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南教育的 5 大矛盾 
 

駐胡志明市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 
 

在接受教育電子報的訪問過程中，阮文凱碩士提及越南教育 5 大

矛盾。要全面更新教育的根本就必須解決這些已存在多年的問題。 

一、 教科書資料不足，補習班過多 

越南教科書的內容不是過多，就是不足。很多必學的知識，學生

未曾接觸，例如，外語課。2016 年高中畢業考中，40 萬名學生考外

語課，其中 30 萬名未能達到 3.8 分。 

由於教學與學習方法等問題，我們常陷入學習過多的情境中，常

常不斷逼小孩上補習班。在學校教的不足夠，還要到老師家補習，且

進補習班前，家長必須簽補習自願書。若有部門機構或新聞界的人員

介入，自願書就是老師與學校的「救生符」。 

二、學生學得越高就越悠閒 

剛讀一年級的小學生，就被逼著背一個比自己還大的書包去上補

習班。很多人知道這是不對的，可是他們怕會被老師記仇，所以不敢

吭聲。雖然要學生全面發展，需花很多時間學習，以利渠等能熟捻該

門課，但生活技能、藝術、體育等課程所花費的學習時間卻很少。 

學生要很努力才能考上高中及大學，然渠等進入大學階段後，對

於所接受之教育培訓及學習就開始草草了事，所以就算取得畢業證

書，也等於沒學習過一般。很多公立大學只注重書面上的知識，嚴重

忽略了實習，這是越南教育與其他教育發展完善的國家大不相同的地

方。 

三、學習與考試成績優良，但工作技能差 

學士及碩士學位人員失業比率越高，造成社會的負擔越重，這是

我們一直以來重視的問題。問題是，為什麼越南學生成績優秀，連國

外學校也稱讚越南學生刻苦耐勞，畢業後工作技能卻不佳？是否封建

時期的教學方法對現行教學方式有很深的影響? 

因封閉的行政，很多大學濫用國家資源，大量招生及頒發畢業證

書，對畢業後失業的「產品」不負責任。一些優秀或從國外回流工作

具學士學位者，仍未能發揮自己的潛力，只好在外商工作。政府機構，

包括企業，都不支持年輕人新的創意。越南創新產品數量比東南亞任



 

 

一個國家都要少，更不用與亞洲或世界各地相比。  

最近，皇春生教授(越南首位數學教授)提到，「在越南修讀碩、

博士是奇異現象。」很多人只為了升官而修讀碩、博士。更可怕的是

他們只把這些「假知識，真證書」，把他當裝飾品或接受與工作無關

之教育培訓，只為了升官用。當他們任職於國家機構時，只注重是否

有文憑，但並不檢視其所持有之文憑是否具備該工作之能力。 

四、道德教育高，實際效果低 

灌輸知識固然重要，但教育年輕人做人更重要。 

人們吃不飽，穿不暖的艱辛戰亂時期，不論城市或鄉間，人們生

活得很和諧，大家懂得彼此分享及相愛，道德教育性質很高。 

如今，在生活好轉，學生學習條件充足情況下，犯罪案件不斷發

生。雖知道犯罪案件不只在越南社會才發生，但很多獲得提拔致重要

職位、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卻犯下驚天動地之事，花費國家過千億元，

這乃是人民的血汗錢。所以，要教育年青一代當好人，最好是家長與

教師當榜樣。國家方面，要徹底嚴厲處罰那些利用公職賺取不得利益。 

五、招生及教育系統由教育部管理，經費與人力由地方管理 

這是教育與培訓部部長之難題。多年以來，教育培訓部只負責教

育系統與招生工作，而教育經費則由各地方人民議會決定。如何運用

經費各係各地方權責，故當教育培訓部對學校所提計畫進行審核時，

渠等只需簡略報告即可。 

另一個難題就是人力也受各地方人民議會管制，如: 河內、清

化、會安地區 10 餘名教師已與相關學校簽約，然當新任校長上任後，

原簽定之合約即刻失效，事發於突然，教師們就馬上失業了。教育培

訓部既不能管人力也不能管經費，又要對教育品質負責，對該部是一

個很大的難題。 
 
資料來源︰2016 年 11 月 15 日，giaoduc.edu.vn 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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