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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教師工會的成功經驗對臺灣教育的啟示 
張富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一、前言 

近日在《2018 年世界幸福感報告》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8)調查

中，北歐的「千島之國」-芬蘭，被公

認為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王相宜

譯，2018）。芬蘭曾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在"國際學生評量計畫"(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中持續居於領先的地位，亦是世界經

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簡稱

WEF）全球「成長競爭力」評比中名

列前茅的佼佼者。如此亮眼的成績，

其國家的發展動態也一直是全球矚目

的焦點。 

芬蘭於 1917 年 12 月 6 日成為獨

立國家，去年(2017 年)在慶祝獨立百周

年時，芬蘭政府特別發表聲明: 「芬蘭

百年來傲視群倫的成功經驗，來自芬

蘭人重視的價值觀:民主、教育、平等

和 言 論 自 由 。 」 (Suomi/Finland 
100,2017)。此外，從 2013 年我國與

OECD 國家政府教育經費支出比率調

查可知，芬蘭政府教育經費占國內生

產毛額比率(GDP) 的 6％ ，遠高於

OECD 國家平均值 4.8％（傅雅蘭，

2017）。芬蘭之所以能在不同的國際排

名中經常達到頂峰位置，憑藉不只是

森林及湖泊等天然資源，或是製造業

與林木業，而是人民體認到教育才是

社會的核心價值，也是建構國力與延

續民族生命的根基(林淑華、張芬芬，

2015)。 

許多人談到芬蘭教育的亮眼成

績，多半針對教育系統中有關課程與

教學與師資結構等因素進行研究，鮮

少去探討芬蘭教師工會對其教育發展

的影響力。芬蘭的學校會如此成功的

十個原因之一，就是「師資力量雄厚

的工會」(溫婧，2014)。芬蘭教師工會

（Opetusalan Ammattijärjestö, OAJ）主

席 Olli Luukkainen 強調：「芬蘭的另一

個成功經驗，是工會、政府和雇主之

間的合作模式。在極為艱困的年代，

這三方的合作伙伴學會了在同一張桌

子上達成協議。因此，芬蘭教師工會 
自 1984 年以來就沒有罷工，薪資協

定也透過社會對話與協商完成。」

(Education International,2017a)。以下將

介紹芬蘭教師工會發展歷程，以作為

臺灣教師工會未來發展之借鏡。 

二、芬蘭教師工會的發展歷程 

芬蘭  Turku 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Risto Rinne 曾將「芬蘭的教師地位」

總結如下：大眾喜愛的教師們受到非

常高度的訓練。除了在過渡時期之

外，國家與教師工會（OAJ）間的關係

發展良好，教師罷工活動相當罕見，

而綜合學校的改革，亦提升了教師的

社會地位，並增加其對教育政策的影

響力（鄭景澤，2010）。由此可知，芬

蘭教師明顯地受到民眾與政府的信

任，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並對教育

政策具有一定的影響力，這種情形在

國際間是相當罕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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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芬蘭教師工會的源起 

根據芬蘭教師工會官方網站介紹

(Opetusalan Ammattijärjestö, n.d.)，芬

蘭教師組織的起源，早於獨立建國

前，於 1887 年在赫爾辛基小學成立女

教師協會。芬蘭小學教師協會與女教

師協會於 1893 年成立，而私立和國立

學校的教師協會分別成立於 1906 年和

1917 年。在完全中學成立之後，兩個

既存的教師聯盟在 1973 年合併成一個

教師工會（Opetusalan Ammattijärjestö,
 OAJ）(王尚文譯，2010，頁 9）。成員

包括托兒所、小學、高中 、職業學院

和理工學院、學校和教育機構的負責

人、校長、大學的教學和研究人員以

及從事不同崗位工作的教育和教育專

家等(Opetusalan Ammattijärjestö OAJ,
2017)。 

2012 年的調查發現，芬蘭教師的

職業生涯長達 40 年，教師的平均教學

年資則約達 16 年。超過 95%的芬蘭教

師加入「芬蘭教師工會」，該組織係由

教育工作者所組成，隸屬於「芬蘭學

術專業聯合工會（Confederation of 
Unions for Academic Professionals in 
Finland, AKAVA）」（Sahlberg, 2015）。 

目前芬蘭教師工會是芬蘭第六大

工會組織，也是訓練有素的勞動力市

場組織 Akava 和公共教育機構 JUKO
的最大成員組織，形成了世界上唯一

一個關心從幼兒教育到成人教育的勞

動 力 市 場 組 織 (Opetusalan 
Ammattijärjestö, n.d.)。 

 

(二) 芬蘭教師工會的成立宗旨與任務 

芬蘭教師工會的基礎深厚，該組

織在教育部門和其他勞動力市場組織

方面所獲得的成就為其影響力奠定了

基礎。芬蘭教師工會的成立宗旨如下

(Opetusalan Ammattijärjestö, n.d.)： 

1. 本會是教育和工資政策領域的積

極貢獻者。本會的活動基於教師的

利益，提高教師地位和促進教育的

發展。 

2. 本會為當地勞動力市場的教師、民

間雇主、省代表處等，協商就業和

集體談判協議。  

3. 依法為有資格的成員負責監督和

在協議內容之執行。  

4. 對教育政策發生影響力，在改革教

育方面扮演著積極的角色。  

5. 強調教育作為芬蘭社會的投資，經

濟意義和文明價值，努力影響社

會，使全國教育和培訓服務得到全

面保障。  

6. 致力於確保省、市和私立培訓機構

向對育部門的削減不會危害公民

享有平等和高質量早期教育和培

訓的權利。  

7. 加強教學部門的福祉，並有助於所

有教師都擁有安全和健康的工作

環境。促進職業安全與合作教育事

業的引入。 

芬蘭教師工會的最重要的任務是

遊說。遊說的結果改善了芬蘭教師在

勞 動力市場中的地位。遊說工作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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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包括以下內容(Opetusalan 
Ammattijärjestö, n.d.)： 

1. 防止教師裁員。 

2. 年假和假期工資。 

3. 確保教師工資發展。 

4. 幼兒園教師的工作時間規定。 

5. 簽署工作和集體談判協議。 

6. 關心教師的法律保障。 

7. 制定學校立法，教師培訓和其他教

育政策問題。 

8. 對教師專業能力的確認。 

9. 發展失業保障。 

10. 發展工作時間、工作條件和職業安

全及相關立法。 

(三) 芬蘭教師工會對教育政策的影響力 

教師工會的影響力以及芬蘭教育

政策的合作關係特性，就是教師工會

的「第二號人物」（second man），也是

教育政策的秘書，在 1991 年被任命為

重整後的國家教育委員會之普通教育

部的部長（王尚文譯，2010，頁 10）。
因此，自七○年代晚期之後，重要的

教育政策決定通常是會與教師工會協

力合作達成的（Simola,2015）。 

教師工會在師資培育改革委員會

中佔有最重要的代表性。同時，教師

工會在師資教育評議會（ Teacher 

Education Council）中已扮演著具影響

力的角色；師資教育評議會在 1988 年

以前，直接控制新的學院式師資培育

計畫的發展，也是其後繼者，即指高

等教育委員會的師資培育部門。這是

個影響師資培訓之數量、聘任機制、

時間長短和課程的核心媒介。學校教

育領域的科學知識首先由教育學院產

生，而大多數教育學的教授們事實上

以前都曾是小學教師。因此，就如同

教師工會雜誌在 80 年代中期所宣稱

者：在這個國家中，教育科學基本上

是掌握在教師手裡（Nurmi, 1984）。 

在師資政策方面，芬蘭教師工會

對「專業化」格外要求。早在 1890 年

時，小學教師就主張，政府為其安排

的進修培訓，應達到大學的水準。據

一位芬蘭史學家 Halila 的說法，二戰

之前，在芬蘭擁有高級中學證書的小

學老師比其他任何國家都還要多。自

1950 年代晚期開始，芬蘭教師工會即

積極地要求小學教師的培訓，應達到

跟文理中學（grammar school）教師相

同的教育水準—學士以上學歷（鄭景

澤，2010）。 

政府認可教師工會將直接關係到

教師工作和地位的教育政策的否決

權，然而教師工會尚未在所有的國家

委員會中都有代表，不過，教師工會

的意見總是在作成重要的決定之前即

被徵詢，教師工會也一直忠於教育改

革的意識型態。國家與教師工會間的

關係發展良好，教師罷工活動相當罕

見，而學校的改革，亦提升了教師的

社會地位，並增加其對教育政策的影

響力（Rinne,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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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幼兒教育為例，芬蘭教師工會

在芬蘭的福利制度的制定上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並且在制定幼教政策上有

相當大的影響力(陳淑琴，2007，頁

10)。近期 2016 年國家幼兒教保核心課

程(National Core Curriculum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為例，芬

蘭教師工會也參與了此一核心課程之

發展，在整個過程中扮演了重要且關

鍵的角色。主席 Olli Luukkainen 強
調：「這是個很好的示範。這件事彰顯

了教師工會與教育部坐下來共同討

論、研商所有教育綱要的重要性。」。

此外，這項新課程提昇了學前教師/幼
教教師的地位，因為在所有幼教機構

中的老師與兒童，會是在日常工作中

確保此教學課程應用與落實的主要推

手。期待在不久的將來，能提高幼教

教師們的待遇，因為他們的職責和工

作要求越來越高了。芬蘭教師工會也

設定目標，要將幼教教師的學歷提高

到 碩 士 水 準 (Education 
International,2017b)。 

(四) 芬蘭教師工會與學校的互動關係 

不同於英美兩國行政人員與教師

的緊張關係，芬蘭的學校行政人員跟

教師、教師會組織是互助合作的關係

(林淑華、張芬芬，2015)。由於教育行

政與管理去中央化，教育決策權大幅

下放至地方市政區與學校，地方教育

局長從早期犒賞性政治工具轉變為專

業教育人士的選拔，校長角色是教職

員 專 業 發 展 的 帶 領 者 （ Sahlberg, 
2006），因此更能從事課程與教學領導

的工作。 

此外，若發現不適合擔任該職務

的教師，政府和教師工會將會以輔導

及再訓練的方式，改善這些教師的工

作能力，或透過雙方共同的瞭解與溝

通，將無法繼續現職的教師調任到他

職。雖然，芬蘭的學校與工會雖握有

教師「離退」的權利與機制，卻鮮少

派上用場，因為師培機構已作了先前

的把關（陳之華，2010）。 

芬蘭的教師工會經常是幫第一線

教師找出教學盲點、諮詢教育問題，

以及師生相處趨勢的交流場域，進而

使教育走向良善施教，促進學生學

習。例如在教育訓練方面，芬蘭教師

工會辦理青年教師(Nuoret Opettajat，
簡稱 NOPE)培訓，課程於 3 月至 4 月

和 9 月至 11 月在 10 個地區舉行。另

外還有職業安全基礎課程包括三個交

際課程以及各種個人和小組作業。培

訓的目的是確保職業安全和健康工作

者理解工作場所的互動，職業安全和

合 作 的 重 要 性 (Opetusalan 
Ammattijärjestö, n.d.)。 

三、結語 

在民主國家的教育潮流中，教師

組織工會對教育發展勢必產生衝擊，

但未必對教育發展不利。若從正面去

思考，或許是教育能脫胎換骨挑戰更

上一層樓的好時機。芬蘭的教育另一

個成功的經驗，其教師工會的發展歷

程以及與政府之間合作共好的互動模

式，是整體教育系統成功的不可或缺

因素，也是臺灣可以思考與學習的最

佳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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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勞動性和高度專業性教師工

會，不僅要保障教師工作條件，安定

教師生活基礎，同時也要策勵教師自

我學習進修，提升教師專業地位，並

且秉持民主開放的態度，積極瞭解教

育現場最迫切的需求，為國家主要的

教育政策提供專業務實的見解，以促

進學生的受教權與教師專業自主，塑

造良好的社會形象，博得廣大民眾的

信任與支持。而教育當局應對於教育

翻轉的浪潮有所體認，避免先入為主

的刻板印象，以多元的溝通方式，以

及互動共好的態度，與教師工會建立

良好和諧的互信與互動關係，協力同

行攜手創造臺灣教育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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