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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芬蘭小學教育看臺灣教育 
魏妙觀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知識經濟與全球化時代揭開新一波的國際競爭，也開啟各國教育改革的風潮。

臺灣晚近大規模的教改行動，始自 1994 年到 2014 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在世

界教育改革風潮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芬蘭，芬蘭教改歷程 30 年，成為全球第

一個教改成功的案例（林曉欣譯，2013）。芬蘭今日廣為世人矚目的教改，溯自

於 2001 年公布的 PISA 國際教育調查結果，在數學、科學與閱讀能力三種學習

能力指標的表現在先進國家中是名列前茅且擁有最小程度的學習差異。依據芬蘭

經驗與國際研究的結果皆指出投資孩童早期發展與小學教育，可以讓學童在往後

的學習過程中擁有更好的學習態度、學習技術以及最佳的成果(Biddle & Berliner, 

2002)。芬蘭是很重視小學「基礎教育」的國家。因此，本文擬探討從芬蘭小學

教育看臺灣教育，就筆者個人觀點提出一些淺見。 

二、芬蘭小學的教育方式 

(一) 跨學科的知識學習，從小培育具國際視野 

在芬蘭的教育中，讓孩子從小就培育具國際視野。數學一向是孩童較不喜歡

的學科，因為無趣，且不易學習。芬蘭對數學的教學方式不把數學當單純的計算，

而是改變為跨越學科的教育平台，把數學課變成生活化與實用性。芬蘭教育強調

的是跨學科知識學習，一本數學教科書中的練習題不是像台灣出現 A 橋、B 橋

或是郵局、學校、公園等，而是真實呈現芬蘭本土實際地理知識，從城市、河川、

動物作息等。把世界各大洲最長的河川一起列入算式與圖表中，包括南美洲的亞

馬遜河、歐洲東部的伏爾加河、亞洲的長江、北美洲的密西西比河和澳洲的莫瑞

河。把世界航空史的知識，從法國的熱氣球，到美國萊特兄弟、林白駕駛飛機從

紐約橫渡大西洋到巴黎的飛行壯舉等都列入教材。讓小孩知道一門學科可以如何

實際應用於生活、旅遊及工作中，讓數學不再只是單純的數學；讓歷史不只出現

在歷史課；讓地理常識能與生活串連。藉著不同科目所交織而成的多面向，使孩

子的知識更加廣博、多元與實用（陳之華，2009）。這也是為何芬蘭教學時間少，

但孩子學得多，因為他們跨學科同時學習。在芬蘭的教育價值中，「全人的發展」

就是希望提供學生有足夠的本科目，跨學科知識與演練，讓未來成長與生活中可

能遇到的事物，都盡可能於學課堂中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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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質，非重量的教育 

芬蘭教育有三悖論，一是教得愈少，學得愈多；二是考試愈少，學得愈多； 

三是愈多元，愈平等（林曉欽譯，2013）。此三項論述與一般人認知不一樣，臺

灣教育認為老師教得愈多，學生才能學到愈多；考試愈多，學生才能記得愈多。

芬蘭的教育是重質，非重量，他們教得少，但務必讓學生都能吸收。換言之，課

堂教學不在教得多，而在於確保每位學生皆能熟悉學習內容，並實際運用於日常

生活中。他們認為學習必須靠時間，唯有經過適當的吸收和累積，學生才能學到

應該要學的。否則，即使學生短時間學得再多，練習和考試得再多，也只是短暫

記憶和應付考試的教育罷了（陳之華，2010）。 

反觀臺灣的教育是重量不重質，讓小孩學習很多東西，但小孩短時間無法吸

收那麼多東西，以致抺煞學習的樂趣，甚至放棄學習。換言之，臺灣的課程，每

天似乎都有趕不完的進度，寫不完作業和考不完的測驗。教師把該教的課程教完

了，但學生未必學會，也不見得會活用知識於解決生活問題。 

(三) 讓學生自由學習有興趣的領域 

芬蘭讓學生自由學習有興趣的領域，增加學生學習意願。例如: 上生物課，

課程內容是植物，老師只把基本知識教給學生，由學生選擇有興趣的主題做探

討，如植物的種類、成長狀況、部位名稱等（江裕真譯，2011）。 

(四) 讓學生發揮想像力與創造力 

芬蘭教育讓學生在個人寫作與集體創作中充份發揮想像力與創造力。更透過

彈性與互動的學習方式，讓學生從一對一研習到小組學習，再到全班討論。例如：

老師讓每位學生自己起頭一個故事，然後班上其他同學再一個接一個寫下去，最

後結局再回到原作者做收尾（陳之華，2009）。 

(五) 培養學生具備批判性的思考力 

芬蘭的教育要求孩子寫報告及寫論文，給孩子更多時間思考，讓孩子理解後

能夠表達自己的想法，而非死記他人的學問，以培養孩子具備批判性的思考力。 

(六) 學生在校時間不長 

芬蘭的老師教學時間少，所以，學生在校時間不長，他們是有課才至學校，

沒課就離校，沒有升降旗典禮和師長集合訓話，也沒有要師生集體配合校方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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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芬蘭學生上課通常沒有固定的時間，今天早上 8 點上課，明天可能是 9 點或

10 點才上課，上課時間不一，連下課時間也不會相同。 

(七) 重視平等，沒有菁英教育，小學沒有資優班 

芬蘭教育的精髓是看重每一個孩子，給予適才適性的教育。反觀臺灣的教育

現狀是追逐分數、排名、菁英化和升學導向。芬蘭在最新的課程教改中，強調發

展學生力量的重要性。要求全國所有的完全學校，每年必須發展並提供一個學生

感興趣的跨領域學習課程單元，並讓學生全程參與計畫過程（丁凡譯，2018）。 

反觀臺灣的小學有設立資優班，筆者的小孩就讀國小的資優班，資優班的老

師要求他們在五年級及六年級都要做專題研究。 讓他們每個人找一個研究主

題，寫研究背景、動機、目的，他們要自己蒐集與主題相關的資料，要獨立完成

研究報告、製作簡報、上台做成果發表，這種教學方式很好，可以讓孩子學習如

何觀察做記錄、如何蒐集相關資訊、如何製作簡報及上台報告，藉此培養孩子資

訊蒐集、思考及口語表達等能力。筆者想為何這種教學方式只有在資優班才實

施，普通班也可以實施。學校可以讓五年級學生開始學習做研究，每班同學以分

組方式，每組同學可討論選擇有興趣想要研究的主題，每組同學經由專題研究，

學習團隊合作（如何分配小組工作）及溝通表達能力。重點不在於同學們做的研

究報告如何有價值，而是激發孩子對研究的興趣及培養孩子獨立研究的能力。升

六年級再做另一個研究主題，有了五年級的研究經驗，筆者認為六年級他們會表

現更好，可將此研究報告做為畢業成果展，讓學校的學生都可以看到他們的作

品，甚至可參加校外的比賽，為校爭光，參與的學生一定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八) 學生評量是用於改善教師與學生的表現 

芬蘭的教育制度也會考試，但學生考試只是教學與學習的過程，目的在於知

道學生理解的程度，是用於改善教師與學生的表現。學校對於考試成績不列入排

名，分數只有老師及學生自己知道，因此，學生沒有考試壓力。芬蘭的教育制度

國中升高中是不需考試，而以國中生的在校成績及國中生憑著自己的興趣與志向

選擇要升高中或高職，只有高中進入大學才需參加會考，所以，他們可以從小學

時就快樂的學習。  

(九) 讓孩子快樂學習 

最近有一本新書《像芬蘭這樣教》，作者提摩西．沃克(Timothy)是一位現居

芬蘭的美國老師，在芬蘭擔任五年級英文教師，從實際教學中深刻體會芬蘭教育

的實務。他認為快樂學習才是成功教育的關鍵，而快樂學習主要來自於幸福、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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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自主、技巧和心態等元素（丁凡譯，2018）。針對書中作者提到教育的實務

做法，筆者分享一些實際案例供教育者參考。 

提摩西．沃克(Timothy)在書中提到他在上課時為了讓學生上課有活力，採用

“有活力逛畫廊”的策略。他讓學生把自己的作品標上編號，掛在牆上或走廊

上，就像辦畫展一樣，所有人依序從一個作品走到另一個作品，在每件作品前面

花一兩分鐘欣賞，學生要為每項作品提供手寫回饋。每位學生有兩張便條紙，一

張提出你的問題，請作品主人回答，另一張寫上你的回饋。每位學生都可檢視同

學們手寫的訊息，再修改自己的作品。這種活潑有趣的課程，讓學生主動積極參

與課堂活動，而非被動聽別人在講台上發表（丁凡譯，2018）。筆者認為這種教

學方式可訓練孩子如何欣賞別人的作品，也培養孩子虛心接受別人的評論，知道

自己不足之處而改善。有很多人只想聽到讚美，而不願接受別人的批評，我們要

讓孩子從小學習如何接受別人的批評，使自己變得更好。 

在歸屬感的策略中，提摩西．沃克(Timothy)提到追求班級夢想。芬蘭在小學

生涯最後階段會舉辦露營活動，此項活動類似臺灣國小的畢業旅行。臺灣小學畢

業旅行的費用由家長出，如果家庭經濟不佳的小孩就無法參加。芬蘭學校的做法

是如果有些同學無法參加，全班可以做募款活動。由孩子想出幾個募款方式，募

款活動的內容由同學自行策畫，老師只扮演協助的角色。募得經費讓全班同學都

可以參加露營活動，達到全班同學都可以一起參加露營活動的夢想（丁凡譯，

2018）。筆者認為在募款過程一方面可以培養全班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也可讓孩

子學習如何發揮同學愛，如何透過自己的力量幫助別人。 

芬蘭的老師很少給功課打分數，老師只在班上和學生一起討論他們的作業。

老師在每單元課程結束時會用開放式、有挑戰性的問題評量學生，他們需要運用

到創意和批判性思考，以下是提摩西．沃克(Timothy)為國小六年級學生設計的幾

個問題範例。 

1. 物理：解釋“接地”如何發生？答案要包括“避雷導體”一詞，寫下答案並

畫有標記的簡圖支持你的解釋。 

2. 地理：植被帶和氣候的差異是什麼？用文字解釋，並可附簡圖支持你的論點。 

3. 歷史：為什麼大家要移民至芬蘭？請解釋你的想法。 

4. 化學：想像有人請你研究牙膏是酸性或鹼性，像個科學家那樣思考，你會怎

麼做？ 

（丁凡譯，2018，頁 19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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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的考試題目很靈活，學生不需要死背答案，只要將自己理解的知識表達

出來。給學生困難開放式問題，讓他們解釋答案，要求學生證明自己所學。反觀

臺灣的教育，對國小學生的測驗大多數是選擇題，較少填充題，問答題更少。雖

然選擇題的題目也蠻靈活及生活化，但缺乏學生的批判性與思考性及創意性的答

案。 

三、臺灣教育新的教學方式--「學、思、達教學法」  

近年來臺灣教育興起一種新的教學方式，即「學、思、達教學法」，學、思、

達的方式就是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能充分思考並能表達出自己的想法。「學、

思、達教學法」是訓練學生自「學」、閱讀、「思」考、討論、分析、歸納、表「達」、

寫作等等能力。老師必須製作講義，用「問答題」的形式取代「選擇題」，引發

學生的好奇心、刺激思考。因為以問答題為導向，學生必須自己找答案，透過問

答可以訓練學生寫作、閱讀、思考、表達及創造等綜合多元的能力。這種學、思、

達的教學是不給學生任何功課、不出任何作業，所有的動作都在課堂上完成。讓

孩子在教學現場學得很輕鬆、很快樂，但同時又是一種高效率的學習。此種教學

方式與芬蘭的教育方式類似，都是透過引導的教育方式，讓孩子參與學習，在探

索學習過程中，培養孩子的「思考」及「學習」等能力。筆者希望這種教學方式，

未來能普及化，讓孩子能快樂學習又能提高學習效率。 

四、建議 

綜合上述芬蘭國小教育與臺灣教育的差異，筆者提出一些建議，供教育界參

考。 

(一) 改變小學考試測驗的命題方式 

現行國小自然科及社會科的考試測驗大多數是選擇題，較少填充題，問答題

更少。雖然選擇題的題目也蠻靈活及生活化，但缺乏學生的批判性與思考性及創

意性的答案。在國小階段因為沒有升學的競爭壓力，建議在小學階段自然科與社

會科的考試測驗方式，可以增加一些問答題，即選擇題、填充題及問答題的混合

命題方式，讓學生就自己理解的程度加上自己的看法回答問答題，答案為開放

式，藉此訓練孩子的思考力、批判力及書寫的表達能力。 

(二) 五育成績不列入排名 

國小雖然沒有升學競爭壓力，但考試的次數也不少，如期中考、期末考、 平

時考、習作，這些都會列入成績評量。臺灣雖然標榜五育並重，多元發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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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五育的分數都列入學期總成績，表現優異前三名會接受表揚，試想，這樣小孩

怎會沒有競爭的壓力？每位孩子都有其才能，有的智育強、有的美育強、有的體

育強，很少有孩子五育皆強的。學校應該是發掘及激發學生某方面潛力，讓孩子

可往強項發展，學校只培養學生五育並重，而不是要求學生五育皆強。芬蘭對學

生的評量只是想知道學生的理解狀況，分數只有老師及學生自己知道，學校沒有

前三名的排名。如果小學階段的五育成績不列入排名，只有家長知道孩子在哪方

面表現較突出及優異，這樣孩子就不會有拼前三名的競爭壓力。 

(三) 讓高年級學生做專題研究或策畫專案活動 

針對國小高年級的學生，讓他們做專題研究或策畫專案活動，老師可以和學

生共同討論研究主題，全班分組共同完成計劃。在做專題研究或活動策畫中可以

讓孩子學到在課本中學不到的知識及技能，可培養孩子獨立研究的精神，激發孩

子的創造力及想像力，讓孩子從中得到成就感。所以，學校不一定都以考試成績

來衡量學生的成就。最近國內有一則新聞，報導某國小學生共同拍攝製作一支短

片，參加韓國「國際兒童暨青少年影展」獲得首獎（冠軍），這獎項讓這群孩子

多有成就感及榮譽感，為臺灣爭光。孩子的潛能是無限的，不要忽視他們的潛力，

試著放手讓孩子去做想做的事。 

(四) 政府訂定的教育融入項目應分階段實施 

很多老師抱怨教學時間不夠，除了要教各學科的課程外，還要配合政府訂定

的教育融入項目，如：環境教育、性別平等教育、家庭教育、媒體素養教育、人

權教育、交通安全、家政教育、海洋教育、防災教育、國防教育…等，將這些教

育項目融入課程的教學中。另外，還有鄉土語、政令的宣導、特殊執行的慶典活

動等，這些也要花時間。政府的立意雖佳，但為了讓學生多元學習，硬是加入很

多的課程內容，除了增加老師的教學負擔，學生是否能完全吸收? 建議政府將國

家訂定的教育融入項目，分別於國小、國中、高中等階段施行。哪些教育項目適

合於國小實施、哪些項目適合於國中實施、哪些項目適合於高中實施，而不是將

全部的教育項目都在國小階段教授，小學生要學的東西太多了，反而降低學習效

率，無法達到效果。這些國定的教育融入項目，只要讓小學生具備基本常識即可。  

五、結語 

 芬蘭的教育是營造一個好的學習環境，提高孩子的學習興趣與效率。在課

堂中讓孩子快樂學習，藉此培育孩子的思考能力、溝通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 

邏輯應用能力及表達與聆聽的能力。總而言之，芬蘭教育可貴之處就在於願意為

每一位孩子開啓長期學習的機會之窗，而不是任由孩子在無止盡的試卷與課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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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頂。二十年來臺灣的教改，思考的是讓試題簡單化、廣設大學及高中、繁星計

劃、免試升學、進行升學名額的配置或就學方案，這些政策大都屬教室外，而非

把資源投入教室內直接深化教學與輔導的品質。借鏡芬蘭的教育並不是要將芬蘭

的教育複製在臺灣，畢竟國情文化不同，而且芬蘭歷經 30 年教改才能有今日成

就。臺灣教育一直在改革，也不斷採用新的教學方式，無非是希望我們的孩子能

更好，如何讓孩子快樂學習又保有好成績？臺灣教育希望培養出什麼樣的人才？

臺灣教育改革是否成功，需要政府教育單位、學校老師及家長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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