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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與就業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汪書宇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先就業，後升學」這個議題，

有很深刻的意義，因為這個議題牽涉

過去、現在與未來。過去的傳統，讓

我們往往只顧升學，而忽略了就業的

目標。現在我們面對教育改革所出現

的各種困境，必須強調就業的實質效

用。而面對未來，我們應該拿出決心，

瞭解國內教育環境在這幾年中所呈現

的重要問題：教育的意義與價值，並

因而對傳統與現狀提出解答。 

關於教育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我們以文化傳統、教改困境與問題解

答三方面，在就業與升學之間提出一

些分析與看法。在以下篇幅中，將依

照這三點的次序，逐步展現本文的看

法。 

二、傳統文化 

升學與就業之間，原來沒有什麼

爭議，因為升學的目的就是就業，而

就業的條件就是升學。可是，這個原

本不是問題的認知，現在在事實面

上，卻出現了問題。為什麼呢？這必

須從傳統的儒家文化談起。 

一般國人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之

下，對於教育的意義從來就沒有質疑

過。文化傳統一直以「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的態度看待讀書升學這

件事，但卻沒有人會深入探討教育的

意義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導致下一

個其實挺有趣的連帶問題，就是接受

教育的價值是什麼。 

為什麼這個有關教育價值的問題

會有趣呢？因為我們一直沒有針對這

件事情提出過質疑，一般都會認為教

育的價值是不能討論的。這是為什麼

呢？因為一旦討論起這個問題，我們

等於對接受教育這件事情是不是值得

的引發問題。在儒家重視教育的傳統

下，這個問題具有違反道德的意義，

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有關教育價值的

討論中，當受教育是否有用這個想法

一旦被提出，這等同於是對教育的意

義與價值都產生了懷疑。 

因為這個思路，我們認為教育的

意義與價值這兩個問題其實是連接在

一起的。它們兩者之間構成一個架

構，就是接受教育的意義對於每一個

人而言都是對的、正面的，因此教育

的價值自然也是對每一個人都是好

的、是加分的。問題是，這樣的觀點

是存在在過去那個教育資源非常稀少

的社會中，然而在現在，這種接受愈

多教育絕對是對與好的論述已經完全

不存在了。 

實際的情況是，現代社會中，講

求教育普及的結果，作為一個讀書人

或知識份子的意義，與以前不但不一

樣，甚至出現革命型的反轉。以前認

為受教育，讀好書，是開創人生中最

重要的部分，但現今在人人都有機會

受教育的情況下，光會讀書，卻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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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會經歷的人，其實已經沒有什

麼用處了，至少在大眾的眼光中，這

已經不是什麼值得尊重的人了。 

那麼要如何擁有社會經歷呢？答

案其實只有一個，就是先就業，到社

會上去磨練一下，任何人便立即會知

道，符合職場中的需求才是生存的最

大保障。例如，求學時被要求學習英

文，學習的當下往往產生不知道學了

有什麼用的質疑。然而一旦踏入職

場，英文程度的好壞直接影響了薪資

的高低，便馬上可以理解將英文學好

的必要性。這就是就業對於受教的啟

發，效果不需在此贅述，我們只要看

看現狀即可明瞭。 

三、現在面臨的困境 

大家必須承認，過去二十年來我

們所致力的教育改革出現了問題，尤

其在高等教育這一部分，出現了學位

價值稀釋，年輕人就業環境不佳，收

入日益不滿的現象。我們必須從更為

深入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 

沒有人會否認，臺灣在過去二十

年間，因為教育改革的初衷，讓教育

鬆綁，使得教育升學管道多元化，高

中畢業進入大學的升學率在這二十年

間，由不到 60％提升至幾乎百分之

百。但是伴隨著少子化的現象，近幾

年更出現有學校招生名額不足的問

題，導致一些成立沒有多久的學校面

臨關門的宿命。同時，這個問題的惡

化幾乎已經成為趨勢，讓許多大學都

不得不面對相同的命運（林適湖，

2011）。 

講到這裡，想起當初那個讓教育

鬆綁，開放多元入學的初衷，我們會

發現，所有教育改革的理念與方案，

皆是以系統化的方式落實這項初衷而

設。例如，提倡選系不選校、廣設高

中大學、五專升格改制成科技大學、

從單一聯考制改成推薦甄試，到現在

的繁星計畫等等。這些各式各樣的教

育理念，以及每一項相對應的政策，

目的都是為了要讓人民在教育上更有

選擇權，讓學生在升學過程中踏入社

會前，壓力能夠小一點，當學生當得

開心一點（周祝瑛，2015）。然而，這

些舉措的落實，隨著時間的推進，人

民的教育選擇權有真的更寬更廣嗎？

學生的壓力真的變小了嗎？這是我們

受教育的莘莘學子們，在面對升學過

程中必須面對的心理歷程。 

教育改革之前，過去高職五專大

學還涇渭分明。那個時候，學生對於

升學與就業選擇的課題，是在國中畢

業時就必須面對的。想唸書的，認為

自己適合升學的，就會直接選擇參加

高中聯考；不想念書的，認為自己不

適合唸書的，就會選擇參加五專或高

職考試；考完試分發結束，人生的方

向幾乎也就確定了一半，心也就踏實

了一半，說得明白一點，就是在心理

上認命了一些。 

在踏入高職和五專大門之後，學

生會學習到的是所謂的一技之長，也

就是各行各業最基本的與最紮實的真

功夫，畢了業出了社會，進入到工作

職場會願意從基層做起，此後再隨著

時間的推進與自身努力爬升至管理階

層。而那些唸完高職專科的學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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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過程中意識到自己原來也想唸書

想繼續升學，他們便可以選擇參加二

技或四技考試，繼續深造專業，進而

完成學位。 

選擇參加大學聯考也如願進入大

學窄門的大學生，在經過四年的人文

素養薰陶與專業思考訓練，畢業後進

入職場的，是藉著自己在大學所學的

思維能力，得以在職場發揮。還有的

人，立定志向想往學術研究發展，便

會繼續深造攻讀研究所。在這個時期

的人，對於自身的工作與生命抱負，

多半是比較踏實與清楚的。這是行之

多年的制度，與傳統配合得還算密

切，而國內的經濟發展一直也還不

錯，導致我們的經濟生活曾經以「奇

蹟」美譽。 

然而，在教育改革鬆綁後，出現

一個我們至今感到困惑的現象：國中

畢業後直接選擇高職五專就讀的學生

比例驟降，而選擇就讀高中，希望未

來能繼續進入大學就讀的學生比例攀

升；即使是從高職畢業已學得一技之

長的學生，在能夠選擇的情況下，仍

有多數選擇繼續升學而不馬上就業

（林曉慧，2017）。這是為什麼呢？我

們都很清楚，這本質上是受傳統儒家

思想影響的結果。當然還是有其他因

素，例如學歷高的起薪就高，動腦的

比動手的高尚等等。但無論如何，其

結果一樣，就是在教育改革下，有大

學可唸，為什麼不唸？ 

 

 

結果呢？在配合民主化的教育改

革中，大學窄門變寬了。無論適不適

合唸書的人，都當了大學生，那誰還

要認命地學習一技之長？問題是，大

學生有因為這個鬆綁變得快樂嗎？相

信答案非常明顯。在現在大學生滿街

跑的情況下，反過頭來鼓吹先就業再

升學的想法，真的可以給這些對於未

來一片茫然的年輕人一點心靈的慰藉

嗎？縱使政府祭出了補助，那其他相

關的配套措施建立了嗎？ 

四、未來要如何解決問題 

我們必須在現代社會的脈絡下，

重新思考教育的意義與價值。在重視

這個思考之前，我們應當以嶄新的態

度看待儒家思想。原有的傳統文化

中，處處以彰顯人的本質與教育價值

之間的關連性為主，以致於出現一種

認知，就是教育能夠改善人的本質。

這是正確的，但是問題出在哪裡呢？ 

問題出在極端化的結果。受教育

的意義在於創造豐富人格之外，也在

增強就業競爭力。如果以價值與價格

這兩個比較通俗的概念來講，受教育

的價值在於提升日後就業的價格，也

就是提升薪水。反之亦然，提升了價

格，就有能力追求進一步的價值。受

教育的價值因此是動態的，也就是

說，能夠有提升價格的教育，才是有

價值的教育。 

現行的教育實踐中，原先經歷過

的改革，完全是一種不顧現實的理想

主義作法，完全沒有注意價格的提

升，只一眛地發展傳統價值。然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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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家發現，當價值與價格脫離時，

任何型態的教育都變得沒有意義，也

因此我們的教育不但脫離市場，學用

分離的事實導致了沒有人相信教育是

有用的。這是潛在的危機，但改正的

方法並不是進入反智主義，不受教

育。正好相反，我們要深化教育的價

值，讓實用的價格產生價值。 

五、結論：升學與就業之間的取捨 

升學與就業這二件事，其實可說

是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的二件大事，

而且是相互影響的大事。因為是大

事，所以我們要以最嚴肅的心情看

待。所以，我們在結論中，要從個人、

社會與國家三個不同層級，提出建議。 

第一，個人。在民主國家中，升

學與就業是個人的選擇，不能夠任意

剝奪。事實上，受教育的效用與價值，

也都是因人而異的，關鍵是要給學生

機會，自我肯定，做出適合自己的選

擇。絕不可以因為政治上或各種因素

的翻轉，讓就業壓過升學。 

第二，社會。社會要有一個清楚

的認知，就是我們的文化傳統在國際

化的壓力下，已經產生實用上的轉

變。原有儒家文化的價值失去發生效

用的空間，徒留下的是空的價值，等

於是拿古代的炊具燒飯，既難吃又無

用。社會要養成風氣，尊重教育的同

時，也要記得，生活的意義與生命的

價值是一樣重要的。 

第三，國家。國家在改變教育政

策時，不可操之過急，也不能極端改

造。過度激烈的國家政策，會讓人們

覺得無所適從，而以前的錯誤，發生

之原因在於我們對於舊傳統與新時代

之間的協調不良。現在為了改變困

境，我們應當從根本做起，說清楚，

講明白，清楚定義我們的傳統，我們

的處境以及我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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