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出 國 報 告 
 

承辦人： 周盈汝             聯絡電話： 02-77341283        日期：102年 1月 14日 

備 註：出國人員若為 2人以上，得以 1人為代表提交出國報告。

計 畫 名 稱 赴泰國參加「2012年泰國臺灣高等教育展」 

出 國 人 員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闕月清 國際事務處 組長 

周盈汝 國際事務處 行政助理 

   

   

   

   

出 國 地 點 泰國曼谷、清邁及清萊 

出 國 期 間 自 101年 11 月 3日起至 101年 11 月 9日止 



報   告   內   容 

一、緣由 

(一) 本次教育展場地含括曼谷、清邁以及清萊等三地，係由本校承辦之曼

谷臺灣教育中心及國立中興大學承辦之清邁臺灣教育中心合作辦理。

本次參展目的為參加教育展，廣為宣傳本校學位課程及華語文學習，

鼓勵泰國優秀學生赴本校就讀。 

(二) 除教育展外，本次活動亦參訪泰國學校，以實際交流為契機，爭取與

泰方高等教育機構商談各項學術合作計畫機會。 

二、參展行程 

日期 行程內容 

11月 3日 搭機至曼谷、場佈 

11月 4日 曼谷場教育展、拜訪曼谷臺教中心辦公室 

11月 5日 參訪易三倉大學、轉機至清萊 

11月 6日 清邁場教育展 

11月 7日 搭車前往清邁及參訪 

11月 8日 清萊場教育展 

11月 9日 搭機回臺北 

三、心得 

 (一)教育展參展 

1.曼谷、清邁及清萊教育展 

曼谷場教育展由曼谷臺灣教育中心主辦，開幕儀式有駐泰國代表

處陳銘政代表、陳志寬顧問、文化室歐秘書、曼谷技職教育處長官、

中華會館陳水龍理事長及泰國僑界貴賓、留臺校友臨場指導。各校有

具中泰文能力之工讀生協助攤位招生，並有 15分鐘舞臺宣傳時間可

辦理抽獎、簡報介紹、簡介影片播放等活動。現場約有 700人次到場

參觀詢問，不少當地中文系學生或華僑子女前來詢問本校華語文相關

科系學位班。未具中文能力之詢問者，則對管理相關課程及英文授課



課程有高度興趣。前來攤位詢問者申請時大多著重考量各校獎學金及

住宿條件。 

清邁及清萊場教育展由清邁臺灣教育中心主辦，展場分別位於清

邁大學及皇太后大學校內，皆有具中泰文能力工讀生協助翻譯，主辦

單位亦請各校提供小禮品供辦理抽獎活動使用。泰北兩場教育展詢問

者多為展場該校學生，部分學生對臺灣不熟悉，但對學習中文有興

趣，表示有意願申請本校國語中心短期課程。大多學生申請科系意願

傾向與曼谷場類似，學費、獎學金及是否提供宿舍為學生申請重點考

量。除學生外，也有師大校友及當地學校中文教師前來攤位詢問並索

取文宣。 

大多數學校文宣語言版本以中文及英文為主，本處除中英文文宣

外，亦攜帶泰文招生文宣，並現場展示本處多國語言網頁(泰文版)供

參考，不少學生表示泰文文宣及網頁讓他們印象深刻，且幫助他們更

快了解學校特色及申請入學方式。 

2.文宣品列表 

文宣品名稱 分發數量 

英文招生手冊 370 

泰文招生手冊 40 

中文招生簡章 25 

英文招生簡章 40 

中英文招生簡章抽印本 80 

國語中心簡章 40 

華語文學習手冊 30 

書籤尺 100 

四色筆 100 

三角旗 3 

(二)參訪 

11月 5日上午曼谷臺教中心安排各大學代表參訪泰國曼谷易三倉

大學（素旺那蓬分校），由該校國際事務處接待。該校於 1969年成立，



位於曼谷，為泰國第一所採用全英語教學學府，約有兩千多名國際學

生就讀該校。抵達該校參觀圖書館、教堂、校園景觀後，至會議室進

行座談，由該校國際事務處處長主持並簡介該校近況，本處闕組長擔

任團長說明參訪緣由，接著由臺灣各校代表積極發言討論，各校對未

來與該校合作意願十分有興趣。 

四、建議 

(一)本次參展約 80位學生留下連絡資訊希望收到本處寄發的招生資訊。表

格採用手寫方式後續需人工繕打，且部分字跡不易辨識。建議請學生直

接使用攤位筆電鍵入相關資訊，可降低資訊錯誤機率。 

(二)三場教育展中主辦單位皆安排熟悉中泰文工讀生到各攤位協助，部分學

校另有邀請在泰交換生或校友到場協助翻譯，效果良好。如教育展現場

無安排工讀生，建議可考慮事前詢問當地交換生或校友協助意願。 

五、其它 

 
駐泰國代表處陳代表鳴鑼開幕 

 
長官、貴賓及各大學代表合影 

 
曼谷教育展 

 

長官及貴賓參觀各大學攤位 



 
參觀易三倉大學校園 

 
易三倉大學參訪 

 
清邁教育展開幕式學生社團表演 

 

清邁大學理學院交流座談會 

 
清萊教育展 

 

皇太后大學國際處處長至本校攤位拜訪 

 
皇太后大學校內之孔子學院 

 

皇太后大學文學院交流座談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