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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只要談到未來，大家就會想到科技與人

文這兩件事。我們希望科技帶給我們方便，

人文帶給我們幸福。因為電腦科技、網路通

訊與傳播科技日新月異，它們之間的整合與

運用使得資訊的獲取跟人際間的溝通，更加

的迅速、便利，人類的生活因而產生更大的

變化。

學校是人類社會生活的一環，無法與社

會進步切割。因此，無論是辦學理念，教學

內容或學習方法，整個學校教育的功能都會

隨之改變。最重要的是社會大眾對學校的看

法也會改變。這一點對於比較保守的教育人

員將會有相當程度的衝擊，宜作較大幅度的

心理調適。

仰賴科技施教

不管是大、中、小學與幼稚園都會仰賴

科技施教，這不是預測，而是既成的事實，

而且未來的學校教育還要更加仰賴科技施教。

雖然我們所說的未來是一個模糊的時段：哪

一天叫未來？五年後、五十年後當然是未

來，甚至二十二世紀也是未來。不過從現在

的發展趨勢可以看出，不管任何一個層級的

學校，將來必會更加仰賴科技來實施教學。

這方面有三個比較突出的事情：

（一）遠距教學系統的應用

遠距教學不待未來，現在已經開始。遠

距教學可以使用同步的「即時群播系統」，

讓任何人都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透過

網路，進行即時的雙向互動遠距學習，甚至

進行跨國的研習，而節省學習與進修的交通

費用與時間。當然也可建置多元的教材，在

非同步的「全球資訊網」上，任何人都可以

上網學習，建立學習型的社會與終生學習環

境。現在各國大學院校已逐步開展，而中、

小學甚至幼稚園也會跟進。利用科技施教，

會逐漸成為普遍的現象。

（二）數位化圖書館的建立     
圖書館的館藏，也因為網路科技的發

展，而以數位化的型態建立。數位化圖書館

的特質，在於以數位化的方式儲存所有的文

獻、資料，讓使用者能在任何地方，透過網

路，進行搜尋、檢索與擷取所需要的資訊。

所以，圖書館的館藏—如現在的書籍，正在

逐漸換成磁碟或另外的形式，使得圖書館朝

向以科技方式來為讀者服務，而不再是傳統

圖書館把空間建得很大、有很多的閱覽室，

將來也許它只像一個發射台一樣，大家都可

以透過網路學習。

（三）親師互動系統的設立    
因為網路、資訊傳播科技的發達，所以

學校跟家長之間可以建立互通的系統。這互

通系統，使教師可以將他想要跟家長連絡的

問題，透過網路、電話、電腦，來跟家長溝

通；家長也可以透過相同的方式，以電話、

電腦乃至一般科技，跟學校的老師隨時取得

聯繫，使得家長跟學校、老師在溝通的方式

上有所改變。以往老師要跟家長溝通，最常

使用的方式大概就是家庭訪問，但家庭訪問

常常找不到人。另一種常用的方式是：運用

母姐會或家長會，但有句笑話說：「該來的

不來，不需要來的每次都來。」因此讓學校

很頭痛，不知該怎麼辦才好？將來也許可以運

用這種傳輸方式，使得學校教育轉型、改變。

未來㈻校教育之我見
何福田／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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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向服務功能

（一）教訓功能式微

未來的學校在教學、訓導方面的功能，

都會因為資訊的取得非常方便而減少其功

能；學校會逐漸加強服務性的功能。古代的

學校是絕大多數人獲得知識的唯一來源，現

在的學校已經不再是獲取知識的唯一管道

了，未來的學校更不會是唯一來源，這是可

以預見的。那麼，未來的學校做什麼呢？我

想學校必須改變施教方式，逐漸走向服務性

而不是命令性、指導性。

（二）速簡學風普遍    
學校的功能已在改變，現在的人、未來

的學生，都想很快地學到急切需要、而且馬

上可以用到的東西。我們以前說：「十年樹

木，百年樹人」。沒錯，照理說教育是應該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可是時代的巨

輪轉變得這麼快，你要十年才能看到成績，百

年才能培養成功一個人，這在現代一般政府

中，光是編預算就不會答應你。假如有位校

長說：「我的教育計畫要十年才能看出績

效，所以你必須讓我編十年的預算，才能

達成我的理想。」我想政府應該不會同意，

也沒有人敢相信你的計畫在十年之後一定會

成功。所以，現在都只能編一年預算，一年

之內就得達成目標；一年之內沒有績效，第

二年預算就不給。如果我們告訴學生：你現

在好好學，三十年後一定會很有用處。我看

學生一定會說那等三十年後再學，不必先擺

三十年。將來這個問題會很嚴重。在教育

上，我們是應該對學生的未來預作準備，可

是現在的學生對預作準備感覺興趣不大，最

好是現學現用，而且要很有用，所以有人

說，將來的學校教育會是「麥當勞式」的學

校教育—你要什麼我就給你什麼，你喜歡什

麼口味我就給你什麼口味。如果不讓教育走

到那種地步，現在就得費心研究對策。

改變㈻習方式 

（一）自學能力受重視

我們賴以謀生與日常生活所需的知能、

理想，千變萬化，很多東西學校不會教，也

教不了，所以一般人就要自己學習。自己學

習當然要重學習方法，而不是要重學習知識

的內涵，因為知識的內涵可以從電腦、資料

庫裡找到。因此，自學能力的強弱成為個人

成敗的關鍵。

（二）求知方法重於知識內容   
記得我在讀小學的時候，為了記住長

江、黃河流過幾省？背得天昏地暗。現在大

家只要帶個小資料庫，什麼資料統統儲存在

裡面，誰會再花這種時間去背長江、黃河流

經哪幾省？現在需要的是你能否找到長江、

黃河流經幾省的資料在哪裡。這就是懂得學

習的方法，而不是去背誦學習的內容。由此

可知，學習的方式一定要改變了。

轉移教㈻重點   

（一）縮小教學層面   
我們一直覺得教學的內容愈來愈多。早

期在一育時代，中國古代的「學則三代共之

，皆所以明人倫也。」最重要的目的是「明

人倫」，明人倫到底是德育還是群育？我想

都可以：範圍大一點是群育，是人與人之間

的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是群育；假如

說「明人倫」指個人的修養，對人有禮貌、

知道做人的道理，這個也可以稱為德育。所

以說「明人倫」到底是德育還是群育，可依

解釋寬窄而有別。其次就是二育—古希臘時

期是二育的，她只有體育學校與音樂學校。

體育學校當然是體育了，音樂學校勉強可以

歸入美育—所以二育時期是美育與體育。之

後亞里斯多德倡導三育：德、智、體這三

個。再過來就是四育了，四育就是德、智、

體、群。十九世紀末期倡導國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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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覆巢之下無完卵」，因此特別加強群

育。後來再加上美育，成為現在的德智體群

美。雖然我們現在「五育均衡發展」尚未做

好，卻有可能又要增加六育、七育。然而學

校沒有能力什麼都教，因此，各級學校會更

強調其階段性目標，並縮小其教學層面。

（二）注重基本能力   
因為時代改變了，學校只能教幾個最基

本的能力，剩下的就要你自己舉一反三。基

本的學會了，其餘的你要到別的地方或就業

場所去重新學習。以往我們認為：從學校出

來的學生大概十八般武藝都學會了，因此很

可以充分就業，並且令人滿意。現在的學校

教育不能保證在學校學完之後，這一輩子吃

用不愁，大概沒有這種能力。所以只能學一

些基本的，此後你到底還要些什麼，你到了

就業場所，到職場上面去還要學習。這也是

現在何以許多大企業都有在職訓練部門的緣

故。現在所說的未來是一個終身教育、終身

學習的社會，這是不必呼籲，它也會到達那

樣的地步，因為這是個終身教育的時代。學

校只能提供舉一反三的技巧。

（三）提供進修管道   
將來的學校提供學生畢業後再回過來學

習的功能，可能會比原來職前學習提供的機

會還要多，這就是「進修重於職前教育」的

說法。以前我在求學的時候，聽說在比較先

進的國家，教授會補送新資料給以前修過他

課的學生，當時聽了覺得很不可思議：學生

在哪裡？資料怎麼送？這麼好的教授好像開

了一家無限責任公司一樣。以未來的情況來

看，資訊的傳輸這麼方便，教授是可以繼續

補充資料給他的學生，只要你網址搞清楚就

可以做到。

結語

未來的學校教育必然與現在的學校教育

有諸多的不同，比較明顯的是由於科技的進

步與發達，帶動資訊傳輸的快速與質量的大

增，因而引起學校型態、教與學理念的變化。

（一）蒐集、解讀、應用、創造資訊    
未來學校必然要花很大的財力以蒐集有

關的資訊：有了充分、足夠的資訊，教學內

容才能趕上時代，符合時代需求；有了充

分、足夠的資訊，學校才能存在，才能不被

淘汰。未來學校對泛濫的資訊，必須教導學

生正確的解讀方法，以免誤解資訊而為資訊

所害。同時，學校與學生都應該在資訊的大

倉儲中知所選擇，擷取對自己有用的資訊。

而不會被資訊洪峰所淹沒。未來學校也應該

是個創造資訊、生產資訊，甚至導引資訊生

產的地方。

（二）師資培訓預為綢繆   
未來學校既然與現代學校大相逕庭，則

教育工作者，特別是從事教學的師資，其培

育方式就得預為綢繆。首先，他們應該具有

寬闊的胸襟、多元的觀念，才能在瞬息萬變

的社會中存活；其次，他們應該具有使用各

種教學科技的能力，才能做好教學所需要的

工作；最後，他們還需要具有悔人不倦的專

業精神。這些都是師資培訓機構應該在培訓

過程中予以落實的課程。

（三）家庭、學校、社會教育關係更形密切   
學校與家庭、家庭與社會、社會與學校

之間的關係，未必因為時代進步而如一般人

所預測的越來越疏遠；相反的，可能因為傳

媒的發達，讓人與人之間發生更為快速與緊

密的關連。因為資訊的流通很快，而且直

接，立刻就可連繫得到；不像以前，學校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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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去做家庭訪問，常找不到學生家長，他也

不來，許多事情因而貽誤了；家庭受到小社

區與大社會的影響越來越大，青少年也不再

只生活於家庭與學校之中，他們成為新時代

的活躍分子。

筆者對未來學校教育的粗淺看法，只不

過是滄海一粟，未來有如浩瀚大海，深不可

測。不過，以上所舉，有的已在先進國家實

施有年，有的已經可以看出端倪，有的連想

都還沒想過，只是在地球上的不同區域，其

出現與普及有快慢之分而已，它們終將到

來，讓我們樂觀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