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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育訊息分析方案思考國家教育智庫之角色扮演 

【文／潘文忠 副院長】 

  本院設立目的於「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一條即開宗明義指出：「教育部為長期從事整體性、系統性之教育研

究，促進國家教育之永續發展，特設國家教育研究院」。依本院成立沿革，為整合資源，強化基礎性、整體性、長期性之

教育研究，激發人力資源潛能，提升教育效能，厚植教育發展基礎，提高我國教育研究之國際聲望。而且，國家級教育研

究機構之成立不僅是時勢所趨，亦是彌補國內現行教育研究之不足，我國多年來的教育研究，多屬個別性或短期性研究，

且資源分散，難以發揮真正且具影響力之效益，故設置一專責機構，進行長期性、系統性與整體性的教育研究，以作為教

育發展與改革之智庫，並促進教育永續發展。 

  要整合資源，進行基礎性、整體性、長期性之教育研究，首要工作，就是要能充分掌握國際教育發展的趨勢與脈動，

以及重要的教育議題。為能達成前述目的，發展本院作為教育政策發展智庫的積極功能，經由本院研究人員針對國內外

教育訊息進行學理及實務之分析，並提出對於我國教育政策發展趨勢之初步建議，研擬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訊息分析方

案實施計畫，以期系統性發展出本院未來教育政策研究之主題，累積本院之研究能量。 

  本院從去年十月開始，以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為主，結合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教科書發

展中心和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同仁組成教育訊息分析專案小組，依研究人員之專長、興趣、任務分為六組，分別為「國民

教育及師資培育組」、「高等教育及國際教育組」、「技職教育組」、「終身教育組」、「課程教學及教科書組」及「測

驗及評量組」，針對國內外教育訊息，進行系列的分析，提出政策初步建議。 

  本計畫分析之資料蒐集範圍主要來自「國際教育訊息」、「國內教育輿情」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國際教育訊息」，

包含由教育部駐外單位定期提供之各國教育議題資訊及本院「國際教育訊息」電子報；第二部分則是「國內教育輿情」，

包含國內教育相關資訊、國內新聞輿情、國內教育相關期刊熱門議題蒐集(如天下雜誌、遠見、商業週刊、親子天下、今

週刊等等)及國家教育研究院一週教育新聞等。 

  教育訊息分析的方式，乃由研究人員針對國內外教育訊息進行分析，形成焦點議題，並透過分組會議討論，形成建議

議題；繼之深化每組建議議題，並透過聯席會議討論，形成初步政策建議報告。撰寫分析內容則含括：議題重要性、主要

國家具體作法與改革趨勢、我國現況概述以及對我國的啟示與建議等四部分。 

  經過近半年的嘗試，在教育部駐外人員持續提供各國教育訊息，以及本院研究人員的用心投入，專案小組探討了各

國政府因應大學學費問題之最新發展趨勢、美國另類師資培育方案在台灣的適用性、東亞主要國家或地區之補習教育法

規對我國之啟示、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之在學關係與勞動關係、各國中小學電子教科書之發展與啟示、主要國家高齡

者網路學習具體作法探究、由美國新世代科學標準反思科學評量應有的轉變等近二十個議題。 

  透過教育訊息的分析，並由研究人員組成的專業社群不斷的相互討論，腦力激盪，尤其是跨域的專業分享，除讓本

院正朝向學習型組織大步發展，更期待藉由教育訊息分析方案的推動，讓本院可以經由長期觀察、蒐集、分析國內外教

育發展趨勢與議題，提供教育部前瞻性及可行性之國內外教育趨勢分析與我國教育發展之初步建議，適切扮演國家教育

發展智庫的角色。  

  

【教育經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