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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大型教育資料庫與大數據不同，但是基本理念都是透過可靠之數據資料分

析，產生有意義的資訊，以為公務或私人教育決策或改進之用。先進國家

建立教育資料庫之歷史長遠，美國的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al 

Statistics建置的各項大型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即為一例，德國現正建立

之National Educational Panel Survey更是近期另一大型教育資料庫建

置之實例。澳洲政府也辦理多項大型調查，這些國家的作法，說明了教育

資料庫建置是國家的基礎工程，亦為教育決策重要的一環。教育資料庫建

置面臨的挑戰也不少，資料庫的設計與蒐集技術、個人隱私與公共利益的

平衡、研究成果的傳播技術、資料庫與績效責任的關連、資料庫分析資訊

與決策的關連，教育資料庫的公共性與近用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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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國內與國際間對於教育資料庫之建置與應用近年頗為盛行，一方面是因為科技與技術的進

步，使得資料的建置與應用更為容易，另一方面以證據為本的辦學與政策擬定需求日增，對於

巨量資料能提供的訊息更為關心。目前國內較關心的偏向調查資料庫，行政資料庫則開放與應

用程度更為有限，調查資料與行政資料都是教育資料庫重要的一環，適度開放，集結眾人之心

智，有助於以證據為本之教育改進。回顧國內教育資料庫之建置，有喜有悲，教育資料庫需長

期經營才能發揮功效，少數主政者對於教育資料庫建置之視野不足，瞭解偏頗，扼殺了建置不

易的教育資料庫。教育資料庫其實是啟迪政策與實務反省與對話良好的工具，也是提升民智，

促進公共對話的良好媒介。感謝本期五位學者貢獻鴻文，討論教育資料庫的建置與使用。未來

資料庫擴大應用是必行之路，也希望有更多行政資料與長期資料供外界分析，透過學術研究與

公共對話，形塑優良決策品質與實務操作。 

 

王麗雲 

第五卷第七期輪值主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教授 

 

關秉寅 

第五卷第七期輪值主編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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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建置與維護大型資料庫，以協助瞭解教育政策與措

施執行成效以及規劃革新策略 
彭森明 

國立清華及中山大學榮譽講座 

一、前言 

當今資訊時代，各行業都重視大

型資料庫之建置與運用，教育也不例

外。先進國家如美國、英國、德國、

澳洲等都有專職機構，主導全國性大

型教育資料庫的永續規劃與建置工

作。國際組織如聯合國的經濟合作與

開發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OECD ） 主 導 的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chievement 

（PISA）以及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IEA）主導的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ce 

studie （ TIMSS ） 和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 PIRLS）也引領會員國參與學生學

習成果與相關因素的資料收集、分

析、研究與評比。大型教育資料庫的

建置與運用，已成為深受重視的國際

趨勢。 

臺灣近二十年來也開始重視到這

項發展，推行一些國家級方案，如臺

灣 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 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EPS），臺

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TASA）

以及高等教育資料整合計畫等。可惜

的是，一些成型的方案，如高教資料

整合系統，卻因不明原因被中斷了，

連建置好的硬體設備都被棄置不用，

不僅造成先前投入之心力、人力與資

源的損失，而且也體現掌權者及許多

國人對大型資料庫的認知不足，有待

進一步宣導與加強。 

針對此項需求，本文特提供下列

論述與建言，以增進國人對大型資料

庫的正確認知，並供相關教育決策及

從業人員參考與討論，以期未來教育

資料庫的建置工作能更順暢、設計更

完美、內容更完整、運用更廣泛。 

二、論述與建言 

(一) 大型教育資料庫的特徵與效益 

大型資料庫之所以受到重視，主

要原因是: 1）資料多元，豐富、完整，

2）人數或機構多，涵蓋各群組、具代

表性，3）質料信度與效度高、正確可

靠，因此可以供研究人員深入分析與

探討多種教育議題，是教育評鑑與研

究的極佳資源。尤其是具有長期追蹤

性質的資料，如國內的 TEPS，美國的

全國學生抽樣追蹤研究（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ies ）

（https://NCES.ed.gov），以及德國的國

家 教 育 追 蹤 研 究 計 畫 （ National 

Educational Panel Study） 因有時序的

安排，可以用來模擬前因後果的分

析，評估教育政策及方案實施成效，

是非常珍貴難得的資料。另外，建置

一個大型資料庫供很多研究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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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資料收集單位成本也可能比個人收

集總合成本低很多。換言之，大型資

料庫的總體效益，要比許多小型獨

立、分散收集的資料總和效益大得

多，因此值得政府匯集多方資源，建

置各教育層級大型資料庫，供教育專

業人員使用。 

(二) 建置大型教育資料庫應為教育部

重要職責之一  

由上可知，內容豐富、品質高又

便宜的資料，應是教育專業人員共同

的期望。不過，建置大型資料庫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往往需要政府的支持

與協助才能順利達成。因此，若教育

部能將建置大型教育資料庫視為重要

職責之一，對全國教育評鑑與研究工

作的推展將是一項很大的服務與貢

獻。 

美國教育部所屬的國家教育統計

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NCES），即是一個很好的典

範。不僅負責全國性以及一些國際性

教育資料的收集，做為制定國家教育

方針、政策與措施的依據，而且也積

極地釋出大量資料供大學教師與研究

生以及地方教育專業人員使用，促進

教育研究與評鑑工作，並營造以實證

資料為主軸的決策與思判文化。 

國家級資料被廣泛使用，可以從

美國教育協會（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ERA）年會中發

表的研究論文看出，很大部分的論

文，都是使用 NCES 所收集的國家級

或世界級教育資料，分析所得的成果

報告。這些論文也因前段所述原因，

比較容易得到教育期刊接受刊登。國

內學者想要投稿國際期刊，不妨多使

用具公信力的大型資料庫的資料來做

研究。 

(三) 建置大型教育資料庫需集思廣

意，細心地規劃 

建置一套完整的教育資料系統，

除了需要上述政府的支持與輔助之

外，還有許多建構要素需要集思廣

意，細心地去規劃，包括有關教育政

策與措施目前與未來可能發生的議

題，應涵蓋的資料內容，最佳資料來

源、收集方法、執行程序、資料管控

與釋出程序、以及維護與永續經營策

略等。以德國國家教育追蹤研究（The 

German National Edcational Panel 

Study，NEPS） 方案為例，其規劃過

程從界定國人關注的教育議題開始，

到資料運用與推廣為止，中間經歷過

深思熟慮，集思廣意的項目依序是；

多年齡層組追蹤研究方案的選擇與設

計（multicohort sequence design），資

料內容架構（major data dimensions in 

different cohorts）、抽樣設計與樣本追

蹤方法、資料數據碼設定（ coding 

scheme）、各類資料檔之建置、資料安

全維護步驟，資料檔案說明書編制 

（documentation），資料釋出方式等。

每項過程都需要花相當多時間討論後

才決定（詳情請參閱 Mauricem ,  FuB,  

& RoBbach, 2016）。由此可知，為求周

全與完善，建置大型資料庫往往是一

項極富挑戰性的問題，不宜堅持個人

主觀意見，必須結合相關單位與人員

之想法與需求，才能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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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料庫建構應先建立法源基礎 

為讓資料庫的建置能順利推展，

應先建立法源基礎，明定在何種情況

或條件之下，政府及學術機構有權力

與責任建置與維護資料庫，也明定資

料提供者（如學生、家長、教師、校

長）參與及合作的義務。例如美國 

NCES 單位的設立，即有明文規定其

權責。在各級教育法案中也含資料收

集與合作條款，讓政府有權向學校及

學生等收集所需評鑑、研究與管理等

相關資料。以美國高等教育法案為

例，其中即明訂凡是接受聯邦政府補

助的校院，都必須向 NCES 按時提供

所要求呈報的資料，否則將受稽核調

查與接受懲處。 

當然個人資料隱私權需要受到保

護。各國都會有個資法，明訂個資收

集與使用規範，保障個人隱私權力，

嚴懲非法使用資料去傷害個人，並要

求主導機構建置資料安全與正當使用

管控機制，確保資料安全與適當使用。 

有了法源基礎之後，一切依法行

事，會免除許多爭議，讓資料收集與

使用工作更順暢，希望國內立法機關

能早日建構完整的法源，協助建置大

型教育資料庫。 

(五) 資料庫建置可從彙整既有紀錄資

料開始 

資料收集很費人力與經費，所以

各學校既有記錄性資料，應優先加以

整合善用之。各級學校都有很多學生

及家庭背景資料以及教師教學資料，

散落各處室，如教務、學務，輔導處

等。這些資料是學校裡最完整、正確、

客觀的資料，應該好好彙整起來使

用。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NCES） 

的 大 學 院 校 的 綜 合 性 資 料 系 統 

（ Integrated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Data System, IPEDS）即是一個好例

子。每年各大學校院都得在既定時間

內上線呈報多種校務資料到 NCES，經

審核通過後彙整成為全國資料庫，供

各級政府、學校及一般國民使用。 

目前國內大學校院也要呈報教育

部基本校務資料。可惜呈報的是一些

組合過的資料（processed data），而非

原始資料（raw data），沒有辦法重新分

析以及和其他個人資料鏈結，進行更

細緻的分析，大大地降低資料的分析

功能與價值。 

建議教育部與學校合作，先規劃

全國統一的校務資料定義與檔案規

格，供全國學校使用，以利未來資料

交換和彙整，建置第一類國家級大型

教育資料庫。 

第二類大型資料庫是全國性普查

或抽樣調查及測驗所得的資料組成。

比如學生個人的學習投入程度、校外

學習資源與機會等的調查，和學習成

果與能力評量，以及從教師以及行政

主管（如校長） 和家長做調查所收集

到的資料。 

以上兩種資料若能鏈結起來，將

發揮更大使用價值，條件是校務資料

必須是以個人為單位的資料（ raw 

data）。期待不久的將來，能有這種大

型資料庫，成為最佳教育研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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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資料內容架構應兼顧政策、學術

及使用者之需求 

大型資料庫的建置要兼顧政策、

學術及其他使用者之需求。為達到此

需求，除了舉行聽證會之外，可設置

規劃諮詢委員會，徵選各相關領域代

表組成，協助設定研究議題與資料內

容，以確保兼顧各界需求。一般作法

是由委員會選定國家優先議題，其他

細節再由執行單位綜合相關單位提

供，納入規畫實施。另外，也可以設

置技術諮詢委員會，審查抽樣樣本設

計與程序以及統計分析方法等，以確

保資料品質以及使用適當的測驗及統

計分析方法。 

(七) 資料庫應視為國家資源，應盡速

釋出供國人使用並徵求回饋意見 

資料收集最終的目的是使用，使

用越多，價值越高，所以必須將資料

有效地釋出，以發揮最大價值。資料

釋出可採線上分析機制與資料電子檔

兩種方式。 

線上分析機制是運用特別製作的

統計分析軟體，讓資料使用者透過網

路直接注入統計分析指示（statistical 

analysis programing）。軟體會依指示自

動進入資料庫，摘取所需資料，完成

統計分析，並且只將分析結果列出。

另外，任何交叉分析組合（analytical 

cells），人數少於五人者，資料也將自

動消除，完全空白。使用者只知道資

料庫裡有哪些資料可作分析，但看不

到，也拿不到個人任何資料，所以個

人資料不會洩漏，個人資料隱私權受

到保護。 

以資料電子檔釋出，一般分限制

性使用檔和公眾使用檔兩個版本。每

版本都會有詳細檔案說明書（coding 

specifications），列出各資料 （variable） 

的位置（file location） 、名稱 （variable 

label）、定義 （short description）和各

數據代表的意義（如性別中 1 是男

性，2 是女性），以利分析者了解檔案

結構、內容與數據意義。 

以美國教育部 NCES 為例，公眾

使用檔（public-use file）, 可供一般大

眾使用。在此檔中，凡是可能被用來

識別個人身分的資料都被移除或組合

過（confidential editing），洩漏個人資

密的機會已降低到合理的程度，因此

任何人都可使用，但還是要求使用者

嚴格遵守資料保密規則。   

公眾使用檔往往不能滿足某些較

深入或更複雜的統計分析，因此另外

釋出限制性使用檔 （ restricted-use  

file）。此檔的資料沒有經過移除或組合

程序（confidential editing）。使用者必

須申請並簽署合同（agreement），答應

嚴密遵守合同的規定，包括如何安全

傳遞與儲藏資料 （含統計時選出的資

料），以及合理使用資料、和確保發佈

的研究報告的內容，不會用作辨認個

人或機關單位之用等。同時，使用者

還要接受不定期的訪查。若有違背合

同規定，必須退還資料檔，並吊銷其

執照。若有洩露資料情事，將受法律

嚴厲的處分。最高坐牢五年和罰款二

十 五 萬 美 元 。（ 詳 情 請 見

http://nces.ed.gov/statprog/instruct.asp 

。）

http://nces.ed.gov/statprog/instruc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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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使用資料庫，以往 NCES

還辦資料分析研習會，教導學員了解

資料庫內容以及合適、正確的統計分

析方法與分析結果解讀。目前另有線

上教學，讓更多人學習。 

由上可知，各國政府都咸認資料

庫為國家寶貴資源，應盡量設法讓國

人能使用。沒有國家政府會以個資保

密理由，拒絕釋出資料。個資保密是

應該執行，但總應有方法兼顧保密以

及發揮資料的運用價值。 

最後建議要求資料庫使用者，在

線上依格式提供摘要及建言寄回，倉

儲於特設網站上，以利了解資料使用

狀況及經驗交流。另外，亦宜共同舉

辦年度成果發表會，邀請使用者參與

報告，並獎勵研究成品優異者。 

(八) 資料庫建置應含永續營運策略 

許 多 資 料 庫 ， 如 追 蹤 調 查 

（ longitudinal studies）和趨勢檢視 

（trend monitoring），需永續經營，定

期進行，其資料價值會更高。再以美

國 NCES 為例，許多資料系統，雖有

調整更新，但已延續幾十年，甚至上

百年，令人敬羨。 

要能永續，如前所敘，首先要訂

定法源。相關單位得以編制預算，依

法執行，不受人事變動或掌權者個人

喜好而存廢。一個資料庫可以視社會

變遷，修正資料內容規範，但不宜隨

意廢棄機制，以免前功盡棄，漠視前

人的心力與貢獻。 

另外，實務經驗宜保存，至少要

保存技術性文件檔案，以利傳承。人

員與機構也最好能延續，避免人員重

複學習和訓練以及設備的搬遷或重

建，耗費資源。 

三、結語 

以上是一些從實務工作中所得到

的經驗與啟示，相信對國內建置大型

教育資料庫有所幫助。衷心期待不久

的將來，在政府積極引導下，國內很

快就會有國際水準的各級教育原始資

料（raw data）系統，不僅能透過特製

分析系統，快速提供各級教育決策與

管理單位所需資料，也能提供教育專

業人員豐富的原始資料，進行廣泛教

育科研工作，為教育各種議題提供答

案，協助國人邁向教育卓越願景，成

為國際教育典範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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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使用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之利與弊 
龔心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一、前言 

世界各國建立教育資料庫之歷史

長遠，例如：美國的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al Statistics 建置的各項大型

教育資料庫即為一例，包括大眾耳熟

能詳的 PISA、TIMSS、NELS88 等都

收錄其中，部分資料庫屬於橫斷性調

查（cross-sectional survey），部分為長

期追蹤的縱貫性調查（ longitudinal 

survey）；而臺灣較為人知的教育長期

追蹤資料庫是中央研究院的「臺灣教

育長期追蹤資料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EPS）、特殊教育長期追

蹤資料庫（Special Needs Education 

Longitudinal Study, SNELS）、臺灣貧窮

兒少資料庫（TDCYP）等，都是運用

長期追蹤的方式對教育現況資料進行

蒐集，藉以探究未來教育發展趨勢。

本文依據研究者使用教育長期追蹤資

料庫的經驗，提出利用長期追蹤資料

庫之優點與限制，期望藉由本文之論

述，對未來欲使用相關教育資料庫進

行縱貫分析之研究者提供建議。 

二、使用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之

優點 

大型資料庫具有許多功能，吳敏

而（2003）指出教育資料庫（1）可以

作為教育機構形成政策與決議時的資

料來源；（2）瞭解各國教育品質與長

期發展的趨勢；（3）連結多項教育指

標，廣泛瞭解各國教育狀況；（4）結

合既有的研究資源，避免重複資料收

集以節省研究經費。顯見使用大型教

育資料庫進行研究不僅可以避免人力

與時間的浪費，更可以作為教育政策

參考的重要資料，以瞭解教育現況以

及未來趨勢。若資料庫為長期追蹤的

縱貫性調查，相對於橫斷性調查，對

於研究者在研究的各個面向會更有彈

性，吳齊殷、張明宜、陳怡蒨（2008）

就指出長期性縱貫追蹤資料的建立與

蒐集，可以提供研究者檢證許多現象

間的因果關係。使用教育長期追蹤資

料庫的優點列舉如下： 

(一) 節省蒐集資料之時間與成本 

基於研究經費與時間性的考量，

許多研究者進行社會科學研究計畫

時，要蒐集縱貫性資料的難度相對而

言較高，因此若要試圖討論某些現

象，往往是藉由橫斷性調查的設計來

進行，例如探索性、描述性或解釋性

的研究，但橫斷性的設計往往無法明

確悉知變項間的因果關係，因此在推

論上較有限制性；若要針對變項間的

因果關係進行探究，縱貫性資料無疑

是另一個較佳的選擇，但以研究者一

己之力蒐集縱貫性追蹤資料並不容

易，因此利用現有的長期追蹤資料庫

就提供了另類選擇，長期追蹤資料庫

不但可以節省研究者蒐集資料的時

間，許多資料庫也都是屬於政府或學

術機構的公共財，只要經過適當的授

權就可以取得，也降低研究的成本花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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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料庫的抽樣設計嚴謹且蒐集面

向多元 

大部分的追蹤資料庫在規劃階段

都會根據教育現況進行嚴謹的研究設

計，在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程度的嚴密

性，例如：欲抽取的變項、抽幾波資

料、追蹤的年限、抽樣的對象（學生、

家長、教師、學校）等，透過這些大

規模且縱貫性的抽樣與追蹤，藉由標

準化施測程序與嚴謹量尺化所建立之

資料庫，預期可以收集較為完整的資

料，便於瞭解各個變項與其他影響因

素之關係，有利於因應縱貫資料而進

行後續較為複雜的統計資料分析。 

(三) 以縱貫性的觀點較能一窺樣本的

發展歷程 

以縱貫性研究設計而言，可以從

動態歷程的觀點來掌握各種教育議題

中個體發展的過程，換言之，資料的

豐富性會隨著資料蒐集波數增多而增

加，藉由長期追蹤資料庫中同一變項

的多時間點觀察，可使研究者能夠設

定符合時間次序的模式，符合時間先

後邏輯的影響假設，非常有助於研究

者瞭解研究議題的「長期趨勢發展」、

「變化前後的差異」及「什麼原因造

成結果隨著時間而改變」等問題（吳

齊殷、張明宜、陳怡蒨，2008），也能

對未來從事類似議題的研究之參考，

極具價值。 

 

 

三、使用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之

限制 

然而使用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所

面臨的挑戰也不少，例如：資料庫的

設計與蒐集技術會影響樣本追蹤的穩

定性、資料庫變項內涵與研究變項之

對應性、教育資料庫的近用性等，都

是使用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可能面臨

的問題與限制，列舉如下。 

(一) 樣本流失所造成的資料遺漏 

一般而言，資料庫的蒐集都會屬

於大樣本的蒐集，但隨著資料蒐集的

波數愈多，固定樣本之追蹤非常容易

隨著調查時間的遞增，因為研究參與

者個人原因或其他因素而無法繼續協

助調查，產生樣本流失的現象，也就

是資料遺漏的情形。雖然現在有許多

統計技術可以針對遺漏值進行處理，

例如：以 Little’s MCAR 的檢定來判斷

研究資料是否屬於完全隨機遺漏

（ Missing Completely at Random, 

MCAR）（Little, 1998）；或是成批刪

除、成對刪除等傳統的遺漏值處理技

術；亦或採用多重插補法（multiple 

imputation ）中 的 EM （ expectation 

maximization）演算法來產生插補值

等，但不論是何種方式，皆有可能造

成結果與模型估計上的問題，而誤解

了研究結果之推論（Rubin, 1987）。許

多研究者會誤以為大型資料庫因為原

始資料是大樣本的蒐集，所以在追蹤

的過程中遺漏許多筆資料並無關緊

要，但這可能是一個錯誤的觀念，因

此在處理樣本流失的問題時，審慎處

理遺漏狀況是必要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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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變項內涵選取之對應性與完整性 

儘管長期追蹤資料庫的蒐集面向

較為多元，但資料庫題目設計可能難

以完全涵蓋研究者所欲探討的變項意

義，在部分變項的內涵界定上也較為

受限，例如研究者本身對 A、B、C 三

個變項感興趣，但資料庫中僅提供 A、

B 兩個變項的相關資料蒐集，若不是

更改第三個研究變項，否則就只能放

棄使用資料庫；或是研究者認為某些

變項是關鍵因素，但僅有其中一波蒐

集到這個變項，因此難以納入縱貫性

的分析模型，這也是極為可惜的；這

些狀況都在在說明了教育長期追蹤資

料庫並非萬能，仍有其受限之處。 

(三) 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的近用性 

許多研究者對教育長期追蹤資料

庫望之卻步的原因，並非不知道如何

取得資料庫的檔案，而是取得檔案之

後 ， 大 量 的 資 料 檔 、 編 碼 資 料

（codebook）、成果報告等，讓人有不

知從何下手之感，包括同一波資料的

不同變項來源，例如：學生、家長、

教師、學校的編號連結；或是不同波

資料之間的對應性，例如同一位學生

在不同波資料的整合；換言之，就是

長期追蹤資料庫近用性的問題。這部

分的限制有些來自於教育長期追蹤資

料庫當初規劃與建置之初，並沒有從

使用者端進行全盤的考量，很容易造

成在資料庫的檔案中霧裡看花之感，

無怪乎許多研究者認為使用資料庫的

困難度高，還是情願自行蒐集資料與

進行編碼，這應該也是規劃大型追蹤

資料庫時亟需要考量到的問題之一。

此外，也有可能是教育長期追蹤資料

庫已經充分地揭露資料庫檔案的內容

與使用方式，但研究者在長期追蹤資

料庫的使用經驗不足，在資料的連

結、選取與對應上無法掌握得宜，這

也可能造成研究者掌握資料庫近用性

的問題。 

四、結語 

國內外都愈來愈重視大型調查資

料庫的建置，特別是以縱貫性的觀點

來進行長期追蹤的資料蒐集更是趨

勢，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有其優點與

限制，因此研究者本身可以充分考量

自身的研究方向、欲規劃的研究設

計、欲建構的研究架構等議題，善用

完善的長期追蹤資料庫來探究相關變

項之關係，將可更豐富研究之深廣

度。期盼藉由本文之分析，讓對資料

庫有興趣的研究者們更加了解教育長

期追蹤資料庫之利弊，以作為未來研

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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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資料庫的現在與未來 
楊孟山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林宜玄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一、前言 

資料庫，簡單來說可視為電子化

的檔案櫃 - 儲存電子檔案的處所，使

用者可以對檔案中的資料執行新增、

擷取、更新、刪除等操作。資料庫是

以一定方式儲存在一起、能為多個使

用者共享 、與應用程式彼此獨立的資

料集合（維基百科，2016）。彭森明

（2003）指出教育資料庫的主要功能

則是提供一些適時、正確、完整的資

料(data），這些資料經過適當的整合或

分析之後，提供資訊(information），供

做下列用途： 

(一) 描述一些教育狀況,包括政策、資

源、課程、師資、設備、環境、

教學 措施、以及學生學習成果等

(describe educational input ， 

process，and output），並經由與相

關資訊比較，瞭解教育的各項變

遷或成長，並診斷教育缺失，做

為未來規劃改進方案的依據。 

(二) 探討一些有關教學成效、學生學

習成長、行政效率等方面的因素

以及一些問題的癥結，做為改進

教學策略的參考或依據。 

(三) 評鑑或評量某一教學措施的成效

(program evaluation）和探討一些

政策的可行性和成果等 (policy 

analysis or evaluation），做為未來

改進教學措施以及修正政策之依

據。 

本文擬從國內大型教育資料庫介

紹，研究成果與面臨困境，對教育主

管機關及教育資料庫管理機關提出建

議。 

二、國內大型教育資料庫 

(一) 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 

「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

( 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

TEPS，2016）是一項由中央研究院、

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2004~2007）和國科會(2000~2008）共

同資助，並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

究所和歐美研究所共同負責規劃與執

行的一項全國性長期的資料庫計畫。

這個資料庫從 2001 年開始，對當年為

國中一年級以及高中、高職和五專二

年級之學生、學生家長、老師、和學

校，進行二至四次的收集資料。目前

資料庫已經完成調查與資料釋出，並

委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管理資料釋

出事宜； 而後續調查：教育和勞力市

場的連結，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

後續調查（TEPS-B），由國立政治大學

團隊持續進行。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

料庫後續調查（TEPS-B）整體計畫分

為兩期，第一期為 2009 年至 2012 年

（簡稱 TEPS-B 2009），第二期為 2013

年至 2017 年（簡稱 TEPS-B 2013）。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3Ftitle%3D%25E9%259B%25BB%25E5%25AD%2590%25E5%258C%2596%26action%3Dedit%26redlink%3D1&usg=ALkJrhiEnNT5FkdE9NfVqpe0WiTaPAL3tg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3Ftitle%3D%25E9%259B%25BB%25E5%25AD%2590%25E5%258C%2596%26action%3Dedit%26redlink%3D1&usg=ALkJrhiEnNT5FkdE9NfVqpe0WiTaPAL3tg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E6%25A1%25A3%25E6%25A1%2588%25E6%259F%259C&usg=ALkJrhi8E5GytHoJdc4KZ91BMk0aawslyA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E6%25AA%2594%25E6%25A1%2588&usg=ALkJrhgGkIuKhite8Zu9D2KM2UECxr3wAg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E5%2585%25B1%25E4%25BA%25AB&usg=ALkJrhh0c6fHsmMrH1cKr_ihXlilqyEM-w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E9%259B%2586%25E5%2590%2588&usg=ALkJrhj4YfiCdaw4N8Ynxp7pvDxS81B6-A
https://srda.sinica.edu.tw/
https://srda.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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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PS自2001年開始調查約20000

名高中職五專二年級學生，以及約

20000 名國中一年級學生。TEPS 於

2003 年再度調查這些分別升到高中職

五專三年級及國中三年級的學生。

2005 年及 2007 年時，TEPS 除了從前

述國中樣本中抽選約 4000 名，並持續

瞭解他們上高中職五專的情況外，也

同時調查了他們約 16000 名的同學。

TEPS-B 於 2009 年啟動，TEPS-B 2009

透過電訪與面訪完成 TEPS2001 調查

之國一、高二、專二學生樣本之後續

追蹤，TEPS-B 2013 透過電訪與面訪

TEPS2001 調查之國一、高二、專二學

生樣本追蹤其進入勞力市場階段的狀

態。 

資料庫以問卷調查方式，向國

中、高中、高職、及五專學生收集資

料。同時，再以這些學生為核心，擴

及瞭解影響學生學習經驗的最主要的

幾個因素：學生家長、老師及學校。 

TEPS 釋出公共使用版資料內容

包括「學生問卷」、「家長問卷」、「老

師問卷」以及「學生表現評量」等資

料。其中與學生相關的資料(  學生問

卷、家長問卷以及學生表現評量）皆

可利用學生代碼做連結。以上所有資

料均不提供學校與班級的代碼，學生

資料亦不能與老師資料連結。 

(二) 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 

2004 年四月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

年一貫課程推動工作小組第四十三次

會議決議：「有關學生學習成就調查是

本部研訂課程與教學政策之重要參

據，有必要進行常態性之資料建立。

同年五月教育部函請國家教育研究院

針對國民中小學學生學習成就建立常

態性之資料庫，做為教育部研訂課程

與教學政策之重要參據。國家教育研

究院旋即規劃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

資料庫（Taiwan Assessment of Student 

Achievement，TASA，2016）之建置計

畫。  

建置完整且客觀的全國性學生學

習成就資料庫，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以縱向瞭解學生的學習表現，特別是

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後，作為日後

決策之參據。基於上述， 建立資料庫

的目的在於： 

1. 建立國民中小學、高中及高職學生

學習成就長期資料庫，以追蹤、分

析學生在學習上變遷之趨勢，進而

檢視目前課程與教學實施成效。  

2. 長期監控國家學力品質與課程品

質，於特定教育政策推動後（國民

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K-12

年級課程綱要）提供具體、完整且

客觀之研究分析，其於影響學生學

習成就表現之效益，據以提供教學

現場及政策決策者修正之參考方

向，並瞭解國內學生學習成就表現

發展之趨勢。 

3. 建立本國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

庫，針對學生背景變項（如家中的

閱讀資源），建立與他國學生成就

評比機制，分析比較與國際大型資

料庫是否存在一致性趨勢。 

4. 提供完整、標準化的學習成就資

料，作為分析學生學習成就上差異

表現變項資料，以評估學生未來在

學術方面能力之發展與社會期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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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瞭解國內學校教學及學生學習成

效之現況，作為課程與教學政策改

進之參考。 

6. 以資料庫的量化資料，提供國內外

相關研究人員，深入探討學生學習

成就方面的相關政策議題。 

7. 辦理基層教師評量能力與試題研

發專業知能增長研習，增進教師運

用評量工具之能力。 

8. 擴大資料庫應用效益，建立縣市合

作機制，提供各年度各縣市學生學

習表現資料及影響學習成就的因

素，以協助教學現場或學校單位進

行宣導與輔導；另指導協助縣市辦

理學習能力檢測，提供評量工具完

整建立及正確使用能力，提升縣市

學生學習成就檢測結果之客觀與

準確性，以輔導縣市政府教育局及

學校推動教學輔導之重要參據。 

為確保資料庫之建立所抽取之樣

本具有全國代表性，且因臺灣各縣市

人口多寡各異，為充分顯現臺灣學生

學習成就實際情形，故採二階段分層

叢集抽樣設計（國中小部分）。第一階

段抽樣單位為學校，根據行政區域與

學校規模進行分層，採用系統機率比

例 抽 樣 （ systematic 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PPS）來抽取樣本

學校。第二階段抽樣單位為受測樣本

學校內的班級，抽樣出受測班級後，

被抽到受測班級的學生均接受測驗。

在高中、高職部分則採全國學校普

測，學生部份進行抽測，故以比例進

行運算。本計畫已於第一年（2005 年）

對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進行國語、

英語、及數學三科之成就評量，2006

年起施測對象增加為小四、小六、國

二、高中二及高職二之學生，2009 年

起分成國小、國中、高中、高職三個

學習階段，即 2009 年進行國小施測、

2010 進行國中施測、2011 進行高中、

高職施測，每三年一個循環。科目涵

蓋國語文、英語文、數學、自然、社

會領域（不含小四英語文及社會）五

科。 

該資料庫蒐集之資料涵蓋國小、

國中、高中、高職此三個教育階段，

用以蒐集學生國語文、英語文、數學、

社會、自然此五科之學習成就表現。 

(三) 臺灣高等教育整合資料庫 

彭森明教授原服務於美國教育部

國家教育統計中心，應清華大學之聘

回國，並於 2004 年首次進行大一大三

調查。2006 年，彭森明教授由清華大

學調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計畫改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教

育研究與評鑑中心自 2006 年起，進行

「大一大三調查」、「大專教師調查」

及「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調查」，前揭

調查蒐集了與高等教育議題相關之橫

斷性及縱貫性資料，目的在促進以證

據為基礎的高等教育研究及政策擬

定。為使臺灣的高等教育資料庫獲致

有效之利用，中心教育資料組將三項

調查資料結合為「臺灣高等教育整合

資 料 庫 」（ Taiwan Integrated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Database ，

TIPED，2016），成為國內寶貴的高等

教育決策與研究資源。 

臺灣高等教育整合資料庫調查實

施與調查對象，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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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調查實施與調查對象表 

調查 

名稱 

調查學制/對象 調查年級 

畢業生流

向調查

(  應屆

畢、畢業

後一、畢

業後三） 

一般大學、四

技、二技、五專、

二專、進修部、

在職專班/普查 

大學生、 

碩士生、 

博士生 

高等教育

師生調

查：大一

大三調查 

一般大學、四

技、二技、二專/

抽查+普查 

大一、大

三學生 

高等教育

師生調

查：大專

教師調查 

在職本國籍專任

教師/普查 

 

師資生調

查 

同上，修有師資

職前培育課程者

/普查 

大一、大

三、碩、

博 

資料來源：王麗雲（2012）。    

資料蒐集主要是以網路問卷調查

方式為主，對於不方便上網填寫問卷

之受訪者，先以紙本問卷進行資料蒐

集，再以人工方式將受訪者之答案輸

入問卷系統中。可能是回收率的因

素，「臺灣高等教育整合資料庫」在前

些年正式結束，無法持續（詹盛如，

黃庭玫，2016）。 

(四) 後期中等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

（ Taiwan UPPER Secondary 

database，2016） 

為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推

動，教育部為整合國家後期中等教育

的重要資訊，自 2010 年起教育部中教

司委託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

中心建置後期中等教育整合資料庫，

以提供政府、學校等單位進行政策研

究與校務分析，促進各級政府、學界、

學校掌握後期中等教育辦學現況，滿

足不同層級，不同對象使用者之後期

中等教育資訊需求。目前該資料庫由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辦理。 

成立後期中等教育長期追蹤資料

庫目的如下： 

1. 建置國家後期中等教育學生、家

長、教師、教學資料庫，掌握國家

後期中等教育現況、問題與發展趨

勢。 

2. 協助各縣市與各高中職五專進修

學校掌握校務經營與辦學現況、問

題與發展趨勢，作為辦學改進基

礎。 

3. 以 CIPP 模整合現有後期中等教育

資訊、補充蒐集缺漏之後期中等教

育資訊。 

4. 透過線上分析系統與平臺建置，使

各級政府與學校便利掌握教育表

現狀況，並滿足不同對象之資料需

求。 

5. 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之

推動，透過對學生、教師、家長之

調查，透過前後比較，持續觀察，

作為政策修正改進之參考。 

該資料庫以普查,網路問卷的方式

向全國公私立高中、高職及五專（僅

五專前三年）校長、教師、學生及家

長蒐集資料，目前已蒐集完成的對象

包含 100 學年高一專一學生資料、100

學年高中職教師資料、100 學年高中職

校長資料、101 學年高一專一學生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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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101 學年高二專二家長資料、101

學年高二專二學生資料、101 學年高二

專二導師資料。 

三、研究成果與面臨困境 

(一) 研究成果分析 

本文把時間範疇聚焦在 2000 年至

2016 年，分析國內運用教育資料庫研

究的大致樣貌，提供各界參考。研究

者鎖定國內較大型的線上資料庫為對

象，經過試用與初步分析後決定採納

「 華 藝 線 上 圖 書 館 」

（http://www.airitilibrary.com/），因為

它具有廣泛的期刊收納，以及完善的

單篇文章資料。本文除了想了解運用

教育資料庫研究篇數之外，亦想了解

研究方法取向以及研究主題內容。所

以，這些單篇文章必須要有篇名、作

者／單位／職稱、摘要／研究方法、

關鍵字，甚至是全文檔案。研究者根

據上述資料，將所有單篇文章建立在

excel 檔案中，方便校正、查閱，以及

統計資訊。根據研究發現，統計如表

2。 

表 2 

國內教育資料庫研究發表篇數統計 

名稱 
期刊文章

發表篇數 

博士論文

發表篇數 

碩士論文

發表篇數 

TEPS 48 4 68 

TASA 15 0 13 

TIPED 7 1 4 
資料來源：華藝線上圖書館（2016）。  

(二) 面臨困境 

儘管現有臺灣大型教育資料庫分

析有如表 2 所述的研究成果，但其領

域發展仍處於發育期。因此，亦有不

少研究者對於相關的概念混淆、或對

資訊安全質疑。說明如下。  

1. 相關概念的釐清 

資料庫不等於大數據，大數據不

等於開放資料。茲分述如下： 

開放資料是近年全球熱門的議

題，近期的「政府資料開放」階段則

始於 2009 年美國政府的「Data.gov」

以及 2010 年英國政府的「Data.gov.uk」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13）

自此開放資料陸續在各國政府內部推

動，另一方面公民團體也有不少計畫

呼應政府的開放資料行動。而在臺

灣，開放資料已在民間醞釀，政府部

門也推動共用平臺「Data.gov.tw」。 

現階段的政府機關的資料與資訊

分享可以依下表 3 所示，從四個類型

來作初步的簡單分類（項靖、楊東謀、

羅晉，2012）。第一類型所代表的為政

府機關主動來作資訊分享，然而所分

享的資訊並非機密或隱私相關的資

訊。第二類型所代表的為需要向政府

機關提出要求作資訊分享，但所要求

分享或開放的資訊並非機密或隱私相

關的資訊。若主管機關未來同意主動

釋出資訊，此類型的資訊分享極有可

能在將來轉變成為第一類型。第三類

型所代表的為政府機關主動來提供資

訊分享給與特定機關或組織，但其所

分享的資訊涉有機密或隱私相關的特

性，此類型的資訊分享往往較具有爭

議性質。第四類型所代表的為需要向

政府機關提出要求作資訊分享，且所

http://www.teg.org.tw/web_zh/about/member.do#13a2bf800b100000bec7
http://www.teg.org.tw/web_zh/about/member.do#13a2bf8ad940000025a5
http://www.teg.org.tw/web_zh/about/member.do#13a2bfcb5e300000a2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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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分享或公開的資訊為機密或隱私

相關的資訊，此類型的資料與資訊分

享行為大多發生於機關與機關之間。 

本研究討論教育資料庫的開放資

料，應屬第一類型與第二類型為主。 

表 3 

政府機關的資料與資訊分享類型 

 政府機關主

動作資料或

資訊分享 

要求政府機

關作資料或

資訊分享 

非機密或隱

私相關的資

料或資訊 

一 二 

有機密或隱

私相關的資

料或資訊 

三 四 

資料來源：項靖、楊東謀、羅晉（2012）。  

    在討論政府開放資料的同時，大

數據議題也隨之竄起。「大數據」受到

關注，源起於 2011 年全球知名諮詢公

司麥肯錫（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發佈了「大數據：創新、競爭和生產

力的下一個新領域（Big Data: 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報告，宣告「大數

據」時代來臨（吳宗哲，2014）。除了

「大數據」名詞外，也可稱為「巨量

資料」、「海量資料」等。 

    近年來隨著線上評量、網路教

學、大規模開放課程、電子書、科技

輔助教學設施的進步發展，這股「大

數據」趨勢也開始影響教育機關，倡

議者主張長期大量的學習行為資料數

據之蒐集、分析、應用將大大提升學

習成效，積極支持以「大數據」來改

善教學模式及落實適性教學（張佳

琳，2014）。大數據與傳統分析之差異

可從資料分析方法、可預測性、所需

耗費時間及使用技術 4 個面向做比較

（李欣宜，2015），詳見表 4。 

表 4 

大數據和傳統分析之異同 

 傳統分析 大數據分析 

資料分析方

法 

抽樣技術 使用原始資

料（raw data）

進行統計分

析、視覺化、

產出報表 

可預測性 制定模型以

跑出期望中

的數據結果 

探索資料、發

現新模型、找

出資料間的

關聯性，進而

達成精準預

測 

所需耗費時

間 

透過資料庫

正規化、視覺

化、費力耗

時、學習門檻

高 

可即時支援

業務單位進

行策略調整

與配合 

使用技術 資料庫、正規

化、結構化基

礎的分析 

原始資料、大

數據、非結構

化和結構化

分析、分散式

儲存、分散式

運算 

資料來源：修改自李欣宜（2015）。 

    本研究探討之臺灣現有大型教育

資料庫皆具有政府開放資料的性質，

惟尚無大數據資料的基礎。 

2. 資訊安全 

    資訊安全牽涉層面廣泛，本研究

從規範、政府協助角色及資安認證機

制三面向切入。 

    教育部於 2007 年公布「教育體系

資通安全管理規範」並設有校園資訊

安全服務網（https://cissnet.edu.tw），

協助各級學校並對相關人員教育訓

練。接著於 2013 年發布「教育體系個

人資料安全保護基本措施及作法」，該

http://www.teg.org.tw/web_zh/about/member.do#13a2bf800b100000bec7
http://www.teg.org.tw/web_zh/about/member.do#13a2bf8ad940000025a5
http://www.teg.org.tw/web_zh/about/member.do#13a2bfcb5e300000a2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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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指導爐列「人員管理」、「作業管

理」、「物理環境管理」、「技術管理」、

「認知宣導及教育訓練」及「紀錄機

制」六大面向之基本措施及作法。教

育部所屬各機關（構）各級學校及所

管之各非公務機關可參考該行政指導

之相關管理措施，以保護內部相關作

業程序所產生或經手之各種形式（含

書面或電子）之個人資料。 

    中央政府也相當重視資訊安全，

早於 2001 年成立資安會報，歷經組織

變革，現稱之為「國家資通安全科技

中心」，其任務為提供政府機關事前安

全防護、事中預警應變、事後復原等

資安技術服務（國家資通安全科技中

心，2016）。 

    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則對資訊

安全提出 ISO 27001 資訊安全管理系

統（ISMS）驗證。ISO 27001:2013 資

訊安全管理系統透過各項文件明確律

定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之建立、執行、

操作、監督、審查、維護及改良作業

之要求。因此，通過 ISO27001 驗證除

了加強組織管控風險外，可同時增加

使用者對資料庫資訊安全的信心，並

可務實的滿足組織持續營運需求。 

    臺灣現有大型教育資料庫管理機

關人力是否按照資安規範運作、是否

留意國家資通安全科技中心資安防護

訊息通報以及是否通過 ISO27001驗證

或取得相關 ISMS 認證，值得關切。 

 

 

四、結論與建議 

(一) 對教育主管機關 

1. 重視調查資訊評估及檢討教育政

策與實務之成效與問題。定期聽取

教育資料庫的運作、維護訊息，給

予經費運作及人力穩定性的支持。 

2. 督導教育資料庫管理機關，定期辦

理工作坊，研討會，推廣資料釋

出。 

(二) 對教育資料庫管理機關而言 

1. 彭森明（2003）指出，為了促進資

料的高度使用，有些資料庫分成

「大眾使用檔」（public released 

file）及「限制性使用檔」（restricted 

file）兩類。要使用「限制性使用檔」

的研究人員必須提出申請, 說明研

究用途並保證遵守使用規則。 

2. 王麗雲（2012）建議教育資料庫管

理 機 關 可 以 舉 辦 校 務 資 料

（institutional data）分析研討，調

整學校辦學策略。除了編制手冊或

指南，供各校及其他單位參與人員

使用之外，亦提供講習會，輔導人

員使用資料系統。 

3. 發行電子報。推廣資料釋出，根據

調查資訊評估及檢討教育政策與

實務之成效與問題。 

4. 提 出 計 畫 並 編 列 經 費 ， 通 過

ISO27001 驗證或取得相關資訊安

全管理系統（ISMS）認證。資訊管

理人員定期參與教育部資安議題

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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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國際調查教育資料庫跨屆比較分析之技術建議 
李哲迪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助理研究員 

 

一、前言 

為了能追蹤各國的教育狀況，目

前國際的大型教育調查都會按固定年

期間隔地持續進行。這些跨屆的資料

庫吸引研究者進行次級分析。在跨屆

分析時，變項的分數必須在同一量尺

上，而且研究誤差不致過大，才能有

意義地比較。本文旨在指出跨屆比較

的可能誤區，並建議解決方法。 

前述跨屆國際調查，舉例而言，

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所主持每隔三年

舉行一次的「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

（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由教育成就評鑑國

際協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 

Achievement, IEA）所主持每隔四年舉

行一次的「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

趨勢調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每隔五年舉行一次的「促進

國際閱讀素養研究」（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PIRLS）、和每隔七年舉行一次的「國

際 公 民 教 育 與 素 養 調 查 研 究 」

（ International Civic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tudy, ICCS）。在調查結束

後，調查單位會提供調查結果的分

析，並公告調查資料庫，以供學者進

行次級分析。在調查資料庫中，除了

有教育成就分數之外，還有調查單位

利用問卷題項所建立之導出變項的分

數，例如：家庭教育資源、科學學習

的自信等等。 

在運用資料庫跨屆比較時，會有

下列兩種類型的研究（表 1）。第一種

是「趨勢分析」。在此類研究中，學生

的教育級別是固定的；可能是單一級

別，也可能是多級別混和（例如：PISA

調查的是 15 歲學生，若固定所研究的

學生年齡，一般而言則會包含 9 年級

和 10 年級兩個級別）。此類研究固定

學生教育級別比較前後屆的教育成就

或背景變項。第二種是「世代追蹤」，

例如：同一世代，在這一屆 TIMSS 調

查時是八年級，在上一屆是四年級，

比較兩屆這兩個年級學生的教育成就

即屬世代追蹤。 

表 1 

調查資料跨屆比較類型分析 

  趨勢 

分析 

世代 

追蹤 

特

徵 

世代 不同 相同 

教育級別 相同 不同 

調查年份 不同 不同 

可

否

比

較 

整體 

教育成就 
可以 ？ 

分領域 

教育成就 
？ ？ 

背景變項 ？ ？ 

在趨勢分析時，由於「整體教育

成就」的跨屆比較是在調查設計之初

就預定要達成的目標，因此肯定是可

行的。但是教育成就若還細分不同領

域（例如：科學下細分物理、化學、

生物、地球科學），那麼分領域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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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有可能沒辦法跨屆「直接」比較。

關於世代追蹤，一般或許以為 TIMSS

既然調查了四年級和八年級學生的教

育成就，那麼四年級和八年級學生的

數學或科學成就分數的平均值應該可

以直接加減比較，但其實不然。分領

域教育成就直接比較的世代追蹤自然

更是無法做到。最後，在國際教育調

查資料庫中，各種導出的背景變項分

數是無法跨屆直接比較的；這也與一

般的認知不同。 

造成上述跨屆變項分數無法直接

比較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因為跨

屆的變項分數其實並非在同一量尺

上。其二則是因為跨屆比較的研究誤

差過大。本文接下來要針對這兩點原

因進一步加以闡述。此外，若這些變

項跨屆無法直接比較，那麼要在什麼

情況下，或在什麼方法處理後，才可

比較？此問題也是本文要嘗試回答

的。 

二、非同一量尺之不可比較 

變數分數要在同一量尺上才能比

較；這就好像溫度的讀數要在相同的

溫標上才能比較是同樣的道理；攝氏

20 度和華氏 10 度是沒辦法直接加減

的。 

無論是成就測驗或背景變項，其

分數都是透過題項的作答反應來推估

的。在大型調查研究中，跨屆的題項

並不完全相同，其中有些題項是「共

同題」，透過這些共同題，我們把兩屆

學生放在一起透過試題反應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 IRT）來推估變項的

分數，這個過程叫做「等化」。如果沒

有把兩屆學生放在一起推估，而是各

自推估，我們就會分別建立出兩個量

尺，而不是一個量尺。以 TIMSS 為例，

在 TIMSS 2007 資料分析時，TIMSS

已經調查了四屆。若每一屆的八年級

數學成就都是各自推估，而且每一屆

量尺分數的參照標準都是該屆「國際

全體」學生的平均值和標準差，並分

別將之設定為 500 分和 100 分，則每

一屆 500 分的實質意義並不相同，我

們也無從區別某一屆的 1 分跟另一屆

的 1 分的實質成就差異是否相同；如

此，跨屆的趨勢分析就不可能做到。

利用兩屆間 1/3 至 1/2 的共同題，在推

估 TIMSS 2007 八年級學生數學成就

的同時，四屆學生的作答反應被放在

一起分析，TIMSS 1995 至 2003 三屆

八年級學生的數學成就也重新做了推

估，最後所建立起來的八年級數學成

就量尺是將 TIMSS 1995 國際全體八

年級學生數學成就平均值設定為

500，標準差設定為 100 所建立起來的 

（Olson, Martin, & Mullis, 2008, pp. 

235-236）。 

總結來說，資料庫中不同屆的分

數要能在同一量尺上直接比較，必須

滿足三個條件。一、跨屆的成就測驗

或問卷要有共同題。二、共同題題數

要夠多。三、分數要經過等化。前述

分領域的教育成就分數無法直接比較

是因為共同題題數不夠多（共同題數

量若足夠，則可跨屆比較。共同題是

否足夠在國際調查的技術手冊中會有

說明）。共同題不夠多，意味著對行為

的抽樣太少，測量誤差過大（Olson et 

al., 2008, p. 236）。根據 PISA 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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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同時有其他兩個成就分數要推估

時，利用多向度 IRT，題數可較少，但

最少也要 26 題（OECD, 2014, p. 

280）。TIMSS 四年級和八年級的教育

成就無法直接比較，做世代追蹤，那

是因為兩個年級的成就測驗沒有共同

題。至於背景變項跨屆無法直接比

較，則是因為資料庫中的分數沒有經

過等化。 

如果共同題數量足夠，只是資料

庫的分數沒有等化，那就需要按照技

術手冊運用 IRT 將分數等化，把量尺

重新建立起來。此解決方法適用於學

校、教師和學生的背景變項。在統計

技術上無法解決的是無共同題，或共

同題數量不足的情況。 

TIMSS 四年級和八年級的成就測

驗試題僅在 TIMSS 1995 這一屆有共

同題。TIMSS 2007 重建 TIMSS 1995

至 TIMSS 2007 之資料的量尺時，四年

級和八年級教育成就的量尺就分開

了。四年級的數學（或科學）成就量

尺是將 TIMSS 1995 國際全體「四年

級」學生數學（或科學）成就的平均

值設定為 500、標準差設定為 100 所建

立起來的。由於八年級的成就量尺是

以 TIMSS 1995 國際全體「八年級」學

生的數學（或科學）成就作為參照，

因此兩個級別的成就量尺是不同的。

由此則會衍生如下的問題。首先，四

年級成就量尺的 500 分所代表的成就

理應比八年級量尺的 500 分要低，但

低多少，無從得知。其次，四年級量

尺的 1 分跟八年級量尺的 1 分的實質

意義也不相同。因此，四年級跟八年

級學生的分數是無法直接加減來比較

的。 

雖然四年級和八年級的分數無法

直接加減，但若某些預設條件成立，

還是可以定性地比較。例如：我們對

都市和鄉村兩組學生的成就差距有興

趣。假如根據 TIMSS 的數學成就分

數，某國家四年級的城鄉差距是 30

分，而八年級的城鄉差距是 40 分。我

們無法直接根據數字大小就判斷經過

四年該國學生數學成就的城鄉差距擴

大了。但因為八年級 1 分所代表的實

質成就大於四年級 1 分，在這個預設

下，我們可以定性地得出結論說數學

成就的城鄉差距擴大了。實際上，這

個預設是合理的。因為 TIMSS 四年級

和八年級數學的 100 分分別是 1995 年

國際全體四年級和全體八年級學生數

學成就的標準差，而教育成就的變異

隨受教年數是會擴大的，因此八年級

數學 100 分所代表的實質成就會比四

年級 100 分要高。 

除了在預設條件下，可定性比較

之外，即使不在同一量尺，如相關係

數這一類的統計量還是可以跨屆比

較。以連續變項為例，相關係數的意

義是變數 X1 改變一個標準差的時

候，變數 X2 改變多少個標準差。例

如：家庭教育資源和數學成就的相關

係數為 0.3 所代表的意義是家庭教育

資源增加 1 個標準差的時候，數學成

就增加 0.3 個標準差。在描述相關性

時，所涉及之變項的分數都轉換為以

標準差為參照標準，而不是量尺的單

位，於是就沒有因為量尺單位不同而

無法比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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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誤差過大之不可比較 

在跨屆比較時，除了要注意變項

分數是否在同一量尺之外，還要考慮

研究誤差是否過大。在大型調查研究

中，研究誤差包含測量誤差和抽樣誤

差。為方便次級分析的研究者估計教

育成就的測量誤差，目前大型調查資

料庫的標準的作法是提供五組教育成

就分數的「擬真值」（plausible values）。

背景變項的測量誤差則在信度合乎要

求後，忽略不計。至於抽樣誤差，由

於大型調查採多階分層叢集的複雜抽

樣，因此簡單隨機抽樣的標準誤計算

公式不再適用，一般是利用「重複抽

樣法」（resampling methods）來估計

（OECD, 2009）。 

在測量物體長度時，量尺根據其

誤差大小而有適用的測量範圍。以平

常的直尺測量頭髮直徑，誤差過大，

測量結果無法用來比較差異，其理甚

明。研究誤差對跨屆比較的影響也是

一樣。在跨屆比較時，除了比較各國

學生教育成就的平均值之外，也可能

將各國學生分組，然後探討其學習成

就跨屆的變化趨勢。假設組內人數過

少，則有可能產生該組之統計量抽樣

誤差過大的問題。例如：根據 TIMSS

的學校問卷，學校所在地可按人口分

為六組：3 千人或更少的偏鄉、3 千以

上至 1 萬 5 千人的村落、1 萬 5 千人以

上至 5 萬人的鄉鎮、5 萬人以上至 10

萬人的中型城鎮、10 萬人以上至 50 萬

人的大型城鎮、50 萬人以上的都會。

在 TIMSS 2007 和 TIMSS 2011，我國

在 3 千人以下的偏鄉沒有抽到八年級

學生。在人口為 3 千以上至 1 萬 5 千

人的村落，我國在 TIMSS 2007 抽到

107 位八年級生，數學平均成就為 553

分，標準誤為 41.5 分；在 TIMSS 2011

抽到 143 位八年級生，數學平均成就

為 570 分，標準誤為 28.6 分。此類鄉

村區域學生在 TIMSS 2007 至 2011 之

間，數學成就進步了 17 分，標準誤為

50.0 分。表面上看來學生的數學成就

進步了，但其實這個進步非常可能只

是誤差造成的，由於平均差值的標準

誤高達 50 分，兩屆分數的差異必須達

到 98 分以上才有統計上顯著意義。而

98 分幾乎是我國八年級數學成就的標

準差，因此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造成上述情況的原因是統計分析

時分組的設計不佳所致。要解決此一

無法比較的問題，作法有二。其一是

把村落跟鄉鎮的學生合併為較大的組

別，如此則可縮小抽樣誤差。這是治

標的作法。其二是在抽樣時，針對村

落的學生，增加抽樣的人數。這是治

本的作法。 

四、結論 

跨屆資料要能直接比較，變數分

數必須在同一量尺上，而且研究誤差

不可過大。因為分數不在同一量尺上

以致無法跨屆直接比較的情況可能是

因為欠缺共同題，可能是因為共同題

數量不足，也可能是跨屆資料庫中的

分數沒有等化。針對此類狀況，研究

者可採取在預設條件下定性比較、選

擇適當的統計量（如：相關係數）進

行比較、或重建量尺等方法來解決。

因為研究誤差過大而無法跨屆直接比

較的情況，主要可能是因為分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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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以致分組人數過少所致。治標的

作法是合併組別，治本的作法則是增

加所關心之組別的抽樣學生人數。 

解決了技術性問題固然不足以保

證研究者可以得到有意義的結論，但

技術性問題若沒有解決，研究者很可

能得到的是沒有意義甚至是錯誤的結

論。在運用大型調查資料庫執行統計

分析時，過去往往因為統計軟體功能

不足，以致研究者的分析無法考慮周

全。近來，針對 IRT，在 R 語言下有

方便好用的 TAM 模組可供使用。研究

者只要對 IRT 有基本的瞭解，即可利

用該模組來重建量尺。針對各種大型

調查涉及複雜抽樣和擬真值的誤差估

計，STATA 這套商業統計軟體提供了

許多方便的模組可供使用；在 R 語言

下，也有 survey 和 svyPVpack 等模組

可供使用。SPSS 的誤差估計功能相較

之下則較為缺乏。為解除其限制，IEA

發展了 IDB analyzer，此程式可很方便

地產生 SPSS 的巨集檔，結合 SPSS 即

可完成 IEA 和 OECD 各項大型調查資

料的許多統計分析。隨時代演變，統

計工具既已更為方便好用，研究者則

更應負起解決技術性問題、提供正確

資訊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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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資培育資料庫」釋出催生 
江淑真 

東海大學教育所暨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秘書處文書組組長 

 

一、前言 

優良的教師培育乃為國家提升競

爭力的第一步，這樣的認知可見於近

年來世界各國對於師資培育制度的宣

示。在美國，小布希時代的聯邦政府

通過「別讓孩子落後」 （No Child Left 

Behind）法案以及由歐巴馬團隊所提出

的「邁向頂尖」（Raise to the Top）為

教師團體們帶來更加要求的課責機制 

（Wiseman, 2012）。Wiseman （2012）

指出，許多州別因此開始蒐集資料，

師資培育機構不得不開始報告 （report 

cards）如何挑選、培育以及督導未來

的教師們。在歐洲，歐盟倡導其底下

的教育委員會關注於師資培育的品質

（ Commission of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8），教師品質的重要

性可見一斑。同樣地，國內甫於 2012

年底公布的《師資培育白皮書》也提

及強化選才育才以確保優質師資為第

一個主要的發展策略。 

因而在對教師效能愈加要求課責

的風潮下，教師培育制度與如何產出

有效能教師的關聯性即成了眾所矚目

的重要課題。究其實際，到底師資培

育的過程如何影響教師品質，而所謂

教師品質該如何判定?這樣的疑惑，使

得師資培育及教師品質與學生學習成

長間的關聯程度，一直是許多研究關

切的焦點（Darling-Hammond, 2006; 

Ingvarson et al., 2015; Wiseman, 

2012）。Cochran-Smith （2001）提及，

由於難以取得師資培育過程中可供比

較的基準以及與學生成就的連結，他

歸納了師培過程中三類結果導向式

（outcome-driven）的問題以了解師培

教育的成效，分別是教師候選人的專

業表現、教師的測驗成績以及師培機

構對於教學練習與學生學習的影響。

但即使我們將目標訂立為結果導向式

的探究，這些資料來源的取得仍需透

過長時間不間斷地蒐集以建置資料

庫。 

教育資料庫的應用可謂相當多

元。在統計面，教育資料庫可用於協

助掌握現況並做為警訊；在政策面，

良善政策的制定乃有賴於實證佐證；

在實務面；資料庫有助教育機構辦學

改進，例如校務資料庫本身就是學校

辦學重要的參考資訊（王麗雲，

2012）。但可惜的是，國內目前現有且

可供學術界使用的教育資料庫寥寥可

數，較完整的有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

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tudy, 

TEPS）及其後續仍進行中的調查計畫-

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的連結（TEPS-B）；

屬於高等教育階段的部分則由彭森明

所主導的 91 至 94 學年度臺灣大專校

院調查，實施對象涵蓋了大一新生、

大三學生及畢業生一年後追蹤調查

（張雪梅、彭森明，2009）。關於師資

生的相關調查雖早在 2009 年即進行線

上普查，但卻遲遲未見該資料庫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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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不同的社會脈絡與經濟處

境，各國如何能夠釐清以及找出最適

切的師資培育政策與相關規定成了最

大的挑戰。細究教師培育政策涵蓋的

議題包括：選擇適合擔任教師人選的

入口端、培育教師信念的過程、以及

在進入職場後的支持網絡與持續的專

業成長。因此，希冀能進一步找出從

師資培育到教師專業成長中每個環節

的實務典範（best practices），唯有透過

師資培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的建置與開

放應用才能得知以證據為本的方向。

有鑑於此，表 1 列出美、英、澳洲、

新加坡等國相關師資培育資料庫的內

容，希望提供給未來得以釋出的臺灣

師資培育資料庫做為參考。 

表 1 

各國與其相關資料庫 

國別 計畫/資料庫

名稱 

內容/議題 

美國 教職人員調查

（SaSS） 
調查對象：學校教

師、校長；單位:

學區、學校 

美國 

 

專業教育資料

系統（PEDS） 

蒐集美國境內多達

800/1400 個負責培

育教師的高等教育

機構特性、效率及

結果 

英國 

 

成為一名教師

計劃（BaT） 

英格蘭 2003-2009

實施的六年計劃，

目的在於了解新進

教師的師資培育訓

練，導入階段以及

開始的教師專業發

展情形。 

澳洲 

 

初始教師培育

（ITE） 

資料源自澳洲畢業

生調查，可蒐集修

習各階段的師培

生。 

新加

坡 

師培生調查、

準教師調查 

統一由國立教育院

進行培育與調查 

 

二、各國師培之相關資料庫簡介

及其啟示 

美國境內最為完整且歷史悠久的

教師資料庫即為教職人員調查（School 

and Staffing Survey, SaSS）。其中抽樣

的調查對象包含四部分：學校教師、

校長、學區和學校，其年度報告提供

給教育政策單位進行學前教育至高中

階段（K-12）的參考與進行決策的依

據（Susan D. Wiley, Kerry A. Reynolds, 

Amanda Cobb, & Luekens, 1999）。另外

專 業 教 育 資 料 系 統 （ Professional 

Education Data System, PEDS）調查多

達 800 所的師培機構成員為資料庫來

源的基礎，除了每年高達機構成員

95%的填答率，其中還包含了非團體成

員的 75 所機構志願加入調查的行列，

使得 PEDS 資料庫的代表性與豐富度

更具說服力（AACTE, 2013）。 

針對師資培育過程與任教四年內

的新進教師，英國英格蘭地區實施六

年調查計畫以了解職前師資培育訓

練，導入階段以及最剛開始四年的現

職教師專業發展情形。該計畫透過第

一波抽樣調查多達 4790 名實習教師，

到最後第六波的 1443 名；另外還有以

深度訪談進行訪問（由第一波的 85 位

到最後一波的 48 位）；定期郵件交換

的方式則有第三波的 46 位到最後僅剩

的 25 位（Hobson, Malderez, Johnson, & 

Tracey, 2006）。該調查結果得以發現受

調查教師們對於職前師資培育的滿意

程度，且同時，擁有少數族群背景及

年紀較大的教師其滿意度皆較低。預

計這些初步發現將回饋給英國政府、

師培負責教師與師培機構作一整合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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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制定更適合不同族群或背景的

師培生修習職前教育課程。 

在澳洲，關於初始教師培育（Initial 

Teacher Education, ITE）的資料來自澳

洲畢業生調查（Australian Graduate 

Survey, AGS），其中主要包含最終畢業

目的和修習課程經驗調查。AGS 資料

包含那些已經完成學前階段、小學及

中等教育階段師培教育的畢業生，乃

可以蒐集到約 80%的全體畢業生

（AITSL, 2014），因而其資料可謂相當

具代表性。在新加坡，建立以證據為

本的師培教育乃成一國家既定方向，

但目前實證研究所需的大規模資料庫

仍缺乏（ Low, Hui, Taylor, & Ng, 

2012）。比起其他各國的不同教師培育

管道與來源的複雜，新加坡的師資培

育統一由國家教育院（ Institution of 

Education, NIE）培育與進行調查。如

此一元化的培育雖方便達到政策執行

與標準化的訓練要求，但誠如 Low et 

al.（2012）回顧過去十年間的師培教

育 相 關 研 究 與 調 查 多 為 一 次 性

（one-off）的實施與結果，長期且具

系統性的調查實有其必要。 

初步了解各國相關之師資培育資

料庫的建置與運用情形後，對臺灣師

資培育資料庫的啟示有三：1. 掌握在

師資培育中，不同利害關係人的相關

資訊。譬如像是美國教職人員調查

（SaSS）內含雇主端的資訊，其中有

學校校長對該實習老師或新任教師的

滿意度，這是國內臺灣師資培育資料

庫未來可臻於完備的方向之一。2.資料

的統計報告與釋出。雖說如同美、英、

澳洲、新加坡，臺灣師資培育資料庫

在網路上也有公開的描述性報告書，

且除了文件資料需考慮增加英文版本

外，進一步的資料庫釋出也略顯緩

慢。3.研究時程的延續。有鑑於新加坡

檢討國內教育調查大多屬於一次性的

缺點，我們更應當引以為戒，希望有

關當局能體認教育資料庫的重要性並

允諾將投入長期的資金與人力以求能

進行以證據為本的師資培育議題相關

研究。 

三、結語 

綜上所述，早自 2009 年起，由師

大王麗雲教授及其所帶領的教育研究

與評鑑中心團隊已為國內的師資培育

資料庫建立了厚實基礎。其相關的描

述性統計調查資料乃包含了新進師資

生、大三師資生、應屆畢師資生、畢

業後一年、畢業後三年及畢業後五年

師資生，其中有部分年度甚至涵括了

師資培育單位與授課教師調查。常言

道：「資料庫的建置乃近似於黑手的工

作」，其付出的時間與辛勞可想而知，

但資料庫不進一步開放就失去了原有

建置的目的及價值，時間一久只怕流

於官方堆砌的數據資料罷了。再者，

由於目前教師職缺日益減縮的現實環

境下，關心國內教育現況的有識之士

們更應加入臺灣師資培育資料庫公開

釋出的催生行列。最後，資料庫的釋

出乃需一系統化且全盤性的思考，希

冀教育部及早決定釋出後，更需撥允

專責專款以加速整個後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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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高等教育學費與助學貸款制度之探討 
簡宗德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教師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 

 

一、前言 

臺灣現今高等教育有很嚴重的

「反重分配」現象，也就是高社經地

位子女以較低學費就讀較多資源挹助

的公立大學，而弱勢家庭子女則多就

讀學費昂貴的私立大學。政府雖然採

取學費凍漲、學雜費補助、助學貸款

等政策來減輕弱勢家庭的負擔，卻沒

有解決弱勢家庭子女較少機會進入前

端學校，或者念私立大學低補貼高學

費的結構問題。透過考試決定誰得以

享有較多的高等教育資源，表面上是

公平的，卻忽略家境優渥子女擁有較

多的資源而能在考試升學路上有較好

表現的結構問題，這是假公平。對弱

勢學生來說，儘管九〇年代教育改革

後，廣設大學提高錄取率，但臺清交

等名校大門依舊狹窄。政府對於高等

教育應採取適宜的「學費與助學貸款

制度」，以促進教育公平之基本目標，

鼓勵更多弱勢學生進入（公立）大學。 

臺灣目前採取「政府管控導向」

的學費政策，目的是基於教育是人民

的權利，不應因某些不利因素（特別

是經濟因素）影響到人民受教權；其

次是 1988 年以前，臺灣高等教育人口

（18-22 歲）淨在學率尚未突破 15%，

政府視高等教育為菁英教育與準公共

財，應以公共支出為主。但隨著臺灣

高等教育的擴充，高等教育人口淨在

學率於 1988 年達到 15.95%，進入「大

眾化」階段；2004 年擴充至 53.20%，

邁向「普及化」階段。蓋浙生、鈕方

頤（2012）認為「政府管控導向」的

學費政策顯現問題有三：（ㄧ）增加政

府財政的負擔，若財力不逮，會影響

大學的品質；（二）大學財務自主性不

足，影響辦學績效；（三）政府僅能對

公立大學提供適度補助，但私立大學

卻仍以學費為主要財源，管制學費造

成公私立大學辦學品質有很大差異。 

政府除了支助教育活動之外，國

防安全、醫療健康、交通與警察系統

也是政府的重要功能，因此教育經費

仍須與公共部門競爭經費。因此一個

國家能有多少教育預算，取決於政府

政治運作的協商與利益折衝（林天

祐，2004）。我國國中小階段屬於國民

基本教育，公共財的成分比較重，學

生及其家庭不必負擔太多成本，隨後

各級學校教育的公共財比重遞減，私

有財比重遞增（陳麗珠，2014）。教育

的提供與收益具有很大的「外部性」，

因此需要政府財政投資來補充私人教

育投資的不足（Friedman，1962）。 

臺灣與美英兩國一樣，高等教育

學費政策慢慢走向尊重市場機能的運

作，政府減少干預，由各校按辦學成

本及經營品質自訂收費標準，價格反

映品質的觀念充分展露，但在「高學

費、高品質」的經營理念下，可預期

會出現對低收入家庭子女進入大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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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產生經濟隔離與減少教育選擇權

的問題，這時就需要政府制定完善的

助學貸款制度，幫助弱勢學生升學以

確保教育公平。 

本文採取「文獻分析」的研究方

法，蒐集與「高等教育學費與助學貸

款制度」有關的期刊、文章、書籍、

論文、專書、研究報告、政府出版品

及報章雜誌的相關報導等資料，進行

靜態性與比較性的分析研究，以瞭解

問題所在及可能產生的結果，並提出

改進建議。 

二、高等教育「公平原則」 

Trow（2006）分析各國高等教育

發展，高等教育快速擴充已衍生一些

與高等教育本質與功能有關的問題，

例如：各國高等教育入學率雖然大幅

增長，但不同地區、宗教、種族，以

及社經地位階級的入學率仍然存在相

當大的差異。Trow 強調雖然近百年來

各國都試圖解決教育機會不均等的問

題，惟實際上仍普遍存在來自中上階

級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機會優於勞

工階級或農民家庭子女的現象。換言

之，高等教育機會的擴充，並不必然

會帶來高等教育機會之均等。 

楊瑩、楊國賜和劉秀曦（2014〉

認為各主要國家隨著高等教育日漸普

及，接受高等教育不再被視為社會菁

英專享的特權，反而成為民眾普遍的

權利。隨著「均等」或「公平」觀念

的盛行，社會大眾對高等教育的訴求

也由入學機會均等，轉至對其「教育

品質」與「負擔成本」公平性的強調。 

聯 合 國 教 育 科 學 文 化 組 織

（UNESCO，2009）不斷呼籲高等教

育應負起社會責任，強調入學機會與

公平（access and equity）、效率與效能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以及品

質與關聯（quality and relevance）為 21

世紀高等教育發展的三大重點，並將

提高弱勢族群入學機會視為高等教育

發展的首要之務。自 2003 年起，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以「教育公

平主題式檢視」為題，進行為期五年

的研究，希望汲取他國政策經驗以改

善自身的教育公平現況，並將內容聚

焦在探討教育公平、教育中輟、不同

教育進度對教育公平的影響，以及教

育制度中移民和少數族群的融合等。 

教育機會的「可接近性」是在 20

世紀從公平理論中衍生出來的，教育

的歷程包括投入、過程與輸出三方

面。因此高等教育公平的意涵，包括

「入學機會公平」、「資源分配公平」

與「成功機會公平」三者兼顧（楊瑩、

楊國賜，2010），而成功機會公平是最

難達成的。為充分達成與實踐高等教

育入學機會的公平，歐美各國及相關

組織在建構公平指標時，均將「入學

可接近性」及「就學可負擔性」列為

重要指標之一。若進一步探究影響『教

育可接近性』的因 素， Johnstone 

（2005）認為主要是家庭收入、居住

地、性別、父母親教育程度與職業及

文化資本。 

蓋浙生、鈕方頤（2012）研究臺

灣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可接近性」得

出結論有：（ㄧ）入學機會公平指標以

「可接近性」觀察，仍有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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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考試分發」為主要管道，

其次是「甄選入學」；但就比例而言，

則以「繁星計畫」比例最高。「就學機

會可負擔性」結論有：（ㄧ）高等教育

就學機會公平指標以「可負擔性」觀

察，經濟弱勢家庭學生仍居於不利地

位；（二）高等教育成本「可負擔性」

公立學校以政府補助為主，私立學校

則多仰賴於學雜費收入，造成「可負

擔性」的偏頗；（三）對經濟弱勢家庭

者，政府雖提供多種助學措施，但資

訊並不充分瞭解；（四）對高等教育就

學機會「可負擔性」的其他改進措施，

依序是減輕學雜費負擔、降低減免標

準、鼓勵業界認領，以及推薦學生工

讀。 

綜上所述，要促進高等教育公

平，「學費政策」與「助學貸款制度」

必須相互配合，才能避免對弱勢學生

進入大學或名校產生經濟隔離與減少

教育選擇權的問題。 

三、高等教育「學費政策」 

過去十年來臺灣高等教育反高學

費運動成績斐然，可說基本上阻擋了

大學學費大幅的調漲，但對於扭轉高

社經地位子女以較低學費就讀較多資

源挹助的公立大學的「反重分配」現

象，仍缺乏有效的政策回應。我國高

等教育目前採「政府管控導向」學費

政策，經由文獻分析可知問題有三：

（ㄧ）難以紓解「反重分配」，有違教

育公平原則；（二）大學財務自主性不

足，未能反映辦學成本和品質；（三）

助學貸款制度無法積極扶助經濟弱勢

之學生就學。 

由（文末）表１可知大專校院的

學雜費，私立遠遠高於公立，而由（文

末）表 2 與表 3 可知學雜費收入占總

收入比率，公立平均不到 2 成，私立

卻平均高達 6 成以上。進一步分析臺

灣高等教育成本分擔，發現公立大學

是「低學費高補助」，私立大學是「高

學費低補助」，接受政府補助的對象是

學校而非學生。彭森明（2005）認為

低社經家庭子女就讀私立大學的比例

較公立大學為高，使得國家教育資源

主要為高社經子女所享用，造成另一

種形式的教育機會與資源的不均等。 

由於公立學校之收入高度依賴政

府補助，私校又是高度依賴學雜費收

入，無論公、私立學校自行募集辦學

經費的能力與成果都極為有限，所以

政府應該鼓勵公、私立大學積極爭取

其他經費來源，尤其是「募款收入」

和「投資收入」兩大財源。 

為提升大學財務自主能力及辦學

績效，教育主管當局採取兩項措施：

（ㄧ）自 1995 年試辦校務基金，並逐

年推展至所有國立大學全面實施；

（二）每年學雜費仍由政府訂定收費

標準，但各校按需求及特色有 10%彈

性收費，增收比例及額度必須由教育

部核定後實施。可見我國高等教育目

前是採「政府管控導向」學費政策，

但受美、英兩國影響，「市場導向」的

學費政策不斷被提及，但爭議仍大。

因為學費政策攸關低所得家庭子女的

就學機會，特別是以市場機能導向的

美國，在高學費的情況下，高等教育

經濟隔離現象較為顯著。因此倡議「高

學費、高補助」的措施以落實教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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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選擇權，但卻演變成「高學費、高

貸款」的弊端，低所得家庭子女接受

高等教育仍有經濟隔離現象（蓋浙

生、鈕方頤，2012）。 

公立大學校務基金制度中明定學

校收入來源分為「政府編列預算撥付」

與「自籌經費」，自籌經費來源明確定

義包括有學雜費、建教合作、推廣教

育、基金運作收益、場地設備管理及

捐贈等。目前政府補助的比率是逐年

在降低，而要求自籌經費要逐步提高

（湯堯，2005）。「募款收入」和「投

資收入」是校務基金制度所明定各種

自籌經費方式中最具潛力者，這兩項

收入的財務績效若是良好，不但能為

學校帶來可觀的收入，更可以減少學

生的學雜費負擔。（文末）表３逢甲與

文化大學由於「推廣及產學收入」經

營有方，使得學雜費收入占總收入比

率能低於 6 成。募款多寡及順利與否，

與學校聲望有關，新設大學則應以辦

學績效來爭取社會的支持與認同。 

四、高等教育「助學貸款制度」 

高等教育邁向大眾化或普及化

後，在政府財政困頓情況下，對大學

經費補助相對減少，大學在財務經營

上無法完全依賴政府，勢必開拓其他

財源，Johnstone（2005）提出成本分

擔〈cost-sharing〉的觀點，認為高等教

育應該由政府、家長與學生，以及社

會團體三者共同來負擔。臺灣公私立

大學學費徵收標準是由教育部研訂並

管制，在政策上主要訴求是不要因為

學費過高而降低中下家庭經濟弱勢子

女進入大學的機會，為了消弭經濟弱

勢者就學機會的減少，教育部亦採取

了各種對弱勢者就學的補助措施，首

先於 1976 年教育部提出「高中以上學

生就學貸款」實施辦法，依需要逐年

放寬家庭年所得收入及貸款子女人

數，在學期間由教育部負擔低所得者

的貸款利息，並自 2007 年再擴大辦理

「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包括

助學金、生活學習獎助金、緊急紓困

金，以及低收入學生免費住宿等四

項，其目的是協助學生順利就學，讓

家庭年收入在後 40%的大專校院學生

均能獲得政府或學校的就學補助，以

減輕學生在就學上的負擔。在大學方

面，為因應學費調漲，教育部規範各

校在學費徵收中提撥 3%-5%做為學生

獎助學金，以利低所得家庭子女就

學。從教育部推行的各種補助措施來

看，低所得家庭子女在就學機會上似

乎受到了某種程度的保障，但若進一

步探究入學機會可接近性問題，彭森

明（2005）研究發現，低社經家庭子

女就讀私立大學的比例遠較公立大學

為高。依教育部統計資料，101 學年度

全國低收入與中低收入學生就讀大學

的比例為 2.52%，略低於全國中低收入

人口比例，而臺清交成等傳統名校，

弱勢生比例都不到 1%。 

經由文獻分析，劉秀曦（2015）

分析美國就學貸款方案近年改革重

點，可供臺灣參考的是：（ㄧ）應依據

國家和社會發展需求，配合多元政策

目標，提供借款人債務減免的機會；

（二）政府應協助借款人選擇最適還

款方案；（三）要求學校應強化就學貸

款資訊公開與整合，並以學生能理解

的簡單格式來提供各項貸款資訊。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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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如（2015）檢視英國學費政策及其

就學貸款機制的發展沿革和實施現

況，可供臺灣參考的是學費貸款與就

學貸款與助學措施三者密不可分，任

一政策的調整都必須考慮其他兩個層

面。臺灣大專院校目前面臨學費過

低，無法支持大學發展的窘境，可能

的變革方向是進行稅制改革，延長還

款期限，以及債務免除規範的引進。

張國保、袁宇熙（2014）「中華民國教

育年報」提及教育部為減緩教育 M 型

化現象，除積極改善教育資源分配

外，在考試與招生方面亦逐年調高「繁

星推薦」比率、鼓勵大學透過「個人

申請」招收一定比率弱勢學生、降低

弱勢學生經濟負擔（例如減免報名

費、補助交通費等），積極扶助經濟弱

勢之學生就學，辦理相關措施。 

綜上所述，臺灣與美、英兩國在

推動「政府管控導向」或「市場導向」

學費政策下，都應積極完善助學貸款

制度，以確保弱勢學生高等教育的『入

學可接近性』及『就學可負擔性』，避

免對低收入家庭子女進入大學或名校

產生經濟隔離與減少教育選擇權問

題。 

五、結論與建議 

臺灣公私立大學學費徵收標準在

教育主管機關主導下，造成市場失

靈，所以並沒有高學費問題。而臺灣

高等教育目前採「政府管控導向」學

費政策，問題有三：（ㄧ）難以紓解「反

重分配」，有違教育公平原則；（二）

大學財務自主性不足，未能反映辦學

成本和品質；（三）助學貸款制度無法

積極扶助經濟弱勢之學生就學。 

高等教育「學費政策」與「助學

貸款制度」必須相輔相成，如何有效

率的補助中下階層子女，保障其就業

機會，令其潛能能夠充分發展，是在

面對學費問題時，首先要釐清的觀念

與關鍵。政府的財政補助也應以受教

者為直接的補助對象，而減少對學校

無效率的間接補助，經驗證明，對於

學校的補助並不能有效保障中低收入

家庭子女的受教權益，反而使得中上

階層獲得更多的財政轉移（蕭霖，

2004）。而學費的高低並無絕對的標

準，能否負擔才是重點，無論我國大

學學雜費政策如何演變，對於弱勢學

生之補助，政府都不應該漢視，以免

影響社會公義及教育機會之均等。 

未來臺灣極可能走向「市場導向」

的學費政策，在鬆綁學費管制後，「高

學費」將成為趨勢，為確保弱勢學生

高等教育的『入學可接近性』及『就

學可負擔性』，「學費政策」建議：（ㄧ）

公、私立大學應加強「籌資募款」來

補助弱勢學生，不應過度依賴學雜費

收入；（二）學費提高應有固定計算公

式並應配合物價波動或經濟成長率，

且政府對經濟弱勢學生要提供各種補

助計畫及貸款計畫，以降低經濟隔離

現象。「助學貸款制度」建議：（ㄧ）

貸款利息償還，應分為『無息償還』

與『有息償還』兩類，其中對於貧困

者應給予無息貸款，畢業後視所得能

力適度延長償還期限；其他則視家庭

所得訂定不同水準的利率，以減低社

會成本；（二）加強誠信教育與債信制

栽以減少呆帳；（三）考慮成立學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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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貸款專責機構；（四）貸款項目可依

貸款者需要，擴增貸款項目，以利其

安心求學。除了目前的學雜費，書籍

費‧實習費及住宿費等以外，應該增

加生活費貸款，以幫助清寒學生就

學，如政府財政負擔有問題，可以根

據家庭所得差異而給予不同的生活費

貸款金額。 

參考文獻 

 林天佑（2004）。教育政治學。臺

北市：心理。 

 陳麗珠（2014）。教育財政制度與

改革。臺北市：心理。 

 陳怡如（2015）。英國大學學費、

貸款與助學措施一體化政策探討。輯

於溫明麗主編：高等教育國際視野：

比較與前瞻。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

院。 

 彭森明（2005）。臺灣高等教育應

如何進一步落實公平化的理念。教育

月刊，137，5-15。 

 湯堯（2005）。籌資募款與大學發

展。載於陳伯璋、蓋浙生（主編），新

世 紀 高 等 教 育 政 策 與 行 政 （ 頁

325-370）。臺北市：高等教育。 

 張國保、袁宇熙（2014）。高等教

育。載於張鈿富（主編），中華民國教

育年報（103 年）（頁 211－268）。新北

市：國家教育研究院。 

 

 楊瑩、楊國賜（2010）。高等教育

公平指標之研究。國家教育研究院研

究報告，未出版。新北市：國家教育

研究院。 

 楊瑩、楊國賜、劉秀曦（2014）。

高等教育公平指標。輯於陳伯璋、王

如哲主編：教育公平（頁 149-173）。

臺北市：高等教育。 

 劉秀曦（2015）。美國就學貸款方

案之最新發展趨勢。教育脈動電子期

刊，第 1 期。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

院。 

 蓋浙生、鈕方頤（2012）。高等教

育經濟學。臺北市：高等教育。 

 蕭霖（2004）。高等教育成本之歸

宿與學生補助措施政策探討。教育研

究月刊，124，59-66。 

 Friedman, M. (1962).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ohnstone, D. B.(2005). Higher 

Educational Accessibility and Financial 

viability: The Role of Student Loans. 

Paper presented for the World Report on 

Higher Education: The Financing of 

Universities II International Barcelona 

Conference on Higher Education, Global 

University Network for 

Innovation(GUNI) Barcelona, Spain. 

 Trow, M. (2006). Reflections on the 

transition from elite to mass to universal 

access: Form and phas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modern societies since 

WWII. In J. J. F. Forest & P. G. Altbach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gher 

education(pp. 243-280). Doedrecht,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7），頁 28-34 自由評論 

第   34   頁 

Netherlands: Springer. 

 United Nation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09).2009 world conference on high 

education: The new dynamic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for societ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表 1：103 年 學雜費收費基準 

 醫學系 牙醫

學系 

醫學院 工學院 理農學院 商學院 文法 

學院 

臺大 39560 36170 31050 29470 30260 25610 25230 

輔仁 72500  58200 55350 54890 48140 47430 

屏科大    27580 27340 24000 24000 

中臺科 54250   51640 51220 45020 43555 
資料來源：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 

表 2： 103 年 公立學校財務相關比率 

 公立學校學

雜費收入占

總收入比率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

產比率 

(財務結構

允當性) 

流動資產占流

動負債比率 

(短期償債能

力) 

營運活動淨現金占流動

負債比率(指學校營運

產生的主要收支現金賸

餘，用以償還流動負債

之能力) 

臺大 11.09% 21.74% 159.84% 34.87% 

屏科大 24.64% 4.53% 2295.43% 157.75% 

臺師大 14.93% 10.14% 558.65% 76.77% 

政大 24.57% 16.65% 169.07% 44.19% 

清大 11.45% 10.85% 182.00% 49.69% 

交大 13.28% 25.84% 161.43% 1.72% 
資料來源：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 

表 3：103 年 私立學校各項收入情形（單位%） 

 學雜費

收入 

推廣及產

學收入 

補助

收入 

受贈

收入 

利息

收入 

投資、基金及

附屬機構收益 

其他

收入 

輔仁 63.78 10.15 12.26 6.05 1.56 0 6.21 

中臺科 74.22 8.30 12.35 0.15 0.25 0 4.72 

東海 60.12 14.09 10.43 3.35 0.68 4.40 6.92 

東吳 65.67 12.15 10.31 4.19 0.70 0.37 6.61 

逢甲 55.83 22.47 12.59 2.40 0.24 2.04 4.43 

淡江 66.26 14.37 10.99 2.94 0.22 0 5.21 

文化 58.35 24.99 8.92 0.84 0.96 0.75 5.19 
資料來源：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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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高職課程銜接需對症下藥 
李隆盛 

中臺科技大學校長及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理事長 

楊幼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一、課程銜接好、連貫沒煩惱 

連續劇播出時，如果前後集劇

情：「跳脫」會讓觀眾摸不著頭緒；「重

疊太多」會被認是拖延時間(即台語說

的「歹戲拖棚」)；「順序不對」會被批

評為不合邏輯；……。同樣地，學校

課程銜接得好，學生的學習才能前後

連貫、順暢。 

二、四技--高職課程沒銜接好是

老問題 

問題(problem)是現況與理想的差

距。「不怕有問題，就怕老問題」，有

問題可能是因為理想提高所致，老問

題卻常是沒有意願和 /或沒有能力解

決。科技校院和職業學校的四技--高職

課程沒銜接好，就是個老問題。沒銜

接好的主要原因如下（參見圖 1）： 

(一) 科技校院學生來源複雜，學能差

異大，但提供多元課程的能力有

限 

四技各班制 (program)在學校很

多、生源漸少的態勢下，招生來源愈

來愈多元化(如電子系招進餐飲科畢業

生)，以致學生學能差異愈來愈大，而

愈來愈難再採「標準化」課程以「單

一尺碼適合所有人」(one size fits all)。 

 

但是，要促進學生「拔尖補底」

和適性發展的「客製化」或「差異化」

多元課程需要成本，科技校院在「萬

物齊漲，學雜費難漲」的情況下，提

供這種多元課程的能力很有限，甚至

會可提供而不提供以降低成本。 

(二) 中小學課程綱要沒被落實，學校

層級間的課程對話不足 

中小學有規範課程目標、內容、

教法和評量等要素的部頒課程綱要。

但是，這些課綱並沒被落實，例如：

課綱實施後許多高中、高職畢業生的

英、數、理程度還停留在國中程度；

職涯試探相關課程普遍被忽略等。課

綱沒被落實也造成學生畢業時的學能

差異加大。 

為減免學用落差，科技校院近幾

年來已較重視邀請校友及業界代表提

供課程諮詢意見，但和上游學校高職

教師的課程對話普遍不足。對話不

足，不利於設計出銜接良好的課程。 

(三) 科技校院教師不夠了解高職課程

和學生起點學能，有些教師則欠

缺無從學生起點學能教起的能力 

除了有上述學校層級間的課程對

話不足，科技校院教師很少會主動去

了解高職的書面課程(如前述課綱和課

程計畫)、實施課程、施教課程、考試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7），頁 35-38 

 

自由評論 

 

第  36  頁 

課程和習得課程等。對已入學學生的

起點學能也鮮少加以廣泛和深入了

解。因此，所設計的課程與教學即難

以從學生的起點學能銜接起。 

又，由於以往專科學校的改制為

科技校院過於普及和急促，在班制設

置和師資進用等方面有過於重形式、

輕實質之處，導致有些學校設置不該

設在四技的班制、有些教師無務實致

用的實作能力。因此，更使四技—高

職課程難以銜接得當。 

(四) 技職學校的課程校準功能薄弱，

不利課程銜接 

課程校準(curriculum alignment)原

指為促進學生績效表現的學能(或職

能)標準、部頒課程綱要(我國科技校院

課程自主，無部頒課綱)、學校課程計

畫、教材、教法和評量等之間相互關

聯與對準；有時也被擴充指不同學校

層級之課程間的相互對準。課程彼此

對得準，相互銜接易。 

技職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區別該在

前者更重視學生的「即學即用」和「學

用配合」。因此，業界職場需求是技職

學校課程設計的準據。但是，我國當

前各級技職學校的課程校準功能薄

弱，例如，迄今普遍欠缺明晰的各科

系學生職能標準，以致課程設計常像

「在沙洲起高樓」。同一層級內或層級

之間的課程校準愈不佳，層級之間的

課程銜接愈困難。 

 

     高職端      

 

 

 

      

           四技端 

圖 1. 四技--高職課程沒銜接好的主要原因 

 

三、四技--高職課程銜接該如何

對症下藥 

針對前述課程沒銜接好的主要原

因，至少該有下列的對策： 

(一) 四技—高職教師須加強對話，相

互校準班制與課程 

科技校院該以班制為單位，和其

學生主要來源的上游學校群科，加強

互動與對話，相互校準班制與課程，

以裨益課程銜接。 

(二) 四技和高職各班制學生的終點和

起點學能須有更多的資訊與運用 

科技校院和職業學校各班制都有

責任加深加廣了解其學生的終點和起

點學能，並據以改善班制、課程、教

學和招生等。但跨校和全國的資訊則

有待教育主管機關提供。 

(三) 技職學校課程須落實「逆向設

計，順向實施」模式 

 

四技--高職

課 程 沒 銜

接好 

課綱沒落實好  

課程沒校準好   

                             

 

 

 

                

 

 

 

 

招生對象太龐雜 

課程沒校準好 

與高職對話不足 

對高職課程不夠了解 

提供適性課程與教學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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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普通教育比較，技職教育需有

更明確的學習目標或結果，因此須落

實「逆向設計，順向實施」(backward 

design for forward action)模式，例如表

1 右欄三階段中設計順序是階段 1-3，

實施順序是階段 3-1。其中，「可接受

的證據」該是職能的展現或實證。  

表 1 Tyler 基本原理及 Wiggins 和 McTighe 設

計程序之概略比較 

Tyler (1949)的四個

基本問題 

Wiggins 和 

McTighe (1998)

的設計程序三階

段 

1. 那些教育目的

是學校該尋求達成

的? 

1. 辨認想要的結

果 

2. 那些教育經驗

可供達成前述教育

目的? 

 

3. 如何有效組織

前述教育經驗? 

 

4. 如何判定前述

目的正在達成? 

2. 決定可接受的

證據 

 3. 規劃學習經驗

與教學 
資料來源：Cho & Tren, 2005, p. 110.   

(四) 教育主管機關的獎補助款該加重

比例協助技職學校提供補救課程

與教學 

技職教育的主要功能之一在「救

窮脫貧」。和高等教育比較，技職教育

的本質更屬庶民教育。需要教育主管

機關加重獎補助款的比例，協助技職

學校提供補救課程與教學，使學能落

後的學生跟上來。 

(五) 先進國家作法亟待參採，俾有效

改善 

我國宜盡快參考技職教育與訓練

先進國家對實用人力培育班制之設

計，盤整我國技職教育班制，使減免

因不適切的教育訓練而不利銜接又浪

費資源。此外，技職教育先進國家也

遭遇過(或正遭遇)中學--大專階段技職

課程銜接問題，而已有些對策可供參

考。例如，美國早期的課程銜接著重

在學科對學科（course-to-course）方案

(如 Tech Prep 和銜接協議，見李隆盛，

2014)，晚近則改採貫穿中學—大專兩

層級的雙聯學制(dual enrollment)、課

程計畫(programs of study, POS)和職業

進路與群集方案，一舉加強實用人力

培育、擴增大專技職班制生源和促進

課程銜接等 (見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2 和 Zirkle, 2016)。這些

作法亟待我國教育主管機關和技職學

校研議與參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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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產業化下大學行政人員的「忙」與「茫」 
林嘉兒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務處註冊組組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碩士生 

 

一、前言 

隨著資訊科技的創新突破、知識

經濟的挑戰及全球競爭的白熱化，讓

大學原本的治理模式受到衝擊。而我

國在少子化及教育資源有限的背景

下，大學為彌補經費短絀及永續經營

等問題，多調整大學經營管理的策

略，導入自由市場中強調競爭、品質、

成本等觀念。國內有許多研究探討高

教產業化下對學術及教育價值的衝擊

與省思（范熾文、謝月香，2015；戰

寶華，2015；許麗萍、張家宜，2014；

劉靖國，2003），另有側重其對學校產

學合作、教師評鑑、教學品質等面向

之影響（何慧群、永井正武，2015；

李珮如，2010；黃玉幸，2015），然而，

卻較少由大學行政人力資源發展的角

度進行反思。 

從學校的運作流程觀察，行政管

理端的運作，雖未直接參與大學教學

與研究，但卻對其營運績效、教學品

質良窳以及學生受教的權益影響甚

鉅，如吳國龍和詹銘仁（2011）便認

為學校提升行政服務品質的能力為學

校提升競爭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於

校務行政成員乃為落實校務政策的執

行者，亦是支持學校管理階層的穩定

力量。因此，大學行政人員的態度、

知識與專業職能的興革將影響大學的

辦學成效，此從世界各頂尖大學內皆

有一追求效能及專業的行政團隊為核

心後盾，可見端倪。本文先以闡述教

育產業化之意涵發始，續以筆者在大

學現場實務觀察行政人員面對此波教

育產業化的困境與感受，進一步思考

可行因應之道，最後並研提建議供參。 

二、教育產業化的意涵 

教育產業化的概念，最早是由美

國 Stanford University 提出，起初立意

是結合周邊大學創辦高科技的重鎮–

矽谷，並運用其創新、優勢的知識與

技術轉化提高社會產值。此後不僅對

美國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在 21 世紀

知識經濟的潮流下，全球高等教育機

構亦爭相仿效，像我國結合工研院、

清華大學及交通大學的研發能量成立

了新竹科學園區，致力發展我國高科

技產業，即是此例。 

在全球教育產業化風潮下，高等

教育體制朝著以下幾個面向發展（楊

朝祥，2009）： 

(一) 自由化（liberalization） 

自由化的目標在於「以開放替代

保護、以競爭促進進步」。而教育自由

化也是我國近年來教育政策的重大方

向之一。如我國在 2015 年教育部發布

「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方案」，並以「法

令鬆綁」為主，「經費輔助」為輔，鼓

勵各大學藉著開放自由的環境下，活

化資源、創新營運模式，以提高辦學

績效和品質。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7），頁 39-44 自由評論 

第 40 頁 

(二) 市場化（marketization） 

在市場化競爭的規則下，大學以

組織成員人力運用極大化為思考點，

重視成本效益，謀思最少人力求得最

大產出（范熾文、謝月香，2015），進

而提高教育資源的效益及增加對社會

的績效責任。 

(三) 私營化（privatization） 

引進更多私部門的資源，除了減

輕國家對教育的投資，結合產官學注

入活力，讓大學思考如何將校園資產

為最有效益的運用，提升經營的績

效，以強化高教市場的競爭優勢。 

(四) 全球化（globalization） 

如同一般產業的互相競爭原則，

各大學爭取學生來源是教育產業化必

然的結果，在全球化的激盪下，國外

大學常以高薪延攬外國大學師資，搶

招頂尖學生，而我國教育部也推出「邁

向頂尖大學計畫」（教育部，2010），

加速國內一流大學國際化，拓展學生

的世界觀。 

綜上，大學在這波教育產業化的

趨勢下，必須因應內外在環境的變

化，加強與社會的聯結，提出各項貼

近顧客要求的策略，如營造學校特色

與差異化、彈性調整組織人力、創新

經營及產學合作模式、導入服務理念

等，並以優化營運效益為主要考量。 

 

三、高教產業化對大學行政人員

的困境 

當大學行政人員面對教育產業化

的衝擊，必須要提升行政服務品質，

展現行政績效，才能符應師生的需求

與社會大眾的期待。凡此種種形勢要

求，都會對原本單純的學校行政工作

內涵產生變化，而當其職能不足因

應，工作壓力難以負荷時，間接也會

對大學治理產生嚴重影響。茲以筆者

的觀察列舉行政人員困境如下： 

(一) 專業職能落差，未能與時俱進 

隨著數位教育普及，丌型人當

道，各大學為強化競爭力紛紛尋求轉

型突破，包括運用資訊科技來精進教

學策略、創新彈性學制，比如近年來

正夯的翻轉教室、MOOCS、AP 課程

（Advanced Placement Program）、微課

程、跨域共授、創新創業（maker）甚

或第三學期等，而大學在招聘行政人

員時，未對其教育專業、科技資訊能

力有所要求，後續亦未能與時俱進規

劃培訓行政人員所需專業職能，渠等

在配合校方目標策略，規劃各項配套

執行措施之際，常有捉襟見肘，力不

從心之感。 

(二) 缺乏動機，績效管理能力不足 

全球化下競爭日趨白熱化，大學

需要內部人員運用分析、設計、規劃，

持續評估與回饋等企業績效管理制

度，搭配有效的工具，如全面品質管

理 TQM（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來輔助學校高層思考和檢討長中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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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目標與策略，強化競爭力。而大

學行政人員長久以來沈浸在安穩的校

園環境，欠缺企業績效管理的知識、

技能與態度，亦較無動機思考如何讓

組織或個人維持核心競爭力。 

(三) 人員本位主義，資源難以整合 

高教產業化推波大學引進競爭機

制，並開始注重成本效益。惟因未凝

聚行政團隊共識基礎下，常讓各處室

背負追求單位經營績效，忽略以全校

願景綜效的觀點行事，進而影響組織

總體目標。例如每當有業務牽涉多處

室職掌且性質複雜時，或有人員因單

位績效要求、目標錯置或本位主義而

相互掣肘，因此，也需花費較多的溝

通成本（如：會議協商、公文往返）

來爬梳整合意見，而弱化了大學經營

校務的改革力道。 

(四) 教育環境丕變，未有因應態度 

顧客服務是市場化核心精神之

一，受到高教產業化的影響，大學除

了以學生學習成效為提供教育服務的

導向外，也開始側重行政服務品質的

提升，如有學校將行政人員服務態度

及整體行政效率納入調查學生對學校

滿意度的調查（侯松茂、曹仁德、黃

毅志，2007）。而行政服務包括軟硬體

的提供，長期以來行政人員會因為觀

念偏差或忙碌，未能聚焦在服務對象

上，譬如場館招租的優先順序與合理

性、回覆學生的態度不耐煩或敷衍，

或將問題援引規定凡事照章行事，流

於僵化。 

(五) 組織再造革新，工作壓力日增 

配合教育自由化的政策鬆綁，大

學必須推動行政革新，進行組織再

造，員額合理調控。因此在精簡員額

的控幅下，必須以相對過去較少的人

力，來面對各項環境挑戰與行政轉型

措施，行政人員被要求改變過去運作

慣性，亦被要求展現效率，疲於應付

各項計畫與經費撰寫編列、成果展現

等文書作業，也需接受來自校內外的

督導與考核評鑑措施，毫無疑問的這

波大學行政革新壓力正逐漸加重在行

政人員身上，有研究顯示大學行政人

員在工作壓力上以「工作負荷」的壓

力最大（柴在屏，2007）。 

四、高教產業化大學行政人力資

源發展的因應 

大學行政人力資源的發展關係著

大學校務治理是否順利的重要環節，

為了解決前述困境，筆者針對前述行

政人員困境，提出建議參考茲說明如

下： 

(一) 促進專業發展 補足職能落差 

Brown（2002）提出專業發展不能

以短暫的工作坊或簡單的訓練課程進

行，而是需要採行計畫及持續性的課

程規劃，也要讓學習者有受益的感

受。專業發展方式可包括： 

1. 善用資訊與傳播科技，規劃建置多

元與系統化的專業發展方式，滿足

不同行政人員專業需求（蔡明貴，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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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專業證照，鼓勵職位及工作輪

動，並結合升遷制度，提升自我專

業發展學習動機。 

3. 運用「鯰魚效應」延攬校外專業人

員或資深經理人加入大學行政團

隊，除了爭取外部資源，將專業知

能與創新帶入校園外，亦可激發內

部人員活力。 

(二) 多元嘗試學習 開拓人員視野 

1. 結合國內外聯盟或標竿學校，進行

為期至少半年的調校觀摩學習方

式，透過深入體驗他校治校文化與

手法，相互切磋分享，期以激發行

政創新的可能性。 

2. 提供與非營利組織及企業的對話

或實習機會，增進學校與社會交流

互動，同時結合外部資源，藉以引

進不同管理思維，學習多元經營模

式，期以拓展行政人員視野。 

(三) 凝聚團隊共識 優質行政文化 

1. 大學應更重視行政專業體系，建立

知識庫系統；持續辦理工作坊，增

進行政人員經驗學習的機會，提升

其快速回應能力；另將工作競爭力

列爲行政人員考核與升遷的重要

項目（顏朱吟，2010）。 

2. 辦理行政中高階人員共識營，剖析

學校定位、發展策略及年度工作重

點，藉由跨單位人員對話與省思，

營造團隊共識。 

3. 建構各單位合適且明確的績效評

估指標與獎助辦法，兼採量化營運

收益，質性及創新影響效益。例如

對配合全校性計畫之硏提創新作

法如經採用，即應併同納入單位或

個人績效。 

(四) 結合個人職涯 實現全人自我 

1. 建構完整的大學人事管理制度與

職涯進路，以公務及企業人力資源

管理專家立場，進行職位職能評

析。 

2. 多數行政人員認為「鼓勵進修學

位」、「鼓勵參與校外研習」對提昇

其工作能力是有幫助（洪麗美、陳

昭雄、林合懋、胡庭禎，2004）。

因此可讓人員了解進修不只是工

作所需，也可在大學場域中獲得尊

重與成就，並為個人職涯規劃預作

準備。 

3. 大學是一個能量充沛的學習組織

體，注重全人教育。因此對行政人

員的職能發展，應以充分激發個人

潛能為目標。除了增加行政人員專

業能力外，亦應鼓勵參與各種聚

會，增加人際互動機會，或安排身

心放鬆技巧與休閒活動，甚或鼓勵

其培養第二專長，使人員具備更寬

廣的發展空間。  

五、結語 

「像我這樣的人，在這樣的時代

和環境，沒有餓死已算萬幸。–殷海

光」，身處於不同時代的人都有其困

境。那麼，對照現在 21 世紀時代的學

校行政人員，該以什麼樣的角度與心

態，來面對開放的高等教育環境；又

該培育哪樣的專業能力與管理才能，

方能面對接踵而來的任務與挑戰？長

久以來，學校行政總讓人覺得應變力

不足，無法跟上社會、產業的脈動。

行政人力資源的良窳，對組織競爭力

具有關鍵性的影響。筆者以在現場服

務的經驗認為，全球高等教育產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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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成風潮，大學不能只是在學術的象

牙塔內鑽研，應積極主動與社會脈動

連結，而大學行政人員是學校行政支

援系統的主要人力，為期行政支援穩

定及經驗傳承，實應深入了解其目前

困境，硏提有效可行解決方案，期以

留優汰劣，提昇競爭力。 

此外，大學行政人員進用多元，

如新舊制助教、公務人員、約用及聘

僱人員、研究人員、技術性人員及專

案助理等，各依不同法規進用，同工

不同酬，且考核與留用等機制也不

同，難免影響團隊合作。建議後續可

針對大學行政人力資源管理進行統整

的研究，比如對激勵士氣的績效報

酬、升遷發展、考核制度、懲處汰劣

等議題深入探討，供大學治理高層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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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理事長 

 

一、前言 

立法委員提案修改「高級中等教

育法」和「國民教育法」，本年（2016）

5月5日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初審

通過，將原本由教育部決定的課綱機

制，提升到法律層次，以增加課綱制

定的透明度。本案處理的速度很快，

立法院迅即於 5 月 17 日三讀修正通過

（鄭宏斌，2016.5.17）。初審通過條文

經媒體披露，批評聲浪浮現，主要焦

點在於課審會「非政府代表」的產生

方式，憂慮課綱制定的專業性會被政

治超越，屆時問題反而更為嚴重。除

此之外，社會對通過條文還有其他意

見。本文分析立法院對中小學課綱機

制的修法重點，分析各界的批評主

張，討論其中的關鍵問題，作成結語。 

二、中小學課綱審議機制的修法

重點 

立法委員為杜絕「黑箱課綱」事

件重演，防止執政者以政治黑手操控

課綱，提案修改高級中等教育法及國

民 教 育 法 相 關 條 文 （ 林 曉 雲 ，

2016.5.6；陳俊華，2016.5.5）。先由立

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針對高級中等

教育法加以審查，通過的條文是第

43、43 之 1 及 43 之 2 條，其後，國民

教育法有關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的研

究發展及審議，則準用高級中等教育

法的相關規定（立法院，2016.5.9a，

23-29；2016.5.9b））。初審通過條文，

主要內涵有幾點。 

(一)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高級中等學

校課綱及其實施的有關規定。 

(二) 中央主管機關應常設課程研究發

展機構，訂定課綱草案，但其他

教育相關領域的機構、學校、法

人及團體也可提出課綱草案，併

案由課綱審議委員會（簡稱課審

會）審議。 

(三) 課審會審議大會置委員 41 至 49

人，由政府機關代表（佔 1/4）與

非政府代表（佔 3/4）組成。前者

由教育部就中央與地方機關人員

提名後，送請行政院院長聘任，

並依其職務任免改聘。後者由行

政院就國內具教育專業的專家學

者及教師、校長、家長組織成員、

其他教育相關之非政府組織成員

及學生代表，提名委員候選人，

經立法院組成的「課審會委員審

查會」（由立法院推舉 11-15 名社

會公正人士組成）過半數同意

後，送請行政院院長聘任。 

(四) 課審會委員任期四年，任滿得連

任；單一性別不得低於委員總人

數 1/3；政府機關代表及非政府代

表都應包含具原住民身分者；第

一次聘任的非政府代表委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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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半數的任期為二年；中央及地

方各級民意機關代表不得擔任

「課審會委員審查會」的委員。 

(五) 課審會審議大會掌理下列事項：

1.課程綱要總綱、各領域、科目、

群科課綱的審議；2.學校課程修訂

原則的審議；3.其他依法應由課審

會決議的事項。 

(六) 課審會審議大會的決議，應有全

體委員 2/3 以上出席，以出席委員

過半數同意。 

(七) 課審會審議大會、分組審議會的

組成及運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八) 課綱的研究、發展、審議及實施，

應秉持尊重族群多元、性別平

等、公開透明、超越黨派的原則。 

三、各界回應 

立法院初審通過「高級中等教育

法及國民教育法」修正案，乃為終結

馬政府的教育部無能抵擋逾越教育專

業的高層壓力，讓「黑箱微調」重創

臺灣教育專業與自主，其策略除架空

教育主管機關的權限外，還加入立法

院對課審會委員行使同意權，以立法

制衡的力量來確保課綱制定的公開透

明。批評者指出，「這是防弊過頭，創

造出政治可更直接凌駕教育專業的怪

獸體制」（黃以敬，2016.5.9a）。 

本年 5 月 5 日修法初審過程中，

當時的教育部長吳思華在立法院答詢

時表示，他支持課綱制定法制化，但

不認同由立法院主導課審會委員人選

的審查（姚志平，2016.5.5）。他也指

出，把課審會委員提名及任命都從教

育部抽走，形同架空教育部權責，也

可能更讓政治力介入課程專業，有干

涉學術中立與公正性的疑慮。他認為

課綱審議是教育專業和技術層面，不

需要拉高到行政院層級，且學生代表

如何產生也是一大難題（林曉雲，

2016.5.6）。但立委認為，課綱相關的

修訂條文讓課綱審議公開透明，讓課

審會委員具多元性，才不會被教育部

長政治綁架。 

該修訂條文要求行政院長直接主

導課審會組成，教育部將只剩下課綱

提案權，淪為提案人之一，顯示對新

的教育部團隊不信任，且行政院反映

執政者的政治意識型態更容易，政治

力反而更擴大（黃以敬，2016.5.9b）。

修法方向根本無法解決課綱被執政高

層箝制的癥結，只怕到時反而名正言

順地把類似這次爭議很大的課綱微調

檢核小組成員提名為委員，或者讓意

識型態導向的書商借殼上市提出課綱

草案，複製這次黑箱課綱形成的過

程。批評者也指出，初審通過條文顯

示體制混亂，教育部作為全國最高教

育行政機關，對課綱機制中的重要人

事卻毫無權限，是否該改由行政院長

列席主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備詢，

負起課綱審議成敗之責？再者，行政

院那有足夠的人力來負責各部會該負

的責任呢（鍾麗華，2016.5.17）！ 

對於課審會納入學生代表，雖有

支持的聲音，但也有強烈的反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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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 2016.5.17 ；王彩鸝，

2016.5.17；胡宥心，2016.5.18；徐如

宜，2016.5.17）。主要的意見是學生代

表如何選出來，如何讓學生代表真的

具有代表性？而更重要的是，學生是

否足夠專業做課綱委員。學者指出課

綱修訂要有專業，學生尚在學習階

段，專業程度仍需充實，如何審議課

綱？學業會不會受影響？還有人問，

學生會參加依課綱命題的升學相關考

試，需不需要「利益迴避」？更大的

問題是，國民教育法的修法，明定國

中國小課綱制定準用高級中等教育法

的規定，國中、國小學生代表審議課

綱的矛盾性更大，這麼小的孩子如何

審課綱，他們的學習權在那裡？  

四、討論 

立法院集結新的民意，試圖解決

近年來高中國文及社會課綱微調出現

的黑箱爭議，其積極和效率是值得肯

定的。此次修法的特點是廣納非政府

代表、拉高課審會委員提名及聘任層

級至行政院、增加立法院對行政院提

名名單的同意權、廣納課綱修訂的提

案，另外明定課綱的研究、發展、審

議及其實施，應落實族群多元、性別

平等、公開透明、超越黨派的原則，

看似有助於「黑箱課綱」的終結。只

是，原則的宣示、課審會委員提名層

級的拉擡、課綱草案提案的多元及學

生代表的參與，是否真的能夠破解課

綱黑箱問題呢？有幾個問題值得思

考。 

 

(一) 課綱審議專業性降低、政治性提

高 

此次修訂把課綱制定入法，增加

課審會委員的提名同意和聘任規定，

表面上看是層級提高，更加公開，但

卻也更加政治性，使得課綱審議的專

業性遭到貶低，這個擔憂不是沒有道

理的。請看那些需要提名經立法院同

意的院部會委員，其遴選、審查、同

意不都是十分政治地運作？未來課審

會委員豈能例外？君不見每更換一次

執政者，政務官的任用大都以身邊人

為主，要不然是黨內派系或支持的地

方派系推薦，難得用心跨界訪才，找

到真正的賢能之士。再者執政者都有

其極待實現的政見，需要能忠誠幫助

他完成任務的人馬，用人就只會找到

支持者或附和者，而不太可能是中立

者或客觀者，結果各種決策還是具有

偏見。課審會委員雖是部分時間工作

的無給職，但負有重責大任，想擔任

的人恐不在少，若利用政治關係找門

路，不賢者多夤緣幸進，賢者抱恨隱

淪，則課綱制定難免一塌糊塗。政治

上執政者在行政院和立法院皆能掌握

時，課審會委員的遴聘是否會按政治

實力進行政治分配，乃是社會各界懷

疑的。 

(二) 黑箱課綱的關鍵不單是課審會委

員遴聘問題 

要知道，過往課綱的修訂，教育

部對課程修訂委員的遴聘是以具有實

學的學者為主，再納入中小學教育實

務人員，後來因應社會開放，也聘請

社會團體代表加入。以這次十二年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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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課綱草案的研修、審議來看，主要

問題在於課審會委員名單未予公開，

外界無法檢視委員遴聘的合宜性。而

碰到政治意識型態濃厚的歷史課綱微

調，關鍵問題是對微調需求的評估未

能落實，微調決策欠適當，事前對微

調的範圍和事項未能溝通明訂，以及

由上而下聘用不具專長的人員組成有

問題的檢核小組進行微調課綱研修。

加上未訂出審查微調課綱的明確指

標，課發會審查時委員的不同意見未

提報課審會討論，課審會又以不夠公

開透明的課審程序及有問題的票決方

式完成微調作業。以這次修法草案來

看，由行政院提名課審會委員經立法

院同意後聘任，雖可解決部分問題，

卻治絲益棻，且實際上不論研修或審

議，還有不少程序需要更加透明公開。 

(三) 對於課綱研修審議引發社會重大

爭議時應如何處理未訂出相關條

文 

再由 2014 高中國文及社會微調課

綱的爭議，來看立法院通過的修法條

文能否解決問題。立法院院會於本年 4

月 29 日表決通過，要求教育部撤回高

中國文、社會科微調課綱（立法院，

2016.4.29）。行政院長在立法院答詢亦

允諾，會尊重立法院通過撤銷微調課

綱的決議。然前教育部長吳思華認為

「政治不應介入課綱審議，即使教育

部長也不應涉入」，又說行政院長所謂

尊重，是指按照程序移交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課程審議會進行專業評估（鄭

語謙，2016.5.5）。即他認為所有課綱

都該在透明狀況下進行，即使是教育

部長都不應該干涉。理由是課綱訂定

與修正是學術問題，應該確保學術討

論的客觀性，在公平公開的狀況下進

行，不該由教育部長決定該廢或不

廢，否則將嚴重破壞程序（關鍵評論，

2016.5.5）。教育部長不介入或有其道

理，但實際上是否真的該全然不介

入，又如何確實做到行政權不介入，

則是另一個問題。 

不僅如此，前教育部長否認課綱

黑箱之事，認為學生是被操弄出來反

對的，建議立法院成立真相調查會，

從陳水扁時代的 1999 課綱開始調查

（關鍵評論，2016.5.5）。或許新政府

對黑箱課綱事件有必要深入調查。不

過，立法委員質詢指出，課綱微調事

件緣於教育部長介入批准當時課綱微

調的檢核小組名單，就是政治介入課

綱，現在立法院決議要求撤銷微調課

綱，但繞了一圈還是回到原點（林曉

雲，2016.5.5）。可見，即便立法院通

過撤銷微調課綱的決議，當時的教育

部長仍表達了不同的意見，在看守期

間也沒有執行該項決議。 

本年 5 月 20 日政權再度輪替，新

任教育部長潘文忠舉辦上任後第一場

記者會宣布，2014 年通過的微調課綱

程序不正義、參與研修人員代表性不

足，將在最快時間內廢止微調課綱（陳

至中、余曉涵，2016.5.21）。可見，除

非政權輪替、重組課審會、另組特別

委員會加以審議，或程序公開透明供

社會監督，否則微調課綱的撤銷就不

可能實現。可惜的是，此次課綱制定

入法，並未納入處理重大課綱爭議的

條文，未來若課綱爭議再現，社會對

立，勢將繼續消耗社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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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未賦予十二國教課綱整體規劃的

法源 

2014 年十二年國教的推動十分急

迫，當時只針對九年一貫課程及普

高、綜高、高職課綱分別進行必要的

微調，由於各級各類學校課程的理

念、目標、內容、方法和配套仍各行

其是，問題重重，在各界殷殷期盼下，

教育部才啟動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規

劃，於 2014 年 11 月公布十二年國教

課綱的總綱，後來陸續研修完成各領

域/學科/群科課綱（社會領域除外），

因適值課綱微調爭議及新政府輪替而

暫停審議。此次課綱研修規劃的特

點，主要是促進中小學課程在理念、

目標、表現和內容上的銜接和統整，

避免以往不同教育階段課程孤立、不

當重複、缺乏繼續性的現象，同時對

於課程份量過多、內容過深的情況，

亦予以改善。實務上中小學課綱十二

年連貫起來進行規劃乃是權宜之計，

並無法源，以致難免遭到批評。可惜

的是立法院此次通過的修訂條文，仍

未有十二年課綱整體規劃的理念，分

別修訂高級中等教育法及國民教育法

課綱相關條文的情形。法令修訂很不

容易，若失去理想，不能解決問題，

又會衍生新的問題，就很可惜。 

(五) 權責和信任的問題 

教育部是全國最高教育行政機

關，也是高級中等教育法和國民教育

法所稱的中央主管機關，而教育部要

達成法律所賦予的使命，委員的遴聘

十分重要，課審會委員若是政治考量

及政治任命，其審議必然會朝著政治

方向，做什麼決定先要想到行政院和

立法院，若其審議出現問題，是否該

由行政院長和立法院負責，而不是教

育部長？國教院課發會的委員及工作

團隊，仍需以學界和實務界為主，加

以社會團體代表，未來其與課審會如

何互動，恐怕會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六) 學生代表的問題 

課綱的訂定必須針對學生學習需

求及社會需求，但學生需求和社會需

求如何得知，有很多方法，由學生擔

任課審會代表來彰顯學生需求是一種

方式，學生參加公聽會、座談會或研

討會則是另外的方式，而調查學生需

求做為課綱制定的參考無疑更為重

要。課綱相關修訂條文在課審會納入

學生代表擔任委員，當然會出現學生

是否有能力審課綱的問題。由於修訂

條文未指明學生的學校階段，或許可

以用大學生或研究生代表之。若要堅

持是高中生或國中小學生，高中生或

許比較成熟，可參加討論，但國中小

學生審課綱的能力則難以說服社會大

眾。另一個問題是學生代表需要幾個

人，由誰來選？課審會開會可能會比

較密集，課綱草案審議階段，學生代

表能不能來參與？會不會影響課業學

習？課審委員一任四年，學生代表的

任期是否維持四年，或可縮為兩年？

這些是後續執行時必須審慎思量的。 

五、結語 

立法院對中小學課綱審議相關條

文的修訂，已完成三讀，課綱制定機

制在修法層級的爭議會暫時落幕，問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7），頁 45-52 

 

自由評論 

 

第 50 頁 

題會出現在執行階段。目前社會上的

各種不同意見，希望能做為執行時的

重要參考。若法案有瑕疵，是否可循

覆議途徑來解決，不見得要堅持公布

實施？或者未來實施起來若果窒礙難

行、問題叢生，則要把握時效趕緊再

修法。修法事關重大，宜多聽取各界

建言，審慎評估修法方向，以求妥切，

切勿由少數人支配。根據上述討論，

課綱審議機制的運作宜考量幾個重

點。 

(一) 課審會委員的遴聘應重視專業

性，勿進行政治操弄。 

(二) 課審會委員遴聘的權責雖是行政

院，但行政院自行研擬名單外，

仍宜尊重教育部，由教育部提供

參考名單。 

(三) 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課審會委員

的名單宜關照全局，顧及課審大

會和分組會的組織運作，也要同

時考量國教院課發會大會、分組

會議及工作團隊委員的組成和運

作，以期課綱草案的研修和審議

得以順利完成。 

(四) 課審會學生代表的遴聘如何解套

會是困難的決定，惟更重要的是

學生學習需求如何妥切評估，學

生對課綱的意見如何表達出來，

學生在現行課程教學體制下的學

習困難如何改善，值得更深入的

探討。 

(五) 課審會委員名單應予公開，以利

社會各界檢視名單的合宜性，促

使委員遴聘更為審慎。 

(六) 課審會大會及分組會的各次會

議，其中發言紀要宜配合提案的

決議一起公布，讓社會大眾了解

各項提案決議的緣由。 

(七) 新法開始實施後，對於課綱制定

的規章宜通盤檢討修訂，以有效

杜絕黑箱課綱再出現。 

(八) 教育部宜釐清其在課綱研修審議

的角色，及其與課審會的關係，

建立行事準則，對於重大課綱爭

議宜明訂可行的處理方式，對於

已發生的黑箱課綱事件宜確實理

清真相，做為改進之依據。 

(九) 未來課審會的運作，應先確認課

綱研修的需求、方向和範圍（包

含大調或微調），並據以審查課綱

草案，課審會大會及分組會議須

實質討論課發會大會審查課綱草

案時的決議和重大爭議。 

(十) 未來課綱研修審議，仍宜採取十

二年國教課綱整體規劃的方式進

行之，以利中小學課程的銜接和

統整。 

課綱研修審議最重要的是教育專

業性和學術性，也要重視社會性，找

到社會各界的代表來參與，回應社會

需求，但絕對要排除政治操弄，回歸

教育的中立性。爭議中的學生擔任課

審會委員之事，切勿流於形式，而應

更務實地就學生需求和意見的調查及

評估去努力。慮及中小學課綱修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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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缺失，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宜勇

於挑起責任，除了實施時補救不足之

外，對於未來如何促使課綱研修審議

機制更為完善，宜趕緊積極研訂未來

修法方向，排定再度修法的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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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校評鑑機制分析與構建 
何慧群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系退休教師 

永井正武 

日本帝京大学理工学部退休教授 

 

一、前言 

面向全球發展與競爭態勢，提升

國民素質與確保教育品質成為教育核

心。教育部推動後期中等教育系列方

案，藉以提升高中職校教育品質與均

衡城鄉教育，前者是自 95 學年度起執

行「高級中學學校評鑑實施方案」與

「高職學校評鑑實施方案」；後者是：

（1）89 學年度至 97 學年度試辦「高

中職社區化」與 98 學年度「高中高職

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

案」；（2）96 學年度推動「高中優質化

輔助方案」與「高職優質化輔助方

案」；（3）101 學年度實施大學校院協

助高中高職優質精進計畫。 

有鑑於，12 年國教負有提升現代

國民素質與扎根高教分化教育之責，

2013 年，教育部結合學校評鑑與優質

化與均質化輔助方案，推動「高級中

等學校優質認證」制度（教育部，

2013），藉以：（1）催生學校創新動能；

（2）落實適性揚才理念；（3）確保學

校特色品牌。其中，學校評鑑與優質

認證二者關係，前者是後者的基本門

檻。關於教育部施行之認證與評鑑機

制，二者不無疊床架屋之虞，評鑑機

制具診斷與評比、回饋與及時性補

正，以及策略性重構與轉型教育，認

證多為標記優者、達標者，此有違教

育旨趣。 

品質控管不是優質認證，而優質

認證與特色認證亦有別。12 年國教政

策施行採就近入學、適性揚才與完備

均優質教育資源，國教目標主均衡城

鄉教育、發展多元人力資源與提升國

民現代化素質，評鑑機制較認證制度

可發揮品質監控與診斷之能。時值資

通訊科技（ICT）整合趨勢，教育標準

化勢在必行，運用數理工具構建與分

析高中、職校評鑑機制，藉以展示：（1）

科學化：以 5W1H ISM 構建評鑑指

標；（2）標準化：以 OSI Model（CISCO, 

2016）示範教育標準化數位結構；（3）

視覺化：以 MSM 表徵教育結構。 

二、 高中、職校評鑑有關文本 

評鑑與認證制度被規劃為支援 12

年國教發展之配套措施，有鑑於，教

育部施行之高中、職校評鑑與認證制

度有疊床架屋之虞，溯本究源，以 12

年國教、高中職校評鑑與認證制度為

文本，運用數理工具進行系統性高

中、職校評鑑機制分析與構建。 

(一) 高中、職校評鑑 

依據 2015.01.01.公布高級中等學

校評鑑實施計畫，後中評鑑旨在：（1）

檢視辦學績效、（2）檢核改善機制、（3）

確保教育品質。其次，自 95 學年度起

以 5 年為 1 期程辦理評鑑，評鑑項目

計有校長領導、行政管理、課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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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輔導、環境設備、社群互動、績

效表現，以及實習輔導。 

依據 2011.09.20.核定高職學校評

鑑實施方案，高職評鑑旨在：（1）檢

視辦學狀況、（2）檢核改進策略、（3）

落實校本經營。其次，自 96 學年度起

辦理第 1 期程評鑑，分為校務評鑑與

專業類科評鑑二類，前者評鑑項目如

後中，後者包含科/組目標、師資、課

程、教學、設備、行政等。 

承上，104 學年度辦理第 3 期程高

級中等學校評鑑，涵蓋普通型、綜合

型、單科型與技術型。其次，依據教

育生態，評鑑設計包括：Deming Cycle

（Deming, 1986）、自評，以及集整合

性、發展性與多樣性原則；評鑑結果

作為學校發展、轉型、退場，以及優

質認證參考依據（教育部，2016a）。 

(二) 高中、職校認證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

辦法第十四條規定，教育部推動高級

中等學校優質認證制度（教育部，

2016b）。優質認證制度旨在助益：（1）

優化後中、（2）取信家長、（3）特色

招生。 

其次，優質學校認證基準：（1）

學校評鑑（含校務評鑑與專業群科評

鑑）成績達 80 分以上；（2）專任教師

比率與合格教師比率符合規定；（3）

學校最近 3 年內無重大違反教育法令

或重大缺失事項。 

值得一提的是，優質認證制度施

行之配套措施，如高中高職適性學習

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高中

優質化輔助方案、高職優質化輔助方

案，以及大學校院協助高中高職優質

精進計畫。 

(三) 12 年國教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於民國

103 年 8 月施行，9 年國民義務教育之

銜接與分化教育，教育意義歸納如

下：（1）提升國家現代化程度、（2）

厚實國民現代化素養、（3）接軌世界

經濟體系（何慧群、永井正武，2013）。 

有鑑於，中小學教育生態問題日

益複雜，如升學主義掛帥、城鄉教育

落差、PISA 雙峰現象表現等，12 年國

教以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適性揚才、

多元進路與優質銜接等理念（教育

部，2016c），推動教育改革與發展。 

基於教育是基本人權（UNESCO, 

2000）、參與 21 世紀全球化社會與經

濟不可或缺利器，以及體現社會公平

與正義，12 年國教體制之階段目標、

專業實踐與學用整合一是箇中關鍵

（何慧群、永井正武，2015）。 

三、 研究工具簡介 

本文運用如下數理工具分析與構

建高中、職校評鑑機制： 

(一) 5W1H ISM 

5W1H ISM 是結合 5W1H 與 ISM

構造而成，M. Nagai 於 2013 年提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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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成（Tsai, Chen, & Nagai, 2013）。其

中，5W1H 有謂六何法，由 who, when, 

what, where, why 與 how 組成；ISM

是依據數理原理發展的分析方法

（Warfield, 1974），J. N. Warfield 於

1972 年提出，以  1,0 二元數值進行關

係矩陣計算與構造有向階層結構圖。

運用 5W1H ISM 於教育研究，可見效

益：（1）提供要素構造之可操作工具，

（2）研究結構視覺化，（3）結構分析

科學化。 

(二) OSI Model 

因應專業多元化發展，國際標準

化組織（ISO）與國際通訊聯盟（ITU）

資訊網標準化單位共同制定 OSI 

Model（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 

Reference Model），作為網路社會多元

資訊軟體與多樣科技硬體間相容與溝

通的依據。OSI 標準框架（OSI Layer 

Standards）分為 7 階層，（1）資訊部

分：實體層（physical）、鏈結層（data 

link）與網路層（network）；（2）主機

部分：輸送層（ transport）、會議層

（session）、展示層（presentation）與

應用層（application）。 

(三) MSM 

MSM （ Matrix based Structure 

Modeling）是 Nagai 於 2013 年提出

（Nagai, & Tsai, 2013），揭示各集合間

新關聯生成，並就整體與局部群集之

邏輯關聯關係予以視覺化。MSM 運用

Boolean Algebra 命題邏輯與鄰接矩陣

原理，對多重矩陣展開冪運算，直至

可達矩陣成立，據以構造「整合型」

（Integrated Structural Model, ISM）或

「 綜 合 型 」（ Compound Structural 

Model, CSM）結構模式（何慧群、廖

素蓮、宮高德、洪裕堂、姜秀傑、許

天維、永井正武，2013）。 

四、分析與討論 

因應創意知識經濟、專業靈活自

主發展趨勢，專業典範（Kuhn, 1996）

與系統思考（Meadows, 2008）是箇中

關鍵。運用數理工具於教育，旨在體

現：（1）教育研究科學化、（2）實務

操作系統化、（3）結構表徵數值化。 

(一) 評鑑指標 

面向全球競爭與專業變革氛圍，

增能賦權與績效評鑑是應變之道。運

用 5W1H 對列與分類教育部公布施行

高中、職校評鑑與高中、職校認證機

制指標，並自現代校務發展理念與教

育專業角度新增重要指標，提出較適

高中、職評鑑準則基礎（見表 1）。 

面向十倍速紀元，系統思考與目

標管理成為決策準則（Malik, 2009），

可見未來，校務研究決策（Howard, 

McLaughlin, Knight, & Associates, 

2012）與階段本位標準（grade-level 

standard）實踐受到重視，標準本位涵

蓋指標、層級結構及其專業表現。 

值得關注的是，12 年國教施行意

謂著國家發展邁向新的里程碑，後中

教育負有：（1）政策性，區域產業經

濟基礎人力資源教育扎根；（2）教育

性，學校經營兼顧教育、社會與生態

性（何慧群、永井正武，2016a）；（3）

專業性，專業體現於多元目標實踐。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7），頁 53-60 

 

自由評論 

 

第 56 頁 

表 1：高中、職校評鑑指標 5W1H 
5W1H 高中評鑑 高職評鑑 高中職認證 較適評鑑要素

學校定位/政策性

校務研究/教育性

標準本位/專業性

整合性

發展性

多樣性

校務評鑑校務評鑑 校務評鑑 行政

專業類科評鑑 教學

校長領導 校長領導 校長領導

治校理念

教育視域

社會視域

生態視域

專業表現

組織文化

社會責任

生態倫理

行政管理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

課程教學課程教學 課程教學

社群互動社群互動 社群互動

實習輔導實習輔導 總務輔導

學務輔導學務輔導 學務輔導 學務輔導

環境設備環境設備 教務輔導

圖儀設備 圖儀設備

科/組目標 科/組目標

師資 師資 同課異構

學習診斷

專業發展

績效表現績效表現 績效表現

辦學績效辦學狀況 辦學狀況

進修研習

社區服務

觀課評課議課

學習檔案

改善機制改進策略 改進策略

Deming Cycle Deming Cycle

校本經營

教育品質校本經營 教育品質

自評

整合性

發展性

多樣性

why

how

what

who

when

where

 
 

 運用 ISM（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ng）就表 1 指標要素進行關係矩

陣構造，可得高中、職校評鑑指標結

構（見圖 1）。 

 

 

圖 1 ：高中、職校評鑑指標結構 5W1H 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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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顯示：（1）後中學校類型有

普高、綜高、單高與技術型之分，教

育訴求有別，釐清後中各校在政策上

責任分派、功能定位是學校評鑑首務

（何慧群、永井正武，2016b）；（2）

校長領導素養涵蓋教育、專業、社會

與生態視域；（3）教育品質、校本經

營繫於同課異構專業實踐與行政領導

專業力。 

(二) 標準化 

在多元商機洞見與精進資通訊科

技助益下，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與工業 4.0（Kagermann, Lukas, & 

Wahlster, 2011）型塑新形態工作與生

活方式儼然成形，實體與資訊世界在

遍及式運算（ubiquitous computing）中

整合與運作。以數位協定範式表徵教

育論述及其操作，揭示現代化教育新

視界。 

面向科際合作態勢，標準化構建

是科際間互動依據，可見效益：（1）

指引性，化繁為簡；（2）參考性，品

質控管；（3）評比性，交流交易。概

括而言，標準化即是規格化、結構化，

基礎脈絡是各領域專業規範與共識。

面向資訊化社會，可見未來，教育標

準化勢在必行，範圍涵蓋制度、組織、

課程、評量。 

運用 OSI 表徵教育實務（見表

2），一則符映全球數位化、科際間相

容性發展趨勢，二則體現教育新視

界：（1）科際性，體現教育理論與實

務之跨科際性；（2）科學性，教育內

涵轉換處理，如指標數值量化、指標

關係結構階層化；（3）現代性，教育

專業與時俱進，涵蓋體（essence）與

用（usage），前者如結構與語彙，後者

如功能與操作。 

依據表 1，構建表 2。 

表 2：高中、職校評鑑指標 OSI 

OSI 實體層 鏈結層 網路層 輸送層 會議層 展示層 應用層

學校定位/政策性 標準本位/專業性 整合性 行政管理 總務輔導 辦學狀況 績效表現

行政 校長領導 發展性 課程教學 學務輔導 進修研習 校務研究/教育性

教學 治校理念 多樣性 社群互動 教務輔導 社區服務 改進策略

教育視域 圖儀設備 觀課評課議課 Deming Cycle

社會視域 科/組目標 學習檔案 專業發展

生態視域 同課異構 學習診斷 校本經營

專業表現 教育品質

組織文化

社會責任

生態倫理

指標

 
 

 同上，運用 ISM 就表 2 指標要素

進行關係矩陣構造，可得高中、職校

評鑑指標結構（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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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高中、職校評鑑指標 OSI ISM 

 

圖 2 顯示：（1）實體層，學校本

位/政策性與標準本位/專業性是後中

教育發展依據；（2）會議層，科/組目

標標準化與同課異構專業實踐（何慧

群、阮逢選、阮福海、范德孝、永井

正武，2014）；（3）應用層，校務研究

/教育性取向教育實踐與回饋，並且依

據 Deming Cycle 推進週期檢核與精

進。 

(三) 結構分析 

運用 MSM 整合高中、職評鑑指標

5W1H ISM 與 OSI ISM，可得二者並列

之階層結構（見圖 3）。 

 

 
圖 3 ：高中、職校評鑑指標 MSM 

 

 

 

圖 3 顯示：首先，自國家教育政

策角度定位學校功能是學校發展與經

營，以至校務研究取向學校評鑑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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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其次，自專業角度就教育理論與

實務踐行進行標準化處理，藉以：（1）

確保後中教育品質、（2）落實同課異

構與校本經營多樣性、（3）體現教育

學術性與效益性；最後，學習診斷與

學習檔案是學校評鑑焦點。 

綜合上述，以數理工具結構分析

高中、職評鑑準則，旨在：（1）系統

思考，由學校定位、專業實踐到校務

研究取向校本發展；（2）校長領導，

分為治校理念與專業表現，前者凸顯

教育視域廣度與深度，後者何以綜理

行政支援教務；（3）評鑑診斷，基於

國教基本人權，學習者成就表現凌駕

學校特色發展之上。 

五、結論 

面向創意知識經濟與全球競爭趨

勢，教育改革與投資成為各國關注焦

點，值得一提的是，教育評鑑成為品

質管理箇中利器。2014 年 8 月，教育

部施行 12 年國教，3 年後期中等教育

上承高等教育，下接 9 年國民義務教

育，負有落實教育經濟性之責，專業

實踐是確保後中教育品質利器。 

有鑑於，國內後中教育城鄉資源

落差與 12 年國教就近入學政策，教育

部推動高中職校優質認證、特色認證

方案，以實現高中職校均優質化發

展。基於國教基本人權與落實學校學

習本務，倡導以學校評鑑機制作為教

育品管機制，特色認證或重點扶植作

為區域校際學群發展之燈塔指引。 

最後，運用數理工具分析與構建

高中、職校評鑑機制，旨在：（1）揭

示學校定位/政策性與標準本位/專業

性是評鑑診斷必要與充分條件、（2）

呼籲以系統思考之校務研究評鑑機制

取代自評或同儕（peer review）取向評

鑑範式、（3）示範數值化取向之教育

研究另類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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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生教組長的困境與發展 
張昱騰 

新竹市立新科國中教師 

 

一、前言 

學務工作負責了學校主體（學生）

的行為規範，攸關學生求學的態度與

常規的養成，是整個校務推動的先

導，影響了一個學校經營的整體評

價。因此，學務業務的推動應列為整

體校務計畫的首要目標，才能事半功

倍的帶動其他處室業務，以符家長、

社會對學校的寄望。 

過去，教師兼任行政工作被視為

一項榮譽，是個人能力的肯定，更是

教職生涯由教師、組長、主任、校長

科層化的進階升遷規畫。曾幾何時，

隨著社會變遷及教育環境改變，近年

來教師專業自主權的高漲，行政不再

是教師生涯規劃的首選。行政是學校

教育重要的助力，但學校教育現場擔

任學校行政人員的意願卻逐漸乏人問

津。現今教師們最擔心的事情之一，

莫過於兼任學務處中的生活教育組長

一職，讓教師們唯恐避之不及。 

二、問題分析 

在學校中生教組長的重要性，可

以 2010 年底在桃園某縣立國中學爆發

一連串校園霸凌事件為例說明之。此

事件造成校內教師數十人連署罷免校

長，導致校園內人心惶惶，家長急於

將孩子轉學，登上全國數十家媒體頭

條新聞，也促成 2011 年通過的「防制

校園霸凌執行計畫」。當大家一味地將

責任歸咎於校長的同時，卻忽略思考

問題背後的問題─學務處人力組織架

構的健全性。 一、生活教育組長多為

新進教師或代理教師擔任 

一般學校在教師無意願擔任生教

組長，通常只能請進教師或代課教師

擔任，在毫無任何相關經驗，沒有充

分的先備能力，對於業務上不嫻熟，

對於學校生態也不了解，更別說對於

學生的熟悉度與掌控度。故當發生學

生違規的行為時，若沒有經驗即時處

理，或處理技巧不足時，後續伴隨而

來的可能是更多更嚴重的問題發生。

由此可見，生教組長的的業務壓力與

工作量都相當得繁重，易讓教師們萌

生退意，導致每年更換生教組長。但

應變與處理學生問題的行政能力是需

要長時間的累積，倘若每年更換生教

組長，這對校內的學務運作會造成極

大不穩定，其實到最後受到影響最大

的還是學校內青年學子的權益。     

表 1-1 

97-100 學年度正式教師、代理教師兼任組長、

生活教育組長統計表 

學年

度 
項目 國中 

97 學

年度 

正式教師兼任組長人數  6876 

正式教師兼任生活教育組長

人數 
667 

正式教師人數 51777 

正式教師兼任組長比率 13.3% 

正式教師兼任生活教育組長

比率 
1.29% 

代理教師兼任組長人數 204 

代理教師兼任組長比率 2.9%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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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年

度 
項目 國中 

 

代理教師兼任生活教育組長

人數 
76 

代理教師兼任生活教育組長

比率 
1.1% 

98 學

年度 

正式教師兼任組長人數  6877 

正式教師兼任生活教育組長

人數 
684 

正式教師人數 51899 

正式教師兼任組長比率 13.3% 

正式教師兼任生活教育組長

比率 
1.25% 

代理教師兼任組長人數 273 

代理教師兼任組長比率 3.8% 

代理教師兼任生活教育組長

人數 
99 

代理教師兼任生活教育組長

比率 
1.4% 

99 學

年度 

正式教師兼任組長人數  6813 

正式教師兼任生活教育組長

人數 

624 

正式教師人數 51965 

正式教師兼任組長比率 13.1% 

正式教師兼任生活教育組長

比率 

1.20% 

代理教師兼任組長人數 334 

代理教師兼任組長比率 4.7% 

代理教師兼任生活教育組長

人數 

125 

代理教師兼任生活教育組長

比率 

1.7% 

100

學年

度 

正式教師兼任組長人數  
6799 

正式教師兼任生活教育組長

人數 606 

正式教師人數 
51188 

正式教師兼任組長比率 
13.3% 

正式教師兼任生活教育組長

比率 1.18% 

代理教師兼任組長人數 
383 

代理教師兼任組長比率 
5.30% 

代理教師兼任生活教育組長

人數 140 

代理教師兼任生活教育組長

比率 1.90%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3）。引自監察院（2013）「糾正

案案號:102 教正 0010」。 

國中正式教師兼任組長比率逐年

下降，由 97 學年度的 97.12%下降至 

100 學年度的 94.67%。相對地，代理

教師兼任組長比率反而逐年提升，尤

其兼任生活教育組長，逐年提高到 

100 學年度的 18.77%），造成惡性循

環，業務無法有系統的連貫，所推行

之教育也隨著業務承辦人員不同，對

業務的熟悉度不夠，在規劃上與執行

上都有著許多的落差，形成教師對於

行政人員信任度降低，學生與家長對

於學校行政人員的陌生，都會造成很

大的不信任感，更不用提行政資料的

蒐集完整性，許多新任組長在接任之

初，常對於業務不熟悉，還在摸索的

階段，需要有人指導與提醒，常常卻

找不到前任的組長，或是前任組長也

不知該如何處理的窘況，原因不外乎

前任組長因代課期滿而離校，也或是

前任組長任內沒遇到相同狀況，因此

無法進行經驗之傳承。 

三、發展困境與策略 

(一) 發展困境 

生教組長的工作職掌中，在一般

例行業務中辦理業務相當繁雜，大致

上全國各國中生教組工作內容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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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如辦理學生請假、獎懲、缺曠課

處理；定期進行學生服裝儀容檢查，

並實施校內外課間巡查，違規行為、

衝突事件、意外事故及傷害處理，辦

理學生改過銷過，辦理學產基金急難

救助申請事宜，中途輟（復）學通報，

辦理性平案件之通報，辦理霸凌案件

之通報與臨時交辦事務，以及辦理學

生日常生活成績考核。當然除了一般

例行性的業務之外，還需要負責處理

推行教育的業務，包括了交通安全教

育推行、法治教育推行、防災教育推

行、霸凌教育宣導、紫錐花教育宣導

以及臨時交辦事務。 

綜上所述，為何教師不願擔任學

校生教組長職務，原因有五： 

1. 生教組長除了一般例行性業務要

辦理外，更要辦理各項推行教育業

務，若是學校有遇到各項評鑑時，

常常要犧牲自己的時間，來完成各

項評鑑資  

2. 一般教師擔任導師與擔任行政職

務的加級，其實差不了多少，在同

價不同工的情況下，教師寧可選擇

擔任其他職務。 

3. 當遇到師生衝突、生生衝突時不論

是口角，肢體暴力或是霸凌事件，

都需要立即的處理，而且事件處理

起來，往往需耗費許多時間，不僅

要面對家長的情緒，都需要很理性

謹慎處理，甚至會遇到上級長官或

外來力量的介入，得不到支援與認

同。 

4. 校內編制內的正式教師、資深教師

往往不願意擔任生教組長一職，許

多生教組長多半都由新進教師或

代理教師擔任，一年過後就辭退行

政職務，對於生教組業務不夠熟

悉，對學生掌控度也不夠；若是由

代理教師兼任生教組長，一年過後

轉任其他學校的話，對於業務交接

事項也無法有效銜接造成學校業

務推動窒礙難行。 

5. 上下班時間過長，一般教師上班時

間自早上 7:30~15:30 為 8 小時，但

生教組長為維護學生上放學安

全，於早上 6:40 就必須到校，準備

進行交通導護的值勤，一旦遇到學

生問題，礙於配合學生家長時間，

下班後需留下來與家長溝通，並處

理文書作業等，造成上班時間過

長。 

(二) 發展策略 

 因此，如何讓生教組長一職，在

學校內不會變成讓人避之唯恐不及的

職務，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四個層面

進行改革，以提升生教組長的專業知

能，同時減低工作壓力的策略： 

1. 成立專業的生教人才培訓單位 

目前在各大專院校，並無培訓專

業生活教育人才的培訓系所，若是能

增設專門進行學生生活事務管理人才

相關系所，讓教師擁有適任的知能，

就不會因瞭解而畏縮、能力不足而離

職、發展性不足而放棄，相信能解決

目前各校生教組長荒的情況。 

2. 合理分配工作職掌與人人力支援 

生教組長業務繁雜，授課、辦理

一般例行性業務、校內外巡查、處理

突發事件、辦理性平案件、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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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霸凌防治等業務，是否可重新

分配工作職掌，不讓個人的工作太重

造成勞逸不均，同時有的學校因人力

不足生教組可能連幹事都沒有，導致

沒有人力可以支援。故可以將部分業

務進行調整，增設 1 至 2 名協助教師

辦理推行教育業務。 

3. 充分的法律知能與授權 

生教組長必須熟捻相關法律，如

性平事件相關的法律條文與處理程

序，以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等相關的法律常識，才能依法行事

來保護學生與自己，以避免因處理失

當而須付相關罰責而造成自身壓力來

源。因此，如由教育單位、內政單位

或法務單位定期辦理相關知能研習，

並能柔性督導輔助，或配合相關的專

業職能訓練，以提升生教組長的專業

能力，或許能減輕生教組長面對性平

事件的壓力。同時，充分給予學校能

要求監護人之權責，若是父母不願負

起管教之責，學校是否有權責通報法

院進行具有法律約束的申請，而不是

像目前的機制，通報高風險家庭後，

相關單位派社工進行家訪後，家長仍

然故我。 

4. 完善的獎勵措施 

在獎勵措施的部分，學校除一般

的記功嘉獎外，是否能在行政加級的

薪資上進行調整，有別於其他行政加

級的薪資，想必在重賞之下必有勇

夫，並給予職務調動、升遷或進修機

會；抑或擔任過生教組長職務者報考

主任儲訓或是進行介聘時積分分數提

高，並保障不受超額調校被超額。 

四、結語 

公立國民中學生教組長一職長期

以來被視為畏途和燙手山芋，少有教

師願意擔任此項職務，各校為尋覓人

選，往往花招盡出，除了校長、主任

千拜託萬拜託之外，抽籤、輪流、由

新進菜鳥擔任等方式，皆屬常見。而

教師們為了逃避或卸下此項職務，亦

無所不用其極，抵死不從、留職停薪、

消極不做事等情況，也屢見不鮮。當

一個職缺眾人皆避之唯恐不及時，正

顯露出該職務工作內容的質與量出了

很嚴重的問題。為穩定學生的學習環

境，，有系統的推動學務工作是必要

的，提升學務人員專業素養人力的穩

定性，才能使學務工作順利推展。因

此希望除了提升生教組長的專業能

力，進而發展出一套有效且實用生教

組長養成方案，如此一來當教師接任

學務工作時，就不會因專業知能不足

而害怕接任生教組行政工作，而影響

到學生學習的權利與學校整體的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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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楷模學習與體驗實踐，提昇品格教育成效 
崔卓群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交換生 

王金國 

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一、前言 

良好品格之重要性眾所皆知。一

個具有良好品格的人是受人信賴與尊

重的，相反地，一個品格不佳的人易

導致許多社會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的

問題對象。自 2004 年教育部公佈《品

德教育促進方案》以來，各級學校都

逐漸重視學生良好品格的培養，推行

品格教育已成為學校教育中重要的一

環。學校雖積極推行品格教育，但仍

有很多家長及老師反應：學生「知」、

「行」未能合一。倘若學生僅僅是知

善而未能行善，應算不上是擁有良好

的品格力，也不能算是成功的品格教

育，畢竟知善、愛善與行善三者兼具

才是品格教育的目標。 

這幾年來，雖然已有很多學者提

出推行品格教育的方法、原則或活

動，如：美國 Kevin Ryan 教授提出的

6E 原則。不過，教師需要的不只是原

則，他更想知道的是品格教育的具體

做法。 

本文擬將 6E 原則中的楷模學習

（Example）結合體驗實踐，提出實用

可行的品格教育活動。期許學生能更

加地體會到品格的內涵與價值，同時

進一步地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出來。 

 

二、品格教育的意涵 

品格是個人擁有的良善特質，品

格教育是教育者協助學生發展善良價

值與品格特質的活動（Jones、Ryan、

Bohlin，1997）。基本上，學生所接觸

到的經驗均會影響其品格發展，包括

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及潛在課程。

本文所指的品格教育是採狹義的觀

點，專指結合楷模學習與體驗實踐的

一項品格教育活動設計。 

三、品格教育的實施策略～6E

原則 

在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中列

有 Kevin Ryan 所倡導的品格教育「六

E 原則」，茲摘述如下（Ryan，2006）： 

(一) 楷模學習（Example）教師除要以

身作則外，可介紹歷史或現實中

值得學習的楷模供學生模仿學

習，亦可透過角色扮演活動，讓

學生去體會楷模的內在感受。 

(二) 啟發思辨（Explanation）：在品格

教育上，不應只是要求學生記誦

與遵守規則而已，教師應與學生

真誠對話，進一步指導學生了解

各規範背後的含義與價值，讓學

生真的指導。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7），頁 66-69 

 

自由評論 

 

第 67 頁 

(三) 勸勉激勵（Exhortation）：從情感

上激勵學生的良善動機，鼓勵他

們表現出良善行為。 

(四) 環 境 形 塑 （ Ethos or Ethics 

environment）：教師要營造一個讓

學生感受到彼此尊重、重倫理的

環境。 

(五) 體驗反思（Experience）：品格概

念是抽象的名詞，學校或教師應

安排機會，讓學生藉由實際參與

來體驗這些品格內涵，讓抽象的

概念變成日常中實際接觸的事

件。 

(六) 正向期許（Expectations）：在品格

方面，鼓勵學生為自己設定合

理、優質的目標，同時盡力去完

成。 

四、品格教育的結果 

康德認為，在道德判斷及對道德

原則的認知上，只要是普通的人，都

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知道他應該成為

什麼樣的人及做些什麼事（I. Kant,）。

而 Lickona 認為，知道對與錯的判斷並

不保證會做出正確的行動（Lickona，

1992）。若檢視學生品格教育的成效，

可概分為以下三種結果（王金國，

2010）： 

(一) 不知以致於未行：人與人的互動

有許多基本的規範或倫理，不

過，孩子在成長中，很可能會因

為父母或老師未教導，而不知適

切的行為方式，以致於沒有表現

出來。 

(二) 知行不一：指學生對核心價值僅

停留在認知的層面，並未實際表

現出適切的行為。 

(三) 知行合一：指學生能實際將符合

核心價值或行為準則的行為在日

常生活中實踐出來。 

五、重視品格實踐力 

很多學校在推行品格教育時會先

擬定學校的品格教育計劃，決定校內

品格教育的核心價值，然而，只有這

些是不夠的，還應重視學生的品格實

踐力，應將學生的生活實踐作為品格

教育的目標。 

如上所述，針對在品格教育過程

中出現的「知行不一」的問題。筆者

認為，可從其產生原因著手，並將品

格教育的側重點由關注學生「知善」

轉移至學生「愛善與行善」。為了讓學

生更深入地瞭解品格的核心價值與行

為準則，感受到品格的價值，同時，

也有具體實踐的經驗。本文提出「結

合楷模學習與體驗實踐的品格教育」

的主張，期使能達成品格教育的目

標，培育具有良好品格的學生。 

六、結合楷模學習與體驗實踐之

活動設計 

很多老師會藉由楷模人物的介紹

與探討來進行品格教育。不過，這類

的楷模學習常有兩項問題。一是教師

介紹的楷模不見是學生心中的楷模；

二是該楷模人物的探討僅是認知層面

的探討，較少安排學生具體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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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克服前述兩項問題，本文提出結合

楷模學習與體驗實踐之活動設計，具

體步驟如下： 

(一) 楷模選擇 

由學生自己選擇一位他認為是具

有良好品格、可以成為他楷模的人。

在過去類似的品格教育設計（楷模學

習）中，教師往往偏向「教師中心」

的設計，會先由教師介紹一位自認為

值得學生學習的楷模，然後，引導學

生思考可從該楷模中學到什麼。只不

過，該楷模並非真的是學生認同的。

在非自願的情境下，往往使得教育成

效減半。為改善此問題，教師可改變

做法：由學生自選楷模人物，如此，

學生學習的意願將更強烈。 

(二) 列出該楷模值得學習之處 

學生自己找到心中具品格力的楷

模後，還要列出這位楷模值得學習的

地方。基本上，提出該楷模值得學習

的地方，亦會加深學生的道德認知，

對品格核心價值的理解，進而有利於

激發學生的品格實踐。 

(三) 具體實踐 

學生做出自己的道德判斷、選擇

最值得他學習的道德楷模後，還要具

體實踐自己想學習的行為。此時，教

師可要求學生做好實踐紀錄，並將心

得記錄下來。基本上，知善往往是容

易的，而在行善的過程中才會慢慢體

會良善行為的實踐並非想像的那麼容

易。另外，惟有學生實踐後，也才有

機會發覺良善行為所帶來的成就感與

滿足感，進而更樂於模仿楷模，實踐

良好品格。如此一來，在長期實踐過

程中易形成品格習慣，成為具備良好

品格的人。 

七、結語 

品格的內涵包括知善、愛善與行

善等三個層面，知道善並且能表現善

的人，才算是品格良好的人。學校在

推行品格教育的過程中，不僅要培養

學生知善，更要培養學生愛善與行

善，以達「知行合一」。為達成此目標，

本文提出結合楷模學習與體驗實踐之

活動設計。期許此活動設計，能有助

於解決學生知行不一的問題，使得學

生具備良好並且完整的品格，進而達

成品格教育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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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諮商模式在自閉症學生輔導之應用 
邱瑞妏 

嘉義大學諮商輔導研究所三年級 

李泳緹 

嘉義大學諮商輔導研究所三年級 

一、前言 

2013 年 5 月公布的美國精神學會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簡

稱 APA）主編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

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簡稱 DSM）第五

版，變動了許多常見的心理疾病的定

義和分類，例如：原本自成一類的亞

斯伯格症候群(Asperger's syndrome)和

其他類自閉症的心理疾病在新版的

DSM-5 中皆被歸類為自閉症的一種，

泛 稱 為 自 閉 症 系 列 障 礙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鑑定指標分三大主

軸：一、社會性互動缺陷；二、溝通

能力缺陷；三、在行為、興趣、活動

方面有侷限的、刻板的、重複的三大

形式，自閉學生在學校出現了適應的

問題。自閉學生在學校生活中除了常

規適應表現外，其他語言溝通、人際

互動、課業學習及特殊行為等大多不

佳，造成教師和同儕在課堂上的困擾

（施清嵐，2003；陳冠杏，1998；Yianni- 

Coudurier et al., 2008）。其家長也無所

適從，不知如何陪伴孩子成長，因此，

學校輔導工作刻不容緩，諮商人員除

了做個別諮商外，若能納入家庭、學

校及社會系統概念，將社區諮商模式

運用於自閉症學生的專業諮商工作

上，相信對自閉症學生的改善持續性

及改善的實質性會更大。 

 

二、自閉症學生之現況分析 

內政部近幾年的統計資料分析中

發現，國內自閉症者人數逐年增加，

我國特殊教育通報網 104 年 3 月 20 日

統計資料發現，中小學自閉症學生人

數已有 8,495 人，其人數相較於民國

93 年 3 月份自閉症學生人數 2,701 人，

10 年中增加 3 倍左右，增加幅度大，

此數據說明自閉學生已成為特殊教育

中不可忽視的族群。以下從居家生

活、學校生活及社區生活三方面簡述

其身心特徵對生活各方面的影響： 

(一) 對居家生活的影響 

自閉症的學生是一群異質性高獨

特的孩子，其身心特徵會隨著智力、

障礙程度及後天教育介入會有很大的

不同生活適應（張正芬，2003），因其

有獨特的社交障礙身心特徵，其對家

人較不感興趣，與家人說話時很少有

目光的接觸，所以父母親在訓練自閉

者生活常規時，常有困擾；其在溝通

方面並不是語句文法的問題，而是他

們實際運用的問題（王大延，1994；

宋維村，2000），他們在口語表達上比

較不會主動，常造成與家人溝通不

良，形成情緒問題，影響到認知發展

（Siegel, 2003）。除此之外，其對特定

物品較感興趣，有些學生對特定遊戲

或事物會產生較大的偏好，出現固著

行為，思考及語言上使用固定回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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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部分自閉症學生會有睡眠障礙、

注意力不集中、亂發脾氣等狀況，這

些都會引起自閉症學生家庭生活適應

問題。 

(二) 對學校生活的影響 

自閉症學生認知潛能個別差異

大，部分智力正常，但是大約 70％會

伴隨著智能障礙，其教育安置和所需

要的教育支持與正常的學生會有明顯

的不同（楊貴芬，2005；Friend, 2008；

Wagner, 1999）；智力會影響學習成

效，因此，大部分的自閉症學生都需

要特殊教育的介入，學校設置資源班

或特教班便是以特殊教育課程安排來

協助其學習，教學過程中最大的困擾

在於教導生活技能或人際互動課程

時，其很難運用於家庭或社會，就是

有類化困難的問題；選擇性注意力干

擾的自閉症學生其與同儕互動不佳也

會阻礙學習；因此，資源班教師必須

為自閉症學生教學設計時考量其有興

趣的事物，才能引起學習動機，這些

因素會讓資源班教師在教學設計與活

動安排上容易感到挫折（宋維村，

2002；胡心慈，2006）。另一方面，雖

然只有少部分的自閉症學生有攻擊的

行為，但是大部分的教師認為有這些

有攻擊行為的自閉症學生，其問題行

為會干擾教室上課秩序，而亂發脾

氣、不合作、自我刺激等通常也是自

閉症學生對不熟悉或是堅持同一行為

及溝通不良所引起（陳冠杏，2001；

黃金源，2003）。至於自閉症學生其對

同儕關係的刺激反應，大部分比較薄

弱甚至無反應，因為其在情緒上比較

容易焦慮，所以自閉症學生有些行為

及情緒不當的反應，容易讓人覺得怪

異 ， 較 難 與 人 建 立 良 好 的 互 動

（Couteur, 2003；Siegel, 2003）。 

(三) 對社區生活的影響 

自閉症學生在認知連結資訊上有

困難，在不同情境下其類化技巧也會

有困難，他們無法把學校老師教過的

技能運用在實際生活情境中，Couteur

（2003）指出自閉症者因為具有社交

互動障礙，所以在社區生活情境中易

因長期焦慮和沮喪經驗，在別人面前

易造成不恰當行為，甚至不善與人分

享與互動，所以在交友或維持友誼技

能上會受到限制（Hanbury, 2005），甚

至因為他們對生人無法辨識，在社區

中有三分之一的自閉者有走失於社區

的經驗（宋維村，2000）。自閉症學生

比較自我中心，容易引起別人的誤解

（Friend, 2008）；行為方面，青春期的

自閉症學生因不知道如何處理自己性

慾的問題，較常出現自慰的行為；對

社會領悟力不佳，對不熟悉的環境也

會有過度反應，所以常出現別人眼中

怪異的行為（黃金源，2003；Friend, 

2008）。 

因此，身為諮商人若能了解自閉

學生獨特的身心狀況，評估其生活中

壓力的來源，找到其優勢條件，培養

其生活技能，聚焦其需求及資源，覺

察其生活情境中的影響力，引入情境

因子，介入環境，辨識阻礙並克服問

題，讓自閉症學生在社會環境的脈絡

中發展自我的認同感，自我管理行為

訓練，強化其自我效能，以因應未來

充滿壓力的生活與情境，進而發展其

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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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區諮商模式 

自閉症學生若能利用社區諮商的

框架，評估自閉症學生個人、重要他

人或環境可以改變策略或方案，除行

為改變外，進而適應生活系統，使其

達到全人的身心健康，最後提升其幸

福感。 

社區諮商模式除了傳統一對一的

諮商模式外，還需融入預防性教育策

略，其強調與環境、文化、脈絡等對

個人心理健康的影響，預防性的教育

工作及環境的改變都與社區諮商息息

相關。而社區諮商的基本架構包括以

下六種模式（Lewis, Lewis, Daniel, ＆ 

D＇andrea, 2003；錢靜宜、楊瀚焜，

2002；謝政廷，2010）： 

(一) 環境具有正向和負向兩方面的影

響 

人們可以透過與環境的互動獲得

滿足，也會造成對人的阻礙，也會阻

礙人的成長和發展，若諮商工作者僅

侷限於當事人心理層面的個別諮商，

而忽略環境對當事人的影響，當當事

人回到其生活環境的情境中，環境可

能會阻礙當事者的成長與發展，當事

人很快便感到無力，因此，社區諮商

模式除了強調改善當事人的身心健康

外，也必須考慮影響其生活環境及社

會文化等因素。 

(二) 賦以能提升系統與個人的改變 

社區諮商所關注的是從當事人生

活脈絡中找到當事人自己的能量，使

當事人有勇氣改變，並做好自我管理

及發展生活技能，積極協助當事人重

新得力，鼓勵當事人在不侵犯他人的

權利下，從社區中得到同等的待遇並

融入社區生活。 

(三) 多面向的助人觀點 

社區諮商相較於過去傳統的一對

一諮商有很大的不同，其具更宏觀的

角度，除了考慮當事人個人的心理因

素外，還必需將當事人的各面向的背

景因素納入諮商考慮範疇。 

(四) 多元文化的諮商考量 

目前臺灣的社會已邁入多元文

化，已經有許多族群融合，諮商師本

身必須發展多元的諮商輔導策略，增

進諮商師本身對不同文化的當事人之

瞭解，除此之外，也要保持高度的敏

銳性及彈性，以提供當事人實際的需

求。 

(五) 強調預防 

社區諮商模式強調的是三級預防

中的初級預防工作，社區諮商預防工

作分成直接預防和間接預防等諮商服

務，社區諮商的預防非僅侷限於個人

部分，也必需符合社會的需求。 

(六) 適用於不同領域 

社區諮商模式不僅適用於個別諮

商輔導，甚至可以廣泛運用在社會、

教育及企業機構等不同領域，最主要

的是透過特殊的設計和策略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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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當事人與環境獲得改變，讓當事人

從中受益。 

根據以上六個假設，社區諮商提

供多面向的架構，其服務方式分成直

接服務與間接服務，其中直接服務主

要是針對特定族群對象，而間接服務

主要是針對環境；服務對象又分成社

區與個案，社區主要是針對社區一般

民眾，個案部分主要是針對被評估需

要積極協助的當事者；因此，根據服

務方式及服務對象的配對，可細分

成：直接社區服務、間接社區服務、

直接個案服務與間接個案服務等四種

方式，此四個面向的方法，如下表一

（錢靜怡、楊瀚焜，2002；陳文儀、

陳瑋，2013）： 

1. 直接社區服務 

諮商師必須很清楚認識其服務社

區的特定需求，並提供預防性的方案

給身心健康、未失功能的社區居民，

透過社區居民的參與方案，增進其自

我覺察的能力、培養生活技能、了解

各種引發問題之原因，以貫徹有效的

預防。這些預防方案包括：紓壓訓練、

情緒管理、生活技能培養、親職教育、

削弱偏見、危機青少年之心理健康方

案。 

2. 間接社區服務 

對於婦女、兒童、青少年、老人，

身心障礙等族群來說，在較為辛苦的

生活環境下生活，容易衍生身心健康

問題，因此，諮商師必須設法影響教

育、社會、政治、經濟等環境系統的

改變，使社區居民藉由活動的參與，

引發問題覺察、爭取立法者的支持，

引鼓勵社區運動，更重要的是，影響

公共政策以促進社會的正向改變。 

3. 直接個案服務 

對於較弱勢的族群來說，「預防」

不見得能夠完全解決問題，因此，當

諮商師在面對危機、壓力、長期焦慮

的高危險族群時，應藉由多樣性的諮

商方式，幫助他們提高自我效能，並

透過介入當事人的生活系統，如家

庭、學校，進行延展性的服務，加強

自我賦能之效果。 

4. 間接個案服務 

面對特定的族群，社區諮商師必

須扮演倡導者的角色，積極介入處遇

當事人的生活環境，創造有利於提升

當事人自主性的情勢，提供並支持當

事人使用職業訓練、成人終身教育、

福利機構等社區或政府資源，促使當

事人重新獲得力量。 

所以，社區諮商是一種多元且廣

泛的諮商模式，直接服務除了提供當

事人心的知識和技能，進而讓其生活

得以改變；間接服務除了對社區進行

倡導以饗社區居民的觀念外，進而影

響公共政策、社會福利等，促使環境

改變，使服務對象間接獲得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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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社區諮商的四個面向與服務方法 

 社區服務 個案服務 

直接 預防教育 諮商與外展

服務 

間接 影響公共政

策 

個案倡導與

諮商 
From”Community Counseling A Multicultural-Social Justice 

Perspective” by Lewis, Lewis, Daniel,＆D＇

Andrea, 2003, p31 

四、社區諮商模式應用於自閉症

學生的議題 

以細針對自閉學生在目前的社會

所面臨的困境，以社區諮商模式在直

接社區服務、間接社區服務、直接個

案服務及間接個案服務中提供服務內

容說明： 

(一) 直接社區服務 

直接社區服務主要是針對自閉學

生設計相關推廣活動，使用相關之影

片欣賞、課程、講座等方式進行，使

自閉症學生家長藉由家長團體所形成

的支持力量，使照顧者的情緒獲得支

持並更加穩定；除此之外，藉由親職

教育講座瞭解教養自閉症孩子的正確

觀念與做法，使自閉症孩子在家庭中

能受到妥善的照顧；而壓力、情緒管

理等支持團體讓自閉症孩子或家庭成

員找到出口，並習得解決問題方式，

使其生活適應更好。 

(二) 間接社區服務 

間接社區服務主要是透過社會的

法令制定或修正，改善社會環境所帶

來的影響，使自閉症學生獲益。自閉

症學生的議題受影響的除了是學生本

身之外，家庭成員也會造成被標籤

化，因此，透過身心障礙法及特殊教

育法等相關法令的修訂，減少自閉學

生及其家長被標籤化，使自閉症學生

的人權受到保護，消除其被標籤化的

問題；透過教育政策施予融合教育，

以減少校園歧視，營造友善校園；透

過培育教育人員具備專業素養，藉由

老師對學生的態度，以身教影響其他

學生；最後藉由座談會、專書發表或

相關社福機構成立的方式，促使大眾

對自閉症者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了

解。 

(三) 直接個案服務 

直接個人服務是透過專業的輔導

諮商，外展服務的方式，幫助前來尋

求的自閉症學生或家庭，自閉症學生

面對其自我概念之統合較一般學生困

難，最直接的問題就是其口語表達比

較不主動，連帶影響其人際互動與社

會適應的困擾。對自閉症學生而言，

學校是預防與發現問題的第一道防

線，也是社區諮商的一環。校內教師

發現需要幫助的學生後，必須以專業

的能力給予專業的服務，並連結相關

資源，協助並幫助自閉症學生。 

(四) 間接個案服務 

間接個案服務是以專業的諮詢、

倡導的方式協助需要幫助的自閉症學

生，從瞭解國家、政府、民間團體所

提供的福利制度、相關權益的申訴管

道，在自閉症學生或家庭與到困難或

需要幫助時，不至於求助無門。自閉

症學生與其家庭當社會福利介入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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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他們也會擔心別人異樣的眼光，

甚至不願與外界接觸，使其因為對社

會政策的不了解而無法取得外在的資

源與協助，以及應享有的保障，所以，

透過倡導與諮詢，將相關資訊傳播出

去，提高自閉症家庭獲得更多的資訊。 

五、結論 

自 1980 年代，研究自閉兒的學者

試圖發現自閉症學生行為背後的原

因，比較著名的理論是從情感和認知

兩大部分切入，從情感部分切入，如

Hobson（1986 年）力主回歸 Kanner

的定義，自閉症由於情感的缺陷，阻

礙了他們與人的接觸、向人學習、自

社會情境中學習的機會，因此在發展

過程中影響其他方面的發展而造成相

互的崩解；從認知部分切入，自閉症

者在知覺、注意力的切換、自發性

（generativity）、類化等能力的缺陷

（Ozonoff，1995）；大多數自閉症學生

多為輕症自閉症學生，多數安置在普

通班級，雖然學校大力推動融合教

育，但是融合教育可能衍生其他的問

題，因此，學校輔導系統應該了解自

閉學生在學校適應因素，以提供家

長、普通班導師、資源班教師及學生

適應社會之適切策略或適當建議，以

提升自閉症學生之學校適應，學校輔

導單位支持系統若能做好，自閉症學

生的學校適應困擾便能減低。 

而學校對自閉症學生之輔導工作

若僅限於個別諮商，幫助是有限的，

若將社區諮商模式運用在自閉症學生

輔導工作上，不僅可以直接服務個

案、間接服務個案，甚至也可以直接

社區服務、間接社區服務，讓輔導諮

商工作上提供更多元與完善的影響，

讓自閉症學生的輔導諮商成效達到更

大的成效，因此，極力推薦輔導諮商

工作者，將社區諮商模式應用在自閉

症學生的輔導諮商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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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的次文化 
林怡芳 

臺中市北屯區文昌國小教師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專班研究生 

 

一、次文化（subculture）的涵義 

為當下多數人持有的風俗、價

值、信仰、知識和表達體系，形成所

謂的「主流文化」；相對於主流文化而

存在的，則是許多的「次文化」(王振

寰等，2015，頁 30)。次文化存在於一

個大環境裡，可視為較大文化系統的

一部分，是指一群人經過一段長時間

的相處互動之後，逐漸產生一些相互

了解接受的規範、價值觀、人生態度

與生活方式，而擁有其獨特的性質。 

二、教學領域中，學生的次文化 

因個人所服務的教學現場是小

學，故就所觀察的小學生次文化，歸

納如下------ 

(一) 獨樹一格的裝扮文化 

為了在同儕中受到讚美，彰顯自

己的與眾不同，學生會花些心思講究

外表的打扮，貼紋身貼紙、染髮、戴

假睫毛、彩繪指甲，無一不是凸顯自

己的特色。 

(二) 俊男美女的偶像文化 

除了臺灣偶像，哈「日」、哈「韓」

風流行，學生花費額外的金錢與時間

蒐集偶像明星的照片及週邊商品，南

來北往日夜追星樂此不疲，每天在學

校也手舞足蹈的哼唱著偶像的歌曲。 

(三) 虛擬世界的網路文化 

由於電腦、電玩、3C 產品的普及、

漫畫書的充斥，使學生經由圖像及感

官刺激的變化來取代傳統的文字符

號。多數學生每天必使用 FB、Line、

Messenger 等通訊軟體。再者，常三五

好友相約一起打線上遊戲，如果不熟

悉當下流行的線上遊戲，就會和同儕

搭不上話，顯得格格不入。 

(四) 推陳出新的流行語文化 

學生彼此之間的流行語，成了辨

認新世代的標誌，像是英語流行語

「hangry」的意思是，因為 hungry（饑

餓）而 angry（生氣）、「超棒 der」、「好

喔」、「嚇死寶寶了」、「薛薛你」就是

謝謝、「GG」意同完蛋了、「魯蛇」是

指 loser（失敗者），不管是戲謔的、賣

萌的或具創意的，學生以此溝通，明

顯與主流文化做出區別。 

(五) 抓住目光的商品文化 

尤其小學生通常喜歡購買費用不

是很昂貴的流行物品，如 Juice 筆、史

萊姆(一種黏稠的玩具)、妖怪手表系列

產品、留言冊(不論有沒有要畢業)等，

只要這物品一流行，不到一個禮拜，

幾乎人手一個，你有我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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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強健體魄的運動文化 

學生近期熱衷於組單車隊、參加

路跑、籃球鬥牛比賽、棒球，一方面

可以紓解壓力、另一方面可以鍛鍊體

能，是屬於較正面陽光的學生次文化。 

三、運用學生次文化的具體策略 

學生次文化常具有左右教學過程

及影響同儕行為的力量，老師若能善

用學生團體中次文化的影響力，加以

因勢利導，不但學生可以實現自我，

為社會接受，老師又能順利達成教學

目標，提升教學效果。在教育現場，

可以實施的策略有： 

(一) 展現自我玩創意 

學生經常有天馬行空、獨樹一格

的言行舉止，他們往往是接受新事

物、新見解的先鋒，甚至可激盪成人

世界的省思。可順著他們的裝扮文化

及偶像文化，舉辦奇裝異服秀、飛髮

走絲秀、舞動大賽，提供一個舞臺，

讓學生盡情展現自我，在成果發表之

前，也學習到如何表達想法、與他人

溝通協調、甚至妥協。 

(二) 腦力激盪釐觀念 

為使學生同儕之間互動的品質提

升，增進溝通與瞭解，宜善用思考、

發表的教學法，而辯論比賽的舉辦，

可結合學生的流行元素當正反辯論議

題（如染髮、線上遊戲、偶像等），

藉由腦力激盪後的沉澱省思，釐清自

己的觀念是否適宜。 

(三) 流行物語畫貼圖 

結合學生的網路文化及流行語文

化，利用藝術與人文課程，鼓勵學生

動手設計獨一無二的貼圖，更甚者結

合電腦繪圖，完成後放上網路，基本

面親朋好友會看到，滿足自己的小小

成就感；若得到青睞，被廣為轉發，

代表成就了一位網路素人。 

(四) 士農工商皆來到 

依據學生崇拜偶像的特質，可商

請不同職業的家長進到教室座談(一個

班級家長的職業較侷限，全校學生聚

集人數過多效果不彰，利用班群的方

式實施較適當)，經由家長的自我介

紹、敘述求學(職)的經歷、工作甘苦

談、學生提問，做近距離的接觸，使

學生對於社會上不同的行業能有更深

一層的認識，進而認同、仿效，訂定

目標、實現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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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家長參與的影響、困境與展望 
石苑均 

臺北市吉林國小附幼教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在職班研究生 

 

一、前言 

隨著時代的變遷，家庭結構的改

變，核心家庭增加及少子化的衝擊，

家長對教育格外重視，由於幼兒園是

孩子第一次上學的地方，比起其他的

教育階段，幼兒教育對孩子的學習經

驗甚是重要。 

目前雙薪家庭居多，職場競爭之

下，家長時常加班，使得幼兒待在園

內時間拉長，家長將教育和養育的重

擔交給學校。但幼兒的養育及教育不

應只是學校的責任，在幼兒受教育

前，他們早已在家中習得許多的經

驗。再者，幼兒從家中移轉到幼兒園

的學習，亟需親師共同合作，讓幼兒

教育和家庭教育密切配合，促進幼兒

在新場域順利學習。因此，家長在幼

兒教育的發展，扮演重要的角色。 

二、家長參與的影響及困境 

在學齡時期，由於孩子對學習環

境及社會互動的策略已非常熟悉，因

此對上學會遇到事情感到稀鬆平常，

故家長是否有參與，並不會對孩子造

成太大的影響，但在學齡前，家長參

與對幼兒影響重大，在幼教現場可發

現，願意進園協助參與的家長，其幼

兒都在學習意願、行為及態度上都正

面又積極，而家長對參與學校教育較

消極時，其幼兒的學習意願較低，且

行為問題較多，另外，幼兒園教師其

實很歡迎家長參與園內活動，但有時

家長參與的適切度往往會影響教師的

教學，嚴重的甚至會造成教師的壓

力，由此發現，家長參與有許多難以

克服的困境，以下就家長、幼兒及教

師三方面進行說明： 

(一) 家長參與對家長而言 

幼兒園是大多數幼兒第一次接觸

之學校，也是許多家長第一次與幼兒

分開一整天的陌生環境，家長帶著不

安的心情，積極參與學校教育及活

動，其目的為了更了解幼兒在校適應

情形。藉由親師合作，他們更能知道

如何協助幼兒提早適應學校生活。但

有時因過度參與，間接導致幼兒對家

長依賴心及焦慮感，進而影響其學

習，因此參與尺度必須拿捏妥當，方

能確實協助幼兒。 

(二)  家長參與對幼兒而言 

幼兒園是大多數幼兒踏入社會的

第一步，在適應上皆須家長的陪伴及

支持，對幼兒來說，家長參與除了能

安定自身情緒外，孩子也能安心的在

園快樂的學習及成長，因此早期家長

參與對幼兒來說，十分重要。 

由於社會家庭結構的改變，許多

家長沒有時間參與幼兒學校的教育，

早出晚歸之下，在家也沒時間及辦法

陪伴幼兒進行與學校相關的活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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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共讀、幼兒的生活自理等，種種

因素導致幼兒行為問題及不良習慣層

出不窮，這是目前幼兒園面對的困境

之一。 

(三) 家長參與對教師而言 

俗話說，好的家長讓你上天堂，

當家長是抱以支持方式去參與學校，

且能正向回應幼兒在學校中的學習，

這無疑是幫助教師能更放心且有動力

的去執行教育，但前述說到，有些家

長在參與的尺度上，往往因參與過多

或過少而間接導致教師壓力。教師是

教育的主體，當教師身心壓力都會影

響幼兒的學習，故適度參與必要性仍

需要進一步的探討，以下分列說明。 

1. 家長參與太踴躍 

大多數的幼兒園教師不大喜歡家

長干涉幼兒園內事務，其原因為擔心

家長理念和教學方向不一致、擔憂家

長參與後，難以控管幼兒常規，抑或

是有教師會利用家長信任，而間接鼓

勵家長干涉園內的行政輪值事務，而

導致幼兒園事務的進行更為複雜及不

順利。 

2. 家長和教師對教育見解不同 

這幾年親師衝突日與俱增，親師

溝通上不愉快的原因，是親師教育信

念、見解及對幼兒學習期望的不同，

還有教養的不一致而產生。以上這些

問題皆是幼兒園教師面臨的挑戰及困

境。 

三、家長參與的未來展望 

要如何改善家長參與的困境幫助

「家長」、「幼兒」「教師」在家長參與

中得到最大利益是目前最大的課題，

故以下提出未來可行方向供參考： 

(一) 身為家長，應願意傾聽、願意配

合、願意溝通，方能幫助幼兒 

要願意傾聽教師分享幼兒在校學

習情形，也能接受教師對於幼兒在行

為上的想法，透過親師合作，幫助幼

兒改善及成長，另外，發現幼兒告知

在校發生問題或遇到不愉快之事，需

主動詢問教師，因職場發現，部份家

長未詢問老師之下，在網路媒體散播

不實之事，如此之舉將瓦解親師信

任，故親師彼此信任、彼此合作甚為

必要。 

(二) 身為教師，應積極傾聽，親師合

作，邀請家長進園展長才，增添

幼兒多元經驗 

要願意聆聽家長對於學校的建

議，同理家長育兒遭遇的困境、給予

正面回應及建議，雙方建立互信，方

能增進幼兒學習。 

另外，教師應對家長採開放態度

的策略歡迎家長進園參與活動，如歡

迎家長來擔任義工，說故事給幼兒

聽、邀請參與幼兒園相關活動，則家

長會對學校會產生歸屬感進而願意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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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面對無法於平日進園參與的家

長，教師亦可透過班級刊物、面談、

電子信箱等方式，主動與家長分享幼

兒在學校的學習情況供，並予以最大

的鼓勵態度，以建立幼兒的自信及親

師關係。 

四、結語 

家長參與是未來教育趨勢，也是

影響幼兒學習的關鍵，幼兒是我們未

來的主人翁，身為教師或家長的我們

若能在家長參與上達到共識，如此一

來，不僅能幫助家長更了解幼兒的學

習狀況，另外也能提升教師邀請家長

參與的意願，當然最重要的，就是協

助幼兒達到最高的學習效益，以建立

親、師、生共融的快樂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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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輪間的緊扣，因你而轉動-相信自己，你很特別 
劉冠君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李依儒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還記得在修「社會關懷與生命教

育專題研究」的第一堂課,陳漢瑛老師

就問大家：「什麼是生命教育？」當初

想到生命教育的直接反應就是「出生」

和「死亡」，但是生命教育其實包含的

意義有很多。生命教育也是全人教

育，促進個人生理、心理、社會和靈

性全面的均衡發展。個人發展與社會

需求是相互性協調，兩者的相互，才

能達到社會與個人需求的和諧與安定

（曾煥棠，2002） 。 

生命教育中社會議題的探討都應

以「人道關懷」為前提，因此，我們

將使用曾煥棠（2002）所提及生命教

育的三個步驟：關懷議題、教育作為、

思考方向，來作為本文的探討方向，

希望藉此教育的過程，引導幼兒培養

正面積極的人生價值觀、調和個體的

知情意行。 

(一) 關懷議題：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這個詞彙很抽象，

所以可從繪本中去體會其寓意，【你很

特別】就是一本很好的素材，淺顯易

懂的故事內容可讓大家了解到相信自

己與肯定自己，以下將簡單介紹故事

內容： 

 

◎繪本介紹 

有一群微美克人，他們全都是由

一個叫做「伊萊」的木匠所雕刻成的。

這些木頭人每天都會做同樣的事情，

就是互相幫對方貼貼紙，他們每個人

都有兩盒貼紙，一盒是裝著金色星星

的貼紙，一盒是裝著灰點的貼紙。木

頭質地好的、漆色美的、跑得快的、

跳得高的或力氣大的…這些微美克

人，就被貼上金色星星的貼紙，每得

到一個金星貼紙他們就好高興，就會

想再做點什麼，好再多得一個金星貼

紙。然而，什麼都做不好的微美克人，

就只能得到灰點的貼紙，「胖哥」就是

其中之一。他也想和別人一樣跳很

高、跑很快、可是他總是出錯，而身

上也總是被貼滿許多灰點，胖哥因此

不敢出門，其實有些人只因為看他身

上有很多灰點，就會再給他多加一個

灰點，根本沒有其他理由。大家都說：

「他本來就該被貼很多灰點。」「因為

他不是一個好的木頭人。」聽多了，

胖哥也這麼自認為了。 

直到有一天，胖哥去找創造他的

木匠「伊萊」，問為甚麼要把它創造成

一個很糟糕的木偶呢?沒想到木匠跟

他說：「我從不失誤。你很特別，因為

我創造了你！」胖哥原本不相信這些

話，但是漸漸的，他從木匠的眼裡，

感受到他對胖哥的愛。於是，他開始

相信木匠的話。最神奇的是，每當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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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相信木匠的愛時，胖哥身上的灰點

貼紙就會掉下一個來。 

 

圖 1 你很特別繪本 

 

(二) 教育作為 

尊重包括尊重自己與他人，相信

並且肯定自己，不要在意他人的眼光。 

◎繪本的教育作為 

「教學活動設計」對幼兒是非常

重要的，因為會以幼兒的個體與生活

環境互動為基礎，塑造幼兒心智能力

為核心，兼顧全人發展及其所處文化

環境的價值體系兩層面，規劃一套幼

兒學習的領域和能力。幼兒天生喜歡

遊戲，在遊戲中自發的探索、操弄與

發現，也在遊戲情境中，學習與人互

動及探索素材的意義。透過參與和體

驗，幼兒以先前經驗為基礎，逐步建

構新知識，並學習在群體中扮演適當

的角色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

綱，2012）。所以讓幼兒從遊戲中去學

習，會是一個很好的教學效果。 

以下在思考方向中，我們將設計

一個關於生命教育的教案，對象針對

幼兒園大班的幼兒，使用繪本帶入教

學活動中，可讓幼兒更了解活動與生

命教育的意義。 

(三) 思考方向 

本文將利用陸可鐸著（2009）繪

本【你很特別】作為主導，利用此本

繪本來設計活動，從過程中引導幼兒

去思考如何接納自己等生命教育議

題，進而促使幼兒、教師、父母這三

方之間的討論，並讓幼兒從簡單的體

驗中，了解教師所要傳達的意義，更

認識自己並接納他人，此外，父母可

以省思自己，是否真的了解自己的孩

子？並增進親子之間的交流，也可以

自行延伸其他感興趣的議題。 

◎從【你很特別】繪本帶入活動 

1. 老師講完故事後帶領孩子們討論

故事的內容後，請幼兒先拿出所準

備的鏡子好好看一下自己，畫一張

屬於自己風格的自畫像。 

2. 從學校完成的自畫像帶回家中，邀

請父母和幼兒一起討論自己的優

點和特別的地方，請家長要把答案

寫在寶貝的自畫像背面。 

3. 隔天大家把自畫像帶來學校，老師

協助把每位幼兒的自畫像捲起

來，放進一個小箱子中。 

4. 大家輪流上臺來玩《猜猜你是誰》

的遊戲，個別從箱子抽出一份圖

畫，請幼兒把圖畫展開，老師協助

念出家長前一天和幼兒討論的優

點，請臺下的小朋友一起猜猜看圖

畫中的幼兒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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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師並帶領大家再討論看看，該幼

兒還有什麼優點是爸爸媽媽沒有

發現的優點，老師再把幼兒討論的

答案再寫下，豐富幼兒的優點。 

6. 活動後幼兒可以把自畫像再帶回

家跟爸媽分享，並述說今天與大家

一起討論的新優點。 

二、給父母的話：讓孩子相信自

己 

從上述【你很特別】的活動中可

以讓幼兒學習接納自己，也重新思考

自我價值的動力，幫助他們明白不必

在意別人的評價，也不要對他人做出

批評；認識、欣賞與接納自己獨一無

二的特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發展

心理學家 Berk（李美芳、黃立欣譯，

2009）曾指出： 

當兒童發展出對內在心智世界的

理解時，他們會更加專注於思考有關

自身的事物。到了兒童早期，受格我

（即對於自我特徵的知識與評價）的

影響會有所擴張。兒童會開始建構個

人認為可以定義自己的自我概念，即

屬性、能力、態度和價值等。 

從前述可知，我們要多多鼓勵幼

兒相信自己與肯定自己。孩子需要從

他們最親近的大人身上獲得足以肯定

自己的保障和確證，其中最關鍵的元

素就是「愛」，就像故事中的胖哥相信

木匠對他的愛時，身上的灰點貼紙也

開始自然脫落了!  

另外，也可參考延伸的相關繪本

如: 「強布雷克（1998）我不知道我是

誰？」、「肯特（1993）神奇變身水」、

「保羅‧弗萊舒門（2001）威斯利王

國」等，能幫助幼兒相信自己與肯定

自我的繪本。 

三、結語 

人的價值在於自己如何看待自

己，而非專注在他人的眼光。其實我

們從生下來，到了這個世上，大家都

一樣，每個人都是全新的生命個體，

沒有什麼差別，當我們逐漸成長，覺

得自己是很特別時，就是很特別。 

身為幼兒園教師，多鼓勵幼兒認

識自己、接納自己，讓幼兒發展出相

信自己的信念，也讓他們在日後的成

長過程，有足夠的自信心去面對生命

中的各種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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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中的生命教育課程─牠不是玩具， 

牠是我們的夥伴 
鍾寧心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柯孟瑜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民國 90 年為教育部訂定的「生命

教育年」，教育部在各個學校中推廣生

命教育，但多淪為海報及口號的展

示。如同但昭偉（2001）提出，生命

教育的中心主旨在於學習如何尊重自

己與尊重他人的生命，若只是淪為口

號或是做為紙本的報告，則會讓生命

教育失去意義。 

因緣際會下，我們服務的幼兒園

在上個學期課程中進入「飛行」的主

題，這個主題引起孩子們對於有翅膀

動物產生濃厚的興趣，也因此有熱心

的家長送了三隻黃色小雞給班上，興

高采烈的孩子們每天爭先恐後的想照

顧小雞，於是老師們決定送給他們一

堂不一樣的課程。 

從那天起「照顧小雞」成為班上

最重要的事情，與孩子討論小雞的飲

食以及如何照顧小雞，也變成一門重

要的「課程」，我們安排每日負責餵食

的幼兒，讓他們輪流體驗照顧其他生

命，從中看見一個生命的成長，並體

驗生命的美好，這些都是難能可貴的

生命教育課程。 

施宜煌（2013）認為學前教育是

實施生命教育的最佳時機，也認為生

命教育若在幼兒年紀越小時實施，則

其成效會越見明顯。且近年來社會中

的亂象佔滿了各大新聞版面，價值觀

偏差的人可能隨時危害其他人的性

命，由此更凸顯了向下扎根的生命教

育刻不容緩。本文期許學校所提倡的

生命教育課程不再只是口號，而是能

藉由關懷及照顧小動物的經驗，讓孩

子更能尊重自己及他人的生命，進而

讓自己對生命保有正向態度，讓世界

呈現美好的一面。 

二、生命教育 

教育部於民國 90 年宣布該年為

「生命教育年」，實施從小學至大學十

六年一貫的生命教育計畫，並將 99 年

至 102 年的生命教育計畫定位於結合

學校、家長、社區的「全人發展、全

人教育」（教育部，2001）。欲結合以

上三方力量，共同努力，將生命教育

全面且多元的扎根，培養幼兒尊重自

己及他人生命的情懷。 

生命教育無所不在，且沒有固定

的外在形式。陳錫琦（2013）提到，

生命教育的主要核心內容即是「生

命」，而生命教育的目標，即是在與各

種生命體接觸的過程中，激起並實踐

對生命的關懷，包含對自己及他人。

而學齡前幼兒的學習多透過實際的經

驗，觀察生命體的生老病死，並與同

儕分享自己的感受，進而體會生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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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價值。若教師能適時的介入引

導，照顧小動物的教學活動則不單只

是餵飽牠、讓牠長大的過程，而是一

門富有意義並傳遞正向價值觀的課

程。 

三、幼兒與小動物 

由前述可知，在動物的倫理方

面，是探討人類對待動物行為的道德

判斷。但在傳統上，卻認為在人類之

外的動物所遭受到的待遇，並不會被

看作是道德上重要的議題，動物完全

沒有道德地位，所以我們可以隨著我

們自己的喜好去任意地對待動物。這

樣的行為真的是讓人感到不安。所以

現在就有要維護動物生存的觀點學者

站出來發聲，洪如玉（2009）提到 Peter 

Singer 的「動物解放」主張能夠感覺、

會感受到痛苦的個體應該被視為平

等，希望可以讓有動物擁有像人類一

般地被公平對待。Tom Regan 的「動物

權利」主張動物權可稱為「動物不受

傷害的權利」，因為權力的基礎在於

「本有價值」、任何「聲明主體」都具

有這樣的價值。這兩位學者都是在提

倡動物和人類為生命的主體，我們也

該要尊重動物，動物應該要享有個體

的權力，而且是不受到傷害的權利。 

這學期我們的「飛行」主題頗符

合上面兩位學者的觀念，讓孩子從生

活中去學習看待動物的態度，並且也

學習到培養尊重動物生命的態度。在

學校養動物就是很直接的生命體驗教

育，當動物進到校園，要如何去照顧

及養育，都是要事先有好的規劃及執

行，因為動物沒有健康保險，所以在

日後所衍生出的疾病、衛生等的問題

也是可以好好的去做深入探討，因為

「要養牠就要好好愛護牠」，這就是我

們人類對待動物最基本的責任，也是

對生命關懷和尊重最基本的表現。 

四、結語 

生命教育最好的取材就是從生活

中去體驗生命，教學的主題包含了自

我成長、人際關係和社會活動等，從

活動中去自然地引發出來，並鼓勵孩

子對於自我的信心，而對於生命充滿

著希望。在熱鬧喧騰的照顧小雞的活

動結束後，因為每天都有我們輪流地

去照顧小雞，值日生去付出愛心，並

會指導每位孩子照顧小雞的餵食時

間、方法跟原則，在我們定期的觀察

紀錄小雞的生長過程及狀況，在孩子

們對於照顧小動物有了情感連結後，

照顧其成長就是完整地展現尊重生命

的歷程。 

生命教育的實施，體驗教學是很

好的的方式，因為能夠讓孩子在學習

中透過操作，也能在做中學去啟發孩

子自己的興趣，他們也喜歡觀察，喜

歡自己去摸索，在過程中可以看到孩

子豐富、細膩的觀察力，往往是超乎

我們想像的。 

我們需要花更多一些心思在孩子

們的身上，希望他們可以用一顆溫暖

的心去看待在這地球上許許多多的生

命，多一份同理心，這些孩子都是延

續尊重生命的概念的小種子，希望這

些小小的種子們都能夠把愛和同理心

散播出去。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7），頁 86-88 

 

自由評論 

 

第 88 頁 

參考文獻 

 但昭偉（2001）。「生命教育」的

生命，國立教育資料館教育資料集

刊，26，113-130。 

 施宜煌（2013）。活化幼兒生命教

育教學的做法。新北市教育，7，39-43。 

 陳錫琦（2013）。十二年國教生命

教育課程概觀與反思。國民教育，53

（3），1-6。 

 

 

 

 

 

 

 

 

 

 

 

 

 

 洪如玉（2009）。從動物解放／權

力議題之探討反思我國課程綱要之環

境倫理內涵。當代教育研究季刊，17

（3），125-148。 

 教育部（2001）。教育部全球教育

資 訊 網 。 取 自 ：

https://life.edu.tw/2014/origin 。 

https://life.edu.tw/2014/origin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7），頁 89-91 

 

自由評論 

 

第 89 頁 

難以啟口—如何跟孩子談死亡 
陳鈺穎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周珮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死亡」是任何生物都無法避免

的生命歷程，是人生的終極課題。生

命意義和價值會因為死亡而終止，卻

也會因為死亡更加突顯。以個體生命

歷程的發展來看，每階段的成長和經

歷，事實上，都是走向死亡的旅程（林

烝增，1997）。 

然而，在我們傳統的教育中，對

待生命教育，始終「談生不談死」，似

乎有意在迴避死亡。可是「生」與「死」

是生命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兩個重要議

題，只是我們不曾正視「死亡」，何況

是面對著孩子們的好奇，更是令人無

從開口。似乎對於孩子們來說，使用

言語闡述死亡，可能太過蒼白；使用

文字解釋死亡，又可能太過深奧。因

此，繪本的運用在這個教育環節中發

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由於幼兒的邏輯與思考能力尚未

發展成熟，運用繪本能帶領幼兒思

考，作心情上的調適，所以繪本很適

合幼兒作為生、老、病、死的學習教

材（紀孟春，2002）。 

二、繪本中的死亡教育 

有關「死亡教育」，這始終是教育

引導上的一個難題。在如今，資訊科

技發達的時代，兒童獲取資訊的方式

已經從過去，只通過父母和老師等為

主的形式轉變成了可以透過各種新興

傳播媒體獲得資訊。在這個過程中，

兒童對陌生的事物產生了更多的好

奇。兒童繪本作為傳播媒介之一，在

兒童的觀念形成中扮演著不容忽視的

角色，而且繪本大多是根據兒童的心

理和兒童的語言來撰寫（張湘君、葛

琦霞，2000）。因此，內容上大多都能

符合兒童的興趣和理解能力，也能讓

兒童透過繪本的內容，學習到正向的

行為（蕭秋娟，2002）。 

有學者利用繪本來進行生命教育

活動之研究，較為典型的是以不同生

物為主角的生死繪本，例如：《再見斑

斑》、《獾的禮物》、《爺爺有沒有穿西

裝》、《一片葉子落下來》等（江福祐，

2003；吳佳娟 2001；黃麗華 2006，轉

引自陳麗娜，2008）。繪本通過不同形

象的刻畫，讓兒童對死亡的不同面

向，有著不同的體會和感受。 

年幼的孩子第一次面對死亡的親

人，往往是家中最年長的親人——爺

爺或奶奶。而《爺爺有沒有穿西裝》（圖

1）也正是一個關於孩子如何面對爺爺

過世的故事（艾蜜麗‧弗利德，1999）。

《爺爺有沒有穿西裝》是一本以「生

命教育」為主題的德國繪本，小主角

布魯諾的爺爺去世了，有人說爺爺到

了墳地後不再醒來；爸爸說爺爺去了

天堂……似乎對於幼小的他來說，「死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9ip7iG/search?q=auc=%22%E9%99%B3%E9%BA%97%E5%A8%9C%22.&searchmode=basic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8%89%BE%E8%9C%9C%E9%BA%97%E2%80%A7%E5%BC%97%E5%88%A9%E5%BE%B7%2F%E6%96%87%EF%BC%8C%E5%82%91%E5%9F%BA%E2%80%A7%E6%A0%BC%E8%90%8A%E5%B8%8C%2F%E5%9C%96&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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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是陌生的，是無法理解的。一開

始，他是氣憤的，認為爺爺一聲不吭

的就走了。漸漸地，布魯諾接受了爺

爺不再回來的事實，莫名的會感受到

心口一陣刺痛，他覺得胸口有個

洞……隨著時間流逝，胸口的洞慢慢

變小變小，直到不再刺痛。可見死亡

之痛，是需要用時間來療傷，也更正

向的引導了孩子們如何面對死亡。書

中最後提到布魯諾看到了一個小嬰兒

的誕生，媽媽認為他像極了爺爺，布

魯諾卻說：「他一點都不像，因為爺爺

比小嬰兒大了很多，而且爺爺還有穿

西裝和黑皮鞋。」作者最後這神來之

筆，使得原先全程縈繞的壓抑氣氛似

乎煙消雲散，轉換成另一種生生不息

的力量，一種延續，一種希望。 

全書的畫風以色調深淺不一的棕

色油彩為主，並以粗狂的線條大筆的

呈現在厚紙板上，給人一種壓抑的氣

氛。同時這種畫風也呈現在繪本裡的

傢俱，物品、植物、和人物上。且該

繪本在表現成人的角色時，常以誇大

的手法，並且將畫面飽滿的充斥著頂

天立地的人物形象（圖 2），使得這種

壓抑的氣氛更加濃厚。似乎營造的正

是一個成人世界中對失去親人的壓

抑、痛苦的情感。 

該繪本多以孩子的角度描繪場

景，小主角的人物形象以鮮艷的紅色

呈現，應證了在孩子的內心世界這一

切並不可怕也不壓抑。在一個壓抑而

沮喪的氣氛中，畫面上的一抹紅似乎

看到了孩子的天真無邪，也看到了一

絲希望。甚至在畫面中也加入了布魯

諾的小夥伴小狗，為下文埋下了伏

筆——成人與孩子世界的懸殊。 

繪者在人物造型上的刻畫，誇大

了成人與孩子之間的比例差異，誇張

的手法將畫面推向了一個令人不適的

地步，而渺小的布魯諾呈現在偌大的

畫面中，顯得如此的孤寂……甚至當

他面對成人龐大的身軀，也感到更為

壓抑。繪者巧妙的運用了色彩、構圖、

造型等元素的對比和誇張手法，把兩

個世界穿插融合在方寸之間。 

三、兒童的死亡教育 

死亡是一種概念，是無法單靠知

識的傳授而瞭解，而是需要引導，並

隨著孩子的認知成長而逐漸形成。生

活中各種因素也都將影響著孩子對死

亡的看法，而成人基於保護兒童的心

態，儘量會避免談論此事，甚至告誡

孩子們要「有耳無嘴」，遇到喪宅也要

繞道或視而不見（陳淑霞，2002）。「死

亡」在傳統華人的文化中是禁忌的，

尤其對於年幼的孩子而言，更是避而

不談的。然而這樣樹立的生死觀，孩

子們真的瞭解死亡嗎? 

傅偉勳（1993）在「死亡的尊嚴

與生命的尊嚴」一書中曾強調︰「死

亡學是所有學問之中最複雜的一門。」

當面對死亡議題時，成人對孩子的解

釋往往是模糊，例如常以睡著了或者

去了很遠的地方等概念混淆。這可能

會讓孩子有相關聯想，導致不良的反

應，如：害怕黑暗或者獨自睡覺等。 

因此，正向的回復是必要的。身

為幼教工作者，我們可以透過繪本引

導兒童面對死亡議題，鼓勵孩子表達

他們對死亡的想法與感覺，並陪伴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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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讓他們在一個安心的狀態下慢慢

接受，給予孩子情緒上的支持，漸而

學會勇敢正視死亡的自然現象。不要

用模糊的語詞或逃避的方式，形成更

正面、更積極的態度，並學習處理負

面情緒。讓孩子們正視死亡，且勇敢

的面對。 

圖 1 繪本《爺爺有沒有穿西裝》（1999） 

圖 2 繪本《爺爺有沒有穿西裝》（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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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體罰之我思 
黃雁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生 

 

一、前言 

教育孩童到底可不可以使用體罰

呢？這在當前仍是一個頗為爭議的話

題。 

在臺灣，《教育基本法》早已明定

禁止體罰，由此可見教育學界的主流

價值；但是，身處教育現場的教師，

甚至家長，或有不同的意見。主張禁

止體罰者的信念主要是立基在讓學生

免除身心的侵害；而時至今日仍然相

信體罰乃屬正當之人或許是在教育實

務中，看見了體罰的正面效果。兩方

各有說詞，也各自能以己方的觀點駁

斥對方的意見。體罰究竟能否？各界

意見紛紛。 

這篇文章，我打算以我個人的經

驗為基底，說明我對體罰的思考。 

二、關於體罰之我思 

(一) 體罰會造成孩童的身心侵害 

體罰是否會造成孩童身心的侵害

呢？我相信是有可能的。在我國中時

期，我曾經因為表達不願意擔任班級

幹部而被班級導師大聲地訓斥，那樣

的聲音及情緒的震撼所帶給我的影

響，直到我大學時代才有意識地漸漸

消去。僅有聲音、情緒的訓斥尚且能

產生某種程度的心理影響，況且加以

身體的懲罰呢？因而禁止體罰，似乎

有理。 

(二) 體罰亦能產生正面效果 

那麼，體罰能有正面的效果嗎？

在我的經驗裡，也是有的。在我國中

時期的另一個年度，我曾經因為考試

成績不理想，而被當時的導師以椅板

連續打了相當多下，而那促使我較深

刻地反省了自己的讀書方法。由於這

個經驗，我認為體罰也能產生正面的

效果。因而主張體罰乃屬正當者，似

乎也有其合理的立場。 

(三) 差異關鍵：有愛與否 

合觀上述兩則經驗，不免使人困

惑：體罰怎麼會侵害孩童的身心，又

同時可以產生正面的效益呢？這個問

題讓我更深入地反思我的經驗。 

我發現這兩則經驗有一個似乎相

當關鍵的差別，那就是：我是否覺得

被愛。在第一則經驗裡，我完全被當

時的導師嚇到了。我在她身上感受到

的只有怒氣，而沒有絲毫的愛。反觀

第二則經驗，我雖然被導師以椅板處

罰多下，但老師沉穩的姿態、凝重的

表情，以及處分前的情況確認，隱隱

然讓我嗅到關愛的氣息。我認為可能

是愛的有無，導致了我對於單單聲音

的訓斥感到了強烈的不舒服；而反在

身體被打罰多下的情境裡，無有怨

言，甚至得到了正向的成長。 

基於我個人的經驗，我認為關於

體罰，適當的處理方式並非單純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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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禁止，而是應當思索適切的體罰條

件。至少在我的經驗裡，因愛而體罰

可能會是適切的；而為怒而體罰，則

極可能是不當的。 

三、參考他人之說 

(一) 懲罰學生要有愛！ 

楊忠斌、羅之君與葉振偉（2011：

14）曾經為文提出教師管教的三項重

點： 

1. 懲罰須符合恕道性與教育性原則 

2. 懲罰應符合比例原則 

3. 運用智慧進行適當的管教 

郭蘋萱（2014）則認為思考懲罰

要論及施罰者對受罰者之心態、目的

與罰責的輕重。 

細思楊忠斌等人與郭蘋萱所言，

無一不是提醒教師在懲罰或管教學生

時，心中應當有愛。 

(二) 禁止體罰絕對正確？ 

臺灣目前是禁止體罰的。楊忠斌

等人（2011）曾參考李真文、袁悠晰、

溫瑞文、及潘志賢之所著而表示：在

某些狀況下，教師因為不了解在什麼

狀況下自己的行為會被斷為體罰，而

不敢貿然處罰學生，甚至放棄任何管

教，以免自找麻煩。即使尚未放棄任

何管教，第一線教師面對體罰議題，

無不心懷忐忑，以致大嘆教師難為（鍾

明翰，2008）。可見體罰的禁止，在教

學現場的確造成了教師的困境。 

假使禁止體罰是絕對地正確，那

麼我們或許能高聲地倡議之，而視教

學現場的管教問題為教師個人的技術

未佳。但禁止體罰是絕對地正確嗎？

南懷瑾（1986：97）曾表示： 

孩子犯錯，父母視因緣需要打孩

子，你說父母慈悲不慈悲？學生懵

懂，老師依教育原理罵學生，你說

老師所為是不是惡行？打罵並非

不可，但須智慧駕馭，若是打時罵

時動了惡念瞋念，或是根本以惡念

瞋念為之，那就與愛心大大背道而

馳。 

見此說法，我們再深思禁止體罰

的絕對正確性，或許我們會發現：禁

止體罰除了能說是當代主流教養價值

的政治正確外，很難說是絕對正確的。 

四、結語 

這篇文章我以自己的經驗出發，

進行反思，再而引用相關的文獻，終

至回扣我自己的信念：教師有愛乃是

關鍵。 

我想，當前對於體罰議題的意見

必定紛雜，因而我想藉由回到自己真

實的成長經驗裡反覆思索，希望尋得

一條與自己生命更接近，更能讓自己

信服的觀點。 

值得一提者，在這篇文章投稿後

的審查過程裡，審查委員慈心地提醒

我應當提及我撰寫這份意見的立論根

據及可能有之限制。於此感謝審查委

員以相當周詳的思慮來提攜後進。關

於這篇文章的立論根據：由於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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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所有人對於體罰議題的意見都難

免受到自我成長經驗的影響，縱使接

受了許多外來訊息，甚或深入學術文

獻者，亦復如是。基於我的信念，我

決定回溯到自己的國中時代，輔以我

這幾年來在教育領域的學習所得，盡

量誠實、認真地反思並釐清這段成長

經驗，以尋求其所彰顯之更為正確的

意義。這是本篇文章以我個人的成長

經驗為論述起點的原因。至於這篇文

章可能有之限制：我究竟尚屬教育的

初學者，對於教育的認識恐怕未深未

廣，而其呈現在教育學術的面向裡概

是文獻基礎不足，翻而言之，即是我

的學識未足，而這可能侷限了我對於

自我成長經驗的思辯。雖然認知如

此，但以我目前之力，我只能暫就於

此了。 

無論如何，這篇文章是一個嘗

試，一個連結並深思自我經驗的嘗

試。我相信假使發表議論的有識之士

皆能意識到個人的成長經驗可能對自

己產生難以避免的影響，並願意反求

諸己，回到自己深刻的成長經驗裡反

思並釐清，或許我們的社會能早一天

地尋得眾人彼此契心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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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展覽的教育設計 
陳冠瑾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展覽 （curating）具備教育功能，

是傳播知識與傳承文化的場域，因

此，策展實務與文獻中屢見從教育領

域中汲取養分的痕跡。筆者梳理策展

與教育兩方面文獻，發現兩者間有相

對應之處，但實務上如何對應卻並不

清楚，因此希望能由策展觀點實際檢

視一個展覽的教育如何設計，發現將

有利於策展人對展覽進行展覽規劃與

活動安排依據之參考，並有助於提升

展覽傳播其核心內容的效果。 

就教育的角度，教學者在教育現

場常常面臨學習動機是否強烈的問

題、學習者的背景與先備經驗不同，

而必須思考如何引導建構課程內容；

同樣地，策展人面對來自各種不同背

景與具備不同經驗的觀眾，如何成功

刺激他們的學習興趣，如何搭建流暢

的展覽內容、以達成展覽所欲傳達與

觀眾之核心理念與知識，是值得策展

人思考的議題。展覽是透過視覺傳達

呈現理念精神的方式，展覽的布置與

規劃的結果可直接影響參觀者的認知

感受，並影響其學習價值。 

二、策展的教育功能 

邱明嬌（2012）指出展覽是一種

教育活動，良好的展示設計得以襯托

藝術作品的美感價值外，亦能增益其

教育傳播價值。關於展覽的教育功

能，O'Neill（2010）指出近年來越來越

多有關將教育學融入展覽的言論，被

定義為「教育轉向」（ Educational 

Turn），這個「轉向」在藝術界裡面有

「重新定位」的意涵。Michael Birchall 

與 Philipp Sack（2015）表示「教育轉

向」理論將現行的教育思維融入展覽

的作業中已然成為近代策展之主流思

想，亦即除了藝術角度與文化角度

外，策展人現在必須注意是否跳脫傳

統藝術的框架，從「教育觀點」去檢

核展覽能夠帶給觀眾的學習價值和

在。 

筆者搭配教育領域的角度出發，

來審視展覽面對客群可能面對的問

題，如引起觀眾的動機與學習興趣對

策展的重要性；如何顧及觀眾本身所

具備之先備經驗以茲安排策展。以鷹

架理論 （scaffolding theory）來審視

展覽如何思考整體展示內容的建構；

觀察策展具備哪些體驗學習的部分。 

(一) 引起動機 

能否引起觀眾的注意力是展覽成

功與否的關鍵之一，Melton（1928）指

出觀眾的參觀動線藉由持續觀察、停

留時間的計算，可以發現哪些展示品

駐足的參觀人數最多，此即代表其對

觀眾最具吸引力與哪些展覽品時間上

可吸引觀眾之注意力最久；此外，也

提出了展示上的設計對觀眾之參觀行

為上的影響主要為吸引力以及持續

力，並將這些作為展覽動線安排上的

參考依據。對此，活動個學習過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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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面向，這有賴該活動的策展人如

何安排與執行。Russell（1994）提出

以觀眾的角度看展覽的學習功能，認

為策畫者應該以觀眾（學習者）的角

度出發去設計有學習價值的主題式展

覽情境，能夠促使觀眾主動探究展覽

所呈現的展示品，並積極的建立物件

之間的連結以延伸學習。因此，策畫

者應該重視觀眾的觀感。展覽引起觀

眾注意之目的不僅止於發揮展示品的

創意和藝術價值，更不能忽視的是其

提升觀眾學習興趣進而提高學習效能

的功能。 

(二) 先備經驗 

研究者欲先從教育的領域來談先

備經驗，Bruner（1976）所著作「教育

的過程」（The Process of Education）一

書中說明知識領域是獨立存在，並且

可以被認識的。而經驗與週遭人、事、

物等任何具有某種規律性存在的東

西，它們才是引起人們追求知識的原

因。吳靜宜（2015）強調以觀眾為出

發點進行策展作業，既然是以「人」

為出發點，觀眾的性質如經驗、年齡

層等條件皆須納入參考條件。面對來

自各個不同領域、環境，具備不同先

輩經驗的觀眾，策展有個展覽的觀眾

性質與其結構。單就年齡層而言，葉

蓉樺（2005） 有提及展覽所需注意的

觀眾性質，有許多是學校團體，展覽

對學校來說，已然是課堂外學習課程

的選擇之一。對此，黃振中（2004）

也根據國內、外各項展覽之觀眾群調

查顯示：「家庭觀眾」是展覽之主要觀

眾群。因此，許多來參觀展覽的觀眾

為學生，且有佔一定比例的客群年齡

上的分類屬於前運思期、具體運思

期。對此，展覽在安排介紹導覽或是

內容概念時，策展人應當參考前運思

期及具體運思期的特徵屬性等，進而

確立展覽內容的知識是否能夠為此類

觀眾的可理解之認知範圍內；抑或是

展覽中所安排之展示設計取向能否應

付來自不同年齡層的觀眾，幫助其理

解展覽的核心概念。就社會背景而

言，展覽可能面對之觀眾亦包含學

者、藝術家等具有高度專業知識的族

群。對此，展覽須還需要將學術發展、

社會議題批判等面向考慮進去，展示

是一個開放空間，須呈現允許思想交

流的氛圍，顯示了「多元性」這個要

素對展覽的重要性不容小覷。有此可

見策展在面對來自各個不同領域之先

備經驗的觀眾，更提高了策展工作的

難度，這正是策展人所需思考的議題。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面對來自

各個不同年齡層、不同社會背景的廣

大觀眾群，展覽勢必要具備「多樣性」

的樣貌特色以滿足各個不同先輩經驗

的個體，並提高觀眾的學習動機以增

加觀眾的吸收效率。 

(三) 鷹架理論 

鷹架理論屬教育學領域的概念，

源自於 Vygotsky（1978）的學習理論，

他認為人類欲發展一個認知發展過

程，需要透過內化的階段，亦即將某

些社會意義及先備經驗轉化處理成個

人內在的意義。Vygotsky 發現人類的

學習行為若要建構，社會與文化之情

境脈絡的吸收與內化是不可或缺的 

（謝州恩，201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7），頁 95-100 自由評論 

第 97 頁 

設計鷹架時，應就學習者最熟悉

的角度為出發點，協助其建立先備之

經驗與知識連結，提升其進入學習情

境之效率，構成所謂「階梯式」之活

動或課程。產生學習者之學習興趣並

建立自信心之後，進而深入網上搭建

較難之學習內容。 資源與工具選擇

上，也盡量運用各種不同方法，不斷

刺激學習需求，達到潛移默化的教育

功能。可見教育領域所強調之「鷹架」

理論運用，就展覽方面策展人亦可將

其概念作為展覽安排策畫的參考。 

鷹架對展覽內容編排上的影響，  

鷹架的功能就是幫助處於實際發展層

次的學習者，跨越貼近發展區，進而

達到潛在的發展層次，並由學習者熟

悉或已知的領域進行深度知識建構 

（謝州恩，2013）。由圖 2-1-1 中可看

出策展人將展覽內容依屬性分配 60%

置於「熟悉領域」、30%置於「綜合性

領域」、10%置於「陌生領域」。在「熟

悉領域」最基礎且一般接受度較高的

比重去往上建構於 30%「綜合性跨領

域」，這個部分涵蓋了各種社種綜合學

科領域，為的是讓觀眾在這異文化之

間的「交會」、「跨領域」與「文化交

流」中受到潛移默化的效果而接受不

同領域的概念。「綜合性領域」習慣

後，欲跨入 10%「陌生領域」就比較

容易。換句話說，30%「綜合性領域」

是個橫越跨領域邊界的重要灰色地

帶。若在沒有任何建構上的操作貿然

越界是有風險的，倘若安排適當的灰

色地帶，跨越邊界的難度就削弱許

多。因此，灰色地帶的安排具有一定

程度的「必要性」（林崇熙，2007）。

這套做法誠如前文所提及，一個展覽

要面對來自高度差異化、個別化、多

元化的廣大觀眾群，欲使觀察者得以

進入展覽的核心理念，由最基本的「熟

悉領域」出發，可引起觀眾的學習動

機、主動探究，吸收遊客的目光，且

「熟悉領域」宜佔較大的比重，熟悉

程度在多數人皆可以接受的前提下，

較能引起觀眾的共鳴與迅速的與先備

經驗作連結；接著往上搭建出「綜合

性領域」使觀眾適應了跨越邊界隻灰

色地帶後，慢慢聚焦至「陌生領域」，

亦即核心的深度知識，循序漸進地做

布置。策展人可由這些比重上的參考

依據去設計其展示內容，搭建適當的

鷹架，目的是傳達展覽的核心概念與

發揮其教育功能。 

 

圖 2-2 灰色地帶的領域劃分 
資料來源：林崇熙，2007，灰色博物館。 

(四) 體驗學習 

展覽的活動安排除了展示展覽品

供觀眾參觀外，更可以讓觀眾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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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親身體驗以促進學習效果。美國

教育學、心理學大師 John Dewey 曾提

出兩個核心教育思想：連續性以及實

踐中學習，強調從做中學對學習行為

的重要性（learning by doing）。除了主

張教學應以學習者為主體，讓學習者

親身觀察、經歷，除了手腦並用增加

學習效果，更可以提升學習者之學習

願意，主動並自發性的學習、探索。

教育之目在於發展、啟發學習者，使

其能適應新環境，同事具備問題解決

能力。此外，體驗學習主張學習者在

學習的過程中應以參與者自居，而非

旁觀者或被動接受者；學習活動中個

人動機應受到激發，使其有主動探

究、參與的態度；體驗學習注重學習

者的反思內省，活動後檢討的工作是

很關鍵的學習要素。總之，體驗學習

的定義包含學習者體驗、內省、討論

等過程，須透過教學者的引導過程使

學生透過內省、反思與批判，最後獲

得新的知識、概念，再將這些知識內

容物內化（王全興，2006）。本研究探

討展覽之教育功能，並依據「作中學」

的角度來檢核展覽活動中所涵蓋的學

習價值。黃振中（2004）指出根據調

查，國內、外各項展覽的觀眾群以家

庭觀眾為主要客群，他們的參觀行為

具有娛樂性與教育性兩個訴求。因

此，策畫者可規劃具教育性、休閒性

及娛樂性的活動，並帶給他們有趣且

好玩的展覽學習經驗，透過設計與展

覽之展示主題相關的學習活動達到引

發觀眾學習動機，以便觀眾能深入瞭

解展覽所欲傳達之知識內容。此外，

情境式體驗學習著實能引起觀眾之學

習動機。該方式可供策展人日後進行

展場安排與策劃工作之參考，以發展

親子共學、同樂的展覽學習環境。 

當今的展覽定位已漸漸從傳統的

博物館導覽式呈現方式轉變為「互動

式」著重體驗的手法。呂佳靜、歐素

華 （2015 ）指出策展已漸漸成為國

人所視為重要的文化休閒活動。從傳

統偏向靜態文物擺設的展覽方式，到

近年來重視數位科技典藏與互動體驗

的展示，以「文物為中心」走向以「觀

眾為中心」。為了吸引年輕族群觀眾與

拓展策展的商機，策展人不斷用積極

的態度與元素在策展方式方式上創新

突破。這點除了呼應第一節所提到之

展覽今昔比外，策展的趨勢也從過去

到現在展生了變化，欲著重其教育功

能的探討，首先還是須就策展內容的

性質與手法上進行理解。 

Pine 和 Gilmore （1999 ）闡述體

驗學習不僅須具有娛樂大眾的效果，

最重要的是要一種可讓觀眾參與其中

的活動發展方式。所以就觀眾的角度

而言，除了替觀眾設計符合展覽主軸

內容的活動外，體驗更可依觀眾參與

活動的程度分為主動參與和被動參

與，且將展覽體驗活動的部份之性質

分為娛樂、教育、跳脫現實與美學四

大類，進而將這四大類與日常的空間

的空間結合，使整個體驗活動顯得更

具有說服力，更有助創造豐富的情境

進而提升實質學習效益。活動的內容

分為四個種類。就觀眾參與的性質而

言，若是以「學習」為主軸即是教育

的體驗活動，如此一來策展當務之急

便是讓觀眾有欲學習的動機，引導觀

眾瞭解其中的知識概念與技術層次；

若是以「動手做」為主軸的即是要帶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7），頁 95-100 自由評論 

第 99 頁 

領觀眾參與跳脫現實的體驗，使其能

夠融入活動情境；若是以「感受」為

主軸的，就是讓觀眾明顯能感受到自

己沉浸在歡愉的氣氛中，此即娛樂性

的體驗；還有「心之所向」的，此即

以使觀眾覺得感動為目的，定義為美

學的體驗（段兆麟，2005）。展覽具有

教化人心的功能，若聚焦到策展之體

驗學習的安排上，體驗學習的種類與

用意也各有不同，並能對觀眾的心理

因素與知識建構等層面產生不同的效

果；換言之，不同的做法得以對學習

者產生不同的教育意義，且即便是體

驗學習，策展人也須考量展覽的主軸

條配體驗學習的性質以選擇適當的方

式。 

三、結語 

總而言之，若以教育領域的角度

看展覽會發現展覽運用了許多體驗的

活動以刺激觀眾學習動機；策展人考

量觀眾來自不同領域，具備參差不齊

的先備經驗而進行難易度上之調整；

策展作業搭建了適合觀眾逐步取得展

覽核心深度知識之鷹架以利展覽成功

傳達其教育目的。而這些教育設計則

需要策展人與展覽工作團隊共同合

作，近年來不僅歐美國家，臺灣亦越

來越重視策展的教育功能，展覽的呈

現方式亦從傳統的展示館藏任觀眾觀

展的方式轉化為邀請觀眾共同參與、

體驗，本著「觀眾本位」為初衷進行

策展作業。因此，近代策展所要考慮

的重點除了觀眾本身外，更要注意展

覽能帶給觀眾甚麼樣的學習價值，如

何提升教育功能也將是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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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智力的正思與反思 
黃秋霞 

國立屏東大學助理教授 

 

一、前言 

Goleman（2012）提及，高智商未

必能保證與成功或幸福是有必然性。

直至情緒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

簡稱 EI）議題的出現，或許我們僅能

猜測出為何會如此。由 Goleman 

（2012）的傑出報導而得知，心理與

神經科學的先鋒開拓者，針對「雙心

智論」-理性與感性（the rational and the 

emotional），提供了嶄新的觀點；以及

兩者是如何結合而塑造了我們的命

運。Goleman（2012）以生動有趣的範

例，描述五種情緒智力的關鍵技巧；

並指出它們是如何決定我們的成功、

工作、甚至與肢體活絡之間的關聯

性。到底透過什麼完全嶄新的方式來

詮釋情緒智力會較明智些？最好的訊

息是情緒素養，並未很早在生活裡就

被定型了。在較文明社會裡，父母、

教師、商業領導者、任何人都深感興

趣與關注於情緒智力，它令人讚賞的

是 - 人類可能性的觀點。 Goleman

（2011）提問是何種因素造就個體在

職業的成功？他回應說：成功的密碼

並非如你在校所想像的那樣子；絕非

僅取決於智商、商學院學歷、甚至是

技術性或多年專業度；但，情緒智力

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另外，Segal

與 Smith（2016）指出情緒智力會影響

個體的各層面，包括：（1）工作或職

場表現、（2）生理健康、（3）心理健

康、（4）人際關係。 

針對上述論述，本研究者針對「情

緒智力」的正思評論，「情緒智力」

即可能影響個體的學業表現、各項學

習表現、身心靈健康、人際關係等，

故，情緒智力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

事實。其次，情緒智力對各行各業者

也是必備的基本困難因應技能，個體

是否能造就更多的成功機率，如何運

用情緒智力已被視為是一種很重要的

潤滑劑或助力。此點卻又是臺灣家長

或教師的迷思，值得吾人反思的是：

我們多數會認為教育孩童，若要孩童

未來環境中能立足的話，萬般唯有讀

書高，其他能力或技能不須太重視，

卻常常忽略了若能同時也培養情緒智

力的重要性。如何解盲呢？本研究者

認為，情緒智力與如何運用其技巧能

陪伴孩子一生，若能培養孩童具備了

良好的情緒智力卻勝於一張漂亮的成

績單或文憑，即便未來孩童面臨挑戰，

也較能有應變挑戰的對策能力，因為

個體若能學習覺知自我或他人的情緒

智力者，即能懂得運用情緒智力的技

巧與如何維持個體的身心靈健康。即

便當下無法解決問題的話，也能靠後

天經驗而習得情緒智力技巧。最令人

確幸的是反思，「情緒智力」並非是

一層不變或早已被定型的，可靠後天

習得而來的技巧；只要肯學習，不須

卻步不前，更不怕為時已晚。 

二、情緒智力 

本研究者根據「情緒智力」的英

文書籍、期刊文獻或網站等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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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而翻譯為中文，如，Mayer、Salovey

與 Caruso 在 Sternberg （2000）書中

情緒智力的定義、 Segal 與 Smith 

（2016）提出的情緒智力的歸因、啟

發情緒智力的關鍵性技巧、影響情緒

智力的層面、Goleman （1998 & 2012)

提出的四項情緒智力的技巧、Goleman 

（2015）提出如何成為情緒智力的卓

越者、以及情緒智力的相關研究等，

分述如下： 

(一) 情緒智力的定義 

情緒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

初次被 Salovery 與 Mayer（1990）提出

其定義，情緒智力包括：正確察覺的

能力、讚美與表達情緒，當他們促進

想法時，激發或統整情感的能力、理

解情緒和情緒知識的能力、調整情緒

能力以提升情緒和智力成長（Mayer & 

Salovey, 1997, p. 10）。 

Mayer 、 Salovey 與 Caruso 在

Sternberg（2000）書中界定「情緒智力」

係指：（1）能察覺與表達情緒的能力、

理解自我與他人情緒的想法、意會與

說服自我與他人情緒、以及調解自我

和 他 人 情 緒 （ Mayer & Salovey, 

1997）。（2）專注於心智能力，「心智

能力」包括，身心特質、堅持、熱忱、

樂觀態度。（3）動機、情緒、認知、

以及不多見的意識（Bain, 1885/1977, 

Mayer,et al., 1997）。「認知」意指環境

中學習與在新奇的情況中解決問題，

通常扮演著滿足動機或維持正向情緒

的功能；「認知」包括學習、記憶和問

題解決能力；它持續著進行，在學習

與記憶過程所涵蓋的是有彈性、有意

圖的訊息處理（ Goleman, 1995a ; 

Mayer, et al., 1990; 1997& 2002）。其

次， Burbach 、 Barbuto 與 Wheeler 

（2000）、Craves （2000 & 1999）、Kim

與 Kim（1997）、Carous、Mayer 與

Salvory （2002）、Palmer, et al., （2002） 

等認為「情緒智力」包括：情緒覺察

（ Perceive Emotions ）、 促 進 想 法

（ Facilitating Thought ）、理解情緒

（Understanding Emotions）、以及管理

情緒（Managing Emotions）；正向情緒 

（Positive emotions）、喜悅、快樂、興

高采烈、滿足、勇氣、期望、愛、驚

訝/興趣、驚喜、渴望。 

(二) Segal 與 Smith（2016）：四種情緒

智力的歸因 

1. 自我覺知：你自己能自我覺察情緒

與理解為何它們會影響你的想法

與行為、了解自我的優勢與劣勢、

擁有自信。 

2. 自我管理：你能夠自控衝動情感與

行為、以健康方式管理情緒、率先

改革、遵循允諾、適應改變的情

境。 

3. 社交覺知：你能了解情緒、需求和

關懷他人、領會出情緒提示、社會

化感受舒暢、以及辨識於團體組織

類的動態力量。 

4. 人際關係的管理：你知道如何發展

與維持好的關係、具體溝通、激勵

和影響他人、團隊工作良好、以及

處理衝突。 

(三) Segal 與 Smith（2016）：五種啟發

情緒智力的關鍵性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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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eman（2012）提出五種啟發情

緒智力的關鍵性技巧，各為：（1）具

備快速減壓力的能力（EQ skill 1: The 

ability to quickly reduce stress）；（2）能

辨識與管理自我情緒的能力（EQ skill 

2: The ability to recognize and manage 

your emotions）；（3）能以非口語溝通

和他人溝通的能力（EQ skill 3: The 

ability to connect with others using 

nonverbal communication）；（4）能運

用幽默感與處理衝突的能力（EQ skill 

4: The ability to use humor and play to 

deal with challenges）；（5）充滿信心積

極解決衝突的能力（EQ skill 5: The 

ability to resolve conflicts positively and 

with confidence）。 

(四) Goleman（1998）提出四種情緒智

力的技巧 

1. 自我覺知：自知情緒、優勢、劣勢、

衝動、價值、目標與辨識它們的影

響至其他影響層面，並運用內在感

情去引導決定。 

2. 自我督導：包含控制或重新指引個

體的干擾情緒和衝動，以因應改變

的情況。社會技巧：管理關係並引

導大家往愉悅方向前進。 

3. 同理心/憐憫心：特別在做決定時，

能理解其他人的感受。 

4. 動機：使勁力直往至成就目標。 

(五) Goleman（2011 & 2012）：情緒智

力的影響 

Goleman（2012）認為「情緒智力」

是職場的表現或升遷的單一最重要的

因素；情緒智力絕對是一系列的既定

技巧，但，任何人皆能獲得的技巧；

在實用性的指引裡，Goleman（2011）

界定了情緒智力、重要性和如何增強

它；並認為身為領導者，幾乎是 90%

的情緒智力讓他們跟平凡遠遠的切割

清楚。Goleman（2012）的資料論述顯

示，情緒智力是促使個體達到各領域

的高峰處，甚至於成為高科技者。若

團體協會能學習運用情緒智力方式的

話，則是很多公司在現在與未來競爭

市場，仍持續會有充滿活力與精力充

沛的重要因素。 

(六) Segal 與 Smith（2016）情緒智力

的影響 

Segal 與 Smith（2016）指出情緒

智力影響個體的各層面，包括：（1）

工作或職場表現、（2）生理健康、（3）

心理健康、（4）人際關係；分述如下： 

1. 工作或職場表現：情緒智力能協助

個體周旋於工作或職場中的社交

複雜性、領導與激勵他人、工作或

職場的優異表現。事實上，它也會

是評斷個體角逐候選者資格的影

響因素。目前，許多公司於面試

前，規定要先測試申請者的「情緒

智力」，並將「情緒智力」與專業

能力視為同等的重要。 

2. 生理健康：若個體無法管理其壓力

程度，即將成為嚴重的健康問題。

無法控制壓力，則導致血壓問題、

壓抑免疫系統、提升心臟病高危險

或阻塞機率，導致生理健康的惡化

程度，以及加速年齡老化過程。首

要步驟是學習如何減壓而改善情

緒智力。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7），頁 101-110 自由評論 

第  104  頁 

3. 心理健康：若無法管理其壓力程

度，即將成為嚴重的心理健康問

題。無法控制壓力，則導致易到受

焦慮和沮喪的侵襲/吞噬。若無法理

解或管理情緒的話，也會受到情緒

擺動而形成強烈的關聯性，就無法

遠離孤單與孤立隔絕。 

4. 人際關係：若能理解個體的情緒與

如何控制情緒的話，即較能表達自

我的感受與理解他人的感受，如

此，就能更有效地跟他人溝通，維

繫堅固的人際關係，有利於工作職

場與個體生活。 

(七) Goleman（2015）：如何成為情緒

智力的卓越者 

Goleman（2015）提及如何成為優

越的領導者？肯定的因素包括：知

識、聰明與觀點。他在紐約雜誌補述

說明，專欄題目為「領導才能：情緒

智力的能量」（Leadership: The Power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除了上述因素

外，仍須具備辨識與監督自我與他人

的情緒能力、以及經營關係。Goleman

曾是前紐約雜誌報導科學的記者、心

理學家與 Rutergers 大學裡致力專研於

「增強情緒智力研究」，他是卓越的財

團共同執行長（Rutergers University to 

foster research on the rol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plays in excellence. ）。他分

享多年經驗且列舉四種要項如何成為

情緒智力的卓越者，分述如下： 

1. 自我覺知 

(1) 真實的自信心：你了解自我

的優勢與限制、你了解何時

展現強才、也知道何時依賴

同組組員。 

(2) 情緒洞悉力：你了解自我感

覺、深知何時勿讓自己動

怒、如何能協助自己控制好

憤怒。 

2. 自我管理 

(1) 恢復力：在壓力之下，你能

保持鎮定與快速由挫折中振

作起來。你不須憂慮或驚

慌；此危機中，人們目睹了

領導者的穩定性，若領導者

能鎮定，他們也可以的。 

(2) 情緒平衡：你持續以確認任

何無壓力感，而取代批評他

人，你讓他們知道什麼是錯

的與什麼的解決方式。 

(3) 自我激勵：不管挫敗阻擋，

你持續往遠程目標前進。 

3. 同理心 

(1) 認知與感性同理心：因為你

了解其他人的觀點、你能將

事情以同事能了解的方式讓

他們了解。你洗耳恭聽他們

的提問。「認知同理心」乃是

正確地讀懂他們的感受，並

營造有效的溝通。 

(2) 好的傾聽：你能完全地花時

間在他人身上，肯花時間去

了解他們說什麼、未透過溝

通或劫持計畫。 

4. 人際技巧 

(1) 逼迫溝通：你拿你的觀點在

說服，具體方法，如此能說

服別人並如所期望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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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團隊角色扮演：跟你在一起

時，他人感到舒適。由一種

徵兆得知：他們在你周遭很

容易開懷大笑。 

(八) 情緒智力的相關研究發現 

Mayer 與 Salovey（1997）曾提及

於研究情緒智力構念時，應從「情緒」

與「智力」兩個領域著手，並聯結二

者的關係，但並非所有聯結情緒與認

知兩者的內容皆屬於情緒智力的範

疇。他們認為所謂的情緒智力特別是

指有關情緒訊息的辨識、處理與運用

的心理能力。Mayer、Caruso 與 Salovey 

（1999）; Mayer、Salovey、Caruso 與

Sitarenios（2001）認為情緒智力是真

的存在且具評量的，其影響的層面極

為廣泛，不僅會影響到學童的學業表

現，問題解決的策略、領導力的養成、

職業發展、甚至是職場的人際互動關

係等，故，其重要性與必要性是不容

乎視的。Odom、McConnell 與 Chandler 

（1994）發現學障學童通常會有社會

性的發展遲緩，其社會性的發展遲緩

同時也會影響學業性表現與成就的落

後。 

另外，Gresham（1997）; Heiman

與 Marglit（1998）; Heron 與 Harris 

（1993）提及某些學障學童會缺乏維

繫持續性且正向的人際關係，也無法

正確地辨識社會性溝通的線索。

McConaughly、Mattison 與 Peterson 

(1994）; Sigafoos（1995）研究也發現

學障學童較常會出現攻擊與負面的語

言或非語言的行為；他們甚至會出現

干擾或退縮行為（Clare & Leach, 1991; 

McIntosh, Vaughn, & Zaragosz, 

1991）。這些問題通常會導致學障學童

比同年齡非學障學童來得較少朋友，

他們也較容易被同儕所排擠（Farmer & 

Rodkin, 1996; Nabasouk & Smith, 

1993）。Elksnin 與 Elksnin（2003） 認

為學童有適當的社會技巧、學業佳、

易受他人接納、情緒適應良好、高度

自尊與自信是有關的。相反的，如果

學童或青少年無法經歷上述成功的經

驗，他們就較容易感到沮喪、遭遇學

校經驗困難、甚至是輟學，而成年時

也無法很順利地就業（ Elksnin & 

Elksnin, 1995）。Elksnin 與 Elksnin 

（ 2003 ） ; Marcus 與 Sanders-Reio 

（2001）提及學童有良好的社交能力

將會有良好的學業表現，而有持續性

交友的學童也會比被同儕所排擠的學

童在學業上有更良好的表現。因此，

教育學障學童養成良好的情緒智力是

相當重要的。此外，Goleman（1995, 

1998, 2011 & 2012）也指出兒童的情緒

智力對於學業成就卻有重要的影響，

如果兒童懂得察覺和瞭解自我的情

緒，善於經營、調整與激勵自己的情

緒，並對未來保持希望與積極努力，

懂得堅持努力來勤奮學習，這種自我

情緒智力對於兒童的學習效果與學業

成就自然會有較正面的影響。 

鑑於國內、外編製普通學童情緒

智力的研究者居多（如，Cooper & 

Sawaf, 1997；Goleman, 1995, 1998, 

2011, 2012 & 2015；Mayer & Cobb, 

2000；Mayer & Salovey, 1995 & 1997; 

Mayer, et al., 2003; Segal & Smith, 

2016;王春展，1998 & 1999;王春展、詹

志禹、李良哲，2000；江文慈、孫志麟，

1998；江文慈，2001；馮朝霖，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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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沁怡、陳斐娟，1997；劉志如，2005；

蘇建文，1979，1980，1982 &1995），

卻顯少有關於特殊需求學童的情緒智

力量表編製與研究報告。其次，國內

普遍性大眾、家長或教師們，針對情

緒智力的關注卻不如國外來得重視，

英文的情緒智力的相關議題已有不少。

反觀國內的此議題很匱乏，如：王春

展（1999）進行多年不同階段的普通學

生或青少年的情緒智力等相關研究，

但，針對特殊需求學童的研究更是少

之又少。 

  近幾年來，本研究者也發覺

Goleman（1995, 1998, 2011, 2012 & 

2015）將「情緒智力」不僅運用於不

同年齡階段（兒童、青少年、成人），

也運用於不同領域或行業（學業、工

作職場、學生或商業人士等）；情緒

智力的重要性與遍及各層面的影響力。

本研究者從事特殊教育多年，發覺卻

不解的某普遍性觀念：無論是個體、

家長、教師或一般人，往往僅關注個

體的學業或工作表現的優劣，卻罕有

關注個體的學業或工作表現優劣是否

和其他因素有相關；例如：學習動機、

身心靈健康、情緒發展、甚至於人際

關係等。 

三、情緒智力的反思 

 本研究者針對情緒智力並提供給

特殊需求學童的家長或教師們的淺

見，相較於其他正常學童，特殊需求

學童因先天的缺陷，學業性的表現或

許不如正常學童來得好，若能教導他

們較正確且健康的情緒智力等相關技

巧的話，或許比加強他們的學業表現

來得較重要；提出針對情緒智力的正

思淺見，冀望吾人能有機會針對情緒

智力的反思。情緒智力不僅深具重要

性也具有可塑性，除了可能影響個體

的學業表現、職場順遂、甚至會影響

個體的人際關係或事業開拓；但，情

緒智力並非被既定或一層不變的，卻

可靠後天一系列情緒智力的技巧而習

得而來；情緒智力的可塑性。個體無

論高低智力、各行各業、學業或工作

事業表現成功與否，若個體具備了學

習意願與學習動機的話，並將所習得

的情緒智力技巧，運用於學業或職場

表現、事業開拓、甚至於任何生活經

驗的話，對於個體來說，不僅是有利

無害，也能提升解決困難的因應技

巧。若個體具備了自我覺知能力、自

我管理情緒的能力、關懷自我與他

人、調解自我或他人的衝突能力等，

即能更快與順暢地因應困境或解決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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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學習動機與學習困擾:理論的觀點 
施宥廷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系碩士班 

 

 

中文摘要 

    本論文研究旨在瞭解英語學習動機與學習困擾之相關研究，首先必須清楚知

道學生在英語學習動機與學習困擾的現況；透過蒐集中外英語學習動機與英語學

習困擾的文獻，了解其定義與專家的看法，並將專家意見彙整作為總結。 

關鍵詞：英語學習動機、英語學習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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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Disturbance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Shih Yo 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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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reali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disturbance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is to understand the present 

circumstance between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disturbances as students learn 

English. That definition pertaining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English learning 

disturbances can be understandable through collecting references from Taiwan and other 

countries. To sum up, opinions from experts will be provided in the end of the study. 

 

Keywords: Motivation in learning English motivation, English learning   

disturb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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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自聯考升學以來，已宛然成為一個學歷取向、證照取向的一個社會。雖

然大眾的通識及具備的能力，普遍高於以前的臺灣，但是在這知識爆炸的年代，

科技日新月異，昨日的觀念可能隨時被今日的發現給取代，因此，人們應該利用

不同的方法去學習、發現新知識，而語言，就是一項吸收新知的工具之一。數十

年來，英語身為強勢語言的地位屹立不搖，也是全世界廣泛使用並公認的溝通工

具。Krashen（2003）認為英語是全世界的人除了母語外，應該學習的第二語言，

並且是邁入地球村的人們所溝通有無的橋樑。而英語距離我們並非像教科書般的

遙遠，舉凡戶外的招牌，電視中的廣告，網路上的新聞，科技的新知中往往能看

見英語被廣泛地利用。天下雜誌也提到歐盟會議在 2001 年提出未來兒童為了應

對全球的競爭，必須習得的八種基本重要能力，而在這八大重要能力之一就是英

語的溝通能力（吳怡靜、何瑜琦，2007）。由此可知，英語實為當今國際交流資

訊的主要語言之一，甚至有不少的國家都已把英語列為本身的官方語言之一，更

能體現英語的重要性。 

為了在國際能見度上抬頭，提升相對競爭力，英語教育變得相對重要。學校

的教育目的包含:培養健全人格、良好民主素養、具備法治精神及觀念、普遍人

文素養、強健體魄以及創造和決斷能力之善良公民，但如此還稍嫌不足，理由是

世界早已成為一個溝通便利的地球村，臺灣無法也不需要獨立生存在這舞臺，所

以臺灣人民更應該具備國際觀、接納多元文化和了解尊重不同國家的人、事、物。

在國中階段的學生，身心正面臨重大的改變，思想和觀念是最需要被正確教育的

時機，此時應該要接受教育的陶冶，培養高尚的人格、專業的能力及與世界接軌

的能力。 

根據研究，在學習階段的教育，個體自我的認知、能力、動機、態度等心理

層面的因素造成的影響力遠大於個體在社會文化的背景因素（黃月純、楊德清，

2001）。即便了解到心理因素的重要性，臺灣的教育卻還是以「考試領導教學」，

老師教什麼，學生學什麼。僅重視「認知」和「技能」，卻忽略情意部分的動機、

態度等重要性（蔡清田，2011）。現今的英語教育現場仍以制式的單字講解、句

型介紹的講述法單向教育，老師大多數並未提供學生思考及主動求學的經驗。雖

然在升學階段，有許多英語科的活動，例如:英語單字比賽、英語朗讀演講比賽、

英語戲劇比賽等，但這些各式各樣欲提升學生學習動機的英語活動，卻抵不上學

校英語科的段考，學生依然提不起英語學習動機，學生的學習依然是以考試為重

點，而不是出於自發的動機。臺灣學生最缺乏的就是態度、動機等情意部分的維

持，大多數離開學校，就失去自我學習的習慣了（蔡清田，2011）。教育的最高

目標，就是讓學生即便離開課堂，也有主動學習的動機和能力，如果能夠將英語

融合在現實生活的情境中，將可大大提升使用的能力。語言是需要長期練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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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讓英語只侷限在課堂上，長時間的聆聽、溝通、閱讀、寫作將有效的提升英

語能力，也會逐漸提高學生英語學習動機。 

為了能更了解學生在英語學習上，是否學習動機較高者會有較少困擾，亦或

反之。如何引發學生動機一直是各階段老師的難題，以往認為學習動機高的學生

更容易自我學習，學習困擾則較少；學習動機低落的學生則較為被動，學習困擾

較多，但是否學習動機高的學生反而因為自覺能力不足，反而有較高的學習困

擾？ 藉由文獻的回顧，彙整不同學者的理論作為總結。 

二、英語學習動機之研究 

英語動機面向著墨於英語學習動機的意涵與研究，共分為動機的意涵；學習

動機的意涵；英語學習動機的意涵與研究，三方面加以探究。 

（一） 動機的意涵 

動機一詞的界定，一般人往往會忽略這類熟知的概念，實質上，動機在學生

的學習歷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動機又可以細分為數種不同的動機。古今中

外學者不乏探討動機的理論，可想而知，動機雖然看似簡單，卻含有大家所欲追

尋的答案，另一方面，掌握好各個動機的定義，可避免日後在教學上與其他教育

工作者有牛頭不對馬嘴、定義模糊狀況出現。以下將對動機一詞做相關的文獻探

討，並彙整出各家學派對於動機一詞的定義。 

對於一個心理學家來說，並不會說行為是由本能（instinct）所引發的，因為

對於直覺一詞太籠統，還需要了解更多（Hayes, 1998）。動機（motivation）是指

引起個體活動，維持已引起的活動，並導使該一活動朝向某一目標的內在歷程或

內在原因（張春興，1996）。動機的解釋，常與本能（instincts）、驅力（drives）、

需求（needs）、誘因（incentives）、怕懼（fears）、目標（goals）、社會壓力（social 

pressure）、自信（self-confidence）、興趣（interests）、好奇（curiosity）、成敗歸

因（attributions for success and failure）、信念（beliefs）、價值（values）等意義相

關（朱敬先，1997）。動機是一種藉由驅動力而喚醒、維持所產生的行為，使得

完成目標（Graham Davey，2004）。McDougall（1932）提出動機可以藉由辨別

不同的行為，發現隱含的驅力。動機是指行為的動力，一種可以啟動，維持，引

領，終止的方法（Dennis & John, 2013）。動機被喚醒後，會激起生物體去行動，

維持，或引領方向（Hilgard, 1953）。動機主要關乎於辨識、了解不同因素，引領

達成目標的行為（Richard, 1972）。由此可知，動機一詞的定義大同小異，朱敬

先在動機一詞的解釋上找出了內涵的相關的因素，而其他學者則把動機定義為一

種心理歷程，大體上是指人們因為某項目的，而引起的一連串想法、動作、維持

稱作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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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習動機的意涵 

為何某些人願意花那麼多時間在學習上？可想而知，他們具有強烈的學習動

機，而學習動機有分外在動機與內在動機，行為可以藉由不同的誘因（incentive）

和驅力（drive）激發，包含成績、稱讚、金錢、學位。另一方面，在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中，求知的階段屬最頂端，而一個階層若未滿足，無法往上一層，意味

人們必須滿足其金字塔底端向上的需求包括: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安

全需求（safety needs）、愛與隸屬需求（love and belonging needs）、自尊需求（esteem 

needs）。因此學生若吃不飽，穿不暖，較難達到高學習動機，但學生如果視獎學

金為外在誘因，則學生可能有較高學習動機（拿獎學金來添購糧食、衣物）。張

春興（1996）認為學習動機（motivation to learn）是指教師講課時能引起學生活

動，且維持其學習活動，並能引導該學習活動朝向教師所設目標之內在心理歷

程。吳知賢（1990）也認為動機是引發個體產生行為的內在存在狀態。學生若沒

有學習動機，就不會想學習，不會想學習，在校成績也就不會好，甚至到最後產

生學習困擾。朱敬先（2000）指出學生若缺乏學習動機，不能專心致志於課業，

會是學習困擾之關鍵問題，教學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有

了學習動機，就會產生要學習的慾望，學習動機高，自然學業成就不至於產生重

挫的學習困擾。林生傳（1997）指出動機是學習者的重要因素，並會影響到學業

成就。提高教學成效，將有助於深度地了解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動機屬於內在

心理動機，若是受外在環境因素影響而形成，則為外在動機；若受本身內在需求

而產生，則為內在動機（張春興，1994）。綜上所述，學習動機，應為人類在學

習時，能夠引起個體注意，並維持其學習歷程的意念或態度。大部分的學者在討

論學習動機時，著重在內在歷程的改變，而張春興除了探討到學習動機的內在層

面，也提到關於外部的環境因素所帶來的差異，學者們皆認為學習動機是與學習

有一定層面的相關，更指出學習動機若無法有效激發，後續可能導致學習困擾的

產生，在本文的後半部分會著墨於學習動機與學習困擾的相關。而下列將列舉各

家學說學習動機之理論，作為本篇研究學習動機之理論依據。本節歸納為四個面

向，分別為制握信念、自我歸因論、成就動機論與自我效能論。 

1. 制握信念 

吳知賢（1990）指出 Rotter 提出了以社會學理論為基礎的制握信念（locus of 

control），並在 1966 年將行為學派強調的「刺激–反應」與個體的認知相互連結。

簡言之，制握信念是一種類化的期望，也就是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對自己與周遭環

境的看法，而這些信念可分為內控信念（believe of internal control）與外控信念

（believe of external control）兩種（吳知賢，1990）。換言之，藉由制握信念可以

看出一個人為內控或外控，若一位內控信念的學生在英語考試中得到了高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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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己的成功歸因於認真準備考試等原因；而一位外控信念的學生在英語考試中

得到高分，會認為是外部的環境得以讓他成功，譬如說:運氣好、考試卷較容易

等。 

2. 自我歸因論 

張春興（1998）提到，Weiner 的自我歸因論（self-serving attributions）是從

自我認知的觀點出發。張春興更指出，個體本身大多用六個因素歸因自己的成敗

（能力、努力、運氣、工作難度、身心狀況、其他因素），並分析成敗因素的來

源是來自於外在或內在，個體認知的成敗因素以三個向度作解釋，分別為:同一

情境下是否有穩定性、以及是否能由個體去操弄或控制成敗因素。而自我歸因論

關係牽涉到一個學生對於今後，面對困難的信心程度，若一個學生在前一次考試

中認真準備卻得不到高分，往後的考試可能會有即使認真也不會考得好的觀念，

因此在教學現場中，教師在評鑑方面，最好能以過程導向來評分，一方面不會讓

學生遭受打擊，二方面能夠穩定學生的學習動機、向上的需求，但往往許多老師

以目標導向作為評分依據，實則抹煞低成就學生的學習動機以及學習態度。 

3. 成就動機理論 

吳知賢（1990）指出依據 Atkinson 的說法，個體對人、事、物追求的傾向

可稱為成就動機（achievement motivation theory）。吳知賢同時也提到，個體如若

面臨成就情境時，同時會產生兩個相反方向的動機，分別為為求成動機（motive 

to success），與避敗動機（motive of avoiding failure），此種心理現象即稱作趨避

衝突。在此兩種心理需求強弱消長下，成就動機也就會有不同程度的區別。歸納

各家學者個體成就動機的影響因素，可以大約分為以下因素:個體個性因素、童

年以降的家庭教育、教師的身教言教、學習困擾的有無、對於參與競賽活動的動

機有無、學業成就、個體學習環境。 

4. 自我效能論 

程炳林（2001）指出自我效能論（self-efficacy theory）被 Bandura 視為一種

特意情境的構念（situation- specific construct），指個人的信念強弱，使否能去達

到某些目標，也是自我完成某些行為的一種能力判斷。這些的能力判斷不僅影響

個人目標水準與努力程度，亦會影響個人做出行動的動機、任務的選擇與否與表

現出的成果。也就是說，所謂的自我效能是會影響自己對成功的定義、努力的程

度與否，動機的堅持和精熟的水準，是否能夠具備成功完成工作的所有先備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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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認知與分析。自我效能論是 Bandura 學者在 1982 年所提出。其意義是指個

人主觀意識的分析自我的工作能力，若主體變為學生，所指的是學生主觀評判自

己的學業認知能力與成就。 

（三） 英語學習動機的意涵 

外語學習動機是否和國語學習動機有所相同或另有獨到之處?英語作為一般

考試性科目的主科之一，此領域進行探究的學者專家多如牛毛，尤其英語更是近

代地球村當中的強勢語言，大多人希望自己的英語能力能夠更上層樓，以便研讀

外國文獻，或者利用語言的優勢到外地工作、學習。下列將列舉國內、外各派的

學者、專家，探討相關文獻對於學習動機的定義與影響。 

英語學習動機主要分為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內在動機中又包含:自我實

現、喜歡被讚美、對英語有興趣；外在動機行為包含外部獎賞、處罰、誘因（Reeve, 

1992）。Weiner（1985）認為不同的學習者對於不同的成就會做出不同的反應，

高成就需求的學者將自己的成功歸因於自我的能力及努力，當自己失敗時，則將

失敗原因歸因於自己的能力不夠以及努力不足，因此會期許自己即便能力不足，

仍須加倍去努力追求成功。反之，低成就需求的學習者則將自我的成功歸因於運

氣及工作簡單等外在因素，但當自己失敗時，除了可能認為運氣不好、課業工作

太艱深以外，尚可能認為失敗原因是因為自我能力的不足，到最後演變成習得無

助感。下表 1 為研究者參照張春興在教育心理學研究一書，所描繪的表格，表格

內容之變項為成敗歸因之向度參考。 

表 1 

成敗歸因之向度 

歸因別 

成敗歸因向度 

穩定性 因素來源 能控制性 

穩定 不穩定 內在 外在 能控制 不能控制 

能力 V  V   V 

努力  V V  V  

工作難度 V   V  V 

運氣  V  V  V 

身心狀況  V V   V 

其他  V  V  V 

資料來源：採張春興（1996）。自教育心理學（頁 314），。臺北市：東華書局 

 

Gardner（1985）、Gardner 與 Lambert（1972）研究地處加拿大以英語與法語

為官方語言的雙語及雙文化的社會環境。研究結果發現學生的學習動機呈現兩種

不同的導向。一種是為融合型導向（integrative orientation），存在這種取向的學

生通常擁有較深遠的、較強烈的動機，此類人很喜歡所學的語言的背後的文化，

希望能徹底融入語言所代表的族群。另一種為工具型導向（ inst ru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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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ientation）傾向如此導向的學生大多是為了工作、考試、個人發展前景等目的

學習外語（黃淑真，2007）。在 Gardner 以降，許多研究外語學習動機的研究者

使用態度動機量表（AMTB）。Ely（1986）指出雖然融合型導向與工具型導向是

簡單明瞭的概念，但兩者經常並存。Ely 同時也發現除了這兩種類型的導向，仍

有其他可能被忽視卻具體存在的導向。因此，老師必須因應學生的資質不同，實

施因材施教的策略，並且鼓勵學生用各種適當的方法學習，以避免削減了學生的

學習動機。Dornyei（1990）指出融合型導向和工具型導向不是絕對的二分。Dornyei

除了與 Ely 有一樣的概念，分析出融合型與工具型導向之外，另外找到了成就導

向動機（need for achievement）及過去失敗歸因（attributions about past failure）

Dornyei（1994）提出外語動機的三等級論，將外語動機分別列為語言等級（the 

language level）此一等級攸關學生學習語言的動機高低，如融合型導向與工具型

導向皆屬這個等級；再往下是學習者等級（the learner level）因素是學習者個人；

最下方一個等級是學習情境等級（the learning situation level）與教室學習環境有

關，並進一步將學習情境等級影響分為三大類，分別是課程、教師與同儕團體三

個因素（course-,teacher-,and group specific components）。Gardner 等學者等明顯

著重不同的方向，卻又和 Weiner 的內部歸因論極為相似。將把內在的學習動機

分為融合型導向以及工具型導向，下圖 2 為此一等級概念圖。 

 

圖 2 等級概念圖 

三、英語學習困擾之研究 

本節闡述英語學習困擾的意涵與研究，共分為困擾的意涵；學習困擾的意

涵；英語學習困擾的意涵與研究，三方面加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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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困擾的意涵 

困擾指的為了某件事感到為難，或處於一個困難的處境。困擾的定義亦指在

一種引發不愉快情緒的情況或問題時，個體無法以過去的行為方式有效的加以處

理，導致自己陷入苦惱之中（賀孝銘，1989）。困擾是個體對於內在衝突或內在

需求，無法解決或滿足時，所產生的複雜不安心理狀態（林國暉，2013）。許朝

信（1999）指出當個人的內在衝突或滿足感等內在需求無法被解決或完成時，個

體心理容易產生不安的情緒，進而影響狀態的行為，即稱為困擾。上述幾位學者

在於困擾一詞的界定較專注於個體內心的變化，困擾一詞應是指個體針對特定事

物，或對於與該事物間接有關事物的心理產生排斥，想逃避之感受。而通常會產

生困擾起源於對於事物不熟悉產生某方面的畏懼， Beck 與 Beck（1995）認為

困擾的產生是個體本身對於訊息處理產生謬誤及不適應。Bridges（1932）為個

體在出生到孩童期間大部分只存在對人事物感到好奇的興奮情緒，但隨著社會的

訓練，社會化把個體情緒拆開成為興奮、快樂、和不快樂，而困擾是不快樂的其

中一種表現形式（引自侯名玉，2012）。「困擾」是一種存在的心理狀態，是一種

極為複雜的情緒感受和經驗，個體被外在的事物和環境所影響，使之內在無法達

成其心理、生理和社會的需求，個體如無法立刻有效應付外界壓力和環境變化，

且內在和外在無法達到調和一致時，產生的不平衡內在衝動和矛盾狀態所衍生出

的一種負向感受和情緒，其表現大多為緊繃、擔心、不滿、挫折、沮喪、哀愁、

憂鬱或情緒低落等。（侯明玉，2012）。Jersild 與 Beck（1995, 1993）與侯明玉（2012）

對於困擾的界定上又多了社會因素的加入，認為社會化很可能是導致困擾的因素

之一。雖然困擾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一個詞彙，但是實質上有很多不同卻相似的定

義。 

（二） 學習困擾的意涵 

在學習事物或學業方面產生困難即為學習困擾，若學生對於科目上產生學習

困擾，通常是考試壓力與學習成就低落。陳明照、曾勘仁與黃德祥（1992）共同

指出學習困擾係指某些困難和障礙的產生在個人的學習過程，而對學習成就造成

影響甚至產生困擾，並妨礙學習效果使之無法提高標準的學習現象。翁碧慧

（2002）認為學習困擾係指在學習過程中，個體被迫面臨個人內在及外在的問

題，而阻礙其學習過程，以致影響學習。張志銨（2000）指出學習困擾係指學生

於學習活動中，在學習環境裡遭遇到的困難導致學生產生困擾的情緒，因此無法

發揮平常心專心向學，還有學業成績或學習成效不理想的情形產生。研究者認為

翁碧慧與張志銨皆認同學生的學習困擾來自於自己對於內在心理因素與外部環

境的關係所造成。廖佳紅（2004）認為學習困擾是指學生的學習過程中，個人遭

遇家庭、學校、社會或其他不可抵抗因素等困難與困擾。面對學習課程、學習方

法、習慣及學習情緒等方面，產生擔心和挫敗，學生無法專心學習、學業成績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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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嚴重影響學業成效與學習動機。陳靖涵（2008）指出學習困擾是個體因個人

或是外在學習環境（家庭、學校與社會）無法調適其內在認知或外在行為改變，

造成本身學習進度落後，而對學習產生挫敗感與無助感，個體若長期背負學習困

擾之壓力，受困於學習的瓶頸中，最終將導致學習動機低落，學習效果不佳，甚

至對學習衍生逃避或放棄的心理。黃昌誠（1990）提出學生於學習過程中，所遭

遇的學習產生阻礙、不利、不便或不適應的學校及非學校因素。張秋明（1997）

指出個體在學習活動中，在學習環境裡遭遇到的學業上的困惑及困擾，導致無法

專心於學習或學業成績不理想的情形，及學習效果不佳。許定邦（2002）提出學

生於學習活動中，在學習過程中遭遇的困難或困擾，且無法專心致學或學習成效

不理想的情形。上述幾位研究者，認為學習困擾是在學習時遭遇心理的不平衡所

產生的壓力。廖佳紅（2004）等學者在學習困擾一詞界定明確地說出外部環境包

含家庭、學校、社會，縮減了外部環境的定義。產生學習困擾的種類很多，以下

為研究者歸納出的學習困擾變項，被歸列為下列四項因素，分別為:個人因素、

家庭因素、學校因素、社會因素。 

1. 個人因素 

個人因素包含個人的自尊、性格等。學生會因為在考試不想輸給同儕，因而

提高學習動機，設法在英語科考試拿取高分，避免被同儕取笑，或者喜歡被同儕

崇拜。性格方面，有些同學較有求知慾，會想方設法涉略有關知識，即便步出教

室，仍有辦法獲得新知識。研究者認為個人因素最為重要，倘若有強烈學習動機

跟毅力，在生理需求無虞的情況下，這是首要的因素。 

2. 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包含家庭關係、家庭環境、社經地位。家庭的背景著實能影響學生

的學習動機與態度，從社經地位來看，可以發現中低階層社經地位的家長較少有

空閒閱讀，下班休息時通常從事其他休閒活動，而子女長期在其環境，自然對學

習上的態度與動機會較低落。家庭的文化資本、經濟資本也著實影響到學習的動

機。有良好文化資本的家庭有更良好的態度鼓勵學生向上求學；高經濟資本的家

庭有更多機會讓孩子補習。此外，若是家長平時能和學生用英語溝通，語言實力

的累積將會超越一般說中文的家庭，而精密型語言更勝於非精密行語言家庭，因

為英語的形容詞、副詞甚至連接詞在句子中的擺放位置也是與中文有關係的。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7），頁 111-128 專論文章 

第 121 頁 

3. 學校因素  

學校因素包含導師要求、考試成績、升學壓力。目前高中入學多採取多元入

學，但是一般學生在升學主義的情形下還是有學習上、競賽上、服務表現等等的

壓力。而將來擬採用在校成績作為升學的依據，可想而知，學生們為了將來的就

讀學校，在平時的學習考試上將會競爭的更加激烈。甚至許多學校提倡證照門

檻，希望學生能積極參與校內外英語檢定考試，例如:英檢、多益（Toeic）、托福

（Tofel）、雅思（IELTS）等認證，因為學校乃是符應社會的需要，所以證照的

獲取在學校中也將列為重要項目之一。 

4. 社會因素 

社會因素包含社會期望、強勢文化等。即便在現代的社會中，普遍還是存在

著，學歷即代表就業力，因此父母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為了孩子能在將來得到

好的工作，無所不用其極的讓孩子能夠在學習上不輸在起跑點，補習、家教等等

充斥著每位學生的求學生涯，如此重的學習負擔，學生為此受到社會壓力是可想

見的。在如此知識爆炸的時代，資訊日新月異，不管是工作上的資料、學業上的

資料，都須經過大量的閱讀原文（大多是英語）方能應付，這也是為何英語變得

如此的熱門的原因了。 

（三） 英語學習困擾的意涵 

邱美切（2006）指出學習困擾，是目前我國的大學生、高中生和國中生均感

困擾的所在，尤指國中生，國中生對於學業問題的關心遠大於生活活動和其他方

面的憂慮。英語學習困擾係指在英語求學歷程中所遭遇到的學習困難，包含個

人、家庭、學校或者社會等多方面的影響，諸多原因使學生的學習成就低落。尤

其正處於狂飆期的國中生，在多項因素、原生家庭及學校教育的影響下，必有學

生在學習成效不彰，學習不適應等狀態下，影響到學習效果。而邱美切並未提到

學習態度、學習焦慮等層面，而聚焦在學生對生活的態度會影響英語的學習。王

桂芳（2007）提出英語學習態度與英語學習困擾能預測英語學習成就。倘若學生

在學習英語沒有特定的語言學習動機，往後的英語能力勢必越顯低落，因為沒有

與時俱進的英語語感，而對英語科目日漸生疏，進而產生英語學習困擾。張秋明

（1997）指出由於學習困擾的產生，會產生學生學習上的壓力，使其在求學過程

中無法專心，學業成績因此降低，也嚴重影響學生之學習態度。楊淑雯（2007）

提出學生在性別、性質、年級、科系、或者英語的學習經驗等不同背景變項，結

果差異明顯顯著，通過全民英檢測驗的學生，在英語學習態度上較良好，學習態

度大多介於普通到優良之間；學習困擾介於普通到不困擾之間，並且與英語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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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擾呈顯著負相關。杜佳安（2008）探討高職學生的英語學習態度、學習動機與

學習困擾之傾向研究中提出高職生的英語學習困擾屬於「普通」。而女生比男生

相比，對於英語學習困擾有較高調適能力。同時英語學業成績高的學生，對英語

學習困擾調適能力方面優於英語學業成績低的學生。蘇莉雯（2004）認為以一個

英語高學習成就者而言，在英語考試中得到高分也許容易，但在口說表達能力上

不能確保有好的表現；而對於一個英語低學習成就者，即使在課堂上和課餘後儘

管花費大量精力研讀，此類學生依舊常得不到令人滿意的分數甚至有學習挫敗的

產生。李育奇（2000）指出普遍臺灣的家長認為只要學生學好英語，就可以讓學

生跟上這股英語潮流，富有國際競爭力，所以拼命地讓孩子去學習英語，並常告

誡小孩要努力學習。而王桂芳等學者均認為學習困擾常與學習態度和學習焦慮有

相互關係。綜上研究，學習態度、學習動機語學習困擾與學生本身，以及家庭、

老師有關，在某個層面上屬於負相關，但由於研究對象、背景變項與本篇內容非

完全一致相同，無法確定學習困擾是否影響，但歸納而得知，英語學習的動機和

態度之於學習困擾有某種負相關。學習動機和態度越高，似乎在學習困擾方面較

不嚴重，但也無法武斷說出學習動機、態度與學習困擾有一定關聯，在教育現場

中，仍有學生具備好的學習態度，高學習動機，卻依舊有學習困擾。 

四、學習動機與學習困擾 

學習動機與學習困擾在英語科方面是否有明顯的負相關，在國中階段，英語

是主要考試科目之一，而且單字、文法不同於國小的程度，並非靠簡單的背誦、

記憶單字就能考高分，若學生對英語沒有學習動機，則日積月累下，未學習的部

分會漸漸大於以熟記的知識。所以一個在國小階段考取高分的同學，國中階段若

是不認真聽課，成績很快地會掉入中間排名甚至平均以下。 

大部分學生對學校科目產生學習困擾是因為習得無助感，或缺乏學習動機，

不知為何而學甚至不想學，而動機是學習的根本，學習動機能夠引導出持續的學

習與和學業上成就與進步。內在學習動機是學習行為的重要關鍵，也是產生學習

成就的因素。若對學習得不感興趣，動機的低落的確是造成課業學習困擾的主要

原因。沈佩文（2001）研究宜蘭國中生生活及學習經驗發現:學生英語焦慮程度

尚不算高，英語學習動機尚可，國中生之英語因年級、學習英語時間、父母管教

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吳雅玲（1998）、沈佩文（2001）均發現英語焦慮與英

語學習動機呈現負相關。國中生之英語學習動機與英語學習焦慮呈現負向相關。

外國學者們也探討過學習動機與學習困難的相關，Dornyei（1997）學生學習成

就及學生使用學習策略的頻率會被動機所直接影響。情意因素百分比占 33%，智

力占 20%，其他因素占 14%。由此可知，情意因素和性向一樣重要，甚至比智

力重要。有關情意國內學者的研究發現，動機越高，英語學習困難越低，學習態

度越趨正面，自我期望較高，同時也願意付出較多心力（徐玉婷，2004）。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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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斷，若要學生在英語科上有所成長，必須先引起並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並藉

由提高學習動機，讓學生在課內能夠認真學習，甚至在英語課外也能記憶更多的

英文相關知識，應用於考試及社會中。Gardner 與 Symthe（1981）提出對某物的

喜好，而導致希望英語學習有成就的內在動機或情感及是英語學習動機。若有持

續性的英文習得無助感，學生對於英語的喜好程度或動機可能會降低。另外，英

語最初首重的就是英聽和口說能力，學生若不好意思使用英語與老師和同學溝

通，會慢慢影響英語聽說能力。而英聽退化後，往後英語課聽到己不熟悉的單字

或句型會更顯學習困擾，也會逐漸降低學習動機。現階段英語教學較為人所詬病

就是大大多的英語老師因為怕學生對英語不喜歡、聽不懂，或有些學生在英語能

力較為不足，以至大多數的英語課卻用中文授課教學。 

在文獻探討中能發現，各家學者對於學習動機與學習困擾兩項變項的看法認

為彼此是具關聯的，並呈現負相關。從學習動機與學習困擾文獻中發現，大多數

英語學習動機高者，學習困擾較低；相反的，學習動機較低的學生，則學習困擾

較高。 

五、總結 

由上述的文獻探討可以發現，國內外學者們以不同的角度剖析學習動機與學

習困擾的相關，有些著重情意，也有著重成就；但經過研究後都指向英語學習動

機與英語學習困擾呈現負相關，而學校、家庭、個人皆會影響到學生的動機與困

擾。部份的原因是因為學校上的學生聽不懂，甚至沒興趣。邱美切指出如果學習

英語沒有特定的學習動機，英語能力勢必越顯低落，因為沒有與時俱進的英語語

感，而對英語科目日漸生疏，進而產生英語學習困擾。另外 Gardner 與 Symthe

認為學生如果有持續性的英文習得無助感，學生對於英語的喜好程度或動機可能

會降低。而最好的解決方式，就是穩定學生的基礎，不要一次性的給予學習低成

就的學生過於遙遠的分數目標；試圖放慢腳步，在每一次的小考中累積學生的信

心，讓學生了解距離要達成的目標並不遙遠，才會有動機繼續學習。黃淑真對此

也認同降低英語學習困難度，使學生更樂於學習。如此才能達到提高學生英語內

在學習動機，降低英語學習困擾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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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評論文章：內含「主題評論」和「自由評論」。前者由   

作者依各期主題撰稿，並由主編約稿和公開徵稿；後者

不限題目，由作者自由發揮，亦兼採約稿和徵稿方式。 

二、 專論文章：不限題目，凡與教育相關之量化及質性實徵

研究、理論論述之文章均可，內容須具評論見解與建

議，採徵稿方式。 

三、 交流與回應：係由作者針對過往於本刊發表之文章，提

出回應、見解或看法，採徵稿方式。 

四、 學術動態報導：針對國內外學術動態之報導文章，採徵

稿方式。 

同一期刊物中，相同之第一作者投稿至各專區之文章數量至多以

一篇為限，全數專區之投稿文章數量加總不得超過兩篇以上，前述投

稿者另列為第二作者之文章數量至多可再增加一篇為限。 

參、 文章長度及格式 

一、 本刊刊登文章，「評論文章」、「交流與回應」、「學

術動態報導」文長一般在 500 到 3,000 字內之間，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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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不超過 6,000 字為原則。如有附註及參考文獻，請

依照 APA 格式撰寫。 

二、 「專論文章」字數：中文稿字數以每篇 10,000 至 15,000

字為原則，最長請勿超過 20,000 字；英文稿字數每篇以

10,000 字以內為原則。字數計算包含中英文摘要、參考

書目與圖表。如有附註及參考文獻，請依照 APA 格式

撰寫。 

肆、 「專論文章」投稿費用與刊登 

一、 「專論文章」投稿經本刊形式審查通過後，即進行實質

審查，採匿名雙審方式，審查通過者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安排刊登。 

二、 費用說明：為促進本刊永續經營與維護學術品質之需

要，「專論文章」每篇投稿須繳交稿件處理費及實質審

查費合計 3,500 元。 

(一) 稿件處理費：1,500 元（含形式審查費 500 元和行

政處理費 1,000 元）。 

(二) 實質審查費：2,000 元。 

三、 退費說明：凡形式審查未通過者，本刊不再進行實質審

查，將退還行政處理費 1,000 元和實質審查費 2,000 元。 

四、 匯款資訊：專論文章之投稿人請於投稿同時，將費用

3,500 元（手續費自付）匯款至本學會，以利啟動各項

審稿作業： 

中華郵政代號：700  帳號：0001222-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李隆盛」。 

其匯款收據（註明「投稿篇名」與「審查費用」字樣），
以下列方式提供於本學會： 

(一) 傳真：（04）2239-5751 

(二) 掃瞄或照相檔案 E-mail：ateroffice@gmail.com。 

五、 收據如需抬頭以及統一編號，請一併註明。 

六、 如有費用問題事宜，歡迎來信洽詢。

mailto:ater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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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審查及文責 

一、 本刊發表的文稿均安排雙向匿名學術審查，稿件隨到隨

審，通過後即安排儘速刊登。本刊提供社會各界教育評論

之平台，所有刊登文稿均不另致稿酬。本刊發表的評論，

屬於作者自己的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 

二、 所有投稿皆須經過形式審查，字數或格式不符者，先退請

作者修正後，才送出審查。 

三、 請勿一稿多投（同時投至兩種以上刊物，或文稿已於其他

刊物發表，卻又投至本刊者）。凡一稿多投者，一律不予

刊登。 

四、 本刊委員對刊登文章有刪改權（僅限於文字及格式，不涉

及內容語意的修改） 

五、 請勿抄襲或侵犯他人著作權。凡涉及著作權或言論責任糾

紛者，悉由作者自負法律責任。 

陸、 文稿刊載及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投 稿 本 刊 經 由 審 查 同 意 刊 載 者 ， 請 由 本 學 會 網 站

(http://www.ater.org.tw/)或各期刊物下載填寫「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文稿

刊載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寄送下列地址： 

40601 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 號 

中臺科技大學校長室【臺灣教育評論會】 

莊雅惠 助理收 

柒、 投稿及其它連絡  

投稿或相關事項聯繫請Email至ateroffice@gmail.com【臺灣教育評

論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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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五卷第八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本期主題 

「私校公益化機制」 

二、截稿及發行日期 

截稿及發行日期：本刊第五卷第五期將於 2016 年 8 月 1 日發行，截稿

日為 2016 年 6 月 25 日。 

三、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根據教育部 103 學年度各級學校校數統計，高級中等學校總數為 503

所，私立者 211 所，約占 42%；專科以上學校共計 159 所，私立者 108 所，

約占 68%。由此可知，在後期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階段，私立學校扮演人才

培育之重要角色。次以，私立學校法係自 1974 年立法施行，其法律定性即

為財團法人，係屬公益性質；之後於 2008 年全文修正，雖將財團法人私立

學校修正為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然其公益性質仍予維持，且另增

設監察人制度。按提高私立學校之公共性及自主性，乃私立學校法之立法目

的，然在實務運作上，是否尚有闕漏?如何建立公開透明機制？係為本期討

論重點，爰請各位教育先進不吝提出諍言，俾利促進私立學校更加健全發展。 

 

第五卷第八期輪值主編 

胡茹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副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理事 

張國保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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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五卷第九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本期主題 

「本土及新住民語文教學」 

二、截稿及發行日期 

截稿及發行日期：本刊第五卷第九期將於 2016 年 9 月 1 日發行，截稿

日為 2016 年 7 月 25 日。 

三、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台灣課程改革經歷 1996 年正式納入鄉土教學；2000 年九年一貫課程，

本土語文成為正式課程；即將於 2017 年正式上路的十二年國教課綱，將東

南亞語文納入。未來，台灣的多語文與多文化教學將呈現更多元的面貌。 

這背後有什麼樣的語言學習與文化的思考？殷海光於 1966 即指出本土

運動的真正內涵：「一個主位文化因客位文化的衝擊而引起的重整反映叫做

本土運動……。本土運動有兩種，一種是向後看的，內容是延續主位文化的

崇拜，帶有排斥客位文化的傾向，這種保守運動一旦與民間的小傳統結合，

便可具狂熱的宗教形式；另一種是向前看的、吸收式的，把舊文化中有價值

者與所需要的新文化因素做一整合。」 

在本土化與全球化的競合中，學校可以提供什麼樣的教育？相關資源的

整合、配套、課程的規劃與設計、師資的培訓與認證、對學生、對新住民家

庭、對整體社會的潛在影響、對學生多語文學習及文化視野的擴展……等，

都有待進一步慎思與行動。在前行的路上，邀請您對這個關鍵的議題提出您

的寶貴意見與評論……，期待您的參與，增益台灣本土及新住民語文教學的

實踐。 

第五卷第九期輪值主編 

陳美如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周宣辰 

崑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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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五卷各期主題 
 

第五卷第一期：私校董事會與校務行政 

出版日期：2016 年 01 月 01 日 

 

第五卷第二期：城鄉教育均衡發展 

出版日期：2016 年 02 月 01 日 

 

第五卷第三期：大學評鑑怎麼改 

出版日期：2016 年 03 月 01 日 

 

第五卷第四期：優質高中認證 

出版日期：2016 年 04 月 01 日 

 

第五卷第五期：私校獎補助款改補助學

生 

出版日期：2016 年 05 月 01 日 

 

第五卷第六期：職場倫理教學 

出版日期：2016 年 06 月 01 日 

第五卷第七期：教育資料庫建置與使用 

出版日期：2016 年 07 月 01 日 

 

第五卷第八期：私校公益化機制 

出版日期：2016 年 08 月 01 日 

 

第五卷第九期：本土及新住民語文教學 

出版日期：2016 年 09 月 01 日 

 

第五卷第十期：大學爭排名 

出版日期：2016 年 10 月 01 日 

 

第五卷第十一期：中小學補救教學 

出版日期：2016 年 11 月 01 日 

 

第五卷第十二期：行動學習 

出版日期：2016 年 12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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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刊載非專屬1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101年01月06日第1次編輯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02月26日第1次臺評學會秘書處會議修正通過 

 

  本人（即撰稿人）於《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發表之書面或數位形式文章。 

壹、立同意書人（以下簡稱「立書人」）謹此同意將本人著作之文稿全文資料，非專屬、無

償授權予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做下述利用，以提升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研究產出之能見度與

使用率： 

一、將立書人之文稿摘要或全文，公開展示、重複刊載於臺灣教育評論學會之網頁。 

二、如立書人文稿接受刊載，同意以書面或是數位方式出版。 

三、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合理

使用線上檢索、閱覽、下載、列印等資料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四、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五、將立書人之文稿授權於第三方資料庫系統，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

傳輸、授權讀者線上檢索、閱覽、下載及列印等行為，且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

求，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六、如上述資料庫業者所製作之衍生性產品涉及商業性使用時，立書人同意將衍生之權

利金全數捐贈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務及出版基金使用。 

貳、立書人保證本文稿為其所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

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隱私權之情事。若有任何第三人對立書人之作品或相關說明文

件主張侵害其權利或涉及侵權之爭議，立書人願自行擔負所有賠償及法律責任，與臺灣

教育評論學會無涉。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立書人簽約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此致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立同意書人(主要作者)姓名：                     （敬請親筆簽名
2
） 

所屬機構：□無   □有：                        

職    稱：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號碼（公/私/手機）：（  ）         /（  ）         / 

電子郵件信箱： 

戶籍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基於上述主要作者的簽署，他/她代表其他共同作者（如有）謹此聲明： 

一、擁有代表其他共同作者的權利簽署本授權同意書。 

二、本文稿的作者（或作者們）及專利權持有者。 

三、保證文稿不會導致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牽涉或承受任何因違反版權或專利權的法律訴訟、追討或

索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 非專屬授權：係指作者將上列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之部分權利非獨家授權臺評月刊。本刊物所採取的是「非專屬授權」，以保障作者對上

列著作之著作權及衍生著作權。 
2 為避免授權爭議，敬請作者填寫本文件，並於姓名處以親筆簽名後，以下列方式提供授權書。(1)傳真，傳真號碼：(04)2239-5751(請註明

莊雅惠助理收)。(2)掃描或攝影，電郵地址：ateroffice@gmail.com。(3)郵寄：40601 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號中臺科技大學校長室[臺

灣教育評論學會]莊雅惠助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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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投稿資料表 
 

投稿日期 民 國    年    月    日 

投稿期數

及名稱 

民 國    年    月 ， 第   期 

該期主題名稱： 

投稿類別 □主題評論  □自由評論  □專論文章 

字數  

文稿名稱  

作  者  資  料 

第

一

作

者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作者簡介 

 

 

聯絡資訊 TEL： 

FAX： 

E-mail： 

Address：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第

二

作

者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作者簡介 

 

 

聯絡資訊 TEL： 

FAX： 

E-mail： 

Address：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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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論學會】會員入會說明 

    本會經內政部中華民國九十九年十月二日臺內社字第 

1000008763 號函准予立案，茲公開徵求會員。 

壹、 臺評學會宗旨 

    本會依法成立、非以營利為目的的社會團體，以從事教育政策與實

務之評析、研究與建言，提升本領域之學術地位為宗旨。本會任務如

下： 

一、 從事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學術研究。 

二、 辦理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座談及研討。 

三、 發表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提供改革之建言。 

四、 建立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對話平臺。 

貳、 臺評學會入會資格 

一、 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年滿二十歲、填具入會申請

書，並繳交會費後，經理事會通過後為個人會員。 

二、 贊助會員：長期贊助本會工作之個人。 

參、 會費繳交標準： 

一、 入會費：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元。第一年僅須繳入會費，

免常年會費。 

二、 常年會費：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元。個人會員一次達壹萬

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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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入會及繳交會費方式 

一、 入會申請：請填寫入會申請書， 入會申請書可至本會網站

下載 (http://www.ater.org.tw/) 

1. 郵寄：40601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號 中臺科技大學

校長室【臺灣教育評論學會】莊雅惠 助理收 

2. 傳真：（04）2239-5751（請註明莊雅惠助理收） 

3. 電郵 ： ateroffice@gmail.com （主旨請寫：「申請加入臺

評學會」）。 

二、 會費繳交方式： 

1. 匯款：局號 0001222  帳號 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李隆盛 

2. 轉帳：中華郵政代號 700  帳號 0001222-0571072 

伍、臺評學會連繫資訊 

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電話：(04)2239-1647轉 2007 傳真：(04)2239-5751 

會址：40601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號 

      中臺科技大學校長室【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http://www.ater.org.tw/)
mailto: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mailto: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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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入會申請書 

申請類別 
□常年會員             

□永久會員（單次繳交會費達一萬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西元    年  月  日 

性    別  身份證字號  

學    歷  畢業學校系所  

現    職  

經    歷  

學術專長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電    話 
公： 手機  

宅： E-mail  

入會管道 

(可複選) 

□師長推薦與介紹：推薦人                

□參加本學會活動(如：本學會年會、論壇)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繳交金額 

□常年會費：1,000元 x              年=             元 

□永久會費：            元（單次繳交會費達一萬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自民國     年     月至民國     年     月止，共     年) 

繳費方式 

□匯款 

 局號：0001222    帳號：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李隆盛 

□轉帳 

 中華郵政代號：700    帳號：0001222 0571072 

收     據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若不需繕寫收據抬頭，此處請填入：「免填」) 

會籍登錄 

（此欄由本會填寫） 

會籍別 起訖時間 會員證號碼 

□常年會員 

□永久會員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申請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填寫本表後，請採以下任一方式繳回本會，謝謝您! 

(1) 郵寄：40601 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號 中臺科技大學校長室 莊雅惠小姐收 

(2)  傳真：(04) 2239-5751(請註明莊雅惠小姐收) 

(3)  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主旨請寫：「申請加入臺評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