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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踐動機與目的 

不少臺灣青年選擇離鄉就讀大學，展開具教育性質的遷移歷程，成為在原鄉

與大學所在地間往返的「漂流學子」。這不僅是學業選擇，更是自我認同與生活

自主性的建構過程，展現出個體的主體性與能動性（Huang, 2013）。另一方面，

在全球化與國際教育政策推動下，海外留學與交換計畫成為現代大學生安排未來

的重要選項。2014 至 2019 年間，出國留學人數成長近 20％，儘管疫情影響一度

下降，2023 年後已有回升趨勢（教育部，2023）。針對教育遷移相關研究，過去

多聚焦於理性選擇的理論框架，而忽略個體在社會脈絡中的行動策略與遷移經驗

對未來選擇的影響（余曉雯，2009）。基此，本研究試圖關注大學生早期國內教

育遷移經驗，是否會影響其對國際教育遷移的想像與意願，探討「國內」與「國

際」遷移是否具有連續性的遞延邏輯？換言之，當大學生已經在本國經歷一次自

主性的離鄉遷移，他們是否更傾向 延伸這種移動性至國際層次？或因已有「移

動疲乏」或「地方依附」，而降低出國學習的意願？本研究期望從學生主體經驗

出發，補足既有研究對教育遷移與主體性形構的理解，為教育社會學與遷移研究

的交會地帶開啟新的研究視角。 

二、實踐內容 

本研究預計以國立臺北大學為研究範圍，並以三峽校區學士班學生為研究對

象，透過網路問卷形式進行資料蒐集，時間預計從 2025 年 6月中旬至 8月底。

抽樣設計方面，受研究時間與資源所限，預計採用便利抽樣與配額抽樣，在校園

各處與網路論壇張貼宣傳單，並以抽獎活動增加填答問卷之吸引力。此外，由於

本研究試圖比較「北部學生」與「非北部學生」二群體，因此將試圖向學校相關

行政部門申請校務資料，以確保研究樣本大致符合母體之學生原居地比例。 

三、預期收穫 

本研究試圖將國內與國際遷移加以串連，並嵌入教育作為一種選擇與路徑的

社會意義，探討有無國內教育遷移經驗之學生的國際教育遷移意願。透過量化方

法提供之探索性功能，本研究期望在統計上取得顯著之結果，在本土遷移研究中

凸現國內教育遷移作為一研究變項的重要性，同時也為國際遷移研究提供一種人

文與社會面向的新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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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費預算 

項目名稱 說明 數量 單價 總價 

問卷填答

抽獎獎品 
為增加填答問卷之吸引力，預計將

購入單價 300塊的超商禮卷作為完

成問卷填答後之抽獎獎品。 

10份 300元 3,000元 

交通費 為取得校務資料，預計將多次來回

三峽校區與相關行政部門洽談。 
6趟 50元 300元 

文獻整理

軟體費用 
本研究將蒐集大量國內外文獻以完

善研究深度，預計將購入線上文獻

整理軟體 Zotero 2GB 方案。 

1 年 700元 700元 

綜上，本研究期望補助之金額為 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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