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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筆者求學路上因學區因素，除就讀私立代用國中之外，與另一半的求學過程，

從小學至高中階段均就讀鄉鎮型的公立學校。從小學到高中皆加入球隊，高中畢

業應屆聯考失利，曾到補習班當高四生一年，就讀師範學院曾擔任校隊男排副隊

長及女排指導教練。有了孩子之後，在面臨實施常態編班的第一年，選擇公立學

校時與多數家長一樣焦慮。曾讓次女讀私立中學的國中部，但因適應問題，高中

時仍回到公立社區高中就讀。如今女兒們大學畢業後，在反思自己與子女學習過

程，除了鼓勵她們參加社團擔任幹部之外，在學習與人際互動上，可以感受到主

動積極，且具有創新能力，對於未來的發展透過探索，也有明確的主張。因此，

筆者身為父親角色 25 年，服務教職生涯迄今 28 年，試從父親與教師的視角切

入，分享個人所見供家長與教育工作者選校與教學之參考。 

二、家庭背景組成 

公立學校的學生組成，其家庭背景的多樣性，相對學費昂貴的私立中小學而

言，我個人認為比較接近社會的原型，呈現上流階級與弱勢家庭為偏值，中產階

級比例居多的常態分配狀態。公立學校的師資結構，近年來已打破師範院校單一

體系培育的壟斷狀況，採用教甄與專長開缺的方式，透過適度的鬆綁與調動，教

師的背景年資專長，同時搭配每四年遴選校長的制度設計，更加呈現隨機組合。 

秦夢群（2015）指出學校的實質比表象更為重要，學校的實質進步能得到家

長更多的肯定。然而低社經家庭的家長無力負擔較高房價的學區，無法讓子女進

入辦學嚴謹的私校就讀，且無法對學校的運作積極的參與，以致只能被動地接受

安排。教育的目的在知識的啟發，然而部分補習班與私立學校，市場商品往往是

以追求最大的利潤為考量。 

三、培養關鍵能力 

文憑重要還是真材實料重要，從多位頂尖的成功人士身上可以看見端倪，108

新課強調 2020 年面對工業 4.0 時代，必須具備關鍵能力前五項：解決複雜問題、

批判思考、創新、人際經營、協同合作。在「教育扭轉未來」當文憑成為騙局，

21 世紀孩子必備的 4 大生存力：批判思考、溝通協調、通力合作及解決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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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都強化了一個信念就是，學習必須從內心產生自發自動的動機，不停累積

新的技能與學科知識，持續不斷的挑戰自我、超越自我，這是一場人生的馬拉松。

優質的教育工作者是要培養學生良好的人際關係並能實現自我，在面對未來多變

的社會環境，不僅能迎合家長的需求，更應該關照到學生的需求。 

四、建立督導確保公校品質 

陳光（2006）永遠相信一句話：「什麼都能等，教育不能；什麼都能重頭，

教育不能。」他認為教育是幫助孩子及自己找出個人的特質，臺灣的教育自 410

教改行動之後，大抵開啟這股潮流：九年一貫、十二年國教、學習共同體、實驗

教育三法 2014 年、108 新課綱 STEAM 與雙語教學、或是結合最新的 SDGS，透

過課程評鑑、校務評鑑、補助經費的控管與行政督導，絕大多數的公立學校均著

重於推展當下的教育政策。例如：臺南市在升格之後，不管城市鄉村偏遠學校，

全採用常態編班，國小生每二年需重新編班，學生提早適應不同教師的教法，不

同性格的學生，也有機會遇到興趣相投的老師，觸發其學習動機。為促進學生同

儕互動，培養群體多元學習，有效整合教育資源，建構優質學習環境，均衡城鄉

教育功能，確保學生就學權益，主管機關應落實學校正常教學，應建立督導機制，

指派督導人員實地視導。 

五、私校因應市場需要評估 

私校生態的轉變，最大的推手是少子化與市場需求，至於是不是適合孩子的

學習模式，家長應該仔細評估才行。方永泉（2012）強調教師的角色是批判的文

化工作者（critical cultural worker），教育的過程應該是對話的。當教師成為轉化

的知識份子，整個歷程必定是以自我的轉化或是自我反省為起點，而以社會轉化

作為理想。因此，當學校代理家庭責任，高效率的教與學，也可能造就沒時間思

考的老師和沒有學習胃口的學生。「老師被學校和家長壓榨到無法施展抱負，學

校就是疲倦的老師教出疲憊的學生。」只有認真了解私校樣貌、衡量自己的價值

觀與需求，才有可能找到最適合孩子的教育。 

六、塑造個人品牌 

身為父母的為孩子鋪排學習之路，是愛之還是害之呢？至於何時該踩油門？

何時又該踩煞車？的確是家長該重新學習的課題，因為這一代孩子所面對的未

來，不能用家長年輕過往求學經驗來類推。何則文（2020）說傳統的應聘模式或

工作模式已開始瓦解，我們如何認識人以及怎麼被認識，早已產生根本性的改變，

不管是學校申請或是求職、還是要拓展商務，考核者與潛藏的客戶都將在網路上

搜尋你的訊息了解你的過往與成就。未來時代不先定義自己的成功率先找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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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就有可能被他人定義。謝宇程（2013）提到「升學教育」還是唯一成功的

康莊大道嗎？不走在這條路上的人生就不完整嗎？就離有價值的人生較遠？他

認為做自己的教育部長，以接軌未來人生的自主學習，走出自己的學習之路才是

最扎實的。 

七、結語 

Coleman（1996）報告書提到：學校資源的投入，如設備、教育員工、建築

等相關因素，對於學生的成就影響極其細微，而家庭背景實乃決定學生成就的首

要因素，來自富裕家庭的學生其表現顯著較佳。試想，私立學校小聯考模式篩選

出學生表現與家庭社經背景較佳的下一代，當私校學生比例愈高，公立學校所招

到的學生屬於相對弱勢的情形下，若只輔以究責辦學績效、學生成就或耳語宣傳，

公立學校環境的教師所投入與付出是難以被彰顯的。所以，適度管控私校入學篩

選方式，督導其課程規劃與實施，學生輔導與管教方式，並加以後續追蹤其表現

與發展，才能更客觀的評估。 

私立中小學有各自的特色和相對優勢，然而經過篩選且太過單一的學生樣

貌，可能讓孩子容易缺乏多元特質的激盪。還有許多問題需要再反思：無論公私

立學校，服務的內容迎合了家長，但關照到學生的需求嗎？大量重複性練習的學

習模式，是否扼殺了孩子的創意思考與人際互動？面對工業 4.0 甚至於 Chat GPT

的時代人工智慧聊天機器人程式的問世，是否代表傳統的學習模式所培養出來的

下一代，面對未知且充滿挑戰的時代，可以自在因應變局呢？因此，若要問我選

擇公立中小學的看法？我的答案是：選擇就讀協助學生自主學習並接近社會原型

的優質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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