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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國外教育訊息承「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部）派駐人

員」、「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文化組」、「駐芝加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

「駐溫哥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駐巴拉圭共和國大使館文化參事

處」、「駐英國臺北代表處文化組」、「駐法國臺北代表處文化組」等駐外人員提

供寶貴資訊，謹此致謝。詳細資訊請參考本館「國外教育訊息全文資料庫」，

網址為：http://www.nioerar.edu.tw:82/Query/query01.htm。

日本閱讀感想比賽全國優秀學校—德島文理國小推動

喜歡讀寫活動 1

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部）派駐人員

由財團法人綜合初等教育研究所舉辦之全國閱讀感想比賽，學校團體組比

賽由德島縣私立德島文理國小獲得優秀學校獎。

該校於 1984年創校以來，開設晨讀時間，並要求學生每天寫日記，同時
要將晨讀的感想寫在日記上，以提昇國語水準。晨讀的教材由教師準備學生喜

歡的讀物，每天於第一節課前朗讀 15分鐘，並於每個月第三、四週的星期三
第六節課開設讀書課，每次 45分鐘。為養成低年級學生閱讀的習慣，校方要
求一至三年級的學生家長，要督導學生每年朗讀英文書籍，學校每年舉辦 5至
6次親子讀書會，邀請家長到校參與。親子讀書會的內容以紙模型生動介紹童
話、傳統節慶及古典詩文。負責管理圖書館的六年級學生，每週二中午休息時

間表演紙上話劇，供有興趣的學生觀賞。

在圖書設備上，該校每年編列 200萬日圓（約新台幣 71萬元）購置圖書
之預算，配合低、中、高年級學生購置不同層級的圖書，目前藏書總計有 3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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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出自 2010年 12月 10日讀賣新聞，中文摘譯由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部）派
駐人員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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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千冊。
該校大部分學生每天借書 1冊，平均六年中共閱讀 800冊，借書時一定要

在 B5大小的讀書卡上寫下感想，感想將併學生的資料以電子檔保存下來，學
生可隨時查閱以前寫下的感想，同學間也可相互觀摩對方的讀書感想。

為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全校學生每天都必須寫日記，級任導師每天批閱

並加註評語。本次獲獎學生之一的高井同學表示，日記上可自由表達在學校或

放學途中的所見所聞，看到老師對自己所寫日記的感想，又有增加讀者的喜

悅。高井同學立定每學年要閱讀 500本書的目標，現在距學年結束還有 5個
月，已經讀完 320本書。高井同學說，經由閱讀瞭解以前所不知道的事物，該
種喜悅難以形容，所以最喜歡的事就是看書，他最近對蒟蒻的作法產生興趣，

下次要借閱相關的書籍。

大阪市國中小學欲開設環保課程
2

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部）派駐人員

大阪市於 11月 25日公布「大阪環保計畫」期中報告，規劃在國中小學開
設「環保科」課程、在 2020年前大阪市的二氧化碳排出量，要較 1990年時
減少 25%以上、同時要設立「環保積分」制度，對於從事環保活動的市民，
以提供點數作為獎勵。

「大阪環保計畫」的主要目標，要將大阪市建設成環保先進都市，為達到

此一目標，必需推動都市構造改革、將產業構造轉型、並營造嶄新的生活型

態。為落實上述施政，最根本的必須從教育著手，因此要在全巿國中小學實施

環保教育，開設「大阪環保科」課程。該課程主要內容，將與 NPO法人及企
業界共同合作，教授垃圾處理及地球溫室化的問題。

有關「環保積分制度」作法，係擴大目前已廣泛使用的（後付卡）「Osaka 
PiTaPa」功能，該卡由大阪市交通局發行，具有購物、乘坐電車時刷卡之功
能。未來凡民眾攜購物袋購物、參加環保研習會或擔任環保義工、參與環保活

動時，可直接在該卡上累積點數作為獎勵，點數於搭乘市營交通工具時，可折

2  本文出自 2010年 12月 10日讀賣新聞，中文摘譯由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部）派
駐人員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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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報告顯示，這 700所學校有 61%的學校在過去幾年來為確保國際學生
人數不至下降進而採取特殊措施，如校際間的國際課程合作、增加職員人數、

提高招生預算及市場資金籌措。

美國國際教育協會總裁古德曼（Allan Goodman）表示，比起其他國家
美國持續有更多國際學生，因為美國多樣化的高等教育學院在國際教育市場

上受到極高的重視。2009年到美國的國際學生選擇非學位課程（non-degree 
offerings）人數約為 3 萬 3,500 名，2010 年已增加到 3 萬 9,000 名，增加了
16.4%。
該報告也調查美國當地學生到國外就讀的趨勢，2009年美國學生到英

國、義大利、西班牙及法國的學生人數減少，反而近 1%的美國學生增加，選
擇前往澳洲就讀，即使澳幣仍非常強勢加上美國面臨經濟危機（傳統上美國學

生在這樣的時機下不會選擇出國讀書），美國學生選擇到澳洲的比例卻有些微

增加。澳洲國際教育協會執行長莫瑞表示，國際學生在這種經濟危機時期選擇

前往澳洲就讀，表示澳洲在北美洲的國際教育市場仍具有相當競爭力。

美國大學校院準備迎接電子教科書時代
4

駐芝加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

您以前應該聽過：電子科技打亂了音樂產業的賺錢模式，這正是目

前部分公司和大學領袖提出的建議。他們表示應規定閱讀電子教課書

（e-textbooks），大學應該針對電子教科書收費。他們聲稱，這是最好控制成
本上漲、也可挽救教科書產業免於受到數位盜版的問題。出版商如 McGraw-
Hill、Pearson和 John Wiley & Sons等公司都參與了這項工程。

當前，每位教授期望學生手上都有必讀的教科書書籍，但就技術而言，並

不一定要購買。多年下來，學生想出許多避免購買新書的辦法—買二手教科

書、從圖書館借、下載非法版本，或者乾脆不買。出版商只有在學生購買新書

時能收取一些費用，讓公司有經費更新版本。

現在的新計畫則是：大學要求學生繳交書籍費，為大家購買電子教科書。

4  本文出自 2010年 10月 29日高等教育紀事報，中文摘譯由駐芝加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
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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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國麥克琳雜誌反亞裔生言論引起爭議
6

駐溫哥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

加拿大麥克琳雜誌（Maclean’s Magazine）11月 10日發表文章「大學亞
洲化？」（Too asian?），同日，多倫多星報也發表文章「亞裔學生過於優秀」
（Asian students suffering for success），2 篇文章均指加國大學的亞裔生過
多，並指美國常春藤大學不再以學業成績錄取新生，以減少亞裔生的人數，同

時提醒加國大學，美國大學的舉動恐會導致更多的亞裔學生申請加國大學。

這 2篇文章引起「加拿大社區消除歧視亞裔聯盟」（Canadian Coalition of 
Community Partners to Eliminate Anti-Asian Racism）於 11月 23日號召 40多
個來自中國大陸、日本、菲律賓、南亞裔及非裔等不同的族裔團體，以公開信

聯署向上述所提的「麥克琳雜誌」及「多倫多星報」二媒體抗議，要求對帶有

種族偏見的言論道歉。

11 月 26 日出版的麥克琳雜誌在社論中表示，2 週前（2010 年 11 月 12
日）以「大學太亞洲化？」為題引發爭議的文章，只是直接援引 2006年一個
探討美國大學入學研討會的討論題目，文章無意冒犯亞裔人士，但社論並未應

亞裔團體的要求公開道歉。

該社論再次表示，美國一些名校放棄以學業表現作為取錄學生的基礎，而

把學生的種族列入考慮。反觀加拿大，大學在考慮取錄學生時，並不把申請人

的種族列入考慮，只根據申請人的成績是否達標準作決定。社論表示，該雜誌

認同以學生的優秀與否作為衡量錄取的唯一標準，而非考慮學生的種族及文化

背景。社論認為，〈大學亞洲化〉一文已經很清晰地表達上述的立場，文章並

無意冒犯亞裔人士。

6  本文出自 2010年 11月 Maclean’s（麥克琳雜誌）網頁新聞，中文摘譯由駐溫哥華臺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文化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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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教師將被賦予管教學生的新權力
9

駐英國臺北代表處文化組

為了重整日漸失序的學校教室秩序，英國學校教師將被賦予管教學生的新

權力。英國政府在 2010年十一月底公布的《教育白皮書》（The white paper）
中指出，學校教師將擁有更多能用來管理學生的新權力，以維持課堂與教室秩

序。例如：學校教育人員將有權沒收學生的手機，iPod和 MP3播放器等電子
產品，而這也是第一次學校教師有權力針對問題學生進行搜索，以確認他們是

否攜帶可能會影響上課秩序或教學活動的物品到學校。

這項新措施導因於先前曾經發生過的一連串學生偷拍事件。學生在上課中

偷偷拍照或攝影，然後將照片或影片上傳到網路，而不斷進行散佈的相關校園

問題層出不窮。這些事件已經對學校中的師生關係與教室氣氛產生了許多負面

的不良影響。例如去年就有一名中學科學教師彼得哈維（Peter Harvey），因為
不滿被一名 14歲的學生偷拍，而襲擊學生。事件的起因就是該名學生被其他
學生暗中慫恿，而用可照相手機拍攝了一系列老師上課中教室的影片上傳到網

路上。

隨著重視學生人權、受教權等權益的浪潮高漲，今日學校中教師與學生權

利的平衡關係已經有所改變，有越來越多的教師生活在恐懼中，因為害怕違背

規則或觸犯法律而無法也無力管教問題學生。英國教育大臣 Michael Gove也
對此議題提出看法，他指出「教師需要再度被尊重！」之前的教育政策讓校長

與教師在學校中時時活在可能因為管教學生不當而惹上麻煩的危機中，教育工

作者人心惶惶，面對學生的脫序行為不敢處理，深怕因為管教學生的問題讓自

己吃上官司，在導正學生問題行為時面臨綁手綁腳的困境。這種給予學生無限

上綱的自由與權力的現況確實有再討論與調整的必要，以免形成「對待成人

（教師）像對待小孩（學生）一般，對待小孩（學生）像對待成人（教師）一

般」的奇怪現象。我們必須確保教室中教師與學生權利與權力之間的平衡，教

師更應該要能重新取回管理班級與維持課堂秩序的主導權。

因此，英國這一波的新教育改革中，學校教育者被賦予更多管教學生問題

行為的權力，譬如：教師擁有更大的權力，可針對可能攜帶危險或違規物品的

學生進行搜索與檢查，包含色情物品、香煙和煙火等。之前，教師只能在經學

9 
文出自 2010年 12月 8日 The Telegraph，中文摘譯由駐英國臺北代表處文化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