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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各國後期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的制度不一，但整體而言均可分為

普通或技職兩大進路。「技職學術化」一詞，泛指技職進路消減，

而普通進路增長的一個現象。從學制的分化而言，各國的學制往往

在義務教育之後，便在機構或課程上有所區分，以便將不同興趣、

性向、能力的學生導向不同的進路，顯現在學制的類型上，

則可分為分軌型、連結型和統整型。而「技職學術化」

或「技職普通化」在分軌型或連結型學制中，

呈現了普通進路漸成主流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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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本期評論的重點是技職學術化，各國後期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的制度不一，但整體而言均

可分為普通或技職兩大進路。而技職學術化一詞，用以泛指技職進路消減，而普通進路增長的

一個現象。 從學制的分化而言，各國的學制往往在義務教育之後，便在機構或課程上有所區

分，以便將不同興趣、性向、能力的學生導向不同的進路，顯現在學制的類型上，則可分為分

軌型、連結型、統整型。而「技職學術化」或「技職普通化」在分軌型或連結型學制中，呈現

了普通進路漸成主流的趨勢，即使在統整型學制中，技職課程變得較少、修課人數也漸為減少。

具體而言，往往包括下列幾個趨勢：技職課程中的一般科目增加、高職畢業生轉換至普通進路、

技職進路畢業生的升學比率增加、技職高教的形成，形成高教的二元化。而這些趨勢又引發許

多影響與問題，例如：職業課程中的一般科目增加，使得不同職科的差異降低，則以職科為主

的課程是否仍屬必要？而普通科目增加，學術性提高，操作性降低，普通與技職進路的差異究

係為何？對一般科目教師的需求增加，相對地，對職科教師的需求降低，則未來師資的需求為

何？而技職既然學術化，則分流的意義何在？倘若不強調分流，則入學是不是也毋須區分兩個

進路？上述這些問題均有待進一步釐清，也將是本期評論的重點。 

本期蒙各界專家學者賜稿共 37 篇。其中主題評論 17 篇，其中包括從議題概念與本質釐清

技職學術化議題者，包括黃政傑、劉曉芬、林永豐等文章；從政策層面分析技職學術化的問題

與對策，包括張仁家、徐玉芳、王聖元、胡茹萍、翁福元、廖昌珺、林宜玄、何敘瑜、陳易芬、

翁福元、廖昌珺等評論文章。特別從技職高等教育來論述學術化影響的，則包括黃玉幸、江淑

真、徐昊杲、林逸棟等文，而討論高職教育階段的學術化問題，包括閻自安、許全守、陳清煌、

游玉英、李怡穎、陳中慧等文章。此外，亦有謝宗順、黃兆璽的論述，從國際的觀點，討論德

國、美國、新加坡等國技職教育的特色，阮氏蕾則分析越南的技職教育招生問題。 

主題評論之外，本期包括了 20 篇精闢的自由評論，關懷層面頗廣。評論的議題包括通識

教育、幼兒教育、多元文化與國際教育、教師專業發展、生態教育、生命教育、特殊教育、後

期中等教育學制、體育等等。此外，本期亦納入篇幅較長、論述較為深入的兩篇專論文章：分

別是「國民小學校長創新領導與組織氣氛關係之研究─以桃園市為例」以及「少子化現象對學

校的影響-從教師兼任行政人員視角出發」。 

本期各文提供各類評論與建議，期望有助於對技職學術化以及其他教育議題有更周全的思

考，也希望引發更多教育學術與實務的討論與對話。 

林永豐 

第四卷第十一期輪值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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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教育學術化的問題與對策 
黃政傑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講座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常務理事 

 

一、前言 

國內技職教育的大改變，源於民

間團體廣設大學的訴求及三條教育國

道的建制。1990 年代，為開拓高中高

職學生的升學進修管道，在傳統普通

大學的學術教育國道外，提供技職教

育國道，另由這兩個國道強化成人終

身學習的國道。主要策略為新設國立

大學和私立大學，另由專科學校升格

為學院，或由學院升格為大學，從此

開啟大學擴增的時代，其中以專科學

院改制技術學院及再改名科技大學為

最大宗。在社會變遷及產業需求壓力

下，大學競爭激烈，為了招收學生，

出現普通大學技職化及技職校院學術

化的現象，後者引發社會憂慮和批

判，甚至招致監察院糾正。本文先分

析監察院對技職教育學術化的糾正重

點，再探討技職教育學術化的現實和

影響，提出改進建議。 

二、監察院糾正文的重點 

監察院糾正文開宗明義列出其糾

正行政院的主旨所在，指出我國推動

教改後，技職教育日趨學術化，對技

職校院教學和特色發展及技術人才培

育與產業發展造成嚴重影響，又未能

積極落實證照法制化以促進證照制度

及技職教育健全發展，行政院經建

會、經濟部、勞委會及教育部都有缺

失，乃提案糾正（監察院，2012.7.12）。

檢視該糾正文，發現監察院對技職教

育學術化的糾正重點有五。一為技職

校院大量升格改制，導致升學主義導

向；二為教師實務經驗不足，重研究

輕實務，課程內容未能落實實務教

學，技職教育定位模糊；三為技職教

育評鑑制度未符合技職教育特色；四

為技職畢業生能力不符產業需要；五

為技職教育與一般高教應該是兩條不

同的教育國道，目前培養的目標與人

才卻相近。 

糾正文分析技職教育升格的管道

包含：技術學院改名科技大學、專科

學校改制技術學院附設專科部、大學

附設二年制技術系、護理類高職改制

專科學校。技職校院升格造成技職體

系追求高等技職教育的升學主義，也

造成技職高教和普通高教趨於合流，

界限愈來愈模糊，學制和生源重疊，

科技校院招收高中畢業生，普通大學

招收高職畢業生，學生的學習心態及

就業認知都有改變，這些狀況影響技

職教學、特色發展及技術人才培育與

產業發展。糾正文質問高教政策到底

要如何，技職、高教是否要合流，並

歸結技職教育日趨學術化是不當政策

所導致，例如大量技職校院升格改

制、升學主義導向、教師升等或校務

評鑑強調 SCI 或 SSCI 等量化指標。

後果是培育的人才競爭力不足、產學

脫節、國際化程度有限、國際視野欠

缺、人才流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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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教育學術化的問題，早為社

會所憂慮，監察院的糾正只是社會憂

慮的反映，有助於敦促教育部積極改

革。回應監察院的糾正，行政院指出

國內政經社會環境劇變，產業結構快

速轉型，勞力密集產業外移，服務業

產值與從業人力比重超越製造業，整

體產業發展已經邁向高科技化、資訊

化及自動化，就業市場的內涵與走向

受到嚴重衝擊，有必要再造技職教育

回應這些變遷（行政院 e 點通，

2013.9.17)。早於監察院的糾正，教育

部就已發現技職教育學術化的嚴重問

題，自 2008 年起著手進行技職教育再

造工程。第一期計畫（2010-2012 年）

定位為強化務實致用特色發展及落實

培育技術人力角色，並強化教師實務

教學能力、引進業界師資、落實學生

校外實習課程等策略（李建興，

2009.6.1；教育部，2010；教育部產學

合作資訊網，2015）；其後賡續推動第

二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2013-2017

年），以技職教育創新及產官學各界資

源整合為主要發展方向（教育部，

2013）。教育部試圖透過技職再造與深

化策略，培育技術人才，使其具備全

球化及知識經濟時代的專業知識與創

新能力，並與時俱進。 

三、討論 

國內大學擴增固然具有回應社會

和產業發展需要的理由，只是 1990 年

代的社會運動要求廣設高中大學，仍

是深具影響力的因素。由於整體高教

資源有限，全然用新設國立和私立大

學的方式絕不可能充分回應社會需

求，且緩不濟急，以辦學績優專科學

校升格改制乃不得不然，而最終卻導

致技職學術化的嚴重後果，乃是政策

推動始料未及之事。 

實際上，早在公私立技術學院初

設不久，社會上就已經在討論到底技

術學院應如何辦學，其方向是要向普

通大學看齊，還是要辦出合乎校名的

特色。舉例而言，常問的問題是技術

學院的工科系所，和大學工學院的系

所有何不同？技術學院的商管系所，

和普通大學的商管學院系所有何差

異？答案若是「無」，那為何要成立技

術學院，直接擴充普通大學的相關系

所和招生名額就好；答案若是「有」，

接著就要問，差別在那裡，現在有沒

有辦出特色，未來該怎麼辦？很遺憾

地是，早期這類討論固然存在，但並

未確實找出答案並落實改革，以致這

類問題一直存在，大家或視而不見，

或刻意隱藏，似乎只要眼不見為淨。 

以技職高教的推動而言，先要確

定的是學術教育辦到大學，技職教育

為何不可；實施學術教育的大學是大

學教育的主流，為何不能讓技職教育

的大學迎頭趕上，齊頭並進。這個前

提確認後，接著就是要思考如何發展

技職高教。專科學校及技術學院升格

政策開始推動之後，教育界並未有充

分可資參考的技術學院和科技大學典

範，只好向普通大學取經，借用學術

教育的經驗做為升格的重要參考，思

考科技大學和技術學院的辦學，要和

普通大學相同、以普通大學為典範到

何程度，訂出設立標準及評鑑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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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技職教育的學制提升到大學確

定後，接著要考量到校數，這方面並

無明確的目標。若基於三條教育國道

的觀念，技職和高教在數量上是否要

相同，甚至於更多，便值得討論。科

技校院的發展都是先把學士班建立起

來，先把專科學校比較強的科改為學

系，逐漸地把所有的科都改為學系，

學系之上再搭碩士班。再考慮設研究

所，但由於研究所的設立標準較高，

尤其是博士班，因而除了少數科技校

院外，都只以成立碩士班為目標，但

慢慢起步，一開始沒有，後來先在全

校設一個，再進到各學院設一個。轉

型比較快的方式是新設系所，不在老

系所打轉，新設系所當然要參考普通

大學；改名科大後學院成立，和普通

大學愈來愈像，現在科大連人文社會

學院都成立了。課程方面，辦科技校

院也是把普通大學各系的課程拿來參

考，再考量技職所要發展的特色來調

整。課程上出現的問題，最嚴重的是

實習和技術實務課，這些在普通大學

較不受重視。學校升格科技校院後規

模變大，辦起來費力費錢，加上人才

培養未對應市場需求，能支持實習和

實務教學的產業不足，只好把實習和

實務課犧牲掉。 

接著是師資問題。專科學校一向

不重視助理教授或副教授以上師資，

但升格大學要提升高職級師資的比

例，也重視博士學位的師資，其中科

技大學的師資標準比技術學院的標準

來得高。擬升格的學校其因應方式是

鼓勵校內教師到普通大學修讀博士學

位，取得學位後便以副教授或助理教

授起聘，或鼓勵現職教師提出升等著

作送審，通過後可以升等。更常採用

的是進用在國內外大學取得博士學位

的師資，速度最快，不過這類師資大

多數是普通大學培養出來的，不見得

符合科技校院的需要，反而讓科技校

院定位出問題。較有抱負的升格學校

對於校長及重要行政和學術主管的遴

用，常想辦法從普通大學借調或聘請

過來，以其學術表現和聲望來帶動校

內的學術研究和行政改革。既然科技

校院的系所設置、課程教學及師資和

校長主管都參考普通大學了，那麼校

地校舍、圖儀設備標準也要達到普通

大學要求條件，自不待言。 

不過，專科學校升格的政策，還

是得考量技職教育的特色。科技校院

既然是大學，都要具備大學的共同基

準，在基準之上再去發展技職特色。

科技校院要受到大學法和技術及職業

教育法的雙重規範，在專科學校升格

發展的過程中，顯然大學法的規範遠

大於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科技校院的

設立和發展，不時要問這樣的學校像

個大學嗎？合乎大學水準嗎？然後才

問這樣的大學像是技職校院嗎? 可確

定的是專科學校和技術學院升格後，

因已成為大學法規範的大學，是大學

的一種類型，當然要辦得像個大學，

只是它們又都是技職學校，因而必須

依循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的規範，把學

校辦成優良的技職學府。科技校院把

學術教育當成理想圖像，忘了技職教

育的定位和目標，確實需要好好檢討

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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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技職教育學術化的問題，

教育部繼第一期技職再造方案，推動

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包括制度

調整、課程活化和就業促進三大面

向，以及政策統整、系科調整、實務

選才、課程彈性、設備更新、 實務增

能、就業接軌、創新創業及證能合一

等九項策略，要達成高職、專科或技

術校院畢業生具有立即就業的能力

（旺 e 報，2012.7.18；教育部，2013)。

制度調整重在系科調整，銜接產業需

求，優先補助重點產業及基層技術人

力缺乏領域；課程活化重在延攬業界

專家進入技職體系授課或擔任顧問，

共同規劃課程，形成「雙導師」制，

並擴大推動學生校外實習，建立學生

正確工作態度及團隊合作精神，強化

受雇能力。促進就業重在加強產學合

作，共同規劃學程，企業提供 3 至 6

個月實習時間，提供學生實習，並將

落實「證能合一」，技職學校每一科系

有對應的專業證照。 

技職再造方向尚稱允當，但策略

及推動項目有待更加深化和整體化，

且要做到全體卓越，而不是僅照顧少

數菁英學生，更要徹底改造技職學術

化的辦學思維。要把技職高教辦成

功，絕非一蹴可幾，必須有決心和毅

力，長期努力。重要的是方向要正確，

且策略和推動項目要密切配合。基於

這個認知，科技校院必須審視社會變

遷、產業及學生需求，檢核技職教育

再造計畫成效，並注意下列改革要

項，以有效解決目前技職學術化的問

題： 

 

（一） 定位科技校院的教育目標，銜

接於職業學校和專科學校，以學生在

國內外就業為導向，培育就業需要的

技術、實務、知識和情意等能力。教

育目標尚須包含學生作為大學生應備

的生活和公民素養。 

（二） 重新評估學系設置，以產業所

需人力對應設系，並就校系聲望、學

生素質和產業類型定位人才培育位階。

對科技校院獨有的學系，宜檢視其是

否具備明確的就業進路，是否能培育

對應產業的人才，並檢核本校獨有的

特色為何，是否具有競爭力和吸引力。

對於科技校院與普通大學名稱相同的

學系，宜檢討其是否具備科技校院特

色，其定位和普通大學有何差異，又

與其他科技校院有何差別，若不能發

揮科技校院的特色，宜檢討其存在的

價值，儘速進行變革。 

（三） 科技校院辦理研究所招生愈

來愈困難，辦學品質有低落的現象，

宜全面檢視其定位、招生、課程、教

學、師資、設備及研究生學習成效的

品質，對於不符研究所品質標準者，

要儘速改善或退場。 

（四） 配合就業能力要求（職能基

準）、校系定位、人才培育目標、地區

特色等因素規劃課程，以技術實務本

位設計專業課程和實習課程，學生畢

業應符合校系所訂的最低標準，並以

重大社會議題、校內外服務學習和國

際志工貫穿共同課程和專業課程的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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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科技校院的教學方法，宜配合

課程的技術實務特色，在基本必要的

講解外，採取體驗、練習、實作、設

計、製作、創作、展演等方式，發揮

學生為學習主體的精神，貫徹翻轉學

習成效。 

（六） 配合科技校院課程教學和學

習的技術實務本位，學習評量和教學

評鑑均宜調整，在紙本測驗外，更重

視技術實務表現的學習評量，並重人

際互動、領導、合作、問題解決及創

新思考能力。由於情意能力也很重要，

對於情緒控管、工作習慣、工作安全、

專注負責、團隊精神等業界用人條件，

宜視為教學、學習和評量的重點。 

（七） 師資條件宜重新訂定，不要

求老師都具備博士學位。實際上並不

是每個學術或專業領域都培養博士人

力，有的最高只到只到碩士或學士，

甚致只有副學士或職校學歷，重要的

是師資應具備堅實的技術實務能力，

包含其工作經驗和表現、職業技術證

照取得、創作展演水準、國內外競賽

得名等。科技校院專業課程師資宜以

技術實務本位予以重建，建立新的技

職師資學術標準，用技術實務能力區

分任用職級及升等，不宜和普通大學

相同。科技校院師資條件和來源擺脫

傳統大學的學位約束，才能進用合適

的技職師資，教導學生更高層級的技

術實務能力。 

（八） 產學合作教育為科技校院培

養人才的重要媒介，由產業界人才加

入科技校院的教育，合作教授專業課

程和實習課程，實習宜包含參觀、見

習、單項工作實習、完整工作實習，

在科技校院可用的圖儀設備和場地外，

也運用業界資源和情境。此外，職訓

機構的配合也很重要，科技校院亦可

建立學、訓或產、學、訓合作的教育

模式。 

（九） 科技校院人才培育需要昂貴

的資源配合，辦學宜縮小規模，勿以

大取勝，而應求精求實，招生以學校

有能力教導及學生畢業找得到工作的

數量為準。選才方法應有別於目前的

考試方式，選才標準以技術實務能力

為本位，務必招收適合就讀的適量學

生入學，把他們栽培成業界歡迎的人

才，適才適所。這樣的科技校院，才

能確實引導高職及專科學校以技術實

務教學為重心，而非限於培養學生紙

筆測驗的應試能力。 

四、結語 

監察院的糾正文公布迄今約有三

年，技職教育學術化的弊病仍看不出

有多大改善，主要問題出在改革只重

點狀或片面，忽略整體性及根本性。

再者技職再造只在技職教育領域思考

改革，未完全回應技職教育學術化的

問題，包含技職校院的定位，技職和

高教合流或分流，科技校院招收高中

畢業生及普通大學招收高職畢業生，

其課程教學如何因應學生的學習需求

調整，技職教育評鑑如何扭轉技職教

育學術化問題，技職師資進用及評鑑

如何導正等。技職和高教到底要合流

分流或折衷，必須好好研究，建立共

識，展開計畫和實踐，不論如何，切

不可脫離高教多元培育優質人才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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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各級技職教育人才培育的定位及

職能標準，需要教育部內跨單位及跨

部會協商規劃。技職校院要求學生考

職業證照，有賴行政院勞動部等權責

機關，建立並實施完整的職業證照分

類分級和法制，以利技職學生在學取

得證照，畢業後把證照和就業連結起

來。 

技職教育學術化造成技職國道的

文憑主義及升學主義，高職及綜合高

中學生大多以升學為目標，若不趕緊

改善此一教育取向，優質的技職教育

將成為空談，人才培育成為神話（中

央通訊社，2013.2.12)。在現制下，宜

全面促成科技校院招生選才以專業技

術能力做為標準，不適合科技校院設

立的學系研究所早日退場，改辦適合

科技校院辦理的學系，科技校院的課

程教學和師資安排，要能教導學生更

高階的技術實務能力。技職體系學生

採取區間車方式升學進修的生涯發展

新方向，值得推動。學生在高職或專

科學校好好學技術實務，畢業後到業

界工作，精熟及創新所學能力，賺錢

生活，為社會服務；若要繼續深造，

再透過終身學習管道進入適合的大學

校系學習，生活和學習得以兼顧，也

不用像現在這樣背著大筆學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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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學術化的歧義與破譯 
劉曉芬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一、前言 

2012 年監察院教育文化委員會在

調查臺灣推動教改對技職教育走向的

影響後，對行政院提出了糾正案，監

委認為高等技職教育體系的學術化現

象包括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經濟

部、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及教育部等權

責機關都有怠失，因為政府一方面縮

減高職，一方面鼓勵技術學院升格改

制為科技大學，導致 70 所專科學校大

幅減少到僅存 15 所，而教師的實務經

驗不足，重研究輕實務，課程內容未

落實實務教學，亦使得技職教育定位

日益模糊。技職校院發展與一般高教

大學校院日趨相近，對技職體系教學

與特色，以及技術人才培育與產業發

展已造成嚴重不利的影響（監察院，

2012）。 

迄今技職學術化的議題仍持續延

燒著，且普遍認為技職學術化是一個

負向概念，必須積極被改造，但鮮少

有針對此論點進行反思或批判者，究

竟什麼是技職學術化？技職和學術是

對立的嗎？導向學術必然會扼殺技職

教育？技職可以學術化嗎？研究者希

望藉由對上述問題的追問，提出對技

職學術化的另類觀點，並期盼開啟更

多的學術對話。 

二、技職與學術之多重意涵 

在語言學上所謂的「歧義」通常

是指語句有兩歧或多歧意義，可同時

形成兩種或多種可能解釋的一種語言

現象，在此借用廣義的語言學概念來

探討技職學術化這個名詞的歧義性，

並試著從技職教育的定義、本質、技

職與學術的關係等進行梳理。 

首先什麼是技職?什麼又是學術

呢?通常我們會將之視為二元對立的

概 念 ， 技 職 教 育 源 於 實 用 主 義

（Pragmatism），以實作為導向，驗證

真理的標準在於其效用；學術則屬博

雅教育（Liberal Arts），強調大學的基

礎 在 於 智 性 學 科 （ intellectual 

disciplines），著重啟發學生的智性與理

性（簡成熙，1998）。或許我們也可化

約地說，技職教育較偏向實務教學

的，而傳統的學術教育偏向理論傳授。 

依據 McKeon 分析，理論與實務

存有四種不同的關係：1.邏輯的關係－

理論與實務是不同的領域，實務是理

論的應用；2.運作的關係－理論工作者

透過實務的檢驗而形成理論；3.問題解

決的關係－透過實際問題的界定與解

決，由實務中產生知識或理論。而理

論則旨在解決實際問題；4.辨證的關係

－理論與實務不二分，而是在彼此中

看到自身的問題。實務即是行動中的

理論；理論隨著實務情境的移轉而調

整（引自周淑卿，2002）。由是觀之，

理論與實務二者之間不會只有唯一的

對立關係。同理，技職與學術的關係，

或許除了技職 「vs.」學術，還有技職

「and」學術、技職「for」學術、學術

「for」技職、技職「of」學術、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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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技職、技職「after」 學術、學

術「after」技職等諸多可能。換言之，

技職與學術也不只有對立關係，還有

互為從屬關係或辯證關係。因此當我

們審視技職學術化現象時，要先釐清

二者的關係，技職教育和傳統學術教

育既非涇渭分明，亦非傳統學術教育

的附庸。我們雖能同意學術著重知識

的探究、理念的建構、知識內在價值

的體認，而技職著重技術的養成、技

能的精進、能為社會所用的具體成

果，二者差異不須特別掩飾，但並非

不能互通，或可據以論定高下（簡成

熙，1998）。據此，將技職與學術對立

起來或許只是一種偏見，而視技職學

術化是負面的發展也可能過於武斷。

研究者認為，如果我們可以重新定義

技職學術化，即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

去解釋如何使技職學術化成為可能。 

三、 技職學術化之破譯 

技職教育可以學術化嗎？技職教

育如何學術化？又怎樣的學術化能健

全技職教育的發展呢？上開問題皆涉

及到我們對於技職學術化的理解，以

下茲從技學、教學學術、當代學術意

涵的轉向等三個面向來破譯技職學術

化的可能性。 

(一) 技學觀點 

Technology 這個詞最常被翻成「科

技」，但「科技」不能精確地反映這個

字的本義，反讓人誤解技術乃是科學

（ Science ） 的 附 庸 。 最 能 彰 顯

Technology 意涵的翻譯是「技學」，而

科學則應該被翻成「理學」（許牧彥，

2003），因為如此，技學與科學（理學）

才是對等的，蓋科學係指人們所獲取

的關於自然、社會和思維的知識體

系；技學是指人們為能更有效地實現

其目的而採取的方法和程序。從西方

技術演化的歷史來看，技學有別於科

學，自成脈絡。技術與科學的結合是

19 世紀中葉以後的事，科學與技術本

無高下，而是當技術被手段化了以

後，才喪失了固有的脈絡性，如果單

以科學或科技的觀點來論技術，將使

得技術受到貶抑甚至扭曲，惟技學一

詞較能充分凸顯 Technology 的本質。 

王應文、李隆盛及石延平（1995）

歸納技學的相關文獻指出技學又可稱

「技術科學」，是人類知識範疇的一個

領域，其性質有別於科學、文學和哲

學，為一具實務性質的知識領域

（knowledge of man’s practices）。而技

學整體結構包含有技學系統、歷史、

哲學、社會文化及應用科學等五個層

面。 

1. 技學系統層面-代表技學學科體系

的各項中心主題，也是技學體系

最根本的論點。 

2. 技學歷史層面-以歷史演進的角度

切入技學主題，探討技學系統演

進的歷程及對人類社會、思想的

影響。 

3. 技學哲學層面-經由綜合和辯證的

探究過程來進行對技學實體性質

的認知、嘗試了解技學的本質。 

4. 社會文化層面-透過社會文化觀點

研究技學的思想體系、結構與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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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應用科學層面-應用科學和基礎科

學在研究方法上差不多，但動機

不同。基礎科學係根據已知的知

識、理論應用在具體問題的探

討，作有目的的研究。而技學(應

用科學)不單只是基礎知識原理的

運用，而是在具體應用和應用規

模上做更進一步的發展。 

綜上可知，技學自有其獨特知識

脈絡結構與發展，並非科學或傳統學

術的附庸，探究技學不僅有助於釐清

技職教育本質，更強化了技職學術化

的理論基礎。  

(二) 教學學術觀點 

1990 年美國卡內基促進教學基金

會 （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主席，也是

美國高等教育界的重要領袖 Ernest 

Boyer 主 張 重 新 定 義 學 術 工 作

（scholarship）的意涵，他認為學術工

作的定義與範圍不應局限於狹隘的學

科領域探究，而應是為一種多面向的

工作。Boyer 將學術分成四類（引自陳

洪捷，2010）： 

1. 探究的學術 

指創造或發現新知識的學術。要

求學者具有創造性和批判性思維，以

及專業的研究技能，並透過期刊、著

作或學術報告發表研究成果。探究的

學術乃是學術生命的心臟，大學應當

繼續透過探究來發現新知識，拓展人

類的知識領域。  

 

2. 應用的學術 

指運用學科專業知識解決重要的

個體、組織和社會問題的學術。從事

這種類型學術工作的學者，除了要具

備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之外，還應該

具備將科學語言轉換成平民語言的能

力。透過應用的學術可以把研究的理

論與生活的現實聯繫起來，避免理論

和實踐的脫節，成為反思的實踐者。 

3. 整合的學術 

即促成學科內和學科間建立新的

聯繫的學術。這種整合在人文學科領

域尤其普遍，它也要求通過這種整合

解決一些複雜緊迫的科學和社會問

題。整合的學術要求我們把科學發現

置於一個更大的背景、促進更多的跨

學科交流和對話、發揮幾個不同的相

鄰學科的綜合優勢，以獲得全面的知

識觀。 

4. 教學的學術 

即傳播知識和改進教學實踐的學

術。其不同於有效的教學和研究性教

學。有效的教學發生於課堂中師生的

良性互動；研究性教學即教師通過教

學評估改進自己的教學實踐；而教學

的學術則要求教師透過出版、報告等

形式將他們的教學公開。以便同行回

饋和批評。當然，學者們還要與教室

裡的未來學者進行交流，以確保學術

之火不熄。  

Boyer 的學術觀肯定了不同類型

大學的生存價值，基於 Boyer 對學術

的看法，大學學術工作包括探究、應

用、整合和教學四個基本領域，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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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容或不以探究或整合學術為主

軸，也應回應學術典範的新取向，著

重應用或教學學術。換言之，即便是

技職亦可學術化，只是學術化的重點

不必是探究或整合學術。 

(三) 當代學術意涵的轉向 

按 EtzKowitz（1994）的觀點，自

中世紀創立大學以來，西方經歷了兩

次學術革命，先後將「研究」和「創

業」作為新的學術任務引入，相應地

也孕育了兩種全新的大學理念和模

式，分別是研究型大學（ research 

university ） 和 企 業 型 大 學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後者是研

究型大學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化，並以

其創業活動和實質性貢獻引導大學朝

向 新 的 方 向 發 展 。 EtzKowitz 及

Leydesdorff （1997）提出了「產官學

三螺旋創新模式」（The Triple Helix），

強調知識的創造與應用必須鑲嵌在社

會制度之環境中，知識創造不再完全

由大學主導，而是靠產官學三方面共

同努力，透過組織性的結構性安排及

制度性設計，來強化資源整合與知識

分享，改善提高社會整體效能。因此

大學不但是人力培育及知識生產的主

要場所，更轉變成為刺激商業生產活

動、促進區域群聚發展、甚至帶動企

業間合作及資源共享的機構。 

另大英國協聯合大學秘書長 M. 

Gibbons 等人提出的「模式二」（Mode 

2）觀點，相較於傳統「模式一」（Mode 

1）主張知識是建立在專業學科的架構

下，研究問題與研究成果皆由專業社

群來界定和評量，著重學科基礎研究

的突破，而非滿足外部效益等等，「模

式二」是跨學科（trans-disciplinary）、

應用導向的、甚至是商業經濟脈絡下

的學術生產，它縮短了知識「生產」

到「應用」的距離（雷祥麟，2002）。

在「模式二」的知識生產中，其知識

生產具有四大特性（張元杰，2004）：

1.跨領域的知識生產方式；2.知識生產

的過程強調其運用的環境（context of 

application）；3.透明化（transparency）

與社會績效（social accountability）的

要求；4.能力的異質性與組織型態的多

元性。 

由此觀之，當代學術意涵已轉向

為知識經濟的學術觀，知識不再仰賴

象牙塔中的學術共同體所完成，而更

多是在應用環境中所生產，因此跨領

域、跨學門成為常態，傳統高等教育

過於狹窄的學科分類與職業定向倍受

挑戰，如果我們還局於現有「技職 vs.

學術」的論述框架，將無法掌握高教

的現實，也難以提升高等教育的全球

競爭力。 

四、代結語 

M i l l 認為論述具有爭議本質

（confliction nature），因為論述通常不

會單獨存在，而是為奮戰另一個對立

的群體目標而存在，透過對立論述的

分析，可以幫助我們找到潛藏的問題

（引自邱玉蟾，2012）。經由前面的討

論可知，技職學術化這個名詞是具有

相當歧義性與爭議性的，技職與學術

二者存有多重意涵和關係，倘若我們

將其化約為一種單一或對立的觀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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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論述，恐將陷入經驗性推論的窠

臼，非僅無法突破現有技職教育學術

化的困境，更加窄化技職教育發展的

無限可能。因此本文從技學、教學學

術、以及當代學術意涵的轉向等面向

對技職學術化意涵進行爬梳，提出另

類觀點，希望能跳脫現有思維的框

架，為技職學術化開啟更多元的想像

空間，並期能發展出以技職教育為主

體的教育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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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學術化的經濟本質與啟示 
林永豐 

國立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兼中心主任 

 

一、技職學術化的趨勢 

技職學術化一詞，用以泛指技職

進路消減，而普通進路增長的一個現

象。自 1990 年初，普通課程轉趨主流

的趨勢在歐洲地區就很明顯（林永

豐，2002）。2000 年以後，從 OECE

（2000，2014）的資料來看，技職學

術化在不少國家當中都呈現相當明顯

的趨勢。從 2000 到 2014 年，普通進

路學生佔後期中等教育學生的比例，

瑞典從 58.7 增加到 77%、韓國從 60%

增加到 71%、法國從 57%略減至 53%。

所有 OECD 國家的平均，則普通進路

學生與技職進路學生的比例，大約是

6:4。 

即使在職業課程有悠久歷史的國

家，像是德國，普通課程轉趨主流的

趨勢也很明顯。比如說，中學畢業生

得到大學入學文憑（Abitur）的人數，

從 1980 年代的 22%左右，增加到 1994

年的 37%。儘管職業課程的「雙軌制 

（dual system）」仍享有很高聲望，但

選擇進入文法中學（Gymnasium）的人

數已經在 1994 年第一次超過選擇職業

進路的學生。就整個德國而言，自 2000

年到 2014 年，普通進路的學生從

35.4%繼續增加到 49%（OECD, 2000，

2014）。 

普通課程之所以逐漸轉趨主流與

各國的背景有關。例如，許多國家強

調高就學率，或是政策性地強調大多

數的學生都應該在義務教育之後繼續

就學，這類的國家往往把普通/學術性

的課程當作學校教育的主要內容。於

是，當整體的就學率增加時，普通課

程往往就成為優先的選擇（Young, 

1998:143）。但除此之外，普通課程轉

趨主流仍有許多共通性的因素。首

先、普通課程在大多數的國家長久以

來就有比較高的聲望。第二、普通課

程往往是通往高等教育的主要管道

（Green, Wolf & Leney, 1999:164）。第

三、一般性的能力，如閱讀與數學等，

對未來的就業愈來愈重要，而這些能

力乃是傳統普通課程的主要範圍。因

此，不僅普通課程變得熱門，職業課

程中普通性與學術性學科也愈來愈受

重視（Lasonen & Young, 1998; Young, 

1999）。 

除了上述教育性的因素之外，技

職教育也深受工作職場中職業轉型的

影響，亦即技職學術化乃有其經濟面

的背景。下文中簡述這個背景，並略

述對技職學術化的影響。 

二、從科學管理主義到後福特主

義 

自 18 世紀的工業革命以來，亞當

斯密於其名著國富論中所提倡的分

工，便成為工業化生產最根本的基

礎，但此一分工法則，在後工業化時

代卻逐漸轉型趨向另一種樣貌。 

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1856-1915）於 1911 年所提出的科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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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原則，被廣泛地運用在強調大量

生產的工業化時代，其中，管理是基

於科學分析而擬定的，而工人的工作

便乃是執行這個計畫好了的任務。

Taylor 主張，生產線上的工人根本不需

要動大腦，只要遵照工作手冊按部就

班執行就可以。所有決策與規劃的工

作應該留給上層的經理人員或工程

師。這樣的工作組織是由上而下、階

層分明的金字塔。而由於泰勒原則所

代表的大量生產模式，被福特汽車公

司所徹底運用，因此又被稱為福特主

義（Fordism）。 

不過，傳統的生產方式自後工業

化時代以來便遭受愈來愈多的批評

（Harvey, 1989），因而有新分工模式的

倡議。其中，最廣為討論的是新福特

主 義 (neo-Fordism) 與 後 福 特 主 義

(post-Fordism)。新福特主義強調專門

化的小量生產，因此採用新科技來增

加自動化，以取代低階勞工並增加生

產彈性。但同時，新福特主義仍主張

分工應該嚴明、勞心與勞力的工作應

該加以區分。相對之下，後福特主義

雖然也重視新科技，但更強調員工的

多元能力，並能在階層架構較為扁平

的 組 織 中 互 相 合 作 (Mathews, 

1989:31-33)。 

「 彈 性 分 工 」（ flexible 

specialisation）是後福特主義中最重要

的概念之一。Piore & Sabel 認為，彈性

分工有兩個主要原則：第一、分工並

發展專長仍是主要的概念。不同的人

應該負責不同的工作，因此，專長的

發展不至於漫無目標。例如：IBM/電

腦、Sony/消費性電子、Boeing/飛機製

造等等。第二、分工之後必須具有彈

性。各個不同部門雖然因分工之需而

區分，但隨時保有重新組合架構、調

整工作流程的機動性（Piore & Sabel, 

1984:268-9）。 

三、職業轉型與工業 4.0 

直至近來，科技的進步又對生產

與工作型態有了根本性的變革，並導

致職業類型正在明顯地改變。根據

OECD《全球職能概覽》（OECD Skill 

Outlooks, OECD, 2013）的長期觀察，

1980 年至 2007 年，服務業增加 21%，

相對地，製造業則減少 31%。儘管如

此，製造業中，高科技製造業的就業

機會仍在增加，其他類型製造業則驟

減的情形更為明顯。 

OECD（2013）進一步將工作依照

是否是重複性的、是否是手動勞力

的、是否是人際互動的...等因素，可區

分為下列幾類。 

(一) 非 重 複 性 的 人 際 互 動 工 作

（Non-routine interpersonal）； 

(二) 非重複性的分析工作（Non-routine 

analytic）； 

(三) 重複性的操作性工作（Routine 

manual）； 

(四) 非 重 複 性 的 操 作 性 工 作

（Non-routine manual）； 

(五) 重複性的認知性工作（Routine 

cogn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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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五類工作類型，在過去五十

年來（1960-2009）的消長變化是非常

明顯地。其中，就業機會增加的就是

前兩類，即非「重複性的人際互動工

作」與「非重複性的分析工作大」約

增加 15%；相對地，其他三類均是減

少的，包括「重複性的操作性工作」、

「非重複性的操作性工作」、「重複性

的認知性工作」，大約減少 5-10%。 

以我國來說，根據主計處的統計

資料（2015），過去三十年來，三級產

業的從業人口比例，有極為顯著的消

長變化。從 1993 年至 2014 年，第一

級（農林漁牧）的從業人數比例，從

11.49%降至 4.95%；第二級（工業）比

例也從 39.08%微幅降至 36.14%，但唯

獨第三級產業（服務業）的比例，從

49.43%升至 58.91%。 

可見，不僅是工業製造的模式在

轉型，而且就業的職業類型也有顯著

的不同。我國服務業從業人員不斷增

加，而服務業的重要特徵之一，乃是

與原料的開採（一級產業）與加工（二

級產業）無關，而泛指一切提供服務

與專業的行業。這樣的行業需要更多

的知能、具有更多知識經濟的內涵，

也就與強調操作的、勞力的傳統行業

有很大的不同。 

以德國 2006 年以來倡議的「工業 

4.0」為例，乃被期許為第四次的工業

革命。回顧歷史的進程，第一次工業

革命乃是水力與蒸汽動力的利用所驅

動；第二次是電力的使用；第三次是

資訊科技與自動化；第四次，則是進

一步推昇自動化的層次與速度，尤以

智慧整合與物聯網的普及為特色。 

曾參與工業 4.0 標準制定的德國

西門子工業解決方案集團高級技術與

標準部門副總裁 Dieter Wegener 則曾

說：「工業 4.0 展示了未來製造業技術

的基礎。產品開發、生產、服務的現

場要通過軟體和網路進行交流。到那

時，生產流程的計畫將不再是提前幾

個月或者幾年制定，而是按照最新的

情況靈活調整。資訊和指示將在產品

與生產設備之間即時互通，實現生產

流程的優化。從而製造出面面俱到的

產品。」（高野敦，2014）。可見，勞

心與勞力的區分即使在工業製造也愈

來愈不適用，知識經濟的特色，已經

愈來愈彰顯，所謂的技職教育所需的

知識含量愈來愈高。 

四、技職教育的衝擊與改變 

Michael Young （1998）認為：所

提的普通與技職教育的二分，其實源

自於傳統的二元論，亦即將理論與實

務二分、白領與藍領二分、勞心與勞

力二分等。而他認為，在後工業化的

時代中，普通與技職分立的教育型

態，已經無法因應新的工業型態與要

求。 

若從技職教育本身來看，技職教

育課程的基本內涵，乃是為了學生就

業做好準備。因此，工作職場上的工

作或職業型態，自然影響到職業教育

的類型與內涵。而由於前述所論工業

化的本質已有根本上的變化，而職業

類型又有明顯地轉型，影響所及，使

得職業教育也愈來愈重視普通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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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或普通進路與技職進路的差異

性降低，共同的基礎增加。 

以 澳 洲 的 芬 尼 報 告 書 （ Finn 

Report）與梅耶報告書（Mayer Report）

為例，芬尼報告書於 1991 年即指出：

工作職場（workplaces）已經愈來愈不

是特定的工作或強調分殊性的功能，

而是需要更統整性的工作角色或組織

結構，以及多工、彈性、具適應力的

勞動力。這些勞動力的養成，顯然不

是傳統所強調的、技能本位的熟練，

而需要透過普通教育來墊基一個更為

厚實的知能基礎。因此，為了適切地

準備就業，有些重要的事情，是不管

其教育進路為何的所有年輕人，都應

該要學習的，即所謂的與就業相關的

關 鍵 能 力（ employment-related key 

competencies）。隔年，梅耶報告書出

爐，延續了前述觀點，且更進一步地

指出七項重要的能力（Mayer, 1992）：

即 

(一) 收集、分析與組織資訊（collecting, 

analyzing and organizing 

information） 

(二) 溝通觀念與資訊（communicating 

ideas and information） 

(三) 規劃並組織活動（planning and 

organizing activities） 

(四) 與他人或團隊合作（Working with 

others and in teams） 

(五) 利用數學概念與技術（ Using 

mathematical ideas and techniques） 

(六) 解決問題（solving problems） 

(七) 使用科技（using technology） 

在梅耶報告書中明確提到：所謂

關鍵能力，即是將普通教育融入到技

職教育當中，做為第三個重要的元

素，以培養年輕人將普通教育的知

能，能和某一類特定工作所需的職業

能力結合起來（Mayer, 1991: 47）。而

這些關鍵能力最重要的特徵，便是其

通用性（generic），亦即，不是僅能應

用在某個領域，也不是只能透過某個

領域才能培養（Mayer, 1991: 43）。 

可見，上述澳洲芬尼報告書與梅

耶報告書所講的「就業相關的關鍵能

力」，指的就是「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而不是傳統技職教育所強

調的操作性的、只限於某一特定行業

的「技能」。 

事實上，傳統區分「經理型

（managers）」與「操作型（operative）」

的職業分類，愈來愈顯得不足，原因

是介於這兩者之間的工作類型愈來愈

多。例如，物理治療師與護士所需要

的專業背景可能非常類似，而工程師

與高級技工的區別，也愈來愈模糊。

影響所及，這類職業能力的養成，既

非傳統職業教育所強調的所謂「實

作」，也非僅是傳統以學術養成為主的

經理人才培訓（OECE, 1998:10）。經濟

的全球化帶來各國更明顯地競爭關

係，當代各國的經濟成長，愈來愈需

要倚賴創新與國際競爭力，也因此，

各國、各企業都需要一個更有適應力

（adaptability）、彈性（flexibility）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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滲透性（permeability）的勞動人力素

質（OECE, 2009:119）。而這樣的職業

教育，都比過去更需要創新的教學方

式與內涵，也絕非只是傳統技職教育

所強調的操作性能力的習得。 

就業市場上的工作性質持續改

變，最明顯的乃是：服務業的增加，

而服務業對於普通教育的需求較高，

而非、或不只是操作性的能力。前述

OECD 全球職能概覽中，也提到，在

過去十年間（1998-2009）需要高階教

育程度人力的工作機會，增加了約

19%，而僅需要中階或低階教育程度人

力的工作機會，則減少了約 8%與 13%

（OECD, 2013: 49）。可見，各類職場

上對職業教育的期待也愈來愈高，所

謂的職業教育，將不只是初級的能力

習得，而是更高階的、更創新的教育

歷程與內涵（OECD, 2009）。 

五、技職學術化的啟示或影響 

根據上述的分析，工作職場上的

職業轉型顯然乃是促使技職教育學術

化的一個根本趨勢。此一趨勢愈明

顯，技職教育，尤其是傳統技職教育，

便更需有所調整以茲因應。茲提出以

下三點 

第一、技職教育雖然仍強調做中

學的實務脈絡與能力養成，但技職教

育的課程內涵將有更多的一般能力或

通用能力（generic competences）。 

第二、傳統學制中的普通與技職

分流的設計將受到衝擊，尤其過早的

分流將導致技職教育的內涵缺乏普通

教育課程，也就欠缺了通用能力的基

礎。 

第三、強化了共同核心課程在後

期中等教育的功能，因此，課程中更

應強化共同能力之養成。以充實青年

人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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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教育學術化的省思 
張仁家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教授 

徐玉芳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臺灣經濟發展曾被譽為奇蹟，而

技職教育配合各階段經濟發展，培育

眾多優秀的技術人才，其具有明確的

就業導向及重視實務教學的教育，才

是締造經濟奇蹟的幕後英雄。但歷經

20 年來一連串的教育改革，技職教育

逐漸流失原有的特色與優勢，有日愈

學術化趨勢，也讓許多產業面臨前所

未有的人才荒，引發社會關注。 

監察院於 2012 年曾對行政院提出

糾正案，該糾正案內容明確指出，我

國技職教育日趨學術化，是因推動教

改以來不當政策所導致，包括：一、

大量技專校院升格改制，導致升學主

義導向，無法培養業界所需實務人

才；二、過度強調以 SCI 或 SSCI 等

學術期刊，作為教師升等或校務評鑑

之量化指標。以致技職教育定位模

糊，對技職教育與特色發展，以及技

術人才培育與產業發展造成嚴重不利

影響，教育主管機關顯有疏失（監察

院，2012）。 

所幸，教育部經監察院糾正後，

積極檢討目前技職教育政策實施情

況，自 2013 年起推動第 2 期技職再造

計畫，並於 2015 年 1 月，訂定技職教

育專法─「技術及職業教育法」，該法

明訂未來技職校院專業或技術科目教

師均需具備 1 年以上的實務經驗、業

師可協同教學、專業科目教師每任教

滿六年應至產業進行至少半年以上之

研習或研究等，再再均強化技職校院

教師的教學能更具實務。基於上述，

本文從當前技職教育所面臨的困境加

以剖析，提出若干可重新思考的面向

與做法，希冀能破除技職教育學術

化，重拾技職教育的英雄本色。 

二、技職教育過於學術化的困境

分析 

(一) 為升格與改制，重高階師資忽略

實務經驗 

各專技學校為早日升格與改制，

須具備一定比率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

高階師資，才能符合升格或改制的條

件之一，為此，各校均以進用博士或

助理教授為先，忽略了實務技術師資

的比例。 

表 1  

近 10 年技專校院校數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統計處（2015a）。主要教育統計

圖表。取自
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4078&Page=208

37&Index=5&WID=31d75a44-efff-4c44-a075-15a9eb7aec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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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重研究而輕實務 

技專校院教育師資晉用、敘薪、

升等、獎勵等機制與普通大學並無明

顯區分，仍以敎師的學歷等級為主，

多數技專校院老師畢業於一般以學術

論文為導向的研究型大學，具博士學

歷之教師比例雖增加，但具實務經驗

的教師比例未隨同增加，以致教師重

學術研究而輕實務，課程內容未能落

實實務教學，導致技職教育定位模糊。 

(三) 評鑑制度未符合技職教育特色 

技專校院主要是培養技術人才，

與一般大學教育目的不同，但卻用同

一套評鑑制度，如高階師資比例、國

科會研究計畫、國際學術期刊之發表

等，均以學術發展為導向，背離技職

學校應以產業為主的發展方向。而產

業界認為技職校院學生學用落差的原

因多為：技專校院與產業界互動不

足、教師缺少實務工作經驗、課程設

計業界人士參與少、教學內容缺少實

務、教師升等過於學術化等，以致無

法培養學以致用的人才，上述項目，

均與技職校院評鑑制度相關（行政

院，2012）。 

(四) 重升學輕就業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2015b）資料

顯示，我國大專（含）以上在學人數

高達 1,376,000 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比

率偏高。我國高中職職業科學生，96

學年度就業率 14.7%；升學率高達

76.5%，至 101 學年度就業率已降至

12.5%，升學率更高達 81.8%（教育部

統計處，2015c）。究其原因，係因我

國技職教育漸朝向升學導向，多數高

級職業學校學生，畢業後未馬上就

業，而選擇繼續就讀技術學院、科技

大學或研究所。以荷蘭為例，荷蘭的

人口約臺灣一半，僅有 14 所綜合大

學，其中有 4 所名列世界前 100 大，

有 80%以上的人口為專科或高中職畢

業，不到 10%的人口大學（含）以上

畢業。原因無他，荷蘭將教育資源有

效培育國家菁英，也兼重中基層技術

人力的培養，讓該國具有宏觀的經濟

穩定性、基礎建設、教育品質、創新

及創業精神，因此，成為歐盟最具競

爭力的國家（張仁家，2014）。 

表 2 

高中職職業科學生畢業生升學就業概況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統計處（ 2015c ）。取自

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4078&Page=208

37&Index=5&WID=31d75a44-efff-4c44-a075-15a9eb7aecdf 

 

 

三、技職教育避免學術化的策略 

(一) 落實技術及職業教育法，進用具

有實務經驗之師資 

查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5 條規

定，2015 年後新進之技職校院專業科

目或技術科目之教師，應具備 1 年以

上與任教領域相關之業界工作經驗；

同法第 26 條規定，技職校院現職之專

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專業及技術

人員或專業及技術教師任教滿 6 年，

應至與技職校院合作機構或與任教領

域有關之產業，進行至少半年以上與

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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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同法第 14 條亦規定，學校得遴

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教育部，

2015）。   

上述規定，均為強化技職校院專

業科目或技術科目師資，而教育部亦

刻正規畫相關配套措施，如：「專科以

上學校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

（草案）」、「技專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

科目教師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認定標準

（草案）」、「技專校院教師進行產業研

習或研究實施辦法（草案）」，教育部

如能落實監督管理，則各技職校院教

師均能具備實務經驗，於任教後亦有

機會接近產業，瞭解業界技術發展的

情況，避免與產業脫節，有效的縮短

學用落差現象，將可提升教師之實務

教學能力。 

(二) 建立符合技職教育特色之評鑑機

制 

評鑑制度應以「學生學習成效」

為主軸，以學生就業是否學以致用的

比例為重，甚或是畢業生的就業薪資

所得總額平均進行評比，讓系所的培

育重點聚焦於人才的應用能力。另

外，應同時注重教師之實務教學及產

學合作成果，研究成績則以技術報告

為主，一般學術性之研究著作為輔，

以導正技職校院教師重研究而輕實務

之弊。教育部為鼓勵學校追求自我定

位，從評等制改為認可制，業於 2013

年 1 月增訂大學評鑑辦法第 5 條規

定，鼓勵大學建立完善自我評鑑制

度，如經教育部認定通過之評鑑制

度，得向教育部申請免接受官方辦理

的定期大學評鑑（教育部，2013a）。 

基此，教育部另配合訂定「教育

部試辦認定科技校院自我評鑑機制及

結果審查作業原則」，其中亦規定院、

系、所及學位學程自我評鑑之評鑑項

目，包括課程、師資、學習成效及畢

業生生涯追蹤機制等，並得自訂學校

特色項目（教育部，2013b），希冀各

校能建立符合技職特色的評鑑制度，

避免淪於學術研究，以維護技職教育

的本質。 

(三) 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 

現行大專校院不分技職校院或一

般大學均依大學法或專科學校法辦理

教師升等，導致升等制度過於偏重學

術價值，且未結合學校特色。再者，

世界各主要國家，其大學教師聘任及

升等資格審查概由各大學自行負責，

我國的教師升等制度也應回歸大學自

主權責，讓各校可依辦學特色及發展

需要建立符合其需求之教師升等審查

制度。 

爰此，教育部於 2013 年起開始推

動多元升等試辦方案（教育部，

2013c），並授權各校自審，鼓勵各校

依據教師專長及學校特色，推動「學

校研究教師」、「技術應用研究教師」

及「教學研究型教師」等 3 種途徑的

教師升等制度，惟據 102 學年度大專

校院授權自審學校教師送審情形，其

中文憑送審和專門著作比率共占

97.7%，可見教育部雖有良善的制度，

但推動上仍需努力，應提供各校自審

升等制度專業人才庫、建立多元升等

審查辦法範本、協助實務經驗教師技

術報告送審範本等，落實多元教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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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制度，以利各校留住專業師資人才。 

表 3 

102 學年度大專校院授權自審學校教師送審類

別情形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5 年 5 月）。取自教育部大專教師

多元升等制度實務。馬偕醫學院教師多元升等制度跨校交

流研習會。 

 

四、結語 

技職教育學術化現象，是教改結

果及社會與家長過度重視追求文憑的

觀念所致，也是長久累積而成，雖然

監察院及教育部均認知並著手改善此

一現象，惟根深柢固的價值觀與態度

非一時半刻能改革見效，除由技職校

院師資方面著手，暢通學校教師與產

業界互通管道，更應向學校及社會大

眾宣導建立技職教育價值信念，才能

助益技職教育健全發展。技術及職業

教育法的頒行，即是希望透過立法的

方式，扭轉技職過於學術化的第一

步，我們企盼此法在施行多年之後，

技職教育能再度重拾「技術本位、務

實致用」的新風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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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教育不應受趨勢所「驅」 
王聖元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碩士 

 

一、前言：趨勢的真義 

談「趨勢」之前，應要認清什麼

是社會所需。如果趨勢只是盲目的趨

炎附勢，阻滯國家發展，那這樣的趨

勢還要我們去追隨、尋求嗎？「技職

學術化」沒有資格綁住技職教育的健

康發展，甚至技職教育本來就不用被

「技職學術化」所導。如果這真的是

利大於弊，怎麼又有衍生許多問題

呢？對此，筆者以簡短的本文，嘗試

勾勒技職教育的重要，不能忘卻其根

本，希望能帶來省思便足矣。 

二、高教現況：重學術輕專業、

重研究輕教學 

當今高等教育有一個眾所皆知的

隱憂，便是「重學術輕專業、重研究

輕教學」。普通大學林立，功能重疊性

高；而技職學校爭相升格為科技大

學，欲往研究之路靠攏，卻流失本來

的優勢：一技之長。到最後，不論是

普通大學或是技職學校，差異性和功

能性都越來越相仿，這樣的教育系

統，如何能培育多元多樣的人才，以

期促進社會發展？ 

三、技職的趨向 

身為技職教育工作者與政策的規

劃者，都必須了解當今的「趨勢」並

不是真的我們要的趨勢，技職教育就

是技職教育，不能隨意靠向所謂的「趨

勢」，即使要轉型，也必須固守優良的

特色，否則最後成為四不像，學生徬

徨，社會更浪費了寶貴的教育資源。

以下簡要以學生、教師與職場角度，

來說明技職的趨向並不是盲目走向研

究路線，更多是技能精進的訓練，在

有技能的情況下，才可以擴及學術研

究，否則是紙上談兵，一個不能實際

動手修理機械的人，怎又能做好真正

有品質的相關研究？ 

(一) 學生角度 

當今教育主張找尋天賦、適才適

所，而多元智慧更是證明學生的多元

潛能，故並非只是會讀書就是好人

才。在這樣的前提之下，有一群學生

對讀書並非有很高的熱忱，或是對實

作有興趣，甚至就是想學一技之長，

讓自己更能在社會立足等等，這些都

是對的，而這群學生就是我們技職學

校的學生，但「技職學術化」給這群

學生什麼？更多的普通課程、更少的

技術課程？最後畢業，學術力和技術

力都無法兼顧，學生們不是要技術

嗎？怎麼最後只有一紙畢業證書？能

力、實作技術呢？ 

(二) 教師角度 

技術很奧妙，它和一個人的學歷

或是發表幾篇期刊無關。技術的傳承

是人類的美學，師徒制也是優良的傳

統。技職教育的教師不一定要什麼特

別經歷，但會有技術能力，因而孕育

未來優秀的技術人才。然而，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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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學術化」下，彷若沒學歷就不能進

入學校教學，這樣真的對嗎？技職學

校把具有優異技術的老師擋在門外，

這不是很弔詭嗎？結果，要學習技術

反而不是在技職學校，這不就是天大

的笑話嗎？很多人乃至學者高談「升

學主義不好、背離教育本質」，然而上

述的現象不也是升學主義、學歷主義

的一環嗎？那麼，其實我們還是深陷

在其中無法自拔，如同閉上眼睛卻說

「我看到了」一樣荒誕呀！ 

(三) 職埸角度──以某國營事業為例 

技職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為國家

培育技術人才，增進國家生產力。但

當今的國營事業體系中，卻暗藏著技

術人才培養的問題。基本上公職與國

營事業，仍是以筆試招考為主流，但

呼應前文，「會考試等於有技術」嗎？

其實不然。以筆者訪談某國營事業屆

退技術人員，發現許多考進來的新

人，技術能力不足，多得重新學習，

但卻更常以此工作為跳板，意即可能

學成之後，也同時是考取其他公職的

時候。簡言之，只是在讀書，無心精

研技術。老師傅也不諱言，再這樣下

去，某些技術部門可能淪於外包的命

運，或是人少事多而品質堪憂。 

 

 

 

(四) 技職的「新路」 

上述學生以及就業的情況有方法

改善嗎？當然有其方法！與其說是

「新路」，不如說是扶歪導正的「本

分」。筆者認為，技職教育就是要重技

術層面的操作，面臨當今技術類國營

事業的堪憂，可以讓學校與事業進行

建教合作。例如，學生在學校固然有

練習技術知能，但卻又能親臨相關廠

房來見習，甚至操作。雖然未來要進

入國營事業仍要筆試，不過筆者認

為，亦可先以約聘僱的方式招攬應屆

畢業的技職學生，以充實技術人力也

解決失、待業問題，表現佳可長期聘

僱，而學生也可邊就職繼續精進、學

習技術，也邊準備考試，把握機會成

為正式員工。 

四、結語 

士農工商行行出狀元，社會的分

工也因此顯得多元而完整。如果一昧

追求學術、研究，而使技職教育變形，

這不會是國家的福氣。技職教育的目

的就是技術人才的養成，這並不是說

「技職學術」不重要，而是說我們不

能忘記技職教育的根本。雖然當今技

職教育面臨許多挑戰，但並非無法改

善。我們還來得及，畢竟辦法是人想

出來的，只要我們好好釐清技職教育

的本質為何、技職學生的真實需求為

何、如何與就業市場與國營事業人才

需求結合等等，方能找回技職教育的

家、落實真正人才的分流養成，找回

健全發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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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技職學術化成因省思技職教育教師之培訓 
胡茹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副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理事 

 

一、前言 

2012 年 6 月監察委員葛永光、陳

永祥、尹祚芊提出〈邇來「技職教育

學術化」問題頗受社會關注，主管機

關對此現象有何因應措施？教育部對

技職體系之評鑑標準為何？實有深入

瞭解之必要乙案〉調查報告，該報告

共計臚列十一大項調查意見，對於造

成技職教育學術化之各項成因多所闡

述，其中「教師實務經驗不足，重研

究而輕實務」、「過度強調以 SCI 或

SSCI 等量化指標，作為技職教師升等

或校務評鑑之依據，以致技職教育定

位模糊」、「技職畢業學生能力不符產

業用人需要」、「大學教師前往產業任

職及產業人士至大學任教的風氣及比

率均不高」等，皆涉及技職教育師資

之培訓問題，爰有進一步思考現行技

職教育教師培訓制度之必要。 

二、技職教育師資之培訓 

就技職教育師資培訓之範圍，本

文認為應包括「師資職前教育」及「教

師在職訓練」二層面，初擬問題如下： 

（一）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專門課程

能否培養教師專門職業及實務

能力？ 

根據《師資培育法》第 7 條第 2

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

課程、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及教

育實習課程；其中專門課程是培育教

師任教學科、領域專長之專門知能課

程，而其實施，則是由師培大學各系

所協助授課，然而各系所原本即有其

課程規劃，實務運作上，尚難看到系

所針對學生一般就業或擔任教職，再

進行差異之課程設計。 

次以，目前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分 15 專業群，91 科別，在教學現場上，

教師原應就專業群之核心能力及科之

核心能力有所熟知，始能將其具現化

於教學實務過程中。然而，在師資培

育之階段，專門課程既係由師培大學

各系所進行授課，則對於中等技職教

育各專業群所對應之行業及職業能力

需求之培養，恐力有未逮。 

（二）中等技職教育教師資格檢定能

否篩選適合任教中等技職教育

教師之能力？ 

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教師資格檢定辦法》第 5 條規定，檢

定類科中，中等學校就一類，並未區

分是否為普通教育或技職教育之師

資；而應試科目，則為「國語文能力

測驗」、「教育原理與制度」、「青少年

發展與輔導」及「中等學校課程與教

學」，且考試題型，除國語文能力測驗

為選擇題及作文外，其餘應試科目均

為選擇題及非選擇題。綜觀其應試科

目之內涵，應該可以說是對於上述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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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職前教育課程中之「教育專業課

程」，再進行一次檢定，亦即各師培大

學對於完成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發

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後，再由

國家針對其中之「教育專業課程修習

成果」，進行檢定；換言之，國家所舉

行之教師資格檢定，僅著重於「共通

性之教育專業知能」，至於中等技職教

育教師應具備何種能力，始足擔任？

自現有制度運作觀之，似仍待釐清。 

（三）技職教育教師在職訓練之規劃

及執行問題 

本（2015）年 1 月 14 日公布之《技

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6 條第 1 項及第

4 項規定，技職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科

目教師、專業及技術人員或專業及技

術教師，每任教滿 6 年應至與技職校

院合作機構或與任教領域有關之產

業，進行至少半年以上與專業或技術

有關之研習或研究，而產業研習或研

究，則由技職校院邀請合作機構或相

關職業團體、產業共同規劃辦理。 

因法有明文，故技職校院、相關

教師負有義務，必須進行在職專業成

長訓練，此規範能否強化技職教育教

師產學連結及實務操作能力，尚待持

續觀察；然而，在實務運作面中，技

職校院能否落實與合作機構或相關職

業團體、產業共同規劃辦理上開研習

或研究，則為上開規定能否達成立法

目的之重要關鍵，而其實踐尚有待技

職校院能否自律及企業能否善盡社會

責任。 

 

三、結論 

有鑒於技職教育教師係技職教育

施行過程中之重要推手，故技職教育

師資之培育及訓練是否能落實與產業

之連結及需求，關乎技職教育課程之

規劃設計及學生能力之培育等重要課

題，因此有必要進行系統性之研究及

提出改善良方。本文初步提出之省

思，僅是制度問題之一隅，後續尚待

各界努力及進行實證研究，以利制定

更佳良善及前瞻之技職教育師資培訓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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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教育部對技職體系之評鑑標準

為何？實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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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技職教育學術與實務平衡觀點建立 
翁福元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教授 

廖昌珺 

臺中市東勢區東勢國民小學教師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臺灣技職教育在中等教育部分發

展較為長久，且明顯從其科別便知未

來職業與技能學習取向。早期也主要

的區分為工業與商業職業教育學校，

到了五專學校設立，亦是如此分類。

由於法令鬆綁，廣設大學，五專學校

紛紛轉型為科技學院到科技大學，臺

灣技職教育的學術化趨於明顯。 

技職教育從其名稱即知為技術與

職業教育。技職教育學校和一般高中

與大學課程的最大不同是前者在於技

職教育和產業界有緊密的聯繫，大部

分課程著重於實務性，後者著重學術

性。但技職教育學校課程與教學，中

等教育階段又比高等教育的實務性

高，進入產業界成為基礎工作人員的

技術學習。畢竟高等教育仍以教學、

研究與社會服務為三大範疇，實務性

的技能學習似乎是不足，且對產業界

的不同層次的技術需求與人力分配是

個考驗。 

近年臺灣人口分佈少子化與學校

數量多，產生目前中等教育與高等教

育的入學率高的現象。造成過去由中

等教育進入職場，到現在是由高等教

育進入職場現象。這對於職業與技能

學習是否提昇，特別是產業界的發展

是否帶來助益，還是只停留高職畢業

生的技術能力階段，甚至因錄取一般

高中畢業生，科技大學院校是否能夠

提昇技職教育的水準，或只是加重學

術性而忽略實務性。 

因此，本文將從目前技職教育發

展與結構、趨勢及省思，探討臺灣技

職教育學術性與實務性的平衡觀點。 

二、臺灣當前技職教育學術與實

務分析 

在 104 學年度科技校院綜合評鑑

資料中，分為目標、特色與學程發展；

課程規劃、師資結構與教師教學；教

學品保與學生輔導；學程專業發展與

產學合作；學生成就與職涯發展等五

大項目。其中學校與教師的學術部分

包含學術活動參與、期刊論文、研討

會與專書著作，實務部分包括專業活

動參與、業界實務經驗與協同教學、

技術、專利與新品種及教師校外專業

服務；學生部分則含技術證照、參賽

與畢業出路。由此看，學術與實務部

分似乎並無不妥，一方面符合高等教

育的學術研究取向，另一方面強調專

業性與技術的學習的實務取向。 

職業教育的轉換是確保技能與學

術落實的方案進行，透過專業發展經

驗，符合時代脈動（Brown, 2002）。

若從普遍性、結構性與發展性來看，

學術與實務應更進一步的區分，甚至

比例分配上應著重職業技術能力真正

的需求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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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技職教育的學術研究與實務學習

經驗的普遍性 

技術教育的學術的價值性，不能

因技職教育是技術能力導向而誤導學

術研究是不需要的。以產學合作為

例，產學合作學習是實務經驗的重要

獲取來源，但產學合作的廠商素質與

選擇、學生技能學習過程與評鑑及未

來就業銜接程度，確有賴學術研究的

進行，方知調整與改善之探討，以求

得技職教育的學術研究與實務學習經

驗是各技職教育學校發展普遍性原

則。 

(二) 技職教育在各教育階段的學術與

實務比例的結構性 

技職教育自國民教育階段除了認

識與尊重職業，及技藝班課程、家政、

工藝或職業基礎技能課程外，幾乎是

學術課程。中等教育階段，職業學校

的專門（就業實務）課程與普通高中

的學術（升學）課程區隔。高等教育

將課程分流為學術型與實務型；前者

較明顯偏向研究或理論的教學，後者

則是就業能力的教學，提供實習與產

學合作。因此，技職教育在各教育階

段的學術與實務比例結構，應有多元

彈性原則，並應重視臺灣國家產業發

展目標與產業市場的需求與轉變，及

社會期待、氛圍、技職教育文化背景

與傳遞的因素。 

(三) 技職教育在就業與產業及市場應

具有傳承與創新的發展性 

 

過去職業概分為士農工商，面對

現在技職教育的終端為就業，從市場

競爭到知識經濟時代，但不代表基本

的行業與技能就會被汰舊換新。如過

去望天吃飯，時令節氣配合的農業，

無法取代的是農作物生產需求，而改

變的是農作物的產量、品質與行銷，

利潤提昇。如此除了就業技能外，學

術研究似乎扮演重要的角色，種植好

的農作物，也要研發品質佳的品種，

減低自然因素影響。 

三、臺灣當前技職教育趨勢 

由於臺灣技職教育受到高職與五

專的轉型為科技大學校院，增聘許多

具有普通教育體系的博士學位教師，

缺乏業界實務經驗，以教師本身專才

領域為主的課程，及研究與論文升

等，技職教育易偏向學術取向。為調

整改善此現象，重視提早就職能力的

培養，課程與就職能力，及應用的技

能加強，傑出業者的加入教學活動，

有了業師出現。技職教育的學術與實

務獲取某種程度平衡，減低技職高等

教育技術能力不足的問題。 

教育部人力白皮書對於技職教育

發展取向，目標為彰顯務實致用特

色，活化技職教育課程，提升技職教

育品質，充裕技職教育資源；實施方

案為建立產官學研合作機制及平臺；

完備技職教育相關法規；調整系科對

應產業需求；提升教師實務經驗與教

學能力；強化實作能力及就業接軌；

落實證能合一；促進職涯發展；調整

產業實務導向及數位學習課程；培養

具人文與永續環境素養實務人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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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教育品質及國際化發展；強化教育

資源配置；合理調整學校招生規模並

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2013

年行政院核定「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

計畫」，自 102 至 106 年實施，計 3 個

面向 9 個策略，包括：制度調整（政

策統整、系科調整、實務選才）；課程

活化（課程彈性、設備更新、實務增

能）；就業促進（就業接軌、創新創業、

證能合一），以落實技職教育政策一體

化，提升技職教育整體競爭力（教育

部，2015）。 

教育部鼓勵學校與產企業界產學

合作機制之推廣，協助產企業轉型發

展，並進一步解決產企業面臨之問

題，落實務實致用之特色以及填補學

校培育人才與產企業人才需求之落差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2013）。入學方

式與資格調整，進行推薦甄選；招收

特殊優良技能學生入學；開辦產業二

技學士專班，提供企業亟需人才。以

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開放技

能檢定職類以乙級為最高級別者入學

碩士班、專業技術人員、專業教師及

就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入學

學士班、二年制學士班或碩士班一年

級新生入學考試（教育部，2015）。 

因此，由於臺灣當前技職教育主

要在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階段進行，

其中主要議題不外乎是入學校院與科

系所的選擇、課程與教學、師資結構、

產學合作，進而業界師資的教學、學

校特色與典範、國際化、以技能檢定

替代同等學力、區域或異地或企業聯

盟、整併與轉型、教學品保、評鑑與

資源投入等議題。這些許多政策思

考，明顯減低學術性的改善，進一步

強調技職教育的技能發展。簡言之，

臺灣目前技職教育趨勢如下： 

(一) 調整入學選擇方式，鼓勵優秀人

才並重視技能證照取得。 

(二) 進行校際與產學聯盟，包含不同

教育階段、區域性、企業 

(三) 提升技職教育品質，建立特色與

典範，加強評鑑，進行校院整併

與轉型。 

(四) 國際人才延攬鬆綁，國內業師遴

聘彈性，建立多元典範。 

(五) 投入技職教育資源，重視課程與

教學品質保證。 

(六) 強化產學合作，縮短高等教育與

產業之落差，重視基礎工業人力

之培育。 

四、 對於臺灣技職教育學術與實

務平衡發展的省思 

技職教育的技能發展系統，包括

技能培訓課程教材的創新與研發、培

訓者的教育與訓練及評鑑與監督系

統，彼此之間相互影響，無法單一形

成技能發展系統。因此，技能發展系

統之間的互補行動是必須的，正如低

關聯、品質與入學的原因非單一，也

沒有單一的解決方法，即沒有單一種

的干預便能符合所有的需求，改善的

方法需要互補，評估關聯性。因此，

須注意相關性與品質，公平與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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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與經營，內在效能與基金的關聯

性（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4）。

Weingarten（2015）認為技職教育在高

等教育階段，培養出能觀察出在專業

發展上具有外在機會的優勢；特別是

工作場域，以價值性的洞察力，發現

在學術、技術與人際關係技巧的需

求；因此，重視的是生涯與技術的教

育，非職業教育。Hoachlander（1999）

提出學術與技職課程需統整，並須依

核心目標引導下進行統整，增加學生

成就感；統整教學具有好的構想與有

效傳遞，有利於學生。 

目前臺灣技職教育學術與實務平

衡發展問題，著重於高等教育階段，

忽略一般傳統高等教育學生畢業後，

在職教育觀點。技職教育的學術性應

來自實務經驗觀點的累積觀察與研

究，目的提昇實務所需的能力、發展

與創新。因此，臺灣技職教育的學術

與實務平衡發展，在於彼此之間的連

結程度。技職教育是否藉由高等教育

將中等教育的延伸，獲得學術性的研

究與創新發展，轉移實務的技術能力

提昇，促使產業界的產品品質提昇與

競爭力；再由實務性的技術轉移後證

明，學術性的研究、課程及教學與開

發創新，是否契合技職教育學術發展

方向是否偏離。因此，為促進臺灣技

職教育學術與實務平衡發展，提供以

下思考取向： 

(一) 產業不同層次的技術學習與人力

分配問題 

技職教育畢業的學生，是否能具

有產業直接所需人力與技術，還是得

經長期的訓練與試用觀察期的技術能

力學習，或者不敷產業界所需人力分

配。 

(二) 學校與產業的雙向發展，應符合

技職教育目的 

技職教育學校與產業界的關係應

密切，亦即學校與產業界的合作更需

頻繁，提昇實務性經驗的學習豐富。

而學校對於產業技術能力的教授，遠

不如在產業界實地經歷的那麼實務。 

(三) 為形塑學習型社會，重視在職教

育 

英國三明治課程，一方面重視學

校教育，另一方面在學校教育未完成

之前，便有實務經驗，再進入學校教

育時，便能實務與學術平衡發展；另

英國更鼓勵成人在職期間或停職再進

入學校進修，除提昇技術能力，也藉

由學分或學位獲取有更高的報酬。 

(四) 重視國家長期經濟目標與經濟結

構，兼顧市場需求 

政府對於目前的技職教育院校經

費補助，維持著學校發展。但因市場

所需，技職教育開設的課程、學分與

科系所，形成冷門與熱門之分，容易

影響國家長期經濟發展目標與經濟結

構。因此對於產學合作業者、學習者

與學校的需給予不同補助。 

(五) 統整職業的選擇改變與轉型問

題，提供相關課程與教學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11），頁 27-32 

 

技職學術化  主題評論 

 

第 31 頁 

目前臺灣技職教育已注意到第二

專長培養，但有關技職教育選擇可能

受到入學前的興趣、入學管道及其他

因素影響；直到畢業後，職業選擇可

能有學非所長的問題。因此，技職教

育課程的分化與再選擇性，除了技能

學習外，應建立職業選擇課程與教

學，提供不僅符合技職教育學生多方

選擇性。 

五、 結論 

技職教育是技術與職業教育，而

教育是不能失去學術研究。由於技職

教育的變革，無非是提昇技職教育的

品質；但如失去其本質，便須加以改

善與調適，以因應學生未來就業能力

與目前產業所需。因此，臺灣技職教

育的學術與實務的平衡觀點並非單一

二分或多與少的問題，而是在於技職

教育本質即為就業前的準備，提昇國

家產業與市場競爭力。於是技職教育

如明顯偏於學術化，自然產生對於技

職教育本質有所疑慮。以下提出一些

看法，試圖平衡臺灣技職教育的學術

與實務的思考。 

(一) 獎助產學合作多元連結鍊，減少

產業不同層次的技術學習與人力

分配問題 

透過法令的鬆綁，建立產學合作

多元連結鍊，進行不同層次技術能力

的基本學習與研發能力。政府亦能透

過獎勵方式，鼓勵技職學校平均分佈

不同職業類別與技術的學習課程，避

免過於傾向服務業人力過多情形。 

(二) 建立學校即產業與產業即學校的

雙向發展，契合技職教育目的 

技職教育目的即以技術及職業學

習為導向，讓學生做好進入職場的準

備。學校直接進駐產業界，進行實務

課程與教學，學術性研究；而產業界

能依所需在學校開設所需人力課程與

教學，形成學校與產業之間的契合度。 

(三) 符合學習型社會，強化在職對象

的技職教育內容 

終身學習的概念，技職不僅需證

照證明技術能力，更需長遠的在職教

育學習，擴充技職教育的課程與教

學。藉由在職生的技術能力與學校相

關能力學術研究擴展，提供在職生的

技術能力的研發永續精神，交互提昇

職業技術能力。 

(四) 建立技職教育學校自有品牌，進

入實務就業市場學習 

完整的市場訓練，實務技能提

昇，提供學生在學就業機會以獲得學

費的自給自足，並促進學術與技能共

同提昇。也增加學校基金收入，減少

政府資助與學生學費支出。研發技術

以合理比例釋放與企業合作。 

(五) 調整技職教育學校教學、研究與

社會服務比例 

學校、科系所的定位釐清，是否

與技職教育應有的就業技能學習過於

疏離。加強社會服務，師生投入企業，

增進學生自我就職能力、態度與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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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技術與人才輸出，學校提供企

業人才，聘期設限，鼓勵投入企業生

產，資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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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教育學術化的隱憂－弱化學生的就業力 
林宜玄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何敘瑜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一、前言 

近年來，青年失業現況日漸嚴

重，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15）公布

的人力資源調查報告顯示，8 月份的

20 至 24 歲青年失業率仍高達 13.64

％。雖然政府已積極投入大量人力與

資源協助拓展青年就業管道，但效果

始終有限；究其原因發現，求職青年

的技能與職缺所需不符，或是學校所

教與職場實際需要有落差。事實上，

監察院（2010）的專案調查研究報告

即指出，由於產業界參與技職教育不

足，導致學生就業能力與產業期望有

落差。加以當前技職育逐漸傾向學術

化，技專校院教師缺乏實務經驗，更

造成產學落差以致影響學生就業力的

養成（教育部，2013）。 

近年政府為縮短產業需求與技專

校院學生就業能力的落差，與增加教

師實務經驗，已加強推動各項產學合

作相關計畫案，致力於提昇技專校院

學生的專業就業力。然而，實施成效

卻仍有限，業者依舊高喊學用有落

差，技專校院畢業生失業率的改善幅

度仍不彰。因此，探討技職教育學術

化現象及其對技專校院學生就業力的

影響，未來如何提升技專校院學生的

就業力，使其能更貼近業界所需要的

能力，發揮技職教育培育專業能力的

特質與價值，實在值得關注。 

二、技職教育學術化之成因 

政府為增加技職體系學生之升學

管道，自 86 學年度起，教育部開始輔

導績優專科學校改制為技術學院並附

設專科部，以及技術學院改名科技大

學，高等技術校院的學校數量乃快速

成長（監察院，2010）。然而，專任助

理教授以上師資須達一定比例爲專科

學校升格條件之一，各校因此增聘許

多具有博士學位之教師；但因絕大多

數的教師畢業於學術導向的普通大學

教育體系，當其獲聘任教於技術學院

或科技大學後，多以自身的學習經驗

教導技職體系學生，因此教學內容易

偏向學術取向。此外，技專校院教師

的升等相關規定，也多以學術論文為

主要採計指標，在師資學歷不斷提升

的趨勢下，使得技專校院學術化的傾

向益為明顯，更嚴重影響學生的技術

實務學習（教育部，2013）。 

面對少子化世代的學生人數大幅

減少，大學招生已日漸困難，因此國

內大學校院已逐漸將世界的大學排名

做為招生宣導利器，利用大學排名突

顯學校的學術聲望，藉此提高招生

率。根據英國高等教育機構 QS 大學排

名網站（QS University Rankings）資料

顯示，世界大學排行係以四個領域及

六項指標為排名依據，六項指標中與

學術研究有關的學術聲望與教師文獻

索引的比重合計達 60%，詳如圖 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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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另外，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針對亞洲大學排名

評比時，所採用的排名依據則分為五

個領域及十三個指標，十三個指標中

與學術研究有關的研究收入、年度研

究經費、研究的國際學界聲望、年度

研究收入、學術論文發表（數量）、公

共研究收入與總研究收入比、論文引

用率（影響力）的比重合計更高達約

70%，詳如圖 2 所示。綜觀評比指標配

分內容可發現，國外對於大學的排行

評比確實較著重學校的學術研究成

果，也可能會影響有意在大學排行評

比中獲得較佳名次的學校，多以大學

排行評比指標作為教師評鑑的重要參

據，大學排行評比之指標，詳如表一

所示。 

換言之，我國的技專校院為能在

QS University Rankings 與 Times 

Higher Education 等大學排行評比中獲

得較佳名次，學校多以大學排行評比

指標為治校之圭臬；要求教師除了日

常教學工作外，更需在 SCI、SSCI 的

研究型期刊發表論文，或申請科技部

專案研究計畫、產學合作案...等。如此

不但可能壓縮教師實務教學的時間與

影響學生的實務學習成效，同時更使

得技職教育學術化現象日漸加劇。 

顯然，專科學校必須有一定比例

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才能早日升

格；多數技專校院教師由普通教育體

系取得博士學位；技專校院校務評鑑

指標及私校獎補助規定的影響；教師

升等規定，國科會計畫審查多以學術

論文為主要採計指標；技專校院追求

國際化指標（SCI, SSCI, EI, A & HCI）

等均是導致技職教育學術化的主要原

因（饒邦安，2015）。 

圖 1 QS University Rankings 六項指標與配分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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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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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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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收入

教職員的國際化程
度

學生的國際化程度

教學品質調查

授予博士學位人數

大專校院的師生比

年度研究經費

大學部和研究所的
學生比

研究的國際學界聲
望

年度研究收入

學術論文發表(數
量)	

公共研究收入與總
研究收入比

論文引用率(影響

力)	

圖 2 Times Higher Education 十三項指標與配

分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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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學排行評比之指標彙整表 

排行機構 英國高等教育機構 

QS University Rankings 

排行名稱 QS 世界大學排名 

四個領域 科學研究、教學、就業能力和

國際視野 

六項指標 學術聲望、用人單位的聲望、

學生與教師的比例、教師文獻

索引、國際教師、國際學生 

 

排行機構 泰晤士高等教育 

Times Higher Education 

排行名稱 亞洲大學排名 

五個領域 

 

經濟活動與創新、國際化程

度、教學與學生、研究指標、

學術論文影響 

十三項 

指標 

研究收入、教職員的國際化程

度、學生的國際化程度、教學

品質調查、授予博士學位人

數、大專校院的師生比、年度

研究經費、大學部和研究所的

學生比、研究的國際學界聲

望、年度研究收入、學術論文

發表(數量)、公共研究收入與

總研究收入比、論文引用率

(影響力) 

 

整理自：QS University Rankings、Thomson Reuters 官方網

站（2015）。 

三、技職教育學術化對學生就業

力之影響 

技專校院學生在學期間最重要的

任務實為專業技術能力的養成，然而

在技專校院畢業學分逐年減少，又未

規定最低實作學分的情況下，實習課

程相對受到擠壓，導致學生動手實際

操作的機會越來越少（張瓊方，

2003）。黃冠博（2014）的研究結果即

指出，臺灣過去因為專科改制，使技

職教育偏向學術化，在教學上比較忽

略對學生就業力的培養，也導致產生

學用落差。另外，目前國內學生受教

育程度增加，但就業力卻未能隨之提

升，導致失業率居高不下；究其原因

發現，近年來我國因大幅度調整教育

政策，造成技職學校急於轉型，愈來

愈偏離技職軌道，間接影響學生所學

之專業課程內涵與業界需求無法契合

實為主因之一（辛炳隆，2011）。 

立法院議案文書（2015）亦強調，

大專校院的課程與業界實務脫節，主

要與教師缺乏實務經驗有關；由於大

專校院大量聘用助理教授以上師資，

教師的學術專長會影響授課方向與內

容，致使技職實務課程逐漸減少。加

以教師缺乏實務工作經驗，課程設計

少有業界參與，教學內容與業界實務

脫節，產業界因而反映畢業學生的就

業力未能符合產業用人所需。 

此外，在大學評鑑制度中，教育

部或科技部對大學的獎補助、大學對

老師的考評、大學能不能進入國際大

學前五百大排名，看的大都是 SCI（科

學引文索引）和 SSCI（社會科學引文

索引）。同時，技專校院教師面臨個人

職級升遷的規定，要配合校務發展的

需求，則必需鑽研於學術研究上，以

提升學校的學術聲望以及在世界/亞洲

大學的排行。加以技專校院師資多數

來自普通教育體系，缺乏實務技術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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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與實務教學能力，上述現象均會影

響教師技術實務教學能力的增進，甚

或影響學生就業力的養成。 

長期關注全球青年失業情形的萬

寶 華 人 力 資 源 機 構 （ Manpower 

Group） ，分析臺灣地區青年 2015 年

的就業情況，臺灣雇主表示人才短缺

的主因為缺乏合適人選或無應徵者佔

45%，較去年上升 14%；其次為求職者

缺乏技術能力（硬技能）佔 27%，求

職者缺乏職場技能（軟技能）則佔 26%

（Manpower Group，2015）。此外，根

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15）的調查結

果顯示，近十年大專及以上者的失業

率，由 2004 年的 4.06％增為 2009 年

的 5.57%，再逐年降為 2014 年的

4.35%，在在顯示這幾年大專校院畢業

生的就業率並無明顯改善，如圖 3 所

示。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年平均 4.06 4.01 3.98 4.00 4.21 5.57 5.12 4.51 4.58 4.50 4.35 

0.00 

2.00 

4.00 

6.00 

2004至2014年大專及以上者失業率

 

圖 3 近十年我國大專及以上者失業率 

資料來源：整理自行政院主計總處(2015)。 

事實上，技專校院大量升格科技

大學後，由於具博士學位教師的技術

實務經驗不足，教師升等規定又必須

發表 SCI 或 SSCI 論文，因而無法增進

實務經驗與能力，導致師資的實務能

力與企業需求逐漸脫節。同時，科技

大學的師資多畢業於普通大學體系，

理論授課的比例提高，以致實務技術

課程比例降低，學生實作機會不足；

導致畢業生的就業力不足或與企業需

求不符，因而影響畢業生的就業率。

技職教育學術化的成因及其對學生就

業力之影響歷程，詳如圖 4 所示。 

楊朝祥（2002）即指出，年輕人

的失業大多屬結構性的失業，亦就是

學校所學不符就業市場所需，而職場

所需的人才卻又大量的不足。同時，

楊國德（2012）與李叔霖（2014）皆

指出，畢業生的專業就業力與產業界

需求有落差，是導致技專校院畢業生

失業的關鍵因素。因此，技職教育學

術化的影響，最顯而易見的莫過於技

專校院畢業生在求職的過程中才發

現，自身所學與業界所需的專業技術

能力有落差，亦即畢業生的就業能力

不足導致求職不易的後果。 

四、冰島、瑞士及挪威提升學生

就業力之策略 

Manpower Group（2015）調查全

球徵才困難的前五大原因發現，缺乏

技術職能（硬技能）、求職者經驗不

足、缺乏職場職能（軟技能）儼然已

成為全球性徵才的問題。冰島、瑞士

及挪威為全球青年就業率最佳排名前

三名的國家，三國對於提升學生就業

力之策略，皆以提升技術職能、累積

實 作 經 驗 與 培 養 職 場 職 能 為 主

（OECD，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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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技職教育學術化之成因及其對學生就業 

力之影響歷程 

(一) 冰島（Iceland） 

冰島政府重視技職教育的發展，

透過法律保障職業教育，注重技專教

育師資的培養，強調社會企業的參

與，並與行業需求緊密結合。Prime 

（2012）的報告指出，冰島技職教育

的重要改革項目包括：開發新的職業

培訓課程、深入分析未來需要的職業

人才和教育、加強教育和業界間的合

作，訂定職業教育的發展方向、提高

工作場所的培訓學習，並加強與業界

的聯繫。 

冰島的技職教育分為初階職業教

育與培訓、學徒制、繼續職業教育與

培訓，以及高等職業教育。其中學徒

制為最普遍的形式，學制為期四年，

冰島的學徒制具有學徒定期在工作場

所內及以外的地方輪調訓練，職場培

訓時程由業界專家與學校協議訂定的

特色（OECD，2013）。 

冰島的技職教育和普通教育分流

並不明顯，技職教育是在國內七所大

學開設，對技職教師資格的要求嚴

格，技職教師必須先備至少 2 年以上

的實務經驗，及受過一年的師資培訓

課程；同時教師個人需要不定時到相

關產業進修，接受機構的培訓，以利

提升專業技能（柯政彥，2012）。 

(二) 瑞士（Switzerland） 

瑞士的技職教育採取雙軌制和學

徒培訓計畫，目前已建置完成 230 種

職業專門課程與訓練計畫；學徒由產

業培訓，每週一至兩天到學校上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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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實作課程主要由產業教導，是

一種學校僅教導理論課程，產業負責

實務訓練的合作模式。亦是保證技職

教育和培訓同時運作的雙系統，以技

能與勞動力市場為導向，有效提高職

業實用技能，使技職學生都能獲得扎

實的就業力，在學期間學習產業最新

並符合業者所需的技術，同時累積職

場經驗及職能養成（Swiss.edu, 2015; 

SBFI, 2015）。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技職學

生長時間在產業接受職能實作教育，

因此規定各產業的專業技術教師均需

接受正規教學方法的培訓，並且能熟

練教導該技術的基本技能（VPETA， 

2002）。由此可知，瑞士直接將學生交

由產業界教導實務技術，不僅能有效

的讓學生學習最新技能，更達到技術

與實務無縫接軌。 

(三) 挪威（Norway） 

挪威的技職教育是由政府教育部

門、社會合作夥伴及教育機構共同組

成，政府教育部門分別為教育部與教

育培訓部，主要負責課程及考試大

綱，規劃職業培訓架構。社會合作夥

伴是源自教育法規定，須包括國家及

地區層級，因此由國民會議、業者及

工會組成，國民會議在各職業教育和

培訓計畫中負責提供意見，而業者及

工會則負責學徒的職業訓練。教育機

構是由政府核准之企業培訓單位，經

核准後才能收學徒教導實作技能、提

供職場工作，因此企業帶動學校合

作。挪威將大學四年劃分為 2+2 學制，

前兩年在校學習理論基礎，後兩年由

企業培訓專業技能，其體制具有可調

整的彈性（NDET，2014）。 

挪威的就學青年有超過 60％選擇

技職教育，但多以四年制為主，也因

而導致企業界擔心市場上會缺乏具研

發能力的高等教育人才。因此政府為

改善並降低企業的憂慮，在 2013 年提

出「增進技職教育吸引力策略」，內容

包括：決定對提供學徒培訓的企業增

加補助款，以提高培訓學徒的企業家

數。允許企業自行規劃以企業需求為

主的學徒培訓計畫，企業能與學校課

程結合，共同制定新興職業的培訓內

容 ， 又 稱 為 TAF （ tekniske 

allmennfag）；結訓的學生能獲得該行

業的證書或證照，並能直接進入高等

教育機構就學。擴大辦理實習讓學生

由學徒做起，一週僅一天到校學習理

論；初階訓練期限為兩年，後兩年則

在企業完成實作課程。上項策略目的

包括（Refer Net Norway, 2014）：鼓勵

將共同核心課程融入職業教育與培訓

階段，增進技職教育學生在學校本位

學習與企業學徒培訓之間輪調的可能

性，據以提升技職教育培訓學生接受

高等教育的可能性。 

挪威十分重視技職學生的專業技

能養成，也強調學生必須學習專業領

域的基礎理論；並由合格的培訓企業

教導學生企業所需的技能，使學生在

學期間即能培養堅強的就業力，同時

也能累積職場的實務經驗。值得注意

的是，正在實施的 TAF 計畫是由學校

與負責培訓的企業相結合，提供學生

習得專業技術基礎能力，加上以學術

為輔的課程，協助技職學生在接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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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的同時，也能習得專業的一技

之長。 

五、結論與建議 

事實上，我國政府面對技職教育

逐漸學術化的現象，為能提升技專校

院畢業生的就業力，自 2010 年起已實

施諸多策略。其中為增進技專校院教

師的實務經驗與能力，推動補助技專

校院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及教師

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並積極鼓勵

各校增聘專業科目教師，及鼓勵採用

技術報告送審升等措施，以提升教師

的實務教學能力。此外亦加強辦理學

生校外實習、增加實務課程，並結合

產業界共同開設辦理以技術實務學習

與就業為導向的專班，積極提升技專

校院學生的就業力。 

不過，提升技專校院學生就業力

之首要關鍵，必須先了解產企業真正

需要的專業技能，強調社會參與及與

行業需求緊密結合，以及分析未來的

新興產業與市場需求。由學校與產企

業共同開發新的職業培訓課程，加強

教育與產企業間的聯繫，提高學生在

職場的培訓學習，並要求技職教師除

應具備實務經驗外，亦須接受師資培

訓課程。此外，亦可實施雙軌制和學

徒培訓計畫，實作課程由產業於職場

教導學生實際操作，以提升學生的專

業就業力，培育具專業知識及符合業

界需求的人才，達到學用接軌零落差

的目標。同時可激勵產企業收學徒的

意願，由政府出資補助產企業教導學

徒，有效提升培訓學徒的產企業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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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學術化：當前臺灣技職教育改革政策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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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東勢區東勢國小總務主任 

 

一、前言 

技職教育究應如何定位？長久以

來一直未有明確的定論。技職教育究

應何去何從？從來就是政府、學者、

企業界、與一般社會大眾關心的教育

議題之一，也是歷來教育改革的重要

項目之一。 

觀察這十年來，臺灣政府在技職

教育政策的制定與改革的方向，明顯

的有將技職教育朝向學術化發展的方

向與企圖。教育部（2013）在《高教

技職簡訊》的「編者的話」〈技職教育

及時雨〉就提到:「近十年來，技職教

育為配合政府提昇國家競爭力，許多

職校升格改制為科技大學、技術學

院，造就了技職校院的蓬勃發展……

然而，此舉並無明顯提昇產業所需人

才的技能及品質，加上因學校普設，

技職校院師資大多來自一般大學，未

具業界實務經驗…課程重理論、產學

連結不夠深化、高職學生以升學為導

向，技職教育學術化，加上對技職體

系投資不足，使得以實作為主的技職

教育的學生實作能力衰退、導致技職

教育務實致用的精神逐漸流失，連帶

使得學用落差越來越大…」。這裡指出

了「技職學術化」的肇因與導致的問

題，臺灣政府教育部因此於 2013 年推

出「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希望

能讓技職校院的「學校在師資、課程、

人才培育等方面，回歸務實致用。」（編

者的話，2013）。 

然而，同時也有國家，像中國，

就調整一般大學的性質或是減少一般

大學的數量，前者主要在於把傳統重

理論課程的高等校院調整為強調技術

技能課程高等校院；後者則將一般大

學轉型為實用型高等學校，亦即將一

般大學轉型為技職校院或實用型高校

（高職教育信息，2014）。在高等教育

改革方面，不約而同推出了兩個方向

相反的改革方案。這不能不說是一個

有趣且值得關注的現象，也是一個值

得深入探究與了解的議題。本文主要

在於以討論「技職學術化」可能導致

的利弊得失為重點，討論當前台灣技

職教育改革政策何去何從問題。 

二、技職學術化政策的反省 

長久以來，技職教育在一般社會

大眾心目中就被定位為「次等的教育」

或「次要的選擇」，不像傳統大學那般

吸引一般社會大眾的眼光（鍾志平，

2015；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1; 

OECD, 2012）。換言之，技職教育不論

是在學術地位或是社會地位都比一般

普通教育為低。因此，像香港、英國、

中國、荷蘭等國家政府，以及 OECD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11），頁 42-46 

 

技職學術化  主題評論 

 

第 43 頁 

等國際組織，對於如何提升技職教育

的社會地位，都相當關注。如果只是

提升其社會地位或許可以說是理所當

然的，如果是提升其學術地位，則有

待進一步思考。而中國政府為了解決

一般高等教育面臨的問題和發展的瓶

頸進行「學術技職化」，強調傳統大學

應加強科學技術等應用學科，同樣也

有其爭議之處。 

究竟，「技職學術化」有沒有優

點？或許是有的！例如：提升技職教

育的社會地位、提升技職教育的學術

水準、網羅更多學術人才、招收更多

優秀的學生、培養更多的學術人才、

提升國家競爭力、齊一技職教育和普

通教育的素質。這些優點短時間或許

是有的，可是久了之後，可能變成國

家教育發展的夢魘、教育政策要處理

的棘手的問題、導致技職教育的衰褪

與消亡，甚至於變成社會大眾的泡沫

與幻影、負擔與芒刺。那麼，「技職學

術化」到底有甚麼問題呢？在監察院

（2012,2）的調查報告就指出:「我國

推動教改之後，技職教育日趨學術

化，對技職校院教學與特色發展，及

技術人才培育與產業發展造成嚴重不

利影響…」這些不利影響包括（監察

院，2012，2）：(1)技職校院大量升格

改制，導致升學主義導向；(2)教師實

務經驗不足，重研究而輕實務，又課

程內容未能落實實務教學，導致技職

教育定位模糊；(3)技職教育評鑑制度

未符合技職教育特色；(4)技職畢業學

生能力不符產業用人需求；(5)學生來

源重疊，學制互相混淆糾結，不僅造

成實務界的困擾，對技職教學與特色

發展，及技術人才培育與產業發展造

成影響；及(6)技職教育定位模糊。根

據整理相關的文獻（林文山等，2013；

徐明珠，2003；監察院，2012）發現，

「技職學術化」政策可能導致的問題

大致如下： 

(一) 在學制系統將產生分工紊亂失焦

功能消弱離散現象 

各級學制系統有其特定之功能與

職責，亦有其存在之特殊意義與功

能，更有其發展之社會背景與價值。

技職教育原本就與社會發展人民生計

關係較為密切，與學術研究發展較不

密切。如果，硬要將技職教育朝向學

術教育發展，則不僅失去技職教育的

功能與任務，更導致學術教育或普通

教育原先角色功能的弱化。更嚴重

者，將導致學制系統與功能的混亂和

失焦。其結果將是得不償失。 

(二) 在人力資源培養將與社會脫軌與

企業悖離 

技職教育當以實務見長，以培養

專業技術人才為主，對市場的走向與

反應極為敏感銳利；簡言之，技職教

育培育的人才與社會建設和產業發展

息息相關，而且要不需再花時間培訓

就立即能派上現場的。如果技職教育

培養出來的學生無法立即派上用場、

缺乏實作經驗、無社會與企業所需之

專業技術能力，則技職校院製造出再

多的碩士、博士，也只是創造更高的

失業率和浪費更多的社會資源，甚至

於消耗更多的國力。也就是說，技職

校院培育出來的人才不應與社會脫

軌，以及悖離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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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教育資源上不足和失衡的現象

將更加嚴重 

和一般傳統高等校院比較，技職

教育資源一向是不足的。「技職學術

化」不僅將使得國家教育經費的使用

效益，令人存疑；恐怕也更將使得原

來技職校院和普通大學校院資源失

衡；技職教育經費不足的現象恐怕也

將更加明顯和嚴重。再者，傳統高等

校院的經費和資源恐怕也將受到稀

釋。如此一來，對於國家整體高等教

育的發展都是不利的。 

此外，招生制度學生來源，課程

架構和師資結構的調整，設備與校產

的轉型，學校架構與產業界的關係，

學生畢業出路與學校和市場結構的關

係，也都是「技職學術化」需要面對

的問題。 

三、對技職教育改革政策的思考

與前進方向／結語 

傳統上將技職教育視為「次等的

教育」、「次要的選擇」，不是臺灣特有

的現象和問題，在其他國家也有此一

現象和問題。關鍵在於，以技術與就

業為主的技職教育和國計民生，以及

國家的經濟發展是息息相關的。因

此，對於技職教育的定位和發展，政

府和社會大眾都要重新思考和探索。

首先，除了肯定技職教育的重要性和

對國計民生之所需與國家經濟發展之

提升的貢獻之外，也要重視技職教育

在教育體制與社會之地位與形象的提

升。不僅社會大眾不要再以「次等的

教育」和「次要的選擇」來看待技職

教育，政府也要調整看待技職教育的

視野和心態，除了要排除傳統對技職

教育的定位之外，更不要相信只要將

技職教育學術化，亦即把技職教育調

整和一般學術教育等同，就可以提升

技職教育的地位和解決技職教育在招

生和發展等方面的問題。技職教育的

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當然，其

問題的解決，體質的改善、素質的提

升，也非短時間內可以達成的。我們

在從事技職教育改革時，應該可以從

以下的方向認真思考和嚴肅看待。 

(一) 釐清技職教育概念 

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同樣的，要做好教職教育改革或

是發展良好的技職教育品質，首先需

要釐清技職教育的概念。或許，一般

社會大眾對於「技職教育」這四個字

或是這個詞是耳熟能詳的；但是，要

說出甚麼是「技職教育」，恐怕就不是

那麼容易了。根據 OECD（2012）從

應用的角度對「技職教育」所下的定

義是「中學以後之教育機構所提供的

不超過學士學位或是相當資格之以學

生能直接進入特定專業勞動市場的四

年課程方案，提供此一中學後的技職

教育或訓練方案的，可以是各類型的

教育機構」。這裡有幾個重點值得注

意：(1)不超過學士學位或是其相當資

格的課程方案：(2)以能立即或是直接

進入特定專業勞動市場的四年課程方

案；及(3)可以是中等教育以後之各類

型教育機構。這是我們在討論技職教

育改革或是論述技職教育政策時要先

掌握的，否則恐怕會掉入「園柄方枘」

的窘境。City & Guides Centre for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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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2011）在對 England, 

South Africa 和 the Netherlands 等三個

國家的年輕人對於技職教育看法的調

查報告，也強調釐清及提供年輕人能

理解和接受的技職教育的概念和用詞

是很重要的，讓他們了解技職教育的

意義、和個人性向與生涯發展的關係。 

(二) 制定適切與具體可行的技職教育

改革政策 

近幾年來，政府特別偏好競爭型

計畫，定了不少的名目和方案計畫給

各級學校提計畫申請；同時，緊縮各

級學校的經費補助。導致的結果是各

級學校的相關教職人員忙得像陀螺，

在很快的時間提出計畫，又在很快的

時間完成計畫。結果看起來好像成效

很好，事實上，只是製造一些好看的

數據，將學術建築在沙灘上；製造一

些學術霸主或是山頭；現在或許好

看，但是扎不扎實則有待檢證和考

驗。對於技職教育問題解決或是未來

發展政策的制訂，政府應該有更長遠

的視野，不要再出現類似技職校院轉

型為一般大學校院的主張或政策。技

職教育就是技職教育，學術教育就是

學術教育。如果技職教育可以學術

化，那何需一般學術教育？如果技職

教育不能好好實踐自己的角色與功

能、職責與任務，那又何需技職教育？

政府制定技職教育政策時，也要有清

楚的認知和長遠的視野，認認真真的

的為技職教育量身打造真正有助於技

職教育發展的政策。 

 

(三) 嚴格要求與強化技職教育知基本

學科能力／改變技職教育是次等

教育的刻板印象。 

技職教育和國計民生與社會建設

發展實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技職教

育的畢業生在基礎能力方面上，應該

要更加扎實與嚴謹，不該像現在，不

僅不加以嚴格要求，素質低落，甚至

於放水蒙混了事，這不僅對學生將來

的發展相當不利，對於技職教育的發

展也相當不妥，對於國計民生和企業

產業的發展更是傷害。因此，對於技

職校院的學生之國、英、數、理化等

相關基礎能力與基本學科能力的養成

與要求要更加嚴謹；進一步，改變社

會大眾之技職教育是次等教育的刻板

印象。 

(四) 完備非學位之證照取向的專業技

術與專業知識進修管道 

政府可以仿效建教合作方式或產

學合作方式或是教師進修方式，完備

非學位之證照取向的專業技術與專業

知識進修管道，使技職教育的畢業生

可以隨時隨地就進進修，以獲得最新

的技術與知識，同時掌握市場的趨

勢、企業的走向，以及社會的脈動。

此外，實施以金字塔型國家級「文憑」

與「證照」之雙證制度為主的技職教

育，建立多元彈性與企業合體/密切合

作的技職教育制度，以及建立與提升

技職教育的專業社會地位與待遇的相

關配套措施都是可以思考的技職教育

改革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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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學教師以教學實務升等之困境與因應 
黃玉幸 

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一、前言 

教育部自 102 至 105 學年度以政

策引導、鼓勵及協助大專校院自主管

理與特色發展，推動「教師多元升等

制度試辦學校計畫」，教師可以研究、

教學與技術三條途徑升等，以改善目

前教師資格審查制度過於偏重學術論

文的現象（教育部，2013）。科技大學

102 學年度通過試辦學校計 10 校，103

學年度通過試辦學校計 22 校。 

科技大學強調務實致用之教育方

針，不同專業領域教師在不同類型之

科技大學教學，其專業如何在教學設

計與實施過程，藉由教學實務培育多

元人才，以展現學生學習成效，而學

生學習成效又如何落實縮短學用落

差，將是擬以教學實務升等之教師須

面對之嚴肅課題。 

大學教師之教學實務研究報告，

為公開發表之代表著作，其學術價值

雖有別於專門著作之學術研究，卻又

不能缺少貫穿實務課程學理之教學成

果研究，再則教學實務升等途徑，其

資格、審查項目和程序、審查學者人

才庫等均須由各校形成共識、訂定章

則，形成符合科技大學培育實務人才

之要旨。 

本文以科技大學獲教育部教師多

元升等制度試辦學校為例，說明教學

實務升等之現況、困境與建議，作為

各大專校院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或

教師擬以教學實務升等之參考。 

二、實施現況 

(一) 策劃及執行單位 

各科技大學現行教師聘任及升等

章則，大抵依「大學法」、「教師法第 9

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14 條」等

規定辦理，非自審、部分授權自審或

自審各職級教師資格學校之教師升等

業務，均由人事單位承辦，沿襲相關

人事法令，熟悉專門著作、技術報告、

作品及成就證明等途徑升等之作業流

程。 

科技大學申請教育部教師多元升

等制度試辦學校，因新增「教學實務

研究報告」，計畫執行團隊，或由人事

或由教務單位籌畫辦理，而教師教學

資源中心或教學發展中心加入執行單

位。每學期各學科之教學，節奏般進

行著，當教師選擇以教學實務升等途

徑，如何協助教師完成一篇具學術價

值之教學實務研究報告，是計畫推動

團隊首先面臨之課題。 

科技大學執行教育部教師多元升

等制度試辦學校，推動策略不外辦理

公聽會及說明會，形成校內共識。新

（修）訂相關行政章則，如教學績優

教師遴選辦法、教師教學實務升等辦

法、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教

師評鑑辦法、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等

作為推動執行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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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門檻 

教學績效繫乎學生學習成效，學

生學習成效關乎教學品質或學校辦學

績效，哪些教師較適合選擇教學實務

升等途徑，各校設定基本門檻大多以

曾獲得教學績優教師、指導學生國內

外競賽獲獎積點、曾獲教育部各類教

學計畫主持人或教學評量結果優於大

多數教師等，教學實務升等途徑非次

等之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其基本門

檻首重肯定教學卓著績效之教師。 

(三) 審查項目 

教師擬以教學實務途徑升等，其

提出升等當學期所授科目教學現場之

教學演示或教學影音紀錄檔，作為第

一、二級審查教學實務報告之參考資

料，此觀察現場教學或教學檔案之初

審項目或審查方式，各校作法雖不

一，但有別於其他升等途徑之用意，

卻殊途同歸。 

教學實務研究成果或稱教學實務

成果技術報告之審查項目，包含教學

研發理念與所依據之基本學理、教材

內容與方法及成果貢獻，除創新及可

行性外，強調教學實務應用及對提升

學習成效之具體貢獻。各職級教師審

查項目比例不同，職級越高越強調創

新且持續之教學成果影響力。 

教學實務研究報告彙整近兩三年

來所授科目之教學成果，它不是教科

書，也不是流水帳式教學記錄，著重

符合教學場域、有助學生學習成效、

有特色之課程設計或創新教學策略、

採多元方式評量學生學習成效等，有

學生學習過程回饋、教師教學歷程之

省思與持續改進等之代表著作。    

三、實施困境 

(一) 推動團隊整合困難 

多數學校由人事單位策畫教師多

元升等制度，偏重修訂人事法規和建

制校外專家學者人才庫，執行推動策

略須藉由教務或研發單位，辦理活

動、輔導或協助教師選擇較適途徑升

等，如教師社群或教學工作坊，鼓勵

教師參加校外相關研討會。然各處室

已有執行重點項目，再加入教師多元

升等制度相關活動，難免陷入業務本

位思維。 

試辦教師多元升等制度學校，私

立科技大學須獲學校董事會支持，建

立全校教師共識，改變過往以國際學

術期刊發表論文為主之慣性或氛圍。

試辦學校之計畫目標能扣緊學校經營

定位與學校發展特色，教師職涯發展

須結合學校特色與培育人才，其中之

「衝撞」、「鬆綁」，可謂學校之挑戰與

機會。 

各專業系所教師專業自主、各單

位既有業務繁重，難免各行其是，整

合推動團隊，是否能分工又合作，能

否依計畫進度適時調整策略，乃為關

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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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實務報告缺乏學術嚴謹 

科技大學試辦教師多元升等制

度，除肯定教學績優表現教師外，當

務之急在於建立教學實務升等教師之

公信力，如教師因專門著作審查未

過，退而求其次選擇教學實務升等，

或堆砌多年來之教材或學生作品，缺

乏系統整理撰寫具有學理基礎之教學

實務報告，難免淪於浮濫。 

大學教師之學術素養，首重學術

倫理，一篇嚴謹有價值之教學實務研

究報告，禁得起公開檢驗，其教學目

標結合技職學生核心職能；其教學內

容契合企業職場需求；其教學方法有

助解決職場問題；其學習評量激勵學

生學習動機等，而學生學習成效除客

觀量化學習表現外，佐以質性教學省

思，持續改進教學。 

公開發表之教學實務研究報告，

教師應避免陷入個人的自我感覺或過

於偏狹之專精技術。具機械專業的教

師如何教會學生操作技能；具觀光專

業教師如何引導學生獲取證照及企劃

導覽解說；具餐飲專業教師如何指導

學生獲得餐飲核心職能，除各專業領

域之學理外，研究可推廣專業科目教

學或可應用的教學模式，聚焦可評估

之學生學習成效，為嚴謹學術價值不

可或缺之要件。 

(三) 審查委員之教學專業過與不及 

科技大學試辦教師多元升等制

度，當教師擬以教學實務研究報告升

等，如校外審查委員多以專門著作或

技術報告升等者，難免以既定標準審

查較不熟悉之教學實務研究報告。 

各試辦學校期盼建立全國教學實

務升等專家學者人才庫，而教育部有

意聘請教育專門領域之專家學者為審

查委員。然而，教育專門領域之學者

是否又落入教育專門著作之審查標準

思維，或齊一教學專業審查項目或標

準，忽略科技大學教師教學特質或學

校特色發展，此過於強調教學專業之

情形，不得不深思之。 

各科技大學專業領域專家學者審

查所屬領域之教學實務研究報告，其

在專業領域長期貢獻且獲學術界肯

定，然教學授課時數較少，難以理解

不同學生學習背景或教師教學表現，

或未曾獲得教學績優肯定或未曾參與

教育部相關教學計畫主持人，教學投

入偏重指導少數研究生研發、競賽成

果，可能較不熟稔科技大學教學實務

研究報告之特質，此教學專業不及的

情形，亦須考量。 

四、建議 

(一) 組織有效能的推動團隊 

科技大學申請、執行試辦教師多

元升等制度，由下而上多管道蒐集教

師意見，喚起教師參與意願；由校外

而校內多方徵詢各界各校專家學者意

見，開拓溝通管道，持續修訂相關行

政章則。 

學校教學品質與教師多元升等制

度息息相關，校務經營績效與教師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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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發展相輔相成。教師教學實務為教

師多元升等制度之一，各校依學校定

位規劃不同教師升等途徑或類型，此

非單一或一年期之計畫，且非個別單

位完成之計畫。以學校整發展看教師

多元升等制度試辦計畫，才是永續經

營之策略。 

組織有效能之推動團隊，整合各

單位業務，結合校務發展計畫或申請

競爭型大計畫，扁平化組織持續溝通

協調，方能小處見大，彰顯學校經營

團隊效能。 

(二) 協助教師適性職涯發展 

多年來，科技大學教師聘任與升

等規定，須取得國內外碩博士學位，

方有機會聘任；須汲汲營營國際期刊

之論文篇數才有機會升等。對於專業

技術廣為業界肯定，曾指導學生參加

國際技能大賽獲獎或取得高階證照，

或認真媒合產業或增進學生就業等教

師，較無機會以多元專長升等。 

試辦多元升等科技大學引導教師

教學契合學校教育目標，成為有效能

的教師，同時也達成教師個人貢獻所

學，傳道、授業與解惑，傳承作育人

才之理想。規劃或執行教師多元升等

制度，除教師自發性組成社群外，成

立輔導小組或諮詢小組，協助教師了

解學校定位及辦學特色，且能選擇最

適教師職涯發展途徑，循序漸進，肯

定教師表現，培育多元國家經濟建設

人才。 

 

(三) 逐年充實校外審查委員人才庫 

自 102 學年度試辦教師多元升等

制度至今，僅少數以教學實務途徑升

等之教師，期盼更多學校參與試辦且

鼓勵教師以教學實務升等，才有更多

教師成為專家學者人才庫之審查委

員。 

各科技大學試辦學校組成策略聯

盟，共同建置教學實務升等審查人才

庫，不偏教育專門領域學者或各專業

領域專家，逐漸發展適合科技大學教

師以教學實務升等之審查委員人才

庫。 

教育部規畫在 105 學年度授權各

校自審各職級教師升等審查，或採用

代審方式審查非自審學校之教師升

等，提供各科技大學檢視現有教師聘

任及升等制度機會。這兩三年，正是

準備關鍵期，逐年充實校外審查委員

人才庫，持續修正教師聘任及升等辦

法，完備相關行政程序及內容，以掌

握學校重點特色之發展契機。 

五、結語 

科技大學培育畢業即能為企業所

用之技術人才，教學著重實作、實習

或演練，然教師升等途徑仍以專門著

作升等較多，以技術報告升等較少，

因此，常為社會或企業詬病「技職學

術化」。 

各科技大學試辦教師多元升等制

度，鼓勵教師選擇最適職涯發展途徑

升等。教師以教學實務升等為新增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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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有其困境及因應之道，然藉由試

辦教師升等制度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提高教師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

專業科目或專門技術之「教學」成為

受肯定之教師專業發展，是學生之

福，也是社會之福。 

科技大學教師多元升等制度之教

學實務升等途徑，有助於教師發揮專

業或技技術指導學生，有利於培育畢

業即就業之人才，更能提升高等技職

教育之教學品質，確保培育技職人才

之辦學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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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技職教育學術化的隱憂： 

高職與技專校院間可能存在的「學學落差」 
江淑真 

東海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暨教育所助理教授 

 

 

相對於一般高等教育以發展國際

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為目標，教

育部於技職相關政策則有所謂的技職

再造方案。除了自民國 99 年 1 月 1 日

起開始實施為期三年的「技職再造」

方案，其後民國 102 至 106 年則為第

二期技職再造方案的計畫期間。細究

第一、二期的差異，最大的部分乃來

自於政府部門經費的投入—不同於第

一期最後僅由教育部挪出 3 億作為經

費來源，第二期由行政院明文以「經

濟動能推升方案」之人才培育面向為

重要策略，其規劃之總經費多達 202

億左右，希望透過參考德國、澳洲與

日本等國家在技職教育上的相關做法

以期達成各階段的技職畢業生都可立

即就業的能力、充分提供產業發展所

需的優質技術人員以及改變社會一般

大眾對於技職教育的觀點。 

事實上，根據 103 學年度的統計

資料，目前技職校院總計有 74 所，其

數量與公私立大學校院的 71 所約略相

當。但進一步比照教育部於 2011 年啟

動的五年五百億計畫（頂尖大學計

畫），其中雖對技職體系的大專院校設

有「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但比重

上還是可見其懸殊之處。因此由本次

政府部會對於第二期技職再造方案的

經費投入可知，技職教育的相關議題

乃得到了更進一步受到重視的契機。 

 

至於如何達到技職再造的可能？

有鑑於超過八成的高職生選擇進入技

職校院或一般大學就讀，筆者乃認為

技職學術化的隱憂絕大部分乃來自技

專校院在課程設計乃至於招生方面無

法完善地對應到中等技職學校的需

求。根據筆者所熟識的高職教師反映

（該師教授生物產業機電科），他指

出：長久以來在其專業領域訓練有素

的高職畢業生進入大學後往往成為該

技術科目的熱門小老師，其缺失不但

是高職學生們錯失在專業領域上繼續

扎根的機會，這種現象的產生更顯示

了現今多數技專校院的教師們在專業

領域上實做經驗的缺乏，因而在面對

排山倒海而來的評鑑要求時，乃更加

需要高職畢業生們在實作的協助。 

面對此一存在於中等與高等技職

校院間「學學落差」的問題，我們希

冀能由目前日益導正技專校院在發展

自我學校特色中得到緩解-此項正是技

職再造所強調「與業者訂立聯盟策略

並共構產業導向的特色課程」。所謂危

機正是轉機，當下各大學校院正面臨

少子化風潮所帶來的招生員額銳減的

同時，屬於技職體系的學校更應藉此

將所培養出的人才與普通大學區隔開

來，進一步落實技職學生在學有專精

之餘恢復自我的信心，因而政府大刀

闊斧地從事技職再造的願景才有實現

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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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高等技職教育普通化丶學術化之迷思 
徐昊杲 

龍華科技大學特聘教授 

林逸棟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職所博士生 

 

一、前言 

技職教育與經濟建設及產業發展

關係密切，為配合臺灣的再次經濟發

展與產業升級，所需提供大量優質人

力，技專校院紛紛改制升格，引發外

界對技職教育發展若干的誤解，例

如：傾向普通化與學術化、教師業界

實務經驗不足、畢業生不符產業用人

所需等批評聲浪。但近年來技專校院

師生配合教育部推動相關政策，朝向

務實致用特色發展，落實培育技術人

力角色，已逐漸樹立技職教育應有之

特色。 

教育部自 99 年至 101 年提出第 1

期技職教育再造方案，以「改善師生

教學環境、強化產學實務連結、培育

優質專業人士」為目標，從「制度」、

「師資」、「課程與教學」、「資源」、「品

管」等 5 個面向訂定 10 個策略，以提

升技專校院師生的實務能力，藉此促

使技專校院培育之人才均具備優質之

專業能力與競爭力。 

102年至106年教育部持續編列新

臺幣 200 餘億元，擴大辦理第 2 期技

職教育再造計畫，以「務實創新、推

升技職競爭力」之理念，從「制度調

整」、「課程活化」及「就業促進」三

大面向，透過「政策統整」、「系科調

整」、「實務選才」、「課程彈性」、「設

備更新」、「實務增能」、「就業接軌」、

「創新創業」及「證能合一」等九項

策略之全面推動，全國技專校院在政

策與經費支持下，均能培育具備「就

業力、創新力、全球移動力」的技職

畢業生，充分提供產業發展所需優質

技術人力，已有其重要的成果呈現。 

本文擬就技職教育再造計畫中的

成果及其重要內容，分為技術及職業

教育法落實學校與產業聯結、實務課

程發展及師生實務增能、鼓勵教師以

技術報告升等、擴大推動區域產學合

作中心整合功能及推動產業學院等五

項說明其重要意義與影響。 

二、技術及職業教育法落實學校

與產業聯結 

教育部於 104 年 1 月 14 日公布施

行「技術及職業教育法」，從法制面對

技職學校師資、課程與產業聯結，所

做重要規範如下： 

(一) 明定由行政院邀集相關部會制定

技職教育政策綱領，並每 2 年公

告 1 次，以符合國家經濟及產業

發展需求。 

(二) 確立技職教育之定位，規範各級

學校實施技職教育相關事項，並

鼓勵技專校院以產學緊密結合方

式培育國家各級技術人才，補足

人才缺口，提升國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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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強化技職教育務實致用之教與學

配套措施，鼓勵學校參採各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職能基準

進行課程設計、取得與所學及就

業相關之證照以縮短學用落差。 

(四) 要求技職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科

目教師、專業及技術人員或專業

及技術教師，每任教滿 6 年應至

與技職校院合作機構或與任教領

域有關之產業，進行至少半年以

上與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

究，以提升其教學實務經驗。 

從提高法律位階的規範，技職學

校的教師與課程，與產業聯結更加明

確，配合提供產業發展所需，定能達

成培育優質技術人力的目標。 

三、實務課程發展及師生實務增

能 

教育部於 103 年起，補助技專校

院辦理實務課程發展及師生實務增能

計畫，每年每一所技專校院的 1/3 系科

與企（產）業界聯結，形成系科與企

（產）業結合模式，以互蒙其利。3 年

內將完成全國技專校院所有專業系

（科）與業界的全面聯結。該計畫重

要內涵包括： 

(一) 學校系科自我定位，以配合國家

發展需求，結合地區產業特色，

提供產業所需人才。 

(二) 與產業夥伴策略聯盟共構學生專

業核心能力，調整課程內容對應

產業職能。 

(三) 由學校各系科遴聘業界專家與專

任教師進行雙師協同教學。 

(四) 由各校自主薦送教師赴公民營機

構與業界進行深度研習或深耕服

務，使教師貼近產業，提升實務

教學及研發品質。 

(五) 鼓勵各系科開設校外實習課程，

使學生體驗職場與實務學習，建

立正確工作態度，減少企業職前

訓練成本。 

技專校院辦理實務課程發展及師

生實務增能計畫的推動，各系科與企

（產）業合作同時，其系科與企（產）

業合作難易，將形成系科定位與人才

培育目標的修訂，或者造成就業困難

系科的退場，藉以全面落實技職校院

畢業生立即就業力的提昇。 

四、鼓勵教師以技術報告升等 

為鼓勵實務研究，並促進產學合

作，教育部近年鼓勵技專校院教師以

技術或實務研發成果送審升等，藉以

達到以下功能： 

(一) 技職體系教師就其專業背景及教

學需求多以技術或實務為重；以

技術或實務研發成果送審升等，

將促進其專業與教學研究相結

合。 

(二) 教師從事技術性應用研究，進而

以技術或實務成果送審升等，學

校研發能量就此制度性地導入實

務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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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產業界與學校合作研發之考量，

多在於成果之市場應用性，教師

從事技術性應用研究將提高產學

合作研發之可能性。 

(四) 技職體系教師在升等送審體制之

引導下致力於技術性應用研究，

體現教育務實致用之特色。 

技專校院的教師大量研究時間、

精力與經費，投注在企（產）業所需

實務導向問題的解決，所產生的技術

報告有其重要貢獻。導入升等制度的

誘因，教育部產學合作資訊網（2015）

從 97 學年度以來，教師透過技術告升

等申請件數，維持穩定的成長外，其

所升等的通過率，亦從 6 成逐漸成長

至 7 成，吸引更多的教師投入實務研

究的工作，亦為我國的企（產）業投

入更多的研發成果。 

五、擴大推動區域產學合作中心

整合功能 

為加速技專校院研發成果產業

化，及藉由產學合作成果反饋教學，

以發揮技專校院務實致用特色，教育

部透過區域產學合作中心結合夥伴學

校共同建置產學合作平臺，引導師生

擴散研發成果及服務能量，提供企業

研發創新、經營管理、人才培育、智

慧財產管理與產品推廣等輔導及服

務，近五年區域產學合作中心辦理產

學合作金額、專利獲得、技術移轉，

都有顯著的提升，執行成果如下表。 

 

表 1   

近五年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績效一覽表

資料來源：教育部產學合作資訊網（2015）歷年產學合作

績 效 統 計 ， 取 自 ：
http://www.iaci.nkfust.edu.tw/module/About/LiacStatistic/hi

storyperformance.aspx?n=19 
 

六、推動產業學院 

現行技專校院已有各類產學合作

培育專班、計畫等管道，並具初步成

效，但教育部仍期望藉由推動產業學

院，加以強化學校與業界之交流機

制，使合作機構能充分參與學生甄選

及課程設計，以提升學生基礎技能訓

練，達到畢業及就業的目標。 

藉由「產業學院」開設之契合式

人才培育專班，無論學分學程或是學

位學程，皆是以合作企業具體的技術

人力需求為起點，由企業與學校共同

來規劃實作課程及現場實務實習，以

學程的方式幫助學生完成就業實務訓

練，使其結業後能為合作企業所用。

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雲林科技大

學（2015）公告之 103 年教育部「產

業學院」計畫審議通過名單中顯示，

在 103 學年度「產業學院」計畫，補

助 6 大類，其中精密機械與光機電類

59 校次、電力電子及資通訊類 43 校

次、環境工程及化工材料類 20 校次、

生技、醫護及農業類 67 校次、商管文

創及設計類 138 校次及餐旅及觀光休

閒類 73 校次，所參與學校數幾乎以達

全面推動。整體而言，教育部推動「產

業學院」計畫並非鼓勵學校建置一個

http://www.iaci.nkfust.edu.tw/module/About/LiacStatistic/historyperformance.aspx?n=19
http://www.iaci.nkfust.edu.tw/module/About/LiacStatistic/historyperformance.aspx?n=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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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組織，而是在引導學校建立與產

業共同培育人才之機制。 

七、結語 

技職教育對於國家經濟及產業發

展之影響至深且鉅，各界對於技職教

育學生以升學導向、基礎技術人力短

缺以及教師及學生實務能力不足，導

致學用落差問題，有諸多關注及建

言，充分顯現社會對技職教育發展充

滿高度期待。而教育部自民國 97 年

起，即著手進行技職教育再造工程，

呼應產業界學用落差心聲，推動教師

赴公民營研習、業師協同教學及學生

實習等實務增能作法；辦理技專產業

學院計畫，讓學校與企業共同培育優

秀技術人才，提高企業留用率，營造

親產學之技職教育環境，迄今已有初

步成果；建議未來可適度鬆綁法規，

促進技專校院推動校內研發成果衍生

新創事業、放寬教師企業兼職，並持

續朝緊密鏈結產業需求方向發展，技

專校院畢業生都具有立即就業的能

力，打造實用技職人力，達成人才培

育、技術開發與經濟發展之效益，再

展技職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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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均優質化方案之課程發展功能的整合： 

區域課程發展中心的應用 
閻自安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兼任主任 

 

一、前言 

基於「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適

性揚才、多元進路以及優質銜接」等

理念，教育部自 2014 年 8 月啟動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期待高級

中等教育除了與國中銜接，落實教學

正常與五育均衡外，還藉由高中職的

均優質化方案，均衡城鄉資源，健全

適性環境，提升國民知能，培養公民

素養（教育部，2015a）。 

為落實十二年國教，教育部自

2001 年推動高中職社區化政策，2007

年推動「高中職優質化輔助方案」，

2009 年推出「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習

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2012

年試辦「大學校院協助高中高職優質

精進計畫」，2014 年納入高中，將計畫

名稱調整為「高級中等學校精進優質

計畫」（私立中華科技大學，2015；教

育部，2015b，2015c；教育部國教署，

2015a，2015b）；新北市與臺北市也自

2012 年分別提出「高中高職旗艦計畫」

與「高中職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林

騰蛟、陳玉芬，2012；新北市政府教

育局，2015；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2015）。上述計畫乃期望透過自主申請

的競爭型方案，協助高中職學校發展

特色，加強社區學校的資源整合，借

重大學校院與高中職的策略聯盟機

制，提供質優量足的高中職供國中生

適性就近選讀。 

Lee（1995）曾言：學校再造的潮

流中，變革應該來自基層，教師、校

長、家長、職員、社區或企業應共同

合作，使學校的改革能符合在地的需

求。因此，各種均優質化、精進、旗

艦與領先計畫僅是一種策略性輔助，

最終目的還是需要教師社群基於專業

知能，發揮課程與教學的功能，提升

學生的學習成效；而教育主管機關則

應該發揮區域整合與協調的功能，讓

各地區的高中職學校能相互交流與彼

此合作，產生區域課程與教學發展的

綜效。本文乃基於課程發展的機制，

先探討高中職均優質化方案的課程發

展措施，再試圖建構區域課程發展中

心的輔助藍圖，提出建議供教育主管

機關推動高中職均優質課程與教學革

新時參考。 

二、高中職均優質化方案的課程

發展 

教育部近年推動的高中職優質化

與均質化方案、以及雙北市推動的旗

艦與領先計畫等，可說是當前高中職

邁向均優質化的重要改革措施，其措

施是否發揮課程發展的功能？茲將相

關計畫的課程措施與成效省思說明如

下： 

(一) 均優質化方案的課程措施 

就當前的計畫而言，主要目的在

於協助高中職優質、均衡與特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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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結合大學與產業資源，提升教師

專業知能，獎勵課程與教學研發，增

進學生學習成效，打造適性學習環

境，引導學生就近入學，紓緩越區升

學壓力，穩健推動十二年國教。茲將

相關課程發展措施歸納如下（教育

部，2015c；教育部國教署，2015a；教

育部國教署，2015b；新北市政府教育

局，2015；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15）： 

1. 發展策略聯盟與特色課程：鼓勵學

校推展策略聯盟，與大學或產業簽

訂策略合作，進行課程設計、專題

研究與協同教學，研發校本課程、

教材教法與學習評量，發展特色社

團與活動，強化學校特色課程的規

劃機制。 

2. 鼓勵多元選修與職涯試探：增加選

修課程，廣開第二外語、跨班選修

的課程，鼓勵教師自編教材與大

綱，讓學生皆有適性課表；高職結

合國中技藝教育，開設國中技藝社

團、產學合作課程與職業試探營。 

3. 重視多元能力與服務學習：鼓勵學

校開辦社團與服務學習課，開設專

題研究與製作課程，培養創新研發

能力；實施企業見習，辦理國際交

流，鼓勵學生參與各項檢定與競賽

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品質。 

4. 發展教師專業與跨校交流：鼓勵教

師組織專業學習社群，參與行動研

究、公開觀課與教學演示，推動差

異化教學、學習共同體、業師協同

教學與多元評量，建立跨科、跨

域、跨校或跨國際的異業結盟、交

流與觀摩。 

5. 導入專家諮詢與群科診斷：聘請學

者專家到校諮詢輔導，藉由諮詢輔

導功能，聽取外界意見，建立或調

整辦學觀念；也可以邀請諮詢委員

進行學校群科、領域學門的中長期

發展診斷，找到永續發展的契機與

方向。 

(二) 均優質化方案的成效省思 

高中職均優質化方案產生哪些效

益？吳錦惠（2014）經由實證訪談得

知：學校推動此政策後，學校的課程

觀念隨之轉變，更加重視教師的社群

合作與創新課程發展，學校活動轉變

為課程模組，課程革新邁向精緻化，

雖無法短期內立即見效，但在學校的

辛勤耕耘下，學校的經營會更具效能。 

有哪些值得省思的地方？為提升

均優質化方案的成效，張輝政（2009）

認為校長的態度是推動計畫的成功關

鍵，校長對學校的未來發展願景與目

標應有明確方向，積極參加校際交流

與分享活動，強化自我管理與追蹤的

機制。茲將此方案的相關改善建議歸

納如下（吳俊憲，2012；林志成、鍾

宜欣，2012；張輝政，2009）： 

1. 啟動由下而上機制：計畫運作多由

行政單位負責規畫與執行，相關領

域的教師參與不多；建議學校應凝

聚團隊的發展願景與共識，增加由

下而上的運作機制、以及團隊合作

的模式，讓全員參與多過單打獨

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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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強化教師專業社群：各校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的發展缺少有效引導，多

數聚焦個人興趣而非學生的學

習；建議學校應引導社群發展，讓

教師摒除成見與減少防衛，主動和

外部社群互動，突破自我的侷限。 

3. 專注於課程與教學：計畫內容過於

偏重硬體設備、入學獎助學金、以

及舉辦活動；建議學校應深耕於課

程與教學，發展多元的自由選修課

程，加強行動研究與專題製作，創

新校本課程，拓展學生學習視野。 

4. 提供多元展能機會：為協助學生找

到適性的生涯發展方向，建議學校

應健全社團發展與落實服務學

習，提供學生多元的體驗與表現機

會，鼓勵自我探索與研究創新，強

化成就感與自信心，培育五育均衡

學生。 

5. 善用諮詢輔導機會：各校的諮詢輔

導多僅為乙次，其餘的時間未能善

用諮詢輔導的機會，尋求專家的協

助；建議學校應善用平時的機會，

邀請各領域召集人與教師參與諮

詢會議，促進校際間的合作與交

流。 

三、區域課程發展中心的建置與

未來展望 

在國外，美國奧克拉荷馬州 Tulsa

技術中心的課程部門為改善學區公私

立學校的教學，特研發一套能力本位

的課程發展系統（引自 Bloom，1992）；

澳洲教育部為辦理科學教育相關活

動，於 1973 年成立課程發展中心（引

自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entre，

1975）；此外，英國教育研究基金會、

荷蘭國立課程發展署、日本國立教育

研究院、韓國教育開發院、新加坡課

程發展署、香港課程發展署等機構也

都有課程發展的研究單位，扮演蒐

集、研究、開發、實驗、評鑑、諮詢

與服務、訓練與推廣、國際交流等功

能（引自黃炳煌、羅文基、徐超聖，

1999）。 

在我國，除國家教育研究院於

2007 年成立的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國家教育研究院，2015）外，高中

設有 24 個學科中心（宜蘭高中，

2015），高職則設有 14 個群科中心學

校（教育部國教署，2015c），兩者致

力推高中高職的新課程，落實課程綱

要的配套措施，蒐集課程綱要的實施

問題，推動教師的專業成長方案。 

近年高中職均質化方案的實施，

特別強調適性學習社區裡學校之間的

策略合作與區域整合。因此，除了以

學科/群科中心為本位的中央層級角色

功能外，高中職均優質化的成效如欲

深耕於課程與教學的革新，適性學習

社區裡仍需建置一套區域的整合系

統——區域課程發展中心，讓學校與

教師在此中心的協助下，能順利推動

各項課程與教學的革新方案。 

筆者參酌黃炳煌等人（1999）的

研究，試圖以校本特色課程為目標，

勾勒出兼顧「核心」與「週邊」取向

的「區域課程發展整合系統」（參見圖

1），期待在此系統的運作機制下，教

師能有效參與課程決策與運作，營造

一個支持課程發展的環境。茲將此系

統的運作機制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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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高中職均優質化方案的課程發展整合系

統 

(一) 課程中心的角色與功能 

為協助高中職發展特色課程，區

域課程發展中心應集合課程與學科專

家的智慧，讓學校優先建立課程發展

模式，提供專業諮詢與協助。其任務

包括：1.蒐集高中職課程資料，建置典

藏與分享平臺，辦理分享與展示活

動；2.進行方案的課程研究；3.協助開

發新課程、媒體與教材；4.輔導高中職

進行校本課程實驗；5.協助高中職辦理

課程自我評鑑；6.建立區域高中職聯繫

管道、提供諮詢服務；7.培訓種子教師

與辦理在職進修；8.媒合高中職進行跨

校課程合作與交流。 

(二) 學校與教師的主動參與 

高中職在區域課程發展中心的輔

助下，藉由均優質化方案的補助，激

勵教師社群共同規劃課程藍圖，進行

課程與教學革新。預計達成的目標包

括：1.蒐集區域課程中心資料，上傳至

課程中心，參與區域學校的課程展示

活動；2.進行校本課程行動研究；3.開

發校本課程、媒體教具、教材與評量；

4.進行校本課程實驗；5.辦理自我評鑑

與教科書用後評估；6.尋求課程中心問

題諮詢與輔導；7.報名課程中心的在職

進修；8.參與課程中心媒合的跨校合作

與交流。 

(三) 大學或私立機構的輔助 

高中職除了尋求區域課程中心的

協助外，也能善用社區內外資源－大

學或私立課程研究單位，以補充區域

課程發展中心與學校課程委員會的不

足。其功能包括：1.基於學術研究，蒐

集各界的課程資料，建置典藏、分享

與展示的平臺；2.進行課程理論與實務

研究、市場區求評估；3.進行特定主題

的課程與教材開發；4.進行小規模的課

程與教材實驗；5.評估課程實驗方案的

成效；6.提供消費者諮詢與客製化服

務；7.舉辦新教材的說明會或促銷活

動；8.代辦課程與教學的學術交流活

動。 

四、結論與建議 

為有效推動十二年國教，高中職

均優質化方案已是關鍵的政策方案，

推動至今雖訂有完整的策略、且對教

師社群產生觀念上的改變，但成功的

關鍵仍在於教師社群的參與，若未能

專注於課程與教學、啟動由下而上機

制、善用諮詢輔導機會則方案的成效

將事倍功半。 

此外，為避免學校獨自承擔課程

發展責任而無專業支援，特引入區域

課程發展中心的整合機制，期待學校

執行高中職均優質化方案時，能在區

域課程發展中心的協助下，結合大學

或私立課研機構的資源，研發校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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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課程，活絡教學與學習品質。茲提

出相關建議如下： 

(一) 啟動由下而上的領域社群提案制

度 

均優質化方案的各項子計畫仍以

行政統籌居多，較少領域社群由下而

上提出的課程計畫。因此，建議學校

可以鼓勵教師社群，基於領域學門的

發展願景，提出深化領域教學特色的

子計畫。 

(二) 劃定區域課程發展中心學校的任

務 

均優質化方案常以學校為執行單

位，較少區域的課程協助機制。因此，

建議教育主管機關可統籌現有機制

（研習中心或教學輔導團），轉型為課

程與教學的發展中心，協助各校發展

特色課程，發揮區域內課程整合的綜

效。 

(三) 強化跨校領域課程發展的經驗交

流 

均優質化方案雖鼓勵各校參與跨

校分享，但各領域教師社群較少參

與。因此，建議教育主管機關可在課

程中心的整合機制下，媒合區域內各

社群的橫向（高中職之間）與垂直（高

中職與大學院校、國中）交流，訂出

明確的階梯式課程地圖。 

(四) 導入大學課程研究機構的專業輔

助 

均優質化方案除建置區域內課程

整合機制外，區域內如遇到瓶頸，仍

須仰賴大學院校或專業機構的協助，

以便帶領區域課程中心與學校突破困

境。因此，建議區域課程中心帶領學

校建置中長程的人才庫，以便針對不

同問題尋求諮詢、診斷與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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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技術型高中學術化對學習力之意義 
許全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教授 

陳清煌 

臺北市私立東方工商校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博士候選人 

游玉英 

新北市立忠孝國中校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博士候選人 

 

 

壹、前言 

厚實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能力是

我國實施 12 年國民教育的重點，重視

自主行動、溝通互動和社會參與之展

現與發展（教育部，2014）。鑒於我國

《高級中等教育法》，明訂：「中等教

育繼國民教育後分有普通高中、綜合

高中和技術型高中」（教育部，2013）；

技術型高中由職業學校更名，延續其

教育宗旨與功能。基此，技術型高中

強調職場入門工作技能與職涯學習基

礎能力，奠定潛能之適性發展基礎，

有別於普通高中教育以奠定學術潛能

為重心，強調知能與理論之學習。 

經濟暨合作發展組織（ 2014）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檢視各會員國的職業教育與訓練，提

出《超越學校技能綜合報告》（Skills 

Beyond School Synthesis Report ），探

討進入技術人力培育機構的便捷性與

機制，提出各國之優勢與建議，揭示

中等教育後的短期高等教育是先進會

員國培育優質技術人力的主力，如

美、英、德、瑞、亞洲的日本、韓國

和大洋洲的澳洲。以美國社區學院建

構的繼續學習體系為例，其發展取向

多元，以符應各個族群不同的需求，

提升勞力品質、厚植社會文化資產，

帶動階級向上提升之效益（許全守，

2015）。美國將社區學院做為學術準備

的轉銜教育，以及社區產業需求技能

的培訓中心，更是豐富化民眾基本能

力、素養與生活、職場人員繼續進修

的充電站。 

處於知識經濟時代，創造、創新

及內化轉移應用之軟實力，已成為未

來產業成長和結構優化升級的關鍵，

成為各國提升人民能力品質的優先工

程，多元人才開發為先進國家共同的

取向。值此，國內高等教育體系完備，

設校數多且育才的容量充裕，若能掌

握符應國人期望獲有高學歷之殷切需

求，落實多元、適性展能可說是形塑

學校辦學特色的時機。技術型高中學

術化具有異曲同工之處，若未能藉由

學術化奠定優質、多元、適性高端人

才培育之基礎，或藉由職場導向落實

務實致用教學，奠定具學習力之入門

就業能力之辦學特色，擴展技術型高

中之時代使命。爰此，技術型高中學

術化是一理想與願景，仰賴實務技能

為學習平台，學術化邁向高端技術人

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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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學生、家長與產業對尋求高

層次技術人力之取向，以及國家產業

取向先進高端科技之經濟發展，技術

型高中成為升讀技專校院的跳板，學

術化已是必然之選項，以奠定高端、

多元與適性之優質人才之基礎，為本

文探討學術化之重點。 

貳、成功職涯有賴學習力之提升 

本文所謂「學習力」，是藉由技術

型高中提供學生繼續學習之能力，聚

焦於順利進入技專校院接軌之學習，

以及進入職場、獲得工作及接軌職場

繼續學習的能力。職涯發展是每個人

生命歷程中重要的議題，自個體步入

職場獲得支薪工作以維持生計的開

始，涉及工作抉擇、擁有、學習、更

換和晉升等活動歷程（Harvey, Locke, 

& Morey, 2002），其核心是工作能力，

通稱就業力，這一就業力具有可攜

帶、可轉化、可應用於不同領域或工

作（ACTE, 2010; Harvey et al., 2002）。

基此，核心就業力（core employability）

是職涯成功發展的關鍵，賴以因應產

業或工作的質變。個人必須透過工作

上之歷練內化和持續學習，形塑就業

力以因應工作隨時代的變革而質變，

調適個人符應工作，延續職涯之順利

進展。故，成功職涯需以仰賴學習力。

建構健全便捷的終身學習體系，成為

當前先進國家培育優質勞動力的重

點，諸如 OECD 自 1973 年倡議《終身

學習》（lifelong learning）以來，陸續

關注這一議題的進展，諸如《為工作

而學》（learning for jobs）和《超越學

校技能》（skills beyond school） 等倡

議，其真諦不外是厚實優質國民職場

之能力（OECD, 2014）。爰此，技術型

高中理應有別於普通高中，扮演厚植

學生「職涯發展」的續航力與學習力，

幫助學生作好準備邁向開展成功職涯

的基礎。時值國內、外取向高科技先

進產業發展，學術化課程已成為技術

型高中辦學的另一重要工程，以幫助

個人有志實現完成高等教育外，也符

應國家產業發展需求高端人才之理想

與願景，進而培養因應時代巨輪調變

與繼續學習之能力。 

參、後期中等教育學術化之教育

作為 

人類文明正處於科技資訊化之蓬

勃發展、有效應用之紀元，被譽為自

機械化的第一次工業革命、自動化的

第二次、第三次科技資訊化，甚至第

四次的智慧製造--德國倡議的工業 4.0

（賀桂芬、黃亦筠，2015），促使整個

人力資源的舞台產生巨大的質變，將

人力素質成為國際競爭的標竿指標。

德國豪邁的企圖，維繫於擁有優質的

技術人力和穩定的產業基礎與文化，

凸顯其高端先進產業之獨領風騷外，

也嶄露以優質技術人力當後盾的續航

力，由此可知，學習力是國家勞動力

優化的基礎，也是個人成功於職場開

展成功職涯的首鑰，也是技術型高中

建構就業取向投入職場必須擁有的學

習力。 

誠如美國職涯與技術教育協會

（2010）（Association for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ACTE），針對美國

《21 世紀技能方面在職涯技術教育聯

盟和夥伴關係》一文中指出，在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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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全球經濟活動中，後期中等教育

階段之學生，為因應時代需求，需致

力於準備國民職涯教育和公民參與而

努力，對國民的未來就業和履行公民

責任亦有取向更高的期望。諸如，在

後期中等教育階段，重視其學術智

能、技術知識、技能和就業能力等三

方面之培育。在高等教育階段，關注

公民之職涯和生活的終身學習，擁有

便捷實惠的社區學院，提供多元、彈

性的終身學習、回流教育和豐富化國

民生活的學習機會與場所。倡議 21 世

紀的職涯技術教育（Career Technical 

Education, CTE）需落實學生的職涯準

備教育，改變教育行動綱領，以加惠

更多的學生，其策略如下： 

1. 須以學生的學習為優先，滿足不同

學習風格的需求。 

2. 須引導學生獲有相關產業所需要

的 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

學）能力，滿足高成長、高工資等

高端產業之需求。 

3. 後期中等教育階段需提供學生學

習職涯技術教育，職群所需的工作

技能與預修高等教育學科的機會。 

4. 須促進學生和老師、雇主和高等教

育機構之間的夥伴關係。 

5. 高等教育階段（社區學院）需為職

涯技術提供最適切的準備，落實轉

銜接軌後期中等教育之需求。 

綜上可知，美國為厚植國家產業

人力，已開始關注如何使中等教育後

期學制能順利銜接高等教育；對職場

提供職涯試探學習機會與建置銜接體

系，以符應國家的教育體系或機制，

將培育國家勞動力的重心放在高等教

育（含社區學院與短期大學）階段，

並強調以學生的學習力為教育目標。

「他山之石可攻錯」，時值我國推動 12

年國教之際，技術型高中學術化之課

程與學習正可協助學生做好成功職涯

之準備，支持學生厚實繼續學習力，

藉實務體驗學術之知能學習，建構厚

實、穩健的基礎，以奠定邁向成功的

職涯發展。 

肆、我國技術型高中學術化之需

求與現象 

所謂技術型高中學術化是以厚實

繼續學習、生涯發展、職階晉升之能

力為使命。目前我國技術型高中在學

生升學及產業發展需求等層面上，已

呈現出學術化之傾向，分述如下： 

(一) 技術型高中生升學需求取向 

我國自 1996 年陸續將技專校院升

格為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從技術學

院 10 校所增加到 2014 的 74 校（含技

術大學）。依教育部統計處（2015a）

資料顯示，目前大專校院共計 159 校，

一般大學 71 校（佔 44.7%）、技專校院

88 校（55.3%，不含軍警），技專校院

中公立學校 17 校。大專校院學生數從

24.5 萬人增加到 124.5 萬人，即增加了

4 倍。另依教育部統計處（2015b）資

料顯示，我國高等教育 103 學年大專

校院核定招生名額，包含日間及進修

學制在內共計 40.3 萬人，新生實際註

冊人數 33.2 萬人，整體平均註冊率為

82.7%（一般大學 88.9%，技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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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招生尚缺額 6.9 萬人，不含研

究所之招生缺額為 5.5 萬人，學士班

（含四技）之註冊率 84.2％。可見，

年容納人數高出畢業人數，顯示完成

中等教育的畢業學生選擇入學的成功

率和需求升學的比例大於畢業生人數

與比例，只要有意願繼續升學的高中

生，皆有機會進入大學就讀。以 101

學年度，技術型高中生的整體的升學

率高達 81.1％，就業及重考人數的比

率卻不到兩成（教育部統計處，

2014a）。大專校院的普設、高等教育

的大眾化與普及化，在升學機會高容

納、高升學意願下，技術型高中之學

術化是必然的取向，相對地，優質高

端人力的產出將面臨嚴峻的挑戰。 

依教育部統計處（2015a）公布之

《102 學年技術型高中畢業生升學概

況》統計，升讀大專校院的學生中，

升讀私立大學占 75.06％、公立大學占

21.86％、二專占 1.69％、其他占 1.29

％。依縣市地區別的升學率最高達

92.73％、最低亦有 56.06％，相差高達

36.71%。按群別分析升學率，以外語

群最高達 95.55％，化工群 94.99％，

土木與建築群 90.61％次之；而升學率

最低者為海事群 63.01％，其次為餐旅

群 69.81％、家政群 71.54％與水產群

75.41％，各群科間的升學率雖然有所

差異，但均以升學為主要取向。 

考量國人對升學之殷切期望，技

術型高中學術化是必然之選項，然仍

有部分學生需要就業，部分產業也急

需基層實務技術人力的投入，此為技

術型高中有別於普通高中的教育使

命、目標和功能，也是技高課程和教

學的獨特價值。，並避免發生如同美

國綜合高中被質疑「被遺棄的一半」

（William T. Grant Foundation, 1988）

之現象。誠如，行政院主計總處（2012）

統計資料顯示，101 年 8 月底美髮、美

容及造型設計有關工作人員短缺 2,451

人，其中 26.1％需具高中學歷，教育

程度不拘占 73.9％，最低工作經驗不

拘占 97.7％，以美容相關產業需求來

看，學歷並非是重要條件。 

(二) 產業人力需求之推估 

依國家發展委員會（2015a）提出

的《104-106 年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

及推估彙整報告》，揭示我國 28 項重

點產業所需之專業人才中，需求最多

的是專業人員占 65%，其次是技術員

及助理專業人員占 14%，兩者加總高

達八成。若以教育程度之需求分析，

大專學歷占 81%，其中碩士以上學歷

占 12%，相對地，高中以下只占 3%，

有 4%表示無特別限制。此數據凸顯出

國內重點產業之用人，以高端人力為

主流，其教育程度要求以大專為主，

高達近七成（69%），可見重點產業人

才需求面以大專畢業學歷為主。 

透過產業趨勢對人才影響分析，

學歷是其關鍵要素。根據國家發展委

員會（2015b）2014-2016 年重點產業

專業人才需求，在 11 項重點產業 67

關鍵職缺中，有 54 項職缺需具高等教

育學歷（占 80.1%），顯然以目前技術

型高中學歷，在重點產業中恐較難獲

得適當之職缺。可見產業對人力需求

的趨勢，讓技術高中不得不配合轉型

與重新定位，提供較寬廣的升學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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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尋求技術的精進與旁通，或再

深入技術背後的理論。在各產業需求

技術內涵中，朝向具有發展性的技

術，作為後期中等教育階段技職業教

育的重點項目，亦為另一個值得努力

的方向。 

(三) 產業朝高值化發展需高端人力投

入 

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以及高端

人力之培養是經濟發展戰略重點，行

政院（2012）推動我國產業結構優化

計畫，提出臺灣應朝「製造業服務化、

服務業科技化與國際化、傳統產業特

色化」的「三業四化」發展，作為產

業結構優化推動主軸。根據工業技術

研究院（2012）提出我國產業結構優

化方向，以研發人才之培育為主要任

務。在國際產業發展環境大趨勢中，

以國際化、科技化及優質化為利基，

提出產業六大趨勢與人才培育方向，

分述如下： 

1. 研發創新的國際化，因各國人才流

動國際化，需培育具競爭創新、軟

體與服務加值之人才。 

2. 生活型態之多元智慧，生活科技及

智慧化，應培養國家軟實力之人

力。 

3. 科技環保之匯流整合，綠色環保科

技，結合數位科技，再革新與整

合，應培養以數位科技與整合能力

之人才。 

4. 銀色商機之轉型，人口結構變化，

從健康長壽、年齡延長，以爭取銀

色商機。 

5. 爭取綠色商機：氣候變遷資源欠

缺，處理能源危機。 

6. 國家勢力與經濟勢力之重新洗

牌，需培養具有國際語文溝通能力

與數位科技應用之世界公民。 

以上為臺灣產業發展趨勢，透過

知識創新，多元智慧、新產品的開發、

營運模式的改善及品牌特色的建立，

協助其在質與量的全面升級。除確保

產業人力供給無虞，更培育高端升

級、多元創新之人才，以引導產業朝

高值化發展。 

(四) 產業不斷質變終身學習是必然選

向 

德國提出「工業 4.0（ Industry 

4.0）」、美國倡導「AMP（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先進製造業

夥伴關係）」，這些概念激發風起雲湧

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工業技術研究

院，2015）。在產業產生質變的過程，

國家教育政策需依經濟的發展方向做

調整與對應，高等教育為高端人才提

供重要平台，需要不斷充實、更新知

識。此時期對公共教育經費的需求最

為迫切，教育政策決策者重視基礎教

育、高等教育的同時，需建構終身教

育體系與回流教育，以延續與充實、

轉換與進階職涯的知識與能力，並與

產業需求接軌，奠定成功職涯的就業

力，運用終身學習是必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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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技術型高中學術化取向，不僅是

先進國家普遍價值，更是符應國內學

生、家長、社會和產業的需求，為國

家產業發展的建立基礎。藉自中等教

育後期雙軌教育體系之優勢，以務實

致用之理念提供學生由體驗內化知

識，轉化理論為學習力，建構厚實穩

健之職涯就業力，導引邁向成功職涯

發展，培育優質高端的勞動力。故，

技術型高中學術化能符應世界潮流及

國內需求，實有其必要性與重要意義。 

(二) 建議 

1. 務實致用依然是學術化成功與否

的前提 

務實致用是技術型高中有別於普

通高中的辦學價值。技術高中學術化

課程必須植基於務實致用的教學，以

符應各校、各科、各地區縣市學生的

特質和需求，在校本課程和教材上有

所殊異，考量對應的升學進路，而非

一致的課程和內容，並配合適性輔導

做適切教學。基於學術化之理想與願

景，以實務技術厚實學理之學習力，

奠定堅實的學術基礎。 

2. 符合學生本質的校本課程是實現

學生需求的優先工程 

技術型高中學術化必須植基於學

生特有的本質，各校學生有其升學的

對準校院系科，亦有就業對準的職

場，其入門技能和繼續學習基礎有賴

技高的課程來培育。爰此，符應學生

需求的教育本質，在課程規劃、校本

課程與教學方式落實適性教育，實為

技高致力達成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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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實習實作扭轉趨向學術化之高職學校教學 
李怡穎 

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助理研究員 

陳中慧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一、前言 

自 2005 年高職學校課程架構公告

採群科課程綱要以來，究竟要以「群」

或維持「科」為主體來運作，始終存

在著不同見解。高職各科有其專業特

色，但科歸屬群是課程綱要的規範，

兩者之間牽涉到了聘任的師資專長、

部定及校訂課程安排、實習設備購置

等諸多需求的考量，稍有落差則影響

學生三年的課程學習。學校本位特色

的發展影響課程安排，從學校總體課

程計畫可以檢視科組課程規劃朝向專

業實務或是學術理論，當專業實務也

淪為課堂講述或複習升學試題，高職

學校群科默默的導向學術化教學，對

於職業學校以教導專業知能、涵養職

業道德、培育實用技術人才，並奠定

其生涯發展基礎之教育目標將更為遙

遠。技職教育強調務實致用，課程綱

要規範的是共同基礎科目，學生參與

實務活動也可整合所學，彌補連結課

堂學習與業界實際運用之差異。本文

將探討競賽、檢定與證照等實習實作

等活動，以期引導高職群科強化專業

教學，扭轉高職學校教學趨向學術化。 

二、競賽與檢定強化實習實作 

依照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5 條規

定：高級中等學校分為普通型、技術

型、綜合型及單科型計四種高級中等

學校；其中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為提

供專業及實習學科為主課程，包括實

用技能及建教合作，強化學生專門技

術及職業能力之學校；也就是國人熟

知的高職。高職分為工業類、商業類、

農業類、家事類、海事水產類及藝術

類共 6 類；再細分為機械群、動力機

械群、電機與電子群、化工群、土木

與建築群、商業與管理群、外語群、

設計群、農業群、食品群、家政群、

餐旅群、水產群、海事群及藝術群共

15群；各群涵蓋之科別總數為91科（技

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群科課程推動工作

圈，2014）。高職依循群科課程綱要的

規範，除了共同科目的國文、英文及

數學外，尚有專業及實習科目，以致

於各群科之課程安排相較於普通型高

級中等學校提供基本學科為主課程，

強化學校通識能力而言，顯得複雜且

專精。面對少子化的來臨，尤以高職

學校需投入資金採購機具設備以符合

教學所需，若未能塑造本身辦學特

色，並多加投資於專業及實習師資培

訓、課程安排、設備汰換等，將可能

導致高職學校普通化，逐漸傾向普通

型高級中學的辦學方式，長遠影響技

術人才培育，亦不利於產業人力需求

與技術提昇。 

高職教育不同於高中教育之處，

在於遵循群科規劃而有特定領域之專

業及實習科目，雖然群科課程綱要規

範了部定層級的科目，但因應學校發

展特色所需，亦提供了相當大比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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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訂必修或選修科目。然而群科課程

調整已近 10 年，令人訝異的在於課程

規劃的理想並未付諸實現於學校的排

課，探索其緣由，仍囿於師資及設備

的因素，但對於莘莘學子而言，則是

課程綱要所預期學生須學習的內容有

所落差。 

舉例來說：高職機械群課程綱要

修訂工作曾列舉新課程之部定專業及

實習科目如機械實習訂為 3 學分（國

立臺灣科大工業類課程發展中心，

2004），而歸併在機械群之各科，當時

該課程學分數分別為機械科 24 學分、

板金科 0 學分、鑄造科 0 學分、製圖

科 0 學分、模具科 16 學分、機械木模

科 0 學分、配管科 0 學分及機電科 6

學分。雖然推動課程綱要同時也研擬

諸多配套，比如將專業及實習科目由

56 學分調降為 28 學分；校訂科目由

34 學分提高至 56 學分，顯然給予學校

極多的本位課程發展空間。但經歷

2005 年公告之群科暫行課程綱要及

2008 年公告之群科課程綱要，以機械

群部定科目之機械基礎實習為例，仍

維持當時規劃的 3 學分，但實際授課

時數與內容卻難以跟 1998 年推動之課

程標準相比，而原本期望藉由群科課

程綱要所授予學校本位課程來開設選

修課程，以提升具特色之實習實作能

力的科目時數亦不復見。探其原因，

仍繫於既有師資專長及授課時數與機

具設備的操作與數量；校內有相關科

組者，專業教師彼此支援的心態不

同，同樣時數與同樣教材，考量學生

科別背景與專長要求，則有不同的教

學要求，校內若無相關科組者，專業

教師的聘用與設備妥善率亦是一大挑

戰。諸如此類，在 15 群科亦有類似科

目，對於學生的受教權益實有影響。 

俗語說：「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

人」。依據課程綱要編撰之教科書，能

提供的是群科部定科目的基礎教學內

容，包含了理論與專題製作等實務課

程，有助於協助學生瞭解本身群科的

知識與技能。近年來，教育主管部門

鼓勵辦理工商業類科等技藝競賽、推

動在校生技術士專案檢定與勞動部建

置職能基準及技能職類認證等措施，

以貼近業界實務的作法，也在銜接高

職升學的技專校院推動最後一哩就業

學程、產業園區產學合作計畫、成立

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及設置技術研發中

等等，以引導課程規劃及輔助學生運

用課堂所學，進而蒐集資料、互助合

作、創新發展等，並融會貫通，以展

現應用與分析等較高層次的認知領域

學習成果。這有助於彌補高職生嘗試

整合專業及實習課程之所學，亦訓練

其解決問題的能力；因為學生對於參

加競賽、檢定或取得證照有興趣，引

起學習動機，進而主動學習、發現問

題及加強練習。對於學校教師而言，

若能善用學生參與競賽與檢定的練習

過程，進而轉化為教案，運用在相關

實習實驗課程的教導，將有助於全體

學生接收業界實務作業的訊息，翻轉

課堂的學術講課，促使教師除講授教

科書的內容，也加強補充實務內涵。 

不可否認的，有些實務操作技巧

無法用投影片講述或單純的言語形

容，非得本身有所經歷方能知其箇中

奧妙。例如：中國大陸自 2010 年加入

世界技能競賽組織，到本（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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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參加國際技能競賽，從最初參

賽的零金牌，本年派出 32 位選手參加

29 項比賽，獲得 5 面金牌、6 面銀牌、

3 面銅牌、12 個優勝獎；其關鍵則在

於頓悟做得多與做得快，並非就能獲

得勝利，而是需要理解競賽流程、遵

循規範及要求，因為外界的肯定才是

真實的認同，所以參加國際技能競賽

已影響其選手培訓，中國大陸的技工

學校、技師學院的養成教育也隨之漸

漸改變。而我國自 1970 年參加國際技

能競賽，本年選派 41 位選手參加 39

職類競賽，共獲得 5 金 7 銀 5 銅 19 優

勝之佳績，團體成績排名世界第 3 名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

心，2015）。藉由參與競賽、檢定與證

照，學習其規則與內涵，透過教師將

其融入到高職專業及實習科目之中，

讓多數學生也能體會競賽、檢定與證

照的要求與規範。從基礎做起，引發

學生實際動手做的興趣，也促使教師

能運用技職教育再造方案所補助購置

的機器設備，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參與

競賽、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選手。當

學生在動手做的同時，或許就頓悟專

業實習課程須具備專業理論知識，專

業理論課程須透過實習操作來驗證，

兩者缺一不可。更督促高職學校及教

師重視技職教育強調務實致用的可

貴。 

要避免高職學校群科教學趨向學

術化，主要的關鍵則在學校與教師的

態度，但學校與教師因為承受家長、

學生與校友等壓力，只有遷就升學而

彈性課程安排與專注專業內容複習與

講解。高職學生升學與高中學生不同

的在於普通型高級中學課程安排都是

國文、英文、數學等基礎學科，雖亦

有物理、化學等實驗課，但與技術型

高級中學講求的是專業及實習科目等

應用學科的教學方向明顯不同。然

而，這也許是因為升學考試未能辦理

大規模的實作評量，而導致未在預期

內的考試領導教學，學生仰賴參考書

習題進行紙筆練習，而忽略了實習實

作的經驗累積。 

高職階段若未能重視實習實作，

偏重學術化的結果，屢屢被提及電機

電子群的學生擔心被電而不敢換燈

泡、機械群的學生不熟識圖與車床的

操作等等各群類專業及實習科目陸續

浮現的隱憂，高職階段未照表操課演

練實習，當熟悉紙筆測驗之學生順利

升學、順利修習教育學程後順利擔任

教職，反而成為災難的開始，因為教

導學生儀器操作流程時，若該注意而

未注意、該教而未教、該養成的習慣

卻未養成，容易造成工安事件，其所

教導之學生後來無論升學或就業，都

免不了被系所教授或公司老闆一番苛

責，徒抹殺學生的自信心。此情況在

日積月累多年後，對於國家整體技職

教育將是莫大的隱憂！ 

三、建議 

技職教育著重務實致用，高職教

育的學習歷程對於進入技職教育體系

的學生而言，實習實作的課程學習是

相當重要的階段。經由政府機關的積

極宣導與經費支持，愈來愈多的技專

校院與高職學校攜手合作，並與業界

產學合作，就讀高職學校的學生，可

以經由在學期間到業界的實習，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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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的技術，而回到學校上課時，也

可思考實務與理論的異同點。但業界

的規模大小不一，能夠容納的學生人

數不盡相同，一昧的寄望業界提撥實

習名額，仍會有所落差。高職學校的

實習實作課程是讓學生動手做的基

石，基礎打好，往後的生涯發展更能

得心應手。建議高職學校實習課程的

教學安排，能有新穎的規劃。優先檢

視與課程類似之技藝或技能競賽，導

入其規格要求、製作方式及評選標準

等要求。讓學生在實習實作課也能營

造參與競賽的氣氛與態度，提醒學生

要戰戰競競的紮實學習。或是模擬與

課程相似之技能檢定術科應檢參考資

料，參考其作業配當表，讓學生於實

習實驗課程演練其流程步驟，亦可由

同儕依據評分表互評，以強化學生對

於課程的學習興趣。 

高職學校群科的專業及實習課程

對於學生而言，是奠定良好專業基礎

的時機，實作不同於學術課程，需要

多加練習來熟悉與應用。期盼高職學

校在推動業界實習時，也能翻轉課程

綱要既定的實習實作課程，在課程綱

要的包容下，結合外部的競賽或檢

定，讓學生在實習實作課程添增更多

興趣與自信，邁向成功的未來！ 

參考文獻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群科課程推

動工作圈（2014）。職業學校群科歸屬

表 。 取 自

http://vtedu.mt.ntnu.edu.tw/vtedu/node/247

。 

 國立臺灣科大工業類課程發展中

心（2004）。高級職業學校機械群課程

綱要修訂工作。載於臺北市立松山高

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主編），臺北市

九十三年度技職體系高職課程綱要學

校本位課程領導與發展研習（三）資

料（頁 30-52）。臺北市：臺北市立松

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

心（2015）。第43屆國際技能競賽英雄

榜 ─團 體成 績世 界第 3 名 。 取自

http://www.labor.gov.tw/home.jsp?pageno

=201202050001&acttype=view&dataserno

=201508250001。 

 

http://vtedu.mt.ntnu.edu.tw/vtedu/node/247
http://vtedu.mt.ntnu.edu.tw/vtedu/node/247
http://www.labor.gov.tw/home.jsp?pageno=201202050001&acttype=view&dataserno=201508250001
http://www.labor.gov.tw/home.jsp?pageno=201202050001&acttype=view&dataserno=201508250001
http://www.labor.gov.tw/home.jsp?pageno=201202050001&acttype=view&dataserno=201508250001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11），頁 75-80 

 

技職學術化  主題評論 

 

第 75 頁 

臺灣技職教育學術化發展省思 

—從德國、美國、新加坡經驗分析 
謝宗順 

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 

黃兆璽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臺灣於 1990 年代開始的一連串教

育改革運動，對於後來教育發展的走

向產生相當大的影響。1994 年「410

教改聯盟」提出四大教育訴求，其中

「廣設高中大學」的主張，使得後續

臺灣中、高等教育體系發展及學生流

向有極大的變化。90 年代教育改革之

前，高中與高職學生人數比約為 3:7；

教改之後在政策方向及相關措施的影

響下，許多高職逐漸轉型為綜合高

中，整體選擇就讀高中的學生人數不

斷上升，比例也逐漸成為現今的 6:4 至

5:5 之間（高中/高職）（教育部，2015）。

另一方面，為了暢通技職教育體系升

學管道，教育部也於 85 學年度起實施

第二教育國道政策，建立「高職學校-

專科學校-技術學院-科技大學」的一貫

化技職教育體系。許多專科學校改

制、升格為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以

滿足技職學生升學進修的需求（黃政

傑，1999）。然而，在進入 2000 年之

後，技職教育政策改革的結果逐漸浮

現，引發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與討

論。 

從 1995 年到 2005 年，大學與技

職校院的總人數增加了近 3 倍之多，

其中普通大學院校部分學生人數在十

年內增加了約 20 多萬人；而在技職校

院方面，學生總人數更是從 1995 年的

16,324 人，增加到 2005 年的 436,739

人，成長近 27 倍（周祝瑛，2008）。

監察院針對我國技職教育發展，曾分

別於 91 年、93 年及 98 年進行「科技

大學及技術學院定位發展之探討」、

「提昇技職教育與追求高等教育卓越

發展之成效與檢討」及「提升技職教

育水準增強就業能力」等專案調查研

究，並於報告中提出技職教育發展在

法制及體制、學生升學就業、教師聘

任升等、課程與教學、職業證照與產

學合作等亟需改善解決的問題。而在

「提升技職教育水準增強就業能力」

報告中也明確指出：“…技職校院課

程設計與產業發展契合度不夠，實

驗、實習時數太低，以致畢業生無法

符合業界需求；技職教師升等仍以 SCI

論文送審為主，導致教師重研究輕實

務經驗，實務能力有待提昇…”、“唯

因高等技職校院過度開放，且發展目

標與普通大學亦越趨相近，在缺乏發

展特色之下，高職教育轉為升學取

向，導致技職學生實作能力不足，技

職教育水準因而有降低傾向”（監察

院，2010：I-II）。 

回顧技職教育近二十年的發展，

在制度、師資、升學、就業等各個層

面都出現許多值得探究的問題。然而

上述監察院所指出的「技職教育學術

化」的現象，或許是一個分析技職教

育發展的切入面，有助於進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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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技職教育發展的盲點。因此本文

從技職教育學術化的角度省思臺灣技

職教育發展，並以德國、美國、新加

坡的發展經驗與臺灣進行比較，探討

技職教育的定位、教育體系中的分流

與整合、技職教育與學術教育的關係

等問題，釐清臺灣技職教育走向學術

化發展的原因。 

二、德國、美國與新加坡的技職

教育發展 

(一) 德國技職教育發展的定位與特點 

德國技職教育體系享譽全球，其

模式常成為各國技職教育發展的重要

參考。 

德國技職教育的定位相當明確，

主要目標就是發展實用技術，培訓學

生實務操作能力，以「工作教育」的

理念為核心來展開各級教育。德國技

職教育模式著名的「學徒制」、「二元

制」，強調企業與學校的教育整合，讓

學生約 2/3 的時間在企業學習實務技

術與知識，約 1/3 時間在職業學校學習

普通及通識課程。學生在進入二元制

體系之前，並非接受普通學術教育，

而是在小學升上中學時即分流進入實

科中學或主幹學校，主要學習側重工

作教育的相關課程，為未來接受技職

教育預作準備。德國教育體系在小學

階段後期（約第五年）即開始進入定

向階段及準備後續的分流，學生可依

據自身學術能力的表現，評估適合進

入的中學類別（主要有實科中學、主

幹學校及文科中學或綜合中學三大

類）（江文鉅，2006）。德國（早）分

流制度雖然一直存在一些批評的聲

音，但依然成為整個德國教育體系發

展的重要基石。德國無論是發展技職

教育或學術教育，或是在兩種教育中

採用一些整合的課程，都始終堅持

（早）分流制度，讓技職教育與學術

教育各自發展，以不同的標準、方式

追求各自體系的提升與卓越。德國教

育體系的特點可說是“分中有合”，

即以分流制為基礎，讓技職教育加強

通識課程，讓學術教育兼採實習訓

練；另一方面就是技職教育的發展必

須有企業的加入，而企業與學校的良

好整合協作，是二元制成功的關鍵，

也是德國技職教育領先全球的秘訣。 

(二) 美國技職教育發展的定位與特點 

美國在頒布史密斯休斯法案之

後，綜合中學就逐漸成為美國中等教

育的主要形式；而根據美國教育家科

南特的建議，綜合中學有三項重要的

教育職能：針對全體學生實行普通教

育、針對準備升入高等學校的學生實

行升學教育以及對其他學生實行技職

教育，綜合中學並據此分為普通科、

學術科及職業科。到目前，美國在中

學階段主要是透過綜合中學職業科來

實行技職教育，很少單獨設立職業技

術學校（翟海魂，2008）。另外在高等

技職教育方面，為了滿足當時退伍軍

人從業及適齡人口入學高峰的需求，

1960 年代美國高等教育朝向大眾化發

展，技術學院及社區學院也因而大量

興起；然而在實際上，人們更願意進

普通大學接受學術性的教育，高等技

職教育常被視為找尋工作的工具而

已，而高等技職教育的質量也受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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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與其說是“高等技職教育”，不

如說是“高中後技職教育”（匡瑛，

2006）。1980 年代美國為應對社會經濟

的變化而開始一連串教育改革措施，

而其中 Ray Marshall 博士在其《教育與

國家財富：思考生存》一書中針對這

些措施指出，美國應該學習德國與日

本的人力資源開發政策，將經濟發展

與教育政策進行良好的結合，參考德

國從學校走向工作的培訓模式，以培

養出高績效與高技能的工作組織與勞

動力（馬歇爾、塔克，2003）。1994 年

5 月，柯林頓總統簽署了《1994 年從

學 校 走 向 工 作 機 會 法 案 》

（School-to-Work Opportunities Act of 

1994），該法案提出從高中二年級開始

實行為期三年的學校職業技術教育及

企業培訓，通過者可獲得高中文憑及

產業界認可的職業證書，希望透過此

一計畫加強美國高中生的職前就業教

育。此外，包含 1998 年通過、為加強

生涯與技術教育的《帕金斯第三法

案》，都是 1990 年代開始美國展開的

一連串技職教育改革措施，其目標就

在於將教育界與產業界對於加強技職

教育的共識付諸實行，而這也是對美

國綜合中學體系下技職教育相對不足

的一種補充（翟海魂，2008）。美國的

教育體系以“合中略分、普通教育為

主流、技職教育為補充”為其特點。

基於美國重視“教育平等”的教育理

念，中學階段普遍以綜合中學的形式

來進行中學教育，學生主要仍以上大

學為其目標，技術學院及社區學院則

扮演一種“轉換”（轉學至大學）的

冷卻（cool-down）功能及“技職培訓”

的補充功能。 

(三) 新加坡技職教育發展的定位與特

點 

新加坡於 1965 年獨立建國，至今

不過五十年，但其政府的高度效能及

高國民所得等優異表現，讓這個國土

面積僅約七百餘平方公里的國家，成

為全球具高度影響力的國家之一。新

加坡的成功，與其國家菁英在獨立初

期對自己國家的精準定位有很大的關

係。他們認為，新加坡是個小國，資

源相當缺乏，獨立初期又面對馬來西

亞、印尼等國家的經濟競爭，讓新加

坡政府充滿危機感，所以一切施政的

核心理念就是確保新加坡的生存、安

全與發展，其中尤以經濟發展為首要

目標。在此背景下，新加坡的教育體

系，雖然歷經數次重大改革，但始終

與經濟發展保持高度的整合關係，成

為新加坡優秀人力資源的重要培育管

道。 

在追求國家整體競爭力的戰略架

構下，新加坡教育體系實行雙軌分流

制，在中學階段開始，學生依照小學

離校測驗（PSLE）的成績分別進入以

實行技職教育為主的普通工藝班

（Normal Technical，簡稱 NT），或以

學術教育為主的快捷（Express）班，

或是介於中間的普通學術（Normal 

Academic，簡稱 NA）班，以不同課程

分別進行培育。在中學後，NT 及 NA

班學生參加 N Level 考試進入各類工

業、教育學院接受技職教育，或加學

一年後（NA 班）與 Express 班學生一

起參加難度較高的 O Level 考試，依照

成績進入初級學院（準備進入大學的

學術教育準備學校），或各類工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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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學校（技職體系學校）（馬早明，

1998）。新加坡的分流制度將技職教育

與學術教育進行區隔，只有少部分的

學術菁英能夠以優異成績進入新加坡

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學院等新加坡少

數的幾所大學，然而大部分學生也能

透過與企業高度整合的技職教育培養

技職能力，因此不論是學術人才或技

職人才，都成為新加坡常保國家競爭

力優勢的重要資產之一。由此可知，

新加坡教育體系的特點是由於新加坡

充分體認到自己的小國地位及資源貧

乏弱勢，因此以務實為原則，讓教育

體系高度配合國家經濟發展，以分流

制培育作為經濟主幹的技職人才，以

及作為領導者的學術菁英人才，讓兩

類人才共同為新加坡的發展貢獻其所

能。 

三、臺灣技職教育學術化發展現

象的思考 

如前所述，臺灣自 1990 年代開始

的教育改革措施，讓中等教育階段學

生人數由高職朝向高中傾斜，讓原先

技職教育與學術教育分流的制度開始

匯流，在此技職教育學術化的發展傾

向就開始越來越明顯。如監察院報告

所言： 

“在暢通技職體系升學管道後，

目前職業學校畢業生選擇升學達

73%，升學機會接近 100%；當大多數

職校學生選擇升學作為畢業進路，而

非選擇就業，將使得技職教育與一般

教育之區隔逐漸模糊，若再開放高中

畢業生報考技職校院，除會影響高職

畢業生之權益，將使兩條國道尚未分

流，便已開始合流，豈不抵觸‘第二

條教育國道’政策。…按技職教育如

果不能有明確的定位，恐與一般教育

相互混合的效應將逐漸發酵，進而影

響技職教育健全的發展”（監察院，

2010：107-108）。 

“第二條教育國道”政策的用意

是打通技職體系的升學管道，讓原來

在職業學校或專科學校終結的技職教

育，延伸到大學層級的技術學院與科

技大學；由於新設學校成本過高，因

此具體政策措施是將績優專科改制技

術學院、技術學院升格科技大學（黃

政傑，1999）。從 85 學年度到 98 學年

度，技職校院總數只從 80 所微幅成長

至 93 所，但專科學校從 70 所減少至

15 所，技術學院從 10 所成長至 37 所，

科技大學更是從 0 所增加到 41 所（監

察院，2010）。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在

技職體系中應是從事較為理論研究的

工作，即學術化發展的角色。85 學年

度專科學校與技術學院比例為 70：

10，屬於金字塔型；但到了 98 學年度，

專科學校與技術學院/科技大學比例卻

成為了 15：78，變成倒金字塔型。這

樣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當前技

職教育學術化的問題。如果技職體系

絕大部分的學校以理論性學術研究為

主要發展項目，只有相當少部分學校

從事實務性培訓學生技職能力的工

作，這樣此一技職體系的發展定位就

非專為就業導向，即培育學生技職能

力以順利進入職場，而是如同大學學

術體系一般，還要以追求學術發展為

其重點目標之一。如此一來，臺灣技

職教育發展定位究竟是以就業為導

向，還是以學術為導向，就進入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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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的惡性循環之中。要發展學術，

論資源、學生、師資等條件，技職體

系很難與一般大學競爭，讓技職學校

在教育體系中的地位更顯得附屬，而

失去原本培訓技職能力的優點與特

色，也讓技職學生在就業市場中更顯

為弱勢。臺灣技職教育應該要回歸如

德國二元制“產學合辦”教育的模

式，而不是在學術化之後的再來追求

“產學合作”，如此本末倒置的方

式，讓臺灣技職教育與產業發展兩者

漸行漸遠，“技職”一名也日漸空洞

化。 

由以上討論可知，當初技職教育

改革以滿足大部分技職學生的升學需

求為目標，即是錯誤的方向。表面上

來看技職學生升學的管道更為暢通，

機會更為增加，但實際上卻是使得大

多數技職學生必須投入學歷競賽的行

列之中，讓原本可以及早分流，分別

培養技職人才與學術人才的兩條教育

主幹道，成為以學術發展為主流的單

向體系。臺灣技職教育與學術教育發

展的定位不明，分流與合流的關係不

清，造成了技職教育學術化的發展現

象，也衍生出制度、師資、升學、就

業、證照、課程、產學關係等問題，

使得技職教育不能有效發揮培育技職

能力、促進就業與經濟發展的功能，

成了既不學術也不技職、既不能追求

理論研究也不能培育就業的“四不

像”。 

四、結語 

臺灣技職教育朝向學術化的發

展，乃源於錯誤的政策方向。1990 年

代中期開始的教育改革，讓原本在中

學階段進行分流的教育體系延後分

流，並透過廣設高中大學，其中也包

含廣設綜合高中與專科改制技術學

院、技術學院升格科技大學等措施，

使得原先專科畢業即可就業的學生必

須繼續投入升學，讓整個教育體系的

走向更朝向學術化發展，造成學術教

育更成為主流、技職教育更成為邊緣

的地位。 

本文參考德國、新加坡的發展經

驗，發現如要成功辦好技職教育，首

先必須明確其發展之定位。技職教育

體系必須以務實的原則，著重培育學

生就業實務的應用能力，促進產業與

學校的良好合作，建立完善的職業證

照制度等，如此才能發揮其培育技職

能力的功能。臺灣過去曾實行類似德

國與新加坡的分流制度，在中學階段

進行技職教育與學術教育的分流，然

而在教改後為了滿足升學需求，卻改

為類似美國綜合高中的合流制度，這

其中自然有受到美國教育注重“教育

平等”理念的影響，因而廣設高中大

學，讓人人都有上大學的機會。然而

教改至今二十年，在當前幾乎人人都

可以上大學的時代，難道不論所接受

教育的內涵與品質，只論拿到的學歷

與文憑，就真達到“教育平等”了

嗎？美國自身在 1970 年代出現了許多

反省過度追求大學學歷及文憑主義的

思考，並提出許多增進技職教育的建

議與措施，臺灣卻在 1990 年代中期採

用相當“重學術文憑主義、輕技職實

用能力”的美國模式，而非學習類似

德國或新加坡的務實分流、產學合辦

技職教育的制度，實在令人費解，而

這或許也是值得後續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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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技職教育招生的探討 
阮氏蕾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技職教育包含技術教育與職業教

育。就技術教育而言，Robert（1971）

認為「技術教育是培養個人從事或在

職業工作中升級的一種教育，而這種

職業不需由大學程度者來從事。職業

教育是一種終結教育而不是大學的預

備教育。它是針對工業、商業、農業、

家政及其他職業的需要。技職教育的

課程可以是幾週的單元課程，也可以

是需要幾年的整合課程」（引自江文

雄，2015）。而 Verma（1990）認為「技

術教育通常是指中等教育以上、大學

教育以下，針對廣泛的職類，指導個

人藉由對技術資訊和對自然科學與工

業技術法則的了解，而成功的應用現

代設計、分配和服務的一種教育」（引

自江文雄，2015）。 

就職業教育而言，楊朝祥（1984）

認為「職業教育為教育之一部門，以

教育為目的。教育內容注重培養及傳

授從事某種職業所需的技能、知識、

工作習慣以及工作態度等。這種教育

通常不包括從事需要大學或更高學歷

的職業的準備。職業教育主要目的在

使 學 生 將 來 成 為 半 技 術 工 人

（ semiskilled workers ）、 技 術 員

（ technicians ） 及 半 專 業 工 人

（paraprofessionals）」（引自江文雄，

2015）。 

 

技職教育被視為推動國家經濟社

會發展的重要途徑。對屬於發展中國

家的越南而言，各生產、加工與服務

行業需要大量受過實際職業訓練的勞

動力。所以，技職教育的發展具有迫

切性。不過，因越南傳統對科舉的崇

拜以及越南技職教育內在的問題，導

致技職教育對社會、家長與學生而言

缺乏吸引力，技職學校招生不足。如

何解決技職學校招生困難並發展技職

教育是越南目前非常關注的議題，解

套方法需要從政策面、輔導面同步進

行。本文針對越南技職教育發展的狀

況、招生情形、招生的瓶頸、招生的

展望以及政府與相關單位促進技職教

育發展的措施等內容進行探討，對越

南技職教育未來方向提出啟發，同時

指出世界各國像臺灣、德國的培訓經

驗值得越南借鏡。 

二、技職教育發展的狀況 

根據 1998 年越南教育法，技職教

育含短期職業培訓（一年以下）以及

長期的職業培訓（1 至 3 年）兩類。以

上兩種類型在職業培訓學校，具有職

業培訓功能的中學或專科學校等執

行。另外，短期職業培訓還可在職業

培訓中心展開。 

於 2007 年 7 月 31 日職業培訓法

生效起，鼓勵學生就讀職校的政策系

統逐漸發展，原本的短期與長期職業

培訓兩種類型轉化成三個程度：職業

專科、職業中級、職業初級與非正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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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培訓（Bộ Lao động Thương binh và 

Xã hội, 2015）。 

從此，技職教育單位在全國得到

擴展。職業培訓單位數量包含私立單

位快速增加。2013 年，全國有 1339 職

業培訓單位，其中有職業專科學校 162

所 （佔 12.1%），職業中級學校 302

（22.6%）以及職業培訓中心 875 個

（65.4%）。從整體來看，每一省至少

有一所職業培訓學校，一些市縣已有

職業中級學校。2013 年全國具有職業

培訓功能的單位（含大學、專科、職

業高級學校、職業中級學校與職業培

訓中心等）總共將近 2040 單位，其中

公立單位佔 60%（Bộ Lao động Thương 

binh và Xã hội, 2015）。 

表 1 

2006-2013 階段職業培訓單位數量統計 

 
資料來源： Bộ Lao động Thương binh và Xã hội（2015） 

職業培訓單位多但分配上存在問

題。職業培訓學校或中心主要集中在

都市、工業區或重點經濟區，而在農

村地區，職業培訓學校或中心很缺

乏。至今，150 縣未有縣級公立職業培

訓中心，導致生活在以上 150 縣的人

民未能享受職業培訓的便利條件，終

身學習主張也因此難以展開（Bộ Lao 

động Thương binh và Xã hội, 2015）。 

至 2014 年 12 月 10 日，全國有

1.463 職業培訓單位，包括職業專科學

校 171 所 （其中公立體系外 44 所以

及由國外投資成立的一所）；職業中級

學校 301 所 （其中公立體系外 106

所）；職業培訓單位（職業初級學校與

職業培訓中心） 991 個 （其中公立體

系外349個）（Bộ Lao động Thương binh 

và Xã hội, 2015）。 

三、技職教育招生情形 

技職教育體系的發展使具有職業

培訓需求者逐漸可接受適當的職業培

訓。2007-2013 階段，職業學生總數為

1120 萬， 其中職業專科程度學生總數

為 50 萬 5864 人（佔 4.52%），職業中

級 110 萬 8564 人(9.9%)，職業初級 614

萬 9000 人(54.89%)以及培訓時間為三

個月以下的職業學生為 343 萬 8000 人 

（30.69%）。平均每年，技職教育體系

新 招 大 約 160 萬 學 生 ， 相 當 於

1978-2006 階段平均每年的 2.4 倍（Bộ 

Lao động Thương binh và Xã hội, 

2015）。 

技職教育已經注重招收勞動市場

中 優 先 性 對 象 以 及 弱 勢 對 象 。

2009-2013 階段，按照「至 2020 年農

村勞動者職業培訓」計劃，被協助接

受職業教育的農村勞動者數量為 161.9

萬人，其中 3.52 萬人享有對革命參戰

者的相關優待政策，33.02 萬人為少數

民族人，17.81 萬人為清寒家庭者， 

3.64 萬人屬於土地徵收家庭者，9500

人為殘疾人， 7.85 萬人為家境接近貧

困標準者以及 94.35 萬人屬於其他農

村勞動對象（Bộ Lao động Thương binh 

và Xã hội,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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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教育的優先對象主要針對農

村、偏遠地區或清寒家庭等。可是，

因家境問題，其學生對象就讀職業教

育的條件仍不佳。特別是對少數民族

人而言，目前現行的寄宿職業教育政

策只適用於少數民族人的國中畢業生

或寄宿少數民族高中畢業生，且須由

省議會保送。因以上規定原因，目前

只有少許幾省能執行寄宿職業教育政

策。而具有職業受訓意願的清寒家庭

少數民族國高中生或殘疾人卻不能就

讀。因此，需要為以上清寒家庭少數

民族國高中生或殘疾人放寬享有寄宿

職業教育的條件（Bộ Lao động Thương 

binh và Xã hội, 2015）。 

職業培訓結構規模逐漸根據企業

的實際需求得到擴展，其中專科程度

的培訓專業將近 400 項，中級程度的

培訓專業將近 470 項。職業培訓單位

已新成立了勞動市場具有需求的培訓

專業。在培訓工業區、加工區需要的

專業之外，各職業培訓單位已增加培

訓農業、農村經濟轉移過程所需的專

業並為勞動者創造工作機會。 

雖然如此，目前多數職業培訓單

位仍在集中招生培訓短期性或培訓經

費低的專業，像會計、財政、駕駛等，

從根據職業培訓單位現有能力進行培

訓轉至滿足社會與勞動市場需求的培

訓需要加速。尤其是，企業參與職業

培訓過程仍有限。另外，很多科技學

校難以招生勞動市場具有需求但工作

具有粗燥性或高危險性性如車床或採

礦等。若社會與培訓單位沒有適當調

整，職業培訓畢業生結構將嚴重失

調，一些專業需面臨「僧多粥少」而

另外一些專業卻為「僧少粥多」的就

業狀況（Bộ Lao động Thương binh và 

Xã hội, 2015）。 

職業教育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學生

的程度有限。最多學生集中在職業初

級與培訓時間為 3 個月以下的程度，

而職業專科或職業中級程度的學生比

例卻很低。主要原因為學生不想就讀

職業學校，高中畢業生大多數嚮往就

讀專業專科或大學。因此，職業學校

難以招收職業專科或職業中級等程度

的學生。 

表 2  

2007-2013 階段不同培訓程度學生數與比率 

 
資料來源：（Bộ Lao động Thương binh và Xã hội，2015） 

過去，國高中畢業生就讀職業學

校數量仍有限。據統計，2012 年，國

中畢業生就讀職業中級學校為 9.8 萬

人，只佔國中畢業生總數的 8.3%。這

會影響到 2020 年有至少 30%國中畢業

生就讀職業學校的分流政策，導致職

業培訓人力結構失調（Bộ Lao động 

Thương binh và Xã hội, 2015）。 

四、技職教育招生的瓶頸 

技職教育難以招生的主要原因在

於大部分國高中畢業生不想就讀職

校。另外，大學招生名額越來越多，

大學單位培訓所需的經費低於職業培

訓，學生就讀大學的機會越多，使職

校越變「冷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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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職校「不光彩」是越南社會

普遍的心態。不少學生與家長認為就

讀職校是考不上大學後「萬不得已」

的選擇。目前大多數越南年輕人選擇

就讀大學作為邁向未來的途徑。職校

生畢業後的就業比例高達 80%，證明

社會對受過培訓勞動力的需求很大。

不過，每年職校仍需面臨難以招生滿

額的困境。根據教育與培訓部計劃暨

財經司統計，大多數國中畢業生選擇

繼續就讀高中。實際上因家境或學習

能力原因，不少學生在尚未完成高中

課程選擇退學。據 2011-2012 學年的統

計，國中畢業後只有 1.9%學生選讀專

業中級，4%修讀相關職業，並有 14%

學生在尚未接受職業培訓前投入勞動

市場（CPV, 2015）。 

高中畢業生在畢業後通常選擇報

考大專院校而不會選讀職業學校或專

業中級學校。根據 2011 年越南教育科

學院對高中後學生分流研究的結果，

對代表北、中、南十個省市的高中生

之調查顯示，97.7%學生有志願報考大

學。雖然政治部 10-CT/TW 指導文件

提出至 2020 年有至少 30%國中畢業生

就讀職校，可是，各地方執行的狀況

不佳。目前只有 5-7%國中畢業生就讀

職校，跟目標具有很遠的距離。新開

的大專院校越來越多，招生名額擴大

且錄取分數低，導致學生不顧畢業後

的出路直接選讀大專院校（ CPV, 

2015）。 

越南大學裡偏向學術、理論導

向，導致大學畢業生缺乏所需的實際

職業技能，多數大學生畢業後無法馬

上工作而需重新受訓大約六個月至一

年才可融入實際的工作環境。這事實

使招聘者需要考量，因為他們需花功

夫、時間與經費再度培訓。 

五、技職教育招生的展望 

「考上大學才是學生個人及家庭

的榮耀」，這個觀念扭曲了社會、家庭

與學生本身對就讀、就業、成長之間

關聯性的認知，導致職校不好招生。

不過，目前越南職校招生逐漸好轉。

主要原因為職校生的工作機會相當

高。2015 年 1 月 14 日職業培訓總局公

佈的資料顯示，2014 年職業畢業學生

就業比率平均為 78%以上。職業技能

佳，能夠快速滿足應聘者的要求等優

點使職校生受到企業的歡迎。在全球

經濟不景氣的今天，工作機會逐漸成

為學生選讀學校最大的考量。 

今年越南高等院校招生過程出現

「逆流」現象。部分成績滿足大專院

校錄取條件的學生放棄入學權報名選

讀技職學校。學生的理由為就讀技職

學校學費低，就讀時間比大學短，可

減輕家庭的負擔，而畢業後工作機會

甚至比大學畢生多。此「逆流」現象

意味著高中畢業生在面對未來觀念上

的改變，並值得支持。不過，鼓勵學

生選讀技職學校更需要從政策面且廣

泛地推動，同時應以吸引國中畢業生

就讀技職學校作為重點（Bộ Quốc 

phòng – Trường Cao đẳng nghề số 7,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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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府與相關單位促進技職教

育發展的措施 

為了吸引越來越多國高中畢業生

就讀技職學校，越南政府以及教育體

系各級已努力執行有關技職學校學生

未來進修、學費以及職業輔導等政策。 

(一) 提升國中畢業後就讀職業中級學

校的優勢 

國中畢業生若尚未滿足就讀高中

的條件，可選讀職業中級學校。就讀

職業中級學校，若有未來報考大學的

志願，學生可選修職業中級學校裡面

的高中課程。2015 年教育與培訓部的

新規定允許職業中級學校生在畢業當

年可報考大學。可見職業中級學校的

出路較多元，可選擇就業或繼續往上

進修（Bộ Quốc phòng – Trường Cao 

đẳng nghề số 7, 2015）。 

除此之外，職業中級畢業生有機

會考進職業進修型的專科或大學程

度。職業輔導專家認為若學生在獲得

輔導後希望自己同時具備知識與職業

技能，就目前而言，在國中畢業後立

即選讀職業中級學校顯得有多種優勢

（Trường Trung cấp nghề Việt Giao, 

2015）。 

(二) 學費與就讀時間規定 

根據教育與培訓部、財政部以及

勞動- 榮軍- 社會部三部 2014 年 5 月

30 日的聯合公告，從 2015 年 7 月 15

日起，屬於享有社會政策優先且高中

畢業後選讀職業中級程度者，或選讀

培訓專業難以招生但社會有需求的特

殊專業者，則適用學費全免政策。同

時自 9 月 1 日：國中畢業生若有意願

就讀職業中級或專業中級程度，則可

減免 50% 學費（ Mực tím Online, 

2015）。 

除此之外，職業教育法新規定：

對於高中畢業生若選讀職業中級程

度，培訓時間只需一至兩年，且若學

生沒有繼續進修就讀專科，大學程度

則不需選修高中課程的文化科目。此

規定可縮短學生就讀職業中級程度的

時間，使學生能夠快速進入專業課

程，並能快速參加勞動市場。對於家

境貧困學生而言，是他們以及家庭脫

困的一條好路徑（Mực tím Online, 

2015）。 

(三) 對家長與學生的輔導 

對家長與學生的輔導無疑是吸引

國高中畢業生選讀技職學校的重要措

施之一。胡志明市部分郡縣已成立學

生分流指導組，被分配負責每一社區

的幹部將到國中四年級（越南的九年

國教為 5-4 學制）學生家庭進行有關不

同教育模式的輔導。在高中錄取結果

公佈後，社區幹部再次到不被錄取學

生的家庭，輔導他們選讀符合自己經

濟與學歷條件的教育模式。郡縣級甚

至為國中家長代表舉辦研討活動，且

在市級教育廳公佈招生計劃後，學校

在招集全校家長進行有關他們子女職

業的輔導（Bích Thanh，Minh Luâ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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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加強學生分流活動 

職業訓練科學研究院院長認為，

目前教育領域學生分流不妥當，導致

越南經濟體系中人力結構明顯不合

理。其不合理狀況從大學–中級職業–

科技工人培訓之間的分流可看到。於

1979 年，越南大學–中級職業–科技工

人各培訓程度的學生數量比例分別為 

1：2.25：7.1；2006 年其比例是 1：1.17：

0.91；2012 年為 1：0.43：0.56。而在

工業國家，其比例為 1：4：10，甚至

在機械化工業階段，其比例為 1：4：

60，可見越南技職教育需要長足的努

力（Bích Thanh，Minh Luân, 2015）。 

至 2020 年人力資源發展策略的目

標為 70% - 80% 勞動者經過培訓而不

只單是讀完大學。因此，要勞動結構

變得合理需要鼓勵人民就讀職業專

業。為了解決職校招生困境，管理者

強調重要措施為重視且改革職業輔導

工作以及國高中畢業生分流。這是迫

切任務，以滿足國家與各地方未來發

展對人力資源的需求。 

政府已分配教育與培訓部以及勞

動–榮軍–社會部研究提出學生分流執

行的政策。目前，兩部已互相討論並

向政府提出建議前舉辦研討活動以徵

求各專家、中央與地方管理單位的意

見。職業培訓總局也預計與勞動–榮

軍–社會部的就業局、各省的勞動–榮

軍–社會廳舉辦職業輔導展覽會，以有

效地向學生宣傳有關職業培訓相關內

容。而越南 2014 年主辦東協職業才藝

競賽被視為向學生宣傳有關職業發展

未來的重要活動（CPV, 2015）。 

七、結語 

對處於發展中階段的越南而言，

技職教育需要特別重視。設想，技職

教育在需滿足社會、企業目前對勞動

力的需求以及學習者的就業機會的同

時，更需要政府長期的規劃，找出符

合越南經濟特徵的培訓模式，讓越南

未來可脫離過度依賴幫國外代工的狀

況，使國內經濟更有「自力更生」的

能力。越南技職教育的發展需要整個

社會各部門、各界的配合。政府需研

究提出適當的經濟、社會及人力發展

略策，對參與技職教育活動的單位、

個人提出有關投資的土地、場地或稅

收等優待條件，同時指導行政單位互

相配合執行。 

具體而言，教育與培訓部需主導

執行國高中畢業生的分流、課程的規

劃、學生未來進修的機會以及對家

長、學生職業輔導等；勞動–榮軍–社

會部需配合教育與培訓部吸引投資者

及企業投資技職，將技職教育與社會

生產做密切的結合，為技職生提供更

多、更好的發揮空間。而財政部需配

合執行技職教育學費減免與貸款問提

等。 

為了推動技職教育的成長，越南

可向世界各國借鑒。既然代工是越南

經濟目前重要的活動，以解決人民就

業問題並創造社會資本，過去經濟以

代工做踏板的臺灣經驗的確可供越南

參考。另外，在強調學生分流以及產

學合作執行過程中，德國的經驗也是

越南值得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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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每個國家的發展背景具有

不同之處，加上時代的改變，所以越

南不能全盤套用國外以往的經驗，否

則難免永遠處在落後的情形。越南有

自己的優勢，就是農業的發展機會，

如何實現農業「工業化」是越南需要

考量的，而技職教育也需配合執行這

個目標。另外，在培訓學生專業能力

的同時，培養學生工作態度與職業道

德也是培訓單位需要重視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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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師對教育工作回顧與自省----檢視校園中對原住

民的刻板印象及偏見 
陳泳安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新竹縣橫山國中教師 

 

一、前言 

學校背負著教育孩子品行及智能

的責任，理論上它應該是被建構成執

行公平正義的處所，也是教導孩子公

平正義的地方。在教學現場放慢腳步

回顧時，不免發現從師生、師師互動，

甚至在課程中都涵蓋著主流文化對異

文化的刻板印象，最終孩子學到的可

能是帶著走的偏見或歧視。本文焦點

放在校園中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原

住民孩子及家長的自我覺察，將提出

相關理論及校園實例，最後做出建議

的改變方法。 

 

二、刻板印象、種族偏見與種族

主義 

刻板印象源於對他人了解不足而

出現一體概括的偏見。Allport（1954）

定義種族偏見為：「基於一種錯誤和呆

板過度概化的反感。針對一個整體或

屬於該團體中的個人負面的感覺或表

達」。若是種族偏見一旦深植人心並不

斷發酵便會成為偏頗的種族主義，而

且如 Bennett 所認為它可以或明或暗，

存在於個人、機構和文化中（Bennett, 

1995）。 

Pang（2001）歸納出三種種族主

義：一、個人種族主義（ Personal 

racism）：相信一個人的種族優於另一

個。二、Nieto 提到的文化素質種族主

義（Cultural racism）：相信一個群體的

文化劣勢，或是他們沒有文化。三、

McIntosh 定義的體制上種族主義

（institutional racism）：是一種讓優勢

團體擁有權力的合法實踐設計系統。 

在國中社會課本中的臺灣史部

分，提到鄭氏治臺時「漢人文化移入

臺灣、漢人的典章制度也在此時正式

移植臺灣」。清領時期「為避免漢人與

原住民發生衝突，實施畫界封山政策

導致原住民生存空間日漸縮小」、「沈

葆楨修築通往後山的道路，以加強對

原住民管理」。劉銘傳「對原住民採征

討與安撫並行的策略，一方面征討反

抗的原住民，另一方面對歸順的原住

民，教導他們生產技術與漢語教育」。

課本中雖無貶低原住民的用語，但無

形間讓漢族抬高了自我身價，相形之

下，原住民似乎文化程度低、難以管

理。可是文中忽略了漢人入侵原住民

的土地所造成的紛爭、原漢融合過程

中所遭遇的衝突及挫折、原住民被迫

遷徙時生存空間與資源的減縮，對於

原住民而言，「延平郡王」鄭成功並不

是偉人啊！課本內容出現了消失不見

（invisibility）、過濾和不平衡（selective 

& imbalance）的偏見形式（Gollnick & 

Chinn, 1994）。我們的課本已暗示了體

制上的種族主義， 嚴格說來，學生學

到了漢文化凌駕於原住民文化之上並

能長存，就已被帶入了個人種族主義

甚至是文化素質種族主義。如果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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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拒被學習環境同化、拒絕成為宰制

文化的角色時，便會出現脫離學習的

情形。學生拒絕學習時，許多老師會

認為他們無法教育是因為沒有良善的

物質環境或家庭資源，而這種態度更

加深了孩子相信自己的無能是種族天

生的缺陷造成，無力轉圜，於是他們

可能不幸地淪為次等學生（Herrnstein

＆Murray, 1994）。教、學、自我概念

本應是相輔相成，但是卻不幸淪為了

惡性循環。 

老師往往期待所有小孩擁有相同

的學習模式、語言風格，行為方式和

世界觀。所以在私下聊天時也不免有

近似偏見的刻板印象影響其他同事，

當同事們未積極地為孩子們發聲，就

是被動接受歧視。而這種未自覺的偏

頗言詞，即使沒有明說，但在互動中

會教給孩子（Pang, 2001）。 

記得我初到○○國中時，學務主任

語重心長的告誡我們新進教師：「本校

的孩子有抽菸、喝酒、嚼檳榔的惡習，

尤其是一到冬天，原住民學生喝酒、

嚼檳榔更是嚴重，請新老師們特別留

意」。在老師們為弱勢孩子填寫獎助金

時，偶會聽到老師討論班上弱勢的孩

子狀況，其中不乏提及原住民家庭多

方申請獎助金，但是買昂貴的衣服球

鞋、文具用品：「錢不這樣花的！他們

真的有需要補助嗎？都沒用在刀口

上」。對於成績低落的原住民孩子，老

師似乎見慣不怪，但是有原住民孩子

成績較傑出便會在教師群的對話中被

特別提及和讚許。不得不承認，老師

也有隱藏的偏見，但恐怖的是老師們

並不自知，且讓其成為一種潛在課程。 

三、原住民孩子及家長的覺知 

曾經在上歷史課時，一位原住民

學生說：「我媽媽說我們原住民以前在

山上有許多土地，但是有很多被來臺

灣的人騙走或被政府收走。」在作文

中這麼寫：「到了國中發現好多人不喜

歡原住民，都說原住民很髒、很黑等

等的，可是那是部分的原住民，又不

是全部的原住民都像你們說的那樣。

原住民擁有多特質，會唱歌、會跳舞、

織布、射魚，但為什麼那些批評的人

都把我們往壞處想呢？」曾和這位母

親詢問過孩子為何不就近讀某國中而

要大費周章下山來唸我們學校？母親

回答：「讓她早點接觸平地生活和社

會」。 

弱勢的孩子從環境和成人及其他

孩子互動的經驗中接觸到積極或否定

的價值觀，就此定義出自己是誰（Pang, 

2001）。這個原住民孩子在主流文化及

自己的文化中掙扎著，他質疑宰制的

權力，但又不得不服從；他認同自己

的文化及身分，但是發現多數人對此

有偏見，甚至領原主民補助及享受考

試加分時也有種愧疚感。心疼著孩子

年紀輕輕已承受了價值被撕裂的同

時，其母親的回答亦令我百感交集：

原住民最終必須走入主流文化的社會

裡，除非有強大的理念支持並時時得

到聲援，不然容易為了生存而隱藏自

己身分或是辛苦的適應，對文化反應

的結果不論是 Darder（1991）說的疏

離（ Cultural Alienation ）、二元論

（ Cultural Dualism ）、 分 離 主 義

（Cultural Separatism）或折衷（Cultural 

Negotiation）中的哪一種，都是倍加的

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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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傳承原住民文化、保留母語

及對孩子未來升學的助益，○○國中在

社團時間開設原住民族語課，同學可

自行選擇參加與否，但原住民孩子在

必備名單之列。一位原住民家長曾經

寫信給我，內容提及對族語認證加分

的質疑： 

   「我想請教：閩南（福佬）及客家

HAKKA 的小孩，有沒有族語認證？取

得認證之後，是否有加分？原住民的

小孩，是不是天生就是白癡？為什麼

一定要加分？（這是汙衊或是恥辱）

當然，因為原住民居住偏遠，沒有什

麼人敢在人數少的地方開設補習班給

小朋友進修的機會，所以，後天性的

資源讓這些資質優異的小朋友欠缺了

學習的機會。 

文化-需要傳承、需要脈動，文化-

需要薪傳、需要發揚；文化-是靠人為。

但是您瞧瞧，平埔族的文化，語言失

去近半世紀，甚至滅絕！可是，傳承

依舊在禮尚仍存，噶瑪蘭族是一例，

成為臺灣第十一族，文化的精深一定

在語言嗎？ 

我認為 -學族語，應該是家庭問

題。在家學即可，或者長大（學業完

成後）再去精研，如果在學校還要小

朋友去學族語，不如多花這些時間學

英、日語，去提升他們的世界觀；多

去練一些數學方程式，以提升他們的

思維邏輯，增加他們在同學間的競爭

力，不要花時間去學這些族語－（在

社會無效益、在理論無實際、在交談

無廣泛、在國際無用武之地）－您以

為呢？」 

Banks（1988）認為民族認同未必

一定要實踐其文化的某種特質，而是

民族在社會中的經濟與政治評價。這

位父親已意識到教育補償計畫含有主

流文化宰制的操作，如此似乎宣告了

所有人：原住民不論天生或後天都是

落人一截的。從父親信中的口吻，我

感覺他對原住民文化是自豪的，但在

認同的同時，也顯示了他對身為原住

民及原住民家長的無奈，一種自己需

要或培養孩子永遠迎上社會主流、國

際主流才能擁有競爭力生存的無奈。 

四、期待的改變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學校可貴

之處在於教育學子，可怕之處也在於

將刻板印象及偏見複製給下一代。

Allport（1954）提出五種偏見層級：仇

恨 言 論 （ anti-locution ）、 迴 避

（ avoidance ） 、 看 不 起

（discrimination）、人身攻擊（physical 

attack）、滅絕（genocide）。教師若無

自覺、自省，將成為新刻板印象的傳

播者。雖然老師不會企圖去實際滅絕

小孩，但如果我們不質疑學校不均等

或含偏見的教育做法，我們就在學生

心中種下了一顆滅絕的種子。我們可

以從態度、課程、校園的檢視及改革

中做起。 

(一) 改變態度 

1. 對習以為常的事重新思考 

 還記得前面提到學務主任的提

點嗎？：「尤其是一到冬天，原住民學

生喝酒、嚼檳榔更是嚴重」在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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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完全沒有接觸過原住民，對他們

的習性亦不清楚。但是在○中多年的經

驗發現，每屆我班上的原住民家長喝

酒頻率真的很高，幾乎每天都要喝

酒，既使白天電話聯繫或約定下班家

訪也常常是醉醺醺的；告知孩子在校

喝酒被學校懲處，家長覺得老師大驚

小怪，家長甚至自己喝酒時也會問小

孩要不要喝。曾經，我徘徊在主任的

話究竟是標籤化的刻板印象，抑或是

長期經驗累積而成的真實認知？現在

我懂了，「在你的心裡為別人留一個空

間」（Ramsey, 2004），即使是「長期的

經驗累積」，當我們沉浸其中許久，忘

了回到關懷、自省的起點，便會被自

以為是的專家態度充斥，不自覺，成

為了成見。這些成見會對資訊過濾，

只選擇自己想要的部分，或做出錯誤

的詮釋。於是我們有了偏見，並以經

驗累積來包裝變成事實，做出不公平

的決定，忽視了學生的心聲：「那是部

分的原住民，又不是全部的原住民都

像你們說的那樣。」我們都該對習以

為常的事重新思考，隨時清理如雜草

蔓延的偏見。 

2. 關懷與對話 

關心是在真實的政治和法律改革

背後強而有力的力量。倫理關懷是我

們對學生的承諾，也是一切公平、正

義及擺脫偏見的根本（Pang, 2001）。

Delpit（1995）認為人是理性的、是自

己生活的專家，事出必有因；「因此，

我們或許不懂他們的道理，但是不應

該排斥他們理由的存在，或是因此減

低理解他們的責任。」強調欲了解對

方的 「有效」對話應是放下自己的權

力地位、並顛覆自己的信念，察覺、

關注並回應他人的需要。 

教師可透過書寫、對話、閱讀、

校外教學、照片、書籍、電視等管道

多方檢視自己及了解他人（Ramsey, 

2004）。從關心學生的家庭、社區、興

趣、才華、潛能、到傾聽學生與之生

活經驗互動，包括文化背景、語言需

求、經濟困難和社區問題，在教學中

便能減少偏見的傷害更進一步接近公

平正義。 

 

(二) 課程多元化 

讓學生明瞭權力的規則並教導他

們，讓他們達到門檻，進入權力核心。

如此，學生的多元化才有被尊重、鼓

勵實施的機會。所以教師應了解文化

符碼（cultural code）並教導學生，使

之能參與社會活動甚至改變社（Delpit, 

1995）。不可否認，臺灣的教學生態依

舊是升學領導教學，第一線教師的我

們或許很難改變社會權力及教育運

作，那麼就要讓弱勢的孩子了解文化

符碼，以他們的方式讓他們了解升學

課程。所以 Banks 提出的四種教學法

值得參考。 

 

1. 貢獻取向（the contribution 

approach） 

 在原有課程中納入其他族群的英

雄（雌）或假日節慶。如介紹日治時

期的臺灣，會提到賽德克族為了對抗

壓迫、維護族群的信仰、文化，由莫

那魯道帶領抗日的霧社事件。教導傳

統節慶時，解說原住民的歲時祭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anMEwexKX4
http://tw.myblog.yahoo.com/i2taiwan/article?mid=-2&prev=3712&l=f&fid=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TZCP6OqRlE&feature=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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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賽夏族的矮靈祭、阿美族的豐年

祭、達悟族的飛魚季等等。 

2. 附加取向（the additive approach） 

增加少數民族的文化內容、概

念、主題於課程中，可能是增加一本

書、一個單元、一個授課時數來達成。

例如：教導史前時期的臺灣原住民，

除了老師的解說、圖片的示意外，也

能讓原主民孩子在課堂上教授自己的

文化，如：族群的傳說、信仰、習俗、

母語、食物等，讓他們做文化的老師。 

3. 轉化取向（the transformation   

approach） 

改變課程的基本假定，使學生能

從多種民族的觀點來看概念、議題、

主題與問題，主流中心的觀點僅是其

中的一個。例如：臺灣在清領時期的

畫界封山政策，讓學生思索、討論當

漢人移入臺灣時，對地理、人文環境

的影響，為何福建來的移民住海邊、

平原，經濟環境優渥？為何廣東移民

（客家人）普遍居住在山區靠水之處

「逢山必有客，無客不住山」，生性較

勤儉？原住民受到何種衝擊？他們做

出的回應是？當時政府處理方式是否

適當？若是發生在現今，能用什麼方

法使新移民擁有合理的生存空間並與

原住民、先住民保持友善關係。 

4. 社會行動取向（the social action 

approach） 

學生對於學習單元中少數民族文

化有關的概念、議題與問題進行批

判，做出決定，採取行動。歌手張惠

妹，以另外一個身分「阿密特」出專

輯有何意義？當我們被迫放棄自己的

姓名時，感覺如何？為何會有這樣的

政策？1995 年已通過《姓名條例修正

案》，應該要如火如荼的原住民「正名

運動」又為什麼成效不彰？我們能如

何提供意見並協助解決？高山族原住

民有十六族，除了了解他們的特別之

處，他們如何向政府提出申請？需要

透過哪些管道和程序？原住民有哪些

相關的機構與扶助組織？可以延伸討

論政府對原住民的補助是否恰當，當

原住民傳統文化及現代意識衝突時

（例如狩獵與環保、生態與開發）如

何取捨？我們能透過哪些方法陳情以

保存原住民特有的內涵？ 

貢獻取向、附加取向在既有的主

流課程及觀點來看待少數民族的文

化，教師容易操作，但學生對少數民

族的了解僅是片段、膚淺的。轉化取

向讓學生能以較中立的觀點來看待各

族群的文化，有助於增進弱勢族群之

權益。社會行動取向是轉化取向的延

伸，教導學生批判、思考之外，更要

採取行動解決問題。轉化取向與社會

行動取向較能落實多元文化教育的理

想，但在課程設計與教材編寫上對於

教師實具挑戰性。我們應可思考將四

種取向混合使用增加課程的深廣與可

行性。 

(三) 校園環境改革 

Nieto 提出五種在經濟以及資源分

配上的學校改革，可令學生有更好的

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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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改革應該反種族主義和反偏

見 

這是多元文化最核心的改變。學

校需仔細檢視並重新建構學校政策

（如：學校目標、測驗計畫、編班工

作等）、課程設計（正式、潛在、空白

課程與課外活動）、教職員態度與行為

（如歸因與價值說、與學生及家長的

互動），讓不同文化特質的學生在學校

中擁有較好的學習機會，締造均等教

育機會的校園。 

2. 學校改革應反映出對所有學生的

認識與接受 

幼兒時期極具依賴性及可塑性，

及時教導是家庭教育重要的價值所

在；然而也容易成為學校教師對學生

學習失敗的歸因，出現「責怪犧牲者」

（Ryan, 1972）的現象。所以學校要轉

化氛圍：不是將家庭視為有缺失需要

修正的，而是將其劣勢轉為優勢運用

家庭的經驗與技能鼓勵學生，相信這

些學生擁有提高他們教育成就之才能

與優勢：原住民孩子具有適應及接觸

多種文化的機會、人為資源雖少，但

與自然為鄰使他們的個性樂天，他們

可以是這些「優勢」的導路人。 

〈KANO〉是以日治時期嘉義農

工棒球隊真人真事改編而成的電影。

講述由異文化學生組成、自信低落不

被外界看好的球隊，在近藤兵太郎擔

任教練後，歷經艱苦卓絕的訓練帶領

他們挺進日本甲子園的故事。短時間

內訓練出實力堅強的隊伍，最主要的

原因是近藤教練看到並信仰著他們異

質成員的優勢：「蕃人跑得快，漢人打

擊強，日本人擅長防守，這樣的組合

是求都求不來的。只要再多加磨練，

絕對會成為最強的一隊，絕對會進甲

子園的！」難怪能讓日本作家菊池寬

在觀看過嘉農的比賽之後說「我現在

已經完全是嘉農的袒護者了，日本

人、漢人、原住民雖不同人種，但是

為了同一個目標而努力的樣貌令我動

容。」 

3. 學校改革須基於對學習者的高期

待與嚴格標準 

根據嘉農球員的記憶，近藤教練

讓嘉農球員口呼：「甲子園」，在訓練

營的牆壁上貼寫標語，訓勉大家。以

斯巴達方式培訓球員：要求球員在校

中的學習、實習和其他一般生無異。

課餘時間才練球，週六下午和週日也

沒有休息，即使下午有比賽，早上還

是得練球。練球到傍晚，天黑視線不

佳時，仍要求球員將球抹上石灰繼續

練習。近藤即使瘧疾發作也讓人抬著

擔架到球場督促。嚴格的教練下也不

忘關心孩子的營養，親自與食物配給

機關交涉解決。 

善用「比馬龍效應」，自我應驗預

言可以是一件好事。老師相信孩子有

能力給予高標準佐以嚴謹的教導，讓

孩子對自己有期待進而努力應驗。 

4. 與教學學習最相關的人物（教師、

家庭和學生）須積極參與學校改革 

Ramsey 建議學校在親師溝通、親

師座談會、班級會議、校外教學的情

境中多做意識的設計。讓家庭參與課

程發展可以豐富課程，肯定家長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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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內容也能協助其克服來自文化弱

勢的羞辱，也讓弱勢者能成為自己文

化的老師。在〈側寫一位教師與異文

化的相遇〉中應應老師讓班上原住民

孩子成為教授其文化的老師，不但增

加了孩子的自信，也解決了老師課堂

的困擾。 

5. 學校改革應考慮批判教育學 

批判教育學是鼓勵學生和老師從

批判的觀點來看待他們學習的事物。

教師可以讓學生成為自己社區的研究

者，運用社會行動取向的課程去研究

技能改善他們的環境達到增能賦權的

效果。老師是改革的代理人，學校也

應當思索如何教育學子培養批判思考

力和跨出社會正義行動的第一步。 

五、結論 

Banks 認為多元文化的教學目標

是對他人文化的教學沒有刻板印象或

解釋錯誤、對自己文化的教學沒有不

公平地呈現他人文化特徵。多元文化

教育是：概念、改革、歷程。讓不同

文化的孩子擁有均等教育機會的理

念。透過文化學習，讓身處相同或不

相同文化背景的個人珍惜彼此的鄉土

文化資源，並且學到如何處理及面對

文化差異的問題，培養出文化學習

力、尊重他人以達和諧共存的過程。

最後，我們期待讓文化差異成為一種

客觀存在的邊界（boundary）而不是權

力建構的界線（border）。對待異文化

的態度應是構成我們社會的圓滿而非

摘除一顆可有可無的瘤。讓斬除偏見

成為呼吸般自然持續的歷程，看不見

但永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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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如何與兒童談自殺預防 
黃雅玲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生命教育教學碩士班研究生 

杜春元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生命教育教學碩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當我從自殺預防教育中了解影響

自殺的因素後，即嘗試著用簡單易懂

的語言向一年級學生解釋新聞中的自

殺事件，並教導他們察覺身邊的危險

因子，以保護自己的生命權。以下是

我如何與兒童談自殺預防教育的初步

嘗試。 

二、談生命的主權在誰手裡 

「小美人魚」是耳熟能詳的童話

故事，在偶然的機會中，我發現能以

此故事為媒材，做為進行自殺預防教

學的橋樑，因此在觀賞完影片後，我

向學生提問。 

師：巫婆說，小美人魚變成人類後，一旦王

子不愛她了，她就會變成海中的泡泡。如果

有人不愛你，你的生命就會結束。那麼是把

自己的生命交在誰的手裡？ 

生：在別人的手裡。 

師：如果有人不愛你，你就結束自己的

生命，請問是誰決定你的生命呢？ 

生：是別人啊。 

師：把自己的生命交給別人決定是對的

事嗎? 

生：不對吧。 

師：如果你愛的人不再愛你了，你很痛

苦，要怎麼辦呢? 

生：……… 

師：因為這個世界還有很多好人，是我

還不認識的，一定還有更適合我的人……… 

師：小美人魚的姐姐們換來一把短刀，

只將小刀刺入王子心臟，小美人魚就能重新

變回人魚，重回海洋。所以，只要對自己有

好處，應該就可以殺人吧? 

生：不可以這樣做。 

師：為什麼不可以殺人? 

生：因為別人的爸媽會很傷心。因為生

命很珍貴。 

師：小美人魚最後選擇變成海洋的泡

泡，請問，最傷心的人是誰? 

生：她的爸爸、媽媽和姐姐們。 

(節錄自國小一年級師生對話內容) 

 

這是我在課堂中與一年級孩子對

話，雖輕薄短小，但目的是想透過較

不血腥的媒材，引導他們思考自殺、

殺人及自殺後果。小一學生反應熱

烈，對於小美人魚該如何做決定有不

同的意見，教師透過引導、問題聚焦、

腦力激盪方式，讓「小美人魚」故事

成為可繼續深入討論的「自殺?情殺?」

案件。 

三、談格鬥電玩對腦的影響 

北投割喉案、鄭捷殺人案，兇手

都表示自己想自殺，但不敢自殺，所

以隨機殺人，為求被判死。此兩人皆

沉迷格鬥電玩，缺乏人際互動，對人

疏離、缺乏同理心，甚至殺人後，仍

毫無悔意，引起輿論強烈的抨擊與檢

討。 

榮總周元華醫師研究發現（引自

施正屏，2015），打電玩 30 分鐘，會

使主管思考的大腦前額葉及管情緒的

前扣帶迴血流量大幅變少，暴力電玩

血流量變少的幅度更大，長期下來會

影響學習及情緒管理。而青少年在家

打電玩常以小時計，推測前額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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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帶迴的血流量變少的情形會更嚴

重。 

國內外相關精神醫學研究也顯

示，長時間沉溺電玩遊戲中，容易造

成疏離、沒有同情心，也可能導致衝

動自傷、傷人的舉動。《浮萍男孩》一

書中也曾指出電玩中常有以對抗警

察、軍隊及社會公權力為遊戲模式，

而此類電玩愛好者在街上看見警車

時，會有衝動想用炸彈炸翻警車、射

殺警察。 

教師可用新聞事件舉例或闡明研

究新知，讓學生了解長期使用格鬥電

玩必然會對殺戮麻木，而重度使用者

會變得冷漠、輕忽生命。使學生藉著

了解大腦改變的機制，在思考判斷

後，能從小懂得自主保護大腦，遠離

暴力電玩，不讓自己的大腦受到荼毒。 

四、談各宗教對靈魂的看法 

因為受自由主義的影響，學校單

位嚴禁宗教進入校園，但教師仍應秉

持教育中立的立場，將各宗教對靈魂

的看法，視為文化的一部分，客觀介

紹給學生知道，簡言之，各宗教幾乎

都相信死亡只是靈魂的轉運站，而非

生命的終點站，且各正信宗教普遍認

為人生前的所作所為，在死者轉往下

一階段的旅程時，會有關鍵影響力。 

在 1901 年，MacDougall 醫生，想

要測量靈魂有重，實測到有效樣本數

三個，瀕死者在死亡的瞬間都被測到

減少10~20克的重量，此論文則在1907

年發表。 

是否相信上述研究結果，仍需檢

驗其實驗設計、樣本數是否足夠。但

比起毫不思考就一味忽視靈魂的存

在，而導致現代人輕忽生命，以自殺

作為解決困難的手段，不如試著以各

宗教普遍認為靈魂不滅的觀點，來引

導學生看待生命及所生命遭逢的困

頓。 

當孩子心靈貧乏時，會以為生命

只存在物質範圍，也無法賦與苦難更

超越的意義，很容易就認為死亡能結

束一切。但唯有信仰能滿足人靈性的

需求，應鼓勵學生思考信仰帶給人的

力量為何？並讓學生在開放的氣氛

中，從「如果靈魂不滅」的角度，討

論「我應該如何過這一生？」以幫助

學生用更慎重的態度面對「我是否要

自殺」這問題。 

五、從小認識憂鬱症的症狀 

世界衛生組織（WHO）曾宣布未

來威脅人類健康的三大疾病中，憂鬱

症高居第二位，統計資料顯示，自殺

身亡者 70%患有憂鬱症。當憂鬱症已

是自殺的主因時，認識憂鬱症已是自

我保護基本功。 

需要使兒童對其初期症狀、治療

方式有初步認識，因為從兒童到老人

都有可能罹患憂鬱症，故需從孩子教

起，讓學童有察覺、自我照顧的能力，

必要時能及早尋求協助、治療。因此

認識、察覺、和了解治療憂鬱症，也

是自殺預防教育不可缺的一部分。 

六、認識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 健康的生活方式對影響身、心、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11），頁 96-99 

 

自由評論 

 

第 98 頁 

靈，如：運動使大腦分泌腦內啡、抒

解壓力，睡眠充足能抗憂鬱、早睡早

起對內分泌的機轉，懂得拒絕藥物濫

用的技巧，平時建立互助的人際網

絡，將親友視為無形的資產，能彼此

傾吐生活中的壓力、不愉快，定期參

加成長課程，皆能為未來的人生預備

保護因子，當遭逢困頓時，便有諸多

資源能伴自己度過低潮，不致孤立無

援，走上絕路。 

所以，教師應多以創意鼓勵孩子

有建康的生活，如早睡早起、晨跑運

動、主動關懷同學、家人等，也應使

班級有溫馨氣氛，奠定良好人際互動

基礎；並善用機會進行正向的情緒教

育，以體驗、反思的活動，擴大學生

的同理心，能懂得照顧自己，也會善

待別人，同儕間彼此互相扶持。 

七、藉參訪及體驗活動的啟發 

筆者曾隨社團參觀創世基金會的

「植物人照顧病房」，短短行程感受深

刻、衝擊甚大，對自己能擁有健康的

生命有莫大感恩，如今想起，仍記憶

猶新、感觸澎湃。此次經驗促使我帶

六年級學生參訪創世基金會病房，期

待透過親身體驗，將生命脆弱易逝的

印象銘刻在孩子的腦海裡，使他們能

體悟、珍惜生命的可貴。 

也可以透過影片、參訪安寧病

房、兒童癌症病房、身障者療養院、

喜憨兒庇護工場等活動，讓學生有體

驗、反思、對話、建構新想法的機會，

親臨以上場所不僅能讓我們看見罹病

的人奮力求生的光芒，也會改變參訪

者看待己身生命中不幸事件的眼光，

由此達到自殺預防教育的目標：珍惜

生命。 

八、宣導自殺預防諮商資源 

意義治療法創始者，維克多．法

蘭可曾提到，1929 年，他在維也納等

六個城市，成立「青少年諮商中心」，

獲得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家協助擔

任義工諮商員，提供青少年諮商協

助，且在學校發成績單時，亦策畫特

別活動幫助學生，結果，對照過去資

料，該年度首次整年沒有中小學生自

殺事件（引自鄭納無，2002）。 

由此可知，提供符合需求的諮商

資源，可協助有自殺意念、企圖的人

解決問題，有效減少自殺行動。現代

社會更複雜，不論學生、職場人士，

各年齡層的身心壓力皆有增無減，然

而，仍可依此模式，採大數據的資料

分析，分別提供心理諮商資源給不同

對象，如：青少年諮商專線、兒童求

助專線。諮商輔導在關鍵時刻將能成

為解開自殺者難題的一線希望。 

目 前 國 內 的 「 天 使 專 線 」

0800-555-911，是特別為兒童及青少年

成立的自殺防治專線，提供匿名求助

的模式，除自殺防治外，它也協助學

童身心成長、家庭、學校生活調適、

及心理創傷危機輔導，值得大力推廣

給學生知道，讓他們懂得多方尋求社

會資源來化解成長危機。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9%84%AD%E7%B4%8D%E7%84%A1&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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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融入意義治療法 

維克多．法蘭可自己的親身經歷

失去父母、妻子、兄嫂等親友，當時

同事、朋友都擔心他會自殺。法蘭可

告訴老朋友保羅說：「說真的，如果一

個人一下子遭遇這麼多，受了那麼多

的考驗，那一定有其意義。我覺得我

只能這麼說，似乎有什麼在等著我，

期待我去做，我是為某事而存在的」 

（引自鄭納無，2002）。 

法蘭可在書中也舉例許多讀者將

「意義治療法」應用在自身的遭遇，

如：被誣告為殺人犯的工程師身陷牢

獄、因戰爭截肢而企圖自殺的青年、

被獨裁者關進監獄而灰心絕望的政治

犯，都因讀了「意義的追尋」一書，

改以不同的心態來面對苦難，這些人

物僅僅藉閱讀此書就為一己遭遇尋找

出意義來，尋得的意義也就成為鼓

舞、支持他們面對苦難的力量。 

人的一生，不可測的因素太多，

若能將尋找意義的概念教導學生，使

之內化為能力，不啻是為未來人生各

種風險事件，注射一支免疫預防針，

也是極佳的自我保護因子。因此，教

師可以從名人傳記、身障人士、或激

勵人心的新聞中，讓學生討論主角經

歷的苦難為什麼不是阻礙？猜測主角

是如何看待這些挫折、失落，鼓勵學

生以多元的角度解釋不幸的事件，為

生命困頓的時刻找出路，藉創意討

論、腦力激盪，讓學生練習為苦難尋

找出正面的意義，及支持當事人的力

量。 

十、結語 

要在國小學童身上實施自殺預防

教育，需仰賴教師敏於利用機會教

育，澄清大眾對自殺的美化及想像，

亦需依兒童發展階段給予深淺不同的

解釋，兒童是易受傷害族群，常成為

大人自殺的陪葬品，故與兒童討論自

殺預防教育也是增進其自我保護的能

力，已是國小教育不能忽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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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推行現況研究-以臺北市一所私立小學為例 
杜春元 

臺北市私立華興小學教師 

黃雅玲 

新北市新莊區裕民國小教師 

 

一、前言 

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瞬息萬

變。社會的進步與繁榮，為人們帶來

了許多便利與充裕的物質生活。在這

樣的世代中，卻充斥著許多社會問

題。例如：層出不窮的食安風暴、節

節攀升的自殺率、青少年逞兇鬥狠、

買賣毒品越來越氾濫…等，這些行

為，不但傷害別人，也同樣傷害自己。 

過去，我們的教育方式偏於功利

取向。因此，人們漸漸的著重於思考

如何讓生活更便利、更舒適？什麼樣

的方式可以賺到更多的錢，讓自己可

以擁有更好的物質生活？於是，我們

忙著追求最新的科技產品、最高檔的

名牌商品、最時尚的流行資訊，用這

些外在的物質來證明自我的價值。但

是，我們卻忽略了對於生命的關懷與

尊重。不僅僅是社會的價值觀如此，

也同樣反映在我們的教育價值觀上。 

有鑑於此，「生命教育」近年來逐

漸受到教育界的重視，教育部將 2001 

年訂定為各級學校的「生命教育年」。

以培養學生尊重生命及珍惜生命的態

度（教育部資訊網，2001）。國民教育

九年一貫新課程的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也將「生命教育活動」納入指定

內涵，明定學校必須進行相關課程的

規劃與教學，教學時數不得少於綜合

活動學習領域總時數的 10%（教育

部，2003）。 

前省政府教育廳於八十六年底開

始全面推動中等學校生命教育計劃，

到八十九年二月教育部宣佈設立「學

校生命教育專案小組」才將生命教育

的理念納入國小至大學的學校教育體

系中（孫效智，2000）。自 90 學年度

開始實施的九年一貫課程，將過去分

科課程統整為七大學習領域，希望藉

由學習領域的「課程統整」，使學童的

學習達到全人統整的目標。在七個學

習領域中，與生命教育有關的為綜合

活動學習領域。該領域將生命教育納

入指定內涵，明定學校必須進行相關

課程的規劃與教學，不能省略、刻意

淡化或稀釋。而且指定內涵所佔之時

間不應少於綜合活動領域總節數的 

10%（教育部，2003）。有鑒於推動與

落實生命教育的必要性，教學者用統

整課程的方式進行研究，以主題統整

方 式 設 計 課 程 ， 用 跨 學 科

（ interdisciplinary）統整方式進行教

學，期望學童能將學習意義化、內化、

類化及簡化（黃炳煌，1999）。 

然而，教育部雖然推動生命教育

多年，卻無法像其他課程一樣規劃出

一套有系統的教學目標與課程內容，

提供各校參考使用。生命教育的課

程，各校進行方式不一。大多數都是

利用教師晨會時間，請志工媽媽或校

外團體來進行活動，使用的時間零

散，課程內容不完整、一般教師配合

度不一。相對的，臺北市的某所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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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不同於其他學校，多年前便將

生命教育納入正式的課程，從小學二

年級開始，每星期每班都有一堂生命

教育的課程。授課教師也會針對一個

學期的課程進行有系統的規劃與設

計，使用的時間完整，一般教師配合

度高，相較之下，較為符合教育部推

行計劃的立意。 

本文章旨在淺談該校的生命教育

課程推行現況，提供日後深入研究之

依據。同時，也可提供他校推行生命

教育的參考方向。 

二、文獻探討 

(一) 生命教育緣起與發展 

國外大部分由社會相關組織或團

體推動生命教育，且成立大多數以「遏

止毒品、菸酒、愛滋病、暴力，增進

健康」為宗旨（張淑美，2006）。國內

最初發展則是由前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開始推動，主要希望協助輔導學生「認

識生命意義、認識自我並且能夠珍惜

生命價值、增進人際關係技巧、擁有

正確的人生觀，進而建立共融存在之

關係」。 

2001 年教育部推動生命教育中

程計劃（九十至九十三年度）公佈，

更顯示了教育部推動生命教育之決

心。 

(二) 九年一貫的生命教育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在 92 年課綱中

有「生命教育活動」；97 課綱中有「尊

重生命」。 

「生命教育活動」：從觀察與分享

對生、老、病、死之感受的過程中，

體會生命的意義及存在的價值，進而

培養尊重和珍惜自己與他人生命的情

懷。 

「尊重生命」：從觀察與分享對

生、老、病、死之感受的過程中，培

養尊重和珍惜自己與他人生命的情

懷，進而體會生命的意義及存在的價

值。 

 學習內容：以生、老、病、死作

為對象。 

教學方法：觀察，分享（感受）。

深廣觀察（1）人生三要素：身、心、

環境；及其彼此的互動。（2）身有生、

老、病、死。（3）心有生、住、異、

滅。（4）環境有成、住、壞、空。 

認識生死現象皆無常，體悟生死

本體恆不動。現象緣起不執著，本體

性空法界現。 

初步目標：培養尊重和珍惜自己

與他人生命的情懷。遠程目標：體會

生命的意義及存在的價值（陳錫琪，

2013）。 

(三) 生命教育的內涵 

生命教育的內涵依上述之目標及

理念可歸納為下列四大領域： 

1. 深化人生觀 

深化人生觀包含探索與認識生命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11），頁 100-105 

 

自由評論 

 

第 102 頁 

的意義、生命的智慧及生命的願景。

對生命意義的探索讓人不但俱備活下

去的能力，更能培養為什麼活著的意

義。對生命智慧的領悟讓人在生死兩

岸間開悟發現「愛是中間的橋樑，愛

是唯一的生機，愛是唯一的意義」。對

生命願景的規劃不只是對未來工作或

職業的追尋，更著重追尋人生理想的

願力。 

2. 內化價值觀 

內化價值觀著重於倫理教育，其

目標在於培養學生尊重並珍惜生命的

價值，並使價值內化為人抉擇的依

據。此領域包含自律取代他律、培養

成熟的倫理思考與判斷及多元價值觀

的培養。特別在這個多元文化及科技

創新的時代中，常因相對主義及物化

論而喪失了倫理的肯定及思考。然

而，傳播媒體強力放送著「只要我喜

歡有什麼不可以」等論調；狗仔文化

盛行，比起尊重，大眾似乎對探究他

人隱私和八卦更有興趣；話題和言詞

是否辛辣，似乎和收視率或銷售量成

正比。這些現象，在在提醒我們，倫

理教育的強化實刻不容緩。 

3. 整合知情意行 

整合知情意行即發展真實而平衡

的人格及習慣。知行不一及感情與意

志的衝突使人常陷於恐懼與憤怒的泥

澇中，並顯現各種矛盾的行為。因此

在這個領域中需著重人格整合及情緒

智商的培養，培養的方法為生活的覺

察、同理心訓練及意志力的磨練。生

活的覺察幫助人培養更敏銳的自覺能

力，使種種不整合的意識及行為能由

自覺而逐漸脫離矛盾的掌握，進而達

到隨心所欲而不踰矩的整合境界。 

4. 發展多元智慧與潛能 

多元智慧論是由美國霍華德•嘉

納（Howard Gardner）提出，他提出至

少有七項基本智慧的存在，分別為語

言智慧（linguistic intelligence）、邏輯

― 數 學 智 慧 logical―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 ）、 空 間 智 慧 （ spatial 

intelligence ）、 肢 體 動 覺 智 慧

〈 bodily―kinesthetic intelligence）、音

樂智慧（musical intelligence）、人際智

慧（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及內省

智慧（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此理

論不但說明人的多元智慧潛能，也強

調人的多元認知方式。前者印證欣賞

生命與珍惜生命的理念即個體的整體

性與獨特性，後者指出教學方式的多

元性，亦即配合學生多元的認知方式

來教學，也就是因材施教。因此由多

元智慧論可協助學生熱愛並發展每一

個人獨特的生命潛能，也能幫助老師

開創多元適性的教學方式（陳立言，

2001）。 

(四) 臺灣生命教育推行相關研究 

1. 十二年國教的生命教育 

前臺灣省教育廳從 1997 年底開始

推動生命教育；接著教育部宣布 2001

年為「生命教育年」，積極規劃推動各

級學校的生命教育，使得國內的生命

教育進入全面性的發展；生命教育的

出現比「死亡教育」、「生死教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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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學」稍晚，但近年來其發展比

死亡教育或生死學更受重視，已成為

學校教育的重要課程之一。教育部

（2010）提出『生命教育中程計畫（九

十九至一○二年度）』的教育目標，期

望整合生命教育相關成果與研究，聯

結家庭、學校及社會對於生命教育的

共識與實踐，延續生命教育推動經

驗，並作系統性的規劃與深度耕耘，

以強化全人發展及全人關懷的生命教

育。 

迄今，生命教育已推動十餘年，

在各教育階段持續進行中，累積豐碩

的成果。對於課程的規劃亦逐漸具

體，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生命教

育而言，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中

將生命教育定位於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高中階段則於 2010 年開始將「生

命教育」納入必選一學分；高級職業

學校在課程設計的實施通則內，建議

各科目之教學活動應融入生命教育議

題（陳錫琦，2013）。 

2. 臺灣生命教育推行現況 

 2001 年被定為“生命教育年”

後，臺灣各類教育機構全面推行生命

教育。目前在幼兒教育領域，許多一

線幼兒園教師投身於生命教育實踐，

主要採用主題教學的形式，以自己任

教的班級幼兒為研究對象，開展生命

教育。幼兒園教師的研究主題以人與

自己、人與他人、人與環境、人與自

然的關係為主，研究方法也日益多元

化。雖然幼兒園現有的生命教育活動

缺乏整體的主題設計，但其教育價值

與意義仍值得肯定。 

臺灣民間也有許多以推行生命教

育為主要宗旨的團體。這些團體舉辦

了各種生命教育研討活動，以教師生

命教育研討為主，以學生夏令營及家

長研討為輔。民間團體的推動雖然對

生命教育理念的推廣很有幫助，但是

在應對生命教育面臨的主要挑戰（如

社會支持度低、師資培育的挑戰及教

材編寫與製作的挑戰等）方面，似乎

貢獻不大（劉乃華，2007）。 

3. 各級學校生命教育的推動 

生命教育推動十年，高中已有生

命教育選修課程。為落實高中生命教

育，各師資培育大學持續研發、規劃

與執行高中生命教育之師資培育課

程，並積極擴充高中生命教育之教學

資源，實為最重要之配套措施。 

以此為基礎，目前尚無生命教育

課程之高職、國中與國小亦亟待生命

教育之規劃與實行。高職之學生年齡

層與高中生相仿，在考慮職業學校之

特性後，應可將高中生命教育推動之

經驗與制度轉移至高職。從某種角度

講，技職院校可能更迫切需要生命教

育。 

   「技術及職業校院法」草案第一

條：「技術及職業校院以研究應用科

學，發展實用技術，培育各級專門人

才，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

因此，我們更需要將生命教育的精神

貫徹到技職院校的教育體系之中。 

國中小九年一貫之課程綱要目前

也沒有完整之生命教育規劃，應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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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團隊研發適齡適性之國中小生命

教育課程綱要，並參考高中職生命教

育師資培育模式，進行國中小生命教

育師資的養成，同時也進行教材與教

案之設計，以累積生命教育的教學資

源。此外，各種短期在職研習課程的

提供也是必要的，以充實各級學校授

課教師的專業職能。中小學生命教育

志工訓練也是值得思考的一個面向，

以提升各中小學生命教育輔助性之人

力資源（孫效智，2009）。 

三、某私小生命教育推動現況 

(一) 獨立科目 

在此私立小學，「生命教育」是一

門獨立的科目，從二年級開始，每班

每週便有一節「生命教育」課。一開

始設立這門課，課程大多與信仰內容

有關。經過時代變遷，課程內容也逐

漸改變。不只是宗教教育，生死教育、

兩性教育、特殊教育、品格教育等議

題，甚至是這幾年廣為人知的情緒智

商（EQ）教育，「生命教育」課程皆涵

括在其中。多元的課程內容，符合「生

命教育深化人生觀」、「內化價值觀」、

「整合知情意行」、「發展多元智慧與

潛能」等四大內涵。 

(二) 專任教師 

生命教育課程，由「生命教育教

師」授課。生命教育教師多數為外聘

教師，另加上一位學校專任輔導教

師。相較於校內其他老師，「生命教育

教師」所要負責的科目較為單純，能

夠專注準備課程。同時，學校行政系

統的支持和教師們的尊重，使得生命

教育教師可以安心的進行課程，不會

受到干擾。 

(三) 教學課程與資源的整合 

雖然教學不會受到干擾，卻也不

是放任教師無章法的隨意教學。生命

教育教師每學期期初需要擬定課程計

畫，交由學校負責老師審定，並且開

會討論協調。學校設有生命教育教師

召集人，負責購買與管理相關教學資

源；同時也是推行各項生命教育工作

的窗口。這樣的設置，使得生命教育

課程的推行與管理，較其他學校有系

統。 

(四) 推行成果及展望 

該校生命教育深根多年，多數學

生喜愛生命教育的課程，原因是課程

內容多元，教師上課生動。家長們也

認為孩子經過學習後，懂得尊重他

人、關懷他人、並樂於幫助他人。更

重要的是，孩子們藉由典範人物的故

事，可以培養正向積極的人生態度。

因此，生命教育推行至今，深獲家長

與學生的好評和肯定。 

四、結語 

生命教育的推行雖進行多年，卻

缺乏統整和規劃，大多由教師和民間

團體自行規劃與實施，目前只有高中

將生命教育設立為獨立的科目。然

而，教育需要從小扎根，尤其關乎尊

重生命和關懷生命等道德論理議題，

更是要孩童開始教育及培養。如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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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教育不僅僅是門潛在課程，而是一

門正式課程；且依據孩童的發展設計

教學活動，幫助學生探索與認識生命

的意義、尊重與珍惜生命的價值、熱

愛並發展個人獨特的生命、實踐並活

出天地人我共融共在的和諧關係。是

否更能夠達到推行生命教育的目標？

本研究將針對一所將生命教育設立為

正式課程的學校做深入的探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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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文化交流活動對我國文化教育的反思 
陳清梅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為推動國際文化交流，培養學生

國際觀與國際視野，各學校及民間團

體經常辦理各種不同型態的文化交流

活動，提供年輕學子與國際接軌的窗

口，如國外語言營隊、異國姊妹校文

化交流、遊學、NGO 志工活動等，其

中異國姊妹校文化交流活動，即是最

常見的方式之一。藉由學校互訪、寄

宿家庭的生活體驗，讓學生直接感受

不同文化及生活方式的衝擊，除了開

展視野，增加生命的寬度，更了解國

際競爭力的重要。筆者近期參與某高

中日本沖繩宮古高校姐妹校文化交流

與寄宿家庭接待活動，另協助舞蹈教

室學員參加 2015 世界青少年舞蹈營

（daCi）等活動。參與過程中，對於東

西方不同教育方式青少年的文化素養

表現，有著深切的感觸。本文除作經

驗分享，更試從我國推行十二年國教

方向切入，期能提供教育界教學參考。 

二、異國文化的體現 

(一) 特色文化活動的意涵 

文化交流活動主要意涵為了解與

認同本國具代表性的文化活動，進而

尊重不同文化的特色。因此參與者如

何從自我認知中選擇具代表本國或地

方性的活動，考驗參與者對歷史文化

的認同度。 

此次與宮古姊妹校文化交流中，

有兩點感想分享： 

1. 特色課程的選擇 

學校在文化交流課程安排上，日

方大多以茶道、民俗舞蹈、陶藝為基

礎；臺灣接待學校則以臺灣小吃、製

作小物及陶藝等為主。今年在同學與

老師的溝通與爭取下，增加了傳統戲

曲課程，意外獲得日方同學的驚喜與

回響。 

2. 才藝表演的呈現 

臺方同學選擇中、西、韓合併的

創作歌曲及流行舞蹈表演，而日方同

學則表演代表日本沖繩的音樂文化－

三線及擊鼓演出。創意、創新一直是

臺灣軟實力中最被肯定的特點，也是

年輕人擅長者，但在這次文化交流表

演中，似乎少了對自己文化的肯定與

傳遞。反觀日方雖是表演傳統樂曲且

動作生疏，但與會者都能肯定其文化

特質。此行的日方高中生私下也聽各

國流行樂、著迷 3C 產品，但對於呈現

具代表性的文化交流活動時，卻能明

確找到國內及國際共同意象的代表性

聯想。活動交流後，不得不讓我們好

奇同樣年齡的孩子，歷史文化對他們

的意義、影響為何？ 

(二) 多元文化的尊重與包容 

國際舞蹈與兒童聯盟（Dance and 

the Child International ，簡稱 daCi）創

立於 1978 年，為非營利的國際組織，

隸 屬 於 聯 合 國 教 育 科 學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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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SCO）組織下的國際舞蹈會議

（CID-International Dance Council），此

組織最關心的議題是 0-18 歲兒童暨青

少年的舞蹈學習及教育環境，希望每

位兒童及青少年在舞蹈的成長與發

展，均能與世界接軌。daCi 每 3 年舉

辦 1 次年會活動並擇定由一個會員國

主辦，今年（2015）則在丹麥舉行。 

臺灣方面共有臺南應用科技大學

舞蹈系及雲門舞蹈教室參加，來自世

界 22 國，34 個青少年團體，7 百多人

參與。一週的研習課程中，學員需要

和來自不同國家的老師與青少年互

動，每個人都有機會與不同國際、種

族的學員及老師，一起學習、體驗流

行舞蹈（如嘻哈 hip hop）、正規舞蹈（如

芭蕾、瑜珈）及各地傳統民俗舞蹈（如

非洲舞、丹麥民俗舞蹈）等，同時亦

有學術性研討會討論有關青少年舞蹈

學習的相關議題。學員們須能表達自

己，學習尊重文化差異，也要學習和

不同語言的朋友打交道。 

返臺後學員經驗分享，特別提到

（一）教師授課態度：西方教育尊重

學生的學習，即使學生做的不好、不

對，教師都會以正向的方式，給予最

大的鼓勵，激勵同學再試一下；（二）

種族問題：在種族優越情感下，對於

不同膚色的種族歧視仍舊存在，但在

共同相處後，這種傲慢的錯覺慢慢殆

盡，各種族都有其優點，只要你願意

放開心胸體會與接受。（三）慢調的學

習：行程中，學員參加了丹麥國家歷

史博物館、設計博物館、古堡等藝術

賞析活動，其中導遊以丹麥高中生校

外教學方式進行國家歷史博物館導覽

－由同學就館內有興趣的區域主題先

行分組各自參觀，於一定時間後集

合，再由各組分享參觀心得，採自主

學習而非一味解說全館的歷史與收

藏，尊重慢學與引導教學；同時館內

以時間序與橫貫方式將中外歷史、收

藏一併展示，有助橫向了解全世界同

時期的變化。 

三、臺灣文化教育的反思 

(一) 文化代表性的迷惘 

我們的歷史文化源自五千年來的

中華文化，無論在生活、語言、思想，

都有著深刻、不可切割的影響。歷史

能讓我們知道時代的變革，探究過去

到現在情境遺存的產物，以及對未來

的渴望。臺灣的課程受到過度政治的

干預，從早期威權時代受限於黨國精

神，到了多元民主時代，又因政黨開

放造成對峙，課程淪為政客的選舉工

具。新課程標榜鬆綁，學校教育從以

往對單一集權政體的順服，轉而必須

面對一群爭取社會認同的立法團體。

課程知識的假設，不僅反映了被賦予

的「事實」，而且選擇性地提供一些爭

取而來的「代表性」。過多的意識型態

爭議，常被以兩極化的觀點處理，其

中以國家認同最為嚴重。在歷次的課

程修訂中，呈現出中國意識與臺灣意

識的鐘擺現象（白亦方、劉修豪、黃

炳煌，2011）。 

歷次的課程標準未能明確告知隱

含在背後的知識價值內涵為何?義務

教育下，學生被動接受各種課程標

準，也避開了嚴肅的知識價值問題。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11），頁 106-110 

 

自由評論 

 

第 108 頁 

臺灣的課程始終傾向新的課程概念或

知識，忽略這些當下的主流價值曾是

傳統的代表。 

完美的課程應該教育國民了解每

一文化背景下的社會規範，體認前人

無私奮鬥下所保存的智慧產物，進而

調整對主流文化價值的偏見。缺乏歷

史文化的核心價值與實務措施，造就

臺灣的教育現況。新生一代找不到自

己的歷史定位與文化，更發掘不了文

化代表性的活動與意義，這是我們共

同的責任。 

(二) 多元文化課程的驗證 

近幾年，受多元文化教育影響，

教科書已納入不同的文化樣貌，如原

住民豐年祭、澳洲毛利人民俗文化介

紹等不同族群的文化，讓學生體會中

西多元文化之美。但附加取向的課程

發展模式，只是片段式的將多元文化

放入現有課程中，整體的主流課程架

構並未改變。學生看不到自己的文化

學習以及整體課程學習的關係，各族

群敘述性的歷史和文化，只能提供學

生表淺的知識理解，欠缺提供學生深

入探究文化脈絡的機會。 

大部分學校對於多元文化教育仍

以靜態的教學為主，難以展現文化的

深度和意涵。這樣的教育方式僅使文

化連結成為一種想像式的課程而非體

驗式的連結（劉美慧，2011）。多元文

化教育應讓學生理解多元文化知識的

深層意義，包含弱勢族群、偏見、歧

視、種族中心主義、認同等觀念；設

計活動時，能延伸活動背後所要傳遞

的多元文化概念；對於事件分析，應

強調過去、現在及未來的關係，並以

開放性議題為主，透過討論培養學生

解決問題的能力。 

學生藉由分析個人生命的處境，

針對社會不公平現象發展出實踐的意

識，學習各種族的平等與正義，才是

多元文化課程的本意。 

(三) 評量與實踐的距離功利主義下，

傳統學校教育重視「知識」的重

要性，考試領導教學成為現今中

學教育主流意識。學生日夜趕

課，為求紙筆測驗的高分落點；

標準答案、統一做法、不容許錯

誤發生的評量模式，已深入在我

們的教育中。 

學習的本意應是教育的本質，即

杜威「教育即成長」（Education is 

growth）的進步主義論。當我們背會了

許多填鴨式的知識，卻表現出知行不

合一的言論與舉止，這樣的差距，究

竟是誰的問題？ 

紙筆測驗是最快速檢驗學習成果

的評鑑方式，但它卻不等同課程內

化、反思與實踐力的相對提升。發展

學生擁有彈性、問題解決、創造力、

創意、及終身學習的能力，才能終身

受用。 

四、對十二年國教文化教育的期

許 

文化教育的教學成效並非來自量

化的筆試成績，也不在於舉辦文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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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活動場次的多寡。而是發自內化於

個體對國家民族及文化的認同感與行

動實踐。2014 年正式上路的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提出了一個新的學習關鍵

―「核心素養」的培養，希望透過核

心素養發展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未

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

度。融合認知、技能和情意，經內化

後的綜合表現，能幫助學生積極回應

個人的及社會的生活需求，同時迎接

現在與未來的挑戰（國家教育研究

院，2014）。 

文化教育的深耕與養成便是建立

在「核心素養」的觀念中，孩子的主

體生成是一種建構的歷程，歷史及多

元文化的體認與實踐，需要落實在現

實情境及人我的互動發展。身為教師

者應調整偏重學科知識的教學型態，

多以欣賞、展演、操作、情境體驗方

式，引導學生認識我國的文化脈絡，

進而產生與文化密切的連結度，同時

設計文化創新與省思等的教學活動，

提供學生更多參與互動及課後實踐的

機會，以強化學生在文化教育核心素

養的能力。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

綱》納入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

洋、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訊、

能源、安全、防災、家庭教育、生涯

規劃、多元文化、閱讀素養、戶外教

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等 19 項

議題，並將議題採融入式課程設計與

實施。課程發展之「融入」，意指「將

材料整合放入」，以產生「統整」

（integrate）效果。議題多具有跨學門

性質，融入多領域/科目/學習活動，更

能透徹理解、妥善因應（張芬芬、張

嘉育，2015）。 

文化教育的積極延伸即是關心家

庭、學校、社會生活議題，並能由周

遭人、事、物及環境互動中觀察現象，

尋求關係，解決問題。「議題融入課

程」規劃，正符合培養學生對周遭環

境保持好奇心，依個人生活背景與日

常經驗或問題，運用在地資源，發展

真實有效的學習（蔡清田，2014）。 

五、結語 

國際文化交流提供年輕人廣泛接

觸文化的機會，也因這樣機會突顯了

各國不同教育下，新一代的思維。文

化交流活動的影響是多面向的，範圍

小至流行術語，大至社會體制，都可

帶給我們不同的文化刺激和反省；文

化不分優劣，應互相欣賞，秉持開放

包容，才能接納多元文化共存的態度。 

美國芝加哥大學前校長赫欽斯

（R. M. Hutchins）曾說「教育不是為

了訓練專業，而是為了培養公民。」

在全球化的國際競爭下，培養多元適

性，實踐五育均衡發展，進而學以致

用，成為獨立思考、健康生活、社會

關懷與國際視野的現代國民，才能因

應未來的社會需求及變化急遽的時代

（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 

期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能落實

推動，培養社會公民對文化多樣性的

尊敬與欣賞的態度，以提升個人內在

人文素養和價值，成為具有在地文化

特質的國際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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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學貸也是一種人生歷練 
蘇揚期 

彰化縣馬興國小教師 

 

一、前言 

人，生而不平等，所以需要透過

法律來保障「人，生而平等」。不可諱

言，從古至今無論生活在何種社會制

度下，人類都無可迴避社會階級不

同、貧富差距存在、社會機會不均等

之結構性或非結構性社會因素等影

響。因此，才有今日透過國家力量來

縮短上列社會不平等現象，以謀求整

體社會和諧發展、減少階級對立與衝

突、促進人類提升自我與達成自我實

踐的理想。而法律規範所高懸的「平

等」實則有賴教育的過程，促進普遍

且整體提升國人的知識水準、民主法

治認識、優良公民素養與正向的個人

心理及社會風氣，也才能在國人心態

上建立「平等」的同理心，以達「人

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平等真義。並

以此為基礎與國際社會接軌，協助國

人順利銜接全球化的挑戰。 

有以上的認知，做為談論臺灣高

中職以上學生就學貸款的現況與困

境，才能在社會現實面上提供積極務

實的見解，為需透過就學貸款方能達

成自我實踐目的的學子們，繼續在人

生道路上，做出正確的選擇。 

二、同學：請以正向心理面對您

的家庭現況 

對多數的學生而言，就學讀書接

受教育是一種權力也是國家應提供的

義務。尤其就讀國民中小學階段的學

生，較無須煩憂就學這件事對家庭在

例行金錢支出所產生的壓力。然而，

當小孩邁入高中職以上的學習生涯，

家庭針對子弟就學所要支出金額便大

幅的增加。尤其對弱勢家庭、家中有 2

個以上子女就學及突遭變故之家庭，

每到註冊時期對父母或監護人而言，

的確是相當為難與煎熬。 

對於上列情況，如何針對有學貸

需求之目標學生建立積極正向的人生

觀、務實的生涯規劃、彈性的就學策

略與挫折復原力，教育行政當局實應

在國中小學教育階段建立相關機制，

協助目標學生及其家庭具備以正向心

理面對家庭現況，並提供及教育他們

尋求相關社會資源為學生自我人生或

家長對自己的子女未來負起責任，以

期他們善用「就學貸款」及其他社會

福利資源，而非依賴這些社會資源。 

(一) 積極正向的人生觀 

學校教育最高的核心價值之一，

便是陶冶優質的現代公民，而優質現

代公民素養有民主法治觀念、良好的

人格與品行、守法守紀的精神及同理

心。上列教育目標可以用「積極正向

的人生觀」來貫穿其實踐。對各教育

階段的學生而言，透過學校課程、多

元活動及發揮友善校園精神，建立積

極、正向、樂觀與具危機意識的人生

價值，都是學生一輩子受用的能力，

其教育價值勝於一切專業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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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出身弱勢家庭的學生對自

我家世的正面態度、突遭家庭變故學

生對生命困境的欣然面對、突發重大

疾病對學生生涯的挑戰及人生眾多無

可理解的苦難等，基層教育階段的國

民中小學都應該善用學生與學校因地

緣關係的優勢，結合地區社會資源，

為所有學生自小建立起積極正向的人

生觀。並為學生搭建合理尋求社會資

源協助的認知與能力，強化學生自小

建立起勇於接受家庭的不同弱勢情

境，欣然接受社會資源協助的胸襟，

並鼓勵轉化社會大愛為努力的動力，

激發學生提升人生更高的期望與願

景。 

(二) 務實的生涯規劃 

對於弱勢家庭學生而言，追求人

生自我實現的路徑必然是辛苦而充滿

挑戰，其實對出身小康家庭學生而

言，也是如此。因此，學生怨天尤人

的情緒反應如何引導向追求自我實踐

的動力，需要學校教育與家庭力量的

合作，為學生建立務實的生涯規劃。 

所謂務實的生涯規劃是指評估家

庭經濟能量、可用社會資源多寡與學

生自我性向，協助學生訂定自我未來

方向並建立為自我生命選擇負起一切

責任的態度。當然，這過程需要學校

教育系統性引導與親職教育的辦理，

共同為學生在中小學階段學習過程中

逐漸發現自我生命的亮點與了解必要

時要有犧牲「願望」並退而求其次的

心理準備。 

(三) 彈性的就學策略 

對許多學生而言，從幼稚園一路

就學到大專院校甚至研究所，是再稀

鬆不過的成長歷程。不過，對許多有

學貸需求的學生而言，因為缺乏家庭

經濟力量的奧援，使這些學生自幼起

大多數落入經濟不利、文化不利與社

會不利的惡性循環，他們企望一路順

利完成各教育階段學業，有時真是一

種苛求。所以，採行彈性的就學策略

也是一種積極的選擇，而且彈性的就

學策略並不影響一個人的一生成就。

在我們的生活經驗中，遇到許多學生

生涯一路跌跌撞撞的好友，他們從職

校、服役、上日班就讀夜二專、插大

到研究所，因為他們秉持為自己未來

負責的態度與堅持，一樣成就專業素

養，在人生舞臺上佔有一席之地。 

(四) 強化學生挫折復原力 

成長需要學習，而過程充滿挫

折。學生生涯有如成人世界，經常要

面對許多不同的考驗與挫折。因此，

學校教育應該在學生學習過程中，規

劃「強化學生挫折復原力」的措施，

讓學生在失敗中成長，甚至製造學生

的失敗與挫折，再協助他們站起來接

受挑戰。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培養學

生團隊合作的精神，有同儕的陪伴與

奮鬥，讓成功與失敗都有可以檢討與

分享的夥伴。例如學生組隊參加科學

展覽、各種團隊球類競賽、課堂的分

組學習、探索與報告分享等，透過這

些團隊性的學習以培養學生主動學

習、與他人合作、分享表達等能力，

在有形與無形中都有助於學生強化挫

折復原力，而挫折復原力就是一輩子

帶著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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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學貸是為自己學習負

責、投資自己的表現與勇氣 

陳方隅（2011）提到：「…透過學

貸讓人人有大學念的公平表象背後，

弱勢家庭子女無力由家庭資助進入大

學就讀的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事實

上學費的沉重負擔只是透過學貸稍稍

往後拖延，而落到了出身弱勢家庭的

畢業生身上。」的確，上列文章一針

見血的直指弱勢家庭子女在目前競爭

環境中所面臨的結構性困境，而且這

種現象在國際社會中也大同小異。 

然而，就現階段弱勢家庭子女就

學經費短缺的問題而言，「就學貸款」

似乎仍是協助經費短缺的家庭較可行

的方法之一。因為就學貸款是針對需

求學生的需要，由政府結合金融行庫

以穩定提供給所有適用對象的學費低

利借貸方案。無論就就學貸款服務對

象人數、借款期限、資金規模、還款

彈性而言，都是協助弱勢家庭子女得

以完成學業的有效依靠。否則，現有

的社會資源，也難以尋得可以提供人

數眾多、經費規模龐大且借款者還款

能力不確定因素尚大下，願意持續提

供學生學費來源的慈善團體或贊助單

位。 

臺灣是自由開放、尊重個別差異

且意見多元的活力社會，尤其是民國

80 年代以來的本土化運動下造成民智

日開，加上社會運動蓬勃發展、行動

通訊裝置快速融入生活場域、國民勇

於表達個人意見於日常生活等現象，

又適逢臺灣快速融入全球化浪潮，整

個國際環境被知識經濟與創新思維所

主導。可說一個知識價值被新起的知

識價值所取代的速度正以瞬息巨變的

態勢襲來，儼然就像電影「功夫」中

的如來神掌般全面壟罩我們。面對全

球化時代的考驗，青年學子們該在意

的不是我背負了「幾十萬」的就學貸

款，而是幾十萬的就學貸款成就我「一

個圓夢的機會」，哪怕那機會是充滿競

爭、挫折與無情。回想民國 40 至 70

年代出生接受聯考考驗的青年學生，

不要說「就學貸款」，那世代有 50~60%

的學生，連就讀大學的機會都早在國

中階段被能力分班制度給注定了。因

此，我們要鼓勵當下的青年學生，請

善用「就學貸款」來強化自己的專業

能力、敬學精神與感恩的心。畢竟，

就學貸款所提供的低利方案，是集合

全國納稅人的力量，來協助學貸目標

學生以避免青年學生因為經濟能力而

無法進入大學就讀，避免剝奪窮人受

高等教育權利的不公不義。 

四、就學貸款是救急不是救濟 

依據教育部統計，近年私立大專

院校學生每年申請就學貸款均超過 25

萬人，是公立大專院校的 4 倍。學者

研究也顯示，家戶年所得 120 萬至 499

萬元家庭的小孩進入一般公立大學比

例，是 50 萬元以下家庭的 2 倍，也比

50 萬至 119 萬元家庭多出 8%（引自

2015 年 3 年 21 日中時電子報）。的確，

如本文一開頭所強調的「人，生而不

平等」，然本文無意爭論「人，究竟是

否平不平等」之議題，因為當政策或

制度現況無法改變的當下，建議適用

就學貸款目標學生應該以務實的態度

來面對社會現實對你們的考驗，並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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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一種「正面、積極、樂觀」的心態，

來解套家庭所面臨的經濟困境。 

因此，就學貸款是為避免青年學

生因為經濟能力而無法進入大學就

讀，避免剝奪窮人受高等教育權利的

不公不義，由政府結合金融行庫以低

利貸款方案，提供有需求學生申請。

而其低利方案是集合納稅人的心血，

共同為青年學生圓夢所制定並長期提

供的學費貸款服務。是一種基於「積

極性差別待遇」並針對就學貸款目標

學生所提供的經費挹注方案。此政策

是政府美意也是責任，而金融行庫放

款行為是「救急」，不是「救濟」。本

文認為，即便政府有責任提供符合公

平正義的教育政策，也不代表身為百

姓的我們就應當「理所當然」的享受

包含教育服務在內的社會福利協助，

而且對於弱勢家庭子女除了就學貸款

外，臺灣社會無論公私立機關團體都

集合眾人的力量，提供不同程度人

力、物力、財力、心理關懷或義務服

務等社會資源。對此，需要強調的是，

施與受之間並無理所當然的責任與義

務，它是社會真情的展現，並企望將

一份「人間自有真情在」的理念透過

實際的協助，為社會各角落暫時居於

弱勢的人們申請援手，並期望接受協

助的對象能活出並開創自我尊嚴的人

生，且當有能力時願意加入提供「人

間自有真情在」社會回饋機制的一員。 

五、結語 

(一) 對政府的建議 

1. 提供更優惠的學貸利率 

103 學年度臺銀指出，由於基準利       

率未調，因此，仍將比照去年提出

1.6986％的超低學貸利率。看似頗低的

學貸利率，卻有將近 1500 億學貸金額

需求量規模。就「就學貸款」的屬性

而言，政府應該要求金融機構比照財

團借款般，提供更低的學貸利率，以

彰顯企業社會責任與落實社會公平與

正義。 

2. 提供寒暑期短期打工的機會 

大專院校學生的寒暑假比其他       

教育階段學生的假期時間更長，政府

可以發揮產學合作模式，為申請就學

貸款青年學生提供短期打工媒介平

臺，協助青年學生發揮所學同時增加

收入，以降低「就學貸款」需求      

金額。 

3. 放寬申請條件限制 

符合就學貸款申請資格學生，就

是因為家庭弱勢的原因所以有申請需

求，不該因為家長或監護人的信用瑕

疵或非學生本人因素而影響申請結

果。畢竟，還款的責任應該由借款人

於日後負責，切勿因為非學生本人因

素，影響其就學權益。 

(二) 對學校的建議 

1. 協助學生釐清「就學貸款」本意 

「有借有還」仍是社會運作      

的法則，學校可以透過課程融入的方

式，將就學貸款牽涉到的相關法律意

涵、社會各種借貸行為的私權關係、

可能引發的權利糾紛、投資理財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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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觀念與投資自我的積極意義，讓所

有學生清楚「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2. 規劃參訪在地慈善單位，體驗取

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情操 

因為「人間自有真情在」，所以許

多社會人士願意慷慨解囊，為社會盡

一份心力。經由透過參訪各種慈善單

位或團體的機會，讓學生理解慈善成

員投入助人行列的心路歷程，協助學

生了解施與受之間蘊含著情感交流與

社會大愛的意義。 

3. 營造「正向的學校風氣」 

無論規劃多少教育措施與政策，

缺少「尊嚴的對待」，學生感受到的就

只是一種「學校的行政作為而已」。因

此，針對提供學生就學貸款申請服務

或其他社會資源的引入，學校教育人

員應該有更細膩的思維，為心智尚在      

成長、人格正在養成過程的學生，留

著一份尊嚴的對待。 

4. 以平常心積極關懷目標學生 

當學校教師對弱勢家庭學生以平      

常心進行積極的協助，讓一切都顯的

很自然、很關懷下自然沒有標籤的問

題。不過，這情境要先建立在對「所

有學生一視同仁」下為前提，當學校

教師對待學生都有同樣自然的關懷與

協助，那「對學生自然的關懷與協助」

是一種學校文化與氣氛時，即便對待

某位同學有較多的關懷與協助，也是

學校正常作為的一種模式，不會在學

生間產生極大落差的感受，而這就是

學校實踐正義論的精神與作為。 

(三) 對家庭的建議 

1. 協助家庭觀念的導正 

弱勢家庭學生中有很高比例，其

家庭結構本身就是一個社會議題，因

此對弱勢家庭中子女而言，以世俗的

標準來衡量的話，落入惡性循環也是

意料中的事。所以，即便對弱勢家庭

子女的父母或監護人進行親職教育、

家庭訪視或其他一切積極的關懷與協

助，也很難在短時間內改變其家庭現

況或觀念。不過，學校教育的價值在

於永不放棄，就算改變不了學生原生

家庭困境，但是學校的努力也在點點

滴滴中轉化學生本人的觀念。或許這

改變的種苗，已經構築出弱勢家庭惡

性循環的防火牆。 

2. 協助家庭善用就學貸款 

就學貸款的申請方案，對弱勢家

庭家長或高中階段學生而言，可能並

不十分了解，所以學校盡可能提供清

楚的申請說明，讓家長與學生在衡量

家庭經濟能力下，減少不必要申請的

項目，否則依照常人行為的慣性，當

學生升學就讀大學時，也必然依照過

去學貸申請模式，而徒增不必要的經

費申請，既增加學生日後償還貸款時

本金與利息的壓力又提高全民納稅人

對就學貸款需補貼金融機構利率差

額。 

(四) 對學生的建議 

1. 路是無限的寬廣 

松下電器創辦人松下幸之助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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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路是無限的寬廣」一書中提到：「順

境時出力一百是容易的， 逆境裡一百

的力量就會減為七十，六十，能夠在

逆境下出力一百二十、一百五十，便

是毅力。」學生們，因為青春無敵，

所以路是無限的寬廣，你有責任為自

己的選擇承擔所有責任。 

2. 消費在滿足需要而非虛榮 

現階段的你已經申請就學貸款，      

因此養成務實的生活態度、量力的社

交行為、以滿足生活必要為限的消費

方式，都無損你的身份與尊嚴，那只

是人生的過程。 

3. 披荊斬棘的劍，一直握在你的手

裡，只是尚未開鋒 

申請就學貸款只是提早接受社會

的試煉，身為大學生的你們應該專心

學業、參與社團、關心社會脈動與國

際情勢變遷，為將來磨一劍，開創無

限寬廣的路與心境，期待您能發揮「就

學貸款政策美意」，激發生命潛能、陶

養生活知能、促進生涯發展、涵育公

民責任，並回饋社會持續延續「人間

自有真情在」溫馨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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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屏東縣區分性教學實施觀點探討資優生的 

融合教育環境 
蔡桂芳 

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融合觀點在臺灣的教育環境中占

有重要地位，不管身為第一線尖兵的

普通班教師，還是擔任特教班級教學

的特教班教師，甚至是捍衛受教權的

家長團體，都一致認為身心障礙學生

應該在被充分考量身心需求之後，由

教師、專業團隊與家長，在「最少限

制環境」的最高指導原則下，共同為

他們設計完善的個別化教育服務。美

國教育改革及融合中心（ National 

Center on Education Restructuring and 

Inclusion）將融合教育定義為：對所有

學生，包括障礙程度嚴重者，給予公

平接納和有效教育的機會，使其能安

置在住家附近的學校並與生理年齡相

近的班級同儕一起，接受合乎需求的

相關服務，裨益學生日後能成為充分

參與社會，成為社會有用的一份子（引

自吳武典，2004）。 

特殊教育服務的最高原則，是讓

身心障礙者融入正常社會，羅清水、

林坤燦（2006）也提出融合教育的理

念是一種「關懷、接納、付諸行動」

的教育實踐，強調社會多元化價值，

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教育普及於所有

學生的融合社會。 

這些呼籲讓教育工作者對身心障

礙學生參與的普世價值，產生積極正

向的態度，普通學生與身心障礙學生

攜手參與各項活動，在臺灣校園裡百

花齊放形象鮮明，各級學校也在校務

行事中自然嵌入了「特教周」、「愛心

小天使」、「身心障礙學生才藝表演」

等活動，身心障礙學生融合在普通教

育環境的必要性已被廣泛支持與接

受。 

我國特殊教育為人稱頌的積極作

為乃是兼顧常態分配兩端的學習者，

將服務的對象涵括負兩個標準差的智

能障礙學生與正兩個標準差的資優學

生，這具體的做法從特殊教育法第三

條先介紹身心障礙 13 種類別的學生，

隨即於第四條介紹資賦優異 6 類學生

可見端倪。法規的周延與先進固然可

喜，但從多元教育、權益均等的觀點，

應協助檢視資賦優異學生在學校裡是

否也能享有友善接納的教育環境？身

心障礙學生因為顯性的弱勢條件，較

容易接受到合理的融合服務，但常被

視為「天之驕子」、「社會瑰寶」的他

們，在接受資優方案服務之餘，其實

多半時間是在普通班裡與其他同儕一

起學習，在這個優先滿足多數中段同

學學習訴求的課堂裡，獨特的學習樣

態與超前的基本條件是否也可以同樣

得到尊重與滿足？教育工作者常擔心

學習落後的學生會因教師無法兼顧其

獨特需求而淪為教室中的「客人」，但

卻常忽略能力超前的學生也會因為教

材過於簡單，而成為教室中的另類「客

人」（郭靜姿，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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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優學生也是融合教育的一

員 

從特殊教育通報網最新資料得

知，身心障礙類特殊學生從學前到高

中職階段的總人數是 103,019 人，佔高

中職以下學生總數的 3.1%，這 10 萬多

名學生中，真正在隔離式特殊教育學

校學習的人數僅有 6,746 人，上面的數

據足以了解融合教育推行已非空談，

循具體制度步步體現。再從資優生這

部分來看，目前法定資優生有 25,746

人，由於我國資優教育政策主張充實

與加速制並行，因此並無完全隔離的

資優生服務方式，加速跳級或縮短修

業年限的資優學生均會在普通班就

讀，接受充實制的資優生在國中小階

段，則會被安排在分散式資源班、巡

迴輔導班、特殊教育方案中（郭靜姿，

2011）。從上述現象看來，資優生接受

融合教育應無庸置疑。然而，資賦優

異學生具有異於一般學生的特性，例

如記憶力強、理解力高、反應迅速、

且善於分析、推理理解與思考、學習

速度快、吸收能力強、少數資優生的

思考方式與行為更超乎一般學生，這

些特性使他們在普通教育之下，無法

獲得滿足（林幸台，1997；教育部，

2008；陳長益，2011）。由此融合教育

在資賦優異兒童身上要發揮成效，資

優生在班級裡能否受益的關鍵，就是

普通班教師的區分性教學素養，和對

資優生的尊重與認識。 

再從特殊教育法來看，身心障礙

學生依第 28 條規定均需為其訂定量身

提供的「個別化教育計畫」（教育部，

2014），細緻的強調每位身心障礙學生

應享有適性化、個別化、社區化、無

障礙及融合之服務。每位特教老師在

為學生設計課程時，都需在個別化教

育計畫中敘明能參與普通班活動的時

間與項目（林坤燦，2006），既使中重

度的身心障礙學生，安置在普通學校

的自足式特殊班裡，也會因其條件設

計許多多元化的融合策略，例如：參

與普通班融合式小團體音樂活動（吳

芊霈，2010）、以桌上遊戲課程來促進

同儕融合（陳逸之，2014）、以融合式

適應體育教學幫助腦性麻痺兒童（王

惟俊，2006）、繪本故事活動課程（夏

紫涵，2008），這些具體策略都讓不同

障礙類別的特殊需求學生與普通教育

的距離更形接近，之間的藩籬也逐漸

褪除。 

而資優生是如何接受特殊教育服

務呢？我國特殊教育法的內涵是指向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應以

協同教學方式，考量資賦優異學生性

向、優勢能力、學習特質及特殊教育

需求，訂定資賦優異學生個別輔導計

畫，必要時得邀請資賦優異學生家長

參與」來陳述，也就是相對於身心障

礙學生的「個別化教育計畫」（英文簡

稱 IEP），每個資賦優異學生也有屬於

他的「個別輔導計畫」（英文簡稱則為

IGP）。資優生個別化輔導計畫的內容

涵括了不同形式的想法，廣義可以包

括評估其優勢能力、濃縮及簡化正規

課程，以及發展個別或小組研究的管

理計畫。在評估優勢能力方面，包含

能力分析、興趣評估及學習風格評

估；在濃縮及簡化正規課程上，則考

量需濃縮的課程領域、濃縮基本教材

的程序，以及設計多元化的加速和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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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活動；在發展個別或小組研究管理

計畫中，包含研究領域、目標、預定

要欣賞或接受成果展示的觀眾與聽

眾、將產出的成果作品等。也可以狹

義的從國內學者所倡議的基本格式如

學生基本資料、能力特質分析、學業

成就表現、興趣特質、學習特質、認

知風格、綜合評析、教育安置、教學

目標、主題教學活動內容計畫、獨立

研究教學活動內容計畫、獨立研究契

約、輔導紀錄表、學習活動觀察紀錄

及評量表、獨立研究評量表、個別化

教育計畫委員綜合評量等（郭靜姿、

劉貞宜，2001；蔡明富，2015）。 

從上述資優生的個別化輔導計畫

要項中可以看出，對資賦優異學生的

受教權是一樣重視的，只是在普通班

老師的舊經驗中，既使修習過特殊教

育導論三學分，或曾參加身心障礙類

特殊學生的期初或期末個別化教育計

畫（IEP）會議，大概也很難立即了解

資賦優異學生究竟在普通班的環境

裡，需要給予那些協助？普通班老師

心中有著障礙類孩子的形貌，但面對

資優生在普通班上課時究竟應該給予

那些幫助？怎樣的課程才能啟發資優

生獨特的心靈？如何彈性調整才算是

適性？卻是回顧師資培育的舊經驗裡

極度匱乏的。 

三、在普通班級裡為資優生提供

區分性教學遭遇的問題 

郭靜姿（2013）曾指出，在常態

編班及融合教育的安置型態下，教師

普遍面臨班級中學生能力殊異，教學

無法兼顧不同學生需求的困境。然而

當政府大力倡導融合教育之際，學校

未能做好區分性教學，融合教育就會

淪為空談。 

Diane（2002）指出在多樣化的班

級中，區分性教學（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與傳統教學像是一條線的

兩端，當學生異質性大時，教師便必

須捨棄傳統教學，趨向區分性教學，

以符合學生需求  （引自柯俊吉，

2008）。Tomlinson（1995, 1999, 2001）

認為區分性係指對課程及教學進行必

要的調整，以利支持不同學習者的需

求，包括運用多元的教學方法、調整

內容、過程、成果及環境，並考量學

生學習興趣、準備度、學業成就的差

異，來確認教室內所有程度的學生都

能得到適當的挑戰及支持。要進行區

分性教學時，教師先回應學生在學習

上的需求，分配合適課業、彈性分組

以及持續的評量與調整，接著配合學

生的準備狀態、學習興趣與學習狀

況，從一般的教學原則導向區分性，

包括課程內容、學習歷程及學習成果

的調整，最後搭配不同的教學材料與

教學策略、多樣化的作業與評量等，

藉此確認班級成員都能達到最佳化的

學習。 

現今為一個多元社會，班級中可

能同時有資優生、一般生、低社經地

位的學生、文化弱勢的學生、身心障

礙學生等，區分性教學不但可以讓具

資優特質的學生在原班課程中獲得學

習上的滿足，也能在課程中設計基礎

的內容，讓能力較弱學生也能一同享

受學習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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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近期進行一份針對屏東縣普

通班 238 位導師區分性教學態度的調

查，發現一些值得分享的現象，可以

略窺資優生在普通班級中，要得到適

性且具融合意義的區分性教學，遭遇

到那些問題。茲簡要敘述如下： 

(一) 普通班教師對資賦優異學生的瞭

解程度並不充分 

作者將資賦優異優學生的特質分

成認知與情意兩個向度，詢問普通班

老師對資優生接觸的經驗與了解程

度。發現普通班老師認為自己對資優

生最不了解的認知特質分別是課程之

外的學習經驗、思考能力和創造能

力。最不瞭解的前三項情意特質則依

序是追求目標的持續程度、對完成工

作的自信程度與接受新挑戰的意願程

度。換句話說，在普通班的學習環境

裡，導師們並不容易去考量資優生還

有哪些額外的學習經驗（如是否是圍

棋小高手？在外語的涉獵程度？假日

怎樣安排學習活動、平日是否蒐集第

二次世界大戰的飛機模型、有沒有擔

任社區生態小志工等），當然也就很難

在課堂中拋出符應資優生層次的認知

問題；又如果導師要對全班花較多時

間來解釋一些低認知性的程序性知

識，對資優生也就難以誘導他們進行

抽象性或複雜程度較高的思考活動，

資優生的創造力和高層次思考能力也

就沒辦法被導師提升了。 

(二) 普通班教師對資賦優異學生跨出

區分性的教學並不容易 

調查中普通班老師對區分性教學

認同度最低的前三項行為依序是將同

學間相互評量學習的成果適度納入學

習成績、設計課程時考慮每位學生的

學習風格學習需求、適時邀請社區的

專業人士來提供相關資源。從上述可

得知普通班老師還是習於從「公平一

致」的傳統角度來看評量，較難同意

採納同儕學習評量，也或許認為國小

階段學生還小，不習慣將學習評量的

責任交付在學生手中。至於班級裡若

有資優生，導師也可能因為過去的師

資培育舊經驗較欠缺學習風格或多元

智能評量的認識，在班級進行學習評

量活動（尤其是總結性評量）時，難

以說服自己及學生同意「讓資優生將

所學知識用一齣自己拍攝的微電影來

呈現」，並給予公平的評量分數。  

(三) 普通班教師對資優生特質越瞭

解，對區分性教學的態度越積極 

調查中顯示普通班教師對資優生

的特質和他們對區分性教學的態度之

間呈現正相關，也就是當普通班導師

對資優生的特質具備越多知識，會更

支持在班級裡提供符應資優生需求的

區分性教學。 

(四) 普通班教師對目前推行的資優服

務方案瞭解十分匱乏 

資優白皮書頒布後，資優生的安

置除資優班、資優資源班外，各縣市

已逐步提供彈性、多樣化的教育方

式，如：校本資優方案、區域方案、

假日研習、冬夏令營、競賽、良師典

範、獨立研究等，以充實資優學生學

習機會（教育部，2008），但這些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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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案在屏東縣的能見度並不高，因

此研究中發現許多普通班教師在資優

生指導經驗、推薦資優生參與校本資

優方案與參與區域資優方案的經驗都

顯得匱乏，有些老師甚至完全沒有聽

聞屏東縣有辦理相關的資優教育方

案，更遑論自己參與或辦理資優生的

服務活動。這結果讓我們不禁深思，

普通班教師要在班級裡更了解資優生

的學習渴望，提供適性化的學習，應

該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四、為資優學生提供優質區分性

教學環境的建議 

綜合上述，從學理與實務面的評

析提出以下具體建議： 

(一) 對普通班教師的建議 

1. 創新及活化教學內容，以符合學生

學習特質與需求 

普通班教師雖對學生的學習特質

有一定程度的瞭解，但在課程調整的

接受度上卻顯得較低。資優生在普通

班中就讀時，教師應更全面地瞭解學

生在學習上的需求及可能潛藏的問

題，並試圖調整原本的上課模式、評

量方式等，加入更多高層次思考的內

容與多元的評量方式，以符合學生的

特質，避免發生具學習潛能的學生對

課程內容不感興趣或老師誤解學生過

度激動特質的情形。 

2. 積極參與資優專業知能研習，提

升教學專業能力 

從教師的背景統計發現，目前屏

東縣國小普通班教師曾參與資優知能

研習者為數不多，一方面是由於師資

培育的過程中，並未充分提供資優教

育相關課程；另一方面是由於教育處

所舉辦之資優教育研習過少，使教師

對資優教育相關知能顯得不足。由於

屏東縣目前僅在屏北一所學校設立資

優資源班，因此資優生或具學習潛能

的學生大部分仍在普通班就讀，並未

能普遍接受資優教育服務。大團體教

學中，能力較好的學生需要較富挑戰

性的課程需求容易被忽略，因此建議

普通班教師積極參與資優相關知能研

習，瞭解多層次教學方式的呈現，提

升教學專業能力，讓更多學生受益。 

(二) 對行政機關的建議 

1. 賡續推廣各類資優方案，開拓學

生學習經驗 

普通班導師若有各類資優教育方

案的參與經驗，在區分性教學的態度

上會有較高的得分，因此可推斷教師

對資優教育方案的瞭解，有助於提升

教師對區分性教學的態度。目前屏東

縣國小的各類方案已經進行數年，但

申請學校都略顯集中，有許多具備海

洋與原住民特色地區之學校，值得推

展區域性資優方案，但這些學校推行

資優方案的動機並不強，可能使當地

的資優生沒有機會被發現潛能，若能

全力宣導多元智能觀念，讓教師們充

分認識六大類型資優生，進而產生熱

情，主動推薦適合的學生參與，或因

時因地制宜辦理各項資優充實活動，

應該能豐富不同文化、不同社經地位

族群資優學生的學習機會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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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升教師對資優概念的認識，以

利資優方案的推行 

隨著縣內資優資源班設立，資優

教育愈來愈受到重視。理論上每位普

通班教師皆有接觸到潛在資優生的機

會，因此建議學校端可以多辦理資優

教育相關研習，從學校面積極推展教

師的資優概念、對資優學生的基本認

識，避免忽略具有潛能的學生，提高

教師參與資優教育的機會。 

(三) 對教育主管機關的建議 

1. 推廣南區資優教育方案，提升資

優教育的發展 

屏東縣於 101 學年度開辦第一所

資優資源班，除服務校內學生外，並

以巡迴輔導方式服務鄰近學校的資優

生，然而屏東縣的資優教育環境仍在

萌芽階段，尚未普遍推展到全縣。因

此除了關切資優資源班的辦理成效，

仍須關注其他地區資優生的發掘，尤

其屏東縣不但有山地原住民鄉鎮，更

有具備海洋教育特色的學校，這些多

元文化孕育下的資賦優異學生，應該

讓他們有接受適性服務的機會。 

2. 辦理資優相關知能研習，協助教

師增長資優生區分性教學知識 

在調查中屏東縣的第一線教師具

有資優教師資格、曾修習資優三學分

或研習達 54 小時以上的教師僅佔

7.3%，再者，屏東縣在九十五學年度

至一百學年度所辦理的資優相關研習

僅有六場，顯示教師對資優教育的認

知略顯不足。教育主管機關可善用此

訊息開設研習，不預設參與資格，鼓

勵普通班教師參與，增加對資優教育

的瞭解、資優學生的學習特質與需

求，以及普通班課程的調整方式，讓

普通班中的資優生或尚未被發掘的資

優生都能有更好的區分性學習環境，

以達成適性揚才，優質卓越的教育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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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零體罰政策的影響 
陳怡如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暨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臺灣的教育文化當中，習慣將體

罰應用在教育現場，這限定了老師與

學生間的距離，以致教育方式被窄化

後，似乎沒了其他教育方法。讓輔導

與管教只能透過體罰，造成校園當中

時有所聞的體罰事件。現今，立法院

為保障學生的受教權、學習權、身體

自主權、人格發展權，已經立法通過

禁止體罰。立法後的教育現場對於輔

導與管教的方式有了不同的模式與影

響。 

二、本文 

在華人文化中有句耳熟能詳的俗

語：「不打不成器」，這句話讓許多人

在打罵教育的方式下成長。這些孩子

長大後成為教師、家長，重複的複製

以前的成長方式，一昧的使用打罵教

育，希望讓學童可以更加的成長、進

步。在這不斷複製的成長經驗及不斷

蔓延的教育期望高牆下，許多教師將

體罰制度使用的淋漓盡致，造成過度

的管教事件頻傳。 

學校的過度體罰事件在社會新聞

上不斷報導，在人本主義團體極力的

推動下，民國九十五年底立法院通過

了教育基本法修正案：第八條及第十

五條，條文中納入「並使學生不受任

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等文字。

這使傳統的教育觀念有了重大的變

革，也使臺灣進身為全世界第一○九

個立法施行零體罰政策的國家。 

林天佑、吳清山（2005）將零體

罰（ZeroCorporal Punishment）定義為：

指嚴格禁止學校教職員工對學生實施

體罰的理念或約定，目的在創造一個

溫馨的、友善的優質校園，讓學生能

快樂的學習與成長。」因應零體罰政

策的通過，我國教育場所輔導與管教

的方式有了新的改變。不論是否對學

生造成身心上的侵害，教師都不能夠

以任何方式體罰學生。教育部更將「體

罰」納入教師成績考核當中，民國九

十五年修正了「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六條明定教

師不得體罰學生，「教師若輔導管教不

當，致造成學生身心傷害記過」。此

外，在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

所稱「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的

認定參考基準也包括了「體罰學生，

有具體事實者」；教師法第十七條教師

應履行以下義務：積極維護學生受教

之權益、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

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 

零體罰政策的立法展現了對於學

生人權的重視，建立友善的學習環

境，去除學生對肉體和精神懲罰的恐

懼，除了以學生立場來看此政策外，

也須從教師的角度來討論。根據李秀

娟研究(2006)，在臺北市國小有將近六

成五的現任教師不認同零體罰教育政

策；近七成的教師認為零體罰教育政

策增加了班級經營的困難度(引自陳慧

琳 2009)。吳嘉中(2010)研究指出嘉義

縣國小教師對零體罰之認同度是略微

偏向認同；認知是介於中等與中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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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在零體罰入法後之教學態度略微

偏向積極。教育部對於遏止不當體罰

事件做出了許多配套措施，但在教育

現場對於教師之教學並無幫助，反造

成許多新的狀況需處理，也間接地使

教師在教學時的心理壓力增加。 

依 據 陳 慧 琳 (2009) 、 卓 佳 靜

(2014) 、黃亭毓(2015)研究當中發現： 

(一) 當國小教師對體罰與零體罰的看

法、定義不一樣時，也會影響到

教師在面對零體罰的態度以及作

法上的差異。贊成運用體罰作為

管教方式的教師認為應使用適

度、合理的體罰來管教學生，認

為零體罰政策實施後使教師較無

權威，管教上變得耗時且班級經

營面臨困境，教師也產生自我保

護的心態；反對體罰的教師則認

為管教學生時，應運用教師本身

的教育專業而非體罰，在零體罰

政策實施後對於管教方面較無受

到衝擊。 

(二) 雖然教師使用體罰與管教學生的

目的，都是為了要制止與導正學

生的偏差行為，但在法律的觀

點、學生行為面向以及教師心態

上仍然有不同的地方。零體罰政

策的立法對教師造成管教上的壓

力。受訪的教師表示在零體罰政

策立法後，管教學生前會以教師

的自我保護為優先考量，當管教

行為可能觸犯法律的時候，會選

擇其他的管教方式甚至退讓，不

再堅持原則，降低對學生的要求。 

(三) 零體罰立法會促使家庭功能的需

要、增強。因零體罰政策可能使

得原本關心學生的教師產生得過

且過的心態，但需要特別關心之

學生，有的因其家庭功能不健全

無法落實管教功能，而在學校教

師又因怕觸犯法律造成無法更加

確實的管教孩子，因此零體罰的

成效有待商榷。 

(四) 零體罰政策應有多些彈性和配套

措施。零體罰的初衷有著正面意

義，可以使教師思索於打罵以外

的管教方式，然而教育的根本為

家庭的影響，學生行為塑造的力

量大多來自家庭中的教導，如今

當教師面對大多有著家庭功能失

衡、學習低成就的學生，當行為

表現的管教責任都移轉至學校教

育上時，若教師也因著零體罰政

策而放棄積極地導正學生偏差行

為，這絕非樂意看到的現象。 

(五) 教師面對零體罰政策的立法，於

管教上需要調整，可以因應的措

施包含參加正向管教與輔導之研

習與進修，或是透過撰寫教學日

誌來規劃、實行並評估有效的教

學方式；與家長互動方面，可事

先與家長溝通出雙方都可接受的

管教方式，對學生一致的教育態

度及要求；亦可尋求其他同事協

助，共同因應並創造與維持支持

性與安全的教學環境。 

(六) 在教育現場的教師，對於面臨困

難有著相當程度上的認知，並能

夠採取合宜的因應策略，改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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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成效，當零體罰政策運用在國

小班級經營的常規管理策略時，

在針對教學實務的影響上能有效

的改進，是具體可行的。教師會

依據學生偏差行為的性質，採取

不同的因應措施，做為解決問題

的策略。 

三、結語 

對於學生的管教輔導方式，每位

教師與家長都有自己的一套理念與模

式，對於學生的共同的期待大多是希

望「學生能夠在秩序、禮貌、品行上

成長」。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沒有家

長期待孩子學壞、品行不佳。然而即

使有共同的期待，不同的教育方式還

是常造成學生家長與教師之間的摩

擦。 

教育部向來禁止教師以任何言

語、肢體的傷害以達到管教學生目的

的作為，提倡教師應尊重學生基本人

權為輔導管教之核心。在零體罰政策

的立法之後，由於社會大眾及家長的

倡導，強化了學生對於自身權益的重

視，卻也帶來了教師與學生間的衝突

不斷。當社會大眾在得知校園管教事

件時，先注意到的大多是學生是否受

到了不當的管教方式、教師是否違反

了零體罰政策，對於學生在校的態度

及行為卻沒有太多人關切。 

還記得在十五年前國小的教育現

場，學生做錯事情是由家長帶著學生

到學校向教師道歉，而不是由家長向

學生道歉。反觀現今教師常需要擔心

學生回家是否會向家長說些什麼、家

長是否會怪罪教師，這些擔憂反映著

教師在臺灣社會上越來越不被尊重，

尊師重道的精神在臺灣社會是否會漸

漸地消失，令人擔憂。 

臺灣社會逐漸注重學生的權益是

值得肯定的現象，但也需考量教師立

場，並非所有事件的發生都是教師管

教不當。也應當注意學生是否知法玩

法，造成教師教學時的不便，可從實

例中更深探討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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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命教育新視野談「靈性教育」 
曾加縈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生命教育教學碩士學位班研究生 

李瑞珠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生命教育教學碩士學位班研究生 

 

一、前言 

針對現今科技愈來愈發達反映在

智慧型手機，當每個人都「一機在手，

彷彿整個世界就在你手」這種便利的

駕馭感，看似一種文明的大突破，而

要令人深思的是：文明的大突破所帶

來無窮的欲望，是我們目前面臨一個

很大的問題。依賴科技之下的結果是

幸，還是不幸？滑手機的背後隱藏的

是怎麼樣的危機？譬如可以不顧睡

眠，不顧上課，不顧人際禮儀.....等現

象。人們是否已經覺察到一個訊息：

當我們享受著科技帶來便利的同時，

無形中已被科技的欲望所綁縛了（引

自鄭志明）。 

從古至今，人類順應宇宙生命的

自然倫理，就會得到良善的環境和回

應，相反的，人類如果違背生命自然

倫理法則，讓欲望無所節制時，則要

承擔許多危機和災難。從生命教育的

角度看，當我們依賴科技所帶來的速

度與便利，卻發現它並没有教我們怎

麼去克服欲望。科技帶給人類無窮的

欲望，卻沒有告訴我們如何確立人生

命的尊嚴。這場文明的大突破將帶來

新的存在危機和生命衝擊，而又該如

何喚醒人與生俱有的智慧？ 

本文針對上述問題，試著從「整

合取向的生命教育」及「靈性教育」

提出人在面對新科技來臨後，應該如

何進行「生命管理」以確立生命尊嚴

及喚醒生命智慧。 

二、整合取向的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目標為何?依生命的內

涵，生命教育的核心內容，可概分為

生命智慧、生命關懷及生命實踐三

項。若從學校教育而言，旨在培育學

子在人生歷程中，能在各階段的脈絡

中，不斷的淬煉生命智慧，發起生命

關懷，精進生命實踐，活出各階段的

意義來（陳錫琦，2013）。 

對於許多推動生命教育工作者而

言，之所以要深入生命教育的核心內

涵去探究，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們的生

命中喪失了靈魂，生活中失去了靈性

覺察，所以必須要從教育中找回靈

性，喚醒人性的本質，這是人類與生

俱有的智慧。著名的全人教育學者 R. 

Miller 認為在現代世界觀主導下的學

校教育，在當今後現代文化中會產生

扞格不入的情形，當今的教育應該更

走向整全性的（holistic）世界觀，這

種 世 界 觀 即 包 括 了 人 本 的

（humanistic）、 生態的（ecological）

及靈性的（ spiritual）在內（Miller, 

1999:、75）（方永泉，2013）。 

「整合取向的生命教育」是具有

全方位向度的生命教育，並非知識範

疇的思辨為限度，在相當程度上，是

以跳脫物欲和感官知覺的界限，向精

神領域探索生命內在的訊息，以哲學

家思辯的思維、宗教家的信仰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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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的靈性啟發，躬親實踐。具體

而言，是統整生命之「知」與靈性的

「覺」，所統合活化的生命教育全象

（劉易齋，2015）。陳錫琦（2013）認

為若從生命教育首重實踐來說，當以

生命實踐，心的覺醒與實踐，為核心

中的核心。也就是人格統整與靈性發

展，而以靈性教育開啟靈性之鑰。 

三、靈性教育  

靈性屬科技、資訊發展與思維下

的一股清流，看重的不再是理性分析

或成本效益之考量，而是更高層次的

價值（Duffy, 2006）。Assagioli（1991）

也指出：靈性層次的表現和制約反應

一樣地真實重要，靈性的精神力不是

病態所扭曲的現象，因此也應受到科

學的研究處理。過去傳統心理學者大

致都認為人性的內涵不外是生理層面

（Bio）、心理層面（Psycho）和社會層

面（Social），直到超個人心理學興起，

才開始注意到人性深層意義的靈性層

面（Spiritual），即人的靈性超越性的

肯定，使其修正原來不足的人性內

涵，進而肯定靈性層面是人類重要的

層面之一，目前已受到科學和醫學的

研究證實，靈性與健康的關係相當密

切。 

柏拉圖認為哲學的終極目的在追

求真與善的生活為依歸，可分為感官

世界與理性世界，感官世界（idea）是

理性世界（idos）的摹本（copies），理

性的世界非人們感官所能認知，只有

心靈的眼睛才看得見，因此要努力覺

察喚醒失去記憶的心靈，才能認識真

實的世界。柏拉圖在「費德拉斯」篇

中以馬車比喻人的身體（靈性），馬車

伕代表人類理性，以此比喻理性與靈

性的關係，道出了兩者之間的重要性。 

有 關 靈 性 教 育 （ Spiritual 

education），J. P. Miller，在其《生命教

育─推動學校的靈性課程》（Education 

and the soul: Toward a spiritual 

curriculum）一書中提及：「我們的生活

步伐本身已經喪失了靈魂，我們似乎

都匆促地擷取與消費，卻花極少的時

間在單純的樂趣上……教育已變成這

種戲碼的一部份，我們不斷地被提示

受教育的目的是準備學童能在全球經

濟中競爭，卻鮮少提到更寬廣的教育

願景，包括對全人（the whole person）

教育的關注。」（張淑美主譯，2007：

4-5）。書中說明了靈性是維持生命所必

須的重要力量，靈性為我們的生命帶

來意義與方向的一種深刻與活力的能

量，而藉由在生活中喚起它能賦予我

們生命的目的與意義，為我們的精神

與外在生活帶來平衡。 

因此，靈性層面並不侷限於宗教

團體，而是有關於我們所感覺到與一

些廣大無垠、不可見、神秘和奇妙的

事務的一種聯繫感。此外，J. P. Miller，

在 Education and the soul: Toward a 

spiritual curriculum 一書也提出了培養

靈性的技術包括:（一）引發內在生命

的技術，如冥思（meditation）、意象化

/圖像引導（visualization）、夢的運作

(dream-work)、自傳（autobiography）/

日誌寫作等方法；（二）藝術教育；（三）

地球教育。這些技術讓學校在推動靈

性培養方面有具體的做法（引自徐超

聖，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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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命管理觀 

廣義的「生命管理觀」即是人生

透過綿密、合理的教育過程，呈現出

生活的意義與人生的價值，藉由哲學

性的思辨和科學化的實踐檢驗，完成

生命教育的終極目標（劉易齋 2015）。

一般而言，人活著本身就是生命教育

的內涵意義，可在學校推動加強。生

命管理的實踐，透過哲學性思辨、倫

理規範、人文薰陶、科學實踐，在日

常生活中覺察體驗，從每一天生活開

始，例如我們可以觀察水的訊息、光

的訊息和我們心的訊息，是怎麼息息

相關的。 

人的生命來自天地宇宙共存的能

量，透過「靈性教育」的啟發，才能

返璞歸真，找回人性真、善、美、聖

的核心價值，達到身、心、智、靈整

合的一種平衡狀態，保有人存在的價

值與人性尊嚴。 

五、結語 

二十一世紀高科技產物已主宰著

「人對物的依賴」，人們的物質欲望被

引發出來，而導致價值觀偏頗，最後

生命將失去意義。除此之外，人類在

面對生活中許多早已存在卻被我們忽

略的重大問題，例如感情危機、經濟

危機、安全危機、生態危機等生命危

機的訊息時，唯有從生命管理觀檢視

人們風險管理的危機意識，以「靈性

教育」啟動內在自我覺察力，才能避

免人類所面臨的重大問題。      

 

根據研究者近期就讀研究所教授

的上課內容，以及二十多年的實際教

學經驗，整理出二十一世紀教育工作

者應引導學子啟動靈性教育內涵如

下： 

(一) 生活力：培養正向能量的生活

力，喜歡閲讀、熱愛生命，面對

困境時正向思考、價值思辨並積

極解決問題的一種生活習慣。 

(二) 專注力：培養平靜、專注的探究

創造力，擁有熱情與自信。 

(三) 反思力：學會自我覺察與省思，

勇於挑戰自我、為自己負責、找

到自我存在的價值。 

(四) 謙和力：學會謙虛和尊重，了解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五) 靈動力：愛的靈動力，學會感恩、

隨喜，感同身受、替人著想、關

懷助人。 

最後，每個人都應把這種靈性能

量的種子開發出來。老師可以提醒孩

子們，從每天早上的第一杯水開始，

傳達你感謝的想法，並用自己美好的

語言或意念告訴祂：「祢是如此清淨自

在，感謝祢滋潤我！讓我今天無限的

美好！」用意念訊息滋養靈性，突顯

生命的靈動，實踐真、善、美、聖之

核心價值。用「生命管理觀」及「整

合取向」的生命教育來達到身、心、

智、靈整合，以確立生命尊嚴及喚醒

生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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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來瑜伽！瑜伽對 ADHD 學生的影響 
蕭瓊華 

臺北市立士林高商特殊教育教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生命教育碩士班碩士生 

 

一、前言 

現今社會發展快速，科技日新月

益，現代人幾乎已離不開 3C 產品，身

心不斷地接收大量的資訊而顯得緊

張、疲憊。而瑜珈（Yoga）運動因具

有結構性、規律性及便利性，透過瑜

珈體位法的練習，並配合呼吸調息，

不但能減緩壓力、消除緊張和穩定自

律神經，進而更可達到安定心靈、情

緒增進的效果（劉美珠，1990）。 

ADHD 學生因為神經傳導物質的

缺乏，具有過動、衝動，或注意力不

集中、專注力渙散，情緒及動作控制

力較差等特質，導致專注力及活動表

現上較一般學生有顯著困難（董媛

卿、鄭信雄，1992），或是因個性衝動、

情緒及動作控制力較差容易影響到旁

人，長期下來，導致 ADHD 學生在學

習表現、日常活動及人際關係上的失

衡，讓他們在面對學校教育與人際互

動時更顯焦慮、緊張。 

由於瑜珈效益並非僅止於生理層

次，也被證實可解除身心壓力，維護

及促進身體的健康。西方醫學亦將瑜

珈當作是一種輔助替代療法，並持續

推廣運用於醫療臨床及護理中(黃復

蓉、鍾聿琳，2013)。或許藉由瑜珈活

動，也能協助 ADHD 學生可以較為放

鬆、舒壓，提昇專注力，改善 ADHD

學生在校園的學習能力與人際關係的

壓力。 

二、瑜伽運動的基本背景與功能 

瑜伽（Yoga）來自於梵文「Yug」，

源於五、六千年前的古印度，劉美珠

（1990）指出瑜伽被認為是結合哲

學、科學和自我開展並促進健康的實

用方法。其原始目的是了加深自我覺

醒，透過身、心、靈的結合，配合呼

吸調節及肢體伸展及冥想，有助於促

進生理、心理、社會和靈性安適

（well-being）之效果，讓人的身心靈

保持在一個健康、穩定的狀態下，故

被認定為是身心合一的訓練。 

市面上流行的瑜珈有多種派別，

如：哈達瑜珈、紓緩瑜珈、皮拉提斯

瑜珈等，但最主要仍以呼吸調息、瑜

珈體位法、靜坐冥想等三部分為主要

的重點。以下就以此三大重點逐一說

明： 

(一) 呼吸調息 

瑜珈的基本呼吸法主要有胸式、

腹式與完全呼吸等三種，強調以鼻子

緩慢的吸氣、延長吐氣，平和緩慢地

深呼吸以鬆弛緊張的身心（洪睿聲、

陳坤檸, 2003）。藉由呼吸控制提供身

體足夠的氧氣，降低交感神經活性和

化學反射敏感度；對於情緒復原、精

神 壓 力 耐 受 度 (mental stress 

tolerance)、注意力集中及睡眠也有效

益，尤其是長期每天練習 30 分鐘，能

把心理功效最大化（林容萱、林晉利，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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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體位法（asana） 

體位法的梵文為 Asana，為古代瑜

伽修行者為了保持健康並在惡劣環境

中存活、強身，以模仿大自然的型態

（例如山、樹式等）或動物的動作或

姿勢（例如貓、蛇、鱷魚式等），因此

瑜珈中許多姿勢均以動物名稱來命

名，這些獨特姿勢及修正姿勢稱之為

瑜珈體位法（嚴莞華，2001）。 

透過規律地練習體位法可增進體

適能、改善血壓，並產生放鬆的感覺、

集中意識，提升正向情緒，促進壓力

的釋放的立即性作用，而精神性疾病

患者約在 12 週的練習後，能有顯著且

穩定的成效（林容萱、林晉利，2008）。 

(三) 靜坐冥想 

冥想(dhyana)是讓身體和大腦安

靜下來，使心靈完全脫離現實與物質

的心理活動，集中能量在潛意識心靈

中，使心智完全專注和寧靜，呈現神

智 清 醒 的 超 然 狀 態 （ supernormal 

state），使不安的內心與情緒歸於平靜

與滿足，變得更加自覺與自制(黃復

蓉、鍾聿琳，2013)。 

冥想從生理上引起深層放鬆和節

約能量消耗的效果，在心理上增強人

對心智的控制和靜化能力，更對於心

理或精神相關疾病的症狀發揮正面效

用，並且有助於入睡和提升睡眠品質

（林容萱、林晉利，2008）。 

綜上所述，瑜伽是一門注重身心

合一，透過呼吸法、體位法及意識冥

想等方法，來改善身體的健康、調整

體適能，且可舒緩壓力，強化注意力

和個人自覺，有助於提升心智與靈性

的科學（劉美珠，1990）。因為瑜珈運

動沒有年齡、時間、空間的限制；可

以個別或團體進行，並可依個人需求

自我調整，可見瑜伽運動符合現代人

追求健康的需求，值得重視與推廣。 

三、國內針對瑜珈對於 ADHD 

學生影響之實徵研究 

專注力是學習歷程上重要的一

環，許多學習不利的學生都是因為注

意力缺陷而造成學習上的困難。ADHD 

學生因為生理或神經心理的損傷，導

致在注意力方面有缺陷（ Barkley, 

1990）。在臺灣，ADHD 的人數也逐漸

攀升中，聯合報於 2007 年之報導中指

出：「臺大精神部主治醫師高淑芬調查

發現，國中小學生約有 7%至 8%患有

ADHD，若以 5%盛行率計算，保守估

計應有 13 萬 7000 人。」(引自王昱勻，

2013)。 

瑜珈曾被應用在一些特殊學生的

教學上，例如自閉症、唐氏症、腦性

麻痺、學習發展障礙、ADHD 的教學

設計。 

在國內，針對瑜珈對於 ADHD 學

生影響之實徵研究目前有，林湘琪

（2009）針對一名學前大班的 ADHD

幼童以小團體方式進行十二週，一週

一次，每次五十分鐘的瑜珈課程。研

究結果發現 ADHD 幼童在瑜珈課的

分心狀況減少，而且情緒更加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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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齡方（2011）利用晨間瑜珈活

動對兩名分別就讀一年級與二年級

ADHD 學生以一週二次，每次四十分

鐘，共進行十二週的瑜伽課程介入，

進行觀察其上課專注力的表現情形。

研究結果發現晨間瑜珈活動有助於

ADHD 學生的上課專注力表現，且情

緒表現較為穩定。 

陳秋萍（2012）則是採用個案研

究的方法以十週，每週 5 次，每次 30

分鐘的兒童瑜珈課程，探討兒童瑜珈

課程介入四年級 ADHD 學童改善注意

力，其研究結論是兒童瑜珈課程適合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童，改善其注意

力不集中之行為。 

王昱勻（2013）針對 13 名國小

三年級～五年級 ADHD 兒童進行每

周兩次，每次 90 分鐘，共計十堂課的

兒童瑜伽情緒效能治療團體。研究結

果發現，ADHD 兒童在分心、干擾、

抗拒、過動與衝動行為的頻率降低、

強度減弱；在人際關係、情緒穩定與

調整策略、專注力皆有提升。 

林子鈺（2013）以平均年齡 9.42

歲的 ADHD 兒童，分別為實驗組 9 名、

控制組 8 名，共 17 名學生，進行每週

二次、每次 40 分鐘，共 8 週的瑜珈活

動。研究結果發現瑜珈活動有助提升

ADHD 兒童的多重選擇反應的能力及

快速改變刺激的判斷力的發展。 

綜上所述，目前國內直接以瑜伽

做為介入 ADHD 學生的研究並不

多，但仍可以發現：1.瑜伽可改善或降

低 ADHD 學生負面情緒的反應，如：

生氣、挫折反應、衝動、抗拒、憤怒、

焦慮、憂鬱等情緒困擾。2.可提升

ADHD 學生對情緒控制、注意力的能

力表現。3.可改善 ADHD 學生人際關

係與親子關係。 

四、結語 

瑜珈之所以風行全球，除了許多

報章媒體、名人明星的推薦，不少應

用瑜珈的實證性研究，也證實瑜珈其

影響效益能夠放鬆心情、舒壓、促進

身體的健康，尤其以瑜伽活動對

ADHD 學生進行介入，其研究結果多

是能提升其專注力、穩定與控制情

緒，改善人際與親子關係。因此建議

政府、教育單位可考慮將瑜珈納入基

礎教育課程，以每週 1~2 次的瑜伽活

動，透由呼吸、體位法、冥想等方法，

提升學童專注力、穩定情緒、改善衝

動等行為。 

另外，在進行瑜珈活動設計時，

需考量個別差異，在瑜珈動作上進行

不同的安排（張齡方，2011），且活動

設計需不斷調整、變化，才能吸引

ADHD 學生的投入，而且親子間若能

一起找出一個固定的時段進行瑜珈活

動，也可有助於增加 ADHD 學生的情

緒穩定性（王昱勻，2013）。 

目前臺灣在瑜伽對 ADHD 學生的

相關研究中多以國小階段及學前幼兒

做為研究對象，尚缺乏國高中階段

ADHD 青少年進行研究，期待未來有

更多國內瑜珈針對 ADHD 學生的實證

研究，可做為教育單位、醫療人員及

家長們參考，發展出更適合 ADHD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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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輔助性課程活動，協助他們可以

更平穩地學習、成長並順利的融入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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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的通識與博雅教育 
潘兆民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暨通識敎育中心合聘副教授 

 

貫精麤與內外 東西此相逢 

勞心更勞力  專業復宏通 

 

一、前言 

“Pioneering will be our 

watchword.”「開創將會是東海大學的

左右銘」，這句話是 1955 年東海大學

第一任創校校長曾約農先生，為創建

一所不一樣的大學所提出的設校願

景。當年 4 月 5 日，本校第四次校務

會議，曾約農校長即宣佈：「本校教育

目標…其基本政策為通才教育，深願

諸同仁能予以研究與支持。」本校第

六次校務會議（1957 年 1 月 11），確

立通識教育之理念，即「通才教育則

以使學生對自然界、社會，以及人生，

能作綜合性的了解，以促成其對整個

文化的基本認識，和其全般人格的發

展…專門與通才，互相補益。」隨即

具文呈請教育部核准試行宏通教育

（General Education）（教育部建議改

稱通才教育），獲准自四十五學年度開

始實施。 

此外，原為燕京大學教授、之後

與牟宗三教授來臺於東海大學創立新

儒學研究重鎮的徐復觀教授，在填寫

東海校歌中更明白宣示「貫精麤與內

外，東西此相逢，勞心與勞力，專業

復宏通」的大學教育理念。職是之故，

通識與博雅教育遂成為東海大學創校

初期之重要教育特色。據此，東海大

學也因此開創了臺灣高等教育以通識

與博雅教育做為教育理念的先河。通

識 教 育 或 指 通 才 教 育 （ General 

Education）或稱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在現今臺灣各大學院校

中，備受重視；在美、日的主流大學

中，則早已具有相當的份量。 

另一項開創正是東海大學的「勞

作教育」，在當時的高等教育中，以「勞

作教育」做為博雅教育之一環者，亦

僅有東海大學。這是仿效美國 Berea 

College，包括社區實踐的一種學習模

式，讓各系的學生學習關懷所處的生

活環境。而此項特色正好與當前教育

界積極推廣的服務學習理念相仿。 

1952 年 2 月，美國紐約中國基督

教大學聯合董事會秘書長芳衛廉

（Dr.William P.Fenn）博士來臺與臺灣

教育及宗教領袖討論設校條件，芳衛

廉博士向聯合董事會提出「我所欲見

設於臺灣之基督教大學的形態備忘

錄」，建議聯合董事會對於在臺灣設立

基督教大學的構想予以支持。芳衛廉

博士主張，該大學不應是中國大陸任

何一所教會大學之翻版。他說：「這是

一個開始，我們有機會去創立一個不

同型態的大學。」所謂不同的形態，

包括：這所大學應造就具有獨特眼光

並能投入生活的人。他不是製造白領

階級的大學；學生對其生活環境應有

不斷的自覺，以避免陷入象牙塔，流

為士大夫；不論男女同學都要訓練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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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習慣，有朝一日，他們出社會才

不會怕髒物沾身。 

1953 年 11 月 10 日，東海大學董

事會宣示「私立東海大學設置的目的

和方針」，內容包括：創造一個能自由

尋求真理的學術園地；秉持有教無類

之教育原則，以重質不重量與集體生

活為辦學方針；課程教育之外，推行

勞作教育以建立「完人」的教育訓練；

在信仰上自由發展，以培養民主與自

由的精神；尊重中國歷史文化傳統，

並擔負溝通中西文化的任務；更重要

的是，這一切的教育理想必須能體現

落實到臺灣社會上，訓練青年為時代

而服務，從臺灣發軔，直至世界每一

角落。 

曾約農校長更直言，「勞作教育」

能提供青年學子勇於負責的素質及爭

取主動的態度，不僅僅可使一般青年

養成刻苦的精神，從勞動中去體認人

生的真諦。 同時，曾校長更是身體力

行，為使當初的東海學子深切體認勞

作教育的意涵與精神，每每以校長之

尊親自示範灑掃校園與清理校舍的工

作，使學子能從觀看與學習的過程

中，近距離感受服務與知識的關連性。 

勞作教育之所以為東海大學通識

教育方式之一，其主要目的在使學生

於正課外，尚能獲得有關勞作的教育

價值。正如德育雖然是四育之首，卻

往往被人所忽略，亦是所有知識份子

與青年學生所最欠缺者，然而，從日

常的勞動中正好能培養並獲得，因此

勞作教育也是最容易累積生活知識與

人格能量的方式。況且藉由日常勞

動，更能使其知識運用較為踏實，並

能以團隊運作的方式，凝聚出更具潛

能的知識力，間接促進完成群育的養

成。因為，在勞作過程中，不僅能使

學生了解勞作尊嚴與稼牆維艱之真

意，體驗手腦並重與人格平等之真

諦，且可養成負責守時、勤勞合作、

誠實服務諸美德，甚至畢業後，即能

運用此種美德於實際生活上，進而教

導他人，影響社會。事實上，許許多

多東海畢業的校友們，他們最難以忘

懷的，正是大學時期的勞作教育活

動，令他們回憶無窮。 

二、通識與博雅教育的內涵與精

神 

金耀基先生針對「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與「博雅教育」

（Liberal Arts Education）之不同，有

一段非常清楚的說明： 

「兩者在目的上是不同的。博雅

教育是相對於職業或實用教育而言，

其目的在培育『統一的人格』（unified 

personality）；而通識教育是相對於專

業教育而言，其目的在達到『統一的

知識』（unified body of knowledge）。」 

因此博雅教育強調的不只是通識

的知識，而更進一步地強化在生活上

的實踐。為了徹底執行博雅教育，必

須兼顧專業及生活教育。東海大學自

創校以來即由系所提供專業教育，行

之多年成效良好。但考量大學教育的

不斷擴張，教育必須不停改善精進，

有關通識教育與生活教育部分，遂成

立「博雅書院」進行小班的推動，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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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歸納出博雅教育廣泛實施的機制

與制度。簡言之，所謂「博雅教育」，

就是兼顧專業教育、通識教育與生活

教育的全方位教育。而若要追溯東海

大學「博雅書院」的成立原因，便不

能不從東海大學早年創校時，芳衛廉

博士的主張： 

「大學應落實民主觀念，學生需

具備生活思想；課程不須以技術性導

向，而應著眼於寬闊格局；避免嚴格

的分科，搭配純樸而不矯飾的校舍；

以小規模大學型態，學生人數約五百

至六百人。師生全體住校，教職員必

須全職，並提供最佳生活條件。」 

根據芳博士著眼於寬闊格局，避

免嚴格分科的主張，東海大學在教育

中，逐漸形構「博雅教育」的四個理

念是： 

1. 「博雅教育」是培育學生在知識上

成為一個「自由人」。在歐洲中古

世紀的「博雅教育」範疇就包含

了：文法、修辭、邏輯、幾何、

代數、音樂、天文等科目。亦即

是跨人文與科技的全人教育。 

2. 「博雅教育」的精髓不是機械式地

教導某些課程而已，乃是涵蓋一

群向度、價值觀、信念，和不可

或缺的「人的因素」，那就是師生

間和同學間的密切接觸。 

3. 「博雅教育」是培育「通才」，它

代表著一個「完全的教育」模式，

藉由個體化的教導、住宿學習、

熟絡親近、小班教學（通常全校低

於 2000 學生）等方式建置一個特

殊的學習環境（課內加上課外）的

全方位學習。 

4. 「博雅教育」是相對於職業或實用

教育，其目的在「人格導向的〈安

身立命〉與〈修身養性〉之學」。

它不只是通識教育的知識，而且

更進一步的強化通才教育在生活

上的實踐。 

正因為在這樣的小班與全師生全

住校的情況下，東海大學推動了博雅

學習型的通識教育。 

誠如美國哈佛大學在 1945 年探討

辦學理念時，所撰寫的《自由社會中

的公眾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Free Society）一書，皆主張應該培養

該校學生與博雅教育精神相同的能

力，而這也大大彰顯了博雅教育的重

要。這些能力包含： 

1. 邏輯思考：由小知大，格物致

知，由事件看出通則的能力；由

大歸小，心即理，由通則推論事

例的能力以及分析、組合乃至於

結合創新的能力。 

2. 與人溝通：聽說讀寫的基本能力

配合正直的品格以及對社會的理

解，與應對進退的方法，始能讓

人妥善溝通，而溝通正是學習最

好的方式之一。 

3. 整合執行：結合理論與實務，觀

察與假設乃至於做出有效決策與

行動，發展思想與看法的具體化

方法與能力。 

4. 價值判斷：了解價值的差異與分

別，了解自己的選擇與意義，了

解選擇的方法，其後方能勇敢而

真實的選擇，也因此讓生命得以

因真實的選擇而真正具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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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的博雅教育因為學科的專業

發展也有所變動，但精神則是完全相

同的，「讓人得以身為人」，也就是作

為一個人、一位公民應該具有的態

度、價值以及人格。誠如羅素所言：「科

學能處理手段，卻不能處理目的，目

的必須依賴感受。」而通識與博雅教

育正是在培育學習者，宏觀的感受能

力，透過跨領域的通識與博雅課程的

洗禮，學習者方能培育出統整的視

野、社會的關懷與責任感。 

必須承認的是隨著時代演進，高

等教育體制要回歸到東海早年的「小

班精緻教育」已不大可能，因此，專

業教育基本上還是屬於各系所負責的

範圍，而博雅教育正好提供學生補足

生活學習、服務學習部分。目前臺灣

成立博雅書院的大學，其性質、運作

方式都不同，東海大學的博雅書院採

用「漏斗型」教育模式：大一、大二

主要按照書院排定的課程和演講上

課；到了大三、大四便要求學生自主

分組規劃、提案並呈交老師審核，強

調主動學習，培養學生的熱忱和積極

度。除了基本學科知識，博雅書院的

教育精神還注重「倫理」、「美學」、「時

間」、「金錢管理」及學生的「自我醒

覺」，讓書院學生能夠培養藝術涵養、

責任感及價值觀，建立健全的自我價

值體系。 

三、通識與博雅教育的特點 

跨領域的學習：「博」就是要培養

每一個人有廣博的知識，廣泛的興趣

和寬廣的視野； 「知識是張網，網越

大，連結越快。」這些觀念，不僅包

含個人在專業領域與跨領域的能力，

同時還有與人團隊合作，以確立自己

與他人有良好關係。也就是要有足夠

的知識去明辨是非，能以精準的邏輯

來推理，並具備基本搜索的技術。 

「雅」就是要培養每一個人有優

雅的品味，雍容的氣度，和高尚的情

操；正如東海大學的勞作教育這是非

常重要的「課堂外學習」，所要培養的

團隊合作精神，這即是瞭解捨與得的

重要性，並且學習讓彼此的共同願景

能被看見。唯有互相妥協，才能有好

的合作。一位好的領導者，是讓他人

能看到共同目標，這需要智慧，更需

要耐心，同時亦需要足夠的勇氣，用

理性去克服一切困難，實現理念。臺

灣無一大學有這樣的勞作精神，甚至

國外大學（如澳門大學）也都爭相學

習。遊客眾多的東海校園，還能保有

乾淨整潔，是因為有一群共助勞作隊

的幫忙。到社會上，能把環境整理好，

勢必受到歡迎。 

生活解決取向的博雅課程，則主

張：所有的課程，應該是幫助知識學

習者，除了對於知識的敏感度以外，

也能夠過著正常健康人的生活，人並

不是一個科學怪獸，更不是不問世事

的生活在抽象的科學知識當中，人應

該回歸到人的本質，除了作為一個生

物性的人之外，也同時要作一個社會

人，政治人，經濟人等，因此，他的

生活是多面向的，解決生活上的難

題，才是通識教育的貢獻。能夠同時

把這些問題都處理的恰如其分，才是

現實社會中的良好公民，而東海大學

通識教育的功能，正是要培育恰如其

分的良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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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們具備解決生活上問題的能

力，一方面要依賴舊有的知識同時也

要能夠預判未來。因此，所謂「意義」

的內涵，生活的意義，生命的意義等

才是知識討論的重點，否則人與牛馬

有何不同？是故，人之為人就在於生

活的意義，知識本身是為了解決人在

生活上面臨的問題，包括了：人、生

命、生活，探討所謂的主體與客體性。 

前東海大學書院長王偉華教授曾

提出一個有趣且簡單的計算來說明：

假設一般年輕人 24 歲進入職場，到 65

歲退休，最後活到 80 歲。以一個禮拜

上班五天、一天上班十小時、睡覺八

小時來算，人的一生睡眠時間大致占

了 33.3%、工作時間則是 14.7%，最後

居然還有大約 53%是屬於自己的生活

時間。因此，回歸「生活即是教育」

的校園氛圍，期許學生成為「知識自

由人」，正是博雅教育的核心價值。 

四、結論 

因此博雅教育強調的不只是通識

的知識，而更進一步地強化在生活上

的實踐。為了徹底執行博雅教育，必

須兼顧專業及生活教育。期望透過共

同生活裡，學習體能鍛練、勞作服務

和社會關懷等等方式，培養每一個東

海人成為一個又博、又雅的讀書人。

當今高等教育過於專業，缺乏生活面

與品格的啟發。現代的年輕人，普遍

在點上生活，缺乏歷史的回顧，少了

未來的企圖。 

職是之故，筆者認為高等教育，

不只是專業養成所。不能只關注學問

與技術而少了對人與品格的培養。而

全人教育正是東海自創校以來的理念

與使命，東海大學有教育人才的理

想、環境和經驗，應該擔負這個使命。

在大學時給學生開一扇窗，讓他將來

有能力去開另一扇門。理想的大學教

育應該使學生能學會專業之外，還要

學會生活，學會專業能有收入，學會

生活能有快樂，有了合理的收入和快

樂的生活，你的生命就多采多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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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趨勢探討 
趙美珠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阮氏蕾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自從教師法公布之後保障了教師

的權利義務，中小學教師已是屬於比

較穩定的工作行業，加上教師升遷管

道有限，使得部分老師在缺乏督促與

激勵的動力下，不知不覺停滯不前，

只要符合「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

辦法」之規定，便能「年年考績是甲

等，一年隨之晉一級」（顏國樑，

2003）。如此的考績制度，與獎優汰劣

之目的相違背，且對於無法達到要求

之教師也無法有任何的處置。如此情

形之下，許多教師勢必缺乏專業發展

的動力，也相對的阻礙自我要求專業

素質的提昇，如此「教師」實在是無

法稱之為擁有專業地位與專業自主之

職。 

教師是一門專業的工作，要如何

以「專業」自居，來獲得家長的認同

與肯定，是每一位教師必需要深切體

察與自我期許的課題，教師素質的良

隅與學校教育品質有很大的關聯性，

因此為了提升教師教育的品質，許多

國家都已開始重視教師分級制度的實

施，藉以提昇教師們在教學上的績效

和教師專業的成長。教師既是從事一

項專業的工作，則理應接受合理的評

鑑制度，教師評鑑是鼓舞教師並激發

教師潛能的途徑，它具有建設性、前

膽性、是以教師專業評鑑對教師而

言，扮演著極為重要角色（羅清水，

1998）。 

二、教師的「專業」認知 

Corwin（1970）、Hoy 和 Miskel

（1982）認為，所謂的「專業」，是具

有系統的學理基礎、具有高度的知識

權威、必須經由長期的訓練培養、擁

有一套教師在職進修與教師專業發展

服務與客觀公正無私的行事規範、有

同事取向的（colleague-oriented）的參

照團體、忠實於所屬的專業組織和服

務對象、擁有高度的專業自治、依據

專業知識和標準而訂立的行為規準。 

教師專業化在本質上強調的是成

長和發展的歷程，包括三個緊密聯

系，與相互促進與共同發展的層次

（Corwin, 1970; Hoy & Miskel, 1982）： 

(一) 教師個體的專業水平提高的過程 

(二) 教師群體的專業水平提高的過程 

(三) 教師職業的專業地位的確立和提

升的過程 

至於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性，主

要是立基於在教育改革的行動中，因

學校是「現場」，教師是「關鍵」，故

唯有學校教師具備足夠的專業能力與

熱忱，才能有效執行並創新教育改革

的措施；而且我們應該讓專業成為教

育改革的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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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專業成長的過程中，以往

對於專業成長的認知，僅認為教師參

加很多的研習，即能發展其專業，實

則不然，專業成長並不是單一的學習

事件，而是一個長期且具有持續性的

學習成長歷程，能從其中對於成長之

優劣得失進行瞭解、探究以從中檢視

自己專業能力的動態過程。 

三、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教師專

業成長的關係 

張德銳（2004，2006）提出「專

業發展導向教師評鑑」，認為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是一種形成性的教師評鑑，

根據教師表現的標準，透過多元的方

式蒐集、分析資訊，以瞭解其表現的

優劣得失及原因，再經由專業對話、

教學省思，進而改進教學與促進教師

的專業發展。吳俊憲（2010）認為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乃重視教師專業導向

的形成性評鑑，是一種教師賦權增能

（teacher empowerment）的學習和成長

歷程。在運作上符合學校本位發展的

精神，評鑑實施有認定公平、公正的

規準，評鑑過程運用多元的方法來蒐

集和分析教師表現，評鑑目的在於協

助教師瞭解教學品質及優缺點，進而

提升教學效能、增進學生學習成果。

孫志麟（2004）認為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是以學校為中心、以教師為主體的

評鑑機制。這是一種學校本位的教師

評鑑，經由專業支持與學習，透過參

與、溝通、對話及協商，結合內部與

外部評鑑方式，在真實情境中蒐集有

關教師表現的資料，進而描述、價值

判斷及做決定，達成教學改進和教學

績效之目的。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教師

專業成長」二者係相輔相成（如圖 1

所示）。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根據自評或同儕評鑑的結果，可協助

教師確認優先需要成長的內容，並進

行教師專業成長計畫。然而，教師專

業成長計畫是否執行完成，除需要檢

核外，另需要搜集和分析相關的證據

與資料，包括：觀察教學表現、評量

教學檔案，以及檢視學生作品、學習

表現等方式，來客觀評估教師專業成

長的成效。 

 

圖 1 教師專業發展的循環關係 

綜上所述，「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與「教師專業成長」兩者乃如影隨形，

關係密切，缺一不可。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是以「形成性教師評鑑」為原則，

和教師的績效考核、或是不適任教師

的處理及與教師分級制度是不相同且

是分離脫勾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在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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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網」（2015）提供的資料顯示（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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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95-103 學年學校類別參與學校數一覽表 

學年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總計 

103 1,117 399 477 1,993 

102 828 314 429 1,571 

101 633 212 378 1,223 

100 568 167 293 1,028 

99 455 129 206 790 

98 354 116 144 614 

97 174 67 54 295 

 

自 95 學年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開始

試辦後，從第一年參與評鑑的學校 173

所，到了 103 學年已有 1,993 所學校參

與，由該表統計資料顯示：教師專業

發展計畫，在全國高中以下學校參與

數均有向上攀升的趨勢，足見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在臺灣已經是建立了一股

新興風潮。 

四、教師專業發展未來趨勢 

(一) 法治化的訂定使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有所依循 

因臺灣實施中小學教師評鑑迄今

仍無法源依據，因此教育部要推動中

小學教師評鑑首要之務，即為草擬教

師評鑑入法條文（草案），賦予教師評

鑑法源基礎。尤其，因現有的教師成

績考核是不作為《教師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八款（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

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

大）之參考，教育部初期計畫以教師

成績考核與績效評鑑結合以穩健推

動，擬從條文中以伏筆方式呈現以使

未來教師評鑑發展能更有延伸性。透

過診斷輔導，提供自我成長機會唐代

有句名言：「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

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

得失」。 

(二) 持續的政策宣導化解疑慮 

教育部於 95 年開始辦理試辦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並自 98 年刪除「試辦」

二字後，仍持續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迄今，雖有成效，然尚有部分教師

對於政策或是評鑑內涵存有疑慮及信

任感不足，亦或對未來之教師法修訂

條文會影響教師未來權益，因此對於

「評鑑」仍存心生抗拒之勢。 

在教室課堂中，授課教師可以自

由發揮教師本身之專業教學，主導整

個課程的進行，但對於「評鑑」一詞，

仍存有莫大壓力，因為「評鑑」即意

味著「監控」，教師們害怕會影響考

績，因此無法受到教師一致的認同，

而產生抗拒心態。 

任何一項新的政策在推動之初，

或因宣導不足、配套不夠、內涵不清

楚等等因素，造成反對聲浪或強大的

抗拒，推動教師專業發展亦如是，因

此對於教師所存在之疑慮：如績效，

是採形成性評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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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評鑑方

式、如何的評鑑實施、對教師專業成

長有何協助等等，都應持續辦理宣

導，以爭取獲致教師認同。 

(三) 教師主動參與及長期的自我成長 

我們把教師視為專業人才，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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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目前的教師已具有專業水準與專

業地位，而是表示教師應朝向專業的

教育家來努力。如果教師能以專業來

定位，才能充分激發出教師的潛能，

也才是真正尊重、看重教師的教育功

能。教師如果想要提高自己的專業地

位，亦必須自我期許，以專業人員自

居，並朝此目標努力。專業教師不但

需要漫長的養成教育，也必須在其教

師生涯持續專業發展。專業教師以專

業發展來自我肯定，然後從社會大眾

肯定教師，這樣教師專業化乃成為可

能（顏國樑，2003）。 

在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整合體系

網站及相關聯結網站中，均有提供研

了許多教師專業成長的相關資訊如

下： 

1. 研習進修：以實體課程、線上課程

為主。 

2. 數位學習資源：書籍文章網站、教

學影帶網站、網路演講廳網站、相

關網站連結。 

3. 標竿典範學習：個人典範、團隊典

範、學校典範。 

4. 教學實踐與研究：教學觀察與回

饋、教學檔案建置與評量、進行自

主研究。 

5. 專業學習社群：意義與特性、價值

與功能、組織與運作、社群發展與

成效評估、成功經驗分享、 社群

成果報告（建置中）、 社群召集人

培訓、社群家族。 

 

6. 專業支持體系：地區教師專業發展

中心(建置中)、群科中心、學科中

心、教學諮詢。 

7. 教師專業成長客製化系統：根據教

師線上填寫之自評或他評結果，規

劃個人處方性的教師成長方案。 

(四) 適切的評鑑工具不流於形式 

由於各校歷史發展、地理環境、

學校規模…等辦學條件不盡相同，此

外，教師成員的結構、學生和家長社

經背景也會有相當大的差異，即使位

於同縣市，也會因為很多的地域、人

文風情因素會有所差別，因此適切的

評鑑工具不是全國共同遵循的一套規

定而已，應是由各校討論出實際的教

學例子或可供評鑑觀察指標或檢核重

點的意義，覆依據「教育部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中以

強調教師的「教」以學生的「學」為

思考起點，以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

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進修及敬業

精神與態度等四個層面上，透過評鑑

規準解讀，透視教師的教學，聚焦於

學生的學習態度、投入參與、人際互

動以及學習成效等四個重點，進行專

業反思，期以建立出特色指標，量身

訂做，促成教師的專業發展，保障學

生的學習品質。 

五、結語 

(一)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已是必然之趨

勢，臺灣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雖已試辦多年，但因對教師評

鑑結果是否應與教師考績掛勾，

家長和教師團體及校長之間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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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極大的爭議，故在立法之

前，教育部應與教師會、家長會

等團體溝通，瞭解其看法並解除

其疑慮，以便早日將教師評鑑入

法。 

(二) 評鑑的目的是在於「瞭解」與「改

進」，因此，教師評鑑可視為教師

增權賦能的學習歷程，其目的在

於提升和改善教師教學能力，並

促進專業發展。不應聚焦在教師

自身的成長，應該是以促進學生

學習成效為主。 

(三) 持續的政策宣導化解教師心中疑

慮至為重要，讓參與教師能以教

師專業發展為目的，省思自己的

教學、積極主動的參與教師專業

成長活動，增進專業知能、強化

專業態度如此才能提升教學效能

和擴大學生學習效果。 

(四) 教師的教學表現是否能達到學生

的學習的目的，必須從學生的學

習效能來得知教師教學的成果，

而教師的教學檢視則有賴於評鑑

的實施，因此，建立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制度是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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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際化人才觀點看科技大學大一英語課程 
廖瑗玲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士候選人 

王如哲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長 

 

一、前言 

2012 年 由 牛 津 經 濟 研 究 院

（Oxford Economics）所調查的全球人

才 2021 報告摘要中指出：趨勢顯示臺

灣即將面臨人才荒，主要是由於產業

結構上的更替正重塑全球各地的人才

供需，為因應多變的商業環境，雇主

需要員工具備新的技能，卻經常發現

人才供不應求，筆者認為這是我們教

育人員應該注意且值得各產、官、學

領域人員深思的。 

技專在課程上長期注重理論，泛

學術化的過程導致產、官、學之間的

連結不夠深化、技專定位不明、和學

用落差的結果（張國保、李寶琳，

2013），在產業界面臨國際化競爭與挑

戰之下，技專的學生在就業後，也備

受產業界批評：學校培育不出產業所

要的人才。另一方面，國內相關的研

究顯示在國際化人才中最缺乏的是外

語能力（王健全、林嘉慧，2008；莊

小玲、汪正青、和郭碧照，2011；張

國保、袁宇熙、林清南、和李寶琳，

2013）。英語是目前國際上普遍應用的

語言，令人擔憂的是：應當與產業接

軌的技職體系學生，其英語能力成就

低落（張武昌，2007；劉東遠，2008），

對即將進入職場的他們，是否能接受

國際化產業中新經濟環境的挑戰，是

教育工作者應該關注的議題。 

二、語言在國際化人才以及人力

資本理論的概念下所扮演的

角色 

所謂國際人才是指人員能因不同

地方的文化及語言， 迅速地適應且進

行積極的互動（Knight, 2004）。以

Knight 的定義而言，互動的根本就在

於語言能力。亦即，以國際化人才應

具備的語言能力來看，英語能力的培

養，應著重在溝通的部分，而不只是

語言知識。英語能力的培養可視為一

種教育投資，教育投資是指人們透過

學習，以增加人力資本存量，提升個

人的智識及生產力，教育主要是透過

學校教育進行的，亦即：教育投資是

增進人力資本的方法，而增進人力資

本是教育投資的目的（劉姿君，

1993）。在變動的國際化新經濟環境

中，Becker 和 Gerhart（1996）認為，

只有那些有效利用人力資本的國家和

地區，才能持續增長。意即，國際化

人才是國家的人力資本，英語能力則

是國際化人才的必要條件。對於人力

資本的投資，科技大學身為技職教育

的最高教學機構，培養國際化人才責

無旁貸。 

人力資本的概念來自於經濟學基

礎，經濟學者們對於教育與經濟的關

聯問題，所提出的主要理論有三種（簡

明忠 ，2005），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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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傳統的人力資本論 

在經濟思想上，傳統的生產因素

包括勞力、土地、資本及管理，主張

教育可以提升人的生產力，將人視為

資本，著名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即是

如此主張。傳統的人力資本論對於教

育訓練與經濟成長、所得的關係上，

認為技術進步以及有資格的人數是其

影響因素。 

(二) 新人力資本論（即新內部成長理

論） 

新人力資本論對於教育訓練與經

濟成長、所得的關係上，特別強調技

術進步以及技術進步所扮演的功能，

如研究、發展、創新、勞動力所接受

的教育與訓練等等，都屬於人力資源

素質的課題。新人力資本論者認為人

的技能與經濟成長有密切關係，能力

已經取代傳統上認為的有資格人數，

亦即，能力素質高者才能勝任市場上

的人力需求。 

(三) 篩選理論 

人力資本論主張教育可以提高人

的生產力，篩選理論者則反對這種論

調，他們認為教育的過程不是提高人

的效率，只不過是一種篩選的工具，

他向雇主揭示已包含於未來雇員的生

產性特徵。篩選理論者認為社會上成

千上萬的技術員按能力分類是一項巨

大的工程，雇主須要借助可靠方法選

擇雇員，教育是實施這種分類的有效

工具，這是教育的經濟效益。 

基於以上所述，就定義上來看，

各學者皆持不同看法，但都未能將語

言能力考慮在內。臺灣的實證研究

中，亦鮮少將語言列入為人力資本的

變項之一。本文以 Patrick Henry Smith 

和 Luz A. Murillo b（2012）人力資本

理論中對語言的詮釋，重新定義科技

大學大一英文在國際化人才觀點下的

課程觀。 

    Patrick Henry Smith 和  Luz A. 

Murillo b（2012）將語言列為人力資本

的中介變項，以英語、西班牙語兩種

語言，運用當地觀點詮釋語言在人力

資本中的角色，他們將人力資本分

為：跨文化資本、情感資本、認知資

本、學術資本、經濟資本、以及社會

資本，如圖 1，雙語素養（Biliteracy）

為各項資本的重要媒介，但本研究不

討論人力資本的各類型，相反的，將

聚焦於語言在人力資本中的角色和功

能性，進而釐清科技大學大一英文課

程在國際化人才觀點下的定位。 

 

圖 1 語言作為人力資本的中介 

 

As cited in Smith.P.H., & Murillo.L.A. (2012)：

Repositioning biliteracy as capital for learning: 

lessons from teacher preparation at the     

US–Mexico bord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301-323. 

雙語素養

為人力資

本的中介 

 



 

 

第 148 頁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11），頁 147-151 

 

自由評論 

 
Smith 與 Murillo 認為無論是哪一

種人力資本，語言都是一項重要的變

項， 重視的是溝通，兩人之間相互的

語言溝通須要依賴雙方共同語言知

識，Chomsky 用 linguistic competence

來指涉語言知識，所謂語言知識包

括：語音知識、語法知識、語意知識、

以及語彙知識。Dell Hymes 則認為，

在一個言語溝通事件中，單靠語言知

識是不夠的，還要加上一些與社會有

關的知識，例如文化知識（引述自余

光雄，2009，p.61）。有別於 Chomsky，

Dell Hymes 提 出 溝 通 知 能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的概

念，不僅含語法知識，更包括與語言

有關的文化知識，以及在社交場合應

有的社交知識。溝通知能強調一個人

具有了解及製造在某一場合裡恰當的

語言表現能力及知識。換言之，一個

人須要知道在何種社交活動中（social 

interactional setting）如何說出恰當的

話。這樣的溝通知能在職場裡更是如

此，比如說：在一工作場域，你必須

以英文向客戶說明機器的操作或相關

技巧，那麼除了一般性的禮貌性寒暄

與閒聊之外，你還必須懂機器相關的

語彙，若你無法用專業領域的產業語

彙表達，這樣的溝通在職場上是無法

達到有效溝通的目的的。Smith 與

Murillo 在人力資本論中對於語言的看

法恰好與 Dell Hymes 的溝通知能看法

不謀而合。 

三、科技大學大一英文實施情形 

為了梳理科技大學大一英文的定

位，首先必須先了解目前科技大學大

一英文的實施情形。 

(一) 政策方面 

教育部 2005 年「教學卓越計畫」、

2006 年「頂尖大學計畫」、以及 2009

年「技職教育證照化改革方案」，在學

校配合政策下，很多科技大學大多是

以提升「學生競爭力」或促進「國際

化」為主要論述，因此推動證照考試

以及英檢考試，至此訂定英語畢業門

檻幾乎成為既定的政策。有些科技大

學為了鼓勵學生考取英語證照，學生

除了可以增加學習護照點數外，證照

成績亦會影響下學期期末考的部份成

績。因此，有些學生於大一時就先考

照，等於提前同學通過英語畢業門

檻，對於未達標準之同學，大二起還

有其他補救措施，此一系列的規劃目

的在讓同學於四年內順利通過門檻。

基於以上所述，在政策性的引導之

下，科技大學大一英文課程，始終繞

著證照或是英檢考試的內容為主。 

(二) 英語師資方面 

「大一英文」課程通常架構在通

識教育編制下，並且要服務校內各種

科系的課程需求，相關師資大多以中

籍教師為主。因此，各科系之間的通

識外語教師，其本有的文學、語言學

甚或是英語教學的專業素養往往被忽

略。甚至在某些領域的專業教師眼

中，「大一英文」的教師並不需要專業

知識，只要英文好即可。 

(三) 課程規劃方面 

由於「大一英文」課程通常歸屬

通識教育，所以課程規劃與設計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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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通識共同上課時間，安排一至三

學期的英語課程。有些學校還會透過

語言中心規劃執行相關課程安排。課

程規劃基本上都脫離不了聽、說、讀、

寫四大類語言能力的訓練。學生在上

課之前會先進行分級測驗，分級的級

數不一，但大部分以三級為主。分級

的主要目的在於減少學生程度差異所

造成的問題，讓同質性高的學生採特

定的教材及評量方式，以達到因材施

教的理想。另外，還有各種配套措施，

例如：能力編班、語文視聽中心或自

學中心的使用等。然而，這樣的分級

教學卻也難免有以下問題，例如：教

材不適用於某級數、難以精準分級、

以及每位老師之教學內容及進度不同

等等。 

(四) 教材和教法方面 

教材的選擇因應課程大綱與教學

目標，教法的運用則關係到教材轉化

的程度。「大一英文」課程的教材選

取，不論是統一教材或是教師自編自

選，一般都脫離不了聽、說、讀、寫

的範疇，教師視分級測驗的結果選取

檢定考書籍或原文書籍。至於教學法

方面，除了盛行於 70、80 年代左右的

溝通式教學法外，近年來教學網站、

網路資訊搜尋等等的教學科技也應用

在教學上。 

(五) 學生學習方面 

「大一英文」課程是必修課程，

學生雖然理解英語學習的重要性，然

而對於部分學生而言，修這門課比較

像拿到畢業的修課通行證。實際上課

程內容若只是安排學生考證照，對許

多大一學生而言，「大一英文」課程所

傳授的不是專業知識，充其量只是語

言技巧而已。 

綜合上述對於科技大學大一英文

實施的概述可知，科技大學「大一英

文」課程在整體技專教育中有其特殊

性，在專業導向的分科分系課程結構

上，其展現的知識內涵與意義時常被

矮化為傳遞非專業知識的語言訓練課

程。 

四、結論 

科技大學和一般大學課程最大的

不同是技職教育和產業界有緊密的聯

繫，因此大部分課程著重於實用性，

不同於一般的大學課程著重理論性。

因此，以英文課程來看，科技大學課

程應著重於就業導向的課程。然而，

以目前科技大學大一英文的實施情況

來看，大一英文課程內容多半為主題

式的內容，例如: 家庭、娛樂、天氣…

等等；也有部分直接以英檢為主，意

即：科技大學大一英文以生活英語為

主，目的是幫助學生達到畢業門檻，

並且藉由證照提高率幫助學校辦學績

效。然而，張國保等人的研究(2013)

卻發現學生畢業進入職場後，在英文

的語用部分是有落差的，亦即，生活

英語在國際化產業中的應用上顯然是

不足的。 

臺灣的學生自小學起開始接觸英

文，經歷國小、國中、高中、一直到

大學，接觸的始終是生活英語，對科

技大學的學生來說，即將進入職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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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大一英文很顯然是必須為職業

做準備，有別於一般大學，科技大學

的課程觀在於社會適應觀，如何在競

爭的就業市場與國際化氛圍的產業具

備應有的語言能力，是教育工作者應

該關注的。因此，筆者認為科技大學

大一英文的規劃，甚至是一般大學，

都不應仍著重在語言正確性或是基礎

能力的再加強，而應該強化語言使用

的必要性與實用性。例如：語言能力

除了日常生活用語之外（如：招呼語、

閒談），當工作上需要領域知識時，若

不能以領域的專業用語適當的表達

（如：介紹公司產品在此領域中的優

勢或是關於機器的功能與原理），將不

能發揮在專業領域的知識移轉或溝

通，此外，在表達的過程中若無法有

文化理解的跨文化能力，那麼文化衝

擊就在所難免了（如:工作型態的不同

所產生的認知差異），這也是 Patrick 

Henry Smith 和  Luz A. Murillo b

（2012）所謂雙語素養（Biliteracy）

的角度來看語言在人力資本概念的意

涵。 

筆者認為：在知識經濟時代裡，

「人才就是資產」，國際化人才的求才

若渴，少了語言這個隱性因素，國家

競爭力是無法有效提升的。此外，從

教育內涵來看，技職教育乃是為了讓

學生得以順利進入勞動市場，所以提

供的是實用性課程內容，以促其獲得

從事特定職業的準備，也就是讓學生

「獲得工作表現上的知識、技術和能

力」（Moran& Rumble, 2004，p. 205）。

亦即，技職體系的英文課程應提供從

事特定職業的就業準備。因此立基於

「語言作為人力資本的中介」之課程

觀，因應培養國際化人才的科技大學

大一英文課程，將不再只是強調操練

語言的課程，而應強調溝通知能，在

產業中能應用的語言與知識，亦即產

業英語課程。 

此外，筆者也建議技專院校的教

師，應建立一套在各領域產業中的英

文產業知識，藉由實務性的課程，帶

出語言在領域知識的應用、文化與專

業，讓各產業人才能藉由語言這個中

介變項真正培育出國際化人才，培養

學生全球化的競爭能力，厚植國家的

人力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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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入學制度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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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系博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103 學年度，我國推行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提升教育品質、成就每一個

孩子、厚植國家競爭力，以實現有教

無類與因材施教的學校辦學目標，期

望達到落實中學生性向探索與生涯輔

導，引導其多元適性升學或就業，並

且有效舒緩過度升學壓力，引導國中

正常教學與五育均衡發展，強化國中

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機制，以確保國中

學生基本素質為總體目標。首度舉辦

國中教育會考，隨後進行免試入學和

特色招生考試，本文探討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實施規劃和入學制度，並提

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問題評析與建

議，提供相關教育行政相關單位之參

考。 

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入學制

度實施的規劃理念 

臺灣自民國 72 年起推動延長國民

教育過程，政策內涵雖有調整，但其

政策目的均在於減輕學生升學壓力，

著重適性入學，引導國中教學正常

化，讓後期中等教育朝向學術與職業

特色發展、適性揚才，成就每個孩子

的未來，並永續國家競爭力。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的實施，其整體投資方

向著重在後期中等教育階段的投資，

將臺灣實施已久的九年義務教育，向

上延伸至十二年基本教育。透過教育

年限的延長，涵蓋高中、高職及五專

前三年的後期中等教育階段，追求教

育品質的提高，教育公平的實踐，發

展學生潛能，作為提升人民素質與經

濟實力的基礎（楊思偉，2006）。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系統架構自

民國 103 年 8 月起，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分兩階段，前九年為國民教育，

依「國民教育法」及「強迫入學條例」

規定辦理，對象為 6 至 15 歲學齡之國

民，主要內涵為：普及、義務、強迫

入學、免學費、以政府辦理為原則、

劃分就學區免試入學、單一類型學校

及施以普通教育。後三年為高級中等

教育，將推動制定「高級中等教育

法」，對象為 15 歲以上之國民，主要

內涵為：普及、自願非強迫入學、免

學費、公私立學校並行、免試為主、

學校類型多元及普通與職業教育兼顧 

（教育部，2015a）。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有教無

類、因材施教、適性揚才、多元進路

及優質銜接的五大理念，設定六大目

標分別為培養現代公民素養、引導多

元發展、確保學生學歷品質、舒緩過

度升學壓力、並均衡城鄉教育發展以

追求社會公平正義，希望能達到成就

每一個孩子、提升中小學教育品質、

厚植國家競爭力的三大願景（教育

部，2015b）。 

三、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入學制

度分析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高中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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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制度有重大的變革。103 學年度

起，依適性入學之理念辦理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國中階段的著重學生的

適性輔導，協助學生升學規劃，並於

畢業後採多元進路進入以高中、高職

及五專就讀。入學方式主要根據就學

區劃分採「免試入學」與「特色招生」

方式入學。分別為「免試就學區規

劃」，「免試入學制度」和「特色招生

制度」說明如下： 

(一) 免試就學區規劃 

教育部以直轄市及縣（市）行政

區兼採現行登記分發區為基礎，考量

高中及高職類型多元、分布狀況不

一、社區生活圈、學生通學距離適合

度等因素，103 學年度全國劃分十五個

高中高職免試就學區，各就學區提供

75％以上免試入學名額。五專免試和

特招採北中南聯合辦理，國中畢業生

可選填北中南區學校，但只能選擇一

所報到就讀（教育部，2015c）。 

(二) 免試入學制度規畫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

入學制度中，103 年度國中畢業生免考

學科或術科入學測驗，可依其性向、

興趣、能力、志願、特殊才能或競賽

成績優異等，申請所屬就學區內所有

適合的高級中等學校就讀。若該校報

名人數未超過核定的招生名額時，全

額錄取報名學生；若報名人數超額，

則進行超額比序。超額比序需又以國

中教育會考和志願序影響較大。以下

就「超額比序」、「國中教育會考」和

「志願序」說明如下： 

1. 超額比序 

教育部明定九項超額比序項目原

則如下：學生志願序、就近入學、扶

助弱勢、學生畢（結）業資格、均衡

學習、適性輔導、多元學習表現、技

藝優良、國中教育會考表現。基於符

合公平及可操作的規範以及兼顧地區

差異的考量，全國 15 個就學區可依各

縣市情況自訂超額比序項目，由教育

部核定後實施（教育部，2015d）。  

2. 「國中教育會考」考試學科和成績

計算 

為維持國中畢業生的基本素質，

超額比序項目總分相同時，各區都採

用會考成績作為重要的依據，但是參

採比重不得超過 1/3，若採加權計分，

亦不得超過總積分的 1/3。會考之考科

包含國文、英語、數學、社會及自然

評及寫作測驗，英語科加考聽力。命

題內容依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國中階

段能力指標，各科不跨學習領域命題

（國中教育會考網站，2015b）。 

3. 「志願序」與「志願數」的選填 

「學生志願序」的設計要達成的

教育適性發展並重視學生的個別差

異，讓學生評估自己性向所趨、興趣

所在、能力所及、就近考量後選擇最

適合就讀的學校選填志願。學生選填

志願學校時如果依傳統學校排名順序

選填學校志願，可能會造成高分落

榜、高分低就的情形，或無法如願在

就學區就讀的情況。因此，要考量和

評估自己的性向發展來填選志願序。

http://adapt.k12ea.gov.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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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特色招生制度規畫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規劃特色招

生，各招生區依其地域需求，採因地

因校制宜，發展重點課程，各區採聯

合方式命題。特色招生名額不超過該

區總核定招生名額的 25%，各校名額

由各區決定。特色招生分為兩部分，

一種是考試分發入學，採取學科測

驗。如：數理特色班、科學特色班、

自然科學實驗班，和科學應用班，均

強調學生數理能力特色；雙語班、外

語特色班，和語文特色班，則強調學

生語文能力特色。另一種是甄選入

學，這是針對音樂、美術、體育、技

能等類，採取術科考試（教育部，

2015e）。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其入學方式

改革，不論是免試入學、特色招生、

都強調注重學生的興趣、性向、能力

的不同的著重適性入學。 

四、實施十二年國教入學制度之

問題評析 

(一) 就學區劃分的問題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將高中

高職劃分了十五個招生區。規劃免試

就學區時，雖然考量了區內各校近三

年內新生入學來源、區域共同生活

圈、交通便利性、普通及職業教育課

程完整性與學校分布情形等因素，但

就學區內職業類科學校分配不均，就

學區的劃分會造成就學區內學生只能

受限於就學區內學校開設的職業類科

去做選擇，影響了學生的教育選擇

權。另外就學區內「高中職傳統排名」

難以破除，國中畢業生和家長斤斤計

較超額比序的分數及規則，希望能進

入明星高中或公立高中而獲得較好的

教育資源，也藉此保有菁英教育的優

勢。這也代表目前高中職「優質化」

和「均質化」的成效無法取得家長信

任，目前「高中職傳統排名」難以破

除。 

(二) 免試入學制度的問題 

免試入學制度中，會考制度使免

試入學備受爭議。民國 103 年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實施後國中生以免試進

入高中高職及五專的入學皆須參加會

考，國中教育會考在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的改革過程中，扮演「降低壓力

以活化學習」和「確保品質以維持競

爭力」的角色，並藉由標準參照的作

法達到學力監控與提供具體學力訊息

的目標。但目前入學制度設計將「國

中教育會考」的成績結果列入是入學

超額比序積分中計算。因此，會考的

定位自然成為「入學考試」，降低壓力

活化學習有其限制。再者，目前國中

教育會考辦理之後對於如何讓學生瞭

解自我的學習情形，檢驗教師教學與

學校的辦學成效及維持臺灣的學生學

力水準，並無配套措施，於是會考制

度又變成入學選材的工具。學生競逐

高分，會考成為免試入學制度中「超

額比序」的計分項目，無法紓解過度

的升學壓力更是難以符合「多元智能」

發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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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特色招生的爭議 

「特色招生」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是建構各種不同智能發展需求的學習

環境。因此，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各

校特招的辨理應符合「發展學校特色

與人才培育，符應國際中等教育之趨

勢」、「校校皆應發展特色，但非校校

均要特色招生」。但是，但許多學校招

生加權科目名實不符，各校特色辦學

只是想招收主科成績較好的學生，特

色招生只是再一次經過考試篩選入學

學生，其發展特色的目標最後只強調

升學率，特色招生成為明星高中的選

才工具，也悖離了十二年國教的適性

入學的精神。 

五、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入學制

度未來改進之方向與建議 

(一) 完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入學制

度 

1. 符合高中「就近入學」，職業類科

「適性分流」的學區畫分 

高中職分流後，高中和職業學校

發展方向並不同，高職和五專屬於職

業類科發展，高中則屬於學術發展先

備學校。高中和高職就學區劃分不應

一致，高職宜和五專納入大就學區以

供學生多元的選擇以達適性分流。高

中課程為國中課程的延續，各校的課

程標準大致依照相同課綱進行，課程

內容差異並不大。就學區內高中真正

落實「優質化」和「均質化」，摒除明

星高中的迷思，以社區高中型態劃

分，讓就學區內皆有優質高中，每個

就學區的學生也能就近進入辦學優良

的學校就讀。另外，對就學區內高中

較少因應方式，可以將就學區內國中

改制為六年一貫的完全中學。例如:英

國大多採國中和高中一貫制的綜合高

中制度，不需經過考試（王如哲， 

2009），亦能夠滿足就學區內選擇普通

高中就讀的畢業生。 

2. 有教無類的免試入學 

會考不應當作入學篩選的工具，

會考目的希望掌握學生的學習品質，

而不是把學生依照成績結果進行比

序。教育會考的辦理的目的有下列四

項：降低考試壓力，活化學生學習;檢

視學生學力，確保學習品質;回饋學習

成果，強化適性輔導及提供學力資

訊，俾利因材施教（國中教育會考網

站，2014b）。國中教育會考應回歸「評

量」的目的。評量的主要目的，在於

分析教學得失及診斷學習困難，作為

實施補救教學和個別輔導的依據，若

無法充分了解評量分數的意義及其所

隱藏的訊息，評量的診斷功能無法發

揮。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後，教育品

質的管制應在「國中畢業考」，而非在

「高中職入學考」。國中教育會考若以

畢業考的方式施行，並藉由標準參照

的作法自然達到學力監控與提供具體

學力訊息的理想，也符合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確保品質以維持競爭力」

的目標。 

3. 適性入學的特色招生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重要精神

適性揚才，透過「適性輔導」引導學

生瞭解自我的性向與興趣，協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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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生涯的覺察與試探，使學生真正

能夠為自己的未來職涯做出適合自己

的選擇。因此，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各校特色招生的辨理應符合「發展學

校特色與人才培育，符應國際中等教

育之趨勢」、「校校皆應發展特色，但

非校校均需特色招生」、「選擇特色招

生或免試入學，只是方式不同，沒有

價值高低」及「親師生及教育單位應

以學生為主體，協力落實適性揚才之

理念」之實施理念，建構各種不同智

能發展需求的學習環境。以落實校校

優質、區域均質的理念，改變以往眾

星拱月「校本群聚菁英」的明星高中

思維，邁向群星爭輝「多元群聚菁

英」，以校校是明星學校為目標，讓大

部分學生都能進入優質學校就讀（國

教署，2015）。 

(二) 均衡教育機會，展現教育的公平

正義 

1. 教育資源分配均勻，縮短城鄉差

距 

都會地區能憑藉優勢的資源吸引

優秀學生前往就讀，造成城鄉教育資

源落差問題。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方

案的推動，終極目標在於讓教育資源

分配均勻，縮短城鄉差距，讓經濟弱

勢者得到公平對待，進一步全面提昇

國家人民素質，深化國家競爭力。 在

經過高中職優質化及更多學生就近入

學後，每所高中職都將有菁英的學

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推動高中優

質化是以提供學生優質學習環境，促

使學生有效學習、發展茁壯、達到全

人教育目標為主，而高職的優質化是

為提昇辦學品質，輔導學生適性學

習，達到『校校有特色；個個有本領；

人人有發展；行行出狀元』之目標。 

2. 落實適性入學，成就每一個孩子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重要精神

適性揚才，應重視以學生中心的教

學，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將提供國中畢

業生依其性向、能力和興趣，升入普

通高中、職業學校或五專之分流選

擇，並分別施予適性的課程和教學，

以使每個學生潛能都能獲得開展。免

試入學的超額比序制度應公平正義，

在入學機會平等的情況下，免試入學

超額比序項目、比重，積分應該盡量

全國一致性。比序項目應符合適性揚

才，要能引導學生多元適性發展，適

性揚才以成就每一個孩子為目標。如

「興趣測驗」，「性向測驗」、「學科能

力」和「適性輔導建議」的來做分流

選擇才能真正做到成就每一個孩子。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適性輔導

若能朝精緻化發展，落實國中學習階

段「適性輔導」規劃，重視個別需求

的輔導，透過「適性輔導」引導學生

瞭解自我的性向與興趣，可提供學生

及家長更深入的了解學生特質、能力

與未來進路的關係，協助學生及家長

做出最適合的選擇，實現落實適性入

學，成就每一個孩子的理想目標。 

六、結論 

高中職的普及化，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不但是量的增加（延長國民教

育），且因應少子化的來臨，更是質的

提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帶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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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制度改革，雖面臨過渡性的問

題，如何堅持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

理念和精神，使其正常教學及五育均

衡發展；另一方面也藉由高中職學校

的均優質化，均衡城鄉教育資源，使

全國都有優質的教育環境，使學生有

能力繼續升學或進入職場就業，並能

終身學習，改變只重視分數篩選的分

流教育，成為以正義平等為基礎的適

性入學制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

實施不是採取齊頭式的平等，而是在

追求教育公平與正義的過程中，多元

發展、適性揚才，以真正落實十二國

教的核心價值—適性發展與適性揚

才，邁向優質和卓越，以實現教育機

會均等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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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老師記一輩子」與「記一輩子的好老師」 
王金國 

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一、前言 

今（民國 104）年九月，教育部辦

理了一項敬師活動～好老師記一輩

子，期望藉由此活動，讓學生能向他

／她想感謝的老師，說出感謝的話

語。筆者認為此活動除了鼓勵學生去

表達對老師的感謝外，活動還隱含另

一項涵義，期許老師們都可以成為令

學生記住一輩子的好老師（或恩師）。

身為一位老師，如果能成為讓學生「記

一輩子的好老師（或恩師）」，相信更

能感受到身為教師的價值。 

每年 928 教師節前夕，許多老師

會收到來自學生寄來的卡片或禮物。

其中，若收到的是畢業多年學生寄回

來的卡片或禮物，相信特別會讓身為

教師的人感到高興。然而，究竟是什

麼原因，會讓這些已畢業的學生在畢

業多年後，又寄卡片或禮物回來呢？

是因為這位老師有無比的教學熱情、

豐富的學科知識、優異的教學技巧

嗎？什麼原因會讓一位老師成為學生

心中那位「記一輩子的好老師」，甚至

成為其「記一輩子的恩師」呢？ 

二、正向與負向經驗都能讓學生

記住一輩子的 

筆者任教於師資培育中心，從事

師資培育的工作，曾在自己任教的「教

育人員專業倫理1」課程中，讓學生回

想並分享自己在求學歷程中「難忘的

老師」。 

從師資生的分享中，可將「難忘

的老師」分為兩類：一類是帶給自己

正向經驗的老師；一類使自己留下負

向經驗的老師。難忘的正向經驗，常

是學生感謝或感恩的緣由。難忘的負

向經驗，會讓分享的學生對那位老師

或是老師的作為很不以為然，甚至是

很厭惡。 

曾經有學生在分享中提及自己在

國中（或高中）階段的求學期間，功

課不好、對未來感到迷惘…，要不是

遇到我國中（或高中）的○○老師，

我今天也不能坐在這裡，這是一個「記

一輩子」正面案例。另外，也有學生

分享了自己在求學期間的不愉快經

驗。例如：不被老師尊重或信任，這

是一個「記一輩子」的負面案例。 

三、「記一輩子的好老師」會給

予學生「尊重、關心、信任、

支持與鼓勵」 

筆者自己在求學過程中，也曾遇

到影響自己一輩子的好老師（恩師），

如果沒有遇到這位恩師，我的人生應

該會與今天很不一樣。 

                                                

1
 因課程修調，本課程自 103 起停開。教師專

業倫理併入「教師專業發展」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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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從前述師資生分享的經驗，

以及筆者個人經驗去探究，會發現成

為學生「記一輩子的好老師（或恩師）」

之原因往往不是老師淵博的專業知識

或精湛的教學技巧，而是來自於老師

對學生的「尊重、關心、信任、支持

與鼓勵」。這是一位老師之所以能成為

學生「記一輩子的好老師（或恩師）」

之關鍵所在。 

台灣多數老師都很認真於教學、

投入於工作。不過，當筆者請師資生

回想「影響自己的好老師」時，卻有

很多學生想不到。筆者認為，倘若教

師在工作中，只進行知識層面的傳

授，未能與學生建立良好的關係，忽

略情意層面，沒有給學生「尊重、關

心、信任、支持與鼓勵」的經驗。學

生離開校園後，應不會特別懷念或感

謝這位老師。 

四、「想成為一位怎樣的老師」

是教師的價值選擇 

每一位教師都擁教師信念（teacher 

beliefs），它是教師在成長與學習歷程

中逐漸發展與形塑而來的。教師信念

的面向很廣，包括：對教師角色與任

務的看法、對學生的期許、對有效教

學的主張…等等。教師信念會影響教

師的決定與行動，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要成為一位怎樣的老師」是教

師個人價值的選擇，其中，成為「學

生記一輩子的好老師（或恩師）」應是

教師可努力的目標或方向。我們常

說：教育是影響人的工作。如果能成

為「學生記一輩子的好老師（或恩

師）」，應該代表著這位教師對此學生

有一定程度的正面影響，所以，他會

記住一輩子。這應該會是很多教師投

入教職的初衷：用生命影響生命、成

為學生生命中的貴人。 

五、結語 

教師節是孔子誕辰紀念日，在敬

師與謝師的季節裡，身為教師的自己

不管有沒有收到來自學生的卡片或禮

物，均可利用「教師節」（或敬師月）

之相關活動重新檢視自己身為教師的

初衷。 

一般來說，當學生能感受到教師

對他／她的「尊重、關心、信任、支

持與鼓勵」時，這位教師就可能成為

「學生記一輩子的好老師」，也可能會

是學生在「好老師記一輩子」活動中

致謝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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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社會－教師如何面對及解決教室裡的偏見與

歧視 
蕭湘玉 

臺中市大雅區大雅國中教師 

 

一、前言 

隨著科技發展、時代進步，國與

國之間的距離縮短，使得多元文化的

議題（諸如種族的問題、女性意識抬

頭、人權的議題…等等）備受大家重

視，如何將多元文化能落實於教育

中，也已是當前教育的重要課題。臺

灣的教育體制在多元文化議題上，不

管是種族、階級或性別，都是以同一

標準來看待，因此多元文化教育仍有

許多需要研究及改進之處。 

臺灣在推廣多元文化教育時，並

沒有遭遇過太多的質疑、或是反對，

所以常造成在教育政策上，多以自己

的理念及思考模式來推行多元文化教

育。但在一個多元組成的社會中，多

元文化教育不能用各自表述的方式來

實施，必須將其落實於學校教育的課

程、教學與班級經營才能達到多元文

化教育的目標。在落實到學校的班級

經營活動時，多元文化教育中扮演十

分重要的角色，若無適當且正確的多

元教育觀念，很可能就無法達成原先

理想的族群融合願景，也就難以實施

真正的多元文化教育。 

班級中因組成份子不同，容易造

成文化認同上的衝突，為了改善此現

象，正須要我們由日常教育活動中著

手，促進師生都能多多了解多元文化

的內涵，建立班上學生有正確的觀

念，並藉由良好的班級經營，營造出

和諧的氣氛。 

二、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 

Banks（2008）的多元文化教育目

標： 

1. 多元文化教育在改變學校結構與

教學，使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

有均等的學習機會，以提升所有學

生的學業成就。 

2. 多元文化教育應幫助所有學生對

不同文化團體發展出正向且積極

的態度，使學生能在課程中除了瞭

解自身文化之外，也能認同並欣賞

其他不同於自身之文化。 

3. 多元文化教育應協助弱勢團體學

生建立自信，使所有族群的學生皆

獲得平等的教育機會，因此學校中

的課程、教學與評量等都應有所改

變。 

4. 多元文化教育應協助學生發展角

色取替的能力，並能考慮不同族群

的觀點。學校必須持續不斷地進行

改革，讓學生瞭解不同族群的差

異，進而能尊重差異、以達成社會

和諧。 

針對 Banks 所述，多元文化教育的

主要目標，在提供均等的教育機會

及一個適合所有學生需要的課

程，以提高各族群的學業成就；另

一方面則讓學生和教師在教室中

呈現、討論彼此的經驗及差異性，

進而消除偏見與歧視，促進學生對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11），頁 160-165 

 

自由評論 

 

第 161 頁 

不同族群文化和觀點的瞭解，肯定

文化多元性的價值，體會並欣賞社

會的「多元」和「差異」之美，提

高反省自身文化的能力，並培養學

生日後在多元文化社會生存的能

力（王玉崙，2003；張家蓉，2000）。 

三、教室環境中的多元文化現象 

目前因國際化社會、與世界地球

村的現象，臺灣人與外籍人士通婚呈

現普及化，不同國籍的新住民人口數

已急速上升，在校園中的各個班級中

或多或少都會分佈一些新移民子女，

所以在班級中就會產生一些多元文化

現象，Banks（2008）書中提到這些現

象包括種族、語言、社經地位、性別

與特殊學生等。 

1. 種族：早期臺灣只有原住民、閩南

人、客家人及外省人，而大部分以

閩南人居多，客家人、原住民及外

省籍人士占少數，現今又加入了新

移民子女。但在授課的內容上，仍

以多數族群的課程為主。 

2. 語言：因為早期政策問題，政府一

直以推行「標準國語」為主，現今

雖提倡母語文化，但仍僅限於閩南

語為大宗。再加上有些新住民家庭

禁止外籍配偶使用自己的母語，相

對抑制了其他種族的母語。所以在

教室中，老師應該給予空間，讓不

同族群學生能使用自己的母語，彼

此討論並分享，而不是加以壓制。 

3. 社經地位：在現今社會中，幾乎都

會以收入、教育、職業、生活方式

與價值觀等項目，來決定社會階級

的高低。所以當不同階層的學生以

不同的行為方式表現時，教師對學

生也就會有不同的期望，師生互動

及學生的學業成績也會不同。 

4. 性別與特殊學生：在學校的班級

中，最常見的性別偏見、或刻板印

象，常常反映在男女生的行為及個

性上。傳統的舊思維都是強調男女

不同的特質，依據其不同的特質，

所被期望扮演的角色及被期望發

展的職業也會有所不同。尤其在弱

勢族群中，因對主流文化的不熟悉

或不適應，容易產生學習低落，也

容易被誤解、而歸類為學習障礙。 

四、教室裡的偏見及歧視 

教室中所產生的偏見或歧視多以

性別歧視及種族歧視為主，男女之間

的不平等，在歷史記載中多有著墨，

「男尊女卑」之刻板印象造就女性多

少辛酸血淚，延至現代，仍然存在。

種族之間的仇恨，白人與黑人、漢人

與原住民、…等等，這種種紛爭也造

成族群階級之不同。 

Pang （ 2001 ） 曾 描 述 Krystal 

Rodriguez,Latian 的四年級老師是如何

的嚴重傷害他： 

「 四 年 級 我 的 老 師 是

Mrs.McGeorge，我從來沒有忘記她的

名字。第一天我注意到一些我沒有在

其他老師身上注意到的事。我開始注

意到他對白人學生講話是用溫柔的語

調而且充滿熱情。她和我們其他人說

話是用較嚴厲的語氣。 

第一天她也將我們分成幾個閱讀

群，有三個閱讀群：知更鳥，藍堅鳥，

和黑鳥。每個人都想去知更鳥群，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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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們都知道他們是讀的最好的一

群，而黑鳥是最愚笨的一群，當

Mrs.McGeorge分配我們進入個群時，

我想到我三年級的老師說我讀得比其

他三年級的人好，所以我認為最少會

進入藍堅鳥群。但是我錯了，我被分

配到黑鳥群。隔天閱讀時間班上同學

就必須分散到各組去，當我到了我的

閱讀群我記得我看到了三個閱讀群，

同時我也注意到了一些事情，知更鳥

群都是白人，藍堅鳥只有兩個少數民

族其餘的都是白人。而黑鳥群全都是

少數民族學生。」 

這個故事令我覺得身為一個教

師，他所表現出來的行為舉止都是需

要審慎思考並以不傷害學生為原則，

故事中的主角因為老師對不同種族的

歧視或偏見，帶給他一生無法抹滅的

傷痛，相對地，老師也可說是傷害製

造者，他把不平等帶入了校園，帶入

了教室，只是他自己沒有察覺。當一

個人被不公平的對待，我們也都被這

種行為所傷害－因為這種排擠他人的

行為，對於我們所建立同情、尊重、

平等的社會是一種傷害。 

Pang（2001）提到老師不能用概

括的方式去看待學生或將學生分類，

因為這樣不僅看不到學生真正的自

己，也因為對學生的刻板印象，而限

制了學生的發展。他也認為我們在和

其他人交往時，信念可能變成障礙，

我們的偏見會阻礙我們去關懷別人。

故事中的主角，程度明明不錯，卻因

為老師的種族歧視及偏見而無法編入

白人的組群裡，因此使之在學習上受

到了影響。在學習上採用合作學習的

方式能讓學生學習到更多知識，但應

是採取高成就的學生帶領一些低成就

的學生，藉由他們的學習經驗去引導

學習較弱的學生，以使學生的學習能

朝向穩定發展。 

偏見和歧視通常是齊頭並進。我

們對有關其他團體的想法，可能導致

我們排除或對待其他人不公平的態

度。我相信如果教師了解這些事情的

種類正在發生，他們可以採取積極步

驟去檢視他們自己的行為和學校結構

為了摒棄（擺脫）偏見危險方式。偏

見可以簡單地蔓延回你的花園像草。

偏見可以是讓我們成為最棒的教師的

障礙。這些在我們心理的障礙可以被

刪除，但它需要努力和勇氣（Pang，

2001）。 

所以身為教師的我們更應消除心

中的這些偏見與歧視，因為這些偏見

與歧視無形中對學生是一種傷害，只

會讓他們對自我觀感產生了負面想

法，降低了自己的自信心。 

臺灣現在正邁入多元文化社會，

大家都需要學習接納並尊重不同文

化，學校內的環境也是如此，由不同

族群、性別、宗教…等因素組成，所

以我們更該彼此尊重及包容。現在校

園中，各班學生的組成多有不同：包

含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及外配所

生子女（越南、柬埔寨、大陸、印尼），

雖彼此相處融洽，但在日常生活中，

仍有少數帶著歧視味道的言語出現，

例如：「阿六仔」（閩南語：大陸人）、

或是：「越南妹」等等多有歧視含意的

稱呼；在輿論的影響下，我們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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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多這樣的刻板印象散佈在周遭。

所以，我們要培養學生接納多元文化

的態度，懂得尊重別人、尊重不同的

文化，設法消除不平等，以誠懇的態

度去面對，並進而產生互信互愛。多

元文化教育就是要建立一個關懷的社

會。 

除了族群問題之外，教室中還存

在著性別上的差異性。男女有別，以

兩性的生理結構來看，確實是有極大

的差異，從外形上來看，男性比女性

強壯有力，也因此造就了過去臺灣社

會中重男輕女的觀念，男女之間的不

平等也因此而產生。在家中男性就是

威嚴的象徵，女性就是一個柔性的代

表；在職業選擇方面，男性就適合權

威性的工作，女性就被認為適合當一

個照顧者，做好相夫教子的工作即

可，這就是典型男尊女卑的迷失！ 

對於兩性之間的氛圍，在教室

裡，我也常會有些許的迷失，認為搬

重物、跑腿的工作就該找男生，因為

他們有力氣也比較勇敢；女生比較細

心，比較會照顧人、有愛心，所以較

細膩的工作我會交代女生去完成。在

運動方面，男生也比較排斥女生，總

認為女生運動不夠強，贏就是男生厲

害，輸就是女生太弱，所以學生之間

也易產生性別歧視而不平等對待。所

以，Pang（2001）認為一個有偏見的

人，都會使用選擇性記憶在她/他的判

斷，並繼續以過度概化在有關團體成

員。 

現今的社會是個多元文化的社

會，隨著時代的演進，傳統的性別角

色觀念已經不合時宜，男性和女性的

特質也越來越多元化，女性可以從事

男性的工作，甚至可以當一個領導

者，男性也可當個照顧者，從事家中

事務，兩性之間的角色已經逐漸朝向

平等且多元發展。 

五、教師應扮演適當角色減少教

室中的偏見與歧視 

Pang（2001）提到，許多偏見都

是我們不經意帶入教室中傳達給學生

的，當我們要學習多元文化時，也要

先除去我們的偏見，要用不同的想法

及看法來了解其他事務，才能除去所

謂的偏見。當我們要學生不可以歧視

同學時，我們也要先檢視自己是否沒

有偏見的對待每一位學生? 尤其對於

教室情境中差異性的文化會導致學生

對其他族群的偏見，我們是否能加以

避免？ 

舉一個偏見的例子，我們是否曾

經在班上針對學生所犯的錯誤，大肆

責罵?眼神是否常不經意地盯著某一

位班上平常表現不佳的學生看 ?若

有，是否此位學生會有類似：「又我

了，每件事都是我的錯！」的反應？

當下我們是否能很快地在心中省思，

原來平常我已對他貼了標籤、有了”歧

視”，一發生事情只要跟他有關，就直

接認定是他先惹起的？上述此種情

形，常會把對於學生的成見及態度，

深植在他心中。其實這樣的孩子在學

校表現不佳一定是有原因的，絕大部

分跟家庭生長環境與父母的教養態度

有著很大的關係；又或者是這些學生

來自於弱勢家庭。他們一開始就處在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11），頁 160-165 

 

自由評論 

 

第 164 頁 

不公平的狀態下，在學校，他們除了

受教育外，更需要師長及同儕們的關

愛與協助，所以老師對於弱勢的孩子

除了要給予更多的關懷之外，還要教

導班上學生去關心、照顧需要協助的

同學。我們身為教師，需運用各種教

學法，以促進不同文化、性別與社會

財經地位的學生的學習。使所有學生

能透過合作學習的方式，提供學生更

多的成功機會；在平等、無歧視、無

偏見的教學中，教師必須確保學生在

各種教學活動中，每個學生的地位都

是平等的，並在教學活動中幫助所有

的學生發展出更正面的多元文化態

度。 

孩子必須在安全並彼此尊重的環

境之下學習接受彼此，提供新的互動

的方式，只是把孩子放在一起並不代

表建立了溝通的橋梁。而是必須建立

一個公平、公正且具有文化多元性的

教室（Pang，2001）。所以教師可以協

助學生學習並尊重彼此的文化差異，

適時調整對學生的期望，設法滿足學

生多樣化的需求，以提供一個公平學

習的環境。就如同 Pang 所提到：我們

可以幫助孩子學習尊重彼此的文化方

式，也去瞭解在社會上對於文化的差

異性所不斷釋放出來的有影響力的訊

息。 

如何幫助學生意識到種族、性

別、階級歧視？當他們的行為有拒絕

他人的表現時，就是一種歧視，學生

會不經意或刻意的去威脅到其他的

人，當下老師就要馬上告訴學生這種

行為的不妥。對一個人的中傷，傷害

的不僅是一個人，而是對整體公平正

義的傷害。要消除偏見及歧視，我們

要先培養學生的自信、使之認同、並

尊重自己的文化，同時教導學生去了

解多樣化的社會，知道不同族群會有

不同的文化，並進而學習並尊重彼此

的不同。 

Delpit（1995）提到老師不是教室

裡唯一的專家，這句話我很認同，但

老師並不是神，也會發生失誤，所以

我們不能堅持自己說的都是正確的，

我們不能用自己的觀點來決定學生的

一切，也不能強迫學生都要聽我們

的，我們要去除此偏見，才不會引發

與學生、家長間的衝突，所以老師和

學生都可以是專家。 

教育者應該要打開自己的心胸，

讓自己可以接受不同的聲音。因此，

對所有的人而言，傾聽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要將自己的心敞開，要將心打

開或拋棄自我意識雖不容易，但要彼

此誠懇對話，學著去了解對方，那將

是唯一的方法。不要輕易否定別人的

生活方式，也不要認為別人的觀念都

是錯的，因為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的生

活專家 Delpit（1995）。 

教師應拋開對學生的偏見，以學

生的學習與發展為中心，從學生的角

度，來看待學生的學習環境、學習經

驗，在教導的過程中同時也要注意到

學生所學習的結果，知識不是老師說

了就能了解的，還要學生自己能想清

楚。老師要養成「傾聽」學生的習慣，

使教學能有所互動，以同理心，來感

受同學的心情，要能了解每個學生的

想法及未來規劃，適時加以引導及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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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另外，老師也要尊重學生及家長

的意見，要用心傾聽學生及家長的需

要，因此當老師們在學校教室裡思考

著如何教導學生時，也應該要先考慮

到學生的族群、文化及生長環境，所

以教師要打開心胸，讓自己可以接受

不同的聲音，用公正、公平的心對待

每一位學生，營造一個良好的學習環

境，讓學生在教室都能學得開心、學

得自在。 

六、結論 

放眼各大校園裡，到處充滿來自

各種文化的學生，包含了許多不同的

族群、性別、宗教信仰與社會階級等

因素所產生的多元文化議題。人容易

受外表或刻板印象而產生以偏概全的

思考模式，所以老師須敞開心胸認

識、了解每一位學生，並放下心中的

偏見或刻板印象，用心地去欣賞每一

位學生的獨特之處，相信會有許多意

想不到的發現和收穫。我們要懂得尊

重別人、尊重不同的文化，設法消除

不平等的對待，以客觀的態度去面

對，並進而互信互愛。 

其次，教師應努力建立一個和諧

溫馨的學習環境，使不同種族、語言、

性別、社會階級的學生獲得公正、公

平的學習機會，讓每一位學生能在公

平的教育環境中學習，以增進師生間

的互動及學生之間的人際關係，促使

學生能尊重、欣賞及包容多元文化的

社會。 

最後，教師要公平地照顧到每一

位學生，以公平的態度對待教室內的

多樣族群，建立一個教育均等的教室

及互相關懷和信任的班級氣氛，採取

合作學習的方式，使每一位學生都能

獲得良善的知識。讓學生知道他們是

學習的中心，是受到重視、受到關懷

的，因而能夠彼此尊重，彼此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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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後期中等教育階段轉學（科/組）制度評析 
曾子旂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課程博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依 101 學年度公私立高中職應屆畢

業生升學就業概況調查顯示，由於知識經

濟及全球化時代的來臨，職業科畢業生的

出路不再侷限於以就業為目標，整體上近

年選擇升學比例逐年提高，由 92 學年度

的 62.72%至 100學年達 83.51％高峰呈現

逐年上升的趨勢，顯見後期中等教育階段

已經成為銜接高等教育之學習階段，而非

學習階段之終點。高中職階段之課程成為

銜接義務教育與高等教育之間的橋樑。 

惟自 97 學年度以來，每年仍有超過

1 萬人次的學生辦理休學，倘若加上退學

人數再行計算，則每年有接近 2 萬人以各

種不同理由，離開原來就讀的學校。我國

101 學年度高中職休學原因，因為「志趣

不合」原因而辦理休學之高中學生佔

33.2%，高職學生則佔 57.0%，顯見志趣

不合成為休學最主要之因素（教育部，

2014）。 

 

圖 1 我國 101 學年度高中職休學原因分析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4）。101 學年度公私立高中職應屆畢

業生升學就業概況調查。 

 

 

在此我們可思考幾個問題，因為志趣

不合而辦理休學，背後代表的意義是：現

階段課程不符合個人的志趣或學習期

待。而這樣的想法會有幾種方式處置個人

對進路的選擇：（一）直接透過休學方式，

改變進路。（二）在同一學習階段中，透

過轉學（科）的轉銜制度，遂行進路轉換。

（三）在轉換學習階段時才進行轉科（組

/領域）。 

本文主要討論普通高中與高職進路

之間的轉換，關心後期中等教育階段，我

國目前轉科（組）或轉學之法規有無提供

學生在機構分流的現況下，達到適性發展

的協助？進而檢討，是否能由課程的規劃

上提供協助學生轉銜時的共同基礎，以及

前後之課程銜接狀況，以利學生進行進路

轉銜之機制？ 

二、政策層面的影響 

(一) 適性發展的轉銜機制 

十二年國教內國中端的適性輔導、職

業試探很重要，但倘若學生對自己進路選

擇的目標尚不清晰者，轉科轉學則成為轉

換進路的機制之一。但是這裡會有兩件需

要檢視與解決的問題：其一，是否提供足

夠的進路轉換機制與機會？其二，倘若提

供了機制與機會，那是否有供轉換進路的

共同基礎—意指，若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

中的課程教學內容沒有地方是共同且核

心的應學習課程，那基礎不同之上，是無

法順行轉銜機制的。換句話說，94 年起

公告的「後中共同核心課程」是否有在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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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機制上，提供了重大且必要的協助呢？ 

(二) 進路轉換的機制 

依據 103 年 3 月 14 日公布之「高級

中等學校及五年制專科學校一年級學生

申請適性轉科（組）及適性轉學實施要點」

內，可總和幾點重點： 

1. 該適性轉科（組）或適性轉學之適用

身份乃高中階段之一年級學生，若為

適性轉科（校內轉科）則應於一年級

第一學期結束前提出申請。若申請適

性轉學（轉校不轉科與轉校轉科）者

則應於一年級第二學期初提出申請。 

2. 轉校機制則須各校有缺額釋出，始有

申請之可能。 

3. 校內應成立「校內學生適性轉科（組）

及校際學生適性轉學工作小組」，並各

校訂定學生轉科（組）要點。且就學

區之學校及各該主管機關應組成各就

學區學生適性轉學委員會。 

以上法規其立意良善，然回歸其實踐

層面看，仍顯難以達成立意之「適性」，

原因為以下幾點： 

若為同校轉科，申請時間為一年級第

一學期結束前，對於學生而言，其實僅上

不到一學期的課程，就必須認定現在所選

擇之進路是否適性。若以 98 課綱普通高

中課綱來看，每週必選修學分數總計 35

節數，除必修課程 31 節外，所剩選修課

2-4 節則有規劃探索性課程的可能。以一

學期 18 週來規劃，則發現倘若有想要轉

學轉科的可能，該學生則需在 36-72 小時

內，決定自己目前所選擇之進路，是否志

願不符，並且進一步提出申請。 

 

倘若以 12 年國教總綱的課程規劃來

看，以每週節數 30 來計算，普通高中一

年級的學生在部定必修(一般科目)中僅

修習約 20 學分、團體活動節數約 2 學分、

彈性學習時間 2 學分、選修學分數高一應

開設各類選修課程合計 2-10 學分，僅剩

下 4 學分的校訂必修課程。在總綱中，針

對「校訂必修課程」的釋義為係延伸各領

域/科目之學習，以一般科目的統整性、

專題探究或跨領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探索體驗或為特殊需求者設計等課

程類型為主。倘若該校在本校訂課程當中

所設計為一般科目的加強，那對試探並無

發生實際之功能。則本轉科轉學要點，僅

為無法落實其適性發展目標之條目。 

另，「校內轉科」，就技術型高中而

言，仍保持完整的機構分流狀態，僅是不

一樣的職業學程，進行學程間的轉換。就

目前的高工、高職與農業學校等類型的學

校來說，仍秉持各校既有的分科課程架

構，只是由 A 科轉入 B 科。或是普通高

中內自然組與社會組之間的換組呈現。所

影響的僅是未來面對學門所屬的相對應

科系選擇上有所差異，然普通與職業進路

的差異，並未在這類情況中發生。 

在此尤其是技術型高中的部分，由於

課程規劃有「類」--「群」--「科」的概

念，更為複雜。也就是說，技術型高中的

課程將分科的專門科目聚合為「群」核心

課程，再將之聚合為更大的「類」。因此

目前在 99 課綱內分 9 類 15 群，在 12 年

國教中分了 6 類 15 群。也就是說在每群

當中的科，彼此之間是有重要且必修的課

程存在的，而每一類內的群，則在理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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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共同且必要的課程需要進行。而反觀普

高進路與技職進路卻沒有這樣的共同課

程可供轉銜使用。 

三、找到轉銜的共同基礎-後中共

同核心課程 

94 年起，為強化國高中的課程銜

接，後中課程針對九年一貫的課程架構進

行調整，也訂定了「後中共同核心科目」，

採用領域概念，進行分科的課程統整規

劃。計有 7 大領域—語文、數學、社會、

自然、藝術、生活、體育，總計必修學分

數 48 學分。 

後期中等教育共同核心課程的設計

乃使得不同進路之間共享相同的基礎架

構，這對高一學生在不同進路上仍保有學

習共同基礎課程的狀況，除了消弭進路不

同所造成的過多差異，也實際讓學生在共

同核心課程上，能夠保有轉銜不同進路時

的共同可參考標準。換句話說，學生在不

同進路內，除了學習後中共同核心課程之

外，其餘時間則依據不同進路，適度培養

其分科專業課程，也能夠適性自己的進路

是否適性與合宜。而非分化後，即進入專

業分科的課程，使得學生未有足夠時間試

探自己興趣的時間與空間。 

12 年國教總綱公布後，後中共同核

心課程學分由 48 學分降為 32 學分，分為

8 大領域，涵蓋 22 科。表格整理如下： 

 

 

 

 

 

 

 

 

 

 

表 1  

94 共同核心課程與 12 年國教總綱的比較

 

就整個後期中等教育課程而言，基礎

共同的課程愈多，分殊專業的課程就愈

少。可見，後中共同核心的總學分降地、

科目數增加，無異是提高不同進路的分殊

程度，其背後的立論基礎，乃是反對延後

分流。況且，在十二年國教的課程總綱當

中，後中共同核心課程被擺置在附錄之

內，而正文的整體政策與課程規劃中，卻

並未著墨，可見新課綱中較為突顯不同進

路的分殊性，具有強調較早分流的分立型

學制的特徵。 

四、結論 

目前我國仍在後期中等教育階段進

行機構分流，但是國內之相關統計資料仍

顯示我國在後中與高等教育階段，休學原

因是志趣不符者之比率顯著。也就是說，

我國在進入分流的制度中，仍有需要再進

步與努力的空間。 

綜觀目前的轉學機制，仍未能提供學

生轉銜的足夠輔助，無論是試探性課程的

部分，亦或是轉銜時間的訂定，皆限制了

學生在有足夠試探的機會後才進行進路

選擇的機會。 

如果我們不強調學生有學習共同課

程的必要，那設置轉銜機制，則無從有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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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評判標準，也難以協助學生進行轉銜

的動作。後中共同核心課程強在落實共同

且必要的核心課程，也是提供學生有共同

可檢核的基礎，實不宜降低與忽視。尤其

目前學生對於各科領域的認知尚不足的

情況下，縱以分科知識學習為主，也是如

同小人開大車般的危險，而因為其轉銜之

不易，使得學生在教育階段轉換時，才有

所謂的轉銜機會。惟試想其教育階段轉換

時，其實仍是測驗前一階段的知識與能

力，這樣還是造成轉科/組的難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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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學新思維 
謝宛君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創新與評鑑研究所研究生 

臺北市大安區銘傳國小教師 

 

一、教師面臨的挑戰與衝擊 

激變世代，世界潮流浩浩蕩蕩，

隨著知識技術的突飛猛進、資訊的廣

泛傳流、生產力倶增，再加上全球化、

市場競爭的推波助瀾、社會發展的熱

切追求，這些變化對於教育產生強烈

衝擊，不論是在理念上、營運上及實

踐上，都起了根本變化，因此，教育

轉變是必然。處於知識經濟時代，為

提高競爭力、取得優勢地位，追求創

新已成為致勝關鍵，而「不創新，就

滅亡」（innovate or die）已非危言聳聽

（吳清山，2004）。 

過去二十年，全球局勢產生急遽

變化，自由開放、公開透明、變遷迅

速及價值複雜多元等特質之新競爭時

代儼然成形，此發展趨勢嚴正衝擊我

國教育改革方向，其中，學校本位與

教師專業自主之鬆綁原則，乃為教育

政策調整學校運作模式之最大變革。

再則，隨著社會環境急遽變遷，學校

面對外在環境挑戰、社會大眾對學校

提供優質和卓越教育的要求與日倶

增，而帶給學校壓力及挑戰相形艱困。 

實際上，學校教育目的不僅在於

協助學生能獲取學業成就，更要幫助

學生做好過充實生活而準備。是以，

今日之學校體育教學應具有讓學生增

加附加價值的學習，藉著提升學生思

考能力、知識、技能及社會化的運動

教育過程，增進學生的潛能。 

所以，學校體育創新教學不僅是

理念的倡導，更是行動的實踐，須透

過正確理念引導，落實在學校體育實

際環境中，讓學校體育教學更具績效

與特色。因此需發展出具高品質的學

校體育教育課程，塑造積極正面的體

育教學環境、鼓舞獎勵體育教師卓越

表現、應用評鑑的方法與過程、分析

與解釋教學和學習結果、達到合乎績

效之成果。所以，如何在急遽社會變

遷的現象中，進行學校體育的變革與

發展，就成為相當重要課題。 

二、提升體育課學習興趣 

體育教學的目的是讓每一個孩子

都能成功，而不是培養一位菁英者。

然而，現今體育教學大多是以教師為

中心的「傳統式教學方式」，主張以運

動技能為主軸，偏重在鍛鍊學生體

魄，卻忽視學生的情意體驗、獨立思

考和解決問題能力之重要性。體育教

師透過分解動作技能的教學，經由練

習及拼湊幾個分解動作而完成單項運

動的學習，進而瞭解整個項目的概

觀，等待技能熟練後再安排比賽對抗

及規則戰術講解。體育課若只是著重

在體能、重複練習技能的學習歷程，

學生是不會感興趣的，因為那只會製

造「痛苦」的經驗，是體育老師「規

定」的，要「考」、要「練」的內容，

如此根本無法達到實現自我的目標。

體育教學應保有技能層面的學習，但

是也需要營造其它學習面向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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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當學生無法獲得成就感時，只

會不斷抹滅對學習運動的意願，學習

動機逐漸薄弱，對體育課的期待和熱

情也一併失去興趣，最終體育課淪為

少數人的表演舞台。這當然也不符合

九年一貫以學生為中心的基本理念，

更別說養成終身運動的習慣。因此，

體育課程的設計與實施，應有適當的

轉向與思維，方能讓學生愛上體育，

愛上運動。 

體育課程內容應與學生實際生活

的需要相結合，這也是大家對體育課

程內容求精求新所樂意見到的發展，

這個觀念非常重要；也是未來的趨

勢。對於體育課程的強調，其目標應

注重在學生對本身生活環境的適應能

力予以加強，以利邇後學生能夠盡快

去適應不同環境的能力。體育課程的

編排應加強在與生活相連結之基礎

上，學習內容更要強調具備培養學生

日常生活的各項基本能力、技能和生

活態度的學習。此為體育課程走入生

活化的要素，如此必能達到終身愛好

體育運動的理想目標。 

體育課程的發展雖然需要強調生

活化的實用觀念，不過要如何追求呈

現適當的方法，使能引起學生的學習

意願和動機，進而達到學習成效的目

的，是現今體育課程發展所必要的條

件和觀念。體育課程內容及教材若能

呈現出活潑生動有趣的上課情境，將

更有助學生學習的進行。儘管各類體

育課程的編排都有其實用性，不過技

術難度過高，不容易學習的運動技能

是絕對不會引起學生學習的動機。所

以體育課程的編排應朝易學、易懂、

好上手且多點樂趣的方向加以努力。 

三、體育教學的創新與精緻 

為培養未來孩童立足世界的競爭

能力，亟需精緻的教學品質來運作，

而精緻的教學內涵卻是源自於無窮的

創意。為求活化創意的展現，需以精

緻的教育內涵為設計藍圖，輔以「卓

越」、「績效」、「科技」、「創新」為指

標，形成橫向與縱向之發展及延伸，

以鷹架式的理念，建構出卓越精緻的

教學內涵。 

創意不假於它處，唯在身旁處處

可見，就從己身開始，稍稍觀察及思

考，便可掇拾創意的想像。茲將創意

體育的精緻指標略述於後：1.體育的卓

越化：強調「追求卓越、提升品質」，

教育目標以「有教無類」為宗旨，採 

「因材施教」的策略，使所有的學生

都能獲得最大機會的自我實現。其

次，精緻教育的卓越性是「質量並重」

的原則，一方面強調提供更多的教育

機會；另一方面則重視課程內涵的適 

切性、教師士氣的提振，以及學生素

質的全面提昇。2.體育的績效化：強調

高品質的教育產出，重視教育內容的

附加價值，以及教學活動的過程績

效。而過程績效則是強調教育工作者

在推動教育活動時，要能講求過程、

方法或教學技巧，並能感動對方進而

獲得較好的教學效果。3.體育的科技

化：為達到提昇高品質的教育產出，

必須結合尖端科技，善用資訊融入教 

學及運用視聽媒體等，已然成為卓越

教學不可或缺的利器。4.體育的創新

化：知識與資訊是創意的工具與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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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而創新則是創意的靈魂。創新也

是一種組織化、系統化和理想化的變

革，必須靠嚴謹的分析與持續不斷的

鑽研與改善，才能使教育內涵及方式

推陳出新、突破現狀，提高學生的學

習興趣與效果。 

體育教學如果要培養學生具創造

力，首先必須改變教師權威式的教

學，逐漸下放自主空間，讓學生逐漸

學習自我決定。從命令式的老師決定

教材、教學、評量、指導學生學習，

到自教式的學生自我學習。正是所謂

的先打下良好基礎後，才逐步放手讓

學生自己練習、判斷、決定，進而創

造、設計、自我學習（張春秀，2005）。

老師可以鼓勵學童將傳統式的想法加

以改變，讓學童構思出創新或意想不

到的想法，以求在慣性中求突破，讓

學童可以運用發散性的思維，從多方

面、多角度去聯想，然後產生出有意

義的創造性學習與表現。在學校課程

裡，教學要創新具有創意或樂趣，先

決條件是老師必須要有創意思考的能

力，假若教師本身缺乏創造思考的能

力，要想激發學生創造思考，一切只

是空談。教育部於 90 年提出「九年一

貫、教學創新」，主要是說明教師要突

破傳統的教學方式，嘗試其他新的教

學方法，以提升教學品質，達成有效

的教學，也就是說教師要有創新教學

的能力（李麗香，2004）。學生有了創

新動機和想法，如果沒有適當的機會

表現出來，一切也會等於零。而創新

總是和自主學習結合在一起的。在課

堂教學中，教師要學會敢於放手，給

學生適度的「自主權」和「自由度」，

讓學生在課堂的舞臺上扮演主角，在

“放”中提高自我鍛鍊和創新能力。

因此，在教學過程中，充分發揮學生

的主體作用，讓學生自主支配學習的

時間和空間，使學生有自主選擇的餘

地，充分展現自己的空間，進而培養

學生的獨立性和創新精神。如：在遊

戲教學中，教師可以分給每一小組一

個小膠球，定出一定的活動範圍，要

求每組的學生以小膠球為中心，創編

出大家喜歡的、具有新意的、有利於

鍛鍊身體的體育遊戲。經過一段時間

的討論、交流和選擇，同學們創編了

「投球得分」、「雙腿夾球比快跑」、「叫

號接球」、「打活動目標」、「接球擊人」

等多種遊戲方法。在整個活動中，學

生的主體作用得到了充分的發揮，有

效地發揮了學生自主練習的積極性。

進而培養了學生的創造性思維能力，

同時提高了學生實踐水準和經驗。 

體育課的優劣有賴於體育教師本

身對上課的熱忱和態度是否重視。一

位認真負責的體育教師應顧慮到所上

的課程是否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及學

生能否從上課中獲得知識和身體活動

所得到的滿足感，這是體育教師對體

育課所應負的基本責任與認知，其教

學方法並包括樂趣化、彈性化與休閒

化等不同內容目標。無論上課內容如

何，教學需依據教學目標來執行。不

過教學目標只是一個指引方向的主

體，在這個大目標中還有包含許多小

的目標。運動活動應當是一件快樂而

健康的事，不過在學校校園內不難發

現體育老師在操場上聲嘶力竭的喊著

口令，總有同學意興闌珊對體育課提

不起一點興趣。如果又是遇到不愛運

動的女同學那就更糟了，體育課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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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為不愛運動同學的聊天課呢！不

過這也不能完全怪同學們，畢竟枯燥

乏味與生動有趣的體育課還是很有差

別的。因此有系統的編排具生動有趣

的教材，使體育教學內容更活潑，教

學方法更具創新，並鼓勵教學研究，

提升教學品質等具體作法，才能真正

達成體育教學創新化與精緻化。 

體育課如何謹慎評估編排出最適

合學習的課程內容，以達體育課所希

望達到之效果。首先應從各教材著手

加以修正，排除制式化生澀的內容，

改以生動有趣的遊戲編排模式來創造

學生想要感受學習的動機，並能從動

機中更持久的專注力，使學習情緒能

不斷的延續，這些課程編撰必須邀集

各方體育人士來共同探討、研擬，並

與教學者共同執行與落實才能達其目

標。體育課的理想不能只是單純的身

體活動而已，更要灌輸學生更多的運

用知識，提升本身能在活動、觀賞、

帶動等方面的能力，逐步增加，進而

達到人人愛運動、人人懂運動、人人

願推廣的境界。去實現這樣的情境是

我們體育工作者應負起的使命。處處

能運動、處處在運動大家都愛運動這

樣社會氣氛既健康又有朝氣，是我們

樂意努力所願意看到的。運動風氣的

推廣有賴於學校教育的落實，給予學

生更多的知識與提高學生的參與動

機，這些都是未來大眾是否愛好運動

形成風氣的基礎，也是最重要的起

點。這些課題是非常重要的，更是我

們教育單位必須深思研擬的。基礎做

的好穩固又可靠，教育工作者大家一

起來共同努力吧？ 

四、結語 

過去體育教學缺少應用思考的訓

練，只偏重於教師示範、學生模仿的

練習方式，這樣的教學方式不但阻礙

了學生思考及創新的能力，也讓學生

對體育課興趣缺缺。體育教學應該在

開放的情境中，賦予更多的想像與思

考的空間，使學生能自主的學習，享

受運動樂趣，只有如此，體育才能與

生活相結合，進而為人人所喜愛。 

體育教學的內涵是什麼？體育教

學的本質何在？體育教師的角色扮演

決定了教學的內涵與教學的本質。而

教師是教學的主力但須勇於求變；學

生是教學的主體必須變中求同；品質

是尊嚴的起點更須穩住不變，這是體

育教學的最高指導原則。在活動中輔

以老師的創新設計，啟發了孩子的學

習興趣與動機，對體育課程產生了高

度的認同感，不僅達到了情意教學的

目標，相信深深的影響了孩子心理

的、身體的、社會的與智育的正向發

展。 

創造思考教學注重和日常生活經

驗相結合，容易激發學生的學習動

機、興趣，以師生問答互動的方式來

啓發學生的創造力，並鼓勵從錯誤中

學習，人人都有機會當主角，教師接

納學生無拘無束的發表，不但適時予

以思路引導，並適當將教材加深、加

廣，最終有效達成教學目標。體育教

學內容主要是教導學生從事身體的運

動，教師如能透過創造思考教學讓學

生都能主動參與身體活動、樂於運

動，減輕學生對體育課的恐懼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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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學生樂於繼續學習的興趣，進而

培養規律的運動習慣與態度，如此不

但推展全民運動可以直接向下紮根，

而且有利擺脫坐式生活所帶來的文明

病，間接大幅降低社會醫療成本。九

年一貫教育政策是國家未來無限發展

的轉機，當此之時，創造思考教學實

為一值得推廣的教學法，此一教學模

式，可以說是為教育界指引一盞明

燈，並為教育現場注入一股活水！在

體育教學中更要加強學生創新能力的

培養，要不斷的總結經驗，大膽嘗試，

積極探索和創新，努力培養學生創新

能力。讓學生接受各種教育教學，從

而養成良好的體育創新意識，促進學

生身心的全面發展，從而適應現代體

育教學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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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友善的教保環境以提升幼兒教保品質評論 
黃月美 

臺灣首府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隨著＜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的實

施，臺灣正式邁入幼托整合的新紀

元，不僅規範了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的

資格，也整合幼兒｢教育｣及｢照顧｣層

面，並給予法律的定位和保障。從幼

兒主體的觀點而言，整合教、保層面

不僅符合幼兒發展的需求，制度上的

整合也有助於幼兒教保品質的提升。

此外，為配合落實該法，中央政府陸

續制定相關子法，明訂教保服務人員

的培育課程、公布《幼兒園教保活動

課程暫行大綱》、制定＜幼兒園評鑑辦

法＞，看來似乎自幼兒教育的定位、

教保服務人員之培育端到教保服務的

內容以及幼教的品質之實務端，皆從

法律層面進行規範和監控。然而，幼

托整合之後並非｢從此過著幸福快樂

的生活｣（張翠娥，2012），而是在法

律和制度的｢整合｣過程，浮現出臺灣

長期以來教、保分立、公私立園所資

源差異以及幼教市場化論述的矛盾和

衝突（邱嘉玲、魏美惠，2014；段慧

瑩、馬祖琳，2013；段慧瑩、王立杰、

田育芬，2012；張子嫺、曹純瓊，2012；

簡宏江，2011）。 

我們可能都會同意，要提升幼兒

教保服務品質，主要的關鍵是教保服

務人員，因此不少研究皆針對教保服

務人員的培育、定位及專業性進行研

究與討論。但長期以來，教保工作條

件的議題，除了一直被詬病的低薪資

高工時之外，較少被系統化的論述與

討論。在教保實務現場，教保人員的

生活世界是整體社會生態系統下的文

化建構，教保服務人員不僅付出專業

能力，還須負擔情緒勞務（張盈堃，

2013）；再者因為社會變遷，家長對幼

兒教育有不同的期待（盧美貴、黃月

美，2012），在幼教市場化的環境下，

這些期待常讓教保人員對教保專業的

理論感到｢雖心嚮往之｣但在實務上卻

｢力有未逮｣，與其質問教保人員為何

不能與時俱進、進行專業成長與改

變，更需要省思是何種論述形構了教

師的主體性和能動力（黃月美，

2007）。因為幼兒教保品質除了專業的

職前教育和持續不斷的專業發展或在

職訓練之外，還需建構友善的工作環

境以提升整體教保工作的品質。在教

育品質受到全世界肯定的芬蘭，甚至

選擇了提升教師專業資格、培訓和工

作條件（working condition）作為目前

政 策 的 重 點 （ Taguma, Litjens & 

Makowiecki, 2012: 3）i。 

因此，本文擬從對幼教品質與專

業的再思、改善整體工作條件為焦

點，思考從結構面提升教保人員的社

會地位和專業認同，討論從營造友善

的教保環境以提升幼兒教保品質。 

二、從文化層面深度理解庶民對

幼兒教保的期待，再思學術

語言的轉化與實踐 

    在臺灣，幼兒教育雖然尚未全面

納入國民義務教育的學校體系，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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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的普及以及法律的規範，一

方面讓幼兒的教養逐漸脫離「家庭」

的私領域，進入了公共的論述，一方

面卻又延續著家庭教養的私領域，承

擔文化對下一代的教養方式和期待。

因此，幼兒教育現場的各種實踐方

式，除了幼教的學術論述之外，還有

來自普 羅大眾 庶民 教育學 （ folk 

pedagogy）的影響力（黃月美，2007），

在官方課程文本夾雜普羅大眾對幼兒

教育的期待，藉著市場化的論述優勢

成為臺灣幼教現場特殊的課程實踐。 

    如同 OECD（2005）所指出的，

教育系統需要投資在精緻化的師資培

育，高品質的幼兒教保服務指標之一

是實務工作者能具備專業化的知識、

技能和素養。研究者一般認為，接受

完備的專業教育和訓練的實務工作者

是提供高品質幼兒教保的關鍵因素，

才能引發幼兒在認知和社會方面的學

習結果，因此教保人員的專業資格、

教育和訓練，一直都是重要的政策議

題（OECD, 2006）。 

    以幼教的專業論述而言，高品質

的師資指的是教保人員能夠樂於參與

幼兒活動並引發幼兒之間的互動，在

幼兒的學習過程運用不同的鷹架策略

（ Taguma, Litjens & Makowiecki, 

2012: 25）。然而社會變遷對傳統的童

年觀和教養方式帶來挑戰，包含因為

女性社會經濟角色的改變，專業的幼

教情境取代了家庭式的教養；種族多

樣性引發｢傳承母文化｣或是｢儘快學

習主流文化｣的爭辯，以及對幼教觀點

和幼兒教育目的的改變。尤其後兩者

是改變社會對幼兒教保人員的期待，

在幼兒教保職場常造成教保人員理想

和現實間的拉鋸，在專業工作的負荷

之外，也負擔著龐大的情緒勞務（黃

月美，2015）。 

    為了瞭解普羅大眾的童年圖像，

盧美貴、黃月美（2012）訪談了十位

40 歲至 70 歲的各行各業代表，受訪者

期待幼兒具有之能力包含：使用外語

（英語）的能力；能安排休閒生活（玩）

的能力；運用資訊的能力；閱讀能力；

關懷環境的能力；自我表達能力；創

新的能力；應變力；判斷是非的能力；

敏覺週遭環境變化的能力；自理能

力；照顧他人的能力；創新的能力；

美感能力；道德能力；欣賞力；調節

情緒的能力；適應社會的能力；溝通

表達能力；忍受挫折的能力；承受壓

力的能力；基本的生活知能（聽說讀

寫）與應用（盧美貴、黃月美，2012）。

如何在｢正常化教學｣的評鑑基礎上，

從文化層面深度理解庶民對幼兒教保

的期待，在課程與教學實踐過程加以

轉化，引導幼兒在生活中展現各項能

力，也是幼兒教保研究、職前培育以

及在職訓練和專業發展的重點。拉近

理想課程和幼兒經驗課程之間的差

距，讓幼兒教保實務工作者能獲得支

持並積極運用他們所學到的專業。 

    家庭始終是孩子學習經驗的發源

地，社區是提供幼兒文化能力的資源

場域，當家庭教養與替代式教養(教保

服務)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或者父母

對子女的權力越來越小時，我們更需

要進一步建構教保機構和家庭中父母

「親職」的合作關係（盧美貴、黃月

美，2013），因為幼兒園的課程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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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學習經驗不僅是知能或素

養，更是一種文化和生活的價值。這

些來自於庶民的幼兒教育觀，出自臺

灣的教育文化環境，是最真實的教育

現象，實應納入幼兒教育內涵的思辯

過程。訂定幼兒核心素養內容，除了

必須符合社會與時代的脈動，讓幼兒

具有面對日新月異的資訊社會、與異

質團體互動頻繁的群體生活，以及面

對地球生態環境急遽變化所應具備的

態度和能力之外，更需在文化中傳承

合教育性的美德，例如勤奮、喜歡勞

動、珍惜與感恩（盧美貴、黃月美，

2012）。 

    吸引人才、投入訓練以及適性留

用專業的教保人員，對教保制度是一

大挑戰，好的工作條件是發展教保專

業的重要投資，雖然評鑑的結構指標

是國家層級的規範，能夠引發重視，

也是透過制度進行｢規訓｣的主要手

段，但是對於教保品質而言，關鍵是

實務工作者能否獲得支持並積極運用

他們所學到的專業（Taguma, Litjens & 

Makowiecki, 2012），讓幼兒教保工作

者擁有專業的能力感並能勇於實踐與

改變。 

三、 從法律規範與實務層面系

統化地改善幼兒園的工作

條件 

研究顯示工作條件能夠提升幼兒

教育服務的品質：好的工作條件將提

升工作滿意度與留職率，並且影響教

保人員的行為，提供更穩定的以及更

敏覺和活潑的師生互動，有助於幼兒

的學習和發展，研究也顯示出幾個影

響幼兒教保品的質的重要條件：1. 高

師生比與低班級（團體）人數；2.相對

應的薪資報酬與其他福利；3.合理的工

作量；4.低流動率；5.好的工作環境；

6. 適當且能提供支持的管理方式 

（ Taguma, Litjens & Makowiecki, 

2012: 25）。針對這幾個面向，在臺灣

的脈絡中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建議： 

(一) 拉近公私立幼兒園的待遇與福

利，落實師生比與團體人數 

研究結果指出，除了進行人員的

教育和訓練之外，工作條件是教保人

員提供幼兒安全、健康以及良好學習

環境的重要因素（Taguma, Litjens & 

Makowiecki, 2012）。 

專業的教保人員不僅可以營造較

高品質的教學環境，進而引導幼兒有

更好的學習結果（Litjens & Taguma, 

2010），而且高品質的教保人員可以更

多的參與幼兒、引發幼兒之間的互動

並善用各種鷹架策略，例如引導、示

範和提問等。專業化的教保人員培育

和訓練，能提供教保人員更穩定且更

具敏覺性地引發幼兒互動的能力，其

他的有關高品質教保服務的能力還包

括內容（課程）知識以及能營造出不

同能力領域的學習環境（Sander & 

Howes, 2013）。但是，研究也指出影響

教保人員是否能注意到幼兒的需求，

原因不只是教保人員所受的教育和訓

練水平，還有其他外在因素影響，例

如工作環境、薪資待遇和福利。因此，

工作條件會影響教保人員的工作滿意

度以及執行教保工作的能力，包括積

極地與幼兒互動、給予足夠的關注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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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幼兒的發展（Taguma, Litjens & 

Makowiecki, 2012）。一般而言，壓力

大的人員表現欠佳，許多研究也發現

工作負荷 ii對教保品質造成負面的影

響，指出處在高度壓力的教保人員相

較於較輕壓力的教保人員，其表現較

為不佳，較佳的待遇和工作條件提升

人們的工作滿意度、工作動機，而且

直接影響到教學、照顧以及與幼兒的

互動品質（Huntsman, 2008）。 

儘管在國內外都有研究提出幼兒

教保職場的工作條件關係著教保品

質，但在幼兒教保領域通常還是令人

聯想到相對貧乏的工作條件以及薪資

待遇，導致高流動率。幼教機構的高

流動率現象並不利於教保品質，甚至

有跨國的研究報告指出，在幼兒保育

工作領域，每年的人員流動率約佔

30%~50%（Huntsman, 2008）。在臺灣

也有研究者針對大臺北地區幼稚園教

師流動率進行調查研究，發現接受調

查的樣本中，高達八成教師曾有離職

的經驗（彭志琦 ,  2005 ）。 

人員的穩定對幼兒的學習結果有

重要且相當正面的關係，高流動率意

味著低薪並且與幼兒的低學習結果有

關，低流動率的教保機構服務人員較

能積極投入，並且展現出適當的關注

幼兒，並幼兒有良好且積極的互動；

高流動率則不利幼兒照顧的延續性，

甚至有研究指出，當教保人員流動率

高的時候，會減少幼兒投入有意義活

動的時間。弔詭的是，儘管各界對教

保人員的專業資格相當在意，但另一

方卻又擔心教保人員提升專業資格的

結果是薪資待遇更好，也相對導致教

育成本的增加（OECD, 2006）。 

對專業待遇的壓抑嚴重影響到幼

兒教保品質以及有利幼兒發展的教保

環境，因此，從制度面拉近公私立幼

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的薪資待遇與福

利，落實師生比與團體（班級）人數

的規範，合理化工時與工作負荷量，

提升公私立教保職場的設備品質，是

營造友善教保環境以提升教保服務品

質最重要的一環。 

(二) 提升管理者（園長與負責人）的

專業敏覺度和領導力，營造友善

的工作環境 

在幼兒教保職場，管理者（園長

或負責人）是提供有利的工作條件以

及支持專業發展的重要角色。雖然工

作條件有些來自政府的規範，但部分

則是各機構特定的方式。若幼兒教保

機構能提供較好的工作條件，那麼也

就能夠提供較佳的保育和教育品質

（Litjens & Taguma, 2010; Diamond & 

Powell, 2011）。幼兒教保機構管理者是

提供教保人員較佳工作條件的關鍵因

素，也會影響教保人員的留職率（陳

怡靖，2006）。 

研究顯示幼兒教保人員若較少感

受到來自教保機構管理者的專業支

持，則他們的工作滿意度和專業表現

低於感受到專業支持者（Ackerman, 

2006）。專業的支持通常是指機構支

持、促進以及贊助專業發展，定期的

全園教職員會議，以及同僚之間的鼓

勵 和 諮 詢 （ 例 如 教 學 研 討 會 ）

（Ackerman, 2006），而持續的專業發

展也是確保教保人員能夠與時俱進，

擁有行之有據的教保實務能力（例如

http://nccur.lib.nccu.edu.tw/items-by-author?author=%E5%BD%AD%E5%BF%97%E7%90%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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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人員會議、研討會與工作坊、以

及實務督導等）（Litjens & Taguma, 

2010）。園長（負責人）能否提供公平

的工作環境，將教師的工作分配、資

源分配、績效考核、獎懲與福利 待遇

等都做好詳細的規範，將會影響教保

人員的離職異動（陳怡靖，2009）。因

此，管理者（園長與負責人）需要具

備專業敏覺度和領導力，能夠覺察教

保人員的心理需求以及專業成長的需

求、對工作條件環境的感受，進而營

造友善的工作氛圍和物理環境，以提

升教保服務品質。 

(三) 評估教保人員在職進修和專業發

展的需求，提供專業成長與職涯

發展的機會 

臺灣的私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

薪資水準較低是普遍的事實，而且在

職涯過程中調薪和升遷的變動並不

大。雖然在多數 OECD 的國家，教保

相關工作的薪資並非很高（OECD, 

2006），但也有一些區別。例如，在北

歐國家，要具備大學學歷才能成為幼

教師，薪資待遇較好，而他們的社會

地位也比其他低薪資的國家來得高。

在幼托分屬不同系統的國家中，通常

從事0-3或4歲幼兒保育工作者的教育

要求較低，薪資待遇較差，而對從事 4

歲至學齡兒童的幼教工作者的教育要

求較高，薪資較高（而且有較好的社

會地位）。 

幼托整合之後，幼教師、教保員

的薪資待遇是否應同工同酬的議題，

一直不斷地被提出討論或變成爭取平

等待遇的訴求。任何一個專業，都需

要有專業發展的職涯階梯，活絡持續

專業成長的需求，提供升遷與專業成

長的機會，需要從制度面整體設計專

業成長的路徑，並提供足夠的機會。

因此，落實專業發展的工作要求，強

調教保人員和園長的專業成長，依據

專業發展情形給予差別式的待遇和福

利，是另一個建構友善環境以提升教

保品質的方式。 

四、從法律規範與社會論述提升

教保人員的社會地位和專業

認同 

對幼兒發展和過程品質而言，低

薪資導致低品質。許多研究指出在教

保人員薪資較低的地方，｢對教保品質

最大的衝擊是讓那些具有資格且對幼

教有熱忱的人卻步，讓他們不想考慮

投身在幼兒教育和保育的工作環境｣

（Manlove & Guzell, 1997）。低薪資通

常造成高流動率，此現象並不利於幼

兒語言和社會情緒的發展，以及他們

和教保人員所建立的信任關係；低薪

資也讓教保工作被視為非高地位的專

業。即便是學前教育的老師經驗到在

這個領域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但不代

表在外在社會也是有同樣的看法，在

丹麥和瑞士即是如此（Taguma, Litjens 

& Makowiecki, 2012）。 

幼兒教保服務工作，一直以來難

以擺脫｢女性專屬｣的性別角色刻板印

象，也被背負著｢教保職業女性化｣的

宿命（胡美智，2011；張菁芳，2014），

為了提升這個專業的貢獻和價值，並

且對抗性別刻板印象，必須改變幼兒

教保勞動力的｢專業認同｣（Tag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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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jens & Makowiecki, 2012）。要提升

幼兒教導工作的社會地位和品質，政

府可以考慮介入平等的工作條件（薪

資、福利與專業發展機會）等等以平

衡幼兒教育和國小教育的專業資格要

求之間的差距、規劃在職訓練以提升

專業能力並且規劃進階的資格要求

（OECD, 2006）。如前文所屬依據專業

成長給予不同的津貼鼓勵，肯定幼兒

教保專業並建構教保人員和家長的夥

伴關係，提升教保人員的專業形象。 

五、結論 

幼兒教育是教育的起點，關係著

日後學習的成效和生活適應，因此世

界各國莫不投入幼教的規劃以提升教

育品質。＜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規範

了臺灣幼兒教保職場的定位和品質，

專責的職前培育讓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具備專業地位，但是，從培育端如何

吸引人才、投入訓練，到實務界如何

提供友善的職場，適性留用專業的教

保人員，對幼兒教保制度而言，始終

是一大挑戰。好的工作條件是發展教

保專業的重要投資，人員的培訓和專

業資格的要求，以及職場最低的硬體

設備水準、人員比例、最低薪資等結

構指標通常是國家層級的規範，當然

能夠引發重視，但是謹守｢最低｣的待

遇水準無法留住人才，理論和實務落

差的職場氛圍，也讓教保人員在工作

負荷量之餘承擔著大量的情緒勞務，

以致無法保障專業品質。若能透過教

保制度的社會論述，引發各界對幼兒

教保目的與價值的共識，以改善整體

工作條件為焦點，進一步討論幼教品

質與專業的定位、從結構面提升教保

人員的社會地位和專業認同，營造友

善的教保環境，讓教保人員能獲得支

持並積極發揮他們所學到的專業素

養，方能提升幼兒教保品質，讓教保

工作成為有願景的希望工程，是值得

一生投入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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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有力的起點(三)：幼兒教保品質工具箱( Starting StrongⅢ: A Quality Toolbox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界定了五項政策手段促進幼教品質以提升幼兒發展與學習。一、設定高品質的目標和規範；二、

設計並執行課程與標準；三、改善教師資格、培訓和工作的條件；四、進行幼教、家庭和社區的連結；五、

推動資料蒐集、研究和監督。OECD(2012). 

 
ii沉重的工作負荷意味著飽受壓力的人員，工作負荷量指的是工作的時數，或者是人員在工作行程之外能與

家庭共處的時間，以及工作與造成的身體危害。較多的團體(班級)人數以及低師生比和沉重的工作負荷都是

幼兒教保人員的壓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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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重視生態教育學(Eco-pedagogy)的教育思考 

—從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 

至美國會演說談起 
張天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全球 12 億天主教徒最高精神領袖

－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 Pope 

Francis）於 2015 年 9 月 24 日站上美

國國會的演說臺，對美國參眾兩院聯

席會議發表一場歷史性的演講（Pope 

Francis' Historic Speech to the U.S. 

Congress），這場演說也引起全世界熱

烈反響，而教宗方濟各的演講眼界遠

大，有大思想家（Big Thinker）的思考

格局，在演講中嘗試要解決全球性的

大問題，阻止資本主義思考下的種種

亂象，目標是治癒人類地球家園被國

族仇恨、人性貪婪、世代貧窮與環境

汙染撕裂的深層傷口，教宗方濟各也

一再提及：「當世界這麼多的人似乎迷

失人生方向和找不到人生的目標，深

陷於結構性壓迫所帶來的暴力，不平

等虐待、絕望與無望的迷宮。我們必

須這樣看待這些，他們的問題是我們

的問題。我們需要和他們站在一起，

談論這些問題，承認人與人間的關

係，拒絕相互間的敵意，共同尋求有

效的解決方案。」（Pope Francis，

2015），教宗方濟各最後提示了人類必

須共同前進，成為一體，保持友愛和

團結的新精神，合作無私地為「人類

的共善」（common good）盡一份心力。 

而在這場演講中最引起筆者關注

的是教宗方濟各在演講中不斷重複的

兩個概念，「尊重人類保護共同生存的

環境」、「避免人為造成的環境惡化的

最嚴重的影響」（ to avert the most 

serious effects of the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caused by human 

activity），因為人類本是地球環境的一

部分，任何損害地球環境的行為，都

是損害人類自己，因此人類不應該摧

毀地球資源、汙染生活環境，也同時

要 人 類 正 視 全 球 暖 化 （ Global. 

Warming）會造成自取滅亡的危險困

境，人類必須有所行動，不能把這樣

的環境問題留給下一代子孫。 

承上，筆者認為教育哲學所要問

的問題之一為「全人類迫切面對的共

同未解決的問題」，在這樣提問的過程

中，必須先思考如果我們人類原先都

在問同樣的問題，這過程中問題變化

來自於何處？它有沒有問題解決的原

則？如果有問題的解決原則，那麼要

怎麼發現與使用它來解決問題？而是

教宗方濟各所提到的全球環境保育問

題，其實就是全人類迫切面對的共同

未解的問題，但這樣的環境保育問題

很早就被人類發現，但為何無法根本

解決，其中導致問題的原因很多，其

中可能有人性本質、社會制度、思想

傳統等，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筆者

認為是生態教育學 (Eco-pedagogy)的

教育思考未被人類真正正視與使用的

原因，故本文也將簡介生態教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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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冀藉由本文讓人們重新重視生態教

育學的思考，保護地球環境，保護自

己，也同時為子孫後代留下一個可健

康成長的生活環境。 

二、生態教育學與環境教育 

美國學者 David W. Orr（1992）曾

主張：「一切教育，都是環境教育」（All 

education i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這句話已強烈地提醒人們

應該反省「人類教育」的本質，並進

一步思考「環境教育」與「生態教育」

關連性與重要性；生態教育哲學家 C. 

A. Bowers 認為生態文化為教育的理

想，從文化生態的、有良心的保守主

義出發，尊重傳統智慧、維持低度環

境破壞的生活型態（郭實渝，2006），

將教育的目的設定為建立一個文化與

自然環境和睦相處的社會。C. A. 

Bowers 也認為當前人類高度資本化的

生存樣態並非不可逆轉，能在既有的

工業文明與消費文化之外，重新讓學

校教育擔負起轉化文化與語言隱喻的

任務，一旦我們能夠重新恢復每一個

社群所具有地方性共有文化（the local 

cultural commons），那麼我們的生態危

機也才有根本解決的可能  (Bowers, 

2006, 2008) 。 

我國學者楊深坑及洪如玉（2004）

曾論述「生態中心論」（ecocentrism）

的意義，並分析其對建構「生態教育

學」理論架構之啟示，主張教育學的

研究與發展應配合時代脈動，對全球

生態危機有所回應，從而促使教育學

典範進行生態轉向，亦即轉向「生態

教育學」，而洪如玉（2010）從生態現

象學出發，分別從理性與生態智慧、

界域與知識、存有與主體等三大方

向，整全論述「生態教育學」的哲學

理論之基礎。  

生態教育學的主要目標為培養

「生態人」，亦即具有「生態素養」、「生

態意識」－生態理性，生態倫理，生

態審美與生態愛－的主體，Thomas 

Berry曾經指出人類中心思維轉向生態

中心思維是一種思想「典範」的轉移，

主張教育學的研究與發展應配合時代

脈動，對全球生態危機有所回應，從

而促使教育學典範進行生態轉向，亦

即轉向「生態教育學」，從此角度觀看

生態教育學與傳統教育學，或者我們

可以說：生態教育學就是一種現代教

育學的新典範。但在此不是意謂著生

態教育學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

材編制，課程等等相關內容，必須完

全揚棄過去既有的教育內容，陷入二

元對立的困局，因既有的教育內容與

教學方式仍然具有原本價值，只是缺

少全球生態關懷，生態觀照與生態視

野，故生態教育學正是現今全球國際

迫切需要的教育學科（洪如玉，

2010）。綜上論之，生態教育學正為 21

世紀的人們提供迫切需要的教育思

考，也為環境教育提供了新的視野與

方向。 

三、生態教育學在東西思想界同

受關注 

人類在思考本質是相通的，可能

是身處的時空環境等不同因素影響

下，導致呈現的思想形式不同，而生

態教育學理論在東西思想界都獲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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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關注、討論與探究，這樣的理論

系譜是可以直接連結到傳統東方哲學

思考與當代西方生態思潮： 

傳統東方哲學思考與當代西方生態思

潮的共同關注 

就東方儒家而言，「仁民愛物」、

「民胞物與」的理想已屹立二千五百

年，「生生不已的創生之德」、「利用厚

生」的觀念，都是人類在追求「天人

合一」之境界與天地萬物和諧共存，

並同時尋求「參贊天地之化育」之道。 

儒家思想與東方的宗教思想體

系，更具有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意

念。從佛學中「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的主張（陳義孝，2011），再從後來佛

教中國化的歷史脈絡，普遍提倡環保

素食的飲食文化習慣後，長久以來被

「人類中心主義」（anthrocentrism）意

識形態宰制的全球各國，開始找到看

待萬事萬物的新視野－「眾生平等」

（All creatures are equal.），如此向內探

求的反求諸己式 

思考開始被重視，而西方著名的

美國詩人、也是加利福尼亞大學大衛

斯分校名譽教授，曾奪下普立茲詩歌

獎（Pulitzer Prize for Poetry）的 Gary 

Snyder，甚至將佛教的核心教義與西方

「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 思想

融合，發展出另一種兼具東西方思想

的生態哲學。 

承上論之，這樣的新思考挑戰了

以往人類以往偏愛「人定勝天」式征

服自然，環境侵略之行動，獨鍾於向

外追求之思考模式與生活方式，同時

為當代「生態中心主義」（ecocentrism）

提供紮實豐富的哲學基礎（釋昭慧，

1999；2004）。而在東方的中國，其道

家哲學根本旨趣就在於自然中心主

義，而道家「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

我為一」的論述也為生態教育學提出

足夠且有力的理論支持。 

中西同源，返無歸一，西方環境

主義、生態主義在實質上即如同「姍

姍來遲的道家」（謝陽舉，2007），也

恰正如美國學者 Peter Marshall 所提示

的：「人類生態思維首次清晰的表達，

出現於西元前六世紀的古中國」，生態

教育學理論同受到東西思想家的重

視，二者關係密切，輔車相依，而生

態教育學這名詞是由西方思想家所提

出，James Lovelock（2000）在<< Gaia: 

A New Look at Life on Earth>>一書，以

西方研究者的視角提出「東方道家提

供最深奧的、雄辯的、空前詳盡的自

然哲學和生態感知的第一靈感」。總而

言之，生態教育學東西思想界同受關

注，也同時吸收了東西思想家的哲學

養分。 

四、生態教育學的思考典範與創

新 

生態教育學非常重視如何面對自

我與世界、主體與客體、教師與學生、

人文世界與自然世界等生活世界之各

種向度的關聯性思考，思考過後也懂

得以行動擔負起人類對於地球環境保

育責任與基本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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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育典範中，生態教育學不

同於傳統教育典範之處，在於生態教

育學從生態思維出發，思考、規劃、

實踐課程與學習之各面向，培養具有

生態關懷，生態素養之下一代。生態

學家 Jardine, D.W.曾在 2000 年所出版

的 <<Under the Tough Old Stars: 

Ecopedagogical Essays>>一書寫道「生

態教育學」有兩點反思：（1）使人全

心關注環境，世界、自然之所有脈動；

（2)也使人對自己參與環境所引發的

每種介入行動小心翼翼，進而解讀人

類進入自然的行動背後的政治、經

濟、文化、社會、語言與哲學因素。

（Jardine, 2000） 

生態教育學理論本身就是環境保

育理論創新的綜合展現，將生態教育

學理論可提升學生對於環境保育的基

礎認識，必然可提高學生對於生態保

護與環境保育等議題的學習興趣，激

發其無限發想，希冀生態教育學在全

球的提倡，能明白揭櫫「培育具生態

教養的地球子民」（eco-educated earth 

member）的教育目標，最後透過讓學

校孩子對「生態倫理」與「生態正義」

的關心，適切融入真實的生活環境，

同時藉由現代教育學的生態轉向，轉

圜拓展出生態教育學之建構空間，透

過生態教育學在教育場域中教與學的

應用，讓學校師生在生態教育學課程

與教學中，彼此能夠互動成長，並獲

得強調全面整體、多元文化及語言理

解，及學習到如何推動地球生態保

護、永續發展的公民行動等相關參與

能力與學習經驗。 

 

五、結語 

目前為世界強權領導人的美國總

統 Barack Hussein Obama 也認同教宗

方濟各演講的論點－「我們有神聖的

義務保護我們的地球。」，Obama 之前

在針對氣候變化（Climate Change）的

全球環境保育議題，更說得明白「我

們只有一個地球，沒有 B 計劃」(We 

Only Get One Planet There's No Plan 

B)，我們必須學習怎樣，懂得學習去

保護我們的唯一的地球，地球是目前

人類所知在宇宙中唯一最適合生存的

環境，也是萬物倚賴的母親，然而，

自然資源十分有限的地球因為人類的

破壞與傷害，早已發出嚴重警訊，諸

如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物種多樣性

的消失等面對全球生態近百年來急遽

的惡化，「生態教育學」的意義在於使

人類與大自然之關係擺脫對立衝突，

促使天人關係邁向和諧共存，使用這

樣的教育思考，救地球，救自己，救

別人，也能保存一個永續生存的環境

給往後的子子孫孫，給在母親大地上

共同生活的天地萬物，回頭反省人類

被工業開發迷惑所造成的短視近利，

打開眼睛，人類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金

錢是無法換回健康的地球環境，而近

日的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至美國會

演說，也是重新重視生態智慧教育學

的教育思考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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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通識教育評鑑結果析論大學專責單位可行之策略 
許宗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先進國家在國際化、市場化、知

識經濟及績效責任等觀念的推波助瀾

下，越來越重視教育品質相關議題，

加上各國高等教育的性質逐漸由

Martin Trow（1973）所稱之「菁英型

（elite）」走向「普及型（universal）」，

因此無不希望透過高等教育品質的提

升，以及追求大學的創新與卓越，來

增進整體素質與國家競爭力，我國亦

不例外。依據教育部（2015）之統計

資料，我國 103 學年度大專校院校數

已高達 159 所，學生人數更來到

1,339,849 人，均有大幅提升之事實。

在此情況下，政府投注於高等教育的

資源與經費勢必造成機構間之高度競

爭，且學生人數的增加能否維持或提

升素質，一直以來都是社會大眾所關

注之焦點，遂逐漸發展出用以檢視辦

學品質的各類評鑑機制。 

此外，我國高等教育受到社會變

遷與實用主義的影響，越來越偏重於

專業人才培育，忽略全人教育的實

踐，致使所培育人才雖具有專業能

力，但卻欠缺宏觀視野和人文關懷（吳

清山，2007）。放眼國際，歐美先進國

家亦是如此，如美國哈佛大學於 2007

年通過通識教育課程的改革（The Task 

Force on General Education, 2007）即是

一例。由此觀之，高等教育除教導學

生具備專門化知識外，通識教育亦在

其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且需透過各

類通識教育課程的實踐來傳遞其精

神，以及培養學生擁有獨立思考、正

確判斷及社會關懷等能力，進而發揮

大學所欲達成之功能。 

綜上所述，我國高等教育在面臨

世界發展趨勢、績效責任觀念衝擊及

教育資源稀釋等因素影響下，遂積極

透過各類評鑑來確保高等教育之品

質，以達到國際應有之水準。其中由

於各大學係依據各自的歷史傳統、文

化氛圍、機構使命、組織結構、教師

特徵及學生特點等發展出不同的通識

課程（徐慧璇，2011），顯示各校的通

識教育課程規劃皆有所差異，教育部

遂藉由大學校院通識教育評鑑機制來

瞭解各校通識教育之推動情形與學生

學習成效。爰此，本文首先扼要說明

我國通識教育評鑑機制之發展沿革，

其次針對一般大學校院通識教育評鑑

機制之制度規劃進行探究，以及評鑑

結果加以分析，最後嘗試提出學校通

識教育專責單位未來可行之策略，希

冀對我國通識教育評鑑機制有一較完

整之瞭解，並期做為未來教育當局擬

定相關政策之參考。 

二、通識教育評鑑發展沿革 

我國高等教育評鑑之實施，始於

教育部 64 年所推動之大學評鑑，當時

係為瞭解各專業系所之教育品質與遭

遇之問題，通識教育則因當時課程尚

在發展中，故未進行專門的評鑑。83

年公布修訂《大學法》與訂定《大學

法施行細則》後，84 年起各校紛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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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規劃與實施通識課程，所呈現的課

程面貌與實施方式相當多元，惟實際

成效如何則難以斷定（吳清山，

2007），教育部遂開始重視通識教育的

評鑑機制。 

首先，教育部分別於 87 年與 90

年委託專業學會辦理「八十七學年度

大學校院通識教育訪評評鑑」與「九

十年度技職校院通識教育訪視計

畫」，顯示其欲全面瞭解全國大學校院

通識教育推動情形的企圖心。其次，

為進一步檢視各大學校院辦理通識教

育之成效，教育部「通識教育委員會」

先針對各類型學校之特色擬定不同評

鑑辦法，並逐步於 93 年、94 年及 96

年實施「大學通識教育評鑑先導計畫」

之第一期、第二期及第三期。此外，

教育部於 93 年與 100 年所辦理之大學

校務評鑑，以及於 94 年起辦理之科技

大學評鑑中，均融入通識教育相關指

標，惟所占比例甚小，較無法明確看

出通識教育執行成效。 

至於刻正進行中之一般大學校院

通識教育評鑑，係「財團法人高等教

育評鑑中心基金會」（以下簡稱高教評

鑑中心）接受教育部之委託，於 101

年起所辦理之「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

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並預計於 105 年

完成。此次評鑑雖結合系所評鑑共同

辦理，惟已將通識教育視為一個學門

的概念獨立進行評鑑，為其設計一套

評鑑項目，且給予一個單獨之評鑑結

果，此一轉變將更能有效評估各大學

校院通識教育之設計規劃與推動實質

成效，亦使通識教育評鑑邁向一個新

的里程碑。 

三、制度規劃與評鑑結果分析 

101 年正式啟動之大學校院通識

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預計完成

所有 70 所一般大學校院、9 所軍警校

院、2 所空中大學及 2 所宗教研修學院

之評鑑作業。後因結合教育部試辦認

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機制，目前已有

34 所一般大學校院因符合資格而免接

受高教評鑑中心之評鑑，其餘學校之

通識教育與專業系所仍應依表訂時程

接受評鑑。以下針對大學校院通識教

育評鑑之「評鑑制度規劃」與「評鑑

結果分析」兩大面向分別說明，以對

目前執行之評鑑機制有一整體性之瞭

解。 

(一) 評鑑制度規劃 

評鑑制度規劃方面，依 105 年度

大學校院通識教育與第二週期系所評

鑑實施計畫（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基金會，2015a）所載，大學校院

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係採行

認可制，以建立與落實學生學習成效

評估機制為其評鑑理念，評鑑項目的

設計「強調過程面與產出面」及「偏

向學生本位績效責任」，評鑑結果的評

定則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及

「未通過」三種。其中通識教育評鑑

之評鑑項目計有「理念、目標與特

色」、「課程規劃與設計」、「教師素質

與教學品質」、「學習資源與環境」及

「組織、行政運作與自我改善機制」

等五大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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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文將分析重點聚焦於「課

程規劃與設計」層面，其參考效標計

有 6 個，並規劃有 2 個認可要素，分

別為 1.「學校能依據通識教育之理念

與內涵、校級基本素養，進行課程規

劃與設計，且建立課程地圖」以及 2.

「學校設有通識課程規劃組織與開課

審查之專責機制，並建立完整之相關

會議紀錄」（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

心基金會，2015a），主要用以凝聚相

關互動關係人對評鑑項目內涵與評鑑

結果判定之共識，並使其有所依循。 

(二) 評鑑結果分析 

評鑑結果方面，高教評鑑中心目

前僅公布至 103 年度下半年受評單位

之評鑑結果，各年度通識教育評鑑結

果（不含追蹤評鑑與再評鑑）詳如表 1

所示。整體而言，已公布評鑑結果的

32 所學校中，獲得「通過」之校數計

11 個，占 34.4%；評為「有條件通過」

之校數為 17 個，比率為 53.1%；另有

4 所學校「未通過」，占 12.5%。由此

觀之，超過 6 成 5 的學校未獲得「通

過」，且有超過 1 成的學校被評為「未

通過」，相較於其他類型的評鑑而言，

通識教育評鑑的通過比例實屬偏低，

顯示我國的通識教育仍有諸多待改善

之處。 

 

 

 

 

 

表 1   

大學校院通識教育評鑑之評鑑結果 

受評

年度 

受評

校數 
通過 

有條件

通過 
未通過 

101 上 9 
3 

(33%) 

5 

(56%) 

1 

(11%) 

101 下 6 
3 

(50%) 

2 

(33.3%) 

1 

(16.7%) 

102 上 9 
3 

(33.3%) 

5 

(55.6%) 

1 

(11.1%) 

102 下 3 
0 

(0%) 

2 

(66.7%) 

1 

(33.3%) 

103 上 4 
2 

(50%) 

2 

(50%) 

0 

(0%) 

103 下 1 
0 

(0%) 

1 

(100%) 

0 

(0%) 

總計 32 
11 

(34.4%) 

17 

(53.1%) 

4 

(12.5%) 

資料來源：整理自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若由評鑑報告觀之，經彙整 32 所

學校於評鑑項目「課程規劃與設計」

之「待改善事項」部分，可被歸納為

認可要素一有待改善之原因有 5 點，

分別為 1.未能依據通識教育之理念與

內涵，進行課程規劃與設計；2.未能依

據校級基本素養，進行課程規劃與設

計；3.所建立之課程地圖無法與通識教

育之理念與內涵或校級基本素養有所

聯結；4.未設有通識課程規劃與設計機

制；以及 5.未能依據通識教育之理念

與內涵，建立明確之通識科目架構表

等。至於可被分類為認可要素二有待

改善之原因則有 4 點，分別為 1.未能

建立通識課程開課審查之專責機制；

2.尚未落實授課教師之開課審查相關

機制；3.未針對通識課程規劃與設計組

織建立完整之相關會議紀錄；以及 4.

針對開課審查之專責機制，仍未建立

及保存完善會議紀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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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通識教育專責單位未來

可行策略 

經由上述之探討與分析，可知 101

年度上半年至 103 年度下半年接受通

識教育評鑑的 32 所一般大學校院中，

評鑑結果為「通過」之受評單位數僅

約 3 成 5，顯示一般大學校院之通識教

育品質尚有努力之空間。若進一步分

析各受評單位之評鑑報告，可發現未

達到部分較關鍵性因素之要求時，其

評鑑結果可能為「有條件通過」，甚至

「未通過」，值得各校深入思考與避

免。以下綜合各受評單位之待改善事

項，略舉若干未來可行之策略，茲分

述如下。 

(一) 建構與通識教育理念及內涵一致

之課程 

通識教育之理念與內涵，為其核

心價值，故專責單位宜先凝聚對教育

理念之共識後，再依其內涵進行課程

之規劃與設計，同時考量師資結構與

教師個人專長，最後則透過多元評量

方式檢視學生學習成果，以確保學生

均能具備所欲培養之能力。基此，各

校所擬定之通識教育課程，除與通識

教育理念與內涵一致外，亦宜與師資

專長有適當之連結，以及能夠檢視學

生學習成效，並進行持續之滾動式修

正。 

(二) 設計融入校級基本素養之課程 

校級的基本素養，係各大學校院

依其發展願景與辦學特色，自行訂定

認為學生應用專業知識所應具備之一

般能力與態度，因此當通識教育課程

與校級基本素養能夠融合，則更容易

使學生具備所欲培養之能力與態度。

爰此，各校於擬定通識教育課程時，

宜與校級基本素養進行適當結合，並

將其融入課程設計中，以拉近學生與

所欲達成目標之距離。 

(三) 製作符合需求且簡單易懂之課程

地圖 

課程地圖之建置，係希冀能協助

學生瞭解通識教育課程與校級基本素

養及核心能力間之對應關係，並成為

指導學生依自身所欲養成之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力來選課。基此，各校經通

盤考量後，宜製作與通識教育理念、

內涵及校級基本素養具強度連結之課

程地圖，且為便於學生使用，儘量以

簡單易懂並符合需求為主。 

(四) 建立完善課程審核機制並確保落

實 

通識教育課程之完整性，除專責

單位之規劃與授課教師之設計外，尚

需透過第三方的審核機制，以確保課

程符合通識精神與理念，以及滿足學

生學習之需求。爰此，各校宜積極規

劃與建立完善之課程審核機制，且可

考量於課程委員會議中安排產業界及

校友代表，廣納各方意見。同時，宜

徹底落實審核機制，避免課程內容空

洞或不完整，以建構具周延性之通識

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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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詳實製作與留存相關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的製作能避免會議之決

議流於空談，亦能使後續執行者有所

依據，當然更利於後人查閱，因此詳

實製作會議紀錄有其必要性，尤其涉

及通識課程規劃與設計及課程審核機

制時，更顯其重要性。基此，各校宜

針對每次會議製作會議紀錄，並負起

保管之責，俾利後續查閱通識課程規

劃與設計或課程審核情形時，有所依

據。 

五、結語 

為確保大學校院通識教育之推動

能達成其目標，建構更符合教育現場

需求之通識教育品質保證機制實為刻

不容緩之事。本文嘗試以大學校院通

識教育評鑑機制為主軸，經由分析評

鑑結果與評鑑報告，試圖勾勒出通識

教育之品質保證機制及其成效，結果

顯示部分學校能維持一定水平，惟大

部分學校仍有亟需改進之處，值得所

有相關機構或人員引以為鏡。 

而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

系所評鑑執行至今已接近尾聲，多數

學校經過評鑑的洗禮，已積極改善其

課程規劃與教學現況，顯示評鑑機制

對於提升通識教育執行成效已發揮部

分效果，且對學生學習亦具有一定的

實質意義，值得肯定。此外，亦可發

現各校除檢視學校本身通識教育相關

單位之品質與問題外，亦透過持續自

我改進，逐漸建立優勢發展特色，進

而提升各校之教育品質與學生之競爭

力。 

未來規劃下一週期之大學校院通

識教育評鑑時，宜審慎思考與大學校

院系所評鑑共同執行之必要性，或可

考量納入大專校院統合視導併同辦

理，甚或比照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

以專案模式執行。惟應注意的是，不

應為了評鑑而評鑑，畢竟評鑑的目的

在於改善，而非用來證明。期許未來

能夠建構出一套更可確保通識教育品

質之保證機制，且能符合教育現場的

實際需求，並進一步與國際接軌，實

為教育當局與評鑑執行機構應審慎思

考及可以努力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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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校長創新領導與組織氣氛關係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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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桃園市做為實徵研究範疇，探討和評析國民小學校長創新領導

與學校組織氣氛的關係，研究方法採問卷調查法，以「桃園市國民小學校長

創新領導與組織氣氛關係調查問卷」為施測工具。研究結論和建議歸納如

下：一、當前國民小學校長創新領導表現達中上程度，以「學生展能創新」

層面較佳，而在「資源運用創新」方面表現相對較低；二、國民小學校長創

新領導與學校組織氣氛呈正相關，組織氣氛以「開放型」最佳；三、國民小

學教師常會因「現任職務」及「學校規模」的不同，對於自己學校校長創新

領導的知覺有所差異。四、國民小學教師常會因「性別」、「年齡」、「服務年

資」、「現任職務」及「學校規模」的不同，對於自己學校組織氣氛知覺上有

所差異。五、國民小學校長創新領導能有效預測學校組織氣氛。 

關鍵詞：國民小學、校長創新領導、學校組織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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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ipals’ 

innovative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Climate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Taoyuan City 

 

Lin,Ho-Chun 

 MCU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Teacher Education Center Assistant Professor 

Kang,Hui-Ya 

Taoyuan City Da-You Elementary School Director of Student Affairs  

 

Abstract 

This research study aimed to detec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rincipal’s 

innovative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climate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Taoyuan City. A questionnaire, term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ipal’s 

innovative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climate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was 

adopted to collect empirical data for furthe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study were summarized below: (1) Middle to higher levels of 

innovative leadership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students’ creativity, whereas 

non-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dimension of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for 

creativity”. (2) Positive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principal’s innovative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climat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detected between 

principal’s innovative leadership and the “openness” dimension under the 

organizational climate construct. (3) Teachers’ perceptions towards principal’s 

innovative leadership differed significantly as a function of their position titles and 

school sizes. (4) Teachers’ perceptions towards school climate differed as a function 

of their gender, age, years of service, position titles and school sizes. (5) Principal’s 

innovative leadership was found to be a predictor of school climate.  

Keywords: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innovative leadership, school organizational 

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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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學校是國家培育人才的主要場所，因此，如何做好學校的校務經營，以提升

學校效能，已成為教育先進國家推動學校革新的重要訴求。雖然有效的校務經營

內容千頭萬緒；惟就方法或策略來論，應是維繫在學校的校長能否做創新領導。

尤其是處在人口結構嚴重趨向少子化及教育資源愈來愈有限的今天，學校的領導

與管理更被要求要創新，絕對不能再抱持「以不變應萬變」的心態來經營學校，

否則將會被時代的巨輪所淘汰（吳清山、賴協志，2006：61）。 

校長的領導需要創新，以便為學校組織注入一股活力，更何況，校長的創新

領導將因對教師產生影響，進而改變學生的學習成果，同時，也會讓學校教師有

較高的工作滿意度與合作意願（Orphanos ＆ Orr, 2014）。惟所謂：「帶人要帶

心」，同樣的，校長的領導作為，也要獲得學校成員的信服，如此，領導有成效，

全體成員自然有向心力，能團結一心共為達成學校的願景目標大步邁進，由是，

學校的和諧氣氛與團體的凝聚力也就顯得格外重要。而學校是一種正式組織，每

個成員都是獨立的個體，各有自己的主張與思考模式，且其行為往往受個人所持

有的態度與信念所影響，只是這些態度與信念又常受其所屬團體的影響。Silver

（1983)就認為每一所學校有其不同的獨特風格，這種獨特的風格就是該組織的

氣氛。換言之，學校組織氣氛是學校成員互動之結果，良好氣氛有助於人際關係

與組織運作，能夠凝聚成員的向心力和增進榮譽感；當成員能夠認同組織的價值

時，便會肯定組織所做的努力方向是有意義的，進而能共同為學校發展目標而努

力。 

學校組織氣氛不僅會影響學校同仁，也會影響到學生和家長，因為他們很容

易就會在有意或無意間察覺到與學校成員相同的感受，進而影響到對學校印象的

好壞，所以，學校組織氣氛的良窳，可謂時時關係著學校效能的卓越與否。此外，

組織氣氛也會激發或阻礙學校內部成員的創意思考和行為表現（蕭佳純，2011）。

就整體而言，良好的學校組織氣氛，將有助於學校願景目標之順利達成；相反的，

不良的組織氣氛將會妨礙學校的正常運作，甚至造成人力資源的浪費。 

有關校長的創新領導與學校良好組織氣氛的營造，都是學校經營者所必須重

視的課題，國內在這兩方面的研究，茲從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以「校

長創新領導」做關鍵詞進行蒐尋，結果近 5 年僅有 7 篇，再觀看其研究主題，大

部分皆在探討校長創新領導與學校效能（李俊瑋，2012；謝月香，2012；戴菊鄉，

2013）、學校競爭優勢（張慧玲，2012；劉薰渝，2014）等之相關研究為主，顯

然此議題之被研究尚在起步階段，因大部分研究者都偏重在「學校創新經營」，

其實，兩者雖有雷同，但亦有其區別，創新領導應是較偏重於領導觀念與策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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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其乃強調領導者應以知識管理為基礎，結合人力物力資源，並善用資訊科

技，去構想經營學校的創新領導策略；至於學校創新經營，則比較重視學校創新

經營過程之實踐作為與績效展現。同樣的，以「學校組織氣氛」做關鍵詞進行蒐

尋，結果近 5 年就高達 59 篇，顯然此議題普受研究者青睞，只是同時探究校長

創新領導與學校組織氣氛的研究，則僅有盧文玲（2008）探討「國民小學組織氣

氛與創新經營關係之研究」1 篇主題較相近而已，故本議題有待進一步去加強探

究。 

總之，學校是個有機體，也是作育英才的重要場域，校長是學校的關鍵人物，

其領導作為在學校各方面皆有很大的影響，而學校組織氣氛的良窳，更影響師生

的心理健康與學校效能至深且鉅，也因此，有關校長的創新領導與學校組織氣氛

的現況與關係，也就頗值得去深入瞭解與探究。爰此本研究目的為：（一）瞭解

桃園市國民小學校長創新領導與學校組織氣氛之現況；（二）分析不同背景變項

之桃園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創新領導和學校組織氣氛之差異情形；（三）探

究桃園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創新領導和學校組織氣氛之相關情形；（四）探

討桃園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創新領導和學校組織氣氛的預測力。 

貳、文獻探討 

一、校長創新領導的意涵 

 論校長的創新領導，應知其乃「創新」與「領導」兩者的結合體，其目的

是在引領學校並促進教育功能的有效發揮。玆將其意涵分述如下： 

（一）校長創新領導的意義 

秦夢群（1999）提到：在學校中，校長需主導重大決策，其對於教育成敗，

扮演關鍵角色；校長校務經營，不能在強調創新領導的時代中缺席，故要時時保

持創新精進，以提升學校競爭優勢，更是校長領導應著重的焦點。黃宗顯、鄭明

宗（2008：114）說明校長的創新領導，係指校長領導一所學校時，能具有創業

精神的特質、重視創新環境的營造、創新思考的啟發、創新契機的掌握、創新作

為的調整，以便創造出有別於學校自己以往或他校已有的各種新作為（或措施），

藉以促進學校辦學品質的改進與提升。至於謝月香（2012：23）則說明校長創新

領導係指：為滿足學校內部成員需求與外部人士期望，發揮其影響力，以教師知

識管理為基礎，結合人力物力，利用資訊科技、觀念、做法加以改變、創新，構

想學校經營的領導策略，整合學校系統，建立團隊精神，激發成員創意，以滿足

團體與個人的需求，系統化地發展學校特色，並追求組織永續經營，以達成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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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標。而在國外，Adair（2007）提到創新能力是知識經濟時代社會發展的

重要指標，創新則是再將此新的事物、辦法或方案轉化為社會應用，藉此產生影

響力和獲利，以學校創新領導而言，如何轉化其動能，提升其成效，就是必須思

考的重點。Godin（2008）則認為創意會產生新想法，而創新是在落實新想法，

它要創造新產品、新服務或是新流程，且所謂成功的創新，即是要有效進行產品

和流程的改變，或是運用創造力將現有的技術、理念和願景相結合，由是一個領

導者在創新之過程中，急需突破舊思維，並展現新契機的能力。 

茲綜合歸納國內外研究者對校長創新領導意義的概念，本研究乃將校長創新

領導定義為：在學校的環境場域中，校長能以身作則去引導相關成員運用創意新

奇的點子，將其合理的、有效的轉化到學校的各種服務、工作方法或產品之過程，

以發展學校特色，提昇學校效能，進而順利達成教育目標。 

（二）校長創新領導的內涵 

有關校長創新領導的研究，雖有逐年增加的趨勢，惟其相關文獻並不多，且

各學者專家的論點不一，主要是因為從不同的角度切入，便會有不同重視面向，

如黃宗顯和鄭明宗（2008：116）建構「校長創新性領導作為內涵架構」，乃包括

四大層次及十大內涵，分別是：1.技術與業務層次（三項內涵）：課程技術創新、

教學技術創新、活動規畫創新；2.管理實務層次（三項內涵）：組織架構創新、

服務創新、激勵措施創新；3.策略思考層次（二項內涵）：學校特色創新、社會

資源運用創新；4.哲學思考層次（二項內涵）：願景創新、價值創新。至於謝月

香（2012：44）則將校長創新領導之層面，歸納為行政管理創新、課程教學創新、

學生活動創新、公共關係創新等四個層面。此外，黃建翔、吳清山（2012：8）

則擴大對臺灣近十年學校創新經營研究之資料進行分析，歸納出校長帶領學校創

新經營的內涵，主要分成行政管理創新、課程教學創新、資源應用創新、學生活

動創新、校園營造創新及組織氣氛創新等六部分。由此可見，校長創新領導的內

涵，實不離學校行政領導與管理的綱目中，其乃皆涵蓋在理念、行政、課程、教

學、環境與績效的範疇。由是，本研究便綜合歸納與統計各研究者的分類，而把

校長創新領導的內涵，比照定位在「行政管理創新」、「課程教學創新」、「資源運

用創新」、「學生展能創新」及「校園環境創新」這五個層面，以作為探究校長創

新領導之依據。 

二、學校組織氣氛之意涵與類型 

學校組織氣氛一詞，首見於美國芝加哥大學 Halpin 與 Croft 在 1962 年所著

之學校組織氣氛(The Organization Climate of Schools)專書中（引自李安明，

1994），該書闡述其意旨，係經由校長行為和教師行為交互影響所產生，會對組

織成員產生深遠的影響。茲將其意義與內涵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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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組織氣氛的意義 

Owens（1970）認為學校組織氣氛是每一個學校所具有的獨特風格，使其有

別於其他學校，就像是每一個人所具有的獨特人格一般。而吳清山、林天祐（2005）

就認為：學校氣氛是指學校教職員對於學校整體情境的感覺，這種感覺是經過一

段時間之後的感受，而不是第一印象。此種感覺不僅會影響教職員生的工作與學

習士氣，也會影響對其學校的滿意度。至於蔡進雄（2000）則特別強調它是可體

驗的抽象概念，是學校領導者、成員與環境，彼此交互作用所形成的一種有別於

其他組織的獨特風格。再看國外學者之論點，Hoy 與 Clover（1986）乃認為學校

組織氣氛是學校環境中相當持久的特性，它是由校長行為和教師行為交互影響所

產生，它能影響成員的行為，並可由整體教師的知覺加以描述。而 Sergiovanni 和

Starratt（1983）是強調學校組織氣氛係描述一個學校的持久性特徵，它會影響學

生的行為，並能與其他學校區別，同時也是教師與學生對學校的一種感受。今綜

合以上國內外學者專家之論點，本研究便將「學校組織氣氛」定義為：其乃是學

校成員彼此交互作用，所形成的一種持久、穩定且獨特的性質，此特質能為學校

成員所知覺、感受，並且可以加以描述與測量的。 

（二）學校組織氣氛的層面與類型 

目前用來分析學校組織氣氛的層面甚多，不同研究者根據其研究需求及概念

所界定出的層面亦不同，茲分述如下： 

1. Halpin 與 Croft 的學校組織氣氛層面與類型（OCDQ） 

 Halpin 與 Croft 於 1962 年發展出「組織氣氛描述問卷」 (Organizational  

Climate Description Questionaire，簡稱 OCDQ)，以美國中、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

歸納出學校組織氣氛的八個層面：含校長的行為 1.疏遠 2.重視成果 3.以身作則

4.關懷；教師的行為：1.疏離 2.阻礙 3.親密感 4.工作士氣。同時，還根據這八大

層面，歸納出六種學校組織氣氛類型，即從開放、自主、控制、親密、管教到封

閉乃構成一連續體。 

2. Hoy 及 Clover 的學校組織氣氛層面與類型（OCDQ-RE） 

Hoy 與 Clover（1986）是就 Halpin 與 Croft 的組織氣氛描述問卷缺失及不

合時宜部分加以修訂，並發展出「修訂小學組織氣氛描述問卷」（The Revised 

Organizational Climate 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 for elementary ）， 簡 稱

OCDQ-RE。本問卷有兩個因素：一為測量教師與校長關係的開放程度；二為教

師彼此間的交互作用的開放性。兩個因素分屬不同層面。因此在理論上，可能出

現四種不同的學校組織氣氛的類型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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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Hoy 與 Clover 的學校組織氣氛類型 

資料來源：”Elementary School Climate: A revision of the OCDQ”, by Hoy& S 

I.R.Clover,1986.Educational dministration Quarterly,22,p.108. 

3. Stern 和 Steinhoff 的學校組織氣氛層面與類型 

Stern 和 Steinhoff 在 1965 年，以 Lewin 及 Murray「需求－壓力」概念為理

論基礎，強調組織行為係個人需要與環境壓力交互作用所產生結果，便發展出「組

織氣氛索引」問卷(Organizational Climate Index，簡稱 OCI)。 

根據 Stern 和 Steinhoff 所提出之理論，構成組織氣氛的兩個主要層面，發

展壓力與控制壓力。以這兩種壓力為縱軸，可以交織成四種組織氣氛，分為高發

展低控制、高發展高控制、低發展高控制以及低發展低控制。高發展低控制屬於

開放型氣氛，高發展高控制屬於詭異型氣氛，低發展高控制屬於封閉型氣氛，而

低發展低控制則屬於消極型氣氛，通常學校組織氣氛往往是落在高發展低控制與

低發展高控制中。 

4. 其他國內學者之研究面向  

自 1962 年 Halpin 和 Croft 開始進行學校組織氣氛之研究起，國外學  者紛

紛以 OCDQ 為研究基礎，發展出適合不同階段學校的各種學校組織氣氛測量問

卷，而國內亦有許多學者開始鑽研有關學校組織氣氛之問卷，如游進年（1990）

就以 OCDQ-RS 測量問卷為研究基礎，將學校組織氣氛層面修正為「支持」、「指

示」、「投入」、「挫折」以及「親密」共五個面向。而李冠儀（1999）及張毓芳（2002）

兩位研究者，則均以 OCDQ-RE 測量問卷為基本架構，故其層面亦分為校長行為

及教師行為兩個面向，且各有三個向度，可統整歸納為：校長的支持行為、監督

行為、阻礙行為以及教師的專業行為、親和行為、疏離行為。至於許顏輝（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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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 OCDQ-RM 測量問卷為研究基礎，針對國中學校組織氣氛進行測量，將組

成面向分為六大部分：支持行為、指示行為、阻礙行為、專業行為、承諾行為以

及疏離行為。 

茲綜觀以上國內外研究者對於學校組織氣氛組成面向的歸納與分類，加上研

究者過去在學校職場的實際體認，乃認為欲測量學校組織氣氛，應先從校長行為

及教師行為著手研究，故本研究便將學校組織氣氛層面歸納為：校長支持行為、

校長指示行為、校長干擾行為、教師專業行為、教師親和行為及教師疏離行為等

六項，以做為探究學校組織氣氛之基礎。 

三、校長創新領導與學校組織氣氛之相關研究 

就校長創新領導之研究而論，因尚在起步階段，故參考文獻並不多，且其研

究主題不外是校長創新領導與學校效能（李俊瑋，2012；謝月香，2012；戴菊鄉，

2013）、學校競爭優勢（張慧玲，2012；劉薰渝，2014）、組織承諾之關係，或在

校務經營的運用等；而在研究方法方面，都以問卷調查法為主，少數輔以個別訪

談，或進行個案研究。至於「學校組織氣氛」之相關研究卻極為眾多，惟探究其

研究主題，則不外是探究學校組織氣氛與教師工作投入、學校組織氣氛與幸福感

關係、組織氣氛與學校效能、學校組織氣氛與校師公民行為以及校長轉型領導與

學校組織氣氛等，其研究方法方面，也都以問卷調查法為主，且其研究結果，對

於國民小學的組織氣氛都屬於開放與中上程度，以上這些研究內容，皆可供本研

究參考。只是從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中，利用「校長創新領導」、「學校

組織氣氛」這兩個關鍵詞去做進階搜尋，卻無法找到兩者相關之研究，而只有盧

文玲（2008）「國民小學組織氣氛與創新經營關係之研究」1 篇性質較為接近，

其部分研究結果可供本研究做比對與討論。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 

依據上述研究動機與目的，並綜合文獻探討與分析，特擬定本研究之架構，

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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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桃園市國民小學校長創新領導與學校組織氣氛關係之研

究。研究母群體為桃園市 103 學年度公立國民小學正式編制之教師。為使抽取樣

本具代表性，正試問卷係採兩階段分層比例隨機抽樣方法，首先依照不同規模學

校之數量抽出六分之一的學校數，以作為本研究之學校樣本。即於「12 班以下」

之學校中隨機抽選 11 所學校、「13~24 班」之學校中隨機抽選 5 所學校、「25~48

班」之學校中隨機抽選 10 所學校、「49 班以上」之學校中隨機抽選 6 所學校，

合計抽選 32 所學校作為正式問卷之施測學校。接著，再依學校規模大小之不同，

分別依序各抽取 6、14、27、43 位教師，共取得 653 位樣本進行發放問卷，回收

645 份，回收率 98.7％，有效份數 623 份，有效率 96.5％。 

三、研究工具與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以量化研究為主，該調查問卷係以文獻探討為基礎發展出問卷初稿，

 

背景變項 

 

1.性別 

2.年齡 

3.服務年資 

4.教育程度 

5.現任職務 

6.學校規模 

校長創新領導 

1.行政管理創新 

2.課程教學創新 

3.學生展能創新 

4.校園環境創新 

5.資源運用創新 

1.行政管理創新 

2.課程教學創新 

 

 

 

 

 

 

 

 

 

3.學生展能創新 

4.校園環境創新 

5.資源運用創新 

學校組織氣氛 

1.校長支持行為 

2.校長指示行為 

3.校長干擾行為 

4.教師專業行為 

5.教師親和行為 

6.教師疏離行為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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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委請 7 位學者專家進行專家內容效度。之後抽取桃園市 8 所不同規模地區之

公立國民小學教師 134 人進行預試，回收問卷數 132 份，回收率 98.5%，有效問

卷 130 份，有效率為 98.4%。預試問卷回收後經由項目分析、因素分析與信度分

析，形成最後正式問卷。在量表的效度考驗部分，經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校長創

新領導問卷共可抽出符合理論架構的五個因素，而五個因素的解釋變異量分別介

於 72.766%至 89.183%之間；另學校組織氣氛問卷的效度考驗部分，經因素分析

計可抽出六個符合理論構念的因素，其解釋變異量分別介於 66.002%至 73.733%

之間，以上兩者皆高於 60%，顯示本研究的兩個研究工具皆具有良好的效度。至

於在信度分析部分，本研究乃採用 Cronbach's α 係數考驗，在學校創新經營預試

問卷總量表之係數值為 .957；另在學校組織氣氛預試問卷總量表之係數值

為.956，兩者皆高於.7，就是在各分層面之係數值，亦分別在.823~.957 之間，都

高於.7，故皆屬高信度係數。此外，有關問卷內容則涵蓋：第一部分為個人基本

資料；第二部分為校長創新領導問卷，總計 23 題；第三部分為國民小學學校組

織氣氛問卷，總計 27 題。 

四、資料處理與統計方法 

本研究問卷經收回後刪除無效樣本，將有效問卷資料整理編碼、輸入電腦與

儲存建檔，並採用 SPSS 20.0 版電腦設計套裝軟體，進行各項資料統計。統計方

法包括：描述性統計、t 考驗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及多元迴歸

分析等。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桃園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創新領導與學校組織氣氛之現況 

本研究問卷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之計分方式，3 分為中間值，各層面及量表

總分的得分愈高者，表示在校長創新領導、學校組織氣氛具有高度的認知，反之

則認知程度愈低。同時，將得分情形分為高、中上、中、中下和低五種程度；意

即得分如果是 3 分，代表國民小學校長創新領導與組織氣氛為屬中等程度；4 分

以上屬高程度；3 分以上，未滿 4 分，屬中上程度；2 分以上，未滿 3 分，屬中

下程度；未滿 2 分則屬低程度。   

（一）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創新領導之現況 

由下表 1 可知：整體校長創新領導的平均分數為 3.91，得分屬於中上程度，

顯示桃園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創新領導現況屬於正向的肯定程度。其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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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展能創新」（M=4.02）層面的得分最高，「資源運用創新」（M=3.85）的層

面得分最低，此結果與鄭欽淵（2013）等之研究結果相同或相近，且此五個面向

的分數都接近 4，表示國民小學教師知覺目前學校校長創新領導表現屬中上程

度。今探究其原因，可能緣於近年來，因社會形態急遽轉變，加上少子化的衝擊

與家長教育選擇權的興起，學校為了招收學生，不得不要發展學校特色來吸引學

子與家長，而校長是學校的掌舵者，其有效的創新領導，便是建立學校特色的基

本關鍵，也因此，各校校長都能積極推動創新領導，並策辦各類創新活動以嘉惠

莘莘學子，如此，久而久之，教師自然會知覺校長有創新領導的作為，同時，也

對學生展能創新最有感覺。 

表 1 

校長創新領導問卷得分一覽表（N=623） 

層面 題數 人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排序 

學生展能創新 4 623 0.61 4.02 1 

課程教學創新 5 623 0.67 3.92 2 

校園環境創新 5 623 0.61 3.91 3 

行政管理創新 5 623 0.66 3.86 4 

資源運用創新 4 623 0.66 3.85 5 

整體   0.53 3.91  

（二）國民小學教師知覺學校組織氣氛現況 

由下表 2 可知：各層面得分最高的是「教師親和行為」（M=4.07），最低的

是「教師疏離行為」（M=2.04）。在「教師親和行為」、「教師專業行為」（M=4.01）、 

這兩層面，屬於高程度；在「校長支持行為」（M=3.88）屬於中上程度；而「校

長指示行為」、「校長干擾行為」、「教師疏離行為」三層面，皆屬於中下程度，顯

示桃園市國民小學學校組織氣氛傾向中等開放氣氛。 

表 2  

學校組織氣氛各層面分析摘要表（N=623）                    

層面 題數 人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排序 

教師親和行為 3 623 0.67 4.07 1 

教師專業行為 4 623 0.62 4.01 2 

校長支持行為 6 623 0.84 3.88 3 

校長指示行為 5 623 0.82 2.43 4 

校長干擾行為 4 623 0.86 2.15 5 

教師疏離行為 5 623 0.62 2.0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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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根據文獻探討，本研究對於校長與教師行為開放指數的計算方式如下： 

【校長行為開放指數】＝校長支持行為－校長指示行為－校長干擾行為 

【教師行為開放指數】＝教師專業行為＋教師親和行為－教師疏離行為 

【學校組織氣氛開放指數】＝校長行為開放指數＋教師行為開放指數 

本研究採絕對式的分數為截斷分數，即分別算出校長與教師行為開放指數之

最高及最低分，並取其中數為截斷分數，區分出高低開放程度。整體而言，由於

校長行為題數共 15 題，校長行為開放指數最低分到最高分的區間範圍為-39~21

分。其中得分若為-39~-8.99 分為低度開放，得分若為-9~21 分為高度開放，本研

究由表 3 可知，校長行為開放指數為 2.34 分，屬於「高度開放的校長行為」。其

次，教師行為題數共 12 題，教師行為開放度最低分到最高分的區間範圍為-6~30

分，其中得分若為-6~11.99 分為低度開放，得分若為 12~30 分為高度開放，由表

3 亦可知，教師行為開放指數為 18.05 分，屬於「高度開放的教師行為」。  

表 3  

桃園市國民小學學校組織氣氛行為開放指數現況摘要表（N=623） 

指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校長行為開放指數 2.34 11.34 

教師行為開放指數 18.05 6.39 

學校組織氣氛開放指數 20.60 15.46 

 

此外，對學校組織氣氛類型而言，依據校長與教師行為開放指數的高低程

度，可分別共同構成學校組織氣氛的四個類型：「開放型氣氛」、「投入型氣氛」、

「疏離型氣氛」、「封閉型氣氛」。其中由研究資料顯示：開放型就占樣本教師數

的 75.1％，形成四分之三強的多數結果，因此，本研究得知桃園市國民小學教師

知覺學校組織氣氛偏向開放型氣氛。 

綜觀以上之統計資料，可知在六個層面的認知中，以學校組織氣氛中的三個

正向層面：「校長支持行為」（M=3.88）、「教師專業行為」（M=4.02）以及「教師

親和行為」（M=4.07）平均得分最高，屬中上及高程度。三個負向層面：「校長

指示行為」（M=2.43）、「校長干擾行為」（M=2.15）以及「教師疏離行為」（M=2.04）

均屬低等程度。平均得分最低者為「教師疏離行為」。此結果與洪文順（2013）

之研究結果相符。顯示學校組織氣氛開放程度屬中上。今探究其原因，可能是因

經過多年的教育改革後，學校環境與校園生態文化均走向開放、專業，尤其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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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重視創新領導的作為下，各校紛紛強調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推動與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的參與，因此，教師普遍認同校長支持與教師專業的表現，相對來說，

反向之「教師疏離行為」與「校長干擾行為」得分偏低，亦可證明此觀點。 

二、不同背景變項之桃園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創新領導與學校組織氣氛之差

異情形 

（一）不同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校長創新領導情形 

綜合下表 4，可發現國民小學教師的「性別」、「年齡」、「教學年資」和「教

育程度」變項知覺校長創新領導並無顯著差異；只有在「現任職務」變項部分達

顯著水準；「學校規模」變項則是完全達到顯著水準。茲分述如下： 

1. 在「性別」、「年齡」、「教學年資」和「教育程度」變項無顯著差異，此

研究結果與藍逸展(2013)等多位研究者之研究相同。今推測其原因，可

能是近年來，社會環境與校園生態的丕變，學校校長與教師皆深知「創

新」是時代的趨勢，即不創新就落伍，甚至會被時代的巨輪所吞噬，因

此，校長必須不斷的宣導創新理念與加強自我實踐，而教師平日在耳濡

目染下，也就不論性別、年齡、年資與教育程度，皆能深切體悟校長創

新領導的重要。 

2. 在「現任職務」變項之差異部分，「行政管理創新」、「校園環境創新」

層面上達顯著差異，其結果是「教師兼任主任」高於「級任教師」。探

討其原因，教師兼主任本身因為兼職的關係，擁有豐富行政經驗，對於

行政相關層面的反應因而高於一般未兼任行政職務的級任教師。而在

「學生展能創新」層面，科任教師的知覺比級任教師高，推測其原因，

可能是科任教師通常任教許多不同的班級，比較有機會看到學生在各方

面的表現，對學生的表現較能給予肯定。此研究結果與鄭欽淵（2013）

等的研究結論相似。 

3. 在「學校規模」變項之差異各層面均達顯著水準 

    本研究結果顯示：「學校規模」變項在各層面均達顯著差異，學校

規模 49 班以上大型學校及 24~48 班中型學校教師之知覺，在「行政管

理創新 」、「課程教學創新 」、「學生展能創新」、 「校園環境創新 」、

「資源運用創新」等五個分層面與整體層面上的知覺程度，顯著高於

13~24 班及 12 班（含）以下小型學校。針對此研究結果，推測其原因，

可能是近年來少子化造成小型學校生存不易，必須創新營造特色。如此

一來，學校規模在 12 班以下的小型學校，因為教師人數不多，每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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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擔負較多行政工作，若有意見不合或爭執，其問題將大於大型及中型

學校；中大型學校管理制度健全，凡事依法行政，在職務輪派或其他政

策上，較小型學校更有制度，以致在成效與滿意度上較易獲得學校教師

的認同。因此，大型及中型學校之教師在校長領導創新之知覺上高於小

型學校教師。 

表 4  

不同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校長創新領導之差異摘要表（N=623）            

背景 

變項 
組別 

校長創新領導 

行政管

理創新 

課程教

學創新 

學生展 

能創新 

校園環 

境創新 

資源運 

用創新 

整體創新

經營 

性別 男(A) 

女(B) 
n.s. 

年齡 30(含)以下(A) 

31~40 歲(B) 

41~50 歲(C) 

51 歲(含)以上(D) 

n.s. 

教學

年資 

5 年(含)以下(A) 

6~10 年(B) 

11~15 年(C) 

16~20 年(D) 

21 年(含)以上(E) 

n.s. 

教育 

程度 

一般大學(A) 

師範院校(B) 

研究所以上(C) 

n.s. 

現任

職務 

教師兼任主任(A) 

教師兼任組長(B) 

級任教師(C) 

科任教師(D) 

A>C n.s. D>C A>C n.s n.s 

學校

規模 

12 班(含)以下 A) 

13-24 班(B) 

25-48 班(C) 

49 班(含)以上(D) 

C>A 

C>B 

D>A 

D>B 

C>B 

D>B 

C>A 

C>B 

D>A 

D>B 

C>B 

D>B 

A>B 

C>B 

D>B 

C>B 

D>B 

註：n.s.表示未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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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同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學校組織氣氛情形 

綜合下表 5，可發現國民小學教師除「教育程度」變項知覺學校組織氣氛並

無顯著差異；「學校規模」變項則是完全達到顯著水準外，其餘各變項是部分達

顯著水準。茲分述如下： 

表 5  

不同背景變項之教師在知覺學校組織氣氛之差異摘要表（N=623）            

背景 

變項 
組別 

學校組織氣氛 

校長支

持行為 

校長指

示行為 

校長干

擾行為 

教師專

業行為 

教師親

和行為 

教師疏

離行為 

整體組

織氣氛 

性別 男(A) 

女(B) 
n.s. A>B A>B A>B n.s. A>B A>B 

年齡 30 歲(含)以(A) 

31~40 歲(B)   

41~50 歲(C) 

51 歲(含)以上(D) 

D>B B>D B>D n.s. n.s. n.s. B<D 

服務 

年資 

5 年(含)以下(A) 

6~10 年(B) 

11~15 年(C) 

16~20 年(D) 

21 年(含)以上(E) 

E>B 

E>C 

C>E C>E n.s. n.s. n.s. n.s. 

教育 

程度 

一般大學(A) 

師範院校(B) 

研究所以上(C) 

n.s. 

現任 

職務 

教師兼任主任(A) 

教師兼任組長(B) 

級任教師(C) 

科任教師(D) 

A>C A<C n.s n.s. B<C n.s. A>C 

學校

規模 

12 班(含)以下(A) 

13~24 班(B) 

25~48 班(C) 

49 班(含)以上(D) 

A>B 

D>B 

C>A 

C>B 

C>D 

A>C 

B>C 

D>C 

A>C 

B>C 

D>C 

C>B 

D>B 

C>B 

D>B 

A>C 

B>C 

B>D 

 

C>A 

 

C>B 

 

C>D 

 

D>B 

註：n.s.表示未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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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性別上 

教師性別的不同，在教師整體組織氣氛及「校長指示行為」、「校長干擾

行為」、「教師專業行為」、「教師疏離行為」四個層面上達顯著差異。表示男

性教師感受到「校長指示行為」、「校長干擾行為」、「教師專業行為」、「教師

疏離行為」的程度較女性為高。此結果與洪文順（2013）等之研究結果相符。 

2. 在年齡上 

教師年齡的不同，在教師整體組織氣氛及其三個層面上達顯著差異。研

究結果顯示「51 歲（含）以上」的教師在「校長行為開放指數」、「學校組

織氣氛開放指數」層面上顯著高於 31~40 歲的教師。此結果與吳秀珍（2011）

等之研究結果相符。但不同於蕭至亨（2012）研究顯示 30 歲以下之教師所

知覺的學校組織氣氛較為開放，及洪文順（2013）研究顯示 21-30 歲教師對

學校組織氣氛知覺較佳。 

3. 在服務年資上 

    教師服務年資的不同，在學校整體組織氣氛、「校長支持行為」、「校長

干擾行為」、「校長開放行為指數」均達顯著性差異。大體上，年資深之教師

顯著高於年資淺之教師。此研究結果與與洪文順（2013）大致相同，但與蕭

至亨（2012）並不相同。 

4. 在教育程度上 

    教師教育程度的不同，在學校組織氣氛整體及各層面未達顯著差異，顯

示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在各分層面及整體層面的覺知上並無不同。此與吳秀珍

（2011）等之研究結果相似。 

5. 在現任職務上  

    教師現任職務的不同，在整體組織氣氛及其「校長支持行為」、「校長指

示行為」、「校長干擾行為」、「教師疏離行為」層面等四個層面上達顯著差異。

大體而言，主任、組長等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感受到「校長支持行為」的程

度較未兼行政職務的導師與專任教師為高。另外在「教師疏離行為」層面中，

兼任主任職之教師之知覺高於導師，可能是因為兼任行政職之教師平日忙於

自身業務，工作屬性與專任教師及導師不同，故較少與之接觸，此結果與洪

文順（2013）等的研究結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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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學校規模上  

學校規模的不同，在學校整體組織氣氛及其六個層面上均達顯著差異。

大致的結果是學校規模 25~48 班的中型學校及 49 以上大型學校教師高於

13~24 班以下小型學校教師。此研究結果與吳秀珍（2011）等之研究結果相

似。推測其原因，可能是學校人員較多的中大型學校關係不若小型學校緊

密，校長必須勤於表示對於同仁的關心支持。而規模在 12 班以下的小型學

校，因為教師人數不多，彼此接觸以及工作交集更甚中大型學校，若有意見

不合或爭執，對於教師間疏離行為影響甚鉅。因此在這六個面向上，中大型

學校教師認同度高於小型學校。 

三、桃園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創新領導與學校組織氣氛之相關情形 

由下表 6 得知：整體校長創領導與整體組織氣氛之關係數 r =.659，p<.001,

達顯著水準，且呈現顯著正相關，即教師知覺校長創新領導整體程度越高，其知

覺組織氣氛的情形亦高，且兩者之間屬於中度相關。至於分層面彼此相關之概況

分述如下： 

表 6 

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創新領導與組織氣氛之相關係數表（N=623） 

層面 行政管理 課程教學 學生展能 校園環境  資源運用 
創新領導 

整體 

校長支持行為 .665*** .464*** .504*** .590*** .578*** .672*** 

校長指示行為 -.424*** -.274*** -.261*** -.343*** -.332*** -.395*** 

校長干擾行為 -.466*** -.288*** -.289*** -.346*** -.326*** -.416*** 

教師專業行為 .424*** .491*** .501*** .439*** .450*** .550*** 

教師親和行為 .410*** .419*** .451*** .472*** .419*** .519*** 

教師疏離行為 -.350*** -.312*** -.367*** -.338*** -.320*** -.405*** 

校長行為開放 .596*** .397*** .410*** .496*** .481*** .573*** 

教師行為開放 .466*** .477*** .517*** .485*** .464*** .576*** 

組織氣氛整體 .630*** .488*** .515*** .565*** .544*** .659*** 

 ***p<.001 

（一）國民小學校長創新領導之「行政管理創新」層面與學校組織氣氛各層面的

相關情形由統計資料顯示：行政管理創新與組織氣氛各層面在「校長支持

行為」與「教師專業行為」、「教師親和行為」、「校長行為開放指數」、「教

師行為開放指數」、「組織氣氛整體」有中度正相關，在「校長指示行為」、

「校長干擾行為」、「教師疏離行為」有中度負相關，亦表示行政管理創新

對組織氣氛各層面及整體具有中度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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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民小學校長創新領導之「課程教學創新」層面與學校組織氣氛各層面的

相關情形由統計資料顯示：課程教學創新與組織氣氛各層面在「校長支持

行為」與「教師專業行為」、「教師親和行為」、「教師行為開放指數」、「組

織氣氛整體」有中度正相關，在「校長行為開放指數」有低度正相關，在

「校長指示行為」、「校長干擾行為」、「教師疏離行為」有中度負相關，亦

表示課程教學創新對組織氣氛各層面及整體具有低、中度影響力。 

（三） 國民小學校長創新領導之「學生展能創新」層面與學校組織氣氛各層面

的相關情形由統計資料顯示：學生展能創新與組織氣氛各層面在「校長支

持行為」、「教師專業行為」、「教師親和行為」、「校長行為開放指數」、「教

師行為開放指數」與「組織氣氛整體」有中度正相關，在「校長指示行為」、

「校長干擾行為」、「教師疏離行為」有低度負相關，亦表示學生展能創新

對組織氣氛各層面及整體具有低、中度影響力。 

（四） 國民小學校長創新領導之「校園環境創新」層面與學校組織氣氛各層面

的相關情形由統計資料顯示：校園環境創新與組織氣氛各層面在「校長支

持行為」、「教師專業行為」、「教師親和行為」、「校長行為開放指數」、「教

師行為開放指數」與「組織氣氛整體」有中度正相關，在「校長指示行為」、

「校長干擾行為」、「教師疏離行為」有低度負相關，亦表示校園環境創新

對組織氣氛各層面及整體具有低、中度影響力。 

（五） 國民小學校長創新領導之「資源運用創新」層面與學校組織氣氛各層面

的相關情形由統計資料顯示：資源運用創新與組織氣氛各層面在「校長支

持行為」、「教師專業行為」、「教師親和行為」、「校長行為開放指數」、「教

師行為開放指數」與「組織氣氛整體」有中度正相關，在「校長指示行為」、

「校長干擾行為」、「教師疏離行為」有低度負相關，亦表示資源運用創新

對組織氣氛各層面及整體具有低、中度影響力。 

總之，就整體來說，校長創新領導與學校組織氣氛各層面與整體間都有相關

存在，且是正相關，表示校長創新領導越佳的學校，組織氣氛也會越好。 

四、桃園市國民小學校長創新領導對學校組織氣氛之預測分析 

（一）教師知覺校長創新領導對學校組織氣氛整體預測分析 

由下表 7 得知：教師知覺校長創新領導各變項對整體學校組織氣氛具有預測

力的層面有四個，依序是「行政管理創新」、「校園環境創新」、「資源運用創新」

與「課程教學創新」。而從從標準化的迴歸係數來看，變項的 β 係數均為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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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校長創新領導這四個變項對組織氣氛的影響為正向，亦即「行政管理創新」、

「校園環境創新」、「資源運用創新」與「課程教學創新」愈佳，「組織氣氛整體」

的情形也會愈佳。 

表 7  

校長創新領導對學校組織氣氛整體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N=623） 

選入的相關    

順序 

多元相關 

係數 R 

決定係數 R
2

累積解釋量 

決定係數 R
2
 

增加解釋量 

標準化迴歸

係數 β 
F 值 

行政管理創新 .630 .397 .397 .371 407.449*** 

校園環境創新 .660 .436 .040 .163 239.362*** 

資源運用創新 .670 .449 .013 .155 167.711*** 

課程教學創新 .673 .453 .005 .089 127.905*** 

***p<.001   

（二）教師知覺校長創新領導對校長支持行為預測分析 

由下表 8 得知：教師知覺校長創新領導各變項對校長支持行為預測力的層面

有三個，依序是「行政管理創新」、「校園環境創新」與「資源運用創新」。而從

標準化的迴歸係數來看，變項的 β 係數均為正數，表示校長創新領導這三個變項

對組織氣氛的影響為正向，亦即「行政管理創新」、「校園環境創新」與「資源運

用創新」愈佳，「校長支持行為」的情形也會愈佳。 

表 8  

校長創新領導對校長支持行為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N=623） 

選入的相關    

順序 

多元相關 

係數 R 

決定係數 R
2

累積解釋量 

決定係數 R
2
 

增加解釋量 

標準化迴歸

係數 β 
F 值 

行政管理創新 .665 .442 .442 .434 491.771*** 

資源運用創新 .697 .486 .043 .186 292.408*** 

校園環境創新 .707 .499 .013 .175 205.349*** 

***p<.001   

（三）教師知覺校長創新領導對校長指示行為預測分析 

由下表 9 得知：教師知覺校長創新領導各變項對校長指示行為預測力的層面

有兩個，依序是「行政管理創新」與「資源運用創新」。而從標準化迴歸係數來

看，變項的 β 係數均為負數，表示學校創新經營這兩個變項對「校長指示行為」

具有負向預測效果，亦即教師對「行政管理創新」與「資源運用創新」的知覺愈

高，則教師知覺「校長指示行為」的程度會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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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校長創新領導對校長指示行為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N=623） 

選入的相關    

順序 

多元相關 

係數 R 

決定係數 R
2

累積解釋量 

決定係數 R
2
 

增加解釋量 

標準化迴歸

係數 β 
F 值 

行政管理創新 .424 .180 .180 -.355 135.672*** 

資源運用創新 .432 .187 .007 -.110  71.162*** 

***p<.001   

（四）教師知覺校長創新領導對校長干擾行為預測分析 

由下表 10 得知：教師知覺校長創新領導各變項對校長干擾行為預測力的層

面有一個「行政管理創新」，而從標準化的迴歸係數來看，變項的 β 係數均為負

數，表示「行政管理創新」對校長干擾行為具有負向預測效果，亦即教師對「行

政管理創新」的知覺愈高，則教師知覺「校長干擾行為」的程度會愈低。 

表 10  

校長創新領導對校長干擾行為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N=623） 

選入的相關    

順序 

多元相關 

係數 R 

決定係數 R
2

累積解釋量 

決定係數 R
2
 

增加解釋量 

標準化迴歸

係數 β 
F 值 

行政管理創新 .466 .217 .217 -.466 172.323*** 

***p<.001   

（五）教師知覺校長創新領導對教師專業行為預測分析 

由下表 11 得知：教師知覺校長創新領導各變項對教師專業行為預測力的層

面有三個，依序是「學生展能創新」、「課程教學創新」與「資源運用創新」。而

從標準化的迴歸係數來看，變項的 β 係數均為正數，表示校長創新領導這三個層

面對教師專業行為的影響為正向，亦即「學生展能創新」、「課程教學創新」與「資

源運用創新」愈佳，則「教師專業行為」的情形會愈佳。 

表 11  

校長創新領導對教師專業行為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N=623） 

選入的相關    

順序 

多元相關 

係數 R 

決定係數 R
2

累積解釋量 

決定係數 R
2
 

增加解釋量 

標準化迴歸

係數 β 
F 值 

學生展能創新 .500 .250 .250 .246 206.835*** 

課程教學創新 .558 .312 .062 .275 140.206*** 

資源運用創新 .568 .323 .011 .145  98.282***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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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教師知覺校長創新領導對教師親和行為預測分析 

由下表 12 得知：教師知覺校長創新領導各變項對教師親和行為預測力的層

面有三個，依序是「校園環境創新」、「學生展能創新」與「課程教學創新」。而

從從標準化的迴歸係數來看，變項的 β 係數均為正數，表示校長創新領導這三個

層面對教師專業行為的影響為正向，亦即「校園環境創新」、「學生展能創新」與

「課程教學創新」愈佳，則「教師親和行為」的情形會愈佳。 

表 12   

校長創新領導對教師親和行為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N=623）   

選入的相關    

順序 

多元相關 

係數 R 

決定係數 R
2

累積解釋量 

決定係數 R
2
 

增加解釋量 

標準化迴歸

係數 β 
F 值 

校園環境創新 .471 .222 .222 .249 176.499*** 

學生展能創新 .507 .257 .035 .183 106.944*** 

課程教學創新 .519 .270 .013 .170 76.134*** 

***p<.001   

（七）教師知覺校長創新領導對教師疏離行為預測分析 

由下表 13 得知：教師知覺校長創新領導各變項對教師疏離行為預測力的層

面有兩個，分別是「學生展能創新」與「行政管理創新」。而從標準化的迴歸係

數來看，變項的 β 係數均為負數，表示校長創新領導這兩個層面對教師疏離行為

的影響為負向，亦即教師對「學生展能創新」與「行政管理創新」知覺愈高，則

「教師疏離行為」的程度會愈低。 

表 13  

校長創新領導對教師疏離行為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N=623）       

選入的相關    

順序 

多元相關 

係數 R 

決定係數 R
2

累積解釋量 

決定係數 R
2
 

增加解釋量 

標準化迴歸

係數 β 
F 值 

學生展能創新 
.368 

 

.136 .136 -.246 
 97.285*** 

行政管理創新 .400 .160 .024 -.198  58.990*** 

***p<.001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顯示，桃園市國民小學校長創新領導對學校組織氣氛有顯

著的預測性，其中以「行政管理創新」最具預測性，此結果與盧文玲（2008）所

得之研究結果相近；同時，本研究之結果亦可得知：桃園市國民小學校長若能有

高度的創新領導，相對的，必能帶動學校良好組織氣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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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桃園市國民小學校長創新領導現況達中上程度，尤以「學生展能創新」層

面較佳；而在「資源運用創新」方面表現相對較低。 

（二）桃園市國民小學學校組織氣氛屬中等開放程度，組織氣氛類型以「開      

放型」居多。 

（三）桃園市國民小學教師常會因「職務」及「學校規模」的不同，對校長創新

領導知覺上有所差異。 

1. 教師兼主任在「行政管理創新」、「校園環境創新」兩個層面感受高於級

任教師，在「學生展能創新層面」科任教師感受高於級任教師。 

2. 學校規模 49 班以上大型學校及 24~48 班中型學校教師之知覺，在校長

創新領導等五個分層面與整體層面上的知覺程度，顯著高於 13~24 班及

12 班（含）以下小型學校。 

（四）桃園市國民小學教師常會因「性別」、「年齡」、「服務年資」、「現任職務」  

及「學校規模」的不同，在學校組織氣氛知覺上有所差異。 

1. 男性教師感受到「校長指示行為」、「校長干擾行為」、「教師專業行為」、

「教師疏離行為」的程度較女性為高。 

2. 年齡「51 歲（含）以上」的教師在「校長行為開放指數」、「學校組織

氣氛開放指數」層面上顯著高於 31~40 歲的教師。 

3. 服務年資 21 年(含)以上之資深教師在「校長支持行為」層面顯著高於

6~10 年及 11~15 年之教師。 

4. 教師兼主任在「行政管理創新」、「校園環境創新」兩個層面感受高於

級任教師，在「學生展能創新」層面，科任教師感受高於級任教師。 

5. 學校規模 25~48 班的中型學校及 49 班以上大型學校教師高於 13~24 班

以下小型學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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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桃園市國民小學校長創新領導與學校組織氣氛，具有顯著相關性 

1. 校長創新領導整體與各層面在「校長支持行為」、「教師專業行為」        

「教師親和行為」等三個層面皆呈現正相關。 

2. 校長創新領導與「校長指示行為」、「校長干擾行為」「教師疏離行        

為」等三個層面皆呈現負相關。 

3. 校長創新領導整體與與各層面與「校長行為開放指數」及「教師行為開

放指數」均呈現正相關。 

（六）桃園市國民小學校長創新領導，能有效預測學校組織氣氛 

校長創新領導對組織氣氛有預測效果，而其中「行政管理創新」可解

釋之總變異量達 39.7％，表示「行政管理創新」對組織氣氛最具有預測力。

再加上「校園環境創新」，兩者之預測力達 43.7％，故足以用來解釋及預

測組織氣氛。 

二、建議 

（一）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方面 

1. 建立教師職務輪調制，提升校長創新領導效能 

    從不同背景的差異研究發現：兼任行政職務的教師對校長創新領導及學

校組織氣氛的現況知覺均高於未兼行政的教師。可見，兼任行政工作的教

師，對校務的規劃、執行知覺較高，因此，主管教育行政機構若能建立職務

的輪調機制，透過職務輪調可以促使教師能體驗不同職務工作內容及觀點，

將有助於及組織氣氛的提升。 

2. 提供校長多元進修機會，以增進創新領導知能 

    本研究發現，「校長支持行為」對學校「整體組織氣氛」、「學校創新經

營」各層面及整體皆呈現正相關；因此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未來應加強提供校

長多元的進修活動，精進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能力，以及與老師間的互動技

巧，以增進校長創新領導知能及營造開放的組織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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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方面 

1. 加強形塑學校開放組織氣氛，引導教師持續推動創新教學 

    本研究結果顯示，國民小學校長創新領導與學校組織氣氛整體開放情形

呈中度正相關，其中「教師專業行為」、「教師親和行為」為「正相關」，「教

師疏離行為」為「負相關」；因此，研究者認為身為校長應重視教師間專業

互動及情感交流，以化解教師之疏離感 

2. 積極引進學校外部資源，建立學校與社區夥伴關係 

    本研究發現，國民小學教師在知覺校長創新領導現況，以「資 源運用

創新」層面平均得分最低。因此，研究者認為校長應積極推動學校公共關係，

引進家長、社區教學相關資源，鼓勵家長社區人士有效參與校務，與學校建

立良好之夥伴關係，提升辦學品質。 

（三）國民小學教師方面 

1. 教師應積極參與進修，營造終身學習風氣 

    本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專業行為」、「教師親和行為」以及「教師行為

開放指數」與學校「整體組織氣氛」皆呈現中度正相關；由此可知，教師與

學校為生命共同體，教師的教學專業及對學生的付出，與學校良好組織氣氛

的建立及校長創新領導的關係密切。因此，研究者認為教師未來應更加積極

參與各項專業研習以成長自己。  

2. 教師應踴躍參與學校活動，培養正向親密同儕情誼 

    本研究結果顯示「教師疏離行為」與校長創新領導呈現負相關，因此，

研究者認為學校教師未來應積極參加教師間成長性社團或聯誼聚會等，彼此

營造關懷的和諧氣氛，並藉此降低教師疏離行為，以創造更為開放的學校組

織氣氛，進而提升校長創新領導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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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少子化現象儼然已成為世界的共同趨勢，而臺灣所面臨的少子化情況更為明

顯，甚至高過世界先進國家。人口結構的改變間接衝擊到整個社會、經濟、家庭、

文化，甚至直接反映在教育體系上。在這樣的人口結構現象之下，導致在教育面

貌產生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樣態。少子化現象對學校有著必定的影響，這些影響也

正浮現在身處脈絡的「教師」實際所面臨的現場-教師兼任行政人員，本文內容

將以一位教師兼任行政人員的視角出發，從少子化的現況、成因與影響現況，轉

向教師兼任行政人員任職處境的說明以及如何透過教師兼任行政人員教育工作

者本身的自我調適，一同來思考學校教育除了在結構上著力之外，也應將教師本

質納入考慮，最後期望透過此脈絡的闡釋，提供政府機關、地方政府在制定教育

政策參考依據並且為默默在臺灣的教育工作者們發聲。 

關鍵字:少子化、教師兼任行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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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clining birthrate phenomenon seems to have become a common trend of the world, 

while Taiwan's declining birthrate situation faced more obvious, even higher than the 

world's advanced countries. Alter the demographic structure of the indirect impact to 

the whole social, economic, family, cultural, and even directly reflected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Under such a demographic phenomenon, resulting in education 

face the past produced some different kind of state. Declining birthrate phenomenon 

has a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school, these effects are also emerging in the context of 

Language "teachers" are facing actual scene - administrator teacher, this article will 

serve as a teacher in the viewpoint of administrator, and from the low birthrate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causes and impact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turning teachers is 

also an executive officer has explained the situation and how administrator teacher 

through teacher educators themselves self-adjustment, together to think about school 

education in addition to focus on the structure, teachers should also be nature into 

account, and finally hoped that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context, providing 

government agencies,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formulation of education policy 

reference and as quietly educators in Taiwan sound. 

Keywords: low birth rate, administrator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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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少子化現象儼然已成為世界的共同趨勢，而臺灣所面臨的少子化情況更為明

顯，甚至高過世界先進國家。人口結構的改變間接衝擊到整個社會、經濟、家庭、

文化，甚至直接反映在教育體系上。在這樣的人口結構現象之下，導致在教育面

貌產生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樣態。近年來，少子化的議題不斷在臺灣各大媒體版

面、雜誌論壇當中出現，顯現出當局對少子化議題的正視。事實上，在生育率不

斷下降的情形下，臺灣整體社會、經濟、家庭、文化以及教育層面等均是產生重

大影響的。 

國內許多學者針對少子化現象對臺灣教育的影響均歸納出幾項問題：鍾俊文

在 2004 年指出臺灣生育率下降，人口結構出現少子化型態，儼然是目前不可忽

視的社會現象，對整個社會、經濟、家庭、文化將產生深遠影響，也將影響未來

學校經營的走向。而臺灣在少子化的影響下人口結構失衡，學齡兒童急遽減少，

對偏遠地區小型學校的衝擊更如雪上加霜，甚至面臨裁併危機；在張憲庭 2005

年針對少子化對學校教育發展衝擊歸納為幾點，分別是學生及班級人數減少，學

校面臨裁併或併校、教師供需嚴重失調，超額問題揮之不去、教育資源隨之縮減，

學校形成艱困產業、學生缺乏人際互動，人格發展產生偏頗等的層面；而在蕭佳

純等人於 2009 年亦指出人口的出生率直接影響入學學生數，對學校班級學生

數、學生與教師比率、教師員額、學生人格發展等亦將產生結構性的衝擊；根據

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口結構靜態調查數據顯示國內近年來人口生育率急遽下降，人

口結構呈現少子化的型態，對整個教育體系的影響層面十分廣大，在學校體系

中，將會面臨「招生不足」、「減班超額」等問題。 

臺灣教育界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少子化和高齡化的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是

社會關注的。但，大眾多聚焦在「如何改善學校面臨減班併校危機」、「教師培育

面臨危機」和「教師工作機會減少」、「學齡人口出現異質化狀況」等結果論的問

題上，少子化現象對學校有著必定的影響與衝擊，對於這些影響與衝擊，臺灣教

育也正為此不斷努力。但，對於身處脈絡的「教師」卻鮮少著墨。近期在媒體與

報章雜誌上，教師兼任行政人員這項議題也逐漸隨著少子化現象浮上檯面。有許

多人為此做出回應，在一篇 2015 年 8 月《天下雜誌》讀者劉育杰投書內容是這

樣說的：學校行政兼任「教師」，原本的身份與專長其實就是教學。兼任行政工

作後，常會有本末倒置的無力感，覺得自己與教學脫鉤。一方面沒有備課的時間，

另一方面常會因繁瑣的作業，而影響到正常的教學。像是生教組跟家長溝通到一

半，鐘響了，只能硬著頭皮把事情處理完畢再上課；教學組，老師臨時請假也得

先排完代課再到教室，更別說各處室主任那大大小小的會，沒開完也只能撐著開

完之後，才能開始上課。另外，行政職務最讓人難過的還有做了一堆看似有用其

實無效的業務。另，賴岳聰在 2015 年亦提及：學校行政人員是校內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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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交流窗口，在公立學校之行政工作，部份由公務人員擔任，其餘由教師兼任。

唯公務人員皆曾受訓相關課程，而教師兼任行政人員卻往往僅有短暫之研習及簡

單的業務交接，便立即上線工作。教師兼任之行政工作為推動教育政策及承辦各

項業務，但其也常身兼教學工作，在學校和家庭中兩難。 

在學校教育當中，除了將焦點關注在上級主管機關和地方政府機關等對相關

教育政策、法條等的制定與修訂外，筆者更試圖從自己本身的經驗進一步思考教

師在學校當中扮演的位置為何。因此，本文內容將以一位教師兼任行政人員的視

角出發，從少子化的現況、成因與影響現況，轉向教師兼任行政人員任職處境的

說明以及如何透過教師兼任行政人員教育工作者本身的自我調適，一同來思考學

校教育除了在結構上著力之外，也應將教師本質納入考慮，最後期望透過此脈絡

的闡釋，提供政府機關、地方政府在制定教育政策參考依據並且為默默在臺灣的

教育工作者們發聲。  

貳、臺灣少子化現象的現況、成因與影響 

教育的主體是人，而人口品質的指標之一乃為教育；因此，一個國家的發展

攸關人口與教育的適切配合。茲就其成因、現況與影響，分別敘述如下： 

一、臺灣地區少子化的現況 

目前截至 2014 年底臺灣婦女生育率降低為全世界倒數第一總生育率為

1.1%，2013 年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為 1.06%，較 2012 年 1.27 減少 0.21%。根據國

家發展委員會於 103 年 8 月所出版的中華民國人口推計(103 年至 150 年)一書當

中指出，我國目前截至 103 年為止，總人口約介於 2,341.5 萬人至 2,342.3 萬人之

間，至 150 年高、中、低推計之總人口將分別降為 1,927.4 萬人、1,795.2 萬人及

1,662.8 萬人；根據內政部人口統計推估，學齡人口以 103 年 6 至 21 歲學齡人口

424.0 萬人，截至 104 年止，較去年 6 至 21 歲學齡人口大幅降低為 89.7 萬人；

20 年後，將再減少 32.7 萬人或 10.2%，其中以 6 至 11 歲國小學齡人口及 12 至

17 歲國/高中學齡人口減少 10.3%最多。因此臺灣社會正面臨「少子化」和「高

齡化」的兩大嚴峻的挑戰；其中又以「少子化」現象為其根本原因，衝擊著國內

的教育。 

二、臺灣少子化現象的成因 

國內的人口出生率急速下降，新生嬰兒數大幅減少，導致少子化的現象產

生。要探究少子化問題之前必須先瞭解少子化的原因為何，如此才能徹底知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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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化所帶來的問題。有鑑於此，將追溯臺灣少子化產生的初始背景並將現代社會

現況反應少子化現象之原因做說明： 

(一)造成臺灣少子化的初始背景 

臺灣地區由日據時代至今，出生率與死亡率經歷了人口轉型的劇烈變化。一

般而言，歐美國家完成人口轉型需費時約 200 年，而臺灣的發展則不到 70 年

的光景便完成(薛承泰，2004)。1949 年政府播遷來臺，移入大量人口及戰後嬰兒

潮，到了 1958 年底我國人口總計 1 千萬人，加上醫藥衛生進步及國民營養改善

降低死亡率，造成我國人口快速成長，使政府於 1964 年起推行家庭計畫及調控

人口政策，為期人口數量之合理成長、人口素質提升，人口均衡分布以及因應人

口增加過於快速、降低生活品質等虞慮，1964-1969 年臺灣開始第一期家庭計畫，

並於 1968 年頒布「臺灣省家庭計畫實施辦法」做為推動法源，隔年通過「中華

民國人口政策綱領」。雖然，我國曾在 1989 年倍增至 2 千萬人，但 1999 年後人

口漸增日漸趨緩歷時僅增 1 百萬人，與 1970 年代前期每增百萬人僅需 3 年相比

較，期間明顯延長。 

(二)臺灣人口結構的轉變 

從「量」的觀點來看，很明顯的可以看出臺灣地區的人口成長率已逐年遞減，

這也顯現出另一種淺藏的危機，亦即從臺灣地區人口結構趨勢的「質」面來探討，

我國亦正面臨人口結構的異質化趨勢。據內政部統計處 2014 年結婚登記概況中

外聯姻歷年統計觀察中指出：92 年達 31.86％為最高峰，即平均每 3 對結婚有 1

對為中外聯姻，而至今截至 104 年 1-6 月份結婚登記共為 12.58％，較去年同期

增加 0.31 個百分點，其中又以大陸配偶占 6 成以上居多。其中又以外籍女性配

偶激增最為外界關注，無論是基於填補國內照顧體系不足，或滿足國民婚配的需

求，外籍配偶已成為國人生活中的一部份，跨國婚姻的比率，近年來也都維持在 

11%以上，可見我國在婚配情形已產生質變。其次，人口結構改變的各項數據其

中「生母國籍別探討婚生子女之情形」也成為近年臺灣教育當局著眼之處。依教

育部 103 學年度「新移民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分布概況統計」資料則指出，103

學年度新移民子女就讀國中、小學生數達 21 萬 1 千人高點，較 102 學年僅成長 

0.55％。如與 93 學年比較，10 年來國中、小學生數自 284 萬人降為 205 萬 6 千

人，新移民子女學生數卻由 4 萬 6 千人成長至 21 萬餘人，遽增 16 萬 5 千人，占

國中小學 生數之比率亦由 1.6％快速增加至 10.3％；其中國小一年級新生數 1

萬 7 千人，平均約每 11 位國小新生即有 1 人為新移民子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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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子化現象對教育體系的影響 

少子化首先衝擊到就是教育層面，因為生育率下降致使子女數減少，而導致

各教育階段新生入學人數減少。新生入學人數減少，許多學校面臨減班的危機。

對於人口變遷和學校體系影響層面也是現今國民中學面臨問題： 

(一)學生及班級數減少，學校面臨裁併或廢校 

1990 年代中期，教育改革的主要訴求之一即為「小班小校」，學生數的減少，

表面上有助於教改「小班小校」方針的推動，但事實上，每班若未達規定人數標

準，「小班」就會變成「減班」，連帶導致教師超額。以高雄縣為例，98 學年度

高雄縣 153 所小學中有 62 所學校減班，總共減少 74 班(高雄縣政府教育處，

2009)，產生許多超額教師。此外，隨著學生及班級數減少，學校規模日益縮小，

依據教育部在 2008 年的統計指出，全國共有 166 所國小全校學生數少於 50 人，

占國小校數的 6%以上；若以全校班級數僅六班，也就是一個年級只有一班為「小

校」的定義，全國更有三分之一的小學都是「小校」。因應經濟效益考量，這些

「小校」有被裁併危機，據統計，90 至 96 學年度全國整併的小型學校計有 97

校，這些學校也可能因招生不足，面臨關閉的命運，小班小校制度面臨考驗。 

(二)現任教師擔心超額調校而人心惶惶 

少子化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就學人數逐年遞減，學校面臨減班或併校都造成

超額教師，大多數學校採用「後進先出」的超額制度，新進教師往往成了最先被

超額的一員，因而被迫換校。現職教師面臨超額問題時，不免造成心情不安，憂

心自己被列入超額名單，因而影響其教學情緒，有時也會影響與同事之間的情

誼。目前各縣市教育局呼籲各校考量未來學生數的增減，以有缺暫不補滿的方

式，因應未來減班的超額教師問題，但因減班速度快，老師退休潮又減緩，問題

仍難解決。 

(三)教師供需失調，師資培育機構發展困難，流浪教師問題日益嚴重 

師資培育法從 83 年 2 月 7 日公佈施行後，師資培育政策由一元轉為多元，

教育部從 84 年度核設教育學程，包括原有的師資班與學士後教育學分班，核定

招生數逐年增加，並且從 86 學年度開始依新制核發教師證書，師資培育大量擴

張，很多人因此取得教師資格。然而，師資培育多元化政策沒有考量到「少子化」

趨勢的影響，師資培育機構過度膨脹的結果，再加上少子化教師超額的縮減，「流

浪教師」的問題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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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不斷減班下，教師供需嚴重失調，據估計，教師需求逐漸減少，至民

國 105 年，國小教師編制將減三分之一、減少 33,579 人，不少教師將面臨超額

問題，準教師求職無門的情況將更為惡化。自 86 年迄今，流浪教師累計高達 5

萬 758 人，且問題日益嚴重。若師資培育政策不能順應調整，將造成師資培育資

源的浪費，使得師資培育機構的經營與發展，將更為艱困。 

(四)師資缺額改聘兼任，造成學生適應問題  

為有效因應減班超額問題，各縣市均擬定辦法來控制教師員額。以高雄縣為

例，高雄縣教育處建議各校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研商將教師員額控管在 5％範

圍內，不得自行辦理正式教師甄選或特教教師和幼稚園教師轉任事宜。如教評會

研議結果不予控管而自行辦理正式教師甄選或同意教師轉任，需檢附教評會會議

紀錄並敘明理由備查；倘若日後因此產生教師超額問題，並發生超額介聘或現職

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者各校便需自行負責(高雄縣政府教育處，

2008)。此種方式雖然可以有效減少教師超額問題，但是長遠看來可能影響教學

品質，畢竟代課教師非長期聘任制，流動率高，學生需時常適應不同的教師，可

能影響學生學習的連貫性與學習品質。 

(五)教育資源隨之縮減，教室閒置形成浪費 

各地人口變化的情況不同，有些地方學童減少過多時，先前所投入的經費、

軟硬體設施等資源，廢併校後教室閒置的問題浮現。面對少子化的來臨，隨之而

來的便是減班，近年中央補助地方降低班級學生人數計畫、興建教室，未來將造

成學校校舍空間閒置。而各級學校招生班級數減少，造成學校空間設備閒置，多

出一堆教室；偏遠地區有一些已荒廢的校園，棄置於鄉野間，空間閒置十分可惜。 

(六)學校師資新陳代謝遲緩、停頓 

為因應少子化，各縣市以停辦教師甄試來因應減班趨勢，不過，若沒有長期

規劃，可能造成擁有教師證的年輕教師根本沒有機會進入職場一展長才，學校也

無法甄選優秀的新進教師。在一般企業組織，往往一段時間就會招募新血，來增

加組織內的競爭與活力，才不會讓組織快速老化。而學校減班超額問題，使得現

職老師不敢調動，深怕調至他校就成了校內最「新進資淺」的老師，日後極有可

能被超額。如此一來，學校間教師不敢調動，而且也沒有新的人進來，沒有新的

觀念、新的刺激進到學校，影響教師流動和新陳代謝，不利組織創新。此外，每

年退休的老師人數有限，有些縣市的退休教師缺額給超額教師來補仍不足，也無

法開出正式缺額增聘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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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是學校教育的主體，少子化直接衝擊的便是教育體系。而教育的「重要

性」就在於，教育是人類基於特有的稟賦和理想，本著文化傳承和世代綿延的精

神，希望精益求精，而發生的上一代為實現其責任感，教導下一代學習必需的知

識、技能，並陶冶品格，而與下一代從事的交互活動。經過這類活動後，下一代

可以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使人類在世代綿延中，日趨進步，指向至善的境界(國

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大辭書)。但，在實際的學校教育現場中有許多學校教育所

需面臨的困境正漸進的在發生進展著，而這些困境連帶引起的影響將值得我們進

一步深入探討。 

參、教師兼任行政人員-以教師兼任行政人員視角出發 

學校是由學生、教職員工和家長三大面向所相互牽動的組織關係，而其中學

校的教育以學生作為主體，和企業相比較，學校是比較穩定的組織，但是隨著經

建人力需求的變化、科技的快速發展、社會文化的變遷以及全球化的衝擊，學校

如果不能及時因應，將無法有效發揮應有的功能（吳清山，2005）。學校教育處

在二十世紀之際加上面臨少子化趨勢下，其效能在社會脈絡變遷顯得更加重要，

而學校行政在此便不得不扮演重要的角色，因為學校行政是對學校的人、事、物

與財做有系統的管理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最佳推手。然而，在過去學校行政系統

是遵循科層體制的組織運作方式並以專業知識為基礎的精密分工，目標在追求學

校行政效率及效能(任晟蓀，2012)。但，在現代教育改革浪潮的衝擊下，複雜的

學校行政環境，已非過去的管理模式或行政理念足以掌握的。教師在複雜環境的

脈絡之下，便成為學校組織當中不得不成為十八般武藝精通的兼任行政人員。 

  目前國內對教師兼任行政人員多將焦點著重在工作滿意度、工作壓力、角

色壓力、組織溝通等，鮮少對少子化現象影響學校教師兼任行政人員任職生態改

變的相關文獻，而現今教育現場受到少子化現象影響所面臨的困境緊密關聯，文

章接續轉向教師兼任行政人員任職處境的說明。首先，以我國教師兼任行政人員

源起脈絡做描述，其次，闡述在少子化時代下教師兼任行政人員的環境現況。 

(一)教師兼任行政人員源起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於民國 75 年所編「臺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之教育行政篇

（上）」指出，「中等學校教務、訓導主任，掌理全校教務及訓導事宜，職責繁重，

必須瞭解青年身心發展及教務、訓導之理論與業務，始能協助校長，領導教師改

進校務。」其實施的主要原因在於教師具有專業知能且對學校教學業務、訓導及

各項行政事務熟悉。而且學校的特殊體制與所負的教育目標與一般行政機關不

同，是培養學生成為「健全人格、民主素養、法治觀念、人文涵養，尊重人權，

具有國家意識與國際視野」之現代化國民。因此，學校之部分行政職務，乃由具

有教育專業之教師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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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教師法於民國八十四年八月七日總統公布後，已有公教分途制度的精

神。依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三 0 八號解釋：「公立學校聘任教師非公務員服務法

上之公務員，但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其職務上行為則有該法之適用。」（范熾

文，2002）。而教師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係為我國教育制度中的一種體制。我國

教師兼任行政人員法條源由以下述幾條為主： 

1.《國民教育法》第 11 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師應為專任。但必要時，

得依法聘請兼任教師，或聘請具有特定科目、領域專長人員，以部分時間擔任教

學支援工作。 

2.《教師法》第四章權力與義務第 17 條第七點：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術、

行政工作及社會教育活動。 

一般而言，行政工作量多且繁瑣，許多需專業知能的行政工作，但是行政工

作並非教師專業，其兼任是否對其專業教學造成影響？學校教育長期在政府投資

不足的情況下，教育環境總是遲遲無法改善。而在早期，教師在學校兼辦行政工

作由學校主管指定與命令，教師只有唯命是從，少有異議（蘇奕娟，2005）。在

鍾靜等人於 1999 年接受教育部委託的「國民中小學教職員基本編制及專兼任行

政之研究」中指出，「行政事務及額外活動太多」是首要原因。國民小學行政中

事務性的工作應由職員擔任，減少教師兼任組長人數，增加專任職員人數，落實

「教學專業、行政專任」，以增加行政工作效益。然而在實際面，教師仍得兼任

非教學性行政工作。也因為如此，擔任行政工作的教師同時須要扮演兩種角色，

一是教師，一為行政人員。若無適當管道紓解的話，會造成身心方面不協調等。 

(二)少子化時代教師兼任行政人員的環境現況 

教師在面對如此複雜的學校環境，同時須要扮演兩種角色，惡性循環之下，

學校教師在面臨兼任行政人員一職常常令人怯步。筆者目前服務於高雄市田寮區

田寮國民中學，是一所僅剩 70 位學生，每個年級一班的迷你小校。而個人在工

作場域上感受到學校教師配額因受限於學生人口少，正式教師總共 8 位(保留 1

位是代理缺額)，每位教師幾乎一兼二職甚至三職以上，教師兼任行政已成為小

學校的常態，然而在這樣的狀況下，筆者仍常常感受到行政與教學兩者之間是無

法兼顧的。就似在前言所提及劉育杰投書的內容：學校行政兼任「教師」，原本

的身份與專長其實就是教學。兼任行政工作後，常會有本末倒置的無力感，覺得

自己與教學脫鉤。一方面沒有備課的時間，另一方面常會因繁瑣的作業，而影響

到正常的教學。……另外，行政職務最讓人難過的還有做了一堆看似有用其實無

效的業務;讀者賴岳聰亦提及：……教師兼任之行政工作為推動教育政策及承辦

各項業務，但其也常身兼教學工作，在學校和家庭中兩難。綜上述，筆者大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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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三卷第四期【學校行政人員培養與流動】歸納影響教師

兼任行政人員之因素（陳振益、蔡仁政、翁福元，2014）： 

1.結構因素： 

(1)同工不同酬： 

依據《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第 4 條有關國

民中學教職員員額編制指出：學校行政人員除校長、人事及主計人員外，另有文

書、出納及事務組長等得由職員擔任，餘各處室主任與組長皆由教師兼 任；其

中，輔導主任得由教師專任（教育部，2012a）。因此，學校裡必須兼任行政工作

的專任教師多達 14 位（4 位主任、10 位組長），若再加上特教組長則為 15 位。

儘管基本授課時數略有減少，但如何兼顧教學品質以及行政效能，始終困擾著兼

任行政工作之教師。 

(2)教師人力配置以及運用的情形： 

  依據《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第 4 條國民

中學教職員員額編制並以臺中市國民中學為例進一步分析，以 35 班(含)以下之

學校，教師員額暨人力運用評估分析，說明如下： 

a.總班級數達 18 班（含）以上者， 扣除主任、組長以及導師後，尚餘 6 位

編制內依法支給之專任教師；隨著班級數愈多，剩餘教師人力愈充裕，有關行政

人員的遴聘變得更有彈性，每位教師的平均工作負荷也能適度減輕。 

b.總班級數為 13 班者，編制內依法支給之專任教師為 27 位，均須擔任主

任、組長或導師，無剩餘人力。兼任行政人員者除了自己原本的業務外，增加的

工作常常造成兼辦者身心的沈重負擔。 

c.總班級數為 12 班（含）以下者， 顯然已無足夠之專任教師可供人力調配，

隨著班級數愈少，問題愈嚴重。各組業務必須裁撤整併，行政人員的除原有的行

政工作負擔外，同時也會因為負責業務的範圍擴大，影響到相關工作內容的嫻熟

度。而學校人員安排通常只能在有限 的人力中做排列組合，儘管面對的學生數

較少，每位老師的平均工作負擔，卻常常隨著繁雜的工作內容而增加。 

(3)行政工作分配不清且不均： 

  在同一個處室中， 有能力、有意願的行政教師常常被指定工作繁重的行

政職，必須負擔較多的事務，導致無人肯擔任行政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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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行政環境複雜，難以適應： 

  由於社會迅速變遷，學校的行政環境變的複雜煩瑣，面對如此複雜煩瑣的

行政事務，傳統的行政系將面臨到許多新的挑戰與行政事務。 

2.實務因素： 

(1)教學與行政對立： 

  學校行政工作以支援教師教學為主，行政人員自當致力於提升服務品質，

以增進行政效能，學校教師就校務推動缺失提出檢討改進建議，亦屬常態；然受

媒體渲染所致，學校教師有時會以「質詢」方式，針對議題提出針貶，往往造成

兼任行政教師的心理負擔，影響其繼續擔任行政工作的意願。 

(2)勞務不均，輪動不易： 

  教師兼行政工作包含教務、學務、 總務以及輔導等不同屬性的內容，不

論主任或組長，各有所掌、各有所長，實際運作上容易出現部分職務較輕鬆，部

分職務則較累。通常教務組長、生教組長也是異動最為頻繁者，這種吃力不討好

的工作，往往淪為新進人員的「新職」。 

(3)因學校規模大小不同，除教師外其他協助行政工作之職員配置問題： 

  依據《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第 4 條第

六點就其他協助行政工作之職員，各縣市政府教育主管機關均視學校規模設置人

數不一之幹事，班級總數愈多之學校，編制內的幹事愈多名。如果從一般事務工

作的負荷量來看，因應學生人數增加，提高幹事、工友與技工的配置應是合理的；

相較於規模較小，班級數較少之學校的行政人員，在沒有其他職工幫忙下，每每

須靠自己推動相關業務，且其基本應授課節數又比規模較大之學校的行政人員來

的多。 

近期，教師兼任行政工作之議題也有諸多討論。像是賴岳聰在 2015 年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兼任行政工作之初探一文中提到教師兼任之行政工作兩難

之處：推行各項專案下並無新增學校人員編制、教師兼任行政一職之初並無接受

太正規之教育訓練、教師在接受師資培育大多不曾俢習有關學校行政之課程；陳

啟榮於 2014 年臺灣中小學教師兼任行政工作議題之探析一文中提及關於教師兼

任行政工作一職面臨之困境：課稅政策的實施、行政工作的壓力、校長領導、行

政專業與家庭生活等。

http://0-www.airitilibrary.com.opac.lib.ntnu.edu.tw/Publication/Index/18166482-201404-201405120027-201405120027-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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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亦有研究指出教師不願選擇兼任行政人員一職的因素牽涉到許多層

面。趙士瑩在 2012 年提到國民中學兼任行政教師除須擔任教學工作外，尚須處

理學校行政業務，工作相當繁重，背負著沈重的行政壓力，有時身陷校園行政或

親師的衝突中；李新鄉、楊成業在 2009 年的研究顯示，教師在與學校教育工作

情境的互動中，因知覺到工作情境內外在因素的影響，在教學、行政、學生、家

長及同事關係等方面，所產生個人無法適應而表現出身心失衡的狀態或不舒服的

負向情感的現象；林淑雯亦在 2009 年提到其認為教師的工作是相當具有社會性

的，面臨的工作壓力並非單一來源，而是錯綜複雜、多面性的，且彼此相互影響。

教師兼任行政人員在面臨種種內、外因素影響，身心俱疲。 

經由上述綜整相關少子化現象造成學校教育影響的討論，對於教師兼任行政

人員一職的印象大多會聚焦在於教育人員的政策制定和學校編制規準之外在因

素，但事實並非如此。回到前述的討論當中，其實可以發現現今對於「教師兼任

行政人員」問題的研究與討論是鮮少針對「教師本身」所存在的內在因素，我們

並非是歸納一套標準來說明現今教師兼任行政人員問題的教育現場，而僅是因為

這問題的提出實在是太重要了，也因此本文目的在於提供一個從基層學校教師的

視角觀點綜整出發，更希望引起大眾對於教師面臨行政人員一職的問題。 

肆、面對於回應 

  教育，是提供個人對社會、文化參與及經濟生活之潛在能力，單就個體而

言，受教育與否、教育內容及教育程度會直接影響其未來就業與生活品質。教育

是學校的基礎，在學校當中更是一種傳道、授業、解惑也的手段，但也因為教育

的活動牽涉多樣的目的、內容與方法，使得我們不容易找到完全掌握其面貌的定

義。站在教育立場而言，教育是一種有利的投資，教育應該不分學校規模大小、

距離遠近，每一個孩子都很重要。學校教育當中，教師是相當重要的核心人物。

美國教育素質檢討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在

1983 年所提出的教育改革報告書中指出，想要提昇學生學習成就的主要關鍵，

即在於要有能提供給學生能力的卓越老師。 

  身處在教學第一現場的教育工作者們，我們雖然身處在不確定的教育改革

洪流中，但我們的角色是教師，就更需要採用積極的思維向前邁進。身為教育工

作者的你、我是不是能用大破大立的思維，透過自我調適參與討論，一同來思考

學校教育除了在結構上著力，還要考慮到一位教師要成為卓越教師，除了將自己

的專業發揮到最大，更應該有足夠的時間發揮在學生身上，而這是教育工作者們

期望盼見的未來，我們都希望讓臺灣的學校教育變得更加美好。最後，筆者提供

三大面向的粗淺的建議，希冀提供政府機關、學校機關和教育工作者們作為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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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管機關： 

(一)公平正義： 

  政府是分配教育資源的制定者，也是主導者。分配資源的在位者往往是決

定各級縣市地方教育機關的經費分配者，因此分配資源的在位者必定要著眼於公

平正義，進而分配正義。羅爾斯(Joho Rawls)提出了正義原則的內容和他們的發

明，同時主張正義及公平，其正義論中的正義原則為：最大平等自由原則、機會

均等原則、差異原則。其正義論亦明確主張不能允許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而犧牲

少數人，在一個正義的社會中，公民之平等的自由權力是不容置疑的。臺灣是民

主自由的社會，臺灣教育環境也是該如此，主管機關在制定相關教育政策或修訂

關於教育人員之法條，應以公平正義之原則還原教師在學校教育的本質。 

(二)多元文化： 

  在進入多元文化社會之際，我們不該只停留在表層對於多元文化的認知

上，更應該達到「知行合一、身體力行」的實踐。而多元文化的概念已逐漸被社

會所重視，其基本立場是從社群或文化族群間的差異為出發，而非從個人的差異

性出發，強調對主流文化宰制的質疑，對於文化差異的尊重、相互承認彼此的文

化認同，對特定族群的文化肯認（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2008）。隨著二十

世紀社會快速發展之下，我們皆可以感受的到臺灣已邁入多元文化的社會，教師

兼任行政人員就是學校內的教師社群，主管機關更應以多元文化主義視角出發，

關注其差異性而並非以宰制的態度成為宰制者。 

二、學校機關 

(一)職務輪替： 

  教師兼任學校行政職務，為我國教育制度中的一種體制。民國 84 年教師

法修訂後，教師兼任行政人員相關法條均納入各校教師的聘約當中，且現今政府

機關於教育投注經費有限的狀況之下，教師仍是需擔任行政人員一職，維持學校

組織的穩定性。在 2014 年臺灣教育評論月刊中，蔡仁政校長、翁福原教授對「教

師兼任行政人員」提出的因應策略中指出學校機關可以透過會議凝聚共識，讓主

任與組長的職務定期輪動，維持教師兼任行政工作的動機及意願，增進對彼此所

轄業務的認識，以減少本位主義，並促進勞務均等。筆者認為此因應策略是不錯

的建議，學校機關能納入考慮並進而實踐。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11），頁 221-237 

 

專論文章 

 

第 234 頁 

(二)初任教師之薪傳教師制度： 

教育部近年針對學校初任教師規劃一系列初任教師導入研習課程，除了積極

落實國家教育政策、法令及教師專業發展等內涵，更希望藉由系列課程的規劃強

化初任教師基本知能，協助初任教師盡快適應教師生活。而在學校部分，中央主

管機關亦要求為了協助初任教師適應學校生活，學校應建立具支持性的教學環

境，並就每一位初任教師皆安排一位薪傳教師予以輔導與協助。筆者認為此薪傳

教師制度亦可運用在初任教師兼任行政人員，如此一來中央主管機關亦可針對學

校各處室職務內容做系列規畫課程安排，地方主關機關更從監督者的角色轉變為

輔導角色，協助學校機關強化初任教師兼任行政人員職責，亦可減少校內初接任

行政人員教師之壓力，以及使校內資深兼任行政之教師傳承經驗，使得學校組織

趨向穩定並發展其教育核心價值。 

 三、教育工作者： 

(一)教師職涯發展與規劃： 

職涯發展意指職業生涯發展，從自我探索出發、瞭解自己、瞭解職業生態，

並因此在生涯規劃或發展的過程中做適合自己的選擇。隨著社會進歩、學術發展

與知識爆增的趨勢，終生教育（lifelong education）或終生學習（lifelong learning）

的理念日趨普遍，「生涯學習體系」的建立將成為廿一世紀教育體制的特色(高強

華，1988)。據此，肩負傳道、授業、解惑重責大任的教育專業人員，需要積極

主動地掌握時代發展的脈波，瞭解和探索，才能成為廿一世紀新世代的教師。 

(二)自我調適： 

筆者身為教師兼任行政人員的身分，感受到目前社會上對於教師兼任行政人

員仍有許多不同的聲浪與爭論，但身為處在教育現場第一線的教師應該以大破大

立的思維繼續往前邁進。隨著二十一世紀的到來教師教育信念也會有所改變，教

育的樣態的轉變亦深深的產生變化，但身為教育工作者我們都該清楚意識到，教

師並非是職業而是志業，侯文詠在《我的天才夢》一書當中曾經這樣寫道：每個

生命都會給自己找出路。如今再次拾起此書回顧，這句話讀起來更是津津有味。 

伍、結語 

今年是臺灣教育的關鍵年，為使國民教育延後分流政策能落實，勢必會有許

多改革的相關配套措施，而隨著社會脈絡的變遷，物化的價值觀已深植人心，我

們會關注在「投資多少」就要「回報多少」的量化眼光看待事情，但，教育並非

可用量化的觀點來作討論的。臺灣教育的工作者們皆期望能為臺灣的教育盡點心

力，相信政府機關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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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稿約 

2011 年 10 日 01 日訂定 

2013 年 10 月 31 日編輯會議修正通過 

2015 年 09 月 01 日修訂 

壹、 本刊宗旨 

本刊為「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刊物，旨在評論教育政策與實務，

促進教育改革。本刊採電子期刊方式，每月一日發行一期。刊物內容

分成「評論文章」、「專論文章」、「交流與回應」與「學術動態報

導」等四專區。 

貳、 刊物投稿說明 

各專區分類說明如下： 

一、 評論文章：內含「主題評論」和「自由評論」。前者由   

作者依各期主題撰稿，並由主編約稿和公開徵稿；後者

不限題目，由作者自由發揮，亦兼採約稿和徵稿方式。 

二、 專論文章：不限題目，凡與教育相關之量化及質性實徵

研究、理論論述之文章均可，內容須具評論見解與建

議，採徵稿方式。 

三、 交流與回應：係由作者針對過往於本刊發表之文章，提

出回應、見解或看法，採徵稿方式。 

四、 學術動態報導：針對國內外學術動態之報導文章，採徵

稿方式。 

同一期刊物中，相同之第一作者投稿至各專區之文章數量至多以

一篇為限，全數專區之投稿文章數量加總不得超過兩篇以上，前述投

稿者另列為第二作者之文章數量至多可再增加一篇為限。 

參、 文章長度及格式 

一、 本刊刊登文章，「評論文章」、「交流與回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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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 APA 格式撰寫。 

二、 「專論文章」字數：中文稿字數以每篇 10,000 至 15,000

字為原則，最長請勿超過 20,000 字；英文稿字數每篇以

10,000 字以內為原則。字數計算包含中英文摘要、參考

書目與圖表。如有附註及參考文獻，請依照 APA 格式

撰寫。 

肆、 「專論文章」投稿費用與刊登 

一、 「專論文章」投稿經本刊形式審查通過後，即進行實質

審查，採匿名雙審方式，審查通過者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安排刊登。 

二、 費用說明：為促進本刊永續經營與維護學術品質之需

要，「專論文章」每篇投稿須繳交稿件處理費及實質審

查費合計 3,500 元。 

(一) 稿件處理費：1,500 元（含形式審查費 500 元和行

政處理費 1,000 元）。 

(二) 實質審查費：2,000 元。 

三、 退費說明：凡形式審查未通過者，本刊不再進行實質審

查，將退還行政處理費 1,000 元和實質審查費 2,000 元。 

四、 匯款資訊：專論文章之投稿人請於投稿同時，將費用

3,500 元（手續費自付）匯款至本學會，以利啟動各項

審稿作業： 

中華郵政代號：700  帳號：0001222-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李隆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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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傳真：（04）2239-5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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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收據如需抬頭以及統一編號，請一併註明。 

六、 如有費用問題事宜，歡迎來信洽詢。

mailto:ater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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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審查及文責 

一、 本刊發表的文稿均安排雙向匿名學術審查，稿件隨到隨

審，通過後即安排儘速刊登。本刊提供社會各界教育評論

之平台，所有刊登文稿均不另致稿酬。本刊發表的評論，

屬於作者自己的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 

二、 請勿一稿多投（同時投至兩種以上刊物，或文稿已於其他

刊物發表，卻又投至本刊者）。凡一稿多投者，一律不予

刊登。 

三、 請勿抄襲或侵犯他人著作權。凡涉及著作權或言論責任糾

紛者，悉由作者自負法律責任。 

陸、 文稿刊載及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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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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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載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寄送下列地址： 

40601 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 號 

中臺科技大學校長室【臺灣教育評論會】 

莊雅惠 助理收 

柒、 投稿及其它連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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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學會】。

備註：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稿約內容將自 2016年 1月 1日起更動，

詳見如附網址 http://www.ater.org.tw/sheetdownload.html

（09.臺灣教育評論月刊_稿約說明） 

http://www.ater.org.tw/sheetdownload.html（09
http://www.ater.org.tw/sheetdownload.html（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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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四卷第十二

期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本期主題 

「親職教育問題」 

二、截稿及發行日期 

截稿及發行日期：本刊第四卷第十二期將於 2015 年 12 月 1 日發行，截

稿日為 2015 年 10 月 25 日。 

三、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父母親為個體成長過程中的關鍵人物，其影響力已為大眾所週知與認

同。然而，成為「生親父母」為生物上的事件，但盡責於親職的能力，卻需

要不斷的學習。多年來，親職教育雖已為學校與社會教育所重視的項目，各

式的親職教育課程、推廣活動、體驗營隊與出版品等，已成為官方與民間機

構投入資源之所在。然而，在大力推廣親職教育之際，其辦理成效與引發的

問題，卻同時也為成為大眾所關注的議題。本期之評論主題以「親職教育問

題」為議題，邀請關注議題之專業人士與社會大眾，針對此議題提出評論與

建議。 

 

第四卷第十二期 輪值主編 

鄭青青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孫麗卿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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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五卷第一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本期主題 

「私校董事會與校務行政」 

二、截稿及發行日期 

截稿及發行日期：本刊第五卷第一期將於 2016 年 1 月 1 日發行，截稿

日為 2015 年 11 月 25 日。 

三、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私立學校是由學校法人向主管機關申請設置，其目的在私人興學 ，並

增加國民就學及公平選擇之機會。《私校法》第 29 條規定：董事會、董事長、

董事及監察人應依本法及捐助章程之規定行使職權，並應尊重校長依本法、

其他相關法令及契約賦予之職權。但實際上校長由董事會遴聘，校務主管由

校長遴聘，董事會的位階高於校務層級，常介入指揮校務運作，使得校長、

主管及教師不能以其專業進行校務發展，尤其是個別董事介入校務時，更給

校長及主管無所適從，帶來辦學的極大困擾。本期主題探討私校董事會與校

務行政的關係，探討的範圍可包含各級各類私校，分析董事會和校務行政的

定位、功能和運作，檢討其中的問題，提出改進方向，也可以提出值得參考

的案例，做為私校辦學的正向引導。 

 

 

第五卷第一期輪值主編 

黃政傑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講座教授 

成群豪 

華梵大學總務長、助理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11），頁 243 

 

2015 年各期主題 

 

第 243 頁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四卷各期主題 
 

第四卷第一期：大學生的社會參與 

出版日期：2015 年 01 月 01 日 

 

第四卷第二期：中小學大校問題 

出版日期：2015 年 02 月 01 日 

 

第四卷第三期：大學流浪教師 

出版日期：2015 年 03 月 01 日 

 

第四卷第四期：關鍵五堂課 

出版日期：2015 年 04 月 01 日 

 

第四卷第五期：誰來評鑑教育部 

出版日期：2015 年 05 月 01 日 

 

第四卷第六期：中小學合格教師與代

課教師問題 

出版日期：2015 年 06 月 01 日 

第四卷第七期：學貸讀大學 

出版日期：2015 年 07 月 01 日 

 

第四卷第八期：教科書供應制度 

出版日期：2015 年 08 月 01 日 

 

第四卷第九期：高教產業化 

出版日期：2015 年 09 月 01 日 

 

第四卷第十期：大學規模與品質 

出版日期：2015 年 10 月 01 日 

 

第四卷第十一期：技職學術化 

出版日期：2015 年 11 月 01 日 

 

第四卷第十二期：親職教育問題 

出版日期：2015 年 12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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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刊載非專屬1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101年01月06日第1次編輯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02月26日第1次臺評學會秘書處會議修正通過 

 

  本人（即撰稿人）於《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發表之書面或數位形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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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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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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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如立書人文稿接受刊載，同意以書面或是數位方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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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線上檢索、閱覽、下載、列印等資料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四、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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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輸、授權讀者線上檢索、閱覽、下載及列印等行為，且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

求，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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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金全數捐贈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務及出版基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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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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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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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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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致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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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屬機構：□無   □有：                        

職    稱： 

身分證統一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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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信箱： 

戶籍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基於上述主要作者的簽署，他/她代表其他共同作者（如有）謹此聲明： 

一、擁有代表其他共同作者的權利簽署本授權同意書。 

二、本文稿的作者（或作者們）及專利權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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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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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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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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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灣教育評論學會]莊雅惠助理收。 



245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投稿資料表 
 

投稿日期 民 國    年    月    日 

投稿期數

及名稱 

民 國    年    月 ， 第   期 

該期主題名稱： 

投稿類別 □主題評論  □自由評論  □專論文章 

字數  

文稿名稱  

作  者  資  料 

第

一

作

者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作者簡介 

 

 

聯絡資訊 TEL： 

FAX： 

E-mail： 

Address：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第

二

作

者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作者簡介 

 

 

聯絡資訊 TEL： 

FAX： 

E-mail： 

Address：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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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經內政部中華民國九十九年十月二日臺內社字第 

1000008763 號函准予立案，茲公開徵求會員。 

壹、 臺評學會宗旨 

    本會依法成立、非以營利為目的的社會團體，以從事教育政策與實

務之評析、研究與建言，提升本領域之學術地位為宗旨。本會任務如

下： 

一、 從事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學術研究。 

二、 辦理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座談及研討。 

三、 發表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提供改革之建言。 

四、 建立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對話平臺。 

貳、 臺評學會入會資格 

一、 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年滿二十歲、填具入會申請

書，並繳交會費後，經理事會通過後為個人會員。 

二、 贊助會員：長期贊助本會工作之個人。 

參、 會費繳交標準： 

一、 入會費：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元。第一年僅須繳入會費，

免常年會費。 

二、 常年會費：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元。個人會員一次達壹萬

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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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入會及繳交會費方式 

一、 入會申請：請填寫入會申請書， 入會申請書可至本會網站

下載 (http://www.ater.org.tw/) 

1. 郵寄：40601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號 中臺科技大學

校長室【臺灣教育評論學會】莊雅惠 助理收 

2. 傳真：（04）2239-5751（請註明莊雅惠助理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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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學會」）。 

二、 會費繳交方式： 

1. 匯款：局號 0001222  帳號 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李隆盛 

2. 轉帳：中華郵政代號 700  帳號 0001222-0571072 

伍、臺評學會連繫資訊 

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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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址：40601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號 

      中臺科技大學校長室【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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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類別 
□常年會員             

□永久會員（單次繳交會費達一萬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西元    年  月  日 

性    別  身份證字號  

學    歷  畢業學校系所  

現    職  

經    歷  

學術專長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電    話 
公： 手機  

宅： E-mail  

入會管道 

(可複選) 

□師長推薦與介紹：推薦人                

□參加本學會活動(如：本學會年會、論壇)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繳交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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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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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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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費方式 

□匯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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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帳 

 中華郵政代號：700    帳號：0001222 0571072 

收     據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若不需繕寫收據抬頭，此處請填入：「免填」) 

會籍登錄 

（此欄由本會填寫） 

會籍別 起訖時間 會員證號碼 

□常年會員 

□永久會員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申請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填寫本表後，請採以下任一方式繳回本會，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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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傳真：(04) 2239-5751(請註明莊雅惠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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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