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辯論後的省思》─ 全法教育辯論會摘錄 
 

駐法國代表處文化組提供 

 

法國人如何看待學校教育？他們對學校有哪些期許？學校如何

幫助學生？學生家長在教育體系當中又該扮演何種角色？⋯等等，這

些問題正是促成法國《教育的未來》辯論會的主因。 

 

2004 年法國政府將制訂幾項新的教育法規，在此之前，前教育

部長菲力推動一系列《教育的未來》辯論會，為新法規先做暖身。此

一辯論會於2003年11月17日至2004年1月17日之間舉行，主要

針對二十二個教育相關主題，進行多達二萬六千場的辯論會。參加的

人數估計有一百萬人，其中46％為教育工作者，37％為學生家長，8

％為學生。 

 

此二十二個辯論題目，依照討論的熱烈程度依序排列如下： 

1.如何使學生提高學習動機，進而有效地學習？ 

2.如何對抗校園暴力？ 

3.面對形形色色的學生，學校該如何因應？ 

4.如何幫助有學習障礙的學生？ 

5.學生家長及校外機構如何幫助子弟學習？ 

6.學生應該學習的基本知識、能力及行為規範為何？ 

7.在歐洲整合的時代，學校未來十年的目標為何？ 

8.學校的價值為何？應如何讓社會對學校有較深的認識？ 

9.教師與父母之間，及教師與學生之間應建立何種關係？ 

10.學校應該做到何種公平性？ 

11.是否重新評估學校的科系？ 

12.如何利用教育來重新審視國家和國家領土的角色與責任？ 

13.如何組織及改善學生的學習方向？ 

14.如何改善學生的校園生活？ 

15.如何改善專業知識？ 



16.教師的培訓、招聘及考核制度為何？如何規劃教師的職業生涯？ 

17.學校如何善加利用現有資源？ 

18.是否給予學校更多的自主性？是否有必要對此進行評估？ 

19.年輕人與成年人之間，甚至是職場，是否有必要共同分享教育資

源？ 

20.如何使殘障或罹患重症的學生接受教育？ 

21.學生考試評量制度的功能為何？ 

22.如何籌備與組織高等學校的入學事宜？ 

 

在一系列的教育辯論會之後，教育部彙整來自各方的建議與看

法，集結成書，並於2004年4月出版，書名為《辯論後的省思》。書

中的意見來源包括： 

1.一萬三千份的會議報告 

2.教育委員會網站上的討論版文章，總計一萬五千人發表五萬篇文

章，並有四十萬人次上網瀏覽 

3.一千五百人與三百個團體直接寄到教育委員會的信件 

4.問卷調查 

 

以下是此書的部分摘要，針對教育辯論會中前八個最被熱烈討論

的問題所提出的看法與意見。 

 

一、如何使學生提高學習動機，進而有效地學習？ 

這是在辯論會中最引起熱烈討論，同時吸也引最多參與者的問

題。大部分的辯論報告書要求應該考慮每個學生的差異性，減少班級

學生人數，並重新分班，以幫助有學習障礙的學生；同時也有些報告

書建議學校減少每日課程的份量。此外，為數不少的報告書堅持應該

重建教師的權威，並且提倡尊重他人的觀念，而父母在這方面扮演非

常重要的角色。 

 

在課程安排方面，有些人指出學校的課程過於繁重，造成學科過

於雜亂，而且學生的家庭作業也太多。也有人建議應重新規劃課程，



保留基礎學科，開設選修課讓學生自由選擇。此外，有的報告書認為

應該重新評估教科書，以及學科的合適性。 

 

學童的行為舉止往往反映出社會所帶給他們的影響。因此，要使

學生努力學習應在文化這一環節上多加強。除了父母仍然扮演重要的

角色之外，學生本身也應發展自尊心以及自信心。 

 

在教師方面，教師應該進一步解釋教學材料的用途，以及課程與

生活之間的關係，以幫助學生建立校內與校外的連結。 

 

考試評量有時是讓學生失去學習興趣的原因，所以應該強調考試

優異成績者所付出的努力，鼓勵進步的學生，而不是責罵不及格的學

生。 

 

要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首要條件就是讓學生有興趣學習，讓他

們感覺上學是愉快的。此外，注重教學技巧，增加課外活動，提高學

習興趣，以及研究出幫助學生自發性學習的方法。 

 

二、如何對抗校園暴力？ 

校園暴力的形成可以從三方面探討： 

1.社會風氣 

學校面對來自二方面的難題：來自媒體的暴力畫面，以及子女違反

校規時仍不給予導正的家長。校園暴力影響學童的學習動機，學習

成果，並且導致心理問題。 

2.犯罪行為的普遍化 

行為偏差已經成為越來越普遍的現象，而民眾對於應受譴責的暴力

事件也越來越平淡看待，甚至視之為正常的現象。 

3.教師的孤立無援 

 

對於改善校園暴力，可從三個方面著手： 

1.預防：並不需要再制訂新的辦法，但是必須貫徹現有的措施。 



2.制裁：制訂可執行並有公信力的法條，並且教導全民。 

3.調解：主要針對學生及學生家長。 

 

此外，藉由提高教師的價值加強教師的權威改善校園暴力，並協

助教師共同解決問題。 

 

三、面對形形色色的學生，學校該如何因應？ 

目前法國所有國中的結構與制度皆為統一，因此在學校並無差異

性的情況之下，如何因應資質個性各不相同的學生，就成為熱烈討論

的話題。針對此一問題，可以綜合出四種意見： 
1.重新採用篩選入學的方式 

2.調整制度，尤其是修正目前的課程安排 

3.在同質性的教育主軸下，同時給予其它的選擇 

4.學科多元化，並因材施教 

 

四、如何幫助有學習障礙的學生？ 

針對此一問題，與會者一致認為在幼稚園階段，甚至更早之前，

盡早診斷出有學習障礙的兒童是非常重要的。法國目前有一針對學習

障礙兒童的特殊服務機構，但是這群學童到了國中以上，就沒有生存

空間了。 

 

因此與會人士希望設置一個較有彈性與人性化的機構，並且善加

利用目前可用的資源，幫助有學習障礙的學生延長學習的時間。在學

校方面，則擴充特殊教育老師，幫助這類的學生。 

 

五、學生家長及校外機構如何幫助子弟學習？ 

學生的教育不能只靠學校，而必須尋求與校外的合作，例如學生

家長或是校外特約的合作教育機構。 

 

在家庭方面，家長與老師之間應互相信任，家長應經常到學校瞭

解子女學習情形，並簽寫聯絡簿，以加強家庭與學校之間的對話與溝



通。 

 

此外，校外特約教育機構對學生的學習也扮演正面的角色，教師

不應該擔心此類機構的存在會威脅到學校的教學權威性；反之，應與

此類校外教育機構多協調，共同幫助學生。 

 

六、學生應該學習的基本知識、能力及行為規範為何？ 

參與辯論會的人士一致認為學生應該具備三種最基本的能力：閱

讀、寫作、與算數，而其它的知識都是架構在這三種基礎上而來。 

大部分的人都認為具有良好的國文能力（法文）是非常重要的，應該

加長國文學習的時數。此外，他們建議改良課程，避免不同階段之間

的斷層，尤其是國小升初中的階段，同時簡化課程內容，並教導學習

方法。 

 

七、在歐洲整合的時代，學校未來十年的目標為何？ 

在未來十年，國家教育除了仍致力於教育學生之外，重點目標主

要為推動文化現代化、發展學校的社會責任、達到教育的民主性與平

等性。 

 

此外，改革傳統上以老師為中心的教育體制，加強父母在學校教

育的功能，促使老師與父母互相交流與合作，同時也鼓勵學校與社會

團體的互動。 

 

歐洲的整合使各國之間息息相關，因此提供了一個互相觀摩的良

好機會，但是保留法國自己的作法與教育計畫也同樣重要。 

 

八、學校的價值為何？應如何讓社會對學校有較深的認識？ 

法國教育法從十九世紀創立至今，精神已與原本立法時不盡相

同，而從二十世紀以來學校一直遵循的原則，有些不具爭議性，但有

些卻不合時宜。但無論如何變遷，學校的價值首重政教分離、機會均

等以及免費教育。 



學校應該教育給下一代的價值觀，即是法國的共和國價值觀，學校本

身不具意義，而是國家賦予了學校價值。然而學校與社會之間卻存在

著不一致的價值觀：亦即共和國與人道精神，及自我滿足與急功近利

觀之間的對立。 

 

總而言之，為了使外界對學校有更充分的瞭解，學校應該開闢討

論的空間，並激發學生的批判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