觀 360 度環

型劇場，透過劇情安排讓觀眾了解以色列在培訓奧運選手方面的努力過程，片中並穿插

了歷屆以色列奧運選手獲得獎牌的頒獎片段、訓練及獲獎感言，深具激勵人心之效果。

(館前右方空地種植了中東地區 

特有的椰棗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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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導覽人員帶我們進入第 2 個播放室，利用影片剪輯及當時以色列參加奧運的選手

Esther Roth-Shahamorov 現身說法，讓我們了解到 1972 年慕尼黑奧運恐怖份子屠殺以色列

運動員慘案發生的經過，即使在慘案發生後，當年奧運於中斷 34 小時後繼續舉行，以

色列運動員在遭受到身心巨大衝擊下，仍努力在運動場上為國家爭取榮耀，充分展現奧

林匹克運動精神，更讓我們深深感受到以色列人堅強的民族性。在體驗館內，設有一個

專屬空間以紀念在 1973 年慕尼黑奧運會被殺身亡的 11 名以色列運動員。最後，我們進

入第 3 間播放室參觀，影片內容是利用生動的故事，讓參觀者了解奧運的起源及歷史。 

   （ 左：體驗館內展廳）                （右：導覽人員進行握力訓練示範） 

 

體驗館內有多項設施可提供參觀者互動體驗許多體育運動和奧運運動員所面臨的

挑戰，令人躍躍欲試。我們親身體驗了握力訓練及專注力訓練，其中專注力訓練是透

過儀器測出受試者的生化反應，再以圖案呈現在螢幕上，如果受試者夠專注，螢幕上

的魚會一直往前游，游啊游，游到後來會變成美人魚，若專注力持續集中，最後會變

成美女在路上行走，但是只要過程稍微分心，便會變回美人魚或遊走的魚，而若受試

者一直無法集中注意力，螢幕上的魚就會一直是遊走的魚，甚至原地停滯不前，相當

有趣。林政次成功體驗了讓游魚變美女的神奇力量，認為，此遊戲設計頗有助於專注

力集中之訓練，這對專注力是很棒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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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運動中心的場地及設施設備) 

 

走出體驗館所在的 2 樓，Mr. Israel 帶我們到 1 樓及地下樓層參觀了國立運動中心的

場地和設施設備，這是以色列培訓國家運動員的地方，整體感覺與我國高雄左營的國家

運動選手訓練中心非常類似。 

 

 

 

 

 

 

 

 

 

(訪團於參觀體驗館後，與 Mr. Israel Peretz 合影) 

（林政務次長體驗專注力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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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訪心得 

以色列奧林匹克委員會成立奧運體驗館，藉由多媒體視聽設計，用短短的一個小

時時間，讓參觀者可以了解以國的奧運賽事的過去、現在及未來，並且讓參訪者可以

親身測試自己的運動技能，寓教於樂，讓人對以色列的體育表現及影片中強調的以色

列格言「夢想、嘗試、成功」（Dream, Try, Succeed）印象深刻，觀後感是：只有夢想是

不夠的，還要勇於嘗試，實際做了，才會成功！我國在體育賽事上，因為國際環境因

素，能見度不佳，而且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如何用最短的時間，傳達最多的訊息，

吸引人們的注意力，一直是政府政策宣導上碰到的難題，或許可以試著參考以色列奧

運體驗館之作法，用互動體驗的方式，教育與娛樂效果兼具，潛移默化宣傳我國體育

成果，以激勵人心，並傳達運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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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綠色村莊（Hakfar Hayarok）及東地中海國際學校開幕慶祝活動 

(一) 機構簡介 

Hakfar Hayarok (The Green Village)綠色村莊是一所國立的另類學校，設立於 1950

年，是以色列最成功及經驗最豐富的教育機構之一。它是一所 6 年制國際學校，學生

年齡 12 至 20 歲，全校約有 2,500 名學生，為國際環境青少年領袖會議舉辦地點，也是

以國教育部支持下另類教學示範學校。整體生活環境結合學校、農場、馬場、青年村，

主要目的是培養未來的領導人才，以促進學生的個人與社會能力並引導和激發學生實

現他們的内在潛能為重點。 

綠色村莊有以色列「天才學校」的美譽，也有「綠色天堂」之稱。學生大都居住

於校園中，共同合作負責各種農事，以歷練學生的生活經驗、社交技能及社會成熟度，

並由心理學家和社會工作者組成顧問團，提供學生所需的幫助，融入以學生為導向之

教學方式，以期符合每位學生對學習的需求。該校曾經培養了以色列目前最著名的一

些醫生、工程師、科學家、藝術家、記者及眾多的商業精英，學生來自世界各地，包

括奥地利、德國、美國、荷蘭、義大利、中國大陸、韓國、波蘭及保加利亞等。 

 

（Hakfar Hayarok 有「天才學校」、「綠色天堂」的美譽，獲獎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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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右上圖左一)陪同林政次參觀 Hakfar Hayarok 校園、EMIS 學生上課教室及宿舍） 

 

(二) 參訪過程 

訪團於 23 日下午抵達 Hakfar Hayarok 綠色村莊與該校校長 Mr. Kobi Nave 會面，進

入校園，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滿滿的各式各樣獎盃和獎座，至少有 4 個玻璃櫥櫃，可見

該校傑出表現已獲獎無數！進到校長室會談，Mr. Nave 表示相當遺憾今年因為戰爭因

素，臺灣未能組團參加國際環境青年領袖會議，除了希望未來每年繼續有青年組團參

加會議交流外，他也非常期待臺灣能有具外語能力、獨立及自學能力的優秀高中生至

該校學習。他表示，該校今年 9 月份更開辦東地中海國際學校(Eastern Mediterranean 

International School，EMIS )，這是一所全新的國際寄宿學校，提供 2 年制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B)課程，畢業生將可取得 IB 文憑。Mr. Nave 並藉由夢想牆的介紹，說明

他的教育理念，其教育熱忱及舉手投足間散發出來的活力與親和力著實令人由衷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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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政務次長與校長 Dr. Kobi Nave（右一）會談，校長並介紹他的夢想牆（右圖）） 

 

經過短暫會談之後，校長並導引我們參觀校園、邀請我們參加 5 點半舉辦的東地

中海國際學校節日開幕慶祝活動。我們沿著校園通道走到宿舍區，沿途看到的是一片

翠綠的農場，有畜牧場、馬場、小型動物園和各種運動設施等，我們看到了國際環境

青年領袖會議的場地，也參觀了住宿環境和上課教室。大多數學生住在學校青年村的

宿舍，一個房間住 3-6 位學生，按年齡和性别劃分。宿舍提供最好的生活條件和學習

環境，以便提高學生的社交技能、獨立性以及責任感。上課教室更是充滿了創意，牆

上畫了世界各國偉人（如孔子、甘地、愛因斯坦、曼德拉等）的圖像和激勵人心或令

人深思的話語。我們遇到了 2 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她們非常喜歡學校安排的學習

課程，覺得能與各國學生接觸也收穫很多，增進對跨國文化的了解與尊重。 

 

 

 

 

 

 

（上課教室繪著各國偉人圖像、名言及簡介，樹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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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走廊的和平圖像及中英文對照的孔子名言） 

 

參觀校園後，訪團接著受邀（邀請函如附錄二）參加東地中海國際學校開幕活動。

慶祝活動由學生主持及表演，讓我們充分感受到該校青年學子的熱情及活力，現場貴

賓雲集，我們剛好與芬蘭大使同桌而坐，除各國使節外，以國第9屆總統Mr. Shimon Peres

更出席這次的開幕活動並致詞，足見該校對以色列教育的貢獻卓著。 

 

 

（訪團應邀參加東地中海國際學校開幕活動，場內場外甚為熱鬧，貴賓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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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訪心得 

看到綠色村莊卓越的教育成果，深覺一位具有教育熱忱且卓越領導的校長是非常

重要的，學校內各種環境的布置、生活的體驗和農事的淬鍊，對學生人格和品德的養

成也有很大影響。像綠色村莊或東地中海這樣的國際學校對於學生國際觀的培養，自

不在話下；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對激發學生創意和發展領導潛能均非常重視。東地

中海國際學校的設校目標就是要用學校創造改變，提供轉變的教育經驗，透過 2 年的

大學先修課程和社區服務及戶外活動等生活體驗，培養學生的國際觀和對跨文化的理

解，期讓教育成為中東地區和平及永續發展的一股力量(參考學校提供之 EMIS 簡介資

料)。 

東地中海國際學校招收 16-18 歲學生，並以 20%以色列人、20%在地阿拉伯人和穆

斯林、60%國際學生之組成為目標。因此，校長 Mr. Kobi Nave 非常期待臺灣也能有高

中生前往該校就讀。未來為促進雙方交流，我們固然可以鼓勵具備英語能力及個性獨

立的高中生前往就讀，但若能遴派高中老師駐點在該校學習課程安排及教學方式等，

投資報酬效益可能更大！ 

以色列因為位處中東地區，戰爭頻仍，所以 EMIS 創校宗旨是要讓教育成為中東

和平和永續的力量（to make education a force for peace and sustainability in the middle 

east）；我們在想，如果在臺灣也開辦一所國立國際學校，那會得到大眾認同的設校宗

旨是什麼﹖我們最想透過教育力量改變的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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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教育部 

(一) 機構簡介 

以色列教育部原名為教育文化部，成立於 1949 年，並歷經多次改名，負責監督公

共教育機構，包括幼稚園、小學、中學、高中、高等教育和非正規教育。教育部在過

去主要是負責電影、電視、戲劇、音樂和體育等文化活動，現今以國文化和體育領域

的業務則被轉移到文化和體育部。2002 年以來，教育部每年頒發國家教育獎，鼓勵在

教育制度中投入最多資源的前 5 個地方政府（以色列外交部網頁, 2015）。現任教育部

部長為 MK, Shai Piron。 

（以色列教育部（右方建築物）大樓及廣場） 

 

(二) 參訪紀要 

訪團於 26 日下午前往以色列教育部，由該部國際事務處主管 Mr. Alon Roth–Snir

接見。Mr. Alon 先介紹該部現行教育的相關措施，他說以國青年在教育上十分注重志

願服務，學生在課外活動中常與當地社區結合，從事幫社區老人粉刷房子等志工服務。

林政次於會談中說明我國也十分注重學生服務學習與志願服務，並將 2015 年訂為我國

服務學習年，將有許多活動提升青年的服務學習力，Mr. Alon 表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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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以國青年國際交流方面，Mr. Roth–Snir 與林政次都認同青年學生國際交流

的重要性，在以國，現行有近 300 校與國外學校進行交流，通常先運用遠距交流的方

式，例如推特（twitter）等，讓雙方先進行初步互動，之後以國每 5 年邀請 25 至 30 位

五年級外國學生與父母一起赴以色列，深度體驗及了解以國歷史及文化。林政次表示，

我國學校部分課程，如科學及英語方面也常與國外學校交流，或許日後也可以與以國

學校進行遠距交流，拓展學生的國際觀。我國學生的國際觀常常較為侷限，多只了解

歐美國家，對於中東、非洲及南亞等國歷史及文化多數不太了解。另外現行我國與以

色列的交流主要為每年雙方各派 10 位青年交流為主，我國近 2 年辦理全球化下的青年

公共參與及國際關懷研習營也都有邀請以國青年參與，或許之後可以考量讓雙方青年

教師相互參訪，以教師為種子，回國後持續影響及教導學生，讓雙方國民相互交流能

更加廣泛及深入。 

    黃主任秘書月麗在會中，也詢問 Mr. Roth–Snir 有關我國現在面臨到青年就業方面

的問題，以國是否也面臨相同問題以及有無相關的解決方案。Mr. Roth–Snir 表示，因為

以國青年 18 歲後皆須當兵 2-3 年，當兵期間會學習部分技能，所以在進入大學時， 

年齡已經 20 到 25 歲，多已了解自己的志向，但是以國現在面臨的問題主要在於家長

們多希望孩子能夠進入大學就讀，接受所謂的高等教育，並不希望孩子去技職學校，

反而漸漸地沒人能從事一些基本的技術工作。林政次對此分享我國經驗，我國也與以 

（林政務次長與以色列教育部國際事務處 Mr. Alon Roth–Snir (左一)會談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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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已經 20 到 25 歲，多已了解自己的志向，但是以國現在面臨的問題主要在於家長

們多希望孩子能夠進入大學就讀，接受所謂的高等教育，並不希望孩子去技職學校，

反而漸漸地沒人能從事一些基本的技術工作。林政次對此分享我國經驗，我國也與以 

色列有相同的問題，高中生畢業之後，有 9 成以上都會進入大學就讀，但是近幾年藉 

由產學合作、實習機制的建立以及父母們觀念的變化，技職教育逐漸受到重視，基本

上解決這個問題最主要的還是父母的價值觀需要重新建立。 

（林政務次長與以色列教育部國際事務處 Mr. Alon Roth–Snir (左二)合影） 

 

(三) 參訪心得 

這次的訪問除了讓我們了解以國學生與國際交流的現況外，更了解到在青年就學

及就業方面，國際上大部分的國家也都有大同小異的問題，可以藉由國際經驗交流，

以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角度，尋求解決之道。在國際教育經驗交流方面，以色列的教

育注重創新及研發精神，我國則有優質的技職教育與華語教學，可以讓教師相互交換

或短期研習，深度體驗他國歷史文化後，回國進一步教導學生，更可以拓展影響力及

持續性；在青年就業問題方面，政府除了協助積極推動技職教育政策及推行產學合作

外，也可以試著影響家長價值觀的改變，輔導子女追求適性發展，以培養就業力為要，

不再以升讀大學為唯一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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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社會福利與服務部 

(一) 機構簡介 

社會福利與服務部及社服組織為福利國家的關鍵機構，透過社會預防與保護等資

源，幫助因為殘疾、貧困、社會排斥、養老、失業、忽略、歧視、剝削和其他社會脫

軌行為而陷入危機的家庭和社區，該部目標為凝聚活躍的民間社會力量並參與政策的

制定過程，促進社會凝聚力，避免歧視，致力於國家的永續發展，維護國家的公正和

平等價值觀，將努力減少各個領域中的不平等現象，包括教育、衛生、就業、住房、

福利、交通、消費、休閒和儲蓄的社會不平等，現任社會福利與服務部部長為 Mr. Meir 

Cohen。 

 

 

 

（林政務次長與社會福利與服務部督導 Ms. Dina Lutati (左一)於國會大樓前合影） 

(以色列國會大樓，訪團

通過安檢門後，由此處

進入大樓內拜會社會福

利與服務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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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訪紀要 

10 月 27 日主要參訪行程是參訪社會福利與服務部及社區服務非營利組織，並預定

拜會社會福利與服務部部長。上午，訪團隨著社會福利與服務部人員來到 SHEKEL

（Community Services for People with Special Needs）大樓內 1 樓的會議室，先由社會福利

與服務部國際關係部門主管Ms. Rneee I.J. Techelet對以國現行福利措施情形進行說明。

她說該部致力於促進福利國家的價值觀，推行長期社會服務並策劃相關活動與政策，

努力提高社會服務及其水平，該部的使命是在維持福利國家的原則和基礎上體現政府

的承諾，包括人權、平等機會與權利、正義和團結的社會，人民將擁有生活的權利和

自決的權利。該部認為社會工作的專業性是基於社會工作的專業和道德準則的價值，

社工提供的服務須能對應婦女、年長者、兒童及青少年、身心障礙人士、低收入戶等

目標族群需求滿足，了解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及早防止可能惡化的個人、家庭、社

區、社會問題，除了提升生活質量之外，更賦予並加強其應變能力。 

然而，Ms. Rneee I.J. Techelet 也表示，以國目前在推行社會福利及服務碰到了挑戰，

包括多元化的社會難以整合、逐漸增加的社會經濟差距、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及社會上

暴力及反社會行為的增加等。 

 

（以色列社會福利與服務部進行業務簡報，訪團亦簡報我國青年志工等業務推動現況） 

 

接著訪團也藉此機會向以國簡介我國人口組成及社福與青年志工推動現況，在青

年志工方面，為積極鼓勵青年參與志工服務，持續推動青年志願服務，我國於 2008 年

成立「區域和平志工團」，號召青年志工關心社會，發展多元性青年志工服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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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在地相關資源，拓展青年參與社區、環境、文化、科技、健康及教育 6 大面向之

志工服務，並與國際 100 多個國家同步辦理全球青年服務日(GYSD)活動，2014 年結合

縣市政府、高中職、大專校院及青年署各地青年志工中心鼓勵青年至社福機構進行服

務，計有 4,799 位青年參與服務。並且協助設置 16 家青年志工中心，建構區域常態性

志工服務運籌中心，發展在地組織合作夥伴關係，強化青年志工互動交流媒合平臺。  

經過雙方業務簡報交流後，除了更了解兩國的社會福利政策外，社會福利與服務

部主管更當場邀請林政次參加該部明年２月主辦的國際會議，希望能進一步了解我國

志工相關政策。 

 

（林思伶政務次長詳細回應社會福利與服務部人員詢問） 

 

 

（林政務次長與社會福利與服務部人員等合影） 

 



40 
 

27 日下午在聽過社會福利與服務部簡報及參訪 SHEKEL 後，訪團前往社會福利與

服務部拜會該部部長 MR. Meir Cohen。值得一提的是，在進入以色列政府機關前，皆

須要經過申請及嚴密的安檢工作，顯見以色列政府對機關安全防範的注重。因為 MR. 

Meir Cohen 部長也是國會議員，行程十分緊湊，我們與部長只有 10 分鐘的短暫會談，

主要就兩國教育制度及相關統計數據廣泛交換意見，彼此有初步的了解及互動，為日

後交流奠基。部長與訪團互贈禮物及合影後，即匆匆外出趕往下一個行程。 

 

 

（林政務次長與社會福利與服務部部長 Mr. Cohen 會談） 

 

 

（林政務次長、社會福利與服務部部長 Mr. Cohen 會談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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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思伶政務次長與社會福利與服務部部長 Mr. Cohen 等合照） 

 

接著由社會福利與服務部主管人員帶領我們參觀一般人很難進入的以色列國會殿

堂。從部長室上樓後，走廊上的電視牆螢幕滿是大頭照，很吸睛，社福部主管說那是

以色列 120 位國會議員的照片，每個人的出席狀況都會即時在螢幕看板展現，若國會 

 

 

 

（參觀以色列國會大樓內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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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在國會大樓內，議員頭像會以彩色出現，未出席者則以灰階出現，該功能在以色

列國會的官網上可以即時觀看，讓以色列的人民知道那些議員有出席國會。 

(三) 參訪心得 

這次參訪以色列社會福利與服務部及拜會該部部長，在我國外交上算是一次難得

的機會，雖然會面時間短暫，未及深談，但 MR. Cohen 部長除了詢問我國人口數、GDP、

國民年平均所得等情形，也關心我國義務教育制度實施情形及高中以下學生人數等教

育概況，雙方均感兩國未來可以進一步增進交流機會。另外，透過這次訪問，我們看

到以國政府部會提供外賓參訪資料的完整性，尤其善用統計數據及圖表等方式，讓參

訪者能夠一目了然，快速及準確的知道以國的教育、文化、就業、健康、社會服務等

相關資訊，相較於國內政府部門對於外賓到訪資料的準備，通常不會以國對國的角度

提供國家社會、經濟、文化及教等統計資料或相關圖表，未來這部分或許是我們可以

向以色列看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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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SHEKEL 社區服務非營利組織 

(一) 機構簡介 

SHEKEL 是以色列一個專門為特殊需求者提供社區服務的非營利組織（NGO），

於 1979 年由耶路撒冷市（JDC-Israle and the Jerusalem Municipality）勞動社會部成

立，迄今已有 500 位專職員工及 600 位志工，提供的服務影響許多人生活。SHEKEL

與政府、國家保險公司及其他組織合作，日常運作經費來自於基金會及私人捐贈。 

SHEKEL 針對有特殊需求者提供完整服務計畫，給予他們和正常人相同的機會及

支持系統，目標是讓有特殊需求者成功地變成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SHEKEL 提供

80 間公寓及 90 種職業訓練課程，並提出創新的失能者雇用計畫，讓失能者有機會

被雇用。SHEKEL 的重要性及其他計畫尚包括：係以色列唯一為無家可歸者提供復

健巴士的組織；為耶路撒冷的第一個感情創傷及性教育中心；並且為以色列北邊的

聽力中心、耶路撒冷地區孤獨症中心、東耶路撒冷第一個兒童發展中心；為 12 年

級學生未來就業及生活的特別計畫；在前蘇聯境內整合有特殊需求兒童進入一般幼

稚園，由此可知，SHEKEL 除了在以色列服務外，也具有其國際影響力。 

 

（SHEKEL 社區服務非營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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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訪紀要 

訪團一行人於聽完 SHEKEL 教育訓練部門主管 Mr. Miki Arnon 簡單介紹組織目

標及辦理情形後，並與 SHEKEL 志工代表進行簡短座談，隨即在 Mr. Miki Arnon 的

引導及社會福利與服務部人員的陪同下，參觀身心障礙青年的實際工作環境。

SHEKEL 也是一個為身心障礙青年所建立的庇護工廠，協助有就業意願而就業能力

不足，無法進入競爭性就業市場，需長期就業支持之身心障礙者，能學習一技之長

並保障他們的就業機會。雖然這些青年，部分行動不便或有特殊情形，但是藝術創

作力卻十分驚人，並且十分友善，不時主動與我們問好。參觀過程，有好幾位青年

甚至能清楚的說出臺灣在哪，且能正確區分 Thailand 與 Taiwan 有所不同，也讓我們

特別感到驚喜。此外，在參訪時剛好巧遇來自各國的國際青年志工正聚在一起上

課，認真的跟老師學習希伯來文，以便於日後協助身心障礙青年時可以用當地語言與被

服務者溝通，其精神令人由衷感佩！ 

     

 

 

(SHEKEL 學員的藝術創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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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政務次長與 SHEKEL 學習希伯來文的國際志工合影） 

 

 

（林政務次長與 SHEKEL 工作人員合影） 

(三) 參訪心得 

在這次參訪 SHEKEL 的過程中，有一個很深刻的感受，就是該組織對於學員隱私

權念茲在茲的保護。在參訪前，SHEKEL 工作人員對來訪者非常強調身心障礙者的隱

私權，不斷的叮嚀我們需經過當事人同意才可以照相，等我們與學員拍完照，工作人

員也會提醒及要求不可將照片於網路或新聞媒體公開等。反觀國內，雖然對於個人隱

私權的觀念已經漸漸興起，但還是會常常看到部分媒體及單位，忽略對於個人隱私權

的保護，甚至造成對當事人的再度傷害，這一點我們的確需要向 SHEKEL 好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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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ALYN 溫登堡家庭醫院--兒童及青少年康復中心 

(一) 機構簡介 

ALYN 溫登堡家庭醫院--兒童及青少年康復中心是以色列唯一的此類機構，成立於

1932 年，專門為因先天或後天身體失能的嬰兒、兒童及青少年提供診斷及復健，職員

包括專科醫生及輔助醫療技師，例如物理治療師、水療師、職業傷害治療師、語言治

療師及特殊教育老師等。醫院會針對每一位病童提供復健計畫，包括各種訓練方法、

最新的醫療設備和技術、父母親的個別化方案並依照其成長情形不斷調整，最終目標

是希望病童能儘快回歸家庭及社區並獨立自主生活。 

ALYN 的社工人員會專注於個別兒童及他的家庭背景，把他們當作家庭及所屬社

區的一份子來評估，ALYN 每個部門都有社工人員，他們接待病人家屬並陪同復健治

療。社工的責任包括幫助病人及其家屬準備住院、情緒安撫、給家屬指導或建議、鼓

勵父母親在孩子復健過程中扮演積極角色，對於有特別需求的小孩並告知家屬有關醫

療、教育及社會服務的權利。社工人員並提供 ALNY 職員對病人回社區內繼續治療之

意見及建議，協調安排病人的治療計畫。 

 

 

 

 

 

 

 

 

(耶路撒冷 ALYN 溫登堡家庭醫院--兒童與青少年康復中心) 

 

(二) 參訪紀要 

10 月 27 日下午訪團一行人進入耶路撒冷 ALYN 溫登堡家庭醫院--兒童及青少年

康復中心參訪，進入一間會談室後，中心人員先讓我們觀看一段醫院的簡介影片。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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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了解，該醫院主要醫治對象為兒童及青少年，除了治療他們的疾病及進行後續

復建工作外，最大的特點在於醫療與家庭的結合，病童的家屬需要跟病童一起學習及

適應身心上的不便，主要希望病童們在離開醫院之後，經由醫院及家屬的協助能儘可

能獨立自主生活。 

接著由 2位分別來自挪威及德國的國際青年志工介紹他們在ALYN的工作情形並

與訪團交換意見。他們說，志工每天的工作內容需要幫忙 2-3 位病人，溝通方式主要

以英文為主，但是他們表示，久了其實用眼神就可以互相交流了！至於為何會想離鄉

背井到這家醫院擔任志工﹖剛好 2 位志工之後都想從事醫學方面的事業，所以他們認

為經由到 ALYN 兒童及青少年復建中心服務的經驗，除了可以學習醫學方面的專業技

能外，並且更能讓它們學習到與病人溝通的方式及更具有同理心。 

 

（林政務次長與 Alyn 溫登堡家庭醫院--兒童與青少年康復中心國際志工合影） 

 

據 ALYN 兒童及青少年康復中心人員表示，他們十分希望我國青年有機會能到該

醫院擔任志工，但是因為涉及較專業的服務，需先經過相關培訓，所以希望願意參與

服務的志工，至少願意服務 6 個月以上，醫院將會提供志工住宿及零用金，希望我國

相關單位能協助宣傳及鼓勵相關科系學生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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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訪心得 

林政務次長思伶在這次的參訪行程中深有感觸，表示或許日後在我國醫學相關科

系學生的學習過程中，也應該讓學生有機會到類似的醫院擔任志工，除了學習醫學知

識外，在服務病童的過程更能增進同理心，讓我國的醫病關係更能互相體諒，並期許

我國未來也能有類似的兒童及青少年家庭醫院，除了治病之外，醫院應該要能針對個

別需要提供整合性服務，並教導病人及家屬，讓病人在離開醫院後有能力可以回到家

庭及社區並獨立自主生活。 

 

 

 

 

 

 

 

(兒童在 ALYN 溫登堡家庭醫院接受復建情形) 

 

 

 

 

 

 

 

 

 

 

 

（林政務次長與 ALYN 溫登堡家庭醫院--兒童與青少年康復中心人員（左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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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耶路撒冷市政府（Jerusalem Municipality） 

(一) 機構簡介 

耶路撒冷市 (Jerusalem)位於巴勒斯坦中部猶地亞山的四座山丘上，四周群山環

抱，面積 158 平方公里，由東部舊城和西部新城組成。海拔 835 米，人口 78.81 萬人，

是一座舉世聞名的歷史古城，距今已有 5,000 多年歷史。 

近年來，耶路撒冷的貧困人口暴增，從 2001 年到 2007 年，低於貧困線的人口增

加了 40%。為了保護該市獨特的宗教聖地，耶路撒冷不允許發展重工業；而且耶路撒

冷只有大約 2.2%的土地用於工業和基礎設施。但設在耶路撒冷的全球高技術企業數量

正在增加，並且因中央政府集中在耶路撒冷，帶來更多工作機會。 

 

 

 

 

 

 

 

 

(耶路撒冷市政府大樓(右圖)及廣場) 

 

          (從市政府大樓俯瞰耶路撒冷市)  

 

(東耶路薩冷舊城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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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訪紀要 

10 月 28 日上午訪團進入耶路撒冷市政府大樓參訪，與國際處主管 Ms. Francoise 

Cafri 會面。她說該處近 30 年來，致力於促進不同國籍及文化的族群的溝通及友誼，

這次的會面除了介紹耶路撒冷市的概況外，主要是了解本次我國訪團來訪以色列後的

感想。 

Ms. Cafri 表示，耶路撒冷同時是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三大亞伯拉罕宗教的

聖地。現在的耶路撒冷，是一個對比強烈的城市，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民族、

社會不同階層，同處一城；城市的東西兩部分截然不同，發展情形懸殊。Ms. Cafri 也

提到，該市目前遇到的困境在於貧富差距、古蹟維護以及青年人口流失的問題。 

在這次意見交流中，訪團提到了前一天到 SHEKEL 等地參訪的印象，Ms. Cafri 並

提到該市於每年 6 月份都會辦理身心障礙青年藝術節活動，十分歡迎我國青年參與盛

會。林政務次長思伶表示，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將會鼓勵我國的身心障礙青年藝術

家前往以國參加。步出會議室後，Ms. Cafri 引導我們瀏覽市政府議會廳及解說相關設

施，結束了本次以色列的參訪行程。 

 

 

 

 

 

 

 

 

 

 

 

（林政務次長與耶路撒冷市副市長(左二)及國際部門主管 Ms. Cafri(左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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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政務次長訪談後與耶路撒冷市政府人員合影) 

 

(三) 參訪心得 

透過這次耶路薩冷市政府的參訪，我們發現以色列雖然距離很遙遠及帶著聖城的

幾分神秘色彩，但是卻都碰到相同的城市問題。特拉維夫市就像臺北大都會區一樣，

有著房價過高及交通運輸上的問題；而耶路撒冷就像臺南古城等縣市一樣，有著古蹟

維護及青年人口外移的問題需要解決。未來有機會進一步交流時，可以相互深入探討

問題癥結及尋求解決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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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以色列海關安檢嚴密，出入不易，此次訪團於行前幸有商請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

化辦事處何璽夢（Simona Halperin）代表簽署證明信函（如附錄三），於機場出入關時

方能較為順利。由於國內媒體較少報導以色列的新聞，以致一般民眾對於以色列大多

感到陌生與神秘，可能只存在好戰、男女皆兵等幾個印象，或聖城耶路撒冷、死海、

哭牆等幾個名勝所在而已。然而，在此次赴以色列落地參訪 7 天後，該國人民的友善、

率性不羈、熱愛國家、渴望和平及重視家庭等，都讓我們印象深刻。我們也發現以色

列與臺灣有很多共同點，包括土地形狀的相似、人口組成的多樣化、高齡化、青年就

業、城市發展問題等，但是以國的土地面積只有臺灣的三分之二、人口只有我們的三

分之一，卻能創造一個高科技的先進國家，強敵環繞卻仍能屹立不搖且受到世界各國

重視，值得我們探究與學習！ 

本次訪問地點以以色列經濟中心臺拉維夫市和首都耶路撒冷為主。主要參訪以國

與青年事務、國際交流及青年志工等相關之單位，如阿拉伯-猶太社區中心、Hakfar 

Hayarok(綠色村莊)另類中學、The Olympic Experience 互動式體驗館、教育部國際事務

處及社會福利與服務部等；也參訪非營利組織 SHEKEL 及耶路撒冷 ALYN 家庭醫院--

兒童與青少年康復中心等，並順道參訪以色列立國精神象徵的重要博物館。 

此行很幸運均依預定行程順利拜訪了以國重要政府官員，包括教育部國際部門主

管 Mr. Alon Roth Snir 及社會福利與服務部部長 Mr. Meir Cohen，雙方就教育制度、志

願服務及青年就業能力等交換意見，以國教育部表示非常歡迎我國未來能就學生交

換、老師組團互訪及青年交流等多元管道進行長期互動關係之建立。訪團此行對於促

進相互了解、提升雙邊教育合作甚有進展，並藉此宣揚我國優質的技職教育與華語教

學，希冀未來能持續為兩國教育交流與合作拓展新頁。 

在此次參訪過程所見所聞，我們可以深刻感受到當地每個國民都深深的熱愛自己

的國家，對國家歷史瞭如指掌、朗朗上口，並以身為以色列人感到驕傲；反觀國內，

卻大不同，有很多值得省思處。希望未來我們可以藉由兩國彼此的交流與合作，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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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青年朋友們也能感受並學習到以色列這份堅毅不拔、團結一致的民族精神。 

二、建議 

為促進臺以雙方交流，我國外交部繼民國 99 年 12 月 23 日與以國簽署「臺以青

年交流備忘錄」後，復於 103 年 12 月 3 日在臺北正式簽署「駐臺拉維夫臺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與駐臺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間教育、青年、體育合作協定」（簡稱「臺

以教育、青年、體育合作協定」，如附錄四），嗣後雙方將以青年事務交流為基礎，

擴大合作範圍至更多教育及體育項目，進一步深化雙方在教育、青年、體育領域的合

作。 

因此，綜合此次赴以色列的參訪及觀察心得，謹此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作為我國

未來推動雙方相關交流合作之參考。 

(一) 事先加強參訪機構之安排與聯繫 

    本次參訪原訂 9 月初成行，由於期間適逢教育部人事異動，又遇以巴軍事衝突不

斷，乃延至 10 月底出發。十分感謝以色列青年交流委員會協助安排當地 7 天 6 夜的行

程，讓我們能順利在這次參訪過程中與以色列的政府機構及民間組織都有進一步的交

流，藉此促進對彼此的了解、奠立良好友誼的基礎。本次參訪機構雖具指標性及代表

性，卻仍難免與 101 年我國代表團已參訪機構有兩處重疊，原擬請以色列青年交流委員

會予以調整，惟因以色列 9 月中至 10 月初有新年及宗教方面的多項節慶，假期很多，

聯絡不易，為符時效並考量本次訪團成員與 101 年全然不同，爰予以尊重以方聯絡單位

的安排，未再要求更改。 

    建議爾後兩國聯絡單位於參訪機構及行程安排上，宜事先加強雙方之溝通與聯繫，

並視對方參訪團團員之組成及性質，據以安排合適之受訪機構或組織，俾為雙方開創更

多未來合作與交流之機會。例如，未來以色列訪賓若來自 SHEKEL 社區服務非營利組

織，建議可相對安排參訪在臺之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以提供雙方更多交流合作之契機。 

(二) 促進兩國青年學子及教師間交流 

此行，以色列教育部、Hakfar Hayarok 綠色村莊學校及阿拉伯－猶太社區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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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都希望我國青年能赴以進行實質的體驗與交流。日前兩國已簽署臺以教育、青

年、體育合作協定，相信將更能促進兩國青年彼此互相學習、交流，並有助我國青年

透過多元化的國際參與管道，瞭解以色列的文化，增長人生體驗，擴大國際視野，對

臺以雙方青年、教育界及體育界人員的交流往來將更有助益。建議未來可以選擇幾所

有共同特性及意願的學校，協助媒合促成雙方進行師生交流，以深化兩國青年學生

及教師的情誼並增進相互學習的機會。 

此外，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每年度會辦理師鐸獎及教師(專家學者)赴國

外考察，讓我國教師有機會至國外研習；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每年度有遴選華語

文教師赴外國任教的措施，以及學海計畫有補助學生赴海外實習及研修等。建議未來

都可以將與以色列進行交流納入規劃，並可建立機制，鼓勵教師或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學生自發性的赴以色列深度體驗當地文化及國情。 

(三) 鼓勵我國青年赴以國擔任志工及體驗學習 

此次交流安排了部分以色列社福機構的參訪，如 SHEKEL 社區服務非營利組織、

ALYN 溫登堡家庭醫院—兒童與青少年康復中心等，該等社福機構皆紛紛表示非常希

望我國青年有機會赴以國擔任國際志工。我國現行青年志願服務的風氣正盛，並且教

育部也將增進我國青年的全球移動力列為重要政策，因此未來應可透過各單位間的橫

向聯繫與合作，多加宣傳有關赴以國擔任國際志工服務的機會。 

目前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於 103 年已有補助國際、僑校志工計畫及推動大專校院鼓

勵學生赴海外進行國際體驗學習試辦計畫，採青年自發性組隊赴海外服務及體驗學習

辦理，建議未來建立鼓勵青年赴以色列擔任國際志工的機制，可研擬針對具有醫學或

護理背景並有意願赴以色列擔任國際志工之學生納入規劃並優予補助，以吸引更多大

專校院青年團隊持續於以色列從事定點志工服務。至於社會青年推廣部分，則建議可

以提供以色列國際志工服務資訊給相關非營利組織（如國合會及紅十字會等）協助媒

合及宣導，以增進我國青年赴以體驗學習之機會。 

(四) 推薦參加每年耶路撒冷舉辦之身心障礙青年藝術節 

本次於參訪耶路撒冷市政府時獲悉，耶路撒冷市每年 6 月份都會辦理身心障礙青

年藝術節活動，是當地難得的盛會，市政府國際部門主管人員當場表示十分歡迎我國



55 
 

青年前往參與。建議教育部可以考量與文化部或非營利組織聯繫及合作，研擬相關補

助或配套措施，推薦我國優秀的身心障礙青年藝術家能有機會到以色列參與是項活

動，促進雙方之藝術教育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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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 臺以青年事務解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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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東地中海國際學校慶祝開幕活動邀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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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駐臺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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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以教育、青年、體育合作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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