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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國內教育界很早就注意到服務的重要性，要求學校教導學生服務的態度和行為，

這正是所謂的服務教育。例如勞動服務的實施 ，指導每位學生透過各種勞動為促進

團體或他人的福祉而努力。各級學校的班級幹部安排服務股長這個職位，為了統籌全

班的服務事宜，也為領導班上其他同學的服務。服務教育的實施，在大學也不例外。 

然而受到政治社會氛圍的影響，早期大學生的服務限定於社會框架之內，是一種

社會順應的行事，而不是挑戰社會、改變社會，去排除社會的不公不義，去追求社會

公平正義。這種情況在政治社會鉅變後，大學生漸從逸樂取向的活動走了出來，開始

關注社會，也想要改變社會。這個趨向更受到教育政策影響，顯現得益發強烈。近十

年來大學追求教學卓越，把服務學習列為課程教學改革的重點，在正式課程中安排了

服務學習的必修課程，還進一步再把服務學習和專業課程結合起來，讓大學生從一般

服務學習進到專業服務學習，大學生的社會參與乃更加多元而蓬勃地發展。大學通識

教育改革，也促使大學課程和社會結合，指導學生認識大學生的社會責任。 

伴隨著這些進入社會、服務社會的思維和行動，大學生的社會參與看到深層而複

雜的社會不公義現象，由同情而激發改革的熱誠和決心，形成以學生為主體的社會運

動，不斷挑戰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既有權威、權力和既得利益，期望以年輕人的活力

和責任推動社會改變，其尖峰巨作則為今年(2014)發生的 318太陽花學運 

由於社會上對大學生的社會參與還有許多不同見解，有必要理清思想、觀念和做

法，因而本期以大學生的社會參與為主題，刊出 22篇主題評論，其重點包含大學學

運及服務學習兩大路線的討論，焦點涉及理念、價值、能力、策略、方法、網路傳播

和大學責任。各篇作者對這個主題的關注和思維頗具特色，其觀點和建言必能啟發未

來大學生社會參與的方向和行動。此外，本期的自由評論共刊出 32 篇，題目十分多

元，內容涉及教育政策、教育問題及教育改革，除了各級學校教育，也涵蓋師資培育、

教師專業發展、親子關係、親師關係、國際教育、原民教育、實驗教育、教育研究等，

相信有助於國內教改的發展。  

本期的出刊先要特別感謝各篇評論作者撰稿的辛勞及熱誠，在百忙中惠賜宏文，

以光篇幅；其次要感謝本期全體編務同仁的投入和努力，讓本期得以準時精美地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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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第一期輪值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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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群豪 

第四卷第一期輪值主編 

華梵大學總務長兼助理教授 



 
 

第四卷第一期 

本期主題：大學生的社會參與 

 

封面 

中文版權頁 / Ⅰ 

英文版權頁 / Ⅱ 

主編序 / Ⅲ 

目次 / Ⅳ 

 

主題評論 

王 振 輝 從臺灣學運看知識分子的再現 ／ 1 

李 琪 明 大學生的批判性公民參與及其道德正當性反思 ／ 5 

張 壯 熙 換位思考當前青年學生的社會參與 ／ 10 

楊 洲 松 由青年學生的社會參與現象呼籲重啟教育改革大辯論 ／ 14 

胡 憶 蓓 十年前看不到的畫面—大學生的社會參與 ／ 17 

張 雪 梅 學校應加強培養大學生的社會參與責任與能力 ／ 21 

蔡 清 田 「大學生的社會參與」所展現的國民素養 ／ 26 

林 明 地 協助大學生體驗廣泛的社會參與 ／ 28 

謝 金 枝 大學引導學生從事社會參與的可行途徑 ／ 30 

王 前 龍 
以公民素養陶塑計畫推動大學生社會參與之策略發展—大學行政 

主管的經驗與反思 ／ 36 

王 金 國 
師資培育機構推動服務學習之行動與省思—以靜宜大學師資培育 

中心為例 ／ 41 

蔡 昕 璋 
大學生參與社會行動之反思：以外語相關科系學生參與自發性志 

願服務與服務學習方案為例 ／ 48 

Ⅳ



 
 

陳 惠 珍 
大學生專業成長與人文關懷的社會參與：以高雄市傳愛背包為例  

／ 56 

戰 寶 華 大學生社會參與之 PEACE五力分析 ／ 60 

姜 麗 娟 大學與社會參與 ／ 66 

蔡 志 賢 大學生的社會參與 ／ 69 

簡 信 男 學生與社會參與 ／ 75 

陳 玉 珍 淺談大學生社會參與行動 ／ 78 

紀 欣 芝 從大學生發起的政治革命 ／ 79 

李 宗 薇 

莊 佳 穎 
網路時代大學生的社會參與－實體或虛擬？ ／ 81 

黃 國 鴻 網路資訊傳播與大學生的社會參與 ／ 86 

葉 婉 翎 

顏 佩 如 

吳 旻 純 

大學生海外僑校教學服務參與 ／ 88 

 

自由評論  

劉 源 俊 為現代德性教育訂綱領 ／ 91 

周 佩 諭 以多元文化教育觀點評述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的實踐 ／ 94 

周 祝 瑛 改變世界大學排行榜後遺症 ／ 97 

江 曉 茹 淺談臺灣大學生之理論、實務技能及軟實力之結合與提升 ／ 98 

顏 旭 男 私立技專院校經營之要：提升系科實質就業率 ／ 102 

楊 智 穎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脈絡下新興教育語彙的深度省思 ／ 106 

梁 忠 銘 日本 21世紀教育變革的再啟和準備 ／ 109 

方 志 華 

張 永 欽 

訪問日本學習共同體學校述評—牛久小學、下根中學與濱之鄉小 

學 ／ 113 

丘 愛 鈴 國中綜合活動領域迷思概念之解構與重構：課程社會學觀點 ／ 120 

王 為 國 國小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實施建言 ／ 127 

Ⅴ



 
 

李 淑 卿 小農夫體驗教學活動融入幼兒生命教育 ／ 129 

吳 淩 方 學習興趣對國中學生在數學科學習上的影響力 ／ 133 

林 啟 超 

謝 智 玲 
動機模式在課室教學上的應用 ／ 137 

張 家 禎 以年級、性別探討國中生的學習投入情形 ／ 143 

胡 雯 俐 教室裏「我不想跟你學習」的聲音，我關注過多少？ ／ 147 

李 錥 鉽 親子間有效溝通之我見 ／ 150 

林 錦 華 「刺蝟老師」我拒當、親師關係不緊張 ／ 153 

楊 怡 婷 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計畫推動之現況與省思 ／ 157 

廖 宇 民 對於當前社會少子化，師資培育制度要如何因應？ ／ 161 

洪 幼 玲 

邱 芊 樺 

施 文 芳 

教育改革之省思 ／ 165 

張 德 蕙 
才藝補習、文化資本和升學的關係—從教育部提出的「第三學期」 

談起 ／ 168 

林 俊 成 實驗教育相關法規對當前教育之影響及公立學校經營策略 ／ 172 

黃 秀 蓉 淺談原住民教育問題與因應對策 ／ 179 

劉 倚 妏 

鄭 瓊 湄 
由「夏日樂學試辦計畫」淺談適性教育 ／ 182 

吳 靜 如 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促進融合教育發展 ／ 186 

葉 佩 君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公開觀課之我見 ／ 191 

林 瑞 馳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行之我見 ／ 192 

李 清 偉 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困境與策進 ／ 194 

蘇 元 煜 

連 建 皓 

蔡 玉 卿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務困境與建議 ／ 199 

林 永 豐 新課綱，新觀點—能力指標的困境與調整 ／ 203 

朱 慶 文 「研究日誌」對於行動研究者之重要性 ／ 208 

 

Ⅵ



 
 

本刊資訊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稿約 ／ 212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四卷第二期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 215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四卷第三期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 216 

文稿刊載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 217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投稿資料表 ／ 218 

入會說明 ／ 219 

入會申請書 ／ 220 

 

Ⅶ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1），頁 1-4 大學生的社會參與 主題評論 

第 1 頁 

從臺灣學運看知識分子的再現 
王振輝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專任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監事 

 

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卡爾．曼漢

（Karl Mannheim）在其名著《意識型

態與烏托邦》一書中對當代知識分子

有一番期許，他認為，近代資本主義

發展以來，知識份子從上流社會分離

出來，他們不屬於任何階級，卻從所

有的社會階級中不斷地得到補充，曼

漢稱他們為「相對自由漂浮」（relatively 

free-floating）的知識分子，正由於沒

有社會階級的束縛，所以他們自由，

正由於他們來自社會各階層，所以他

們客觀，他們敢於挑戰既有權威，勇

於突破傳統追求創新，當代西方文明

在他們共同努力之下，開創了空前恢

宏而璀璨的氣象。 

但法國學者讓．弗朗索瓦．西里

奈利（Jean-Franois Sirinelli）則認為要

成為一個知識份子必須有更嚴格的條

件，他認為，知識分子他首先必須是

「文化的創造者和媒介」，例如記者、

作家、教師和學者皆是，或者某些大

學生也可能滿足這個條件；但他提出

知識分子的另一個更嚴格的必要條件

是必須「介入」社會，這又分直接介

入和間接介入；直接介入有兩種情

況：成為事件當事人，或者當「見證

者」，通過公共領域和意識型態內部的

論辯，突顯或釐清重大社會問題；至

於間接介入，是指在知識文化領域發

揮其影響力，能對當代重大意識形態

問題的起決定性作用。 

美國歷史學者羅素．雅各比

（Russell Jacoby）在 1987 年出版的《最

後的知識份子》一書中提出知識分子

的「公共性」問題，在他看來，以往

的知識份子通常是面向（to）群眾、為

了（for）大眾、書寫攸關(about)公眾

的議題；然而，在美國，大學普及之

後，知識份子被企業、政府、學院所

吸收，他們埋首書齋皓首窮經於學術

專業，進入體制與專業之後的知識份

子，其公共性亦隨之消散，公共文化

和公共生活因此也衰落了。雅各比感

嘆，20 世紀 20 年代出身的一代，卻成

為了最後的公共知識份子，這是知識

分子被體制化、專業化之後的悲哀。 

其實上述幾位學者共同指出的是

知識分子的時代擔當與社會責任，而

這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所欠缺的知識分

子。以這樣的標準來觀照當前臺灣知

識分子是相當值得吾人期待的。 

例如今年（2014）三月份臺灣的

太陽花學運就是檢視臺灣知識分子是

否有時代擔當與社會責任的最好案

例，值得我們教育者細細省思。太陽

花學運經過大致如下： 

2014 年 3 月 18 日時 300 多名臺灣

各大學學生和公民團體共同發起的佔

領中華民國立法院運動，這起社會運

動事件肇始於臺北時間晚間 6 時，他

們反對國民黨立委張慶忠在立法院內

政委員會中 30 秒即草率通過《兩岸服

務貿易協議》，未依照先前立法院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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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所約定的逐條審查程序；抗議群

眾先是在立法院外舉行「守護民主之

夜」招集了數千名的支持者，學生突

破警方的封鎖線並且佔領立法院議

場。就在佔領立院議場事件發生後，

學生與公民團體便在短短 26 小時之內

號召了 1 萬多名大學學生和群眾聚集

在立法院外表達支持。其中領導的學

生代表包括國立清華大學學生陳為廷

以及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林飛帆等人，

而參與人士則是以大學學生為主。學

生們主張《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將會

促使得中國大陸傷害臺灣經濟的發展

外，並且更容易受到來自中華人民共

和國政府的政治壓力影響。  

3 月 21 日，由 52 所國立大學組成

的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也發布

聯合聲明，希望政府能夠盡快和學生

展開對話以解決僵局。在政府與學生

多溝通失敗之後，3 月 23 日晚 200 多

名激進派學運成員進一步攻佔行政

院，但隔日便遭驅離。學生們號召名

群眾於 3 月 30 日凱道進行反服貿遊

行，學生領導人林飛帆呼籲參與反服

貿遊行的抗議群眾應該保持和平與非

暴力的立場；當日參與反服貿遊行的

人數達 50 萬之眾，學生們並且要求政

府應該盡早退回《海峽兩岸服務貿易

協議》、制定審查機制、先立法再審查

以及召開公民憲政會議。 

對於這場學運，中研院院士陳良

博與媒體茶敘時，盛讚太陽花學運是

臺灣 40、50 年來，最偉大的運動。曾

任職日本外務省的世界和平研究所主

任研究員松本太強調，太陽花學運不

單純只是一場學運，包括中左派社運

及反核運動都被捲入，而且發展成象

徵「臺灣新民族主義」的全民運動。

台大新聞研究所所長洪貞玲教授把它

跟野百合學運比較後有以下的評論： 

野百合世代，年輕時未曾享有民

主，必須靠自己爭取，還得與主流媒

體的污名化抗衡。太陽花世代，將民

主自由視為空氣陽光水，意識到可能

失去，更加不堪。國民黨立委張慶忠

的 30秒通過、行政院的流血鎮暴，顯

現代議政治的失能與國家暴力的本

質。這一代青年，面對 22k 的威脅以

及與中國交往的困惑，用他們僅存的

言論自由資產，靠網路科技自我發

聲、召喚群眾，不必糾纏在主流媒體

的黨派立場與真假之間。 

洪教授認為此次學運是民主自由

成長下的世代，以其僅存的言論自由

資產抗議「代議政治的失能與國家暴

力」，此一評論允為中肯；然而，除了

以上專家學者的評論之外，針對 318

太陽花學運，我認為還有幾點異於以

往常學運或社會運動特別之處，值得

我們追蹤關注並且深思： 

1. 它是以學生為主體其它公民團體

為輔的學生運動，並且在臺灣社

會運動史上首次成功佔領立法

院、行政院等政府機關，以此向

濫權的政府表達公民強力的抗

議。 

2. 以往臺灣的各種群眾運都有明顯

的黨派色彩，政黨或明或暗地介

入或主導運動的方向與議題，但

此次太陽花學運則刻意與各政黨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9C%8B%E7%AB%8B%E5%A4%A7%E5%AD%B8%E6%A0%A1%E9%99%A2%E5%8D%94%E6%9C%83&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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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距離，以保持其單純代表普

遍公民不得已以此種形式執行公

民權力之本質。其中更有 43 名來

自各大學的教授走出教室第 1 次

舉辦街頭民主教室，在臺灣社會

運動史上可說是頭一回。 

3. 尤其令人嘖嘖稱奇的是，此次運

動竟然能夠在短短一兩天內便能

號召了 50 萬人走上街頭，這除了

顯示無政黨介入之外(因為政黨動

員至少需要一二個星期的時間)，

更彰顯了這個運動的主題訴求深

獲基層民眾的同情支持與共鳴，

當然更值得任何執政當局審慎看

待並且回應他們的訴求。 

4. 從這次運動來看，它徹底巔覆了

一般人對新世代年輕人草莓族的

刻板印象，並且把新世代年輕人

的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比如學

生自主組織分工極有效率、抗議

訴求具體而明確、佔領立法院戰

略正確、擅用網際網路的傳播效

果、與政府各界溝通有節有度、

集會運動時進退有據…，特別是

學生在攻佔立法院後自訂不破壞

公物等守則，自發性清理垃圾。

凡此表現皆讓大眾耳目一新。  

5. 最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參與學運的

許多學生並不是一時興起，而是

長期投入多種公民運動，包括野

草莓運動、反國光石化、反媒體

壟斷、反核運動、大埔事件等等，

他們積極參與有關國家、社會、

人民生活相關重大議題，過程相

當艱辛，許多人都因為參與了這

些社會運動背負了好幾件司法案

件，卻也不曾後悔。 

6. 最重要的是，從這次學運，我們

看到臺灣新一代知識分子的時代

擔當與社會責任，他們不畏懼當

權者所掌握的國家機器與司法追

殺，他們追求社會正義，喚起公

民意識，念茲在茲唯公眾利益而

已。這是臺灣的希望所在，也是

人類希望之所寄；正因為如此，

在 2014 年 10 月 23 日，台大肯定

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特頒予

第一屆「學生利他獎」，嘉許他追

求公平正義，且對香港、澳門和

中國大陸產生深遠影響。 

從以上種種跡象顯示，臺灣自 80

年代民主化以來，經歷了三十幾年政

治衝突、社會運動的激盪，不論是德

國曼漢所謂的「相對自由漂浮」的知

識分子、法國西里奈利所期許的「文

化的創造者和媒介並且能介入社會」

的知識分子或美國雅各比所說的「公

共知識分子」，已然再現在臺灣這個開

放社會中並且卓然成熟領袖一方。我

們可以期待，假以時日，太陽花學運

世代必將在臺灣各個領域為人類開創

出更燦爛、更具深度的文化。這是臺

灣教育界之幸，也是臺灣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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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的批判性公民參與及其道德正當性反思 
李琪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教授 

 

一、前言 

自古以來大學始終被譽為追求真

理和止於至善的殿堂，而大學師生則

被期許發揮知識份子的功能，以促進

社會改變並彰顯正義與關懷。臺灣自

1987 年解嚴以來因民主社會的開展與

大學數量的增多，大學生社會參與亦

隨之蓬勃發展，其範圍不僅超越校際

與國界，其類型舉凡慈善服務、國際

志工、各類社團與自治活動等更顯多

元創新特色。不過，本文關注的是大

學生對於公共議題的社會參與，因其

往往採取衝撞體制或突破結構的諸多

行動，例如野百合運動、野草莓運動

乃至太陽花學運等，固然在社會運動

中展現青年學子的理想與熱情，但同

時也引發若干爭議與不同評價。以

2014 年 318 學運為例，臺大於同年 10

月 23 日「肯定太陽花學運對臺灣民主

的貢獻，頒給學運領袖臺大政研所學

生林飛帆第一屆『學生利他獎』」1；然

而，反對該學運者則是「希望安全，

捍衛民主、法治」2，並有政府高層官

員指出：「只要輕易的掛上說，我們是

公民不服從，『彷彿所有的行為，都得

到了合理化、合法化。』」3。因此，筆

者希冀以教育的理念與道德思辨的角

度，重新詮釋大學生社會運動的公民

參與意義及其道德正當性，進而提供

相關反思與建議。 

二、新社會運動是一種批判性的

公民參與 

我國近年大學生參與公共議題的

社會運動，不同於傳統社會運動，而

是 與 新 社 會 運 動 （ New social 

movements, NSMs）特點較為相符。新

社會運動於歐美 1980 年代興起，乃針

對 1960 年代以來後工業經濟引發的社

會運動的相關論述，其不同於舊社會

運動以勞動階層且以政經議題為主軸

的抗爭，而是中產階層涉入並強調以

反威權且以人權為基礎，對於社會文

化脈絡中多元面向(如性別、族群、貧

富、環境等)的關懷，期以形塑公民社

會 
4。Johnson & Morris（2010）曾歸

納文獻提出公民概念有三種型態：第

一種著重個人責任的公民（personally 

responsible citizen），是以紀律為主，

強調良好態度與順服及有責任的行

動，以養成適應良好的公民素養；第

二種是參加式的公民（participatory 

citizen），著重社會察覺，強調個別化

觀點的參與社會，並彰顯具個別特點

的公民素養；第三種是正義取向的公

民（justice-oriented citizen），著重自治

自律，強調合作、關心公益與正義並

期盼改變社會，以形塑批判性民主的

公民素養。新社會運動顯然是強調正

義取向的公民概念，藉此可使參與者

對 於 社 會 議 題 得 以 增 權 賦 能

（empowerment），進而改變不合法理

或不符正義的體制與結構。 

Johnson & Morris (2010)基於前述

第三種正義取向的公民觀，進而建構

「 批 判 性 公 民 教 育 的 架 構 」（ a 

framework for critical citize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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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其中強調批判性公民在實

踐/參與（praxis／engagement）項目包

括的知能要點為：首先，需具有如何

以團體力量促成社會系統的改變、何

種知識能產生力量、哪些行為影響社

會或導致不正義的相關知識；其次，

要有批判思考和主動參與、集體行動

改變現狀、以及能想像更好的社會等

技能；再者，要能掌握充分資訊與負

責任的倫理行動及反省；最後，要有

改變社會的承諾、動力、公民勇氣，

以及為所做決定和行動負責。因此，

我國大學生的新社會運動可視為一種

「批判性公民參與」（ critical civic 

engagement）的精神，而不同於既有體

制內的社會參與或公民行動。 

筆者所謂批判性公民參與一詞，

除參考自前述批判性公民教育的意涵

外，亦參考 Nathanson (2001, p.81)「批

判的公民資質」5（critical citizenship）

與 Norris(1999, p.16)「批判的公民」

（critical citizens）等概念，前者所謂

批判的公民資質指的是身為公民，我

們有義務要遵守公正的法律，但我們

也有權利對於不公正的法律不予遵

守。後者指的批判公民往往是源於對

於民主主義幻想的務實或破滅，尤其

面對官商勾結貪污舞弊叢生、政府體

制權力的濫用、人民異議不被官方容

忍與重視等情形時，公民不應盲目地

信任政府與領導人，而須謀求健全民

主機制與檢視公共政策的參與管道。

此外，批判性公民參與可視為一種廣

義的公民教育，藉此歷程不僅使參與

者得以發揮其民主公民的能動性

（agency），更得以對社會大眾發揮道

德影響力與教育功效，例如太陽花學

運使得「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等議題

引 發 的 審 議 民 主 （ deliberative 

democracy）、認同（identity）與正當

性（legitimacy）等概念，受到全國甚

而國際間的關注與論辯。因此，批判

性公民參與和批判教育學（ critical 

pedagogy）場域雖有所差異，但其意涵

同指一種教育/社會運動，頗有異曲同

工之妙，誠如 Giroux (2010)所闡述：

批判教育學是幫助年輕學子發展自由

的意識，體認到威權的負面影響以及

知識與權力之間的複雜關係，進而增

進自我能力並採取建設性行動，以改

變社會的不平等且為教育的道德目的

持續努力。 

三、批判性公民參與的道德正當

性 

大學生社會運動雖凸顯其批判性

公民參與的特質，但往往易產生傳統

道德規範所強調的禮節尊重或是法制

／法治層面的守法爭議，尤其是「公

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之概念

是否被濫用之疑慮。因此，本文接續

以學理基礎探究批判性公民參與是否

具有道德正當性的相關論述。公民不

服從的概念源自 1950 年代美國 H. 

Thoreau
6對於當時政府的奴隸制度與

稅制不公所採取的抗議行動。該類抗

議行動以及包含我國大學生的新社會

運動是否有其道德基礎，筆者乃以三

位當代學者的主張加以證成：一是美

國學者 Kohlberg (1975)將道德認知發

展 的 理 論 型 模 區 分 為 前 成 規

（ pre-conventional leve ）、 成 規

（ conventional level ）、 後 成 規

（post-conventional level）三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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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後成規層次乃指以普遍正義為取

向的道德發展最高層次，其超越群體

與法制形成的既成規範，而著重社會

契約與普世人權的精神。因而，若以

Kohlberg 理論檢視大學生的批判性公

民參與，後者應屬後成規且屬道德發

展最為成熟的層次，且其乃超越前成

規層次著重的避免懲罰與工具性交換

階段，或是成規層次的乖男巧女與遵

守法規的道德階段。不過，這並非意

味著前成規或成規的道德規範完全不

重要，但是當有道德兩難或價值衝突

而需抉擇之際，唯有超越墨守成規的

法制或是禮俗，才能彰顯更高層次的

道德正當性。 

二是美國學者 Rawls (1971)在其

《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一書，

除提出程序正義與公平及差異二個原

則的主張外，亦論述公民不服從的正

當性。Rawls (1971, p.343)強調公民不

服從並非推翻體制的革命，其為憲政

民主前提下的最後手段，而其道德的

正當性須奠基於正義基礎之上，且為

追求公共利益而非個人私利，並以非

暴力、出於良知、不惜違反惡法，以

促進政府政策與相關法律的改變為目

的。因此，若以 Rawls 對於公民不服

從的定義檢視我國大學生的批判性公

民參與，後者往往為體現公平正義而

發聲與行動，基於內在良知與公共利

益為弱勢與少數族群挺身抗爭，例如

大學生參與的「樂生療養院」與「美

麗灣」抗爭等，並以政策改變或修訂

／增訂／廢止法律為訴求，故符合

Rawls 的主張且具道德正當性。 

三是德國學者 Habermas (1985)基

於批判理論的精神，將公民不服從比

喻為測試酸鹼度的石蕊試紙，並指出

公民主動積極地對抗不正義的國家體

制，恰可做為憲政民主與公共領域發

展的指標，其也是成熟的政治文化象

徵，並彌補了依法行政（legality）與

道德/法理正當性（legitimacy）之間的

落差。Habermas(1996, p.384)進一步主

張公民應以動態性的理解將憲政民主

視為未竟之業，公民不服從行動就是

憲政民主的守護與推動者。因此，若

以Habermas 對於公民不服從的功能檢

視我國大學生的批判性公民參與，例

如 1990 年的野百合運動促成了臺灣政

權體制的民主化，而 2014 年的太陽花

學運更凸顯了代議民主的有限性與制

定符合社會正義的監督機制之必要

性，故批判性公民參與乃為臺灣政治

文化逐步成熟的推手，並扮演憲政民

主精神的把關者角色。 

四、結語 

Kohlberg (1975, p. 51)曾指出：「假

若道德發展的焦點在個體的正義，很

明顯地道德教育與公民教育是同一回

事。」筆者延伸其義主張：假若個人

與群體的正義是教育的重要目標，那

麼面對我國當前教育體制的侷限與僵

化，勢必將之翻轉與省思，尤其對於

公民與道德教育的圖像須加以重新解

構與建構。當前我國所需致力的公民

與道德教育不再是國家機器宰制下的

「順民」形塑，亦非培養對於道德規

範與權威盲從爛信的「好人」，而應注

入民主、科學與專業的元素（李琪明，

2007），將其予以正向的轉型。誠如

Niebuhr (1944/1960, p.5)所言「人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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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正義促成了民主的可能性，亦因

人們不正義的傾向而彰顯了民主的必

要性。」（Man's capacity for justice 

makes democracy possible, but man's 

inclination to injustice makes democracy 

necessary.）廿一世紀的公民與道德教

育須揮別傳統的桎梏與誤解，而應著

重培養學習者具有批判性公民參與的

知能，尤其宜提升大學生的道德感

知、判斷、溝通與決定等能力7，並奠

基於道德正當性的原則與理想，共同

建造與創新具正義與關懷的民主公民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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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位思考當前青年學生的社會參與 
張壯熙 

華梵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 
 

一、前言 

不同世代有不同的社會經濟與全

球情勢，因此每個世代的熱血青年也

都會在各自的時代裡，以不同方式表

達對於眼前周遭環境與公眾事務的理

想抱負，乃至於行動實踐。譬如民國

肇建到播遷臺灣以來，知識青年對社

會國家人群的熱情參與，曾經以眾所

周知的五四運動、掃除文盲、青年從

軍報國、保釣、百萬小時奉獻，到退

出聯合國時期的獻機報國、再轉型到

以大專學生社會服務、山地服務、育

幼院養老院關懷、社區服務隊…等樣

態，不斷在因應時代而變遷變化。 

每一個世代各領域各階層的領導

者，也都是在參與或觀察學習上一個

世代的風起雲湧裡茁壯成長，所以總

不免會帶著上一世代的框架思維來看

待下一世代。因此，新世代總感覺舊

世代不夠了解當下，舊世代則總擔憂

新世代喪失了傳統價值與熱情。今

（2014）年春天發生在臺北的「太陽

花學運」，更讓許多年長的領導者、決

策者或教育工作者，看不懂當今臺灣

青年的社會參與思維邏輯，也一時難

以接受這些新的方法和論述。 

其實要看懂並不困難、要使自己

不再誤解他人或不再令他人誤解也很

簡單，過去人們所講的「設身處地」

也就是今天所謂的「換位思考」，可以

幫助我們共同看懂想懂。 

二、內涵與結構改變，社會參與

方式隨之改變 

當今社會的內涵、結構與人際互

動形式、姿態乃至於價值等，都已與

過去有顯著且「回不去了」的差異，

其最主要的結構性原因是網際網路的

發明與無線行動通訊的普及。尤其是

當數位寬頻網路與行動通訊已然匯流

成為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時，原

來被人們以為是虛擬的網路世界，已

經具體改變了人際互動、社會參與的

方式與途徑，甚至這些方式與途徑背

後所代表的意義和價值，也都發生了

重組與改變。我們觀察到當今臺灣社

會有以下幾項關鍵的結構性變化： 

(一) 社群網路內容已經成為新聞來源 

Facebook、Line 與 WeChat 等網路

社群興起後，人們發送訊息、閱聽資

訊的管道不再倚賴、甚至已逐漸捨棄

傳統的報紙、雜誌、廣播、電視。隨

身攜帶的寬頻網路行動裝置，可隨時

追蹤全球最新訊息也可對無垠的浩瀚

網路分享發布影音文字圖像。無分男

女老幼全民皆可成為新聞採訪與編

輯，網路社群工具穿透傳統媒體的時

空侷限、新興媒體也顛覆傳統閱聽習

慣，迫使傳統媒體必須大量自社群網

路內蒐羅取材、也必須同步經營網路

新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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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網路鄉民即是國民、國民也即是

鄉民 

據統計臺灣 2300 萬人口中已有超

過 1700 萬網際網路使用者，意即除高

齡、嬰幼兒童、失能者外，幾乎全臺

所有人口都在生活或工作中使用網際

網路。而今日廿歲以下的年輕世代，

正是出生以來即擁有電腦、網路、平

板、行動裝置乃至雲端工具的族群，

他們不論是學齡前後的學習方式都有

相當大比例是透過網路途徑進行。年

長者族群因成長在完全無電腦、無網

路更無法想像行動裝置的時代，觀念

還停留在認為網路不過是虛擬世界的

時候，陸續出生的年輕國民其實無一

不是網民，網路世界也已然就是新世

代國民的真實世界、網路是他們的互

動模式與溝通工具！ 

(三) 貧富差距持續擴大，追求社會正

義呼聲日高 

近廿年臺灣經濟發展從上升的高

峰期趨向平緩的高原期，並快速進入

下墜期，尤其對照中國大陸的快速成

長，彼此消長情勢極易察覺。臺灣民

眾在全球化競爭且國內經濟發展趨緩

的情勢下，工作機會與薪資所得的成

長變得十分困難，因此整體社會氣氛

日漸緊縮、欠缺積極進取與開朗自

信。最新的各種國際競爭力排名臺灣

還能位列 16 到 18 名，然國民平均薪

資所得則排在全球 60 名之後，顯示國

家政策配套與基礎建設努力使企業勉

強維持全球競爭力，但企業並未將獲

益盈餘分享給受薪員工。因此，近年

來臺灣社會貧富差距持續擴大且情況

惡化加劇，社會階層流動與翻轉困

難，仇富反商反權威的民間氣氛則日

甚。過往著重經濟成長發展的社會力

量，如今轉向關心社會正義與分配正

義。 

(四) 不同世代對國家社會未來發展的

判斷意見分歧 

在上述情況下，當前臺灣青年對

自己的生涯或職涯發展之期待與展

望，比起二次大戰後重建復興的世代

或者經濟起飛時期的世代，顯然是相

對保守悲觀許多。越年輕越會擔心養

不起自己和下一代、越年輕也越沒有

溫情願意承擔舊世代所遺留的恩怨和

包袱，所以上一個世代關心的統獨議

題或藍綠立場，對這個世代與下個世

代將勢必越來越淡薄而無意義。對藍

綠統獨等立場與情緒帶來社會撕裂感

到反感的年輕族群，顯得越來越有可

能選擇拋棄這一切、勇敢走自己的新

路，傳統上據以分析判斷和選擇的價

值工具亦將逐漸被揚棄。 

三、看似嶄新、實則必然的社會

參與型態 

在社會結構已然改變的實際條件

下，當今青年學生對於社會公眾事務

或自己所關注議題的參與方式，也有

了策略性與實質性的明顯改變： 

(一) 無線寬頻網路與行動裝置成為首

選溝通工具與管道 

由於經濟實力相對消退、資訊流

通卻極度快速，當代青年學生難有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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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實體資源去掌握倍增複雜的今日

社會。反觀網路技術普及進步且平

價，網路世界鄉民一律平等甚至可以

匿名發表意見而令人感到較為自在，

行動通訊工具也日新月異且費率親

民；無線寬頻網路與行動裝置、雲端

計算的結合應用，成為當今青年學生

關心和參與社會議題的首選工具與管

道。透過雲端 Open Data / Big Data 亦

即所謂公開資料與鉅量資料的運算分

析，對於國家、社會、人群各種問題

的過去現在及未來，加以掌握分析及

判斷、提出評論建議與規劃，都變得

方便、容易而且成本遠比實體親自奔

走要來得低廉。 

(二) 網路串聯發起實體或非實體社會

運動，形成改革壓力 

常態掛在網路上的新世代國民，

一旦遇到自身關切的議題時，除透過

網路發表意見藉以傳導取暖、討論求

教外，也會在眾人共鳴下發起實體或

者非實體性的社會運動，以加入運動

甚至是臉書點「讚」人數的聲勢形成

壓力，來推動改變或改革。發生食安

風暴時的餿油假油事件，鄉民們在討

論中立即產生共識，毋須特定領袖或

網路英雄，即可發動抵制拒購某品牌

鮮奶等「滅頂運動」，發揮極大的社會

影響力，迫使廠商放低姿態也逼使政

府加速食安修法，這是非實體社會運

動的典型。 

至於網路串連發起實體社會運動

則如 2014 年春的「太陽花學運」，許

多前往立法院周遭現場靜坐或者參加

330 反服貿黑箱大遊行的民眾，都是透

過網路與現場的行動通訊互相聯繫、

號召而來，參加民眾甚至把這種實質

社會運動當作如同網友見面會或者網

聚般來看待。沒能到達現場的，也透

過網路直播隨時掌握現場狀況，堪稱

網路串聯社會運動的一次實例。 

更近的例子則是 2014 年底的地方

選舉，年輕族群透過網路互相交換對

於候選人與其當選後的社會政治經濟

情勢研判，互相鼓勵選擇對自己世代

有利的候選人加以支持，這是沒有網

路的年代難以發生的事情。尤有甚

者，經過網路上互相鼓勵與建議，不

少年輕族群甚至鼓起勇氣回家跟父母

親商量，請父母親考慮「這次請為了

孩子，投給具有新世代思維、能帶來

新希望的候選人」。凡此，均係網路發

動社會運動的新型態。 

(三) 創意創業的社會企業作為關懷社

會的新型態 

除了活躍於網路之外，當前青年

學生多半自幼即被多元鼓勵並激發包

容各種創意行為，加以近年政府大力

鼓吹文創產業與青年創業，國外又引

進「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的

新興概念和風潮，於是自以為文化創

意的構想以及自稱社會企業的創業紛

紛問世，其中當然不乏精采的點子或

者影響深遠、效果廣大的創舉。譬如

有些仍然在學的年輕人，就創立或投

入不以追求盈餘為優先考量的社會企

業，幫助臺灣東部偏遠山地行銷農特

產品，或者以銷售「微笑蛋糕」之類

的新開發產品來關心老殘弱勢族群。

從另一個角度觀察，這也是當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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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工作機會難覓、不願接受傳統

模式制約，卻仍懷抱對社會關懷也必

須為養活自己而努力奮鬥的具體實

踐，企圖在賺取自我的日常生活維持

之餘，還能展現一點關懷社會、參與

社會的正向努力。 

(四) 參與國際與國內志工活動，滋養

自我、突顯理念、實踐關懷 

最後我們也看到仍然有相當數量

的青年學生，在家庭親長的影響引導

或者自我追尋之下，參與了社會上既

有的非營利組織志願工作，像是慈濟

青年、福智青年等團體都擁有為數可

觀的青年參與。偏向個人自由或者嚮

往世界寬廣的年輕世代，則也不斷有

人爭取參加各類型的國際志工活動，

藉由奉獻己力換取前往其他國家深入

偏遠地區生活與工作的機會，一方面

企圖累積個人閱歷與能力、另方面則

實踐自我對某些內心裡在意的價值之

追尋。 

四、結語 

以上大致描述筆者對當前青年學

生社會參與的主客觀環境與其實踐方

式之觀察，顯然是與晏陽初、保釣運

動的年代不相同了；全球環境與社會

結構的狀態、人際互動的心態也都在

持續改變中。當今家長、師長、決策

領導者，都應當認清此一翻轉變化，

換位思考並且調整姿態，才能貼近了

解當前青年學生的思維與行為，也才

能找到正確判斷與決策、提供適宜的

教育內容與社會制度。同樣，年輕族

群也應嘗試換位思考，了解自己與前

面世代的結構性、制度性和文化性差

異，嘗試以對方更容易明白的方式加

以說明自己，才能使決策思維和世代

判斷的分歧盡可能縮小。 

最後筆者仍不禁要呼籲：唯有真

誠的換位思考與扎實深層了解，方能

避免國民已經全部都是網民了，政府

還在網民社群之外思考研究如何設置

「網路公民參與公眾事務之機制」這

般落後的窘境。青年世代的逐漸接手

國家社會領導工作，也必須謹記牢抓

前進且不停改變的脈動和能量，帶領

國家社會加速進步，不能換了位置就

換腦袋、更不應進了體系就被同化而

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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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青年學生的社會參與現象呼籲重啟教育改革大辯論 
楊洲松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教授 

 

2008年金融海嘯至2010年的歐債

危機，影響到以觀光業為主要經濟產

業的歐非諸國。其中，北非突尼西亞

的青年失業率一度高達 30.7％。2011

年，一個大學學歷的水果販與警察衝

突後自焚致死，導致了革命而推翻了

政府。這一波反政府的革命運動迅即

野火燎原，擴散到北非與中東的阿拉

伯世界，許多政府紛紛垮台，進一步

造成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動盪，至今未

歇。西方媒體便以「阿拉伯之春」來

形容這一次的革命浪潮，且指出這個

「阿拉伯之春」屬於「諳熟網際網路、

要求和世界其它大部分地區一樣享有

基本民主權利的年輕一代」。 

臺灣在 2014 年 3 月 18 日亦發生

了以青年為主體太陽花學運事件。一

個以「黑色島國青年」為名的青年學

生團體，因為反對執政黨強行通過「兩

岸服務貿易協定」，突襲了警方的封鎖

線而佔領了立法院，直至 4 月 10 日離

開議場，才結束了為期近月的佔領行

動。318 學運的導火線固然是來自於對

執政黨的不滿，但能在極短時間內就

號召與匯聚諸多青年學子的投入，實

際上也可能反映出了當前臺灣社會與

青年的三大問題：一是年輕人對高學

歷卻只能領低薪的不滿；二是政府跟

人民間的信任感漸漸流失，尤其無法

獲得年輕人的肯定；三是全球化與中

國崛起後擠壓了年輕人的生存空間而

導致的焦慮感。 

或許是受到臺灣太陽花學運的啟

發，香港的青年學生因為反對 2017 年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選舉辦

法，他們拒絕由香港選舉委員會事先

決定候選人的做法，並要求港府重啟

諮詢以及採用由民間提出包括公民提

名候選人等方案，但均未獲得正面回

應，便於 2014 年 9 月 28 日發起了「愛

與和平佔領中環」（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OCLP）行動（又稱和

平佔中、佔領中環、佔中運動），並發

動罷課。引起國際關注，外國媒體更

以「雨傘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

或譯遮打革命）來形容此政治抗爭運

動。 

無論是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臺灣

的太陽花學運或是香港的佔中行動，

作為主體行動者的都是青年學生一

代。這某種程度凸顯了這一代青年學

生的處境與焦慮。放在更廣大的世界

社會脈絡中來看，2011 年以來的青年

反抗運動，其實正凸顯了三個主要的

問題： 

(一) 全球資本主義的問題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獲得高度讚揚的『21 世紀

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中論述：如果政府放任

市場自由運作，或是採用像現在許多

國家的「小政府」施政，則三、四十

年後社會上將近九成的資本都會集中

在最富有的百分之十富豪手中。長此

以往，社會終將因為財富與所得分配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D%A9%E5%91%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9%81%B8%E8%88%89%E5%A7%94%E5%93%A1%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4%E5%B9%B49%E6%9C%88%E9%A6%99%E6%B8%AF%E7%A4%BA%E5%A8%81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1/864937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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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度的不公而產生動亂（朱敬一，

2014）。事實上，自 1989 年柏林圍牆

倒塌後，某種意義上即意味著資本主

義的全面勝利，自由市場的運作邏輯

被奉為圭臬。而當資本可以自由移

動，而人被壓抑了，雖然有利於資本，

卻生成了更大的不平等，這使得民主

社會中賴以穩定的中產階級成為如波

蘭社會學家 Zygmunt Bauman(1998)所

謂的新貧階級(new poor)，更擴大了貧

富階級間的差距。 

(二) 世代正義的問題 

1980 年代以來由新自由主義主導

的資本主義市場也造成了世代間的不

正義。由於戰後嬰兒潮尚未從其所處

職位完全退休下來，相對工作職缺不

足以提供青年，但龐大的退休世代又

造成了青年未來的重大負擔。這在某

種程度都壓迫了年輕世代的發展，使

青年自求學時期即開始負債，畢業後

工作就要開始還債，這造成貧富差距

擴大。年輕人努力工作卻無法改變出

身與階級，當然憤怒不已。 

(三) 代議政治失靈的問題 

以太陽花學運為例，導火線原就

是執政黨立委未經充分協商與討論

（在野黨也不願真正協商與討論）即

強行通過法案，給予了抗議人士合法

的理由去衝撞體制與佔領國會。香港

的佔中運動也如出一轍，導因於代議

制式而非直選式地的特首選舉。這在

某種程度都呈現出代議政治的失靈與

不獲得信任。尤其是這波青年抗議行

動所憑藉的最重要利器是網路，藉由

社群網站如 Twitter、Facebook 等，他

們得以迅速、機動與靈活地集結、組

織與行動。且社群網路的溝通是直接

的、立即的，這也是青年無法忍受假

代議之名行操弄權力之實的代議政治

體制的原因，而進一步主張由社群網

路所完成的「審議式民主」來取代「代

議式民主」的不足與失靈。 

回頭檢視臺灣的狀況，1990 年後

的青年世代，他們成長的 20 年歷程也

恰恰與臺灣風起雲湧的教育改革 20 年

緊密關連。事實上，也是臺灣自 1980

年代經濟起飛後享有最富庶物質生活

的年代與一代，那為何反而造成這一

代青年的憤怒與不滿？又為何他們自

認為自己是被異化、邊緣化與剝削的

一代？ 

從教育改革的觀點思考，首先，

在面對全球的競爭下，自由化、市場

化、國際化造成市場開放，人流、物

流、金流不再有國界之別，年輕人競

爭對象不僅是國內，尚面臨來自於區

域甚至全球的競爭。但教育歷程所提

供之國際移動力、就業競爭力不足以

讓其勇於面對全球競爭，致使此世代

之青年面對求職時，擁有極大焦慮

感。其次，教育改革未能與產業轉型

契合，青年學生嚴重學用落差，學歷

貶值、相對應職位不足，青年面對未

來茫然無所從。根據統計，目前仍有

數萬擁有博士學歷者未能取得相對應

的專職工作，就業職缺呈現飽和狀

態，實為可怕之情勢。 

然而，前述問題早就是過去二十

年教育改革中所重視的議題，為了讓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1），頁 14-16 大學生的社會參與 主題評論 

第 16 頁 

學生在面對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競爭與

社會的急劇變動，教育歷程特別重視

了「帶得走的能力」，並藉由「廣設高

中大學」提供足量的高等教育資源給

所有的青年學生，讓他們都有機會接

受高等教育並據以提升個人及國家整

體的競爭力，尤其更強調與重視「全

球移動力」、「就業競爭力」、「學用合

一」等能力的培養。既然如此，為何

這「教改的一代」仍認為世代不公？

能力不足而畏懼全球競爭？就此意義

而言，臺灣過去二十年的教育改革，

顯然並未達成當初的理想，某種程度

而言是失敗的。 

面對如此教育改革的困境，該如

何解決係為當務之急。而弔詭的是，

教育本身卻又像是潘朵拉盒子中的最

後希望，即如上述皮凱提於 2014 年 11

月 16 日來台演講與座談時，與臺灣各

界對於不公平問題的最大共識，都認

為教育才是解決不公平問題的關鍵處

方。他更進一步指出，教育是臺灣、

中國、韓國等國家追趕上歐美先進國

家的重要因素。換句話說，藉由教育，

方能重導社會方向以實現平等，為社

會不同世代、階級、族群、性別等，

創造出共榮共存的原則。準此，除了

教育改革 20 年的回顧與反省之外，重

新開啟教育改革的「大辯論」，以集思

廣益且具未來視野地為下一世代思考

與規劃更具正義性與希望性的教育制

度，實為當前最重大之教育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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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看不到的畫面—大學生的社會參與 
胡憶蓓 

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暨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靜宜大學前任服務學習發展中心主任 

 
報載中原大學 8 名室內設計系學

生在「社區營造」課程的教授帶領之

下，至老舊社區改造老宅（聯合報

102.05.14）；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視光系

師生暑假環島，走訪 14 家育幼院，為

300 人驗光、180 人配新眼鏡（聯合報

101.08.29）；輔仁大學「國際社會參與」

課程，師生共同讓越南「河粉村」有

一杯乾淨的水喝（The News Lens 關鍵

評論 103.11.21）。近年來，每每翻開報

紙，動輒看到數則各大專校院學生投

入社區或國際服務的訊息。這種新聞

在十年前，是不常看到的。 

十年前，靜宜大學（93 學年度）

首度開設大一服務學習必修課程，系

統化地規劃課程與教學，提供各班老

師授課內容與教材，並強制安排每位

學生到社區服務 18 小時。每學期約

1200 名大一學生到社區，上下學期共

計 2400 名學生，到 100 多個非營利機

構單位服務，學習服務他人。各班老

師引導學生從服務經驗中學習利他助

人、人際溝通、自我概念與成長等態

度能力。至今已累計 25,218 位學生，

投入 453,924 小時的基礎社區服務，協

助教學的教師亦累計達 192 名（靜宜

大學，2014）。累積的數字看似壯觀，

其實，一開始並不順利。有教授質疑

「必修」的正當性，認為服務學習就

是去做志工，既然是志工，為何要強

迫？！以及服務品質和交通安全等操

作上的顧慮。第一屆甚至有學生嗆

說，為什麼要求他們出去服務別

人？！然而，第一學期結束後，大多

數學生態度的轉變，使得這些強烈反

對的聲音逐漸消失（胡憶蓓，2011）。 

教育部於 96 學年度提出「大專校

院服務-學習方案」鼓勵與補助大專校

院積極推動服務學習，尤其是全校

性、全面性的基礎服務學習課程，期

望「每一位」學生皆能透過服務學習，

與真實社會產生互動連結，藉此更認

識自己與世界，涵養全人的生命教

育，推動學校的比例因此大幅增加。

根據教育部青年署統計，101 學年度已

開設具服務學習內涵課程，大學院校

有 69 所；技專院校有 88 所，合計 157
所（教育部青年署，2014）。全國各大

專校院除了設立大一基礎服務必修課

程之外，各系所部分教師也開始投入

專業的服務學習課程，引導學生帶著

課堂上的專業知能，走出教室、進入

社區，從做中學，從經驗中學習，從

實務中札根理論及深化應用。光是靜

宜大學 96 學年度起推動的專業服務學

習課程，至今累計 97 門課程（145 門

課次）投入，累計 65 位各科系領域專

長的教授。全國大專校院的系所、課

程與教授們，累積起來，可想而知，

數字更是可觀。這在十年前，真的無

法想像！ 

服務學習不是一個新的概念，簡

單地說，就是將人類的兩大需求「服

務」與「學習」連結起來（Sigmon, 
1996），並植基做中學、經驗教育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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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教育的理論學說 (Fertman, White, & 
White, 1996)。其實，早在西元 1636
年，哈佛學院（Harvard College）就將

公共服務、公民涵養納入高等教育的

目標（轉引自 Jacoby，1996）。而服務

一向是大學教育的使命，19、20 世紀

大學教育都明示與呼籲大學生運用所

學服務社會（轉引自 Varlotta，1997）。
1961 年甘迺迪總統號召青年加入和平

工作團（Peace Corps），更是在大學教

育引發公民責任與社會正義的潮流

(Jacoby，1996)。但美國早期多聚焦於

「慈善」，直至 1970-1980 教育工作者

思考轉化計畫形式，能夠兼顧受服務

者的需要和學習者（大學生）的需要，

站在互惠的立場，與社區建立長期關

係。除了轉變傳統課室的講述教學方

式，也結合學校的使命與方向，1990
年後逐漸站穩腳步、掌握精隨，成為

大學永續發展的模式與特色。 

換句話說，從狹義來看，服務學

習是一個教學策略，透過實作與經

驗，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其目的是

學習服務的精神，而不是發揮志工的

精神。為學生規劃多元經驗，擴展學

生的人生經驗，引導其從經驗中學習

人生的功課，深化學生的生命內涵，

是我們身為教師的責任。學生學習不

再是片段瑣碎知識的背誦，於擴展的

學習場域中，融通知識理論的全貌，

試著建構分析、判斷、解決的統整能

力。過程中，學生可以找到真正的學

習樂趣、知識的用處、成就的自信、

感恩的滿足，看到自己不足之處，激

發持續進步的動力。從廣義來看，服

務學習是公民教育的實踐模式之一，

從學生時代就可以開始為社會盡上公

民的責任。學生不再只是資源的使用

者，其本身就是資源，成為服務的製

造者和提供者，而不僅是消費者；是

幫助者和給予者，而不僅是受助者和

接受者  (Fertman, White, & White, 
1996)。貢獻社會與公民責任，不必等

到長大畢業後。 

服務學習透過正式和非正式課程

擴展了學生的經驗、視野與涵養，近

年來，看到越來越多青年學子發揮志

願服務的精神，利用課餘和寒暑假期

間，投入社區服務工作。根據教育部

青年署年報報導，自民國 95 年起開始

結合非營利組織、社區、青年工作者

及專家學者，鼓勵 18-35 歲青年組隊

開發「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至民

國 102 年止已開發出 295 個不斷推陳

出新的精彩與獨特在地行動計畫。單

是民國 102 年的社區行動計畫，捲動

了逾 11,204 人次參與、關懷社區發

展。獲補助的青年團隊，有的下鄉實

際耕種，利用行銷專長協助推廣地方

產業；運用創意活化社區的閒置空

間；結合科技資訊化部落資產，促進

生態旅遊；還有替耆老圓夢，傳承部

落文化等等。這些無論在農、漁村、

原住民部落及全國各角落的行動計

畫，皆可看見青年發揮自身的創意與

能力，以行動展現對臺灣這塊土地的

認同與關懷。青年署統計民國 102 年

青年志工自組各式服務團隊，包含教

育、社區、環境、文化、健康及科技

等 6 個面向的志工服務，總計 1,466
隊數，參與人數 27,843，參與服務人

次 82,972。此外，青年署也與僑務委

員會合作辦理海外僑校志工服務計畫

補助 28 團隊、109 位青年志工赴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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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僑校進行志工服務；以及 111 個青

年國際志工服務隊、1,879 名青年志工

赴 22 個國家參與多元國際志工服

務。另外，補助 10 隊 76 名青年赴三

大洲 10 個國家參與 2013 年國際教育

資源網國際年會、青少年高峰會、世

界藥學會年會、世界醫學生聯盟亞太

區域會議等青年志工服務、服務學

習、青年旅遊、創新培力、公共參與

議題之國際會議及活動。這些在十年

前，真的少有聽聞。 

現在，靜宜的大一學生若詢問服

務學習必修課程，學長姐不僅勸勉他

們配合學校政策，甚至以過來人身

分，鼓勵他們接受另一經驗的探索與

挑戰，再加上，專業服務學習課程和

志工服務活動，校園氛圍真的改變

了！十年以來，大專校院、政府單位

與民間組織，集結了零零星星、孤軍

奮戰、但具有相同理念的人，大家共

同努力之下，形塑新的社會氛圍。當

學校和社會都在轉變時，這次，我們

可否大膽一些，想像接下來十年後的

畫面—更多大學生積極參與社會的潮

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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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應加強培養大學生的社會參與責任與能力 
張雪梅 

臺師大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教授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理事長 

 

一、前言 

早期大學校院對於學生、家長的

責任，無非是讓學生能及早畢業，順

利拿到文憑找到好工作。學校師長也

多半是只重視學生的專業知識，以為

鑽研書本、留在實驗室的學生就是好

學生，前途才有望。為了扭轉這種觀

念，教育部即便訂定一些政策，例如

近十年來推動服務學習，鼓勵學生走

出校園，參與社會活動，成為現代公

民，但是對於改變上述觀念，成效相

當有限。 

本期以大學生的社會參與為主

題，或許是受到今年臺灣學生的太陽

花學運，以及香港學生的雨傘/遮打運

動（占中行動）影響，希望能引起相

關人員對於大學生參與社會的能力表

現及功過得失，有進一步的反思。也

或許是受到近年來學校評鑑的主軸，

已發展成以學生為本，以學習成效的

證據作為客觀課責，追究學校績效責

任（accountability）模式的影響，開始

注意到對於學生參與社會，學校應有

的態度與職責。這二點理由，筆者認

為都很重要，因此不揣簡陋提出看法

與建議於下，以期能對於我國高等教

育的學生培育有所貢獻。 

二、大學生參與社會運動的反思 

現代科技對於學生參與社會運動

起了推波助瀾的效應，但是如何發揮

正面影響，不會導致損人不利己的結

果，高教有關主管及教師都有責任，

因為做為高等教育知識分子，理應能

客觀、深入探討問題真相，以有助社

會發展，而不是因為有專業能力，反

而帶給社會更大傷害。因此，對於太

陽花學運學生應否佔據立法院、攻佔

行政院，來表達對政府對於兩案貿易

簽訂的抗議，學校不能不對此運動有

分析討論，以引導全體學生深思，什

麼才是最合適的愛臺／愛國方式。但

一般學生對於太陽花學運的認識，多

數資訊來自媒體、網頁的群組、懶人

包，受到簡化問題及因相似觀念互相

強化的影響，結果是再發出的聲音就

更大、更不中性、理性。而且從太陽

花學運結束至今，不論是熱烈參與其

中的學運成員，或在旁邊觀察的學

生，多數不能在過了半年後，能更清

楚對政府政策及對自己未來該持有怎

樣的思考與態度，例如面對香港占中

行動，果真是今日香港，明日臺灣嗎；

未來該如何繼續有效的參與社會運

動，以救自己的未來；如果時間倒帶

至 3 月，自己可能會有怎樣的修正行

為。亦即，學生是否能夠不被外界，

尤其是媒體與激烈言論影響，而能獨

立思考，反思自己對社會的責任，並

願意對自己的行為結果負責，是學校

不能逃避的責任。 

在太陽花學運之前，其實部分成

員早已積極參加各類社會運動，如洪

仲丘、大埔、核能等抗爭行動，並強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1），頁 21-25 大學生的社會參與  主題評論 

第 22 頁 

調其行動是公民行動。這些人數雖不

多，但其特質是願意關心公眾事務，

具有社會關懷熱情的人，因此經過累

積經驗，凝聚情感，而能成為太陽花

學運的核心人物。相較於多數只關心

自己的功利型、玩樂型學生，其實他

們更值得欣賞、培養，以成為國家社

會未來的重要幹部與領導人才。10 月

23 日臺灣大學肯定太陽花學運將「學

生利他獎」頒給林飛帆，獎金 3000 元。

林飛帆受訪表示，接到校方通知獲獎

「很驚訝」，對於臺大校方肯定 318 學

運對臺灣民主的貢獻，對於他和一起

努力的所有學生們是很高的榮譽（張

錦弘，2014）。但許多師生對於這些人

的言行，對社會的「貢獻」及獲頒「學

生利他獎」相當不認同。因此學校應

有更多機會及實際作為，以協助學生

反思該如何參與社會、如何行動表

達，以避免學生積極參與、全心投入，

卻被質疑否定，而覺得不甘心甚至對

質疑者產生敵意。學生參與社會的表

現或效益，與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有

關，亦即學校需要培養學生高層次的

認知能力，有獨立見解不人云亦云

外，更能區辨事理看出事情的善惡真

偽。 

三、大學生批判思考能力的培養 

Facione（1990）指出批判思考為

「有目的性且自我調整判斷的歷程，

在此歷程中交互運用詮釋、分析、推

論、評鑑和解釋等認知技能」。葉玉珠

（2012）認為批判思考是一種複雜的

認知過程，良好的批判思考者除了必

須具備足夠的知識、意向及技巧之

外，尚需視問題發生的脈絡，建立一

套有效及合理的判斷規準，對陳述或

問題加以澄清與評鑑，以決定何者可

信、何者應為。由美國、加拿大共 36

個高教相關學會學者專家組成的美國

高等教育學生事務標準提升委員會

（The Council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tandards for Student Services, 2010）提

出高等教育應對六項學生學習發展的

成果負責任，包含：（1）獲得並統整

應用知識的能力、（2）高層次的認知

能力、（3）個人內在發展、（4）人際

能力、（5）人道主義與公民投入、（6）

實務能力。批判思考能力歸屬於高層

次的認知能力。而學生參與社會，尤

其是社會抗爭有關行動，不只和批判

思考能力有關，其實還牽涉到人道主

義與公民投入等的學習發展。 

批判思考能力在美國高教大學生

核心能力的培養，及相關評鑑中的學

習成果評量上，均相當落實。不僅在

學系與通識課程的教學過程中強調批

判思考能力，也在無論是校級、通識

或系所層級的認可/評鑑過程中，將批

判思考能力視為學生學術能力表現的

重要內涵。美國高教普遍重視學生的

批判思考能力並視其為學校教育的重

要認知學習成果，除了與相關人士對

高等教育學生培育的目標理念有關，

也與測量工具的發展有關。美國有許

多提供常模並有良好信效度的批判思

考能力測量工具，可作為學校是否通

過認可/評鑑的參考依據。例如由史丹

佛大學全國高教改進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Postsecondary Improvement, 

NCPI ） 推 薦 的 Tasks in Critical 

Thinking ， 以 及 Cornell Critical 

Thinking Test Level X & Level Z，這些

http://www.criticalthinking.com/series/055/index_c.jsp
http://www.criticalthinking.com/series/055/index_c.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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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不只常做為大學入學或大學榮譽

課程錄取的參考，更常用在教學過

程，以協助教師教導學生批判思考，

及用在成果驗收上，以助瞭解學校在

培養學生批判思考能力上的加值

（value added）情況（張雪梅，2012、

彭森明，2010）。  

我國高教對於學生的批判思考能

力培育，主要藉由學生在眾多的通識

課程中，自由選讀和批判思考能力有

關的課程，例如邏輯與批判思考、道

德判斷、倫理與道德思考及批判思考

等 2 學分的科目。因此很難讓所有學

生真正學好批判思考，以能於畢業踏

入社會時，能夠應付價值分歧、人心

叵測及充滿誘惑的社會。而在學校的

非正式課程或潛在課程中，學校對學

生批判思考能力的培育或影響，同樣

也極為不足。以學生參加的社團或服

務學習活動為例，例如學生參加學生

會、學生議會、學生宿舍自治會等學

生自治社團，或者例如學生參加學校

強制規定的必修 0 學分服務學習，受

到負責社團指導的老師（通常是課外

組的職員），以及負責通過或不通過服

務學習成績的導師，受其投入、經驗

與能力的限制，學生在自治團體擔任

幹部，或從事社區服務學習時，所獲

得的學習、體驗不只是少，甚至是負

面的，覺得關懷參與學校、社會事務

是徒勞無功，浪費時間的事。不如跟

隨校外人士走上街頭，或參加社區改

造相關團體帶領的社會服務工作，更

有收穫。 

綜言之，我國高等教育行政主管

及所有的學校教師、職員（課外組的

社團指導老師），應對大學生專業之外

的學習成果負更多的教育責任。對引

導學生關懷社會，讓學生對於公眾事

務懷有理想熱情，以及知道應如何表

達、行動，以成為有行動力且能解決

問題的優質公民。尤其對於造成爭

議、質疑的問題，例如對於太陽花學

運當時學生因參與而蹺課的正當性，

及學校對教師因參與或鼓勵學生參與

而停課問題的觀點差異，以及落幕後

對於參與學生該褒該貶與獎懲問題的

爭議，學校應提供更多機會與學生就

事論事，釐清觀點的差異與明白一件

事情可能有多種面向，學習分析前因

後果以及每人應負的責任。否則學生

處在充滿政治正確及以功利、逸樂取

向為主流的校園氛圍中，學生難免不

覺關心社會公眾事務，是現代公民的

責任義務，甚而因為充滿雜音而覺得

困惑，更不願意涉入。因此，我國高

教應如何因應這問題，筆者提出以下

建議，作為共同努力的方向。 

四、高教努力的方向 

鑑於大學生關心及投入社會運

動，能夠發揮正面影響力，獲得互惠

雙贏結果，與學生是否能具備批判思

考能力及是否有意願／意向有密切關

係，因此教育部與高教評鑑有關人

士，應使學校在學生教育與輔導的政

策與執行上有誘因，或者感覺有壓

力，例如在教學卓越或學校／通識教

育／系所評鑑時，將學生批判思考能

力作為評鑑指標，視為學校學生學習

成果的重要內涵。同時重視學校在鼓

勵學生參與社會上，是否有具體作

為。如此才可能使學校願意投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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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落實教育輔導工作，以培養學生

參與社會時所需的知能與意願。而落

實教育輔導上，學校應優先做到以下

三點。 

首先，在引領學生關心社會重大

事件，尤其是社會正義、弱勢關懷有

關議題上，學校應該開設更多通識或

專題課程，供學生選修。例如在服務

學習上不能只是敷衍式的讓學生到孤

兒院、老人院唱跳、打掃，應鼓勵教

師將專業結合到服務活動中，讓學生

因為有能將理論落實在改變、提升他

人生活品質的體驗，而更喜歡走出校

園踏入社會，真正相信服務學習課程

的意義與價值。另外在現代公民或社

會關懷相關的專題課程中，要加強師

生對於重大議題，尤其是爭議性的社

會運動，有更多平等尊重的對話討

論，不應該害怕對立爭執，要堅信不

僅需要傳道但更要能幫助學生解惑，

才會讓學生明辨是非，主張理性、客

觀、公平，同時又能包容與尊重差異，

而不是以「西瓜偎大邊」的方式思考

行事。 

此外，學校既然遵守大學法規

定，讓學生有機會參與學校自治團體

（包含學生會、學生議會、宿舍自治

會、系學會），學校就應有優質的輔導

人力，來幫助有興趣學習關心校務（如

出席學校重要會議提案、表決）、服務

同學（如舉辦全校性的大型學生活動）

的菁英學生，能夠確實增進領導力與

做好服務工作。因此學校需要瞭解社

團指導老師，對於學生自治社團幹部

的選舉、培訓等輔導工作有何困難，

並給予更多的協助與資源，以確保其

能勝任培育學生幹部，落實學生自治

的重責大任。否則這些有關心公眾事

務特質的自治幹部，要不熱情流失，

要不轉而參加校外活動，讓學校錯失

培育英才的機會，也無法善盡高教對

學生學習發展應負的責任。 

第三，應更重視品德教育，並讓

學生知道或有感什麼是學校的核心價

值及「好學生」的定義與標準為何。

長久來大學生比中小學生更少有機

會，瞭解學校希望其具有的美德，原

因是一般的大學多半認為鼓勵學生見

義勇為、關懷弱勢及倡導「存好心、

說好話、做好事」的三好運動或品德

教育，較適合國中小推行。因此大學

生即使見人表現英勇、俠義，也不會

特別欣賞尊敬，甚至隨意嘲諷道德一

斤值多少錢。因此學校的學務工作除

了需推動品德教育外，還需配合有清

楚的願景、目標，並確實執行。除以

積極揚善，表彰好人好事來豎立標竿

外，更要倡導做為一個現代公民，學

生必須投入社會、關懷公益，並有服

務奉獻的價值觀，如此或許能增強大

學生參與社會的榮譽感，進而轉變其

自私自利，冷漠疏離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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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的社會參與」所展現的國民素養 
蔡清田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一、前言 

大學生的「社會參與」，值得教育

人員關心其所展現的教育意義與價

值，例如今年我國大學生藉由「太陽

花學運」號召「社會參與」的民主運

動，透過進入民主殿堂的「立法院」，

表達對「反對服貿黑箱作業」的訴求，

適切展現了大學生的「社會參與」素

養。值得注意的是，其強行進入「行

政院」的方式雖有可議之處，甚至有

違法之虞，但是其透過登上民主議事

殿堂的「立法院」，適當運用資訊媒體

素養的溝通表達與理性訴求，並能以

和平理性且溫馨感性的方式離開「立

法院」並持續進行理性溝通表達訴

求，其豎立的民主風範，展現了我國

國民所需的「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與「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社會

參與力」，能體認現今臺灣社會的多樣

性及其動態的文化內涵，可引導大學

生理解、體驗、尊重當代社會的多元

文化價值，進而注重引導大學生認知

社會問題並親身實踐，培育大學生關

懷社會，主動參與社會公共事務，值

得肯定與讚揚。 

二、本文 

「社會參與」，強調社會由國民於

公共場域互動所構成，強調個人與社

會之連結，特別是經由社會化的歷程

與人際關係網絡的發展，個人與社群

及社會產生連結，此類素養是指個人

有必要學會和其他人互動一起生活與

工作的「社會素養」重視「人與社會」

的關係，社會生活中，應善與人相處，

特別是善於異質社群互動，關心別

人、尊重關懷與幫助他人，具有社會

規範行動的知識、能力與態度，並能

做為社會的一員，願意為社會貢獻，

以因應現在與未來變化多端的後現代

社會。可見，「社會參與」是因應人類

優質生活所需的核心素養，不僅可協

助人類獲得「優質生活」；更可協助人

類面對當前社會及未來的生活挑戰。

換言之，「社會參與」是因應人類「優

質生活」所需之素養，而不只是一般

的「基本生活」所需之素養。「優質生

活」所需的複雜心智，就不只是能自

己「行動」，而是要採取反省思考、勇

於負責與積極主動的自律自主行動，

能互動地使用工具進行「溝通互動」，

不只是能與他人互動，而是「能與異

質社群互動」積極進行「社會參與」。 

三、結語 

總之大學生「社會參與」所展現

的國民素養，重視人在生活情境之中

的行動與互動，強調自我實現、社會

發展的溝通互動以及互動地使用工

具，是個人處於社會中的關鍵素養，

是優質生活所需之必要的素養，是現

代社會國民的必備條件，更是社會、

國家發展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素養，可

以因應複雜生活情境的任務所需，協

助國民獲得「優質生活」，進而建立「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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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社會」，可反映台灣社會實際需求並 適度展現國民應具備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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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大學生體驗廣泛的社會參與 
林明地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兼教務長 

 

一、前言 

我國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

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

發展為宗旨，因此大學生的角色理應

含括這些廣泛的任務，如此而言，「社

會參與」本就是大學生必須扮演的角

色之一。大學生可以體驗社會參與的

範圍相當廣泛，例如可以透過擔任志

工、提供捐獻、提供社會議題的資訊

或意見、協助解決社會問題、協助提

升社區或社會的知能、直接參加體育

與休閒各類活動、直接參與政治活動

以及社區服務等等，參與社會活動與

事務，因此其能參與的範圍相當廣泛。 

大學因受到學術自由之保障，在

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因此

大學必須在包括正式課程的各類課程

中（例如包括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

潛在課程等）協助學生體驗廣泛的社

會參與。本文提出幾項建議做為大學

協助學生體驗社會參與的參考。 

二、協助大學生體驗社會參與的

可行方式 

由於大學生體驗社會參與的方式

與範圍相當廣泛，以下僅能提供較為

具體可行的方式建議： 

(一) 融合專門知識的服務，以學習參

與社會：大學所學習的專業知識

並非「曲高和寡」，或是用來「孤

芳自賞」的，而是必須與實務結

合，展現專業知識的社會實踐價

值。大學可以透過安排大學生參

訪活動、參與社會議題的論壇提

供資訊、實習、社會服務學習等，

協助大學生將所學的專業知識實

踐在社會問題解決的協助上。 

(二) 兼顧各類型的社會參與：就像是

現代社會所強調的培養大學生具

備跨領域的專業知識與能力一

樣，大學協助大學生社會參與的

經驗最好也能是廣泛的、較具綜

合性的，而不偏廢於某一類的社

會參與，例如僅限於參與志工活

動、或僅參與政治活動等。 

(三) 以個體與團體的方式參與社會，

因為大學生既是獨立自主的個

體，同時也是生活在較大的社會

中一樣，大學生社會參與的形式

也要能兼顧個體與團體的方式。 

(四) 協助學生反思是關鍵，必須融入

大學生的社會參與中：類似的問

題必須協助學生加以反思。例如

我身為大學生所扮演的主要與次

要角色是否衝突？我能將我所學

的專業知識與能力融入社會參

與、社會服務嗎？我能否兼顧各

類內容的社會參與？我能獨立判

斷嗎？我的夥伴在哪裡？我參與

的目的為何？達成否？社會參與

是否幫助我的學習？協助社會與

國家進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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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從大學生社會參與到

公民參與社會的形塑 

大學協助學生體驗廣泛的社會參

與的關鍵目標應該是，型塑公民參與

社會之理念的落實。大學可以協助學

生自我設定目標，在學校或相關團體

的協助之下，從具體的活動出發，例

如參與一日志工、協助社區清潔等，

漸進地、廣泛地體驗社區參與，並以

具備公民素養，參與社會為努力的關

鍵目標，加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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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引導學生從事社會參與的可行途徑 
謝金枝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 
 

一、前言 

最近有兩個備受關注的大學生參

與社會運動案例。一個是「太陽花學

運」（維基百科，2014）。另一個是鄰

近香港的「占中」運動。根據媒體報

導，這兩次社會運動的過程皆曾出現

一些非理性的行為，如肢體衝突 （世

界日報，2014；維基百科，2014）。 

當然，大學生參與社會運動是社

會參與的一種型式，應予以肯定。台

灣大學社科院就頒給「太陽花學運」

的學生領導者林飛帆第一屆「學生利

他獎」，肯定他「基於民主化發展及社

會公平正義發起太陽花運動」（自由時

報，2014）。但是如何讓大學生在參與

社會活動時，能善用知識分子的理性

批判，展現社會責任感及公民素養，

避免傷害發生，應是大學教育重要的

一環。 

事實上，強化大學生的社會參

與，培養大學生的公民意識與社會責

任感，已成為大學教育的重要議題。

教育部於 2012 年提出「現代公民核心

能力養成」計畫，鼓勵並補助大學提

出課程計畫，「引導學生認知社會問題

並親身實踐」，「培育學生關懷社會，

主動參與公共事務」（教育部，2012）。
天下雜誌 2009 年的生命教育大調查，

問學生「除了課業外，你最希望學校

教哪些能力」，結果第一名就是「參與

社會的能力」（天下雜誌，2009）。其

他一些報導及文獻，也提到大學生社

會參與的重要性(姜盈如，2014；新華

社，2005； 新華網，2011；Cicognani, 
Pirini, Keyes, Joshanloo, Rostami & 
Nosratabadi, 2007；Winter, Wiseman & 
Muirhead, 2006)。 在實徵研究中也發

現，社會參與活動使大學生在學業表

現、生活技能及公民責任方面都有所

增進 （Astin & Sax, 1998）。 

行文至此，我們已經發現，不管

是教育主管機關或是學生，都期待大

學能在學生社會參與上扮演引導的角

色，並培養大學生社會參與的能力。

那麼，大學可以怎麼做呢?可以透過哪

些方式來引導及培養學生的社會參與

主動性與能力呢? 社會參與的範圍其

實很廣，包括志工、捐獻、參加體育

活動、休閒活動、政治活動、社區服

務及課外活動，都是社會參與的形式

（林萬億， 2010；Cicognani et al., 
2007）。 個人參考相關文獻，加上自

己的淺見，在此提出一些建議供參酌。 

二、引導學生社會參與的途徑 

以下從三方面提出大學引導學生

社會參與的途徑。包括：引導方式、

引導策略及配套措施。 

(一) 引導方式 

大學引導的方式可以分為：（1）
透過課程引導；（2）依興趣引導；（3）
依專業引導；（4）依議題引導。以下

簡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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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過課程引導： 

指透過大學開設的通識課程、服

務學習課程及跨專業學科的統整課

程，將社會參與的理念與實踐體現在

課程中。這一部分是針對全體學生，

已有許多大學發展出自己的課程設計

模式。例如，東華大學執行「社會參

與計畫」數年，有多達 25 位教師參與，

並且跨四個學院，開設正式與非正式

課程共達38門課，參與學生超過1, 520
人次（顧瑜君、石佳儀、廖千惠，

2010），就是一個例子。此外，環球科

技大學也有類似的做法。該校整合通

識教育 4 位教師，結合社會學科、多

元藝術及資訊媒體領域，定期聚會與

溝通，並安排演講；在課程設計上，

安排實踐的共同場域，分享成果。對

於不同學科的主題，則由擔任該科的

教師分工負責帶領（游宗新，2013），
也是透過課程引導學生的例子。 

2. 依興趣引導： 

指以大學社團為主的引導。大學

有各種依興趣而形成的社團，包括服

務性（例如：環保服務社）、研究性（例

如:科學社）、聯誼性（例如：畢業生聯

誼會）、宗教性（例如:基督教會）、學

術性（例如：數學社）、康樂性（例如：

吉他社）、政治性（例如：明德學社）、

藝術性（例如：戲劇社）、運動性（例

如：網球社）、體能性（例如:登山社）

等社團（田瑞良、陳鎰明，2003）。大

學可以安排社團指導老師，帶領學生

從事興趣導向的社會參與活動。例

如，運動性的社團可以帶領社區的老

人、小孩從事健身活動，或教他們一

些運動技巧。以臺北醫學大學為例，

該校有近百個學生社團。其中醫療社

團的師生共同組成海外醫療團，服務

離島及海外偏遠地區（臺北醫學大

學，2012），就是依社團（興趣）引導

的例子。 

3. 依專業引導： 

是指依學生的主修專業，引導學

生從事有關的社會參與活動，可以系

及院為單位進行。例如，教育學院的

學生可以針對弱勢學生進行補救教

學；法學院的學生可以協助中小學學

生法治教育，或提供法律條文的查找

服務及相關諮詢。舉個實例，輔仁大

學的外語學院就利用暑假組織了許多

服務活動。英文系到菲律賓服務學

習；法文系到法國勃艮第（Bourgogne）
進行國際志工與文化服務。除了國際

服務學習外，也在國內進行英語營及

社區服務（輔仁大學，2014），就是依

學生專業引導的例子。 

4. 依議題引導： 

是指針對社會相關的議題，透過

研討會或討論會的方式，引導學生共

同探討議題相關的內容，源起、利弊

及可能的回應方式與行動。議題可以

包含政治、社會及國內、國際議題。

以三月中的「太陽花學運」為例，它

是因《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議

題而起（維基百科，2014）。如果在發

起學運之前，教師先引導學生針對此

議題進行較深入的討論並理解相關的

內容及其利弊得失，則學生針對公共

議題表達意見與思想的立場會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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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接受，也可以減少因誤解而產生的

衝突及不必要的社會資源耗損。 

林育諄（2013）指出，成為知識

分子需經過四個階段：（1）得知資訊；

（2）將資訊透過思考成為知識；（3）
將所學的知識轉化為好的思想；（4）
把思想與社會公共事務連結在一起，

關懷社會。個人認為，大學在依議題

引導學生參與社會活動，尤其是社會

運動時，可以參考此四個階段來引導

學生。大學應提供管道，讓學生獲得

社會議題的資訊，再透過討論與思考

過程，形成知識，然後轉化為好的思

想（解決問題的合理想法），再把思想

與社會公共事務結合，從關懷社會的

角度，彰顯議題，使其受到重視而影

響決策的制定，避免「盲目遊行，從

事決策或被動員」（林育諄，2013）。 

(二) 引導策略 

人力資源是影響大學引導學生社

會參與成效的重要因素。孤軍奮鬥往

往無法持久且效果有限。所以，「合作」

應成為引導策略的方針。以下提出四

種以「合作」為核心理念的引導策略。

包括：（1）校內教師合作；（2）校際

合作；（3）社區合作；（4）國際合作。 

1. 校內教師合作： 

指校內教師組成教師社群，共同

設計社會參與課程。像東華大學的「教

師社群發展案例」即是一例。他們有

多達 25 位教師陸續加入了教師社群

（顧瑜君等，2010），目前更成立「社

會參與中心」，整合各種社會參與的活

動，就是一種校內教師合作的模式。 

2. 校際合作： 

指兩所以上大學的合作。由單一

大學來規劃社會參與活動，有時會受

到人力資源、時間、學生人數及經費

的限制，如果能透過地理位置相近的

大學進行校際合作，合辦各種活動，

不僅能分擔工作負荷，活動可以多樣

化，也可以提供學生跨校學習的機

會。例如，陽明大學就與鄰近的政治

大學及北藝大合作開課、相互開課、

合設跨領域學程及開放學生選課等，

提供學生更多元之學習機會」（陽明大

學，無日期）。 

3. 社區合作： 

是指大學與社區機構團體的合

作。社區有許多社會資源，包括政府

單位、慈善團體、社會機構及企業等。

大學如果與社區合作，一方面可以提

供學生服務學習的場所及擴展社會參

與的範圍，也能獲得社區的資源協

助，提供學生培訓與實踐的機會。一

般而言，大學與社區合作的形式有教

學合作，即透過服務學習及社區培訓

來進行；有研究合作，可以邀請社區

參與大學學術研究或以社區為主的合

作研究；有服務合作，是通過志願服

務和諮詢服務來進行（張澤平，

2013）。大學可以依本身的特色與需

求，採用適切的合作模式，與社區建

立互惠互助的合作關係。 

4. 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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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大學與國外的大學或機構的合

作。全球化與國際化使國與國之間的

互動更為頻繁與密切，學生的社會參

與範圍也擴及國際場域。大學應與國

際社會接軌，與其他大學或組織、機

構合作，彼此交流，以提供學生國際

社會參與的機會。例如，台北醫學大

學為協助馬來西亞經濟貧困的心臟病

家庭，與該國社會愛心福利基金會洽

談，於 2012 年 9 月 13 日簽署合作備

忘錄，開始為期 3 年的「台馬人道醫

療善心計畫」（台北醫學大學，2012），
是一個國際合作的例子。其他像姐妹

校的簽定，也可以成為國際合作的重

要資源。 

(三) 配套措施 

前述提到的幾種引導方式與策

略，大部分都可以在大學裡觀察到。

但限於資源、人力及時間等，其成效

有待評估。就個人的觀察，如果要發

揮引導學生社會參與的效果，必須有

配套措施。包括，將教師參與計入法

定教學時數及整合社會參與活動資訊

予以公布。 

1. 將教師參與計入法定教學時數： 

無論採用上述何種引導方式或策

略，人力資源是推動相關活動的關

鍵。舉個例子，以興趣為主的社團活

動，通常是課外活動指導組的工作，

但其職務範圍龐大，負荷重，很難全

力輔導社團活動（田瑞良與陳鎰明，

2003），改善之道就是增加人力。但是

憑實而論，大學教師的教學、研究及

服務工作負擔已相當繁重，很難再撥

出較長時間來引導學生的社會參與活

動。因此，為了落實大學生社會參與

活動的引導，大學應有配套措施，把

各種型式的引導活動時數計入教師的

法定教學時數。 

2. 整合社會參與活動資訊予以公

布： 

學生未積極參與社會相關活動，

有時並非因為不想參與，而是不知從

何處獲得相關訊息。其實，大學一年

裡所辦理的活動不少，加上校際的、

社區的、國際的，活動更多。但依個

人的觀察，這些活動訊息常分散在各

系所或各學院，較少整合。會特別注

意各項訊息的，多屬於特別有興趣的

或是學生團體幹部。而一般學生因忙

於課業，加上訊息查找需要時間，可

能忽略或錯失參與的機會。所以，建

議大學可以在學校網頁上設置一個專

區，整合所有社會參與活動的訊息（也

可分享活動成果），包括校內、校外及

國際性活動，通告學生有關網址，方

便學生獲取訊息，提高學生社會活動

參與度。此專區可以利用學生事務相

關網頁，或是「通識教育中心」或是

「社會參與中心」，以固定、整合的方

式呈現各種訊息，讓學生易於取得，

以提昇活動參與率。 

三、結語 

大學生是社會重要的知識分子，

應該關懷社會，參與政治、經濟及文

化等的社會事務。大學是大學生學習

的主要場所，理應責無旁貸，把握機

會，引導並培養學生社會參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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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素養，才是大學社會參與的具體實

踐。但調查發現，大學生仍缺乏信心，

期待大學能教給他們社會參與的能力

（天下雜誌，2009）。 

本文參考相關文獻及個人經驗，

提出引導學生社會參與的方式、策略

及配套措施，包括關注課程、學生興

趣、專業領域及社會議題的引導方式

及校內、校際、社區及國際合作的引

導策略，加上資訊整合及將教師參與

計入法定教學時數的配套，共同思考

大學引導學生社會參與的可行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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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民素養陶塑計畫推動大學生社會參與之策略發展 

—大學行政主管的經驗與反思 
王前龍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教育部自 100 學年度起推展三年

期的「公民素養陶塑計畫」，透過競爭

型計畫補助十餘所大學基於公共性、

自主性、多樣性等三大精神以及倫

理、民主、科學、美學與媒體等五大

公民素養，先透過「大一年」項目使

新鮮人擺脫高中以前被動的學習方

式，以縱貫整學年的活動定義自我學

習框架與進程；再發展具社會參與精

神的「通識核心課程」；透過「社會參

與式學習」與「核心素養融入專業課

程」等項目將公民素養融入專業課

程；另外，以「生活學習圈」項目型

塑具有社會參與精神的校園（陳政

宏，2013）。筆者自 100 至 102 學年度

擔任國立臺東大學相關行政主管，負

責規畫並執行大約每年 650 萬元經費

的公民素養陶塑計畫，因而本文將從

在臺東大學執行的經驗說明如何配置

資源，將此實驗型改革制度化，進而

整合全校參與地方社會的能量，帶動

大學生社會參與，最後，從行政主管

的觀點評論策略發展過程中的核心問

題並提出建議。 

二、公民素養陶塑計畫之理念 

教育部基於對大學教育過於專業

窄化的檢討，2007 年開始推動「通識

教育中程綱要計畫」，進行能力取向與

解決問題導向的全校性課程改革。

Allen（2006）將通識教育模式區分成

三種：重視經典教育的「核心博雅模

式」、著重學科概論式課程的「分類模

式」、以及強調學生自主省思統整所學

的「學生個別發展模式」等。「通識教

育中程綱要計畫」具有「學生個別發

展模式」的特徵，並自 2011 年擴大為

「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計畫」，使通

識教育目標從傳授「廣泛知識」轉換

成鍛造批判思考、團隊合作、溝通協

調、價值判斷、行動抉擇、問題解決

等「核心能力」。該計畫下又分「公民

核心課程改進」、「公民核心能力推廣」

與「公民素養陶塑」等三項子計畫。 

公民素養陶塑計畫除前述三大精

神、五大項目、五大素養外，計畫主

持人楊倍昌（2013）強調，臺灣公民

素養教育的問題不在課程知識內容，

而是缺乏校園內反身式實踐與校外社

會實踐；林崇熙（2011）更主張，大

學應以社會創新來改變工業量產與威

權心態等結構困境，並以公民社會自

主文化體的定位來消弭校園與社會的

圍牆以及割裂的知識觀，在重大議題

現場進行社會參與式學習。可見，該

計畫著重以大學生社會參與所需跨領

域通識能力來打破大學專業窄化的現

況，但這與現況中分科的學系課程、

分類模式的通識課程、以及教育部教

學卓越計畫以龐大資源推動的「就業

力」，落差皆大，落實更難。因而，負

責執行的大學行政主管必須將該計畫

所補助推動的社會參與式學習課程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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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通識課程架構，並結合相關學系的

發展需求來將社會參與式學習納入專

門課程，進而以大學做為自主文化體

的定位建構串聯各院系與社區公民組

織建構夥伴關係的平臺，制度化地帶

動大學生的社會參與。 

三、推動計畫的發展歷程 

Fullan（2007）將變革過程分成「發

起、動員或採用」、「實施或最初使用」

及「持續或制度化」等三階段。臺東

大學為落實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的三年

期改革，動員具社會參與理念的教師

與學系積極參與，推動制度化的改革。 

(一) 第一期：公民素養融入新制通識

課程架構的策略發展 

由於公民素養陶塑計畫源起於近

年強調培養大學生核心能力的通識教

育改革，且適逢新任校長推動以「分

類模式」為主的新制課程架構，包括：

「美學、哲學與文化實踐」、「公民、

社會與全球視野」、「科技、自然與環

境生態」、「自我、人際與成長調適」

等四類博雅課程，以及「人文藝術」、

「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三類跨

領域核心課程，因而第一期推動策略

特別著重於加強校內溝通，將所開設

「紀錄片製作」、「民主社會公民參與」

等「通識核心課程」納入在新制通識

課程架構中。此外，以「東臺灣議題

關懷與行動」為主題整合各院系所開

「社會參與式學習課程」與「核心素

養融入專業課程」共約 30 門，鼓勵教

師踴躍參與，共同試探帶動大學生參

與社會的可行方向。 

(二) 第二期：社會參與示範學系的策

略發展 

東大執行第一期計畫雖個別補助

30 多門「社會參與式學習課程」與「核

心素養融入專業課程」，但不易持續且

制度化，所以第二期採取「社會參與

示範學系」的整合策略，邀請四個具

有社會參與理念的學系，結合在地部

落或社區組織，以整合型計畫來統整

所開「社會參與式學習」與「核心素

養融入專業課程」等課群，試辦「社

會參與示範學系」詳如表 1。 

表 1 國立臺東大學 101 學年度下學期試辦社會

參與示範學系概況 
試辦 

學系 

整合型計

畫名稱 

整合課群 

名稱 

數位媒

體與文

教產業

學系 

新香蘭部落

獵人學校圖

文故事書設

計 

設計概論、網

頁編輯與網站

設計、消費者

行為 
文化資

源與休

閒產業

學系 

發現臺東未

來—旅遊與

實踐 

服務學習、導

遊與領隊實

務、休閒農業

概論 

華語文

學系 

在地發聲—
從古典到當

代的文創書

寫 

東臺灣文化專

題、文學專

題、古典小說

選讀 

資訊管

理學系 

植基於資料

分析應用之

區域產業創

意管理 

資訊管理專

題、統計學、 
管理學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102 學年度上學期進一步透過校

內競爭型計畫運作出 6 個學系，佔全

校 18 學系的三分之一，並串聯「通識

核心課程」，形成跨單位的改革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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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期：發展在地公民團體夥伴

關係平臺的策略 

第三期的策略發展不再囿限於計

畫內經費補助的範圍，嘗試從根本上

將臺東大學以「公民社會自主文化體」

的定位，建構與在地組織夥伴關係的

平臺，將相關議題融入教學。首先，

以東大因應《花東地區發展條例》而

設置的「花東地區發展諮詢委員會」

來建立公共論壇，使師生與公民團體

進行議題對話，提出行動方案，並將

之落實於教學。同時，結合具領導性

的「公益平臺基金會」，從觀光、產業、

藝術、文化及教育等多面向參與花東

永續發展，進而整合各院系既有的社

會參與動能，整合平臺架構如表 2。 

表 2 臺東大學第三期公民素養陶塑計畫與在

地組織發展夥伴關係平臺之規畫 

單位名稱 在地夥伴組織 

國立臺東大學 

花東發展諮詢委

員會與公共論壇 

臺東縣政府 
公益平臺基金會 
臺東縣深層海水發

展協會 

人文學院 

華語文學系 
公共與文化事務

學系 
音樂學系 

外籍配偶協會 
臺東縣故事協會 
社區與部落組織 
署立臺東醫院 

師範學院 

永齡希望小學 
原住民教育中心 
文化資源與休閒

產業學系 
數位媒體與文教

產業學系 

鴻海永齡基金會 
臺東縣社區大學 
臺東縣部落大學 
社區與部落組織 
史前文化博物館 

理工學院 

創新育成中心 
資訊管理學系 
應用科學系 

有機農業組織 
生態旅遊組織 
原住民部落組織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在此整合平臺下，人文學院可以

後殖民理論的獨特觀點來整合院內多

元文化與環境正義的行動；理工學院

行之有年的綠色科學博覽會，也帶動

推動環保永續有機樂活的具體行動；

師範學院則強化弱勢學童補救教學、

原住民族教育、文化資源休閒產業

等。希望藉由建立平臺，整體促進通

識中心與各系所將社區作為學習場

域，使學生從行動中實質融貫知識，

並形成社會參與行動綱領，使各單位

行動有相乘效果而更具影響力。 

四、遭遇問題與改進建議 

筆者擔任行政主管期間雖分三年

期積極推展將公民素養陶塑計畫制度

化的永續發展策略，但各階段分別有

其核心問題亟待改進： 

(一) 公民素養應在分類模式通識課程

中建立主體地位 

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仍以「分類

模式」為主流，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的

落實尚仰賴於通識教育中心的角色轉

換，從引導學生選修所屬學院較缺乏

的學科概論式課程，轉換為以帶領學

生進行社會參與式學習的單位，方能

突破計畫實施三年來尚只能將少數幾

門通識教育中心所開「通識核心課程」

與相關學系所開「核心素養融入課程」

相串聯的局部改革。 

(二) 應提升帶領學生進行社會參與式

學習的自主性 

無論通識教育中心的通識核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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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以及「社會參與示範學系」策略

下的核心素養融入專業課程，多是由

教師與社區共同規劃「社會參與式學

習課程」，學生端感受到主要是在社區

中「實做」。要發展出學生主動批判社

區議題並採取行動解決問題的「自主

性」，亟待採取更積極的實踐策略。 

(三) 大學與社區公民團體夥伴關係平

臺須凝聚校內共識 

東大雖提出學校與社區公民團體

夥伴關係平臺的發展策略，然牽涉校

內單位層級較高、且期待校外參與的

層面亦廣，加上校務發展千頭萬緒，

不易只藉由教育部競爭型的公民素養

陶塑計畫，使各單位理解並接受「大

學做為公民社會的自主文化體」的理

念。因而，必須由校長積極定位東大

做為臺東永續發展火車頭的角色，配

合校務發展，帶領各單位主管深入研

討，並與社區對話，方能將公民素養

陶塑計畫精神凝聚成校務改革共識。 

五、結語 

教育部公民素養陶塑計畫是近三

年推動大學生社會參與最重要的計

畫。由於是先導創新型計畫，各校執

行方法各有特色，而負責的行政主管

應使改革能落實於通識教育中心與相

關系所的課程，避免一次性的活動而

流於形式。因而，東大執行第一年期

計畫著重於將通識核心課程納入校長

主導的新制通識課程架構，並以「東

臺灣議題關懷與行動」為主軸整合各

系開設相關課程。但鑒於第一期補助

個別課程難收綜效，第二期集中資源

發展六個「社會參與示範系所」，帶動

全校性改革，再串聯通識核心課程，

組成教師社群。第三期試圖提升至大

學與地方社會結合的高度，整合各院

系與在地組織既有的合作關係，建構

社會參與夥伴關係平臺，以參與臺東

永續發展的能量，帶動大學生社會參

與。然而，公民素養須進一步在分類

模式通識課程中確立地位，並應提升

帶領學生社會參與式學習的自主性，

而大學與社區夥伴關係平臺須形成校

內共識，方能深化大學生的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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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機構推動服務學習之行動與省思 

—以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為例 
王金國 

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研究所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副秘書長 

 
一、前言 

近 20 年來，臺灣推動「服務學習」

的學校相當多，不只是大學積極推

動，也有愈來愈多的高中職、國中、

甚至是國小也加入推動的行列。這些

推動的學校，無不希望學生能透過服

務來學習在傳統教室或教學下，不易

培養的態度或能力。其中，重視培養

學生教育愛、實踐能力及實務經驗的

師資培育機構，更是紛紛鼓勵或要求

師資生參與服務學習。 

筆者任職於靜宜大學（以下簡稱

為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從教育部推

動「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

服務計畫」（以下簡稱「史懷哲教育服

務計畫」）開始（95 學年度），即實際

參與本校師資生之「史懷哲教育服務

計畫」至今。另外，筆者最近五年，

也在自己任教的課程中，規劃「專業

服務學習」活動，讓師資生在週末前

往社會福利機構，服務弱勢學童。此

外，筆者任職的師資培育中心，因有

明文規定要求所有師資生在實習前必

須完成志工 50 小時並繳交心得，筆者

因身兼導師，每學期均批閱師資上此

項作業（含行前計畫及服務後的心

得），對於師資生擔任志工之心得，可

以有深入的瞭解。 

本文目的在於概述筆者實際參與

推動服務學習之行動與經驗，然後提

出個人建議，以供師資培育機構參考。 

二、服務學習的意義與功能 

服務學習是一種兼重「服務」與

「學習」的學習活動。如果服務學習

進行得好，對於提供服務的學生，以

及被服務的機構或對象，都是很有幫

助的。其中，對提供服務的學生來說，

它可以給予學生豐富的學習機會，協

助其發展良好品格與態度、拓展人際

關係、增進自我概念、提高學習表現、

培養問題解決與領導溝通的能力…等

知識、特質或能力，它可以彌補許多

課堂教學的不足（王金國，2009）。另

外，對被服務的機構或對象來說，因

為有外部資源的加入，而可獲得相對

應的協助。簡而言之，服務學習是互

惠的活動。 

三、師資培育機構推動服務學習

的方式 

師資培育機構推動服務學習的方

式很多樣化，以下擬從正式課程、非

正式課程及潛在課程的角度說明之。 

(一) 正式課程： 

針對服務學習來說，師資培育機

構可以開設獨立的課程，例如：臺灣

師範大學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中，

即開設有「教育服務學習（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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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門課。除獨立開課外，師資培

育機構也可以在既有課程中將「服務

學習」列為其中一項教學主題，如：

教學原理或教學法的課程，將「服務

學習」列為一個教學主題。另外，也

可以將「服務學習」與專業課程結合，

例如：靜宜大學推動的專業服務學

習，任何一位教師均可以將服務學習

結合在其專業課程內。 

(二) 非正式課程： 

在正式課程外，學校辦理關於服

務學習的演講、成果展、社團或營隊

活動…等等，均屬於非正式課程。師

資培育中心暑期辦理的「史懷哲教育

服務計畫」或是靜宜大學在學期間辦

理的「科學動手做 2」均屬這類。 

(三) 潛在課程： 

有些師資培育機構將服務利他當

成重要的目標，而把志願服務納入教

育學程的要求中。如此以來，所有師

資生在學校的氛圍或制度的潛移默化

下，即可感受到志願服務或利他的內

涵。例如：靜宜大學以「志工靜宜」

自許，其師資培育中心也把志願服務

納入修習條件，師資生擔任進行志願

服務已經變成一項傳統。 

誠如前述，師資培育機構推動服

務學習可以是正式課程、非正式課

程，也可以是潛在課程。另外，若就

服務的時間來說，有些服務學習的活

動之期程較長，如：教育史懷哲教育

服務計畫，有些則較短（如：週末為

期一天的營隊）。筆者認為只要能達到

互惠、服務與學習的目的，時間及方

式都不是最重要的。 

四、參與指導師資生服務學習的

實際行動 

以下擬介紹筆者在師資培育中心

參與的三項服務學習經驗。 

(一) 靜宜史懷哲教育服務計畫 

1. 活動源起與概述： 

本活動係根據教育部「大學師資

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而

來，相關活動經費由教育部補助，主

要目的在於鼓勵師資生實踐史懷哲關

懷弱勢、專業服務之精神，以發揮教

育大愛（教育部，2012），服務的對象

可以選「偏鄉弱勢」與「都會弱勢」，

活動以暑期為主，每位師資生之服務

總時數以達一百二十小時為原則。 

本計畫自 95 年學年度開始推動，

該年度只有 12 校師資培育中心參與，

本校是其中之一，筆者當時還帶領師

資生至教育部接受杜正勝部長之行前

授旗。自 95 學年度起，本校師資培育

中心每年均推動此計畫，師資生採自

願報名的方式。 

2. 推動的情形： 

本校史懷哲教育服務計畫係規劃

於每年的暑假辦理。整個推動概分為

（1）招募與聯繫機構；（2）行前籌備；

（3）執行服務；（4）檢討；及（5）
成果彙整等五個主要階段。以 98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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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史懷哲教育服務學習為例，該年度

共舉辦 1 場招募說明會、7 場籌備會議

及 1 次師資生教育訓練，執行期間舉

行 18 場檢討會議及 1 場總檢討會議。

活動結束後，再由參與的師資生協助

做成果彙整。 

3. 本校推動史懷哲教育服務計畫之

特色（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2009） 

(1) 以照顧弱勢學生為主，符合

「教育史懷哲計畫」原意。 

(2) 服務時間長，突顯服務熱

忱：為減輕家長的負擔，同

時發揮教學效果，教育史懷

哲計畫近一個月（週一至

五，每天至少九小時）。 

(3) 以整個師資培育中心為後

盾，提昇服務品質：本計畫

所 需 之 各 項 器 材

（Notebook、DVD 播放器、

數位攝影 DV、數位相機、大

型海報印製機…等）皆來自

整個師資培育中心，另外，

師資培育中心亦提供必要的

人力予以支援，為史懷哲教

育服務計畫提供一個後勤服

務網。 

(4) 課程設計多元，學習活動內

涵充實：課程主要包括課業

輔導活動 (暑假作業指導、英

文教學、加強國語文能力之

相關教學…等 )、團體活動 
(體育活動、音樂律動、帶動

唱、團康遊戲、闖關活動、

分組競賽之團體活動…等)及
藝術與人文活動 (如書法練

習、繪畫創作、勞作活動、

繪本故事欣賞、影片欣賞…
等)三部分，透過多元活動的

設計，增加學習內涵及提昇

學習樂趣。 

(5) 重視課業輔導，同時注重學

生良好品格之養成：本計畫

除了重視學生的課業輔導

外，亦強調基本禮貌及日常

的生活習慣的養成。 

(6) 重視教育專業涵養：本計畫

共有六位指導老師，以排班

方式輪流到服務學校提供專

業諮詢與輔導，除了關心師

資生外，亦給予專業上的建

議。 

4. 師資生的收穫與心得 

每次活動結束，本中心均會請參

與服務的師資生撰寫服務心得，以期

深化其學習。而從學生的回饋中，可

以發現學生對於此活動都有正面的回

饋。此與張民杰（2004）、馮莉雅

（2007）、曾素秋（2009）等人之研究

相近，他們的研究報告亦都指出服務

學習能帶給師資生正面的影響。 

(二) 教育學程之專業服務學習計畫 

本活動係根據「靜宜大學專業服

務學習實施辦法」而來，本辦法之主

要目的在於「提升教學效果、增進學

生專業知能，積極培養學生服務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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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熱忱與責任感」，凡本校專任之教職

員，均可在專業課程或社團中推動專

業服務學習。 

為了讓師資生有更豐富的學習機

會，筆者幾乎每年均向學校提出申請

「專業服務學習課程計畫」，期待學生

能藉由服務弱勢學童，來培養愛、關

懷、合作等公民素養，同時，也期望

藉此讓學生能將理論與實務結合，深

化專業知識。 

學校對專業服務學習補助的經費

不多，經費主要是用於支付保險費、

少許的活動或材料費，以及編印成

果。不過，為了協助整個計畫的執行，

本校各專業服務課程大多可以申請一

位兼任助理。 

1. 推動的情形 

整個推動概分為（1）招募與聯繫

機構；（2）行前籌備；（3）執行服務；

（4）分享與省思；（5）成果彙整等幾

個重要活動。 

筆者自 98 學年起即在自己任教的

課程中推動專業服務學習，師資生採

自願參加。合作機構均是博幼基金會

沙鹿中心，進行的方式均是週六的「一

日營隊」活動。每學期服務 2-3 次（週

六），每次 9 小時，服務的對象是國中

小家庭背景較為弱勢的學生。由於是

自願報名，報名的師資生大概介於

12-18 之間（每學期人數不固定），而

服務的學童約有 50 人。 

為了讓服務者及被服務者均有良

好的活動經驗，在招募後，筆者會至

少安排兩次的行前研習，一是介紹服

務的機構與對象；二是複習教育學程

中的課程設計與班級經營。然後，就

會讓師資生分組，分工合作，進行行

前準備。而服務之後，筆者亦會安排

檢討活動，讓參與的師資生可以進行

回饋與省思。待整個服務活動結束，

再由助理協助成果彙整。 

2. 在師資培育課程實施專業服務學

習之特色 

(1) 採自願參加：有些專業服務

學習課程採「強制參加」，所

有修習該課程的學生都必須

參加。但筆者推動的方式係

採「自願參加」，主要目的是

希望更加切合志願服務的精

神。 

(2) 與專業課程結合：服務學習

可概分為一般服務學習及專

業服務學習。前者的服務內

容與提供服務者的專業無

關，例如：大學生協助社區

打掃。後者則是與其專業有

關，例如：教育學程的學生

進行弱勢學童的課業輔導活

動。筆者在教育學程開設的

課程有教育心理學、教育人

員專業倫理、教師行動研

究。依不同學習期與科目

別，在前三門課程推行專業

服務學習。 

(3) 與社會福利機構結合，服務

家庭弱勢學生，並考慮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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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安全性。博幼基金會係由

李家同教授所創辦，主要照

顧的是家庭弱勢的學生，期

待透過補救教學，來提昇學

生的學習成效。筆者之所以

選擇博幼基金會沙鹿中心，

除了服務對象是弱勢外，另

外，方便與安全性也是在選

擇合作機構重要的考量。 

3. 師資生的收穫與心得 

師資生參與專業服務學習之後，

筆者亦要求所有學生撰寫個人心得，

同時，也配合學校服務學習發展中

心，請參與的同學不記名填答問卷。

不論從學生質化或量化的回饋意見，

均可發現學生相當肯定專業服務學習

活動。 

(三) 靜宜師資生的傳統～志願服務至

少 50 小時 

前面兩項在師資培育課程中推行

的活動，都是採「自願參加」，不過，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另有一項屬於「要

求」的作業～志工服務。 

依據「靜宜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

程辦法」，所有的師資生在修習教育學

程期間，均至少要從事志願服務 50 小

時，且其中至少有一半必須在教育機

構，主要是希望師資生能在職前能有

較多的教學現場經驗。 

為了強化服務品質，師資生在前

往服務前，要先擬「志願服務計畫

書」，在服務之後，必須撰寫「志工服

務心得」並交由師培導師批改。由於

本項活動屬「強制」性質，師資生雖

能完成，但師資生的心得報告差異很

大，有些內容豐富、圖文並茂，有些

學生的報告內容則相對較為薄弱。 

或許「強制」服務有違「志願服

務」的本意，但是，透過強制，才能

讓所有師資生去參與服務學習，並從

參與中，認識服務學習，甚至體會服

務的價值。 

五、省思與建議 

服務學習對於大學生的學習來

說，有許多正向的功能。不只一般大

學生需要認識或參與服務學習，未來

要擔任教師的師資生更需要認識或參

與。筆者任教於師資培育機構，已連

續多年實際參與「史懷哲教育服務計

畫」，同時，也在任教的課程中推動「專

業服務學習」，另外，也因為擔任師資

生之導師，每學期批閱師資生擔任志

工的紀錄與心得，對於師資培育課中

融入服務學習有一定的實作經驗。在

行動後，筆者擬提出幾項建議，供未

來師資培育機構推動服務學習參考。 

(一) 充分準備，重視服務品質 

服務學習是一項互惠的活動，師

資培育中心推動服務學習除了考量師

資生的學習外，更應優先考慮到受服

務對象或機構的福祉，是否有因我們

的服務而受惠。另外，在行前，務必

要做好充分準備，以期提供較佳的服

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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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強省思，深化學習 

服務學習有別於課堂內的理論知

識，它強調實作與實踐，如何在服務

中或服務後獲得良好的學習，是推動

者必須去留意的。為此，參與推動的

老師必須安排活動引導學生省思，以

深化其學習內涵。 

(三) 提供足夠的資源 

志願服務本質是無薪的活動，相

信參與服務的學生均不是為薪資而來

的。無論是教育部或是學校應支持這

類的活動，除了保險費外，建議能提

供更合宜的設備或經費支援，讓行前

準備或活動後的檢討，也能有活動費

的支援。 

(四) 架設平台，協助志工與服務對象

媒合，同時記錄各項服務活動 

師資生有意擔任志工，而師資培

育機構附近的中小學也期待有志工的

投入，如何協助雙方的媒合，這是教

育部或是師資培育機構可以進一步去

規劃的。由於各師資培育機構都可能

有此需求，建議由教育部來規劃與建

置，以行動支持師資生進行服務學習。 

整體來說，全國各師資培育機構

已很普遍地在推展服務學習。筆者認

為在廣泛的推動後，接下來，要更加

重視服務學習的質。期待透過足夠的

資源與平台（後勤支援），行前充分的

準備與活動後的省思，來提昇服務與

學習，進而達成服務學習的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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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courseap.itc.ntnu.edu.tw/acadmOpenCourse/index.jsp  

2   教育部「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方案」—科學動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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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參與社會行動之反思： 
以外語相關科系學生參與自發性志願服務 

與服務學習方案為例 
蔡昕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大學生社會參與」，近年來被普

遍視為，是將所學應用於生活當中，

與現實世界產生聯結互動，並藉以提

升公民素養的方法之一；是故許多學

校皆會透過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或

潛在課程形式，鼓勵學生多參與相關

活動，甚至將之視為「畢業門檻」。其

中，服務學習或志願服務，亦是近年

運用最為廣泛的方式之一；更有部分

學校在過程中體認到：以往的單一課

程或單一學系的專業，在某些情境似

乎無法滿足被服務者的需求，甚至與

現實社會有所脫節，因此亦開始嘗試

推動科際整合，藉由跨系所的資源及

方案，試圖達到社會參與的最佳效

益。從此觀點，可見大學生社會參與，

對於學校的「教」與「學」皆有所刺

激或衝擊。 

某校外語系應此潮流，近年來透

過許多由校方安排或學生自發參與的

志工服務，帶動「外語志工團」的學

習風氣，由本系服務延伸至跨系服

務，再延伸至校外的社會服務。2013
年及 2014 年時，該系並將年度論壇研

討會定位為「超越框架、領域的應用

外語教與學」以及「重新思考全球化

趨勢之大專英語教學」之主軸，多位

與會者分別就外語系學生社會參與的

經驗發表教學或研究心得，內容涵蓋

理論面及實務面。 

例如 Pendery (2014) 針對四所學

校的外語系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發現

學生的「幸福感」低於其他國家的平

均數，特別是在「社會參與」與「社

會支持」。其論述認為臺灣的大學中，

公民素養的相關課程及活動相對不

足，因此建議透過有效的服務學習或

志願服務方案提升學生的社會參與，

並透過公民素養相關課程，增加學生

的幸福感。 

然而，在新的教育模式與理念運

作下，學生是否真的了解自己為何要

參與志願服務或服務學習方案？透過

參與社會行動，是否真能讓自己獲得

幸福感？又，參與社會行動，若與課

室學習時段衝突，學生該如何抉擇？

此外，學校相關教職員，在遇到學生

理念與學校行政有所衝突時，是否能

做好因應及配套措施？甚至，在面對

如此的潮流，學生、家長、教師及相

關行政人員，是否皆已做好概念上的

釐清，或是仍為一知半解？這些議題

皆有賴我們持續評估及檢討。 

筆者關注臺灣的服務學習與志願

服務狀況已有時日，亦躬逢其盛接受

相關專業訓練並實際投入參與，近兩

年亦分別就「應用外語相關科系開設

融入型服務學習課程之反思歷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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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以及「外語系學生參與臺灣國際

志工之語言、文化習得經驗」提出個

人研究及觀察之見解。本文的基礎概

念奠基於此兩篇研究結果重新整理並

加以反思，以期再出發。 

二、相關概念與理論澄清 

Sigmon (1996) 所提出的「服務與

學習的類型模式」，清楚將「服務」與

「學習」的關係分為四類，包含：「以

學習目標為主、服務成果不重要」的

「實習課程」（service-LEARNING）、

「以服務成果為主，學習目標不重要」

的「志願服務」（SERVICE-learning）、
「服務與學習彼此目標沒有關聯」的

「勞動服務」（service learning） ，以

及「服務與學習目標同等重要，對所

有服務與被服務的人都能加強其完成

目 標 」 的 「 服 務 學 習 」

（SERVICE-LEARNING）四種。上述

定義，不論是實習課程、志願服務抑

或服務學習，其基本理念皆是強調以

「學生」為主體，教師並非教學的中

心，因此在整個過程中，著重於學生

在親身「體驗」之後產生的後續效應，

就其教育理論而言，主要來自 Kolb 
(1984) 提出之「經驗學習理論」（Kolb’s 
Experience Learning Theory）。 

但值得注意的是，Kolb 的相關論

述中，其經驗學習又分為「具體經驗」 
（Concrete Experience）、「觀察反思」

（Reflection Observation）、「形成概念」

（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與「主動

實作」（Active Experimentation） 四個

階段，而這四個階段彼此交互作用，

又可將學習風格分為「分散型」（從思

考、討論、價值判斷中學習）、「調適

型」（從實際經驗以及觀察中學習）、

「聚合型」（從謹慎嘗試並用於實境情

境中學習）以及「同化型」（以敘述、

概念化的方式學習）四種。因此，每

一位參與的學生，皆有其獨特的學習

風格，亦即並非每位同學透過參與相

關活動，皆可從中獲得學習成效。故

真正的服務學習，必須在活動中透過

適當的引導，並提供機會讓學生自我

探索與澄清，讓學生發現自己獨特的

學習風格與潛能，並能嘗試獨立思

考，發現自我生命意義以及助人利己

的價值。 

除了 Kolb 的經驗教育理論以外，

Chickering 於 1993 年所提出的「大學

生心理社會發展理論」中修訂的七個

心理社會發展向度概念（Chickering’s 
Seven Vectors of Identity Development）
（Chickering & Reisser, 1993），（包含

「 發 展 能 力 」 （ Developing 
Competence）、「管理情緒」（Managing 
Emotions ）、「 從 自 主 走 向 互 賴 」

（Moving through Autonomy toward 
Interdependence）、「發展成熟的人際關

係」（Developing Matur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 建立 自 我 認 同 」

（Establishing Identity）、「發展目標」

（Developing Purpose）以及「發展整

合」（Developing Integrity）），亦常被運

用在相關研究中，藉以探討參與相關

發案，對於學生各向度能力之發展。 

另外，Chickering (1993) 也認為影

響學生發展的七個關鍵因素中，其中

一項即是強調在教學的過程中，必須

涉及主動學習、師生互動、適時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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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期望以及尊重學生的個別學習差

異五點，而藉由學生主動思考以及觀

念整合的方式，將會影響到學生的認

知發展，也能夠激勵學生互賴互信、

合作的能力，並增加人際敏感度。 

傳統的思維，多認為「學生的本

份就是應該待（呆）在學校好好讀

書」，但是，依據上述大學生發展理

論，可以發現學生應具備的能力不僅

只是獲得書本上的知識，尚包括情

緒、人際關係、社會互動、以及生涯

目標等等的「全人發展」；要達成這個

目標，除了正式課程外，尚可利用非

正式課程、潛在課程以及走進社會場

域的經驗學習，將所學轉化為「帶得

走的技能」。 

三、外語系學生參與志願服務的

反思－以島內國際志工為例 

近年來雖然由於《志願服務法》、

《大專院校服務學習方案》以及《青

年國際志工服務隊補助要點》陸續公

佈，且愈來愈多研究證明參與國際志

工能夠使學生獲得跨文化的洗禮並促

進各方面的成長，使得類似的國際志

工團體一時之間蔚為風尚。然而國際

志工最另人詬病之處，便在於通常需

要一定的經濟程度，才有辦法參與，

因此有許多人批評那是專屬於有錢人

的玩意兒。 

「島內國際志工」1顧名思議，是

以在臺灣進行國際志願服務為特色。

其緣由，乃因臺灣自 2009 年以降，舉

辦國際型的大型活動、會展及賽事日

趨頻繁，因此提供了許多學生於臺灣

從事國際志工的機會，其中尤以透過

TOEIC 英語檢定認證，依照不同服務

內容選出最能符合幫助的活動志工，

並參與培訓、服勤管理諮詢的「TOEIC
國際志工」最為人所知。雖然篩選條

件嚴格，需要經過層層面試以及訓練

才有機會成為正式志工，但每當志工

招募時，仍有許多學生報名參與；筆

者認識許多學生當獲知自己確定上榜

時，甚至超越考取學校金榜題名的興

奮程度。 

該官方網頁強調：（一）參與的學

生除可獲得中英文服務績效證明；

（二）申請學校及獎學金時亦有加分

效果，增加錄取機會；（三）由服務中

獲得認同、建立自信心、紓解繁重課

業壓力；（四）參與服務，與各組志工

們進行溝通協調及配合，從中增強人

際間合作及共事的能力；及（五）於

服務過程中增廣見聞，能進一步關注

更多國際性之事務，擴大自己的國際

觀（上述參閱 TOEIC 國際志工網站

http://www.toeic.com.tw/volunteer/volu
nteer_join.html）。但是，以教育的理念

來看，其中前兩項，實應歸類為衍伸

出的「經濟效益」；特別是第二項，在

強調升學與就業競爭的現實環境中，

反而容易被考生視為「最佳利器」；平

心而論，後三項才能夠視為真正的「學

習效益」。 

然而，根據蔡昕璋（2014）的質

性研究卻發現，雖然學生普遍認為透

過這種「課室外」的經驗活動學習法，

能夠脫離自己的舒適圈，讓自己學習

到預期外的知識技能，但類似的國際

志工服務在志願服務的「知情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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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相對不足，恐讓參與人員誤解參

與志願服務的真諦；另由於活動規劃

皆依據其外語能力採嚴格的任務編

組，因此英語程度一般的同學幾乎從

事與外語毫無相關的工作，這種安排

下便無法達到原先參與國際志工的預

期成效。諸如此類的管理層面嚴格條

件限制，雖是維繫整體活動的順暢，

且人盡其才地安排每位志工到最適合

的位置，但與學生的「學習預期效益」

實有落差，可能會影響學生後續參與

的意願。 

另一個衍伸的議題是，由於參與

類似的志願服務，除了增加學生的榮

譽感之外，就「升學考量」的效益而

言，亦能讓學生增加競爭力，是以，

每當有志工服務機會時，學生皆趨之

若鸄。但是，類似的活動大多於學期

當中進行，學生究竟要選擇課室內學

習或是課外學習，必須作出抉擇。筆

者亦有耳聞，部分學生因為請假的理

由未獲校方認同，時與教職員發生衝

突。 

例如，學生易誤認為：參與類似

的活動，因在報名表中有列入就讀學

校，因此參與志願服務活動這種奉獻

社會的熱情，乃是「為校爭光」，故學

校應該核予「公假」；但學校大多認為

公假的定義乃是「奉政府機關或學校

遴選參加比賽或活動」，學生自發性的

參與志願服務活動乃學生的私人行

為，理論上當屬「事假」，假別的認定

過程若遇爭議，必須報告上簽准後，

方能完成請假程序。但，這部分屬於

大學自治，各校之規定、解讀與認定

不見得會一模一樣，來自不同學校的

志工同學難免相互比較彼此差異，這

也間接造成學生事務人員的挑戰。 

對於部分學校而言，「公假」與「事

假」的差別，除了影響到「操行成績」

外，亦可能牽涉到學生缺課過多時是

否扣考；一旦扣考，又可能牽涉到二

分之一或三分之二不及格被退學的問

題；若是在畢業學年度的第二學期，

遇到類似的爭議將更為棘手，學校是

否該「從寬認定」，抑或堅持「依往例

辦理」，也考驗相關人員的智慧。另

外，若是志工服務時間剛好遇到期中

考或期末考，有部分學校的考試請假

規定更加嚴格，除非遇到公假、重大

意外傷病之病假、直系親屬之喪假或

不可抗力之重大事故，否則不得補

考。由於部分學生未能釐清相關規

則，爭取相關權益的過程中，如遇到

不熟稔相關規定之承辦人，勢將產生

誤會甚至衝突。 

依據《志願服務法》第三條第一

點之定義：「志願服務乃民眾出於『自

由意志』，非基於個人義務及法律責

任，秉誠心以知識、體能、勞力、經

驗、技術、時間等貢獻社會，『不以獲

取報酬為目的』，以提高公共事務效能

及增進社會公益所為之各項輔助性服

務」。根據上述定義，可知在理念上，

選擇擔任相關活動志工，若帶有「升

學目的考量」的意圖，實已偏離「志

願服務」之初心；但不可否認，任何

活動總是需要「誘因」，才能促發更多

學生投入，因此《志願服務法》第十

七條又規定：「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對於

參與服務成績良好之志工，因升學、

進修、就業或其他原因需志願服務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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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證明者，得發給服務績效證明書」。

然而，「志工是一種『業餘活動』所從

事的一種活動過程，志工需量力而為」

（吳美慧、吳春勇、吳信賢，1995；
曾華源、曾騰光，2003），因此，理論

上擔任志工必須是在「課餘時間」，並

非於課堂時間；真得利用課堂時間參

與，亦需配合校方請假相關規定。另

外，不論最後核予「公假」或「事假」，

基於教師教學自主的理念，授課教師

認不認同學生缺課、缺考而去參與志

工服務，又是另外一回事。 

筆者雖然鼓勵志願服務，亦支持

「大學生不應只是乖乖讀書」之理

念；但當志願服務時段與原課程或考

試有所衝突時，參與者必須妥善評估

衡量得失，並非將責任歸究於校方或

任課老師，認為教育單位不知變通、

食古不化。筆者認為此等觀念，應是

在志願服務的知情意行中，必須優先

讓學生理解的概念，特別是，若在學

期中進行的志願服務，即便誘因再吸

引人，但參與者仍舊會面臨如何抉擇

的機會成本存在。 

四、外語系學生參與服務學習課

程之反思—以融入型服務學

習課程為例 

自從教育部於 96 年函頒《大專校

院服務學習方案》後，各校紛紛推出

大專院校服務學習方案計畫，其目的

主要希望透過服務學習，促進學生的

社會公民責任、服務技能、個人發展、

真實生活情境的學習能力、反思學習

能力與批判思考能力。而根據國內學

者黃玉（2001）的定義，認為服務學

習課程最基本的觀點即是「社會正

義」。楊昌裕（2011）認為，這種社會

正義透過學生投入社區服務，能夠促

使社區增能以及創造更公平的社會制

度結構，其最終的目的是要為社會帶

來改變（楊昌裕，2011）。但楊氏亦強

調，由於服務學習的過程中會對同學

產生衝擊，因此必須格外關注倫理議

題，以及定向輔導。 

許多學校開設服務學習課程，時

常將之區分為三個階段。有些學校是

以「服務學習一」、「服務學習二」、「服

務學習三」區分，有些則是以性質區

分為「勞作型」、「基本型」、「融入性」

服務學習課程。在這些服務學習課程

中，最重要的便是「反思」（Reflection）
階段，因為反思是覺察自己的經驗，

並且賦予經驗意義，且學習、發展新

的了解和評價，以及重新再實作的方

法（劉若蘭、楊昌裕，2011）。有許多

學校，其服務學習反思模式，是以全

校統一標準的題目與格式進行，或許

是為了方便存檔、方便紀錄，但這樣

的反思，往往流於形式上的紙本作

業，未必能讓學生從社會參與的服務

過程中體會服務的真諦，導致效果事

倍功半，並對相關的課程有所怨懟。 

若以專業系所開設之服務學習課

程，一般而言，是將其融入在某一門

專業課程中，讓學生能夠運用該門課

程所學之專業，參與社會服務。然而，

既為「專業系所開課之專業科目」，在

學生的反思的過程中，便不宜、亦不

應適用全校一體的反思標準，而是應

有屬於該學術單位，甚至是因應該課

程操作方式的服務學習反思模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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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效幫助學生成長學習。 

「反思」是一門專業的學問，其

中非常重視教師的引導能力，然而，

引導在實務應用的過程，很容易產生

簡化為單純問答或仍舊為單向傳述的

方式，以致引導學生產生實踐行為的

效果大打折扣（蔡居澤，2013）。筆者

曾參與劉若蘭（2012）主持之行政院

青年輔導委員會委託「服務學習資訊

及網絡蒐集彙整計畫」，便發現國內許

多學校團體及相關社會福利機構，雖

標榜「服務學習」活動，但在「反思」

部分，大多僅是文字草草帶過，有些

甚至隻字未提，實忽略了服務學習的

真實意義。而蔡昕璋（2013）的研究

亦發現類似狀況，部分課程的書面反

思歷程，僅依靠三至四大題的期末文

書填表作業；雖有部分教師自行設計

課程反思單提供同學於期初、期中、

期末三個階段作答，但反思的題目皆

一模一樣。學習是一套動態的歷程，

經驗和知識皆會隨著時間流動，三個

不同階段皆沿用同一套固定的問題模

式，將使學生反思的成效大為降低。 

服務學習課程，將課室內的學習

活動延伸至社會場域，因此相較於傳

統的課程，應該相對靈活；而在參與

的過程如同本文前述，每一位參與者

會因為學習風格以及接觸情境不同，

所得到的經驗皆不一樣，相關教師應

該更專業、更謹慎地處理學生的經

驗，而且更需透過多元的互動過程，

才能達到課程目的。然而現今，因為

任課的教師專業訓練良莠不齊，甚至

亦有部分教師並未具備任何基礎，是

在帶領服務學習課程時「從做中學」

或應付了事，因此在遇到學生「價值

探索與澄清」階段時並無法有效引

導，亦缺乏一定程度的敏感度，發現

學生細膩的內心衝突線索，這些不僅

違背了「服務與學習同等重要且彼此

互相關聯」的課程宗旨，亦可能阻礙

學生的學習發展。嚴格來說，從服務

學習專業倫理的角度剖析，其實教師

以及學校亦需負擔部分的道義責任。 

五、結論—反思後的再行動 

透過志願服務或服務學習相關方

案，能夠將課室內的傳統教學延伸至

校外環境，亦是大學生學習參與社會

議題、與社會互動的最佳途徑，例如

李俊湖（2009）便認為，提升公民素

養必須依靠實際的行動參與，刺激自

己對公眾事務的熱忱以及能；然而在

觀念認知部分，專業理念部分以及實

際作為部分，除了學生之外，教師及

學校本身亦應提升相關專業素養，方

能對於學生學習及社會正義有所幫

助。就教育的理念以及學生的發展而

言，「社會參與」亦是學習的一部分，

因此過程中學生、學校教職員以及社

會，皆需要碰撞激盪，從經驗中互相

學習，方能產生成長。 

本文依據前述志願服務以及服務

學習之所見，認為最主要的關鍵，乃

在於學生以及相關教職員對於志願服

務及服務學習的知情意行素養相對不

足。即便主辦之學校及業界單位皆宣

稱，進行相關活動或課程前皆有針對

教師或學生進行相關培訓，但根據研

究，卻發現時常流於形式，無法有效

達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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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求學階段，筆者認為不論是服

務學習或是志願服務，其主要目的皆

在培養學生關心社區、關心社會的公

民參與素養，進而引發其對社會以及

世界的責任感，但是，若學生過度地

將服務學習以及志願服務活動，視為

升學或是就業的跳板，並視為是一種

「競爭的手段」，雖然我們仍可將其視

為讓學生參與社會關懷的誘因，卻亦

喪失服務學習以及志願服務的基本內

涵。試想：不論是志願服務或服務學

習，理念上我們皆是以「追求或發掘

社會正義而行動」；若其本身的參與動

機即帶有過多的利益考量及競爭算

計，從亞里斯多德《尼各馬科倫理學》

提出的德行論角度而言，實已喪失了

理念的內涵。 

故本文認為應還原服務學習及志

願服務的真貌，具體建議為：「確實落

實服務學習及志願服務方案『準備期』

中，知情意行的內涵澄清」。不論是在

進行任何的行動之前，皆必須有「準

備期」，而準備期要做的工作，除了透

過各種方式了解被服務對象的需求

外，亦要為自己參與的角色定位，其

中的內涵，包括「為何參與」、「有何

期望」、「能做什麼」。筆者認為：在實

際的作為中，每個志願服務及服務學

習方案開始前，首先必須協助參與學

生釐清自己的定位，澄清自己的角

色，並對服務的知情意行內涵有深入

的了解；在接續的服務過程中，方能

夠與社會建立關係、產生服務的熱情

與信念，進而透過反思，促發持續關

懷社會、發現社會問題、參與社會公

共事務的意願與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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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際志工」一般而言係指「海外服務」，而按照志工服務的形態區分，本文

所舉案例，嚴格來說仍屬「國內志工」，僅是服務的對象為「在臺灣的外國人」。

筆者認為在商業化的考量下，標榜「國際志工」較具吸引力，因此現行的類

似服務方案多自稱「國際志工」，但與真正以海外服務為主的「國際志工」又

有區別。雖有學者建議使用「國內國際志工」，但，在國內服務外國人士，若

稱其為「國際國內志工」又何嘗不可？ 

由於類似的服務方案噱頭即是「不用花大錢出國，在臺灣這座寶島內一樣可

以跟外國人接觸」，再加上近兩年陸續有學者提出「島內留學」、「島內壯遊」、

「島內行腳」等創新名詞，故為免前述「國內國際」或「國際國內」定位混

淆，且刻意凸顯這種特別的現象，斟酌再三，仍將名詞定為「島內國際志工」，

並非矮化臺灣或針對特定的政治傾向。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1），頁 56-59 大學生的社會參與 主題評論 

第 56 頁 

大學生專業成長與人文關懷的社會參與： 

以高雄市傳愛背包為例 
陳惠珍 

國立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所)副教授 
 

一、前言 

社會參與經驗除可讓大學生覺知

其責任與態度，其經驗歷程更有助於

正向價值與人文關懷的養成（Toledano 
& Lapinid, 2010）。而就大學生的社會

參與意願而言，可分為主動參與以及

被動配合二種：主動參與為自發性之

行為；被動配合則是藉由外在的規範

而行動，以服務學習最為常見。服務

學習提供大學生透過服務體會公民參

與，同時在學習的過程中，不斷地面

對挑戰、尋思解決、反思突破，以達

個人成長之正面意義（Meyers, 2009; 
Schweinle, Turner, & Meyer, 2009）。 

高雄市玩具夢想館於民國 100 年

創館，夢想館成立宗旨是以都會兒童

廢棄、閒置的二手玩具為主，回收後

由夢想館志工進行清潔、整理、消毒、

修繕等事務，以達資源共享之理念、

關懷偏遠弱勢兒童之目標。創館後至

101 年期間由教育局辦理活動將玩具

送偏鄉，但囿於人力與經費考量，103
年則以邀集大專志工為主，推出「傳

愛背包」活動計畫，除可擴展偏鄉服

務範疇，亦可成就大學生志工服務學

習之需求。本文以 103 年參與傳愛背

包活動之 19 位師培生經驗為主，先述

說大學生參與傳愛背包活動之模式，

繼而探究其成效，以作為「傳愛背包」

活動後續推廣之參考。 

二、大學生參與傳愛背包活動之

模式 

傳愛背包之外型為大型背包，內

含數概念玩具、語文玩具、科學玩具、

操作型益智玩具、桌上型規則性玩

具、組合式玩具、趣味競賽玩具等自

由搭配之二十組玩具及使用手冊（含

相關教案設計），由高雄市二手玩具物

流中心（鳳山區中崙國小）提供，免

費借給大學生志工使用，用畢後背包

須送（寄）回中崙國小玩具物流中心。 

大學生入偏鄉服務之時間為週

末，考量傳愛背包之重量（約 20 公斤）

與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之不便，故以二

人為一組。在正式攜帶背包進入偏鄉

服務前，由教育局召開二次志工青年

說明會暨課程研討：第一次為活動宗

旨與理念說明，同時讓大學生探索玩

具的玩法，並思考以二手玩具設計獨

特的新玩法，以賦予二手玩具新的意

義及生命。第二次則以完成活動計畫

書為主，並選定服務之地區與對象。

有別於教學類型服務學習通常由大學

主導被服務學校之規劃（Baker & 
Murray, 2011; Colby, Bercaw, Clark, & 
Galiardi, 2009），傳愛背包服務者與被

服務者之媒合，乃先由教育局發文至

偏鄉、弱勢地區學校以公告此活動訊

息，然後有需求之學校回傳報名表至

二手玩具物流中心，由中崙國小彙整

後進行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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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學生參與傳愛背包活動的整

體歷程中，教育局所指派之承辦者為

具熱忱之教育人員，除了包辦二次研

習並審視大學生活動計畫書，亦負責

媒合之事務，扮演極為關鍵之協助與

支持角色，符合Nandan 與Scott（2011）
所言，大學生服務學習之培訓、定期

聚會、協調等，須注重帶領者之溝通

與輔導能力，應慎選之。 

三、大學生參與傳愛背包活動之

成效評估 

由於回饋與反思為評量大學生服

務學習成效之重要準則（Molee, Henry, 
Sessa, & McKinney-Prupis, 2010），故大

學生參與傳愛背包活動之成效評估以

19 名參與者之期中、期末回饋省思為

資料作系統性分析。在 19 位師培生

中，僅 4 位（S2、S10、S14、S17）在

參與之初持負面觀感與情緒，其餘 15
位均以正向、樂觀態度接受挑戰，並

伴隨有激勵之體驗，例如：S4 感受到：

「帶給幸福的同時，同時也獲得了

心安，那是一種不計犧牲、不求回

報的付出，期許自己未來能成為一

個帶給他人力量的人。」，S15 則認

為：「服務是一種不計付出與獲得

之間的平衡，是一種出於真誠的盡

心盡力。」，S6 雖有挫折，但仍堅持：

「有了服務學習課程可以讓我們

學到更多，是書本上學不到的，我

覺得很高興有這次服務學習，雖然

過程中沒有很順利，但是完成後的

心情是很愉悅的！」，而 S9 則領悟

可自他人處學習：「其實『服務』不

是只有『服務』，在服務的過程中，

不論是從同儕身上，或從小朋友身

上，都可以學習到很多。」上述回

饋符合 Jones 和 Abes（2004）所指，

透過服務參與，促使大學生省思人際

關係，可進而影響己身之價值觀與態

度。而與他人之關係（relations with 
others）亦是 Taylor 和 Pancer（2007）
用來評量大學生社會參與之態度的三

大構面之一。 

然而，這 15 位中參與者中有近半

數（7 位，S1、S5、S7、S12、S15、
S16、S19）表示交通與大型背包的不

便利是最大的困擾，誠如 S15 所感嘆：

「最大的困難在於出隊的地點，交

通不便加上玩具的負擔，實在是不

小的挑戰」，S19 也抱怨：「我覺得最

大的痛苦莫過於背著超過 20公斤
的玩具」，S16 則直言：「帶著這麼大

的包到處跑的時候，這個包真的非

常重，我一個人是無法背得動的，

帶著這個大包交通也非常不方

便。最難忘的就是我跟我的搭擋帶

著這麼厚重的包趕火車，在火車上

要照顧這個包也一直很困擾。」顯

然地，交通與背包運送問題恐嚴重影

響大學生之參與意願，亦呼應 Manolis
與 Burns（2011）的研究：舒適性、經

費、距離等考量是大學生偏鄉服務參

與之重要因素。 

在剖析參與之初極無奈、負面情

緒的 4 位大學生感受後，驚奇地發現，

初始的焦慮、不愉快之感隨著服務參

與後，轉化為正向的力量，其中以 S2
最明顯：「每次要服務學習都讓我感

到矛盾，在服務學習前，聽到『服

務學習』這四個字就心生厭倦，不

是討厭去替人家服務，而是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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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總會出現你根本不可能會預

想到的困難，你必須獨自一人想出

解決方法，而在服務學習之後，身

心如同好幾天不睡覺般那種疲累

不堪，所以某種程度上很討厭服務

學習，但服務學習後，服務時感到

開心美好或沮喪挫折的回憶，之後

在日常生活中會不時從記憶中回

想，而那些回憶甚至會帶給自己信

心，例如：我有時在學校遇到些不

如意的事，對自己失去了信心，對

未來失去了目標，回到家想一個人

靜靜，打開電腦，任意瀏覽，突然

看到之前服務學習的照片，想著：

『之前自已獨自面對了許多困難

而且都順利完成了，現在的我怎麼

可以被現實打敗呢？』於是心裡就

振作起來，所以某種程度上服務學

習是我值得收藏且鼓勵自己前進

的動力。」而 S14 甚至流露再參與之

意願：「一開始對服學很排斥，覺

得很麻煩，但是真的去實踐之後，

才發現好想再去一次。」正如 Eyler
和 Giles（1999）所指，服務學習可成

為 大 學 生 成 長 和 改 變 的 觸 媒 劑

（catalyst），經由參與激發批判性思考

而獲得成長。 

四、結語 

高雄市傳愛背包活動結合服務學

習有效促使大學生透過被動的服務，

從中體驗其美好及收穫後，進而轉化

為主動的社會參與。而經由至偏鄉實

際服務的體會，不僅提升師培生之專

業成長與人文關懷，更有助於其自我

效能、尊重他人、責任心之建立，後

續倘若能將交通與背包行囊之問題解

決，則將更具成效，值得擴大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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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大學生社會參與之形式非常多

元，林萬億（2010）指出，社會參與

乃是扮演社會角色、從事社會活動、

以及與他人互動，諸如參加體育休閒

或政治活動、以及參與志工或社區服

務等。因而社會參與可以面對大量而

實際之問題，不僅能夠幫助大學生模

擬思考如何應付現實情境、解決問

題，亦將是養成未來公民基本能力之

必經歷程（Allen & McEwin, 1983）。

然而，臺灣的大學生參與社會或公民

運動之過往軌跡並不明顯，而且每個

活動之背景及訴求各有不同，但本質

上都是植基於青年人對時政與鄉土社

會之關懷，其中又以 1970 年代的保衛

釣魚台運動、1990 年代的野百合學運

以及 2014 年的太陽花行動，較具規模

並產生較為深遠之影響（趙怡，

2014）。 

褚瑞婷（2014）指出，2013 年是

近年來公民社會運動最盛行的一年，

從大埔農地徵收與強拆張藥房事件，

到「公民 1985 行動聯盟」號召的白衫

軍運動，不只集結令人震撼的 25 萬人

到凱達格蘭大道，更讓公民參與社會

議題蓬勃發展，同時導致台灣民主政

治運作方式的質變，促使不被政黨或

利益團體收買的公民力量儼然成型。

畢竟環境氛圍會顯著地影響社會參與

之意願及行動（Bartolini & Bilancini, 

2011），所以當現今政治議題失焦、社

會發展失衡、經濟成長失能、文化扎

根失據等糾結難解問題逐漸顯現時，

更能促進大學生願意針對關心之議題

而挺身參與及表達訴求。Engle & 

Ochoa（1988）則指出，社會參與可以

協助學生發展更佳之個人、社會與政

治的行動效能，並是敦促公民發展之

有效應用策略。另外，參與社會活動

有利於發展技能與增加經驗，特別是

非認知技能之社會參與能力，已獲研

究證實是未來職場良好表現的預測指

標之一（Borghans, Weel, & Weinberg, 

2008）。因此，大學教育應鼓勵大學生

主動瞭解社會趨勢、積極關心社會事

務、自發參與社會活動，期能與社會

脈動產生共鳴，充實學習內涵、提升

多元知能，養成現代公民之核心能

力，並追求自我理念實現之滿足感、

人際互動合作之參與感、社會價值型

塑之使命感。 

事實上，學生整體學習成效乃植

基於家庭教育、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

之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張春興

（1987：58）曾言教育問題之「病因

植根於家庭、病相顯現於學校、病情

惡化於社會」，所以社會是教育的最後

體現、矯正的最後防線。對許多大學

生而言，在升學讀書過程中，家庭與

學校教育之影響，大致已形塑多年，

獨缺社會教育之反思與實踐，以建構

回溯檢視學習成效之能力，強化審視

自我整體學習之價值適切性、知能有

效性與思辨合宜性。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亦曾提及「文理學院的教育

價值不是學習許多事實，而是思考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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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從教科書中學習到的心靈訓練（The 

value of an education in a liberal arts 

college is not the learning of many facts 

but the training of the mind to think 

something that cannot be learned from 

textbooks.）」（Frank, 2002: 185）。所以

就學生而言，大學教育之功能在於教

師教學、研究與服務之整合引導，其

中，教學乃是教導學生如何憑藉正確

價值觀以解析疑義；研究當是指導學

生如何運用有效方法論以解決問題；

服務則是輔導學生如何採取務實行動

力以解答困惑。誠如韓愈《師說》：「師

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其

中，傳道乃為先，因而大學教師應深

思，如何確實秉持正確價值觀點，並

用心教導學生意識覺醒及培育主動投

入之能力，不僅是建構學生清楚瞭解

並深切關懷社會公義之思維，更是培

養關鍵時刻願意投入改變社會秩序之

勇氣，亦即在學習與教學歷程中，鼓

勵學生勇於發掘社會問題，並能夠成

為改革參與者與希望代言人（蕭昭

君、陳巨擘譯，2003）。 

爰此，面對專業混淆、慣性束縛、

階級落差、道德沉淪、剎那熱情之現

代社會氛圍，大學生不能再停留於封

閉的象牙塔內，而應以知識服務人

群、行動關懷社會，並縝密思考及積

極養成社會參與之專業力（professional 

ability）、執行力（execution）、關注力

（ attention ）、 思 辨 力 （ critical 

thinking）、續航力（ endurance）等

PEACE 五項關鍵能力，亦即植基專業

力參與社會、落實執行力建構理想、

善用關注力切入問題、結合思辨力拿

捏分際、追求續航力擴大影響，因為

五力之綜效可直接影響社會參與之深

入性、行動力及延展度。 

二、社會參與之 PEACE 五力分

析 

(一) 植基專業力參與社會 

大學生社會參與之首要能力即是

專業力（professional ability），而大前

研一針對專業提出完整定義，他認為

專業乃是控制情感以理性行動，並擁

有更高超之專業知識、技能與道德

觀；秉持顧客第一之信念；永不匱乏

之好奇心與向上心，再加上嚴格紀律

（呂美女譯，2006）。所以大學生社會

參與不僅宜由自我之學術專業出發，

更應植基於大前研一所指陳之專業脈

絡，因為真正的專業乃是挑戰別人想

不到的事物、看不見的空間、嗅不著

的機會，能在毫無頭緒中找出路、可

在未知空間中定方向，猶如混沌叢林

中的先驅者、荒野迷途中的引導者。

因此，對於別人無法即刻感知之事物

與空間，具備專業力之社會參與者須

具有洞燭機先之預見力、全盤審視之

構思力、直言不諱之議論力、以及整

合價值之矛盾適應力，宛若四輪傳動

越野車之四個輪胎，缺一則不全。綜

言之，在專業錯置與價值混沌之當代

社會環境中，大學生之社會參與不僅

應培養優秀之專業知能與倫理道德，

嚴謹要求自我秉持正確價值觀與行為

準則，更應結合敏銳觀察環境變動徵

兆、構思未來可能產生趨勢、適時倡

導撥亂反正論述、以及追求弭平社會

價值落差之各種作為，讓社會參與更

顯價值性與專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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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落實執行力建構理想 

大學生社會參與之次重要能力為

執行力（execution），乃是知行合一、

劍及履及之能力。易言之，執行力是

落實社會參與思維、服務理念、方案

計劃之貫徹程度與實作能力，因為知

與行是迥然不同之兩件事，惟有想法

轉變成為做法，理想才可能成真，所

以具體執行之效果將直接影響社會參

與目標能否順利實現。包熙迪、夏藍

（Larry Bossidy、Ram Charan）即認

為，執行力是分出優勝劣敗之關鍵，

並指出推動關鍵行為、建立變革文

化、落實知人善任是達成執行力之三

大基石；而任用對的人才、採取對的

策略、完成對的營運，則是達成執行

力之三個步驟（李明譯，2003）。因此，

大學生在思考社會參與之執行力時，

不可忽略結合志同道合之夥伴、融入

初心願景之策略、掌握趨勢變局之應

對、以及自己全心聚焦之參與等關鍵

要點。綜言之，在肆意承諾與虛應故

事之當代社會環境中，大學生於落實

執行力以追求理想實踐之際，不僅應

了解環境與明訂目標、認清自我與提

升能力、實事求是與持續追蹤，更應

結合有崇高理想之變革者、有構思視

野之規劃者、有執行能力之領導者、

有專業技能之經營者，共同追求社會

參與目標之實現，讓社會參與更顯變

革性與實踐性。 

(三) 善用關注力切入問題 

大學生社會參與之第三項重要能

力為關注力（attention），乃是藉由環

境敏感度與心智覺知性，以理性態

度、感性思維來關心社會之人、事與

物，並提供必要之有形協助或無形支

持，讓社會運作更為順暢及符合公

義。高希均（2003）指出台灣的根本

危機在於人民冷漠，並且進一步指

陳，面對選舉掛帥、政策空轉、發展

失衡、信心衰退、正義式微等問題，

上至政府無應，下看百姓無力，導致

整個台灣在財團金權、政客弄權、以

及選民棄權之交互作用下，逐步元氣

耗盡而漸漸虛弱化，所以解決台灣危

機之根本途徑即是引導人民克服冷

漠、提升社會多元參與。因此，大學

生應善用關注力，用心發現癥結盲點

以矯正社會問題，避免僅關心自身事

務之自私心態、僅注意切身利益之自

利觀點、僅想到明哲保身之自保念

頭、僅選擇視而不見之自欺想法，應

客觀地針對貧富差距、城鄉落差、發

展失衡、機會不均等現象提出針砭與

忠告。綜言之，在錦上添花與趨炎附

勢之當代社會環境中，大學生須善用

關注力切入中低階層弱勢、主流文化

漠視之社會無力現象，毅然決然挺身

以發掘問題、將心比心觀察以尋求對

策，致力於關懷弱勢族群、監督政府

施政、扭轉社會不公、宣揚正確理念

之社會活動，讓社會參與更顯關懷性

與翻轉性。 

(四) 結合思辨力拿捏分際 

大學生社會參與之第四項關鍵能

力為思辨力（critical thinking），乃是思

考辨識是非邏輯與正反脈絡，從而做

出周延抉擇之能力，亦即客觀理性分

析與決斷之能力，涵蓋觀察、解釋、

分析、評價與覺知等重要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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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ynolds（2011）認為落實思辨力應考

量實際證據、辨識技巧、合宜標準、

形成判斷、解析問題等幾個重要層

面。因此，大學生之社會參與不宜人

云亦云，須有自我主觀意志與是非判

斷，面對問題應先蒐集完整即時資

訊、形塑價值辨識基礎、建構合理判

斷標準、以利正確解析問題與做出適

切抉擇。事實上，世界先進國家早已

極重視學生思辨能力，例如，美國於

1994年由柯林頓（William Bill Clinton）

總統簽署「美國教育法案」〈Goals 2000: 

Educate America Act〉，正式將思考列

入全國性的教學目標，然而台灣長年

仍是以知識灌輸與死記為主的教育模

式，導致許多學生欠缺辨識性、創造

性之思考能力（陳雅玲、張毅君，

2005）。綜言之，在黑白模糊與是非混

淆之當代社會環境中，大學生須結合

思辨力拿捏行動和反應之分際，善用

邏輯推理方式、應用理性探索技巧、

審慎思慮遭遇難題，避免過激、過當、

過頭之非理性行為，讓社會參與更顯

正確性與視野性。 

(五) 追求續航力擴大影響 

大學生社會參與之壓軸能力為續

航力（endurance），乃是結合形而上之

理想性、形而內之偏執性、形而外之

制約性，願意不顧一切且堅持到底的

持續力，亦是遭遇挫折或阻礙，仍會

朝目標理想努力不懈的堅持力。瑞德

（Heidi Reeder）指出，堅持力＝甜頭

－苦頭＋貢獻－選擇，其中，甜頭即

是滿足喜悅的感覺、苦頭即是痛苦煎

熬的感受、貢獻即是投資效益的估

算、選擇即是替代選項的多寡（連育

德譯，2014）。易言之，堅持力高低乃

植基於達成目標之實質效益、相對付

出之各項成本、無法回收之沉沒成

本、另類抉擇之轉換成本的總和計

算。因此，大學生應仔細分析上述各

項變數，清楚知曉形塑自己社會參與

之堅持力的根本要素，盡可能增加正

變數之能量、削弱負變數之影響，並

從中提升目標承諾感與貢獻成就感以

激勵自我持續投入，進而有效提高堅

持到底之續航力。事實上，觀察大學

生社會參與情況，最擔心看到理想性

薄弱、五分鐘熱度、遇挫折退縮之現

象，因為碰到缺乏中心思維、不能堅

持到底、無法接受挑戰之大學生，熱

度消退即熱情不再，即便是萬人空巷

之行動方案，亦沒有深耕發芽之機

會。綜言之，在急功近利與講求速效

之當代社會環境中，大學生須追求續

航力以擴大影響，促使參與理念能永

續扎根、變革理想能持續深化，讓社

會參與更顯擴張性與延續性。 

三、結語 

前哈佛大學校長伯克（Derek Bok）

指出，大學生發展應追求多樣化，倘

若限縮大學教育僅止於知識發展範

疇，不僅窄化教育目的，更阻礙大學

生培養履行公民責任等關鍵能力之機

會，因大學生從大學帶走的知識、價

值觀或認知能力，較少取決於課程內

容，而是決定於教學品質，所以應落

實克服慣性學習、鼓勵主動思考、喚

醒好奇覺知、發展思辨習慣、協助評

估修正等五項精進教育方法（張善楠

譯，2008）。爰此，大學生社會參與亦

應連結多元學習、融入策劃思考、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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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社會脈動、辨識正義價值以及促進

問題覺察，讓社會成為最佳學習與實

踐場所。易言之，大學生社會參與宜

藉由植基專業力參與社會、落實執行

力建構理想、善用關注力切入問題、

結合思辨力拿捏分際以及追求續航力

擴大影響，讓社會參與成為專業扎

根、理想實踐、社會關懷、正義彰顯

以及心智磨練之試煉場域，並從中淬

煉公民意識，將追求自利思維昇華成

為具體利他行動，進而實現人人關

心、時時投入、處處參與之公民社會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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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與社會參與 
姜麗娟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系教授兼主任秘書 

 

一、前言 

為與這期期刊主題「大學與社會

參與」產生連結，起初我將焦點僅放

在大學生的社會參與，也閱讀一些相

關報導、專書、及論文，對於臺灣大

學生的社會服務運動史及發展開始有

些粗淺瞭解，也發現大學生的社會參

與方式相當多元也更加扎根，從自願

性、非正式課程到融入課程式的社會

參與，從政治、經濟、社會到文化、

環境生態保護運動，從社區服務到社

區營造，擴大學生參與社會的機會，

甚至將服務的觸角由本地到世界各

地，這樣的發展顯然地並非臺灣所獨

有，在全球各地高等教育正在進行著

類似的計畫與課程，讓社會參與成為

大學生跨出「舒適圈」的校園，擴大

自己的視野。 

審視以上的現象，個人思考著：

今日的大學院校，對於大學生社會參

與多持正面積極且鼓勵的態度，而它

本身與社會互動的演變又是如何呢？

基於此，我重新聚焦，從大學生的社

會參與，擴大到大學的社會角色。 

大學作為學術殿堂，不再只是一

個象牙塔，學院式地固守知識及知識

的傳承而已，卻正在利用它所擁有的

「知識」服務它所處的世代，除了學

生服務的社會參與之外，大學還利用

它的教學、研究與服務對社會發展有

所貢獻，培育學子成為下一個世代的

知識份子，大學不應只是提供社會所

要的（want），更應提供社會所需要的

（need），高等教育不僅回應外在環境

變遷所需改革的要求，也因應全球化

浪潮下與知識經濟時代的需求。在這

個面向下，我擬從個人較熟悉的研究

領域及大學的發展史，從大學與其所

處的社會環境的關係瞭解大學與社會

參與這一個主題。 

二、大學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的

關係 

個人在教育部公費留學獎學金的

資助下，得以在 1995 年到英國留學，

而因著出國所指定領域為「比較高等

教育」，而走向高等教育的研究，至今

仍在這個領域裡進行探索。回顧這個

研究領域的發展，多元主題的發展是

其趨勢之一，可以從政策、經營與管

理、教學與學習、研究到學術專業的

發展與變遷。個人因著興趣，研究一

直聚焦在高等教育政策的比較、全球

化與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國際化與跨

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等。 

研究主題雖有不同，但卻有共同

的關注處，即是大學與外在環境的關

係並關係的改變，以及大學作為理念

（as an idea）或組織（as an institution）

等概念的辯證關係。例如大學國際化

的課題，國際化面向對高等教育而言

並非是個全新的主題，自中古世紀師

生的流動、共同語言及課程的使用

等，但隨著全球化的發展，改變高等

教育的面貌，也改變了高等教育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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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發展。國際化成為高等教育因應

全球化衝擊的重要策略之一，培養具

有全球視野及移動能力的人才，成為

大學回應全球社會變遷的重要使命之

一。 

大學自中古世紀發展以來，因著

時代環境的改變，也正以不同的面貌

與其所處的社會互動著，有激盪也有

衝撞，有發展也有矛盾，但矛盾中卻

帶著活力。以大學的理念為例，多少

文獻著迷於大學理念的論述，紛紛想

要找出大學何以能夠從中古世紀存留

到現在的「基本要素」及秘訣，主張

大學「應是知識真理追求的地方」、「忠

於自由學術追求的承諾」、「絕對以知

識追求為目的的地方，別無其他目

的」，英國學者 Minogue 曾經給過一個

比喻，他說：大學好比英國的划船協

會，該協會的組成目的是讓一群志同

道合的划船手「尋求樂趣」（for fun）

而非為英國皇家海軍提供人選，因此

大學應是學者社群為知識聚在一起的

地方，主要目的是為知識而知識，而

非為社會提供人才。 

但這樣的主張顯然地遇到不少的

挑戰，這可從大學「理念」談論時，

但該理念的「壽命」卻是短暫脆弱為

例，例如在十九世紀的 John Newman

所主張的大學理念，大學應是以教學

並紳士培養而非實務也非研究為目的

的地方，但這樣的理念卻不存在

Newman 當時的英國牛津大學，且該世

紀末維多利亞時代的大學不僅走向專

業及實務人才的培養，而科學「研究」

也在當時進入了蘇格蘭的古老大學

內。當美國學者 Abraham Flexner 重申

現代大學的理念時，Flexner 筆下的現

代大學也早已不存在美國該個年代。

因此，英國學者 Peter Scott 認為單純地

以「學術理念、真理追求」解釋為大

學可永續經營之秘訣的想法過於天真

浪漫，而主張唯有將大學的「機構組

織」實踐面同時注入大學理念(ideas) 

的追求，才能使這些「理念」獲得實

踐。深受 Scott 的影響，個人也認為，

當我們在談論大學理念時，應加以正

視大學在實踐理念時所依賴生存的機

構 組 織 面 ( university as an 

institution ) ，以及後者所展現對環境

「不斷地適應性」而產生其永續生存

的可能性。 

但從大學在過去的社會變遷或改

革時所扮演的角色來看，大學卻常常

不是個前衛者，有時還成為保守的反

對者。人類的工業革命，不僅未發生

在大學殿堂之內，而學院派的知識卻

曾是當時工業發展的主要阻力！學者

如 Clark Kerr 及 Philip Altbach 都曾指

出大學曾是社會歷史變革中最大的阻

擋者，以提醒當代大學自滿的危機。

而 Kerr 更指出，甚至過去大學內部重

大的改革，不少是來自外力的迫使，

如法國的拿破崙、德國的教育部、英

國的皇家調查委員會及大學補助委員

會、俄國的共產黨、日本明治君王、

美國的大學董事會及國會等。 

雖如此，至今大學並未被其他組

織或知識機構所取代，也說明著它並

非獨立於其所處的社會環境之外，顯

然地，在社會環境中試著調整的能

力，說明其大學生命的韌性，學者 Kerr

在 他 的 著 作 《 The Use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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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中，就提到自中古世紀至

今仍留下來且可被認出的機構型式的

組織，約有八十多個，其中除了天主

教教會以外，其餘的就是大學這樣的

機構了，這也說明了大學組織的生命

韌性。 

三、大學要如何往前（代結語） 

「大學」清高及遠離世俗的形象

（image），與外在環境對其不斷的要

求與挑戰，二者常被認為是格格不入

的，甚至學者 Mayor 以「愛麗絲夢遊

記」的景況，描述並警告當代的大學！

當代大學「看起來是」努力的「跑」，

但這樣的努力似乎僅能使它可以「保

持在原地」，換言之，當代大學的前瞻

及行動力，顯然地遠遠地落外在社會

環境要求它應有變化之後。自滿帶來

的危機，絕對超過社會環境要求對大

學改變的挑戰！ 

當大學在面臨新世紀的知識經濟

與知識社會的需求與挑戰時，大學不

應停留在教學與研究、博雅與專業課

程、知識象牙塔與社會服務站等對立

的辯論，也不應認為沒有人能要求大

學為其績效負責任，只有大學能要求

自己這樣的說法！大學雖未因舊有知

識型態的瓦解後顯得不重要，反而新

型態知識（new forms of knowledge）

的出現，釋放出大學對知識追求與應

用的活力。史丹福大學前校長 Donald 

Kennedy 曾說，大學代表的意義就是

「機會」！知識經濟的來臨，替大學

創造更多的機會，也使大學能找到更

多元的發揮空間與角色，要能在所處

的環境中重新定義它的「理念」，展現

其不斷適應環境的「機構」潛力，重

新認定自己的社會角色與功能。 

最後，隨著學習科技及傳播的快

速發展，「大型開放式線上課程」

（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

MOOCs）正在挑戰著大學傳統的教學

與學習型態，以及其經營模式！甚至

有 人 如 Nathan Harden 預 測 因 著

MOOCs 或這類學習科技發展將帶來

「大學之亡」，他認為未來 50 年甚或

更快，美國將近過半的大學院校將不

再存在、住校式的院校型態將過時、

數以萬計的大學教授將失業、現場教

學將由一系列網路影片所取代、大學

免費入學、哈佛大學將有百萬人以上

來註冊等。類似的論點雖頻頻地出現

在媒體報載或相關報告中，但從大學

發展的歷史來看，個人認為 MOOCs

會取代大學角色的說法仍過於天真，

因為大學生命的韌性，正是它長時間

與其處社會環境之間該變與不變微妙

關係的產物，而這也非一種科技或技

術所能取代的。因此，大學對外環境

的回應態度，正是它能否往前發展的

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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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的社會參與 
蔡志賢 

東吳大學生涯發展心主任 

中華學生社團教育學會副理事長 

 

一、前言 

前 Standford University 校長 D. 

Kennedy 回顧其 20 年治校生涯，認為

多數大學都體認到變革（Change）的

重要性，在變革的過程中，學校高層

的領導能力是成敗的重要關鍵，而如

何為大學的宗旨重新定位，他認為「大

學靈魂與格局」是變革的首要工作。

例如「學生優先」是大學教育變革的

簡單觀點，但是卻能發揮極大的功

效，各大學所面對的「定位危機」也

可成為「定位轉機」，即如何掌握大學

靈魂，創造大學格局（引自王俊秀，

2008，頁 10）。 

反思過去大學如何成為國家發展

的工具，其結果發現：重才輕人、重

師輕範、重專業輕通識，大樓多於大

師、設備多於人才。因此各國產出不

少「失去靈魂的大學」，培養出只會考

試而不懂人際溝通、只會想到自己而

欠缺同理心、只有個人而沒有公民意

識的人。我國高等教育是否能把握機

會來「定位轉機」，讓大學可以成為「吐

出象牙的塔」，亦即讓高等教育所培養

出來的學生，可以盡己之力，積極參

與這個社會；可以關心這個社會，做

好每位公民該做的事，而非培養出「個

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自

私自利的人。這個議題值得從事高等

教育相關人員積極思考與探索。 

二、高等教育與課外學習的關係 

傳統的觀點認為大學是追求客觀

知識、探究真理的殿堂，但隨著社會

的變遷及知識本質的擴延，今日大學

所呈現的樣貌，已不僅止於學術的研

究，教學的傳承，並負有服務社會的

功能。大學的教育目標，也從知性的

創發，兼具全人教育的實施；大學教

育的課程，除了專業領域的學習外，

也融入通識教育的內容和參與社會的

準備。因此，筆者認為社會參與是課

外學習的一部分，且大學生課外學習

的成效，已成為現階段檢視高等教育

學生學習品質的一部分。基於此，本

文將從高等教育發展趨勢、課外學習

的意義與內涵、課外學習的發展等三

個部分，分別探討高等教育與課外學

習的關係。 

(一) 高等教育發展趨勢 

臺灣高等教育的發展自二次大戰

迄今，歷經政治、社會與經濟變遷，

以及一系列教育改革與政策推行之

後，在數量上從 38 學年度至 99 學年

度激增了 28 倍，如此擴增現象實與其

歷史背景及政策規畫有極大關聯。根

據陳伯璋（2005）觀點，將臺灣高等

教育的發展，劃分為「發展初期」、「創

立發展期」、「限制管制期」、「解嚴開

放期」至現今高等教育所呈現的多元

自主樣貌，每個期程的轉換都有其特

殊因素。 

從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影響臺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1），頁 69-74 大學生的社會參與  主題評論 

第 70 頁 

灣高等教育的主要因素，分別來自臺

灣內部快速的政治民主化，及其在大

學校園所創造的機制、氛圍與心態，

其 次 為 全 球 化 趨 勢 、 知 識 經 濟

（Knowledge-based economy）及國際

間高等教育競爭的白熱化（黃俊傑，

2008）。因此，為了解臺灣高等教育發

展的趨勢，除黃俊傑（2008）觀點外，

另參酌近三年高等教育政策的轉變及

各校的因應措施，例如：政府啟動高

等教育退場機制，其內涵應納入各校

推動核心能力的成效；由於市場機制

的牽引，導致核心能力制定向市場過

度傾斜；重視學生課外學習及核心能

力的培養；厚植通識教育課程以培養

學生課外學習能力等，都將間接或直

接影響高等教育機構，關注學生在專

業與課外學習的融合過程中，積極導

入各種多元學習方案，提供學生一個

實作場域（校內或校外），透過實際參

與、體驗、反思及內化的過程，逐漸

影響其價值觀及修正其行為，如此方

能有效建立學生的自我價值體系及培

養學生的多元視野。 

(二) 課外學習的意義與內涵 

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標在於培育人

才，大學生的學習來自課內與課外（黃

玉，2005）。哈佛大學教授 Richard J. 

Light 於《哈佛經驗－如何讀大學》（趙

婉君譯，2002）一書中談到與哈佛大

學學生進行訪談時，約有 80％的大學

生參與課外學習，其中 70％的大學生

參與二項以上，而有 14％的大學生參

加四到五項，全力投入課外學習的學

生，成績表現並不比其他同學差。 

美國教育家 Kilpatrick（1951）提

倡「同時學習」（simultaneous learning）

認為學生的學習分為三大類，第一類

是「直接的」、「有意的」或「基本的」

的學習；第二類是「伴隨的」、「關聯

的」；第三類是「附帶的」學習，上述

第一類通常稱為「主學習」（primary 

learning），其內容可能是某種知識、某

種技能或是某種理想；第二類包括「副

學習」（associate learning）係指與課業

有關的思想和觀念，第三類包括「附

學習」（concomitant learning）係指學

習時所養成的理想態度。三種學習可

以同時進行，而成為「完整的學習」。 

Kilpatrick 認為一個完整的學習應

包括主學習、副學習及附學習三部

分，他特別強調附學習的重要性，因

為他常為一般人所忽視，而且教育的

目的在改變人類的行為，培養完善的

品格，而附學習又是人格教育與道德

教育的基礎。而 Astin（1993）亦認為，

沒有其他機構能比得上大學，能廣泛

且有效地開啟學生智慧、孕育學生心

智發展，以及陶冶人品。因此，雖然

課外學習不是正式的學習，但它們熱

烈、生動活潑、個人化，比一般課程

更容易讓學生留下深刻印象，且成為

多數大學生校園經驗中重要的一部分

（Bok, 2006）。 

然「課外學習」的意義是什麼？

過去學界對非「課內的學習」，常以「課

外的學習」、「課外活動的學習」或「課

外活動」定義之。本文為連結過去的

相關文獻及符合現代的普遍用法，將

「課外的學習」、「課外活動的學習」、

「課外活動」視為「課外學習」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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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詞。其次，綜合國內外學者的觀點，

整理出有關課外學習的意義，有幾個

重要面向：（1）學生利用正式課程以

外的時間參與；（2）學校不授予學分；

（3）依學生自己意願參加或從事；（4）

學生從參與的過程中發展興趣與培養

能力；（5）增加學生整體性的求學經

驗。 

因此，根據以上論述，本文將「課

外學習」視為外顯課程，並定義為本

科系專業知識以外的學習，其內涵包

含正式課程中的潛在課程，及非正式

課程，舉凡校園環境的形塑、社團活

動的經營、學生自治的自律、宿舍教

育的營造及其他校內外活動的參與

等，學生經由投入而獲得成長者謂之

課外學習，此定義之內涵與 Kilpatrick

提倡Simultaneous learning theory 之第

二、三類（包括副學習與附學習）不

謀而合。 

(三) 課外學習的發展 

近年來學術界已逐漸凝聚共識，

將大學生學習成果視為探討高等教育

品質的重要議題（吳清山、王令宜，

2007），許多學者呼籲，大學應以學生

學習成果作為指標，瞭解大學生各種

能力的強弱，以作為各校修正教學、

輔導的參考。 

美 國 印 第 安 納 大 學 （ Indiana 

University）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Postsecondary Research）在

一 項 「 紀 錄 有 效 的 教 育 措 施 」

（ Documenting Effective Education 

Practice,DEEP）的研究計畫中，探究

全美 20 所大學有效幫助學生成功學習

的原因，結果發現其原因為這些大學

會為學生建構一套能力指標，然後支

援並督促學生達成（Kuh et al., 2005）。 

這些能力指標可幫助學生隨時自

我檢視學習成果，協助教授掌握學生

的能力程度，也可以幫助行政人員提

供適當的資源，以支援師生的教學活

動，形成了一個學生學習、教授教學

與行政支持環環相扣的緊密夥伴關

係，有效推動學生的自主學習和能力

發展（吳京玲，2011）。 

然知識經濟的社會逐漸形成後，

知識概念的擴展，使得人類對知識的

認識提高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這種

知識的劃分不僅使人類對於知識經濟

發展過程中的功能，有了更深層次的

了解，而且影響人類對教育觀念的重

新認識。傳統正規教育認為人才的培

養，以課堂內的專業教育為主，但在

知識經濟的社會裡，認為知識可以在

正規教育之外獲得，接受教育不再以

傳統學校教育為中心。 

因此，學校教育和基本價值觀將

愈來愈以整個社會的需要為基準，而

不是以教育者所認為的專業課程為基

準。過去傳統認為有教養的人指的是

接受正規知識教育的人，但是今後人

們將逐漸認為，一個有教養的人指的

是懂得如何學習，且懂得在專業教育

之外如何透過通識教育或課外學習，

以獲得自我瞭解與成長、心理調適與

發展、人際溝通與交流及公民素養與

實踐的顯性功能及完成社會化的隱性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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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學生社會參與的多元性 

過去談到大學生的社會參與，很

容易被窄化為僅與政治議題有關之活

動，例如：野百合學運、野草莓學運

及近期的太陽花運動，都與大學生的

社會參與產生連結。然根據國際組織

WHO 對社會參與的形式所下定義：社

會參與常見的形式是期待人們提供資

訊和諮詢。不要懷疑，大學生也可以

提供諮詢，例如輔導育幼院、孤兒院

的孩童、或國高中生的學業等「社會

服務」工作。另一種形式則是直接參

與「社會運動」，與他人協力促成決策

或解決問題，讓你所協助的他人與社

區更有力量。 

(一) 大學生的社會服務 

1970 年由臺大幾個學生社團共

同發起創立臺大慈幼會，成為臺灣第

一個大專學生服務性社團。臺大代聯

會（學生會的前身），於 1971 年發起

「社會服務團」，以發掘社會問題、向

社會弊病進軍為首要目標。該年臺灣

被迫退出聯合國，學生體認到國難當

頭，多所大學先後發起「以行動代替

口號、以愛心走向社會」及「百萬小

時奉獻運動」等活動，呼籲大學生走

出象牙塔，以實際行動參與社會、服

務人群，並深入農村從事服務工作。

隨之受到各大專校院熱烈迴響，紛紛

籌組村里文化服務隊、山地服務隊、

漁村服務隊，利用寒暑假，跋涉山林

僻壤，奉獻一己之力，展開服務工作。 

時至今日，大學生參與社會服務

已在各大專校院遍地開花，不論是平

時服務、假日服務，或是寒暑假服務；

不論是帶動中小學聯課活動、教育優

先區，甚至國際志工，都可以看到大

學生的足跡，每年大學生的社會服務

人次已達成千上萬。近年來，政府又

積極推動服務學習，不論是與課程結

合的服務學習，或是與活動結合的服

務學習，更讓服務的對象，由過去以

中小學生為主，擴大為社會各服務機

構。 

(二) 大學生參與社會運動 

然隨著政治民主化的萌芽，以及

因以經濟掛帥為國家的發展模式，臺

灣出現輕環境、輕勞工、輕人權、輕

社會福利等失衡發展，引發一連串的

社會抗爭運動，是為臺灣第一波的社

會運動。臺灣的大學生經過前述社會

服務的薰陶，也對這些社會改造運動

投以關注。這也就是所謂的自力救濟

運動，例如：消費者運動（1980）、自

然生態保育運動（1982）、婦女運動

（1982）、關渡保護淡水河口紅樹林運

動（1983）、原住民人權運動（1983）、

彰化縣鹿港反杜邦行動（1985）、救援

雛妓運動（1986） 等等政治抗爭。1970 

年代的社會運動讓大學生們漸漸發現

他們不只做社會服務，也要做社會的

改革者。解嚴前後出現的第二波社會

運動，加速了臺灣政治控制的鬆綁，

弱勢者的權益也相對受到重視，如勞

工運動（1987）、農民運動（1987）、

大學生們也隨著開始關注弱勢者權益

的倡導。 

解嚴後的第三波社會運動使臺灣

更加民主化，對體制改造的要求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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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例如：反核運動（1988）、無住

屋者運動（1989）、司法改革運動 

（ 1990 ）、 國 會 全 面 改 選 運 動 

（1988）、野百合中正紀念堂靜坐 

（1990） 等。其中無住屋者運動、野

百合中正紀念堂靜坐都是學生高度參

與的社會運動，而事件也都是學生自

治參與規劃。九 O 年代之後，第四波

的 臺 灣 社 會 運 動 已 是 總 統 直 選 

（1996） 。因此學生的社會運動包

含：推動如老年年金（1993）、教育改

革運動（1994）、臺北市公娼自救運動 

（1997）、反樂生療養院遷建運動 

（2007）、野草莓運動（2008）、太陽

花運動（2014）等。這些曾經參與當

年社會服務或社會運動的大學生們成

為當代臺灣推動政治民主、社會改革

的尖兵。 

四、結語 

本文的立論依據，在於肯定社會

參與為大學生課外學習的一環，而各

高等教育機構除重視課內學習之外，

在面對大學的「定位危機」時，能跳

脫過去以「主智主義」為主的傳統思

維，由過去的教學典範（ instruction 

paradigm）轉變為學習典範（learning 

paradigm），讓大學教育的重心由「老

師教學」轉移到「學生學習」。在這種

典範裡，學生是主動的學習者，讓學

生的經驗成為統整的知識。 

大學生是社會的一份子，當然有

其多重的角色要扮演，因此也要履行

不同角色所賦予的任務。例如，身為

兄姊就要在家中扮演好弟妹的表率；

身為學生就要上課、聽演講、或參與

服務學習。另外，還有社會性的活動，

例如身為社團幹部要協助經營社團，

從事社會服務，或是參加跨校性的組

織，這些多叫做社會參與，也就是學

生扮演社會角色、從事社會活動。因

此，從廣義的角度分析，學生當志工、

捐獻、參加體育活動、休閒活動、政

治活動和社區服務等，都算是社會參

與。因此，到目前為止，如果還沒有

社會參與的經驗，建議可以參加一個

服務性社團，至少參加一次社會服務

計畫。如此將能體會從別人身上看到

自己，得知自己的不足並努力，或是

知道自己擁有比別人更多而謙卑。其

次，可以企劃一次公共服務活動 (如社

團、系學會、學生會)、觀察一次選舉

造勢活動或參與選舉志工（從旁觀的

角度觀察群眾心理與判斷政治角色的

扮演）、或做一次國內深度旅遊與城鄉

觀察、或參加一次國際志工活動、閱

讀或加入網路上的社會議題討論等。

或則也可以請一位長輩談他們的社會

史、探訪違章建築區、平價住宅或落

後地區，深度見識不同的文化與生活

方式。這些都是很好的社會參與，鼓

勵大學生可以多多嘗試。 

參考文獻 

 王俊秀（2008）。大學靈魂與大學

格局：追求卓越，必先超越。通識在

線，14，10-11。 

 吳清山、王令宜（2007）。我國

大學評鑑：挑戰、因應策略與發展方

向。課程與教學，10（4），15-30。 

 吳京玲（2011）。大學生核心能力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1），頁 69-74 大學生的社會參與  主題評論 

第 74 頁 

指標架構與權重體系之研究：分析綜

合學術界與產業界的觀點。通識教育

學刊，7，9-38。 

 陳伯璋（2005）。臺灣高等教育的

發展與改革。載於陳伯璋、蓋浙生主

編，新世紀高等教育政策與行政（頁

3-33）。台北：高等教育。 

 黃玉（2005）。大學學生事務的理

論與應用。載於陳伯璋、蓋浙生主編，

新世紀高等教育政策與行政（頁

405-407）。台北：高等教育。 

 黃俊傑（2008）。全球化時代的大

學通識教育與文化傳承：問題與方

向。通識學刊：理念與實踐，1（3），

1-14。 

 Astin, A. W. (1993). What matters 

in college？Four critical years revisited. 

San Francisco：Jossey-Bass. 

 Bok. D. (2006). 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A candid look 

at how much students learn and why 

they should be learning more.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ennedy, D. (1997). Academic 

Du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ilpatrick, W. H. (1951).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Kuh, G. D., Kinzie, J., Schuh, J. H., 

＆ Whitt, E. J. (2005). Assessing 

conditions to enhance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The inventory for student 

engagement and succes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1），頁 75-77 大學生的社會參與  主題評論 

第 75 頁 

學生與社會參與 
簡信男 

逢甲大學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組長 

 

一、前言 

近年來，校園民主、學生自治已

成為大學校院的運作模式。在教育部

主導修正大學法的法源依據下，各校

更積極輔導學生成立學生會等學生自

治組織，大學生對於自身的權益多有

所認知且勇於爭取，這使得大學『教

授治校』、『學生自治』成為校務運作

的主體。 

校園內學生自治團體依循學生自

治之精神，以追求學校進步、學習民

主制度、維繫校園和諧、加強服務同

學，代表學生行使學生自治權利，處

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與權益有關事

項，並擔任校內各級會議代表，以傳

達及反應學生的意見。學生自治的運

作是一種民主素養的養成，亦即另一

形式的公民素養。公民素養所涉及的

範圍極廣，其中有關參與公眾事務方

面，即可涵蓋學生以自治方式參與校

園公眾事務。 

校園外也因各種媒體的訊息傳

遞，學生對於各項公共議題亦多所了

解，並採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參與。 

二、政府與學校的引導 

政府機關對於學生社會參與，訂

有多元的鼓勵方式，以引導學生從事

社會參與之活動。例如教育部青年發

展署為強化青年公共參與能力，提供

多元公共參與機會，並鼓勵青年積極

參與公共事務，即訂有『教育部青年

發展署促進青年公共參與補助作業要

點』；開發「青年社會參與行動計畫」，

鼓勵青年團隊走向農、漁村、原住民

部落等地區，深化青年團隊的在地行

動，培養青年對在地的責任感與認同

感，藉由在地行動激發青年的創意與

活力，促進社區活化及永續發展。計

畫內容多元豐富，內容涵蓋社區營

造、地方產業、環保生態、文化創意

與弱勢關懷等社會議題。 

學校則以教育使命及目標，以及

各系所訂定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能力

指標（社會責任、專業道德能力養

成），引導學生關懷社會，肩負社會責

任，成為為社會所用、具公民素養的

優質公民。開設服務學習課程，以有

效達到教學目標，學生可以藉此課程

直接行動，並以社會參與式的方式解

決問題、提供需求及培養各項軟能

力。例如某大學的教學使命與目標，

即在於營造優質的學習環境，並藉由

提供豐富的通識教育、紮實的專業課

程、及全程的輔導關懷，培養畢業生

成為兼具人文素養與專業知識之現代

民主社會公民，並具備下列特質：欣

賞人類共通的人文價值，尊重道德與

文化傳統並能予以實踐；重視知識，

主動求知，具有創新、整合、多元、

國際之專業能力及合作精神，追求卓

越及終身學習；開放的心胸及批判思

考能力，具備責任感、誠實及勇氣，

並有服務社會的熱情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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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對社會參與之認知 

學生未來將成為一個對社會有貢

獻的公民，因此不能只知道專業知

識，而對於國家成立之基礎條件，民

主政治的基本理念和現代社會所需的

倫理道德更應有所了解，並應嘗試參

與公共行動。因此，學生必須對政府、

人權與社群有基本認知，並具備社會

實踐能力，能夠清楚地知道作為一位

公民應享的基本權利及應盡的義務，

以社會正義為原則，關心與熱心參與

公共事務。 

因此學生應認知社會參與的重要

性，並主動了解社會公共及其他議

題。只有在社會參與中，不斷地剖析、

理解，藉由『做中學、學中做』的方

式，反思學習。2014 年諾貝爾和平獎

得主馬拉拉女士，即是最好的社會參

與例子。她在學生時代即參與許多社

會議題運動，也因為她的努力參與爭

取婦女及孩童的受教權利，讓國際社

會願意共同發起運動。 

四、學生社會參與方式 

教育部積極推展學生民主素養與

自治能力培養之教育內涵，曾多次辦

理「大專校院學生自治團體發展研討

會」，讓全國各校學生領袖透過研習，

強化民主法治、公民參與及學生自治

知能；並透過各校經驗交流，分享各

校學生自治之機制運作經驗。且為了

解學生參與相關議題之效益，透過問

卷施測資料分析發現學員於參與活動

後民主素養、公眾事務的參與意願、

自我民主認知程度、對社會的關懷程

度、公民權的自我認知、較易接納他

人的意見表達，以及對未來生活的期

許上皆有顯著的提昇。 

學生在校除可藉由通識課程學習

公民素養認知外，參與各項活動或團

體組織亦是一種培養公民素養的方

式。參與學生自治確實能夠提升民主

素養、公眾事務的參與意願、自我民

主認知程度、對社會的關懷程度、公

民權的自我認知、較易接納他人的意

見表達，以及對未來生活的期許。 

學生可以透過參與校外組織，藉

由組織的引導及安排，以多元的方式

投入社區事務。或以學生組織參與社

區服務、志願服務、服務學習、國際

志工等方式，培養學生之公民意識與

社會責任，以及助人利他之價值觀，

培育多元能力。 

五、服務學習 

隨著 21 世紀的潮流所趨，志願服

務在全球已普遍成為公民參與和實踐

公民責任的新策略。在校園中，結合

社區服務和學習目標的服務學習方

案，也開始蓬勃發展。社會服務與服

務學習兩者均強調參與社會的服務，

但社會服務並沒有特別規劃具體目標

去完成，而服務學習則是透過有系統

的設計、規劃、督導、省思及評量來

達成設定的學習目標，是「服務」與

「課程學習」的相互結合。 

服務學習確可促進學生個人發

展、人際發展、瞭解及應用知識、批

判思考能力、觀念轉變及公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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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透過服務學習方案之實施，

讓學生透過服務學習受益。學生提供

直接服務帶給社區實質的幫助與問題

解決，也帶給社區（機構）新的思考，

同時因為參與帶給學生正向的成長經

驗，促使其繼續投入社會服務，繼而

積極參與社會及國家事務。 

學生藉由服務學習的參與方式，

除可更為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外，亦可

結合所學專業知識及技能，建立學習

的基礎，養成關懷社會的習慣。 

六、結語 

學生對於社會參與的認知及方式

皆為多元，如何在尊重、包容、社會

正義的基礎下投入社區事務，將可以

培養學生之公民意識與社會責任，以

及助人利他之價值觀，並培育多元能

力。 

建議政府部門，尤以地方政府部

門，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開設公共議

題研討、公共活動，讓學生族群可以

藉此交流及參與議題討論，而『服務

學習』方案的推動，也確實可以提升

學生社會參與的機會，學習、觀察及

體悟社會，進而成長。學校則可以強

化及鼓勵學生參與公共議題或活動，

並藉此理解、澄清所學專業或公民觀

念。學生也可以主動參與社區服務、

志願服務、服務學習、國際志工等活

動，對於自我認知、建立自信、價值

觀建立、國際視野及多元能力培養，

皆有所助益。 

學生的社會參與該採取何種形式

參與？何時參與？以個人或組織方次

參與？都是值得政府、學校、學生去

妥為設計規劃的。不論參與的方式及

形式，都將是一種成長、一種學習、

一種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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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大學生社會參與行動 
陳玉珍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從野百合到太陽花學運，時隔二

十四年，筆者看到大學生參與社會的

行動之所以能獲得社會大眾矚目或得

到各方資源，仍以政治面切入的活動

為主，故與政治無關的弱勢關懷、社

會公益等社會參與活動，不僅較乏媒

體問津、也罕獲社會資源的挹注。在

社會大眾習於批判大學生素質愈發低

落，且草莓族、月光族、啃老族等另

類族群又紛紛出現之際，教育部愈加

明確地倡導大學生從事社會參與，且

提供資源鼓勵大學生進行社會參與的

努力，實有因應社會實況而對症下藥

的用心。 

教育部對大學生進行社會參與活

動的倡導與努力，具體成果可由吳思

華部長於立法院第八屆第六會期所做

業務報告內容窺其一二，其回顧在「擴

大青年多元參與，服務學習及國際參

與」方面，獎助大專校院以辦理服務

學習經驗結合服務學習課程，103 年共

計補助 24 所大專校院、27 個服務計

畫。惟此類計畫雖可提供大學生透過

具有社會參與意義的學習經驗，但能

否達到學者指稱具有「培養獨立自

主」、「產生歸屬感」、「實現影響力」

及「社會資本累積」等功能而言，其

效應是微乎其微。另方面，教育部近

年鼓勵大專校院教師申請社會參與式

課程，擬透過具有社會實踐性之教學

活動，讓學生獲得知識統整、問題解

決與行動抉擇的能力。此項計畫藉由

課程規劃與實施過程，引導大學生進

行社會參與的行動，立意甚佳，惟相

關經費所能支應的課程有限，相對地

能參與的學生數亦極其有限。 

從另一方面來看，鼓勵大學生進

行社會參與所欲達成的功能如社會資

本累積、實現影響力、產生歸屬感等，

是否適用於大學階段的學生？如果大

學生在中小學教育階段已具備了準公

民的基本素質之基礎，筆者相信鼓勵

大學生社會參與的功能應可水到渠成

地展現；如果一位大學生對其公民責

任與義務仍未完全明白、如果多數大

學生對其專業的學習成果仍不成熟，

卻期待藉由少數大學生進行課輔、或

少數社參課程帶著學生進行社會參與

行動，是否即可充分發揮大學生累積

社會資本、實現影響力的功能？ 

筆者對大學生社會參與的教育意

義持肯定態度，並期社會大眾能對其

有更深入的理解與肯定；此外，高度

期待教育部投入更多的資源，始不費

當初因應社會實況對症下藥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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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學生發起的政治革命 
紀欣芝 

高師大教研所課程與教學組  

 

2010 年末，在突尼西亞因為一個

無業青年自焚爆發的革命，從此開啟

了一連串的北非群眾運動浪潮，也就

是所謂的「阿拉伯之春」。而這樣的群

眾運動都擁有相似的社會背景：青年

的高失業率、貧富差距懸殊、財富與

權利掌握在少數權貴手中、人民沒有

言論和集會結社的自由等。這樣的社

會現狀，在在都讓受過教育、關心公

平正義懷抱著熱血的年輕人，無法繼

續坐視不管。 

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們，對於

理想與價值往往有著比已出社會的成

年人，更多一點單純的堅持與相信。

而且相較於需要上班賺錢的社會人

士、亦或是更為單純的高中以下學

生，大學生們是擁有較彈性充裕的時

間以及更具獨立思考能力的一群，同

時也是開始擁有較多公民權利的一群

成年人。這樣的特性使得大學生在各

國都更容易成為群眾運動的主力。此

外，隨著科技演變，不可否認的是，

臉書等社群軟體的出現，使得人們，

尤其是較擅長使用科技產品的年輕

人，能比以往更快速地傳遞訊息、交

流想法、聚集群眾。這些軟體使得群

眾運動有了更多元的面貌、不同的宣

傳模式、以及對現場情況更具彈性的

應變。 

當每個人不再必須是位媒體工作

者，才能報導現場實況。只要他具有

可錄影的手機或相機，只要他擁有臉

書或其他社群軟體的帳號，就可以為

他自己或他人發聲、為現場實際的情

形轉播。網路與科技使得更多人的聲

音和想法能夠被聽見，也讓習慣保持

沉默佔大多數的旁觀者，如果願意，

可以效法社會運動領頭者的勇氣，一

起站出來給予不同程度的支持。不論

是提供防止被攻堅的物資也好、單純

的食物與水也好、默默地在下班後到

現場給予靜坐支持也好、在網路上傳

播相關訊息也好、實際印刷相關文宣

散佈支持等也好。當每個人只是單獨

的個體時，都是渺小而脆弱的。但當

個人群聚成團體，所發出的聲音與行

動，都是堅強且不可小覷的。 

當這些懂得獨立思考與分析的大

學生們，懂得了匯集眾人之力、勇於

為了追求公平正義以及更好的未來，

站出來為自己為他人為群眾利益發

聲，細小的碎語便匯集成社會群眾運

動的浪潮。誠然，當大學生一心一意

專注於遊行靜坐等街頭運動，他們表

面上便背棄了傳統的課堂教學要求：

出席率。但，作為他們的師長，是培

育出敢為自己所作所為負責、敢於為

不公不義發聲爭取權利、勇於站出來

照顧更為弱勢的族群們，這樣的下一

代社會中堅較為重要？還是培育出追

求出席率報告完美度考試分數高的沉

默的一群乖乖牌重要？而離開了教

室，就真的無法在街頭上學到課堂上

學不到的東西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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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現在回顧近幾年各國的社會

運動，其結果不一定都是美好的。就

如埃及的革命，到現在都還沒有回歸

到一個平穩民主自由的社會狀態。但

是，這個過程卻告訴了全世界，革命

所追求的價值：麵包、自由、民主、

尊嚴，它雖無法在短期內看到實現的

成果；但只要人民肯團結起來發聲行

動，人民是能夠推翻原有政權、為自

己爭取更好的未來。而在這社會運動

的過程中，年輕的知識份子們往往能

善用手邊現有的各項資源，並利用自

己所學的知識與邏輯等，更有力地宣

傳或說服其他靜默的旁觀者加入。當

還沒有足夠財力與權利的大學生們，

拿出他們最大的優勢：時間與學習的

能力，盡力地爭取公平正義時，比起

掌權者虛應故事的發言，大學生的話

語和態度才是更能引起共鳴的。作為

師長，為了擁有更加美好自由平等民

主的未來，我認為支持大學生們勇於

為公平正義和弱勢族群發聲是很重要

的。而這也是一種學習如何超越私

我，追求群體的大我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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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時代大學生的社會參與－實體或虛擬？ 
李宗薇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教授 

莊佳穎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社會參與（social engagement）是

指眾人參與的集體活動（ collective 

behavior），是公民社會的特色。二十

世紀初的五四運動，1968 法國五月學

潮、六〇年代美國的反越戰示威等，

大學生均是關鍵。社會重視大學生的

意見，無非因大學生即將進入社會步

入職場，影響社會變遷與發展。 

「社會參與」是德國學者哈伯瑪

斯 (J. Habermas)「公領域」（ public 

sphere）的實踐，也是公共意見（public 

opinion）的形成方式；有人將社會參

與簡化為示威、抗議等政治活動。現

今網路時代，社交網站（social network）

盛行，智慧手機普及，使得社會參與

除了實體，還可在網路虛擬世界進行。 

社會參與和公領域如何在虛擬環

境運作？大學生應用最廣的社交網站

臉書（Facebook，簡稱 FB）在社會參

與角色如何？本文除學理論述，還訪

談五位大學及研究所學生。五位受訪

者的看法為個人意見，不宜推論至全

體大學及研究所學生。 

二、社會參與及公領域 

世界衛生組織（WHO，2005）對

社會參與的定義是：提供人們合理與

客觀的資訊、提供公眾諮詢、實際參

與公眾活動，與民眾合作並解決問

題，使公眾能清楚其福利，是一種賦

權授能（ empowering ）。 Thompson 

(2006)指出，社會參與是個體主動協助

他人，並承擔社會工作的機會與責任。 

社會參與的要素包括：活動（要

做甚麼）、互動（至少有兩人參加）、

社會交換（在此活動從他人取得或給

予某事）、缺乏強制性（沒有外力強迫

參加），通常參與者沒有酬勞，也沒有

家族義務。公民參與是社會參與的要

項，涵蓋民意表達、政策形成等，故

「社會參與」除了政治性、激進的示

威遊行，還有公益、服務性活動，如

社區服務，擔任志工等。六〇年代起，

國內大學陸續成立許多服務性社團，

如臺大慈幼社、東海大學工作營等；

近年國內外很多大學開設「公民參與」

（civic engagement）課程，希冀透過

設計良好的課程，引導學生關注公共

議題並親身參與，以與周遭世界緊密

連結。 

公領域（public sphere）一詞由哈

伯瑪斯提出，指公民能自由表達意見

並指出問題，形成公共意見。在封建

時代的歐洲，教會、君主、貴族掌權，

並沒有公領域；十八世紀末，由於機

構科層化，軍隊，國會及司法機構爭

取獨立，以及商業興起帶動中產階級

出現並開始討論公共事務，封建權威

逐 漸 轉 化 為 公 領 域 （ Haber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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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公共討論可在沙龍、咖啡屋進

行，而報紙也從原先的機關報，轉變

為公共意見的產製及領導者，和政黨

政治的武器。 

報紙、雜誌、廣播及電視都是公

領域媒體，隨著網路科技與平板、智

慧手機的普及，2012 年美國 PEW 調查

顯示，網路已領先傳統的報紙或電

視，為年輕族群接收新聞最主要的管

道。 

三、大學生與虛擬社群 

虛擬社群（Virtual community）是

一種電腦中介的傳播（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即是

以電子郵件、聊天室、群組、部落格、

社交網站等進行溝通。虛擬社群雖非

實體，然具社群的基本要件，有實質

效益。 

臉書於 2004 年 2 月由 Mark E. 

Zuckerberg 成立，最初僅開放哈佛學

生，後擴至其他大學及高中生，2006

年 6 月起只要年滿 13 歲即可註冊。其

宗旨為「給人們分享的力量，促進世

界的開放與連結」，至 2014 年 6 月，

全球註冊人數 13 億人。隨著無線上網

環境與智慧手機普及，FB 的多功能與

高整合，使其成為最多人使用的社群

網站。2009 澳洲及近期臺、美的調查，

大學生用 FB 的比率達 90%，為社群網

站之首。臉書 2014 的調查，臺灣 1 千

3 百萬使用者中，18 至 24 歲占 25%。 

 Facebook 有轉貼文章、按讚、留

言、辦活動等功能，除可散播活動資

訊，還可針對議題成立 FB 專頁，聚集

理念相近者，如樂生療養院遷建臉書

專頁，反媒體壟斷遊行、太陽花學運

等均有臉書專頁。 

關於大學生使用 Facebook 的研

究，有探討使用頻率與學業表現，FB

使用與個人滿意、信任、參與關聯，

臉書使用與人際互動、公民活動參與

關係，臉書對大一學生是橋樑還是妨

礙，大學生臉書上癮症，大學生臉書

分享行為，沒有社交網站之大學等。 

至於臉書對政治參與的影響，

Rontynen (2011)以加拿大 Alberta省兩

名四十餘歲男性為個案，分析臉書的

討論、貼文等，以瞭解臉書的討論能

否將一般民眾轉化為關心公共事物、

參與政治的公民。分析的五個主題

為：會員、貼文次數、貼文相關性、

與其他傳統傳播媒體的連結，及非線

上參與的鼓勵等。研究顯示個案轉化

的結果迥異，個案一的臉書討論未能

培養政治參與，個案二則有助於更深

的政治參與。雖然結果一正一負，然

臉書讓從未關注政治議題的民眾對此

感興趣，並參與討論，可說是線上公

領域（online public sphere）的具體實

踐，顯示使用社交網站臉書，讓人們

有可能進行政治對話。 

網路的匿名性常使人誤以為網路

發言不受法律規範，甚或結集眾人攻

擊特定對象，造成網路霸凌。臉書登

記者雖實名比例高，但留言是否有可

能流於謾罵、情緒宣洩或遊走法律邊

緣，值得檢視。Mason 教授 (Mason, 

1996)認為資訊帶給人們心智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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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ectual capital），但這些心智資產

很容易被傷害，故需遵守「隱私、正

確、所有權、近用」四項倫理準則，

簡稱 PAPA，也就是資訊不得揭露個人

隱私、資訊要正確、尊重資訊所有權、

資訊要為人近使用等。 

四、訪談結果與討論 

訪談對象除上網公告徵求自願

者，並請朋友介紹。後因大學生人數

少，故放寬研究生。對象條件為：（1） 

關心社會議題，（2）有使用臉書，每

日使用網路至少 1 小時，（3）願接受

30 分鐘面訪。受訪者就讀學校均在北

部，資料如表 1。 

(一) 關心議題及社會參與經驗 

五位受訪者均表示關心社會公共

議題，並實際參與。A、C 參加太陽花

學運，B、C 參加反媒體壟斷遊行，B

參與文林苑都更，C 還參加非營利天

使志工銀行活動。B 表示「雖沒到學

運現場，但一直上網關切動態，身邊

不少朋友參與。」三人均是透過 FB 才

接觸社會議題，並注意這方資訊。 

D、E 未參加學運或社運，兩人社

會參與是透過人際或廣電報紙等傳統

媒體。D 大學曾於暑假到偏鄉服務，

現參加父親體育社團（有登記）辦的

淨山、淨灘活動。E 是資深志工，長期

到社福團體服務，並贊助偏鄉國小營

養午餐。他認為社會參方式很多，「不

加入臉書專頁、不按讚，並不表示不

關心社會；如你的臉書朋友已讀不

回，也不應冷嘲熱諷，多元社會要學

習尊重不同的聲音。」 

(二) 新聞接收管道 

A 認為參加過太陽花學運後，會

看網路相關新聞，但不太看報紙跟電

視新聞，因為「各家媒體的政治色彩

太明顯，不太中立」。至於政見發表，

A、C 在網路上看，C 說「連勝文跟柯

文哲的政見我都有看」。B 會在網路看

有興趣的候選人的新聞，每天會看報

紙，但不太看電視新聞，「不斷重播、

了無新意。」。C 看電視新聞「只看有

興趣的議題，沒意義的就轉臺，至於

哪一家就比較不限；報紙我都直接上

網看。」 

D 新聞來源主要是報紙和奇摩新

聞，「網路新聞快，但報紙較深入」，

至於候選人政見是在報上看。E 每天固

定看兩份報，還會比較報導角度；另

外通勤途中會聽廣播，「十分鐘的廣播

讓我知道大事；電視新聞太瑣碎、太

羶色腥」，但有時重要的議題會去

Youtube 找影音報導，「因可作討論題

綱」，至於候選人的政見是看選舉公

報。 

(三) Facebook 在社會參與的角色 

Facebook 有轉貼文章、按讚、留

言、舉辦活動等功能，A、B、C 三位

有使用過轉貼文章、按讚、留言等，C

還使用過徵求志工的舉辦活動功能。

相對之下 D、E 較少用。 

A、B、C 皆認為透過 FB 更積極

實踐社會參與，認識更多人，並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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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團體聲音。A 表示太陽花學運時

Facebook 討論很熱烈，但周遭還是有

人只說不做、不到場參加，他覺得可

惜。B 表示反媒體壟斷遊行就是利用

Facebook 號召，廣邀朋友參加，即使

沒來遊行，但轉貼使朋友認知此議

題，已值得高興；當朋友按讚時，更

能意識到自己發揮了傳播的影響力。C

認為 FB 在社會參與可說是一種半強

迫傳播，因為只要有朋友轉貼就會出

現在頁面，即使只是隨手點，也會有

傳播效果。 

D、E 則認為 FB 對於他們的社會

參與影響不大。D 認為她使用臉書主

要是知道朋友動態，不是參加活動或

發表意見。E 表示曾參加過網路霸凌事

件處理會議，故使用臉書很謹慎，「我

從未參加臉書朋友連署的邀請，對於

一些政治色彩強烈的貼文，從不回應

或按讚。」 

臉書是否是公領域的討論？受訪

反映不一，A 表示「太陽花學運時有

筆戰，會去論戰」。B、C 認為對方即

或不參加，但對貼文按讚也有效果。D

不參與臉書討論，除因朋友視臉書為

聯繫，也因「看到、聽過臉書打筆戰

影響情緒，甚或血壓飆高的例子」。E

刻意不用臉書討論，以避免受到他人

情緒及過激的言詞影響。 

綜合而言，Facebook 已成為許多

大學生社會參與的管道，但非唯一，

仍有人從其他媒體獲得資訊關心社

會。五位受訪者皆認為自己關注並積

極參與社會，然參與的活動類型也因

人而異，有的參與學運或社運，也有

志工服務。至於社會參與的後續，以

臉書為媒介的三位受訪者，認為臉書

使他們更積極參與社會，會持續用臉

書參與。另兩位則將臉書定位為個人

社交網站，非公共討論平臺，今後使

用臉書為媒介，針對政治性議題或學

運發言或轉貼的可能性不大。 

訪談結果與 Rontynen (2011)的研

究結果相較，Rontynen 的研究兩個案

雖結果迥異，但認為臉書具線上公領

域的功能，讓人們參與討論；然本研

究受訪者中使用與避免使用臉書討論

社會議題者皆有。兩地使用者的公民

素養、環境文化及脈絡因素等，或許

是不可輕忽的因素。 

五、結語 

社會參與是公民社會的特性，大

學生關注社會議題，除了實踐理想、

為日後成人角色做準備，也希冀藉此

引領社會的發展趨勢。而網路時代公

共意見的形成不僅在實體環境，臉書

等虛擬環境無遠弗屆的連結對年輕人

的影響不可小覷；Facebook 是人際亦

或社會參與的媒介？這需視使用者界

定。本研究訪談五位大學生，雖均是

智慧手機、平板、網路使用族群，但

其社會參與的內容與方式有相當的差

異。臉書的資訊取得與散播便捷，吸

引大學生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然討

論是否遵守 PAPA 原則，即尊重隱私、

資訊正確，未侵犯所有權等倫理原

則，甚或避免帶來網路霸凌、發言遊

走侮辱與誹謗邊緣，值得後續進一步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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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訪者資料 

 

個案 年齡／

性別 
系級 

社會參與 

資訊來源 
臉書參與行為/活動 新聞來源 

A 21／男 
私大 

四年級 
臉書 

轉貼文、按讚、留言/太陽花學

運 

看網路新聞，不太

看報紙或電視新聞 

B 23／女 
國立大學 

碩二 
臉書 

轉貼文、按讚、留言/反媒體壟

斷遊行、文林苑都更 

網路、報紙，不看

電視新聞 

C 24／男 
國立大學 

碩三 
臉書 

轉貼文、按讚、留言、辦活動

／太陽花學運、反媒體壟斷遊

行、天使志工銀行 

網路，選擇性的看

電視新聞 

D 28／女 
國立大學 

碩三 

朋友、家人

等人際得

知 

很少轉貼、按讚（除非自己非

常認同）；很少留言／未參加上

述學運（從臉書知道朋友動態） 

看報紙、Yahoo 網路

新聞，偶爾陪家人

看電視新聞 

E 39／男 

國立大學 

博一（有專

職工作） 

從廣播、報

紙、同事、

朋友得知 

很少轉貼、按讚、留言／未參

加上述學運，也不接受連署或

參加邀請 

看報紙（兩份）、聽

廣播、會找影音資

料，偶爾看電視新

聞 

http://search.proquest.com/indexinglinkhandler/sng/au/Rontynen,+Christina+Irene+Paula/$N?accountid=8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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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資訊傳播與大學生的社會參與 
黃國鴻 

國立嘉義大學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教授 

 

一、前言 

網路科技的普及帶來資訊的即時

傳播，串連群眾集體展現力量，並以

推動社會的改革。例如，「茉莉花革命」

就是由一名突尼西亞大學生的自殺事

件透過社交網站和手機快速傳播，演

變為人民革命以推翻獨裁政權。這股

運動擴散到北非與中東地區，也改變

了許多國家的執政現況。 

在臺灣，大學生佔領立法院的行

動也是透過網路與媒體的傳播，宣傳

其主張並集結更多認同其理念的民

眾。最後在政府與立法機關的退讓之

下，整個活動平靜收場。儘管外界對

於這次的學生運動有不同的評斷，但

學生善用網路媒體科技以擴大社會運

動影響力的能力卻令人印象深刻。然

而，在事件落幕之後，值得我們要思

考的是：成長於網路時代的大學生，

已習慣於網路資訊與社群的互動模

式，但是參與社會運動需要更多的人

際與高階思考能力，如溝通協調、批

判思考、多元觀點等；而這些能力卻

是網路資訊科技比較無法提供的。 

二、網路資訊與多元觀點 

網路科技的資訊傳播具有快速與

匿名的特性。真實活動的參與者可以

輕易地將現場情況以影音文字即時分

享給網路上的人。資訊的產生與傳播

不再為少數人的特權，大家都可以提

供資訊或個人意見，擁有發言的權力。 

但是近年來風行的網路社群，雖

然促進朋友間的交流，卻也限制了多

元觀點的出現。在網路社群中的互動

留言中，經常會有主流效應或寒蟬效

應。當多數社群成員的發言有特定傾

向，贊同的人會有正面的反應，反對

的人則保持沉默。即使有人會分享貼

文，這些轉載文章也多是經過立場傾

向的篩選。這將會導致社群成員更增

強其原有的觀點，缺乏不同論點的對

照與思考。此外，許多以議題為主的

討論區雖鼓勵發表多元論點，但卻由

於網路的特性造成淺薄或流於情緒的

批判，缺乏了理性對話或評論的機

會。當年輕的學生習慣於網路虛擬世

界的溝通與資訊判斷模式後，一旦被

激發從虛擬世界走入真實世界去參與

社會運動時，現場的氣氛與激情很可

能讓人無法判斷資訊真偽或冷靜的行

事，最後導致運動的本質變調。 

三、真實社會的參與 

教育學者 Wenger (1998)強調科技

只是窺看真實世界的一道窗，並不能

取代參與真實世界活動的學習。網路

雖然可以幫助我們接觸到遙遠或即時

的資訊，但是許多實務能力與默會知

識卻必須在與人群之間的互動才能獲

得。社會參與的形式包括了提供資訊

與諮詢、與他人協力促成決策或問題

解決、以及培力他人與社區。這些活

動都需要了解不同的觀點與人際間的

溝通協調。而這些能力的培育往往都

是虛擬社群活動中比較欠缺的。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1），頁 86-87 大學生的社會參與  主題評論 

第 87 頁 

如同人類學家 Lave 所提的，社群

活動的參與提供了多元而突發的學習

機會；這些活動包括了權力鬥爭、衝

突與合作、及專業與傳承等 (Lave & 

Wenger, 1991)。由於真實經歷了社群中

權力與觀點不同的成員的衝突與妥

協，大學生才能具有更多元的觀點；

由於突發的事件造成對立或負荷，學

生可以接觸到未被預設要學習的實務

或危機處理。不管正負面，這都是真

實社群運作的文化與實務。這同時也

是大學生走入職場後必學的課程。 

雖 然 許 多 大 學 積 極 推 展

MOOCS，開設更多的數位學習課程，

可是同時卻有「翻轉教室」帶來的反

思，強調數位教材是提供為上課前的

自學，課堂時間應該進行師生或同儕

間的實際互動與活動參與。目前，大

學教育逐漸重視課外學習活動，例如

產學合作、業界實習、專業競賽、國

外交換等，這都是提供在學期間參與

社群活動的機會。當大學生沉迷於網

路而不知覺的習慣了快速短薄的網路

資訊時，學校課程必須要加入更多社

群參與的實體活動吸引學生參加，才

能培育出具備多元觀點、批判思考及

察覺人際關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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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海外僑校教學服務參與 
葉婉翎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顏佩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副教授 

吳旻純 

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生 

 

一、前言 

社會參與（Social Participation）為

人們扮演社會角色、從事社會活動，

以及和他人互動，範圍含括從事志

工、捐獻、參加體育活動、休閒活動、

參與政治活動、社區服務等（林萬億，

2010）。正如許多人所言，全球化早已

與我們同在（黃念心譯，2005 轉引自

顏佩如，2010）。近年來在全球化趨勢

的浪潮之下，「志願服務」（Volunteer 

Services） 儼然成為新世紀的一股重要

思潮，美國趨勢專家 Faith Popcorn 就

曾預言 21 世紀將是志願服務的新世

紀，聯合國於 2001 年「國際志工年」

指出：「現在」是『志工和公民社會的

年代』。我國也在這樣的背景下，加入

成為推動「國際青年服務日」（Global 

Youth Service Day；GYSD）的國家之

一，並於同年 1 月 4 日三讀通過「志

願服務法」，自此青年投入國際參與服

務進入一個全新的紀元，可謂一重大

的分水嶺。 

二、我國大學生社會服務的發展 

我國大學生社會服務的發展歷經

鄉村建設時期（1923-1949）、沒落時期

（1950-1970）、社會服務運動時期

（ 1971-1975 ）、 志 願 服 務 時 期

（1975-1999）、興盛暨法制化時期

（2000-2004）、校園志願服務全球化時

期（2005—迄今） （黃正全，2009），

根據不同時期發展及內涵，可歸納出

以下幾項趨勢要點：（一）社會結構的

轉變、人民的態度或當代的歷史事件

等皆會影響社會服務的走向；（二）服

務範圍及對象由國內逐漸延伸拓展至

國外；（三）社會服務的相關法規制定

完善與否、政府的態度及施政方針，

對於志願服務的發展占有相當關鍵性

的影響，我國在 2001 年立法三讀通過

「志願服務法」，讓青年志工投入國際

參與服務機會增加；（四）服務內容由

單一逐漸趨向多元，並結合大學生的

興趣及專長。 

三、大學生海外僑校教學服務參

與之困境及因應之道 

目前臺灣估算海外華人約 4,000

萬，人數眾多遍布於亞洲、美洲 歐

洲、大洋洲、非洲，其中又以東南亞、

東北亞數量較多，為使旅居海外之華

人子弟能接受中華文化教育進而設立

許多所僑校，目前統計至 2013 年年底

的海外華文學校、中文班及臺灣學校

共計有 2,783 所。基於我國大學生社會

服務發展已進入｢校園志願服務全球

化時期｣，加諸海外僑校眾多有廣大需

求的背景之下，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

會與僑務委員會於 96 年首度合作規劃

辦理「青年國際志工海外僑校服務」

計畫，鼓勵大學生團隊參與，使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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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志願服務更加蓬勃發展，自 2007

年開始 5 個團隊、2008 年 15 個團隊、

2009 年 26 個團隊，呈現逐年增長的趨

勢。僑校教學服務優先以東南亞、東

北亞及其他華文資源貧乏等國之僑校

為原則，服務內容以華文教育、圖書

館、資訊服務為主，其他需求項目則

由僑校提出。然而當教學服務團隊數

量增加的同時，促使參與者思索如何

提升服務品質、突破困難便是一項新

的課題，研究者對大學生團隊在運作

海外僑校教學服務可能面臨的困境與

克服方法進行整理如下： 

(一) 非正式組織運作及規劃困難 

組織運作 規劃困難之處 

組織團隊 

招募志工不易 

成員篩選機制不嚴謹 

團隊組織經營不易 

經費來源及物資有限 

團隊專業技能 

培訓 

成員易受時間、空間等不可

抗因素影響造成流失 

培訓易流於鬆散且不具結構

性 

與受服務對象

溝通協調 

雙方認知及期許有所出入 

缺乏溝通協調之技巧及管道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針對上述所面臨的困境，可採取

以下因應之途徑：其一，在組織團隊

時，採取扁平式的科層體制，增加非

組織團隊運作的效率。由於大學生國

際志工的團隊成員人數不會太多，故

不需要過於細部的專業分工，扁平式

的科層體制即可有效管理團隊的行政

運作。其二，重視非正式組織模式的

重要性。當國際志工團員在組織內互

動時，含溝通、合作、競爭三大社交

模式，必須做適當的調配才有助於組

織的運作。其三，傳承服務經驗及持

續修正改善。從事國際志工服務，除

須具備相關的專業學理知識外，實務

經驗的傳承與累積也相當重要，現今

在許多大學裡雖有開設服務學習相關

課程，但進行教學服務不能只單靠理

論，否則現實與理想會有所落差。其

四，強化服務志工人際關係與溝通知

能。跨境教學服務需考量文化風氣及

區域民情，故強化大學生志工之人際

關係與溝通知能有助於與受服務對象

協調。 

(二) 教學服務知能不足 

參與教學志願服務，並不能只單

單仰賴熱忱，而是必須具備專業的知

能及態度，教學團隊在進行境外教學

前應多增進自身的教學能力、有組織

的進行培訓，過程中則應根據文化差

異、學生程度及教學場域等因素隨時

進行教學計劃的調整，而增進教學服

務知能的方式如下。 

其一，建立服務學習增能管道。

鼓勵各大學開設服務學習相關課程，

並鼓勵大學生服務團隊能以社團參

與、研習、工作坊等方式提升專業化。

其二，強調參與者自主學習及反思能

力。成員自主學習能培養學生的自主

性與參與決策之機會，相對服務學習

的成效也會提升。其三，教學服務專

業分工化。教學服務的種類其實相當

多元，包含華文、資訊、學生社團教

學、衛生教育、生涯輔導、圖書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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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大學生團隊要進行教學服務前可

考量與自身系所、專長相結合，克服

教學服務知能不足問題，進而提升服

務效能。 

四、結語 

有越來越多的大學生自組團隊至

海外僑校進行教學服務，範圍遍及泰

國、越南、印尼、大陸等地，但易因

服務時間短暫之因素而使教學流於團

康性質，克服此狀況的方法除仰賴教

學服務團隊外，政府方面相關單位應

訂定更完善的非正式組織團隊審核機

制，調查受服務之機構對於大學生海

外志工非正式組織團隊的滿意程度，

作為下次經費補助的依據，以確保我

國大學生志工團隊的品質，也可作為

各團隊組織運作精進改善的建議。 

參與教學志願服務，能使大學生

拓展視野、提升公民素養，並進一步

學習如何克服教學資源缺乏、語言及

文化差異、課程設計等問題，根據受

服務單位實際所需、發揮個人專業進

而解決教學狀況等，能達到雙向回饋

的效果，而這樣的教學體驗，是一般

學生在臺灣較難以體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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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現代德性教育訂綱領 
劉源俊 

東吳大學物理學系名譽教授 

 

從前大家說「德育」1，但近年教

育部不大提「德育」這一詞，改說「品

德教育」，或「品格教育」。2「品」的

本義是「眾多」，引申義為「衡量」、「評

價」；「格」的本義是「長枝條」，由枝

條中的交錯，引申有規格與標準之

義。此二字本來並無「德」的意涵，

且將人等級化，亦並非「德育」之本

旨。筆者不了解「德育」演變為「品

德教育」或「品格教育」的緣由與過

程，揣想一是為求新求變，二是受了

西方教育的影響。 

中國傳統儒家的教育主旨就是德

育─「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

脩身為本。」（《大學》），其核心內容

包括：反身而誠，待人以仁，學道能

達，行事用中。然而後人卻窄化了「德」

的本意，或用「道德」一詞，說是「禮、

義、廉、恥」（管仲「四維」），或說是

「仁、義、禮、智、信」（董仲舒「五

常」），或歸納為「忠、孝、仁、愛、

信、義、和、平」（孫文「八德」）。 

                                                

1
 蔡元培 1916 年著有《華工學校講義》，

其中包括「德育」三十篇，臺灣大學曾據以編

印《德育講義》，作為大一國文的補充教材。《國

民教育法》第一條提到「德、智、體、群、美

五育」。 

2
 教育部在 2004 年公布《品德教育促進

方案》。2012 年，教育部委託國家教育研究院

建置「品德教育資源網」，其中「品德」與「品

格」並陳。桃園縣教育局則堅持用「品格教育」

一詞，編有《品格教育白皮書》（2008 年 3 月）。 

有人將英文的 character 譯成「品

格」，於是 character education 就譯成了

「品格教育」，是一現代語詞。細究

character education 的要項，其中概括

了 virtues（美德）、moral rules（德律）

與 citizenship（公民素養）諸義。有些

人或許以為西方的「品格教育」比「道

德教育」涵義較廣，於是開始用「品

格教育」一詞代替「德育」。然「品格

教育」一詞裡沒有「德」意，所以又

有「品德教育」一詞。「品格教育」與

「品德教育」是一回事，還是有些差

異？從未見有人探討過。3
 

筆者一向認為，「德育」一詞並無

任何不妥，應該沿用，何況是《國民

教育法》上的法定名詞。若要說得清

楚些，則用「德性教育」更佳。以「品

德教育」甚或「品格教育」取代「德

性教育」，不好也大可不必。「德性」

一詞出自《中庸》的「尊德性而道問

學」，本有豐富的意涵─有「德」有

「性」，比西方的 character 意涵要更

廣，泛指人的修為，包括人生觀、價

值觀以及待人、處世、為學、參天地

（與大自然相處）等的態度與作為。 

然而傳統的「德性」當然也需要

加以補充，才能適應現代，所以本文

主張：與其說「品格」，不如說「德性」；

與其說「品格教育」，不如說「現代的

                                                

3
 其實大部分人是「人云亦云」，並不深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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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教育」，簡稱「現代德育」。 

筆者這幾年總勉勵大學新生要務

本─「本立而道生。」務本有三要：

身心要健康、德性要誠正、國語文基

礎要堅實。又經縝密思考，提出 C H I

教育三綱領，用以整合德、智、體、

群、美、勞六育─德性（Character）、

健康（Health）與智能（Intellect），而

以德性起首。 

請先比較一下西方與中國傳統關

於德性的說法。蘇格拉底有謂「非先

對於人生根本義諦有徹底了悟，便不

能有道德。」又說「授人以德不若指

示以正當之人生觀。」「惟其無一定用

處，故無所不用。……道德在乎自得，

而不在致用。……禍福之分在乎能否

心安理得，斷無自得而不為福者也。」

這些話與《中庸》的「天命之為性，

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誠則明」

及孔子「知天命」的說法是相通的；

換言之，應強調正確人生觀的重要性。 

康德說「兩樣事讓筆者愈想愈感

到奇妙而敬畏，……天上的星空和內

在的德性。」這與《大學》「誠於中，

行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的說

法也是相通的。海倫‧凱勒說「品格

不會在安逸中發展。身修於磨鍊，功

成於艱難。」這與孟子「天將降大任

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的說法也是相通

的。 

愛因斯坦晚年接受錄影訪問時，

曾答說：「大多數人以為大科學家是因

智能(intellect)而成就。他們錯了！是因

品格（character）。」什麼樣的品格呢？

達爾文自述他在大學畢業後隨「小獵

犬號」遊歷研究五年後，脫胎換骨，

養成了「勤奮與專注的習性」。美國總

統羅斯福說：「體力要，智力更要，但

品格遠優於二者。」孔子說：「有德者

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

勇，勇者不必有仁。」曾子說：「士不

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今人談到「品格教育」時，常引

述所謂「六大支柱」（The Six Pillars），

那是美國一群教育家、青年領袖與道

德學者於 1992 年在科羅拉多州一次關

於「品格教育」的「高峰會議」中所

形成的共識。通常譯成「尊重」、「責

任」、「公平」、「信賴」、「關懷」、「公

民責任」六項，筆者總覺不是味道；

教育部在民國 93 年還仿效之，也公布

了《品德教育促進方案》，提倡「六大

品格美德」─關懷、信賴、責任、尊

重、公平正義與誠實。 

當筆者看了英文原文及附帶的說

明後，才發現通常對「六大支柱」4的

翻譯並未達意；更合適的說法應該是

「誠信」、「莊敬」、「敬事」、「中正」、

「慈愛」與「公民素養」六大項。前

五大項與中國儒家所重視者無甚差

異，只有第六大項「公民素養」多了

現代意涵。 

許多人曾歸納臚列出優良德性的

項目。梁啟超的〈新民說〉提出「公

德、進步、……」等十二項品格，蔡

                                                

4
 案：Trustworthiness, Respect, Responsibility, 

Fairness, Caring, Citize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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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的《德育講義》共講了「合群、

舍己、……」等三十項德目，〈青年守

則〉提出「忠勇、孝順、仁愛、信義、

和平、禮節、服從、勤儉、整潔、助

人、學問、有恆」等十二項守則。美

國童軍提出「信、忠、益、……」5等

十二項守則（Scout Law）；中國童軍則

提出「誠實、忠孝、助人、仁愛、禮

節、公平、服從、快樂、勤儉、勇敢、

清潔、公德」等十二項規律。 

基督《聖經‧加拉太書》提到「愛、

喜樂、和平、忍、慈、善、守、謙、

克己」等九個「聖靈的果實」。富蘭克

林（Benjamin Franklin）曾提出「節制、

訥、……」等十三項美德 (virtues)。1993

年，美國前教育部長班奈特（William J. 

Bennett）著《美德全書》(The Book of 

Virtues: A Treasury of Great Moral 

Stories)，將美德歸納為「克己、敬事、

恕、……」6十大類。還有人更整理出

52 或更多種美德。又 1993 年，史維德

勒（Leonard Swidler）參與起草〈普德

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a 

Global Ethic”，一般譯為〈全球倫理宣

言〉）時，提出「自在並尊重他在」、「平

等的自尊」、「愛物」、「仁民」、「包容」、

「助人」、「尊重他人的信仰」、「對話」

等八項基本原則。 

                                                

5
 trustworthy（信）、loyal（忠）、helpful

（益）、friendly（友）、courteous（有禮）、kind

（慈）、obedient（順）、cheerful（樂觀）、thrifty

（儉）、brave（勇）、clean（潔）、reverent（敬）。 

6
 self-discipline （ 克 己 ）、 compassion

（恕）、responsibility（敬事）、friendship（友）、

work（勤）、courage（勇）、perseverance（毅）、

honesty（誠實）、loyalty（忠）、faith（守）。 

綜合前述，首先，筆者發現中西

關於德性的要旨其實相近，又認為現

代優良德性應該與傳統德性接軌，因

此主張借用傳統詞彙而賦予現代詮

釋，不贊成表面翻譯外文，以致辭不

達意（例如 compassion 一詞就應譯為

「恕」（推己及人）而非「同情」）。其

次，筆者認為各種優良德性宜歸為三

大綱領─「一觀」（人生觀）、「二德」

（修己德、待人德）與「三道」（為學

道、行事道、贊天道），可據以整理各

項德目。 

進一步說：我們應教育大眾有奮

發、持義、恢弘、泰然的人生觀。修

己要誠信、恆毅、戒慎、中和；待人

要忠恕、寬仁、和而不同、群而不黨。

為學當實事、明理、勤勉、審慎；行

事當公正、敬事、果敢、穩健；對待

天地當惜物、保育、利用、厚生。 

今日臺灣青少年的德性教育出了

問題，主要的原因是缺乏人生方向的

指引，沒有奮鬥的目標，乃至耽於逸

樂或自卑自棄。二十年來的「教育改

革」強調「以生活為中心」、「快樂學

習」、「創新」、「多元」、「適性揚才」

等等，刻意忽視德育，乃至在整個教

育界裡德性式微，實危害不淺。 

我們應當及時醒悟。前面已說

過，人生觀最為重要；德性的前提應

是正確人生觀的建立，德性的養成則

需要經常的反省與經久的磨鍊。筆者

認為，重新提倡中華固有優良文化，

又增益其現代的內涵，允為適當的救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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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元文化教育觀點評述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的實踐 
周佩諭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幼兒保育科助理教授 

 

教育部自 103 年起推動｢臺灣˙好

美，美感從幼起、美力終身學｣ 之美

感教育中長程五年計畫，計畫目標為

強化課程與教學、優化教職人員美感

知能、建構美感學習之支持系統與活

化相關資源，以及創造美感環境及在

地化之美感認同與獨特性，打造國民

美感素養提升、家庭社區品質美化，

及社會樂善好美的願景。故從課程與

教學、支持資源及教職知能三個面向

推動。在課程教學面向，為培育學生

美感基本知能與素養，支持資源面

向，則建立美感教育推動的支持體

系，教職知能，則為強化職前與在職

教師美感教育知能。 

教育部在計畫內容針對臺灣現狀

分析美感教育實踐的困難點，第一，

美感不只是藝術教育，應從生活與各

學科領域結合；第二，國中小的美感

教育變成是教藝術課程老師的事，而

且過於強調藝術的技藝，以及受限書

商提供教科書與材料包問題；第三，

學校整體環境與所有教職人員欠缺美

感知能；第四，城鄉社會資源不均造

就社會環境無法達到美適性的營造；

第五，美感教育議題的學術研究零

散，缺乏系統性的探究；第六，社會

風氣著重在升學主義的思維，部分學

校端教學未能正常化。 

歸納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

的重點核心在於從幼兒教育階段至松

齡階段，能徹底落實美感教育的素養

提升，營造臺灣具美感涵養的生活素

質。在教育階段中，能將美感種子傳

送至課程教學、學校環境資源、及家

庭與社區文化等面向，讓美感充分與

生活緊密結合。因此，為突破臺灣美

感教育現況，就課程教學、支持資源

及教職知能三個面向執行 11 項發展策

略作為奠基，進而深化實踐美感教育

的第二期與第三期計畫，企圖打造臺

灣美感體現的軟實力，訴求臺灣成為

亞太地區的美感晶鑽。 

筆者閱讀教育部｢臺灣˙好美，美

感從幼起、美力終身學｣ 之美感教育

中長程五年計畫內容發現，其所著重

的美感素養，在於訴求從環境、人、

事、物中連結到生活而產生對美的感

知，進而透過人運用多元方式表達出

來。但筆者認為美感涵養就是要從多

元文化教育中的差異與多元做基礎，

舉例而言，當我們在傳遞多元文化教

育的重要性時，我們常常以一個種族

故事比擬，在社會中有不同顏色的人

種，就好比花園一樣，有著不同顏色

的花朵，點綴出世界的美麗。因此，

多元文化教育就是一種欣賞多元中的

差異，進而肯認價值，甚而欣賞與傳

遞不同文化的價值。以下筆者討論美

感教育計劃如何就多元文化教育觀點

實施，而更能達到在地化的美感教育

目標實現。 

一、課程教學 

美感教育計劃在課程教學面向要

從幼兒階段至樂齡階段辦理相關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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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課程、教學與教材設計，或是觀摩

與藝文活動的巡迴展演；而多元文化

教育則可從不同的年齡階段帶領欣賞

文化之美，文化內涵包括生活習俗、

慶典儀式、建築與文化意涵等面向，

讓學生就臺灣現有的社會文化環境感

受不同文化的價值與歷史意義，才能

感受其文化之美，進而願意保留文

化、傳遞文化。如此作法是最自然最

生活化的美感教材，且跟學習者的文

化經驗相關，更是完整落實生活與美

感的結合。 

二、支持資源 

美感教育計劃在資源上從環境教

育推動硬體的環境規劃以及軟體的藝

能競賽與美感相關的講座活動，若就

多元文化教育角度而論，自然生態、

不同民族聚集的社區，特有的民族節

慶活動，以及民族的技藝商品，都可

以成為學生觀摩與學習的資源。如各

級學校可以結合所屬社區的文化特

性，營造特色學校的文化環境氛圍，

諸如鶯歌國小運用鶯歌地區陶瓷做的

甕作為牆面設計，無形中強化學習者

認同社區的文化產物與學校環境教育

的連結，甚而欣賞陶瓷燒製出的作品

其特性與欣賞之處。而這些資源不需

要各級學校編列高額的費用做裝潢設

計，而是運用社區文化的樸實素材，

展現文化與美感之間的關係。 

三、教職知能 

教職知能在美感教育計劃為大專

校院師資的精進計畫、研習活動或者

是編列美感教育相關課程的專業科目

學分。但教職知能在美感教育計劃的

內涵應該擴及學校整體行政人員，且

僅規劃在研習或課程中額外加入美感

課程，相對性仍舊只是停留在技藝的

學習，對於職前教師而言，又是落入

分科課程與壓縮課程的陷阱。就多元

文化教育的觀點而言，應將美感變成

是一種觀念與價值的涵養，肯定每個

人的獨特性，透過與不同文化的人互

動與相處，維持溝通與融合。溝通是

一種藝術，尤其是學校整體教職人員

為學習者的身教對象，研習不能只是

限制非教師的行政人員僅能參與電

腦、文書等與職務直接相關活動，更

應擴及人文與美感的研習性質，對於

學習者而言，行政人員亦是學習者會

接觸到的學習課程以外的事務對象，

其與學生習者溝通對談時，更應具有

理解學習者不同文化背景的知能，幫

助學習者解決在生活事務面向的問

題。學校全體人員皆是學習者的師

長，師長更應去發現每個學習者特有

的價值，用不同的表達方式與學習者

溝通，讓學習者感受到自己的價值，

進而學習發現別人的特點，應用合宜

的溝通表達方式，創造文化間舒適和

諧的言談氛圍。 

綜合上述，教育部美感中長程計

畫的願景在為厚植臺灣美的實力，讓

亞太地區的國家可以看見臺灣美感教

育的推動，是一種全球化美感教育趨

勢的在地化精神展現。故筆者建議就

多元文化教育角度論臺灣美感教育在

執行面向的具體作法，不須再淪為美

感課程學分的添加，也不僅只是課程

教學的作品成果呈現，更非重新編列

新的資源。而是一種態度、觀念與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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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從生活中看見不同文化的差異，

欣賞多元差異下的特點，挖掘文化的

歷史來源與意義，感受自然環境與社

會人文環境交織出的環境社區資源特

色，再與學校環境教育結合，並讓學

校整體人員實際感受文化孕育出的美

感，自然肯定獨特的價值，修正互動

與溝通的方式，如此方能打造獨具臺

灣文化的美麗寶島。 

參考文獻 

 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 第

一期五年計畫（103年至107年）。臺灣

˙好美，美感從幼起、美力終身學（102

年，8月）。臺教師（一）字第102012457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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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世界大學排行榜後遺症 
周祝瑛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教授 

 

月前本人「世界大學排行榜，魔

鏡魔鏡」在國內報章刊出後，接獲不

少讀者與國科會承辦人員來信指教與

回響，可見國內高教政策深受世界大

學排行榜後遺症之影響。本人在該文

想表達的是：近年來的各式世界大學

排行榜，已經對各大學的目標及營運

造成嚴重干擾，尤其許多政府及立法

機構在「全球化競爭壓力」與「國際

性標準化趨勢」的影響下，經常出現

本國大學未能夠進入世界百大排行的

「集體焦慮」，因此紛紛投入各樣「短

跑式」的經費投入，希望短期內打造

出世界一流的大學，但事實證明：辦

一流大學不能抄短線。尤其不應由政

府來獨尊 SCI／SSCI 與 IF 等影響等

係數，不分社會多樣性需求、學術領

域與個人專長之不同，將複雜的大學

與教授學術表現與社會貢獻，簡化成

幾個量化指標，造成學術界上下一起

「玩數字遊戲」，形成大學「重研究、

弱教學」的偏風。更造成今年（2014）

七月份前屏教大副教授陳震遠涉嫌偽

造論文同儕審查事件，教育部長蔣偉

寧受波及而不得不台等台灣學界國際

醜聞。 

作者近年來一直致力於提醒與反

映這幾年台灣學術界有關 SCI／SSCI 

與 IF Impact factor 等問題，並且在國

際上出書與為文，也發現這個問題已

經瞞天舖蓋的影響各國高教政策與扭

曲了學術文化及生態，影響十分之重

大。兩年前（2012）前國科會朱敬一

主任與前教育部蔣偉寧部長都先後在

報章承諾過要修改上述單一指標問

題，為此國內人文社會領域以「遲來

的正義」加以形容，並期待接下來的

政策調整。可惜，在作者近日逐一檢

視如科技部等各處司的網站後，赫然

發現朱前主任等人的話並未真正落

實，獨尊 SCI／SSCI 與  IF Impact 

factor 等的情形依然毫無改善！ 

筆者以為，如果繼續拿世界大學

排行榜來制定高教政策，更透過這套

獨尊SCI／SSCI 與 IF Impact factor制

度來評量國內學術工作的成效與表現

的話，那不只將來國內學界再怎麼努

力，都不可能出現世界一流大學，因

為越是具有台灣社會特色與文化傳承

的研究，愈不容易在上述國際期刊獲

得青睬與刊登，結果不但與諾貝爾獎

無緣，連由國人自創的「唐獎」中所

揭示的「鼓勵更多有利於地球與人類

的重要研究，並發揚中華文化」，國內

學界也難以與國際競爭！因此，期望

在位的相關部會首長們，能夠有所作

為，並可以明白在政策上宣布：科技

部與教育部已經不再獨尊 SCI／SSCI 

與 IF 等簡化國人學術研究成果的指

標；而各大學與各個學門也可以好好

研發出一套真正適合自己領域與學校

所需，有效並且合宜的評鑑制度。這

麼做，不只可以改善國內學風，也可

以在華人世界、甚至非英語系國家，

樹立一個典範！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96%87%E5%8C%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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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臺灣大學生之理論、實務技能及軟實力 

之結合與提升 
江曉茹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每當畢業季來臨時，畢業生不免

擔心著「畢業即失業」的情況發生。

這一群剛踏入職場的社會新鮮人，即

使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基本月薪資從

底薪 22K 起跳，每月所領取的薪資僅

僅足夠應付基本的日常生活開銷。這

個現象，導致部分應屆大學畢業生選

擇繼續升學，寧可待在學校的安全舒

適圈裡。雖然，不清楚升學對自己的

優勢為何以及對自己的生涯與職涯發

展是否有正向的幫助，暫時躲避就業

問題、茫然的繼續攻讀國內、外研究

所的心態，依然普遍存在這一群大學

畢業生的心中。 

然而，臺灣大學生所具備的專業

技能與企業所期待之大學畢業生所應

具備的專業技能及實務經驗已產生嚴

重落差。因此，臺灣的大學教育需要

思考的議題是如何提升大學生的理

論、專業技能及軟實力相互結合之競

爭力，讓學生畢業即能夠順利進入職

場工作，達到學以致用並與工作相互

接軌。 

二、學校所學與企業期待不符 

企業界經常給予大學生的評語

是：臺灣的大學生專業競爭力不足、

欠缺相關實務經驗、外語能力不足、

缺乏自我生涯規劃及缺乏國際觀等

等。在臺灣，學生的學習歷程，通常

從國小、國中、高中一路念到大學，

好不容易讀完大學卻害怕能力不足、

找不到工作而選擇繼續就讀研究所。

因此，一個學生真正從學校畢業進入

職場工作時，大約已經 24、25 歲。然

而，學生在大學或研究所畢業之前，

大多數欠缺實際在職場工作的相關實

務經驗，由於學校所教授的實務與理

論之間的落差，往往造成企業找不到

理想人才、大學生找不到理想工作的

情況不斷惡性循環。 

三、高中升大學的多元升學管道

造成學生的專業根基不穩固 

臺灣的大學生通常分為兩類：一

類為專精於理論的一般體系之學生；

另一類則為專精於技術的技職體系之

學生。此兩類別的學生，按照常理來

看足以補足彼此之間所不足之專業之

處，進而達到相輔相成的作用。由於，

近年臺灣的升學管道之轉變，為了提

供技職體系與一般體系的學生在高中

（職）升大學的期間擁有更多的升學

管道，使得高中學生有機會可以選擇

科技大學、高職學生可以選擇一般大

學就讀。因此，若是高中學生升上科

技大學時，因缺乏三年的基礎技能之

訓練，而與高職升上科技大學之學生

有基本技能上的落差；而若是高職學

生升上一般大學，也由於缺乏三年的

基礎學科理論之學習，而與高中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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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大學之學生有基礎學科理論知識

上的落差。 

有一部分的學生，在高中升大學

期間選擇多元的升學管道，而不是既

有的一般體系或技職體系一貫的升學

方式進入大學。這情況導致學生甫進

入大學時，首先必須適應與同儕之間

先備知識、學習程度與學習吸收之落

差，因而逐漸造成學生在學習上以及

精神上的壓力。若是一段時間無法縮

短學習程度的落差，導致學生自我感

到學習吸收狀況不佳，亦或者老師所

教授的課程內容或教學方法無法激起

學生的學習興趣後，往往學生會選擇

逃避學習，甚至逃避學校及老師。 

部分大學生只在考試前惡補、背

誦課文，只期望每科達到六十分而順

利過完大學生活。因此，大學生缺少

強烈的學習動機，僅追求考試過關、

不會被當掉，而不具備透過學習進而

瞭解專業知識內涵的求知慾。這種情

況惡化後，造成學生在大學期間真正

吸收的知識不足，與職場所需要的專

業知識及技能產生一大段的差距。因

此，學生在學校上課、考試背誦考試

答案，缺乏實際的實務經驗的狀況

下，逐漸引發學生抱怨畢業找不到理

想工作、而企業界也抱怨找不到理想

人才的情況發生。這也是目前教育所

需要深思以及正視的問題，學校要如

何培育學生，而教師要如何教學才能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學習興趣以及引

發學生的求知慾，讓學生願意熱衷學

習進而提升學生的專業知識及技能，

是目前臺灣的大學教育所需要思考的

議題。 

四、培養學生實務技能之外的軟

實力 

專業的技能及理論是指學生擁有

堅固的理論基礎以及專業技術能力；

軟實力則是包含合作、創造及創新、

主動思考、態度以及解決問題之能

力。教育應培養學生擁有良好的態

度，並且在遇到困惑時，能夠主動思

考以及與他人合作，而在合作的過程

中培養接納不同的意見，逐漸找出解

決問題的方法及答案。 

(一) 合作 

合作能力是現階段學生需要學習

以及加強培養的部分。一個人的能力

固然有限，透過與他人合作能夠發揮

各自長處、彌補各自所欠缺的部份，

並且透過合作的過程中，培養學生接

納他人看法以及傾聽他人意見。 

(二) 創造及創新 

創造是指從無中生有的能力，創

造出新的物品或知識；而創新是指將

既有的物品或知識，經過創意的改造

而成為更符合人性化或現代需求的產

物。 

(三) 主動思考 

學生在求學過程中，往往是老師

教授課程、學生只負責學習以及背誦

答案卻不擅於找出問題，導致學生缺

乏思考以及反思的能力。 

(四)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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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學習態度以及做人處事之

態度，往往會影響到日後的發展，不

論是在日常生活的人際上或是在工作

上，若是態度不佳將導致他人對自己

的觀感不好或是無法妥善處理困境

等。 

(五) 解決問題 

培養學生遇到問題時，能夠自行

去尋找解決方式以及答案的能力，在

尋找答案的過程中，透過摸索、思考

以及尋找解決的方式及答案，一步一

步的解決問題，而不是面對問題則選

擇逃避或是丟給別人解決。 

五、培養學生學習與工作同步接

軌之國外教育方式 

在英國，英國青年基金會主席的

Geoff 發現英國教育面臨的問題包

括：「青少年對於上學沒興趣」、「企業

抱怨畢業生缺乏準備」等，因而創立

「工作室學校」，幫助喜歡實際動手作

的學生能夠發揮所長、提高學習興

趣，引導學生透過實務經驗啟發學

習，而不被僅僅侷限在教室內學習。

而「工作室學校」全校大約只有 300

位學生，學生的年齡在 14-19 歲之間，

學生在學校所學到的領域包括應用技

能、人際關係、思考能力以及溝通能

力等，而學校與當地雇主之緊密結

合，讓學生在學習的同時亦具有充分

的就業機會，讓工作和學習產生密切

結合。 

德國的雙軌制教育，提供技職體

系的學生可以一方面在學校學習專業

知識，另一方面則是實際進入企業學

習實務經驗。企業和學生依照學習期

間簽訂三至五年不等的合約，學生每

週只需於特定某幾天至學校上課，另

外，則安排每週約三至四天到企業接

受學徒訓練進行專業技能的實務學

習。因此，學生除了在企業中學習技

能並且在學習期間仍可獲得薪資，透

過雙軌制教育提升學生的就業能力以

及就業機會。 

六、建議 

臺灣的大學教育可將國外之教育

方式作為參考，使得所學習之理論與

技能相互結合並應用於實務上。臺灣

的大學教育培養大學生擁有理論知識

之外，更應重視培養大學生具備專業

技能、軟實力以及實務應用之能力。

透過安排大學生實習的機會，使學生

能夠將所學的理論及專業技能實際應

用於實務中，並且在實習過程時，加

以培養學生主動發現問題、思考及與

他人合作的軟實力，進而培養創造及

創新的能力及正面的態度，藉以降低

理論及實務應用上的落差，並提升大

學生在實務上運用理論、專業技能與

軟實力相互結合之應用能力。 

七、結語 

科技日新月異、知識快速變化的

社會中，目前臺灣的大學教育面臨的

問題是大學生與企業所期待專業技術

能力、實務經驗的落差。 

筆者認為學校所傳授給大學生的

知識除了專業的技能及理論，更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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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實習培養大學生具備實務的經驗

並重視提升大學生之軟實力。專業技

能及理論，培養大學生具有穩固的理

論基礎與專業技能實務應用之能力，

足以在職場上結合運用以發揮長才；

軟實力，能夠讓學生在人生各種階段

中，藉由主動思考、合作、創造及創

新與正面之態度，以面對並解決問

題。透過將專業知識、技能以及軟實

力相輔相成以達到最佳化之效果，更

有效提升臺灣大學生之整體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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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技專院校經營之要：提升系科實質就業率 
顏旭男 

聖約翰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副教授 

 

一、前言 

臺灣由於少子化及學校過多，目

前全國大專院校皆面臨嚴峻的激烈競

爭。尤其是私立技專院校（以下於本

文中簡稱私校）的經營更是日益艱

困。綜觀大多數私校的財務收入，第

一名皆為學雜費收入，約佔總收入七

成以上，遠高於其他收入。這意謂招

生不佳，私校就會面臨萎縮，甚至倒

閉的可能。 

二、本文 

    以下先簡要說明傳統私校的

經營策略及其實務觀察的缺點，然後

論述私校要翻轉逆勢，董事會可以採

取的經營策略，亦即實施系科實質就

業率，以及相關整體配套措施的重要

性。 

(一) 傳統私校的經營策略 

傳統的私校經營策略著重在招生

面，最常使用的招生作法是設立入學

獎學金，或學雜費減半，或比照國立

學校收費；然而，實施的結果，成效

並不顯著，且學雜費收入將因之減

少。另一種比較積極方式是策略聯盟

及入班宣導；然而，若無明顯的辦學

特色或是保證學生畢業即能就業，考

生及其家長最後仍會優先選擇離家較

近且分數可入學的學校。 

實務觀察，私校經營若只重視入

學招生，卻輕忽在學職涯輔導，該校

培育的學生，職場所需的能力通常較

為薄弱。系科學生職場能力薄弱，不

僅雇主滿意度不佳，更會讓畢業生有

學非所用的失落感。這樣的教育產出

成果必然讓考生家長不願意讓孩子到

這些系科就讀，所造成的結果是招生

人數年年下降，且休退學生人數增

加，導致私校最重要的財務收入，亦

即學雜費收入，不斷減少，經營當是

雪上加霜。 

(二) 私校翻轉逆勢的經營策略 

這逆勢如何翻轉？個人服務的學

校這些年都對新生進行問卷調查，以

了解新生選擇學校的重要依據為何。

其統計分析的結果，每年的第一名和

第二名皆是保障就業和協助考證照。

細察這不變的一二名，其實是反應金

融海嘯後，即便是剛要入學的新生，

都意識到就業的重要性！新生如此，

考生家長更是如此！現在的國立與私

立大專院校收費，每學期差距最多 3

萬元，四年下來差距低於 24 萬元，若

能保障學生畢業就能就業，亦或具備

職場所需能力，即便是私校科系仍會

有學生願意來就讀！ 

因此，私校要翻轉，其經營策略

必須轉變為重視學生畢業面，確保其

畢業生能夠具備系科對應產業所需的

就業能力！因多數私校經營策略決定

權掌握在董事會手中，而董事會成員

不一定能完全了解大專院校運作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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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按私校法規，董事會的主要職責

在遴選校長及財務督導，故個人建

議：以與招生密切相關的「系科實質

就業率」作為私校董事會針砭督導校

務經營的重要依據，並要求植入校務

發展計畫中，持之以恆，不斷地檢視

督促。如此做，不僅可具體回應考生

及家長期待，因之提升招生人數，且

可以落實教育理念，綿延繼志。 

(三) 系科實質就業率 

系科實質就業率不同於一般所謂

的「系科就業率」。系科就業率是指一

個科系畢業生的就業比率，故只要學

生有就業，不管是否符合系科教育目

標皆可算入比率中，例如：電機科系

畢業但做餐飲業服務生，亦算入這科

系的就業率。 

這樣的定義無法確實呈現私立技

專院校系科應有的存在價值，亦即讓

學生學以致用！也無法確認系科在教

師教學、課程規劃及設備採購的努力

是否著力正確，符合產業所需。個人

對系科實質就業率的定義是：畢業生

在其系科自我定位學用相符職務別的

就業率，例如：電機系科的實質就業

率是指其畢業生在相關電機職務別的

就業率，就業於其他職務則不計入。 

私校若重視並將系實質就業率作

為各系科考核及存廢指標，各系科就

會對其一向在做，年年需公布於系科

網站上的職涯進路，予以更慎重處

理！這其中包括找產業廠商座談（衡

外情），以及了解自己系科學生程度及

教師教學能力（量己力）後，審慎定

位系科職涯進路，並因之進行相關進

路所需能力培養的課程規劃。 

適切的職涯進路定位，集中式的

能力培養課程，加之教師教學目標明

確，學生就業所需能力得以浸泡式地

學習及強化，雇主滿意度會逐漸提

高，因之畢業生的實質就業率就會提

升。從系科網站，從口耳相傳，就能

清楚知道系科學生未來職涯進路及其

實質就業率，考生家長當更願意讓孩

子來校就讀，系科招生即能進入一正

向循環，從而強化私校的經營。 

(四) 良好溝通及整體配套的重要性 

系科實質就業率對本質上即是要

培育學以致用人才的私立技專院校應

是個好方子；但因不是傳統的招生策

略，且會影響原有習以為常的老師校

本課程設計，甚至系科的存廢，故在

推動實施時，若無良好的宣導溝通及

縝密規劃，很容易因行政教學整體配

套不足，導致反彈聲浪四起而無法畢

其功！亦即在行政部分，首先，校長

有無擔當，願意推動並開會決議將系

科實質就業率作為各相關主管考核指

標及各院系科存廢依據？其次，行政

單位能否提供各系科實質就業率制式

調查表單及統計分析資料？能否提供

各系科學生在校學習及畢業進路的統

計分析資料，以及雇主滿意度和各產

業人力需求資料，俾利各系科規劃適

當的職涯進路及課程地圖？能否落實

以系科實質就業率檢視各系職涯進路

及課程地圖的規劃是否妥當？能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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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系科實質就業率納入教師評鑑的

項目中？在教學部分，教學單位能否

以系科實質就業率檢視系務發展及教

育目標？能否秉持技職系本位課程精

神，規劃符合學生能力的職涯進路及

課程地圖？能否落實系科實質就業率

調查？ 

按理，私校董事會若聽進系科實

質就業率這帖方子，會在董事會議中

責成校長推動之。校長銜命後，回校

召集行政主管討論，必然要面對及思

考兩個問題。一是系科實質就業率要

如何調查才能獲得正確的資料？二是

用之評核主管及系科存廢的系科實質

就業率要訂幾年及多少百分比才恰

當？畢竟，資料不正確及要求不明

確，推動的結果反而治絲益棼！ 

針對第一個問題，除了學校須重

視畢業生流向調查，給予應有人力及

設備，整體規劃問卷表格及調查流

程，Ｅ化系統協助紀錄及統計分析，

以及紮實作業之外，政府單位（如勞

動部）在公司申請勞保作業中，若能

要求必須填入申請者的職稱及其高中

職以上就讀科系所名稱，並將這些資

料統計分析後，回饋給各大專院校；

同時，教育部透過諸如招生名額、評

鑑及獎補助款等機制，要求大專技職

院校需公布系實質就業率於各系科網

站上，應是政府促進技職院校培育學

以致用人才的具體作法。 

至於第二個問題，初期一定是各

校在折衷妥協中訂出不同調查期程及

比率，然而，只要能明確要求一定要

放在系科網站供考生及家長了解，在

市場機制運作下，系科實質就業率就

會逐步調升。當然，有心辦學的私校

董事會若能明確要求期限及比率，如

三年內系科實質就業率需達 50%以

上，成效更佳！ 

此外，因系科實質就業率是計算

畢業生在其系科自我定位對應職務別

的就業率，故在推動實施後，要特別

留意各系科學生休退學及轉系問題。

若能重視並及早給予在學生職涯輔

導，讓學生因了解而轉至校內合適系

科，同時輔以學習輔導，應可有效地

降低學生休退學人數。而在推動實施

系科實質就業率過程中，必然會因慣

性的調整而有許許多多行政教學的問

題，校長的擔當及其行政領導能力是

成功與否的關鍵！ 

三、結語 

教育樹人從來不是光靠花俏創新

的口號可以成之！真正需要的是明確

的方向，紮實的配套，持續為之，修

正改善，方能有成。尤其是私校辦學，

因資源有限，更是要在清楚掌握自己

學校屬性（技職或高教），以及了解自

己學校學生特質情形下，有計畫地進

行校務經營。 

本文旨在針對私立技專院校提出

建言，誠懇呼籲有心辦學的私立技專

院校董事會善用系科實質就業率這帖

方子，讓學校不僅能確實培育出學以

致用的人才，也讓學校的招生得以正

向發展。同時，也要誠懇呼籲政府趕

緊督促相關部會建構可提供全國性系

科實質就業率的資料，以為各技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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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擘劃校務，縮短學用落差之重要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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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脈絡下 

新興教育語彙的深度省思 
楊智穎 

屏東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一、緒論 

分析任何時期所發生的教育改

革，其一旦被推出，總會伴隨一些教

育語彙，這些語彙背後通常又會蘊藏

某些意識型態，透過間接和隱念的方

式訴求其要表達的重點，例如以工業

競爭力的語彙型塑教育目標，便會提

出「喪失我國競爭優勢」的說詞 

(Eisner, 1985)。關於教育語彙的探討，

1970 年代後開始受到重視，學者分別

從不同的面向提出具批判性的省思，

例如 Huebner (1975)即曾反省 1970 年

代當時的課程語言似乎充斥著危險和

不被確認的迷思，其所謂的危險並不

在於它們是迷思，而在於人們常不假

思索的接受前輩所傳承下來的語彙意

義，卻忘記語彙是出自人類經驗，不

是一種真理，因此需要不斷被質疑。

Popkewitz (1987)也曾以 1960 年代的

「職員區分化」（differentiated staffing）

和「績效獎賞」（merit pay），與 1980

年代「生涯階梯」（career ladder）和「多

樣性的酬賞結構」（ varied reward 

structure）的教師政策改革語彙為例進

行分析，他指出改革的語彙雖然已經

改變，但制度性的關懷和論述的結構

仍然維持不變。 

本文基於對各種改革語彙進行分

析，有助於改革成效的提升，因此以

下將針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下簡

稱十二年國教)政策脈絡下所出現的新

興教育語彙進行深度省思，特別是其

背後所蘊念的價值與假設。 

二、十二年國教政策脈絡下新興

教育語彙分析 

回顧台灣近十多年來因推動各項

教育改革所提出的教育語彙，2000 年

的九年一貫課程主要提出「要給孩子

帶著走的能力，而不是背不動的書

包」，其他還包括學校本位課程、課程

統整、協同教學和能力指標等。近年

隨著十二國教的推動，雖然多數人關

注的焦點仍是放在升學制度方面，但

仍可發現包括核心素養、差異化教

學、分組合作學習等教育語彙的出

現；除了上述，還有一些是由民間教

育或學術團體，透過「學習共同體」、

「翻轉教育」等語彙的提出，並輔以

各種專書出版或工作坊的辦理，企圖

改變現今課室中教與學的樣貌。 

針對上述十二年國教政策脈絡下

所出現的新興教育語彙，其背後的價

值預設，有些確實提供與過去明顯不

同的教育思考方向，如「學習共同

體」，其重新界定教師和學生在教學實

施中的角色，同時也對「學習」一詞

進行概念重建。此外，有些教育團體

則是在「翻轉教育」的改革語彙下，

嘗試進行網路課程的研發，讓學生更

能主動學習，進而開創出一個不同於

以往的學習樣貌。雖然如此，我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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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從中發現，一些教育語彙的用詞雖

然改變，但同上述 Popkewitz 所進行的

反思，制度性的關懷和論述的結構仍

然維持不變。其實美國一百多年來對

於公共學校教育的改革，即一直複製

這樣的改革邏輯。從 1957 年蘇聯成功

發射第一枚人造衛星起，為提升國家

競爭力，到 1958 年通過「國防教育

法」，此一價值信念更延續影響 1983

年「國家優質教育委員會」公布一份

以「國家在危機中」（A Nation at Risk）

為名的教育報告書。到了公元 2000

元，同樣為了提升整體國民素質，由

當時的 Bush 總統頒布「沒有任何孩子

落後」法（No Child Left Behind）。然

而不論是「國家在危機中」或是「沒

有任何孩子落後」，訴諸的改革名稱雖

已改變，但「績效責任」、「統一和系

統性的課程目標」，卻一直是背後重要

的核心價值。 

針對上述美國教育改革所呈現的

歷史現象，研究者觀察這一波十二年

國教政策所提出的「核心素養」亦有

同樣情形發生。為避免以「學科知識」

作為學習的唯一範疇，在十二年國教

政策中特別發展出兼具知識、能力及

態度之培養的「核心素養」，以取代九

年一貫的能力指標，但從「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領域課程綱要」中關於核

心素養發展的文本內容可發現，與過

去能力指標的精神其實並無太大的差

異，原子論和系統取向的課程目標設

計精神仍持續發揮極為關鍵的影響

力。 

此外，除了從上述觀點對改革語

彙進行分析，本文認為還有必要關注

改革語彙所要彰顯的理念是否能實際

落實到教學現場，因為許多的口號或

術語無可避免會帶有情緒性的味道，

其在落實時便常會與原初所預期達成

的理念有所落差。另一個原因，本文

認為和教育語彙所追求的文化及學校

暨存文化間具差異有關，特別是當它

與制度標準形式的學校教育文化相抵

觸時，通常會讓改革語彙停留於學術

層次的探討，或轉變為只是一種技術

的操作。近年從日本移植至台灣的「學

習共同體」熱潮即有類似情形發生，

其「外在形式初俱，實質仍有待深化」

（歐用生，2013）。 

三、結論與建議 

透過上述對十二年國教政策脈絡

下新興教育語彙的分析，本文認為可

藉由 Eisner（1985）對意識型態影響課

程之爭議性的分析作為綜合性的結

論。依 Eisner 的觀點，教育語彙的爭

議性也可分為兩方面，其一是指在教

育上被視為理所當然，或享有一種不

被質疑且具安全感的教育語彙，然其

是否真的如此重要？或是過去的教育

語彙是否就是落伍的象徵？有必要對

這些爭議性進行深度理解。其二則是

指當強調某一教育語彙時，本身無可

避免具有爭議性，因為達成此一教育

語彙所要追求的目標總是不盡理想，

同時宣示的意義總是大過於實際的教

育作為。上述兩個面向的爭議性，可

提供教育工作者反思十二年國教政策

中的教育語彙的合理性與適切性。 

根據上述的批判分析，本文並非

在全盤否定十二年國教政策所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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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教育語彙，而是在提醒可能隱藏

的陷阱，避免對教育語彙所訴求的願

景或目標過度樂觀而不自知。另一建

議則是要針對教育語彙落實到教育實

際的現況進行檢視與評鑑，從中了解

產生落差的原因，進而提出相關的解

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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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21 世紀教育變革的再啟和準備 
梁忠銘 

臺東大學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理事 

 

日本的教育政策在第 2 次世界大

戰後，被迫接受美國教育使節團的改

造，近年則受到英國諸多的影響。如

自 1980 年代以來，有關教育的改革理

論，強調所謂「自由競爭」、「卓越優

秀」、「選擇自由」、「自主決定」、「自

我責任」、「成果主義」、「消費者主

權」、「市場機制」等論調，實際上受

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非常多。       

進入 21 世紀，教育制度明顯比以

前有更多新政策和措施，企圖可以突

破以往的思維和限制，進而產生比較

大的變革。其中有幾個很重要的因

素，就是隨著科技和網際網路及通訊

技術的進步，全球進入國際競爭的時

代，未來的發展變化來的更快，更不

可預測。同時，政權也進入更迭和不

穩定的狀態。經濟持續低迷不振，國

家歲收和預算逐年不足。在這樣情況

之下，組織再造和資源整合也顯得更

重要。在主管國家教育機構方面，首

先於 2001 年透過中央省廳再編的同

時，將「科學技術廳」與「文部省」

整合為「文部科學省」。同時為使地方

同步加入促使制度的革新，突破各種

創新制度的限制與困境。並以振興經

濟活化地域社會為目的，透過各種法

律或條例的修訂，進行政策和制度上

的變革。 

2002 制定《構造（結構）改革特

別區域法》，讓地方公共團體和民間事

業者可以自發的提出各種想法，通過

審查通過，即可因應地域的特性，導

入各種的特別方案，進行構造上改

革，稱為「構造改革特區」。文部科學

省於 2002 年開始，招募教育特區（構

造改革特區）的提案。教育特區的學

校可以不必依據學習指導要領，自行

設計課程，使教育內容有比較多元化

方式呈現。也承認以學校人以外的方

式設置學校、地方公共團體與民間的

合作協力，共組公私協力學校等方式

（文部科學省，2014a）。 

2003 年 10 月 1 日通過《大學法人

化施行法》；2004 年 4 月 1 日所有的國

立大學成為「國立大學法人」。「國立

大學法人」由校長和校長任命的副校

長及校內、外的委員，組成「役員會

（幹部會議）」管理運營。並擬定實施

計畫（設定 6 年間應達成的目標—中

期目標）。並由文部科學省内，設立國

立大學法人評價委員會進行評鑑，檢

視其達成度。為此 2004 年，依據《學

校教育法》第 109 條規定「有關大學

的教育研究整體之狀況，於政令所規

定的期間，必須接受並通過文部科學

大臣所認證的『評價機關』之評鑑」，

以及《學校教育法施行令》第 40 條明

定「大學為了使其教育和研究水準向

上，教育及研究組織之營運、設施及

設備的總合相關狀況，每七年之內有

接受文部科學大臣所認證之評鑑機關

評鑑之義務」，開始實施大學評鑑（文

部科學省 2009；梁忠銘，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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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連串的新措施，也都值

得深入探討和參考。如 2003 年度創設

新型態的「大學院専門職大學院」。

2005 年 4 月 1，義務教育階段開創「營

養教師制度」，並新設營養教諭（教師）

普通免許狀（専修、一種、二種），加

強學童的食安和健康管理。2008 年

度，新開設「教職大學院」，著重在實

踐指導能力的教員養成 （文部科學

省，2014b）。 

同時，日本的教育改革會議，持

續的召開，不斷的進行教育制度的調

整。如 2006 年 10 月 10 日當時由安倍

（ABE）内閣閣議決定設置「教育再

生會議」，歷經約 1 年 4 個月 3 次報告，

提出建構適合 21 世紀的教育體制 （教

育再生會議，2014）。並於 2006 年 12

月 15 日，通過《教育基本法》修訂，

這是該法 1947 年制定以來，首次修

訂。當時的「伊吹文明（ Bunmei 

IBUKI ）」文部科學大臣（教育部部

長），發表談話認為教育基本法改正法

的成立，是日本教育改革，重新開始

的第一歩。因為，教育基本法的修訂，

將會促使一連串教育重要法規的修

訂， 如 2007 年國會通過《學校教育

法》、《地方教育行政組織及運營相関

之法律》、《教育職員免許法及教育公

務員特例法》所謂教育三法的修訂（文

部科學省，2007）。這些重要教育法規

的修訂，也將加快日本學校教育制度

變革的速度。並重新進行啟動已經停

止約 40 年的「全國學力調査」，以利

掌握各縣市教育成效的具體數據。 

2007 年 4 的月開始將以往盲、聾、

養護學校的制度，轉換「特別支援學

校」制度。2009 年 4 月開始實施「教

員免許更新制」，每十年定期的必須接

受講習，學習最新知識技能，更新教

師證照的有效期限。2008 年 2009 年相

繼修訂小中高等學校之學習指導要

領，解除日本 4 月入學的原則，使日

本學期，可以開始嘗試啟動與歐美學

制接軌，並將小學課程加入外國語（主

要為英語）。 

2008 年 7 月，依據《教育基本法》

（2006 年法律第 120 號）第 17 條第 1

項，政府提出 10 年兩期（第 1 期 2008

〜2012年度/第 2期 2013〜2017）的「教

育振興基本計畫」，第二期並以「自

立」、「協働（協同合作）」、「創造」為

主軸。為了確保「教育成果的保證、

明確成果目標的實現」，首次具體的提

出 4 個基本的方向性，8 個成果目標和

30 基本實施方案（文部科學省，

2014c）。此外，2008 年 6 月文部科學

省，對於有關公立的中小學的統合廢

校，也已經要求中央教育審議會進行

諮詢會議，盡快對於日本公立學校的

統合提出基本的策略和方針（東京大

學學校教育高度化センター，2010）。 

2012 年 12 月 26 日安倍晉三再度

就任内閣總理大臣，接續野田政權，

在日本被稱為「新自由主義政權」，強

調國際競爭力的社會（內田樹，

2013），持續對教育變革的政策，2013

年 1 月迅速的在内閣設置「教育再生

實行會議」（首相官邸網頁，2014），

高舉內閣的力量，強力的推行教育再

生的方針，並延續自 2007 年開始進行

教育改革相關的預備研究（參考表

1），顯現政府重視教育，培養 21 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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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活躍於世界之日本人的決心。 

表 1 教育改革総合的推進相關調査研究 

年代 改革相關調查研究 

2013 年度 
諸外國學制相關的改革狀況調査 

2010 年度 
教育投資對社會觀係資本之影響

相關調査研究 

2009 年度 
我國教育投資費用的効果分析手

法相關之調査研究  

2008 年度 

教育投資費用効果相關基本的思

考方法及文獻収集和整理  

有關教育投資費用効果的先導研

究分析  

教育卷相關文献調査 

2007 年度 
對於教育振興相關係計畫評價手

法相關狀況調査 

資料來源:依據日本文部科學省網頁（2014d）。 

雖然日本政府積極的努力改革創

新，改善教育環境。教育改革政策不

斷的進行和推陳出新。但是，各種教

育問題依然無法完全解決，而且變得

更複雑化和明顯。社會的變化也更加

急速，新問題也不斷衍生，直到目前

也還無法完全充分的因應和提出具體

有效的策略。 

因此近年來，陸續有輿論和學界

開始質疑政府，每次的變革幾乎都沒

有檢討有何成果和效果，也從不檢討

新政策措施所衍生的問題，又繼續進

行下一波的改革，似乎是不斷的陷入

同樣的狀況 （本多正人，2009；坂野

慎二，2013）。即使如此，日本的教育

改革似乎持續的在進行。如現在日本

進行的各種教育政策重點，如「依據

産學連携進行全球人材育成」、「CTS

（ASEAN Credit Transfer System）與各

國學分互換相關調査研究」、「超全球

化大學事業」等計畫，也可看出日本

在 2014 年以後，其教育發展重點將是

以「國際化」、「競爭能力」、「人才培

育」為核心，再啟下一階段教育變革

的方向。 

從近年日本的教育變革的過程，

似乎與我國有共通的部分。即是，政

府當局只顧不斷推出新的政策，卻從

不檢討政策是否有達到預期目標或成

效，是否有衍生其他的問題？就如同

我國推行教改 20 年，大家似乎都認為

有問題，但沒有人或單位承認其問題

與其有相關責任。更不可思議的是，

明知道推行新的政策是要解決問題，

更需要檢視其預期成效如何？但實際

上卻未落實檢驗政策的成效和釐清其

責任歸屬，卻又一味地展開新的變

革，應該值得我們假以深思。 

參考文獻 

 文部科学省（2007）。教育三法の

改正について。東京:文部科学省初等

中等教育局。 

 文部科学省（2009）。認證評価制

度に関する基礎資料。中央教育審議

会大学分科会質保證システム部会

（第4回H21.6.3）。東京：文部科学省。 

 文部科学省（2014a）。教育課程特

例校制度。東京：文部科学省。 

 文部科学省（2014b）。栄養教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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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日本學習共同體學校述評 

—牛久小學、下根中學與濱之鄉小學 
方志華 

臺北市立大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副教授 

張永欽 

臺北市立永樂國民小學校長 

 

一、前言 

2012 年本文第一作者與陳麗華教

授和五所臺北市前導國小師長代表，

第一次到日本參訪學習共同體學校，

留下難忘的印象（方志華，2012）。兩

年後的 2014 年，臺北市已有第二期的

九批國小陸續組團到日本參訪，由永

樂國小領隊所帶領的六所臺北市國

小，是第二期中最後一批參訪日本的

團隊，在黃郁倫老師流暢的翻譯和細

膩的解說下，我們都得到非常特別的

深刻體會。 

本次參訪的地區有二，一是茨城

縣牛久市的牛久小學、和下根中學，

另一是橫濱的濱之鄉小學。本文以佐

藤學教授所提的公共性、民主性、追

求卓越三大哲學思考（佐藤學，

2012），帶出這次參訪的經驗與述評。 

二、公共性的思考－開放課堂、

共同關注 

以下由本次參訪日本小學中兩位

老師的故事，提出公共性思考的意

義，在於開放課堂、大家共同關注學

生的成長，而教師則藉此在這當中精

進自己的教學。 

(一) 課堂教學的開放和全校教師的議

課－觀察四年後作出決定的老師 

一位高年級老師示範了公開課，

她在學習共同體學校中，前四年皆按

自己的方式上課，到了第五年開始選

用學生小組協力的上課方式，並成為

學習共同體學校的主力教師。她設計

的藝術活動，讓學生用報紙卷成棍

子，再引導學生搭建成有地基的塔建

築，同學在活動中互相觀摩、協助與

分享。參訪者都對學生作品透顯的創

意思考報以欣賞眼光，在學生多樣化

的作品中，似乎看到了這位老師經由

全校性四年來不斷公開觀課和議課的

歷程中，私下對比著自己的教學、反

思自己在觀課中觀察學生的心得，在

四年的長思後，終於決定採用學習共

同體的課程設計和教學策略，並在其

中形塑了自己的課堂風格。 

學習共同體提倡的公共性，開放

了課堂學習風景的觀察，也開放了老

師抉擇與承諾的心。 

(二) 共同協助同事的同僚性──大家

願意一起支持和等待 

日本中小學教師服務有輪調制，

平均三到七年調校，優點是可以增加

老師經驗，學校可注入新氣象，然而

教學傳承也可能出現斷層，尤其是像

學習共同體這個尚未普及化的教學。

在牛久小學校長簡報時曾提及，日本

教育當局會將辦學卓著的校長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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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的老師，調到弱勢需要協助的地

方，也會將需要學習的老師調到辦學

優良的學校學習。很明顯地，希望老

師能得到專業成長的幫助、弱勢學生

能獲得好的師資，是調校的主要考量。 

如其中一所小學，目前因教師退

休和輪調等因素，有十多位（即三分

之二）老師是新老師，再加上校運將

近、活動多，學生呈現較為浮躁的情

緒。其中一位中年級老師這次的公開

課即有這樣的現象，學生表現不如一

般學習共同體教室那樣的專注學習，

而她並非第一年在該校任教，但尚未

完全採用學習共同體的教學。 

接下來的議課，所有的老師都先

感謝今天的教課老師提供課堂案例，

前面多位小組觀課老師都指出了各組

學生良好的學習表現，肯定老師的認

真準備，最後二位老師則給予了一點

教學上的建議，教課老師指出自己經

過去年的公開觀課後，已讓學生小組

學習，也說出了不知自己這次課程設

計是否內容太多的問題。佐藤學教授

最後指點時，則直接給予「如果老師

再不改善教學，該班學生學習將會崩

壞」的警語，口氣堅定但不嚴厲。他

在之前談話中也指出，中年級老師應

該要發揮同僚精神，互相協助，其實

也正指向這位老師需要大家共同協

助。 

上述這位中年級老師如果沒有經

過公開觀課，大家可能仍無法知道她

的班級狀況，也無從協助，而她可能

也不會提出自己的問題。然而經過公

開觀課和議課，她知道自己有進步空

間的同時，也感受到大家的友好，危

機化為轉機的潛力大增。因為大家都

會把這件事放在心上，有機會時就會

幫她（前一晚她在學校婉拒了學年老

師要幫她做教具，應是不想麻煩別人

吧），然而在同僚的支持下，她已在專

業成長的道路上，又邁進了一大步。 

三、民主性的思考－平等享有 

在學習共同體中的民主性，主張

「所有學生」都能有一個安心學習的

環境，大家互相幫忙、一起享有學習

的權益。在教育中的民主，是將資源

公平地分配，優先照顧最需要的學校

和學生。 

(一) 營造共好的氛圍，包容所有的學

生──看到受照顧的特教生 

「一個都不能少」或是「不讓任

何孩子落後」，這些在學習共同體學校

中有落實的體現。本次參訪的濱之鄉

小學每班有近三分之一為需要特教資

源的學生。較為需要輔導的特教生，

學校也配有巡迴的輔導教師，在某些

課堂上從旁一對一進行協助。班上學

生也自然地在老師的示範下，學會包

容同學、進而互相協助。 

一位低年級老師正在音樂課中教

著悠揚的歌曲，前面放著一個錄音機

伴唱，全班歌一唱完，馬上有一個小

朋友用滑壘的姿勢去關放在黑板下面

的錄音機，正納悶怎麼不太有規矩

時，他晃回座位，我才發現旁邊還有

一位輔導員蹲在他的座位旁，不斷給

他提示。一個以為學生不規矩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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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上轉換為一個溫馨的、提供機會的

畫面。 

(二) 先支持有迫切需求的學校進行改

革─七年前後的教室風景差異 

在七年前，下根中學原本是牛久

市最有問題的學校之一，地處偏僻（我

們參訪團的司機迷路，找不到校門

口），學生無心向學，成績低落，教育

局竟以之做為學習共同體的前導學

校。 

結果改頭換面，七年後我們去參

訪的當天，並不是全校公開課的日

子，但是我們看了幾乎所有的科目課

程（國語、數學、社會、音樂、美術、

綜合、體育、電腦、家庭等），每間教

室的學生皆充滿了學習共同體的專注

精神，不太相信校長所說的七年前是

多麼糟糕的學校（因為校長才到職一

年）。我們不斷提出質疑，在旁的白頭

教頭（副校長）終於開了口，七年前

他即在本校服務。他只輕描淡寫地

說，當時學生會在樓層內走廊上騎腳

踏車，教室的天花板被戳破，會有東

西從樓上窗戶丟下去。（參見圖１） 

 
圖 1 很難想像七年以前 

學生會任意在走廊上騎腳踏車 

 

在一個班級中的民主，是每位學

生都享有平等的學習權，每個人都被

看見，都能安心學習。在一個學校中

的民主，是每個班級和課堂都讓學生

相互學習，了解班級就是個小型社

會，大家需要互相幫助，共同成長。

學習共同體中的民主，正是指向這種

共同享有學習權的精神。 

四、追求卓越的思考－有真實的

當下、才有真實的未來 

在濱之鄉小學下午公開課議課

後，佐藤學教授邀大家提問。 

一位橫濱某小學校長起來發言，

說他今天也是來道謝的，因他們學校

實施學習共同體半年，學生的整體成

績都提昇了，他說不明白這是怎麼辦

到的？而我們臺灣來訪的國小也發言

問，如果學校學生平均學力成就偏

低，在推動學習共同體時應注意什

麼？ 

佐藤學教授很富禪機地「串連」

了小學校長和我們的兩個問題，給了

「二不一要」的回答： 

1. 不以成績提昇為學習共同體的目

標，然而成績提升會是實施後的自

然結果。 

2. 不以追求成為學習共同體學校為

目標。 

3. 只要邀請老師不斷地串連學生學

習。 

這真是寶貴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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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般對於追求卓越的思考，

在學生學習層面，目光會不斷去檢視

成績，以成績提昇作為卓越的指標；

在學校經營層面，目光會朝向行政要

求的績效達成。然而，將評鑑的項目

視為追求的目標，往往犠牲了當下的

真實學習。 

佐藤教授同時看到了橫濱的小學

校長和我們的關注點，都是從學生成

績出發，故提出了這樣的說法。提醒

我們還是以教室中實質的師生關係、

課程教學為焦點，不要追求外在的評

鑑數字、或形式上的學校頭銜。他的

說法讓大家非常信服，同時內在也都

鬆了一口氣，真是非常高明。 

對臺灣教學改革的啓示─回歸到

課程設計、教學策略和班級經營三合

一的基本面 

目前臺灣的翻轉教室學習改革正

方興未艾，重點都是以學生為主體，

以自主學習為核心的教學。有的重視

養成學生事先預習和大量閱讀，以養

成學生自學的能力，如學思達教育；

有的善用網路媒體資源，讓學生可自

主規劃時間和速度，並利用線上交流

學習，如「魔課師（MOOCs）」；學習

共同體則更重視學生自然而然學會關

心別人、勇於發問、並在課堂上即獲

得學習的成就感，即讓學生在課堂中

達到真實的學習，自然地激發其後續

安於學習的動力。老師可分下列三方

面進行專業成長： 

第一，在課程設計方面，累積可

供思考和共學的課題內容。這是不花

俏的基本功，需要學校為老師多安排

備課時間，也需要老師共同進行專業

對話。 

如這次參訪一個課堂中，一位認

真的中年級老師在教傳統燈泡和 LED

燈的比較時，自己前一天熬夜製作電

路，結果各組學生只要簡單地幾分

鐘，就能將電線接上通電，燈泡就亮

了，不太需要思考。這個學生不需要

高階思考而顯得有點零亂的課堂，成

為大家事後討論的焦點。 

這堂較無挑戰性的課程和其他課

堂比起來，課堂中若能搭出鷹架並提

出較高階的思考課題，的確會激發學

生專注學習和興緻盎然的功效。由於

日本是較完整的包班制，這位老師並

非理科專業，拿捏教材難度的輕重，

顯得有些吃力，這時，教師社群後續

應發揮學習共同體的精神，互相協

助。對教材難度和學生程度較不熟的

老師，應要發揮的是，勇於向同僚開

口討教、不怕問的精神─即教師的同

僚性，就是教師的學習共同體。 

此外，濱之鄉小學有歷年老師公

開課的教案和錄影紀錄檔案置放在明

顯處，所累積的各種領域單元、學習

單等，也都可以讓後來的新進老師參

考運用。 

第二，老師要熟練如何「連串」

學生學習。這是教學策略的敏覺性，

過去在臺灣較少強調。而正如上述，

佐藤學教授認為教學的核心，正是串

連。即讓學生的學習，在小組與全班

的傾聽、對話中與同儕連結，在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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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與高階知識的挑戰中、以及自主

的筆記整理中與教材連結，在自我表

達與大家的聆聽中，與自我的存在感

連結。 

在一個國小四年級的道德課程

中，老師在黑板上寫下霸凌的字樣，

這是這堂課的主題。她先問了學生什

麼是霸凌，學生有各種經驗和答案，

如：亂畫別人的東西、拿走別人的東

西、故意去撞人、用話語去傷害人、

把人圍起來、丟別人的衣服、惡作劇

等。她就一一寫在黑板上，並也一一

追問清楚這樣被對待的感受，以及其

他同學是否有類似經驗，這時就把大

家被霸凌的共同感受串連起來。 

另一個低年級教室，老師正在教

導消防車的知識，她讓所有的學生都

圍坐到前面的地板，讓學生輪流發

表，慢慢帶出消防車的功能。老師所

提供的串連經驗，讓學生在關係上得

到歸屬感，在認知上發展多元和整合

的思考。 

第三，是班級經營。不只要重視

課程設計和教學策略，班級經營也可

以創造學習共同體的關係氛圍，包括

班級約定、佈置、座位，和課堂上的

及時回應。 

像下根中學有的班級共同約定

（不是公約或班規，是一種共同承

諾），很有設計感地貼在黑板上方，希

望同學相互相協助、幸福地在一起。

而學校的學習共同體目標和作法提

示，則醒目地貼在佈告欄上。所有的

教室佈置，除了大家的分工分配以

外，都是以學生的作品為主，透顯出

這是學生的園地。（參見圖 2） 

 

圖 2 公佈欄上有學習約定學生很容易看見 

這次參訪對座位安排和分四人小

組的功能，有了更明確的了解。老師

講課時，學生座位呈 U 字型，而老師

是站在黑板前。所有的學生幾乎是圍

成半圓型地坐著，中間兩排幾乎面對

面。主要是為了讓學生在聽講時，能

互相看到對方，老師又不必大聲喊

話，創造一種不打擾同學思考、和能

互相聆聽的氛圍。而需要小組協同學

習時，就馬上變換成四人一組。最明

顯的是下根中學，一堂數學課中，為

了討論，學生來回搬桌椅數次，動作

迅速。 

不一定是討論時，才讓學生小組

在一起，只要是學習或練習，都是小

組在一起。如中學國文課，老師只在

黑板上寫下：「課文中作者提出的害羞

的事有哪些」，學生就在一起查課本、

自己寫筆記、或互相看一下，由於課

文長而有深度，學生都非常專注。音

樂課練習太鼓時，四人一組，各盯著

自己的樂譜練著節奏，也沒有同步。

美術課時，學生就是在一起畫畫，也

會走來走去，觀摩一下。而電腦課時，

仍是各組在一起，每人各練各的打漢

字速度，沒有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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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參觀下根中學時，有一位國文

老師力邀我們進入他的班級，我們進

入教室，原來他正在教《論語》，斗大

的漢字寫在黑板上。我們臺灣的來訪

者順應這位老師的要求，以中文齊聲

朗誦這段「子曰」給他的學生聽：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一唸完，全班同學的驚呼聲，讓

我們自己也很感動，此時下課鈴也正

好響了。（參見圖３）這位老師不放棄

任何可以讓學生有身歷其境學習的機

會，正是學習共同體倡導真實學習的

精神。而這段「子曰」呈現的畫面：

大家在一起時，能安心和諧地相處，

並仍能保有和表達自己的想法，而不

會只有表面附和而內心諸多不滿。─

─這正是學習共同體風景的最佳註

腳，對於老師和學生皆然。 

 
圖 3 老師教導論語和而不同篇 

五、對教育與學校行政的建議 

臺灣的中小學教師自主性強，行

政運作也和日本不同，因此應可以有

兩種模式，提供作為鼓勵中小學有意

願進行學習共同體改革的途徑： 

(一) 學校政策形成模式－全校實施學

習共同體者，免除評鑑和競賽，

專心教與學 

以日本濱之鄉小學為例─茅崎市

在 1997 年度的諮詢委員會─教育懇談

會上，向市長提出了建議書─謳歌「學

習共同體」的「茅崎交響教育計畫」，

獲得市議會的通過，於是決定把該校

作為「學習共同體」的實驗學校。 

有了法源在執行上依法有據，可

使執行單位依法行政，減少諸多質

疑。同樣在牛久市推動「學習共同體」

也是由教委會提出、獲得市政府支持

全市共同推展，此次參觀牛久小學及

下根中學，均獲得一致的好評。「學習

共同體」的教育理念要成功，必須全

校一致性的推展，有了法源才能一起

推動，邁向成功的第一步。 

臺灣有許多小型學校、以及有教

改意願的教師或校長，可以考慮由教

育當局制定方針，由校內形成共識

時，向教育局提出申請計畫，進行學

習共同體的改革實驗。通過申請的學

校，可以免除所有校務評鑑和競賽活

動之辦理，在教育局支援下，全校師

生專心進行學習共同體教學，兩年後

對成果進行評估，這是個非常值得考

慮的方向。 

(二) 教師自主研習模式－從課程與教

學入手，協助教師了解內涵、自

主抉擇 

若是不從法源上提出學校實驗計

畫，成為學習共同體學校，則可以採

取示範宣導模式，從課程設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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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班級經營等實質面向，來進行

示範宣導和教師研習，讓教師自主抉

擇。包括：（1）觀課交流－不以成績

評鑑來要求教師績效，造成老師心生

抗拒而失美意，而是讓平日的教師研

習和觀課議課或教學觀摩，成為教師

專業成長的園地。（2）奬助開發－鼓

勵中小學與師範校院合作，進行相關

的課程設計、教學策略，班級經營研

究和發表交流，達到示範觀摩的氛圍

和功能。 

學校政策形成模式，和教師自主

研習二種模式，皆是站在臺灣目前中

小學行政人員為了評鑑作業和競賽項

目等，流動高不易留人，且教師也常

忙於應付一些活動和教學觀摩所提出

的模式。希望各教育局能放寬讓學校

自行決定是否參加評鑑或競賽的自由

度，回歸到關注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

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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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綜合活動領域迷思概念之解構與重構： 

課程社會學觀點 
丘愛鈴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一、前言 

綜 合 活 動 學 習 領 域 (Integrated 

Activities Learning Area) 是國民中小

學九年一貫課程的新興領域，十多年

來筆者在師資培育大學擔任「綜合活

動領域教學與評量」、「綜合活動領域

輔導活動教材教法」教學工作，目前

擔任綜合活動領域中央輔導團常務委

員，同時也參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簡稱十二年國教）綜合活動領域課

程綱要內容研修工作小組（簡稱研修

小組）。綜觀綜合活動領域多年來在學

者專家與中小學教學現場實務教師共

同努力下，從設計統整課程，活化體

驗、省思、實踐的教學策略，到目前

研發國中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標準評量

示例，同時期望綜合活動課程銜接至

高級中等學校「生命教育」、「生涯規

劃」、「家政」三個科目課程時，能獲

得高中職教師的專業認同與肯定。本

文從課程社會學觀點，解構在考試文

化下師資生對國中綜合活動課程經常

存有的二項迷思概念，繼而前瞻十二

年國教終身學習社會的人才培育教

育，綜合活動課程需要連結學習者自

我與生涯發展、生活經營與創新、社

會與環境關懷的學習新觀點，以導正

過度應付考試的文化，並能在全人教

育理念下重新理解和建構綜合活動課

程與教學的存在價值和學習內涵。 

  

二、解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迷

思概念 

(一)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真的是國民中

小學課程中的「副科」嗎？ 

學校中什麼知識最有價值？課程

社會學者的觀點認為課程是社會建構

的知識，課程變革不是一個課程文件

（例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總綱》）取代另一個課程文件（例

如：《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總

綱》），而是要檢視課程實施時更大的

環境脈絡和教育系統的價值觀和知識

觀（丘愛鈴、林佩璇、周淑卿、張鍠

焜合譯，2004）。長期以來學校教育系

統的升學文化，合法化考試科目成為

學校總體課程中的「主科」，使得藝能

及活動課程成為「副科」，主、副科二

分法內化為師生的意識型態，產生許

多議題的衝突，例如：學習的目的在

於通過考試和獲得文憑，學生成為「考

試的機器」，在考試競爭中只關心自己

的考試成績；學校將升學率當成最重

要的辦學績效指標，學校課程窄化為

教科書，教學窄化為教書，學習窄化

為背誦與記憶，關注學習結果卻忽略

建構教與學的支持系統與激勵機制。

二位師資生的國中學習經驗回顧顯現

上述教育現場的實況： 

我唸的國中是比較鄉下的國中，

相當重視升學，所以不僅沒有綜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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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課程，到最後更沒有音樂課、美術

課。（師資生-玉） 

在我國中時，綜合活動只是課表

上的名詞，實際上都拿來上主科課，

每個星期國、英、數不一樣的輪流，

國中時候的我一直認為這是正常的，

一直到上了大學，才發現，原來這是

錯誤的，只因為老師們的習以為常，

才讓我有這樣的錯誤概念。（師資生-

銘） 

上述國中教育現場的實況，反映

升學文化應試教育下，國中課程結構

中「主科 vs.副科」知識階層化的迷思

概念。校長、家長、教師較多關心「升

學率」的量化辦學指標，同時合理化

「主科借課」的正當性，卻較少關心

學習者全人教育發展在「價值觀、生

活態度、生命意義、生涯發展、情緒

調節、人際互動、團隊合作、關懷社

會和自然」等道德、情感、社會發展

的人生重要課題，因此，學校校園文

化再製「智育至上」的教育信念，因

而與國民教育法（2011）和高級中等

教育法（2013）第一條開宗明義強調

九年國民教育和高級中等教育要培養

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

優質公民的宗旨有所背離。 

(二) 綜合活動課程內容就只是家政烹

飪、童軍結繩、輔導看影片嗎？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以下簡稱 97 課

綱）中提及本領域的課程範圍「包括

符合綜合活動理念之輔導活動、童軍

活動、家政活動、團體活動、服務學

習等活動，以及需要跨越學習領域聯

絡合作的學習活動。」（教育部，2008）

我國師資培育制度，國中師資採取分

科培育，國中綜合活動課程由綜合活

動領域童軍、家政、輔導活動三科專

長教師擔任授課，讓師資生誤認為綜

合活動即為家政、童軍、輔導活動分

科課程，二位師資生的國中學習經驗

回顧說明上述教育現場的實況： 

我對綜合活動的印象就只有家

政、童軍活動等屬於比較實作型的課

程，也因為上課節數不多，就只有簡

單的上過烹飪課、結繩課而已，其他

的就沒有太多的印象了。（師資生-馨） 

綜合活動課有關生命教育、職業

探索、認識自我之類的單元，偏向看

電視、看電影、欣賞影片、聊天談心、

聊聊學校發生的開心不開心的事情，

是一堂放鬆的課。(師資生-德) 

上述師資生在國中綜合活動課程

的學習經驗，反映其將童軍、家政課

程窄化為傳統的「實用技能課」，將輔

導活動課誤解為「休閒放鬆課」。課程

社會學者根據「知識階層化」的觀點，

提出課程與社會階層化關係的重要實

例即是「學術 vs.職業」的分化，這種

分化方式反映在工作組織中，即是勞

心和勞力之分化（丘愛鈴、林佩璇、

周淑卿、張鍠焜合譯，2004），在我國

學制分流系統中則為高中、高職之分

化，造成「強勢的」高中學術科目的

學習以準備升學大學校院為目的，另

一個是「弱勢的」高職實用技能課程

以準備就業或升學科技校院為目的。

然而，在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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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職業結構早已不再強調勞心和勞

力工作之區分，而是強調跨領域團隊

合作所需要的批判思考和解決問題的

能力、跨網絡合作與影響力領導、隨

機應變和靈活適應、積極主動和勇於

創發、良好的口語和文字表達能力、

接收與分析資訊的能力、求知慾和想

像力等生存力（宋偉航譯，2012）。 

三、澄清與重構綜合活動領域的

基本理念與學習內涵 

(一) 綜合活動領域是十二年國教「適

性揚才、多元進路」的全人教育 

十二年國教以「有教無類、因材

施教、適性揚才、多元進路、優質銜

接」等五大理念為核心，其中「適性

揚才」係指透過適性輔導，引導學生

瞭解自我的性向與興趣，以及社會職

場和就業結構的基本型態；「多元進

路」係指發展學生多元智能、性向及

興趣，進而找到適合自己的進路，以

便繼續升學或就業（教育部，2011）。

上述二個理念與綜合活動領域的課程

理念、目標與內涵緊密關連。 

綜合活動領域具有統整課程

（integrated curriculum）和經驗課程

（ experience curriculum）的成分概

念。在全人教育的理念下，現行 97 課

綱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課程總目標在

培養學生具備「生活實踐的能力」，課

程內涵包括「自我發展、生活經營、

社會參與、保護自我與環境」四大主

題軸和十二項核心素養「自我探索、

自我管理、尊重生命、生活管理、生

活適應與創新、資源運用與開發、人

際互動、社會關懷與服務、尊重多元

文化、危機辨識與處理、戶外生活、

環境保護」（教育部，2008）。研修小

組規劃的十二年國教綜合活動領域課

程總目標，提升目標層次為培養學生

具備「價值探索、經驗統整與實踐創

新」的能力，統整課程之內涵架構（草

案）為三大主題軸，同時拓展和深化

97 課綱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十二項核心

素養的課程廣度（例如：新增「團隊

合作與領導」、「生活美感與創新」）和

深度（例如：強化「生涯規劃與發展」、

「文化理解與尊重」）為十二個主題項

目如表 1。 

從表 1 可知，在綜合活動領域「自

我與生涯發展」主題軸課程中，學生

能探索和瞭解自我的多元智能、性向

及興趣，規劃個人生涯與促進適性發

展，落實「適性揚才」的理念；在「生

活經營與創新」主題軸課程中，學生

能培養人際關係與互動技巧，增進團

體合作、問題解決與領導能力，發揮

未來想像，經營與創新生活以提升生

活品質並展現生活美感，落實「多元

進路」所需要的生存力。在「社會與

環境關懷」主題軸課程中，學生能積

極關懷人群，養成社會責任及公民意

識，尊重多元文化，並能與大自然和

諧相處，保護、改善和促進環境的永

續發展。綜上所述，綜合活動領域確

實對培養德、智、體、群、美五育均

衡發展之優質公民的教育宗旨實踐有

很大的助益，同時能培養學習者終身

學習所需要的生活智慧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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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十二年國教綜合活動領域之內涵架構（草案） 

課程總目標：培養學生具備「價值探索、經驗統整與實踐創新」的能力 

主題軸 自我與生涯發展 生活經營與創新 社會與環境關懷 

主題 

項目 

自我探索與成長 人際互動與經營 危機辨識與處理 

自主學習與管理 團體合作與領導 社會關懷與服務 

生涯規劃與發展 資源運用與開發 文化理解與尊重 

尊重與珍惜生命 生活美感與創新 環境保育與永續 

資料來源：方德隆、丘愛鈴（2014），頁 13。

(二) 綜合活動領域教學透過體驗學習

建構學習者內化的意義和價值觀 

97 課綱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教學

要領是「實踐體驗所知、省思個人意

義、擴展學習經驗、鼓勵多元與尊重」

（教育部，2008）。國中綜合活動領域

在過去分為家政、童軍與輔導活動三

科，教學目標的達成經常是透過烹飪

活動學習生活技能促進家人情感關

係，透過結繩增進野外生活技能，學

習與大自然和平相處，透過影片欣

賞，討論和分析不同的人際溝通模式

可能造成的結果，以提升學習者人際

互動的社會技巧等。現在已經有許多

綜合活動領域以學生為中心，逐漸採

跨科統整課程與教學進行體驗式自主

學習的課程成功經驗。例如，國家教

育研究院「愛學網」的「活化教學列

車」，有二部綜合活動領域的活化教學

影片，其一、是由臺北市立龍門國中

江海韻老師進行「從學習共同體到教

學有機體」的教學示範，國中生分小

隊，學習團隊合作、關懷、同理心和

溝通技巧，老師先培訓學生當達人(即

師徒制中的小老師)，學生達人領導隊

員進行技能性學習，讓孩子找到自己

的舞臺（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a）。

其二、是由高雄市龍華國中施紅朱老

師進行「尋找溫柔的光－綜合活動體

驗式學習」服務學習的教學示範，運

用探索活動和實物教學等方式，讓學

生在體驗、省思與實踐活動中，認識

和引發服務熱忱，體驗助人及受人幫

助的心情，進而願意自發助人，瞭解

服務他人的意義與重要性（國家教育

研究院，2014b）。 

教育部於 2014 年 9 月頒發 103 年

度全國教學卓越獎給九所國中，值得

注意的是高雄市、新北市各有一所國

中係以「綜合活動創意課程與教學」

獲獎，顯現國中綜合活動領域教師的

教學專業和學生的學習表現獲得高度

的肯定。高雄市立獅甲國中榮獲全國

教學卓越金質獎，該校以綜合活動領

域童軍、家政、輔導合科，課程規劃

系統化，自編教材緊扣綜合活動領域

和學校願景，透過綜合活動課程與教

學，帶領學生探索自我的核心能力，

激發潛能、揮灑亮點；引導學生能跳

脫生活壓力與翻轉僵化思考，掌握時

代脈動與變革，驅動熱情關懷社會，

建立正向的目的感與意義感，迎向更

寬廣的未來，獅甲國中綜合活動領域

三年的課程計畫如表 2。新北市立土城

國中榮獲全國教學卓越銀質獎，該校

以綜合活動領域核心理念－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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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學習，建構童軍為主軸的體驗課

程，讓國中生有充足的時間在課堂中

體驗、省思與實踐，促進班級凝聚力，

提升友善學習氛圍，增進優質教學，

運用團隊發展理論、經驗學習圈、流

水學習法等多元教學策略，達成 97 課

綱綜合活動領域課程總目標和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政策，發展「童心協力

一家親」課程方案（教育部，2014 b）。 

從上述綜合活動領域課程發展與

實施的成功經驗案例中可知，綜合活 

動領域以學生成長需求為依據，

以生活經驗為重心，課程內涵包含認

識自己、規劃生涯、經營與創新生活、

關懷社會與自然，落實十二年國教適

性揚才、多元進路、多元成就的價值

觀，體驗學習課程融入了情感、思考

和「做中學」的生活實踐力，讓學生

在生活中實踐愛與關懷的人生觀和價

值觀，同時對於自己、環境與未來有

更深入的想法，在團隊合作中展現築

夢踏實和應變創新的生命勇氣與行動

力。 

表 2 高雄市立獅甲國中 103 學年度綜合活動領域課程計畫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下一站，幸福獅甲

(童軍) 

Super 金頭腦  

（輔導） 

Open 獅甲ちゃん

(醬)～校園特色

「心」發現（家政） 

生涯與夢想   

（生涯） 

我的工作大未來

（生涯） 

升學多線道，心想

事成-正向思考術

（生涯） 

有你真好~班級人

際面面觀(輔導) 

生火野炊小當家

（童軍、家政） 

Yes！We Can！-

服務學習大進擊

（輔導） 

綠塑奇蹟     

(家政、環保) 

我想談戀愛   

（家政、性別） 

走出教室殿堂  

（生涯） 

健康飲食達人 

(家庭教育) 

在我生命中的每

一天（家庭教育、

生命教育） 

我要活下去-野外

聰明求生記  （童

軍、環境、安全） 

朋友與我     

（輔導） 

We are family  

（家庭教育、性

別） 

幸福感恩季   

（家政）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高雄市立獅甲國中（2014）。103 學年度綜合活動領域課程計畫，取自

http://www.scjh.kh.edu.tw/releaseRedirect.do?unitID=1&pageID=169 

四、結語 

從課程理念和教學實務二個層面

上可知，在當前應試文化下國中綜合

活動領域淪為「副科」地位，且課程

內容窄化為「實用技能」和「休閒放

鬆課」的迷思概念。為導正上述迷思，

在課程理念上，從未來人才培育跨領

域或跨科統整的創意觀點，呼應教育

部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總綱》前瞻未來全球化公民所需

要的「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

會參與」三大面向的核心素養（教育

部，2014a），規劃十二年國教綜合活

動領域課程目標與課程內涵架構（草

案），同時依據「全人教育」和「學生

為主體」的教育理念，提出綜合活動

領域「自我與生涯發展」、「生活經營

與創新」、「社會與環境關懷」三大主

題軸之課程內涵架構，適性輔導學生

探索自我性向、興趣、專長和生涯發

展，連結人我互動的生活經營與創新

能力，以及人與社會、人與自然永續

發展所需的服務學習、尊重多元文

化、保護環境永續發展的情懷。在教

學實務上，從國家教育研究院愛學網

上的典範教學影片、榮獲全國教學卓

越獎的國中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團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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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經驗典範案例，證實綜合活動領

域十多年來在學術社群和學校教師們

的專業投入與努力耕耘下，對學習者

人生價值觀的探索、後設認知能力的

引導、關懷社會與自然的生活實踐創

新能力培養等生活智慧有重要的教育

意義和價值，也能落實培養五育均衡

發展和終身學習能力的優質公民，為

人生的挑戰做好準備，進而達成十二

年國教成就每一個孩子的教育願景與

適性揚才的教育理念。 

致謝 

    感謝二位匿名審查委員對本文的

肯定和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筆者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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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實施建言 
王為國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 

 

一、前言 

過去的教育著重於傳遞知識，較

忽略從活動中實踐、體驗與反省，日

本、中國大陸與我國為改善此現象紛

紛強化活動課程，日本中小學加設「綜

合學習時間」，大陸中小學開設「綜合

實踐活動課程」，我國則設有「綜合活

動學習領域」（李坤崇，2011） 。國

民教育法第一條即說明:｢國民教育依

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規

定，以養成德、智、體、群、美五育

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宗旨｣。國民教

育在培養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的學

生，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可以說是在學

校正式課程中，以培育群育內涵為主

軸的科目，落實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可

以讓五育中的群育教育得以培養，故

而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有其必要性。 

二、現況 

自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以來，綜合

活動學習領域一直未受到學校的重

視，十多年過去了，一直沒有辦法改

善，甚至在未來的國小低年級中，「綜

合活動」的學習重點將和生活課程合

併（教育部，2014），這意謂著綜合活

動學習領域將要從低年級的課表上消

失，其原因可能如周水珍（2004）研

究指出低年級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內容

與生活學習領域重疊。過去幾年來本

領域受到忽視，在低年級又將要消

失，如此丘愛鈴（2006）、周水珍（2004）

所謂的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被邊緣

化的情況更顯得嚴重。 

目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在學校

常被挪為他用，大幅縮少真正進行綜

合課的時間。此外教師對綜合活動學

習領域的課綱、理念和精神不甚了解

（林彩雲、王為國，2013），導致教學

活動偏離綜合活動強調體驗、實踐與

省思的精神。 

再者師資培育機構之師資培育課

程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師資的培育也

不夠用心，目前師資生所修習的教材

教法中，以國語與數學領域教材教法

開設最為正常，列為師資生的必修，

其他學習領域之教材教法則列為選

修，並非每一位師資生都修習綜合活

動學習領域教材教法，更遑論準教師

未來都具備此領域的任教能力。 

三、建言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設立有其必

要性，本文依據上述現況，針對師資

培育機構、國民小學與縣市政府教育

主管機關提出建言。 

目前國小仍屬包班制的教學居

多，教師任教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可

能性高，在此呼籲師資培育機構的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中，加強師資生對於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任教專業知能，除

了將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材教法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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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之外，也要求師資生在修習教學

（育）實習階段，能夠有見習與試教

本領域的機會。 

另外也呼籲國民小學能夠重視綜

合活動，勿將其挪為他用或者舉辦學

校宣導活動，若有部分學校行事活動

需結合綜合活動時間，也需考量活動

本質要能符合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精

神，合宜地融入綜合活動的課程設計

中，也唯有如此，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才能教學正常化，以及發揮其功效。

學校也宜鼓勵教師成立綜合活動學習

領域教學社群，透過共同備課、觀課

與議課，以強化本領域之教學研究。 

此外，各縣市政府教育主管機關

應負起督導責任，督促各校綜合活動

學習領域之正常化教學。輔導團應再

加強發揮功能，引領教師於本領域教

學增能。另外也應要求在職教師參加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材教法與教學評

量研習，加強教師課綱解讀與能力指

標轉化成教學設計之能力，確保教師

具備此領域的教學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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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農夫體驗教學活動融入幼兒生命教育 
李淑卿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系生命教育碩士班研究生 

臺北雨聲國小幼兒園教師 

 

一、前言 

每次在幼稚園進行唐詩【憫農詩】

賞析教學時，常會利用圖片或說故事

方式讓孩子瞭解這首唐詩的意涵何

在，在表達農夫工作的辛苦，希望孩

子在享用米飯之時，當思一粒一飯來

之不易，進而懂得珍惜食物，培養一

顆感恩的心。思考如何讓孩子產生感

動有所體會，進而培養愛物惜福的態

度，是重要的課題。由於生命教育強

調透過體驗教學，藉由個人體驗，從

體驗中進而自我省思，重要的過程是

能從省思中產生意義。因此希望藉由

體驗教學幫助幼兒經由真實之體驗的

經驗及過程中，對其他生命如植物發

展出體驗能力。 

教 育 需 要 向 下 扎 根 ， 施 宜 煌

（2013）認為從孩童學前階段就應該

實施生命教育，這在臺灣教育中是刻

不容緩的事。生命教育的效果要愈顯

著的話，就該在兒童年紀愈小時實

施。學前教育階段是實施生命教育的

關鍵期，孩子猶如一塊海綿容易吸

收、也是最好形塑的個體。幼兒教育

的核心目標是引導協助孩子學習去平

等對待和尊重各種生命（詹文娟，

2010）。張湘君（2000）提到：孩童的

人格發展和學習態度奠基最重要的階

段是在國小和幼稚園階段，實施生命

教育在此時期最能發揮實質的功效。

從貼近孩子生活經驗著手，規畫小農

夫體驗活動教學融入幼兒生命教育，

讓孩子實際做中學，冀望透過種植與

照顧的行為，能啟發幼兒對生命的關

懷在內心播下良善的種子。 

二、生命教育融入種植體驗 

幼兒知道生命是什麼嗎？對於幼

兒來說，生命是什麼呢？從來沒有機

會跟班上孩子談論過這個問題，所以

尚不知孩子的想法，但是在孩子的小

腦袋瓜中有他們的思考邏輯，我想從

他們口中表達出來的想法一定會令大

人想像不到吧。在皮亞傑認知發展理

論中幼兒階段的發展是屬於前運思

期，這時期的幼兒並不具備抽象思考

的能力，必須對於具體事物透過體驗

和從實際操作中去學習。我希望讓孩

子能從種植的活動中體驗到植物的

生、老、病、死，知道他們對於一些

事件的看法和想法是什麼？想要探究

孩童對「有生命」的看法是什麼？在

孩子的認知中，他們所說的「活的」

代表的現象又有哪些呢？要用什麼標

準來判斷呢？對於幼兒的生命概念若

能有所瞭解的話，可做為設計幼兒生

命教育課程的基礎。幼兒生命教育課

程宜透過融入教學方式去實施啟發，

誠如賴媛姬（2002）文中提及幼兒生

命教育的實施不需另闢教育活動,只要

在原有的活動中徹底實施即可。 

(一) 小農夫體驗教學 

種植體驗是指以種植蔬菜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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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孩子實際經歷過翻土、播種、澆水、

鋤草、施肥、收成等過程，從中了解

並體會農夫工作的辛苦。小農夫體驗

教學是讓幼兒在園所校園之環境中，

建立經營一塊班級園地，運用視、聽、

觸、嗅、味覺等感官知覺去覺察自然

情境，並且透過運用約瑟夫 .柯內爾

（Joseph Cornell）的流水學習法（Flow 

Learning）四個階段：喚起熱忱、集中

注意力、直接體驗、分享啟示，教師

運用四階段的帶領及引導，幼兒的思

考和回應被引發後，進而體驗自然、

從中感受到生命的歷程。可見老師扮

演重要的引導者角色，要能運用感官

引領孩子學習，若要進行種植體驗，

老師本身要具備有種植植物的先備知

識、喜愛植物和喜歡親近泥土、有敏

銳觀察和覺察力等，孩子在種植過程

中遇到的種種問題如:挫折，老師的處

理態度會影響孩子，孩子聽在耳裡看

在眼裡，老師要有心帶領孩子跟著孩

子一起學習，才能發揮種植體驗的潛

移默化功能，讓孩子開啟對生命的體

驗。 

(二) 融入式教學 

幼兒園課程原本就是不分科教

學，它採用單元或主題式教學，所以

老師可以有規畫的將生命教育融入在

課程中啟發孩子多元學習，而不會是

在教學課程之外覺得是困擾或當成是

額外負擔或不知從何下手。融入式教

學是指在既有的課程之中把幼兒學習

的內容適當安排入，以期望達到預期

的教學成效（黃淑敏，2011）。建議可

以在主題「營養食物」或是「小小農

夫」等，將生命教育融入幼兒種植體

驗活動中，透過自然的情境讓幼兒展

現學習特質，進而實踐生命教育。融

入式教學讓孩子透過操作實做，自己

去觀察去發現去用心感受，有了體會

後引發內心的共鳴，如此孩子會發自

內心自發性地願意去尊重其他生命。 

(三) 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是引導學生探索和認識

生命的意義、進而學習尊重和珍惜生

命的價值、熱愛發展屬於個人獨特的

生命、實踐並活出與天地人我共融共

存的和諧關係（孫效智，2000）。生命

教育內涵定義為「人與自己的教育－

尊重自己尊重生命」、「人與人的教育

－關懷他人」、「人與自然的教育－愛

護自然、愛護生命」。在種植體驗中，

孩子學習如何去照顧看待生命（植

物）、還有面對會吃菜的蟲時該如何處

理（為什麼蟲要來吃菜呢？這時可引

導孩子去思考是要除去牠還是也留給

牠生存的空間呢？……）、種植的過程

中要與別人分工合作、或者是有人負

責種植的枯萎了死掉了，這時候該怎

麼面對及處理失落感呢？以上種種都

是可以讓孩子在種植體驗活動中自然

而然去學習及挑戰挫折，學習解決問

題、學習面對與昆蟲的共生共存而不

只是傷害牠、學習關懷別人，孩子，

一場與生命的對話就此展開。孩子的

心是柔軟的，透過老師的帶領能讓孩

子的體驗活動融入生命教育，在心田

播下一顆關懷生命的種子，進而喜歡

接近大自然，觀察生態。因此老師對

於幼兒生命教育的重要能有所認同，

了解生命教育的意義和內容，才能將

生命教育確實落實在幼兒教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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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能主動去參與關於生命教育的相

關課程研習，增長對生命教育的認識

和關懷。 

(四) 建立屬於班級的開心農場 

學校是孩子最熟悉的環境，可以

提供孩子在這塊種植區親身體驗種植

蔬菜的過程，透過種植蔬菜在孩子觀

察感受生命的力量和歷程；也提供了

孩子接近自然、親近泥土的機會，探

索植物與土地的關係。所以當孩子在

進行小農夫體驗教學活動中，就是在

體驗生命教育，從種植環境的體驗和

經歷中，進而實踐生命教育。因此，

幼兒對種植環境和生命的體驗與幼兒

的生活是有密切的關係。幼兒喜歡親

近自然對自然現象充滿興趣，在透過

種植照顧植物的過程中，能近距離的

觀察植物的成長過程，在照顧的過程

中覺察自己的小小力量也能幫助植物

好好成長，感受到能幫助其他生命的

喜悅，促使了幼兒跟環境有了愛的連

結，進而幫助幼兒建立更寬廣的生命

觀。建議若是學校沒有適當的地可以

讓孩子從事種植活動的話，克服困境

老師利用數個大的栽種盆子或是保麗

龍盒也可以實際種植，達到效果。 

三、結語 

生命教育最好的取材來源是從生

活中去體驗生命，在教學主題包含自

我成長、人際關係、社區活動等活動

中自然的引發鼓勵幼兒對自我的信

心，而對生命充滿希望（黃思瑜/林楚

欣，2009）。體驗對實施生命教育而言

是很合宜的方式，種植蔬菜是一種很

好的體驗教學。因為孩子的學習是透

過操作而學會的，做中學能啟發孩子

的探索興趣和動機，他們喜歡觀察喜

歡自己去摸索，孩子的觀察力往往是

超乎大人想像的，種植活動讓孩子擁

有自己的田地，化身小農夫後有了責

任感想去照顧植物，進而體會照顧不

易的心情和辛苦之處，也會想要它好

好長大，對孩子而言就是生命教育的

一種學習和領悟，原來種植並非我們

所想的那麼簡單，要歷經付出和辛

苦，才能種出又大又好吃的蔬菜，也

或許會遭遇到菜被蟲吃的情形或沒有

種活等問題，孩子遇到問題時會有挫

折或想要放棄或覺得種菜不好玩的心

態，然而這種情境卻是提供孩子最好

的思考及解決問題機會。所以要在幼

小孩子的心中播下一顆良善的種子可

以從貼近生活、親近自然的種植活動

開始，種植蔬菜採收時孩子會很有成

就感和充滿喜悅，而採收的蔬菜煮來

吃會格外懂得珍惜。小農夫體驗教學

融入生命教育是很好的活動，這是可

以一直持續有系列的規畫課程，因為

孩子的成長改變看得見，如：我會種

菜了耶!我今天有拔雜草、我發現菜蟲

在葉子裡我沒有傷害牠、從怕髒不喜

歡碰土到會玩土聞土味...等，從小實施

幼兒生命教育，能使幼兒學習尊重其

他生命，擁有一顆感恩的心能知福惜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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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興趣對國中學生在數學科學習上的影響力 
吳淩方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根據國際教育成就調查委員會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簡稱 IEA）在 2011 年所主辦的「國際

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

（TIMSS）中，發現臺灣學生的數學

學習成就有很好的名次，即便如此，

八年級的學生卻有將近一半的學生不

認同學習數學的價值與意義，他們認

為學習數學對未來並沒有益處，所以

無法對數學科產生興趣。不僅如此，

在數據中也觀察到臺灣學生的年級別

和數學興趣的比率是成反比的現象，

由此可知，臺灣學生對學習數學的興

趣多半是呈現低靡的狀態。 

臺灣學生學習數學的方式已長期

受「高成就、低自信、低興趣」矛盾

模式的影響而存在著（李佩芬，

2013），假如持續以此教學模式下去，

是否國中學生能維持對學習數學的熱

誠到畢業呢？再加上教材的難度漸漸

提升，學生在學習上累積越來越多的

困難與挫折，導致學生無法在學習數

學上建立自信，自然也就無法從中找

到必須學習數學的理由，也會影響到

他們學習數學的表現，正因為如此，

學生對數學科的學習興趣可能會逐漸

降低，甚至開始排斥學習數學。而興

趣的迷人之處就在於它可以「從無到

有」，故研究者認為藉由培養學生的學

習興趣，可以改善學生對數學科的看

法及學習態度。 

二、在教育現場中如何引起學生

的學習興趣 

依據 Hidi&Renninger （2006）及

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 （2011）的

興趣發展階段理論將興趣分為引起情

境興趣（triggered situational interest）、

維持情境興趣（maintain situational 

interest）、個人興趣（individual interest）

共三階段，其中個人興趣又細分為出

現 個 人 興 趣 （ emerging individual 

interest ）、 良 好 發 展 的 個 人 興 趣

（well-developed individual interest），

以下分述之： 

(一) 引起情境興趣可以藉由環境或教

材內容的特色，教材內容不一

致、出現驚訝或意外的訊息皆可

引起學生的情境興趣，若情境興

趣被引起可以讓學習者對排斥的

科目再次產生興趣。教師可以利

用課外補充、圖片或附件講解數

學單元等，例如李夢芳（2013）

利用繪本融入數學課程，成功地

引起學生的數學興趣。 

(二) 維持情境興趣屬於引起情境興趣

後續的狀態，包含了專注力和毅

力，這階段是個人與情境之間開

始產生有意義的連結，透過有意

義的任務或個人參與的輔助，可

以使學生產生且維持情境興趣。

教師可以在數學課讓學生自行規

劃學習進度、數學課分組合作

等，例如林金珠（2014）使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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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學習教學方式，提升了學生的

數學興趣及數學成就。 

(三) 出現個人興趣的特徵是正向情

感、累積知識和提倡價值，學生

在課堂上得到正向回饋，會有助

於形成個人興趣，老師可以試著

鼓勵學生在數學課堂上發言，不

管對錯與否皆肯定與讚賞他們的

表現。例如郭世明（2000）在教

室的數學學習研究中指出，正向

情緒的學生其興趣較能被激發，

包含教師的關懷、語氣、表情等，

這些正向情緒皆與學生在學習數

學的過程中有影響。 

(四) 良好發展的個人興趣會促進自我

調節，開始會預期自己後續的發

展，且為了達成目標投入更多的

努力，在解決問題時會使用更有

建設性和創造性的深層處理策

略，在課堂上不再需要等待教師

一步步地指令教學，學生不僅會

主動建構知識，也會開始思考如

何將上課所學的知識靈活應用。

在數學課中教師可以出考題引導

學生去思考，到底該如何運用課

堂所學的知識解題，且學生在解

題的過程裡也會逐步地建構知

識，這有助於良好發展的個人興

趣更加地穩固，例如余民寧、韓

珮華（2009）指出使用建構式教學

法對數學學習興趣有正向影響

力。 

三、學習興趣影響數學學習成就

的相關研究 

從相關研究中可得知，不同年級

的學生在學習數學上若缺乏興趣會影

響其數學學習成就，以下分述之: 

余民寧、韓佩華（2009）的教學

風格對數學學習興趣與數學學習成就

之影響的研究結果為，影響國二學生

數學學習成就表現的成因，包含教學

方法、能力知覺、數學有效性與數學

興趣，由此可知，數學興趣對數學學

習成就會造成影響。 

鄭如萍（2014）探討國中生數學

學習興趣相關因素，研究結果發現數

學學習興趣能正向預測數學學習成

就。 

吳梅蘭、曾哲仁（1994）的研究

結果發現對數學有興趣的國小女生對

數學學習成就有自信，相反地，對數

學不感興趣的的國小女生，對自己的

數學學習成就一點都不重視。 

周兆敏（2003）研究加入網際網

路對高一學生的數學科影響，研究結

果發現學生的數學興趣有提高，且學

習成就也因此而提升，由此可知，教

師可藉由改變教學方式引起學生的興

趣，讓學生不要排斥數學，改變以往

對數學的觀念，讓數學變得更有趣且

更活潑。 

四、結語 

在學習中興趣是強而有力的催化

劑，它能促使孩子發自內心主動地去

參與，因為興趣對孩子來說在各方面

都是最好的老師，它有無形的力量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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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著孩子朝成功之路努力不懈地前

進。而游乾桂（2005）也指出不管學

生的年齡層級，學生對於自己的喜好

是非常清楚的，即使他們對於興趣的

基準都不同，但多數學生都很了解自

己的興趣在哪裡，如果學生在學習中

缺乏興趣的話，對學習會感到很乏

味，甚至會增加他們的學習壓力，如

果學習中伴隨著興趣，即使遇到多少

挫折，他們也會樂在其中。 

對臺灣學生來說，數學科一直是

多數學生感到頭痛的科目，很容易因

為挫敗的經驗就放棄學習，再加上教

材難度逐漸地提升，使他們在學習上

無法建立自信，因此林銘義（2013）

提出學生的學習目標應針對不同學生

的數學程度做調整，不得給予學生超

出其能力範圍的目標，且可利用同儕

師徒制，去建立學生的信心，以上皆

有助於提升學生的數學興趣。而興趣

的影響力可以讓學生產生動力，並且

是發自內心的願意學習，這比家長或

老師單方面的推使下是較具有成效和

意義的，所以教師在數學課堂上可以

嘗試從興趣方面著手，打破學生對學

習數學的負面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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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模式在課室教學上的應用 
林啟超 

東海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謝智玲 

大葉大學教育專業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一、前言 

學習動機一直是教育上所關注的

議題，若學習者具備學習的動機，則

他們將主動展開對於學習工作內容的

探索。但由於學校科目的學習內容，

一般說本身不易具備對學生學習的吸

引力，特別是到了中學學習階段，由

於課程本身的難度增加，增加學習上

的挫折感，因此常會看到學生在教室

中無精打采、意興闌珊、心不在焉的

學習狀況，而當課室的任課教師面對

這樣的情境，也就要思索著如何提升

或改善學生的學習意願，教學上的挑

戰，也常是學習動機的問題，也難怪

教學的設計上把「引起動機」認為教

學上的首要任務，因為它是引領學生

進入到學習內容的第一步。 

基於上述原因，本文從學習動機

理論的觀點介紹兩種動機模式，一為

「TARGET」模式(Ames, 1992; Epstein, 

1989)；另一為「MUSIC」模式(Jones, 

2009) 做為任課教師在教學設計運用

的原則，希冀藉由這些原則的說明與

解釋，協助任課教師在教學上的改

進，以促進學生的學習意願，進而改

善學習成效。 以下針對這兩種動機模

式來加以闡述。 

二、TARGET 模式  

(一) 工作 （Task） 

是指教師在工作項目的選擇或提

供，應強調工作本身的樂趣及內在價

值的意義，並能提供一個富有挑戰

性，且滿足學生個別需求。也就是學

習的內容或活動（課程）要能生活化、

趣味化與多樣化，並且與學生的背景

經驗產生聯結，不是只有以教科書為

學習的材料或工作，而應該是讓學生

產生較有意義的學習。 

(二) 權威／自主（Authority/autonomy） 

是指教師考慮學生需要與感覺，

不要單從教學者的觀點考慮，應讓學

生主動參與在學習裡面，教師也願意

將教室權力下放給學生，分享學習的

權力，同時代表分享學習的責任。老

師可以和學生共同討論學習的內容，

也可以讓學生自行設立學習的目標，

在自己所定的標準中前進。例如，學

生可以決定自己學習的方式、途徑或

交作業的時間，也就是說讓學生在學

習的過程擁有適度的控制權，幫助發

展自我規範的學習策略，如此，學生

會發現自己在每一項學習工作中欠缺

什麼，因此個人學習的品質會愈來愈

好。 

(三) 認可（Recognition） 

是指教師提供獎賞與鼓勵時，應

該讓所有學習者都有機會，不是只提

供給高成就的學習者。在傳統的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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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歷程中，只要有人嬴，就一定有人

輸，因此只有少數學生能夠上台領

獎，大多數學生未能被肯定與受重視

的機會，並且個人的進步也在團體的

比較中變得渺小或看不見。筆者認為

教師應該讓每一位學生在學習的過程

中都有受到肯定的機會，不管是在教

室內、教室外、正式學習課程中或非

正式學習課程裡，讓不同才華或能力

的學生皆能感受到自己存在的價值。 

(四) 分組（Grouping） 

是指教師提供學生彼此互相合作

學習的機會，減少同學間社會性的競

爭比較，並建立一個包容、接納不同

個別差異的學習情境，以讓所有學生

能夠找到自我的定位與價值。學者們

（ Ames, 1984; Johnson & Johnson, 

1985）的研究已指出，當學生以合作

學習取代競爭學習時，他們對學習的

內容懂得更多與更完全，而且能夠發

展更有利於與別人應對的社會技能和

態度。當學生彼此討論所學的東西

時，或者當他們提出不同觀點互相質

疑時，合作學習的學生比個別學習或

互相競爭的學生，花更多的時間主動

探求新的知識與內容。 

(五) 評量（Evaluation） 

是指教師在評量及評估程序的本

質與使用上，採用多種評量的方法與

標準，不強調同學與同學間的相互比

較，而是注重個人學習進步的情形，

並減少成績的公開與張貼，建立一些

策略和程序，以讓學習者有機會改善

他們的表現，增加對自己的勝任感及

自我效能。另外一方面，教師也讓學

生評估自己預先設定的目標和進步的

狀況，以增加學生對自我潛能的鑑賞

力。 

(六) 時間（Time） 

是指教師執行管理與達成教學目

標的時間要有彈性，也就是說教師應

安排合適的學習內容、作業份量、教

學的進度和時間的分配足夠讓學生完

成學習的內容、活動與作業。另外，

Good（1983）建議學生個人對課程與

教學的知覺影響課堂上時間的分配，

因此，學習活動的設計或安排必須適

合學生的進度。況且不同學生原有知

識、學習偏好、學習速度與興趣都不

同，因此，學習內容的安排、作業活

動的先後順序以及時間的分配，最好

要有彈性，以便能符合個別差異學習

者的需要。 

三、MUSIC 模式 

(一) 增權賦能 （Empowerment） 

是指教師可以設計一些課程，讓

學生感覺參與其中，讓他們認為自己

也可以控制某些方面的學習。也就

是，提供學生有選擇的機會，並讓學

生適度表達他們的意見，同時也可在

班級常規中讓學生自訂上課之規則。

若學生感覺到有自主權，對學習內

容、工作任務能夠自己選擇時，會增

強學習意願、較高的自我價值和自尊

感、喜歡具挑戰性的任務、積極的態

度以及較佳的學習表現  (Ryan & 

Connell, 1989; Ryan & Groln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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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二) 實用性 （Usefulness） 

是指教師應讓學生知道課程對自

己的知識、技能或情意上是有用的。

清楚地向學生講解所進行的課程與他

們未來生活的關聯之處。教師可以多

嘗試設計實用性的課程，因為學習動

機源自於學生對未來短期、長期目標

有無幫助的看法  (De Volder& Lens, 

1982 Phan, 2008)，當學生發覺所學的

課程是有用的，與自己目前的生活是

相關的，或是與未來前途是有幫助

的，則會有更積極的學習動機及更優

異的學習表現。 

(三) 成功 (Success) 

是指要讓學生相信如果他們付出

努力，就會成功。依據學生學習情況

與程度設計稍具挑戰性的學習內容與

課程。鼓勵學生設定具體、具挑戰性，

但可達到的目標，同時，教師適時的

提供訊息式、進步的回饋，讓學生了

解自己學習上的變化與進展，感受到

自己的成長。這樣學生才能相信自己

會成功，這也是 MUSIC 模式中最重

要的因素 (Jones, 2009)。並在其他理論

亦都認為成功是學習上不可或缺的元

素。例如自我概念理論（Self-concept 

theory）(Marsh,1990)、自我效能理論

（Self-efficacy theory）(Bandura, 1986)

以及自我價值論（Self-worth theory）

(Covington, 1992)等。 

(四) 興趣（Interest） 

是指課程設計要符應學生興趣，

並考慮延伸創造課堂以外有趣的活

動。設計多樣性元素的課程，引發學

生的情感與認同的價值。猶如 Schraw

與 Lehman (2001)對興趣的定義為：興

趣就是「喜歡並有意願去參與的認知

活動」，這裡面包含了積極情感的（喜

歡）與認知成分（有意願）。Hidi 與

Renninger (2006)所提出的興趣發展模

式證明環境與個人興趣兩者是互相影

響的。興趣是由原先的環境興趣，透

過情境與環境間互動後，逐漸發展成

個人興趣，且個人興趣與更積極的注

意力、記憶力、理解力及更深層的認

知參與、思考、目標制定、學習策略

的選擇及成就表現有相關  (Hidi & 

Harackiewicz, 2000; Hidi & Renninger, 

2006; Krapp, 2002)。因此，教師應在課

室的學習情境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及促進學生永久的個人興趣。 

(五) 關心、關懷（Caring） 

是指要讓學生們感受到老師對他

們學習的關心，了解學生的成功和失

敗，並與學生保持友好的關係，主動

與 學 生 互 動 並 傾 聽 。 相 關 研 究 

(Baumeister & Leary, 1995; Ryan & 

Deci, 2000)顯示個體都會需要去建立

或維持與他人的關係，而 Caring 可再

分成對學習的關心與對個人的關懷兩

種 (Jones, 2009）。所謂對學習的關心

就是讓學生知道，教師隨時留意他們

是否達成課程的學習目標；而在個人

的關懷就是讓學生知道，教師會注

意 、 關 照 他 們 的 生 活  (Johnson, 

Johnson, & Anderson, 1983) 。研究

(Freeman, Anderman, & Jenso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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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rer & Skinner, 2003)也指出，教師關

懷與學生內在動機、積極應對、自主

性及學校的參與、努力、堅持性和學

習表現等均有關係。 

四、結語 

以上這兩種動機模式，可說都是

從學習者在學習歷程中能感受自主性

（如 TARGET 的 A；MUSIC 的 M）、

能力感（如 TARGET 的 R、E；MUSIC

的 S）、關係感（如 TARGET 的 G；

MUSIC 的 C）、價值性（如 TARGET

的第二個 T；MUSIC 的 U）以及趣味

性（如 TARGET 的第一個 T；MUSCI 

的 I） 來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 藉此

提供給教學者在教學設計與運用上的

參考，透過了解學生的學習歷程之相

關因素，從中掌握重要的因子，做為

教學設計模式之基礎。在應用時不見

得要把各模式的每一要素都運用在教

學過程中，開始時，可以基於對學生

的了解嘗試幾個重要的要素之設計運

用，從中知悉學生的學習情形，做為

之後再調整的參考。藉由這兩種動機

模式探討促進課室中教師與學生互動

的品質，共同提升「教」與「學」的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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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年級、性別探討國中生的學習投入情形 
張家禎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在學生的學習歷程中，教師總是

苦口婆心在課堂上告訴學生們要好好

用功讀書，也盡自身最大能力將所學

授與學生，但總會看見有的學生的學

習態度積極，有的學生卻對學習不感

興趣。每個學生的能力不同，學習方

法也不一定適用每位學生。不管是多

優秀或聰明的學生，當他們對學習沒

有動機，不了解為什麼自己應該要去

學習時，最後他們的才能都會埋沒。

因此，要找出讓學生主動、積極去學

習的原因，他們才會願意將心力花在

學習上，而學生的學習動機便是學習

的主要關鍵。 

近年來，關於學習動機的研究，

學習投入受到了較多學者的關注 

(Fredricks, Blumenfeld & Paris, 2004) 

「學習投入」（learning engagement） 的

意義是指學習的過程中，學生所投入

的學習意願、參與、專注力及伴隨的

情感，並獲得有意義的學習經驗和成

果。學生在投入學習活動的過程中，

會產生學習與發展（陳惠珍，2010）。

在學習的歷程中，若沒有正向的情緒

投入和主動參與的心態，不願意去努

力、堅持，是無法學到新知識或新技

能的。 

國小與國中階段的學習目標不

同，注重升學的國中生比起國小生有

著較大的學習壓力問題；也就是說，

剛從小學六年級升上來的國一學生的

學習投入程度、即將升上國二並且面

對日與漸增的升學壓力的國二學生與

面臨即將升高中的階段，每天會有大

大小小的考試，學習時伴隨而來的升

學壓力及負面情緒的國三學生可能會

有學習投入程度的差異。 

再者，上一輩的社會現象呈現重

男輕女的觀念，性別可說是影響個人

教育成就的最大關鍵，故男性的教育

成就則比女性高很多。然而，經過世

代的變遷，現今社會的重男輕女的刻

板印象已不復存在，性別觀念逐漸和

以往不同，女性懂得投入學習，提升

自我價值，使得女性在學習的表現漸

漸超越男性（吳慧瑛，2007）。 

最後，筆者想透過文獻探討國中

生在年級的差異及性別的不同對學習

投入程度影響的情形。 

二、學習投入的內涵 

Fredricks 、 Blumenfel 與 Paris 

(2004)整理了44篇有關投入行為的研

究，且更進一步將其分為行為投入、

情緒投入、認知投入三種構面。其中

「行為投入」指的是學生參與校內外

的各種學習活動，並達成正向之學業

結果；「情緒投入」是指學生在學習

時，對老師、同學、課業及學校的感

受，同時可能包含了正向情感和負面

情緒；「認知投入」則為學生在學習

過程時，不只完成課業的要求，更運

用學習策略和積極地自我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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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Reeve 和 Tseng (2011)

認為學習投入除了行為、情緒、認知

投入外，還有一種主體投入（agentic 

engagement）。主體投入指的是學生對

接收到的訊息進行動態建構的過程。

Reeve 認為前三種投入只看到學習環

境對學生學習產生的單一影響，且指

出主體投入強調學生會主動地對所學

的東西、學習條件和環境進行調整並

豐富化其學習歷程。例如，在學習歷

程中，學生可能會提供建設性的建

議、積極提出問題和回饋的方式，來

表達他們的想法和需要，透過相互交

流之下來反應出他們對課堂的學習情

況及個人積極參與學習活動的表現。      

綜合上述，筆者對學習投入的定

義是，學生在學習歷程中，主動地參

與、積極投入學習活動的程度。並將

學習投入分為四種:行為、情緒、認知、

主體投入。 

三、國中生年級、性別與學習投

入的相關研究 

有關年級、性別對國中生的學習

投入之影響情形，近年來國內外有許

多研究結果。 

(一) 學生年級與學習投入的關係 

1. Marks (2000) 的調查研究中發

現，隨著年級的提升，中學學生

的行為、情緒投入卻有降低的現

象。 

2. Skinner 等人（2008）在行為投入

與情緒投入的結果發現行為投入

程度會隨年級的增加而越低；在

情緒投入方面，正向情緒會隨年

級的增加則變低。 

3. 陳惠珍（2010）的研究結果指出，

在學習投入部份，發現國中生各

年級間行為投入部份差異達顯

著，而情緒投入部份則未達顯

著。學習行為投入部份，隨著年

級越高，投入的程度越低，行為

涉入、行為堅持與行為參與皆如

此。 

4. 胡綺祐（2011）的研究結果發現，

國一學生在「行為投入」以及「行

為參與」程度高於國二學生。在

「情緒好奇」與「情緒樂趣」程

度中，國一學生高於國二學生，

但「情緒厭煩」則是國二學生高

於國一學生。 

5. 陳燕儒（2014）的研究結果顯示，

國一、及國二學生在學習投入的

四個構面中，皆高於國三的學

生，也就是國中學生的年級越

高，學習投入的程度越低。 

(二) 學生性別與學習投入的關係 

1. Finn 和 Cox (1992)的研究結果發

現在學習上所投入的努力和專注

程度，女學生高於男學生。 

2. 陳彥甫（2001）的研究結果發現，

國中女生在課堂時，「行為上」較

國中男生積極、主動且正向，「情

緒上」的學習行為表現男女生沒

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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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永裕（2006）發現不同性別的

國中生在認知投入的部分呈現顯

著差異，女學生的認知投入程度

高於男學生。 

4. 陳燕儒（2014）的研究結果提到，

國中男生的主體投入程度高於女

生，而行為投入及認知投入方面

則是國中女生高於男生。 

四、結語 

綜合以上的研究結果可得知，在

年級方面，學習投入中部分的向度具

有年級的差異，也就是隨著年級的增

加，國中學生對於學習的投入反而降

低（Marks, 2000；Skinner et al., 2008；

陳惠珍，2010；胡綺祐，2011；陳燕

儒，2014）。意即隨著年級的不同，學

校課業難度一定會相對地增加，如果

學生沒有在一開始打穩基礎，在日後

的學習上可能比較容易遭遇困難，也

可能會產生負面情緒，而間接影響學

習投入的程度和學習成就的表現。也

就是國一學生仍在適應國中階段的課

程與生活作息，但壓力依然低於即將

升高中的國三生；國二學生的學習穩

定度較高，已經較適應學校生活及課

程；國三學生在面對升學壓力之際，

較容易遭受考試壓力產生負面情緒及

挫敗感，學校可以提供協助的管道讓

國三的學生找出課業的壓力來源，進

行瞭解後給予適當輔導，鼓勵學生發

展多元興趣，找到在學習上的自我定

位，並設定目標而努力，以此提高學

生的學習投入程度及學習動機。 

在性別方面，男生與女生在學習

上的表現也會有不同程度的學習投

入。女生在行為投入及認知投入方面

的程度高於男生；而男生在主體投入

方面高於女生。也就是女生在課堂上

較專心與努力，且女生懂得運用學習

策略幫助理解上課內容；而男生在課

堂上與教師的互動較高，且會適時表

達對課堂的想法與感受。此些結果意

謂著國中階段正屬於青少年的發展時

期，對於自身的定位仍在探索與發

展，男生與女生在心理上的變化也有

差異，若加上課業與升學所帶來的壓

力和負擔，可能就會影響學生對學習

的熱情與態度。是故，教師宜能針對

男同學、女同學的個別差異做適當引

導及協助，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投入及

學業成就。 

根據上述的相關理論及研究結

果，建議教師可以透過關心、鼓勵與

支持學生，並在課堂的教學活動作適

當的變化與設計符合學生需求的課程

內容，為他們建立起學習的習慣和熱

情，當學生在學習投入程度上有所改

變，提升學習投入的程度，並在學習

成就上看到好的成果，就是教師獲得

的最好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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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裏「我不想跟你學習」的聲音， 

我關注過多少? 
胡雯俐 

東海大學教研所碩士生  

臺中市僑泰高中專任老師 

 

一、前言  

學校教育的爭辯主軸在於，學校

目標到底應在培育學生就業或是培養

公民，這兩個目標孰重孰輕？學校本

應兩者兼重，但近來學生不想跟著老

師學習現成儲存的、墨守成規的知

識，於是教室裏出現「我不想跟你學

習」的聲音。我們到底能為自己和孩

子做些什麼？我們所面臨挑戰與問題

是，在有限的資源應如何分配，才能

實現我們的多樣性，並提供每個人想

要的美好生活。我們應如何對學生說

明，不是每個人都能找到好工作的這

個事實？而且，誰能決定教導來自不

同背景孩子的最有效方式？ 

二、培育學生就業與培養公民孰

執輕重？ 

以務實且短期的眼光而言，前者

是上上之選，畢竟能直接看出教育方

向的效能；但若以長期且宏觀的視

野，後者提供的公民素質是整個民

族、國家向上提升的基礎。然而，究

竟要選擇哪個方向，卻沒這麼簡單。

若以長期目標為導向，那容易產生「空

洞不實際」的批判，這種肉眼難以見

的東西，很難看出成效，且我們的孩

子恐怕也欠缺足夠的思維去接收，成

為一種浮濫的狀態，它欠缺「統一標

準」，例如分數，此外，我們的孩子，

除了在年幼時被動的接受，之後就易

萌生叛逆自主的心態，這並非適宜公

民培養的階段。一般人往往要在中年

之後，才能因社會浸染而呈現公民意

識，因為那是真正的「社會現實」！

到此時，當初的公民意識才能得到作

用，但中間的空窗期是非常難熬的。 

若著眼短期，那基本上符合現今

的臺灣教育。整體而言，在學生時代

求學非常平順，但出了社會後，就一

定能平步青雲、比較好嗎？似乎不見

得。而且分數決定一切，高分者自我

膨脹，低分者頹靡放棄，在進入社會

後，問題將接踵而來。而且成績優者

容易自負，加上不一定具備基本公民

視野、年輕人的衝動，容易在初出社

會就引起波瀾，三一八學運即是如

此，而且群眾也容易盲從。這種教育

對於社會整體是不安定的。 

折衷當然最好，但很難做到。若

要擇一，身為教師的我，則選擇長遠

方向。一群「乍看」有就業能力的人

往往是草包，尚不如給予公民意識及

靈活思考，學校教育「不可能」真正

給予就業能力，那可以日後摸索。不

過，要如何熬過這段空窗期，又是令

人望之卻步的無解了。 

孩子要學習民主，就必須生活在

其中，其意義就是，孩子在教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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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機會學習如何自我去管理。批判

學者 Freire 曾說：「培養出一個具有反

省行動的個體，而非被動的人。」（王

秋絨，1990；Freire, P.，1973）批判意

識者具備改變現狀的能力與抱負，是

社會罕有的變動因子，能操控社會大

多數的神奇意識者的走向，可以說他

們是進步的動力。但別忘了變動是可

以變差的，他們也能使社會充滿風

險，如今的人類世界能走到這一步，

就是這群人的影響，影響是正面或負

面？依角度而定。人類的種種革新，

造就了無數奇蹟，卻也造成無數災

變，這些都是變因造成的影響，他們

是精英，也是異端，引領著世界走向。 

三、挑戰我們的臆測及現況 

為了提醒並教導孩子關心他們所

處的世界，我們必須發展出批判性的

思維，跳脫習以為常的世界，去洞悉

我們的觀念和看法，透過語言的規

範、文化符號和內在的力量所建構而

成的能力  

我覺得如何引導孩子們發展出批

判性的思維是重要的，但同時應該告

訴孩子批判性的思考和偏激的言論是

不一樣的。在發表自我言論的同時，

我們可以以主觀來評斷，但不能否決

他人，更不應在無形之中謾罵他人。

拿反服貿的學運來說，我個人認為：

即便學生們有自己的立場，也應試著

以較理性、和平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

訴求。有些學生在批評政府時，辱罵

政府無能等等字眼，我認為學生們使

用這樣的字眼太過於貶低他人；當

然，並不是說政府做的很棒，只是我

認為學生們可以修改一些對於他人評

論的表達。在教學現場對學生批判性

思考的關注，可由以下幾點做起：良

好發問技巧的訓練、發問後給予學生

較長的反應時間、學生思考時教師應

扮演媒介的角色、選用適合的教學

法、鼓勵發問多向溝通等。 

此外，媒體識讀也是一個很好的

訓練。現在的資訊很發達，許多報章

雜誌、新聞媒體、網路文章常常會在

許多社會議題上發表自我的看法及意

見。雖然這樣大量接受外界訊息的學

生能更多元、多方面的參考及思考，

但我們須教導學生如何辨明具黨政色

彩的攻擊言論等等。每個人都有自己

的主觀意識和看法這件事是無庸置疑

的，但學生們仍在學習的階段，他們

較容易被媒體牽著走，一味的盲從。

我覺得一位老師應該告訴學生許多非

主流的想法，這樣不僅能促進他們多

元思考，更能使他們了解到社會上除

了主流看法，更存在著較邊緣的文化

及看法。不是要學生們認同，只是期

盼他們能尊重。 

透過書寫與閱讀來認清自己，以

做紀錄為省思，從辨識別人的多重面

向，建立自我明辨的意識。人的記憶

有限，做紀錄將我們的行為記下，將

可以使我們在長遠後或在了解自己上

有幫助。我認為人是主觀的，而記錄

下的自我是由主觀的我，試著以客觀

的角度去觀察主觀的自我。這樣的方

法能激盪出主觀和客觀所混和的另一

個自我。紀錄不僅能使自我更加細膩

的觀察自己，更能給予自己一些新的

看法。閱讀和書寫可以增進思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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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交談「對話」同樣也可以。從同儕

中得知近來的流行和趨勢，或是從長

輩、智者的想法中得知過往的經驗

談、智慧論，抑或是從和孩子們交談

的過程中了解他們和過往自己的不

同。兒童、少年、老人是每個人都會

在人生中經歷的過程，我們不可能同

時處於三個過程，然而，我們能藉由

與他人接觸、交談，更加的看見不同

年齡層中的想法，更可以於溝通感覺

到一種與人相處的快樂。現代科技的

日新月異，往往使我們與他人的距離

不再和以往一樣貼近，我想我們必須

培養孩子們如何和他人溝通、相處。

畢竟，人是群居動物，學習如何與這

個世界接軌是一件重要的事。 

四、結語： 

學生學習從各種不同的觀點，來

觀察情境和事件時，批判性思考、省

思和行動也隨之提高。套用 Freire 的話

(Freire, P.，1973)「詞彙和世界」（the 

word and the world ），意旨學生可藉由

閱讀去理解世界的多元性。因此，鼓

勵學生，從批判的觀點去看待他們學

習的事物，而不只是學習去記憶或是

消極地接受他們所接收到的知識。另

一方面，批判是教育期待學生能去尋

找自己的答案，且對問題或是解答有

一定好奇心。肯定形形色色的多樣

性，而不是壓抑多樣性。學校的責任

是幫助學生擴展視野，使其能批判地

認知到社會變遷中所需要、所接觸的

服務，能更包容、更多元性瞭解現今

社會，成為有益社會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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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間有效溝通之我見 
李錥鉽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暨生命教育碩士班研究生 

 

日前筆者參加一項由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委託財團法人國範

文教基金會學校促進組紀雪雲主任委

員所推動的一場「親子有效溝通」活

動，係參考美國國家藥物濫用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NIDA）所發展一本適合家長使用之

「有效溝通」手冊，而舉辦的一場親

子間「有效溝通」座談會。 

筆者認為「有效溝通」乃親子間

的藥物教育重心(Mallick & Walls，

2001)，與會的家長們分享了許多寶貴

的溝通經驗,多數都贊成親子溝通對家

庭和諧的重要性，也確定在和諧溫馨

的家庭氣氛下，孩子感受到溫暖，比

較不會受到藥物吸引誤觸毒品；但在

和孩子溝通前必須注意「有效溝通」

的方法與技巧。 

父母對子女的愛是天性，但教養

出來的孩子卻各有不同，關鍵在於方

法與技巧。Brazlton (1989)曾說:「很多

父母都擔心犯錯，因為要有效而成功

的教養孩子並非易事，養一個家不僅

只是賺錢而已，親職工作是一件困難

的工作。」 

親子溝通為父母與子女間的思

想、意見、情感分享的交流，可促進

親子間的瞭解與和諧（林玉慈，1999；

孫毓英，1986）。親子間溝通會因不同

的家庭背景而有不同的方式。溝通的

切入面是包含表情、口與、肢體，也

涵括語言及圖畫等（趙梅如、鍾思嘉，

2001）。所以有的父母溝通前，會空下

時間放下手邊的工作，和孩子來場促

膝而談；有的父母會利用親子間共做

家事閒聊，而使溝通於無形；有的父

母會利用看電視劇時，利用劇情，適

時的作機會教育；當然，也有的父母

會利用紙筆做無聲的溝通，不管利用

什麼方法，這中間要蘊含著「愛」，才

能讓孩子與父母們坦誠相對，盡情舒

發內心的世界。 

「愛」不容易，尤其是對與我們

關係最親密的孩子更不易。說太多孩

子覺得肉麻，不說又讓孩子認為愛太

少；愛太多讓孩子壓力大，喘不過氣，

愛太少又讓孩子覺得父母冷漠，如何

愛得恰到好處，真的很難拿捏，可見

「愛」也是一種學習。 

筆者有四個孩子，理所當然自認

為很懂愛，但有次筆者問兩個女兒，

媽媽愛不愛妳們，她們竟然回答說不

知道！天啊!筆者用心呵護長大的寶

貝，竟然不懂母親的用心和愛，可見

「愛」對孩子來說，是種不容易懂，

又抽象不可見的名詞。 

因此， 

「愛」要說出，才能讓孩子知道； 

「愛」更要勇敢說出，才會讓孩

子瞭解父母的愛有多深； 

「愛」要尊重，才會讓孩子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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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 

「愛」要真誠，才會讓孩子感覺

溫暖； 

「愛」要學習，才不會讓孩子感

到措手不及； 

「愛」要用心體會，才不會讓孩

子感到失落； 

「愛」要用對方法，才不會讓孩

子感到有壓力； 

「愛」更要適時放手，才會讓孩

子學習獨立成長…… 

愛孩子若能加上「關心」，讓「愛」

變成「關愛」，更能走進孩子的內心世

界，瞭解孩子的思維，滋潤孩子的心

靈。 

許多父母常不瞭解為什麼他/她們

很關愛自己的孩子，但卻老是被嫌棄

呢？殊不知，關愛也是有方法和技巧

的。至於要如何關愛孩子？父母知不

知道孩子最喜歡吃什麼？最崇拜的歷

史名人？最欣賞的偶像？最喜歡的書

類？最擅長的科目？最要好的朋友？

呢 

為人父母的是否能從孩子的眼

神，瞭解他/她們的情緒？這關係著為

人父母的對孩子的用心與否。千萬別

讓孩子整天高唱「其實你不懂我的

心」。說起來，孩子的朋友們，會比父

母還更愛他們嗎？當然不會。可是孩

子就是愛跟朋友們膩在一起，彼此有

共同的興趣話題，偷偷說些不敢和父

母講的私密話，覺得朋友最瞭解自

己。因此父母若能學習去當孩子的閨

友，跟孩子形成亦師亦友的關係，如

此孩子就不會再高唱「其實你不懂我

的心」了。 

溝通要怎麼開始呢？我們會試著

傾聽孩子的話嗎?還是只叨叨不絕的

奪走孩子訴說的機會，間接也奪走進

入孩子世界的機會呢？切勿以過來人

或專家的角色說個不停，請停下來專

心傾聽，因為孩子若不說出來，我們

作父母的如何去懂一個成長中孩子的

心呢?孩子又如何能從述說中學習反

思呢?拿出同理心，降低自己的高度，

讓孩子把我們當朋友，比較容易達到

溝通的目的。 

當天，另外談到問話的技巧和時

機時，與會的父母都一致認為，問話

時機非常重要，不能操之過急，父母

需用心察覺自己和子女溝通當時的情

緒，因為「溝通」是一個相互影響的

互動過程，溝通時的氣氛（climate）

影響了溝通的內容與過程，決定了溝

通品質與持續溝通的可能性，也影響

了溝通的效果（晏涵文、張興榮、劉

潔心、鄭其嘉，2012），所以當孩子不

想說，而父母又操之過急時，必定會

造成反效果。這個拿捏時機因人而

異，每個孩子性情不同，方法當然也

不盡相同，專家的方法與技巧是否適

用，只能靠父母的智慧和平日與孩子

的相處經驗，來察覺適時的時機和方

法.。 

綜上所述，親子間的相處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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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是很值得探究的嚴肅課題，尤其

現代社會科技進步，手機使用非常普

及，遠在國外也能互通訊息，表面上

感覺讓人距離變近，但親子見面時，

常看到大家低頭滑手機，深究起來，

又覺得科技的進步似乎拉遠了人與人

之間的距離，所謂天涯若比鄰、比鄰

若天涯！作父母的更應該重視這個

「親子溝通」的課題，好好的學習其

中的方法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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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蝟老師」我拒當、親師關係不緊張 
林錦華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國民小學教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育行政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某日筆者任教學校的學生闡述

著：「姐姐班的老師慘了，媽媽今天要

去校長室告老師，那個老師真的很

糟……」。殊不論事情的對錯，看到學

生一副理直氣壯的樣子，評論著事情

的始末，指責著老師的不是，心中不

禁感嘆：「這樣的話語會從孩子的口中

而出，想必父母在家也是這般的數落

著老師，更令人擔憂的是，孩子日後

還會尊重老師嗎？」。 

隨著社會環境的遷變，現今國民

教育水準普遍提高，家長的學歷及社

經地位也都比過往高；再加上少子化

現象，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投入及期望

也相形提高，因此父母對如何教養小

孩常有自己的想法。過去農業時代將

「老師說的，永遠是對的」奉為圭臬，

隨著時空的轉移，家長轉而變為無時

無刻在檢視及挑剔老師，嚴重的甚至

如怪獸一般，穿梭在校園裡，隨時隨

地在批評及指責老師。 

根據康軒文教基金會「老師幸福

嗎？」的調查發現，全國國中小學竟

然有百分之二十七的教師不樂意再當

教師，而家長對孩子溺愛則是教師的

頭號壓力來源（張郁琦，2014）。身處

於家長自我意識日益高漲、教養小孩

愈加溺愛，以及投訴管道無比暢通的

教育職場裡，老師時時刻刻都得戰戰

兢兢的工作著，無形中工作壓力也就

與日俱增，一旦調適不佳則容易變成

「外表尖銳但內心脆弱的刺蝟老師」

（張瀞文，2011）。 

由於近年教育改革對家長參與學

校事務的重視，現今家長對子女在校

教育比過往投入，親師間的互動越趨

密切，產生摩擦與爭執的機會也就越

來越高，以致親師衝突事件時有所

聞，「怪獸家長」與「刺蝟老師」常成

為報章媒體的聳動標題。面對親師關

係日趨緊張的狀況，學校不僅於每學

期初舉辦親師座談會或班親會，為親

師的互動提供一個良好溝通橋樑外，

學校與教育主管單位也積極透過辦理

親師溝通演講、班級經營研習、降低

班級人數及減少教師授課時數等方

式， 以期培養教師人際溝通與班級經

營技巧，亦期給予教師充裕時間，以

妥善處理班級事務。而身為第一線教

育現場的老師，則更應該積極主動經

營親師互動關係，避免自己成為刺蝟

老師，讓親師之間不發生衝突。 

二、「被投訴」高危險群 

在臺灣，除了體罰之外，家長經

常投訴的老師大約可分為「權威性太

高」的老師、「缺乏權威」的老師，以

及「拒絕型」的老師（許芳菊，2011），

另外就筆者在實際教育現場的觀察，

「過度認真」的老師也是常被投訴的

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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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是「權威性太高」的老師，

這一類型的老師通常較為嚴厲，班級

規定多，也會徹底要求學生遵守，學

生較少有表達意見的機會。在學生面

前不苟言笑，易讓人產生距離感，也

易形成難以親近的形象。如果學生因

而心生恐懼，家長的評價就會是凶悍

不講理的老師。 

第二種是「缺乏權威」的老師，

這一類型的老師通常是好好先生、好

好小姐，脾氣很好，容易心軟，會跟

學生打成一片，屬於苦口婆心的老

師。在學生心中這類型的老師絶對是

不兇的老師，也因為這樣，學生就都

不怕老師。如果學生自律能力不佳，

老師就會疲於勸說，家長的評價就會

是管不動學生的老師。 

第三種是「拒絕型」的老師，這

一類型的老師通常較為幽默風趣，慣

於使用開玩笑的語氣、反諷的語彙來

管教學生。但幽默風趣與輕浮嘲諷，

容易限入主觀的認定，尺度拿捏不

當，就容易造成反效果，如果學生因

而感到被貶抑，家長的評價就會是好

羞辱學生，拒絕體會學生感受的老師。 

第四種是「過度認真」的老師，

這一類型的老師通常自我要求都很

高，對於學生的課業也很重視，基於

希望學生在每一階段的學習都能建立

良好的基礎，對學生的要求及標準就

比較高。如果學生對課業壓力的承受

度低，就會覺得課業繁重，無法負荷，

家長的評價就會是填鴨教學的老師。 

三、「被按讚」有撇步 

身處在時時被檢視，常常被檢討

的教育環境裡，難道老師就要豎起尖

刺、築起防線，防範家長來襲嗎？大

禹治水是中國著名的大洪水傳說，故

事告訴我們，防堵是無法平息水患，

唯有疏導，才能消除洪水氾濫。親師

相處又何嘗不是如此？老師過於防

衛，只會讓親師關係更為緊張。如何

卸下防衛的心，不豎起尖刺當刺蝟？

筆者以在教育現場多年的經驗，就所

聽到的、所看到的，以及自身的體悟，

歸納出以下四項策略： 

(一) 專業是唯一的利器 

日本趨勢與管理學大師大前研一

曾說（2009）：「在高度競爭的時代，

專業是唯一生存之道」。在全球化的知

識經濟時代裡，身為教師的我們必須

與時俱進，不斷充實教學專業知能，

持續追求專業成長，才能藉由專業來

取得家長的信任。再者，接納建言更

是現代教師必備的素養，因為專業是

可以接受別人的意見，集思廣益才能

讓自己的專業更為豐富。在教育現場

中，教師因為故持己見，造成親師衝

突的案例時有所聞。所以教師要改變

觀念，以開闊的心胸，虛心接納家長

良善的建議，如此不僅能讓家長成為

教學上的助力，也能避免親師間發生

不必要的衝突。 

(二) 團結是最大的力量 

任何專業人員都無法精通所有知

識，老師也是如此。無論老師的學識

再好、能力再強，也總有鞭長莫及之

處。因此老師可以透過團隊合作，與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B4%AA%E6%B0%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B4%AA%E6%B0%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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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同道合的同事建立夥伴關係，發揮

截長補短的功能，共同學習與分享，

相互提攜與成長。筆者認為最簡單又

有效的方式是與同學年的老師成立班

群，建立合作的夥伴情誼，共同計畫

教學、分享班級經營技巧，交流親師

溝通經驗。因為同學年無論是要處理

的班務，要教授的課程、要教導的學

生，甚至是要面對的家長都較為雷

同，班群若能共同討論、互助合作，

以學生之最大利益為考量，在課程、

作業、活動等方面，建立班群間的共

識，不僅能發揮事半功倍之效，也能

免除家長愛對老師做比較的困擾。 

(三) 溝通是必要的途徑 

親師衝突的發生，常常是因為親

師溝通不當所造成。所以老師平時就

要利用各種管道與家長保持密切的聯

繫，讓家長瞭解子女的學習狀況、行

為表現、交友情形等，而且也要多聽

聽家長的想法和意見，平時互動關係

良好，衝突自然就會減少。親師溝通

的管道除了電話聯繫、邀約面談、聯

絡簿等方式之外，臉書及手機通訊軟

體，也是不錯的選擇。但在臉書及手

機通訊軟體的使用上，也要和聯絡簿

一樣，僅用於交代作業、活動通知及

表達感謝，並且多用正向文字，適時

鼓勵讚美學生，切記避免跟家長陷入

筆戰。至於學生課業學習或行為上的

問題，最好以電話溝通或當面對談的

方式進行，而且語氣上也要婉轉，「換

句話說」在親師溝通上是極為重要的

技巧。 

(四) 舒壓是重要的良方 

由於教育環境改變，面對家長高

標準的檢視，以及紛至沓來的要求，

老師確實承受極大的壓力。為了避免

親師關係緊張，老師們一定要找出一

套紓解壓力的方式。筆者認為多和同

事聊聊是不錯的方法，因為大家同為

老師，彼此較能感同身受，一起吐吐

苦水、宣洩情緒、加油打氣，有助於

紓解不斷累積的壓力。另外充足的睡

眠及適度的運動，對情緒的放鬆也是

不可缺少的。 

四、結語 

老師和家長在學生的教育過程

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親師應當建

立夥伴關係，而非對立關係。面對新

世代的家長，老師可以透過提升教學

專業、重視團隊合作、暢通溝通管道，

來取得家長信賴，並且適時紓解工作

壓力，從容面對考驗。而家長也應該

尊重及信任老師的教學專業，積極參

與班級事務，但不干預老師的教學，

時常與老師保持善意溝通，避免無謂

的投訴。親師之間彼此相互配合，建

立良性的互動，共同為學生的教育努

力，如此學生才能獲得最佳的教育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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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計畫推動之現況與省思 
  楊怡婷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系兼任助理教授 

 

一、前言 

教育部為回應全球化時代的挑

戰，扎根培育 21 世紀國際化人才，於

100 年 4 月 20 日發布「中小學國際教

育白皮書」，引領全國中小學邁向國際

化的新紀元，其目標在讓中小學生透

過教育國際化的過程，瞭解國際社

會，發展國際態度，培育具備國家認

同、國際素養、全球競合力、全球責

任感的國際化人才（教育部，2011）。 

為落實中小學國際教育的推動，

教育部並訂定 101-105 五年計畫，讓中

小學透過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計畫

（SIEP）的撰寫，申請國際教育經費

補助，希望從有意願、有共識、有準

備的學校開始，再逐年擴大推動，而

非一開始就從增加九年一貫課程議題

著手硬性推動，因以強迫的方式來推

動，會讓美好的事物失去其內涵與味

道（邱玉蟾，2011）。在這樣的推動理

念與方式下，筆者有機會參與學校

101-103 年 SIEP 計畫的撰寫與執行工

作，將從學校推動的角度，探討從 101

年教育部推動至今，學校本位國際教

育計畫的執行現況與面臨的問題，並

提出未來推動的建議。 

二、當前推動的現況 

當前中小學推動國際教育，主要

是依據「教育部補助中小學辦理學校

本位國際教育計畫（SIEP）」，撰寫計

畫申請經費補助辦理之。本文將就學

校本位國際教育計畫的實施，分為撰

寫計畫、執行計畫和執行成果三方

面，進行現況說明與省思建議。 

(一) SIEP 撰寫難度高，資源集中在特

定學校 

為提升中小學教師的國際教育專

業素養，中小學國際教育中心每年辦

理教師初階與進階的研習活動，目的

在深化教育人員推廣國際教育之動能

與知能，以便建立正確國際教育觀

念，並瞭解如何推動學校本位計畫。

此外，學校教育人員取得進階課程資

格，將納入申請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計

畫等相關補助之參考。 

由於 SIEP 計畫格式較為繁瑣複

雜，各縣市每年皆舉辦 SIEP 計畫撰寫

的說明會，以協助教師撰寫該項計

畫。然而，即便教師取得國際教育認

證資格，仍覺得撰寫此計畫有相當高

的難度，更遑論一般學校教師。因此，

根據筆者的觀察，此一競爭型的計

畫，往往是曾獲教育部經費補助的學

校，持續受惠並掌握資源。礙於教育

部編列之補助經費極為有限，逐年擴

大辦理的美意，實有其難度待克服。 

(二) SIEP 執行期程縮短，補助經費不

足，降低計畫成效性 

新年度的 SIEP 申請時間，約在每

年的 11-12 月由學校提出申請，經過計

畫初審、計畫修正後進行複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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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複審後核撥經費，各校收到核定

公文已是隔年的七月下旬，整個計畫

的執行期程被壓縮為開學後的 4 個

月，學校教師在這 4 個月中一方面要

執行計畫，彙整成果報告；另一方面

要著手準備撰寫新的計畫，由於實施

期程過於緊湊，教師過於忙碌，往往

降低了計畫的可行性與成效性；而且

由於實施期程被壓縮，以致申請的經

費無法如期有效運用，加上補助經費

項目無法挪用或留用，剩餘款項必須

繳回，造成行政業務上的不便與困擾。 

此外，在國際教育的經費補助編

列方面，目前僅能補助隨隊教師的部

分機票費用，由於補助經費十分有

限，以致學校在推動上有其人力支援

的困境，往往需另外尋求經費資源，

增加行政業務的壓力與負擔。 

(三) SIEP 四軌執行成果逐年成長，全

面性推動仍需努力 

中小學國際教育推動之主要策略

之一是以學校為本位推動國際教育，

強調從融入課程、國際交流、教師專

業成長、學校國際化四軌並進的方

式，以扎根課程、落實教學並深植校

園（教育部，2011）。 

依據 98 學年度對全國推動國際

教育進行普查之結果（教育部，

2011），以及中小學國際教育資訊網中

的 100-102 年來四軌執行成果資料，可

以了解當前計畫執行現況，除了教師

專業成長外，在參與校數及百分比方

面皆逐年明顯提升（如下表 1），顯見

教育部積極推動之成效。然而，仔細

省思數字背後所隱含的意義，發覺雖

已逐年擴大推動，但尚有許多學校未

能積極投入參與，且部分偏遠的縣市

參與國際教育的面向不足且比例偏

低，這些都是未來推動需要再努力思

考的方向。 

 表 1 學校國際化推動四軌執行成果 

四軌 

面向 

98 學年

度辦理 

100 年 

辦理 

101 年 

辦理 

102 年 

辦理 

課程

與教

學 

1,132 校 
1,884 校

45.62% 

2,126 校

51.43% 

2,309 校

55.81% 

國際 

交流 

604 

15.6％ 

1,225 校

29.66% 

1,297 校 

31.37% 

1,419 校 

34.30％ 

教師

專業

成長 

224 校 
1,370 校

33.17% 

1,795 校

43.42% 

1,676 校

40.51% 

學校

國際

化 

1,644 校 
2,309 校
55.91% 

2,450 校
59.26% 

2,589 校
62.58% 

 

三、省思與建議 

教育部自 101 年起透過「學校本

位國際教育計畫（SIEP）」，獎勵各級

學校努力深耕國際教育，目前四軌的

推動已有顯著的成效。然而，從學校

推動的角度，現行的實施方式仍有需

要改進之處，因此提出以下建議： 

(一) 簡化 SIEP 的撰寫格式，鼓勵更多

學校參與 

現行 SIEP 撰寫格式包含：學校基

本資料、現況檢討與目標確認、學校

本位計畫（SIEP）的規劃與執行、計

畫執行後之目標達成情形和計畫執行

成果與改善五大部分，相較一般計畫

內容較為複雜，表格內容重複之處過

多，需要考量的細節也相當的繁瑣，

因此即便教師參與研習說明會後，仍

覺得撰寫計畫有其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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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許多通過 SIEP 申請的學

校，往往已經累積相當多的推動經

驗，可於計畫中詳述其成果與檢討，

無形當中有其加分作用，對於一些有

意願、有興趣但經驗不足的學校而

言，較難脫穎而出。因此，建議 SIEP

的格式宜簡化，並將評比重點放在課

程方案的整體設計與規劃是否能展現

學校本位課程的特色，凸顯國際教育

的精神上，以鼓勵更多學校樂於積極

投入。 

(二) 加強行政效率，賦予學校經費自

主權 

根據過往經驗，學校申請 SIEP 計

畫的審核時程長達半年之久，教師僅

能利用下學期開學後的 4 個月執行並

完成計畫，礙於時間緊迫，往往難以

落實計畫原有的精神。建議應精簡審

核流程，提昇行政效率，讓學校有充

裕時間執行計畫，方能真正落實計畫

的執行並展現其成效性。 

此外，在補助經費的核定辦法

上，應提高參與國際交流隨隊教師的

補助經費，以增強教師投入的意願，

讓學校的國際教流計畫能順利推展；

在經費使用上，宜賦予學校經費彈性

運用的自主權，以利計畫有效地的執

行與推動。 

(三) 強化教師專業知能，融入課程全

面推廣 

在教育部 89 年公布的九年一貫課

程暫行綱要中，已將「文化學習與國

際瞭解」列為十大能力指標之一，顯

見國際教育是並非新興議題，然而由

於缺乏整體的課程目標與系統的課程

規劃，國際教育的內容或主題，大多

出現在英語（或外語）與社會領域或

科目，尚未普遍融入各領域或科目（教

育部，2011）。 

為有效推動國際教育，應統籌規

劃職前師資培育課程及在職研習課

程，並提供教師各種研習進修的管

道，幫助教師具備發展國際教育課程

及教材的能力，以利進行跨學科合作

與統整的教學。此外，全面性推動國

際教育，應回歸學校平日的課程及教

學活動中，以融入各領域教學為主

軸，提供學生外語、多元文化與國際

事務的各項學習，以培育學生前進世

界的國際視野、國際素養和跨文化的

溝通合作能力。 

四、結語 

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學校如何透

過多元的學習管道，培育具有國際素

養的新世代人才，是當前教育刻不容

緩的課題。展望未來，在當前積極推

動的基礎下，應持續落實中小學國際

教育白皮書核心理念，厚實教師的國

際教育專業知能，透過融入各領域的

課程與教學中進行全面推動，並鼓勵

各級學校加入學校本位國際教育的行

列，以深化國際教育的動能，達成培

養國際化人才之願景，為國家開創新

世紀的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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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當前社會少子化，師資培育制度要如何因應？ 
廖宇民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專任教師兼任童軍團長 

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育行政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二年級 

 

一、前言 

「少子化」原為日文，就字面意

義來看是敘述子女減少的過程正在進

行中，也是經過觀察後所定義的名

詞。少子化代表人口逐漸變少，對於

社會結構、經濟發展等各方面都會產

生重大的影響。在教育界受到少子化

所衍生的現象，諸如併班、減班、併

校、廢校、超額教師、代理（課）教

師、流浪教師等。由於師資頻繁調動

任教學校，容易造成師生的關係疏

離、學習品質下降等弊病。尤其代理

（教師）教師意識到自己的任教機會

極不穩定，自然在教學上無法全心全

意、奉獻熱忱。另一方面，學生也會

因為與教師的關係斷斷續續，對課程

的進度銜接產生適應問題，致使學習

效率普遍降低。上述諸多教育現狀的

困境，皆是台灣當前社會少子化對師

資培育制度所引發的潛在危機，教育

同儕不得不慎。 

近年來，台灣的師資培育制度逐

漸朝向多元與市場機制，明顯如國內

高等教育結構已逐漸轉變為市場化、

產業化與私有化，師資培育也不能免

俗地呈現這股趨勢，所以呈現出教育

鬆綁、自由競爭、提升效率、重視效

能、品質管理、績效責任、多元、大

學開放、教育私有化、功績主義、家

長教育選擇、消費者至上、商品化、

成本控制、自負盈虧、學校自主的重

視、學校競爭力的強調暨國家作為教

育提供者的角色減弱等特質（丘愛

鈴，2004；何金針，2003；莫家豪，

2002）。 

我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即將立

法，依法行政讓教師專業可以供社會

大眾檢視，之前教育界的紛紛擾擾都

將化為無形，然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真能有效在教學現場培育更多現職優

質教師嗎？又或者教師分級制反倒讓

家長和學生更加憂心、不安，深化教

師與家長的誤會和對立？當教育上級

機關樂見我國教育跟進國際教育潮流

的同時，可曾看清我國國情（考試主

義、工作優先）與國際國情的懸殊差

異？老師未來恐將面臨評鑑壓力而忽

略教學，在教學上反客為主，優先關

注自身的考績結果，罔顧學生學習權

益。 

二、本文 

    古云：「凡事豫則立，不豫則

廢。」若我們能多注重教師職前的專

業訓練，是否就不用淪落到今天這個

地步？開放師資培育未全面預想後

果，致使流浪教師問題越演越烈，而

所培育的教育新血無法順利進入教育

界，恐使國家在師資培育的投資血本

無歸。 

筆者認為法律的制定如同「計畫

趕不上變化」的邏輯，先與後本有次

序，法律永遠無法趕上人為時局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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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所以必須時時關注、因應、修正。

當初《師資培育法》乃為因應師範院

校保守、壟斷特性而引進市場機制，

有效促成「師資供多於求」；然而時過

境遷，當今社會少子化已突顯「師資

供過於求」的困境，大幅度限縮多元

師資培育體系學校學生進入學校正式

任職的機會，我們應當積極審視《師

資培育法》的適切性。近年來政治體

系中「新公共管理」指出市場機制引

進政府帶來了許多問題、衝突與矛

盾，自由經濟的確能帶給國家經濟成

長，卻也造成 M 型化貧富差距的弊

病；同理，套用在師資培育方面亦如

此，國家希冀透過開放教育學程培育

具備高度競爭力的師資，但少子化導

致正式教師缺額限縮、遠比培育師資

人數少，則是當初立法始料未及，故

政府不能放任教育市場機制，必須積

極介入、監督、管控！多元師資培育

體系學校有責任保障學生未來正式任

教的機會，並積極體現其所培育的師

資具足實力與高度競爭力。當我們簡

化看待問題、缺乏當事者思維，就難

以看清問題的真相。倘若目前師資培

育制度能讓真正有實力、具備高度競

爭力的老師都能「有機會」進入教育

界服務，誰還願意僅當代理老師或鐘

點老師？誰還願意轉行去賣雞排？國

家耗資甚鉅的教育成本實在應該用在

教育上，否則將與公共建設荒廢養蚊

子、浪費公帑無異。 

市場的競爭機制引進政府體系，

已明白指出公務員體系應當建立開

放、淘汰機制，取消終身職保障，然

而若真正落實，恐致全國陷入動盪不

安，因為人民將無法安心於自身工作

事業，更何談國家發展？同理，市場

機制若套用在教育界，是能汰劣存

優，且有助於提高師培生進入學校正

式任職的機會，但也將造成學校正式

教師無法安心自身的教育工作。而政

府經權衡利弊考量，僅能犧牲教育界

弱勢族群（師培生）的權益，取消多

元師資培育體系學校的公費生比例，

帶來的影響便是師培生對教育工作抱

持功利心態，依津貼多寡決定付出程

度，於是在學校裡常見到年輕教師和

資深教師共事上產生鴻溝。畢竟過去

師範院校公費制度，資深教師受到國

家的栽培和照顧，自然願意將自身犧

牲奉獻給教育；相反，年輕教師在學

期間必須自付學費，畢業後也沒有學

校正式任職的保障，有幸考上正式教

師者自忖本事高、易自負，優先關注

自身權益，論及犧牲奉獻給教育的無

私精神，套用流行語「回不去了」。 

筆者在此強烈支持教師評鑑制度

必須落實，由市場機制來決定正式教

師的去留！此外，開放師資培育理念

甚好，但絕非是培育方法上的全面開

放，尤其錯把「教師甄試的考試對象

能力多元化」視為教育改革開放！非

常之世當有非常之舉，莫再守舊了！

開放師資用意當是為了改善學校體

系、淘汰不適任教師，結果卻將矛頭

對準師培生，在教師甄試正式缺額限

縮下已嚴重衝擊師範體系學校培育的

優質新血，至於學校內正式教師因為

「鐵飯碗」根本毫無影響，與開放師

資培育的理念背道而馳，於是原先的

師資問題無法有效改善，反倒引發更

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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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不才，茲舉出師資培育的改

革之道，說明如下： 

(一) 教育大學招生獨立 

將教育大學與普通大學的聯招訂

在相同期程，二者僅能擇一報考，讓

教育大學能招收真正有意願從事教職

者，避免學生重複考試之勞累、兩頭

觀望之投機。同時，限制師資培育的

全面開放，教育大學廢除公費生制

度，避免重蹈流浪教師之轍（供過於

求），讓真正教育專業人才儘早進入教

育界。 

(二) 教育大學學生在學期間每年皆安

排住校實習 

就學期間拉長住校實習，有助於

培養師培生積極的教育愛，更能清楚

未來的工作目標及內容，使其更充

分、有效地融入教學現場，同時也可

支援學校師資人力不足的情形。 

(三) 教育大學學生畢業後按其就學與

實習表現，並採納教師檢定考試

成績分發服務學校 

落實教師檢定考試，不同於公費

生進入學校就學即等同擁有工作保

障，轉變教師甄試現狀，突顯其實質

意義──選拔優質教師新血。另外，新

進教師應優先依其戶籍地、婚姻地分

發服務單位，消除教師隻身在外地工

作的孤立感，有效減少教師縣外介

聘、轉調的高流動性，使在地教師安

心，更能真正落實在地教育的願景。 

三、結語 

師資培育制度所衍伸問題，若只

單就法規角度來看會顯得狹隘許多，

應當以大環境的思維去關懷弱勢、批

判現狀，俾對台灣人民和教育界帶來

最實際的貢獻。人生在世時間有限，

所為也有限，當以正向心態看待教育

困境，不必太過於執著立即看到問題

能獲得改善，但總要有人願意主動關

注並依循正當管道發聲、提出改革建

言，否則問題永遠還是問題。 

我們正處於歷史的驟變之中，教

師比過往更需要具備專業能力，期許

學校教師能發揮教育愛啟迪學生，使

教育品質有更多的提升，完成教師的

時代使命。人不免時運不濟，但絕對

要認真過生活，雖然無法改變整體社

會環境，仍可用愛來改變教育環境，

惟有教師自身擁有教育愛才令人覺得

可敬，也正因為教育愛，讓教師對自

身教育生涯更加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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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之省思 
洪幼玲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 

邱芊樺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在職專班 

施文芳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在職專班 

 

一、教改是為何而改 

要突破傳統教育是需要極大的勇

氣，面臨全球教育改革的風潮，臺灣

近年來也吹起了教改風，因此讓身在

教育現場的我們，不得不去思考教育

何以需要改革？ 

首先，值得我們探討的課題是教

改為何而改？回顧，在孩童時代，孩

子的學習方式是活潑的，當時孩子對

於外面的世界無一不是好奇的，孩子

的好奇心本是天賦，孩子在最初的學

習都會以最簡單、最原始的方式去接

近問題，他們對於學習這件事並沒有

受到很大的限制，在此階段，他們對

於學習是充滿熱情與好奇的。但是如

此自然原味的方式卻在進到正規教育

體制時，孩子的學習方式從遵從學校

的規劃與制度時，就開始學習書本上

的套裝知識、規範性的抽象語言，以

及一連串制度上於名次排序上因競爭

所產生的外在壓力。臺灣的教育目標

一向都是這些知識權力下的計畫與期

望，而這些制式的學習方式，最後全

變成壓力直接加諸到孩子們的身上，

臺灣目前的孩子們其內在的好奇心，

正受此正規制度的摧毀，以致學習漸

漸少了熱情，學習只能變成被動，外

在的壓力成了驅使人學習的動力。 

因此，教改是為使臺灣的孩子們

的學習方式可以反璞歸真，回到人類

學習之初，希望學習是可以帶著好

奇、探索、熱誠的方式來學習。 

二、教改的目的 

教育要突破舊制，進行改革，勢

必有一連串的考驗等著我們去克服。

然而，目前教改的目的說穿了不就是

要摒除目前扭曲的知識灌輸的方式，

教育的決策者試圖找到新的學習方

式，然而這種新的方式，就像是回到

學習的原貌；回到了教育的本質。回

想兒童最初的學習，我們用自然又具

創造力的方式學習，靠著不斷地摸

索，不斷地嘗試錯誤，在一個充滿好

奇的驅力下學習，黃武雄（2009）的

研究也發現關於學習的能力，其實是

每個人原本就擁有的，只是很久以來

我們都失去了。因此，為了擁有這樣

的學習精神，我們只有重新尋回幼年

時那種原始的自然學習。 

除此，教育不是一個單獨的個

體，它是多種行為交互產生的結果，

因而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培養孩子解決

與面對未來世界的能力，在每個教育

的時空背景不盡相同下，多元智慧成

了目前時勢新趨向。 

教改最終的訴求是為成就每一個

孩子，尊重個別差異，提升孩子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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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力，培養孩子品德教育，希望孩子

有解決的能力、創新、主動、熱誠。 

三、教改帶來的影響 

教改意味著教育權的下放，以及

教育選擇權的增加，於過去的教育體

制中，教育人士依據國家、社會、政

治等因素，為孩子訂定出的課綱，其

整個學習的歷程都是以統一教材、統

一進度之方向前進，黃武雄（2003）

表示在套裝的架構下，它所強調的知

識是客觀化、系統化、抽象化的，因

此，我們學習到的知識是去除個人特

殊經驗的。在傳統的教育中學校往往

重視的是老師的「教」並常以此為教

學的全部，學生的「學」常常是被忽

略，也就是說在教學活動中學生真實

的需求與感受是鮮少被關注的，過去

的傳統教育中，學生只被授以規格化

的學習，影響所及到了國中、高中，

大部分的學生漸漸對學習失去興趣、

失去了主動性與創造性。甚至他們長

大了，把這樣經驗內化後於是也跟著

相信：學習是要依賴外在壓力，人才

會讀書，才有學習。當學習不是學習

的本身，是為了要有份好工作，是為

了要功成名就，孩子們求知的好奇與

熱誠，就會一點一滴為此流失掉，於

是知識倦怠，變成了這個社會的普遍

特徵。 

當一個知識倦怠的社會被形成，

唯一能使孩子們重拾學習活力的方式

就僅能仰賴那耀眼的智能成績。傳統

教育一向只重視智能表現的測驗方

式，讓學子只學會找尋標準答案的能

力，其創新的思考力完全無所發揮，

使得學生忽略在科學、社會、藝術、

人文的學習，除了極少數人在其他方

面有傑出成就之外，我們應該承認這

一代人的表現，普遍是平庸的，因為

這一代人普遍失去了逼視真實世界的

熱情。 

但令人擔憂的事還不只是這平

庸，更大的隱憂是我們這平庸的一代

人目前正汲汲營營想複製自己的思維

到下一代身上，這也正是教改的死

結，教育學者黃光雄也認為教育工作

不該再以老師的「教」為重點，而是

應以學生的「學」為重點（黃光雄，

2001），因此當今的教育應該重新省思

是，教學活動應視學生為學習的主

體，抑是學習的客體呢？值得我們認

真地去檢視與慎思，重新回顧我們的

學習歷程、重新反思，並且認真的重

新認識自己，知識應是自己與世界交

互下最真實的經驗，而這寶貴的個人

經驗不該是被摒除於知識主流之外。

因此教改是為了將套裝的知識解構後

再重新建構、重整自己體驗到的真實

感受，將其轉作為屬於自己有價值的

知識，教改不就是為了使學生脫離知

識倦怠不就是為了把學習權交還學習

者的身上，尊重學生的學習讓學生當

學習的主人，重拾學習的樂趣嗎？ 

四、教改幫孩子圓夢了嗎 

教育似乎總是牽動著孩子未來的

夢，是幫助孩子走出井底世界的窗

口。在孩子最青春洋溢的時候，就因

這升學至上的體制，成績被視為孩子

大部分的生活重心，如此，便使得孩

子的童年、夢想都埋沒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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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我們深思的是，教改要如何

於孩子內心的需求下，在現今的體制

下達成，讓我們來回顧在教改這風起

雲湧的十年中，那些歷經教改的孩子

們其長大後的發展，會發現他們都有

了不一樣的天空，有的從原先喜歡的

美工改選機械之路，有些因多元入學

的管道，一路從專科、二技到碩士，

讓原先不可能讀到高學位的孩子圓夢

了！當然，其中也不免有因這教改政

策不夠成熟，因而被犧牲的孩子們，

雖說教育是無法重來的實驗，在人生

的課題上，有改變就會歷經痛苦的過

程，但勇於突破，願意改變的孩子們，

其本質上就是一個值得稱許的行為，

相信這些孩子們能經得起教改的歷

程，未來出了學校，一但面臨到社會、

經濟、文化等的各種問題的改革，他

們必能有更多的勇氣去面對因應，並

找到立身之道。 

有意義學習與改革，它的過程更

勝結果，因其在學習過程中所感受到

的歷程，日後都能化作生命最寶貴的

經驗，天下無不勞而獲的事，今日的

努力將是明日的笑容，願意改變，就

有夢圓的一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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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藝補習、文化資本和升學的關係— 

從教育部提出的「第三學期」談起 
張德蕙 

臺中市陳平國小教師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一、前言 

最近幾天媒體上有關教育最引人

注目的新聞當是教育部剛提出的開設

暑期「第三學期」構想的報導，新聞

中說明年將選 100 所小學在暑期試辦

約五週的「第三學期」，學生將只剩 3

週的暑假，消息一出，不論學生、家

長、老師，一片反彈叫罵聲，作家張

大春甚至批教育部「無腦」。 

本人為現職國小教師，去年起有

幸進入教育研究所修習相關科目，特

別是修讀了教育社會學和多元文化教

育後，對許多原本視為理所當然的現

象深有感觸。 

在小學的教學現場，常有機會讓

孩子上臺表演才藝，如班級同樂會或

才藝發表會，又如本校基於藝術與人

文本位課程每年五月舉辦的音舞季

（音樂、舞蹈相關發表活動）等。雖

然同樂會或才藝發表會內容多元，說

學逗唱都可，但能讓大家安靜下來，

投注目光的通常就是某些孩子演奏樂

器的時刻了，表演前就可看到許多孩

子對表演者樂器的好奇圍觀，表演時

的羨慕、佩服和下臺後的討論、讚賞。

而本校音舞季雖說因有班級歌謠比賽

或班級直笛發表，人人都有上臺的機

會，但發表前選拔的伴奏才是學生心

中的焦點，且音舞季長達一個月間的

表演節目，多數是小型團體或個人的

才藝展現，上臺的當然都是有在外學

習各項樂器或舞蹈的小朋友了。當

然，以國小老師的眼光來看，當個純

觀眾也很幸福，大家一起歡樂、學習

欣賞就夠了。但在學習教育社會學和

多元文化教育後，再來看這個場景，

就有了不同的角度。 

二、才藝補習、文化資本與升學 

文化資本的概念係由法國學者 A. 

Bourdieu 所提出，文化資本是透過家

庭和學校教育所獲得的文化資產，強

調語言習慣和學位頭銜等非物質的因

素。文化資本的差別，乃是語文詞彙

之多寡、語文內涵結構之複雜度、解

讀並運用複雜語文結構之能力的差

別。語文資本來自家庭文化環境，經

由學校教育而發展。上層社會家庭的

文化資本比較多，下層社會家庭的文

化資本相對較少（譚光鼎，2000）。本

文對才藝補習與文化資本差距的關聯

及其對升學的影響提出關注。 

雖說補習參與已普遍化，並無明

顯階層差異（劉正，2009），但依個人

在國小現場的觀察，一般來說，選擇

補習時，家長還是會以含安親班課輔

在內的課業補習優先考量，這也有蘇

秀枝等人所做調查可佐證（2006），會

補習課外才藝，尤其是和課業無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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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的樂器或畫畫、舞蹈或運動類，

而非美語、珠心算、功文數學等和國、

英、數所謂主科直接相關的，這些學

生多數家長學歷為高中甚至大學以

上，家境至少是中上，學業成績也還

不錯。現在以文化資本的角度來看，

實因他們擁有較多的、有利的文化資

本，在學習場域就占優勢，而各項學

藝競賽的參加者這些孩子也占大部

分，所以多數為班上的佼佼者，而根

據林碧芳（2009）的研究，才藝學習

不但與學習成就正相關，且愈早學

習、學習持續愈久，對學習成就愈有

助益。 

除了校內的學藝競賽或學科學習

占優勢外，擴展到校際的各項比賽如

科展、兒童畫展、兒童文學徵稿、英

語歌謠或話劇……來看，大概都離不

開這一群人，以前的我總認為這是因

為他們學習能力強所以多才多藝，但

現在看另一群中下社會階層者的孩子

可能連接觸的機會都沒有，或者有機

會在學校接觸，回家卻沒時間、金錢

做進一步的、更深入的練習，當然不

易有突出的表現，並不一定是學習能

力較弱或懶散不願努力，如果給他們

相同的機會或環境，他們應該也不會

輸給前者。 

在 2014 年 1 月 3 日的聯合報頭

版，報導一位兩歲時父親被殺而造成

隔代教養的 16 歲少年陳立偉，想賣畫

為罹癌阿公買一床新被子，而他能作

出畫來賣，是因小時愛塗鴉，在小學

二年級時，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請畫

家開班教美術，阿公每週一次騎腳踏

車載小二的他去學畫，後來多次參賽

得獎，去年考上竹山高中廣告設計

科。這就說明了即使有天分還是要有

機會得到更多指導與練習，才能發揮

天分。 

在國、高中階段，才藝補習除了

仍象徵著文化資本的累積之外，或許

還能滿足多元入學某些層面的要求，

尤其是兒童美語或特殊才藝（劉正，

2009）。 但是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分

數比序中會重視競賽成績、特殊才能

的「多元學習表現」或大學入學的申

請推薦甄試到底對誰有利呢？那是個

公平的管道嗎？ 

去年 12 月 1 日教育部提出大學走

向甄選制，110 學年度起，將全面廢除

指考（臺灣醒報），消息一出，除了長

期作弱勢生課業輔導的學者李家同投

書《廢指考我欲哭無淚》反對外

（2013/12/03，聯合報），更有一位叫

梁閔閔的大學生的投書《如果沒指考 

弱勢出路剩死巷》引起我的注意

（2013/12/22，聯合報）。 

其大意是：作者出身臺南邊陲勞

工階級的家庭，進入國中資優班後，

才發現自己只有考試的優勢。其他同

學必備的鋼琴與樂理，他一竅不通；

別人學第三外語或參加科展競賽時，

他只能抱著教科書。父母學歷不高，

不曉得也沒有能力培養他更多才藝。

上了高中，同學間的資力差異更明

顯。有才藝技能的同學，校內外比賽

獎狀無數，成為學測申請推甄的籌

碼。而他只能期待指考，最後也憑此

幸運地進入臺大。但他說：「進了臺

大，才發現不平等的起跑點，是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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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的。而我相信的『公平考試』，是

不存在的。勞工子女，因為沒有充分

培養文化資本，而被教育制度放逐。

全面改採甄選制，並列入學生個人工

作成就及競賽表現為評分基準，可預

見的後果：文化資本豐厚的優勢族群

階級地位更穩固；而文化資本匱乏的

孩子幾乎沒出路。」「如果沒有指考，

我連發聲的機會與能力都沒有。」 

看了這篇弱勢出身者所發出的哀

嘆，真是令人憂心，雖然作者是成功

透過教育翻身者，但臺灣階級再製的

情形是否將日益嚴重？窮人子弟是否

更難有翻身之日？雖然此文刊登第二

天，就有清大招生組長及教授出面反

駁《回響／指考絕非救贖弱勢甄選上

哈佛》（2013/12/23，聯合報），但網路

上也有人提出再反駁，指出美國沒有

聯考或指考這類大型、公開、公平的

全國考試，當然要甄選，且據維基百

科記載哈佛大學有 95%獲錄取的本科

新生，為高中一直位列十強的成績及

「課外活動與參與的記錄保持者」（維

基百科）。這又豈是一般弱勢生有機會

達到的？教育部在廢除指考前，是否

該更深思一些？並提出較能說服人

（尤其是弱勢者）的配套措施？美國

雖然強盛，但卻是個貧富差距極大，

篤信自由競爭的國家，升學制度完全

模仿他們，真的比較好嗎？                                                                                                                                                                                                               

三、建議與結語 

如果大學入學終將走向甄選入學

制（這幾年推甄名額占比已逐年增

加），站在教育機會均等的角度來看文

化資本問題，或許教育界可以做的是

為學生增進文化資本的機會，首先增

進親職教育，其次，鼓勵及協助家長

在家中為子女訂定作息時間，建立良

好的溫習習慣，因「家長參與」的行

動創造出來的社會資本，比他們擁有

的物質及文化資本更重要（何瑞珠，

1998 冬）。另一方面，由學校找老師，

利用學校場地於課後或假日開辦各種

才藝課程，這樣收費極為低廉（如本

校一學期只收幾百元到一千多元，可

上課 15 周，若能為弱勢學生募集到公

益基金更佳），但可增加學生的文化資

本，讓弱勢生也享有學習各項才藝的

公平機會。對於媒體報導教育部提出

暑期「第三學期」的構想，如果可以

朝向這個方向進行，或許可以令多數

親師生樂觀其成而不反彈，也更達到

教育機會均等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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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教育相關法規對當前教育之影響 

及公立學校經營策略 
林俊成 

彰化縣大興國小校長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系兼任助理教授 

 

一、前言 

目前我國實驗教育可區分非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及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

理等二種。其中，現行高級中等教育

階段及國民教育階段的非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係依據「國民教育階段辦理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準則」及《高級

中等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辦法》辦理，各地方政府得依上述

法規授權，另訂自治法規予以補充規

定；此外，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方

面，主要是由地方政府依據《教育基

本法》及《國民教育法》訂定地方自

治法規辦理。但因各縣市在訂定自治

法規時，並無法排除中央法規對於教

師資格、待遇、退休、撫恤與權利保

障等法律之適用，故委託辦理常受到

侷限；加以相關法制不完備，造成受

託學校定位不明，致主管機關、受託

學校、學生、教職員等權利義務難以

釐清。 

在實際執行實驗教育過程中，各

地方政府、家長、團體及機構在辦理

時，常期待中央能對各項規範能明確

立法，並賦予較大辦學彈性，明確定

位實驗教育學校屬性，釐清其相關權

利義務，保障學生學習權與家長教育

選擇權。有鑑於此，在 2014 年 11 月

間，立法院陸續通過《高級中學以下

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

例》（以下簡稱：非學校型態）、《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以下簡稱：

學校型態）、《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

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以下簡稱：公

辦民營），上述三個法規通過，對於實

驗教育的推動有相當大助力，且讓在

家自學有正式法源依據，並賦予公辦

民營法源依據，另實驗教育學校除可

由私立機構辦理外，未來公立學校亦

會賦予更多彈性和空間以導入實驗教

育，藉以發展學校優質特色，提供家

長多一項的教育升學管道。  

隨著實驗教育相關法規大鬆綁，

為確保實驗教育學校之辦學品質，政

府機關應確保其依相關法令執行，並

做好監督。然而公立學校面對即將實

施的實驗教育學校之衝擊，應儘早擬

定因應對策，才能避免學生來源快速

流失。因此，本文擬先對實驗教育相

關法規加以闡述，進而探討實驗教育

相關法規通過後，對當前教育之影

響，及公立學校面對此衝擊之經營策

略，以創造「親師生」共贏教育環境。 

二、實驗教育相關法規之重要概

念 

(一)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規範 

非學校型態教育實驗，指學校教

育以外，非以營利為目的採用實驗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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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以培養德、智、體、群、美五育

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目的所辦理之

教育。只要是具有國小、國中或高中

等學校入學資格者，得參與各該教育

階段實驗教育，且不受「強迫入學條

例」規範。 

該法規提供高中以下學生家長在

家自學的法源依據，團體自學每班 3

人以上、30 人以下為限；機構自學每

班學生不超過 25 人。每學年要擬訂實 

驗教育計畫，並在學年度結束後提出

學習成果報告，若經主管機關訪視不

佳、限期未改善可要求停辦。當參與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生，完

成 3 年實驗教育或在公立學校在學及

參與實驗教育時間合計滿 3 年者，通

過「自學進修高級中等教育畢業程度

學歷定考試」取得證明後，可以同等

學力報考大學。 

(二)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規範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指依據特定

教育理念，以學校為範圍，從事教育

理念之實踐，並就學校制度、行政運

作、組織型態、設備設施、校長資格

與產生方式、教職員工之資格與進用

方式、課程教學、學生入學、學習成

就評量、學生事務及輔導、社區及家

長參與等事項，進行整合性實驗之教

育。其規範是以辦理實驗教育的私立

學校為主，公立學校「準用」相關規

定。其中，私立實驗教育學校，是指

主管機關許可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其設置是

由學校財團法人或其他非營利之私法

人申請設立，或由學校法人將現有私

立學校改制。 

該法規規範，未來公立中小學可

改制或是新設立實驗教育學校，招收 6

至 18 歲的學生，但學生總人數不得超

過 480 人，每學年學生不得超過 40

人，專任教師對學生人數比則不能低

於 1 比 10。該法規同時也限制，同一

教育階段的各縣市公立實驗學校數量

不能超過 5％，情形特殊報教育部核

准，最多不能超過 10％。 

(三) 公辦民營實驗教育之規範 

公辦民營實驗教育，指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基於發展地方教育

特色、實踐教育理念與鼓勵教育實

驗，依學校辦學特性，針對學校土地、

校舍、教學設備之使用、學區劃分、

雜費與各項代收代辦費、課程、校長、

教學人員與職員之進用與待遇、行政

組織、員額編制、編班原則、教學評

量、學校經費運用及校務評鑑等事

項，與受託人簽訂行政契約，將公立

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委託其辦理。其

中「受託人」，是指受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委託辦理學校之本國自然

人、非營利之私法人或民間機構、團

體。但學校財團法人及其設立之私立

學校或短期補習班，不得為受託人。

而「受託學校」是指由受託人受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委託辦理之學

校，仍屬公立學校。 

該法規明定，主管機關應提供相

當之人事費、建築設備費及業務費予

受託學校並明定受託學校辦學保障學

生受教權，追求國民教育之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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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效能性、實驗性、多元性及

創新性等原則；另為確保教職員工權

利，恪遵保護原則，明定原學校教職

員工隨同或不隨同移轉於受託學校之

權利保護機制。而受託學校校長及教

師之聘任，得依校務及辦學特色需

要，明定其聘用原則，且建構受託學

校與公立學校間良性競爭及互助互

惠，明定教師交流制度。對於學生招

生，明定在劃分學區時，應以原學校

所屬學區為優先，或納入其他學區，

不受原學校所屬學區之限制；報名入

學學生過多時，以設籍先後或抽籤決

定；學區學生若不願就讀實驗教育學

校，縣市主管機關應協助家長依意願

轉入鄰近學校就讀。 

三、實驗教育相關法規對當前教

育之影響 

吳清山（2003）指出，非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的理念為：學生主體性的

教育、解構現行班級教學、自我引導

的學習、尊重家長教育選擇權。根據

教育部調查，103 學年度有 2,548 名國

民中、小學教育階段學生申請非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212 名高中階段學生申

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自 2003 年開

放實驗教育以來，參與人數已成長 9

倍，未來將受到更多法律的保障（粘

郁玲，2014）。同樣情形，近十年來，

英美政府積極立法鼓勵公辦民營、另

類學習，在美國特許學校發展迅速，

全國已經超越 5,000 所（陳雅慧，

2013）。 

此次，隨著實驗教育相關法規大

鬆綁，賦予辦學機構更多彈性，讓彼

此間權利義務更明確，以保障學生學

習權及家長選擇權。未來我國實驗教

育機構及就學人數將可能會快速增

加，以迎合家長與學生特殊需求。茲

將實驗教育相關法規實施後，可能對

我國當前教育運作產生影響說明如

下： 

(一) 落實教育選擇權，學生就學管道

選擇增多 

隨著學校型態、非學校型態、公

辦民營等實驗教育機構增多，及體制

內之公立學校，家長有多元、適性的

教育選擇權。未來學校將會走向多元

化、特色化的趨勢，對於家長來說，

實驗教育相關法規通過，透過多元學

習，教育機構間特色亦有不同，提供

家長不同的教育想像與選擇，符應家

長與學生有選擇學習的權利。張益勤

（2014）指出，實驗教育相關法規通

過，恐會朝向「選校世代」發展，即

是家長具有更大的教育選擇權。 

(二) 減輕學費負擔及縮短路途距離，

增進就讀實驗學校機會 

傳統觀念認為非學校體制實驗學

校，如自學、另類學校等，其學費常

較昂貴、或是地處偏遠，家長需全心

投入，多數被認為是「有錢有閒」的

中產家庭，才能夠擁有的教育選項。

但隨著實驗教育相關法規之鬆綁，解

放教育框架，中央政府打開「公辦民

營」大門，讓有心辦學團體不必苦等

地方政府立法，且公立學校亦可推動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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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私人或非營利學校、其他各

種實驗型態的教育，都有機會納入「公

共教育體制」的一環，家長可以用公

立學校的學費、鄰住家的方便，取得

多樣化的教育。適性、多元的就學，

不再是少數人的特權，而是多數人的

平等機會（陳雅慧，2013）。因此，在

減輕家庭學費負擔、縮短就學路途距

離等利多因素，實驗教育學校將會吸

引更多人就讀。 

(三) 學校經營特色化，藉以吸引學童

就讀 

受到少子化衝擊，讓公立中小學

普遍面臨招生困境，臺北市在 103 學

年度國小減班 242 班，高雄市減少 176

班，但有特色學校，如宜蘭的慈心華

德福中小學不但沒有招生不足，還面

臨年年增班，校地不足的困擾（張益

勤，2014）；加以目前 12 年國教的推

動，尤其是雙語教學、特色招生之學

校，深受家長的青睞，私立學校常是

家長優先選讀對象，實驗教育相關法

規通過後，公立學校在彼此間強烈競

爭的壓力下，急需發展自己學校的特

色，才能吸引學生入學就讀，對公立

學校的發展也是一個新契機。 

(四) 教師改變傳統講述教學，轉向多

元創新教學 

實驗教育期能打破升學主義、減

少標準化學習成就比較，強調孩子的

自主性，重視體驗學習，考試高分並

非是唯一追求目標，傳統僵化教學和

內容都將面臨挑戰，此種以「學生為

中心」的學習方式，也正逐漸影響公

立學校的發展（陳雅慧，2013）。但當

實驗教育訴求另類教學之際，教師亦

應注意學生人格培養，才能在兼顧活

化教學外，也能培育「全人教育」之

目標。若教師無法有效教學並管理班

級，發生於 2014 年 11 月間，重視學

生自主權的苗栗縣全人中學，驚傳陸

續多名學生疑似長期遭受霸凌現象及

寢室縱火情形（顏宏駿、蔡政珉，

2014），類似情形將仍會發生。因此，

教師平日應持續增進班級經營技巧，

並陶冶學生品性，才能增進讓學生快

樂學習適性指數。 

目前實驗教育所需的多元師資，

呈現求過於供情形，來不及培育，即

使現任實驗教育教師，有些仍抱著過

度情形，鍾情於公立正式教職。擔任

實驗教育之教師，其心態應勇於創

新、願意嘗試創新，抱有高度的教育

熱情，才能勝任實驗教育之教職。 

(五) 受大學考試制度轉變，特殊才能

具有較佳升學機會 

昔日大學聯考強調「通才」，藉由

筆試評量學生學習成就，但多元入

學、12 年國教推動後，學習成就表現

僅占入學成績部分比例，仍需參酌其

它特殊表現，如競賽、服務學習等成

績。過去強調的「通才」，已逐漸被「特

殊才能」取代。實驗教育強調孩子學

習自主性以及發展孩子的專業科目，

加上自學生可以自己調配學習，正符

合特殊選才養成條件，讓家長與學生

重新思考學習的方向與可能性（張益

勤，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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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實驗教育需要更合理及完善的監

督 

實驗教育相關法規通過，開啟設

置實驗教育機構之大門，但如何做好

監督機制卻是相當重要，才能確保學

生學習品質。 

政府機關並非將教育選擇權釋放

即可，仍應確實做好非營利部份的監

督，不要讓別有居心機構，假借推動

實驗教育之美名，行謀利之實；此外，

對於實驗教育計畫之執行情形，及學

習成果報告展現，應組織學有專業素

養之公正人士，透過定期或不定期的

實施評鑑與輔導，進行嚴格審查。跳

脫傳統以「訪視」與「成果報告」為

主，避免流於文書堆砌的表面形式，

藉由實地訪視，檢視教師員額編制、

教學設備器材、課程規劃與設計、學

生學習表現、教師教學情形、進行家

長與學生訪談，深入實地瞭解其運作

情形，避免人情關說，對於實驗教育

實施機構訪視不佳或限期未改善者，

可要求停辦，以維護學生受教權，才

能為孩童學習做最佳把關。此外，亦

應避免具有特種意識型態進入校園，

如宗教，讓孩童在學習歷程中，建立

完整正確的知識價值觀，避免產生偏

頗心態。 

四、公立學校面對實驗教育衝擊

之經營策略 

實驗教育法規通過後，伴隨「選

校世代」來臨，將會對公立高中職以

下學校經營產生相當大影響，對於經

營不善、缺乏特色之學校，恐未能獲

得家長之認同，且學校亦可能會朝向

學校型態或公辦民營實驗教育模式發

展。陳雅慧（2013）指出，對公立學

校而言，「公辦民營」打開了新的可

能，卻也可能帶來資源的排擠和打破

既有遊戲規則的衝擊，當公立學校委

託間經營後，家長的接受度、老師能

否因應新的辦學模式調整教學方法，

是兩大挑戰。 

身為一位學校領導者，面對實驗

教育機構即將蓬勃發展之際，應掌握

家長與學生需求，積極開拓資源、努

力辦學，發展特色課程，確保經營品

質。公立學校面對實驗教育衝擊之經

營策略如下： 

(一) 掌握實驗教育精髓，提供家長適

切支援 

學校相關承辦人員應儘早熟稔實

驗教育之相關規定與作法，秉持服務

精神，對於有需求之家長與學生，詳

細說明其優缺點，若家長選擇至實驗

教育機構就讀，學校應提供適切支

援。平時承辦人應與實驗學校教育定

期聯繫，做好追蹤輔導，讓每位學生

都能得到最佳適性教學，而非害怕學

生流失或擔心增加工作負擔，未給予

全力協助。學校亦需協助解決學生學

籍問題，必要時可提供寄籍，協助學

生能取得畢業證書，做為將來升學之

用。 

(二) 活化教師多元教學，提昇學生學

習興趣 

教師應改變傳統僵化教學，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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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的課程設計、多元活化教學，將

學習主導權回歸給學生，教師扮演從

旁引導角色，非一昧講述知識灌輸、

紙筆測驗，讓學生從操作中學習，從

體驗中增廣見聞、開拓視野，創造學

習樂趣。 

教師平日可藉由專業學習社群，

共同研發課程、探究教學，適時引進

翻轉教學、行動學習，培養學生自主

治理的能力，為未來生活預做準備。

學校亦可考慮設置「研究教師」，讓其

研究教學方式改變，給予研究教師降

低授課時數、提供獎金津貼等優待，

將會有助於提昇教學能力、建構完整

課程，做為推動實驗教育之重要推手。 

(三) 開拓並整合教育資源，發展學校

特色課程或社團 

學校行政應積極開拓，並善用政

府機關、民間團體的多元資源，根據

學生需求，發展具特色之課程或活動

社團，並設法取得專業團體之認證，

如參與學校創新經營認證、教學卓越

或閱讀磐石獎競賽等，藉由具特色的

課程或社團，展現學校特色，透過行

銷策略，爭取社區家長與學生認同與

肯定，將有助於吸引學童就學，且在

學習過程中將更加充實、生動有趣。 

(四) 掌握家長及學生合理需求，融入

校務辦學並設法滿足需求 

社區家長、學生都是學校重要教

育顧客，學校辦學不能僅由少數領導

者決定發展方向，應納入家長及學生

的需求，透過問卷、座談等多元管道，

對於家長與學生合理需求，應納入辦

學參考，而非僅是以教師意見為主

體，忽略教育顧客意見，反而不易得

到社區家長與學生之認同，自然會想

離開公立體制學校，就讀實驗教育學

校。 

(五) 力求校務轉型，朝向學校型態實

驗學校發展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提供公立學

校轉型機會，若能取得上級機關許

可，可力求校務創新朝向特色學校發

展。雖在轉型過程，需花費較多的時

間與精神，但學校卻能在較具彈性空

間下，經營校務、發展特色，對於學

生學習將會有相當大助益，尤其是當

學生來源逐漸減少之際，轉型為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或許可為當前教育困

境注入一股活水，開創新契機。 

目前在國內也有許多學校積極推

動學校革新，如宜蘭縣員山國小汲取

實驗教育的創新精神，積極向外尋求

資源，帶動創新教學的風氣；屏東縣

南榮國中，是一所「公立學費，私校

體制」的另類學校，時時求新求變擁

抱挑戰，而走出學校自己的特色，教

學成效深獲各界肯定（陳雅慧、張益

勤，2013）。只要學校同仁有心，肯付

出、願奉獻，掌握實驗教育之精神，

力求創新轉型，終究能開創教育的一

片新藍天。 

五、結語 

嚴長壽（2011）指出，教育必須

是為學生照亮未來的探照燈，而非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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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過去的後照鏡。當家長與學生對公

立體制教育無法滿足，便會想離開主

流體制內學校，而走進「另類教育」，

以追求自主學習的合法權利。根據劉

鳳雲（2007）對非學校形態實驗教育

研究發現，國內選擇決定自學的理由

主要是「對學校教育環境擔憂」、「宗

教或道德教育考量」、「不滿教育品

質」、「因應學童個別需求及才能」，希

望能夠藉此「讓學童發展自我」並「確

保學習品質」以及「增加家庭凝聚

力」。為改善上述問題，透過非學校型

態、學校型態、公辦民營實驗教育等

法規之鬆綁，讓公部門把辦學空間釋

放給民間，真正普及教育選擇權。但

政府機關則應做好教學品質的嚴格把

關，以維護學生受教權及學習品質。 

然而當各界積極推動創新實驗教

育之際，教育行政機關應讓家長及學

生對實驗教育之優勢與困境有完整瞭

解，才會有助家長教育選擇權運用。

公立學校面對實驗教育之衝擊，應整

合多元資源，妥善規劃課程，透過多

元學習，讓學童從實際的體驗、操作

學習中，培養孩子有信心面對未來之

能力，才能減緩學生來源流失。身為

教育領導者，更應注意要如何在體制

內外都保有孩子的受教權與公平性，

讓每位孩童都能適性發展，發揮個人

的優勢潛能，以成就每位孩子的大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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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原住民教育問題與因應對策 
黃秀蓉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育行政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苗栗縣教師 

 

一、前言 

原住民族教育問題探討，一直是

原住民教育革新的關注焦點，原住民

教育成效一直深受社會地位、經濟等

外在條件及內在動機所影響，更常因

文化不利之原因，而使其教育成效不

佳。近年的全球化及數位化也使得臺

灣的社會環境急遽變遷，而貧富差距

更是愈來愈明顯。學生學習成效具嚴

重城鄉差距已是不爭的事實，故本文

先就原住民教育法修改條文來探究原

住民教育之重要性，再針對目前我所

瞭解的原住民重點學校現況與問題來

省思，再透過相關研究，希望透過文

字的闡述，來幫助行政單位能更瞭解

原住民重點學校現況，以期能在未來

做出更合適的政策。 

二、從修法看原住民教育的重要

性 

原住民族教育法是以原住民族為

主要對象的第一個法律專法，其條文

分七章卅五條，其內容為一、總則

（1~9）；二、就學（10~19）；三、課

程（20~22）四、師資（23~27）；五、

社會教育（28~29）；六、研究、評鑑

及獎勵（32~33）；七、附則（34~35）。

確立原住民為原住民族教育之主體，

言明以多元文化教育精神推展原住民

族教育，並界定「原住民教育」及「原

住民族教育」：（一）原住民教育：指

根據原住民之需求，對原住民所實施

之一般教育；（二）原住民族教育法的

立法精神與目的：原住民為原住民族

教育之主體，政府應本於多元、平等、

自主、尊重之精神，推展原住民族教

育。原住民族教育應以維護民族尊

嚴、延續民族命脈、增進民族福祉、

促進族群共榮為目的。 

《原住民族教育法》於 1998 年 6

月制訂通過後，經立法院於 2004 年修

法，再於 2014 年 1 月 29 日公佈修正

後條文，經前後條文比較修法部分整

理如下：（一）經費：由原本教育經費

百分之一點二之比例，修改後提高至

百分之一點九比率。在國庫不豐之情

境下，經費不刪反增，足見國家對原

住民教育之重視；（二）就學：因應幼

托整合由原本幼稚園及托兒所正名為

幼兒園，而也新增可設置社區或部落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保障原住民幼兒

學習其族語、文化及歷史之機會；（三）

師資：新增在原住民重點學校具原住

民身份之教師聘任比率不得低於學校

教師員額三分之一或不得低於學校原

住民學生佔該校學生比率；新增文

字：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視需要

會商地方政府，協調師資培育之大學

設公費原住民族教育師資培育專班。 

由此可見，國家當前教育政策是

極為看重原住民教育，且期望能依原

住民之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之民族

教育權，並發展原住民之民族教育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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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住民重點學校之現況與問

題 

《原住民教育法》（2014）第一章

總則第 14 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於原住民學生就讀時，均應實施民族

教育；其原住民學生達一定人數或比

例時，應設立民族教育資源教室，進

行民族教育及一般課業輔導。在一般

地區學校原住民在接受一般性教育上

資源較容易取得，反之對於其原住民

族教育的課題上可能就相對的資源有

限，而原住民教育所涵蓋的範圍太過

廣泛，若要更精確的瞭解則極需更多

的研究投入，才能更確切的瞭解其現

況問題，如此方能尋求到更適切的因

應對策。本文是以身為一位原住民籍

教師，同時也服務於原住民重點學

校，在教育現場所看見的學校現況與

問題來探討：（一）經費不足：例如學

校發展體育團隊，或是原住民族族語

合唱團以及傳統編織課程，除需要增

添動設備之外也需要外聘師資，也會

有為數可觀的耗材費，學校每月能動

支的辦公費及學生活動費相當有限，

扣除需用文具、辦公紙張影印費、水

電費以及戶外教學等活動後，則所剩

無幾，致使學校行政人員需要以競爭

型計畫來爭取補助經費，學校教師則

需要配合執行，而學生則需要配合參

加符合該計畫所需配合的成果發表活

動；（二）活動太多：原住民重點學校

除了全縣性的比賽及活動之外，還有

原住民學生務必配合的原住民合唱比

賽、原住民戲劇比賽、原住民朗讀比

賽、原住民單字語詞比賽及原住民繪

畫比賽等，如果學校有發展一校一藝

團或是其他社團，學生又需要參加額

外的表演，使得學生過得非常「充

實」，今年有一位學生還嘆了一口氣

說：「老師，我覺得我好忙哦！」 （三）

學生基本能力不佳：經由相關的研究

探究，譚光鼎（1997）曾指出因文化

差異而造成原住民學生之學習困難。

語言、文化價值觀念、家庭與社會學

習環境等方面的差異，原住民學童與

青少年面臨較多的學習困擾；原住民

地區學校教學方法與教學環境並未充

分適應文化差異，因之原住民學生容

易在學習過程中受到挫折，不利於成

就動機與學習行為。許木柱（1987）

認為對一般學生而言，學校與家庭對

教育的目標與期望是一致，但對原住

民學生而言，卻無法對應族群文化與

他們的生活經驗。在教育現場，我們

都知道學生的基本能力不佳，但是苦

於沒有時間可以補救，因為學生過得

非常的忙碌，且因為教育部推動樂活

政策所以在晨間不能再安排課業的活

動，而課後留校的時間，也主要拿來

發展多元探索的活動課程，以配合各

校所訂定學校發展的活動為主，以閱

讀、足球活動等，級任導師若要留下

學生加強，又會擔誤其他活動學習的

時間。（四）原住民族教育師資不足：

經修法確定原住民族教育在校實施，

一方面是課程安排的問題，另一方面

是原住民族教育類師資之認定與培育

以及教材編製的問題，究竟要教什

麼？又要如何來教？師資的培訓機制

為何？在這樣多樣性的活動式的課

程，對原住民族教育上是否真能達到

其文化上的認識及認同？  

四、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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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述問題本文針對現況與問題

提出建議：（一）在資源有限下，學校

應規劃學校本位課程，將資源更有效

的運用，且可以相對減少學校負擔；

（二）教育主管機關應整合相同性質

之比賽並做分類，讓學校有參加的選

擇權；（三）學生基本能力不佳：以多

元文化教育的觀點來看，原住民學生

應加強自我認同感；在學科成就上給

予其輔導及補救使其能力得以提升，

那麼對其日後往更高的教育程度方向

發展將會更有利。（四）原住民族教育

師資的問題，應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應視需要會商地方政府，積極規

劃協調師資培育之大學設公費原住民

族教育師資培育專班，且應明訂「原

住民族教育內涵」，學校應依偱內涵來

確實落實。 

對臺灣而言，原住民族是歷史與

文化的重要根源，也是獨一無二的美

麗瑰寶。關於原住民族教育的部分，

如何能傳遞傳統文化，由於學校設立

部落大學課程，故今年有機會代表學

校參加原住民部落大學帛琉參訪行

程，在參訪過程中訪談了當地最高教

育學府校長，他指出保留當地族人的

文化，主要是由家庭進行，因為族人

所要教授的知識不在課本裡，而是生

活中自然而然的傳襲，例如：什麼季

節在什麼樣的月光有什麼樣的魚，要

用什麼魚餌等。而帛琉在學校課程中

也有一節的族語課程，但是主要還是

要由家庭來做傳統文化的傳遞。反觀

我國現況，學校需要擔負起文化傳遞

的工作，深感緣木求魚之慨，建議學

校應著重於加強家庭親職教育之功

能，與家庭合作來進行傳統文化的傳

遞，如此一來讓原住民族教育更完整

的被保存與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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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夏日樂學試辦計畫」淺談適性教育 
劉倚妏 

南投縣新民國小代課教師 

鄭瓊湄 

臺中市日南國中代課教師 

 

一、前言 

教育部預計將從 2015 年起挑選

100 所國中小試辦「夏日樂學試辦計

畫」，期許能推動並營造「做中學」的

學習環境，以活化教學理念及方式，

導引學生適性發展，豐富學生學習內

容，落實快樂學習之教育理念（教育

部，2014）。 

遠在二千多年前，至聖先師孔子

就提出「因材施教」的理念，這被視

為是華人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而法

國心理學家比奈（A.Binet）在 1895 年

發表之（個別心理學〉文章中，同時

奠定了個別差異的立論基點。 

    不論是孔子因材施教的理

念，或是西方學者的個別心理學，其

論述的教育核心概念無非是－適性教

育。在教育部即將試辦之夏日樂學計

劃中，又再次重申了適性教育的理念

與方向，因此本篇旨在藉由此一議

題，進而探討目前國內教學現況、適

性教育與能力分班之差異與適性教育

的真正意涵。 

二、目前國內教學現況 

教育部於民國 2014 年公布了正常

化教學實施要點，明文規定常態編

班，確保每個學生獲得公平的教育，

但許多學校仍以公開名義或私下能力

分班。根據調查顯示，全國有１８個

縣市違反教育部常態編班的規定，某

些縣市的違規情形甚至達到百分之

百。特權的介入與教育機構的漠視，

使能力分班變成了常態。學校仍施以

不正常化教學的能力分班制，最常出

現的說法是學生能力不齊、老師無法

教學、因材施教等原因，進行了實質

上的「升學競爭為考量的成績取向分

班制」，並非真正基於因材施教為出發

點所進行的能力分班。 

根據一項長達十年的研究顯示，

我國教育上長期施行的能力分班，無

法達到預期成效。前段班孩子因競爭

壓力過大，需要上補習班將其學科不

斷增強；後段班孩子則因為失去所有

資源而被迫放棄，進而形成現代教育

的－雙峰現象（林俊傑，2004）。 

由此可知，政府所要推動的教改

與教育現場實施成效有實質上的落

差，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許

多家長、老師、督學或者學校仍以升

學導向為主，實施不正常化的教學，

將學校當成生產考試機器的工廠，不

斷壓縮孩子們的潛能，將沉重的社會

框架套在孩子身上，埋藏他們的學習

動機，甚至是教育界官員、政治界官

員針對會考成績高卻未擠進傳統名校

時說出「高分低就」，不禁思考：若上

之觀念未改，如何「上行下效」（謝傳

崇、黃小芳，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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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力分班 

為解決學生程度相差懸殊之問

題，教育部於 1968 年制訂定《貫徹實

施九年國民教育方案》以能力分班為

國中學生的編班方式，為的是能提高

教學成效。然而此一政策在施行多年

後，發現能力分班的成效與結果，非

但沒有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反而產

生更多的負面問題。於是教育部於

1982 年頒訂《國民中學學生編班實施

要點》倡導推動常態分班政策，但成

效仍不彰。接著於 2004 年立法院通過

《國民教育法》明訂「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各年級應實施常態編班；為兼

顧學生適性發展之需要，得實施分組

學習；其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由教

育部定之」（教育部，2004）。 

我國經由 1968 年全面施行的能力

分班，演變至 2004 年的常態編班，我

們不禁思索著，如此重大教育政策之

更改及轉變，其真正理由是什麼呢﹖ 

實際的狀況顯示，臺灣的能力分

班並不是基於因材施教，而是「升學

競爭的需要」。所以我們應當誠實面對

問題，能力分班，在臺灣就是因應升

學戰爭、培養神鬼戰士的手段而已（賀

陳弘，2004）。 

1970 年代，一些英語系國家，包

括：英、美、澳、紐及加拿大等，幾

乎全面採用「常態編班」方式，反對

能力分班。然而到了 1998 年代，發現

上述做法導致教師教學上的困難，學

生程度落差大無法因材施教，而逐漸

改編班方式，改採能力分組或能力分

班等形式，甚至透過選課方式，讓不

同能力和興趣的孩子可以有不同的發

展空間（周祝瑛，2005）。 

當時間與教育的輪軸不斷往前推

進演化，無論是在東方或西方教育

界，同樣認知適性教育的理念。然而，

我們不禁要反問，能力分班與適性教

育又有何不同呢﹖ 

四、適性教育 

Gardner（1983，1993，1999）所

提出多元智能理論，認為少有八項基

本智能，包括：語文、邏輯數學、空

間、肢體運作、音樂、人際、內省、

自然探索等智能。多元智能理論是對

人類認智豐富性的說明，每個人都有

八種不同的潛能，這些潛能只有在適

當的情境中才能充分發展出來（王為

國，2004）。 

因此，適性教育的目的，旨在改

變以前僵化的、傳統的班級教學模

式，希望透過教師教學上的觀察，分

辦學生的個別學習差異及能力條件，

設計出符合個別學生能力及需要的課

程，掌握其學習的特性，發揮適應個

別差異的效果。 

班級教學中，首先，教師應該要

充分了解每一位學生他們的優點和缺

點，接著依據學生的長處和短處，設

計彈性、多樣教學內容，如實施分組

教學、彈性的作業指定方式、不同的

學業表現方式以及實施個別指導，讓

學生能夠發展自己的專長，補救自己

的缺失，促進潛能的發揮（吳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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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天佑，2003）。 

當多元智能理論與適性教育被視

為教育努力改革的新方向後，我國政

府在 2014 年推動的十二年國教，所倡

導五大理念「有教無類、因材施教、

適性楊才、多元進路與優質銜接」，其

中最大的亮點就是「成就每一個孩子

－適性楊才」。適性教育乃是現今教育

改革的主要方向，因為唯有提供一個

適合個別差異孩子的學習環境，才能

使每個孩子都能發揮其最大的天賦才

能。 

五、夏日樂學試辦計劃 

教育部期許，透過第三學期課程

試辦計畫（後改名為夏日樂學試辦計

劃）之推動，營造做中學的學習環境，

使學生從活動式課程中激發學習興

趣、挹注學習弱勢或偏鄉地區學生額

外教育資源，或加以傳承及發揚本土

語言及文化。並以創新校本特色課

程，以活化教學理念及方式，導引學

生適性發展，豐富學生學習內容，落

實快樂學習之教育理念。「夏日樂學試

辦計畫」，讓學生在暑假能「從做中學

習」，課程包括才藝、運動、數位學習、

本土語言學習等，上課時間約 2 到 4

周，總計不超過 80 節課，學生可自由

選擇要不要參加（教育部，2014）。 

夏日樂學計畫嚴格規定活動式課

程「不得少於 50%」，希望讓學生在暑

期「做中學」，減少「Summer Loss（夏

季失落）」。計畫將分為都會區、偏鄉 2

個方案，開放學校申請，而都會區學

校會將重點放在本土語文學習，包含

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等（吳

清山，2014）。 

六、結語 

不論是孔子的因材施教，或是西

方學者的尊重個別差異，共同闡釋的

教育理念就是「適性教育」。夏日樂試

辦計劃已如一發上了弦的箭，預計將

於 2015 年起，挑選 100 所國中小試

辦。我們期許此一教育政策能真正落

實適性教育，正視每個學生的個別差

異，建構有效且適合的學習環境，改

變長久以來的制度化考試、翻轉以成

績取向的學習成效、剔除明星學校等

於明星未來的迷思。未來的教學現場

能以更多元的方法活化教學，引發學

生學習的動機，以「成就每一個孩子」

為教育的最高原則，讓適性楊才的夢

想目標能真正實現。 

當社會不再有擠進明星學校的迷

思，不再擁有成績導向的想法，而是

重視每個孩子的潛力，重視「行行出

狀元」而非「唯有讀書高」的想法時，

國內才能落實能力分班的真正教育意

義，教改仍有漫長的路要走，第一步

必須從最根本的想法開始改變起，不

論是教育界長官、學校、老師、家長

甚至是學生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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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促進融合教育發展 
吳靜如 

新北市鶯歌區鳳鳴國小教師 

 

一、前言 

我 國 的 教 育 體 系 在 全 球 化

（globalization）的浪潮席捲之下，面

臨了諸多重大的變革，使得教師的工

作 之 內 容 更 趨 向 專 業 化

（professionalism）與終身（life-long）

學習的發展。因此，教師需成為一位

反 省 的 實 踐 者 （ reflective 

practitioner），不斷的經由省思改進教

學以提升專業能力，並持續成長，方

能因應當前這個知識變遷快速的時代

（schön, 1984）。為因應世界教育趨

勢，教育部於 2008 年開始著手修訂「新

修訂特殊教育課程大綱」（新課綱），

強調融合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需

考量特殊教育學生的需求，並訂於

2011 年開始在各縣市進行試行運作及

試用實驗（盧台華，2008）。新課綱的

重大變革，把以往普通、特教的雙軌

制的課程設計，改以結合九年一貫課

程進行彈性調整，由於其顛覆了以往

普通教師與特教教師的教學思維，因

此也使得普通教師與特教教師對於課

程改革均面臨不同程度的疑惑與挑

戰。 

新課綱中揭諸的融合教育理念是

否能順利推展與實施、普通班教師如

和特教教師如何在在理念上互相分享

溝通、進而有效協同，以精進教學，

促進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與發展，是

融合教育成功與否的關鍵，其中，教

師專業能力的提升占了重要地位。在

近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下，如

何結合不同師資培育途徑所培育的普

通班教師與特教教師，經由組成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以促進融合教育的發

展，更值得重視。因此，本文以下乃

以兩者概念為主，期透過觀念上之分

析，探討其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促進

融合教育之可行措施。 

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融合教

育之概念 

  以下，茲闡述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與融合教育之概念。 

(一)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是一種基於專業

的共同體及團隊（team），透過「關注

學生學習」、「關注合作文化」與「關

注結果」三項運作原則，來實踐「以

學生學習為本」的核心價值（丁一顧，

2012）。其組成與設立，不僅能增進教

師對於課程改革的認同感，也可促進

教師的專業成長，以因應各種教育改

革所帶來的挑戰（何素華，2013；Huan 

Song, 2013）。因此，經由教師專業社

群的建立，可以協助教師無論是在普

通教育領域、或是特教領域皆可以在

彼此的參與（ participation ）、協作

（collaboration）與分享中獲得專業成

長，並且可以對應新課綱政策，提升

融合教育的實施效果，改善學生的學

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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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融合教育及其推行 

所謂的「融合教育」，係指不論學

生障礙程度的輕重，皆安置於普通班

學習，並採行全方位設計（universal   

design）的教育理念，從學校環境、教

學設計與教學媒材三方面來滿足學生

的特殊教育需求（張恆豪，2007），其

理念強調社會多元化的價值，以及追

求著公平正義的精神。融合教育透過

教師、行政人員的專業知能與家長的

參與，針對所有學生的教育需求，提

供全面性的教育服務，是一種基於欣

賞個別差異與提供適性教育的精神，

並以建立尊重多元價值與相互扶持協

助的社會為終極目標（鈕文英，

2008）。 

參考美國案例，其於 1986 年提出

「以普通教育為首」（regular education 

initiative, REI）的教育改革法案中，認

為應把輕、中度身心障礙學生安置於

普通班內，並提供特殊教育服務，受

此報告影響，開啟了往後各項融合教

育的實施（李慶良，2004）。其次，在

國內方面，融合教育的理念首度在國

內萌芽之契機，係為我國在 1997 年首

度制定《特殊教育法》中開始，隨後

於 2009 年修訂之《特殊教育法》，更

於第 18 條中提及：「特殊教育與相關

服務措施之提供及設施之設置，應符

合適性化、個別化、社區化、無障礙

及融合之精神。」該條文係首度將「融

合」字眼予以法制化，隨後於 2011 年

試行之特殊教育新課綱，開始積極推

動融合教育的實施。 

 

三、如何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普

及融合教育 

(一) 推展融合教育的難題     

國內推動融合教育至今，不管是

在師資培育、在職進修、行政支援或

課程與教學上，皆面臨來自各方之諸

多挑戰與質疑。首先，在師資培育上，

普通教師與特教教師在培育體系上為

雙軌制，各自成一脈，雖職前學程中

有許多共通的學分，然在實務上缺少

互相聯絡的狀況下，實際上普通教師

與特教教師所被要求的核心能力與所

需面對的教學情境，卻是有差異的、

疏離的。 

其次，當教學現場面臨身心障礙

學生的特殊需求時，普通教師缺乏對

身心障礙學生的了解與教學對應，無

法有效在大班級教學時同時兼顧身心

障礙學生的學習需求；另一方面，特

教教師則欠缺專門領域學科的訓練，

導致普通教師、家長甚至特教教師本

身都對特教教師的專業能力有所質疑

（鄒小蘭，2013）。 

再者，在行政支援方面，由於特

殊教育理念宣導未盡落實，常使普通

教師及普通班學生，因對於班上身心

障礙學生的特徵與行為模式在不了解

下產生誤解，以致無法接納他們，而

形成融合教育實施的壁障。除此之

外，新課綱實施後，強調資源班學生

進行抽離課程時，必須採該領域教學

時間全部抽離方式，以避免因部分抽

離形成資源班學生課程無法與普通班

同步銜接的問題。此項排課規定，若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1），頁 186-190 自由評論 

第 188 頁 

無法在校內獲得教務處的支持，以及

教學組及輔導處特教組的充分合作，

甚至教育行政機關提供配套措施，將

難以有效落實（何素華，2013）。 

另外，由於普通班教師在課程與

教學方面欠缺於大班級教學中實施分

層教學能力來滿足身障學生；特教教

師則對於九年一貫課程的彈性調整於

身 障 學 生 的 個 別 化 教 育 計 畫

（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IEP）感到困難，復以普通教師與特教

教師彼此間缺少專業間對話與合作的

平台，使得融合教育中針對身心障礙

學生實施全方位學習設計（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 UDL）相關課程產

上艱鉅的挑戰。 

(二)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可發揮之效果 

美國教師專業發展會（National 

Staff Development Council, NSCD）的

執行長 Dennis Sparks 表示，在教育改

革之中，變革的最大動力來自於集體

的努力與智慧，超越最聰明的單獨個

人，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將是教學改

革最佳的途徑，教育界應正視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為發展教師專業的最好形

式（Schmoker, 2006）。以往的教學型

態，教師常被批評為坐擁班級王國進

行單打獨鬥的學者，教師的成長與發

展僅是被動的接受訓練，而非主動建

構學習的歷程，缺乏建構團體合作的

概念，在這個全球化知識爆炸的時代

中，個別教師難以將所有的新知歸納

與內化為有效的教學模式，因此透過

協同合作的方式增進彼此的專業，進

而形成學習社群，已成為當今提升教

師專業成長的重要途徑（張德鋭、王

淑珍，2010）。 

教育革新的目的必須省思與回歸

於教育的基本價值，亦即提高學生的

學習效果方為教育革新的最終依歸

（林雍智，2014）。以國際學生評量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屢創佳績的芬蘭為

例，一方面於師資培育階段要求師培

生大量修習特教學分以瞭解如何教導

個別差異的學生，一方面在職教師則

透過合作無間的專業社群的運作，提

供普通教師與特教教師一個相互溝通

學生其相關學習需求的平台，並積極

整合學校、社區、與社福單位的學習

資源，以協助學生學習，因此得以達

成質量兼顧的教育成果與彰顯融合、

公平且平等的立國教育精神（蔡曉

楓、甄曉蘭，2012）。 

透過芬蘭經驗檢視我國目前推動

特教新課綱的現況，實務運作可成立

「特教 IEP 專業社群」與「多層次教

學專業社群」，透過普通教師與特教教

師之間的合作教學與合作諮詢，一方

面從理解 IEP 與課程的關係中去探討

關於教學環境、教學歷程與教學評量

的調整；一方面則學習運用分組與多

層次教學的方式，來滿足普通班中普

通學生與特殊學生各自的教育需求，

提升學校教師專業發展以落實融合教

育（林信言，2013）。  

近期以來，我國在教育現場之

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功能以及可

促進教師彰權益能（empowerment），

提升專業能力的效果愈加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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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亦可

讓參與的教師同僚跨越既有專長與領

域、甚至是校內的限制，讓其在行動

中的溝通與對話、觀察及實踐、透過

分享與協作等方式去達成學習型組織

的效能，進而提升教師的專業發展。

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倡導之下，也

為特殊教師與普通教師彼此的合作，

打開了一扇可能之窗，讓融合教育的

理念經由以學習社群為載體，讓彼此

可以建構出協作的共同體，甚至超越

共同體，成為一個彼此分享、並共有

相同理念的團隊。 

四、結語 

本文以上拋出以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促進融合教育發展的初步建議，並

期待在專業社群的發展下，能使普通

教師和特教教師能共同協助，以促進

融合教育具體落實。不過，在實務上

由於專業社群的建立並非易事，學校

推動的動機、教師專業評鑑的取向、

學生的殊異化特質、教師的自主性與

需求性，以及學校系統性的支持皆為

永續經營的關鍵要素，而學校教育改

革成敗的更維繫於學校能否支持協同

合作的教師專業發展模式。其次，跨

越普通教師與特教教師的社群，如何

在推展融合教育彼此分享理念與作

法，以協作方式求取其指導之身心障

礙學生之學習最佳福祉，仍待實際運

作上之磨合。相關議題在理論與實證

研究，亦有許多值得加以探討之處。 

在現階段，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被

視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教師專業

成長的重要關鍵，教育部亦自 2006 年

開始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相關政

策，鼓勵教師們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建構中經由形塑共同願景、發展交流

平台、分享實務經驗與提升教學品質

的目標導向，展現新型態的教師領導

與分散式領導，從新定位教師角色與

培育學生如何有效學習，承擔學校組

織文化改造之責。相信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之推動，能用以促進融合教育之

發展，而融合教育之相關議題，亦可

成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之中，一

項極具意義之共同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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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公開觀課之我見 
葉佩君 

中港高中代理教師 

 

臺中市教育局公文發函至各國民

中小學，要求自 102 學年度開始，每

位教師每學年需辦理一次公開課，至

少 2 位同儕教師參與觀課；每學年每

位教師參與同儕觀課至少 4 次（每學

期各 2 次），並配合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及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辦理，以引領課

程教學精進。且公開課教師需填寫教

學觀察前、後會談紀錄表，並附上照

片；觀察者教師則需填寫學生投入行

為及教師教學與班級經營觀察表。 

 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是希望教

師透過自我評鑑（自評）與校內評鑑(他

評)，來建立教師對於其教學品質的了

解，從中自我省思與透過同儕協助來

達成精進教學的目標，並增進學生的

學習成果。因此教師若自願參加，步

驟上需先行完成線上及實體研習後，

在期限內辦理至少一次的教學觀察，

並繳交工具表以完成認證。工具表中

的教學觀察表分為課程設計與教學、

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進修、

敬業精神與態度等四個層面的評鑑指

標，來供教師客觀的了解其教學上的

優缺點。 

公開課則是來自於佐藤學教授所

提倡的學習共同體的概念，將學習定

義在與世界、同伴和自我的溝通對話

來實行三位一體的過程，也表達出公

共性、民主主義和卓越性的哲學理

念，故焦點放在教師教學上的改變，

並重新建構教師對教育與學習的概念

（佐藤學，2012）。所以教師要打開教

室，歡迎本校教師、他校教師（不限

同領域專業）或家長進來觀課，且觀

課重點放在學生學習的情況，並事後

大家一起討論公開課教師在教學上之

優缺點，及建議其如何改善，故能提

升教師教學品質，來建立教師其專業

內涵。 

因此教師心態上需要有所改變，

不能為了怕麻煩而抵制參加，因為公

開觀課與教師考核、薪資或福利等無

關，其目的只是為了解決學生降低的

學習力與動機，並且改變傳統的講述

填鴨式教學，提升教師專業形象。但

依照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意義來看，

是以教師自願參加為依歸，這與臺中

市要求教師每學年須辦理一次公開課

的規定是相互違背的。且公開課須填

寫觀課紀錄表，在有些教師心態已不

願意配合，又加上對於觀察表指標內

容不了解，這樣所辦理的公開課真的

會對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有所幫助

嗎﹖故建議政府推動一個良好的政策

之前，應先理解教師的感受，並辦理

相關研習以讓教師了解其目的，進而

願意配合執行，如此才可從良好的立

基點發揮最大的功效，幫助教師與學

生共同成長。 

參考文獻 

 佐藤學（作者）、黃郁倫、鐘啟泉

（譯者）（2012）。學習的革命：從教

室出發的改革。臺北：親子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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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行之我見 
林瑞馳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體衛組長 

 

教育的主體在於學生，教師必須

以學生的學習為出發點來實施教材設

計→教學活動→檢討改進→修正再實

施，但教師在教學現場的教學方式時

常是「命令式」（周宏室，1994），為

了符合課鋼教材或為了升學成績而趕

課，而忽略了學生的學習效果，顯現

出教師自我反省不足，可能是教師本

身認為自己教學品質優良不須改變，

抑或是不知道透過哪些管道改進，因

此「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應運而生。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最初的目的是

幫助受評教師專業成長，透過受評教

師與觀課教師針對評鑑工具溝通討

論，在評鑑的過程當中給予受評教師

具體建議，達到教師教學再造，讓教

師與學生雙贏局面；但評鑑發展至

今，不僅受到「學校評鑑」的影響流

於形式，更因社會輿論與莫名期待，

竟欲演變成為評量一位教師好壞的功

課，並教師成績考核掛勾；筆者並非

認為教師考上正職後就可以怠惰，或

每年成績考核一定都得甲等，相反的

認為學校教師的確存在許多待改進問

題，以下就個人觀點論述之。 

一、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必要性 

(一) 改進教學：不諱言說公立學校有

許多教師對於自己本科的教學只

求完成，從不改變自己的教學方

式，數十年如一日，社會發展至

今，其實教學方法理論日新月

異，有許多方式可以讓教室內的

教學活動激盪出更多火花，若有

評鑑的協助，修正改進、擴大視

野，吸收其他同科教師的經驗，

精進自己的教學。 

(二) 讓「教學研究會」的功能再進化：

現行學校廣為推行同科教學研究

會，但執行至今仍舊為發揮其最

大功效，常流於研習、討論學校

業務推行工作，咸少更進一步的

專業對話，或者缺乏一聚焦及全

面性的工具，若能透過評鑑的教

學觀察，參考評鑑工具，針對欲

改進的方向多做溝通，集思廣

益，受惠的不僅只受評教師，觀

課教師亦能在觀摩的過程中思考

學習。 

(三) 活化學校內部氣氛：因為課程安

排關係，教師間甚少有固定管道

可以討論教學相關問題，除非教

授同一班級，若有也常是討論學

生行為及因應方法，但不見得能

在其他班級一體適用；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集合校內教師形成一個

或多個團隊，遇到問題不再是孤

軍奮戰，校內教師間氣氛改變定

也能影響學生的學習氣氛。 

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疑慮 

(一) 與教師成績考核掛勾：若按照社

會輿論，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最後

真的成為考核教師的依據，是否

真的能評鑑出優劣？假若一位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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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教學能力優質，其學生考試成

績優良，但其忽略班級事務的推

動導致該班掃地工作怠惰教室髒

亂不堪、午休秩序不佳、學生我

行我素、班上男女交往問題層出

不窮，試問這樣一位老師真的能

勝任「教師」一職？ 

(二) 受「學校評鑑」及「大學教師評

鑑」影響：若問擔任行政教師或

大學教師對於評鑑的看法，答案

一定會出現「要準備很多很多的

資料」，上述兩項評鑑工作的的確

確就是得花數倍於備課的時間來

準備這一場花俏的「美術評鑑」，

資料不僅要準備的多，還要整理

的精美，勞師動眾又不環保，平

常光花在準備講義及批改作業的

時間就佔了大部分時間，因此許

多教師卡在這一關就卻步了。 

(三) 因為評鑑流於形式：評鑑的表格

式一項非常重要的工具，工具在

使用之前必須多做溝通討論及修

改，才能根據教師不同特質發揮

其最大的功效，但卻有縣市教育

局規定使用同一格式實施評鑑，

最後淪為表格勾選的活動，無法

體現出工具的價值，更無法藉此

真實評鑑。 

三、結語及建議 

其實筆者非常肯定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的必要性，並與曾經參與評鑑的

教師討論，但對於其實施的過程及結

果仍抱持懷疑，且因為小校的關係，

校內同科教師只有一名，想要推動實

有諸多困境仍待克服，更因為「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的位置仍未被擺正而

始終抱持觀望。 

至於教師成績考核一事，其確實

沒有正確的考核，誇張的教師在沒人

願意當壞人的教師考評會默許下仍舊

存在，但社會過度的將教師妖魔化，

媒體製造人民家長與教師對立的情況

屢見不鮮，實是讓教師們有苦難言；

另外「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教師

成績考核」如何做結合、如何擬定政

策，讓學生在家長、教師的引導之下

學習、讓「帶著走的能力」真的能帶

著走而不是流於口號、讓成績不再是

學習的目的、讓品德教育重出江湖，

再再考驗著教育部的智慧。 

教師持續的精進本質學能本就是

身為教師的義務，若「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對於提升並改善各項教學相關

能力有莫大的幫助，則應是教師義不

容辭的義務，希望上述所提能有拋磚

引玉之能，引起諸位教師同胞對於「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的關注及思考，讓

我們真正關心的「學生」能在這一場

貌似革命的過程中受益，這是你我當

初選擇教職的最終目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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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困境與策進 
李清偉 

屏東縣玉光國小教師 

 

一、前言 

隨著社會日趨開放與多元，國民

知識水準日益提高，學校教育績效與

教師教學品質受到重視，教師專業發

展漸成為社會大眾關注的議題。其

中，教師評鑑被視為是增進教師專業

發展的可行途徑。教育部自 2005 年起

開始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2009

年將此計畫由「試辦」改為「實施要

點」，行政院院會也於 2012 年 10 月 11

日通過「教師法」修正草案，將中小

學教師評鑑正式入法，希望藉由評鑑

機制促進教師專業能力的成長。然

而，學校在實務推動上仍面臨許多困

難與挑戰。是故，本文先闡述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之內涵，再說明推動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的重要性，最後探討學

校推動之困境，並提出因應策略，以

提供學校實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參

考。 

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內涵 

以下依據教育部（2009）「補助辦

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要點」，分析

說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內涵： 

(一) 評鑑目的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是一種以形成

性為導向的教師評鑑，與教師考核脫

勾，更無關教師分級制度。其目的在

「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增進教師專業

素養，提升教學品質，以增進學生學

習成果」。 

(二) 評鑑內容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內容包括

「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

導」、「研究發展與進修」、「敬業精神

與態度」等四層面。另有 18 個評鑑指

標，與 73 項參考檢核重點。教育部授

權學校得配合個別需要，選擇一個或

數個內容項目進行評鑑，也能自行決

定評鑑規準。 

(三) 評鑑方法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方法包含

「自我評鑑」與「校內評鑑」二種。

自我評鑑是由受評教師依學校自行發

展之自我評鑑檢核表，逐項填寫相關

資料與進行檢核，以瞭解自我教學工

作表現。校內評鑑則是由學校評鑑推

動小組安排評鑑人員，採取教學觀

察、教學檔案、晤談教師，及蒐集學

生或家長教學反應等多元方式進行評

鑑。 

(四) 評鑑人員 

自我評鑑由教師本人辦理；校內

評鑑由學校評鑑推動小組安排評鑑人

員執行。評鑑人員需至少參加過評鑑

人員初階研習，且完成受評鑑歷程，

具有自評及他評經驗，才能進行校內

評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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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係根據

客觀的評鑑規準，以多元、系統化的

方式蒐集教師教學資料，透過診斷與

輔導方式，提供教師對教學自我反省

的機會，協助教師瞭解、釐清自身教

學表現的優劣，同時輔以教學輔導教

師制度，透過教師同儕專業互動、對

話、分享與合作的過程，持續更新教

師專業知能，以達成教師專業成長的

目的。 

三、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重

要性 

教師是教育改革成敗的關鍵性角

色，必須不斷專業成長，增進專業知

能、提升專業素養、精進教學品質，

才足以勝任教學工作。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藉由評鑑機制，協助教師達成專

業發展的目標。基於此，其重要性有

下列三項： 

(一) 確保教師具備教學專業能力 

透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能培養

教師反省實踐能力，並將自己的專業

知識與同儕分享交流。透過長期互動

與專業學習的過程，才能夠真正落實

改善教師工作，提升教師教學專業能

力的目的（顏國樑，2009）。 

(二) 促使教師教學方法與內容與時俱

進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讓教師瞭解自

己在教學方法與內容之不足，以及專

業成長之需要和內涵。並藉由同儕觀

摩、自我省思、專業對話等方式改進

教學，系統引導教師知、情、技各方

面之專業發展（潘慧玲、鄭淑惠、陳

文彥，2009）。 

(三) 提升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

效 

教學、學習與評鑑三者是教育的

核心，教師的教學需從學生的學習表

現獲知教學成果，而教師的教學檢視

則有賴於評鑑的實施。因為教師在教

學情境中直接與學生互動，對學生學

習成果影響最為深刻。是以，為求提

升教學品質、增進教師教學效能及學

生學習成效，實施教師專業評鑑乃成

為教師邁向專業的重要途徑（張素

貞，2009）。 

四、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之困境 

筆者匯整相關文獻（王昇泰、張

茂源、陳仕祥，2009；呂錘卿、陳楦

政，2009；吳俊憲，2010；林煥民，

2009；呂仁禮，2009；張琇屏，2009；

張景富、張育銓，2012；葉連祺，

2010），歸納出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的困境，如下所示： 

(一) 計畫溝通宣導不足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已推行多年，

但部分基層教師對政策、計劃及意

涵，仍是一知半解。此外，教師對評

鑑的疑慮與不信任，也是導致訊息無

法真正傳遞的原因之一。 

(二) 行政系統支援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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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工作與行政業務繁忙，

共同時間的規劃與安排不易。加上受

限於學校經費與互動空間不足，使得

教師專業對話機制難以妥善規劃。 

(三) 增加教師工作負擔 

近年來，教育部會研議逐年提高

國小教師員額編制，但學校人力資源

仍嫌不足。教師忙於教學備課與班級

級務，雖有意願提升自身專業，但參

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進行教學觀察

與教學檔案之事先準備與事後資料整

理工作增加教師負擔，降低教師參與

意願。 

(四) 教師自身心態問題 

校園仍充斥排拒創新的「保守文

化」，教師存在不願改變的心態。另，

部分教師未能充分瞭解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的目的與用意，抱持閃躲與觀望

的態度，或產生「聞評色變」的現象。 

(五) 評鑑公平性認同感不高 

評鑑人員專業性待加強；教師對

實施教學觀察、省思日誌、教學檔案

及行動研究之專業知能不足；自評缺

乏客觀的標準；敬業精神與態度面向

的評鑑不易量化，導致教師對評鑑缺

乏信任或流於形式。 

五、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之因應策略 

針對上述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之困境，以下提出可行之因應策

略： 

(一) 善用多元溝通管道，讓教師充分

瞭解教專評鑑計畫之內涵與目的 

利用多元管道，如：各式教師集

會時間、週三下午辦理參與式進修研

習、運用非正式組織、印製教專評鑑

計畫手冊及建置網路交流平臺等，充

分向教師宣導教專評鑑計畫的正確訊

息，加強雙向溝通，強調計畫之目的

在協助教師專業成長，並非在執行教

師績效考核或教師分級制度等，以解

除教師疑慮並爭取支持。 

(二) 建立行政整合機制，提供教師支

援協助 

教專評鑑計畫要能成功，必須要

有行政上之支援。學校應建立行政整

合機制，安排教師統一研討對話時

間，以方便教師參與，使教師能在充

足的時間上就相關議題進行深入探

究。在經費與設備部分，學校應主動

尋求各項補助經費與評鑑資源，給予

教師足夠的心理支持與實質支援，才

能順利有效地推展教專評鑑工作。 

(三) 簡化教專評鑑操作程序，減輕教

師工作負擔 

根據學校本位需求轉化評鑑操作

程序，使評鑑工具適切有彈性；建立 e

化整合平台，降低教師工作負擔。教

學輔導教師實施方式多元化，如以學

習社群、專業研發、或行動研究等方

式運作，旨在重視教師專業對話，促

進專業分享與合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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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形塑學習型組織文化氛圍，激勵

教師主動專業成長 

要改變學校排拒創新的保守文

化，必須改造學校成為共享學習文化

的社群，使教師同儕成為共同成長的

團隊。其中，首要工作便是發掘校內

先導群，培養專業領導人才，發揮雁

型理論效應，使教師同儕相互激勵，

彼此協助持續學習與成長。 

(五) 強化教專評鑑專業能力，提高教

師認同感 

評鑑人員在評鑑能力之培訓必須

更加嚴謹，必要時可透過檢測機制，

以確保品質。另外，教育主管機關宜

持續研訂質量並重之評鑑規準，透過

量化具體數據，輔以質性描述，以真

實、公平與客觀的方式詮釋評鑑結

果，才能適時、有效地協助受評教師

專業成長。 

六、結語 

“The most important purpose of 

evaluation is not to prove,but to 

improve. ” (Stufflebeam and 

Shinkfield ,1985) 人需要藉由鏡子來

看清自己的容貌和服儀，教學更是如

此。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就像一面鏡

子，利用教師自評及同儕互評的方

式，讓教師看清自己的教學，知道自

己的優缺點，進而加以保留或改善。

然而，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作，

是一段漫長的歷程，必須藉由校內外

各層面相互配合，才能有效落實：教

育主管機關與專家學者繼續專研教師

評鑑相關理論，加緊研發更具本土性

與周延性的評鑑內容；學校行政人員

須有落實教專評鑑工作的遠見與決

心，規劃出合理可行的具體方案與落

實策略；教師更應體認教專評鑑對其

本身專業表現的益處而積極參與評

鑑。最後，期望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制

度能為教育改革帶來新的力量、新的

希望，幫助教師專業發展的實踐，學

校也能藉由教師行動與反思中，再度

獲得組織的更新，使學校教育績效持

續邁向卓越的更高點。 

參考文獻 

 呂仁禮（2009）。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試辦成效之研究--以一所國民中學

為例。學校行政，63，131-153。 

 呂錘卿、陳楦政（2009）。臺中縣國

民小學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現況與

問題探討。2009年結合專業發展之教師

評鑑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吳俊憲（2010）。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三化取向理念與實務。臺北市：

五南。 

 林煥民（2009）。我國推行教師專

業評鑑之研究--政策分析觀點。學校行

政，62，098-119。 

 張茂源、王昇泰、陳仕祥（2009）。

教師評鑑的意涵與問題挑戰。學校行

政，61，212-225。 

 張素貞（2009）。推動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方案與教師專業發展初探。2009年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1），頁 194-198 自由評論 

第 198 頁 

結合專業發展之教師評鑑國際研討會論

文集。 

 張景富、張育銓（2012）。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實施之困境。臺灣教育評

論月刊，1（7），27-30。 

 黃琇屏（2009）。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試辦現況困境與因應策略。教育資

料與研究雙月刊，89，71-88。 

 葉連祺（2010）。中小學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觀點及實施之分析。學校行

政，69，159-185。 

 潘慧玲、鄭淑惠、陳文彥（2009）。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後設評鑑：以國立

附設實驗小學為例。2009年結合專業發

展之教師評鑑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顏國樑（2009）。臺灣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執行的問題與推動策略－政策執行

的觀點。2009年結合專業發展之教師評

鑑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Stufflebeam, D. L.,& Shinkfield, A. 

J. （1985）. Systemic evaluation. Boston: 

Kluwer-Nijhoff.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1），頁 199-202 自由評論 

第 199 頁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務困境與建議 
蘇元煜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連建皓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蔡玉卿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一、前言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自從民國 95 年

由教育部公布「教育部補助試辦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開始，直到

民國 98 年將試辦計畫修正為常態性計

畫，公布了「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實施要點」，到今日匆匆過

了近十年。這十年裡，各學年度辦理

校數如圖 1。 

 

圖 1 95-103 學年度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參與學校數 

 

 

在國小部份，參加學校的比例從

95 學年度的 4.7%，至 103 學年度止

42%；在國中部份，參加學校的比例從

95 學年度的 4.1%，至 103 學年度已達

54%；高中職部份，參加學校的比例由

95 學年度的 3.1%，至 103 學年度的

90%。從各階段的比例可看出，目前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已逐漸成為教師工作

的一部份。 

而我國在教師專業發展評建的目

的著重於形程性取向，具有下列幾項

原則： 

(一) 採取自願辦理：由學校自願申

請，及學校教師自願參加之方式

辦理。 

(二)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小組於推

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作時，應

重視教師之參與。 

(三) 採形成性評鑑，不得做為教師績

效考核、不適任教師處理機制、

教師進階（分級）制度之參據。 

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中的評鑑規

準分成了四大層面、十八項評鑑指

標、六十九項參考檢核重點，雖立意

良善，但卻使得教學現場的教師因為

班級課務等因素，導致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的推動在許多教師有所遲疑。 

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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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發展至今，仍

面對著多數教師的質疑，對此分析出

四大項目，作為發展上可能所面臨的

困境原因，分別為政策宣導的落實、

教師自身的態度、評鑑規準的公平

性、教師專業社群的推行： 

(一) 政策宣導的落實 

缺乏有效的宣導，導致教師對於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有所顧慮，因而產

生了對此的不信任感，影響到教師參

與的意願。為了能使教師了解其評鑑

的內涵，對此有所認識、排除誤解，

如何去進行有效的配套措施，作為宣

導的落實，都將是相當重要的。 

(二) 教師自身的態度 

受限於工作環境的壓力，時間與

心力上因而受到刺激，若參與了評

鑑，想必又會是另一個負擔，而導致

教師對於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產生了抗

拒。同時也會有部分教師認為，自身

的教學方式並沒有甚麼太大的問題，

為何要用一套規準來評鑑自己教得如

何？在另一方面，也會認為自身是已

通過嚴謹的國家考試，而成為的專業

教育者，對於此評鑑因而缺乏認同

感，以及認為其必要性也難以彰顯。 

(三) 評鑑規準的公平性 

  學校有權力自行決定由教育部所

研擬的評鑑規準，但是針對評鑑規準

研擬的過程這一方面，由於各校的嚴

謹性不同，訂定的評鑑規準適用度也

未必適切（張景富、張育銓，2012）。

在評鑑人員這一方面來看，若對於評

鑑指標的認知有所不了解，這樣專業

性的不足也容易會在評鑑規準上造成

公平性的缺失，以上就會造成教師對

此評鑑的質疑。 

(四) 教師專業社群的推行 

「同儕互動，經驗交流」是教師

專業社群所設置的美意。能夠讓志同

道合的教師們，為了共同的教學願

景，以及提升自我的專業成長（吳清

山，2010），透過教師專業社群讓彼此

分享教學經驗、教學技巧等，期以弱

化教師單打獨鬥的狀況。但現今推行

的狀況，在學校部分，可能會因資源

不足、經費申請困難等因素，造成推

行的困難。而在教師的部分，某部分

教師不願去分享自身的教學方式，在

這樣自我隔離、孤立的情況之下，也

會使得教師專業社群的推行成效不彰

（張德銳、王淑珍，2010）。 

三、結語 

從提升教師專業成長與素養，進

而活化教學品質及班級經營的觀點來

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立意是良善

的。然而，因政策宣導未達到預定成

效、各校評鑑規準不一，加上各校園

風氣及教師文化脈絡或教師自身態度

的影響，導致學校行政單位推廣無

力、教師參與意願低落。是以，筆者

針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所面臨的困

境，提出相關建議如下： 

(一) 善用多元管道，建置訊息傳遞與

溝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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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為發揮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功

能，主管單位實應建置公開透明之溝

通平台；除了提供正確資訊內容，亦

可廣納社會各界與教育實務工作者對

於評鑑實施的想法，深入對話，以便

充分掌握社會訊息，同時有效釐清、

評估實際教學需求，進而平衡資源配

置上的落差。 

(二) 充分溝通與傾聽將有助於營造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氛圍 

由於教師工作繁瑣、負擔沈重，

或因有些資深教師對自我教學的能力

有相當的自信…此等因素往往造成教

師沒有持續參與進修的動力。加上目

前仍有部分教師對於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缺乏正確觀念，認為教師評鑑即是

用來考核績效的工具，導致教師對評

鑑僅採取觀望或排斥的態度（吳俊

憲，2010）。 

因此，各校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之際，應先坦誠面對、傾聽教師

的各項疑慮，並向教師表明該政策目

的和立場。藉由公平、公正的評鑑制

度施行，以提升教師的教學品質，促

進教師的專業成長，終而深化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之正向意義，塑造以學生

學習為主體的教學評鑑文化與氛圍。 

(三) 建立明確且具體解讀的評鑑規準 

此外，為減低教師對評鑑公平性

及客觀性的疑慮，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機制的建立應與現行的教師績效考

核、不適任教師處理及教師分級制度

等項目劃清界線，不可將其評鑑結果

作為審核依據。畢竟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的主要目的係為提供一個可以讓教

師針對自我專業的優缺點進行檢視、

反思、回饋的系統，以作為日後教學

規劃的基本依據。因此，為讓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達到既定效果及營造評鑑

制度可行的氛圍，教育行政機關與學

校行政單位在研訂評鑑規準內容時，

除了應先釐清學校發展方向與充分瞭

解校內教師文化之外，亦需聚焦於教

學專業內涵上（吳俊憲，2010），積極

整合實施機制與評鑑參考規準，進而

建立評鑑規準之共識。 

(四) 建立教師專業成長支援系統以培

養教師有效溝通、協同合作、共

同解決問題的合作模式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實施，乃期

盼教師在接受評鑑之後，能有效提升

教師專業素養，。是以，就其長遠規

劃來看，學校亦應設置跨校資源交流

及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等網絡平台。校

外除了提供各校推動經驗與心得分享

交流之外，校內則是希望藉由教師不

斷地專業對話，進而有效發揮教師同

儕良好互動的功效，激發教師主動參

與，不吝分享自己的觀點與教學經

驗，藉此提昇彼此學習與觀摩，弱化

惡性競爭的機會，終而形塑正向的教

師專業發展觀念、強化教師對該評鑑

之認同，以成為學校革新及永續經營

的內建機制。 

是以，如何有效推動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除了教育行政單位應該提供

教師檢視自我教學內容與表現等實質

支援、評鑑規準之外，其關鍵仍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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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教師本身。如果教師能摒棄獨善其

身的作法，積極培養其主動覺知、反

省、實踐的能力，並與別人分享教學

經驗與進行專業對話。那麼，教師參

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工作才能免於

形式化，達到真正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與素養，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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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新觀點—能力指標的困境與調整 
林永豐 

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兼主任 

 

一、背景與脈絡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

綱」歷經多年研議，終於於 2014 年 11

月 28 日正式公布（教育部，2014）。

新課綱提出多項理念，包括落實適性

揚才、素養導向、強調教師專業等等，

也納入許多重大的調整與新的元素，

例如納入核心素養、學習重點、整併

學習領域、減少必修增加選修等等。

在這些重大的改革當中，與中小學課

程設計與發展有關的重要改變之一，

乃是對九年一貫課程中的能力指標進

行調整，調整為學習重點雙向細目的

架構。 

課程綱要是中小學課程設計的依

據，而課程綱要中的規範，就影響了

中小學課程設計的方式。臺灣中小學

課程的實施，長期以來以「教材大綱」

的方式，規範課程的內容，直至 2000

年公布的「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改以「能力指標」作為課程設計

的基礎，不再規範教材的內容。然而，

以能力指標作為課程設計依據的方

式，歷年來引起不少爭議，導致呼籲

改革之聲不斷（黃嘉雄等，2006；歐

用生等，2010）。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程

之改革，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總綱

中，對此一議題的因應方式，乃是提

出以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兩個向度，

架構出以雙向細目為內涵的「學習重

點」概念（國教院，2014），欲兼顧強

調教材內容與能力養成這兩種學習內

涵，而此一學習重點的設計，也意味

一種新取向的課程設計方式，勢必對

教育實務的教學現場產生重要的影

響。 

二、能力指標的設計與爭議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教育部，

2006）採用了「分段能力指標」的概

念，以取代過去課綱中的「教材大

綱」，亦即欲以「基本能力」取代過去

所重視的「學科知識」，期能培養學生

具備帶著走的能力（鄭蕙如、林世華，

2004）。不過，這樣的課程設計方式雖

然強調了「能力」的養成（成露茜，

1999），卻也認為毋須再有「教材內容」

的概念。自實施以來，此一理念上的

轉換引發頗多爭議。 

根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

綱要」（教育部，2008），我國國民中

小學課程乃是利用能力指標的設計，

以落實課程決定的鬆綁。因此，課程

規劃的原則乃是在達成課程目標的大

方向下，讓具教師、學校、或是出版

社，得以發揮專業來設計課程，只要

各版本教科書，抑或是自編教材能夠

使學生達到能力指標，則便可以說是

達成課程的目的。在課程綱要（教育

部，2008）之第四節有關「教材編輯、

審查及選用」中，便詳列出此教科書

審定制的依據： 

(一) 國民中小學教科用書應依據課程

綱要編輯，並經由審查機關（單

位）審定通過後，由學校選用。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1），頁 203-207 自由評論 

第 204 頁 

審查辦法及標準由教育部另定

之。 

(二) 除上述審定之教科圖書外，學校

得因應地區特性、學生性質與需

求，選擇或自行編輯合適的教

材，惟全年級或全校且全學期使

用之自編自選教材應送交「課程

發展委員會」審查。 

能力指標的特色之一，乃是一種

概括性的課程目標，需要學校教育人

員進一步詮釋（李坤崇，2004；陳新

轉，2002）。相對於「舊教材」詳細列

出教材的大綱及其要領，則主題軸與

分段能力指標的規劃，的確給予教師

很大的課程決定空間，但相對地，此

少數幾條能力指標，會不會太模糊

呢？不同的教師在詮釋這些能力指標

的時候，會不會歧異太大呢？儘管教

育部公布所謂「補充解釋」或「基本

內容」，希望各界對能力指標的內涵更

更有共識，然而，各界對能力指標的

意涵，仍有疑慮。 

黃嘉雄、周玉秀、徐超聖、林佩

璇、林曜聖等（2006: 84, 86）在其調

查研究中，顯示幾乎所有身份的填答

者都相當支持：希望在國中小各學習

領域課程綱要中，能增訂「內容大綱

或細目」，亦即「研訂用以協助學生習

得各領域分段能力指標之更具體課程

內容要素或大綱」。此外，歐用生、李

建興、郭添財、黃嘉雄（2010）在其

對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現況之評估中，

亦有建議：「各學習領域課程綱要宜在

能力指標之基礎上，另訂年級基本內

容或教材綱要，其規範性或參考規則

依學習領域性質而定（p.2）」、「學術結

構邏輯較強的學習領域宜增訂具規範

性的各年級基本內容細目或教材綱

要，其他學習領域則增訂具參考性的

年段內容細目或教材大綱」（p.7） 

事實上，在現行的各領域課綱之

中，除了國文與綜合領域之外，各科

均已在能力指標的概念之外，陸續另

行發展出與內容相關的內涵（教育

部，2008）。茲整理列舉如下： 

1. 英語領域：主題與題材、溝通功

能、常用 2000 字、基本語言結構

等。 

2. 數學領域：分年細目。 

3. 社會領域：基本內容。 

4. 自然領域：教材內容要項/細目。 

5. 藝術與人文領域：教材內容。 

6. 健康與體育領域：主題軸內涵說

明。 

7. 生活領域：教學設計內容要項。 

三、十二年國教課程與學習重點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則

提出「學習重點」的新概念，並以此

作為中小學課程設計的基礎，即反映

出上述的實務檢討。有關學習重點概

念之說明，最早始於「十二年國教課

程發展指引（蔡清田，2013；國教院，

2014: 8）」，復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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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課程總綱」中有所規範，並明確指

出「各領域/科目的課程綱要研修需參

照「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指

引」，考量領域/科目的理念與目標，結

合或呼應核心素養具體內涵，以發展

及訂定…「各領域/科目學習重點（含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教育部，2014: 

3）。 

學習重點的內涵包括了「學習表

現」與「學習內容」兩個向度，並據

以構成一個雙向細目架構（表 1）。此

一架構將是各領域/科目用以引導課程

設計、教材發展、教科書審查及學習

評量等的依據，並配合教學加以實

踐。領域/科目學習重點的架構提供各

領域/科目教材設計的彈性，在不同版

本教材中，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可以

有不同的對應關係（國教院，2014: 

8）。 

兩個向度的內涵分別說明如下

（國教院，2014:8-9）： 

(一) 學習表現 

學習表現是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

的概念，學習表現重視認知、情意與

技能之學習展現，代表該領域/科目的

非「內容」向度，應能具體展現或呼

應該領域/科目核心素養。認知向度包

括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鑑、

創造等層次；情意向度包括接受、反

應、評價、價值組織、價值性格化等

層次；技能向度包括感知、準備狀態、

引導反應（或模仿）、機械化、複雜的

外在反應、調整、獨創等層次。 

(二) 學習內容 

學習內容需能涵蓋該領域/科目之

重要事實、概念、原理原則、技能、

態度與後設認知等知識。學習內容是

該領域/科目重要的、基礎的內容，學

校、地方政府或出版社得依其專業需

求與特性，將學習內容做適當的轉

化，以發展適當的教材。 

根據上述說明，「學習表現」的概

念著重的是認知歷程、情意與技能面

向，強調的是教材中不屬於內容層面

的學習，性質上非常接近既有中小學

課程中的「能力指標」，抑或是高中課

程中的「核心能力」。相對地，「學習

內容」則以知識為主要內涵，性質上

即是各領域既有課程中的基本內容、

分年細目、內容要項或內涵說明等

等。此外，學習內容指的是該領域或

科目內基本的、重要的內涵，而毋須

像過去的教材大綱那樣列出所有的項

目。新課綱中的學習重點概念等於是

納入了既有課綱中重要的元素，但又

進一步提出了明確的雙向細目架構。 

四、新課綱的差異與特色 

根據上述的分析，本文主張：與

過去九年一貫課程中的課程設計理念

相較，上述學習重點的雙向細目架構

及其內涵至少展現了下列幾項差異與

特色： 

(一) 九年一貫課程中獨尊能力指標的

概念；而新課綱中的雙向架構則

兼顧了學習內容與學習歷程兩類

學習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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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九年一貫課程中以強調線性開展

的 Bloom 舊版教育目標（1956）

為基礎；而新的架構呼應了

Anderson & Krathwohl（2001）的

新版教育目標理念，突顯了知識

與認知歷程同等重要。 

九年一貫課程強調歷程模式，淡

化目標模式的色彩；相對地，在學習

重點的雙向架構中，學習內容的課程

設計可以目標模式為主，學習表現的

課程設計則以歷程模式為主，亦即兼

顧了兩類課程設計模式之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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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學習重點的雙向細目架構示意圖（以國中社會領域為例） 

學習表現向度 

學習內容向度 

5- IV -1 

能利用二手資

料，進行歷史推

論 

5- IV -2  

能利用一手資

料，進行歷史推

論 

5- IV -3 

能利用一手資

料推論，並提出

假設。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七 

年

級 

2-7-6 戰後的臺灣（1.二二八事件；2.

戒嚴體制的建立；3.民主化的歷程；

4.工業化社會的形成） 
 第一單元 第一單元 

八 
3-8-6 早期中國文化的發展（中國文化

的起源）… 
第六單元 第六單元  

九 

4-9-6 歐亞地區古典文明的發展（1.希

臘文明特色；2.羅馬帝國與基督教興

起；3.恆河流域印度文明…） 

第九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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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日誌」對於行動研究者之重要性 
朱慶文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在職專班 

 

一、前言 

投身於行動研究中，「研究日誌」

對於一個研究者是重要的。依照「研

究」的本質來看，「研究」是求真的一

種過程。因為「研究」可以幫助研究

者改變自己於研究者的視框下所見到

之限制。更進一步說，「視框」是研究

者於經驗下對事物所賦予的意義，然'

研究者的視框何以需要改變？因為為

了更接近真實的現象，研究者需於同

一經驗運用不同視框下賦予不同的意

義與理解。 

(一) 視框對研究者之影響 

因為我們平時大都只是透過單一

視框看待世界，以致於世界是透過自

己視框之所見，因此在此視框中是研

究者所能理解的範圍，然而「研究」

的目的是為幫助研究者，看見自己於

視框中所見的不足，甚至跳脫既定的

視框，這提醒著研究者的推論中，是

否隱藏了許多自己在視框中所得符號

之理解。但是，視框外的世界實在太

豐富，太多是屬於沒有視框的世界，

因此，研究目的希望透過自己的視

框，蒐集並且組織研究者於視框中所

看見，以及那些研究者慣於忽略的部

分，研究者可以透過自我覺察，將此

觀察結果，以研究日誌之方式紀錄之。 

二、 研究日誌之相關影響 

(一) 研究日誌對於視框之影響 

研究者在透過書寫研究日誌的過

程中，有助於使視框更加多元，研究

者能看見每一個事件背後原因，發覺

它是有著不同的經驗、文化與脈絡

的，因此透過研究日誌來開拓多元的

視框，可以使研究者更能看見不同的

世界。這同時也意味多元的視框，可

以增加研究者的視框的寬度，使其可

以對同一經驗有更多的理解，其有助

於改變、調整研究者的立場與價值，

甚至也可能選擇於不同於過去之立

場，然而這全要歸功於不同的看見，

使研究者有著不同的行動選擇。 

(二) 研究日誌對自我覺知的影響 

早先於歐洲文化中研究進行時，

撰寫日誌是為了增加自我了解、增進

對自我困惑的覺察，研究者可以藉由

撰寫研究日誌，使研究者可以透過日

誌、對話，提醒自己避免失焦及偏頗，

這是因為我們於自己的視框內的批判

常常是過於強烈的。 

試想，有多少人可以因為環境的

變化而改變自己來適應環境呢？有時

當發覺自己在環境的制度下，有委身

他人屋簷之感受時，如何能提升自身

視野而不受環境影響，其關鍵在於覺

知力，然覺知的關鍵在於研究者清不

清楚自己的價值與需要。 

(三) 研究日誌對行動選擇之影響 

在我們對於所欲研究的對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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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認識之後，會面臨到一項行動的選

擇與判斷，透過行動研究可改變自己

的覺知，就不會因為不懂或害怕而遮

蔽自己的覺知，因此，此時研究者若

擁有了覺知，即使在他人矮簷下待得

再久，研究者的視框是不會受到影響

的。 

當研究者開始寫行動日誌，是為

了透過自己的視框去思考如何過濾與

組織時，透過研究者不斷的練習並組

織架構自己的觀點，因此研究者真正

可以改善的是自己的覺知能力，並且

可以提升覺知。 

(四) 研究日誌對行動研究的影響 

做好研究跟好好生活，其實是同

一件事情。過去的人常感覺快樂、滿

足，因此感恩的人似乎比現在多一

些，現代的人縱使已經是地位崇高，

但還是常覺得不快樂。做行動研究可

以使研究者可以好好欣賞這個世界，

我們對於自己所處的世界，越來越有

覺知，然後我們「看」就只是「看」，

「聽」就只是「聽」，跳脫自己常常是

充滿判斷而不自覺。即便有了判斷，

也可以覺知不堅持自己的判斷，並隨

時調適。透過研究日誌檢視視框，就

可以使人覺察研究者的認知與真實的

世界是有所不同的，而行動研究就真

實地呈現出一位研究者之所見。 

三、 研究日誌的重要性 

為何撰寫研究日誌是如此重要？

因為我們常被制約而不自知，記錄下

所見的結果在研究日誌中，讓我們比

較有可能去比較。我們對自己如何認

識世界，自己或許也不知道，但是透

過日誌的紀錄，可以看出不同的脈

絡。每一個的視框是不一樣的，每一

個人的理念是如何組織，每個人都是

不同的，因為這不一樣，若可以找到

研究同伴相互切磋並且加以記錄，會

因此而有所收獲的。「reflection」常是

可以幫助自己覺知，在持續地寫日

誌，並且與他人對話中會產生了比

較，於比較的差異，可使研究者產生

覺知。 

四、 研究日誌的目的 

(一) 檢視自己的視框 

研究者撰寫研究日誌其目的是：

可以看出自己是以何種狀態去觀察，

透過撰寫日誌，盡可能把細節寫下

來，如此便可覺知能力更加提升、開

放，可避免自己不要掉入自己的慣性

之中。 

(二) 是一種毅力的培養與記憶好的生

活必需有好體力。 

開始寫日誌時，其實已經開始在

訓練自己的毅力，而且有很多人無法

與痛苦相處的能力，以致無法跨越該

研究所預見之困難點。因此研究者是

需要拿起筆寫點東西來，幫助自己檢

視自身的視框，然這樣的能力是需要

有毅力可以藉由不斷的練習加以改善

文字的表達力。比方說，可以先試寫

自己的生命的敘說，當研究者著手去

撰寫時，腦袋會突然想起一些事，而

這些記憶有些時候會使自己非常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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撼，甚至會驚覺人的記憶是非常神

奇，我們以為已經忘記，但是其實沒

有。除了視框之外，訊息是如何儲存、

歸類也是非常龐大的工作，越是無

聊，越是要跳脫視框，如果當下不寫

出來，此訊息下次會自動歸位，就像

石頭沉入大海般，下次想要提取時，

就怎麼也找不到了，但是，如果研究

者能看看之前所寫下的日誌，所遺忘

的訊息，有可能會因為這日誌之紀錄

而浮現出來。 

(三) 研究日誌有助記憶提取 

隨機的寫下上課所感，下課回去

之後，盡快地寫下你腦袋中還有印象

的幾個重點，幾個鐘頭後，再去看自

己所提點的文字中，透過紀錄後再次

提取出來，按照研究者個人的經驗

是：第一次寫日誌時，要是那沒想到

的部分，通常是晚些時間會再冒出

來，因此研究者會發現儲存與回憶時

常不一致，以致每次回憶時；常是處

在理智層面，而不容易被想到的部分

就是研究者慣性的忽略。 

(四) 小結 

因此，真正的研究是幫助研究者

能有意志去做一件事，並且於研究中

建構自己的邏輯與知識，研究者必須

知道，從自己所觀察與組織下，所建

構出的知識遠比了解其他人的理論來

的重要。 

五、結語 

(一) 學校教育給予我們太多理論，使

得學生所擁有的知識變得如此支

離破碎。開始寫日誌，可以使其

已經被教育弄得支離破碎的現

況，開始被整合，我們每個人都

應是完整的，因此也可以從「研

究」開始，真正體會自己的邏輯

與詮釋是重要的，進而有能力去

重新思考，過去自己建立之知識

架構的可信度為何。 

(二) 知識論的危險是因人類的根本問

題來自於人的傲慢自大，人相信

自己所的認識的世界，因此透過

反思與紀錄則是檢視自己忽略之

處的好方法。透過每日的研究日

誌，它看似是傳統的方法，但在

整理自己生命的經驗過程中，那

些被遺忘的記憶，有時卻是一種

帶著不被諒解與誤解的，於是這

種被誤解與不被接納的記憶，通

常它在自己的視框中，竟是被排

除在外的。 

(三) 不要輕忽生活中的每一個小小線

索，我們相信生命是自己的，而

且它是環環相扣的，如果我們常

受限於我們所能感知的世界，那

生命就會越來越不豐富，因而與

社會容易產生代溝。即便你現在

過得很好，但是過去有可能也是

辛苦的、不被諒解的，但那些被

忽略或被排除的記憶，就容易使

人欠缺同理他人的能力，如果能

喚醒自己幼年的經驗，也曾是如

此並且好好咀嚼自己的生命，讓

自己可以更細緻的去記錄與回

想，便能使情感更加豐富，更有

包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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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願意成長，是願意去經驗自

己的好惡，然後放開後再過濾，

接著組織之後再不斷的練習，我

們的覺知力就會慢慢的被提升，

當自己寫著看似無意義的枝節細

末時，一字一句都是在鍛鍊自己

的覺知力，訓練自己如何組織、

判斷、架構出與世界真理接近的

架構。 

(五) 知道以上的原則之後，照著做就

會是比較好的練習，但是我們不

可能照著做就要求完全沒落差，

一開始都是選擇比較粗的視框，

然後才慢慢轉為細膩的視框去

看。有一個判斷，而這判斷是根

據自己的知識去組織，然後經過

濾、組織，然後再去判斷，不封

閉自己，且願意以讓自己視野擴

大的方式去看世界，並且堅持、

持續的覺知而不疲倦，根據更豐

富的資訊做出反應，不要被不相

信的事所侷限，就能更趨近於真

實的世界。 

總之，於研究問題開始之際，也

就是著手寫研究日誌之始，研究者為

了改善自己的視框，留下一些線索與

歷程讓改變有所改變。研究最重要的

核心是覺知，於研究者知道自己所知

是有所限制，並要學會如何做「研

究」，了解到「研究」這件事是沒人可

以教的，自己的研究要自己做，相信

自己的研究是有著一種特有的技術，

並且是有著人生價值與邏輯性的，尊

重每個人有自己的想法，藉由說明與

溝通，了解每個人的立場與考量，可

讓研究趨近更加完善。真理是越辯越

明，相信如果是出於善意的建議，會

使研究及研究者做得更好，如此才能

享受研究帶給自己的改變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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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主題 

「中小學大校問題」 

二、截稿及發行日期 

截稿及發行日期：本刊第四卷第二期將於 2015 年 02 月 01 日發行，

截稿日為 2015 年 12 月 25 日。 

三、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當大家關心「少子化」與「小班小校」現象之際，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臺灣還有許多中小學是「大校」的情形。目前(103 學年度)，仍有許多國

中小之全校班級數超過 60 班（或學生總人數超過 2000 人）。這樣的規

模與學生數，除了可能影響學生的活動空間以外，也會在課務安排、教室、

資源的使用、甚至是學校計畫的執行造成影響。是什麼原因促成了這些

「大校」？「中小學大校」可能的利弊得失為何？如何解決「中小學大校」

所衍生的問題？另外，怎樣的學校規模較為適切？這些問題都是本期主

題所關注的重要焦點，希望投稿者可以提出您的觀點與建議。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四卷第二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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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主題 

「大學流浪教師」 

二、截稿及發行日期 

截稿及發行日期：本刊第四卷第三期將於 2015年 3月 1日發行，截

稿日為 2015年 1月 25日。 

 

三、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近十餘年來，臺灣的高等教育市場開放得太快，大學生增加了，大

學教授也跟著增加了。然而，就在這幾年裡，少子化帶來莫大衝擊，大

學招生已經是「粥多僧少」的反現象，大學生素質降低、缺額問題的嚴

重性，媒體報導在接下來的幾年內，臺灣的大學在招生和辦學上將面臨

「東倒西歪、南傾北斜」的窘境。如此一來，有許多大學教師將面臨被

資遣或解聘的命運，尤以私立大學的問題最為棘手。另外一個問題是，

臺灣培養出太多的博士，但因為現今高等教育市場萎縮，也造成失業博

士的問題。大學流浪教師與博士失業問題層出不窮，故本期評論主題訂

為「大學流浪教師」，投稿者可針對問題來源、解決策略、法令規定、

政策修改或案例問題與檢討進行評論，希冀藉以找出解決大學流浪教師

應有的正確理念觀點和實際作法，提供學校和教師參考。 

 
 

第四卷第三期輪值主編 
吳俊憲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暨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吳錦惠 

中州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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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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擁有代表其他共同作者的權利簽署本授權同意書。 

貳、本文稿的作者（或作者們）及專利權持有者。 

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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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3-6101。(2)

掃描或攝影，電郵地址：ateroffice@gmail.com。(3)郵寄，43301 台中市沙鹿區中棲路 200號第二研究大樓 402室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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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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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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內社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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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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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會員新台幣壹仟元。第一年僅須繳入會費，免常年會費。 

二、常年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壹仟元。個人會員一次達壹萬元以上者，得 

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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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01  臺中市沙鹿區臺灣大道七段 200 號第二研究大樓 415室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2.  傳真：(04) 2633-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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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金付款：請繳至靜宜大學第二研究大樓 415室 蔡玉卿小姐 代收 

聯絡電話：0918-670669 

2.  匯款：局號：0141472 帳號：0039225    

戶名：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黃政傑 

3.  轉帳：中華郵政代號：700        帳號：0141472-0039225 

 

伍、臺評學會連繫資訊 

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電話：(04) 2633-3588       傳真：(04) 2633-6101 

會址：43301  臺中市沙鹿區臺灣大道七段 200 號第二研究大樓 415 室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 【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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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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金付款 

請繳至 靜宜大學第二研究大樓 415 室  蔡玉卿小姐代收    聯絡電話：0918-670-669 

□匯款 

局號：0141472    帳號：0039225    戶名：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黃政傑 

□轉帳 

中華郵政代號：700    帳號：0141472 003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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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01 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七段 200 號第二研究大樓 415室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2)  傳真：(04) 2633-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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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修訂 2013/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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