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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學生能力國際評量計畫」(PISA)最近公布學生批判性思考技巧與國家

經濟成長相關連性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表現最好的前幾名國家，都是致力於教

育改革，並確保他們的學生將來參與全球經濟體系競爭時，都作好了準備。為了

培育 21 世紀競爭者，這些國家制定了許多重要的措施，值得美國人來借鏡。 

新加坡教育部在 2010 年宣佈了一項計畫，加強課程內容與 21 世紀環球競爭

接軌，其中包括全球語言文化溝通之技能。除此之外，與最新定義的全球競爭主

題相吻合的還有合乎效率的溝通、質疑批判的能力、團隊合作的技巧和加強對自

己國家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瞭解。 

新加坡政府就 21 世紀全球競爭者必須具備一些特質，簡單的摘述如下： 

1. 值得托付重任的人，通常是非對錯觀念清楚，處事合宜且有彈性，知人知己，

判斷能力強，具有獨立和批判性的思考能力，並與人群溝通無礙。 

2. 自我導向學習者，能自行尋找並反應回饋問題，不屈不撓堅持到底，對自己

的學習全面負起責任。 

3. 行動能力強有貢獻者，能發揮團隊效應，有創新開闢的精神，承擔風險，力

爭上游。 

4. 關心國家政治和社會百姓的公民，應該有很強的公民責任感，見聞廣闊，胸

襟寬懷，以改善大眾的生活品質為已任。 

為培育符合上述條件的 21 世紀全球競爭者，新加坡教育局針對此重點設計

課程和教材內容，連體育、美術、音樂都包含在內，全面性的教育帶動學生的創

新和表達能力，塑造完整的人格及文化涵養。除此之外，他們還特別強調課外活

動的重要性，設計各種課外活動來幫助學生學習團隊合作的技巧，增強團隊合作

的經驗和價值。 

家長是教育最好的監督者，新加坡教育局也把家長拉進來參一腳，規定 2012

年開始，家長手邊都有一本全面教育發展手冊，隨時記錄他們孩子學習的進展是

否跟得上 21 世紀競爭者的要求。 

南韓的學生除了核心課程如數學和科學外，還得學世界地理、世界歷史和體

育、藝術及音樂，英文則 1945 年就被列入課程範圍。南韓政府也非常重視教師

的教學素質，正為增長教師全球經濟知識而努力，例如趁每年寒暑假空檔，安排

南韓和美國教師交換互訪，南韓還提供師範大學成績優秀的畢業生，在海外國家

實習的費用，並鼓勵他們完成專業教育訓練課程，並且取得當地的教學執照。 

每年暑假時，一批美國數學和科學教師來南韓教學時，也會有一批南韓數學

和科學教師來美國小學課堂和美國教師一起教學，時間長達六個月，同時他們會

爭取機會取得美國教師執照，留下來教學，可以緩和美國數學和科學教師荒，也

替南韓本土過多的數學和科學教師尋找出路。兩國教師交流計畫也有助於美國教

師學習 PISA 表現頂尖國家之一的南韓教師出色的教學方法，是一舉兩得的好事。 



 

 

在印度則因為貧富階層差距太大，造成這個國家教育不均衡的問題，政府正

為縮短差距而努力中。但除此之外，政府也很注重培養 21 世紀競爭人才，列為

教育改革的重點。今年 9月政府宣布一項導航計畫，主要內容是減少記憶式的教

學，增加更多分析和溝通技巧的課程。學生必須學習至少 3種語言（目前為英文

和當地語言），世界各國歷史和文化也包含在課程範圍內。教學重心由教科書研

讀，移轉為主題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服務學習(service 

learning)、討論、實驗，以及國際商業溝通及科技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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