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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教育廳引進小學 國中 高中學生代表參與教育決策過程 
 

駐韓國臺北代表部文化組 
 

首爾市教育廳將允許學生在教育決策過程中有發言權。 

首爾市教育廳本年8月24日稱，甫上任一個多月的該廳廳長郭

魯鉉指示成立「學生參與委員會（Student Participatory 

Committee）」，作為全市「中小學生」與「廳長」間的溝通橋樑。 

這將是全南韓第一次提供學生參與制定教育政策的機會。 

該廳表示，此「學生參與委員會」將由來自全市國民小學、國民

中學、及高中高職各一位學生為代表所組成。 

這三位學生，為營造更理想的學校環境，將蒐集同學們的抱怨與

意見，扮演「學生」與「教育廳」間的『溝通』角色。 

有些教育專業人士，對該廳此項史無前例的構想，十分憂心。 

麻浦區某學校校長說，讓身心尚未成熟的中小學生參與教育決

策，過早了些；也有人說，該委員會的學生，可能會被老師視為叛逆

份子。 

郭魯鉉廳長是位人權鬥士，自本年7月上任以來，ㄧ直努力改善

學生人權；最近成立專案委員會，檢視現行法律對體罰的規定，命令

全市所有中小學，一律停止對學生施行任何形式的體罰。 

 

 

資料來源：2010年8月25日The Korea Times第3版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