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

古
月

友
貝報

 、
月
剪卜 立

□

彷蘭教育竹秘密;少數功課對點信任

斤編譯謝雯仔綜合外電報

導]芬蘭教育受到全世界的關

 注，雖然也有人批評芬蘭的小

 國教育不能類比於其他大國，

 同為小國的台灣，頗有可借鏡

 之處。芬蘭教育暨文化部官員

 薩赫堡^^as^ Sa^^ber^^曰前在

美國分享芬蘭教育成功的秘

 訣。他說:不要再有那麼多的

 考試、多信任老師一點、功課

 少一點、上課時數也少一點。

 根據;西雅圖時報;報導，

 2000午時，芬蘭的15歲學生在

 國際學生評量計畫P^SA中，排

 名世界第一。從那之後，芬蘭

 在每一次P^SA評比中，一直名

 列前矛，薩赫堡開玩笑道，因

為芬蘭人是世界知名的安靜謙

 虛，所以當芬蘭成為plSA榜首

 時， 不敢相倍的一群人就是

 芬蘭人。

 與教師、學校緊密合作

 芬蘭教育「成功」的理由，居

然是因為他們與主流的成績

 至上教育模式反向而行。芬蘭

 從未設定目標，要創造全球頂

 尖的學校體制。相反地，芬蘭

 在1970年代就決定，該國想確

保學生的成功不需仰賴其家庭

 背景。為了達到目標，芬蘭仰

賴的是教師和學校合作:而非

 競孚。

芬蘭不會依照學生的測驗成

 績去評定教師的教學成效，而

 是信任教師和校長。在芬蘭，

課程大綱和測驗都是由教師自

 行設計。除了高中畢業的會考

 之外，沒有任何全國性測驗。

 這只是開頭。除了上課時數

 較短之外，芬蘭單生要到了7

 歲才開始上學"許多。叟的改

 策是兀追黠窖生出到家作業．

^蔓重教師借鏡告廓
 ̂在芬蘭．教師與醫師和律師

 一漾．都是倩受尊敬的職業，

 訣""薪"不一定持別高．但

"舊吸引許多項尖六堅畢業

 生。薩赫堡表示，赫．繭辛基大

學今年收至^^2干份小學教師課

 程的申請表，只有120人錄取。

至於在美國鬧得沸沸揚揚

 的特許學校，薩赫堡則非常反

 對。他表示，這樣做是讓公立

 學校制度私有化。在芬蘭，家

 長不^^^、煩惱要把接二送到那間

 莒，;。工堅．巴兵^喜"笙扛都，

 ̂^^-^y，^:^一""""-"．--""巨一"臼-一
 曰，．叫^口^‥-一．， ‥-．．．，"‥一．

雖然芬蘭的教育看起死棍

完美'但不是每個國家都訌;;:

 芬蘭的停主，"我不是來渲荐

 芒訴大家．只要照芬蘭的方武

 做，一切都會成功。事情不足

 這樣的呵他表示，芬蘭成功白．勺

 部分原因，是向各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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