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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超越迷障、看見教育：

讀《做自己的教育部長》有感

吳明清 *

近二十年來，教育改革在臺灣從沒停過。犖犖大者如中小學師

資培育的開放、大學的擴增、高等教育評鑑的辦理、中小學九年一貫

課程的變革、國中基本學力測驗的實施、幼托整合的推動等，對臺灣

教育都有相當程度的衝擊和影響。但是，概括而言，二十年來的教育

改革雖非毫無建樹與貢獻，卻未得到社會普遍的認同和喝采，以至於

社會氛圍對 103 年即將實施的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仍充滿疑慮和憂

心，而對政府（尤其是教育主管機關）的決策與作為難免有所不滿和

責難。然而，畢竟教育乃國之本，也是每個家庭幸福與希望之所繫，

故可預期的是，政府推動教育改革的腳步不會停歇，而人民對教育發

展的期待也不會放棄。因此教育改革與發展仍將持續成為社會關注的

議題，而教育問題的洞察與解決也將是教育主管機關責無旁貸的課題

與任務。在這種既有期待又怕受傷害的變革氛圍中，教育的決策和選

擇需要睿智的洞見和理性的思維。謝宇程君（以下稱作者）所著《做

自己的教育部長：接軌未來人生的自主學習》一書（天下遠見出版公

司，2013 年 5月）相當程度的表達了一個主流教育績優生對臺灣習以

為常、卻又亟思突破的傳統教育的反思，展現了一位年輕「學者」的

理性思維與教育洞見。書中雖無深奧的教育理論，但「素人」敘事論

理的親切與誠懇，確實值得傳述和分享。本文將簡述作者在書中所表

達的立場、理念及策略，並表達個人有關教育改革與發展的聯想與淺

見。

 

  * 吳明清，輔仁大學教育領導與發展研究所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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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立場

作者謝宇程君，1982 年生於臺灣臺北，建國中學、臺灣大學工商

管理系工館組畢業，獲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碩士，堪稱典型的主

流教育績優生。在《做自己的教育部長》一書中，作者基於自己的教

育經驗，深刻反思自己在傳統的教育制度與刻板化的社會期望框架中

所經歷的學習困境，一方面直陳學習者隨波逐流的迷思與不智，一方

面針貶各級學校本末錯置的教育內容與方法之不當，同時闡論以「自

主學習」為本的學習策略。在臺灣，能以過來人的身分現身說法，用

流暢的文字和非專業教科書的語言，探尋教育發展與個人學習的新出

路，本書作者應屬第一人，值得大家同聲說「讚」。

《做自己的教育部長：接軌未來人生的自主學習》一書的主標題

很聳動，也很有廣告效果。其實，作者在書中對教育部並無針對性的

批評，對教育部長也沒有任何形式的偏見，對如何當教育部長更無越

殂代庖的主張。書中強調的是，與其責罵教育當局，不如打開教育思

維的另一扇窗，從學習者的角度來思考教育的「應然」與「應為」。

這也就是本書以「接軌未來人生的自主學習」為副標題的旨趣所在。

茲摘述書中幾句以饗讀者，也見作者論著的基本立場：

許多關心教育的人不停地責罵教育當局。這不是我想採取的立

場。當然，教育當局做得不夠完美，有許多關鍵因素也仍被政

府掌控。但是，教師、父母、學校，以及學生本人，還是有很

多事可以做，好讓學習的路走得更順利、更有效益。有一些事，

政府沒有做對，我們可以彌補；也有一些事，即使政府改對了，

父母與學生沒有配合，成效也有限。（p.36）
 
討論教育，我們莫衷一是。假如我們現在愈來愈失望與忿怒，

為什麼不討論另一端的「學習」，來做為思想的開始？（p.275）

從學習的觀點來看，我們不能、也不必等待教育部創造一個完

美的教育體系。（p.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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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討論的重點，不是外在制度的改革，而是學生如何看待

學習、如何進行學習、如何運用學習資源，與如何選擇學習的

路徑。（pp.275-276）

由上述摘述的句子可以了解，「批判」並非本書的立場，而「解

構」也不是作者的意圖。如以當前教育現況與社會氛圍來看，無論是

「學者」或「素人」，議論教育的「不是」而不流於批評者，實不多見。

這也是本書難能可貴之處。

貳、主要理念

本書雖以《做自己的教育部長》為主標題，但其旨趣實蘊含於副

標題的「自主學習」與「接軌未來人生」。如就文字結構與運用的邏

輯來看，「自主學習」是手段，「未來人生」是目標，而能否「接軌」

則為其條件。換言之，自主學習不僅要在形式上確定學習者的主體地

位，也要在內容與方法上考量未來人生的需求。下列摘述的句子相當

程度表達作者關於自主學習與接軌未來人生的主要理念，其中也坦率

指陳傳統的迷思所在：

長期以來，學生在教育體系之中，像是被餵飼的羊群，我們通

常相信，乖順地依照外界指引的學生，會有最好的未來，且對

社會最有益。（p.29）

有許多人，在學校裡努力過，也畢了業，但所學與社會需求不

符，在求職過程中四處碰壁，最後只能屈就低薪、工時超長的

工作。我非常懷疑，這樣的教育，是我們許諾自己、許諾下一

個世代的未來嗎？（p.30）

不對的學生，不對的教師，用不對的方法，上不對的科目，整

個教學都亂了套。而他本人，甚至他的父母，都沒有看出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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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明顯的事實：他沒有學到東西。（p.33）

面對教育，你要開始對自己負起責任，做出「最適合自己」的

選擇，而不是「和大家一樣」的選擇。你必須得花上一番心力，

去更進一步了解這個世界，了解自己、了解每一種學習領域。

但可悲的是，這些學生迫切需要的「了解」，並不是學校教育

的重點。（pp.34-35）

未來，選擇進入什麼學校或科系，重點不再是它是否明星，更

重要的是它是否適合自己，它是否有良好的經營規劃。未來，

決定自己是否能發揮長才的，不是學歷上打印的字，而是多元

經營和磨練的能力。（p.37）

據上所述，作者主張「接軌未來人生的自主學習」，強調學習者

必須基於了解與規劃而能適性選擇學習的形式與方法，且所學內容與

成果須能符合未來社會發展的實用性，並實現人生的價值。此種觀點

已相當程度反映當代重視「自主性」、「未來性」、「實用性」及「價

值性」的教育理念。

參、行動策略

一般而言，觀念與行動決定人的行為。若觀念正確且行動有效，

就能將事情做對而且做好，故自主學習需要正確的觀念，也需要有效

的行動。作者在《做自己的教育部長》一書中，從四方面闡論「自主

學習」的正確觀念與有效行動。

在每一方面的討論中，作者很有創意的用提問的方式，引導讀者

對教育與學習的傳統、現狀及未來，進行自我思辯和對話，兼具問題

的廣度和思考的深度，頗有助於梳理教育問題並破除學習迷思。以下

條列書中四方面共 18個問題，讀者可據以檢視自己的教育與學習思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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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升學新思維，五大提問：大家搶的一定好？考不上高中才讀高職？

制度大變化為何執著讀 X中？選擇大學科系前你有做功課嗎？我
選的是我要的學校嗎？

二、選擇新認知，三個迷惑：生涯規劃真的有用嗎？有哪些幫助探索

的輔助工具或方法？學以致用只是神話？

三、學習新策略，六種思考：文憑是一切的保證？自己的學習如何做

主？為什麼要有一技之長？該怎麼提升實務經驗？留在原地不好

嗎？學外文一點也不貴？

四、協助新方法，四項建議：爸媽該如何提供幫助？學校應該做什麼？

只靠輔導老師可以嗎？十二年國教會往哪裡去？

肆、看見教育

《做自己的教育部長》一書鼓勵學生在學習歷程中超越教育體制

的框限，破除趨附明星學校及科系的迷思，用「自主學習」來與「未

來人生」接軌。雖然主要訴求對象是「學生」，但書中強調「學生主

體性」及「學習未來性」的視野與觀點，對家長、學校以及教育決策

都有所啟示。

首先，對家長而言，尊重並協助子女在既存或變動的教育體制

內規劃與選擇適性的教育歷程和學習活動，已成為家長必備的教育態

度和責任。無為而治的「放任式」教養固已不足取，但扮演「狼爸」

和「虎媽」角色的權威式教育與期望，恐亦過猶不及。其次，對學校

而言，雖然學校仍須扮演主要的教育角色，體現傳道、授業、解惑的

多元功能，但尤須重視學生的適性學習和發展，故多元化學習機會的

設計實施，以及學生輔導工作的有效落實，應作為當前學校的主要任

務。至於教育決策方面，畢竟教育主管機關掌管國家教育大權，在支

持學生自主學習以接軌未來人生的前提下，舉凡教育制度的設計、教

育內容的更新、教育方法的活化，以至教育改革的倡導與推動，都要

聚焦於學生的學習，確保學生擁有優質化的學習機會與成功經驗。

教育乃公共事務，攸關個人幸福與社會發展，故需人人關心，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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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人人盡責。回顧過去二十年來，政府致力教育改革似已不遺餘力，

家長對教育事務的關注和參與亦非匱乏，但揆諸當前社會氛圍，既對

教育現狀不甚滿意，且對未來發展缺乏信心，其中緣故值得深究。最

近國內有一則以「我看見你」（I See You）為主軸的廣告，姑不論其

廣告的品質與效果，但藉之省思教育問題則不無啟發。「看見」雖以

視覺為主，實則蘊含認知上的「理解」與「洞察」，也有情感上「同

理」和「貼近」的意境。換言之，「沒看見」或「沒看清楚」就是對

特定事物或現象缺乏正確的認知，抓不住其中精義。據此而言，教育

改革與發展的努力必須建基在教育的理解與洞察，並且在情感上同理

社會的教育需求，貼近教育現場與實務的核心價值。因此，凡我教育

同仁，包括教育行政機關的決策者、規劃者、執行者，學校教育實務

工作者，以及廣大的家長社群，都應排除各種有形和無形的迷障，而

能真正「看見教育」。唯有能清楚的看見教育的本質，看見教育的願

景，看見教育的問題，看見國家與人民的教育需求，看見解決教育問

題的方法，超越升學至上的迷思與想當然耳的浪漫，務實扎根的深耕

學校教育，教育發展始能邁向康莊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