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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執行主編的話

執行主編的話

本期以政策與制度為主題，經嚴密的審查共選出六篇有主題相關的文章。第

一篇是由許全守教授與李光耀老師的文章，他們以文件分析 OECD 職場人力培

育的相關報告，如《為工作而學》、《超越學校的技能》，反思我國如何與國際

化接軌，最後建議技術型高中培育職場實務人才應有的作法，進而提升高層次技

術人力的培育。第二篇文章為蘇德祥督學所撰寫的高中（職）擴大免試入學方案

目標達成情形之意見調查研究。本就調查所得到的資料，分析比較相關社群對多

元入學不同升學管道達成目標的滿意度。結果發現擴大免試入學相對於其他入學

管道，是最能達成多項方案目標的入學方式。本研究的結果對行政主管單位未來

推動方案有相當的建設性。第三篇為林雍智先生所撰的文章，以學制變革觀點分

析日本九年一貫型「義務教育學校」的設立與爭議。日本自 2016 年開始實施的

九年一貫式之「義務教育學校」制度。本文以日本的制度為的探討主題，在學制

變革、整合師資培育制度、學校革新方向與確認學制變革的可能性等方面，有相

當的啟示性。第四篇文章由余曉雯與洪雯柔教授共同撰寫，以新現實主義理論之

視野探討德國當前中等教育階段的國際交流政策推動。本文的探討發現德國在目

前的國際情勢下，積極追求的是影響力的發揮，因而語言之推廣成為政策選擇的

利器。國際交流是近年來各國重視的議題，德國的經驗可以提供很好的參考。第

五篇以成功大學推動國際化的經驗為主軸，檢討英語教學面臨的問題以及改革的

可能。作者群包括鄒文莉、陳慧琴、高實玫及蔡美玲等教授。本文提出以全球競

合力取代英語能力為大學英語教育之革新。建議要以專業英語教學，專業科目英

語授課，並輔以跨文化溝通之生活實踐為大學英語教育主體的課程建置。第六篇

為蔡明學副研究員與黃建翔專員的研究，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主要、蒐集國民小

學校長對專業能力以及校務經營的看法，並以決策樹分析這些資料從中找出關鍵

的影響因素。分析結果發現，國小校長校務經營共有 12 種不同程度的路徑。本

文認為校務經營關鍵影響因素在於學生適性輔導與領導課程教學的工作執行。

淡江大學  教育學院  院長　張鈿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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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能順利出刊除了撰稿者的積極貢獻之外，在審稿與編輯期間亦投入不少

人力與心力，在此對所有參與的伙伴致萬分的謝意。

執行主編  張鈿富  謹識

2016 年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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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OECD 對技術人才培育之倡議

談技術型高中培育職場學習力

許全守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教授

李光耀 臺北市立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師

摘　要

本文基於先進科技產業高層次技術人力培育之發展取向，探討技術型高中奠

定核心基礎能力與作為。基於 OECD 自跨世紀以來關注職場人力培育，陸續提出

《為工作而學》和《超越學校的技能》的回顧報告，綜攬會員國之後期中等教育

和後中等教育之特點、劣勢與建議，凸顯先進國家因應國際化和高端科技之競爭，

後中等教育成為職場人力培育的平台，建構連結、銜接這一平台的進路，成為關

注的焦點。本文企圖透過文件分析，綜理 OECD 上述報告之意涵，反思我國面臨

高科技和國際化接軌之衝擊，技術型高中培育職場多元實務人才應有的思維。綜

上，獲致以下結論：（一）核心職能成為 VET 機構培育技術人力之基礎；（二）

學習力為培育高層次及異質人才之要件；（三）暢通、便捷參與 VET 機構之學習

進路，成為厚植職場經濟實力之優先工程；（四）營造產業合作交流機制，以靈

活反映產業訊息、彌補或提升多元專業師資之能量。相對地，研擬如下之建議：

（一）技術型高中宜以職場導向之核心職能發展育才課程；（二）技術型高中宜

對準群科之職場特質，為學生備妥職場之學習力；（三）校本位課程為技術型高

中實現適性揚才、營造辦學特色之根本；（四）簡化職場人員參與 VET 的要件，

以優化勞動人力品質。

關鍵詞：職能、超越學校的技能、高端科技、高層次技術人力

  
許全守電子郵件：hauchuan@ntnu.edu.tw

DOI  10.3966/18166504201609120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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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Developing Learning Ability on 
Workplace at Technical High Schools Based on the 

OECD-proposed Technician Training Program
Chuan-Shou Ha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Kuang-Yao Li
Teacher, Taipei Municipal Daan Vocational High School, Taipei City

Abstract
This study, through the document analysis, aims and intends to generalize, explain 

and interpret the meanings of the above-mentioned OECD reports to refl ect on what we 
should think and do to develop, educate and train multi-merit workforce at technical 
high schools in Taiwan, when facing the shock or impact of high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 In summary,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reached include that: 
(1) Core competence should be built and developed as the foundation for cultivating and 
developing technicians at various VET (Vocational Educational Training) organizations; 
(2) Learning ability on workplace should be the chief or basic requirement for developing 
high-level and diverse-multi-skilled talents or experts; (3) Smooth paths should be 
made or mapped out to access to or enter the learning programs at are reached VET 
organizations thus being adopted and implemented as priority strategy to advance and 
boost the economic power at workplace; (4) A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should be built to acutely and flexibly reflect industrial 
information, to complement or make up, or raise or elevate the energy of professional 
multi-tasked or skilled teachers or trainers. To echo the above suggestions, it is therefore 
proposed for making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1) Technical high schools be 
designed as career- or workplace-oriented with career development training as their 
core course; (2) Technical high schools should focus on the cluster subjects or divisions 
featured by workplace merits to improve or advance the learning ability on workplace 
of students to help prepare them ready for their future jobs; (3) School-based or focused 
curriculum should be so designed to reveal or show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 trait of 
technical high schools for developing and training suitable talents and technicians; (4) 
The main requirement should be simplified for workplace personnel to be admitted to 
enter or attend the VET programs to heighten the quality of labor workforce.

Keywords: competence, skills beyond school, high-end technologies, high-order 
workplace

  
Chuan-Shou Hau’s E-mail: hauchuan@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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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新世紀以來，培育優質職場人力成為先進國家關注的焦點，培育人力擴展朝

高層次技術人力（high-level workforce）和學習力之軟實力品質發展，厚植國家

的技術人力，提增國家之競爭力和就業率（OECD, 2014a）。誠如 Ram 與 Leake

（1995）倡議之「目標驅使學習」（goal-driven learning），關注學習個體之內在

意圖以驅動外在行為企圖（motivation, ambition）。Spencer 與 Spencer（1993）之《冰

山理論》，認為高層次能力是種內隱性的自我概念、特質與動機，這種由內而外

的學習驅力，成為個人職業生涯（以下簡稱職涯）成功發展之根源。依 Virginia 

Satir（1991）之《冰山理論》（Iceberg Theory），這是一種由內在隱性朝外顯具體

行為的作為，具主動積極的特質，成為發展多元、高層次能力不容忽視的學習力。

依國際勞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ILO）於 2012 年的《全球青年就業趨

勢》（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Youth）指出，先進國家的高失業率主要源自

低教育水平、低家庭收入或移民等，諸如澳洲、美國、德國與英國，且「未就業，

也未參與教育或訓練的尼克族」（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 NEET）

議題，揭示失學、未就業不僅影響個體之職涯，也將衝擊社會與勞動力市場。其

次，美國國會聯合經濟委員會（U.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JEC）在

2010 年《了解經濟失業的青年工人》（Understanding the Economy Unemployment 

among Young Workers）指出，國家培育人才未能順利轉入職場就業，對經濟和社

會產生之負面效應甚巨外，個人失業經驗而增加失業的風險，衍生個人和雇主內

在信心的動搖。再次驗證 Gregg（2001）提出的青年失業的心理狀態，稱之「疤痕

效應」（scarring effects）。研究亦指出，失業時間越長，專業能力符應職場需求

日愈不易（Mroz & Savage, 2006；Gregg & Tominey, 2005）。這些關注與論述，相

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s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於 2010 年提出《為工作而學》（Learning for Jobs）的回顧報告和 2014 年

提出《超越學校的技能》（Skills beyond School）的回顧報告，關注職業教育與

訓練（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VET）之對準產業需求，以培育學生能順

利就業外，中等教育後的 VET 機構是培育國家具國際競爭實力的組織，便捷參與

學習之進路和成人之繼續（終身）學習是成功厚植國家經濟實力的關鍵（OECD, 

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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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當前技術型高中的教育現象。依教育部（2013）指出，2013 年大學校院

在學人數 125 萬人，碩士畢業生達 6 萬人、博士近 4,000 人。這種學位的不斷推移

（即學士、碩士和博士），稀釋高等教育資源，也產生質量之質疑。因此，教育

並非無目標的跟著經濟擴張，就能促使經濟發展，應先確認經濟帶來的職場需求

與取向，再透過教育系統來實踐這一需求與建構其取徑（Fasih, 2008）。

綜上所知，本文企圖基於 OECD 的回顧《為工作而學》和《超越學校的技能》

回顧報告，以文件分析綜理先進國家對VET之重要作為，反思技術型高中之發展。

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有四：

一、綜理 OECD 之《為工作而學》和《超越學校的技能》意涵與價值。

二、探討 OECD 對先進國家之 VET 對優質人才培育之回顧與論述。

三、基於我國產業朝高端科技之取向，探討技術型高中因應高層次技術人力

之發展。

四、研提技術型高中培育職場學習力之芻議。

貳、OECD 學習的倡議與調變

OECD 早自 1970 年代起，將終身學習視為全民教育的重要政策，強調結合教

育與訓練的功能，滿足個人在生涯與職涯的有意義學習，旨在促進、豐富化個人

的知識、技能，藉以促進社會與經濟的發展（OECD, 1996）。當 1990 年代資訊與

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崛起與蓬勃發展，帶

動產業科技的自動化、系統化與網路化，職場人才需求的多元，助長學用落差日

愈嚴重，OECD 繼而倡議《為工作而學》，強調後期中等教育（upper secondary）

的 VET，其課程設計應對準職場的工作內容（OECD, 2009），頗有呼應美國於

1995 年的《學校到職場之轉銜法案》（School to Work Transition Act）之意義外，

延續重視核心職能（core competences），並視為學校課程發展的首要工程，具有

職場與課程相互呼應的現象。自金融海嘯以來，世界經濟瀕臨崩潰，致使各國失

業率持續上升，遂有先進國家無不以培育優質勞動力，視為是經濟復甦與重拾競

爭力的關鍵（OECD，2009）。誠如OECD在 2011年推動《超越學校的技能》計畫，

回顧各會員國提供後中等教育（post-secondary）之 VET 進路與調變彈性（OECD, 

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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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OECD「為工作而學」與「超越學校的技能」之意涵

（一）《為工作而學》之意義

基於知識經濟、資訊與通訊科技蓬勃發展，勞力密集的產業漸趨萎縮，資

訊與技術密集的產業急增，職場人才需求變遷快速，且朝高等教育發展，依美國

1990 年《柏金斯職業及應用科技教育法》（Carl D. Perkins Vocational and Applied 

Technology Education Act）之後，有關生涯教育、技術與職業教育、技術教育

（career,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technical education）稱為生涯與技術教育（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CTE），後期中等教育以 16 個職群對準職場，強化學術、

職業能力之準備，透過二年制社區學院，培育國家勞動人力（Dortch, 2014）。誠

如 OECD 呼籲《為工作而學》，於 2007 年至 2009 年回顧 17 個會員國之 VET 制

度與政策，旨在呼籲對準職場需求培育人才，縮小學習內容和職場需求內容之間

的落差，強調以核心職能作為轉銜職場，擔任初任工作的基礎，以滿足經濟及產

業的需求，建立學生借重職場經驗，由廠內或參與廠外之學習，深化為優質之高

層次技術人力。

OECD 在回顧報告的總結中，呼籲重視 VET 對國家提升經濟競實力，和降低

失業率的重要，是一不容忽視公共投資。面臨 21 世紀的挑戰，對學生的未來職涯

發展所需之能力，充滿迅速調變和異質之需求特質，除在工作崗位的深化能力外，

終身學習之觀念必須建立，以借助持續參與學習提升個人的調適能力，才能維繫

穩健的職涯進展（OECD, 2009）。

OECD 認為《為工作而學》的學習內涵需作調變，其因應策略建議如下：教

導學生以核心技能，培養因應適應職涯變遷的能力，足以應付彈性調變、適應職

涯變遷的能力；需提供整合性 VET 課程，確保學生、用人單位的需求；在輔導上

獲得足夠的資源，為學生做生涯指導，且在關鍵決策點上，需作一對一的輔導。

需求具備專業能力與熟悉現代職場的教師，為學生或學員在職場上需要時，能隨

時提供協助。並提供透明的職業教育與培訓系統之相關資訊，且要能有效連結到

勞動力市場。必要時建立與實施有配套措施資歷架構等（OECD, 2009）。

綜上所述，OECD 關注 VET 培育畢業生具備初任職場工作，需要符應勞動

力市場的需求，正視學習內涵與工作世界落差的危機。VET 在對準職場需求培育

人才，提供青年準備就業之能力、教師須作職業輔導與專業能力的提升、掌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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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場所的學習，並提供兼顧雇主、工會和學生的利益，以確保職業課程的內容符

合職場、學生，以及符應產業需求，成為不容忽視的一環（Wheelahan & Moodie, 

2011）。另外，亦須強化與建立國家層級勞動力市場的資訊平臺，聚焦進入勞動

力市場的學習之外，尚須培養系列職業生涯和認知能力，維持其學習能力，以因

應與適應不斷變化的就業和職業之需求（OECD, 2009）。

（二）《超越學校的技能》之意義

OECD（2014b）基於產業朝向知識經濟，需求技術創新與服務產業的背景驅

力，倡議職場高層次技術人力之培育，進而提出《超越學校的技能》之倡議，呼

籲會員國應提供更多元、便捷的路徑，以鼓勵完成中等教育之青年或現職勞工之

參與更高層級的 VET，助益掌握專業技能的活力，邁向符應發展職場高層次技術

人力和成功職涯之需求。OECD 於 2014 年的《超越學校的技能綜合報告》中，認

為完成技術型高中後的 VET 在國家技能系統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未來世界是

平的、大的，動態的，且具關鍵的重要性（OECD, 2014b）。在這份報告中，並提

出完成技術型高中後的職業教育和訓練，應包括：學生需準備特別的職業或事業，

其超出高中水平的課程和資格，而且通常需要至少六個月全職的準備。更高級的

職業資格，須具備專業的學士學位，而高層次技術人力培育的對象包括離校生、

職涯轉換者、二度就業者等，以支持其重返勞動力市場。

OECD 在《超越學校的技能》綜合報告中提及在 20 個會員國中，呼籲共同

關注青年和職場勞工參與 VET 的進路和便易性，強調參與完成技術型高中後所

提供的 VET 計畫，是國家培育高端科技人力資格（qualification）技術人力的重

要一環。諸如奧地利、德國和瑞士等三國之強調學徒計畫，具有「德國氛圍」

（germanophone）的 VET 計畫，以建置高層次、異質且優質的人力。

高端科技人力資格對國家職業教育的生態系統（ecosystem）有三重要性，其

一有助於追求選擇更高層級的職業教育、專業教育或進入應用科大研究；其二提

供一到兩年的職涯準備的專業教育，使具專業、技術和管理的工作取向；最後，

培養高端科技人力之資格，使其具獨立和自我職務運作的能力。這與歐盟 27 個國

家預估 2010-2020 年，將有近三分之二「技術人員和助理專業人員」的工作機會，

均強調後中等教育的 VET 是一樣的（OECD, 2014b）。

綜上所知，從 OECD 關注 VET 的《超越學校的技能》之呼籲，勾勒出 VET

之職場人力培育績效，由接軌就業走向關注符應雇主和職場需求之基礎專業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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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學生準備具順利銜接職場就業的核心職能。厚植青年或成人的學習力和多元

專業能力，VET 成為世界各國無不關注的一環。借助 ICT 與網際網路之發達與有

效應用，提供豐富的學習資源，促使全民終身學習更易於落實。關注職場因科技

變遷而轉變，對準職場培育技術人力或提供更多元、便捷簡易之學習進路，鼓勵

參與學習或培育高層級專業人力，成為 VET 不容忽視的課題。

二、價值與啟示

OECD 最先以終身學習提出全民《學會學習》（Fredriksson & Hoskins, 

2007），激勵人民終身學習提升學習能力，促進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學校教育

扮演提供核心能力的角色，使個人具備進入勞動力市場的技能，並擁有終身學

習的學習力，學習專業技能、適應與豐富化生活（Fasih, 2008）。然而應用於職

場的知識、技能的組合，科研實證困難且很少，甚至依然停留在表面的數字陳述

（OECD, 2011）。誠如 OECD 於 2007 至 2014 年提出之《為工作而學》與《超越

學校的技能》倡議，其關注重點與價值意涵，探討如下： 

（一）《為工作而學》關注銜接職場之核心職能價值

OECD 之《為工作而學》回顧，呼籲以核心職能對準職場初任工作的人才

培育，強調借重核心職能，提升職場經驗與廠內、廠外的學習，深化專業能力

而邁向高端專業能力，發展成功職涯之歷程，蘊含著終身學習的多元、正式、非

正式之學習。OECD 倡議的這一價值，相較歐盟和澳洲之倡議建立國家資歷架構

（National Qulitification Fromwork, NQF），藉由資歷架構建立學歷與職場經歷的

基準和認證，營造終身學習機制，鼓勵終身學習，以因應科技變遷對產業、職場

需求人才的質變（OECD, 2007）。相對地，OECD 之《為工作而學》於 2007-2010

年回顧了 17 個會員國的 VET 制度，針對成本效益、品質、政策支持與評鑑、經

濟衰退對 VET 的影響及職涯輔導等，獲致以下之啟示（OECD, 2010）：

1. VET 需要改進升級

證實各國重視高端人力培育的重要性，但 VET 機制的基礎建設，包括課程、

實施的培訓內容、獲得職能的途徑和資歷之決策和建議，政策仍有努力空間。

2. VET 應提供適切的技能組合

提供銜接機制的學習力，包括普通學科能力或專業領域技能，前者是作為學

生彈性調變、適應職涯變遷的能力，後者是順利轉銜職場，獲得初任工作、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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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職涯的要件。

3. VET 需要教好

業師提供良好的技術與現場經驗，常缺乏教學技巧，而稱職且勝任的學校師

資，常欠缺職場經驗或精熟不足。鼓勵靈活招聘和兼職教師，但教學方法，需要

不斷提升與磨合。

4. VET 應在適切的場所實施

職場培訓具有為工作世界的人才準備，裨益招募和轉銜接軌職場的效益。然

而有些技能較適合校園學習，諸如危險性任務、太特殊、狹隘技能。

5. 社會夥伴合作是促進計畫調變的要件。

藉學徒凸顯職場和計畫之徵兆與效益，建立業界社會夥伴，確保學校教學與

職場培訓之連結。

（二）《超越學校的技能》關注培育高層次人才之進路價值

近幾年各國經濟復甦，掀起先進國家加速經濟發展，以解決產業停滯與社會

問題。全球化經濟競爭，產業服務業化，除了專業技術的硬技能（hard skills），

高層次能力的獲取，例如與人溝通、團隊合作等的軟實力（soft skills），將是下

一波學習的關鍵。因此，美國《21 世紀的學習》（Partner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 

Skills, 2010）與日本《社會人基礎力》（經濟産業省，2011），提出職涯發展，可

繼續學習的職場核心能力。Na（2009）認為雇主將專業的技能與知識視為硬技能，

是初任的基本條件，更希望擁有軟實力的工作者，在職場上發揮與他人工作、問

題解決或自我促進的持續進步。換言之，軟實力是適應和積極的能力，個人需要

不斷的學習，累積經驗，才能有效地處理職場與日常生活中的問題。

OECD（2013）回顧 VET，揭示知識經濟與技術發展的背景，學習的調變應

關注高中後，朝向更高層次的資格（higher-level qualifications）與專業職業教育

與訓練（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的發展。相對而言，高中教育階段必

須以《超越學校的技能》為理念，奠定學習基礎，作為進入職場學習（workplace 

learning）或進修的基本能力。 

本研究從 OECD 關注 VET 的倡議，彙整如表 1。分析其目的：OECD 基於

知識經濟與 ICT，產業掀起服務化製造與創新的競爭活動，倡議 VET 因應變遷，

朝向高層次技術人力機制的新作為。分析其內涵，為聚焦職能的學習，進一步關

注職場的繼續學習力。《為工作而學》針對職場能力的對準，提出資歷架構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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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其標準維繫於彼此信任與強調實現能力，是資格認證的過程，不容易聚焦

（Wheelahan & Moodie, 2011）。因此，OECD 進一步提出《超越學校的技能》，

建議 VET 規劃彈性、多元的進路機制，以因應職場與個人的不同需求，並強調職

場學習的重要性，闡述做中學與資格認證的差異（OECD, 2014b）。

表 1　OECD 關注之意涵

《為工作而學》 《超越學校的技能》

目的 對準職場能力 培育高層次技術人力

學習的內涵 有效的學習：職場核心能力
職場的學習力：強調普通能力和專業

能力是培育高層次技術人力之基礎

人才培育策略 形塑職能，提供靈活、簡易的參與學習路徑

參、先進國家的高層次技術人力培育

基於《超越學校的技能》的回顧報告，分別對美國（Kuczera & Field, 

2013）、德國（Fazekas & Field, 2013）和英國（Musset & Field, 2013）之《超越學

校的技能》回顧結果，針對優勢、挑戰和建議，提出如下之評論： 

一、優勢與挑戰：教育體制完善，符合高層次技術人力培育進路，但

銜接職場的職能、資訊與機制，有賴價值共識作為政策的支持

分析高層次技術人力培育機制的優勢，美國高中以上的教育水平整齊，且綜

合高中與社區學院的發展成熟；英國以擴充教育學院（Further Education），且

英國就業與技能委員會（The UK Commission for Employment and Skills），由企

業、政府及民間社會代表所組成，有助於勞動市場資訊的提供；德國有技職學校

（Fachschulen）已建立教育基礎，且社會普遍認同職業的地位，學徒制已建立良

好的職場接軌。OECD 提出高層次技術人力培育的挑戰如表 2，顯示先進國家的高

中基礎教育普及、中等學歷亦足，但朝向發展更高層級資格與更專業的職業教育

與訓練，與銜接職場的基本能力仍有不足，或資歷架構的重疊與轉換方式複雜，

因而模糊職能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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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二、建議與策略：VET 機制應具有彈性、互動、持續更新，須由國

家通盤考量，建立職場資訊溝通平臺

從美國、德國與英國的因應高層次技術人力培育機制的策略如表 2，分析美國

重視學習的輸入與輸出，透過學習評量、職涯評估與計畫管考，控管人才培育的

質量；英國與德國均有資歷架構，但隨著技術進步與職場人力多元，學習與職場

應用愈受關注，其架構的共識，有賴法規與政策的支持。另一方面，分析先進國

家的高端人力培育策略，有關 VET 的技能認證與師資牽涉產業雇主，需求更多的

彈性，必須由國家主導，以經濟發展建設與產業雇主的通盤考量，達促進職場接

軌之效應。

綜合上述，OECD 基於《為工作而學》和《超越學校的技能》的 VET 政策回

顧，提出 VET 進路機制的政策性建議（OECD, 2015）：

1. 課程的內涵：彈性與多元，以因應不同學習的方式、不同程度或吸引不同

需要的學生。

2. VET 的質量：職場學習的有效，由產學合作，形成滾動式的發展系統；業

師提供經驗與技術的互動，與學校教師成為夥伴關係，具有職場資訊互惠的價值。

3. VET 的評估：資格的價值有賴共識與維護；須先有職場必備的知識與技能，

才能構成資格，非透過單一評量，涵蓋所有資格。

4. VET 的支持：建構產官學整合平臺，使職場資訊透明公開，支援學校教育

與輔導內涵。

表 2　OECD 依回顧《超越學校的技能》結果對先進國家提出的挑戰、

　　    建議與策略

美　國 英　國 德　國

挑戰 1. 學生的基本能力不足

2. 學生的教育選擇，不

確定性高

3. 資金足，但風險相對

地高

1. 關注後期中等教育之提升技能

策略

2. 現行資歷架構資格的重疊且認

證複雜

3. 開創有效、多樣的職場學習

4. 關注師資教學專業與實務經驗

1. 高等教育參與率低

2. 職業教育投資少

3. 師資的靈活度較弱

4. 資格的代表性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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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英　國 德　國

建議 1. 加強基本能力評估

2. 強化職場學習與職涯

指導

3. 關注質量保證的追蹤

與認證

1. 加強國家主導技能發展策略

2. 充分授權，因地制宜的資歷架

構修正

3. 職場訓練宜法規化

4. 師資培育之改革

1. 資歷的轉移

2. 外部激勵

3. 鼓勵業師

4. 標準更新、價值的

證據

肆、技術型高中的人才培育

我國人才培育面臨全球化競爭與國內情勢的變化（監察院，2010，2013；教

育部，2013），對高學歷化、失業、經濟競爭低落等問題的議論，雖然各立場均

提出一針見血的策略，卻也凸顯產、官、學多頭馬車的現象，有著使力點上的茫

然，以及人才培育持續失衡的議題出現。從 OECD《為工作而學》和《超越學校

的技能》之意涵，建議學習者更高級別的資歷與專業教育與訓練固然重要，先進

國家針對既有 VET 資源與願景的回應，除了關注技術型高中後的人才培育，也顯

示 VET 的人才培育機制，聚焦產業多元人力需求，仰賴不同立場的價值共識，建

立有效的管理組織與資訊平臺。因此，本文經過 OECD 的人才培育文件分析，論

述我國技術高中人才培育之取徑：

一、我國人才培育的現況

（一）人才培育規劃趕不上變化

我國人才培育的優勢，即技職教育與經濟發展的相輔相成，能配合國家經濟

趨勢，調整學制各階段的內涵（教育部，2014）。但過去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自 1965 年起，依據國家經濟建設，整合政府相關資源後研提出系列的「人力發

展計畫」（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3）。首先，在「新世紀第二期人力發展

計畫（2005-2008）」後，因應各部會人力發展規劃已成熟，即停止辦理，顯示職

場人力培育與接軌，缺乏跨部會整合政策的主導。其次，在 2006 年提出「我國

表 2　OECD 依回顧《超越學校的技能》結果對先進國家提出的挑戰、

　　    建議與策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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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15 年科技人力供需分析」，針對「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轉換

為學門別分類，導出教育供給需求人數。但 2008 年金融海嘯後，近年來，高等教

育錄取率攀升與技職教育「輕技術、重學術」的結果，導致人才供需失衡現象（張

國保、徐明珠，2008）。監察院（2010）曾就技職教育水準與增強就業能力進行

調查，認為技職校院的過度開放，且發展目標與普通大學愈趨相近，又有高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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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吳惠林與王怡修（2006）探討技職體系學生多，何以同時面臨產業缺工與勞力

過剩的問題？其原因可能是，技職體系人才培育未符廠商之需求，抑或是高等教

育擴張，致使文憑稀釋。是以，人才培育政策，除了數量的增加之外，在質量的

發展、勞動市場運用情況等議題上亦值得關注的。

（二）銜接產業人力之挑戰

我國的教育年數長，卻無法展現在其生產力上，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而

非一味地配合勞動市場之需求（推估）。比起第一波的農林漁牧業、第二波工業

與服務生產業、第三波資訊產業，現已進入第四波的知識經濟時代，以腦力與創

意為基礎，優質人力的培育，儼然成為經濟發展的關鍵課題（行政院經濟建設委

員會，2010）。當前產業服務化，品質與顧客端需求為主要競爭，帶動工商產業

朝向高附加價值的需求大增。教育部將於 107 年結合生產力 4.0 方案，推動技職

再造計畫第三期，以「創意自造」的創新、創客（Maker）教育，落實技職教育

「務實致用」之核心價值，推動新一波職場人才接軌（教育部電子報，2015）。

然而我國產業結構，中小企業占全體企業家數的 97.64％，受僱者占總受僱人數的

72.40％（經濟部，2014）。雖然中小企業的結構與體質，因服務業已經逐漸轉變，

但從 100 年普查總報告（行政院主計處，2015）中小企業為各產業主力，牽動就

業人口，影響人才培育的人力出口（趙文衡，2003；經濟部，2014）。因此，政

府應扶植、健全中小企業發展，主因中小企業難有職訓的規模，且我國中小企業

經濟規模小，資源、人力不足，投入研發經費相對較少，其存活率一般低於大型

企業（經濟部，2014；行政院主計處，2015），是穩定就業的隱憂。顯示我國人

才培育的職場接軌議題，中小企業結構與職涯健全的議題是不容忽視的。

過去勞力密集的時代，單位行業的職能可順利接軌職涯，但技術密集與知識

經濟的時代，需求品質與創新的經濟競爭，個人需要投資職涯的教育與訓練。當

今產業服務化，加上我國中小企業結構的特性，多元與多變的人才需求，已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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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教育與個人的嚴峻的考驗。誠如英國教育部委託倫敦大學教育系艾倫．渥夫

教授（Alison Wolf）進行職業教育政策評估，於 2011 年出版《職業教育的回顧：

渥夫報告》（Review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Wolf Report），職業教育不能停

留在勞動力市場的數字意義，建議提供實質的職場核心能力與進修管道，以適應

職涯的需求（Wolf, 2011）。綜上所述，我國產業結構，屬於中小企業之特質，職

場人才需求多元，不易聚焦。教育部於 2010年提出技職教育再造方案與第二期（教

育部，2013），透過更新教學設備、實務增能、開設產業專班等策略，縮短學用

落差，並規劃第三期程再造方案，朝產業學院建置職場接軌機制（教育部電子報，

2015），與 OECD 回應多元人才與技術變遷，倡議《超越學校的技能》之政策概

念相符。回顧《為工作而學》和《超越學校的技能》以職場核心能力建立不同立

場的共識基準，提供差異化課程，其彈性進路的學習取徑，實為我國中小企業產

業結構，與高層次技術人力培育之參採。

二、技術型高中對高層次技術人力培育之取徑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

ization, UNESCO）提出職業教育和訓練需要一個以人為中心的新發展模式

（UNESCO, 2012）。VET 政策必須同時考量及時與職涯需求：一方面，技能形成

必須對應個人和產業的迫切需要。政府的重要挑戰，是確保技能系統，可作為失

業者的支持，並透過有效的培訓，恢復和可持續就業能力的增長；另一方面，技

能政策必須著眼於未來，能依未來勞動力所需的技能應變（OECD, 2011）。誠如

OECD 的《超越學校的技能》已成為美國、德國與英國的戮力發展方向，本文從

其高層次技術人力之願景工程，探討我國技術型高中教育之取徑：

（一）技術型高中以職場核心能力形塑高層次技術人力

因應經濟發展的改變，勞動力的特質也跟著改變。Casner-Lotto 與 Barrington

（2006）分析職場雇主的觀點，基本知能（basic knowledge/skills）源自閱讀、語

文、數學和科學之素養，仍然是新進者的必備要素。顯示基礎知識的不足，影響

生活或工作上的問題解決能力。另一方面，職務因為知識經濟與 ICT 的進步，單

一職能的工作需求下降。工作趨於複雜，重視職場上的個人特質發揮，諸如人際

關係與問題解決的技巧，成為職場核心能力之一（Voogt & Pareja Roblin, 2012；

OECD, 2013）。例如美國《21 世紀的學習》提出學習與創新技能，包括：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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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溝通、合作、與創造力的技能，已成為個人與職場的技能；英國在關鍵

技能支援計畫（Key Skills Support Programme），認為技能是教育關鍵階段 3、

階段 4 和後 16 歲教育與訓練課程的改革焦點，終身學習品質改進署（Quality 

Improvement Agency, QIA）針對「關鍵技能支援計畫」提出四項提議，支持學校以

滿足需求的技能（QIA, 2008），包括：1. 關鍵技能；2. 功能技能；3. 個人的學習

思維技能；4. 生活技能。此與美國勞工部就業與訓練局（Employment and Training 

Administration, ETA）描述個人最基礎的能力，如人際關係的技能（interpersonal 

skills）、誠正（integrity）、專業精神（professionalism）、主動積極、可靠與可信

（dependability and reliability）與學習意願（willingness to learn）（CareerOneStop, 

2013）的層級與內涵相同，凸顯職場核心能力的重要性。

綜上所述，產業人力靈活調動和個人流動性之強化固然重要，建立人才培育

的共同價值、遵循的依據成為關鍵工程，否則遑論實現產官學的整合，致使職場

人才培育持續地對準失焦。誠如 OECD《超越學校的技能》、美國《21 世紀的學

習》、日本《社會人基礎力》及英國《職業教育的回顧：渥夫報告》等，建議核

心職能是滿足雇主期望新進人才之最基本需求，也是學校育才所需提供畢業學生

的能力，助益學生得於順利就業，並據以藉實際工作經驗，發展、專研公司之專

業能力，扮演稱職且成功的達人（許全守、李光耀，2013）。高層次技術人力培

育之願景，雖與過去強調終身學習之能力元素，諸如個人學習態度與認知技能等，

但學習內涵更強調靈活應用於職場之能力。因此，我國技術型高中教育之取徑。

可就高層次技術人力特質，就專業理論與實習課程轉化，如專題製作的課程教學，

藉由任務引發學生設立問題目標、發現、解決與體會，內化職場所需的個人特質。

（二）依中小企業的多元人力特質發展差異化課程

OECD（2011）界定後中等教育的 VET，對「技能」（skills）和「職能」

（competence）的概念，為知識、特質和能力，使個人能成功於職場和執行一項

活動或任務，無論是廣義或狹義，都是可以透過學習而塑造、延伸至職場、擴展

到生（職）涯。但由於失業的畢業生和僱用單位同時存在，同時雇主較難察覺員

工就業所需知識和技能（Barnett, 2011）。縱使有工作機會，初入職場的勞動力缺

乏成功的技能（Casner-Lotto & Barrington, 2006）。2014 中小企業白皮書（經濟

部，2014）顯示我國產業以中小企業為主，受僱者佔總受僱人數的 72.40％。以

我國機械產業為例，機械產業製造廠商達 2 萬家以上，從業員工數占整體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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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7.3％，有九成以上是員工人數 30 人以下的業者（陳志斌，2011）。再從經濟

部（2015）機械關鍵職缺的需求調查，因應智慧製造及製造業服務化的趨勢，學

歷為基本門檻，有關機械、製造、電控與品管等工程師，皆需求工作年資 1 年以

上，且招募困難。針對技專校院課程，認為國內產業以中小企業為主，產業聚落

人才需求因分工結構完整而重視專業之專精、多元與獨特的特質，技專校院的課

程應朝向特定專精領域之發展方向，以符應產業導向之職能需求（許全守、陳順

同，2009）。以 Norton 倡議的 DACUM（Development A Curriculum）發展課程的

職能分析，其基本理念是：「再也沒有任何人能比得上成功於職場的當事者，更

能清楚明確的說明自己的工作內容」（Norton, 1984，許全守、李隆盛、張良德，

2011）。因此，為落實技術型高中朝向高層次技術人力培育，考量中小企業的多

元人力特質，職能分析為規劃課程之前導工程。

綜上所述，我國產業結構以中小企業為主，從先進國家描述職能的術語，以

技能為要素，職業為領域、範圍，可形塑如美國 ETA 職能模組（CareerOneStop, 

2013），建立人才培育的共識基準，供不同產業技術與雇主需求篩選。技能

是組成從事特定職業或職場工作資格的要素，存有濃厚職業能耐（vocational 

competency）或職場核心能力（competence）的意涵，為多元的專業能力和個人的

人格特質、態度之綜效行為表現；為從事某項職業所必須具備的多種能力的組合

（Hellriegel, Jackson, & Slocum, 2001）；而就業能力是指獲得工作與做好工作的能

力（Harvey, Locke, & Morey, 2002）。雖然皆描述能力在職場上的表現，卻有不同

職場需求的差異。故而，分析我國中小企業人力需求多元，須以職能接軌職場人

才需求，應考量教育重能力之學習效益，以滿足產業重職能之經濟效益之不同。

因此，我國技術型高中的人才培育之取徑，應關注職場核心能力之發展，藉由產

官學的共識平臺機制，汲取有利學校特色發展之課程與教學的內涵。

伍、結論與建議

經由 OECD、歐盟對美、英、德和澳等關注學用落差和失業率之探討分析，

體認經濟實力源自人才的素質，凸顯倡議 VET 對準職場，培育優質人才是一普遍

認同的價值。當先進國家因科技變遷和網路資訊發達，造就了各行各業邁向高端

科技、多元與差異的競爭產業特質，核心職能成為VET課程發展之基礎，相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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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社會夥伴與產業合作交流機制，成為政府釐訂接軌產業需求之政策、VET 機

構經營和稱職師資培育，不容忽視的要件。

綜上所知，本文基於 OECD 對會員國之《為工作而學》和《超越學校的技能》

回顧及有關文章的理念與價值，綜理如下之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一）核心職能成為 VET 機構培育技術人力之基礎

面對先進產業之中小企業和人力結構需求多元，技術型高中處於升學與就業

兼顧，學生不利於基礎能力之特質，產業導向核心職能成為校本課程，有效幫助

學生成功學習的關鍵，也是學校辦學獨領風騷，建立特色辦學之啟航工程和契機。

技術型高中經由核心職能引導進入高等教育機構，培育先進科技之技術人力，或

幫助學生準備轉銜職場，獲得初任工作之能力，藉便捷之繼續學習進路，以核心

職能奠定基礎，達縮短學用落差和降低失業率之效。

（二）學習力為培育高層次及異質人才之要件

後期中等教育之 VET，應幫助學生完成若干普通學科和專業學科之學習，前

者是作為學生彈性調變、適應職涯變遷的能力，後者是順利轉銜職場，獲得初任

工作、邁向成功職涯的關鍵，但卻是一直停留在欠缺科研或實證之爭議層次。然

而，因應科技變革，高端科技、異質之中小企業，需求人力取向多元且量少是一

事實，後期中等教育之 VET，提供適切組合之普通學科和專業學科，厚植學生之

學習力，成為 OECD 回顧報告的重要啟示。

（三）暢通、便捷參與 VET 機構之學習進路，成為厚植職場經濟實力之優先

工程

因應全球化經濟競爭，衍生創新技術與服務業的職場，顯示職場能力需求多

元與變遷快速，高層次技術人力為優質人才之取向，軟實力成為高端先進技術之

核心內容與價值，已為先進國家關注經濟優勢的關鍵議題。從 OECD 隨著經濟與

社會的時空變遷，呼籲內涵從鼓勵參與、有效對準到超越學校之便捷進路的學習，

VET 已不能侷限於幫助學生取得一份職業，而是提供更多元的進路，鼓勵和滿足

完成中等教育之青年和職場之成人，經由簡易、便捷的進路陸續地參與學習，整

合職場之專業經驗，提升與形塑成功、稱職的高端優質技術人力，厚植國家經濟

實力與國際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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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營造產業合作交流機制，以靈活反映產業訊息、彌補或提升多元專業

師資之能量

因應全球產業朝高端、先進且異質的取向，既使先進國家之產業規模也走向

中小企業擁有八成產業結構，VET 機構不僅隨時要反映產業需求的訊息，也須落

實地將產業的高端、先進技術且異質的取向，透過諸如契約式、合作交流等方式，

納為提升學生學習品質和教師教學知能的機制與管道，靈活運用產業場域之資源

與招聘兼職師資，為企業和學生營造更能對準接軌的育才管道。

二、建議

（一）技術型高中宜以職場導向之核心職能發展育才課程

核心職能是對準職場需求，發展培育初任人才課程之基石，具鑑別效度之核

心職能成為課程發展之首要工程。基此，既稱職（鑑別職業或工作的典範代表）

且勝任（能在參與職能分析過程，描述讓與會成員了解的內容）的職能分析委員

代表，成為鑑別核心職能之效度的根本。發展技術型高中群科之核心職能，端賴

職場雇主和工作者代表的參與發展，相對地，研究者或主其事者須基於學術專業

的倫理，嚴選足以代表該工作的參與者，透過職能分析發展核心職能，應關注群

科之核心職能有別於個人或機關、公司之關鍵或核心職能、競爭力和核心價值。

（二）技術型高中宜對準群科之職場特質，為學生備妥職場之學習力

面對先進科技和產業變遷之衝擊，普通學科與專業學科之適切組合課程，成

為培育優質技術人力不容忽視的基礎與價值。基於《超越學校的技能》建議機制

的有效學習，人才培育依據群科和學生特質，發展屬於該群科職場的應備能力，

有別於普通高中之學科能力，一般科目如英文，聚焦該產業英文之需求，提供餐

飲觀光英文、機械群數學等，與職場實務有關或有益於繼續進修的學習，再透過

教學與評量的啟發，深化學生產業學習需求之學習力，而非升學考試的能力。

（三）校本位課程為技術型高中實現適性揚才、營造辦學特色之根本

技術型高中課程因地區、資源與學生屬性差異，應落實學校本位課程規劃研

究，形塑因地制宜的特色辦學。建議除了升學以外，藉由校本位課程規劃，依據

地區資源、產業特性等，轉化雇主導向的職場核心能力課程，發展升學取向與就

業取向之校本位課程。進一步的研究建議，透過職能分析，經由相對重要性的分

析，形塑升學取向與就業取向的課程，凸顯職能的優先順序與職場關注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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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發揮校本位課程的特色。

（四）簡化職場人員參與 VET 的要件，以優化勞動人力品質

綜觀國內技職教育體系，具有直通的、普及的升學進路和空間，是否能營造

順遂的職涯，由 OECD 之《超越學校的技能》回顧，對先進國家提出的挑戰、建

議與策略，建構便捷的 VET 進路，成為培育優質、高層次人才呼籲的重點。技職

體系之僵硬制度，緊緊被學制規範所綁住，不僅忽視職場經驗、欠缺肯定職場價

值，即使有暢通的學制與制度，卻無法營造持續參與學習之機制，以因應經濟與

技術發展，及多元職場能力需求。宜打破學制與制度之籓籬，建立簡易、便捷的

進修管道及培訓機制，鼓勵雇主和勞動人力之措施，促進持續參與校園學習，提

升勞動力品質、厚植勞動力之競爭實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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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九年一貫型「義務教育學校」的

設立與爭議：學制變革觀點

林雍智 臺北市立大學教育行政與評鑑研究所助理

摘　要

教育制度係為在教育組織或作用上，受社會所公認之系統。其中，學制、學

期制度與教育行政制度更被認為是構成整體教育系統之基礎架構制度。由於制度

本身的不易變動特質，因此牽涉到制度變革的教改方案，往往會引發議論，成為

要使改革成功必須突破的關鍵。本文主旨，即在於就學制變革之觀點，援引日本

合併現行中小學，自 2016 年開始實施的九年一貫式之「義務教育學校」制度案例

進行論述。本文以分析日本相關文獻，對義務教育學校之定義、導入背景、制度

內涵進行探究，再經由闡述當前試辦狀況與三種實際上之實施型態，以學制變革

之觀點探究並分析其引發之爭議與課題焦點。最後在研究結論上，本文提出探究

學制變革、整合師資培育制度、驅動學校革新方向與確認學制變革空間之四項啟

示，期能作為我國學制改革研議上的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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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ducation institution is a recognized system by the society as its functions 

on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or action. Among them, school system, semester system, 
and the system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have been considered to constitute the 
infrastructure of the system as fundamental frames. Since the nature of the system itself 
is not easy to change, educational reform projects that involve system change were often 
leading to debates and became the key to successful reform. Therefore, by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viewpoint of the possibility 
of changing school systems, citing the Japan “Grade 1-9 integrated type” compulsory 
education school case implemented by law since 2016.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analysis of debated issues and focused subjects by exploring its defi nitions, implement 
background, institutional connotations, and ends with the discussion of possibilities of 
changing school system by describing the current condition and three patterns of grade 1-9 
integrated schools. Finally, based on these discussed above issues , this article proposes 
four key revelations as a reference for Taiwan authorities to deliberate on the reform of 
the school system.

Keywords: Japan education, grade 1-9 integrated, compulsory education school, school 
system, school conso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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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育制度」係為在教育相關的組織或作用上，受社會所公認之系統。依照

制度之創設、確立及擴充等原理，近代以來所發展出的學制、學期制度與教育行

政制度等教育制度，被認為是構成整體教育系統的基礎架構（林雍智，2015；文

部省，1992）。一個國家要推展教育，首先必須制定符合其歷史、文化、政經與

社會發展的系統性學制，其次設定區分學年的學期，再建構推行各項教育政策的

教育行政組織，以滿足國家及國民在基本受教權與教育過程中之需求。這三項制

度的制定，會因各國本身的背景狀況而異，也需與他國系統對照，以求與國際接

軌。然而，由於制度本身帶有不易變動的特質，且會隨著社會發展成為國民的日

常生活慣行，因此若教育改革需涉及制度之調整，則改革過程中經常會引發持積

極改革意見者、以及主張尊重現行制度者間的熱議，能否變革制度，也就變成為

改革者為使改革成功所必須突破的關鍵。

以學制（school system）為例，我國現行學制乃是沿用 1922 年制定的壬戌學

制而來，該學制雖是仿效美國 6-3-3 學制之精神與參考當時社會情勢所制定出的產

物，但我國迄今除推行九年國教（1968）、十二年基本國教（2014）以及因為時

代所需，在中等教育（國中、高中）階段推動完全中學與綜合中學方式、擴大高

中學生選擇學校就讀的機會外，其主軸皆朝符合 6-3-3 制度之單軌制精神發展迄今

（吳清山，2013）。因而對我國而言，在各項教改方案中，學制之變革是我國我

國較少嘗試與挑戰的部分，特別是學制之中的各教育階段的修業年限，迄今仍保

持 6-3-3 制度，並未進行調整。

與我國教育發展相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亦仿照美國 6-3-3 學制，進行新式

教育改造的日本，由於戰後的社會發展以經濟復甦為優先，因此該階段的教育發

展，採行安定與保守的態度，此一現象要至 1984 年成立「臨時教育審議會」展開

教育改革才被打破（播本秀史，2016；Schoppa, 2007）。當教改進入九○年代後，

日本在政治經濟的急速變化下，一轉原有的教育理念，開始導入在西方國家倡行

之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式思維，朝向績效目標導向、學力導向的方向進行

教改（林雍智，2014；Jones, 2011）。此時提出或試行的許多教改方案，開始挑戰

了二次戰後以來定型的教育體系，這些企圖透過改變教育架構，以達成自由主義

教育目標的變革，打破了教育制度長期以來的穩定性，在學制的改革上也出現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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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國、高中成為『中等教育學校』（完全中學）（1998 年），以及甫通過立法、

於 2016 年正式實施之「九年一貫型『義務教育學校』」兩種日本近期主要的改革

案例（小林美津江，2015）。

目前，我國與日本皆受到少子女化、人口社會流動與地方財政惡化等問題的

衝擊，導致學校整併與教育的機會均等與公平等問題成為亟需解決的重要教育課

題。在此背景下，日本所進行的「義務教育學校」改革方案，被認為除可透過中

小學階段的縱向連貫與九年課程的彈性調配，達成統整學生學習之目標外（今井

裕一，2015），更可做為「學校持續整併後所存留之社區教育據點」的解決方案（葉

養正明，2015），其改革因而受到支持。但九年一貫式的學校制度設計，同時也

引發對既有學校組織運作、學生統整銜接與教師意識如何搭配等諸項疑慮。由於

該型態學校設立後所造成的學制變革，對基礎教育、義務教育的未來影響十分深

遠，是故，本文之目的在於就學制變革之觀點，藉由探究日本「義務教育學校」

制度之設立與相關爭議分析學制變革之可能性，提供我國作為未來因應教育發展

所需，擬對學制進行變革時之參考。在撰文上，本文以文件分析方式，先自日本

相關法規與政府文件文獻中整理並探究「義務教育學校」制度改革之定義與內涵，

接著再經由整理歸納相關文獻與研究結果，分析該制度遭致的各項爭議焦點並藉

以探討學制改革之可能性，最後再根據上述分析提出啟示，供做教育制度興革上

之參考。

綜上所述，本文之目的有四，茲分述如下。

一、探究日本「義務教育學校」之定義、改革背景與制度內涵。

二、釐清日本現行小中一貫試辦學校的現況與實施型態。

三、分析實施九年一貫型義務教育學校的爭議與問題。

四、以學制變革觀點提出對我國教育之啟示。

貳、九年一貫型義務教育學校之設立

通稱為「小中一貫校」的九年一貫型義務教育學校（compulsory education 

school），為日本整合國小與國中階段學校所創設的學校種類，亦屬於《學校教育

法》所定義之正規學校。此一學制上之變革，使日本義務教育階段之學校在既有

的小學與中學外，增加了「義務教育學校」學校種類。茲概述日本義務教育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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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概念、內涵與實施型態。

一、義務教育學校的相關概念

（一）義務教育學校的定位與法源

日本的義務教育學校在定位上，係屬於文部科學省依《學校教育法》第一條

之規定所管轄的正規學校 1。其係為了推動義務教育階段之學校制度的多樣化及彈

性化，以及實施自國小到國中階段的九年一貫教育而創設的制度。

義務教育學校之法制化進程源起於「教育再生實行會議」於 2014 年 7 月所提

出之第 5 次提案（2014）與「中央教育審議會」於同年 12 月提出的答詢書（中央

教育審議会，2014）2，其法規依據則來自於《學校教育法》與《義務教育學校教

職員編制相關法律》、《義務教育費國庫分擔法》、《教育職員免許法》等 47 部

相關法規之修訂。本次修法係在系列法規中，以新增章節、併列於原條文或準用

現行規定等方式進行修訂。相關法案經教育再生實行會議之提議、在通過中央教

育審議會與國會審議後，於 2015 年 6 月 24 日公布，並決議自 2016 年 4 月 1 日起

正式實施（文部科学省，2015a，2015c）3。

本次的法規修訂，在日本原有的八種類學校：小學校、中學校、高等學校、

中等教育學校、特別支援學校（特殊學校）、大學與高等專門學校外，增設了「義

務教育學校」校種，此為日本繼 1998 年推動合併國中與高中、成立完全中學型態

之「中等教育學校」後，再一次針對學制內涵進行的調整。

( 二 ) 學制改革的背景

日本進行學制改革，新增九年一貫型態之「義務教育學校」的主要背景因素，

可歸納為社會變遷需求上、教育上以及政治上三種考量。在社會變遷上，由於近

來日本社會的少子女化與總人口數的減少趨勢，導致學校、家庭、社區的社會性

教育功能降低，也連帶產生學校整併的需求。因此，本項主要考量，乃在於透過

成立九年一貫型學校以因應人口減少與學生數降低的問題，以推動符合學習連貫

性及最適學校教育規模的學校整併。 

1 《學校教育法》第一條所規範的學校，為學制上受文部科學省管轄的學校，通稱為「一條校」。此規
範不包含由其他部會所成立的教育訓練學校。

2 教育再生實行會議是由現任安倍政府的第二次內閣所成立的教育改革組織，定位屬於總理的私人諮詢
機關，但其意見對政府推動教育改革有所影響；中央教育審議會是屬於文部科學省下屬的合議制組織，
其任務為對教育政策進行審議。

3 平成 27（2015）年法律第 4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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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上需求之主因，則為因應兒童身心發展的提早與減低國小升國中階段所

產生的「中一落差（gap）」兩項問題。所謂的「中一落差」係指兒童在升國中時，

由於學校文化與教師的課程教學模式之差異，所產生在受教與生活上的不適應現

象（遠藤宏美，2010）。文部科學省（2014a）經由調查也發現到包含受到霸凌、

拒學或暴力行為加害等問題的增加率，皆以小 6 至國 1 間為最高。因此，日本希

望藉由調整現有的 6-3 制、引進九年一貫型態之學校來因應兒童身心發展的提早並

減低中一落差的問題（今井裕一，2015）4。

在政治上，由於日本所實施的新自由主義教育改革，包含設立義務教育學

校、以及研議高中階段成立 5 年制職業準備學校等學制改革在內，都是以政治力

主導的、帶有透過相互競爭產出成效，以進行人才培育色彩的改革方案。因此這

種將學制往多軌化方向推進的改革，亦是一種為實現政治目的之作為（山本由美，

2015a）；其次，在地方層級，統整中小學進行小中一貫教育、設立九年一貫型

學校等也被視為首長推動獨特教改政策，以展現其教育主張的象徵（西川信廣，

2014）。

（三）義務教育學校的目的與目標

有關義務教育學校之目的，依《學校教育法》第 49 條各項所示之內容，定義

為「對應兒童的身心發展，以做為義務教育所提供之普通教育方式，自基礎知能

起一貫實施教育」。亦即，其在實施義務教育之點上，與原有國中小所要實現的

教育目的相同。其次，義務教育學校的教育目標，則是依照其前、後期階段別之

區分，對應既有義務教育階段的國小教育及國中教育所應達成的各項目標，包含：

1. 培育校內外的自主學習態度、規範意識與公正的判斷力等；2. 促進自然體驗活

動、寄與尊重生命、自然與環保之態度；3. 正確理解歷史、尊重傳統文化與愛國

愛鄉土之態度；4.理解並培養生活所需要的技能；5.理解生活所需之國語能力；6.正

確理解與處理生活所需之數量關係；7. 透過觀察或實驗，理解科學；8. 培養健康

安全的習慣、並透過運動養成體力，調合身心發展；9. 理解並培養可豐富生活之

音樂、美術與文藝技能；與 10. 培養職業的基礎知識，養成重視勤勞的態度與未來

的選擇生涯發展的能力等十項目標 5。

4 文部科學省（2014a）曾就「兒童問題行為與學生指導上的各種問題」進行調查，結果發現遭受霸凌、
拒學或暴力行為加害等問題之增加率最高者，落於小 6 和國 1 之間，顯示出中一落差對兒童學習的影
響。

5 義務教育學校之教育目標係以《學校教育法》第 21 條規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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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義務教育學校的制度內涵

（一）修業年限之區分與課程安排

義務教育學校的修業年限定為 9 年，與當前中小學合計之修業年限相同。但

在區隔上，義務教育學校比照 6-3 制的精神，將總修業年限再區分為相當於國小階

段的 6年「前期課程」與相當於國中階段的 3年「後期課程」。其制度設計之目的，

乃係為了使九年間的教育活動能系統性、連續性的實施以達成教育成效（文部科

学省，2015b）。

在課程標準的依據上，義務教育學校的前、後期仍需符合相對應階段別之課

程標準規範，學校不得實施在內容上與水準上異於課程標準之自創課程。但考量

到兒童在 9 年間可能皆於同一校區就學之狀況，因此，法規允許學校在不變更各

階段課程標準的前提下，將既有的學年段，也就是國小的低、中、高年級加上國

中 3 年、共計 9 年之學年段，依據學校與學生的需求，自行設定為 4-3-2 制、5-4

制或是 6-3 制，讓教師可以彈性設置課程上的分段點，進行課程編製、實施與學生

指導（文部科学省，2015a）。

另外，為了讓九年一貫型的義務教育可以順利實施、且不造成學生過度負擔，

法規還進一步放寬，讓地方政府可在課程標準的規範下，以特例課程方式，設計

屬於學校本位的新學科，以達成各學科的系統性學習目標。

（二）學校設置基準與教師資格規定

在「學校設置基準」的規定上，義務教育學校的設置基準條件，依階段別之

區分，各自準用國小與國中的設置基準，但由於九年一貫型學校有各種不同實施

型態，因此法規也授權文部科學省以命令方式訂定具體的設置基準。

至於教師資格之規定，修訂後的《教育職員免許法》雖規定任教於義務教育

學校的教師，應同時具備國小與國中教師證書，然而在考量到目前試辦中的小中

一貫校之教師，亦未必同時持有兩種教育階段證書，因此法規也放寬教師現階段

任教於義務教育學校中，得依所持有證書的階段別，任教於所對應之前期或後期

階段。其次，國會在審議相關法規時，也提出「各都道府縣教育委員會（教師證

書的管理機關）應開設認定講習，提供教師取得另一階段別證書，以促進教師證

書的合併持有」等附帶條件，並建議中央政府同步對教師證照制度之定位進行檢

討（小林美津江，2015）。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第十二卷第三期）2016.9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60

（三）其他配套規定

義務教育學校在制度設計上，係參考各地試辦小中一貫教育與小中一貫學校

之經驗與原本國中、小的各種規範而形成各種主要規定與配套措施。例如：1. 在

義務教育學校的校名使用上，各學校除了在法律上需稱其為義務教育學校外，可

自行決定實際使用的校名；2. 在教職員的員額上，前期課程準用國小之規定、後

期則依照國中之規定；3. 義務教育學校置校長 1 名，但為促進學校兩階段間的銜

接，校內可增編 1 名副校長或教頭員額；與 4. 在學校設施設備的興建或維護上，

依各階段別，比照現行的國中、小標準，為國庫（中央政府）補助之對象等。

綜合上述對日本九年一貫型義務教育學校之敘述，茲將該校種的各項概念與

內涵整理如表 1 所示。其次，為易於與現行中小學制度相較，再整理兩者差異，

陳列於表 2 之中。

表 1　日本九年一貫型義務教育學校之制度設計概念與內涵

項目 規範 說明

位階 《學校教育法》第一條中所規範之學校 為文科省掌轄之正規學校

定位
以九年一貫方式，自國小起到國中階段進行義

務教育的新型態學校種類

可設立該

校種者
國立、公（地方政府）立、私立皆可

國立者係以國立大學法人附屬

之中小學校為主

設立義務
市町村教育委員會可以設置該校種做為履行設

立公立中小學之義務

市町村可以設定義務教育學校

為指定就學學校

就學義務
新增義務教育學校為「監護人為達成讓其所監

護子弟就學之義務」所可選擇之學校種類

修業年限
九年，區分為前期課程 6 年（原國小階段）與

後期課程 3 年（原國中階段）

學年分段點可彈性設定為 4-3-2

制、5-4 制或 6-3 制

課程標準 準用中小學校之學習指導要領
日本稱課程標準為「學習指導

要領」

師資來源

教師需同時具備國小與國中教師證書；但現階

段持國小證書者可教授前期課程、持國中階段

證書者可教授後期課程

發證之地方教育行政機關需積

極開設證書認定講習＊，促進

教師取得另一階段別證書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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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規範 說明

學校設施 學校設施之經費由國庫（中央政府）補助一半 同現行制度

設施型態 一體性、鄰接型與分離型

註 *：日本教師證書之管理權責單位在二級地方政府，因此地方政府開設之義務教育學校之師資認定講習

為具有加註專長效果之課程，類似於學分 / 時數制，並非指「研習課程」。參考日本實施中小學教

師換證制之做法，地方政府亦可委託學術機構辦理該講習。

資料來源：參考文部科學省（2015a，2015b）歸納整理。

表 2　日本義務教育學校與現行中小學制度之差異

現行制度 義務教育學校制度 備註

修業年限 國小 6 年、國中 3 年 9 年

可彈性調整，但前半部 6

年和後半部之 3 年準用現

行學習指導要領之規定

設立義務
市區町村教育委員會有

設立中小學之義務

未規定設立義務，準用

現行制度之規定

「教育委員會」為日本地

方教育行政機構之稱呼

課程設定
國小、國中依各自之教

育目標編製課程

設定九年一貫教育目標

編製課程；在準用現行

課程標準的同時，可創

立一貫式特例課程

例如創設九年一貫教育所

需之新學科等，但特例課

程之編製不必申請核准

學校組織

國中、小各置校長 1 名

（計 2 名）；國中小各

擁教職員組織

置校長 1 名

教職員組織 1 套

義務教育學校之教職員額

數同於國小及國中教職員

之相加合計數

教師證書
教師僅需持有所屬學校

之教育階段別證書

原則上需具備國中小兩

階段別證書

政府應促進教師證書之取

得，並檢討現行師資培育

制度

學校評鑑 國中、國小各自實施
以相同評鑑標準

整合實施

其他 學校理事會各自成立 學校理事會統合設立
日本稱學校理事會組織為

「學校營運協議會」

表 1　日本九年一貫型義務教育學校之制度設計概念與內涵（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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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比率仍少，以互相交流形式結合中小學課程實施推廣小中一貫教育的案例依然

居多（山本由美，2015a；西川信廣，2014）。

其次，探討日本實施小中一貫教育的實施型態比率。採行設施一體型的學校

有 13%（148 件）、採設施鄰接型的學校有 5%（59 件）、採設施分離型的學校最

多，占 78%（882件），而採非上述三種型態（例如同時含上述兩種型態之混合型）

的學校者，僅有 4%（41 件）（屋敷和佳，2015），至於學年段的彈性安排，則以

實施 4-3-2 制為最多、維持 6-3 制之學校為其次（西川信廣，2014）。

然而，上述各地的小中一貫教育實況，也存在地區性之差異。例如設施一體

型的學校有 1/3 集中於九州地區，且這些學校多屬於偏鄉的整併學校；但裁併校數

量最多的北海道地區，卻未出現設施一體型學校；西川信廣（2014）亦發現日本

地方政府的規模越小，則其推動小中一貫教育的作為越加積極，足見小中一貫校

的設置與實施型態，相當程度因地方人口變動與財政困難等因素與地方政府政策

之影響。另外，都會區中的過小規模學校，也積極整併為小中一貫校，以維持該

地區仍有學校續存的狀態（山本由美，2015a）。

（二）小中一貫教育實施型態

1. 設施一體型

設施一體型學校之定義為「在同一校地內採用相同小中一貫課程之學校」。

其校舍可經由新建或改建任一所學校取得。由於該型態學校被視是最典型的中小

學統合型態，因此也受到學界最多探討（山本由美，2015a，石井久雄，2015；西

川信廣，2014）。該型態學校雖只置校長 1 人，但還可分設多位副校長輔佐不同

教育階段之校務。屋敷和佳（2015）分析其在行政事務上的分擔機制，仍存在（1）

合同模式：指同一套行政命令體制；（2）並列模式：指依學習階段別分設兩套行

政命令體制；與（3）個別模式之差別。但因為學校採一體型設計，因此最方便在

課程與教學上進行學年段的彈性區分。此類型以最早引進設施一體型實驗的東京

都品川區（2006 年）最受矚目，目前該區轄下的全部學校皆已實施小中一貫教育。

2. 設施鄰接型

設施鄰接型之小中一貫校也可稱為「設施併設型」一貫校，其特徵為例如在

道路兩旁或一牆之隔的相毗臨各一所中小學，從既有設施中撥出部分範圍（如體

育館）做為學生的共用場所，並合併成立小中一貫校之意。此類型學校規劃的九

年一貫式課程較具一貫性理想，亦可共同實施學校行事，因此在校務一體感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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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不錯的成果。在實際案例上，可見到有只設 1 位校長或維持 2 位校長者，或是

將國小部五年級學生之教室移置於國中部之情形，足見其實施樣態上的多樣化細

部設定。但由於要成立此類型學校，通常兩校都要具備校舍鄰近或相接的物理條

件，因此，實際狀況中此類型之學校數量是三種型態中最少的一種。

3. 設施分離型

設施分離型學校為日本目前公立小中一貫校中數量最多者。其學校組成大部

分乃是聯合同一行政區或社區的 1 所國中和 2-3 所國小，形成一個區塊（block）

∕聯盟以實施小中一貫教育。該型態的學校行政體制雖各自獨立運作，但會跨校

成立一個「小中一貫教育推進委員會」來連絡聯盟成員學校，進行教師共同教學

研究、公開教學、共同研習，以及學生資訊交換與國小階段實施國中型態專科教

學制等相關事務。在學校治理上，公立中小學校也可能以成立類似私校的「○○

學園」的方式，整合各校行政組織與學校理事會以執行共通性的校務支援或辦理

共同教學研究會等活動。該型態最具特色的案例，以京都市的「御池中學聯盟」

與東京都三鷹市的「連雀學園」為代表（屋敷和佳，2015），不過該型態是現實

上為過渡到設施一體型學校的措施，因此，政策重點較強調校際間聯絡的功能，

在課程整合或深化學校一體感上仍有限制。

參、義務教育學校的問題焦點分析

整合中小學以成立九年一貫型義務教育學校，是一種透過修正法規創設新制

度的制度改革，其被期待可為現行學制、學校組織與教育行政上面臨的各項問題

提供解決的途徑。然而，在問題獲得解決前，新制本身在各面向上也存在優缺點，

實際運作時也會同時帶來一些新問題。茲從義務教育學校之目的、功能與相關研

究等面向上之爭議焦點，探究其設立與推動上出現的問題。

一、目的上之爭議

（一）急迫進行學制改革之目的

檢視日本近二十年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教改，如引進學校選擇（school choice）

制、實施全國學力測驗與推動績效責任導向的學校評鑑制度等改革，其結果可說

是營造了教育上的競爭環境、促進了公共教育（public education）系統的排序，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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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以人才培育之名義，符應了企業在人才取得上對學校教育的期待（山本由美，

2015b）。至於當前為何急需推動學制改革？其答案或可從政治需求來看。推動學

制改革期間，政治上屬於安倍政權的第二次執政期，相較其第一次執政期時的教

改重點，本階段進一步呼應了財經界培育競爭環境上的人力資本（human capital）

需求，進行了一連串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教改。因此，學制改革也被認為是一種國

家透過多軌化學制統治（govern），來建構人才之早期篩選機制，最後達成集中資

源、培育優秀人才之改革。此改革也因利用了學校、地方政府間的相互競爭來達

到目的，而引起反對新自由主義教改者的批判（佐貫浩，2015），此外，日本教

師團體「日本教職員組合」也提出了此一改革恐會阻礙了教育的公平性等疑慮（日

本教職員組合，2015）。

（二）藉以加速學校整併之目的

日本近期因為少子女化、人口社會流動與行政區域整併等因素，已進行數波

學校整併，許多地區甚至發生學校重複合併，造成區域內只剩下國中小各一校之

情形 7，且未來日本仍會以每年縮減約 500 所中小學的速度持續整併（全国学校デ

ータ研究所編，2014）。由於學校整併時受到居民之反對最多者，為需調整學生

的就學學校的「橫向」整併，因此，以進行小中一貫教育之名目進行「縱向」整併，

並對外宣稱此模式可關注學習的連貫性等益處來弱化反對整併的聲浪等做法，實

際上已被各地方政府用以推動整併與刪減教育預算。雖然文部科學省宣稱「義務

教育學校之成立，不以促進學校整併為目的」，但現實上，新制的實施卻更加速

了學校整併的腳步（斎藤剛史，2015a）。因此，只要在新校種的教育效果未呈現、

且學校整併速度未趨緩時，外界的負面疑慮將不易消除。

二、功能上之爭議

( 一 ) 如何調和中小學之特性差異

現行的國中、國小之間，存在許多學校特性上的差異，例如教學型態（包班

制 vs. 專科制）、教學時間（45 分鐘 vs. 50 分鐘）、社團活動（國小：無；國中：

有）與學校設施設備（遊具、運動場地、樓梯段差、廁所規格）等不同，以及實

際教學上可能發生的學年段安排、教育目標（個性 vs. 群性）、課程結構、評量方

7 例如青森縣的東通村地區，已從最盛時期的 37 校整併至現行國中小各一校，後續亦有再合併為一所義
務教育學校之規劃（葉養正明，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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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與兒童發展階段上的各項差異（小林美津江，2015）8。文部科學省針對如何解

決上述差異，雖提示五大注意原則：1. 在包班制和專科制混合的設計上應注意教

室環境的配置；2. 在彈性區分學年段時應提供異齡兒童的交流空間；3. 為不同學

年段設置不同下課與放學鐘聲；4. 特別為國小低年級階段設計運動場；與 5. 充分

考量學生體型提供合適設施設備，然而如何調和與弭平這些中小學的特性差異，

確實最易被外界做為窺見小中一貫校，特別是設施一體型學校是否努力經營的管

道，因此也常成為爭議與報導的焦點（斎藤剛史，2015b）。

（二）如何解決銜接上的問題

儘管法規通過前，既有的小中一貫校在辦理成果上，對因應兒童身心發展的

提前、解決「中一落差」、建構統整性課程、促進異學年之間的溝通融合與提升

學生學力上有良好成效（眾議院第 189 回国会文部科学委員会会議録第 11 号）9，

但相關調查也發現其亦存在許多銜接上的課題（今井裕一，2015；石井久雄，

2015；樋口直宏，2012）。例如在教師部分，除了任教資格的取得與校種間行事

風格差異外，一貫式的設計仍未舒緩教師的負擔與忙碌；在學生部分，則有在同

校區長年就學與學年段彈性設計不利轉學等各種問題。在銜接上，佐貫浩（2015）

認為取消階段別區隔的一貫教育會傷害兒童的自我認同（identity）、從五年級開

始實施專科教學制，也會發生中學文化向前壓制小學文化的現象，讓兒童因失去

了原小學教師的叮嚀和指導而帶來不安。而都筑學（2011）從發展心理學的角度，

也指出一貫式教育剝奪了六年級學生的勝任能力感（competence），讓其喪失了原

本在小學六年級時，做為全校領導地位的自我肯定感。至於對中一落差的看法，

除都筑學外，山本由美在國會眾議院文教科學委員會之發言，也認為小學生在升

學至國中所感受到的不安，絕對不只是負面的，他還有對進入新世界的期待，而

這些不安和期待可促進兒童成長，也是小中學校間需要階段區隔的原理所在（眾

議院第 189回国会文部科学委員会会議録第 12号）。因此，要因應銜接上的問題，

還需依學理慎重進行檢證與改進。

8 中譯後之「社團活動」一詞，原文係為「○○部活動（extracurricular activity）」，簡稱「部活」，也
稱為 club activity，分為運動性和文化性兩大類，為日本課程標準規定於「特別活動」學科中應授之科
目。由於「部活」為國中課程標準規範之正式課程，因此國小的社團活動，在法律上僅能稱其為課後
學習活動。

9 時任文部科學大臣之下村博文於第 189 回國會眾議院文部科學委員會議所做之發言（2015 年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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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如何形塑新學校文化

發展百年以來的義務教育制度，在歷史的脈絡下形成了小學重視師生相處與

培養兒童社會化歷程的角色，到了國中階段，再漸漸加入升學或就業的「選拔和

分配」機能。兩校種也因為社會角色功能上的不同，造就了在教師意識、學生指

導方式等學校文化上的差異（木村元，2012）。遠藤宏美（2013）認為在學校進

行小中一貫教育時，兩種學校文化可能遭遇「差異─接續─相剋─理解─新生」

之過程。亦即在一貫課程實施下，校內文化定會產生原兩教育階段互為優位或弱

勢情形，為避免兩者相剋，學校應思考要如何尊重並相互理解文化間的差異。在

做法上，例如在將學年段調整為 4-3-2 制時，可設計 1-4 年級以小學文化為主，並

將 5-7 年級做為緩衝階段，至 8-9 年級再轉化為中學文化；另外在包班制和專科制

的型態過渡上，也可設定自 5 年級開始銜接至專科制教學等，如此才能融合原校

種間，亦即中小學的歷史脈絡，形塑出新的學校文化。學校文化要發展至安定，

過程上需要時間的淬鍊，而缺乏一體感的一貫校，其制度革新不能謂之成功。然

因小中一貫校實施狀況上的多種樣貌，因此要如何融合，其實際作法還待更深入

探討。

三、研究上之偏向

（一）侷限於現有小中一貫校之研究

日本推動學制改革導入義務教育學校，其改革背景不外依據實施近十年的小

中一貫教育經驗而來，但由於小中一貫教育本身實施的年數尚淺，因此在研究上

仍未能蓄積足夠份量，以致對制度全貌之了解仍有所侷限（石井久雄，2015）。

在現有的主要研究中，大致僅有文部科學省、朝日新聞社等針對一貫校的優點、

課題和可達成之學習效果所進行問卷調查結果（今井裕一，2015），以及本文前

述之遠藤宏美（2013）、樋口直宏（2012）與由都筑學等人自 2013 年起以心理學

角度所進行之學生適應感的調查研究等（山本由美，2015a）。這些為數不多的研

究仍多屬於以現行小中一貫校為對象，對課程、階段別銜接、學校文化、實施型

態差異等當前課題進行之研究。至於有關義務教育學校制度在多軌化作動下的改

變，以及可能造成學生升學、家長參與及學校治理模式的變遷，或是地方政府的

角色等對應制度變革的基礎研究，現階段仍尚未見。再者，如山本由美（2015b）、

佐貫浩（2015）等反對新自由主義教改者，也認為此改革將帶來公立學校的序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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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產生人才的早期選別機能。這些異議主張，反而讓制度改革的焦點轉移到如

加速學校整併等非制度本身的論述上，降低了各界對制度內涵與功能的關注度。

（二）缺乏學術專業與學理依據之論證

在研究偏向中，「實施該制度尚缺乏學術專業與學理依據，急需在各部分補

強」的觀點亦在多篇文章中被提及，例如小林美津江（2015）提出應對義務教育

制度的多軌化造成教育機會均等的影響進行關注之呼籲；西川信廣（2014）認為

需回到教育原理之觀點，亦即國家應重視義務教育的平等性（表面均質性）、基

於公平的多樣性還是基於競爭的卓越性，在制度研究上進行通盤考量之建議；日

本教職員組合（2015）也認為仍有必要再加以檢視制度實施下各種疑慮，如教育

均等的保障與如何配合各地方需求的條件與作法，以讓在此制度下接受教育的孩

子能有豐富的學習環境。再者，在當前狀態下，即使反對該制度者，如山本由美

（2015b）也認為學制改革不能只注重制度的經濟效果，而是要依教育學或發展心

理學的原理進行論證，才不致對孩子造成傷害。其並建議除了對制度發展做縱向

探析外，還應參考外國相關改革案例進行廣泛比較。另外在配套措施上，小林美

津江（2015）也指出需對國會提出之「師培與證照制度定位」附帶決議等進行探

究，才得以建構足夠撐起制度變革的配套政策。現階段來看，由於研究成果不完

備所造成的限制，日本評估學制變革效果之參照點可謂並不充分，但義務教育系

統為教育體制中最重要之骨幹，集中各界視點對學制改革進行研究，有其刻不容

緩之必要性。

肆、討論及對我國教育之啟示

綜合上述對日本進行學制改革、設立義務教育學校之闡述與分析，本文就相

互比較之觀點進行討論，並在學制變革的可能條件、整合師培制度的做為、學校

革新的可能方向與學制變革的可能空間上等四項議題上提出啟示，提供在學制與

各項教育制度上與日本有許多相似背景的我國，作為比較與規劃制度革新上之參

照，茲論述如下。

一、探析學制變革的可能條件，確認教育革新的價值

以日本先設立完全中學型態的中等教育學校，再將義務教育學校法制化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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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觀之，可以看出其以漸進的方式，去改變既有學制並將其帶往多軌方向的做法。

從文獻上固然可得知其改革目的除教育需求外，還帶有政治上之意涵，過程中也

衍生許多問題，但其以變革教育制度體系中最應穩定的學制來尋求改善教育的嚐

試，仍值得加以關注。若以日本案例來檢視我國是否也有變革學制，成立日本期

待的小中一貫校典範型態、亦即設施一體型學校的可能條件，可以發現我國要成

立該型態的學校，在學校組織的一體設計上，部分會超越法規規範而極難調整；

師資證照上會面臨師培系統分斷的影響，缺乏同時具備兩階段證書的教師；課程

面上需要的聯絡與統整，較現行課綱的要求強度更高；學年分段點的設定上，4-3-2

制是否更適合現代學生的身心發展？至於學校文化上，也可能發生優位文化腐蝕

弱勢文化的現象，還有如何和完全中學進行市場區隔等問題，仍需逐一確認。

然而，我國真的缺乏學制變革的條件嗎？若是，那麼在《國民教育法》規範

下成立的「國民中小學」又是以何種型態運作的？其是否只是一個在校內各擁行

政組織、教師集團，只是在九年一貫課程的大框架之下讓學生過著共同生活的，

類似日本設施鄰接型學校的場域？儘管目前公立國民中小學在我國為數不多，但

這些學校的存在仍然可做為深入探索一體型一貫校之應然圖象的基礎。條件的形

成是要在確認其價值後才會發生，若能以孩子的身心發展和學習需求做為改革的

立足點，後續的調整才足夠對已成為國民慣習的教育制度做革新。

二、整合師培制度，培育符合學生需求的專業師資

九年一貫型學校的改革要能夠成功，在小中銜接與學校文化的融合上，師資

來源的整合為主要之關鍵，且必須從體制面進行改變，無法任由學校層級獨自解

決。師資培育制度的整合包含職前培育與專業證照兩部分，日本現行師資培育雖

仍為初等與中等教育師資分流培育之機制，但師培大學通常提供學生在修業期間

內可同時取得兩階段資格的學程，因此在其引進義務教育學校制度後，讓現職教

師回到師培大學加修若干學分以取得另一任教階段證照的問題較易解決。然而，

此一機制仍為依循既有學制規範下的分流式師培學程設計，結構上依然不利於培

育能創出九年一貫型學校新文化的教師。因此，日本現也出現將中小學師資職前

培育學程整合為同一套系統之研議，以期待所培育出具備統整中小學兩階段所需

的能力與專業性教師，並創造有一體感的新學校文化（加治佐哲也，2014）。

反觀我國的師培體系，在歷史脈絡上一向將初等教育與中等教育師資進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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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培育，對師培大學而言，師培學程的分斷亦是其咨意設定下以區隔市場之作為。

因此，若要推動小中一貫式的學制改革，則現職教師將不可能如日本教師般已有

部分同時具備中小學階段證照之情形。倘若令教師回到師培大學加修學分以取得

任教資格，則其師資來源又恐僅淪為形式上的合併，無法達到統整兩階段專業能

力之效果。因此，制度與政策上應思考的方向，乃需研議如何打開分流培育之本

位意識形態，讓師培大學亦有提供九年一貫整合性師培學程之機會，加上規劃現

職教師之加註不同階段別資格之學程或研習並限定提供給一貫校教師修讀等，如

此才利於教師融入學校並開創新的文化。否則，缺乏一體性教師組織的學校，將

只會是將教師群分隔為國中部與國小部的一種徒有形式、各行其是的「國民中小

學」而已。

三、參照日本整合中小學經驗，驅動未來的學校革新

觀察日本在改革學制、引進義務教育學校之前的小中一貫校辦理概況，可以

發現其不論是在實施理由、實施型態、課程分段點、校內組織運作上，皆有依其

各地政策或條件之不同出現多元辦理樣態之情形。如以制度導入的過程與發展觀

點來看，日本在朝向九年一貫教育的最終理想型態：亦即「設施一體型」學校進

行革新之前，也依發展出設施分離型和設施鄰接型之小中一貫校。在順序上，不

同型態學校中的學校運作整合上雖有程度強弱之差異，然而在校際相互聯絡與進

行共同活動的過程中，也帶來了在學校組織、教師團體、課程發展、甚至是評鑑

與治理模式上的革新、轉變機會，讓新校種的形成不單只是依學制改革設定之結

果，這種變遷同時也指引出改善現有學校運作模式的可行方向。

我國和日本在進行學校革新時，其最大的困難點皆為受限於各種教育法規的

重層規範，而使改革的腳步不易踏出，即使以政策推動某層面之革新，然非廣泛

性的改革仍易受其餘既有複雜系統的制肘而令效果不彰。而這或許也可用以解釋

擁有九年一貫課程與國民中小學的我國為何迄今未有整合式的公立九年一貫學校；

採地區性策略聯盟的國中與國小，為何在校務行政、學年或課程分段仍無法打破

各自疆域之原因。日本的案例，可以提供一個在整合性一貫學校下，如何去融合

教師團體、統合學校評鑑、調整包班或專科教學型態以及重塑治理與決策模式的

省思。這些在大範圍的制度改革上所獲得的經驗，不管我國最終是否連結到學制

的變革上，其實這些經驗已對如何改進學校組織與運作，以及需要突破之哪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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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枷鎖等提供了可參照的方向，讓後續所提之政策，得以努力去驅動學校革新的

實現。

四、確認學制變革的可能空間，讓制度配合時代發展而存在

人口出生的急遽降低與社會流動所導致的學校整併問題，會是今後二十年間

我國教育面臨之最大挑戰。對許多地區來說，學校是其文化與精神中心，當學校

一併再併、併無可併時，若消滅了相當於社區中心的最後據點，則該地區極有遭

到滅村之可能。因此，在橫向整併遭致困難時，經由學制改革引進縱向整併的可

能性，尚可賦予處理整併議題的彈性空間，擁有數十年整併經驗的日本案例，正

可帶給我們應盡早重視該議題的啟示。

其次，我國對教育選擇權（school choice）詮釋的偏向，讓家長的教育選擇僅

限用於對不同學校間的選擇，一旦為子女選擇某校就讀，就再也難以主張本身與

國家所共同享有的教育權。因此該詞在我國就如其英譯，充其量只是一種「學校

選擇制」而已。然而，此一限制在《實驗教育三法》公布後，開始出現可突破之

空間。由於學校形態的實驗教育可提供教育創新與人民選擇教育方式與內容之機

會，因此，一體型九年一貫型態學校的試驗可先在實驗環境下試行，讓學校可以

籌設出行政統整、課程統合與彈性調整學年段的一貫型學校，其師資的專長授課

與人力調配，也可以打破現行困境，進行彈性且有教育效果的配置。這些經驗，

將可作為帶領進行學制改革與改進公立學校系統的指引。 

學制與各項教育制度的設計，不該只是大人們為了行事方便與對孩子們的「關

心」所規劃的，變成與政府 vs.國民外，另一種由上到下、不必也不應更動的規範。

在當前視角已經轉換為教育應以學生學習權為依歸的思想脈絡下，學制應成為為

滿足孩子的發展過程去做區隔的制度。因此，家長、社區、學校和政府需成為一

個「負責任」的利害關係者，為孩子打造出跨越現行義務教育階段區分，能在一

貫性、連續性下開展每一位孩子多樣興趣與能力的教育環境。因此，學制變革的

契機與可行空間，在重視學習翻轉風氣盛行的當下，已易於確認。

伍、結語

本文以日本推動學制改革，在現行義務教育體制下創設九年一貫型義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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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為例，經由闡述義務教育學校的定義、法源依據、制度內涵、配套以及實施

型態等，探討學制變革之可能性，並在分析該制度的各項爭議焦點後，提出若干

論點供我國在教育制度革新上做為參酌。一項教育制度從制定到落實，除了需符

合社會文化的慣習外，還需有對應時代變遷的敏感度，更重要的是要能體現教育

實施之價值。因此，要如何規劃各項政策去支撐制度變革的需求，對制定者來說

是一項能否貫徹意志的考驗。

被視為後期新自由主義教改的日本義務教育學校制度改革，雖帶有政治力強

勢主導的色彩，試辦時也因各地方的不同需求出現多樣的實施形態，且對不同發

展階段的中小學生進行課程或學習的整合上之優、缺點亦同時存在，但從相關支

持政策中，仍可見到文部科學省以一貫校的優點切入，並提出了各項可幫助學生

銜接與提升學習成效之處，去試圖贏得教育利害關係者信賴的努力。惟目前小中

一貫校不論是在校數或實施型態的偏向上，仍未達到可衝擊現有學制的規模，因

此其影響層面仍不廣泛。然而新制在普及過程中，必定會對現有的學制造成壓迫，

進而引發更多問題。屆時，制定者仍需再度推出各項應變政策以求制度之續存。

日本要如何因應各界對「學制變革的可能性」的疑問，打造可持續的改革？為求

完整了解本制度變革的全貌，後續研究還可依據教育學、心理學之原理，聚焦於

日本義務教育學校制度對學校組織運作、學年段的區分點、課程教學、學生學習

上與配套措施，如師資培育系統、教師授課配課之影響，進一步對影響制度因素

及其效益做更深入探究，以獲取有價值的借鏡。

對我國而言，學制改革已非全新概念，我國過去不但曾調整過學制，在實務

上也累積了對國民中小學、完全中學，甚至是同階段校種的學校整併等，牽涉到

學制內、外圍概念的，在硬體設施與軟體的課程綱要制定上的豐富文獻和經驗。

因此，在學理與實際教育環境、條件上，可說是已具備足夠進行國民教育階段學

制變革的條件，為教育的創新發展打開可能之窗。然而，對我國的九年一貫教育

與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的實施來說，日本整合中小學，形成設施一體型義務教育

學校的運作架構與模式，也值得我國在變革學校制度時進行探討；其次，當少子

女化導致偏鄉學校面臨整併問題時，採用小中一貫教育的模式進行學校整併以舒

緩學子的就學需求的日本先行案例亦可供參考，此作法對整合師資資源，形成較

有系統之專長授課與教學研究機制亦有助益。設若進行一項制度革新，在達成預

期成效前即能先收束現有政策的不連貫，則該制度議題就有探究之價值，而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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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介紹的日本先行案例為鑑，探求其制度改革上之作法與如何發展配套措施以讓

變革順利成真，或許也可以為當今推動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在紛擾中尋求教育

前瞻改革方向的我國帶來些許反思，促發我們進行教育創新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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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當前中等教育階段國際交流政策之

分析：以語言外交政策之觀點為分析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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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化的浪潮下，不管是高等教育或初、中等教育，都面臨了國際化的衝

擊與需求。為此，許多國家皆透過各種措施，積極開拓不同教育階段的國際化面

向。就目前中等教育階段來看，跨國間的學校與學生國際交流，是臺灣近年來所

關注的焦點之一。而德國自 1990 年代中葉以來，與美國、法國及歐盟地區，早已

建立起多樣的交流關係；並且，德國外交部自 2008 年開始推動「中小學校：未來

的夥伴」計畫，更進一步擴展與其他國家間的交流。本研究因此聚焦在德國中等

教育國際交流的政策與實際面：一方面透過重要的官方文件及相關的歷史文獻，

探討德國在中等教育階段所進行的國際交流之歷史沿革、政策取向與實際作為；

另一方面，有鑒於德國中等教育的國際交流政策著重於推動德語的學習，因此，

本研究透過語言文化外交政策與外交理論中的新現實主義之理論視野，檢視德國

近年來所推動的交流政策之內涵，並在這樣的架構下提出幾項結論：（一）德國

長期以來即把語言外交政策視為是整體文化外交教育政策之重要一環；（二）德

國之所以將語言之推廣視為中等教育交流之重要途徑，主要著眼於語言所帶來的

種種利益；（三）德國在目前的國際情勢下，所積極追求的是影響力的發揮，因

而語言之推廣成為其所選擇的利器。

關鍵詞：德國教育、中等教育、國際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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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ll the education systems, including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as well a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re facing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For this reason, many countries have been actively exploring 
various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ie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between schools and students is one of the focuses at the 
secondary education stage in Taiwan. However, since the mid-1990s, Germany has 
already built up a variety of exchange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France and 
other nations of EU; in addition to that, Germ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lso began 
to promote “Schulen: Partner der Zukunft, PASCH” program in 2008, with the aim to 
expand exchanges to other countri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olicies and programs at secondary education stage in Germany. It describes, on one 
sid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practical policies; on the other side, it tries to 
analyze these polices in the context of foreign policies, because the Germa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olicy aims to promote the learning of German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in the 
light of new realism,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three arguments: (1) It is a long tradition that 
the foreign language policy has been deemed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foreign culture 
polices; (2) The reason for this orientation i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it brings about many 
profi ts when a language is widely and globally accepted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3) 
After 1990’ Germany has gained more power in the world. Its new aim is thus set to have 
more infl uence on the other countries. Promoting the statue of German school system in 
other countries has become its prime choice.

Keywords: German education, secondary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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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1995 年，「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在歐美先進

會員國的主導之下完成《服務業貿易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此一協定將教育涵蓋在內，意指參與國必須將國內教育市場向

WTO 所有會員國開放。換言之，全球各國之教育事業，特別是高等教育體系，

將等同於服務業般，完全暴露在國際教育市場的競爭環境中。這樣的情勢正如

Knight（1997）所言，全球化的浪潮，成了各國教育國際化的重要催化劑（引自侯

永琪，2011）。

關於教育國際化，以往的界定涵蓋了國際連結、留學、國際學生入學、外語

訓練、課程方案等活動。美國教育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採用

Knight 對教育國際化的觀點，指出其為一種歷程，乃將國際、跨文化與全球面向

融入教育目的、功能與傳授中，而強調跨文化技能的發展、了解社會正義議題、

檢視地方與全球公民之價值態度與責任，且讓學生準備好面對多元文化的全球職

場（洪雯柔、郭喬雯，2012：61）。

雖然高等教育在全球化的趨勢下首當其衝，然而，生活在複雜多元而又相互

依存的地球村中，不僅高等教育需要去思考如何在全球競逐中確認定位，若從經

濟、文化、國際影響力來看，國際化能力已經成為各國培養未來公民的核心（齊

若蘭，2004）。在這樣的情勢下，作為基礎教育的中小學教育階段，亦如高等教

育般，必須認真去思考國際化元素在教育過程中的融入方式，以及與國際互動的

各種可能性。

2004年，教育部公布《2005—2008教育施政主軸》，其中將「擴展全球視野」、

「推動教育國際化」等，列為四大施政主軸之二（教育部，2004）；而後在 2009

年所提出來的未來四年教育施政藍圖中，教育部亦提出培養世界公民之願景，並

將「全球視野」列為五大主軸之一；同年 3 月，《小學國際教育扎根計畫》納入

2009 年施政計畫中（劉慶仁，2009）；2009 年 10 月，教育部研擬出《中小學國

際教育白皮書》架構，爾後，在2011年4月時正式提出《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作為高中職以下各階段的國際教育規劃與推動方向之指引（教育部，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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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之外，很多國家和地區，早已嗅聞到國際教育對學生視野開闊性與就

業競爭力的重要，而積極投注相關資源予以協助。以歐盟為例，從 1980 年代

開始，歐盟就針對不同教育階段，陸續提出《蘇格拉底教育計畫》（Socrates 

Program）、《伊拉斯摩斯計畫》（Erasmus Mundus Program）、《康美紐斯計畫》

（Comenius Program），鼓勵歐洲各級學校與學生投入跨國合作交流，作為推動歐

洲國際化教育的一股重要力量（陳怡如，2011）；美國前總統柯林頓 2000 年 4 月

以「國際教育政策」為題，對聯邦、州與地方行政主管機關首長發出國際教育政

策備忘錄，闡述了美國為何需要一項國際教育政策（Clinton, 2000）。並且在 2002

年底，正式把國際教育列入教育優先政策（劉慶仁，2009）；至於德國，1990 年

代之後，有鑒於教育和文化領域上的國際合作越來越是密切，因此，自 1990 年代

中期之後，聯邦政府每年即定期提出外交上的文化與教育政策報告書，依此作為

教育國際化政策之推展基礎（KMK, 2009）。

衡諸目前實際的交流現況，除了高等教育階段早已是各國積極努力經營的區

塊外，中等教育階段亦是國際交流政策推動的重要領域。在教育部的白皮書中，

針對我國中小學推展國際教育的情況進行了普查。在其 98 學年度的調查中可看

出，在課程發展與教學、國際交流兩個與學生最直接相關的面向中，參與課程發

展與教學的國中、高中職校數占該階段總校數的 19.1% 與 12.5%，參與國際交流

的國中、高中職學生人數各占總人數之 28.7%、23.0% 學生（洪雯柔、郭喬雯，

2012）。此亦可看出臺灣在中等教育階段對國際交流的熱中與重視。

雖然就目前實際推動的情形來看，德國或德語不論在姐妹校的締結、教育旅

行的目的地，或第二外語的開設等選擇上，仍非臺灣進行國際交流之首選。不過，

從近幾年來的資料中亦可看出，德國逐漸成為臺灣許多高中所選擇的重要目標國

之一。以第二外語的開設而言，從 88 學年度以來，德語即是僅次於日、法語外，

第三個在高中普受開設的第二外語課程。從 2008 年不滿千人，到 2014 年約 5,700

人，成長速度極快。而開課的校數與班級數，也從 16 校 28 班增加至 49 校 99 班

（中央社，2014；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2012）；至於與姊妹校的互動次數，

從 98 至 103 學年度亦逐年增加（高級中學第二外語學科中心，2014）；此外，德

國外交部自 2008 年所開始所推動的《中小學校：未來的夥伴》（Schulen: Partner 

der Zukunft, PASCH）計畫，臺灣亦有五所高中參與其中 1。這些跡象在在顯示，不

1 這五所學校分別是位在臺北的市立建國中學、市立中山女中、市立景美女中，以及高雄的國立鳳山高
中與國立鳳新高中（高級中學第二外語學科中心，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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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是臺灣的發展趨向，或是德國的政策推動，臺德兩地在中等教育階段的接觸與

交流的確越形增加。目前，國內針對此幾無任何相關研究。因此，此研究將焦點

集中在德國中等教育階段的國際交流政策與計畫上，除了藉由對其政策沿革與現

況之探查，理解德國中等教育國際交流政策之發展外，同時亦透過語言外交政策

與新現實主義之理論視野，分析德國如何定位其國際交流政策，並以何種方式予

以推動。

二、研究方法與目的

根據上述的研究背景，本研究主要採用文件與文獻分析法，聚焦在德國中等

教育國際交流的政策面。一方面，有鑒於德國中等教育的國際交流政策著重於德

語學習的推動，並且，此政策被定位為整體文化外交政策之一環，因此，藉由文

件、文獻分析，針對德國文化外交與語言外交政策之發展沿革予以耙梳；另一方

面，透過重要的官方文件、相關的歷史文獻，藉此探討德國在中等教育階段所進

行的國際交流之歷史沿革、政策取向與實際作為；而最後的分析，則立基在語言

文化外交政策，以及外交理論中用以分析外交行為的新現實主義理論之觀點上，

檢視德國近年來所推動的交流政策之內涵。

貳、德國文化外交與語言外交政策之發展沿革

所謂的謂文化外交政策，用 Arnold（1980）的定義來看，指的是國家基於外

交關係利益所採行的文化政策。其範圍包括國際間在文化、教育、學術與社會領

域上的合作（Znined-Brand, 1999）。不過，若從德國的政策發展沿革加以檢視，

則可看出，這樣的文化外交概念，並非一開始即已獲得確立，而是在國際與國內

各種因素交相互動下歷經演變。

一、文化外交與語言外交政策發展五階段

德國在二次戰後，在文化外交與語言政策上，主要經歷五個重要的發展階段

（Andrei, 2007）：

（一）第一階段：著重德國文化宣揚、維護僑民語言認同

在國外推動德語是德國最悠久的文化外交政策目標之一。然而，在納粹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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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語因被當成德國主義政治（Deutschtumspolitik）手段而誤用，且因此驅動了以意

識形態為基礎的語言帝國主義。因此，德國聯邦政府在建立之後，在外交德語推

動政策上，即持相當保守的態度（Simon, 1996; Scholten, 2000），主要擔憂的是，

德語的推廣可能被其他人民視為是重返德國國家主義政治之象徵（Oebel, 2002）。

一直要到 1950 年代末期、1960 年代時，德國的文化外交政策才重新在各種中介組

織（Mittlerorganisationen）的成立下復興。在此初創時期，主要的目標為國家文化

的陳述與宣傳。而就德語而言，此時期的語言外交政策之重點在維護旅居外國的

德國國民之認同與母語能力（Lippert, 1996）。

（二）第二階段：文化外交為重大政策、透過中介組織推廣德語

在此階段中，合作、交流、夥伴關係等概念成為新的典範（Peisert, 1978）。

而文化外交政策之重要地位，亦在此階段獲得確立。在 1966 至 1969 年期間擔任

德國外交部長一職的 Brandt 即宣稱，文化外交政策與外交安全、外交經濟政策並

立，是外交政策中的第三支柱（Schneider & Schiller, 2000）。旋後不久，聯邦政

府在 1977 年時，提出第一個官方且與政治相結合的文化外交政策。兩年後，德

國各邦文教部長聯席會議（Ständige Konferenz der Kultusminister der Länder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KMK）亦提出了相同的觀點，強調國內的文化事件與

外部的影響密不可分，因此，各邦雖各具權限，但應共同戮力在此領域上塑造國

際關係（KMK, 2009）。此外，此時期的重要發展還包括：不同的中介組織系統開

始進行分工與分化；擴充在國外推動德語的重要機構歌德學院之網絡。這也顯示

出，在外國進行德語的傳布，仍為發展文化外交政策重要作為之一，甚且被視為

是其中的基本要素（Peisert, 1978）。

（三）第三階段：視語言外交政策為交叉任務、進入外國教育體系推廣德語

隨著基督自由聯盟（Christlich-liberale Koalition）在 1982 年掌政後，文化外交

政策開啟第三階段。其特徵主要在認同之取得和語言之推廣（Lippert, 1996）。當

時的總理在 1983 年的第一次執政聲明中特別強調，在國外推廣德語是聯邦政府的

外交政策目標之一，也是文化外交與教育政策之獨立面向。也因此，在文化外交、

教育等不同領域上，它是一個交叉任務。在聯邦政府於 1985 年提出的《德語在世

界中之地位》（Die Stellung der deutschen Sprache in der Welt）之報告中，即將語

言推動視為是文化外交教育所有領域—學術、高等教育、繼續教育、成人教育、

外國學校、國際委員會……的任務（Deutscher Bundestag, 1986）。當時實際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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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包括：設立外國學校；在夥伴國家的學校中推動德語；透過教材之贈送、教師

之派遣、教師博士的進修或繼續教育，以及專業諮詢等方式，在外國的教育體系

中推廣德語（Auswärtiges Amt 1997; Schneider & Schiller, 2000）。

（四）第四階段：帶入歐洲視野、擴展語言推廣版圖

1990 年兩德統一後，德國文化外交政策進入新階段，自 1995 年以來，聯邦

政府每年固定提出外交上的文化與教育政策現狀報告書（Sachstandsbericht）。在

此階段中，重要的發展項目有三：兩德統一與共產集團解體、歐洲整合與歐洲文

化政策成形，以及伴隨全球化所必要建立的文化對話（Singer, 2003）。也因此，

語言外交政策之地位更在整體文化外交政策上備受彰顯。德語的推廣活動在此時

期進一步擴展至新興地區如中歐、獨立國協等地區（Schneider & Schiller, 2000；

Schitty, 1996）。

（五）第五階段：開啟全球化思慮、語言為世界公民關鍵

1998 年，施若德政府上臺，開啟文化外交政策的第五階段。除了延續先前

的政策外，亦在重點上有所轉移。一方面，在 1990 年代中葉開始啟動的撙節政

策引領下，在某些地區，特別是西歐，德國消減投入在文化外交上的財政支出

（Singer, 2003；Witte, 2003；Auswärtiges Amt, 2009）；另一方面，在 2000 年外

交部所提出的《2000 年文化外交政策的構想》（Konzeption 2000 der Auswärtigen 

Kulturpolitik）報告書中，也標示了新的政策重點。亦即，除了努力建立歐洲文化

多樣性、共屬性（Zusammengehörigkeit）的共同意識外，重點還在進一步將共產

國家崩裂後，變動的世界政治處境及全球化的條件納入考慮（KMK, 2009）。2008

年時，德國外交部長 Steinmeier 即指出，在全球化所引致的改變過程，以及國際間

日益緊密的經濟連結下，德國國民必須具備更佳的專業資格、語言能力與跨文化

能力才得以因應（引自 Auswärtiges Amt, 2009）。

二、小結

雖然外交政策發展重點因不同時期有所轉移，不過，在外國推動德語此一目

標卻仍是文化外交政策的核心任務。而德國之所以如此積極推動語言外交政策，

自有其特定的條件與考量。若從政治面來分析這樣的發展，可以看到德國從戰後

相對保守的態度，慢慢開始在國際社會中踏出步伐，並且逐漸擴展其版圖。這樣

的發展趨向不僅是因為戰爭年代逐漸遠去，更重要的，也是因為德國在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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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增強，使得其更有能力與地位藉由語言之推廣，開展其在文化上的影響力。

這部分，將在最後的政策分析中加以討論。

參、德國中等教育階段國際交流發展狀況與相關政策

一、二次大戰前國際交流狀況

德國學生的國際交流活動始於二次大戰前。隨著時代變遷，學生的跨國交

流方式有所變化，並在不同時代中具有不同的意義。德國重要的跨文化研究學者

Krüger-Potratz 在 1996 年所發表的《世界和平與種族和解》（Zwischen Weltfrieden 

und Stammesversöhnung）一文中，針對德國在二次大戰前的跨界學生交流歷史進

行了詳細的耙梳。以下，即以其研究為基礎，說明德國中等教育階段跨界交流的

歷史沿革。

根據 Krüger-Potratz（1996）的研究，跨界的學生交換一開始是以學生通訊

（Schülerkorrespondenz）方式進行，此方式可回溯至 19 世紀。當時，三個重要

的倡導—Paul Mieillet、William Stead、Martin Hartmann—在 1896 年時建立第一

個跨越三國的跨校通訊網絡。1899 年，Hartmann 另在萊比錫設立了「德國國

際信件交換中心」（Deutsche Zentralstelle für internationalen Briefwechsel），其

所發行的通訊一直持續到 1915 年。從統計數據上來看，直到 1914 年時，有超

過四萬名的學生參與過這個通訊網絡。19 世紀初，其他地區的「交換辦公室」

（Vermittelungsbüro）陸續建立。例如，1903 年在巴黎成立了 Société d＇Echanges 

Intermationale des Enfants et de Jeunes Gens pour l＇Etude des Langues Etrangéres；

1910 年則在柏林設立對等機構。

這些國際間的通訊交流活動，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而中斷。戰爭的發生，

也使得此議題引起了立場兩極的看法。反對者認為，與其進行國際間的通訊交流，

更為重要的應該是對於國內差異的認識。因為德國各邦之間其實存在著極大的差

異性，因此，應該透過人際間的接觸以緩和邦際間的對立；此外，就實際層面而言，

要在德國境內找到符合宗教、政治或其他觀點具有差異的家庭進行交流活動亦較

容易。相對於此，支持國際交流者則努力在戰爭中繼續維持國際間的教育交流關

係。其方式是透過國際研討會的舉辦，邀請戰爭發起國的人士與會。例如，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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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所舉辦的「美國國際教育協會年會」（Jahrkongreß der amerikanischen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即邀請了來自 13 個參戰國的學者們共同參與。

雖然對於學生是否進行國際交流存有互異的立場，不過，戰爭其實也提供了

重要的動機，用以支持國際交換。因為，支持者認為，藉由學校間的交流活動，

有助於促進國民間的友好關係與世界和平。在這樣的認知下，有心於此的教育學

者在二戰後，重新建立起通訊網絡。旋後幾年，不僅建立起英國、法國與德國學

校間的連結，同時也將交流對象擴及捷克、波蘭、義大利、瑞士、奧地利、美國等。

而這些國家也在此進程中，逐步建立了作為信件夥伴和交換的聯絡站。而在爾後

的威瑪共和國時期，跨界的學生信件交換、學生交換、國際的教師交換、學校旅

遊的利用與意義、國際的教育接觸，以及與跨界相伴而來的與不同文化背景者之

間的關係等，都是備受討論與爭議的議題。

二、當前教育國際化與國際交流政策、現況

二次大戰後，因為重建之故，使得德國開啟外籍勞工引入之門，也使得教育

場景開始出現國際衝擊；而歐盟的整合，以及國際潮流的驅使，也讓德國更正視

國際交流之重要。以下除了闡釋此兩股重要的驅力之外，也針對德國在歷史與國

際情勢之下，在中等教育階段中所開展的各種國際交流政策與現況加以說明。

（一）促成德國教育國際化的動力

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整體的學校政策傾向是，捍衛由 18 世紀末發展而來的

教育系統，使之不受外國及國際趨勢影響。不過，這並不表示德國的學校發展能

因此避開過去幾十年的國際化過程。相反的，表面上雖然舊有的行政樣貌持續運

作，但學校中的教育行為已因社會環境變遷而有所改變（Zymek, 2009）。在諸多

影響因素中，兩股促成德國開始思考教育國際化的重要動力分別來自國內與國外

的變動。

1. 國內驅力：外國移工之引入

就國內而言，最主要的推力是國際勞動力遷移的結果。1953 至 1973 年是德

國近代移民發展史的第一個重要階段。當時，正值西德戰後重建及經濟奇蹟年

代，在國內勞力不足的狀況下，德國與鄰近的義大利（1955 年）、西班牙（1960

年）、希臘（1960 年）、南斯拉夫（1960 年）、土耳其（1961 年）和葡萄牙

（1964 年）等國，分別簽訂雙邊協定，引入大批「客工」（Gastarbeiter）。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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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陸續另有來自澳門、葡萄牙的勞工進駐。至 1973 年時，德國境內的外籍人數

約 400 萬人，占全體人口總數的 6.7%，其中有 260 萬人從事無技術或半技術工

作；而國籍上則以土耳其裔為最多，占外國人口的 26%（蔡芬芳，2002；BLK, 

2003; Bundesministerium des Innens, 2008;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Migration to 

Germany, 2001; Oezcan, 2004）。

面對這樣的情勢，在 1960年代初，教育學研究中衍生出「外國教育」之分支，

關注來自南歐、東南歐以及土耳其的客工。不過，由於當時認為這些勞工僅只是

短期且暫時留在德國，因此，「外國人教育學」（Ausländerpädagogik）的目標在於：

一方面消除客工兒童能力上的「不足」，尤其針對其德語能力進行改善，使之能

夠進入德國教育體系，並能順利完成學業；另一方面，則透過母語補充課程來保

存其原生國的文化認同，使其歸國後可以順利的銜接上母國的學校教育。然而，

1980 年代後，這些來自義大利、希臘、土耳其、南斯拉夫的客工與前來依親的家

庭，卻大半留在德國不歸。1990 年代，政治庇護者、受難者，以及德國的歸國僑

民漸增。為了預防政治、社會歧視與經濟貧困，教育學放棄了前述外國人教育學

的兩種策略，轉而發展了整體的「跨文化教育學」（interkulturelle Pädagogik）之

概念（余曉雯，2009）。

這樣的歷程同時亦呈現在教育政策的訂定與落實上。例如，KMK 即曾針對外

籍兒童在學校的教育狀況提出多次決議。例如，1964 年，KMK 提出《給外國兒童

的課程》（Unterricht für Kinder von Ausländern）之決議，用以回應自 1950 年代以

來客工家庭的增加。在此決議中，強調除了提供義務教育外，學校還應提昇其德

語能力；1992年時，著眼於對外國人的攻擊增多，KMK在《容忍與團結》（Toleranz 

und Solidarität）之決議中，倡議尊重其他文化、擔負對世界的共同責任，並增進

對彼此的全然理解（KMK, 1996）。 

2. 國際驅力：歐盟整合與全球化趨勢

移民人口的增加，讓德國學校教育必須開始思考國際與跨文化教育議題，也

使跨文化學習的探討，進入國際交流的研究中。而來自國際的推力，尤其是歐盟

整合的驅動，以及全球化的意識，則讓德國更積極向外擴展與其他國家間的連結。

1957 年，「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äischen Wirtschaftsgemeinschaft, EWG）

成立。不過，當時，教育政策並不屬於此共同體的行動重點。一直到 1970 年

代中期，在歐洲層次上才出現了第一個高等教育的政策行動。1993 年歐洲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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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Union）成立之後，教育領域的政策與合作，成為歐盟整合的重要領

域之一。其主要的整合手段為：推出各種教育計畫，用以促進流動、經驗交換、

合作，以及強調教育與訓練內涵中的歐洲面向（Lowey, 2006）。

這些計畫在歐盟各國中，各以不同方式予以實現。以課程為例，德國 KMK

在 1978 年提出《課程中的歐洲》（Europa im Unterricht）之決議，其目標在促

進教育中的歐洲面向，期望藉由理解來消除偏見，並因此達到跨文化開放性的目

標（KMK, 1996, 2009）；1990 年，KMK 重新架構這份文件；而在 1994 年所提

出的《外語課程基本構想之考慮》（Überlegungen zu einem Grundkonzept für den 

Fremdsprachenunterricht）決議中，KMK 指出學校外語教育的目標在於，透過語

言課程使學生對多樣化的歐洲社會有所準備，並且培養學生有能力去理解並尊重

外語夥伴的觀點（KMK, 1996）；爾後於 2008 年時，在歐洲整合發展的背景下，

KMK 在《學校中的歐洲教育》（Europabildung in der Schule）之決議中，將《課

程中的歐洲》中所提出的建議繼續往前推進。在此新版本的決議中，賦予學校的

任務為：藉由認識與辨明歐洲歷史和歐洲統合過程中所牽涉的重要面向與內容，

傳授學生必要的能力與想法，使其得以在歐洲成功的生活（KMK, 2009）。除了一

般學科之外，語言課程亦是強化學校中歐洲面向的重要管道。

至於國際交流部分，歐洲間學校領域的教育交流計畫始於 1990 年代中葉。在

此時期，主要是透過與中、東和南歐間學校的夥伴關係與計畫，讓學校之間得以

超越領土的界線進行交流（Pädagogischer Austauschdienst, 2010a）。而更具規模的

跨校交流計畫，則是2007至2013年的《康美紐斯計畫》 （Comenius Program）。《康

美紐斯計畫》是歐盟在 2007 年所推出的終身學習計畫之一環，針對的是中、小

學校教育領域的交流。其所遵循的兩項基本目標為：促進對歐洲文化與語言多樣

性的了解與認識；發展青年與教育人員的價值觀，並且支持青年獲得終生所需的

技藝與能力，用以開展其個人的實現、未來的就業機會，並成為積極的歐洲公民

（Europäische Gemeinschaften, 2008）。作為歐盟重要國家之一，德國對於這些計

畫的參與度極高。例如，在 2007 至 2009 的三年計畫中，德國共參與了 1,853 個多

年期的多邊計畫，而所參與的雙邊語言學習計畫則有 200 個（KMK, 2012）。

（二）當前中等教育國際交流現況

從德國目前在中等教育領域所進行的國際交流狀況來看，除了早期與美國簽

訂《德美夥伴計畫》（German American Partnership Program），以及與法國在《1963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第十二卷第三期）2016.9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88

年德—法合作協約》（Vertrag über die deutsche-französische Zusammenarbeit vom 

22.1.1963）的基礎上所進行的長期交流外，當前交流的重點主要分為兩部分：一

方面是參與歐盟所推出的各種交流計畫；另一方面則是積極主動藉由德語的推動，

與其他地區建立學校夥伴關係。以下，即針對這幾項重點，說明德國目前中等教

育階段所進行的國際交流現況。

1.《德美夥伴計畫》

德國與美國間的交流計畫始於 1983 年，此計畫為美國總統青少年國際交流方

案之一部分，設立動機是為了慶祝德國移民新大陸 300 年。之後，每年均由兩國

國會核撥經費予以資助（Pädagogischer Austauschdienst, 2013）。

《德美夥伴計畫》的主要目標包括（Pädagogischer Austauschdienst, 2012）：

（1）建立對彼此的持續關注，並深化德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

（2）推動與促進美國高中開設德語課程；

（3）擴展教師與學生對彼此國土風情的認識；

（4）教師與學生間的跨文化交流；

（5）改善德國學生的英語知識；

（6）參與教師的進修教育。

從 1983 年開始推展這項交流後，交流學生逐年增加。目前每年約有 10,000

名學生與教師參與在此交流計畫中，以 2012 年為例，美國已將近有三分之二以

上的中等學校學生參與這項交流。整體而言，交流四十年以來，總計約有 23 萬

名德國與美國的學生曾經踏上這趟異國之旅（German Mis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4）。

2.《德法交流計畫》

1986 年，德國與法國訂定一項中程的個別學生交換協定，稱為《布里吉特—

蘇澤計畫》（BRIGITTE-SAUZAY-Programm）。此計畫內容包含二至三個月在夥

伴國家的停留，以及對等的交換。此外，自 2000/2001 學期起，另有《伏爾泰計畫》

（VOLTAIRE）提供學生半年在德國，半年在法國的交換機會（KMK, 2009）。

除了個別學生的交流之外，德法之間還透過語言媒介，進一步在學生的結業

資格與課程內容上取得互通的可能。例如，在雙語課程的架構下，學生可同時獲

得德國的高等教育成熟證書以及法國的高中會考資格（Baccalauréat），目前德國

約有 60 所學校提供這樣的課程；此外，在德法 1997 年所簽訂的《成為夥伴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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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能力》（Sprachkompetenz für Partnerschaft）之合作計畫中，特別將日常生活與

職業上的溝通列為重點，其目的在增加第二外語對中等教育前、後期學生的吸引

力，並使其更容易習得。此種合作中的一個典範是德法共同通用的歷史課本。此

課本在 2006/2007 學期出版第一版，各以德、法語版本提供境內的中等後期學生使

用，2008 年出版第二版（KMK, 2009）。

3. 德國所參與的歐盟國際交流計畫

從中等教育跨界交流的歷史來看，過去，進行交流的主要用意是強化文理中

學中外語的學習。而歐盟所推動的《康美紐斯計畫》之目標並不在此，而是希望

讓所有參與交流的學校共同處理某些議題。為了從各種不同層面達成這樣的目標，

在 2007 至 2013 年所推行的《康美紐斯計畫》下，包含了各種不同的子計畫，例

如《eTwinning》計畫是歐盟鼓勵中、小學透過網際網路互相合作的計畫；《康美

紐斯在職進修》計畫（Comenius berufsbegleitende Fortbildung）以學校教育領域工

作的人員為對象，鼓勵其參與其他歐洲國家的繼續教育活動；而《康美紐斯助理

計畫》（Comenius Assistenzzeiten）則提供見習教師有機會在其他歐洲國家從事教

學助理工作……（Europäische Gemeinschaften, 2008）。

在眾多計畫中，與中小學學校交流最為相關的則是《康美紐斯學校夥伴》計

畫（Comenius Schulpartnerschaften）。此計畫以學前至中等教育後期的教育階段為

主，涵蓋一般、職業、技術、特殊教育，以及其他提供教育活動的機構。參與者

必須來自至少三個國家的三所學校，除了多邊交流之外，亦可以申請雙邊計畫。

雙邊夥伴關係之活動，主要以語言習得為主，並且包含班級間的交換，期限為兩

年（Europäische Gemeinschaften, 2008）。

除了這項已推動多年的計畫之外，歐盟執委會在 2008 年 11 月 3 日的「區域

委員會」（Committee of the Regions）中宣布發起《康美紐斯—區域》（Comenius 

Regio）方案。此亦屬於終身學習計畫的一部分，年度預算為 1600 萬歐元（駐歐

盟兼駐比利時代表處文化組，2008）。其目的在於讓地方或區域層級的教育當局，

能夠與學校或其他機構共結網絡，並且在互為夥伴的條件下，與其他歐洲地區共

同處理學校教育領域的議題。2009 年時，德國共參與了 32 項計畫（Pädagogischer 

Austauschdienst, 2010b）。在此雙邊計畫中，每一邊至少要有三個機構參與其中。

協調與申請是由學校行政當局所負責，例如地區政府或文化部。此外，參與的學

校或學前機構之一，必須是具有申請《康美紐斯學校夥伴》關係的資格。至於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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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方式則具有很多可能性，端視方案本身之需求而定。例如，可以以工作或規劃

會議、參訪、教師交換或進修教育措施、工作坊等方式進行。不過，學生間的交

流，僅有在特別的個案中才有可能實行（Pädagogischer Austauschdienst, 2010b）。

而合作計畫是由締約雙方自由選擇議題，例如學校管理、移民學生融入、企業家

精神教育、降低輟學等（駐歐盟兼駐比利時代表處文化組，2008）。

2010年，歐盟在《康美紐斯計畫》的架構下提出《個別學生流動》（Individuelle 

Schülermobilität）計畫。此計畫之目的在提供 14 歲以上的學生有機會透過《康美

紐斯學校夥伴》計畫，前往外國夥伴學校中參與為期三至十個月的課程。目前，此

計畫先在幾個國家試行，在 2012年後，則適用於所有的計畫參與國（Pädagogischer 

Austauschdienst, 2010a）。

4. 德國所推動的國際交流計畫

在 外 交 部 2010 年 所 出 版 的《 全 球 教 育 夥 伴 關 係 》（Globale Bildung-

spartnerschaften）報告書中，引用了數理哲學家維根斯坦的名言：「我的語言界線

標示出我的世界界線」（引自 Werner, 2010：19），藉此來強調外交部透過德語之

推廣，積極打造德國正面形象，以及增加外國對於德國及其經濟能力的信任等政

策目標（Werner, 2010）。而用來達到此目標的方式，即是外交部自 2008 年開始執

行的《中小學校：未來的夥伴》（Schulen: Partner der Zukunft, PASCH）計畫；另外，

在 2012 年時，仿效推行久遠的《德法交流計畫》，德國也開始推動與波蘭之間的

教育合作交流，以期能更進一步強化中、小學校之間的夥伴關係（KMK, 2012）。

透過這些計畫，德國外交部希望可以建立世界性的夥伴學校網絡，使更多

的年輕人能夠學習德語，並喚起其對德國國家、文化、社會的興趣（Auswärtiges 

Amt, 2009）。以 PASCH 計畫而言，參與其中不只是那些設在外國的德國學校，

也包括提供德語大小語言證書（Deutsche Sprachdiplom, DSD）2 的夥伴國家學校，

以及提供或引入德語課程的學校。2008 年時，德國外交部共編列了 4,500 萬歐元

的經費；2009、2010 年將經費增至 5,400 萬歐元；2011 年時，總經費則為 5,100

萬歐元。在此計畫實行一年後，德國所建立的夥伴學校網絡已超過 1,000 所，外交

部因此將目標繼續擴大至 1,500 所學校（Auswärtiges Amt, 2009）。

由於此計畫是德國外交部近年來所推動最大規模的國際交流計畫，因此，以

下分別針對此計畫的具體目標、實行方式，以及專責機構進行說明（Auswärtiges 
2 德語大小語言證書為德語考試等級。獲得大語言證書者，表示德語能力與母語者相當，其資格被承認
為可以擔任德語教師；獲取小語言證書者，則可免試進入德國大學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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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t, 2009）：

（1）具體目標

 A. 至少與 1000 所學校建立長久的網絡，以強化與德國的連結；

 B. 在新興經濟成長區域（亞洲、近東和中東）及其他重點區域（中歐、東

歐、俄羅斯共和國），為德國的經濟、政治、學術、教育和文化爭取未來的夥伴；

 C. 強化上述地區的德國外國學校，推廣德語作為第二外語；

 D. 強化德國的經濟和學術地位，並為德國贏取最優秀的人才；

 E. 在那些獲得官方發展援助的國家中，促成其社會與經濟發展。

（2）進行方式

 A. 提供夥伴學校德語教師和專業人力；

 B. 為夥伴學校中的德語教師在德語的現代課程發展上提供諮詢，並使其能

夠在德國的學校中旁聽；

 C. 邀請教育領域中的重要負責人前往德國進行資訊之旅；

 D. 提供學生參與德國的青少年課程；

 E. 提供學校教學材料與機器設備；

 F. 透過網路平臺讓學生與教師間得以連結，進而改善其語言與專業知識；

 G. 提供具有資格的畢業生獎學金，使之能夠至德國的高等教育機構留學。

（3）專責機構

PASCH 計畫的推動者，包括了四個不同層級的專責機構，分別是隸屬於聯邦

行政局（Bundesverwaltungsamt）的「德國海外教育事業管理處」（Zentralstelle für 

das Auslandsschulwesen, ZFA）、德國文教部長聯席會議下轄的「德國教育交流中

心」（Pädagogische Austauschdienst, PAD）、推展德語教學的「歌德學院」（Goethe 

Institut, GI），以及長年來負責招收外國學生的「德國學術資訊交流總署」（Deutsche 

Akademische Austauschdienst, DAAD）。此四機構各有其執掌範圍與任務目標，而

就中等教育的國際交流而言，主要是由「德國教育交流中心」所負責。

在 PASCH 計畫中，PAD 主要的工作為：協助其所提供的學校締結夥伴，促進

與重點區域如中國、印度和土耳其的交換計畫。原則上，是由學校自行尋找交流

夥伴，在雙方學校確定後，可以向 PAD 申請補助。不過，有時候 PAD 也會幫忙居

中牽線，而後交由學校自行決定（Pädagogischer Austauschdienst, 2014）。

在 PASCH 的架構下，PAD 至少資助兩類計畫：個人與團體。原則上，團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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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持續 10 至 14 天。來訪的學生住在寄宿家庭中，並跟夥伴學生一起上學；另外

一種交流形式是，參與學校的學生們一起從事某項方案之規劃。例如一起在幼稚

園工作，或在老人院演出戲劇。原則上，PAD 特別支持後者的交流方式，因為當

學校之間進行這樣的交流時，在共同主題的合作下，學生之間可以有較密切的互

動與討論（Pädagogischer Austauschdienst, 2014）。

此外，PAD 另外設有《得獎者計畫》（Preisträgerprogramm），資助各國在德

語考試獲得優異成績的學生，使其能夠在暑假時前往德國繼續進修語言。贏得第

一、二獎的人，可以在德國寄宿家庭中停留三、四週。而在此進修中，也包括旅行、

參訪德國學校等行程。PAD 也提供額外的獎學金給特別優秀的德語教師，或邀請

德語教師參加進修課程和客座停留；並且，與中國執行《外語助理計畫》（Fremd

sprachenassistentenprogramm）等（Auswärtiges Amt, 2009）。

三、小結

德國戰前的交流狀況可以看出，跨界之間的交流很早即已出現，但是在交流

時所使用的語言、參與交流的對象，以及交流的方式與內容卻各有差異。值得肯

定的是，德國在戰前所進行的交流嘗試，至少敲開幾扇窗，讓不同國家的學生得

以看見彼此。

而以目前的中等教育國際交流政策與現況來看，可以試著將其交流對象粗分

為兩大區塊，一方面是與歐美強勢國家所進行的「德美」、「德法」交流計畫，

以及歐盟所推動的各種交流計畫；另一方面，則是德國積極主動在世界多處—主

要是亞洲、近東與中東等新興國家—所推動的《夥伴學校計畫》。前者之發展，

有其特定的歷史或地緣因素。而就交流狀況來看，亦在實質上具有「交流」的內

涵。然就後者而言，比較著重的是單面向的語言之推廣與傳播。

雖然在這些交流計畫中，也包含了人員之間實際上的互訪。不過，不管是

PASCH、《得獎者計畫》或《外語助理計畫》等，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中，德國扮

演的是資源輸出國的角色。亦即，在國外直接提供人、事、物等各方面的資源，

或者將外國教師與學生帶進德國。這些計畫的最重要目的都在期望讓德語能夠進

入學校系統，成為中等教育機構中外語選修的科目之一。從這樣的角度來看，國

際交流中所著重的跨文化之對話並不是其政策重點，比較重要的是讓德語跨出國

境，得以進入其他文化之中。以下將進一步針對德國所推行的交流方式進行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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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剖析。

肆、德國中等教育國際交流政策分析

如本文第貳部分所述，以推廣語言作為手段的國際交流政策，是德國長期以

來整體的文化外交與語言政策的一環。不僅如此，德國近年來在國際交流上，更

是把德語的推廣，當成是最主要的交流政策主軸。以下的分析，一方面藉助語言

外交政策的觀點，討論何以語言之推廣，被當成是重要的國際交流策略之一；另

一方面，則透過新現實主義的外交理論觀點，進一步闡釋國家在國際權力場域中，

必須具備何種優勢，進而得以選擇語言作為擴展影響力之手段；最後，則在此二

論述觀點下，闡明德國的優勢與條件，並指出德國現階段的中等教育國際交流政

策之重點即在於積極推廣德語。

一、理論觀點

（一）語言外交政策觀點：推廣語言是重要的文化外交政策之手段

一國在對外進行文化或語言宣傳時，其姿態可以從謹慎的「文化提供」，

到積極的「文化宣教」（kulturmissionarisch）；亦可把文化外交政策之目

的，定位為服務國家或種族權力的擴張，因而形成所謂的「文化帝國主義」

（Kulturimperialistism）（Oebel, 2002）。

當前，恐怕少有國家願意落入文化帝國主義之責難中。不過，藉由各種方式

積極擴展一國之語言與文化的影響力，則是許多國家共有的作為。Oebel（2002）

的研究中即指出，法國是施行「文化宣教」式的語言傳播政策最明顯的國家。其

政治階級與菁英階層不僅以龐大的財政支出為後盾，甚至以公開的方式推動其語

言與文化傳播政策。法國每年平均支出 50 億法郎，用以推行其在 150 個國家中由

12,000 人所執行的文化政策任務。

而英國在殖民末期的政府報告書中亦指出，即使在後殖民時代，仍需透過投

資於殖民地的學術基礎建設，以及在共同利益的標誌下進行語言傳播，藉此鞏固

英國的利益；並且，亦需努力在一個世代中，將英文推廣成為世界共通的第二外

語。因此，從 1950 至 1970 年間，英國無論是政府或私人基金會，為推廣其語言

皆投入鉅額資金。英語之推廣被視為是政治影響力的手段，是戰勝敵人的一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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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1990 年代，當東歐共產集團相繼傾倒後，美國與英國即利用此機會，在這

些地區推廣英語。當時，英國外相 Hurd 所高舉的目標是，盡可能讓英語在東歐快

速成為主要的第二外語（Phillipson, 1997）。

語言之所以在文化外交政策中成為各國角力之戰場，主要的理由在於，當一

種語言能在外交關係上或國際往來中成為通用語言，無論對簽約、經濟、文化發

展或國民素質而言，都具有相當的利益。簡言之，語言政治向來同時就是外交與

經濟政治。若能在外交關係上創造語言的通用性，即能在地區或全球競爭中享有

優勢。語言外交政策因此亦是「定位政策」（Standortpolitik），在國家勞工市場、

物價水準、稅率，最終是人民的荷包上發生作用（Schmidt, Link, & Wolf, 2007）。

然而，並不是每一種語言都有可能在國際競逐中取得先機。一種語言要在母

語地區之外具有國際吸引力，有賴於許多因素之促成（Hoffmann, 1999）：

1. 自然優勢：以此為母語或外語的使用者數量、地理的廣布性、在世界各地

以之作為外語的廣布性……等。

2. 政治與符號（象徵）優勢：在國際組織、契約、會議中的使用狀況、在國

與國交往中被接受的使用狀況、以此作為官方語言的國家數量、使用此語言的國

家所具有的政治份量……等。

3. 經濟優勢：以此為母語的國家之國內生產毛額、在地區或全球商業市場中

的份量、作為外資所占的範圍、在大企業中作為集團語言的狀況、職業上的專業

用語、大學中的相關課程……等。

4. 學術優勢：在學術發表上的使用狀況、作為學術會議上會議用語或資料庫

中的收集狀況、大學中的語言學程……等。

5. 文化優勢：在文學 / 平面媒體 / 電影 / 電視中的分布狀況、外國夥伴私人或

透過媒體使用該語言的狀況、在娛樂性電子產品 / 青少年文化中的呈現狀況、廣告

的語言……等。

（二）新現實主義論點：推廣語言是擴展影響力的重要手段

在外交關係理論上，現實主義（Realism）在 1980 年代之前居於主流地位。然

而冷戰結束後，新的國際發展形勢使其面臨其他理論思潮之挑戰，進而形成現階

段國際關係理論中的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之互動爭辯形勢（盧業

中，2001）。建構主義強調外交行動者的主體性，新自由主義提出需考量國際間

的合作，這些觀點在理解外交關係上，雖然都是重要的視野，然而，衡諸德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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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外交政策中，雖然政策由中介組織予以執行，但透過經費分配的管控，基本上

仍須服膺國家整體之規劃；此外，雖然文化交流中，國際間的合作是重要面向，

可是從德國實際推行的語言外交政策來看，仍傾向於單向的語言輸出。因此，以

下不從結構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立場出發，而是透過新現實主義的理論視野，闡

明國家在外交關係中的角色與地位。進而在下一段落中以之為基礎，分析德國何

以能夠在現代國際情勢中，積極以推展語言作為文化交流政策的首要選擇。

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的基本觀點為：國際系統處在一種無政府狀態，亦

即缺少一個中心的次序機制（Ordnungsinstanz），用以規範國家的行為。國家因此

是此系統中的主要行動者，被視為是一封閉與功能相同的單位，依據國際體系中

的激勵與約束而行動。在這樣的情況下，此國際體系的唯一變項是：不同單位體

的權力分配。這個分配是由權力國之數量所決定，如單一、雙邊或多重權力體。

在國際體系中，這些權力體對於國際間戰爭、穩定與動盪扮有關鍵性的角色（Waltz, 

1979）。

簡言之，國家被視為是理性行動者；國家行為的基礎，在於對國際體系的

激勵與約束進行成本與效益之計算。在國際體系無政府結構的運作下，國家具有

根本性的不安。國家之間無法互信，也因此使得每個國家為了保障自己的存活只

能自求多福。為了滿足生存此首要利益，保障其安全成為每個國家責無旁貸之首

要事務。此外，無政府的結構也促使所有國家競逐權力，以維持或改善其安全

（Baumann, Rittberger, & Wagner,1999；Waltz, 1979）。

從上述的說明中可以看出，「權力」與「安全」是新現實主義中用來理解國

家行動的兩個核心概念。以下，分別就此二概念之內涵進行說明。

1. 權力

權力可以區分為：資源的控制（control over resources）或對行動者與結果的

控制（control over actors and outcomes）（Baumann et al., 1999）。就前者而言，指

的是國家相對於競爭者所擁有的物質資源之控制，主要是物質與經濟能力。其所

含涉的因素包括：軍事力、軍事費用、國民生產毛額、出口、儲備貨幣、人口與

領土規模等（Waltz, 1979）；而就後者的控制而言，指的是國家對於環境影響力的

追求。透過此影響力，國家得已在國際體系中，具有能力以執行其利益，並能夠

藉此影響或控制其他行動者的行動範圍，加之正面或負面的義務。「影響」因此

意味著對其他行動者與政治結果具有控制力，藉此提高國家的安全感（Baumann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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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1999）。

2. 安全

安全指的是國家具有能力，得以維護其獨立的身分與功能上的完整性（Buzan, 

1991）。因此，不只是國家的影響力，也與國家的自主性密切相關。因為，在一

個自助體系中，安全唯有透過自己的獨立性才得以保障。國防政策因而指的是國

家用以不受外在環境影響，或強化其行動自由的所有國家行為方式。在這樣的思

考下，「國防」與「影響」政策因而是外交政治的兩項理性準則，促使國家在國

際體系中，為提昇其相對權力位置而戮力以赴。正如 Baumann 等人所言，一個國

家的權力位置越強，則其將會利用外交政策爭取越多的自主權與影響力（Baumann 

et al., 1999）。

在新現實主義的觀點中，國家所擁有的各種權力是可以替代互換的。也因此，

某一領域所增加的權力資源得以影響其他政治領域。所以，雖然在外交作為中，

文化外交與教育政策屬於所謂的「低政治」（low politics）領域，但若放在此理論

中加以檢視，則可以推論，國家在理性作為與思考下，亦可能為了擴展其權力、

自主與影響力，而在此領域上予以著力。而權力位置既然是決定國家在外交體系

中行動的重要變項，那麼，進一步需要探問的是，哪些指標可以用來衡量國家的

權力位置？綜合不同學者的看法，目前用來測量國家權力位置之相關指標包括：

領土與人口、經濟實力與權力資源、軍事力量資源、權力分布、安全威脅等。

二、德國優勢條件之分析

透過語言外交政策之論點，藉以釐清「語言」所具有的權力可能性，以及掌

握國際重要通要語言所帶來的利益與價值。然而，並非每一個國家皆有能力標舉

語言作為外交大旗。一個國家欲藉助其力時，必須具備某些特定的條件，才得以

將之作為文化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而新現實主義之分析角度則指出，國家在國

際競逐之中，在擁有相對安全感的局勢下，將會透過其他手段—語言即是其一—

進一步擴展其影響力。

從這兩個觀點出發，以下分別檢視德國在上述不同面向上所具備的條件，藉

以論證指出，在中等教育的國際交流政策上，德國究竟掌握哪些條件，不僅維繼

長久以來的語言外交政策方向，且在近代更積極的擴展德語觸角，將之視為是中

等教育國際交流政策的主軸，期望藉之發揮更大的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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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語之國際優勢 

就使用人口而言，在歐洲有七個國家將德語列為官方語言：德國、奧地利、

列支敦士登、瑞士（四種官方語言）、盧森堡（三種官方語言）、比利時（東部

德語區）。使得德語不僅在歐盟，也是整個歐洲使用者最多的語言。若單就德國

而言，德語的使用人口排名世界第 11；可是若從母語使用者的國民生產總值來看，

德語則排名世界第三。此外，在非德語地區，德語也因為歷史、政治、經濟、科

技……重要性而被當成外語學習。

（二）德國之國力優勢

1. 領土與人口：德國統一後，領土從 248,621 擴增為 356,974 平方公里。人口

數則伴隨統一從 6,180 萬（1989）增加為 8,050 萬（1992）（Cable & Henderson, 

1994）。

2. 經濟實力與權力資源（wirtschaftlichen Machtressourcen）：若以 GNP 當成

指標，則德國在統一前後，無論在歐洲或世界都具領先地位（Götting, 1998）。

直到 1991 年時，德國僅落後美國、日本和蘇聯，排名第四；爾後在俄國經濟衰

退下，攀升至第三；若從出口值來看，德國在 1986 至 1988，以及 1990 年時，皆

排名世界第一；至於儲備貨幣量，德國在 1980 年代時，與日本、美國相仿，都是

掌有最高外匯儲備的國家。而在 1985 至 1987 以及 1992 年時，德國甚至高居第一

（Baumann, Rittberger, & Wagner, 1999；Baumann, Rittberger, & Wagner,2001）。

3. 軍事力量資源（militärischen Machtressourcen）：軍事力量之衡量，通常依

據三項指標：軍事支出、兵力和核武（Baumann et al., 1999）。德國在兵力上，自

1982 至 1988 連擁有 495,000 名兵力。1990 年達到高峰，兵力約有 545,000 名。此

後逐年下降，1995 年為 352,000 名，1998 年為 333,000 名（U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1990）。

4. 極性 -- 從雙極到單極（Polarität: Von der Bi- zur Unipolarität）：冷戰結束，

東方集團解體後，兩極權力對峙解消。此國際體系的轉變，讓德國晉身為歐洲地

區的霸權（Mearsheimer, 1995）。

5. 安全威脅（Sicherheitsbedrohung）：Baumann 等研究者認為，德國在統一之

後，有鑒其在科技、地理與經濟各項指標上的良好表現，使得其在安全威脅上遽

減（Baumann, Rittberger, & Wagner, 1999；Baumann, Rittberger, & Wagner,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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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論：推廣德語是德國當代中等教育國際交流政策之主軸

德國當前在國際體系中，享有相當高的權力位置，也因此，在安全上所受到

的威脅程度甚低；此外，德國與美國之間的對立相對而言亦微不足道。在此國際

狀況下，較之自主性之贏得，對德國來說，影響力之擴增更具有優先地位。

若從新現實主義的觀點來檢視德國中等教育的國際交流政策，則可以清楚看

出。德國自統一之後，經濟情勢走過統一初期的黑暗期；政治局勢則因東歐共產

解體而解消莫大威脅。也因此，從 1990 年之後，其文化外交政策展現的是擴增影

響力的趨勢。而在國際交流上，以語言為開疆闢土之工具則是其國際交流政策之

重點。

一甩過去擔憂語言的推廣可能成為國家主義的政治象徵，德國近年來的交流

政策，清楚揭示語言是開啟其他國家對於德國興趣的重要鎖鑰，也是德國擴充影

響力的重要媒介。德國所參與或推動的各種交流政策，除了鞏固歐洲之間既有的

交流管道外，逐步往東歐、中歐、南歐、俄羅斯擴展。以德國最重要的外語推展

機構歌德學院為例，在 1990 年代之前，歌德學院針對中、南歐地區完全未有任何

的相關計畫。但是自 1992 年之後，歌德學院開始進駐這些地區。從 1992 年開始，

率先投入 249.7 萬馬克，到 1995 年 時則增加至 629.7 萬馬克。若把其他相關部會

投資於此地的語言擴展經費一併考慮，則整體經費在 1984 年時僅有 2015.7 萬馬

克，到 1992 年時達到高峰，總經費增加為 4318.1 萬馬克（Goethe-Institut, 1984；

Goethe-Institut, 1990；Goethe-Institut, 1992）。2008 年時，另增五百萬歐元用以開

拓非洲地區。在歐洲之外，德國也開始把新興經濟成長區域（亞洲、近東和中東）

當成重要的目標。2007 年時，聯邦議會還特別增列 350 萬歐元的經費給歌德學院，

用以擴展在上述地區的相關語言推展活動（Goethe-Institut, 2010）。

從德語學習數量上來看，德國這幾年的確頗有斬獲。以 2005 年為例，除了將

其列為官方語的地區以外，有 114國家在學校中提供德語教學。相較 1983年而言，

具有很大的進展，當時僅有 88 國在學校中提供德語課程；總學習人口則由當時的

1,510 萬人，增加為 1,670 萬人。而 2010 年的調查則顯示，提供德語課程的國家增

加為 119 國，學習者人數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呈現增加的趨勢，如巴西、中國和印

度（Ammon, 2010）。雖然目前德語之普及性不及英語，然而，基於許多利益的考

量，以及德國相關政策的推動，讓德語在短短幾年中，迅速在許多國家中進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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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統，成為第二外語選擇之一。

另外，透過 PASCH、《得獎者計畫》或《外語助理計畫》等的資金、人員、

教材、教育訓練之提供，德國亦努力在經濟、政治、學術、教育和文化領域中，

爭取未來的夥伴。例如，從 2014 年十月之後，PAD 特別籌設一職位用來負責與

中國的交流。相應的，在上海也成立同樣的對口單位。其目的是希望提供更多支

持，包括財務上的資助，或提供相關諮詢。此外，烏克蘭、土耳其或印度近年來

也積極被納入 PASCH 計畫的交流中，讓德國的交流範圍超越歐洲境地，直探亞洲

（Pädagogischer Austauschdienst, 2014）。

不過，德語之推廣，相較英語而言，其幅蓋層面仍有所不及，此自與其過去

的歷史發展、地理狀況以及德語本身的處境有關。從歷史向度來看，德語仍因德

國在二戰中的暴行而遭受其累。例如，波蘭在 1999 年所通過的語言法中，將德語

視為是首要對抗的語言；而就地理位置而言，德國在歐洲的位置居中，其周邊由

許多不同的語言群體所直接圍繞，這是另一個減少其吸引力的因素；此外，德語

本身的困難或不同地區用法上的差異等，亦是其在推廣時所面對的難處（Oebel, 

2002）

伍、結語

以上的分析，藉由語言外交政策與新現實主義理論，闡釋德國以語言推廣為

重心的國際交流政策之意義。然而，亦需指出的是，此處並非否定德國對其他交

流形式的參與，亦非認為德國國際教育中不重視跨文化涵養的培育。國際教育涵

蓋面向極廣，此分析之重點在於指出，在國際交流此一面向上，德國所主動規劃

與推動的政策與計畫之內涵，所反映出來的重要思考點是：國家將語言之傳布，

視為是關鍵的交流政策。在國家地位相對穩固之情勢下，如何更積極去擴展當下

與未來的影響力，是德國在文化外交與教育政策的重點。

從國際局勢來看，德國之所以能夠以此為基石，除了因為其國家在國際體系

中所具有相當的權力位置外，此政策的另一個思考點亦在於：放眼未來。以白話

而言，即是放長線釣大魚。因為，語言的學習與推廣，向來是條漫長與緩慢的途

徑。然而，德國也清楚看見其可能性：目的在贏取未來的夥伴。這樣的觀點，明

白揭示在中等教育的國際交流計畫之名稱上《中小學校：未來的夥伴》。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第十二卷第三期）2016.9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100

因此，有別於法國將語言外交政策定位在以大城市菁英為主，德國對於在非

德語地區所進行的語言推動政策，主要針對的是學校中的德語。唯有在較少的狀

況中，亦透過獎學金、教員之派送而在高等教育中推動德語。也因此，歌德學院

的目標通常不在宣傳，而是透過進修教育、現代化教材之提供，支持德國在不同

地區的學校中所資助的德語課程。

目前看來，PASCH 計畫之推動，已在這幾年中，讓德國在語言版圖上，爭取

到更多國家中等學校的參與。可以想見的是，這些語言利益，極有可能在幾年之

後，轉化成學術、經濟、政治、外交、文化……利益。有一句德語諺語說：「Mit 

Speck fängt man Mäuse」（原意：用肥肉抓老鼠。引伸：放長線釣大魚），恐怕也

如實傳達了德國在此政策上的深謀遠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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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因應全球化趨勢，提升大學生全球競合力已經成為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標。一

般來說，全球競合力的具體能力指標主要包括專業能力、語言溝通能力、跨文化

認知等能力。但過去十年來，臺灣高等教育將國際化等同於英語化，並將英語畢

業門檻及英檢考試畫上等號。這樣的思維限制了對全球競合力的認知與重視，更

窄化了大學英語教育的內涵。本文透過文獻研究探討大學英語教育趨勢，並於研

究結果中提出由全球競合力取代英語能力之大學英語教育，內容以專業英語教學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專業科目英語授課（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輔以跨文化溝通之生活實踐為大學英語教育主體的課程建置。

最後，本研究以國立成功大學的大學英語教育為例說明如何以全球競合力能力指

標取代臺灣現行之英語畢業門檻，做為同性質大學校院英語教育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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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preparing globally competent students is one of 

the main goals in higher education. Ability indices for global competence generally 
include professional skills,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ve abilities, and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In Taiwa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has been narrowly viewed as 
synonymous to internationalizing higher education, while English benchmarking required 
for obtaining a college degree is exclusively determined by proficiency test scores. This 
approach has limited the perceptions of college learners towards global competency, and 
narrowed the scope of college English education.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merging trend of college English education and proposes that global 
competence should replace English proficiency as the goal of college English education. 
This would mean that universities provide courses of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 
take the approach of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 for content courses, and 
promot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practice learning. Finally, using college 
English education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it is suggested that 
instead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scores only, English benchmarking should be redefined 
by ability indicators of global compe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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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因應全球化（globalization）趨勢，分析個人在全球競爭與合作關係中地位的

全球競合力（global competency）養成已經成為大學生做為全球公民的重要能力指

標。根據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0）的研究報告，臺灣人才培育面臨的國際

接軌問題包括國際化程度不足及國際視野的欠缺。因此，教育部於 2013 年 12 月

公布「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書：轉型與突破」，其中明白指出「全球化」趨勢對

臺灣的影響，並提出「大學教育暨國際化及全球人才布局」為臺灣高等教育轉型

之明確主軸，將「培育優質創新人才，提升國際競爭力」訂為教育整體發展之願

景，以期突破困境（教育部，2013）。因此，培育能與國際接軌之高等教育人力，

強化臺灣大學生之「全球競合力」，應是臺灣高等教育當前刻不容緩的責任與義

務。

雖然臺灣高等教育深刻了解到臺灣大學生「全球競合力」之重要性，但是近

年來國際化等同於英語化的僵化思維，將英語畢業門檻、英檢考試與大學英語教

學成效畫上等號（教育部，2006）。限制了對全球競合力的認知與重視，窄化了

大學英語教育的內涵。各大學基於評鑑壓力，紛紛設定英語畢業門檻，希望以學

生的英檢通過率做為國際化程度的指標。然而，各校經過多年努力，大學生的英

語能力是否因為畢業門檻的設置而有效提升國際接軌之能力仍待確定。對許多學

生來說，畢業門檻的設定反而營造更多的學習焦慮；目前各大學的英語課程大多

以一般英語為主，少部分輔以專業英語教學，並非針對英檢應試而設計，因此學

生必須另外尋找資源準備英檢考試。此外，配合無法通過門檻的學生，各大學則

需另開設補救課程，作為人人得以通過門檻的「旋轉門」。這些政策及相關配套

措施已經成為教育學者關注的議題（何萬順、周祝瑛、蘇紹雯、蔣侃學、陳郁萱，

2013；何萬順、廖元豪、蔣侃學，2014）。學生們透過不同的場合與媒介表達因「考

用不一」之職場使用落差而質疑英檢之價值、「學考不一」的背後衍生對英語教

學之質疑 （何萬順、周祝瑛、蘇紹雯、蔣侃學、陳郁萱，2013；何萬順、廖元豪、

蔣侃學，2014）。因此參語英語教學之師生均希望能重新省思與檢討英檢制度的

合理性及必要性。

除了政策面推動之簡單化思維，以英檢為導向的畢業門檻制度也影響了學生

的學習動機及方式。此政策很容易誤導學生及家長對於語言學習的看法，以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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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考試就代表英語力的提升，而忽略培養全球競合力的其他要素。全球競合力除

了語言溝通能力，亦包括國際視野、跨文化認知能力以及國際事務之參與。在全

球競合的時代，英語溝通、表達與協商能力為必要條件，但並非唯一條件，專業

知識的養成與應用，具有絕對的重要性。而英語及專業的結合，利用英語表達專

業知識與技能，即是這兩者形式與內涵的養成與實踐，也是大學教育必須面對的

創新之路。

再者，伴隨著全球化，英語教學之概念已然產生很大的改變。現在英語已

經成為全球通用語，提供不同母語背景使用者作為溝通的共同語言（Bamgbose, 

2001；Graddol, 2006；Murata & Jenkins, 2009）。在此英語為國際通用語（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or ELF）的趨勢下，跨國及跨文化的語言使用及溝通技巧訓練

更是 ELF 使用者之學習重點，也是全球競合力的培育重點之一。此外，因應高等

教育全球化，專業英語教學（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以及專業科目英

語授課（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應該逐漸成為臺灣之大學英語教

育實踐的場域。專業英語教學依據學生主修科目，規劃及訓練該學科畢業生需具

備之學術英文及職場英文技能，有助於提升大學生之學習態度及成效。而專業科

目英語授課在大學校園中建立專業英語學習及實踐的環境，藉由課堂教學以及與

國際學生互動的機會，有效提升學生的專業英語力。

全球競合力的培育除了代表專業英語課程以及專業科目英語授課課程的開

授，英語教學之改變，也意謂著語言能力評量需重新設定。一直以來以英檢為導

向的畢業門檻當然更需要被重新檢討與定義，並將各種利益關係人（stakeholders） 

的養成需求納入考量。因此，大學英語畢業門檻應以專業英語能力指標取而代之，

並在提升全球競合力的前提下由各學系按照其學生之學術能力及專業特色決定其

考核內容、方法及標準，並透過行政、教學與產業的合作，致力於規劃相關課程、

活動及體驗活動，透過深化與實踐養成其終身學習的能力。

總結以上的背景討論，本文主要研究目的為探討臺灣的大學英語教育應該如

何因應全球化趨勢 ? 在英語已經成為全球通用語的前提下，英語教學之概念要如

何改變 ? 還需要加入甚麼元素 ? 最後，現今英語能力畢業門檻的設置是有效提升

畢業生國際接軌之能力還是營造更多的學習焦慮 ?

為了回答以上研究問題，本研究透過研讀及分析全球競合力、人才培育、以

及大學英語教育趨勢的相關文獻探討來建置改革方向及綱要，並以國立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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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學英語教育改革為例說明。相較於一般的文獻探討研究方法，本研究更佐以

實證經驗，由實際例子的執行中落實文獻探討的結論，冀望本研究的方法及結果

能提供同性質大學校院英語教育的參考。

貳、文獻探討

一、全球競合力及人才培育趨勢

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於 2013 年發行的 《改變教育的趨勢》（Trends 

shaping education）研究報告中指出，目前我們所處的全球化世界，足以影響高等

教育發展。首先，世界人才進行普遍性的全球遷徙及移動（global migration and 

mobility）；由於這全球移動使得當今教室、教師、學生及整體社區必須考量多元

性、重新定位傳統角色。此外，急速增加的跨地區人才及資源交流代表傳統學術

領域不斷地擴大更新（pushing the boundaries），使得高等教育市場的競爭日益激

烈。這份報告中也同時指出，不可否認的全球性（undeniable global）代表技職及

高等教育必須提供全新或有別於以往的技能培育，這也代表因應全球化之創新課

程的產生。最後，經濟勢力重新洗牌（a changing balance）的趨勢，代表高等教育

的語言學習及文化認知必須因應新興市場的快速崛起而做調整。

上述趨勢代表人才需求的改變，而全球各國的教育方針也正在隨之調整，並

面對及啟動全新人才培育的挑戰，培養具備全球競合力的國際公民已於各國教育

界形成共識。美國於 2012 年發表教育國際化之主要推動策略，實質內涵在於訓練

學生成為認識、接納及參與當今多元文化環境的全球公民，以提升國家及國民全

球競爭能力（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2）。

最近幾年有關全球競合力的討論更加廣泛，全球教師教育協會（Global 

Teacher Education）將全球競合力定義為具備以下三個能力：（一）對世界歷史、

地理、文化、環境、經濟結構、當今國際議題的了解和好奇心；（二）語言和跨

文化溝通、了解不同觀點，及使用第一手資料的能力；（三）作為倫理公民的決

心（Global Teacher Education，2013）。非營利教育組織理解世界（World Savvy）

則認為全球競合力的核心概念應包括理解全球事件及個人自身的文化及歷史。要

有能力引導、研究、探索、總結問題；能夠對於新的概念及思考方式保持開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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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與他人互動、個人與他人差異的自我認知等（World Savvy, 2014）。美國國家

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NEA）則指出具備全球競合力的學生應

擁有深度知識、了解國際議題、有能力而且重視與來自不同文化語言背景人才的

合作學習、具備外語能力，並且在全球社群中有獨立作業能力（NEA, 2016）。

以上各方對於全球競合力的定義為大學生在認知、態度、經驗、能力各方面

訂定明確的目標。在認知方面，擁有全球競合力的學生不只了解政治、經濟、當

地及全球文化，也接受多樣化、共通性、互相依賴、非一致性等觀念。在態度方

面，除了接受全球每一個人的重要性之外，全球競合力的學生也擁有終身學習、

承擔責任的意願。此外，擁有全球教育經驗、願意為社會帶來改變、具備多樣性

團隊工作能力都是重要指標。這些指標清楚指出大學全球競合力課程設計的方向，

以及能力訓練的目標。

除了教育界，學界也針對何謂全球競合力提出不同的理論架構。Russo 和

Osborne（2004）認為一位具備全球競合力學生應展現五項特性（five characteristics 

of a globally competent student），這其中包括：學生發展及持續建構多元世界觀的

認知（to have a diverse and knowledgeable worldview）；了解主修科目的各種國際

面向（to comprehe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his/her major field of study；英語、

其他外語及跨文化溝通能力（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in another language and/

or cross-culturally）；透過與多元文化接觸而產生的跨文化敏感度及適應力（to 

exhibit cross-cultural sensitivity and adaptability）；及由多元價值及個人實踐帶動全

球競合力的終身維持（to carry global competencies throughout life）。簡而言之，這

五項主題涵蓋全球競合力所需之世界觀、專業領域、溝通能力、跨文化能力及終

身維持之養成及優化。

此外，Boix Mansilla（2011）將全球競合力定義為針對全球重要議題的認知以

及行動能力，並主張全球競合力可以細分成四種具體能力：研究探索這個世界（to 

investigate the world）、認識不同的立場及觀點（to recognize perspectives）、溝通

觀念及想法（to communicate ideas）、採取行動（to take action）的能力。這四種

能力恰好能凸顯專業語言溝通能力的重要性。於語言教學的應用上，學員可以在

教室中研究探索語言相關的議題，藉由語言發表來交換意見。同時，語言做為溝

通系統可以是通往文化認知及身分認同的窗口，語言也有益於行動機會的獲得及

評估。Boix Mansilla（2011）認為，語言課程的設計應將世界性帶入語言教室，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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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可以同時培養對世界以及對語言的關懷。

最後，全球競合力的養成在教育機構具體實踐的行動力應包括擬定學校視野、

使命、文化及畢業生輪廓（graduate profile）；全球議題、跨國合作及世界語言

融入課程設計、教學、評估；全球學習的關聯組織形成（relationship organized for 

global learning）；專業學習社群的互動、資源分享及反省（meaningful engagement, 

resources sharing, and reflections among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家庭與社區夥伴關係的建立以深入了解多樣文化的行動能力（ongoing family and 

community partnerships in minding diversity）（Boix Mansilla, 2011）。

面對全球化潮流帶來之國際性人才及資源整合，高等教育面臨前所未有的衝

擊，大學教育必須進行改革創新，以培育全新或有別以往的技能，讓學生可以藉

由語言學習、文化認知及專業能力知識，和移動力之養成，以獲得國際競爭力。

有鑒於此，全球競合力的培育並不等同單獨的英語力提升，如同教育國際化的過

程一樣，必須藉由高等學府跨學科、跨行政單位的整合性策略思考，結合國際及

在地資源，讓學生於專業領域的學習以及國際服務中加以實踐，透過國際語言積

極扮演好世界公民的角色。

二、大學英語教育的新趨勢

上述文獻指出，全球競合力的培育面向包括：讓學生於專業領域的學習以及

國際服務中，透過國際語言積極扮演好世界公民的角色。因此以全球競合力作為

大學英語的目標教育，代表臺灣英語教育應由傳統的一般英語教學內容（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s, EGP）逐漸轉換為專業英語教學（ESP）以及英語專業課程授

課（EMI）。有別於一般英語教學，專業英語教學已逐漸成為大學英語教育的開設

重點（Johns & Dudley-Evans, 1991）。專業英語教學為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 60

年末和 70 年代初隨著國際間科學、技術、經濟和文化交往日益擴大而發展起來的

語言教學趨勢。專業英語教學以學習者為中心，授課內容包括目標學科的基本方

法和活動。教學目標為訓練學生具備閱讀學術文章的能力，以及完成這些專業活

動所需的語言和技能。專業英語教學通常設定在特定的學科或專業的英語學習上，

因此教學設計與一般英文教學不盡相同。按照授課目標，專業英語教學可分為學

術英文 EAP（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和職場英文 EOP（English for 

Occupational Purposes, EOP）。學術英文課程有一般和專業科目之分；一般學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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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傳授跨學科的語言技能，如學術英語聽說和學術英語讀寫。專業學科英文則是

特定學科的語言技能教學，使用真實情境中的語料及實務，提供學生模擬真實情

境的語言使用環境。職場英語則是針對工作場所語言技能的教學，訓練對象可以

是已經進入職場的專業人士，也可以用來為大學生的就業做準備。其中多項技巧，

如簡報及小組討論，同時為學術英文及職場英文的目標能力，因此兩種課程內容

通常有所重疊。

Boix Mansilla 和 Jackson（2011）認為專業英語課程可視為培育國際素養及全

球競合力人才的重點。專業英語課程開設數量和涵蓋領域的快速成長也反映出高

等教育學府對學生專業英語能力的重視。隨著社會、經濟、生活的全球化日益增

強，大學生需要的能力包括閱讀國外學術界文獻及業界資料，參與國際會議以及

國際交流。透過專業學術英文訓練，學生可以使用英文學習專業學術內容，同時

以英文進行討論、發表研究成果。學術英語課程接近學生的主修科目內容，因此

更能有效提升學習動機及成效（Jordan, 1997）。學術英語課程更可根據需求搭配

相關的專業科目檢定考試，進行專業英語能力評量來檢測學習成效以及提供學習

方向。

最後，全球化趨勢對於大學教育的另一項影響為專業科目英語授課課程的快

速成長。事實上，高等學府之 EMI 課程開課比例已經逐漸成為大家公認的國際化

重要指標（Piller & Cho, 2013）。隨著高等教育國際化和英語為世界通用語的盛

行，使用英語學習專業課程已經成為一種趨勢。相對於通常由語言教師授課之專

業英語課程，EMI 課程意指由學術專業教師以英語教授專業領域之知識，例如工

程、醫學、商學等。EMI 教師通常擁有其授課科目之專業訓練，他們不是語言教

師，於授課過程中也不會進行語言教學，其教學目的仍以知識的傳授為主。英國

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在 2015 年針對全球 EMI 課程的研究報告中也指出，

許多非英語系國家的教育決策者認為 EMI 有助於國家的教育發展國際化，讓學生

有更多的機會加入全球學術及專業社群，提升學生在國際職場的移動力，進而增

進國家現代化、促進經濟繁榮（Dearden, 2015）。在歐洲及亞洲，EMI 課程正積

極成長中（Coleman, 2006；Kirkpatrick, 2014；Manh, 2012）。在臺灣，教育部積

極推動招收國際學生的計畫，已經逐漸展現成效。自 2007 年至 2014 年 7 年間國

際學生（不含僑生或陸生）成長了 167%，人數由 5,259 人增加至 1 萬 4,063 人（境

外學生，2015）。臺灣的高等學府藉由 EMI 課程的推廣吸引國際學生，這類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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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課程同時提供臺灣學生全方位的語言使用及學習環境，提升學生的全球競合

力（Chang, 2010；Yeh, 2012；Wu, 2006）。

參、由全球競合力取代英語力之大學英語教育新趨勢

依據上述人才培育及英語教學趨勢的討論，大學教育課程的設計應逐漸聚焦

於整合專業、語言及跨文化溝通能力的養成。就英語教學情境而言，語言教學的

目標應致力於讓學生了解跨文化互動過程中，溝通的對象、內容、動機、時機及

技巧，並透過專業學科及跨學門、跨文化的認知與實踐去了解整個世界。因此，

全球競合力養成之相關課程及活動規劃建議可以分為以下三大主軸： 

（一）專業學術英語課程及能力指標：建置提升學術英語之置入性課程，來

提振學生以專業英語溝通的能力；

（二）全球化專業職能訓練：建置全英語專業 EMI 課程，融入領域相關之全

球議題學習，使專業訓練與世界重要議題接軌；

（三）跨文化認知培養：建置多元文化之學習情境，使學生體驗身處多元文

化下之認知落差，因實踐而完成反思學習。

根據此三大主軸之英語教育改革執行方案及發展步驟可以如以下設計：

一、專業學術英語課程及能力指標

專業學術英語課程的目的在於建置提升學術英語之置入性課程，提升學生

以英語進行專業溝通的能力。配合學生主修學系，進行專業英文教學，例如開設

科學、工程、醫學、商管、文創產業等專業學術英語等課程。專業學術英文課程

的設計應囊括特定領域之專業英文評估方式與能力指標的開發，使用真實性教材

（authentic materials），設計真實性任務型導向活動（authentic tasks）以及真實情

境之成效評量（authentic assessment）。可以藉由選擇與有意發展全英語專業課程

授課（EMI）之系所合作，推動專業英語與其他學術專長對話，循序漸進開發特定

領域之評估方式。並依據學系所需，修正或開發全校性學術英語課程模組，發展

以學生為中心之互動敎學模式來開創專業學術英語的學習典範。

一般來說，學術英語能力指標可以細分為一般學術及專業學術兩類。一般學

術英語能力指標包括學生具備修習學術課程所需之基礎英語聽說讀寫的能力，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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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於一般學術情境及論述的認知、自主學習能力及關鍵思考力等。而專業學術

英語能力指標可以是學生具備以英語討論及溝通專業學術領域知識、閱讀與理解

專業領域之文獻、參與專業課程與研討會之討論、簡報其專業領域知識等能力。

二、全球化之專業職能訓練

根據不同領域的需求由各專業系所建置與其領域相關之全球在地化議題，提

供專業領域英文授課課程供學生選修，使系所之專業訓練能與全球競合力接軌。

目前臺灣高等教育與全球化相關的專業課程設計以 EMI 為主，這個方向與全球其

他非英語系國家是一致的。資料顯示，大多數非英語系國家希望藉由 EMI 課程的

建置，提供學生學習主修科目專業知識的英語學習環境（Dearden, 2015）。英國

文化協會針對全球 EMI 課程的研究報告指出，EMI 課程正在快速成長，並且全

英語授課的推展獲得大多數政府的支持。報告也指出，一般大眾雖然不反對 EMI

課程，但偏向採取模稜兩可（equivocal）的態度，其中的爭議性在於低社經階級

學生的受教權，以及本地學生的母語教育及國家認同恐怕會受到影響（Dearden, 

2015）。英國文化協會的報告也指出，目前 EMI 課程大多由官方教育決策者或學

校主管單位主導，因此建議學者透過研究蒐集當地及國際的主要利害關係人（key 

stakeholders），例如專業領域教師、語言教師及學生的意見，並研擬方法評估其

專業知識以及語言習得的成效（Dearden, 2015）。

除了上述 EMI 課程，針對專業知識及職能訓驗，國際教育學者也提出培

育全球競合力學生所需的三項要素：國際研究課程（coursework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第二外語能力、國際經驗（Hayword, 2000；Hunter, 2004）。除上述三

項要素外，學者也提出國際研究及國際經驗必須置放於經過規劃並能夠互相連結的

課程設計中，而且這方面的國際接觸必須與學生的主修科目接軌。也就是說，學

生必須了解專業科目與全球文化的相關性（Lohmann, Rollins, & Hoey, 2006）。以

美國喬治亞理工學院的國際學程（International Plan）為例，修課規定包括 4 門國

際關係課程、中高級程度的第二外語能力、兩個學期的國外學術、研究或職場經

驗（Lohmann, et al., 2006）。此國際計畫的評量重點有六項：參與目標（participation 

goals）、第二外語能力、全球知識（comparative global knowledge）、跨文化融合

（intercultural assimilation）、專業領域的全球實行（global disciplinary practice），

及跨文化敏感度（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這類學程不只訓練外語能力，學生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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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際課程以及全球經驗了解全球議題，並使專業訓練與世界重要議題接軌。

三、跨文化認知培養

全球競合力的能力指標的第三個主軸為國際觀及跨文化認知的培養。為增進

學生跨文化認知及全球議題關懷，高等教育課程應考慮學生能力及經驗是否可以

在跨文化情境中實踐。首先，課程設計中應建置多元文化之學習情境，讓在地學

生有機會體驗多元文化下之認知落差，進而了解尊重文化及與語言差異，培養人

文關懷與關鍵性評價能力。教師可以運用教室中的多樣性（diversity），例如本地

生與國際生或新移民第二代之互動，鼓勵學生修習跨文化議題具體課程。除了相

關課程建置，建立多元文化校園也應為高等教育規劃重點，學校需要為國際生建

立友善的學習環境，提供資源幫助國際生融入當地社會。透過協助之過程，可規

劃本地學生參與服務學習，擔任接待義工向國際生介紹在地文化，使本地生習慣

於非母語環境下進行跨文化溝通。並鼓勵參與國際志工活動。除此之外，大學教

育也應積極推動跨國論壇、海外服務學習、公益企業見習等活動，讓學生學習尊

重多元文化價值，同時培養面對全球及在地議題的討論及行動力。

由上可知，於全球化教育下國際觀及跨文化認知的培養強調實踐，需能整合

並有效落實於知識、技能與態度等三個面向。除跨文化與國際關係等知識性課程

外，透過各項國際交流活動，使學生藉由生活實踐主動學習、認識當地及外國文

化。更藉由反思內化，培養學生國際視野與態度以及跨文化溝通技能。在全球化

教育概念下推動跨文化認知及涵養國際觀之跨國課程，已超越現行大學教務處一

直以來負責的課務領域範疇。此趨勢使大學教育必須轉型，以確保學生可透過生

活實踐，發展多元學習的策略。大學除了結構性之課程改革，也必須重新整合，

規劃行政單位的分工及合作。這些課程的規劃及執行與一般傳統大班教學之課程

規劃不同。需要大學教育機構中跨單位、跨領域的資源整合。除各學院系所的積

極參與進行縱向整合，也涵蓋教務處、學務處、通識中心、語言中心與國際處等

行政單位進行橫向之策略性合作。來自英語系與非英語系國家之外籍生更是創造

國際化校園，翻轉傳統校園使用標準英語思維之動力。如此國際化的校園提供的

是英語作為全球語（ELF）的真實學習及使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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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全球競合力能力指標取代臺灣現行之英語畢業門檻

自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後，十年來臺灣高等教育場域已呈現不同樣貌。正視

國際校園的形成，應重新檢視師生需求與客觀討論英語畢業門檻的積極與消極效

應。臺灣高等學府目前陷入英檢考試即英語畢業門檻之迷思，批判與廢除英語畢

業門檻的聲浪不斷高漲。因為英檢考試的結果會高度影響測驗者的教育機會或就

業未來，因此被視為高度利害攸關測驗（high-stakes testing）（Center for Public 

Education, 2006）。在美國，為了提升高中生的學習成效，包括佛羅里達州的幾個

州政府於 1970 年代開始擬訂能力檢定測驗，支持者認為這類測驗有多項好處：讓

學生了解學習重點、學生會因為準備考試而更努力學習、好成績激發成就感、不

理想成績可以鼓勵學生更認真（Amrein & Berliner, 2002）。

然而研究結果顯示，上述之高度利害攸關測驗（賴志峰，2009）對於學生的

學習動機具有正負兩方的影響：支持者認為這類測驗提升學習動機，測驗結果幫

助學生評估自己的能力，了解需要改進的地方（Stecher, 2002；Thomas, 2005）。

反對者則提出多項負面效果，例如較低的學習動機、考試壓力負面影響學習者

情緒、授課內容通常會較著重於考試技巧而非長期性語言能力養成訓驗，甚至校

內的測驗績效並不保證大學入學考試成績的進步（Noble & Smith, 1994；Ryan & 

Brown, 2005；Stecher, 2002）。以臺灣的大學情境而言，英檢考試結果也是一種高

度利害攸關的測驗，決定學生是否達到大一、大二英文抵免標準或通過畢業門檻，

此制度是否可以有效提升學習動機及改善學生的英語能力是頗具爭議性的（唐嘉

蓉 ,，2011；蘇紹雯，2009）。

雖然設立畢業門檻的原意在於提升學生的英語文學習動機，參考學習動機

及成就測驗（achievement test）的相關研究結果可知學習可分為深入學習及表面

學習，前者的重點在於理解涵義，而表面學習則偏向於記憶以及重現內容重點

（Lublin, 2003）。這兩種學習方式的取捨在於學習環境，當學校注重考試成績，

學生通常選擇表面學習 ; 反之，如果學校鼓勵學生將習得的知識及技能轉換應用於

不同情境，學生比較會選擇深入學習（Hargett, Bolen, & Hall, 1994）。有鑒於此，

目前臺灣的畢業門檻政策很可能鼓勵學生針對某種英檢測驗進行反覆練習，然而

卻無法引導學生進行深入學習，進而弱化技能之訓練與終身學習之態度養成。

英語檢測的目的應該為課程的規劃及成效提供資訊服務，而不是將課程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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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檢測的工具。若是有需要檢定語言，為了能真正展現檢測的功能，提升學生

的英語文學習動機，檢測的內容應該搭配專業課程的設計，提供能精準檢測出學

生在該專業領域的英語能力，而不是一味採用一體適用（one-size-fits-all） 的評量

工具，將英語教育轉變成英檢考試訓練，以致本末倒置。

肆、以國立成功大學為例說明

以下以國立成功大學的大學英語教育改革為例說明，臺灣的大學英語教育可

以如何因應全球化趨勢，並提出以全球競合力養成為首要目標之大學英語教育新

趨勢。此高等教育政策所涵蓋範圍除專業英語溝通為主之整體英語課程規劃、以

及專業英語能力指標的訂定外，亦包括專業科目英語授課及跨文化認知課程的優

質化。

國立成功大學於 2015 年推行英語教育新制課程，規範新生於入學前提供校外

具公信力之英語考試成績，或參加校內統一舉辦之英語能力分級測驗，依其英語

能力級別選擇修習一般學術英文、專業學術英文或菁英英語課程等三個模組之一

個模組進行課程訓練。三個模組課程的設計敘述如下：

程度在歐洲共同語言參考標準（CEFR）B1 及以下程度的學生修習一般學術

英語課程模組，培養具備修習學術課程所需之基礎英語聽、說、讀、寫的能力。

課程可以包括基礎學術英文、聽力與摘記練習、基礎溝通技巧、基礎學術溝通。

訓練內容包括一般學術閱讀及字彙、聽力及口說、文法及寫作等課程。另提供補

強英語線上課程協助英語基礎薄弱學生，加強其閱讀，聽力和字彙能力。

英語能力達到歐洲共同語言參考標準（CEFR）B2 水平的學生則修習專業學

術英語課程模組，培養其在專業學術領域之英語閱讀理解及溝通表達能力。課程

內容可以配合學生專業領域知識，例如人文醫學英文、餐旅英文、創意產業英文、

生物科技英文、資訊英文、基礎科學英文、基礎工程英文、高科技產業英文、經

貿英文、商業溝通英文、商管英文、職場英文等課程。研究顯示 B2 是修習 EMI

的英語門檻，這個程度的學生可以了解複雜文字內容中的重點，文章主題可以是

具體或抽象的，也可以在自己主修領域進行專業內容的討論（Graddol, 2006）。

如果英語能力已達 C1 水準之學生，則可由各學系自訂標準決定修習菁英英語

課程、系所開設之全英語授課專業 EMI 課程、或參加國際交流活動。菁英英語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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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可包括英語解說與發表、學術英文寫作、國際禮儀與溝通、閱讀文學與文化等

課程，以銜接學生實際使用專業英語於學術及跨文化溝通之訓練。菁英英語課程

的訓練可以讓學生藉由使用英語獲得多元國際觀，及深入應用其主修學科知識及

議題的訓練。

有別於傳統的大學英語課程，上述模組課程設計依學生程度，提供學術英文、

專業英文、國際溝通及跨文化認知的溝通訓練。每一門課程皆有明確的課程目標，

並對應 Russo 與 Osborne〈2004〉提出全球競合力架構中的國際觀、專業能力、溝

通能力、跨文化認知及終身學習等五項特性。課程模組搭配學生 EMI 主修課程、

校內國際交流及全球義工計畫，可有效幫助學生發展並提昇其全球競合力。

教學反應調查結果顯示專業學術英語教學 EAP，以及全英語授課專業課程

EMI 課程作為大學英語教育新典範已獲得學生的正面回饋。表 1 顯示學生對於專

業學術英語教學 EAP 課程滿意度一直以來超過 4.5 分〈總分 5 分〉，代表大學生

學生滿意英語授課內容及專業知識結合的課程設計。

此外，以成大機械系大學部課程為例，針對大ㄧ必修課工程圖學及應用力學，

除原有中文授課外，該系於 2012 年度首度開設以英語教授這兩門課。由於系上老

師的支持，英語授課課程數逐漸成長，目前 2016 年度該系針對大ㄧ至大四學生共

開設 8 門英語授課。學生可以自由選擇中文或英文授課的課程。調查結果顯示，

選修 EMI 課程的學生認同英語授課的價值，並不排斥使用英文進行專業科目教學

〈表 2〉。

表 1　2013 年（102-1 學年）至 2014 年（103-1 學年）成大 ESP 專業英文

　　   教學反應

學年 102-1 102-2 103-1 總平均

滿意度 4.511 4.510 4.624 4.548

註：最高總分為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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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成大機械系大學部 EMI 課程之學生問卷回饋（N=95）

項次 問題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1 (%) 2 (%) 3 (%) 4 (%)

1 我認為主要專業科目應該採英授課程。 2 18 69 11

2 我覺得英授課程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1 6 75 18

3
我可以很清楚從英授課程學到重要的核心

知識。
4 34 57 5

4
從英授課程我學到如何以英文表達清楚專

業用語、定義、基本概念。
2 27 59 12

此外，在 2014 年國立成功大學的外籍生（含學位生與交換生）共 1,385 人，

占總學生人數 22,735 的 6%，這些學生來自全球各地（圖 1）：亞洲（67%）、南

美洲（12.42%）、歐洲（7.65%）、北美洲（4.55%）、非洲（4.48%）、大洋洲

（3.9%）。其中三分之二的外籍生均為研究生。因應外籍生需求，教務處鼓勵各

系開設出共 400 多門 EMI 課程。其中約 120 門大學部課程，其餘為研究所課程。

另有華語中心招募海外來臺學習華語之外國學生， 約占總學生人數 4%。

The demography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native 
countries in NCKU.

67.00%
4.48%

4.55%

12.42%

7.65% 3.90%

Asia
Africa
North America
South America
Europe
Oceania

圖 1　成大外籍生來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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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移動成為培養國際觀及跨文化認知之大學風潮底下。成大學生願意於

在學期間至海外進行多元學習，提升跨文化認知，並涵養其國際視野。自 2011 年

至 2015 年成大赴外學習之學生總數均逐年增加（圖 2）。且自 2008 年在大學部推

動全校性專業英語課程起至 2013 年止，該校大學生赴外學習之人數增加速度高於

研究生之速度。

為能提升本地研究生赴外學習之意願，自 2012 年起成大國際處在檢視學生的

需求後開始大量開設研究所 EMI 課程，並在國際處增設規劃推動英語教學之國際

組。因此至 2014 年，成大共有二十二個具有全英語國際組之博士班與二十三個全

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全英語碩士學程中含有八個跨領域之全英語碩士學程與十五

個傳統學門之全英語國際組碩士班。隨著 EMI 學程之系統性建置，2014-2015 年

碩士班研究生願意赴外學習之人數明顯增加（圖 2）。2014 年成大碩士級研究生

願意至海外研習之人數明顯增加，於 2015 年依然維持此趨勢。此學習行為之改變

清楚顯示：推動在地跨文化生活實踐並活化英語之使用，才能提高本地生使用英

語的意願和動機。亦惟有如此，學生才願意至海外研習，內化跨文化認知及溝通

能力。

0

200

400

60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圖 2　成大本地學生至國外進行各種學習之人數變化（2011-2015）

成大通識中心為強化學生自主規劃，多元學習，培養跨文化認知及溝通能力，

也開始系統性地改變全校通識課程的結構。如圖 3 所示成大通識課程主要分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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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領域：語文課程（含外國語及中文），領域通識，及融合通識。基於課程目標，

決定於融合通識領域推動至多 6 學分之多元自主學習，開發自我規劃之「通識教

育生活實踐學分」。舉凡與華語學習生進行之語言交換、與外籍學生互動之接待

義工、參與外籍生社團、提供翻譯服務達 18 小時，或自行前往海外學習，擔任至

海外志工達兩星期以上，透過反思學習均可獲得融合通識之生活實踐學分。另外，

學生亦可參與全球論壇通識認證之英文講座，規劃此學習報告為「通識教育生活

實踐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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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成大通識教育

成大各單位以不同型式推動跨文化溝通與生活實踐：成大學務處之社聯會更

是協助本籍學生社團雙語化，並請華語中心提供語言交換機會，成大國際處並成

立全球競合力中心（UISA）組織外籍學生。透過共同參與服務學習、擔任國際志

工、舉辦全球論壇等通識認證之英文講座等，本地學生可深入了解外籍學生的生

活與各種跨文化議題。融合通識領域之學分認證策略更提升大學生跨文化溝通之

意識，創造自主學習之氛圍。因活化自我學習改變校園文化生態，促成 2014 至

2015 年間成大學生赴外學習之人數大幅增加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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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為了能真正檢測出學生專業領域英語能力，測驗的工具應該要與學生

的專業英語課程及訓練配合。一般而言，在面對自己專業領域的內容及單字時，

考生較易發揮實質英語能力，達到較好的表現。為了證明專業學術英語測驗會比

一般英語測驗更能精準檢測出學生在該專業領域的英文能力，國立成功大學與財

團法人語言訓練中心（LTTC）於 2015 年共同研發專業學術領域評估英文能力的

測驗（鄒文莉、高實玫、陳慧琴，2015）。此研發計畫探討針對不同專業學術領

域建置不同語言能力測驗的可能性。簡言之，該計畫針對商管、理工、生醫三個

領域共兩千多名大學生進行研究，學生依其修習的專業英語課程進行一般英文及

專業科目學術英語測驗。此研究將每門課程學員分類成相關主修及非主修兩組學

生。舉例來說，所有選修經貿英文課的學員都會參加一般英文及專業科目學術英

語考試。其中，管理學院學生被視為主修學生，同一門課的理工科學生被視為參

與商管測驗的非主修學生。

測驗結果顯示，商管及生醫領域主修學生的一般英文及專業科目學術英語測

驗通過率比非主修學生高。理工組結果稍微不同，非主修學生的一般英文通過率

較高，但是主修學生的專業科目學術英語通過率較好。值得注意的是，針對三個

領域英文能力較低的學生（未達 CEFR B2），資料顯示他們的專業科目學術英語

聽力及閱讀通常比一般英文成績來得高，這項結果顯示學生在專業科目學術英語

測驗中可以利用主修的專業知識來獲得較高的檢定成績。因此，大學學府如果需

要學生參加英文能力檢定測驗，採用專業科目學術英語類型的考試取代目前的一

般英檢考試顯然對學生比較有利。

然而，即使上述專業學術英語能力考試能提供較準確的英語力檢測工具，

單一的英語檢測仍不足以回應前述國際學者（如 Boix Mansilla, 2011；Russo & 

Osborne, 2004） 提出的全球競合力架構中之有關國際觀、專業能力、溝通能力、

跨文化認知及終身學習等特性。國立成功大學為了達到全球競合力的養成提出如

圖 4 的全球競合力指標，語言能力，含英語或其他外國語，是大學畢業生的全球

競合力指標之一，其他還包含 EMI專業課程、跨文化實踐、跨國學術交流等項目。

其中，跨文化實踐可以包括國際接待志工、語言交換義工、海外短期實習；跨國

學術交流可以包括國際性競賽、國際交換學生、國際會議發表等。這類多元、彈

性的規劃與設計可以免除過去一視同仁、以英檢分數為唯一條件畢業門檻的弊端，

進而提供各學系依其學術及專業特色為學生打造多元學習目標的機制。此外，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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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般英語能力不足的學生可透過自我規劃與學校提供補救機制，幫助學生提升

有效的英語溝通表達，透過生活實踐，活化英語使用之能力。

 

圖 4　國立成功大學全球競合力指標

伍、結論

因應全球化趨勢，提升大學生的全球競合力已經被視為當今高等教育的主要

目標。本文討論臺灣的高等教育如何轉型，回應全球化及英語教學專業化的趨勢，

並藉由成功大學所推動的國際競合力指標及配套教學和行政措施，說明大學英語

教學如何進行轉變，以達成培育具備全球競合力的國際化人才的目標。在高等教

育全球化浪潮下，英語已經成為全球通用語之際，大學英語教育也已經開始朝向

跨文化溝通與國際專業化邁進。ESP 及 EMI 課程已逐漸成為許多非英語系國家高

等學府的教學重點，欲回應全球化教育的國際性大學必須提供輔助各科系學生專

業能力培養的英語課程，提供與國際生互動的機會，打造全英語的學習環境，讓

學生成為具備使用專業英語能力之國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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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上述國際化人才培育的需求及英語教學的新趨勢，本文建議由全球競合

力取代英語力的大學英語教育，相關課程及活動依以下三大主軸規劃實踐：（一）

專業學術英語課程及能力指標的建置；（二）全球化專業職能訓練；（三）跨文

化認知培養。最後，置放於全球競合力框架下之專業英語能力指標則應納入學生

參與的 EMI 課程，跨文化實踐、以及跨國學術交流等專業英語的使用。能力指標

應為多元、有彈性，各學系可依其學術及產業特色制定該系大學畢業生所需具備

的全球競合能力。基於以上討論，建議各大學重新檢視一直以來以英語力為主要

目標的課程規劃及畢業門檻規定，儘早規劃與實踐具有學系特色之專業英語訓練，

以培育全球競合力為前提之專業學術英語溝通、全球化專業職能訓練、以及拓展

國際視野，使臺灣高等教育與國際成功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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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以國小校長專業能力探討校務經營關鍵影響因素，本研究方法採

問卷調查法，研究對象為國小校長，共計有效樣本為 2,066 人。文獻探討得知，國

小校長校務經營分析應聚焦於「規劃校務發展」、「強化行政管理」、「領導課

程教學」、「學生適性輔導」與「建立公共關係」。本研究以上述因素，建構校

務經營量表。另一部分，為評估校長專業表現，亦建構校長校務經營能力量表，

透過決策樹分析進行校務經營關鍵影響因素探究。分析結果顯示，以決策樹進行

分析後發現，國小校長校務經營共有 12 種不同程度的路徑。最後，本研究認為校

務經營關鍵影響因素，在於學生適性輔導與領導課程教學的工作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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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key factors impacting elementary school management in 

Taiwan. The research method adopts questionnaires survey. Subjects were elementary 
schools’ principals in Taiwan, consisting of 2,066 valid samples. After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t was found that elementary schools management analysis should focus on 
“School planning”, “administration effectiveness”,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student 
counseling” and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mmunity”. Based on the above-mentioned 
factors, the school management scale of principals in elementary school was constructed. 
Another part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principals’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Principal operating capacity scale was constructed by CART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total of 12 different degree paths were found in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 
management. Finally, the key business factors are mainly conducting the student 
counseling and the leadership curriculum teaching.

Keywords: principal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school management, Classifi 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s (C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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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

校長為學校關鍵人物，對於學校整體教育品質的優劣良窳有極重要的影響。

而學校教育品質之締造，著重於校長校務經營的能力。Fullan（2007）即指出，

「校長是學校發展動能和管理變革的絕對關鍵」。因此，為使校長與時俱進和有

效領導，校長的培育和專業發展之系統建置和相關研究顯得日趨重要（陳佩英、

林子斌，2015）。教育部於 2013 年公布人才培育白皮書亦揭示，將考量訂定全國

一致性的國民中小學校長專業標準與培育制度，俾藉由系統性的校長培育課程、

實習及相關配套措施培育符應現代社會與學校教育需求的國中小校長（教育部，

2013）。因此，探究國民小學校長專業能力之內涵與現況，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近年來學校興革與經營績效，因績效責任與少子化的影響而迭受重視，世界

各主要國家競相致力於學校教育方式的改革，以追求品質卓越的教育績效（Dewey, 

Friedland, Richards, Lamki, & Lirkland, 2005），各級學校莫不加強提升學校經營管

理能力、積極建立學校特色，設法提高家長滿意度，以展現優良的辦學績效，達

成學校永續經營的目標。然而，在校務經營方面，陳木金與李俊湖（2006）研究

指出，校務經營所探討內容包含校務規劃、行政管理、課程發展與公共關係。林

明地（2010）的研究則表示，我國中小學校長除了上述相關內容外，更需要辦學

態度與精神、增進專業責任與品質確保及永續發展等相關內容，如此對於校務方

能有效經營。中華創意發展協會（2006）認為學校經營策略，包含行政管理革新、

課程與教學領導、學生活動展能、校園環境美化、社會與環境資源運用。因此，

探究國民小學校務經營之內涵與現況，便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在教育環境快速變遷與教育鬆綁的改革趨勢之下，學校經營面臨莫大的挑戰

與考驗，校長應確保教育政策的推動與學校經營策略的執行，以提升教育品質與

績效，故校長對於校務經營必備的知識、技能與態度皆會影響校務經營的成效。

而校務經營亦應區分工作職責，每項職責包含許多任務，每個任務又可細分為多

種專業能力。校長身為學校的校務領導者，亦是教育的專業人員，應具備哪些校

務經營所需教育專業之責任？抑或需要什麼樣的綜合能力來經營學校？便成為本

篇研究所欲探究之目的。因此，故了解我國校長教育專業責任（必須能力）與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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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綜合能力（將需要能力），並藉由校長專業能力之關鍵因素，對於校務經營探

討有其必要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校務經營能力較高的群體，其校務經營是

否有其過人之處，其經營特徵為何 ? 亦將一併進行探討。

國民小學為我國基礎教育的根本，亦為各級教育階段最大的群體，故對於國

小校務經營現況、校長專業能力，以及學校經營最佳化模式進行探究，藉由本篇

研究所獲得之結論，對照相關文獻分析及相關議題研究之成果，希冀能探究個關

鍵因素所顯示之意義，做為校長校務經營與專業發展等議題之未來研究基礎，以

及教育行政主管機關與各級學校校務經營之參考。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歸納我國國民小學校務經營，與國民小學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之內

涵，作為本研究之理論基礎。

（二）分析我國國民小學教育階段校務經營，與國民小學校長校務經營專業

能力之現況。

（三）探究不同校長背景變項與學校環境變項，對於校務經營與校務經營的

影響。

（四）以國小校長專業能力預測校務經營最佳化模式與關鍵因素，研究成果

可提供國小校長校務經營與專業發展規劃之用。

貳、文獻探討

文獻回顧內涵共分為兩部分，分別針對校務經營之相關概念與校長專業能力

之相關概念進行探討。分述如下：

一、校務經營之相關概念

（一）校務經營的意義

就過去國內外以校長為主體所進行之相關研究觀之，以「校長校務經營」為

主題所執行的專門研究並不多，其主題多聚焦於校長培育認證指標之建立，以及

校長專業能力之成長與發展等。一般而言，「校務經營」應是一種整體性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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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現學校組織的目標，結合管理理論與實務知能，發揮學校成員的力量，並營

造公共關係，創造內外部共享資源，進而發揮學校組織最大價值與效能。

國內外專家學者對於校務經營之看法不盡相同，Robbins 與 Alvy（2003）認

為校務經營乃是學校領導者發揮專業經營的功能，在學校組織中有效地運用科學

化及人性化的管理策略並付諸行動，並營造學習型的組織文化，提升學校組織效

能的歷程。吳清山（2014）亦認為學校經營乃是學校機關依據教育原則，運用有

效的科學方法，對於學校內的人、事、財、物等業務，做最妥善的處理，以促進

教育的進步，以達成教育目標的歷程。吳天方、王怡詠（2003）研究指出，學校

經營透過全盤的規劃管理，在經營者即校長領導全校師生，遵循一定的準則，適

當而有效地處理學校中的人、事、物等各項業務，以發揮教學及輔導的效果，達

成教育目標的歷程。張慶勳（1999）則認為學校經營意指學校經營者採用管理學

的知識與技術，整合學校成員之人力，透過行政程序以及運用各種資源與策略，

達成學校教育目標，並且能增進學校效能、促進學校組織的變革與發展，以因應

社會變遷與學校需求。因此，校務經營為融合規劃、組織、領導及控制於經營活

動中的一套方法或程序，其目的在於以最少之資源投入，獲得最大之預期成果，

同時亦能滿足社會需求並達成組織目標（Boudreau, 2004；Cashman, 2005；Kerin 

& Peterson, 2004）。

綜上所述，本篇研究將歸納校務經營係指領導者能依據學校教育願景，能運

用相關專業的理論與實務知能，有效的科學方法，整合校內外資源，透過行政運

作及策略運用，結合學校相關利害關係人的力量，有效處理學校各項業務，共同

達成學校教育目標，確保校務永續經營發展的歷程。

（二）校務經營內涵之探討

少子化的衝擊下，學校經營勢必隨瞬息萬變的時代調整，期達成目標或確保

學校生存與發展，要有效率的經營，以提升學校的效率與效能，增進教育品質，

彰顯教育成果，最終達成教育目標（Hussey & Smith, 2010）。就過去國內外以校

長為主體之校務經營所進行之相關研究不多，大多針對學校績效評估、學校創新

經營、優質學校及學校經營策略之相關議題進行探究，本研究歸納國內外校長校

務經營之相關文獻（林明地，2010；陳木金、楊念湘，2011；國立教育資料館，

2009；黃建翔、吳清山，2012；臺北市政府教育局，2004；蔡明學，2011；蔡進雄、

龔素丹，2012；Beardsley, 2008；Day & Leithwood, 2007；Hallinger & Heck,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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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 2003）分為 5 個面向，茲將統整綜述如下：

1. 規劃校務發展

校長在發展校務經營能具備規劃校務發展所需之專業知識、技能與價值觀（陳

木金等，2011；臺北市政府教育局，2004；蔡明學，2011）：校長能以革新的思

維引領學校發展，亦能活化組織結構，適當授權以鼓勵並支持成員學習，形塑學

校願景，以建立校務經營發展之共識（Day & Leithwood, 2007；King, 2003），達

到服務品質與績效管理（國立教育資料館，2009）。內容應包含依據教育政策與

學校特性訂定學校發展目標，同時評估學校條件與師生反應發展學校特色，並能

將教育法令傳達給學校成員與家長了解。

2. 強化行政管理

校長在發展校務經營能具備能強化行政管理所需之專業知識、技能與價值觀

（林明地，2010；陳木金等，2011；臺北市政府教育局，2004；蔡明學，2011；

蔡進雄、龔素丹，2012；King, 2003）：校長能引領學校行政團隊運用革新方法，

訂定具體可行之創新策略與規劃，積極推展行政創新方案（黃建翔、吳清山，

2012；蔡明學，2011），提升行政團隊效率與教學資源支持（林明地，2010；蔡進

雄、龔素丹，2012），以達成學校組織願景目標的一種表現程度。內容包含校園

危機處理、協助各處室業務進行，提高行政效率並有效執行預算、妥善規劃課務

人力配置與鼓勵學校成員努力與成就。

3. 領導課程教學

校長在發展校務經營能具備領導課程與教學所需之專業知識、技能與價值觀

（林明地，2010；陳木金等，2011；蔡進雄、龔素丹，2012；Day & Leithwood, 

2007）：校長能鼓勵教師建立專業學習社群，透過分享來改進課程內容、教學方

式及教學評量（黃建翔、吳清山，2012；Day & Leithwood, 2007），並適時提供課

程教學適當的資源，領導教師在課堂之良好教學活動，研擬適切的課程規劃、有

效的實施教學，確保學校課程教學品質的一種表現程度。（林明地，2010；陳木

金等，2011）。內容應包含學習課程領導、教學領導、教學評鑑、教學視導與教

師評鑑等教學領導之功能的發揮，有效結合學校之人力、物力、財力和其他的資

源，以達成學校目標。

4. 學生適性輔導

校長在發展校務經營能具備學生適性輔導所需之專業知識、技能與價值觀（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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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學，2011；臺北市政府教育局，2004；Beardsley, 2008；Newell & Van-Ryzin, 

2007）：校長能密切關注學生學習發展，有效激發教師專業教學與輔導熱忱，以

提供學生適性輔導，在過程中能顧及學校背景支持學生核心發展需求的程度，如

適性學習、身心發展、學習成效等，進而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並確保學習成效。內

容應包含輔導計畫、專業知能、補救教學、友善校園與三級輔導制度之功能的發

揮，有效激發老師輔導熱忱，提升學生整體輔導效能，以達成學校目標。

5. 建立公共關係

校長在發展校務經營能具備建立公共關係所需之專業知識、技能與價值觀

（林明地，2010；陳木金等，2011；蔡進雄、龔素丹，2012；Day & Leithwood, 

2007）：校長能帶領學校能做好社區公共關係與辦學特色行銷，促使學校相關利

害關係人了解學校教育願景，以建立良善之合作夥伴關係，整合學校內外部資源

來進行相互共享，將教育資源發揮最大效用，進而達成校務經營目標。內容應包

含學習塑造學校的公眾形象、建立善意依存的基礎、統合大眾意見的功能、令人

感到舒適的溫馨等公共關係之功能的發揮，有效結合學校之教職員工、學生與家

長了解學校教育價值，並與其他團體妥適溝通下，達成學校目標。

二、校長專業能力之相關概念

（一）校長專業能力的意義

近年來，校長提升學校教育所需具備的技能、知識及特質，已被廣泛地探究

（Marzano, Water, & McNulty, 2005），但仍無法完全解釋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

之內涵。因此，學校領導者除了本身需具備的領導專業知能與素養外，在學校教

學現場，能針對學校的屬性，擬定有效的學校經營策略，符合師生需求，進而達

到教育目標。許多國內外的學者紛紛針對校長專業能力定義進行探究，亦不盡相

同，茲就分述如下。

蔡金田（2005）認為能力乃指個人從事某項工作時所帶至工作現場的知識、

技能與特質，而這些外顯以及內隱的知識、技能與特質需視工作環境的變遷與需

要，不斷的持續更新與發展，俾使能達到基本的表現標準或傑出成就。林煥民與

鄭彩鳳（2011）於校長專業發展之研究指出，其在符合專業特質與原則下，經由

專業組織之選任與支援，且在任職生涯中遵行組織倫理及滿足成長需求，培育專

業素養及服務態度，並主動學習研修教育及經營校務之專業知能，以適應社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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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從而促進辦學之公關、品質與效能之過程及成果。詹正義（2013）則認為，

校長專業能力係指校長運用有效的科學方法，對於學校內外人、事、物等業務，

作最妥善而適當的處理，以促進教育進步，有效能地達成教育目標，亦即在校務

發展、行政管理、教學領導、資源統整、專業發展等 5 個能力向度的能力表現。

美 國 跨 州 學 校 領 導 者 證 照 聯 合 會（Interstate School Leaders Licensure 

Consortium Standards for School Leaders, ISLLC, 2008）亦將校長專業能力制定 6 個

標準（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1. 領導者促進所有利害關係人所共

享及支持的學習願景之發展、傳遞、應用及管理；2. 透過倡導、培養、維持與學

生學習及教師專業成長有關的學校文化與教學方案；3. 確保安全、有效率、有效

能的學習環境在組織、運作與資源上的管理；4. 透過與教職員及社區成員的合作，

回應不同的社區利益、需求；5. 能具備正直、公平及有道德的行動，確保為每個

學生在學業與社會性成功之績效責任。英國對於校長專業發展，係透過不同發展

階段的模組設計，其校長專業資格檢定制度目的在培養校長 6 個重要能力：塑造

學校願景、強化社群、學習與教學領導、專業發展與團隊合作、組織經營、以及

績效責任（National College for School Leadership, NCSL,  2012）。而康自立（1982）

認為專業能力是具體明確的能力歷程，而其分析結果將導出一具體明確的能力概

覽與教育目標，其結果應包括必須與將需要之兩種能力。

準此以觀，本研究旨在探究校長擔任學校領導者之職務，除了本身應具備何

種專業能力或技能外，尚包含校長對於本身職務角色應具備的認知與態度。如此，

校長應在校務經營上，能具備相關的專業知識、專業技能及專業態度，以因應校

務中不同情境，並能妥適處理，以達到學校經營的教育績效目標。本研究將校長

專業發展能力定義為：校長在學校場域中所需的外顯以及內隱的知識、技能及特

質，其包含「必須能力」：發展專業責任、「將需要能力」：培養綜合能力，能

隨著社會環境變遷與需求持續地更新與發展。

（二）校長專業能力內涵之探討

近年來，有關校長領導之相關研究甚多，但對校長專業能力的論述並不多見。

然進一步深入探討國內外學者對於校長專業能力之內涵研究，因研究觀點的差異

則易產生不同見解。楊朝祥（1984）認為有兩種說法，一為從事工作時各人所需

之知識、技能、態度、經驗、重要價值觀及理解能力等行為特質；二為成功執行

某一任務並達到所要求水準所需具備之知識、技能或態度。康自立（1982）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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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能力是具體明確的能力歷程，其分析結果將導出一具體明確的能力概覽與教

育目標，而結果應包括必須與將需要兩種能力。本研究嘗試簡化為兩大面向來歸

納校長眾多專業能力中所概括之內涵：

1. 必須能力（must have competency）：

係指校長在校務經營上必須具備的態度、技能、知識與價值，包含校長執行

校務的專業責任，如學校領導、帶領團隊並發展「教育專業責任」等。且在重視

學習成效之教育改革趨勢中，校長對於學校教育發展之重要性不言可喻。陳佩英、

林子斌（2015）研究即指出，校長被賦予促進教師領導、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孕

育組織學習文化和有效改善學生學習的重要責任。

吳清山、林天佑（2002）認為優良的校長應具備下列能力：1. 校務發展：包

括校務計畫、具有願景、熟知教育政策與改革動向、教育資源的開發與使用；2. 教

學領導：教學視導、課程設計與評鑑、提供教師專業指導與回饋、了解多元智慧

與評量；3. 行政管理：組織績效監控與評鑑、人力管理與運用、時間管理、主持

會議、危機處理與溝通、良好判斷力、統整與協調、做決定及科技應用等；4. 公

共關係：包括校內公共關係及校外公共關係二類；前者包括校長與教師間、校長

與行政人員間及校長與學生間三種；後者包括學校與家長間、學校與社區間、校

際間、學校與上級機關間、學校與新聞媒體間、學校與民意機關間之公共關係等。

陳木金、陳宏彰、溫子欣（2012）以「校長學→學校長→長學校」之三階段專業

發展模式來建構我國校長培育制度之內涵，其中在校長學階段，係以「校長專業

培育」為核心，包含校務發展、行政管理、教學領導、公共關係、專業責任等五項。

在國外經驗來看，美國專業教學標準委員會（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 NBPTS），於 2010 年訂定了具備有效影響力和成果導向的高

成就校長標準（accomplished principal standards），該標準強調校長領導的九項核

心能力：領導力、願景、學校系統策略管理、學習者與學習、教學、形塑學習文化、

倫理、平等、與倡導（NBPTS, 2012），以之作為新世紀的領導專業能力。Velsor

與 Leslie（1992）之研究指出，身為學校領導者應具備之專業能力包括：人際關係

能力、專業條件、教學領導能力、行政領導能力。Yukl（2006）則將校長領導行

為之分類模式為：1. 建立關係、2. 影響人群、3. 作決定、4. 交易資訊。

2. 將需要的能力（should have competency）：

指校長對於學校環境結構變遷與人力管理上的個人修為，包含能評估學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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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規劃學校特色與發展學校特色，個人能力上同時具備省思批判與高尚品德，

並能傾聽他人意見與兼具挫折容忍力。吳清山、林天佑（2002）認為優良的校長

應具備高度使命感及熱忱、具教育（哲學、行政學、心理學及社會學）四大領域

之理論與實務、吸收教育新知，在人格與態度上，保持熱忱、接受新觀念與事物、

自信心、幽默、心智思考及個人魅力與影響力等六項。

新北市卓越學校明列校長領導的向度有 12 條指標（新北市教育局，2010）。

其指標如下：1. 前瞻的辦學理念：（1）校長教育理念能反映社會發展趨勢、（2）

校長辦學理念能結合教育改革潮流、（3）校長辦學理念能展現學校教育願景；2. 高

度的專業素養：（1）校長熟悉主要教育理論與原理，並具備豐富的行政管理知能、

（2）校長具備豐富的課程與教學領導知能、（3）校長能參與專業組織，並進行

專業成長；3. 創新的領導作為：（1）校長能洞察時勢，並了解校務發展需求、（2）

校長能善用領導策略，引領學校變革與創新、（3）校長能激勵成員，積極解決校

務問題；4. 優質的領導效能：（1）校長辦學具有績效贏得認同、（2）校長能提

升團隊能量，落實學校教育目標、（3）校長能整合各界資源，支援學校教育運作。

林煥民、鄭彩鳳（2011）針對校長專業發展進行指標研究，研究認為校長專業發

展質基於12個層面，包含：資源應用、實習成長、甄選認證、格局態度、專業自律、

社區服務、問題解決、人際公關、校園特色與精進卓越等。

美國中學校長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ondary School Principals, NASSP, 

2012）針對符合新世紀教育行政人員的領導才能需求，提出「21 世紀學校行政人

員技能計畫（The 21st century School Administrator Skills Program）」該方案認為新

世紀的教育人員，需具備 4 項能力：1. 教學領導：設定教學目標、團隊合作、靈

敏度；2. 處理複雜問題的能力：判斷能力、目標導向、組織的能力；3. 溝通：口

頭的溝通、書面的溝通；4. 發展自我與他人的能力：了解自己的強弱項、促進他

人發展。此外，美國的「公立學校校長理事會」（the 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 CCSSO ）與「國家教育管理政策委員會」（the National Policy Board for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NPBEA）於 2014 年所修訂「教育領導政策標準」之新

版本，其反映過去十年來教育改革對學校校長、督學以及校長監督會等職位造成

的影響，重新釐清相關人員之角色、責任、和所承擔之社會期望，希冀能培育並

選拔出符合當前基礎教育發展潮流之領導者（Superville, 2014）。

綜觀上述國內外相關研究可發現，有關良好的學校領導者所應具備之特質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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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且不盡相同，秦夢群（1999）便認為：特質論者始終未能提出一組特別的變數

來描述成功領導者，其原因如下：1. 在不同情境中，會出現不相同的新特徵。2. 特

質論者常產生許多自相矛盾的結論。3. 用人格測驗所測出的人格特徵，常不能對

領導者之行為做正確有效的預測。4. 研究中成功的領導者具有某些特徵，然而特

質論者未對失敗的領導者加以研究。尋找領導者理想的共同特質是極為困難的，

因為領導者人格特質並不是單一的，而是隨情境的改變而有所差異。因此，校長

校務經營之專業能力是多層面、多面向的構念，專業能力的衡量應該依研究者所

欲探究之面向，而加以決定專業能力指標之項目。另外，透過現今所發展新的研

究統計方法及技術，能進一步探究好的校長在校務經營發展上之專業能力關鍵因

素，並透過相關文獻探究與問卷調查，讓吾人了解學校領導者在學校經營最佳化

模式之發展方向。

三、校務經營與校長專業能力關係之探討

校長是學校的靈魂人物，綜理校務，帶領全校師生，朝著學校的願景努力。

從學校經營的觀點來看，校長的專業知能、辦學理念、學識、經驗、行政領導、

教學領導、人際關係、組織決定等各方面的能力，都會直接影響學校的進步與發

展（林文律，1999）。在地方制度法推行後，中小學多縣市政府所管轄，然而各

級教育主管單位對於校長的職責要求並不明確，在國民教育法中僅臚列「國民小

學及國民中學各置校長一人，綜理校務，應為專任，並採任期制，任期一任為四

年。」，然何為綜理校務？往往隨人解釋而各有不同或所欲達成之不同目的而有

所不同之觀點。因此在建立校長的考核，遴選、培育及專業能自發展上，均缺乏

系統性的觀點，甚而受主管教育行政機關的個別要求而隨時改變，與學校經營發

展之核心目標並未完全吻合。

本研究對於校長校務經營模式之探討，希冀能了解社會大眾、學界及教育主

管機關之相關利害關係人對校長的期待，也能讓校長對自己的使命有所了解，此

外，它亦是校長培育課程規劃與校長專業發展之依據。然而校長專業標準易被批

評僅以一套標準規範校長專業表現，且標準的制定亦反映出制定者的意識形態，

因此有其優缺點存在（Parkay & Hass, 2000），然而究竟適不適合擬定國家層級的

教育標準，卻往往不只是教育專業上單方面的考量，更為政治、社會、經濟等因

素所左右。因此，本研究首先探究校長專業能力之相關概念，再綜合歸納各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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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對於校長專業能力之意義與內涵進行界定，並將其簡化為校長專業之必須能

力與將需要之能力兩大面向，以做為本研究校長專業能力之理論基礎。

而在校長專業能力與校務經營之相關研究中，Harris（2013）研究即指出，在

教育改革脈絡下，儘管學校強調權力下放，鼓勵教師參與多元專業領導，以促進

組織學習和課程與教學之革新，然而，校長領導所發揮之影響力仍是學校改進之

關鍵。黃宗顯、蔡書憲（2008）研究亦發現，校長培育認證指標與校務經營有密

切關係。林明地、詹盛如與李麗玲（2010）亦認為國民中小學校長領導與主任作

為深深影響學校效能與表現，而且學校外在環境變動快速，必須與時俱進，促進

自己在專業上的成長與發展。

因此，校長對於校務經營應因地制宜、以最佳模式經營學校為目標，以提升

學校效能，實現教育的理想。葉佳文（2005）即對於成功校長的校務經營模式提

出看法，認為一位成功的校長在經營學校時必須達成下列目標：塑造學校願景確

立發展目標、建立學校目標滿足個人需求、落實行政管理提升組織效能、充實專

業知能強化教學領導、重視溝通協調強化和諧氣氛、協助教師成長關懷組織成員、

強化教師認同激勵參與校務、建立公共關係善用社區資源等。林仁煥（2008）亦

對於教育校長領導卓越獎得主進行研究，研究發現獲獎者對於校務經營有其共同

特質，包含擘劃學校教育願景與核心價值、善用領導模式展現卓越特質、形塑學

習組織促進專業成長、多元教育理念落實校本課程、營造和諧氣氛優質校園文化、

創新學校特色打造教育品牌、運用社會資源發揮聯盟功效、參與社區活動互惠夥

伴關係等。

依據本文前揭相關文獻之探究，綜合歸納析論如後：

（一）校長專業能力是需配合校務經營的前提下而發展

綜合專家學者之相關研究，認為校長之專業能力係建立在道德基礎上，包含

公平正義、人際關懷、誠信守責、德行修養、反思實踐。另外，有部分學者將校

長專業能力劃分為領導能力、知識、價值觀三個維度，校長領導能力具體分為決

策能力、執行能力、團隊建設能力以及溝通能力等要素。這些專業能力皆將校務

經營之概念進行轉化與融合，方能彰顯校長在校務經營上之地位與價值。

（二）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可分為必須能力與將需要的能力

綜合國內外專家學者對校務經營內涵之觀點，本研究認為國民教育階段之校

務經營評估內涵包括：規劃校務發展、強化行政管理、領導課程教學、學生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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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與營造公共關係等五項內容。另外，本研究將校長專業能力歸納為兩種主要

能力：1. 必須能力：係指校長在校務經營上必須具備的態度、技能、知識與價值，

包含校長執行校務之專業責任，如學校領導、帶領團隊並發展「教育專業責任」

等。2. 將需要的能力：指校長對於學校環境結構變遷與人力管理上之個人修為，

包含校長規劃學校願景等通識能力，如創新與前瞻、思考與品德、同理與容忍等，

將其相關理念與家長、師生共創學校特色等視為「綜合能力」。

（三）關於校長校務經營最佳模式尚無定論

綜析過去相關研究可發現，我國國民小學校務經營模式各自有不同的研究結

果，部分研究係採用質性訪談，其係依據過去之理論架構進行校務經營模式之探

討，然而以實證研究進行校務經營模式之分析，其相關文獻付之闕如。因此，依

據過去研究成果，並提供可靠分析數據驗證過去研究的前提下，以量化研究探討

校務經營最佳模式有其研究必要性。

參、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校長校務經營能力影響因素，研究設計係依據研究目的，

參酌相關文獻資料而成。本段包含說明本研究之研究架構與內容，研究對象，研

究方法，實施程序與資料處理。

一、研究架構與內容

依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本研究架構如圖 1.。校長個人背景變項內容包含：

性別、最高學歷、年齡、服務年資與任職階段等五項。學校背景變項包含：學校

規模與學校區位等兩項。除了背景變項外，另包含國小校長校務經營五大面向，

包含：規劃校務發展、強化行政管理、領導課程教學、學生適性輔導與建立公共

關係。

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將目標變項（依變項）為國小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

分為「必須能力」：發展專業責任，內容包含：「能引導教師了解專業發展的責

任績效」、「能鼓勵並帶領學校成員進行團隊學習」、「能鼓勵並帶領教師從事

行動研究」、「能具備學校領導知能」、「能積極參與各項學校或個人專業進修

活動」、「能與校內教師討論專業成長理念與實務」、「能具備國際視野，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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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uared），確認樣本的縣市分配是否與母體一致。分析結果顯示卡方值 =1.17 < 

31.41（自由度 20，顯著水準 5%），故在 5% 顯著水準下，樣本與母體的縣市別

分配無顯著差異。

本研究將回收之 2,082 份樣本進行分析整理後，分別依校長背景變項資料探討

其樣本結構。可以發現本研究之樣本校長中，以男性居多，占有效樣本 70.1%，女

性較少，約 29.9%。最高學歷調查方面，以碩士（含四十學分班）畢業者占多數，

有效百分比 86%，大學與專科學位者次之，僅 7.5%，博士學位者較少，約 6.5%。

校長年齡以 46-50 歲居多，有效百分比 31.1%，41-45 歲其次，約 29.9%，51-55 歲，

為 21.7%，56 歲以上 13.9%，40 歲以下則為 3.4%。服務年資以 21-30 年占多數，

有效百分比 58.9%，其次為 31 年以上及 20 年以下，分別占總樣本數的 27.9% 及

13.3%。任職階段為初任（4 年以下）校長者，占總樣本數 36.8%，續任（4 年以上）

校長者，占總樣本數 63.2%。學校規模以小型學校（13 班以下）占多數，有效百

分比 50.0%，中型學校（13-48班）其次，約占 37.8%，大型學校（49班以上）較少，

約 12.2%。學校區位多處於鄉鎮地區，有效百分比 41.2%，其次為都市區（含直、

省、縣轄市），有 35.8%，偏遠地區（含山地、離島、特偏）較少，僅 23.0%。

三、研究工具

為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依據文獻分析的結果與參酌相關研究編製「我國國

民小學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評估調查問卷」。

1. 量表內容

本研究測量問卷主要採李克特五點量表（Likert five-point），在計分方面，「我

國國民小學校長校務經營現況與專業能力評估調查問卷」分為非常同意、同意、

普通、不同意與非常不同意等 5 個選項，分別給予 5、4、3、2、1 分，其中第 1

題至第 6 題為「規劃校務發展」層面；第 7 題至第 13 題為「強化行政管理」層面；

第 14 題至第 20 題為「領導課程教學」層面；第 21 題至第 26 題為「學生適性輔

導」層面，與第 27 題至第 33 題為「建立公共關係」層面。校長專業能力之一為

「教育專業責任」層面，指從事校長在校務經營上必須具備的態度、技能與知識，

為第 34 題至第 40 題，之二為「培養綜合能力」層面，指校長為了協助學校適應

科技快速變化與環境結構變遷的能力，為第 41 題至第 47 題。

2. 量表信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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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量表的信度上，以 Cronbach’s Alpha 值來檢驗各評量指標的內部一致性情

形，並以驗證性因素分析（CFA）進行效度分析，分析發現各題因素負荷量皆為 0.5

以上，各構面選項彼此間殘差獨立，顯示各題為不同觀點之觀察變數。各構面組

成信度 Cronbach＇s Alpha 值皆超過 0.7 以上，整體適配度在可接受範圍之內，各

評量指標的內部一致性良好，顯示本量表具有可量測之信效度（詳如表 1）。

表 1　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指標量表信效度分析

（一）規劃校務發展

組成信度  .713 因素負荷量

1.「能依據教育政策與學校特性訂定學校發展目標」 .70

2.「能評估學校的傳統與各種條件並結合學校特色」 .67

3.「能迎合教改潮流並檢視個人學校經營理念」 .70

4.「能結合師生及家長意見反應，並擬定、執行與檢核校務發展計畫」 .68

5.「能有效主持會議，並形成決議」 .56

6.「能將教育政策及法令傳達給學校成員與家長了解」 .66

（二）強化行政管理

組成信度  .765 因素負荷量

7.「能訂定校園危機處理程序及任務編組」 .62

8.「能了解並有效指導各處室業務」 .62

9.「能充分提供教師教學資源」 .67

10.「能應用資訊設備，提高學校行政效率」 .69

11.「能依校務發展計畫有效執行預算」 .76

12.「能妥善規劃學校行政與課務人力配置」 .72

13.「能開闢學校成員發展平臺，鼓勵學校成員努力與成就」 .66

（三）領導課程教學

組成信度  .798 因素負荷量

14.「能引導教師進行課程發展與設計」 .74

15.「能落實課程發展委員會的功能與任務，促進學校課程發展」 .74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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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領導課程教學

組成信度  .798

16.「能引導教師進行教室觀察」 .80

17.「能提升教師教學成效，增進學生學習品質與學習表現」 .67

18.「能妥善規劃學校教師進行同儕教學視導」 .84

19.「能妥善規劃專業學習社群，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78

20. 能訂定具體評鑑指標，有效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76

（四）學生適性輔導

組成信度  .762

21.「定期檢核輔導工作計畫，導引輔導工作目標與內涵」 .81

22.「能透過學習社群增進教師輔導專業知能」 .77

23.「能規劃學生學習輔導及補救教學」 .72

24.「激發教師輔導熱忱，營造友善的校園」 .65

25.「追蹤檢核輔導網絡及實施成效，提升學校輔導工作效能」 .84

26.「能有效落實三級輔導制度」 .78

（五）建立公共關係

組成信度  .789

27.「能先與校內教職員工共同討論，以形成學校公共關係政策之共識」 .64

28.「能策劃並引導學校參與社區服務活動」 .77

29.「能引導家長及社區了解學校教育目標」 .77

30.「能引導家長及社區參與協助學校教育活動」 .78

31.「能促進校際交流與國際交流」 .71

32.「能與大眾媒體良好互動，塑造學校形象」 .71

33.「能與政府、民意代表與議會保持良好互動關係」 .67

表 1　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指標量表信效度分析（續）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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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育專業責任

組成信度  .785 因素負荷量

34.「能引導教師了解專業發展的責任績效」 .78

35.「能鼓勵並帶領學校成員進行團隊學習」 .78

36.「能鼓勵並帶領教師從事行動研究」 .74

37.「能具備學校行政領導知能」 .67

38.「能積極參與各項專業進修活動」 .76

39.「能與校內教師討論專業成長理念與實務」 .81

40.「能具備國際視野，了解世界各國教育脈動」 .76

（七）培養綜合能力

組成信度  .740 因素負荷量

41.「能培養具有自我省思批判與論述之專業知能」 .75

42.「能涵養廉能高尚品德，精進社會責任與人格陶冶」 .74

43.「能創新學校發展特色」 .62

44.「能了解當前國家教育政策，落實強化執行」 .72

45.「能評估學校發展現況，了解學校發展需求」 .76

46.「能傾聽他人意見，並以同理心表達個人感受」 .74

47.「能掌控自我情緒表達，並兼具挫折容忍力」 .76

四、分析方法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描述受試者對於「校務經營」中「規劃校務發展」、「強化行政管理」、「領

導課程教學」、「學生適性輔導」與「建立公共關係」，以及「校務經營能力」中「發

展專業責任」與「培養綜合能力」等構面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二）T 檢定（t-test）

以 T 檢定（t-test）考驗不同「性別」與「任職階段」國小校長對「校務經營」

表 1　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指標量表信效度分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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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校務經營能力」的差異情形。

（三）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

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考驗不同「學歷」、「年齡」、「服

務年資」、「學校規模」、「學校區位」對「校務經營」與「校務經營能力」的

差異情形。若分析結果 F 值達顯著差異水準時，再進行 Scheffe＇法做事後比較，

以了解差異情形。

（四）決策樹（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s）

回顧過去相關文獻，有關教育組織效能的需求評估時，多以單一線性模型進

行分析，但對於綜合性評估影響組織效能的主要因素，相關研究仍無一致性的看

法。故本研究在以評估國小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的前提下，利用決策樹 CART

分類演算法（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s），綜合性評估各項因素（自變項）

對於國小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依變項）的影響，解決過往線性模式分析對於

因素影響程度的不確定性。

本研究以 SPSS modeler16 版軟體進行分類與迴歸樹（CART）建立分類模型，

以了解地方教育教育視導績效的相關因素，並區辨不同地方視導人員專業能力高

低之解釋路徑。決策樹的主要功能為探索及預測（Berry & Linoff, 1997, 2000），

其概念來自於認為每一事件都可能是由兩個或多個事件影響，進而形成不同結果。

利用機器學習的方式，藉由資料以自動找出分類者之特徵與影響決策關鍵因素

（Steinberg & Cardell, 2016）。

本研究是藉由分類已知的實例（instance）來建立一個樹狀結構，並從中歸納

出實例裡、類別欄位與其它欄位間的隱藏規則，所產生出來的決策樹，作為樣本

的預測。

本研究進行分類樹的建構時，是以 CART 建構決策樹，並以 Gini 係數做為決

定分支樹準則，在每個分支節點進行資料分隔，建立一個二分式的決策樹，已決

定最佳分支變數。而 CART 最大的特色除了為二元分支演算法外，同時能處理連

續變項與名目變項的分類（簡禎富、許嘉裕，2014）。較符合本研究所探究的目

標變項為教育視導績效屬連續屬性資料，輸入變項為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包

含連續變項與名目變項的研究需求。

CART 在樹狀結構長成以後，會對長成的樹進行分類正確率的評估（Breiman, 

Friedman, Olshen, & Stone, 1984）。生長完的樹，如果想要避免樹狀結構過於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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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進行修剪，修剪的方式視效標變項及不純度量測的方式有所不同，主要是以考

量分類正確與否的風險值（risk）大小進行設定（江羿臻、林正昌，2014；Witten 

& Frank, 2005）。本研究進行 CART 分析時主要使用 k 疊交互驗證法（k-fold cross 

validation），乃經過以下三個步驟：（1）以全體樣本產生分類模型，建構出最大

樹狀結構：使用 Gini 為分割準則，本研究將分支母節點（parent node）的最少樣

本數設為 200 人，最後產生的子節點（child node）的最少樣本數設為 100 人；（2）

採用 k 疊交互驗證法評估分類模型的正確率，將其值設為 10；（3）事後修剪規則

是採用最大風險差異法（maximum difference in risk），並將其值設為 0，以產生

最小風險值的樹狀結構。當利用訓練資料完成決策樹建構，CART 利用成本複雜性

修剪法，降低不必要的分支（簡禎富、許嘉裕，2014）。

誠如上述，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針對國小校長校務經營與校務經營專業

能力之現況進行資料蒐集。本研究於完成問卷調查資料分析後，針對研究發現與

研究文獻之理論及相關研究反覆討論，尋求支持研究結果的脈絡與價值，以作為

撰寫本研究結論與建議之參考。

肆、研究結果

以下針對國民小學校長校務經營現況與專業能力及其影響因素分析結果，進

行敘述。本段共分為三節，包含國民小學校長校務經營現況、校務經營能力現況

與影響校務經營關鍵因素分析。

一、校務經營現況分析

以描述性分析進行現況分析發現，國民小學校長普遍對於校務經營持正向態

度。整體而言，校長對於「規劃校務發展」認知程度最高，平均數為 4.59，其次

是「強化行政管理」，平均數為 4.52。認知程度最低的是「建立公共關係」，平

均數為 4.34（詳見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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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校務經營因素描述性分析

校務經營因素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規劃校務發展 2073 4.59 .389

強化行政管理 2073 4.52 .404

領導課程教學 2071 4.43 .485

學生適性輔導 2071 4.47 .465

建立公共關係 2061 4.34 .486

在以各校務經營因素與填答者背景變項進行變異數分析，分析結果發現，不

同校長性別、任職階段、學校規模與學校區位對於國小校長校務經營認知具有顯

著差異。女性校長對於課程教學與學生輔導在校務經營中，認知程度較男性校長

高。任職階段為初任校長對於課程教學與公共關係在校務經營中，認知程度較續

任校長高。以上是校長個人背景變項部分。至於在學校變項中，學校規模為大型

學校或都市學校，在所有校務經營因素中，認知程度較其他類型學校高（詳見表

3）。

表 3　校務經營類別分析

規劃校務發展 強化行政管理 提升課程教學 落實學生輔導 建立公共關係

F 值 P 事後比較F 值 P 事後比較 F 值 P 事後比較 F 值 P 事後比較 F 值 P 事後比較

性別 .321 .571 1.159 .730 24.227 .000 女 > 男 10.874 .001 女 > 男 2.643 .104

學歷 .380 .642 1.627 .197 .063 .939 .667 .513 .505 .604

年齡 .642 .633 .420 .794 3.299 .011 .385 .819

服務年資 .379 .823 .913 .457 .405 .805 2.686 .032

任職階段 3.723 .054 1.793 .181 5.684 .017初任 > 續任 1.374 .241 10.788 .001 初任 > 續任

學校規模 10.835 .000大型 > 小型 6.163 .002 大型 >
小型

7.395 .001大型 > 小型 14.873 .000大型 > 小型 6.094 .002 大型 > 小型

學校區位 6.734 .001 都市 > 偏

遠、鄉鎮
4.632 .010 都市 >

偏遠
4.200 .015都市 > 偏遠 11.312 .000都市 > 偏遠 3.214 .040 都市 > 偏遠

註 1：性別與任職階段採 t-test，其於變項採 ANOVA 分析

註 2：顯著性 p < .05，代表差異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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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分析

探究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分析結果顯示，校長對於自我校務經營專業能

力持正向態度。而有關校長校務經營必須能力：發展專業責任，其平均數為 4.46。

而校長校務經營將需要的能力：培養綜合能力，其平均數為 4.60（詳見表 4）。

表 4　校長校務經營能力描述性分析

校長校務經營能力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發展專業責任 2071 4.46 .467

培養綜合能力 2075 4.60 .408

在以校長校務經營能力因素與填答者背景變項進行變異數分析，分析結果發

現，不同校長性別、任職階段、學校規模與學校區位對於國小校長校務經營能力

認知具有顯著差異。女性校長對於發展專業責任與培養綜合能力在校務經營能力

中，認知程度較男性校長高。任職階段為初任校長對於培養綜合能力在校務經營

能力中，認知程度較續任校長高。以上是校長個人背景變項部分。至於在學校變

項中，學校規模為大型學校或都市學校，在所有國小校長校務經營能力因素中，

認知程度較其他類型學校校長高（詳見表 5）。

表 5　校長校務經營能力類別分析

校長校務經營能力 發展專業責任 培養綜合能力

F 值 P 事後比較 F 值 P 事後比較

性別 27.669 .000 女 > 男 20.693 .000 女 > 男

學歷 .272 .766 .031 .969

年齡 1.001 .094 .886 .414

服務年資 1.047 .372 .302 .879

任職階段 2.992 .084 5.327 .021 初任 > 續任

學校規模 14.339 .000 大型 > 中型 > 小型 20.304 .000 大型 > 中型 > 小型

學校區位 11.217 .000 都市 > 鄉鎮 > 偏遠 17.193 .000 都市 > 鄉鎮 > 偏遠

註 1：性別與任職階段採 t-test，其於變項採 ANOVA 分析

註 2：顯著性 p < .05，代表差異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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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採取決策樹分類演算法，研究結果發現，當國小校長校務經營專

業能力進行評估時，並以不同的類別變項與觀察變項進行評估時，最大樹狀深度

為 5，結點數量為 30，終端節點數為 15，預測率為 63.483，在此條件下國小校長

校務經營約有 15 種不同程度的專業能力，依據調查結果加總 15 項能力職分數，

除以 2,066（樣本數），得到平均數 63.4831，低於平均數視為低效能，有 7 類型，

高於平均數視為高效能，有 8 種類型（詳見表 6、圖 2）。

表 6　決策樹模式摘要

規格 成長方法 CART（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s）

樣本數 2,066

依變數 校長校務經營能力（平均數：63.4831）

自變數 類別變項：性別、學歷、年齡、服務年資、任職階段、

學校規模、學校區位。

觀察變項：規劃校務發展、強化行政管理、領導課程教

學、學生適性輔導、建立公共關係。

最大樹狀結構深度 5

父節點中最少觀察值個數 200

子節點中最少觀察值個數 100

結果 所包含的自變數 學生適性輔導，領導課程教學，強化行政管理，規劃校

務發展，建立公共關係。

節點數量 24

終端節點數量 12

深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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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與學校背景因素，在分析模型中被排除。顯示本研究所探討的背景變項，並不

影響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

其次，最高校務經營效能的校長，其校務經營特徵包含首先在學生適性輔導

與領導課程教學為首要任務，其次在於建立公共關係，最後強化行政管理。校務

經營校能較低的校長，在校務經營上的特徵包含：對於學生適性輔導、建立公共

關係與領導課程教學態度較不積極。本研究探討之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分類路

徑，詳見表 7。

表 7　國小校長校務經營能力影響因素 CART 分類模型規則

類別 葉部節點 校務經營效能 分類條件

1：低校務經營效能 7 54.631 IF：學生適性輔導 =<26.5

AND：建立公共關係 =<28.5

AND：領導課程教學 =<27.5

THEN：樣本數 149，總人數 7.2%

2：低校務經營效能 15 57.674 IF：學生適性輔導 =<26.5

AND：建立公共關係 =<28.5

AND：領導課程教學 >27.5

AND：強化行政管理 =<30.5

THEN：樣本數 273，總人數 13.2%

3：低校務經營效能 16 60.766 IF：學生適性輔導 =<26.5

AND：建立公共關係 =<28.5

AND：領導課程教學 >27.5

AND：強化行政管理 >30.5

THEN：樣本數 111，總人數 5.4%

4：低校務經營效能 17 58.701 IF：學生適性輔導 =<26.5

AND：建立公共關係 >28.5

AND：建立公共關係 =<31.5

AND：學生適性輔導 =<24.5

THEN：樣本數 97，總人數 4.7%

5：低校務經營效能 28 61.675 IF：學生適性輔導 =<26.5

AND：建立公共關係 >28.5

AND：建立公共關係 =<31.5

AND：學生適性輔導 >24.5

THEN：樣本數 191，總人數 9.2%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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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葉部節點 校務經營效能 分類條件

6：高校務經營效能 19 64.171 IF：學生適性輔導 =<26.5

AND：領導課程教學 =<28.5

AND：建立公共關係 >31.5

THEN：樣本數 129，總人數 6.2%

7：低校務經營效能 20 63.023 IF：學生適性輔導 >26.5

AND：領導課程教學 =<32.5

AND：建立公共關係 =<30.5

THEN：樣本數 174，總人數 8.4%

8：高校務經營效能 21 66.070 IF：學生適性輔導 >26.5

AND：領導課程教學 =<32.5

AND：建立公共關係 >30.5

AND：規劃校務發展 =<27.5

THEN：樣本數 71，總人數 3.4%

9：高校務經營效能 21 66.362 IF：學生適性輔導 >26.5

AND：領導課程教學 >32.5

AND：建立公共關係 =<31.5

THEN：樣本數 196，總人數 9.5%

10：高校務經營效能 22 67.290 IF：學生適性輔導 >26.5

AND：領導課程教學 >32.5

AND：建立公共關係 >30.5

AND：學生適性輔導 =<28.5

THEN：樣本數 62，總人數 3%

11：高校務經營效能 23 68.118 I IF：學生適性輔導 >26.5

AND：領導課程教學 >32.5

AND：建立公共關係 >30.5

AND：學生適性輔導 =<28.5

AND：強化行政管理 =<33.5

THEN：樣本數 51，總人數 2.5%

12：高校務經營效能 23 69.577 I IF：學生適性輔導 >26.5

AND：領導課程教學 >32.5

AND：建立公共關係 >30.5

AND：學生適性輔導 =<28.5

AND：強化行政管理 >33.5

註：類別 1-12 是依據圖由左至右出現的節點順序進行編號

表 7　國小校長校務經營能力影響因素 CART 分類模型規則（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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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認為，校務經營關鍵因素在於「學生適性輔導」，此結果與部分

研究頗具有一致性（蔡明學，2011；臺北市政府教育局，2004；Beardsley, 2008；

Newell & Van-Ryzin, 2007）。可進一步解釋，專業化能力較高的校長，較著重於

學生的適性輔導，透過校長關注學生學習發展，便能有效激發教師專業教學與輔

導熱忱，以提供學生適性發展的機會。次要因素則為「領導課程與教學」，如同

相關學者認為（林明地，2010；陳木金等，2011；黃建翔、吳清山，2012；蔡進雄、

龔素丹，2012；Day & Leithwood, 2007），校長能鼓勵教師建立專業學習社群，透

過分享來改進課程內容、教學方式及教學評量，並適時提供課程教學適當的資源，

領導教師在課堂之良好教學活動，以確保學校課程教學品質，增進學校效能。

伍、結論與建議

教育的主體是學生，學校做為學生學習的主要場所，其教育效能攸關學生身

心之發展。在資訊時代來臨與少子化的趨勢下，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如何有效

地處理學校問題，並配合時代發展，建立學校特色，展現有效及適當的正向能量。

因此，針對本研究目的，歸納我國民小學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之現況與探究校

長校務經營關鍵因素。

一、結論

（一）國小校長對於校務經營與自我專業能力，持較正向態度。但會因學校

所在區位產生認知差異

本研究分析國小校長校務經營現況，共分為五大構面進行評析，依序是「規

劃校務發展」、「強化行政管理」、「領導課程教學」、「學生適性輔導」與「建

立公共關係」。分析結果顯示，國小校長再對於這五項校務經營指標都具有高度

的正向認知，顯示我國國小校長對於目前校務經營具有良好的實務成效。

現況分析可發現，整體而言，校長較為肯定目前校務經營中在「規劃校務發

展」的成效，其次是「強化行政管理」。顯示校長對於學校經營中的行政事務，

持較高的正向態度。認知程度最低的是「建立公共關係」，亦顯示校長們較專著

於校內工作，對於外部組織經營表現不如內部控管。另外，分析中顯示不論是校

長校務經營與自我專業能力，大型都市學校校長認知顯著高於偏遠小型學校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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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長對於自我綜合能力認知高於教育專業責任

分析結果顯示，校長對於自我校務經營專業能力持肯定的正向態度。而再必

須能力與將需要能力的比較上，校長校務經營培養綜合能力（將需要的能力）其

認知程度高於教育專業責任（必須能力）。顯示校長對於自我涵養廉能高尚品德，

精進社會責任與人格陶冶，能掌控自我情緒表達，兼具挫折容忍力等個人綜合能

力的培養獲得較高的認同；相較於以上，鼓勵並帶領學校教師從事行動研究，校

長們普遍認為較不重要，提供參酌。

（三）校務經營關鍵因素在於學生適性輔導與領導課程教學

透過決策樹分析結果顯示，校務經營共有不同程度 15 條路徑，本研究再樹狀

結構深度為五層的條件下，校長專業能力值較高的校長教專著於學生適性輔導與

領導課程教學，其次在於建立公共關係，最後強化行政管理。校長專業能力值較

低的校長，對於學生適性輔導、建立公共關係與領導課程教學等面向上，實踐程

度較低。而校長個人背景變項（包含年齡、學歷、工作年資…等）與學校背景變

項（學校規模、學校區位與班級學生數等）等，影響校務經營成效有限。

二、建議

根據以上結論，茲對於校長評鑑提出以下建議，俾供主管教育行政機關、高

中校長與後續研究者之參考。

（一）國小校長評鑑應重點關注於學生輔導

本研究發現，校長校務經營專業化能力較佳的校長，故校長評鑑首要關注學

生相關輔導工作。國小教育是教育的基礎，是孩子接受正規教育的起點。在不放

棄任何一個孩子的前提下，學生適性輔導，不論在課業或行為規範給與適時的協

助，在校務經營上有其重要性。

（二）其次，著重建立校園內部經營共識，關注課程教學

本研究發現，專業能力較佳的校長，除植基於學生適性輔導外，如何提升課

程與教學的能量，亦為校長校務經營的重要途徑。課程教學是教師工作的主體，

其工作任務在於傳遞知識給學生，故校長如何引導教師進行課程發展與設計，落

實課程教學，規劃專業學習社群，進行同儕教學視導，以達增進學生學習品質與

學習表現之目標。

（三）結合校務經營需求，建構校長評鑑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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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為，校長評鑑內涵與校務經營息息相關，而校長專業能力左右學校

校務經營的成效。但每位校長所處的職涯階段及學校條件都不同，其對校務經營

專業能力需求自然不盡相同。本研究也發現國小校長校務經營發展路徑可分為 15

種類型，可以在這 15 種路徑下，發展不同系統的專業發展體系，配合校長的職能

模型理論，如成人學習理論及生涯發展理論的立論依據，進行系統性、整體性及

實用性的校長未來力之發展，則不僅能提供校長有效的專業發展，為學校開創卓

越的辦學績效，更能提升整體教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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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審稿辦法比照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臺灣社會科學引文索引」

資料庫（TSSCI）之相關規定辦理，歡迎踴躍賜稿。

徵稿事項

1. 本刊為季刊，全年徵稿，徵稿主題如下：

徵稿主題 出刊日期

教師培育與專業發展 3 月 31 日 

課程與教學 6 月 30 日

教育政策與制度

（含教育行政、學校行政等）
9 月 30 日

教育心理、輔導與測評 12 月 31 日

2. 所有稿件皆隨到隨審，原則上，編輯部於收稿後五個月內處理完成並告

知作者「刊登與否」。

投稿原則

1. 請以電腦打字，中英文不拘，中文撰稿文長以 15,000 字為原則，至多為

20,000 字（含中英文摘要、註釋、參考書目、附錄、圖表等），經審查

通過之修正文稿字數不得超過 22,000 字。中文摘要請勿超過 500 字，英

文摘要不超過 300 字，並列出中英文關鍵字至少各 3~5 個。如以英文撰

稿，請勿超過 12,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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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來稿請使用線上投稿系統，請有意投稿者至網址 http://journal.naer.edu.tw
註冊並上傳中英文摘要及全文電子檔（Word 或 PDF 格式），需詳細填列

共同作者、服務機關、最高學歷、專長領域、聯絡電話、電子郵件等資訊，

俾利編輯部確認身份。

3. 投稿正文及中英文摘要中， 請勿出現任何個人資料。

4. 來稿文件之註釋（採當頁註方式）及參考書目，請用 APA 格式【第六

版】。詳細規範可至本期刊網站下載說明文件，或來函（請附回郵信封）

至編輯部索取。

5. 未依本刊所要求之格式來稿，本刊將逕予退稿。 
6. 來稿如未獲採用，本刊將致函作者審查結果，但不寄還稿件，請投稿者

自留原稿。 
7. 本刊因編輯需要，保有必要之文字刪修權。

8. 兩名作者以上之稿件，應分別列明各人之貢獻。

9. 單一作者單期投稿並不限制 1 篇，但如當期該作者已通過審查之作品 2
篇以上，由編輯委員會議決定擇優刊登、刊登篇數及錄用期數；除當期

選錄刊登作品外，告知作者通過作品預定刊登之期數並徵得其同意，刊

登原則為一年之內。

著作財產權事宜

1. 為維學術倫理，請勿一稿多投，如有抄襲，改寫等侵犯他人著作權之情

況者，由作者自負相關法律責任。

2. 本刊授權方式為非專屬授權（Non-exclusive License）予出版單位，來稿

一經刊登，需於期限內簽署著作授權利用書掛號回寄編輯部，本刊將敬

贈作者當期刊物 6 冊，不另支稿酬。

稿件審查

1. 本刊所有稿件採雙向匿名內外審查制度，由本刊編輯委員聘請相關領域

學者專家二人審查之。經審查委員要求修改之文章，於作者修改之後再

由編輯委員決定是否刊登。

2. 凡本刊接受刊登之稿件，得視編輯需要，經編輯委員會同意後，擇期刊

登。

稿件交寄

來稿請使用「線上投稿系統」（http://journal.naer.edu.tw）註冊作者詳細資

料並上傳作品電子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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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JERD) is the official 
periodical of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the national level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in Taiwan. JERD provides a forum to discuss the 
issues regarding perspective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to 
convey a brand new worldwide vision.

Publishing Schedule (2016~2017) 

Subjects Date of publication

Teacher Education and Empowerment 31, March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30, June 

Education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30, September 

Educational Psychology, Counseling, 
Testing & Assessment 31, December

Information for authors  

1. Manuscripts must be word processed and double spaced on A4 (210 x 297 
mm) size paper with margins at least 1inch on all sides.  

2. The suggested maximum length of manuscripts is 12,000 words including an 
300-word abstract, texts, tables, footnotes, appendixes, and references. 3-5 
keywords or key phrases are required. 

3. The manuscript should be in MS Word Format or 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PDF), and the file size is limited to 5MB. Please go to http://journal.naer.
edu.tw/contribution_login.asp to register to the Online Submission and Peer 
Review system and upload your manuscript.

4. All submissions should follow standard APA style (6th Edition). 
5. The manuscript should be original, and has not been published previously. Do 

not submit material that is currently being considered by another journal. 
6. Authors of the articles being accepted are required to sign the Transfer of 

Copyright Agreement form.  
7. Author of the manuscript should fi ll a submission form. 
8. Author will receive 6 copies of the issue of the journal containing their article.  
 If more details regarding JERD are needed, please contact: 
 jerd@mail.naer.edu.tw 

Call for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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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Procedures  

1. The manuscripts not meeting the requirement will not be reviewed, or 
accepted and will be returned for modifi cation. 

2. The author should not place his/her name on any of the manuscript pages to 
ensure anonymity during the review procedure. 

3. All paper will be submitted for anonymous peer review by domain experts. 
4. Acceptance, revision, or rejection letter will be mailed within 5 months after 

the manuscript is received. 

　 Enclose three copies of the manuscript. Please send all manuscripts, the 
compact disk of the text fi les and the submission form to the following address by 
registered mail: 
Editorial Board,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No.2, Sanshu Rd., Sanxia Dist., New Taipei City 23703,Taiwan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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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稿辦法
2005.1.18 編輯委員會會議通過

2006.4.17 編輯委員會會議通過

2010.2.8 編輯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2011.2.10 編輯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2012.8.16 編輯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2014.8.25 編輯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壹、審稿流程

本刊之審查包括預審、初審、複審。 
一、預審

　　主編就來稿之性質、格式、體例及嚴謹程度進行審查。 
二、初審

1. 通過預審之文章由編輯委員會聘請兩位審查人進行匿名審查。

2. 初審意見分為五類： 
（1）極力推薦採用（90 分以上）、（2）推薦採用（80-89 分）、（3）

修正後不必再送原審者審查（75-79 分）、（4）修正後再送原

審者審查（70-74 分）、（5）不予採用（69 分以下）。

　分數達 75 分以上者列為候選刊登名單，並提經編輯委員會議議決刊

登。

3. 若兩位審查人分數相差過大時，且其中一位分數達 75 分以上者，應

送第三位審查人審查，本刊將依據第三位審查人之意見決定是否刊

登。

4. 兩位審查人分數皆 74 分以下者，予以退稿。

三、複審 
1. 若審查人建議為「修正後不必再送原審查者審查」及「修正後再送

原審查者審查」之文章，本刊將請作者修改，作者須於二周內寄回，

並隨文附上「修改、答辯相關說明」，本刊將把修改之稿件及此說

明文件交由主編或原審查人進行複審；本刊將根據複審意見提經編

輯委員會議議決刊登。

2. 所有通過複審之論文列為候選名單，並交由編輯委員會議討論收錄

之期數。

四、審查迴避

1. 本刊之編輯委員會成員及國家教育研究院現職人員以作者身分投

稿，不得參與審稿流程（預審、初審及複審）。

2. 本刊當期主編以作者身分投稿，由總編輯指定代理人進行預審。

3. 投稿作者未經編輯委員會議主席同意，不得參與擬收錄文稿之討論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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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編輯委員會聘請審查人時，應考量專長之符合性及研究表現優良者，

宜避免審查人與作者有下列關係：

（1）近三年曾任職同一系、所、科或單位。

（2）近三年曾有指導博士、碩士論文之師生關係。

　已獲聘請之審查人，如自行發現與該文作者有以下利害關係、宜予

迴避，請速與本刊編輯人員聯絡：

（1）近二年發表論文或研究成果之共同作者。

（2）審查論文時有共同執行研究計畫。

（3）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姻親。

（4）與該文有利益衝突之可能。

　審查迴避事項如有疑義，由編輯委員會議議決。

四、其他事項

1. 當期主題收錄以不超過 8 篇為原則，另收錄其它主題至少 2 篇，以

平衡部分作者等待刊登時間略長之困擾。

2. 等待刊登時間超過半年之論文，列為優先刊登名單。

3. 「審查迴避名單」可由作者提出 2~3 名作為主編預審推薦參考。

4. 同一作者（包含共同作者），其作品以一年刊登一次為原則；特殊

情況則於編輯委員會議上提案討論。

5. 於正式出版前：

（1）如發現違反學術倫理情況，由編輯委員會召開會議共同商議處

理方式；

（2）如論文存有限期內無法改善之問題，授權由該期主編決定處理

方式。

6. 為確保作者權益，編輯部聯絡審查人時明確告知：審查回件期限以

一個月回函為原則；若回件時間逾一周以上，即報告主編並另行推

薦審查人。

貳、稿件刊登

　　經審查為「極力推薦採用」、「推薦採用」、「修正後不必再送原審

查者審查」及原審查人複審通過之稿件，將提請編輯委員會進行刊登確認，

通過後本刊將寄發「接受刊登證明」及「出版同意授權書」，以利文章刊

登出版。 

參、撤稿作業原則

一、作者應以書面掛號方式，提出撤稿申請。 
二、對凡已進入初審階段之稿件，若作者提出撤稿申請，本刊一年內不接

　　受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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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er of Copyright Agreement

The copyright of this article is transferred to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NAER, Taiwan, R.O.C.), effective if and when the 
article is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in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ponsored by NAER. 

Title of the article:                                                                                                 

Author(s):                                                                                                              

1.The copyright transfer covers the exclusive right to reproduce and distribute, 
including reprints, translations, photocopies, electronic reproductions, and 
other forms of electronic publication.

2.The signed Agreement ensures that the NAER has the author's permission 
to modify and publish the article.

3.The Author warrants that the article is original and has not been published 
before.

4.The Author ensures that co-authors are informed of the terms of the 
copyright transfer and signs on their behalf. 

5.The Author retains the rights to use all or part of this article for his/her own 
works, such as books, lectures, websites or teaching materials without the 
need to obtain further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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