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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台灣教育改革的社會基礎

台灣進行教育改革已經十年了，到今天

我們必須誠實面對推動教育改革成效是與台

灣社會的整體能量有連動關係的。十年前隨

著台灣經濟發展產生了新的中產階級，中產

階級的父母對自己成長過程在教育所受到的

壓制有深刻的體悟，因此希望他們的小孩能

有另一種成長方式和學習環境。而一些教育

的有識之士也同時表達他們的教育理念，同

時加上台灣政治逐漸開放與民主化的發展，

在這種社會條件逐漸成熟的情況下，教育改

革才在眾人的期待和憂慮中，跨出漫長的思

想辯證和艱苦實踐的第一步。

這十年左右的時間，不只台灣社會的變

化極大，全球化的浪朝也衝擊我們的生活方

式和國家發展的目標。因此在教改的道路上

也經歷了該有的轉折和修正，而這些修正都

應當讓整個社會（包括推動者、老師和家長）

重新去思考教育的意義和目的。同時這種思

考應當是去面對整個社會與教育的關係，如

此才有可能走出當前教改的困局。

事實上當今教育改革最大的問題是不管

學者專家、學校行政人員、老師和家長基於

贊成教改或反對教改都過度看重教育改革。

大家好為人師的心態使得我們只單單面對教

育、面對受教者，但是面對當前教改所遭遇

的瓶頸，是否學校老師和家長，甚至是高層

教改的推動者應該要回過頭來好好想想我們

自己生存的環境是不是合乎文明社會存在的

尺度，因為我們的教育不可能脫離我們生存

的場域。如果教育改革只是我們將從未被實

現的理想寄託在下一代身上，而我們卻從不

面對台灣公民社會的脆弱和貧乏的話，那麼

期待一種脫離現有社會基礎的教育型態不只

是一種盲目的想法，而且是我們這些大人、

這些社會公民逃避我們生存困窘的這個事

實，同時我們並沒有真的擺脫那曾經宰制我

們、控制我們的東西。所以當今天有人強調

希望學生快樂學習時，我們這些公民應當自

問是否在現實的社會中我們已經能快樂工

作，如果我們對生存的的環境充滿著焦慮和

不安，那麼我們又怎能期待學生能在一個快

樂的環境底下學習和成長呢？

教改在十年前得以出發的動力在於除了

聯考制度使得學生從小就因為強大的升學壓

力，所造成不正常學習的理由之外，還有另

一種使得傳統升學制度必須改變的客觀條件

是大學的錄取率太低。其實隨著台灣經濟成

長，國民所得大幅增加，父母想讓子女升學

的要求也越高漲，因此大學教育勢必無法繼

續維持那種培養社會精英和金字塔頂端的型

態。所以在一個社會逐漸繁榮進步之後，大

學教育必須轉換成普遍性的權利，而不在只

是少數的機會而已。因而升學管道的暢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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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我們教育改革中一個重要的目標，而多

元的學校教育和入學管道就成為往後教育改

革中的主要信念。但是為什麼十年後的今

天，當大學的錄取率突破80﹪時（而這數字

已經不具有去斤斤計較大學是否還是窄門的

意義），我們升學的壓力仍未獲得紓解呢？

當我們不認同為了升學而以填鴨的教學

去爭取那些分數，卻犧牲了學生更多方面不

同的學習經驗，而企圖在教育當中給學生更

多的啟發和不同嘗試，這本來是多元教育理

念的一種善意的出發。但是為什麼在今天多

元的教育方式和升學管道卻反而成為學生和

家長在升學路上更多的手段和技巧，而無法

成為學校和學生在教育和學習上真正的內涵

和核心價值呢？　

貳、多元教育與社會現實

如果說舒緩過度的升學壓力意味著多元

的入學管道和多元的教學，原因在於我們相

信升學壓力是造成學習不正常和抑制學生創

造力的主要因素。多元的學習代表我們肯定

每一個人在不同領域上的表現，而不是單單

以智力為評鑑的標準，甚至不再是以成績和

分數至上。如今升學管道暢通、學習多元

化，照道理來說，升學壓力應當獲得相當程

度的改善，為什麼如今的現況卻出現了反效

果呢？反而學生補習補的更兇，學校教學也

未見正常化呢？此問題在於我們的社會基礎

不足以容納多元的型態。在文章的一開始我

們曾經提到，教育問題其實是和台灣社會整

體的發展有著不可切割的關係。台灣社會的

價值結構，是以經濟為核心向外輻射出去。

也就是儘管社會有多樣的選擇，但是這個選

擇是以經濟為導向，也就是各個領域的品質

和進展是被經濟所決定，所以這種多樣是扁

平性，各個領域並未有其獨立的縱深。台灣

長久的努力所獲致的成果是「量」上的累

積，但是這種「量」的累積還未能造成「質」

的變化。「質」的獲得所需要的是精密的分

辨和判斷，所以經濟的成長是「量」上的

「擁有」，但並不是「質」上的「適當」。民主

化是讓參與擴大，是讓不同的意見和聲音能

出現。「人多勢眾」的民主選擇所代表的意

義是社會的合理性，但是在這裡同樣還需要

一種更深刻的「評判」和「反省」。有些東西

應當在民主的聲音中被考慮進去的，包括公

民社會的責任，以及正義、良心，和對弱勢

關懷的道德。

所以今天我們在思考「多元」的意義

時，應當區別水平性的多樣和縱切面有各種

獨立面貌的多元性之間的不同。當我們釐清

這兩者的差異時，就會發現正是由於當前教

育環境所呈現的只是水平上的多樣。正是如

此，所有的東西才能產生出標準的評量，而

有高低之分。因此台灣社會是有多樣性，但

是它衡量價值的力量是單一的，而非多元

的。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富庶並不表達文明的

成就，也不是我們精神內涵的完成。今天並

不是升學壓力導致我們的教育不夠多元，相

反地，我們應當更深入地看到是我們社會缺

乏多層次的生活型態，缺乏讓不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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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充分表達的條件，這種社會構造才是使

得我們的學生和家長一窩蜂的往升學窄門鑽

的原因。我們的教育現象是反映這個社會實

際的一面，而在教育體制中所出現種種不合

理、奇怪的現象，也正是台灣社會單調、不

健康，將所有價值都放置在經濟之下所造成

的結果。我們要說明的東西很簡單，多元的

教育之所以事倍功半，或者說我們的升學壓

力之所以並未隨著升學管道的暢通而有所舒

減，原因在於我們社會並沒有容納多元的土

壤。當我們希望給學生多一點想像力和創造

力時，但是這個社會並無法讓那些真正負擔

人類精神生活的文學家、思想家、藝術家、

甚至也包括科學家在現實中有一種合理被對

待的條件，那麼我們要如何在教育中，說服

家長和學生去追求成績以外的東西，去追求

那看起來表面上經濟效益最大之外的東西。

教育不只是教育，教育還是一個人心智

緩慢成熟的啟蒙和觸發，是一個人在維護和

思考他生存時的保障。因此在教育當中被允

許的事，必須在年輕人未來進入社會中也能

獲得同等的保證。職業教育之所以被過分低

估，是因為我們並不真正去重視構成我們生

活型態的每一環節，同時這也是台灣在經濟

繁榮的背後，現代的公民社會卻仍然無法成

型的原因。雖然經濟發展使我們對物質的需

求獲得適當的滿足，但是同時在這種滿足之

外，我們對提升物質的「質」的要求其實是

很低的。雖然有各式各樣的食物，但是我們

並沒有去豐富我們味蕾的敏銳；雖然大多數

人都有現代性房子來居住，但是我們整體的

都市景觀和空間設計卻是混亂的。因此當所

有的東西都只建立在「有就好」的基礎上，

更深層的美感和精神滿足就更不可能出現。

所以學生和家長拼命地要往某些國立大學的

少數科系擠，幾乎已經毫不考慮學習者的興

趣和志向，甚至是對自己個性和潛能的了

解。因此今天升學壓力完全來自於台灣社會

經濟活動的特性，而這種競爭甚至也不是真

正在知識優劣上的篩選，而只是一種最客

觀，但卻也是最形式、最忽略個別差異和違

背教育是啟蒙個體心智的初衷。　

參、教育是理想與社會的結合

在近些年由於後現代思想進入台灣後對

教育思想和哲學所產生的啟發，使得教育改

革在推動鬆綁過去威權時代所留下單一和制

式的教育體系有一股進步的思想動力，這動

力擴大了老師和家長參與學校教育政策制定

和執行的基礎，同時也使得多元的教學方式

和環境逐步被形塑出來。這當中包括了各個

學校的自訂教材、編定與自身環境相關的鄉

土教材、師資來源的多樣性，和學校各種政

策推動的透明化。但是這種看似美好的教育

理想在實踐的過程當中卻遭遇到相當程度的

阻礙和誤解，如同最近在社會上所引發各種

對教改的爭論及檢討之聲。因此正確的教育

理念所引起的爭議如此之大的原因何在呢？

從西方歷史發展的軌跡來看，我們必須

承認一點就是後現代思想的興起是西方人面

對自身文化反省的再造，特別是他們社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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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現代性已經建立的相當完備。這包括了

他們對公民社會一些普遍價值的認知與維

護，以及更重要的是他們每一個公民本身的

素質和社會參與的能力，而這種能力才是一

個社會得以進步的關鍵。所以當我們的教育

改革落實到學校老師和家長身上時，我們不

禁要問我們的老師和家長對整個台灣的教育

問題和方向是不是有同樣的體認，家長首先

是看到他們小孩的個性和潛能的未來性，還

是先看到他們經濟的「錢」途。

當我們的老師前所未有的走向街頭抗議

他們的經濟利益被剝奪時，這算是有啟發性

的社會運動嗎？這讓我們不禁想起在過去解

嚴時代前後，少數有思想的老師開始推動校

園民主化和決策參與時所受到的阻力，甚至

得不到同是老師們的支持，在龐大的行政官

僚體系下，老師們只能服從，服從於校長、

聽命於長官，根本毫無自主性可言。正如在

採訪黃瑞祺教授的<<台灣高等教育的後現代

省思>>文章中所提到的，「政府用經費和法

令控制學校，也透過師範體系的軍事管理方

式控制老師，⋯⋯，能夠讀到高等教育的學

生，重要的不是因為他們的思考和創造能

力，而是因為他們能夠順著這套標準學習，

蕭規曹隨。」有些事情並未隨著民主化的鬆

綁而得到進步，民主的自由並未加深每一個

人對公民應有責任和眼界的認知，反而使得

政府的力量和民間的力量有著一條鴻溝。此

條鴻溝造成了一方面人民不相信這個他自己

的政府，而另一方面使得政府的所有作為看

上去都像並不是為了台灣的整體利益和發

展。這種不信任感和政策施行的落差最大的

原因來自於我們對公民社會的認知不足和對

公共領域的陌生，因此所有的言論並沒有辦

法提升成為具有公共性的議題，在那些不同

立場當中，最多只不過是利益的取捨和情緒

的發洩而已。

因此，今天我們對教育的理想要能夠實

現，要去除升學壓力對學生真正在學習上

（不管是他們在知識的追求或者是對他們未來

人生的體會）的傷害，我們所要做的不只是

教育政策的貫徹和執行而已，也不只是要有

正確觀念的老師和家長而已，而是我們整個

社會對價值的追求不能單單建立在經濟的收

益上。如果我們希望學生的興趣能得到適才

適所的發揮，那麼就必須使那些汽車修理、

麵包製作、畜產，更甚至那些藝術創作者在

生存上和地位上獲得保障和尊敬。我們必須

體認到整個社會存在環環相扣的緊密結構，

才能完整地提升我們的精神和生活的豐富

性，也唯有社會能容納這些不同領域的土

壤，我們才能告訴我們的學生，他們所努力

追求的東西（不管是什麼東西）都是有價值

和有意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