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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二十年之省思 

【文／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專案助理 陳盈宏】 

  我國自 1987 年解嚴之後，開啟民主化、現代化、自由化、國際化及在地化等多元思潮，形成進行各級教育改革之

契機；而真正引發全民關注及參與的教育改革運動始自 1994 年的民間「四一○教改大遊行」(吳武典，2004；周祝瑛，

2003)。時至今日，歷經 20 年的教育改革發展，重要的教育改革事件包括 1994 年 9 月行政院成立教育改革審議委員

會、1996 年 12 月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1998 年行政院通過十二項教育改革行動方

案、2003 年黃光國教授等學者組成重建教育連線，發表重建教育宣言、2009 年 7 月由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及人本教育基

金會等民間團體發起「七一二我要十二年國教」大遊行、2011 年教育部公佈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2013 年教育部公佈

人才培育白皮書等（吳清山，2006；教育部部史網站，2014；楊國賜，2012）。 

  自 1994 年的民間「四一○教改大遊行」以來，各類教育改革訴求呈現百家爭鳴的現象，在政府部門、民間組織及

學校各方面的協力合作之下，20 年來的教育改革，獲得了一定成效，例如：各級教育體制逐漸鬆綁、教育法制日益完備、

國中小班級人數平均 30 人（含）以下、國際評比成績名列前茅及大學國際排名提升等；然而，同時也引發各種不同的省

思聲音，例如：追求卓越及追求均等的教育核心價值之辯證、教育基本法及高級中等教育法等相關法規制訂後對教育之

影響、國民基本教育階段的學校定位及入學方式等變革之衝擊、技職教育弱化衍生的學用落差現象之反省及廣設大學後

導致的高等教育質量問題之反思等（吳清山，2006；教育部部史網站，2014；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 

  綜上所述，我國近 20 年來的教育改革發展所引發的諸多爭議，可能原因在於缺乏整體性的教育改革觀點、只追求短

期效率的教育決策思維、不當移植外國教育制度及政策、欠缺證據本位的教育規劃及執行機制等，間接導致社會大眾不

信任教育部推動的各種教育改革措施及各種有形及無形教育成本之浪費（吳清山，2006；吳武典，2004；周祝瑛，2003；

重建教育連線，2003）。有鑑於此，建置長期性的教育改革研究機制將是奠立我國卓越教育軟實力及化解教改爭議的重

要策略之一（王麗雲，2004；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因為透過長期性教育改革研究機制的建立，將能夠

配合國家整體發展方針及未來教育發展趨勢，除了檢視過去相關教育改革報告的達成率及未達成原因，並持續探討教育

改革之發展、效益、爭議及解決策略，且落實以證據為本位的教育政策理念，進而提出具前瞻性及周全性的教育改革行動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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