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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悌），

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

學文。」（論語．學而）意思是孔子說：「

青年人在家要孝順父母，出門要恭敬長上，

言行當謹慎信實，廣博地愛眾人，而親近有

仁德的人。如此躬行實踐而有餘力，再學習

詩書六藝。」（謝冰瀅等，1987，pp.67-68）
古時的詩書六藝，就是今天的「教材」，主

要的內容就是各學科或各領域，更具體的說，

就是各科「教科用書」。

很明顯的，「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

指學習的內容何者為先，何者為後之意。依

孔子之意，所謂「行」，應指實踐人之所以

為人的行為規範而言。行為規範儘可依時代

價值觀念不同而有調整的空間，諒為孔子所

同意，此亦孔子被譽為「聖之時者也」之故；

但此行為規範應在知識教學之前先予培養，一

俟有實踐成果之後，再進行學科的知識學習

至為明確。

學習內容，有的必須依其知識結構的邏

輯性，按其先後順序學習才能學會、學通。

譬如數、理學科中許多知識都有這種特性：

不先學「解剖學」，如何學開刀？不先學「

藥理學」，如何學處方？即如不先學會算術

四則運算，如何學會「幾何學」「統計學」？

但也有一些學習內容並無誰先誰後的問題。如

在鄉土教材中，是否一定要先學動物或先學

植物？先學奇花異卉或鄉賢耄耋？

行為規範或稱「人性培養」（毛松年，

2000，p.86）與學科知識的學習，孰先孰後？
抑或可以分途並進？似有深究的必要。

「行㈲餘力則以㈻文」的精義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個「仁」字，「他對

『仁』有許多解釋：仁就是道。仁指天下太

平。仁指愛人。仁指忠恕。仁指克己復禮。

仁指恭、寬、信、敏、惠等道德修養準則。

仁指妥善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黃

晨淳，2001，p.32）而行仁的根本之道則如有
子所說：「其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

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

本與（歟）？」（論語．學而）是以孔子認

為，一個人能夠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姊妹朋

友，恭敬長上，親近仁德之人，比什麼都重

要，這就是本，這些都學到了，都能躬行實

踐了，再來談知識的學習。

「行」先於「文」有什麼好處呢？學海

茫茫，無邊無際，如有燈塔指引就不會迷航。

反之，則容易成為無根漂萍，不僅不知所止，

抑且可能遭逢危險。現在，我們最嚴肅的問

題是：孔子所創的儒家，主張孝悌做為學習

的燈塔，甚至做為人生的燈塔，在今天對不

對？

這個問題乍看之下，雖非芝麻小事，但

也不是什麼軍國大事；但再經仔細檢查，發

現這是教育的根本，而教育為立國之本，所

以「孝悌」之教的良窳，可能動搖國本，因

此之故，不能等閒視之。解決此一問題，借

用「公投」似不為過，想必孔子也不反對。

至於「公投」的議題可以這樣問：

您是否需要把您家孩子教育成能夠孝順

父母，友愛兄弟姊妹朋友，恭敬長上，言行

謹慎信實，博愛大眾，喜歡與仁德之人為伍？

選答項目只有「要」與「不要」兩者選一。 

從「行㈲餘力則以㈻文」看今㈰教育的缺失
何福田／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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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必臆測結果是怎樣。事實上，兩

千五百多年前的思想作為是應該接受時代考

驗的。如果「公投」結果半數以上「不要」，

那麼我們就要思考以什麼來教育孩子；如果

多數選「要」，那麼我們就要反省現在的教

育是這樣教的嗎？

「公投」結果如果不要「孝悌」做為根

本，則此事即可放下不談；如果認為「孝悌」

依舊可做為根本，則我們試為分析其可能的

益處如下：

以「孝悌」做為根本，則在學習過程中

遇到行孝、行悌之學便可努力習之，反之有

悖行孝、行悌之學，則立予捨棄而不必浪費

生命去學那些無益有害的東西。學習有正確

方向才不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於此可知，

先把「孝悌」學好、做好，以後的知識學習

才不會歧路亡羊，毀了自己，亂了社會。現

在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弒親犯上行徑，細察

之，並非無學無知之徒所為。故人而能有「

孝悌」之行，就是一切良善行為的根本，能

行「孝悌」就不會做壞事。反之，像《孝經》

所說：「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

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蓋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之親，則愛敬…之

心，必非真出於愛敬之至誠也。為嗜欲、勢

利、功名而愛敬他人之親耳。如小人之寵愛

其妾媵，迎合其上司者是矣，其又恥之孰

甚。」（史次耘，1972，p.47）故孔子認定
孝為德之本，亦即俗話所說「百善孝為先」

之意。欲國人行善，不倡孝道可乎？

當前的教育缺失

教育的類別可大別為家庭教育、學校教

育與社會教育三種，每一種都有其獨特的功

能，而三種之間亦有其共通之處與相互調節

互補之功能。當前三類教育當然各有其優點

與貢獻，並非一無是處，自不待言。茲為方

便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概念相互比

較，分別就三類教育所顯現的缺失加以分析

說明。

先談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的施教者主要

是成年人，尤其是父母（其實家人是互相影

響，互相教育的）。人人都知道家庭教育有

其功能，故家庭教育實施得好，家族有福；

但教育畢竟是一種專業，不可能人人在行，

亦即不是你想把家庭教育搞好，就真的能搞

好的。譬如有誰不願意培養「孝子賢孫」？

有誰不知道「好不過三代」？結果呢？「孝

順的子女」變成「父母孝順自己的子女」，

眼睜睜地看著「好不過三代」而束手無策。

就談晨昏定省吧！現在父母每天都要三催

四請，還没辦法讓孩子起床，是誰在晨昏定

省？每個家庭都不想多生小孩，以致成為「

少子化」的社會，每個孩子都是家中的心肝

寶貝、掌上明珠，長輩對晚輩好到不行，但

因有愛無教，晚輩能感受長輩的好而能回報

長輩以孝敬乎？

假如大家知道這樣愛下去得不到培養

「孝子賢孫」的期望目標，那麼您改變做法

了嗎？試著改善了嗎？還是只有乾著急卻仍

然一成不變地愛下去？有些家長承認自己不

懂教育，乾脆放棄家庭教育的責任，把它

完全推給學校教師去承擔，自己倒成了育兒

的旁觀者，更是荒謬至極。我國抗戰時期的

「親職教育」家張天麟在其大作《中國母親

底書》自序中提到裴斯塔勞齊（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64-1827）不住的叮嚀：「真正決定人
生的教育，絶不在大學時期，也絶不在高深

的學術之中，而唯有在家庭環境之內。」又

說：「家庭中的哲理，乃人生教育的樹身。

其他一切的人生知識，學術研究和高尚的使

命等等不過是樹身上發出的枝葉而已。」更

說：「凡是小時候沒有受夠正當教育的人，

以及在家庭中沒有從父母手中得到生活技能

訓練的人，即便有多樣好的天資，在這種可

憐的社會當中，總要吃虧的。」（張天麟，



師苑鐸聲

研習資訊2 第23卷第1期　95．02 研習資訊 3第23卷第1期　95．02

師苑鐸聲

1948，自序，p.1）
平心而論，現在的家庭教育負起「決定

人生的教育」之責了嗎？做到「弟子入則孝，

出則悌」了嗎？先把行為規範或「人性培養」

的教育做好才談知識學習（即「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嗎?有幾個家庭能不受「不要輸
在起跑點」的錯誤觀念之誘導而暫緩知識的

學習呢？

其次談談學校教育。學校教育一向被一

般人認為是唯一的、正式的教育，其實，它

沒有那麼大的功能，也不能包攬所有的教育，

畢竟它只是三大教育類型的一種。那麼現在

的學校教育有何缺失呢？一般說來，學校教

育太過重視集體教育而忽略個別教育，以致

沒有做好調節個別學生需求和發揮與家庭教

育互補的功能。

學校教育的目的是要讓一個一個的學

生，各自發展其潛能，補足其「所需的缺

陷」（不是老師認為的缺陷，也不是這個

學生所有的缺陷，只是少許必須補足的缺

陷），而不是在達成學校本身的教育目標，

反而置學生的需求於不顧。如果借用杜威（

John Dewey，1859-1952）「教育本身無目的」
的話來說，那就是「學校教育本身無目的，

只有學生本人來學校受教育有目的」。如果

我們參照前面裴斯塔勞齊的說法，學校教

育，尤其是國民中小學的教育該做什麼事

呢？顯然不必急著教學生這個科目、那個領

域的知識，它應該大大地花一些工夫去「了

解」每一個學生，他們各自在「行有餘力則以

學文」的前半段要求是否做到了？或做了多

少？並且幫每個學生把基本功做好了再來從

事學科或領域的知識教學。

依我看來，現在的國民中小學仍然不脫

「智育掛帥」的毛病，學生一進校門，便急

著教他學科知識，且忽略個別需要而從事集

體教學。

最後談到社會教育。社會像個大染缸，

俗話說：「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由

此可見，社會有很大的教育功能。

相對於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社會教育

的施教者不像家長與學校老師那樣明確而顯

得模糊失焦，社會教育幾乎等同於社會風

氣。社會教育更像家庭教育的集合體，它反

而與學校教育的相似度不高。社會教育之所

以具有很大的教育功能，正因為家庭教育具

有很大的教育功能之故。無可諱言的，今天

家庭教育，普遍來說，沒有發揮應有的功能，

所以社會給國民的教育也很難令人滿意。

撥亂反正的關鍵

今天三大類型的教育各皆仍有相當程度

的缺失：家庭教育事與願違，無法善盡生活

教育、人性培養的功能；學校教育太重集體

教學而未能發揮協助個別學生滿足需求的教

育本質，且急於從事知識教學，忽略行為規

範的強調，輕重錯置而又程序反轉；社會教

育予人重利輕義的感受，更助長學校智育掛

帥的歪風。總之，當今的教育未達令人「滿

意」的水準。

如果我們有心想要改善現狀，則其關鍵

厥為「執行力」一項。因為我們已知問題所

在—違反先「行」後「文」的程序，且輕「
行」重「文」—只缺勇氣執行而已。執行力
就是「做」的意思，也就是我多年來倡導的

「教育三部曲—愛他、教他、讓他做」的最重
要一部（步）「讓他做」（何福田，1998，
pp.23-36）的意思。

要讓家庭教育撥亂反正，實施先「行」

後「文」而且「行」重於「文」的教育，必

須由政府主動大力宣導，使不知者變知，知

者願行。這不是一蹴可幾的，必須下定決心，

準備長期奮鬥，定出推動成果時程表，嚴格

檢驗，才能奏效。家庭教育做好了，社會教

育自然也就做好了。

要讓學校教育撥亂反正，難度不亞於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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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教育。幾乎全體教育工作者都知道「智育

掛帥」的害處，但大搞「智育掛帥」的也是

教育工作者，而且「智育掛帥」遭致詬病為

時已久，如能輕易改善，它早成為歷史名詞。

因此，撥亂反正之道也在一個決心去執行。

結　語　

國人一直誤信高知識等於高競爭力。其

實，競爭力應該包括很多內容，如毅力、執

行力、包容力、願意遵守遊戲規則、擁有運

動家的風度等等，而不是只有「我一定要贏」。

不可否認的，高知識是競爭力之一，但不是

全部，甚至不是最重要的。

競爭不是目的，它只是手段，然而人們

極易為了掌控手段而忘記目的。如果把競爭

當目的，則會導致永無休止的競爭，人類哪

有幸福可言？

孔子在兩千五百年前就指出學習的順序

是先學好行為規範，再談知識學習，今天大

反其道而行，結果未經幾年，大家已嘗苦果，

真個「不聽老人言（2500多歲的夫子夠老
了）吃虧在眼前」。要是不只順序顛倒，連

分途並進，同時學習都没有，甚至有意無意

地不重行為規範的學習，還特別強調學科知

識的學習，前景不堪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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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論

摘　要

近年來，延長國民教育議題受到廣泛的

討論，然而有關國民教育之制式定義自民國

六十八年以來沿用至今。本文以十二年國民

教育的發展為主，探討「國民教育」之重新

定義與詮釋的議題。文中首先就我國國民教

育概念及歷史演進進行討論，其次分析主要

國家義務教育實施概況，再以「義務教

育」、「強迫入學」、「免費教育」及「免

試入學」的觀點分析主要國家義務教育概念，

最後提出十二年國民教育中「國民教育」之

詮釋。

關鍵字：國民教育、義務教育

㈩㆓年國民教育之定義與詮釋

國民教育顧名思義是國家對國民的基

本教育，自民國元年以來即沿用此名詞。

國外很少用此字眼，大多以義務教育（

compulsory educat ion）稱之。教育部的

英文網頁亦用compulsory education（義務

教育）代表我國的國民教育（教育部，

2004）。目前政策上想推動十二年國民教

育，許多人質疑，十二年國民教育是不是

等於十二年義務教育？由於國民教育與義

務教育兩個名詞一直被混合的使用，十二

年國民教育的定義有重新詮釋的必要。

　　從教育發展的客觀事實來看，根據教育

部統計處資料顯示，民國八十五年至九十二

年的國中升學率已從90%提昇到95.74%。台

灣的國民教育已經相當普及化，具備實施

十二年國民教育之條件。近年來，延長國民

教育已然成為當前矚目的教育議題，然而未

來即將實施的十二年國民教育是否與九年國

民教育一樣，具有免試、免費、強迫的性

質？本文以十二年國民教育為主題，分別從

國民教育的演進以及先進國家義務教育發展的

經驗，重新詮釋我國將推動的十二年國民教

育。本文所探討的結果，希望能做為制定政

策方針之參考。

㆒、國民教育概念的演變

「國民教育」一詞首度出現於法令

中，是在民國二十九年教育部制定的「國

民教育實施綱領」。民國三十三年國民政

府公布「國民學校法」，規定「國民教育」

為六足歲至十二足歲之學齡兒童應受之基

本教育；民國三十六年憲法第二十一條規

定，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第

一百六十條規定，六歲至十二歲之學齡兒

童，一律接受基本教育與免納學費，其書

籍亦由政府供給；民國五十七年「九年國民

教育實施條例」明定，國民教育年限延長為

九年，分為國民小學和國民中學兩階段，

課程採用九年一貫之精神，國中入學以學

區分發、免試入學與免納學費，而其他法

令規定之費用，清寒學生免收。至此，

國民教育有了正式的定位，並沿用至今。

　　民國六十八年制定「國民教育法」，並

於民國九十三年九月修正。民國八十八年制

定之「教育基本法」，首度以「國民基本教

育」定義國民教育。民國以來，國民教育的

法源依據以及相關概念的演變整理如表1。

㈩㆓年國民教育之定義與詮釋
張鈿富／國立暨南國際大㈻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教授兼㆟文㈻院院長

林素鈺／前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專任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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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國元年起實施的國民教育已歷經

九十餘年，概念的演變出現過義務教育、補

習教育、基本教育、免費教育、國民補習教

育、強迫入學及國民基本教育等。名稱隨著

時代的需要而改變，並融入教育機會均等、

公平與正義、保障學生之學習權與受教權、

尊重教師專業自主等精神。

㆓、主要國家的義務教育概況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 n i t e 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教育統計中心2005
年報告顯示，2002/2003年主要國家義務教

育年限從9年到13年不等，如表2。德國是

義務教育最長的國家，在13年的義務教育

中，包括普通義務教育與職業義務教育，即

6-10歲的基礎學校教育、10-15歲中學教育及

15-18歲的後期中等職業教育。義務教育階

段為免費教育，亦即免學費且教科書免費或

由政府補助部分負擔（UNESCO, 2005）。

表1  國民教育概念的演變

年度 法規 國民教育概念

民國元年 小學校令 義務教育

民國十一年 學校系統改革案 義務教育

民國二十九年 國民教育實施綱領 義務教育、補習教育

民國三十三年 國民學校法 基本教育、補習教育

民國三十六年 中華民國憲法 義務教育、基本教育、免費教育、機會均等

民國五十七年 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 義務教育、免費教育、免試入學

民國六十八年 國民教育法 國民補習教育

民國七十一年 國民教育法修正 國民補習教育、強迫入學

民國七十一年 強迫入學條例 強迫入學

民國八十八年 教育基本法 國民基本教育

表2  2002/2003主要國家義務教育年限

國家名稱 義務教育年限 起始年齡 終止年齡

澳洲（Australia） 11 5 15

加拿大（Canada） 11 6 16

中國（China） 9 6 14

法國（France） 11 6 16

德國（Germany） 13 6 18

義大利（Italy） 9 6 14

日本（Japan） 9 6 14

韓國（Republic of Korea） 9 6 14

俄羅斯（Russian Federation） 10 6 15

英國（United Kingdom） 12 5 16

美國（United States） 12 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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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N a t i o n a l  
Center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NCES）2004
年教育統計摘要報告（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2004）指出，美國各州義務教育年

限最長者為13年（如奧克拉荷馬州、維吉尼

亞州），且其後期中等教育為免試入學，部

份中等教育不屬於義務教育者，則為免費教

育（NCES, 2005）。

㆔、主要國家的義務教育概念

（一）義務教育

西方國家義務教育觀念的興起，可追

朔自宗教改革，馬丁路德主張以聖經權威代

替教會權威，認為每個人都應能閱讀與研究

聖經，作為個人靈魂救贖的手段。十八世紀

中葉，日耳曼仍以教會學校為主，直至十九

世紀普法戰爭結束，菲希特發表「告德意志

國民書」後，普設國民學校（Volksschule），開

創國家化的初等教育制度（梁尚勇，1996）。

1900年日本明治時代頒布「教育敕語」，規

定接受教育是國民義務，目的在培養忠君愛

國之皇民，藉以達到富國強兵之任務。1789
年美國制定聯邦憲法，始建立自由民主國

家，1868年提出第十四條修正案明定，任何

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實施限制合衆國公民的

特權或豁免權的任何法律；不經正當法律程

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産；

在州管轄範圍內，也不得拒絕給予任何人以

平等法律保護（Johnson & Reed, 2002）。我

國憲法第二十一條亦規定，人民有受國民教

育之權利與義務。

（二）強迫入學

十七世紀的美國正值殖民時代，大批

移民由歐洲不斷往北美遷徙，使殖民文化

儼然宰制整個教育發展。1640年維吉尼亞

州通過法律，規定每一個孩童都必須接受宗

教教育；1647年麻賽諸塞州通過拉丁文法學

校建立法案（Massachusetts Act of 1647），

規定學區內每五十家庭必須有一位教師，而

每一百個家庭必須要有一所拉丁學校，且家

長有責任讓子女接受教育（Rich, 1992）；

1852年麻賽諸塞州率先通過強迫入學法案（

Compulsory Attendance Law），1867年開始

有些州跟進實施，直到1918年美國境內各州

皆全部實施強迫教育（HSLDA, 2004）。世

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於1968年第二十六章條文中規定，

人人皆有受教育之權；初級教育應屬強迫性；

教育之目的在於充分發展人格，加強對人權

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促進各國各種族或各宗

教團體間之諒解、寬恕及友好關係。1989年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二十八、二十九條規

定，基本教育為強迫性，兒童教育之目的應

就兒童之全部潛能發展其人格、才能及身心

能力；發展對兒童之父母、其文化個體、語

言和價值之尊重（蔡達智，1995）。此與我

國民國七十一年所公布「強迫入學條例」第

二條規定，六歲至十五歲國民 （以下稱適

齡國民）強迫入學之精神相符。

（三）免費教育

早在1763年，「普魯士學校總則」就

規定，孤兒和家庭困難學生的學費由教會

和行政當局解決；1795年法國規定可以有

四分之一的免費生；1834年美國賓夕法尼亞

州通過了廢除公立學校學費的制度，20世紀

初美國各州先後實行了免費義務教育；英國

於1891年開始在大部分初等學校實行免費教

育。各國免費教育從部分實施到全面實行都

經歷了較長的時間，法國於1881年、德國於

1885年、日本於1900年、英國於1918年、美

註：根據UNESCO原始資料日本義務教育年限為6-15歲共10年，但經查證相關資料為9年。
資料來源：“2002/2003 Education statistics,” UNESCO, 2005. Retrieved August 5, 2005, from http://www.uis.unesc

o.org/TEMPLATE/html/Exceltables/education/compulsory.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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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於20世紀初才完全實行了免費初等教育（

王承緒，2004）。由上述可知，主要國家普

遍實施免費教育以保障國民基本受教權。我

國亦給予同樣的保障，憲法第一百六十條規

定，六歲至十二歲之學齡兒童，一律受基本

教育，免納學費；其貧苦者，由政府供給

書籍；已逾學齡未受基本教育之國民，一律

受補習教育，免納學費，其書籍亦由政府

供給。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指出，教育應該

是免費的，至少在初等和基礎教育階段應

該是免費的，且初等教育應該是義務的 （
Tomaševski, 2001）；2000年世界教育論壇

（World Education Forum）提出「達喀爾行

動綱領」—全民教育：實現我們的集體承諾 
（Dakar Framework for Action-Education For 
All: Meeting Our Collective Commitments），

認為國家有義務確保所有公民都有滿足其基

本學習需求的機會，而初等教育應當是

免費的、義務的和高質量的，不論教育體制

如何變化，國家在教育經費的管理和使用上

都必須公開透明，並行責任制（UNESCO, 
2000）。

（四）免試入學

目前主要國家之後期中等教育漸趨採用

免試入學方式，例如美國、英國之綜合中學

採取學區分發與免試分發，其中英國並參考

在校成績。法國普通高中、技術高中及職業

高中採取學區分發與在校成績制，且配合指

導或定向制度，初中前兩年為觀察期，後兩

年為輔導期。德國之主幹學校、實科中學、

文法中學與綜合中學採取在校成績分配及教

師推薦方式，其第五、六年級為定向階段，

因此入學中學時間延至定向階段之後。日本

公立高中採取學區分發與入學考試並行，錄

取學區內足額學生，按S型曲線分發。韓國

則採取學區分發與入學考試並行制，但高中

入學不能越區，採取學區抽籤分發（林全

義，2002）。

由上述可知，先進國家普遍重視國民的

基本受教權，除了延長義務教育年限外，更

透過強迫入學、免費教育及免試入學等方

式，保障每一個國民都有相同的機會，接受

相同質量的教育。鼓勵弱勢族群充分就學，

以提昇國民素質。

㆕、我國高級㆗等㈻校發展現況

現行後期中等教育之學校型態，包括國

立高級中學、國立、直轄市立及縣（市）立

高級職業學校、經教育部核准立案之私立高

級中學及經教育部、直轄市政府核准立案之

私立高級職業學校。根據教育部（2003）教

育統計資料顯示，我國高級中學共有308
所，其中公立學校171所，私立學校137所；

高級職業學校共有164所，其中公立學校93
所，私立學校71所，如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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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民國92年高㆗職㈻校數暨㈻生數

  學校類型 學校數 學生數

高中 合計 308 393,689

公立 171 258,432

  國立 81 152,313

  台北市立 26 51,714

  高雄市立 13 21,336

縣市立 51 33,069

私立 137 135,257

高職 合計 164 325,996

公立 93 136,018

私立 71 189,978

表4  85-92㈻年度高㆗高職及進修㈻校比率

學年度
高級中學與職業學校校數比 高中與高職學生比

高中 高職 高中 高職

八五 51.5 48.5 34.0 66.0

八六 52.8 47.2 36.4 63.6

八七 54.6 45.4 38.7 61.3

八八 56.0 44.0 41.5 58.5

八九 59.6 40.4 45.5 54.5

九十 62.4 37.6 49.5 50.5

九一 64.0 36.0 53.0 47.0

九二 65.3 34.7 54.7 45.3

資料來源：“重要教育統計資訊，” 教育部統計處，2004a，2005年9月29日，擷取自http://www.edu.tw/EDU_
WEB/EDU_MGT/STATISTICS/EDU7220001/temp1/overview.files/frame.htm?open

資料來源：“教育統計指標，” 教育部統計處，2004b。2005年9月29日，擷取自：http://www.edu.tw/EDU_WEB/
EDU_MGT/STATISTICS/EDU7220001/user1/index03.xls

為使學生能有機會兼顧學術性向和職

業性向，以達到適性教育之目標，教育部自

民國八十五年起開始試辦綜合高中，鼓勵高

中職轉型為綜合高中，並於民國九十年正式

施行。在此政策影響之下，我國高中對高職

比率從八十五學年度的51.5：48.5，提高至

九十二學年度的65.3：34.7；高中與高職學

生比率也由八十五學年度的34：66，提高至

九十二學年度的54.7：45.3，如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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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可知，在國中畢業生升學率

方面，從民國八十五年的90%提昇至九十二

年的95.74%。已有九成五以上的學生在國中

畢業後選擇繼續升學。高級中等教育的普及

率已達到推動十二年國民教育的門檻。

㈤、㈩㆓年國民教育之詮釋

延長國民教育儼然成為世界各國中等教

育改革的重要課題，檢視我國教育環境體質

及當前國中畢業生升學率，均顯示我國有發

展十二年國民教育之條件。我國國民教育的

定義自民國六十八年以來沿用至今，為使國

民教育定義符合社會所需，為實施十二年國

民教育做準備。從以上的探討，本文建議重

新詮釋國民教育，以利十二年國民教育的推

動。未來的十二年國民教育其意義、性質、

宗旨與目標詮釋如下:
（一）意義

國民教育分為二階段，第一階段係指六

歲至十五歲國民應受之教育，包括國民小學

教育及國民中學教育；第二階段係指十五歲

至十八歲國民所受之教育，包括高級中等學

校教育。

（二）性質

第一階段：為國民應履行之義務教育，

是免試入學與強迫教育。全體國民一律免納

學費；貧苦者，由政府供給書籍，並免繳其

他法令規定之費用。

第二階段：為國民應享有之基本教育，

是免試入學與適性教育。貧苦者，由政府供

給書籍，並免繳其他法令規定之費用；就讀

私立學校者，另以法令規定補助之。

（三）宗旨

國民教育之宗旨在培養具有本土意識、

國際視野、人文素養、社會關懷、獨立思考

與創新之現代化國民。

（四）目標

個人發展目標：保障教育機會均等、維

護教育選擇權、促進多元化學習。

學校發展目標：建立多元學習環境、落

實高中職社區化。

教育發展目標：紓解升學壓力、建立教

育評鑑機制、系統化改革學校教育。

社會發展目標：促進社會的公平與正

義、強化教育優先的功能。

國家發展目標：提升國家競爭力，培養

人文素養、法治觀念、獨立思考與創造、尊

重生命、關懷弱勢且富有國際視野與本土意

識之現代化公民。

（本文獲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同意後刊載）

表5  85-92㈻年度國㆗畢業生升㈻率

學年度 平均 男 女

八五 90.70 88.59 92.91

八六 92.02 90.15 93.98

八七 93.94 92.64 95.30

八八 94.73 94.69 94.79

八九 95.31 94.46 96.20

九十 95.97 94.91 97.10

九一 95.48 94.81 96.20

九二 95.74 94.74 96.82

資料來源： “教育統計指標，” 教育部統計處，2004c。2005年9月29日，擷取自：http://www.edu.tw/
EDU_WEB/EDU_MGT/STATISTICS/EDU7220001/user1/index01.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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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前言

1960年代中期，美國學界開始關心除

了總體經濟表現外的社會變化趨勢。並倡導

應以客觀的統計數字來反應與公眾福祉有關

的社會變動情形，諸如健康醫療、教育、

住宅、就業及犯罪率等。但社會指標未必

能具體反應特定公共政策的成效。至八○

年代，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公共政策學者

Duncan MacRae在其著作＜政策指標＞（

policy Indicators）裡，極力倡導建立政策

指標的重要性，並勾勒出一套衡量政策效果

的系統架構（李允傑、丘昌泰，民92）。

MacRae（1985）認為政策指標係指可將公共

統計數值用於公共政策議題的衡量工具，它

主要目的在於利用公共部門統計來協助政策

與利害關係人制定妥適的政策，促進大眾福

利、建立正義。在民主社會中也會有私人利

益的存在，所以才要建立政策指標，指標可

以建立價值觀，在公開辯論的時候才有說服

大眾的基礎。若我們訂定這個指標，就可以

依據這個指標來檢討。同時澄清社會指標與

政策指標之分別，他指出評估一項政策的

成效，除了設計實驗方法之外，建立標準化

的測量工具或指標亦是常見途徑。一提到

「判斷標準」，通常直接會想到「社會指

標」（social indicators）。所謂社會指標係

藉以量化的方式及統計資料反應社會整體狀

況或整體發展趨勢。

由於社會指標是關於社會整體趨勢的一

項參考指數，因此與個別政策之間不必然有

直接因果關係。例如：女性勞動參與率是觀

察就業市場結構變化的一項重要社會指標，

但是無法做為評斷「兩性平等工作法」成效

的政策指標。易言之，以社會指標做為衡量

政府施政績效的工具，並不適切。社會指標

與政策指標主要區別在於：

1.社會指標反應整體社會的變遷趨勢，

因此有些社會指標並不具政策義涵；

而政策指標則直接與政策相關，政策

指標能夠提供決策者所關心的訊息，

並做為政策建議或政策選擇的參考依

據。

2.社會指標強調統計數字是客觀且科學

地反應社會變遷的實際狀況，而政

策指標則必須考慮是否包含倫理性（

ethical）和規範性（normative）的價

值。這是因為政策指標做為測量特定

公共政策的工具，它在相當程度上具

有反應。

3.社會指標並非目標取向。換言之，社

會指標的作用並非為了達成某一政策

目標或解決某一政策問題。正如許多

社會學家所期望，社會指標的功用應

集中在社會變遷的測量上。反之，政

策指標不僅是政策目標取向，也是「

問題解決」（problem-solving）取

向。某一政策的政策指標一旦經過選

定，事實上也隱含著可能的政策干預

（policy intervention），或是建議政

府部門有關該政策施政重點之優先順

序。

綜上而論，社會指標強調以科學的方式

觀察整體社會變遷的事實，而政策指標則著

重以綜合客觀數據與倫理價值，來衡量個別

政策議題的成效與結果。我國教育部於民國

九十二年十一月起成立「推動十二年國教先

高級㆗等㈻校教育發展指標系統之研究
吳政達／國立政治大㈻教育行政與政策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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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工作小組」，就（一）性質、目標與內

涵、（二）學校類型、（三）學區劃分、（

四）入學方式、（五）經費預算、（六）配

套措施等進行方案規劃（教育部，2004）。

同時國家教育研究院於民國九十三年三月起

委託「國民中學畢業生免試入學高級中等學

校」之整合型研究，本研究為國中畢業生免

試入學高級中學學校之子計畫五－教育發展

指標，其研究對整體計畫的重要性在於透過

指標管理以評估政策執行之可行性。故建構

指標的目的乃指將教育統計數值用於十二年

國民教育政策議題的衡量工具，為同時具備

政策指標之功能的教育指標。因此，與一般

教育指標系統的差異在於本研究所建構的高

級中等學校教育發展指標系統具有目標取向

（goal-oriented），其用途在於解決國中畢

業生免試入學高級中等學校的政策目標。

㆓、高級㆗等㈻校教育發展指

標系統建構結果

本專案研究透過蒐集美國國家教育統計

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NCES）所發展的學校品質指標、美國國家

教育協會所建構的學校表現指標、歐盟發

展的16項學校教育品質指標、美國奧勒岡

州的學校品質指標、密西根州發展的優質學

校表現指標、威斯康新州密爾瓦基市公立學

校表現指標、德州圓石市獨立學區學校表現

指標、以及紐約市學校表現評量系統，並歸

納參考Cheng（1997）、Richard（2000）、

Mayer（2001）、West（2005）等學者的看

法。透過學者、教育行政官員、中學校長等

政策利害關係人的意見調查，以模糊德菲術

進行代表性指標的篩選後，指標主要可分為

輸入、過程與輸出三大階段，其組成要素分

述如下：

（1）輸入指標：組成要素主要包括財

政及其他資源、師資品質、學生背

景、社區資源與支援、教育行政、

家長參與、專家學者支援，共計七

項要素。

  首先就財政及其他資源要素而言，根

據模糊德菲術調查結果，可以發現

以經常門、資本門、平均成本等經

費項目普遍受到關注，此外還有弱

勢族群補助部份以及資源的運用和

自籌經費的問題，這些皆係直接影

響學校整體運作的部份，在指標的

設計中不可忽視。

  師資品質可說是對於學生學習成效最

直接之影響要素之一，故就師資品

質要素部份，教師的任教年資對於

教師的教學技巧與熟悉度具有直接

相關，教師穩定性對於學生而言亦

十分重要。

  學生背景主要係以族群分布、家長社

經條件與學生入學成績為主。依地

區特性，學校在行政管理上與教師

教學上勢必須有所調整，故族群分

布特質與家長社經條件有著直接與

間接的影響，此外，學生的入學成

績可以提供老師作為教學參考，以

因材施教。

  經費、師資、學生皆具備後，學校的

運作是否能具有特色則可從學校與

社區間是否具有緊密的合作來看，

因此在指標設計中，亦可從學校是

否有引進區域友校合作方案、尋求

社區家長與專家的資源以提升學校

教學品質來看。

  最後則係在行政運作上，行政經驗與

行政專業需要一段時間的累積，同

時，行政人員的穩定度對於學校的

政策執行的連續性具有絕對的影響，

因此，在教育行政方面，可從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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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教育行政人員專業程度以及學

校教育行政人員穩定度兩項指標較

受到專家重視，視出端倪。

 （2）過程指標：組成要素有學校品

質、課程品質、教師教學品質、學

校教學品質、社區對學校的評價、

校長領導風格、學校行政經營等七

項要素。

  學校品質指標方面，主要以學生報到

率、退休學率、學校整體規模大小、

學生輟學比率以及違規情形加以判

別。根據指標調查結果，顯見學生

係用來評定學校品質最備受重視的

考量項目。

  課程方面則係以課程內容的深度與廣

度、課程是否具有彈性以及是否由

專業教師擔任之重要性較高。目前

課程的規劃上，可由學校發展本位

課程，同時具有彈性教學時間，因

此在指標規劃中勢必須加以考量。

  教師教學品質上，則主要係從教師的

教學負擔、教師教學視導與評鑑、

教師教學檔案的建立與教師進修時

數和教師專長做為評量指標。

  教學過程中，學校教學品質就硬體設

備來看，較受到重視的有專科教室

的數量、教學設備是否充裕以及資

訊網路設備是否足夠等，此外，是

否提供充足的進修機會對於學校整

體的教學品質亦具有十足之重要性。

  整體而言，過程指標中涵蓋了學校品

質、課程品質、教師教學品質以及

學校教學品質等面向，除此之外，

學校所在地區家長參與情形，學校

的氣氛以及學生對學校的滿意度亦

為過程指標中之重要指標項目。

 （3）輸出指標部分經由調查結果後，

發現以學生成就與態度兩項要素較

受到重視。

  學生成就部分，較受到重視的指標有

通過基本學歷測驗、以及校內外競

賽成績等，此外，在態度部份，則

係以學生對學校的認同程度以及社

區人士對於學校的觀點和評價得分

較高。茲將決斷值高於0.7之指標要

素及其內容整理如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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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指標一覽表
模式

階段
組成要素 指標內容

輸

入

1-1財政及其他資源

1-1-1經常門經費

1-1-2資本門經費

1-1-3學生教育支出

1-1-4學校整體資源運用及分配

1-1-5對弱勢族群的經費補助

1-1-6學校自籌財政資源的來源及比率

1-2師資品質

1-2-1教師教育專業發展之參與(含教育訓練)
1-2-2教師任教年資

1-2-3教師穩定性(三年內流動率)
1-2-4師生比例

1-2-5研究及著作

1-3學生背景

1-3-1學生的族群分布

1-3-2家長的社經條件

1-3-3學生入學成績

1-4社區資源與支援

1-4-1引進區域友校合作方案

1-4-2家長支援校務推動狀況

1-4-3專業或專門進修或研究，引入校內提升品質的規

劃，方案與實施

1-5教育行政
1-5-1學校主管教育行政人員專業程度

1-5-2學校教育行政人員穩定度(例:三年內之流動率)

過

程

2-1學校品質

2-1-1學生退學(休)率
2-1-2學校規模大小

2-1-3學生入學報到率

2-1-4學生中輟率

2-1-5學生違規率

2-2課程品質

2-2-1課程內容的深度與廣度

2-2-2課程選修彈性

2-2-3課程由專業教師擔任

2-3教師教學品質

2-3-1教師的教學負擔(時數)
2-3-2教師教學視導與評鑑

2-3-3教師教學檔案的建立

2-3-4教師進修時數

2-3-5教師專長取向

2-4學校教學品質

2-4-1專科教室數量

2-4-2辦理教師成長的進修機會

2-4-3教學設備充足

2-4-4資訊、網路設備的具體指數

2-5校長領導風格
2-5-1學校的氣氛

2-5-2學生對學校的滿意度

2-6學校行政經營 2-6-1行政品質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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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指標階段可由下圖1加以

說明：

輸

出

3-1成就
3-1-1通過基本學歷測驗

3-1-2校內外競賽的成績

3-2態度
3-2-1學生對學校的認同度

3-2-2社區人士對學校的觀點與評價

3-3社會資源 3-3-1社區、家長參與校務推動的具體成效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圖1  指標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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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結語

本專案研究建議政府應透過高級中等學

校教育發展指標之建構與資料蒐集、分析，

來瞭解各高級中等學校之教育水準。透過指

標系統可提供較客觀、公平之參考資訊，諸

如輸入、過程與輸出三階段之內容要素，涵

蓋軟硬體設備之投入、教學與課程並重、及

學習成就等指標內容，有助瞭解當前教育狀

況，同時亦可提供有效的訊息作為教育當局

決策與管理之參考。

另外教育部可透過指標管理以評估

政策執行之可行性，據此，透過高級中等

學校教育發展指標監控各高級中等學校表

現，作為追求卓越與公平之參考資訊，

將有利於當前推行免試入學政策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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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自民國五十七年實施九年國民義

務教育以來，已歷經了三十幾個寒暑。由教

育部（2003）的統計資料顯示：民國九十一

學年度我國國中畢業生的升學率已達百分之

九十五。可見現今我國國中畢業生繼續進入

高級中等學校就讀的情形已相當普遍。

未來我國國中畢業生免試入學高級中等

學校，以實施十二年國民教育的條件與時機

業已逐漸成熟，職此之故，本文旨在「從經

費觀點析論我國十二年國民教育之實施」，以

下將分為國外相關實例及國際比較、我國實

施十二年國民教育之經費推估以及結語四方

面予以敘述。

貳、國外相關實例及國際比較

一、加拿大實例

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因此舉

述加拿大的國家實例如下：

加拿大教育的實施主要仰賴教職員人

力，影響所及，經常門預算支出（最主要是

薪資）遠高於資本門支出，在初等-中等教育

階段更是如此。

在1999-2000年，初等-中等教育階段的

預算支出中，有93.7%是用於經常門預算支

出。其中有四分之三，大約三百億加幣是用

來支付教職員的薪資（表一和表二）。資本

門和經常門預算支出的分配，在1997-1998和
1999-2000年之間顯示甚少變化。

從經費觀點析論我國㈩㆓年國民教育之實施
王如哲／致遠管理㈻院副校長、國立台灣師範大㈻教育系所教授

表㆒  1997-1998㉃1999-2000年間加拿大和各省及區域

以教育階段和經費類別區分的教育預算支出（以2000年固定加幣千元為計算單位）

學前-初等，初等-中等

整體資本門

預算支出

整體經常門

預算支出

經常門預算支出

薪資 其他經常門

預算支出教師 職員 整體教職員

2001年固定加幣千元

1999-2000年

加拿大 2,619,337 38,794,626 23,785,625 5,872,922 29,658,547 9,136,079

紐芬蘭與拉不拉多 17,492 580,707 395,084 70,754 465,838 114,868

愛德華王子島 13,397 138,567 91,577 22,303 113,880 24,687

新斯科細亞33　　 35,896 1,102,066 634,604 165,751 800,355 301,712

新布倫斯維克 126,643 804,080 544,206 101,466 645,673 158,407

魁北克 455,212 8,497,876 4,973,904 1,329,069 6,302,973 2,194,903

安大略 1,420,093 15,306,302 10,101,562 2,333,065 12,434,628 2,871,674

曼尼托巴 129,301 1,719,388 891,795 259,079 1,150,874 568,514

薩克其萬 53,842 1,410,333 817,868 147,763 965,630 444,703

亞伯達 271,316 3,851,069 2,390,663 453,586 2,844,249 1,006,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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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屬哥倫比亞 88,305 5,085,861 2,800,853 948,684 3,749,537 1,336,324

育空 11,005 72,839 42,598 5,551 48,149 24,690

西北地區 15,979 106,270 56,650 14,600 71,250 35,020

努維特爾 5,680 81,191 46,316 15,173 61,488 19,703

1998-1999年

加拿大 2,999,939 38,700,457 23,896,025 5,847,951 29,743,976 8,956,481

紐芬蘭與拉不拉多 11,787 603,955 407,594 64,410 472,004 131,951

愛德華王子島 10,309 144,611 89,019 21,841 110,860 33,751

新斯科細亞 59,909 1,040,517 643,149 126,102 769,251 271,266

新布倫斯維克 127,443 796,992 533,072 97,134 630,207 166,786

魁北克22　　 462,816 7,791,147 4,713,641 1,287,562 6,001,202 1,789,945

安大略 1,341,422 16,158,385 10,616,325 2,433,649 13,049,974 3,108,411

曼尼托巴 120,343 1,692,328 891,268 242,508 1,133,777 558,551

薩克其萬 62,991 1,412,625 809,057 144,366 953,424 459,202

亞伯達 284,698 3,914,970 2,246,376 457,501 2,703,876 1,211,094

英屬哥倫比亞 288,941 4,839,645 2,810,885 933,507 3,744,395 1,095,252

育空 9,430 71,430 41,980 5,856 47,835 23,595

西北區域 34,385 182,075 100,89 26,542 127,371 54,704

1997-1998年

加拿大 3,041,486 37,383,594 23,577,491 5,635,064 29,212,554 8,171,040

紐芬蘭與拉不拉多 21,490 573,014 420,289 58,384 478,673 94,341

愛德華王子島 6,531 130,174 84,071 22,884 106,956 23,218

新斯科細亞 58,705 926,062 630,866 117,041 747,907 178,154

新布倫斯維克33 123,254 777,945 526,482 94,645 621,127 156,819

魁北克22　　 474,919 7,779,122 4,838,290 1,290,866 6,129,156 1,649,966

安大略 1,190,343 15,650,670 10,361,308 2,289,861 12,651,168 2,999,503

曼尼托巴 107,929 1,643,369 880,291 240,764 1,121,055 522,313

薩克其萬 59,310 1,384,366 791,833 141,532 933,415 450,952

亞伯達 298,157 3,529,636 2,062,437 416,973 2,479,410 1,050,226

英屬哥倫比亞 486,451 4,540,996 2,778,357 881,164 3,659,522 881,474

育空 13,131 76,064 42,074 5,360 47,434 28,629

西北區域 48,904 172,192 100,203 25,297 125,500 46,691

資料來源：Council of Ministers of Education, Canada, 2003, p.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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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㆓  1997-1998㉃1999-2000年間加拿大和各省及區域

以教育階段和經費類別區分的教育預算支出的分配百分比

學前-初等，初等-中等

整體資本門

預算支出

整體經常門

預算支出

經常門預算支出

薪資 其他經常門

預算支出教師 職員 整體教職員

百分比

1999-2000年

加拿大 6.3 93.7 61.3 15.1 76.5 23.5

紐芬蘭與拉不拉多 2.9 97.1 68.0 12.02 80.2 19.8

愛德華王子島 8.8 91.2 66.1 16.1 82.2 17.8

新斯科細亞 3.2 96.8 57.6 15.0 72.6 27.4

新布倫斯維克 13.6 86.4 67.7 12.6 80.3 19.7

魁北克 5.1 94.9 58.5 15.6 74.2 25.8

安大略 8.5 91.5 66.0 15.2 81.2 18.8

曼尼托巴 7.0 93.0 51.9 15.1 66.9 33.1

薩克其萬 3.7 96.3 58.0 10.5 68.5 31.5

亞伯達 6.6 93.4 62.1 11.8 73.9 26.1

英屬哥倫比亞 1.7 98.3 55.1 18.7 73.7 26.3

育空 13.1 86.9 58.5 7.6 66.1 33.9

西北地區 13.1 86.9 53.3 13.7 67.0 33.0

努維特爾 6.5 93.5 57.0 18.7 75.7 24.3

1998-1999年

加拿大 7.2 92.8 61.7 15.1 76.9 23.1

紐芬蘭與拉不拉多 1.9 98.1 67.5 10.7 78.2 21.8

愛德華王子島 6.7 93.3 61.6 15.1 76.7 23.3

新斯科細亞 5.4 94.6 61.8 12.1 73.9 26.1

新布倫斯維克 13.8 86.2 66.9 12.2 79.1 20.9

魁北克 5.6 94.4 60.5 16.5 77.0 23.0

安大略 7.7 92.3 65.7 15.1 80.8 19.2

曼尼托巴 6.6 93.4 52.7 14.3 67.0 33.0

薩克其萬 4.3 95.7 57.3 10.2 67.5 32.5

亞伯達 6.8 93.2 57.4 11.7 69.1 30.9

英屬哥倫比亞 5.6 94.4 58.1 19.3 77.4 22.6

育空 11.7 88.3 58.8 8.2 67.0 33.0

西北區域 15.9 84.1 55.4 14.6 7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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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加 拿 大 各 省 和 區 域 之 間 ， 在

1999-2000年大多數使用超過92%的經費在

經常門預算支出上，未達92%者有愛德華

王子島（Prince Edward Island）（91.2%）、新

布倫斯維克（New Brunswick）（86.4%）、安

大略（Ontario）（91.5%）、育空（Yukon）（

86.9%）和西北區域（the Northwest Territories）
（86.9%）。有一些省和區域例如新斯科細

亞（Nova Scotia）顯示高比例的經常門預算

支出，包括在經常門之下的基礎設施相關

費用，這是因為不同財政結構項目，諸如

可能是租用而不是自有的學校建築所導致

的結果。

在所有各省和區域，教職員的薪資是

最大預算支出項目，曼尼托巴（Manitoba）、

薩克其萬（Saskatchewan）、育空和西北區

域在1999-2000年，接近三分之二的所有經

常門預算支出是使用於教職員薪資上。在

紐芬蘭（Newfoundland）和拉不拉多（

Labrador）、愛德華王子島、新布倫斯維克

和安大略，教職員薪資在持續的預算支出項

目中佔超過80%（圖一）。

1997-1998年

加拿大 7.5 92.5 63.1 15.1 78.1 21.9

紐芬蘭與拉不拉多 3.6 96.4 73.3 10.2 83.5 16.5

愛德華王子島 4.8 95.2 64.6 17.6 82.2 17.8

新斯科細亞 6.0 94.0 68.1 12.6 80.9 19.2

新布倫斯維克 13.7 86.3 67.7 12.2 79.8 20.0

魁北克 5.8 94.2 62.2 16.6 78.8 21.2

安大略 7.1 92.9 66.2 14.6 80.8 19.2

曼尼托巴 6.2 93.8 53.6 14.7 68.2 31.8

薩克其萬 4.1 95.9 57.2 10.2 67.4 32.6

亞伯達 7.8 92.2 58.4 11.8 70.2 29.8

英屬哥倫比亞 9.7 90.3 61.2 19.4 80.6 19.4

育空 14.7 85.3 55.3 7.0 62.4 37.6

西北區域 22.1 77.9 58.2 14.7 72.9 27.1
資料來源：Council of Ministers of Education, Canada, 2003, p.295

資料來源：Council of Ministers of Education, Canada  ,2003, p.298

圖一 1999-2000年加拿大和各省及區域的初等-

中等教育階段教職員薪資佔整體經常門預算支出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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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加拿大和其他國家之比較則可簡述

如下：

在1998-1999年最近可進行比較的OECD

會員國資料，加拿大各階段教育使用於資本

門的預算支出，小於其他的七大工業國。唯

一例外是在後期中等教育階段，英國僅使用

3%的比例。以使用於教職員薪資佔經常門預

算支出的比例而言，加拿大在初等、中等教

育階段排名第六位，但在後期中等教育階段

則是居於第三高比例的位置（表三）。

表㆔  1998-1999年㈦大工業國，以教育階段和經費類別區分的教育預算支出的分配百分比

 學前-初等，初等-中等

整體資本門

預算支出

整體經常門

預算支出

經常門預算支出

薪資 其他經常門

預算支出教師 職員 整體教職員

百分比

加拿大11 3.6 96.4 61.7 15.1 76.8 23.2

法國 8.6 91.4 .. .. 78.6 21.4

德國 7.7 92.3 .. .. 88.8 11.2

義大利22 5.2 94.8 63.6 16.6 80.2 19.8

日本33 12.4 87.6 .. .. 88.1 11.9

英國 6.1 93.9 49.0 18.1 67.2 32.8

美國12 12 11.9 88.1 55.9 26.4 82.3 17.7

OECD國家

(平均值)
7.9 92.1 65.1 14.3 80.3 19.7

第三級教育階段

整體資本門

預算支出

整體經常門

預算支出

經常門預算支出

薪資 其他經常門

預算支出教師 職員 整體教職員

百分比

加拿大11 4.6 95.4 .. .. 71.7 28.3

法國 10.8 89.2 .. .. 70.0 30.0

德國 11.1 88.9 .. .. 76.2 23.8

義大利22　　 17.3 82.7 43.8 22.5 66.3 33.7

日本33　　 18.5 81.5 .. .. 68.4 31.6

英國 2.8 97.2 32.5 25.0 57.6 42.4

美國12 12 9.3 90.7 40.4 35.5 75.9 24.1

OECD國家

(平均值)
13.0 87.0 46.7 23.3 69.4 30.6

資料來源：Council of Ministers of Education, Canada, 2003, p.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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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比較

接著從經濟開發與合作組織（OECD）

國家在中等教育階段的單位學生預算支出，

進行國際比較，則發現金額相對最高的國家

依序是瑞士、奧地利、美國；相反地，金額

最低的國家為波蘭，詳如圖二所示。

至於進一步將中等教育階段的單位學生

預算支出與平均國內生產毛額的關係予以分

析，則發現丹麥、義大利等國是相對預算支

出較多的國家；相對地，愛爾蘭是預算支出

最偏低之國家，詳如圖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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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只包含公立學校

        2.只包含公立和仰賴政府公款的私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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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  2001,  p.62

圖二 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平均年度預算支出

圖三 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平均年度預算支出與平均國內生產毛額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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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國實施㈩㆓年國民教育

之經費推估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2005）公布的《國

民教育階段學生人數預測分析報告》，國中

畢業生實際統計及預測值如表四所示。

表㆕  國㆗畢業生實際統計（90-93㈻年度）及預測值（94-108㈻年度）

學年度 畢業生總人數

90 300,235

91 313,549

92 312,973

93 319,891

94 311,964

95 310,039

96 313,985

97 311,717

98 311,299

99 311,514

100 306,903

101 281,292

102 275,533

103 282,299

104 263,037

105 240,385

106 224,620

107 204,602

108 197,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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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四及圖四可知，93學年度的國中

畢業生總人數為319,891人，但同一學年高

中職五專新生數為330,000人，已超過該年

度國中畢業生總人數。這是由於有一些高

中職五專新生並非國中應屆畢業生之緣故。

本研究前面曾指出目前國中畢業生的升學

率約為96%，依此推算在93學年度的國中

畢業生總人數為319,891人乘於96%結果為

307,095人，以高中職五專新生數330,000人
減去307,095人為22,905人，則可估算出非應

屆畢業生人數為22,905人，約占所有新生的

6.94%，所以如果自95學年度開始推動所有

國中畢業生免試入學再加上非應屆畢業生的

推估人數，則95-108學年的高中職五專新生

數的推估如表五所示。如進一步以90學年度

高中職學生平均每生教育經費推估，則95學
年度起實施免試入學十二年國民教育所需

經費如表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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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㆕  84 ~ 104 ㈻年國㆗畢業生數與高㆗職㈤專新生數之變動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94，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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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㈤　95㈻年度起免試入㈻高級㆗等教育新生推估數

學年度 所有應屆畢業生均免試入學再加上非應屆推估數

95
310039 ＋（ 310039 × 96% × 6.94% ）＝ 312235

   94.06

96
313985 ＋（ 313985 × 96% × 6.94% ）＝ 316208

   94.06

97
311717 ＋（ 311717 × 96% × 6.94% ）＝ 313924

   94.06

98
311299 ＋ （ 311299 × 96% × 6.94%）＝ 313503

   94.06

99
311514 ＋ （ 311514 × 96% × 6.94% ）＝ 313720

   94.06

100
306903 ＋ （ 306903 × 96% × 6.94% ）＝ 309076

   94.06

101
281292 ＋ （ 281292 × 96% × 6.94% ）＝ 283284

   94.06

102
275533 ＋ （ 275533 × 96% × 6.94% ）＝ 277484

   94.06

103
282299 ＋ （ 282299 × 96% × 6.94% ）＝ 284298

   94.06

104
263037 ＋ （ 263037 × 96% × 6.94% ）＝ 264900

   94.06

105
240385 ＋ （ 240385 × 96% × 6.94% ）＝ 242087

   94.06

106
224620 ＋ （ 224620 × 96% × 6.94% ）＝226211

   94.06

107
204602 ＋ （ 204602 × 96% × 6.94% ）＝ 206051

   94.06

108
197679 ＋ （ 197679 × 96% × 6.94% ）＝ 198996

   9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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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根據本文前面的探討結果，提出下數幾

項歸納性論點，作為本文之結語。

第一、加拿大案例顯示：在中等教育經

常門經費方面，使用於教職員和其他經常門

預算支出比例維持在78：22。我國未來可參

考加拿大案例，並根據我國高級中等學校教

職員教育經常門支出年度實際總額，以加拿

大78：21的比例，推算出我國所需的其他經

常門預算需求額度。

第二、經濟開發與合作組織實例顯示：

中等教育經常門的預算支出中，整體教職員

和其他經常門預算支出維持在80：20之比

例。我國如無法維持前述加拿大對高級中等

學校所需的其他經常門預算需求額度時，亦

可參考經濟開發與合作組織實例，以OECD

國家平均值的80：20比例，據以推論出我國

所需的其他經常門預算需求額度。

第三、經濟開發與合作組織的國際比較

顯示：在中等教育階段的單位學生預算支

出，金額最高的國家依序為瑞士、奧地利、

美國；金額相對最低的國家是波蘭。我國可

使用經濟開發與合作組織的中等教育階段學

生平均年度預算支出與平均國內生產毛額關

係的回歸線，根據我國的實際平均國內生產

毛額，推算出我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平均年

度應有的預算支出額度。還有我國可參酌國

際間各級學校的經費所佔比例平均值，調整

我國高中職教育經費所佔比例及其額度。

最後一項是：本文前面針對我國實施

十二年國民教育之經費推估結果顯示，我國

未來實施免試入學十二年國民教育，除了96

表㈥  95㈻年度起實施免試入㈻㈩㆓年國民教育所需經費推估數
  單位：台幣（元）

學年度
所有應屆畢業生均免試入

學再加上非應屆推估數

90學年度高中職學生平

均每生教育經費

所有高中職應屆畢業生免試

入學教育經費推估

95 312235 89628.5 27985154698

96 316208 89628.5 28341248728

97 313924 89628.5 28136537234

98 313503 89628.5 28098803636

99 313720 89628.5 28118253020

100 309076 89628.5 27702018266

101 283284 89628.5 25390319994

102 277484 89628.5 24870474694

103 284298 89628.5 25481203293

104 264900 89628.5 23742589650

105 242087 89628.5 21697894680

106 226211 89628.5 20274952614

107 206051 89628.5 18468042054

108 198996 89628.5 17835712986

註：90學年度高中職學生平均每生教育經費：係根據教育部（2003）中華民國教育統計指標，將（90學年度
高中學生平均每生教育經費88024元+高職學生平均每生教育經費91233元）/2=896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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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99學年度所需經費會比95學年度增加外，

100學年度之後則呈現逐年下降趨勢，可

見，未來實施十二年國民教育在經費方面並

不會產生很大問題。未來如果100學年度之

參考文獻

教育部（2003）。中華民國教育統計。台北：教育部。

教育部統計處（2005）。國民教育階段學生人數預測分析報告。台北：教育部統計處。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Education, Canada (2003). Education Indicators in Canada. Ontario: The Author.
OECD(2001). Education at a Glance: OECD indicators. Paris: The Author.
OECD(2004). Education at a Glance: OECD indicators. Paris: The Author.

後，能維持99學年度的經費總額，則100學
年度之後將隨著學生人數下降，可以實質提

升平均每生教育經費，應有助於改善其教育

資源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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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與目的

教育改革是世界潮流也是時代趨勢，自

1980年代以來，因資訊化、全球化的影響，

知識傳播模式在快速的資訊流動下，產生重

大改變，世界各國為提升國民的素質與競爭

力，無不致力於教育政策的推動與改革。國

內基礎教育階段的中小學課程被不斷的討

論、比較和修訂，升學制度也在一波波的改

革中，逐步趨向開放與多元。十二年國民教

育經常成為舒緩國中畢業生升學壓力的構思

或備案，國民教育是準義務教育，兩種教育

都強調是全體國民的教育，但義務教育通常

須具備強迫入學、免試入學和免費就學三要

件，國民教育則通常只能滿足三要件之一、

二。本文擬以國中生免試入學為目標，提出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該因應調適的策略。

一、國中畢業生免試升學需有調適課程之配套

我國從1980年代開始規劃延長國民教育

為十二年的各種方案。在教育部於2004年主

辦的全國教育發展會議中，與會人員曾針對

十二年國教做深入討論。之後教育部委託學

者進行十二年國民教育之規劃研究，其結論

與建議之一為：「審慎規劃十二年國教，優

先全面提升高級中等教育各類學校教育水

準，促進高中職教育均質化及優質化，並進

行高中職核心課程、學區劃分及入學方式之

研議，以實現高級中等教育免試、免費、非

強迫之政策理想」，使「免試免費、校校良

質，一區一校、城鄉平衡」成為十二年國教

秉持的基本方向。

升學壓力是教改的最基本問題之一，也

是台灣教育能否正常發展的關鍵。國中升高

中採學區免試入學，以及讓每一所高中都成

為明星或準明星高中，被普遍認為是紓緩學

生升學壓力、減輕課業負擔的良藥，因此，

如何達成學區「免試入學」及「校校良質」

兩項目標，是十二年國教的核心問題。

教育部在2004年積極委託辦理關於推動

十二年國民教育的相關研究，研究報告（吳

清山，2003）中指出：高達八成的人員認為

高中職類科設置或調整應以國家未來經濟發

展的整體需求及就業市場的人力需求趨勢為

依據；八成五的人員贊成發展高級中等教育

的共同課程，六成五的人員認為其比例應在

21-40%；四分之三的人員認為共同課程應包

含英文、國文及數學。而國內目前國中畢業

生之升學率為96%，因此免試入學為社會或

家長所產生的極大疑慮在於各高級中等學校

是否均質？家長對於學生教育的選擇權利及

受教的均等性如何確保？而解決這些疑慮的

關鍵因素，須從課程調整著手，唯有落實適

性教育的課程，才能提升學生的能力，各高

級中等學校也才能有改革的明確著力點。

高級㆗等㈻校因應國㆗生免試入㈻
所需的課程調㊜策略

李隆盛／國立聯合大㈻校長

陳玫良／臺北市蘭雅國㆗教師、國立臺灣師大科技系博士候選㆟

陳佳雲／國立臺灣師大科技系㆟㈾組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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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類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修訂已賦予

學校調適課程的更大彈性

為銜接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教育

部於近年來先後修正發布下列高級中等學校

之課程綱要：

1.2004年8月發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

暫行綱要」，

2.2005年2月發布「職業校群科課程暫

行綱要」，

3.2005年2月發布「後期中等教育共同

核心課程綱要」，

4.2005年8月發布「綜合高級中學課程

暫行綱要」。

三類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暫行綱要均定於

自2006學年入學的新生開始實施（但2005學
年入學的新生已是經歷九年一貫課程的國中

畢業生），三類學校均需開設48學分共同核

心課程（見圖1），綱要中所規範的部分科

目均被期望學校能妥善轉化成可經濟有效實

施且能由校訂必、選修科目的適切搭配，而

成為學校本位課程。三類課程綱要均較現行

課程標準或綱要，賦予學校更大的調適課程

彈性（見表1）。

升學一般大學

就業或
升學四技二專

共同核心課程 48學分

畢
業
最
低
學
分
160

普
通
高
中

綜
合
高
中

職
業
學
校

圖1 高級㆗等㈻校的概念性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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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所述，本文之目的為：為促進國中

畢業生免試入學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等學

校應有的課程調適策略。

貳、方法與程序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取文獻探討、專家座談及

得懷術（Delphi technique）問卷調查法等程

序，以達成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一）文獻探討：主要針對國內、外課

程銜接與內涵做紙本及電子資料蒐集與分

析，綜合歸納出我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調適

之構想與草案。

（二）專家座談：研究進行中，除小組

會議外，更舉辦兩次專家座談會，邀請與高

級中等學校課程銜接與內涵有關學者專家，

針對重要議題進行研討。

（三）得懷術（Delphi technique）問卷

調查法；採用此法以尋求專家對調適策略之

共識。研究小組先經文獻草擬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所需調適策略，提陳專家座談討論、

修訂，並據以設計得懷術問卷問項，邀請12
位專家在2005年以進行匿名、書面方式表達

意見，經三回合調查獲得最後共識。

二、研究程序

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本研究之進

行程序如下：

（一）進行文獻探討，草擬課程調適策

略。

（二）舉辦專家座談，確認Delphi問卷

架構及問項。

（三）修正Delphi問卷。

（四）進行Delphi問卷調查及統計分析。

（五）修正調適策略。

叁、發現與討論

問卷填答者共12位，含教育部及教育局

課程專家三位、高等教育學者三位、普通高

中校長三位、職業學校校長二位、五專校長

一位。問卷上共有12項調適策略，以高至低

五等第方式，圈選各項調適策略的「可行

性」和「急迫性」，共進行三回合。研究小

組在問卷過程中，提供各問項的平均數與標

準差，讓填答者了解各調適策略問項的填答

集中情形，並使用麥內瑪（McNemar test）
考驗方法，對同一群專家學者在同一變項前

後兩次反應之差異如未達到顯著差異，即該

項達成共識或一致性。進行各問項的資料統

計前，先將原問卷可行性及急迫性中「極

高」到「極低」五個等級的選項，經資料轉

換為兩項（1-3等第為「不可行」、「不

急迫」，4-5等第為「可行」、「急迫」），

再進行統計分析。

經過統計分析結果，專家群在調適策略

中有下列五項策略的可行性及急迫性，在完

成第二回調查即達一致性：

1.要求高職及五專落實培育實務人才

所需的課程與教學；

2. 修法明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持

表1 ㆔類課程暫行綱要的㈻分配置
普通高中 職業學校 綜合高中

畢業學分數 160 160 160

部定必修學分 140-142 98-106 56

校訂學分及佔修習總學分百分比
40-58

(20.2-29.3%)1

86-194
(44.8-49%)2

126-142
(63.6-71.7％)3

部定一般科目必修學分 140-142 72-80 56

註:1分母為198；2分母為192；3分母為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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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研發與修訂機制；

3. 成立專責的基本學力鑑定標準委員

會，以制定各階段學生合理的基本

學力標準；

4. 建立全國學生各階段學力評量機制，

了解各階段學生學能及課程銜接等

情形；

5. 增大學生跨類、科（組）選修空間，

以增加學生多元彈性學習之機會。

調適策略中之「加強成立區域教學資源

中心，建置教師共聘制度與課程交流，以利

資源共享」策略之可行性與「落實高級中等

學校學年學分制，依學生能力提供不同難度

的課程及教學」策略之急迫性也在完成第二

回調查時即達一致性，其平均值均高於理論

平均值（3等第）。

在完成第三回調查後，「輔導未達基本

能力之國中畢業生，接受補救課程或其他實

用課程，以提升能力」策略之可行性及急迫

性與「加強成立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建置教

師共聘制度與課程交流，以利資源共享」策

略之急迫性、「落實高級中等學校學年學分

制，依學生能力提供不同難度的課程及教

學」、「要求高職、五專及綜高專門學程必

須安排學生至職場學習」策略之可行性也達

一致性。而針對「加強與大專校院合作，使

在高級中等學校中得開設學生未來升讀大專

校院後可抵免的課程」策略，專家群一致認

為急迫性低。

依據統計，可行性平均數較高的前五個

調適策略為：

1.要求高職及五專落實培育實務人才

所需的課程與教學；

2.修法明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持

續研發與修訂機制；

3.成立專責的基本學力鑑定標準委員

會，以制定各階段學生合理的基本

學力標準；

4.建立全國學生各階段學力評量機制，

了解各階段學生學能及課程銜接等

情形；

5.加強成立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建置

教師共聘制度與課程交流，以利資

源共享。

而急迫性平均數較高的前五個調適策略

為：

1.要求高職及五專落實培育實務人才

所需的課程與教學；

2.修法明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持

續研發與修訂機制；

3.成立專責的基本學力鑑定標準委員

會，以制定各階段學生合理的基本

學力標準；

4.建立全國學生各階段學力評量機制，

了解各階段學生學能及課程銜接等

情形；

5.輔導未達基本能力之國中畢業生，

接受補救課程或其他實用課程，以

提升能力。

其中專家群在針對「增多高中、高職、

綜高及五專前三年課程共同核心課程（現規

劃48學分）」策略的討論中有下列意見：（

1）共同核心課程時數與專業科目課程時數

的比例會影響專業能力，可以22歲（一般大

學畢業年齡）的工作能力為界限，研訂課程

與技能的階段指標。除升學就業現況分析

外，宜擴大至國家社會人力資源分析，地區

產業需求、學生學習起點行為能力等多向度

研析，設定高職年級工作能力指標，以為課

程內容之規劃依據，不宜一味提升共同核心

課程時數。（2）共同核心課程增多，則高

二、三分流的目標會受影響，高職及五專培

育實務人才的目標不易實現。（3）高職學

校（尤其是後段者）頻頻反應，要增加

國、英、數授課時數，簡直是跟學生過不

去，建議教材未有深淺區分或因專業而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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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英數課程前，不宜再增加共同核心課程。

（4）共同核心課程有解讀上之問題，若在

要求領域內必修科目學分中，學生有選擇

彈性，增多一點可以。（5）增加共同核心

課程與實務課程，二件事無法並存於有限課

程時數中實現。本策略在可行性部分未達成

共識。

專家群針對「加強校際課程與教學合

作，使各地區學生能獲得更多學習的管道與

資源」策略的討論中提及：（1）限於課

程多，節數配合升學需要都開到上限，在高

中職社區化中推動社區學校間課程與教學合

作成效不佳。（2）校際課程與教學合作有

實際上的困難，且需求性有限。（3）校際

合作應自教師合作方面著眼，始能達到均

質化理想。本策略在可行性部分未達共識。

專家群針對「加強與大專校院合作，使

在高級中等學校中得開設學生未來升讀大專

校院後可抵免的課程」策略的討論中提及：

（1）高中職階段仍為基礎能力之學習，在

預修課程方面，似宜界定一定學生數比例，

提供專精或資優學生預修即可。（2）能考

上該校才能抵免學分，若考不上則一切枉

然，故高中基礎課程的熟稔才是最重要的。

（3）目前已有高中職採行，惟跨校（大專

校院）學分承認有困難，所以不易擴大推動。

（4）應鼓勵縱向課程及其他合作，但不限

於開抵免學分的課。本策略可行性未達共

識，但在急迫性低方面達成一致性。

專家群針對「要求高職、五專及綜高專

門學程必須安排學生至職場學習」策略的討

論中提及：（1）職業類別不同，在職場研

習的可行性不同，以商科為例，業界實務技

能需求較高，宜開放聘請業界為種子教師或

諮詢顧問，提供高職教師研習，較開放職場

為優。（2）重視實習是職業學校的特色，

如無實習難以讓學生「畢業即就業」。（

3）職校類科繁雜分工精細，至職場實習之

需求，限制不同，不宜硬性規範。本策略急

迫性未達共識，但可行性高達成一致性。

肆、結論與建議

由上述發現可歸納以下之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欲與國中課程

銜接需特重學校裡的開課機制

我國各種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已完成

修訂並訂有共同核心課程，欲與國中課程銜

接需特別重視學校裡的開課機制，以追求教

育機會均等、平衡城鄉差距及維護學生學習

權益。在銜接國中部份，應先評估學生基本

能力，明瞭學生基準點，對於能力不足的學

生及績優學生均應開設適性課程，使從起點

學起。高級中等學校校本課程應強調「讓每

一名學生學習成功—既習得基本能力，又能

適性發展」所以該落實學分制，透過開設不

同難度的課程，和/或在課程中調適教材、

教法，使每一名學生都能從他/她的起點學

起。

（二）宜調整中央課程發展機制、落實

培育實務人才所需的課程與教學

1.落實培育實務人才所需的課程與教學 

要求高級職業學校及五年制專科學

校之課程與教學應落實就業取向，

此等學校須明確定位在培育初級與

中級之技術和服務人才，學校須有

機制將未達基本能力之國中畢業生，

使其接受補救課程或其他實用課程，

以提升基本能力。

2.調整中央課程發展機制

 亦即中小學國定課程需有持續研發

與修訂機制，也該成立專責的基本

學力鑑定標準委員會，以制訂各階

段學生合理的基本學力標準，並建

立全國學生各階段學力評量機制，

了解各階段學生學能及課程銜接等

情形以便及時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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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兩點外，各校對於課程安排亦應

增大學生跨類、科（組）選修空間，以增加

學生多元彈性學習之機會。並可成立區域教

學資源中心，建置教師合聘制度與課程交

流，以降低師資來源不足，及教師進修不及

之困境。

二、建議

現行高級中等學校之課程正值大幅變革

期，研究小組依據研究發現及結論，提出之

改善建議如下： 
（一）課程綱要部分需重視建立機制

「調整中央課程發展機制」，與「建議

修法明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持續研發與

修訂機制」兩策略兼具重要性與急迫性，專

家群認為目前綱要之修訂為修訂委員會各小

組獨立研修，階段性任務完成後，對於後續

之執行與困境未能持續觀察與修訂，故認為

中央應有課程發展專責機構，借重長期運作

且持續研發的機制，累積執行中之各類資料

庫，對於後期中等教育之推展，才能真正做

好縱向與橫向之聯繫。

（二）學校本位課程部分須務實發展

目前高職及五專學校應配合地區學生學

習需求、產業科技之結構與趨勢及國家政

策，加速進行校內職業群科及學科的調整與

整併、調整師資結構、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落實學生基本學科能力、培養其適應能力與

實務能力、加強其職業倫理與敬業態度的素

養。社區高中職學校應可向下延伸，協助社

區內國中實施生涯試探與輔導，以建立對社

區高中職校之認同。

（三）教材銜接部分需重視研發與銜接

應進行長期課程銜接研發，針對高國中

課程銜接提出解決方案。學生能力落差大部

分來自個別差異，學校原本就有其輔導途

徑，但目前發生之落差頗多來自課程修訂

後，與現行舊教材無法銜接之落差， 2005
年的國中畢業生在升學到高級中等學校後，

銜接的是舊的教材。各高級中等學校在地方

教育局協助下，目前部份由縣市輔導團協助

提供銜接解決方案，但各校也應針對地區不

同了解國中畢業生的銜接缺口，採行補救措

施。

（四）其他部分須有評量機制之配套

晚近的教育改革將聯考廢除後，一直未

建立一個針對各階段學生的全國性評量結果

資料庫，由於各階段之課程改革已陸續完

成，也相對要有評鑑學生能力的機制。專家

群認為成立專責學力鑑定標準委員會以制訂

學生基本學力標準，及建立全國學生各階段

學力評量機制了解學生學能及課程銜接兩策

略均顯示其重要性與急迫性，亦即未來若要

免試升學，則學生基本學力之標準與評量方

式也應同時進行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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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究十二年國教學區劃分的可

行方案，以供教育行政機關及國高中學校參

考。採用的研究方法計有：問卷調查法與焦

點團體座談法。

在問卷調查法方面，第一年的調查對象

分別為：第一類學校人員與家長，高中職與

國中學校計300所，高中職每校抽取教師5名
共1125名，國中部份每校抽取教師5名、家長

5名共1000名，各分別為10名樣本，合計學校

樣本2125名樣本；第二類為教育行政機關人

員，全國二十五個縣市教育局，每縣市教育

局抽樣5名，另加教育部中部辦公室10名，共

計135名；第三類為教育相關學者專家265
名。高中職與國中教師回收問卷，收回有效

問卷1308份，回收率為59.92％。第二年實施

學區劃分考區推估模擬調查，以93學年度高

中多元入學委員會十五個分發區主辦學校為

對象，協助進行學區劃分模擬。其中並將基

北考區分為北一區、北二區及基隆區，因此

以十七個學校為對象，回收共13份，扣除答

題不完全者，有效問卷共有11份。在焦點團

體座談方面，分別在北部與南部舉行兩場學

者專家焦點座談，會中分別邀請十位學者

專家，針對學區劃分第一年的問卷調查結果

加以討論，並提出建議。

本研究經過問卷調查所獲得之資料，經

過統計分析，加上焦點座談討論的結果，得

到如下的結論：入學的方式宜採提供機會自

由入學方式、維持現有型態（高中職、綜合

高中並行）方式辦理、在入學區域的劃分方

面以採現有多元入學15招生考區方式最多；

其次是依45個適性學習社區劃分方式辦理，

在入學區域劃分後宜採保留固定比例學區內

學生入學方式辦理、入學區域劃分後宜採同

一學區內學生以戶籍做為分發依據，入學區

域劃分之原則符應中地理論之基本原則並考

量地方人口分布、人口結構、人口規模、住

宅密度與學校資源等條件，並注意學區腹地

的人口數及學校招生數間的平衡。

關鍵字：學區劃分、高中職社區化、高中職

學校、適性學習社區、中地理論

壹、前言

民國五十七年政府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

育，大量增設國民中學，並採學區免試入學

措施，有效地消除了國小畢業生之升學壓

力。但在我國傳統之「文憑主義」作祟下，

升學壓力並未消除，只是延後到國民中學升

學高級中學這個關卡，因此「高中聯招」成

為國中學生揮之不去之夢魘；而「考試領導

教學」也嚴重地扭曲了國民中學教育之本

質。為此，包括學者專家與教育行政機關莫

不積極研究規劃各種解決方案，以消弭升學

壓力之問題。其中規劃延長國民教育的方

案，自民國七○年代起，就常為學者與行政

機關所提及，包括「國中畢業生自願就學高

級中等學校方案」、「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

之國民教育」、及「推動十二年國民教育方

案」等延長國民教育的方案，成為近二十年

來最受各方矚目之方案。民國93年，教育研

究院籌備處委託暨南國際大學張院長鈿富教

㈩㆓年國教「㈻區劃分」之探討
黃增榮／國立台灣藝術大㈻師㈾培育㆗心助理教授

王保進／市立台北教育大㈻教育評鑑及政策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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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為總主持人，進行國中畢業生免試入學高

級中等學校專案研究，並就理論基礎與國際

比較、學區劃分、學校型態及課程、師資培

育、教育發展指標、經費規劃、及教育法令

等七項方案進行規劃。以下即以「學區劃

分」為研究主題，僅將研究結果略述於後，

供關心此一議題的專家學者參考。

貳、㈩㆓年國教「㈻區劃分」

相關背景 
「學區」的規劃一直是十二年國教國教

成功與否的關鍵，以下分別就學區劃分的定

義與學區規劃原則、我國學制分析與中等教

育發展現況、傳統學區劃分的原則-「中地

理論」、及學區劃分模式的相關研究做一探

討。

一、學區劃分的定義與學區規劃原則

（一）學區劃分的定義

學區制度源於美國，美國的學區制度起

源於1647年麻州海灣殖民地所訂的The Old 
Deluder Santa Law。此法規定每一城鎮每滿

五十戶人家，就必須指定一個專人來指導兒

童們讀、寫、算，當時的主要用意是要使每

一個人都能讀聖經（覃吉生，1965）。美國

的學區制屬於「教育行政上的學區」，一區

中包含多所小學，其學區內仍劃設每所小學

的入學區。美國的地方教育是由人民自己共

同舉辦的，一切組織與行政均以便利人民為

依歸，諸如學區的劃定與調整、學校之建

立，亦以能夠使兒童獲得充分教育為準則（

張淑惠，1997）。

日本的學區制有兩種意義，一是教育行

政上的學區，二為通學或就學方便上的學區

（葉于釧，1971）。而今，日本已逐漸朝向

以學校為本位，建立學校特色，開放家長選

擇就學的學校，突破過去硬性劃分的制度，

其主要目的，乃是過去硬性劃分的作法可以

限制學校人數及保障教育內容，使教育機會

均等，維持全國教育均衡發展，結果卻容易

導致學校教育的齊一性、呆板性及閉鎖性，

妨礙學生的個性發展及自主精神的培養（張

淑惠，1997）。

至於我國國民學校所採行的學區制度，

是將縣（市）劃分為若干學區，每區設一

國民學校，提供學區內的學齡兒童進入該

校學習就讀。因此學區的涵義在我國並非

是教育行政單位，而是學齡兒童就讀該區內

國民學校的範圍，此種學區稱為就學學區（

attendance district）或就學地區（attendance 
area）（司琦，1975）。

（二）學區劃分原則

依據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國民中小學

學區劃分調整工作報告以及相關文獻之整

合，歸納國民中小學學區劃分原則有以下九

項（鄭春子，1999）：

1.全面涵蓋

2.明確單純

3.通學距離盡量縮短

4.通學距離盡量公平

5.安全與便利

6.依據人口分布，考慮學校規模

7.限定收容規劃區域內之學生

8.考慮學生家長及相關人員意見

9.適時檢討與調整

二、我國學制分析與中等教育發展現況

（一）我國學制分析

我國學制中之各階段修業年限，自民國

十一年起即採用美式6-3-3-4制的學制，遷台

之後，無論政經或教育也持續受到美國的影

響頗鉅，因此評估未來教育的發展趨勢，基

本上會走向美式的普及教育制度，亦即無論

是後期中等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都會走向

普及化，以讓更多的青年學子能讀更多的書

及讀更高的學校，應無庸置疑。而放眼全世

界主要國家的教育制度，歐洲是較不同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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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採取較具限制性的「精英型」，而美國

及日本在後期及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頗為相

似，皆以「大眾型」為其主軸。

（二）中等教育現況分析

在後期中等教育方面，由於高中職教育

的普及化，在同年齡層約95%的學生皆能升

入高中職的情況之下，加上學齡學生數的遞

減，後期中等教育的機構，面臨強烈的改革

壓力，特別是要如何因應異質性高的學生，

以提供學生適性學習的機會，成為後期中等

教育改革的重大課題，也就是為了解決入學

機會不均、學校資源落差、強迫分流、升學

競爭、非適性學習及非就近入學的問題，因

此有了高中職社區化政策的規劃與推動，並

進而有12年國民教育之規劃。綜合上述，有

關學制方面的規劃，可歸納以下三點結論：

1.預估未來後期中等教育之發展，高

中職學生數比例可能調整為七比

三，也就是說，未來就讀普通及學

術課程的學生數，可能提升到約70%左
右，而就讀職業及實用課程的學生

數約30%，這樣的發展將與世界先進

國家的發展趨勢相一致。

2.綜合高中預估不易擴大推動，似宜

穩健落實，未來若能在各適性學習

社區均衡提供1-2所綜合高中以提供

學生選擇即可。

3.分析未來後期中等教育之發展，在

學校類型方面，就大項來分，可分

高中、綜合高中及高職三大類，進

而，學校性質可能區分為菁英型高

中（約20%）、一般高中（約20%）、

綜合高中（約30%）、精緻高職（約

15%）、及實用高職（約15%）等五

類型學校。

三、傳統學區劃分制度-中地理論

學區的規劃涉及聚落（set t lement）
的分布，人口聚落如何分布，因何而形成聚

落，這涉及聚落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從前地

理學家一向自城市的天然地點（Physical site）
和位置（Situation）的角度，來討論聚落和

腹地區界的「絕對位置」；1933年德國地理

學家Walter Christaller發表的「中地理論」（

Central place theory）則著重聚落的機能和聚

落與腹地的關係（如：利潤關係），來探討

聚落和腹地區界的「相對位置」，此一理論

為我國傳統學區劃分的參考依據。

由上述中地理論，對教育有以下之假定

（楊思偉，2003，19-20）：

1.學區的劃設分界應是「相對位置」

而非「絕對位置」

學區的劃設應衡量自然、人文、交

通等大環境條件，考慮學生家長的

就學選擇、學生上下學交通的便利

性，以及學校教育服務行政運作機

制的合理性、法制性等三大原則，

不宜單純思考套用目前的行政區或

聯合招生區。

2.學區範圍宜大不宜小，學區間要有

相當的距離

 學區範圍應掌握學生「路程極小化」

和學區學校「服務極大化」的平

衡，一來方便學生就學，減少舟車

勞頓之苦，同時減少家長經濟負

擔。二來整合學校教育資源，充分

利用，擴大教育服務範圍，減少社

會資源不必要的浪費。

3.留意各校招收最低限度學生數和「

校閾」（就學社區）範圍考量學區

腹地的學生人口數，與相對應學區

學校的招生數，兩者取得平衡，是

為就學社區決定的必要條件。

4.重視「共同學區」學生的服務，且

學區劃設宜為多角多邊形決定學區

宜避免圓形或單純方形劃設分界，

否則會忽視學區間邊際地區學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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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的權利，應開放學區與學區間交

界區域的學生家長，給予就學選擇，

或提供部分特殊類型學校教育類科

等，尊重學生家長的教育選擇。

5.明星高中和職校特殊類科宜跨學區

服務

 就中地理論概念而言，「明星學校」

和職校特殊類科可視為「高階中心

學校」，其教育服務區域應擴大，

亦即准與學生家長跨區選擇，以滿

足學生對於「高階中心學校」的就

讀渴求。

6.重點發展學區中「繁星計畫」（優

質高中倍增），有助學區學生就學

的穩定性

 依「行政原則」運作教育行政策略，

於學區內重點發展更多的優質高中

和職校特殊類科，創造更多的「明

星學校」，平衡學區間教育服務的

水準，滿足學生家長需求，以符合

社會與教育公義。

但中地理論在學區劃分上的應用，有以

下幾項限制（楊思偉，2003，20）：

（一）學校教育預算與地方財政劃分息

息相關，會影響學區劃設的分界。

（二）台灣人口分布集中化、都市化嚴

重，都會區的學區分界勢必模糊，而偏遠郊

區的學區範圍將過大。

（三）台灣高中職校多集中於都會區，

區域分布不均，不僅會影響偏遠郊區學區範

圍劃設的困難度，同時涉及城鄉教育均衡的

難題。

（四）台灣各地區交通運輸機能差異

大，都會區與偏遠郊區，尤其是山地地區，

其交通便利度相差頗大，是學區劃設主要的

考量變項。

（五）學校間既有的招生競爭行為難

免，政府對於私立學校的扶持政策宜謹慎

行事，並積極貫徹，否則將影響學區劃設

的功能性。

（六）目前台灣各地社區發展條件仍頗

懸殊，導致部分地區人口移動現象明顯，此

亦將影響劃設學區的穩定性。

（七）當下政治因素介入教育發展的鑿

痕明顯，政府計畫行為介入積極不利教育正

常發展，學區劃設宜尊重教育自主，依專業

行為處理為宜。

四、學區劃分模式之相關研究

Yeates（1963）為最早利用區為分派

模式處理學區劃分問題的研究者，Maxfield
（1972）也以區位模式處理學區劃分問

題，而Tewari and Jena（1987）在印度的鄉

下Karnataka地區，利用學區劃分模式找出

最佳區位，並與現況及預定地做比較，結

果發現在既存現況下，加入運用區位分派

模式找到的最佳區位，最符合其目標：距

離最小化、服務人數最大化。此外，Lasse 
Moller-Jensen（1998）也利用區位分派模

式配合地理資訊系統（GIS）在哥本哈根（

Copenhagen）研究學校區位、容量及學區劃

分之最佳解決方式。

國內的研究者如葉于釧（1971）、曾

文德（1976）在1970年代提出一些有關學區

劃分較理想的原則；而大部分學區劃分的研

究多以「最短通學距離」為目標（張家生，

1979；張登欽，1984；鍾靜，1984；韋彰

武，1990；鄭春子，1999）。其中張登欽（

1984）利用ρ-中位模式，透過種種設施數目

之設定，模擬學童總加權通學距離，以極小

化加權旅運成本為目標，發展「成本－效

應」替換曲線，對台北市松山區進行實證研

究，求取最適設施數目、規模及區位結構。

韋彰武（1990）也是利用ρ-中位模式，求取

最佳之高中區位配置。鄭春子（1999）則應

用地理資訊系統來作為劃分學區的工具，在

學校位置固定、學校的學生容納量及就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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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可知的情況之下，以滿足學校容納量為前

提，輔以「總通學距離最小」的目標，來劃

分學區。

賴光真（1995）應用多準則評估方法建

立都市地區國民中學學區劃分模式，其評估

準則包括「通學距離之遠近」、「通學道路

之安全性」、「通學環境之適宜性」及「學

生家長心理意願」等四項，藉由問卷求得不

同評估準則的相對權重，進行實證分析。洪

尚吟（1998）以台中市南屯區為研究範圍，

先以區內過去的人口統計資料，預測未來數

年之學齡人口，再探討其空間分布情況。

其他亦有張淑惠（1997）以歷史地理的

角度解釋學區的形成，並透過訪問及文獻解

讀的方式提出學區的五個影響因素：都市發

展、都市計畫、教育政策、學區決策、環境

因素。葉雅惠（2001）則探討高雄市人口變

遷情形，推演學區發展的軌跡，分析影響學

區變遷的因素，探討學區潛在的問題。

王敬甯（2003）以重劃程序的動態區位

模式建立實際學區劃分，除考慮新設學校區

位的選擇，同時亦決定不同規劃年期學校設

立的順序，以期使整個規劃期間總加權旅行

距離最小。此一目標因與各年期需求分布之

改變有關，故又涉及人口預測的問題，該研

究以「里」為單位，預測民國九十五年至民

國一百一十年臺中市各年期（五年為一間隔）

的人口成長與分布，作為學區規劃的基本需

求資料。並參考Teitz and Bart所提出之節點

替換（vertex substitution）程序，經修改後

作為解題方法。依據上述學區規劃的動態模

式及求解方法，最後得到各年期新校區位及

設校順序。茲將國內之有關學區規劃之研究

整理如表1。
綜觀上述研究，過去對於學區劃分之研

究，除了探討影響學區之因素外，若要建立

較佳的劃分模式，多採最短通學距離之ρ-中
位模式，尚未有研究以動態觀點應用於此一

主題，故本研究希冀在既定學區劃分原則

下，建立一個隨時間變化而符合實際狀況之

動態區位模式。

過去的學區劃分模式僅考慮效率準則—
通學距離，如此以距離作為單一目標的規劃

有其不適當之處。為求更周延的進行學區規

劃，實應尋求通學距離以外其他必要考慮的

評估準則，一併納入模式中。

表1 國內㈲關㈻區劃分問題研究回顧表

年代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1971 葉于釧 國中學區劃分現況之調查 社會調查

1976 曾文德 學齡人口與學校分布 人口分布

1979 張家生 校址選擇 計量管理

1984 張登欽 國中學校規模、區位、劃分 ρ-中位模式

1984 鍾    靜 學區劃分 線性規劃

1988 高政賢 國民中學學區劃分之調查 社會調查

1990 韋彰武 高級中學區位 ρ-中位模式

1994 張滄郎 國小規模變動與規模計畫 線性規劃

1994 賴光真 都市國中學區劃分模式 多準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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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

本研究旨在建立十二年國教入學之學區

劃分標準，並進行學區劃分之模擬。根據研

究目的，本研究除專家座談、焦點訪談之

外，更採取調查研究法，以廣泛收集各界意

見。茲將研究設計說明如下：

一、研究對象

（一）第一階段調查

本研究第一階段之調查對象分為三

類，一為學校人員與家長，高中職與國中

學校計300所，高中職每校抽取教師5名共

1125名，國中部份每校抽取教師5名、家長5
名共1000名，各分別為10名樣本，合計學校

樣本2125名樣本，「高中職與國中學校抽樣

類別、區域與校數一覽表」詳見表2，二為

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全國二十五個縣市教育

局，每縣市教育局抽樣5名，另加教育部中

部辦公室10名，共計135名。三為教育相關

學者專家265名。

1997 張淑惠 國小學區 沿革與發展

1998 洪尚吟 國小學齡人口分布 人口預測與空間推估

1999 鄭春子 國小學區 地理資訊系統

2001 葉雅惠 國中學區演變與影響因素 沿革與發展

2002 盧延根 國中學區制度規劃與執行

2003 王敬甯 學區規劃研究：動態區位模式之應用 動態區位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一部分參閱王敬甯(2003) 

表2  高㆗職與國㆗小㈻校抽樣類別、區域與校數㆒覽表

公立

高中

公立

高職

私立

高中

私立

高職

公立

國中

專 科

學 校

學 者

專 家

教育行政

人員

北 28 9 31 17 28 3 17 7

中 14 13 11 3 20 1 13 5

南 23 10 16 9 28 0 20 7

東離島 10 10 3 0 24 0 3 6

合計 75 42 54 29 100 4 53 25

註1：北區：基隆市、台北縣市、桃園縣、新竹縣市、苗栗縣，共7個縣市。
中區：台中縣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共5個縣市。
南區：嘉義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市、屏東縣，共7個縣市。
東離島區：台東縣、花蓮縣、宜蘭縣、澎湖縣、連江縣、金門縣，共6個縣。

註2：教育行政人員每縣市教育局共抽取5份、另加教育部中部辦公室10份。
註3：學者專家包括各校師資培育中心及教育研究所共抽取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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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問卷調查外，本研究為進一步檢證

問卷調查之效度，乃在北區及南區各進行一

場焦點團體座談，各邀請10名學者專家及

國、高中校長進行座談，以對問卷調查結果

進行深入會談，進一步凝聚共識。

研究小組於93年九月初抽樣，當年九月

十五日印刷「國民中學畢業生免試入學高級

中等學校調查問卷」，九月二十日寄發調查

問卷，十月十五日陸續收回問卷並隨即開始

輸入電腦，十月二十日催收未問卷結果之施

測學校與單位，預計於十月三十日截止輸入

進行初步統計分析。截至十月三十日高中職

與國中教師回收問卷，收回有效問卷1308
份，回收有效問卷比率為61.55％；廿五縣

市教育局寄出135份，回收85份，回收率

62.96％；學者專家265份，回收118份，回

收率44.52％，合計1513份。總計整個回收

率為59.92％。

（二）第二階段調查

本研究第二階段以「15個登記分發區為

單位做為大型學區，以普通高中（含綜

中、完全中學）之學校群劃分為中型學區」來

處理學區大小問題。本研究以93學年度高中

多元入學委員會十五個分發區主辦學校為對

象，協助進行學區劃分模擬。其中並將基北

考區分為北一區、北二區及基隆區，因此以

十七個學校為對象，名單詳如表3。 

表3  ㈻區劃分模擬參與㈻校

考區代碼 校名

01台北一區 萬芳高中

02台北二區 新莊高中

03宜蘭區 蘭陽女中

04基隆區 基隆高中

05桃園區 中壢高中

06竹苗區 新竹女中

07中投區 南投高中

08彰化區 彰化高中

09雲林區 虎尾高中

10嘉義區 嘉義女中

11台南區 台南女中

12屏東區 屏東高中

13高雄區 前鎮高中

14花蓮區 花蓮女中

15台東區 台東高中

16澎湖區 馬公高中

17金門區 金門高中

本研究共發出17份「國中畢業生免試入學學分劃分●●考區推估模擬調查表」，
回收共13份，扣除答題不完全者，有效問卷共有1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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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研究小組自編之「國民中學畢

業生免試入學高級中等學校調查問卷」為研

究工具，工具之編製係研究小組透過對學區

劃分相關文獻進行閱讀與討論後，整理有關

學區劃分之討論議題，並針對每一議題設計

成問卷題目，問卷內容包括對實施國民中學

畢業生免試入學高級中等學校是否強制就讀

「高中職」、學區劃分的規劃原則、學生「

入學區域」之劃分方式、「入學區域」劃分

後採強制或自由方式入學等題目。另外，第

二年研究期程中再以自編之「國中畢業生免

試入學學區劃分推估模擬調查表」，針對全

省十五個登記分發區進行學區劃分的推估模

擬，以瞭解各區發展現況，並提出相關建議。

三、實施程序與步驟

本研究之資料蒐集方法包括文件分析，

以台閩地區人口統計、教育統計為基本資

料，分析當前各類高級中等學校量的現況及

學生入學需求；其次進行問卷調查與焦點團

體座談，最後則進行學區劃分實際模擬。整

個研究以二年為期完成全部工作。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運用的主要統計方法如下：

（一）描述統計：

以平均數、標準差或次數、百分比瞭解

高中職與國中教師、家長在「國民中學畢業

生免試入學高級中等學校調查問卷」各題的

反應。

（二）變異數分析及卡方百分比同質性

考驗，分析不同公私立學校、教育背景、學

校類型、學校所在地、擔任職務分別在「國

民中學畢業生免試入學高級中等學校調查問

卷」各題反應的差異。

五、研究結果與建議

（一） 研究結果

茲將上述問卷調查與專家焦點團體座談

結果，得到下列之研究結論：

1.第一階段調查結果，如表4：

 （1）1513名受試者認為如果實施國

民中學畢業生免試入學高級中等

學校，約八成一受試者認為，應該

採提供機會，自由入學的方式。

 （2）約四成八受試者認為免試入學

學費，應該由政府定額補助（如教

育券），約二成七認為採取全額補

助公私立學費差額，一成四則認為

自行負擔；僅一成認為就讀公私立

學校均免費。

 （3）如果實施免試入學，約四成二

認為維持現有型態（高中職、綜合

高中並行），而認為採取「普通高

中為主，綜合高中及職業學校為輔」

者均約占二成八、採取「綜合高中

為主，普通高中及高職為輔」者約

為二成四。

 （4）實施免試入學區域劃分問題，三

成七受試者認為可以依現有多元入

學方案之15招生考區型態劃分學區；

二成七依縣市大行政區、二成依45
個適性學習社區劃分之學區；一成

五依鄉鎮或區行政區。

 （5）在學生入學區域劃分後，有四

成二認為應該保留固定比例給學區

內學生優先入學，而認為應該大區

域強制，小區域自由者有二成三；

完全自由選擇就讀學校的比例者有

二成二；以完全強制學區入學者僅

佔一成一。

 （6）同一學區內學生以戶籍做為分

發依據方面，約有五成九贊成。

 （7）實施國民中學畢業生免試入學

高級中等學校，學區域劃分之原則

符應中地理論之基本原則。

 （8）實施國民中學畢業生免試入學

高級中等學校，學區域劃分之標準

應考量地方人口分布、人口結構、

人口規模、住宅密度與學校資源等

條件，並注意學區腹地的人口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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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變㊠在國㆗畢業生免試入㈻高級㆗等㈻校調查意見之顯著性彙整表

問卷題號與內涵 身分 公私立機關 學校類型 學歷 所在地 職別

一、實施免試入學的方式 ○ × ○ × × ×

二、免試入學的學費處理

方式
○ ○ × × × ×

三、實施免試入學，學校

設置與發展的型態
○ ○ ○ ○ ○ ×

四、免試入學入學區域的

劃分
○ × × × × ×

五、入學區域劃分後，採

強制或自由方式入學
○ × × × × ×

六、同一學生以戶籍作為

分發依據
○ × × × × ×

註：○表示顯著；×表示不顯著。

學校招生數間的平衡。

　2.第二階段調查結果，如表5：
 （1）彰化考區（縣）進行免試入學

學區劃分困難度較高，須要其他配

套措施予以解決，除繼續在彰南區

及彰北區增設完全高中外，亦可與

鄰近招生需求尚有不足的中三區合

併為一個招生區，以正負補足，平

衡供需。

 （2）桃園考區，桃一區〈南桃園區〉

的學校容量顯然比桃二區及桃三區

略高，但桃三區學生就學機會率全

縣為98.27%，桃二區為63.90%，桃

三區為97.34%。國中免試入學學區

劃分模擬結果，免試入學在桃園

區（縣）會有困難，須要其他配

套措施予以解決，除在桃二區繼續

增設完全高中外或者可將三個適性

學區改為兩個或僅一個招生區，以

正負補足，平衡供需。

 （3）雲林考區，雲三區的學校容量

顯然比雲二區及雲一區略低，國中

免試入學學區劃分模擬結果，免試

入學在雲林區（縣）會有困難，須

要其他配套措施予以解決，除在雲

林全區繼續增設完全高中外或者可

將三個適性學區改為兩個或僅一個

招生區，除此亦可與鄰近招生需求

尚有不足的嘉義區合併為一個招

生區，以正負補足，平衡供需。

 （4）台南考區，台南三區的學校容

量顯然比台南二區及台南一區高，台

南考區整體升學機會為百分之88.91；
其他如台南二區之所以會出現低於

百分之50的升學機會，在於台南考

區將台南市及永康市的國中皆列入

彈性學區所致。國中免試入學學區

劃分模擬結果，在台南考區（縣）

會有困難，須要其他配套措施予以

解決，除在台南全區繼續增設完全

高中外或者可將台南市及永康市二

個彈性學區改為兩個或僅一個招生

區，以正負補足，平衡供需。

 （5）宜蘭考區在高中職社區化45適
性學區中，亦僅分成一適性學區，

國中免試入學學區劃分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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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宜蘭考區（縣）困難不大，只需

要增加一至二所高中配套措施予以

解決即可。

 （6）花蓮考區，花蓮一區的學校容

量顯然比花蓮二區及花蓮三區高，

花蓮考區整體升學機會為百分之

137，有升學機會集中現象；國中

免試入學學區劃分模擬結果，在花

蓮考區（縣）困難度不高，只要將

花蓮考區改為一個招生區，以正負

補足，平衡供需即可。

 （7）台東依地理環境的因素來作為

學區劃分的原則有其侷限性，台東

一區的學校容量顯然比其他地區

高，台東考區整體升學機會為百分

之96，有升學機會集中現象；國中

免試入學學區劃分模擬結果，在台

東考區（縣）困難度不高，只要：

    A. 台東區高中職校集中在台東市，

鄉鎮僅在成功鎮及關山鎮各增設有

一所完全高中。高中職校的設置在

縣內分布不均，因此採用大學區制比

較適當。

    B. 為了方便學生就近入學，而選擇

採用中型學區制，就必須在大武鄉

及綠島鄉增設完全中學。

 （8）金門考區在高中職社區化45適
性學區中，亦僅分成一適性學區，

國中免試入學學區劃分模擬結果，

在金門考區（縣）困難不大，亦不

需要增加高中等配套措施。

 （9）澎湖考區在高中職社區化45適
性學區中，亦僅分成一適性學區，

國中免試入學學區劃分模擬結果，

在澎湖考區（縣）困難不大，亦不

需要增加一至二所高中配套措施。

 （10）如將嘉義考區和雲林考區合

併，在雲林考區（縣）則學區劃分

困難不大，亦不需要增加一至二所

高中配套措施。

 （11）國中免試入學學區劃分模擬結

果，免試入學在屏東考區（縣）會有

困難，須要其他配套措施予以解

決，除在屏東全區繼續增設完全中

學外，亦可與鄰近招生需求尚有不

足的高雄區合併為一個招生區，以

正負補足，平衡供需。

（二）研究建議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下列建

議做為十二年國教學區劃分之參考：

表5  ㈻區劃分模擬結果分析

區域
國三畢業生

總數（A）

高中高職一

年級學生數

（B）

國三畢業生與

核定招生容量差額

（A）－（B）

升學機會率 進行免試入學學區劃分的可行性

彰化考區 18271 12183 6088 66.60 增設完全中學

彰化北區 8921 6224 2697 69.70 增設完全中學

彰化南區 9350 5959 3391 63.70 增設完全中學

桃園考區 29579 24078 5501 81.40 增設完全中學

桃園一區 8566 8339 227 97.34 可行

桃園二區 14294 9135 5159 63.90 增設完全中學

桃園三區 6719 6604 115 98.28 可行

雲林考區 9396 5582 3814 59.40 增設完全中學或與嘉義考區合併

一區 1427 901 526 63.14 增設完全中學

二區 2711 2374 337 87.57 增設完全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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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為推動十二年國民教育初期應

採自由入學方式，以做為長遠之

基礎。且政府應根據學區入學需

求，提供充足之就學機會。

 （2）政府應規劃推動教育卷政策，

以做為推動十二年國民教育學費部

分補助依據。

 （3）對推動十二年國民教育之學區

劃分，以採現行多元入學15個招生

區所帶來之變動最少。但若要配合

45個適性學習社區政策之推動，則

應強化該政策之宣導，以獲得相關

利害關係人之認識與支持。

 （ 4）十二年國民教育之學區劃分

後，各學區應保留各定比例給學區

內設籍學生入學。至於保留比例則

待第二年研究評估並透過政治協商

後決定之。

 （ 5）十二年國民教育之學區劃分

後，同一學區設籍學生以戶籍做為

分發依據。

 （ 6）加速推動重點發展學區中「

優質高中繁星計畫」，並強化對弱

勢高級中學之資源補助與師資素質

提升（或可參考日本推動同一學區

教師輪調制），以減少明星高中造

成學生父母升學期望，化解對推動

十二年國民教育之無形阻力。

 （7）評估未來五至十年各學區之入

學需求，以做為增設學校之依據。

 （8）進行多年期學區劃分之模擬作

業，以做為未來實際推動十二年國

民教育之參考。

三區 5258 2682 2576 57.01 增設完全中學

台南考區 24,327 21,628 2,699 88.91 增設完全中學

一區 17,174 9,834 7,340 57.96 增設完全中學

二區 18,826 7,655 11,171 40.65 增設完全中學

三區 4,358 4,139 219 94.91 增設完全中學

宜蘭考區 6691 6168 523 92.78 增設完全中學

花蓮考區 4504 6183 －1679 137 全區合併

一區 3305 5218 －2213 167

二區  610  200 ＋ 410 32.8

三區  589  465 ＋ 124 78.9

台東考區 3149 3032 117 96.28 全區合併及增設完全高中

一區 2225 2472 －247 111.12 可行

二區 410 320 90 78.04 增設完全中學

三區 292 200 92 68.49 增設完全中學

四區 155 0 155 0 增設完全中學

五區 43 40 3 93.01 可行

六區 24 0 24 0 增設完全中學

金門考區  722 770  - 48 106.6 可行

澎湖考區 1096 1126 -30 115.2 可行

嘉義考區 10,560 13,921 -3,361 131.82 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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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提升國民素質，舒緩升學壓力並領導

國中正常教學」一直是教育改革的理想目標

之一。民國九十一年全國教育發展會議中，

與會專家學者一致認同，要達到該目標，應

優先全面提升後期中等教育各類學校教育水

準，促進高中職教育良質化，並進行高中職

核心課程、學區劃分及入學方式研擬，廣徵

民意支持與配套試辦，以實現高級中等學校

免試入學之政策理想。

新世紀國民教育體制之規劃，師資素質

與專業成長是影響制度變革的重要因素，高

級中等學校師資供需及專長結構也應作整體

規劃培育；調整師資職前課程架構與內涵，

提供多元進修管道，整合中央、地方層級力

量，協助區域及學校教師合聘制度之建立與

運作，全面提升高中職教師之課程與教學實

施能力及技術，有能力去銜接九年一貫課程

與教學，建構教師專業成長進階制度，都是

探討高中免試入學議題中重要的配合機制。

在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何主任及暨南

大學張鈿富院長的指導下，進行為期二年三

期（醞釀期、推展期、成熟回饋期）的專

案研究，旨在探討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

之施行，就師資培育、人力分配及教師專業

成長等議題，提出問題探討與建議。對基層

高中職教師的努力投入應予鼓勵，但對施行

高中免試入學後，在綜合高中的規劃下，學

校老師如何教學專業提升，且有效能地銜接

九年一貫後課程，減少學區家長對明星學校

的迷思，信任老師教學有方，達到真正舒緩

國中生升學壓力，學區免試升學高中的目標，

都是該研究探討的課題。

本文的目的在報告研究的結論與心得，

期能與學校教師及對十二年國教在師資培育

與進修等議題有興趣的人士經驗分享，希望

能得到更多的回饋與意見交流。

貳、實施㈩㆓年國教教師與㈻

者所關心的問題

一、配合免試入學高中之實施，配套措

施應以「妥善規劃學區」及「檢討現行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內容之規劃」為優先。因此，

「學區劃分」及社會大眾的接受程度，將會

是高中免試入學能否成功的基本關鍵。

二、「免試入學」之定義與目的必須先

行釐清；與「十二年國教」間的關聯更必須

明確。

多數受訪者以為，「高中職免試入學」

如果旨在銜接國中課程、拉長教育年限、減

輕升學壓力，或僅著眼於入學方式之改變，

則對整個教育環境的改善助益不大。因此，

必須深究問題核心，釐清其定義與目的，才

能真正解決現有教育問題。

部份學者以為師資培育與高中是否免試

入學未必有絕對的必然關係，因為師資培育

本來就必須確實掌握教育的原理原則、課程

設計、教學評量等基本教育學訓練，不會因

為學生入學管道的差異而有所不同；不一樣

的應是老師要建立正確的認知，開放心態，

教導不同程度的學生，建立有效的互動與學

習。

國㆗畢業生免試入㈻高級㆗等㈻校：
師㈾培育與進修議題之探討
何希慧／東吳大㈻教㈻㈾源㆗心副教授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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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優質高中（明星高中）未來仍應容

許其繼續存在，並應逐步轉型為社區型高中。

至於使高中良質化的最具體作為為「資源分

配的公平與均衡」。

四、實施免試入學高中後，高級中等學

校教師個人將面臨的衝擊，以「學生素質差

異變大，更難適性教學」為首要課題；至於

可能造成的問題，則以「教育資源的分配不

均」及「教育資源爭奪戰的白熱化」為最嚴

重。

五、要實施免試入學高中，必須對後期

中等學校結構加以檢討。教育主管當局必須

釐清定位問題，國家政策更必須明確接續之

技職教育與大學教育的銜接。

由於我國與其他國家不同，包括高中、

高職及綜合高中，其學制之複雜與比例之不

一，都必須審慎剖析。如何將高中職及綜合

高中作一個合理之比例分配，勢將影響後期

中等學校之結構性問題，而結構性問題更將

牽動師資培育之相關措施。具體而言，如果

將基本技術人才的培訓界定在大學，那就要

想辦法輔導所有的技職學校轉型為高中；如

果技術人才要在高職培育，那高職就要好好

走原來培養技術人才的教育方向。

參、㈩㆓年國教後師㈾培育與

進修問題

一、師資培育大學職前教育課程應進

行全面檢討與改善。在課程設計方面應朝「

增加專長訓練及相關議題探討」之方向調

整；而有關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人力結構調整

的最可行性策略則為「培養教師第二、三專

長」。

綜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及專家學者認

為：教育部課程綱要的審慎研訂，是高中免

試入學的首要工作之一，高中課程有變，即

學科內涵改變時，師資培育課程自然必須調

整修正；否則，師資培育的教育學分是不須

改變的，只是應加強教師對教育議題的認

識、瞭解與因應。

二、配合免試入學高中之實施，超過六

成以上的教師皆有進修需求；至於最適合進

修的時間則以「暑假」佔多數，其次為「週

末假日」。

三、教師在職進修的內涵，除自己專長

學門外，對「教學技巧」、「資訊技能」與

「班級管理」，有較高之進修需求。

學者專家認為高中教師最應進修培養的

第二、第三專長以「其他學科/領域知能」
佔第一位，其次分別為「課程設計」、「資

訊技能」、「教學技巧」、「學習測驗與評

量」。至於高級中等學校教師與行政人員則

以「語文領域」的進修需求最高，其次分別

為「資訊技能」、「教學技巧」、「班級管

理」、「生活領域」。比較兩類不同對象之

受試者，對「教學技巧」、「資訊技能」及

「班級管理」皆有頗強的進修需求。

四、教師在職進修面臨的最大困難分別

是「時間及體力不堪負荷」、「激勵因素不

足」及「無法兼顧目前教學工作」。

無論教育行政機關人員或高中教師，皆

同時認為「時間及體力不堪負荷」是在職進

修面臨的重要困難。至於「激勵因素不足」

則是學者專家認為最嚴重的問題。比較不同

對象受試者，「無法兼顧目前教學工作」為

在職進修所面臨困難的共同心聲。

五、提昇教師專業成長的最具體作為為

「提供多樣化進修機會」。

六、贊成教師分級制度之比例高於不贊

成；但是如何建立客觀評量標準，將是首要

課題。

不論受試對象，對教師分級制度之看

法，仍以「贊成」比例較高。綜合學者專家

的意見，咸認為：分級應不只是職級的區別

而已，它應包含薪水、位階、績效考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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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地位等皆應一併考量，不應純以年資為標

的。然而，目前實施教師分級的最大阻力，

就在於客觀標準的難以建立，而這也正是主

管教育當局應努力的目標與方向。

肆、教師合聘與兼任制度問題

一、配合免試入學高中之實施，學者專

家與教育行政機關人員贊成高中學生跨校選

課，但高中教師及行政人員則明顯不贊成。

二、配合免試入學高中之實施，受試者

普遍認為高中職教師之合聘與兼任制度可

行。但若實施高中職教師合聘，將面臨的問

題以「師資遴選及校際課程安排」為最嚴

重；至於兼任制度的實施，則必須審慎考量

「上課時間規劃」、「課程安排」及「權利

義務」等問題。

不分受試對象，一致認為高中職教師合

聘將面臨的問題，以「師資遴選及校際課程

安排問題」獲得最大多數受試者認同，其次

則為「教師權責隸屬不明」與「主從關係不

明確」。

三、比較分析「合聘」與「兼任」兩種

制度，「合聘制度」在現階段較為可行。

1.研究發現較多的專家學者與教師傾
向「合聘制度」，因為兼任老師的

心態在輔導學生上有一定難度，若

是合聘，則只要在授課時數上作出

明確規範，就可以執行。

2.另有學者認為，亦可考慮用「策略
聯盟」的方式進行。先將各校教師

人力結構計算清楚，彼此簽定合作

協定，以人力共享的原則談相關細

則，讓老師得以巡迴，解決部份學

校教師人力不足窘境。

伍、具體建議

雖研究調查對象有三類，其一為教育行

政機關人員、其二為學者專家、其三為高中

教師及行政人員，統計後發現部份議題在認

知上或有些差距，但對實施高中免試入學

後，教師可能面臨之問題與相關配套措施之

要求，仍有某種程度上之相同看法。綜合學

者專家意見及教師回饋，依據前述重點發

現，提出以下具體建議與結論，作為擬訂教

育政策之參考。

一、師資培育必須因應需求，加強教育

行政與人格心理的訓練。職前教育課程設計

應朝「增加專長訓練及相關議題探討」之方

向調整；更應致力加強老師的教學診斷能力

與終身學習態度的培養及通識人文的素養。

由於教師的角色已由以往灌輸者轉換為

催化者，因此師資培育的方向也該因應修

正，加強通識人才和健全人格方面的訓練。

現在的師資培育中心，無論是專門培育新進

老師，或主要從事在職教師進修，兩者都應

加強教育行政與心理的部份，尤其不可忽略

教師的行政專業，應該重視老師的行政能

力，才能避免目前許多教師不願兼任行政的

困境。至於教師終身學習習慣、態度與能力

的培養，以及通識人文課程的加強、應用資

訊與外語基本能力的訓練，都是師資培育中

心職前教育必須深入著墨的地方。

另外，基於老師應該要有能力作教學診

斷，然而目前普遍缺乏這方面的訓練，因

此，如何加強老師對學生的學習提出正確的

診斷，應是目前師資培育中心在作職前訓練

時不容忽視的課題。

二、教師的在職進修應定義為「研習活

動」或屬於教學知能成長的「第二、三專

長」。辦理教師在職進修應結合各高中及教

師研習中心共同規劃完成；尤其應加強學校

本位的進修，例如教學研究會的落實、教學

論文發表環境的提供等。

教師的在職進修主要應是加強老師的教

學知能，與取得第二張教師證書的「第二專

長」意義不盡相同。例如國文老師要取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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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或數學教師證照，是屬於「第二、三專

長」；但是，為了增加教學知能而修習的電

腦課程等，則應屬教師的在職進修。

有關老師迫切需要的成長與在職進修的

項目，國、高中應是最清楚的，因此可以回

歸各校自行辦理研習，滿足教師的個別需

求；至於所有老師的整體需求，則應回歸教

師研習中心，對老師的需求進行瞭解與研

究，考慮不同科別的老師，對進修的動力也

就不同，充份發揮統整功能。至於學校本位

的進修，例如教學研究會的落實、教學論文

發表環境的提供等，除可啟發教師自我進修

的動力外，亦為教師永續發展與成長的重要

方法，可以具體規劃執行。

三、開放師資培育選修學分，讓各師資

培育大學得依需求，針對特定教育議題進行

研習與討論，以深入的工作坊或深度的研究

議題，提昇教師的成長。

依研究結果顯示，免試入學對職前訓練

的學生衝擊不大，反而是在職教師將面臨較

大的挑戰。至於具體因應的基本方案，建議

採用議題方式，針對特定教育議題進行研習

與討論，甚至具體開放師資培育選修學分，

開設與當代教育議題相關的選修科目，讓現

有在職教師與職前訓練學生得以掌握變化，

瞭解學生能力上的差異與正確的處理方式。

四、建立教師專業提昇的指標與平台，

並落實相關法規與獎勵。

要談教師的在職進修，必須要先確立教

師專業提昇的指標與平台。換言之，最根本

核心還是在如何評鑑老師，破除老師不可接

受考評的觀念，因為教師的教學應是客觀

的、可檢視的、可分享的，因此，規劃一個

考核機制，並且具體地執行，是當前很重要

的方向。另外，教師的考評不一定都是負面

的懲處，如何從正面思考，給予認真教學的

老師獎勵，也是十分重要的。目前雖訂有獎

懲規定，但卻未能發揮實質的效應，也降低

了老師們努力的意願。因此，相關法規與獎

勵制度的訂定必須落實，才能達到既定目標。

五、規劃完善代理制度，減輕教師時間

及體力之超重負荷；加強激勵因素，啟發教

師積極在職進修之動力。

依據本研究發現，比較不同對象之受試

者，「時間及體力不堪負荷」為其在職進修

所面臨困難之共同心聲；而無論教育行政機

關人員或高中教師，亦皆同時認為「無法兼

顧目前教學工作」是在職進修所面臨的重要

困難。因此，如何規劃完善之代理或代課制

度，使教師行有餘力，得以進行必要之在職

進修，是當前很重要的課題。

另外，「激勵因素不足」也是受訪者普

遍認為教師在職進修所面臨的困難之一，因

此，考量給予公費與公假進修、實施進修加

薪或換證制度等等，都是加強激勵因素，誘

發教師積極在職進修的具體作為。

六、審慎研議客觀評量標準，訂定教師

分級與換照等相關制度，建立教師進修機制。

由於教師的分級檢定制度確實可以督促

教師進修，因此，可藉分級或換照等相關制

度來達成建立高中職教師進修機制之目標。

然而，必須避免分級制仍以進修、考試的模

式進行，否則將會造成學習以考試取向，未

必有助於教師專業之提昇。

七、明確釐清權責隸屬與主從關係等問

題，計算各校教師人力結構，建立教師合聘

制度或以「策略聯盟」方式，進行人力共享。

在合聘與兼任制度中，大多數與會專家

傾向合聘制度，因為兼任老師的心態在輔導

學生上有一定難度，若是合聘，則只要在授

課時數上作出明確規範，就可以執行了。因

此，基於經濟狀況的發展，教師的合聘應該

是可以考慮的方向。只是在這個制度下，如

何將老師最低受限鐘點時數合理化，而老師

本身的權責歸屬、主從關係等問題，都是必

須審慎考量的。因為高中未來課程的變化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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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很大，或可考量由教育局組成教學團，建

立跨校合聘機制，而不是編屬在各個學校中。

另外，或可考慮採用「策略聯盟」的方

式進行。換言之，先將各校教師人力結構計

算清楚，彼此簽定合作協定，類似開放兼

任，以人力共享的原則談相關細則，讓老師

得以巡迴授課，解決部份教師人力不足的窘

境。

八、具體分析師資質量需求，在人口逐

年減少的趨勢下，進行各類型學校師資需求

推估，以為釐訂師資培育政策之參考。

國民中學將自96年開始學生數負成長加
劇，依教育部推估自96年起至104年，每年
國中一年級學生數平均將較前一年減少9千8
百餘人，而學生總人數則平均每年減少2萬3
千餘人，若以每班35人計，新生班級數平均
每年均較前一年減少280班，而總班級數平
均每年均較前一年減少650班左右。至於99

年至109年，國中畢業生人數將由每年31萬1
千餘人降至19萬7千餘人，亦即高中、職，五
專一年級之學生來源若不考慮重考等相關因

素，每年平均將減少1萬餘人。因此，除了
因應教育部後期中等學校結構之改變外，配

合少子化趨勢，更應具體分析各類型學校師

資須求推估，以為釐訂師資培育政策之參考。

陸、結論

為讓國中生學習正常化，教育革新的目

的能落實達成，逐步規劃推動十二年國教有

其必要性。尤其是在草擬政策和規劃內容的

過程中，高中職教師及社會相關人士的意見

一定要審慎參考，尤其是一線教師將面臨的

問題與困惑，社會所提出的不解與質疑，必

定要有完整的說明及相關配套措施，這樣一

個新政策的推動與執行才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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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當前㈾訊環境㈻習背景

應用資訊科技於各學科中，已成為各國

資訊教育的趨勢，而自然學科是世界各國中

將電腦科技整合到課程中最多的學科之一（

何榮桂、吳下己、賴錦緣、籃玉如，1999）。

許多研究亦發現有些知識學習內容用電腦科

技來輔助教學，效果比傳統教學好，且可能

會有其他意想不到的預期學習效果出現，如

曾振富（2001）研究指出，利用網路科技融

入國小自然科教學，能提昇兒童對自然科的

學習興趣與能力；方榮爵、蔡東鍾（2001）
的研究中也指出科學與科技整合可以增進學

生的科學態度。

隨著科技的進步，今日的電腦能夠處理

分析更多的資料和結合更多的資源，已成為

學校內不可或缺的教學工具了，它的功能愈

強則影響學校的教學就愈大（Hurwitz, 1999）。

今日國內的教學軟硬體設備已然跟上教學的

需求，但何桂榮教授（2002）認為國內很多

教師沒有充份利用電腦科技來教學。因此，

教師要如何來利用這些豐富的科技資源，與

課堂上的教學結合，延伸教科書課本的學習

內容，是我們要努力的目標。

貳、㈾訊科技對㉂然科教㈻的

貢獻

資訊科技提高了教師的備課效能（溫明

正，2000），不同的媒體有不同的傳輸功能

特色，能利用各種不同媒體的特性來達到教

學的目的才是我們所要的。科技能幫助老師

呈現教學內容，實踐老師的教學，其對自然

科教學的貢獻有：

一、活化教學

在教學方式能夠符合學生的學習方式前

提下，通常學生能夠學得更好更多（Felder 
& Silverman, 1988）。自然科學習是要強調

創造力、想像力、洞察力和方法而不是被

動的學習，利用電腦科技輔助教學可以讓學

生不會覺得自然科學是一門高深且無聊的學

科，而抹殺掉他們的興趣或天賦（Trindade; 
Fiolhais & Almeida, 2002）。

二、扮演學術知識和學生學習的聯結工具

主動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是學生學自然

科學的最佳途徑，而網際網路上的豐富資源

是學生們絕佳的問題解決場所。

三、節省教學時間

自然科學知識是無窮盡的，利用科技來

幫助老師蒐集、整理和呈現上課內容，不但

可以在短短上課時間內傳授較多元的知識且

又生動，使教學更有效率。

四、解決不同背景學生的差異問題

在一個班級內二、三十幾位學生每個人

的生活經驗背景不一，因此會有不同的思考

模式及先備知識，老師在有限的時間內無法

一一為毎位學生做補充說明，利用電腦模擬

功能可以使學生進入相近且一致的模擬世

界，幫助不同背景的學生學習。

五、使抽象具體化

運用電腦模擬技巧可以讓抽象的自然現

象轉化成可見的具體事物來幫助學習者學習。

六、節省成本以及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

並可避開倫理道德議題（Hsu & Tomas, 
2002）。

㈾訊科技在㉂然科的教㈻應用
鐘樹椽／國立嘉義大㈻教育科技研究所教授

林慶㊪／雲林縣東和國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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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支援各種教學法

不同的學習內容需不同的教學法，然

在這些教學法中，資訊科技媒體的適當介入

絕對可以讓學習發揮很大的效能（張建邦，

1999）。

科技的存在是為了解決人類的各種問

題，所以人類會一直不斷創造出更有助於人

類的科技，在教學上也不例外，各種應用教

學的科技會不斷的推陳出新，幫助人類學

習，使學習更輕鬆更容易更有效。

參、㈾訊科技在㉂然領域教㈻

之運用

自然科學的宗旨在學習如何進行探究活

動，也就是學習如何去觀察、詢問、規劃、

實驗、歸納和研判（王佩蓮，2002）。而科

技正是可以幫我們達到此目標的工具。以下

整理提出目前科技有哪些功能在自然科學習

探究上的應用：

一、計算功能

現在電腦科技能更進一步地提供強大的

自動計算功能以方便學生做立即統計和分

析，並可把統計數據圖表化，以統計圖來呈

現出視覺的數學關係以利學生做判斷學習。

例如：Excel可以提供數據統計，並化成相

關圖，如長條圖、折線圖…等，這對自然實

驗數據及次數的統計分析有極大的幫助，使

學生了解個中的變化情形。

二、模型化（Modelling）
指透過編寫電腦程式把動態的資料和

系統組織起來，模仿自然現象發生的過程（

Rodrigues, 1997）。在自然科學中有很多知

識現象，透過電腦模型化來替代或輔助教科

書的文字描述，效果自然會比較好。例如：

以電腦模擬龍捲風的形成過程、利用Flash Mx
程式模擬製造土石流的發生過程…等。

三、模擬（simulation）
指科學的現象之事先決定好的仿造。

而利用模擬功能的好處有：節省經費

成本、節省時間、替代危險性的實驗（

Rodrigues, 1997）。

四、蒐集資料的功能

網路上可以讓我們能找尋蒐集到包括有

聲的、文字的、靜物圖畫、影像的、數字的

自然科學相關（特定）資料等。學生根據教

師提出的問題或解決自己碰到的問題，到網

站去蒐尋資料，並彼此分享。教學教材蒐集

上，主要有以下幾點：（一）補充課本內容

之不足。（二）更新教材資料。（三）隨時

查詢資料。（四）提供適當教材。

另外，學生使用照相、掃瞄、數位化錄

影、感應器…等科技可以用來探索及蒐集平

日難接近或見到的事物和現象。比如觀察食

物腐爛過程、天氣變化、光線、物體移動、植

物成長過程、動物的活動，也可以呈現實物

特寫鏡頭，甚至加上網路的功能可即時觀

察…等。

五、文書處理編輯

除了學習單製作、教案及考卷電子化利

於分享和修改、內容重點提示如字體放大和

顏色更改…等外。學生透過書寫編輯過程可

以幫助其深入學習，因為學生在書寫編輯過

程中須學習如何取得適當的資料，並且做比

較分析和組織資料。

六、溝通分享

透過網路讓學生和教師可以即時或非即

時互相流覽彼此遠端的資料，並和專家、從

事工作者、合作小組同儕等溝通。

七、虛擬實境

它是一個３D立體畫環境，它可以使學

習者感覺深入其境，並觀察到不同的角度

事實，這是它別於一般圖片的地方，主要

有三個重要的功能優點（Trindade; Fiolhais 
&Almeida,  2002）：（一）身歷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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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ersion）、（二）互動(interaction)、（

三）學生可自由控制電腦執行命令。例如：

虛擬水分子在液態、固態、氣態三態中的轉

變，讓學生彷彿置身在水中，覺得自己是水

分子的一份子，並在三態變化中游行，看見

水分子是如何地移動排列，學生可以更具體

地體會三態之間變化的奧妙所在。

八、遠距學習

 （一）透過網路校際間課程彼此分

享交流。

 （二）可以解決教師科學專業知識短

缺的問題-教室學生和老師可以直接

和科學專家直接對話，並回答學生

和老師的問題。

 （三）可加裝攝影機和網路連線的功

能，與其他學校（如大學）分享較

昂貴的儀器設備之實驗過程。

九、一對一或一對多（結合網路）CAI電腦
輔助教學

利用電腦特性，不斷地重複出現相同的

自然問題與答案做練習和教學，並做立即的

回饋，直到熟練為止，而且較不受時間的限

制。

十、多元呈現

 （一）老師上課前利用電腦，可以快

速和輕易地製作出教學講義及簡報，

以利有系統地呈現上課內容。

 （二）透過電腦編製自然教學網頁或

電子報。 
 （三）利用電腦多媒體特性，可以把

照片、聲音、文字和音樂…等相關

的自然科學資料結合起來，使學習

內容更為完整，吸引並增添學生學

習動機。

十一、線上學習評量

在線上作測驗有即時回饋的功能，將自

然科的學習評量測驗題目轉成網頁模式，學

生在線上做測驗，電腦立即統計分數，老師

能立刻知道學生的成績，且分析學生的答

案，做為即時補救教學參考。

綜上得知，透過科技的輔助，可以使得

自然科的教學更加多元豐富而全方位化，從

不同的角度方式教學，達到學習的效果。不

過，話又說回來，雖然科技能夠提供我們這

麼好的教學環境，仍是需要老師的活用才能

獲得最大的收穫。因此，老師還是扮演資訊

融入教學的最大關鍵者。

肆、㈾訊科技應用到㉂然教㈻

實際例子

以下列蒐集一些科技運用到自然科課程

的例子，以供參考：

一、試算表（Excel）的運用
老師可善用Excel軟體的功能，製作配

合上課內容用的表格，學生輸入實驗或觀察

數據，然後產生統計圖表，再和原始數據做

比較和對照以幫助學習。

例１：以「力」的單元為例，教師可 

以在上課前設計好表格放在電

腦上，學生在進行實驗時，可

以隨時把實驗的數據輸入此表

格內，就可以馬上看到砝碼個

數與彈簧長度的關係圖，進而歸

納出其關係（何桂榮，2002）。

例２：資料的比較。

       如學生對天氣要做較深入的研

究時，他們可從網路上蒐集

到國外或國內其他地方的天

氣資料，然後利用Excel記錄

並和自己國家或居住的地方

天氣來做比較，以了解其中

的變化差異。例如比較高雄

市和台北市一月至十二月的

氣溫。

例３：也可以用來做資料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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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UTHORWARE軟體利用
如製作地球繞太陽公轉的四季變化，並

且由學習者隨意輸入任一月份，地球會沿著

軌跡移動到相應的位置並且出現相對應季節

的提示。（http://china.sina.com.tw/tech/c/200
2-01-15/8455.html）
三、網路活動（Internet-based activities）

可以直接在網路上從事交流或學習的

活動。

例１、ePals網站（http://www.epals.co
m/?sessf=25588），這個網站

它提供多種語言的介面讓全世界

學生做班級或個人之間的交流。 
例２、網路虛擬活動

   如 網 路 虛 擬 蝴 蝶 館 （

http://vr.nhctc.edu.tw/butter
fl y /）和網路虛擬海洋館（

http://fish.nhctc.edu.tw/），

在這些虛擬館中提供多種功能

來滿足上網者的觀察學習活

動，仿彿置身在其中一般。

例３、網路PBL
     透過網路和世界各國學生、老

師、專家進行合作學習交流分

享數據資料，有助於學生學習

動機與成效。

例４、專業網站的應用

      老師和學生皆可以利用這些專

業的網站來做課外補充資料，

充實知識或找尋答案等學習

活動。

四、POWERPOINT的運用
這個軟體最常用的方式是配合上課的口

頭報告，當在教學時可以依需要來強調它的

呈現方式，比如緩慢的滑動呈現資料，畫面

停留時間隨自己控制，可插入圖片、圖表、

聲音、動畫等以多媒體的方式呈現資料。亦

可以利用它的功能來出互動式的題目，供學

生練習或老師教學評量用。學生探索學習主

題時，閱讀、綜合和摘要編輯所需要的資

料，最後把這些資料轉化為一個PowerPoint
報告的格式。

五、３D立體動畫模擬圖之利用
以觀察地震後的草嶺山為例，利用電腦

3D動畫模擬圖可以360度環視崩塌後的草嶺

山與山崩後形成的堰塞湖「新草嶺潭」，這即

使是在現場也是無法看到的各角度情景。或

者是利用3D圖來做相同地點的地震前後比較

圖，讓學生比較兩圖的差異。（http://www.csrsr
.ncu.edu.tw/newsite/921.htm）。

六、電腦繪圖軟體工具之利用

在上顏色和光的相關內容單元時，可以

利用電腦繪圖軟體工具來檢驗分析數位化照

片，以了解它們是如何被製作的，從每一像

素是由紅、綠、藍三色光的混合，到發現不

同的紅、綠、藍三色比例成份混合在一起時

會產生不同的光顏色的關係。

科技運用在自然科的教學上已有一段時

日，相信不管在國內或國外應有不少科技融

入自然科教學的技巧，希望以上這些小小例

子為煮石頭湯的第一步，能引起大家的加

入，使自然科的教學能更加地豐富。

伍、當前㈾訊科技融入教㈻的

限制

科技融入教學的目的在於是否達到學習

成效，絕不能為融入而融入，然而目前科技

的使用還是有它的限制存在：

一、一般教師用電腦科技融入教學會碰

到的障礙，如：電腦數量不足、軟體教材未

成熟、教師對電腦某些軟體教材不會操作、

故障維修、網路頻寬…等一籮筐問題。因此

有很多老師較不會有很大的動機使用資訊科

技來融入教學，相較之下認為不用反而可以

省下不少的時間和精力。（劉信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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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失真。以解剖青蛙的例子為例，若

以模擬的方式呈現解剖的過程，則永遠只能

看到固定的圖片，無法觀察到活生生青蛙的

腸胃中剛吃了什麼食物的現實生活鏡頭；無

法觀察用解剖刀碰觸到青蛙神經而抽動的鏡

頭等（Schack, 2000）。

三、網路資訊的真假、不當和電腦安全

問題，如合成圖片、謠言、暴力、網路犯

罪、色情、隱私和病毒等。

四、常利用自動計算功能時會降低學生

計算理解能力。如果在演算過程當中，學生

只需把數字輸入設計好的軟體當中好讓電腦

自動計算，雖然節省了其中實驗過程的時

間，但久而久之，就降低了他們的計算能力

了（Priedt, 2001）。

五、學生本身科技素養的限制-歐陽誾

（2001）的研究指出，學生的網路學習成效

會受到他本身的電腦網路操作技能的影響。

如網站上的資料繁多，容易迷失，不易找到

自己所需要的資源（祝勤捷、何小曼，

2002）。

六、學生家庭社經背景及學校經費問

題，雖然台灣家庭的網路有很高的普及率，

但還是沒有辦法達到百分之百的境界，學生

也就無法百分之百應付老師的網路學習活動。

七、喧賓奪主。有時科技的噱頭對學生

反而是吸引的重點，而不是學習的內容，如

把電腦模擬的實驗當作是一種好玩的遊戲。

另一是學生利用科技交作業報告時，太過注

重科技背景修飾效果而輕學習內容。

科技不是萬能的，並非所有的知識皆可

以用科技來輔助教學的或者較有效率的，特

別是有關情感方面及實際操作能力培養的學

科（黃榮懷，2003）。在我們利用科技來進

行輔助教學時，應該是要酌情利用，才能對

症下藥（彭富源，2001），教師要先進行科

技融入教學的評估，再進行利用，如此才能

達到最好的資訊融入教學，否則會招致反效

果。

陸、結論與建議

科技帶來很大的好處，但如果使用不當

或不知如何使用它，則將會成為一種累贅，

所以我們應該：

一、面對科技才能駕馭它。資訊科技的

發達對現代人的衝擊影響太大了，科技愈進

步人類也就愈依賴科技，幾乎一天廿四小時

都離不開科技，這就是我們所處的資訊時

代。在教育上，媒體科技更是不斷地影響改

變著整個教學環境，然因它的進步快速且不

時更新的速度顯然使得很多的教師們有些招

架不住。不過，老師要去面對它才能駕馭

它，才能真正成為學生取得知識的引導者。

二、創造及善用教學策略。雖然科技已

是如此地發達，但是它是永遠也無法取代老

師的地位，因為科技是固定的而人腦是活

的。若能善用、活用人腦和配合媒體科技，

則將可以創造很多無限的學習。身為教師

者，不能等待別人幫我們做好教學準備才上

場，應該主動創新及創造我們的教學方法和

策略，如此才能跟得上時代的潮流。

三、分享教學經驗。在學校教學的教

師，常會告訴學生如何找資源，但往往本身

卻忙著教學及學校工作，反而忽略了校內同

事間以及校際間的交流，也因此雖身在寶藏

區而不知有寶藏（很好的教學經驗）存在或

在身旁，非常的可惜。若教師間能以正式或

非正式彼此分享教學經驗，將會是教學成長

的一大助力。

雖然科技如此地進步，但其融入教學的

效用關鍵還是取決於使用者，若能配合學習

需求不斷地創新和運用它，那科技不僅在自

然科教學上，在其他科教學上也能運用得淋

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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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目前終生學習的觀念已成為課程改革的

指引，許多國家在進行課程改革時，採用終

身學習的理念作為課程改革的基礎。例如澳

洲的學校課程改革主張讓學生獲得終身學習

的技能，而學校的課程對於個人與社會的終

身教育要有所貢獻；日本的義務教育課程清

楚地說明，學校教育的責任在於奠定學習者

終身學習的基礎（Katija,1999）。另外，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針對十一個
國家進行為期三年的終身學習指標研究，其

中和國民教育課程有關的質化指標包括：1.
國民教育的教學內容與方法要有所改變，以

朝向終身學習體系邁進；2.國民教育的課程
要使學習者的學習潛能獲得發展，而能夠有

自主的能力持續進行學習；3.國民教育課程
要考慮終身學習的特性以及學習者學習如何

學習的能力（Sawano,1997）。從以上可知，
終身學習已成為國際間學校課程改革的議題

之一。

終身學習的理念除了成為國際上課程改

革的議題之外，同時也成為我國國民教育課

程改革的依據，並且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中，將終身學習列為課程目標以及十大基本

能力之一，此一舉措實屬國民教育課程改革

的一大創舉，同時也顯示終身學習的理念在

國民教育階段受到重視。然而，值此推動終

身學習之際，國民教育階段要如何落實邁向

終身學習的課程改革，相關的研究並不多，

同時也未引起大多數人的注意。因此，研究

者試圖探討、歸納有關終身學習理念下的課

程改革主張，做為我國國民教育階段推動終

身學習之參考。

貳、提倡終身㈻習的必要性

在論述邁向終身學習的學校課程改革之

前，本文首先要說明在國民教育階段提倡終

身學習的必要性。在以往的農業社會中，由

於社會變遷的速度較慢，人們可以憑藉著長

輩所流傳的經驗與知識，就足以應付社會生

活的需求。但是到了工業革命之後的社會，

變遷的速度加快，學校教育必須要有系統的

傳授各種知識，才能培養出社會所需要的人

才。但是在這個時期的觀念，認為學校所學

習就能夠應付社會所求，並沒有極力提倡終

身學習。到了資訊社會的時代中，由於資訊

的蓬勃快速發展，經濟型態的改變，使得學

校所學的知識與技能，很快地就和社會的需

求脫節。所以在這個時期中，終身學習的觀

念日益受到重視。在這個段落中，筆者就從

知識社會的變遷、提升人力資本的觀點論述

終身學習的必要性。

一、因應知識社會的變遷

在資訊非常豐富的知識社會中，由於知

識的生產和傳播非常的快速，再加上資訊溝

通科技的助長，讓人處於一種資訊爆炸的環

境中，感受到許多的不確定性，使得終身學

習成為無可避免的趨勢（Candy,2000）。而
Krohn（2000）指出當代社會邁向資訊社會或
知識社會的變遷，主要和科技的創新和社會

制度的轉變有密切的關係，科技的變革對於

社會的組織與文化制度產生相當大的衝擊，

使得社會中機構相當重視知識的發展與應

用。因此，學校應該要成為終身學習者的苗

圃，培養學生具有終身學習的態度以及能力

等，以面對外在環境的改變。

終身㈻習與㈻校課程改革
吳㊪雄／嘉義縣興㆗國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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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人力資本的素質

學習是知識社會最重要的教育議題，

在知識社會中，知識、學習、教育和全球化

的資本主義相互糾結，因此，學習就成為

許多國家政府教育政策的主要政綱，並且把

學習視為一種投資，以提升人力與社會資本

的附加價值，讓人民更有就業能力，進而對

於經濟發展有重大的貢獻（Jarvis,2001）。
European Commission（2001）指出終身學習
是促使歐洲成為最有競爭力與活力的知識經

濟體的關鍵策略，經由終身學習讓每一個生

活階段的個人都有學習的機會，使他們不斷

地獲得知識而且提升能力，而知識與能力是

促進知識經濟發展的有力引擎，在此一過程

中，終身學習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由上

述可知，一個國家如果要提升人力素質，則

需要提倡終身學習，以促進經濟的發展。

參、邁向終身㈻習的課程改革

主張

課程是實現教育目標的手段，若要達成

此一目標，在進行學校課程規劃的時候，應

將終身學習的理念納入學校的課程規劃中，

成為學校課程的主軸，以作為國民中小學實

踐終身學習的指引。研究者所蒐集的文獻

中，從終身學習角度探討課程改革的主張，

主要涉及了課程目標、課程結構、課程內

容、課程評鑑以及教學評量等層面，而這些

課程改革主張如以下所述：

一、以培養終身學習者為學校的課程目標

在終身學習的觀點下，學校的課程規

劃要以終身學習為教育目標，而學校教育

的目的要進行轉變，學校教育的目的要著

重於終身學習者的培養。使終身學習者具

有：1.終身學習的動機，持續不斷地督促自
我終身學習；2.終身學習的技巧，懂得利用
各種教育資源和方法；3.擁有終身學習的能

力，也就是養成自我導向學習的能力（胡夢

鯨，民86；楊國德，民86a）。就國外學者
的看法而言，Ball（1993）指出為了培養終
身學習者以及推動終身學習，義務教育階段

的課程應該要達成兩項目標：1.提供終身學
習的知識基礎；2.發展學習的後設技能（
meta-skills）。而有的學者認為學校課程應
該培養具有終身學習特徵的國民，Knapper 
& Cropley（1991）指出終身學習者的特徵
包括：1.能清楚知道終身學習的需求；2.能
察覺終身學習和真實生活的關係；3.具有喜
愛終身學習的自我概念；4.具有終身學習的
高度動機；5.能夠設定個人的目標；6.能夠
應用知識、尋找資訊以及評估自己的學習狀

況。Candy & Crebert（1994）指出終身學習
者有以下特徵：1.具有探究的心靈，亦即喜
歡學習、好奇及批判的精神；2.具有廣闊的
視野，並且能夠察覺不同領域知識的相互關

聯；3.具有資訊素養，能夠尋找、處理、評
估及使用資訊；4.具有正向的自我概念和組
織技能；5.具有許多的學習技巧，能夠從事
深淺程度不同的學習。

二、以統整的方式進行學校課程結構的規劃

在我國的《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中的

第三項具體途徑中，學校的課程結構要改

變，為了增進個人的自我導向學習能力，學

校課程不宜過度分化，應該注重各種科目之

間的統整性，以及與生活之間的關連性（教

育部，民87）。這個教育改革主張，可以從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內容中一窺究竟，例如，九

年一貫課程中綱要中的學習領域部分指出，

學習領域為學生學習主要的內容，而非學科

名稱，學習領域之實施應以統整、協同教學

為原則，另外在實施要點中指出，在符合領

域學習節數的原則下，學校得打破學習領域

的界限，彈性調整學科及教學節數，實施大

單元或統整主題式教學（教育部，民89）。
就國外的文獻而言，Cropley（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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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終身教育的垂直統整和水平統整的概念，

提出課程改革的行動指南，在垂直統整方面

包括：1.知識的呈現要作為引導變遷的主題；
2.教師要將新知識建立在過去的基礎上；3.
學生將目前的學習和未來結合在一起；在水

平統整方面包括：1.學習內容的呈現要作為
處理實際生活的有效工具；2.非學校世界可
以呈現作為學習的重要資源；3.教師要鼓勵
使用非學校教育的知識來源；4.教師要強調
學校學習在校外生活的價值；5.學生能將以
學校為主的知識應用到校外的情境。此外，

Ingram（1979）則從終身學習的角度來探討
學校的課程統整，他認為課程統整的類型包

括兩大類：1.融合型：這種課程統整方式不
是只有將二、三個科目的課程內容重新組

織，或者藉由其它的科目補充這個科目的內

容，而是以某些議題為中心，重新建構教學

方案；2.綜合型：綜合型的課程統整關注知
識結構的經緯，而不是個別的學科，此一類

型又可分為直線的綜合、循環的綜合、方法的

綜合、整體的綜合。

三、以終身學習所需要的方法、能力為課程

內容選擇的依據

曹亮吉、周麗玉（民85）指出在進行學
校課程的重構時，學校教育知識類的課程內

容設計要以終身學習的理念為基礎，培養學

生的學習興趣、信心與基本學習能力，而不

是學科內容的求全求備。此外，楊國德（民

86b）指出以往國民教育因受教年限一定，
深怕所學有所不足，因此，學校教育加深加

廣其課程內容，以因應畢業後的要求，事實

上這是達不到而且不必要的。為了實踐終身

學習的理想，學校的課程內容該進行改革，

並且以關鍵能力為學習的內容，以培養學生

終身學習的能力。

上述國內學者的看法著重於終身學習

興趣與能力的培養，而國外學者也有類似

的看法。Husen（1969）認為學校的課程應

該注重研究各種主題的技能，特別是溝通的

技能、與他人相處的技能以及探索、使用資

訊的技能，使學生了解教育是終身的歷程。

Cropley（1977）則主張學校課程的內容應
該培養學生終身學習所需的技能，例如做決

定的技能、溝通觀念的技能、革新與創造力

的技能等，以幫助學生發展繼續學習的獨立

性和適應能力。OECD（1996）指出學校的
課程應該從傳統接近百科全書式的內容，轉

而重視獲得知識的工具以及學習策略，讓學

生能夠因應未來高度不確定性的社會。而跨

課程（cross-curriculum）的能力或生存技能
（survival skills），在課程中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這種能力並不是和特定科目有關連的

能力，這些能力包括問題解決、搜尋資訊、

學習如何學習以及社會能力等。而Chapman 
& Aspin（1997）則指出義務教育階段的學
校教育應該要提供促進學生認知及情意發展

的一般性知識，以及獲得從事終身學習所需

要的學習技能，而特定知識與技能留到以後

才教。

四、以終身學習的概念特徵作為課程評鑑的

規準

在終身學習的理念下，學校的課程必需

要有助於終身學習的推展，而衡量學校的課

程是否有助於終身學習，則必需以終身學習

的理念為規準。Skager & Dave（1977）發展
出評鑑學校課程的規準，這些規準可以用來

判定學校的課程是否有助於促進終身學習，

它們分別是：1.學校的課程應該視學習為一
個連續的過程，從兒童早期到成年晚期；2.
學校的課程應該將在家庭、社區、工作場合

等的學習過程，視為一個相互配合的情境脈

絡；3.在形成學校課程的時候，應該要瞭解
知識的連貫和不同科目之間相互的關係，是

重要而且不可或缺的；4.學校教育是在終身
教育架構中，提供基本教育的機構，學校的

課程要反映出這個特定的功能；5.學校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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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必需強調自我學習、內化學習、為進一步

的學習作準備，以及培養適合變遷社會需求

的態度；6.學校的課程應該向個體解釋建立
進步的價值體系，以及更新進步價值的需要

性，使個體為他們自己的一生的繼續成長負

起責任；7.學校的課程應該提供歷史上及現
代的生活的觀點，幫助學生瞭解多樣性的價

值體系。

此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曾經於1970
年代推動跨國性的課程評鑑計畫，這個評鑑

計畫是以終身教育的理念為基礎，發展出一

套評鑑學校課程的規準。在這個研究報告中

列舉了五項評鑑學校課程的規準，它們分別

是： 1.水平統整：統整所有社會機構的功
能，以實現教育的功能，此一規準包括學校

與家庭、社區、工作、文化機構以及大眾媒

體等的關係；2.垂直連結：係指學前教育經
驗與學校教育的連結、學校內不同年級與程

度的連結、學校與學校後教育的連結；3.自
我成長取向：此一規準包括對於自我成長責

任的知覺、對人類與環境的興趣、增進自我

的能力與達成目標的動機、建立內在的判斷

規準、建立進步的價值與態度、人格的統

整；4.自我導向學習：此一規準包括參與學
習活動的規劃、執行與評鑑；個別化的學

習；發展自我學習的技能；發展相互學習的

技能；發展自我評鑑與合作評鑑的技能；5.
民主化：此一規準包括所有人都有均等的教

育機會；父母、社區、教師以及學習者能參

與決策；學校權威的應用；鼓勵創造與彈性

（Griffin,1983）。
五、教學評量要能促進學生終身學習動機、

態度與能力的發展

二十一世紀教育的主要目的，並不是

在於傳授特定的知識與技能，而是要促進

終身學習能力的發展以及參與終身學習

的信心，而發展正面的學習意向（positive 
learning disposition）是促進終身學習信心與

能力發展的重要任務（Carr & Claxton,2002）。
此外，Broadfoot（2002）也指出在二十一世
紀社會中的個人，為了因應新的世界秩序，

個體要有意願終其一生持續不斷地學習、有

能力處理不確定、多樣化的事務，並且要能

夠與他人合作。在這樣的情形下，教學評量

如何去評量學生是否具有這些能力與特質？

教學評量的技術如何促進這些能力的發展？

這些問題嚴峻地挑戰傳統的教學評量。終身

學習理念下的教學評量，有別於以成績高低

作為評量準則的傳統評量。因而有的學者認

為在正規教育中，應該建立衡量個人是否具

有終身學習技能的規準，例如Romero（
1977）認為終身學習取向的教學評量重點
包括：1.學生是否有繼續研究的動機；2.學
生是否有溝通的能力；3.學生是否學會「學
習如何學習」；4.能否掌握各種統整的系統
處理複雜的問題；5.是否對於變遷以及未知
的事物保持積極的態度。

由以上可知終身學習觀點下的教學評

量，並不在於注重成績高低的評量，而是

在於強調學生是否具有終身學習的動機、

態度與技能等。換言之，在進行教學評量的

時候，應該將終身學習的動機、態度與技能

列入考慮，而終身學習的動機包括：1.具有尋
求新的學習機會的動機；2.正向的學習動機；
3.主動參與學習的動機；4.尋求自我實現與
發展的動機。而終身學習的態度包括：1.熱
衷學習的態度；2.對於學習新事物展現好奇
與興趣；3.對於他們自己的學習能力有自
信；4.願意負起自己的學習責任；5.願意嘗
試錯誤並從中學習；6.有耐心從事學習；7.
對於學習的正向感覺。終身學習的技能包

括1.學習如何學習的能力；2.自我導向學習
的能力；3.團隊合作的能力；4.問題解決的
能力；5.使用資訊科技的能力；6.後設認知
的能力（Cotton,1998a,b; Dunlap,1997; Fox & 
Radloff,1999 ;McComb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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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綜合以上所述，終身學習理念下的課程

改革，乃是主張以終身學習的理念為基礎，

從學校的課程目標、結構、內容、評鑑以及

教學評量等方面進行課程改革。而邁向終身

學習的課程改革有五大主張：1.以培養終身
學習者為學校的課程目標；2.以統整的方式
進行學校課程結構的規劃；3.以終身學習所

需要的方法、能力為課程內容選擇的依據；

4.以終身學習的概念特徵作為課程評鑑的規
準；5. 教學評量要能促進學生終身學習動機、
態度與能力的發展。這些邁向終身學習的課

程改革主張，有的已經在國內實施了，有的

尚未在國內的國民教育中落實。至於要如何

在國民教育階段落實邁向終身學習的課程改

革，則有待後續的研究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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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前言

在全面實施的九年一貫教育裡，「課程

統整」是個耳熟能詳的名詞，不論課程理論

的設計或是教學方式的實施，皆以「統整」

為最終依歸，希冀能將知識真正與生活結

合，達到杜威所說的「教育即生活，生活即

教育」的目的。

然而，儘管「統整」這名詞在表面上並

不陌生，一旦論述到實際的統整方法，卻眾

說紛紜，莫衷一是，不但編選教科書的書

商、課程發展小組，甚至是對從事第一線教

學的教師來說，皆無所適從，不知從何下

手。這種情形在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更為明

顯，藝術與人文領域包含音樂、視覺藝術、表

演藝術等三部分，涵蓋範圍非常廣闊，相對

之下，就有較多元的排課方式，也因此衍生

出較多的問題。例如，以「領域」排課者，

若是非自己教學專業的部分，則往往是照本

宣科了事；採「班群組」或「拆領域」排課

者，則呈現共構現象（科任教師所擔任的科

目，多由班群的導師所決定），形成科任教

師是另一群的邊緣教師（郭榮瑞，2002）；

若是採取分科排課的方式，則音樂與美勞教

師各教各負責的部分，至於表演藝術則流於

配課用，把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支解掉，

失去原本九年一貫課程「化分科為合科」的

立意。

基於以上之理由，若是藝術與人文教師

能熟知統整的方法，儘管排課的不便，也能

提昇自我在教學上的效能，藉由「課程統整」

的方式，達到將課程內容融會貫通的目的，

不但幫助學生的學習，更可激發自己的專業

能力，所謂的「教學相長」正是此意吧！

課程統整的方法有許多種，而Fogarty, R.
（1991）所指出的十種統整方式最廣為接受

與應用，本文擬先介紹Fogarty課程統整的方

式，再以藝術與人文課程為中心，配合其他

科目，以五年級康軒版藝術與人文教科書為

例，陳述統整教學模式，並以實例說明過程

步驟，盼能拋磚引玉，開啟九年一貫藝術與

人文課程實施之另一思維與討論的空間。

㆓、藝術與㆟文課程統整的意涵

傳統教學由於升學掛帥，只著重在智

育，至於其他德育、體育、群育及美育等

四育皆受忽視；不僅如此，在智育方面，強

調分科的背誦與記憶，造成學生莫大的負擔

與壓力，因此又被稱為「填鴨式教育」。黃

金柱（1996）即認為個別的科目學習方法（

separate subject approach），限制了學習者，

將知識與技巧，從某一情境推到另一種情境

的機會。因此，建議研究，整個課程的設

計，須朝幫助學習者有效處理每日生活問題

的方向去規劃。透過教材熟練的整合性方法

（integrate approach）最能有效率達成這種目

的。像這種整合的結果，應能反映出學習者

的需求，和學習者在社會中的角色。整合性

的目標設定方法，並不會減少與獨特科目有

關連的原理、概念和行為方式等之效用性。

Fogarty統整方式在「藝術與㆟文」
領域課程㆗的應用
薛郁琪／高雄市光武國小教師

林朱彥／國立台南大㈻音樂教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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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統整」指的是對於教學活動

與學習內容的綜合設計（黃議瑩，1999），

而統整教學乃整合二個或二個以上學科的教

學過程，目的在於增進各學習領域的學習（

Cone, et al, 1998）。除了讓相關教師共同設

計、創造豐富、積極的學習內容、尋求課程

實施的有效途徑外，也尊重與維持各學科的

原貌、完整與獨特性，並識別彼此之間的相

關性。Clatthorn & Foshay（1991）指出課程

的重新組織可以幫助學生統整學習內容，使

教育與生活的關係更為接近。試圖將學習方

案中各自分立的部分連結得更緊密，這即是

課程統整的目的（周淑卿，1999）。

「課程統整」乃是在不受限於學科界限

的條件下，由教師與學生合作認定重要的議

題和問題，而針對這些主題形成課程組織，

增強人與社會統整的可能性。其目的在將不

同的學科知識做相關聯結，並將知識與生活

經驗加以整合，以化解學科之間壁壘分明的

疆界，將教育重心由學科知識的學習提升至

生活知能的培養，使學生能在完整且貼近真

實生活的課程架構中學習，增進其學習能力

（教育部，2003）。因此，可知課程統整在

改善現有課程因學科分化所產生的區隔，以

及流於零碎、不能統合，並與生活嚴重脫節

的現象（陳伯璋，1995）。

由上可知，藝術與人文課程統整對於其

教學之重要性不可言喻，藝術與人文教師如

何運用統整之方法來提升教學品質就極為重

要，以下，先就Fogarty的統整觀點來加以分

析論述。

㆔、Fogarty課程統整的方式

在眾多課程統整論述中，Fogarty（1991）
的課程統整方式，最廣為國內學者所採用。

Fogarty曾以大腦研究、調整超載了的課程、

標準本位課程的出現、思考和合作式生活技

能的需求、學習者中心學校的呼籲等都是現

今教育界的動力。這股風潮皆顯示了統整、

豐富和健全課程的需要（單文經，2003）。

因此，統整課程對現今教育工作者來說，已

經是拉緊弦的弓，勢在必為，無法逃避的任

務了。

至於如何統整，在Fogarty著作「課程統

整的十種方法」裡，提出了有關課程統整的

十種方式，可分為以下三類：

（一）領域內的統整

包括：分立式（fragmented）如圖一之

（1）、聯立式（connected）如圖一之（2）
與窠巢式（nested) 如圖一之（3）的統整方

式。此類的優點是利於相同科目的統整，缺

點是無法跨越至其他領域統整。

（二）跨領域的統整

包括了並列式（sequenced）如圖一之

（4）、共有式 （shared）如圖一之（5）、

張網式（webbed）如圖一之（6）、線串

式（threaded）如圖一之（7）與整合式（

integrated）如圖一之（8）的統整方式。此

類的優點是適合跨領域的統整，缺點則是各

科目的獨立性將漸趨消弭。

（三）在學習者心中（inside the mind of the 
learner）統整

包括了沈浸式（immersed）如圖一之（

9）與網絡式（networked）如圖一之（10）
的統整方式。此類的優點是適合於高成就動

機的學生，不受時間與空間的影響，可隨自

己的意願廣泛的學習；缺點則是對於學習能

力較弱的學生，會增加其壓力，使其對學習

產生排斥感。

以上三類統整方式為一連續統一體，分

立式與網絡式各為此一連續體之兩端，其餘

方式依序分布於其中（如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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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十種方式，各有其優缺點與適用的

時機，教師可獨自一人進行課程設計，也可

同儕合作或組成教師團隊，不論什麼方式，

只要能運用得當，循序漸進展開課程統整的

設計，均有助於學生的學習。

㆕、Fogarty統整方式在藝術與

㆟文課程㆗的應用

在九年一貫課程設計裡，不僅著重領

域內的課程統整，更強調以「學習領域及

統整教學」為原則，希望藉由教師群或師生

互動，設計主題或大單元主題及其內容，再

由教師依各自專長進行教學。其教學歷程能

彰顯協同教學及合作學習的特色與功能，以

利於統整知識概念並與生活經驗的結合。而

Fogarty的十種統整方式分為領域內的統整、

跨領域的統整、學習者心中的統整等三大

類，已如前述，為幫助身為第一線教學的教

師，能更清楚瞭解統整課程的意義，因此，

選擇跨領域內的統整，包括：並列式、共有

式、張網式、線串式及整合式等方式為例，

做為教學模式設計的主軸，茲分述如下：

（一）並列式（sequenced）
此為一種有限度的學科間關聯模式。其

特點是仍維持分科形式，但在同一時段中，

不同學科的教學內容具有類似性或共同性，

亦即透過時間與內容的一致並列，使得不同

學科的概念產生關聯（黃永和，1998）。例

如，當藝術與人文領域的學習單元是星光燦

爛、勞動中的人口，與之對應並列的社會科

配合教學認識台灣的自然環境、回想從前先

民的生活；而當藝術與人文領域的學習單元

為城鄉小調、掌中天地時，所對應的社會領

域則教授飲水思源單元（見圖二）。

No. 1 No. 3 No. 4 No. 5 No. 6 No. 7 No. 8 No. 9 No. 10No. 2

領域內的統整 跨領域的統整 在學習者
心中統整

  分立式    聯立式   窠巢式    並列式    共㈲式    張網式   線串式   整合式    沈浸式    網絡式

     （1）       （2）     （3）      （4）      （5）    （6）     （7）      （8）     （9）     （10）

圖㆒  課程統整的方式（Fogarty，1991）

藝術與人文 社會

1. 星光燦爛
2. 勞動中的人口
3. 城鄉小調
4. 掌中天地

1. 認識台灣的
自然環境

2. 回想從前
3. 飲水思源

圖㆓  並列式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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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統整方式的優點有二：一是可使學

習者看出不同學科間的關聯情形，有助於學

生對學科與內容的意義之形成，而增進學習

遷移的可能性；二是學生在不同學科、不同

節課，甚至不同教師、不同教室之中學習相

類似的概念，有助於強化學習效果。然而，此

種統整方式的主要缺點是，在教師自行設計

課程的制度中，某一學科的教師得放棄部分

的自主性，而與其他學科教師進行妥協（黃

永和，1998）。另外，教師本身的能力，

如：對教材縱向與橫向發展的順序、類化的

能力等需加以考量。藝術與人文教師在嘗

試統整教學的初期，可使用此方法，不僅

能維持學科獨立性，也可兼顧統整意涵。

（二）共有式（shared）
此種課程被比喻為「雙筒望遠鏡」，意

即透過適當的焦距，可從不同的透鏡中看到

共同的物體。換言之，此種統整方式的特點

即是將兩個學科中所共同具有、相互重疊的

概念、技能或態度等部分，加以聯合組成一

個主題（黃永和，1998）。此與前述的「並

列式」所不同之處，在於「並列式」僅是調

整單元主題的教學順序，而「共有式」則需

找出兩個領域之間的共通性。例如，藝術與

人文的「城鄉小調」單元和健康與體育的「

城鄉交流記」單元可以將行前準備、規律

性、先後關係視為共有的概念，而加以配合

進行教學（見圖三）。

此統整方式的優點是重疊的概念可獲

得較深度的學習，並有助於遷移（黃永和，

1998）。缺點則是教師需花費較多的時間去

規劃課程，而且變通與妥協也是重要的因素。

共有式除了運用在領域之間，也可用於單元

與單元之間，利用共通的概念或技能來進行

統整。

（三）張網式（webbed）
此種統整方式是課程統整中最常被採用

的，是一種主題取向的統整方式。其特點是

以較具普遍性且意義豐富的概念作為主題，

而各個學科以此主題為中心，連結成一網狀

的統整結構，它使學習者可以看得到主題與

活動的完整群組（黃永和，1998）。例如：

以「變化」為主題，在藝術與人文領域中探

討情意的變化，國語科中的文字變化，數學

領域中的數字變化，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中

的萬物變化，健康與體育領域中的生理與心

理變化，社會領域中的脈絡變化（見圖四）。

行前準備

規律性

先後關係

城鄉小調

1. 導覽手冊的設計

2. 語言節奏的發展

3. 地名故事的發展

    及表演空間的運用

城鄉交流記

1. 快樂的旅程

2. 踢毽樂趣多

3. 潛伏的危機

藝術與人文 健康與體育

圖㆔  共㈲式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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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統整方式優點有二：一是能提供明顯

可見的、可引發動機的統合性組織，使學生

能輕易地看出不同學習活動與概念間的連結

關係；二是對於資淺的教師亦能很快地把握

此課程的設計原則；三是此種跨學科的課程

設計，有助於教師團隊的發展。缺點有二：

一是適當的主題不易挑選，而不適當的主題

卻可能導致學科間的關聯過於膚淺或勉強；二

是教師必須小心謹慎，以避免犧牲學科內在

的邏輯關係與順序（黃永和，1998）。張網

式是目前各小學最普遍使用的統整方式，但

教師卻常因不明白張網式真正的內涵，而淪

為「為求統整而統整」。例如以「母親節」為

主題，語文領域教有關母親節的課文；藝術

與人文領域教唱「媽媽的眼睛」，以及製作

康乃馨；社會領域就講述母親節的由來，數

學領域就計算如何分康乃馨…等，令人不

解。有鑑於此，藝術與人文教師在使用張網

式時，宜多審慎思考。

（四）線串式（threaded）
此為一種後設課程（metacurricular）取

向的課程統整模式。其特點是以思考技能、

社會技能、多元智能或研究技能等「重要概

念」為引線來串結所有學科，而達到課程統

整的目的（黃永和，1998）。例如：以「多

元智能」裡的音樂智能為引線，來串起藝術

與人文領域中認識布袋戲的後場音樂，國語

科尋找大自然中的聲音，健康與體育領域中

選擇適合表演的音樂，社會領域中認識原住

民的歌舞音樂等活動（見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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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㆕  張網式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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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統整方式的優點有三：一是教師強

調後設認知的行為，可以讓學生學到學習的

方法；二是讓學生瞭解學習的過程，可以增

進未來的學習遷移；三是維持每一學科內容

的完整，使學生學到終身受用不盡的思考技

能；缺點則是必須增設「另一種」課程，如

思考或社會技能課程；二是在於它未能明確

陳述或強調學科間的內容本身之關聯情形（

黃永和，1998）。藝術與人文教師若想進行

線串式的課程設計，可先由多元智能之音樂

智能著手，配合其他相關的智能，如：語言、

肢體動覺等來設計課程，將可達到事半功倍

之效。

（五）整合式（integrated）
此 課 程 被 喻 之 為 「 萬 花 筒 」 （

kaleidoscope），是一種科際整合的課程統

整模式。其特點為以每一個學科的基本元素

（包括內容、技能、概念與態度等）為基礎，

透過不同學科領域教師的合作，發掘出這些

學科基本元素的共通點，並以這些共通點作

為主題與引線來連結不同學科，成為一整合

的新組型與新樣式（黃永和，1998），通常

是協同教學的教學型態（阮志聰、蔡易峻，

2000）。

此種統整方式與張網式、線串式之不同

點，在於後兩者是演繹式的，它們是先設定

某一主題或重要概念，然後再以該主題或重

要概念為基礎來設計內容；然而前者是歸納

式的，主題與重要概念是從複雜綜合的跨領

域中浮現出來的（黃永和，1998）。例如：

以布袋戲、幾何圖形、詩、原住民等為各學

習領域的焦點時，教師團隊以這些焦點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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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㈤  線串式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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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討論，歸納出能作為統整之引線的「問

題解決」、「作決定」、「研究技能」等重

要概念，此引線即是指在這些領域內，所學

習到的重要概念，將來可以遷移至其他領域

的學習能力；以及由四個學習領域內討論而

得的，能形成這些領域軸心的「型態」、「

形狀」、「結構」等主題（見圖六）。

此方式的優點是能使學生易於瞭解不同

學科間的連結與關係，而當其被成功地實施

時，就外在而言，可以達到課程的統整；就

內在而言，則可以使學習者所學得的技能，

得到統整的機會，因為學生不斷地由學習中

獲得動力，而帶來了源源不斷的學習動機（

單文經，2003）。而從這種深度整合發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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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㈥  整合式的課程

來的真實計畫與實作表現，則是整合語文、

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藝術與人文

等學習領域的最佳舞台；缺點則在於該統整

方式的設計與實施是困難與複雜的，需要具

有高度熟練的教師，以及跨科系的小組合作

來共同完成（黃永和，1998）。換言之，整

合式課程是五種跨領域的統整模式中，最為

理想，也最具挑戰性的方式，若藝術與人文

教師欲進行整合式的課程設計，需考慮學校

的課程特色與所需的人力資源。

㈤、Fogarty統整模式應用示例

有關統整課程的設計與實施步驟之論述

很多，在教育部課程統整推廣手冊－理論篇

中，薛梨真、游家政、葉興華、鄭淑惠等（

2000）指出進行統整課程的設計與實施有八

個具體步驟：（1）蒐集、閱讀課程統整的

相關文獻；（2）多方徵詢各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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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訂定課程主題；（4）確認教學目標和概

念；（5）選定課程內容；（6）進行教學；

（7）進行總結性的評鑑；（8）修訂。實際

進行統整教學時可將上述簡略歸納為下表之

流程：（1）訂定主題；（2）確定目標、概

念；（3）決定課程內容；（4）進行教學；

（5）評量；（6）修訂與檢討。

在分述Fogarty三大類、十種課程統整方

式之後，為讓實際進行教學的教師，更進一

步瞭解統整的意涵與實際應用，茲以前述跨

領域之「共有式」統整模式，就藝術與人

文、健康與體育兩學習領域之課程統整為

例，並以圖示說明實際統整的步驟與方法：

（一）課程統整主題－「規律性」概念

1.藝術與人文領域

 語言節奏是藝術與人文領域音樂教學

中重要的學習活動，利用語言節奏

之規律性，引導學生學習節奏名稱。

2.健康與體育領域

   在健康與體育領域中，不論從事任何

運動，其動作皆含有規律性的律動

節奏，例如籃球，在投籃時，一定

會先運球，然後藉著運球的律動帶

球順勢上籃；跑步亦然，雙腳與雙

手的擺動即是一種規律性的律動。

（二）教學目標

 1.藝術與人文領域

‧藉由語言節奏的「規律性」，學習 

  的節奏名稱。

‧對應的能力指標：2-3-7 認識環境與

生活的關係，反思環境與藝術表現

的影響。       
 2.健康與體育領域

‧藉由運動項目體驗「規律性」，並進

而遷移至日常生活的其他學習領域。

‧對應的能力指標：3-2-2 在活動中表

現身體的協調性。

（三）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取材（康軒藝術與人文及健康

與體育兩學習領域，五上教師手冊）：

1.藝術與人文領域：城鄉小調之「坐火

車遊台灣」單元活動。

2.健康與體育領域：城鄉交流記之「踢

毽樂趣多」單元活動。

（四）教學活動（見圖七）

（五）教學與學習評量-依據教學目標，多

元、實作評量方式另定。

（六）修訂與檢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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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㈦  共㈲式課程統整步驟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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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學生透過共有式課程統整模

式，形成「規律性」節奏之概念，且不只使

用在藝術與人文領域的語言節奏之認知學習，

更可運用至健康與體育領域踢毽之技能學習

活動，無形中產生類化作用與學習遷移；只

是，統整的主題宜慎選，以能增進學生概念

或與生活相關，否則，將變成「徒有統整之

名，而無統整之實」。

㈥、結語

二十一世紀是講究創造力的時代，昔日

強調的記憶背誦能力，已被創新思考的能力

所取而代之，要如何提高國人的創意表現，

就應該從教育著手，培養學生良好的創意；

要如何培養學生良好的創意，就應該培養學

生具備文學與藝術的素養。因此，加強藝術

與人文學習領域的教學，是刻不容緩的事。

藝術與人文領域是七大學習領域之一，

包含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等方面的

學習，統整了音樂、美術、戲劇、舞蹈等不

同學科，與舊課程標準有很大的差異，教師

的教學方法亦應有所配合調整。本文即依據

Fogarty課程統整的方式，以藝術與人文課程

為核心，運用跨領域的五種方法--並列式、

共有式、張網式、線串式、整合式，提出與

其他學習領域統整的教學模式，希冀藝術與

人文教師不再如以前的教學方式，單打獨鬥、

照本宣科，而需視學校規模大小、師資、社

區資源等條件，組成教師教學團隊，設計最

佳的課程統整模式，讓藝術源於生活，也融

入生活，達成身心均衡的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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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紐西蘭的兒童年滿五歲之翌日起即可入

學，小學一年級（五歲）到十三年級（十七

歲）是中小學教育階段，都是免費入學，義

務中小學教育是6~16歲，免費且強迫之教
育，中小學都採學區免試入學，對於越區

就讀學生，學校會視名額狀況，訂定資格條

件招收或以抽籤方式來決定是否入學。本次

參訪了9所中小學，其校名如下：Macleans 
College（中學，9~13年級），Northcote 
College（中學），Chelsea Primary School（
小學），Owairoa Primary School（小學），
Eastern Hutt School（小學），Sacred Heart 
College（教會女子中學），Kelburn Normal 
S c h o o l（威靈頓教育學院附屬小學），
Wellington College（男子中學），Middleton 
Grange School（中小學一貫學校），這些學
校都招收國際學生，都展現優質創新的特

色，值得國內推動中小學教育改革的參考。

貳、紐西蘭㆗小㈻教育的㈵色

紐西蘭是社會改革的實驗室，原本是重

視社會福利的國家，後來轉型為市場導向之

經濟體系，教育也連帶的受到影響，朝教育

產業方向發展。紐國國民和善、好客、努力

工作，人民喜好運動、休閒，因此休閒旅

遊、航海事業發達。在海洋生物研究、生態

保護、大自然科學研究上有傑出之表現，這

當然要歸功於良好的教育制度與優質的教育

水準。以下提出紐西蘭教育的幾個特色，供

大家參考。

一、設置學校董事會  
紐西蘭公立學校皆設有董事會，是學校

最高權力機構，董事會決定校長人選。紐國

教育部對學校僅做校務評鑑及撥款工作，學

校事務大部分由學校董事會及校長負責，董

事會是由地方人士、家長組成，董事由家長

選舉產生，校長是董事成員之一，亦有教師

代表。董事會遴選校長，校長聘任教師，教

師須遵守相關服務規範，權責分明。董事會

要協助學校募款。董事要公布自己的事業，

簽署利益迴避文件，這份文件具有法律效

力，避免董事對學校有商業行為或從中牟取

不當利益，董事如遭檢舉不法並經查證屬

實，立即撤換或判刑。校長在人事和經費上

有很大的權限，負學校經營成敗之責任，對

董事會負責，類似公司的總經理。

二、精緻的小班小校

紐西蘭的小學大都是小班小校，校長類

似企業的執行長（CEO），負責校務發展規
劃、對外公共關係，副校長像是管家，協助

校內各種活動的規劃與推動，是很重要的職

務。學校組織架構簡單，強調任務導向，班

級人數大約20人左右，學校規模在幾百人之
間，大部分是小型學校，卻能朝精緻、彈

性、效能的方向發展，小校還是可以辦出特

色，展現績效。

三、蓬勃發展的教育產業

紐西蘭政府對中小學的經費補助，有人

事費及基本維持費，但學校都感覺不足。因

此學校會透過各種方法來爭取經費，例如藉

由辦活動來募款，或請社區人士、家長捐獻，

紐西蘭教育參訪記實（㆓）
㊝質創新的㆗小㈻教育
陳清溪／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主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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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的學校設國際部，由專人負責招收及

輔導國外學生，或辦理語言短期研習班，從

事國際交流，這些措施，對學校的經費收入

有很大的幫助。這次參觀的學校都招收有國

際學生，大部分是大陸、香港、日、韓等亞

洲地區國家的學生。

四、重視原住民族教育

2003年全紐西蘭人口約400萬人，毛利
人佔6%，約24萬人，但毛利語和英語正式
並列為官方語言，毛利學校遍及幼稚園、中

小學到大學，甚至碩、博士班，對原住民的

重視及保護是紐西蘭文化的一大特色，毛利

人透過選舉進入國會，來爭取毛利人的權

益，紐西蘭也重視各個種族之間的融合，在

紐西蘭的毛利人是一種光榮、有尊嚴的地

位，且有良好的發展。

五、重視體育的國家

所謂強國必先強種，強種必先強身，中

小學教育重視體育及運動也是功不可沒，從

小養成運動習慣，是奠定未來發展的基礎。

紐西蘭全國人口四百萬，在奧運比賽中都能

得到優異的成績，尤其在水上活動及足球方

面都能獲得佳績，這都歸功於全民運動的盛

行。除學校的體育課程外，學校也會安排水

上活動，內容多元有趣，例如游泳、划船、

水上運動等，並有其它球類、運動項目，例

如騎單車、直排輪。紐西蘭的家長會安排子

女課外運動，例如羽球、籃球等。在拜訪的

中小學中，學校並沒有像台灣一樣的PU跑
道或紅磚粉跑道，盡是一大片的草坪，多數

學校都設有遊戲場，為什麼一個小國，每次

在奧運或國際體育競賽都能有好的成績，要

歸功於整個社會的運動風氣，運動已成為每

個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另外也將體育活動

與大自然結合，利用地形的優勢，都是國民

體育興盛的原因。

六、經費補助分級制度

紐西蘭自1995年開始將全國中小學劃成

十個等級進行經費補助，政府補助學校教職

員薪資、基本維持費（按學生人數計算），

其它費用則需學校自籌。這十個等級第一級

是最貧困的學校，十級是最富裕的學校。十

級的劃分是根據人口調查資料：包括社區家

長的職業收入，社區的社經背景條件，父母

是否有領取社會福利救助，以及學生中毛利

人和太平洋島民的比例等。此種補助可讓弱

勢學生獲得較多的資源，以保障弱勢族群學

生之受教權。

七、風氣盛行的學校募款活動

紐西蘭的中小學教育經費有一部分來自

募款，包括向家長和社區的募款。學校會透

過舉辦一些活動來募款，例如辦理藝術作品

拍賣會、戲劇表演會。為辦理募款活動，全

校師生一起設計、佈置，展現團隊合作的精

神，及彰顯學生的學習成果，可說一舉兩

得。學校將募款所得用來改善教學環境，讓

師生受益。

八、靈活彈性的學校財務運作

紐西蘭政府每年補助給學校的經費，逐

年減少，但學校為了發展，必須開源節流，

想盡辦法爭取資源，招收國際學生，募款活

動則是普遍的現象，政府對學校經費的使用

很有彈性，讓學校充分自主，學校也樂於向

外界爭取經費，以支援校務發展，辦出有特

色的學校，呈現多元、活潑的學校教育。

九、因材施教的落實

紐西蘭過去強調教育上的公平措施，而

忽略了資賦優異的學生，因此自2005年起小
學必須為資優學生成立特殊班級，讓他們獲

得適性發展機會，另對於學習困難學生則由

學校進行補救教學，真正落實因材施教的理

念。在參訪學校過程中，發現班級人數均低

於30人，教學型態均採分組教學，教師在教
學一開始時做共同性、原則性的說明，然後

由學生分組操作學習，秩序井然，每個人都

能參與活動。小學施行能力分組教學，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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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採班群教學，由老師們選出一個班群主任，

負責每學期教學進度的協調，各班教師分工

及負責不同的主題，輪流進行協同教學。

十、分組教學的特色

紐西蘭的中小學在上課型態上採分組教

學，教師在台上講述、學生排排坐的上課方

式很少見，程度相近的學生會安排在同一組

（同質分組），並不會造成標籤作用，學生

也不會被放棄，而是按照其能力進行不同的

學習內容，以適應個別差異。而教師也受過

能力分組教學的專業訓練，所以班內能力分

組教學在紐西蘭是很普遍的事。從小養成學

生合作、分享的習慣，培養合群、團結合作

的美德，有助於人際關係的建立。

十一、重視思考教學

面對21世紀的競爭時代，培養國民具創
造思考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在紐國小學即

非常重視「如何學習」的思維訓練，教導學

生「學會思考」，透過課程的實施培養學生

的思考能力訓練。

十二、重視基本能力的培養

紐國中小學課程綱要由教育部制定，各

校再依據課程綱要規劃課程、教師設計教材。

全國的課程架構，包括七個領域：1.語言（
本國語言和外國語言），2.數學，3.科學，
4.技術，5.社會科學，6.藝術，7.健康與體育。
在小學階段英語的課程時數最多，其次是數

學，紐國教育工作者認為小學階段應先熟悉

本國語言，加上數學邏輯思考能力的培養，

有助於未來的學習。

十三、避免學生學習過累

1996年開始將中小學的上、下兩學期制
改為每年四個學期，每個學期約十週，放暑

假是12月到1月之間，放假六週，其他每個
學期之間放假二週，學生每天約8：30到
校，9：00開始上課，下午3：00放學。從這
個地方可以發現紐西蘭中小學生的上課時間

比台灣學生少，課業負擔也較輕。學生的書

包只有飯盒、作業本外，幾乎看不到教科書

或參考書，放學回家功課負擔不重且完成時

間有彈性，不必在一天內就完成，父母不需

代勞，學生可以獨立完成。教學評量不重名

次或成績，而是看孩子學會了没，針對不會

的，教師會尊重孩子的特性，實施補救教學。

十四、活潑豐富的教學佈置

教師會針對教學或活動主題佈置教學內

容，學生的作品也會當作教室的佈置品，學

習角落、置物區、學生學習檔案，都是教室

的重要展示地方。教室佈置內涵充實、色彩

豐富，顯得活潑、多元，不像台灣中小學教

室的蕭條、單調。從小讓學生感受到環境的

多樣性及色彩變化，才能激發創新思考的動

機。

十五、教科書制度

紐西蘭教育部公布課程綱要，中小學教

師依據課程綱要設計教材，小學生上課不用

教科書，中學教科書是由民間出版，再由學

校購買，學生如果有需要可以向學校借用，

也可以攜帶回家，學期結束再歸還學校，符

合環保要求，也減輕家長經濟負擔。教科書

在中小學師生的教與學過程中僅是參考用，

不是唯一的書本。

十六、鼓勵閱讀運動

中小學非常鼓勵學生進行課外閱讀，由

於資訊科技發達後，學生沈迷於電視、電

玩，因此學校在扮演推動閱讀運動工作上顯

得格外重要，各校都有完善的圖書設施及借

書制度，教師也會利用圖書室設施，來配合

各科教學，指導學生閱讀活動。社區也有公

立圖書館，也可以透過館際合作方式借到圖

書。充實閱讀環境非常重要，讓學生想閱讀

的時候就能拿到書，閱讀取材很方便。

參、可供台灣借鏡之處

從以上紐西蘭的中小學教育特色中，可

以發現有些部分在台灣的中小學已經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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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尚未完全落實，或僅是少部分學校實施但

績效不顯著。學校經營是否卓越，首要有良

好的制度，權責相符，校長對教職員要有聘

任權，經費的支配權，做好開源節流工作，

具創新的理念，有執行力，如此學校經營才

會成功，台灣中小學是否具有這些條件，頗

值得探討。因此衡量國情及制度之不同，筆

者試著提出一些可供台灣中小學借鏡之處。

一、落實學校專業自主，擴大家長參與教育

的功能

前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總諮議報

告書中建議：教育改革的原則是教育鬆綁、

權力下放。真正的鬆綁和下放要落實到學校

各層面，才能讓師生受益。紐國中小學皆設

有董事會，讓董事會來監督學校，教育主管

機關只負責經費補助及校務評鑑，讓學校充

分自主經營，社區人士及家長監督學校經

營，讓學校經營成為大家的責任。台灣應該

可以在國民教育法中明定公立學校可以設置

學校董事會，引進社會資源及擴大家長參與

教育的功能。

二、逐漸降低班級人數

紐國的班級人數大約在20人左右，國內
班級數6班的小學為數不少，班級人數也大
約在10-30人之間，但大型學校或都市地區
學校仍維持在30-35人之間，配合少子化之
趨勢，在不減班不減師的原則下，讓大型學

校之班級人數降低，小型學校則不廢校，朝

併校或改為分校、分班的方式，混齡教學，

讓學校成為社區教育文化的中心，社區力量

才不會消弱。

三、因應少子化現象，開闢生源

在少子化及教育經費逐漸減少的趨勢下，

發展學校特色並加強國際化能力，是很重要

的。一方面可以擴大生源，一方面可以增加

學校收入。政府只要開放學校可以招收國外

學生，經費收入又可以讓學校自主使用，不

必繳庫，學校才願意投入心力去做這件事。

四、落實原住民族法及全民體育工作

國內對原住民族之權益及教育皆訂有法

令保障，但原住民之權益及需求並未獲得完

整的保障及照顧，可能是政策未落實或方向

不對，紐西蘭對毛利人的政策值得參考。我

國一向重視體育，也積極培養運動選手，教

育部目前也推動每位學生學會一項運動技能，

這項政策有待持續推動落實。從體育課程的

實施著手，從小培養學生運動的習慣，課外

體育活動的推展也很重要，另外配合台灣的

自然地形、四周環海的環境，推動適合國人

的運動項目也很重要。

五、增加對弱勢學校的經費補助，及開放學

校經費使用的自主彈性

政府應建立教育經費補助指標，對弱勢

學校應給予較多的經費補助，以照顧弱勢學

生。在國內教育經費不足的情況下，中小學

經費開源節流是重要的工作，政府應允許學

校經費不受年度預算限制，可以循環使用，

剩餘不用繳庫，才不會消化預算，做好節流

工作。積極方面應鼓勵學校尋找資源，例如

募款、場地出借…等，爭取到的經費不必繳

國庫，以代收代付方式設立專戶管理，學校

將經費用於改善教學環境，讓師生受益。如

此整體教育經費才會增加，政府、學校、師

生三方面皆贏。

六、落實因材施教的理念，開發學生潛能

在台灣，大家都知道要因材施教，國民

教育法也規定要常態編班，不要給學生貼標

籤，卻未能落實因材施教的理念。在紐西

蘭，能力分組教學是非常普遍的事，如此才

能因應個別差異，開發不同學生的特質。因

此學校應打破班級界線，實施班群教學、混

齡教學，確實按學生能力不同進行分組教

學，或實施班內能力分組，將相同能力學生

放在同一組（同質分組），不放棄每一個學

生。學校不應嫌麻煩不實施，教師也應接受

實施分組教學的專業訓練，才能真正落實因

材施教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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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減輕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開創活潑多樣

的學校特色

紐西蘭學生5-17歲是免費教育，6-16歲
是義務教育，國中升高中是學區免試入學，

不必參加升學考試。紐國中小學生的上課時

數、課業負擔比台灣少很多，台灣也一直在

喊要減輕中小學生的課業負擔，但成效不佳，

學生課業負擔、補習，不減反增，台灣的學

校數並未減少，但大家都想上明星學校。因

此台灣教育的根本問題是升學主義，學校教

育為升學而辦理，學校特色無法建立，學生

潛能未能發揮，因此儘早實施十二年國教，

校校優質，才是減輕學生課業負擔的良方，

學生潛能才能發揮，學校特色才能建立。

八、改善教學環境，加強學生基本能力的培養

台灣教科書是一綱多本，造成家長經濟

負擔及學生課業負擔，因此可仿效紐西蘭，

由政府出資購買教科書，供學生借用，循環

使用，這當然要相關措施的配合，才會成

功，或許可以先試辦。鼓勵教師在教室佈置

方面朝活潑、多元的方向發展，呈現學生的

作品，讓師生共同佈置單元主題內容，才能

激發學生的創意。加強國語、英語、數學基

本能力的教學，教學節數應予增加，尤其在

小學低、中年級的階段；加強創造思考教

學，才能培養具創造力的國民。

肆、結語

紐西蘭的教育特色是由政府的權力下

放、制度鬆綁，及學校設置董事會，將學校

經營管理權力交給家長及社區人士，讓學校

成為社區教育文化的堡壘所建構而成。董事

會聘任校長，校長執行董事會決策，校長負

經營成敗之責，權責分明，校長領導學校師

生往卓越方向發展，建立學校特色，吸引國

際學生前往就讀。一所學校的經營不外乎建

立制度、籌措經費、自主的教職員聘用權、

靈活彈性的財務運作，在紐西蘭可以發現學

校經營的專業自主權，權責相符的教育體

制，行政運作過程的監督機制。台灣如果要

建立卓越的學校特色，教育主管機關的權力

下放及制度鬆綁（尤其是人事及經費），實

施十二年國教，是起碼的要求。讓校長權責

相符，學校專業、自主、彈性發展，教師教

學專業自主，落實因材施教，學生潛能必能

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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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回顧這波教改運動，教改審議委員會於

一九九六年，將兩性平等教育的主張注入教

改理念；然而隨著國內性侵害犯罪率遽升所

帶來的社會民意壓力，立法院也三讀通過「

性侵害犯罪防治條例」，並於一九九七年一

月二十二日公布實施。教育部也於同年成立

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學界對於兩性平等教

育的工作，也較過去有更多的關注與論述。

兩性平等教育也逐漸脫離理念與概念宣示的

階段，轉而進入課程改革的實踐，並藉著擬

訂課程綱要，讓兩性平等教育的觀念真正落

實（教育部，1998）。

因此，兩性平等教育如何在學校中有效

實施，以落實其具體成效的論述與研究亦愈

顯重要。本文擬先從性別刻板印象之意涵開

始，進一步分析兩性平等教育的教育意義與

目的，再就改善性別刻板印象之兩性平等教

育具體作法加以論述，希冀對學校中兩性平

等教育的實施與推動能有所裨益。

貳、性別刻板㊞象之意涵

刻板印象（Stereotype）造成了偏見，偏

見形成歧視，歧視引發對立與衝突（謝臥龍，

1996）。自古以來兩性之間的衝突與爭執，

皆產生於對彼此的刻板印象，因此要化解兩

性之間的衝突與爭執，必先就此部分加以瞭

解，茲概略將其意義、深層意涵及對學生的

影響分述如下：

一、性別刻板印象的意義

張春興（1992）指出，所謂的性別刻板

印象（Gender Stereotype），意指對男女行為

刻板區分的心理傾向。此心理傾向的增強與

消弱，受兩種因素的影響：一是我們所了解

他人的訊息量，另外則是個人隸屬於某個團

體的凸顯程度，例如一個人的性別在其所屬

的團體裡居少數時，則其性別就顯得特別突

出。

周淑儀（2000）認為，性別刻板印象是

一種對男女角色相當僵化、過度簡化及類化

的信念或假定，但卻忽略了其中的個別差異。

李卓夫（2000）亦認為，性別刻板印象

就是有關男人與女人，性格特質的一組簡化

與過度類化的信念；或者是說對男性和女性

應如何表現出，適當情緒及行為的內外在心

理規範。

綜合上述，所謂性別刻板印象即是對於

不同性別，在多元層面上所應該表現出何種

特性的信念，根據這些信念來判斷其不同的

表現。如興趣、職業、學習能力、人格特

質、依附對象的選擇或是各該具備某些基本

的技巧和能力。這些屬於性別概括性特徵的

「刻板印象」，一方面在無形中已指引著男

女兩性角色的扮演；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男女

兩性角色的發展方向、領域與機會。

二、性別刻板印象的深層意涵

性別刻板印象誠如上述所指，是一種在

多元層面上所應該表現出何種特性的信念，

它除了代表一種社會文化對兩性角色的信念、

規範之外，其實還具有深層的重要意涵：包

括它隱含社會期許的意味，以及它用非是即

非的分類方式，造成兩性的對立，以下分述

之：

（一）隱含社會期許：對於社會上成功

的中階經理人而言，他們經常被描述成具有

從性別刻板㊞象談國小兩性平等教育的實施
張憲庭／台北縣蘆州市成功國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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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特質、態度及性格，而這些特質、態

度及性格大抵上就像一般男人所具備的特質

（Algoe,Buswell & DeLamater,2000）。傳統

上，刻板化的男性特質被認為比女性特質更

積極正向，更符合社會期許，亦即刻板的男

性特質比女性特質得到較高的社會評價。而

女性的情緒特質（例如，害怕）也和服從性

以及膽小、缺乏權威、害羞，不具侵略性

等，密切相關（Algoe et al.,2000）。可見性

別是一個擴散出來的地位表徵，即使是在學

童的世界中也不能避免（Powlishta,2000）。

（二）傳達兩性對立：我們經常認為

男人是強壯的，而女人是柔弱的；男人是理

性的，而女人是情緒化的。對男女性所認定

的特質，經常採用非是即非的分類法，認為

是一個向度的兩端，彼此為負相關。例如，

Powlishta（2000）在以成人和小孩對性別刻

板意見的調查研究中就發現，成人區別男人

和女人的程度比小孩還大。也就是說成人的

性別刻板印象比小孩嚴重，成人尤其不願意

將傳統的女性特質加在男性身上，顯見成人

不僅將兩性視為相對的性別，且隱含鄙視女

性的意味。不僅是一般成人的性別刻板印象

如此，甚至於標榜性別平等的教科書裡，對

於男性和女性舉止的描述，仍帶有性別的歧

視（洪淑敏，2003）。

三、性別刻板印象對學生的影響

在校園中隨處可見教師以性別作為區隔

的標準，例如以男生表現陽剛的行為獲得讚

賞；女生在表現陰柔的行為上獲得讚賞。要

求男生要勇敢、獨立、理性、果斷、堅毅、

主動；要求女生要溫柔、整潔、文靜、被動、

同情、依賴、委婉。久而久之逐漸形成男生

就是要陽剛，女生就是要陰柔，這些性別刻

板印象對學生所造成之影響，加以分別敘述

如下（李姿瑢，2004）：

（一）形成負向自我概念：性別刻板化

造成女性比男性有更多負面的自我概念，包

括認知、情感和行為層面上。在青春期，女

孩必須面臨社會，對女性角色更嚴格的期

待，為了遵循此一期待，她們在成就、自我

主張和名望中感受到衝突，並且察覺到若要

達成後者（如成就），似乎意味著必須放棄

女性角色。而這根本的衝突，其實是起於內

在感情信念，及順應他人期望所致（劉秀

娟，1999；Whitney & Hoffman,1998）。

（二）限制潛能發揮：Eccles（1987）
指出社會傳統對女生的要求，依然停留在身

體吸引力、養育、感性和依賴；對男生則是

統治、成就取向、理性和果斷。這些價值特

徵和行為的後果，嚴重影響個體對事物的看

法，而對異性相關的一切未經思考及予以排

拒。以學業成就為例，數學和科學傳統以

來被刻板的視為屬於男生的專長，導致女

生雖有能力或意願從事此類活動時，為了

避免社會異樣的眼光而卻步。在性別刻板

與社會期待下，女生對數學和科學的自信

與表現不如男生，而這樣負面的概念又限

制了女生接納數學或科學相關的職業選擇（

Bornholt,2001；Yun Dai,2001；Bartholomew 
& Schnorr,1994）。

（三）影響身心健康：性別刻板印象

透過社會化歷程，造成社會文化中性別區

隔的禁忌，例如「男剛女柔」這樣的刻板

印象，讓男性不得不學會剛強；讓女性不得

不去學習柔順。在這樣被傳統分流的同時，

限制了男性柔順特質的展現；也壓抑了女性

剛強的一面，如此，所造成的傷害豈又只有

女性單方面而已。在各學術領域中，都證明

了性別區隔的禁忌和工作適應互有關聯（

Herr,1989），工作不滿意會導致很多心理

和身體困擾，性別刻板印象對心理健康有著

消極的影響，引發更多生活困境和身心問題。

參、兩性平等教育的意義與目的

教育部於一九九七年頒行「兩性平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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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實施方案」，做為教育部推動兩性平等教

育的依據，在此之前有關兩性平等教育的名

詞十分紛歧，除了最初的性教育一詞外，尚

有兩性關係、兩性教育、性別意識教育、婦

女權益教育、兩性平權教育等等的名詞，最

後以「兩性平等教育」一詞來涵蓋上述名詞

的全部，甚至包含更多，此舉不但涵蓋了所

有兩性議題，更指引出兩性教育未來發展方

向與目標（嚴敏秀，1999）。茲將兩性平等

教育的意義、內涵以及目標，分述如下：

一、兩性平等教育的意義

謝臥龍、駱慧文（1996）認為兩性平等

教育的意義，旨在經由教與學的歷程，灌輸

學生兩性平等的意識型態，茲以減低並消除

傳統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性別偏見與歧視，

進而達成兩性平等與和平。

張玨、王舒芸（1997）亦認為兩性平等

教育應含括兩個概念，亦即呈現與尊重多元。

也就是說，在教學內容與教學歷程中反省、

反映並探討男女兩性生活體驗的差異，破除

兩性不平等現象，才能建構符合多元文化教

育精神的兩性平等概念。

綜合上述，兩性平等教育的推動，即是

希望透過「教育」的歷程和方法，使兩性都

能站在公平的立足點上發展潛能，不因生理、

心理、社會及文化上的性別因素而受到限

制，期望經由教育上的兩性平等，促進男女

在社會上的機會均等，而在兩性平等互助的

原則下，共同建立和諧的多元社會。

二、兩性平等教育的內涵

基於對兩性平等教育的價值與肯定，協

助學生認知兩性的多樣性，教導學生瞭解團

體成員之間彼此如何形成價值、態度與行為，

並且引導學生破除性別歧視、偏見與刻板化

印象，以促進兩性間的和諧共處。茲將其內

涵既述如下（謝臥龍、駱慧文，2001）：

（一）個人身心發展的理解：知己知

彼，了解兩性天生的生理異同，始能互相真

誠尊重體諒，此為兩性教育之基本要點與要

件，以因應身心發展時，不同階段的困擾。

（二）性別角色的合宜扮演：性別角色

是被社會文化所建構，唯有先透過省思、解

構宰制，才能建構合乎時宜的角色，落實兩

性平權於生活中，讓青少年了解傳統社會的

兩性不公現象，避免自己成長的過程中對異

性的看法再重蹈覆轍。

（三）兩性關係的和諧發展：兩性關係

必須以和諧的態度去尊重對方、欣賞對方，

經由良好的溝通技巧進行互動，才有所助

益。現代青少年認識異性的機會增多，使其

了解男女交往時的正當方式與行為著實必

要，故應教導學生培養紳士與淑女的風度，

尊重對方外，更須避免傷害對方。

（四）性侵害防治教育：提倡身體自主

權，讓學生愛自己也尊重別人的身體。認知

危險的來源，學習研判情境危險與否，自生

活中時時注意，才能防患未然，保護自己。

不只是單方面的小心謹慎而已，也應該對周

圍的人、事、物有高度的敏銳性，具備辨識

危險情境的能力，是防治性侵害的基礎。

三、兩性平等教育的課程目標

兩性平等教育的課程目標，主要著重於

整合兩性平等教育資源，建立無性別歧視之

教育環境，以實現兩性平等的目標，綜合彙

整國內外文獻與符應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教

育部研究專案小組擬出「兩性教育的課程目

標」，主要著重於認知、情意、行動三層

面。整合這三個層面，可以推衍出以下總共

六項課程目標（蔡韻晴，2002）：

（一）認知層面：藉由瞭解性別意義、

兩性角色的成長與發展，來探究兩性的關係。

1. 瞭解性別角色發展的多樣化與差異性。

2.瞭解自己的成長與生涯規劃，可以突

破兩性的社會期待與限制。

（二）情意層面：發展正確的兩性觀念

與價值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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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表現積極自我觀念，追求個人的興 

趣與長處。

2.消除性別歧視與偏見，尊重社會多 

元化現象。

（三）行動層面：培養批判、省思與具

體實踐的行動力。

1.主動尋求社會資源及支援系統，建 

立兩性平權之社會。

2.建構兩性和諧、尊重、平等的互動 

模式。

綜合上述，兩性平等教育的目標，是希

望教導學生能了解兩性在本質上的差異、消

弭性別偏見、歧視與衝突、培養個人主體

性、創造兩性平等尊重的人際互動，追求

兩性和諧社會的營造，以及兩性身心潛能的

充分發揮，與兩性自我的完全實現。然而，

要達成此一兩性平等教育目標之首要關鍵任

務，在於如何破除性別刻板印象（游美惠，

1999）。因此，改善性別刻板印象之兩性平

等教育策略，是落實兩性平等教育目標，初

步階段的必要工作。

肆、改善性別刻板㊞象之兩性

平等教育策略

改善性別刻板印象之兩性平等教育策

略，包括教材的運用與教法的調整，有效的

教學策略是達成教育目標的捷徑，在兩性平

等教育上，有了上述的課程基礎之後，教師

更要懂得如何運用有效的教學策略，提供學

生有利的學習環境，培養健康的性別觀，茲

將其策略列舉如下，以做參考之用：

一、建立健全的組織運作模式

一個方案的推動成效如何，組織和運作

的健全是首要的條件。學校的兩性平等教育

委員會成員應有行政人員、教師、家長、社

區人士等代表，且必須有多數或具代表性的

女性成員參與，如此在運作時方能站在女性

的角度上，重新檢視校園文化中的性別偏見

現象，導正教學中的性別刻板印象，徹底解

構父權意識形態下兩性不平等的情形。

二、營造無性別偏見的校園環境

境教、制教是重要且無形的教育力量。

舉凡校園空間規劃設計，校園的開放與安全

維護、兩性互動空間的安排、學校教育活

動、校內組織活動等，皆是傳達兩性平等觀

念的潛在教育力量，影響既深且遠。因此，

學校應積極營造兩性平等的校園環境，重視

校內的人身安全，並發展性別歧視與性侵害

事件的危機處理模式，輔導轉介及通報申訴

制度，提供全校師生兩性平等的教學環境與

生活空間（吳宗立，2001）。

三、教師自我性別意識的反省

目前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的重點，首

先應聚焦於教師既存的觀念，從教師性別意

識的覺察著手，進而發展教師尊重差異，接

受多元並陳，擁有多元文化精神的胸懷。在

學校生活中，教師是與學生關係最為密切的

人物，也是學生最崇拜景仰的偶像。因此，

每一位教師都應該深刻反省自我的性別意

識，以期能夠提供學生正確的性別楷模與健

康的性別觀念。

四、加強父母性別平權的認知

家庭教育乃是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之基

礎，也是兩性平等觀念的搖籃，具有潛移默

化的功能，影響至深至鉅。因此，想讓子女

具有兩性平等的觀念，就須先從家庭教育做

起。父母先要有正確的觀念，在教導上、行

為示範上、家庭資源分配上應有平等的觀念

和作為，勿再以性別刻板印象及性別意識教

導子女，以免子女存有兩性不平等的錯誤觀

念。

五、運用繪本實施兩性平等教育

繪本是許多人童年時期初接觸到的書，

它的文字少、圖晝多、想像力豐富、容易理

解，讓許多大小朋友都愛不釋手。尤其小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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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更喜歡它生動活潑、或是溫馨可愛、或是

充滿想像等不同的風格，但都同樣引人入勝。

利用繪本來作為學生性別教育的題材，顯然

是相當適合的，一則學生容易理解故事內容，

再則學生對於繪本甚感興趣，這對於教師利

用繪本落實兩性平等教育的實施，顯然是相

當令人振奮的（洪淑敏，2003）。

六、發展兩性平等教育評鑑機制

兩性平等教育的推動，應擬訂實現目標

的發展策略和具體措施，並依策略、措施來

推展工作，才能達成計畫目標。為了自我監

控兩性平等教育的實施，以回饋作用檢視目

標、過程和績效，學校應發展兩性平等教育

評鑑機制，如此方能提供決策時的參考，以

促進教育革新。

伍、結語

性別刻板印象，是長久以來兩性別平等

教育施行的最大阻礙（蔡家廷，2001）。因

此，在學校方面，除了建構兩性平等的學校

文化與環境，持續不斷的推動兩性平等教育

的專業研習與活動之外，對於課程、教學與

評量最重要的執行者教師，應培養正確的兩

性觀，一方面編選具有性別均等的兩性觀教

材，另一方面能澄清與修正教科書中的性別

偏見，透過在各學習領域的基本教學時數，

與彈性學習時間的運用，將兩性教育議題的

理念真正落實於課程實踐之中。

總之，兩性平等教育的推動，必須建立

於對兩性刻板印象所產生的覺知、信念與行

動，清楚瞭解兩性刻板印象對學生的影響，

透過持續不斷的反省實踐，教導學生熟悉自

己的優點，認知自己和尊重他人在性別中的

差異，使兩性平等教育確實在生活中落實，

共創兩性和諧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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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內教育改革一向有獨尊美國的趨勢，

無論是教育體制、課程改革、教學革新甚至

各項教育評鑑機制都與美國的教育體系相似，

推測其原因，大概是因為國內教育學者多為

留美學者為最大流派，導致各項教育政策，

深受留美學者的學歷背景影響。不過近年來

從歐洲返國的教育學者逐漸引進歐洲教育思

想，試圖帶領台灣傳統教育走向全人教育的

改革之路。

早在一百年前，也就是二十世紀初，

歐洲的教育改革，正呈現欣欣向榮的景

象，德國改革教育歷史相當悠久，著名

學者有尼采（F r i e d r i c h  N i e t z s c h e）、

李茲（Hermann Lie tz）、凱新思泰納（

Georg Kerschensteiner）、斯泰納（Rudolf 
Steiner）、彼得生（Petersen）等人。其

中，斯泰納的改革教育思想與其創設的華

德福學校已經成為歐陸著名教育實驗場所

之一（范熾文，2004）。

陳惠邦教授在其「華德福學校教育學的

現代意義」（陳惠邦，2001）一文中，介紹

如下：

廿世紀之初，歐洲的改革教育思想以對

抗與改革傳統公立學校為訴求，以民主自由

教育及個性發展為理想，並在各地匯為澎湃

的「新教育運動」。歷經一個世紀的變遷與

發展，「新教育運動」已經在思想理論與教

育實踐上轉而發展成數個流派，其中蒙特梭

利教育學（Montessori-Pädagogik）、耶納教

育實驗（Jenaplan-Pädagogik）、道爾頓教

育學、弗來納特教育學（Freinetpädagogik） 
與華德福學校教育學（Waldorfschulpädagogik）
被稱為歐洲大陸改革教育思潮的五大代表

方向。

2004年三月，筆者有機會參與桃園縣第

五期國中小候用校長儲備訓練的課程，與桃

園縣前任教育局長陳惠邦教授，前往歐洲國

家進行不同類型學校教育參觀學習，略窺歐

洲教育改革的殿堂，瞭解歐洲學校如何發展

出重要的基本哲學信念，可以維持百年而不

變，進而能將其所彰顯出某種明確的教育行

動哲學觀，導引學校整體課程與教學的發展

方向，激發師生高度反省檢視的行動科學觀，

緊密實踐於生活當中。因此，此次德國華德

福學校教育參觀，藉由探究華德福學校教育

理念與實務，除了提供國內另類實驗學校教

育工作者的參考外，對個人未來經營學校具

有啟示的作用。本文首先探討華德福學校教

育背景與發展，其次介紹參觀學校－德國華

德福St.Georgen學校參訪，最後提出其教育蘊

義與個人反思。

貳、華德福㈻校教育背景與發展

一、華德福教育的起源

華德福（Waldorf）教育源於魯道夫‧斯泰

納（Rudolf Steiner,1861）自創的「人智學」

（Anthroposophy）。斯泰納是奧地利的科學

家、哲學家與藝術家。從七歲開始就常有心

靈體驗，這樣特別的生命經驗對他的學習和

發展有很大的啟示，並引領他進入心靈科學

的研究，此研究即為「人智學」。斯泰納的

德國華德福㈻校教育參觀
Freie Waldorfschule St.Georgen

劉雲傑／桃園縣㆗壢市興仁國小總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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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哲學是基於整體性的觀點，主張藝術、

學術與實務工作之平衡，透過藝術配合學童

意識變化而創造出一個既超越正規學校階級

限制，又保有他們的善、美、真的教育，

同時必須將政府及經濟的干預減至最低的教

育學校（Hale，2003）。

二、華德福的教育思想

斯泰納認為：人是一個活生生的有機

體，不是被動的。每個人都有身體的有形物

質、精神層面的文化內涵及心靈層面的主體

思想，此三個層面開展才能成為「人」。（

台南市幼兒教育發展協會，2003；鄭鼎耀

譯，1997；Oppenheimer,2003；Steiner,1988）
斯泰納透過「人智學」嘗試解釋人是什麼，

「以人為本」，「人為宇宙中心」的教育思

想出發，主張人的本質由身體﹝body﹞、靈

性﹝spirit﹞和心靈﹝soul﹞結合的。人經由

「身體」來認識他所屬的世界，經由「靈

性」來建立他自己的世界、經由「心靈」來

建立達到更完美世界，斯泰納教育目標就在

於促進個體的全面發展（陳素月，1997）。 
三、華德福的教育發展 

自1919年，魯道夫‧斯泰納博士協

助企業家Emil  Molt在德國的司圖加特（

Stuttgart），為改善其華德福工廠員工子女

的教育品質，創辦了第一所從一年級到十二

年級的華德福學校（Waldorf School）。從

此「人智學」的教育理念已經成全球性的教

育運動浪潮（陳惠邦，2003）。至今，在美

國或加拿大有「北美華德福學校協會」，目前

遍佈全球五十多國，已有六百四十多所華德

福學校（小學到高中十二年一貫制），一千

多所的幼稚園及托兒所，三百多所身心障礙

社區及治療研究中心，以及六十個師資訓

練及研究機構（余振民譯，1997；張淑芳，

2003；鄧麗君、廖玉儀譯，1998）。

四、華德福的學校體制與學校行政

華德福學校是政府認可性質的公共教育

機構，通常採取十二年一貫的完全中小學，融

合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兩類課程為其特色，

課程與教學完全由教師與家長自主決定，不

受政府教育政策影響。根據私立學校相關法

令，私立學校只要符合公共教育的，其人事

費均由國家負擔。學校沒有校長或主任的科

層行政組織，其行政與教學工作都由教職員共

組的自治組織與自我管理（陳惠邦，2003）。

五、華德福學校的課程、教學與評量

華德福學校的特色課程是田園教育、農

場實習、工藝教育與律動（Eurythmie）（

陳惠邦，2001 ），這些課程強調手的操

作、刺激腦的思考、啟發心智成熟的全人教

育核心概念，且具有統整生活與體驗學習的

意義，其目的有三 ，其一，華德福教育強

調人的整體發展，即身、心、靈的和諧發

展，雙手的勞動創造，實際上是兒童在塑造

自己的組織器官，會使人心靈手巧。其二，

讓學生們通過肢體勞動，了解到人類社會發

展的基本過程。其三，工藝、音樂、律動藝

術和生活體驗是創作的最高表現，動手操作

是培養想像力、創造力和藝術素養的重要手

段，是陶冶心靈的過程（吳蓓，2000）。

華德福學校最常使用的教學方法是以自

由遊戲、唱歌、說故事（神話故事）、戲劇

（配合面具）以及接近大自然為主（陳惠邦，

2001）。重視遊戲團體（playgroup）概念。

其概念包含環境、心情、音樂、規則、遊戲、

歌聲與故事（Billington,2003）。強調與生

活連結，教學方式類似裴斯塔洛齊的「直觀

教學」。剛開始並不急著教導學生許多事務，

而是讓學生瞭解事實，認識現象。間隔一段

時間後，再給予學生有複習機會，最後再加

以討論、分析經歷，以建立明確的概念（范

熾文，2004）。

華德福學校不主張通過考試、比賽和排

名次等方法來衡量學生，而是通過展示學生

自己製作的教科書、繪畫、手工等作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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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表演話劇、唱歌、朗誦和演奏等活動，

來展現學生的綜合能力和深層意識，讓每個

孩子都能發揮他們的個性並得到承認和欣賞。

在這種鼓勵和欣賞下，孩子才會對自己充滿

信心，也會欣賞和尊重他人，從而建立互相

尊重和互相接納的人際關係，體現教育的真

正意義（黃曉星，2003）。

從上述文獻探究筆者深刻體認德國華德

福學校教育，致力於創造「全人教育」的教

育行動哲學觀，其核心理念－「身、心、靈

的和諧發展」，影響教師教學信念與意願，

以真誠的熱情與執著、豐富的想像力，為拓

展兒童豐富的學習內涵而努力，落實培育兒

童外顯的「手、心、腦」能力，並配合兒童

不同的成長階段，啟發潛藏於兒童內在的「

意志、情感、思想」能力，透過課程帶領兒

童，幫助兒童找到他與工作、同儕與老師之

間的個別關係與興趣發展。

華德福教育的真意在於「引導出來」兒

童的能力，而非「灌輸進去」成人認為的知

識。魯道夫‧斯泰納說：「我們不應該問一

個人需要知道什麼或能做什麼？以及能適應

既存的社會情況？我們應該問存在於每個人

的內在是什麼？而且，在他的內在有什麼可

以被發展的？只有那樣，我們才有可能指引

新生一代的新特質進入社會。社會也才能成

為整體人類，以及年輕人所組成的社會。新

一代不應該只是被塑造成當今社會要他們成

為的。（余振民譯，1997）」。由於參訪時

間只有短短的一天，不足以綜觀華德福學校

整體連續的課程發展與深入探究教學現場，

但筆者針對斯泰納的「人智學」的精神理念，

參觀德國華德福St.Georgen學校環境、課程、

教學實施與其教師行政團隊對話討論，將所

得的資料整理如下：

參、德國華德福St.Georgen㈻校

參訪

一、學校運作概況

Freie Waldorfschule St.Georgen全校學生

五百六十位、教師四十多位，是一所十二年

一貫的完全學校，接受華德福學校的主要課

程。學校行政機制偏向扁平化組織，未設有

校長與主任的職務。每年由教師共推一名主

席擔任召集人〈主席仍需授課〉，負責統籌

學校行政事務與對外關係的聯絡人。學校裡

許多的行政工作是由全校老師與家長所組成

自治組織，共同規劃安排合作完成。每週五

固定與家長召開會議，討論有關學校行政工

作運作與溝通協調的問題。

二、校園巡禮

學校校舍建築簡單樸素，室內外牆內壁

粉色柔和的色調，強調大自然的色彩融入學

校的學習情境中，藉由不同顏色的視覺感覺

與效果，帶給師生不同的感官刺激，以激發

師生無限的創意思維。校舍內部的階梯、門

庭、窗櫺與天花板都以未經刨光的原木組

合。尤其是天花板的結構更是以曼妙的幾何

線條加以編織而成，配合深沉粗糙的原色牆

面，顯現出大自然間原始的樸拙與青澀，強

烈表現出華德福學校的自由與開放的訴求，

是一種返樸歸真內在信念。

學校川堂走廊展示學生的工藝雕刻、美

術繪圖作品。從作品精緻程度可知學校對於

工藝課程的品質要求，學生在製作過程中發

揮無限的創意，尤其在顏色與造型的搭配足

見學生巧妙的心思。

教室窗戶以大塊面玻璃為主的設計是一

大特色，其主要目的是針對室內自然採光的

需要量，盡量擷取自然陽光與熱能，暖化教

室溫度，透過玻璃直接取得室外光能的設

計，可使冬天陽光深入並穿透室內，搭配屋

內間接與隔絕的空間設計，規劃室內與室外

牆面的空間比例，使空氣的分布均勻，達到

冬天暖化的效果，減少冬天能源的消耗。

教室裡除了強調自然採光，教室裡所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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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的燈具採用柔和的黃熾燈泡取代刺眼的省

電日光燈，也因為採用柔和的黃熾燈泡教室

裡也倍覺溫暖，且具有沉澱學習情緒的效果。

誠如陳惠邦教授所言：「我們為了要節省電

源，教室裡全面使用日光燈是不妥的政策，

因為日光燈是學生視力的潛在殺手。」運用

窗戶大塊面玻璃設計以節能省電，裝設黃熾

燈泡保護學童視力，兼顧環境教育與視力保

健教育的設計，也是St.Georgen學校的一大

特色。 
三、師資來源

華德福學校在德國算是體制外的私立學

校，因此學校制度與德國一般公立學校的運

作不同。St.Georgen學校並沒有教師員額的

限制，在經費可支應的狀況下，由學校自行

聘任教師，目前學校的四十位教師中，並非

全都是全日制，有些是半日制或兼任鐘點者，

師資結構則視學校課程設計的內容而定，人

事自主空間相當彈性。

要成為華德福學校的師資，第一個條件

是大學畢業生，尤以教育學院畢業生為主，

然後再接受華德福學校師資訓練課程，在德

國有許多華德福學校師資的訓練機構（目前

約有六十所），專為華德福學校教育理念規

劃職前師資培育與在職進修課程。課程涵蓋：

人類研究﹙The Study of Man﹚、教師論壇

﹙Discussions with Teachers﹚及實用教學﹙

Practical Advice to Teachers﹚三部分，這些

課程後來集結成冊，成為往後全世界華德福

師資訓練基本課程參考必備內容。

另外，有許多認同華德福教育理念的家

長，亦參與學校的教學運作，實地到校擔任

教學助理的工作。由於華德福學校極重視「

動手操作」的課程，例如木工裝潢、皮雕木

雕、鐵工編織等技藝課程，因此有些教師只

是職業學校畢業但具有技師證照者，在接受

華德福師資課程訓練後，也能成為學校的師

資〈師傅〉，類似學徒導師教導學生有關工

藝技能的學習課程。

四、課程發展內涵

在德國每一個邦的法令不同，各邦政

府訂定課程綱領，雖然有邦政府頒訂的正

規學校課程綱領，但華德福學校依據其教育

理念參酌邦的課程綱領，再研擬屬於該校的

課程綱領作為學校課程發展的依據。在這所

St.Georgen華德福學校的學生從一年級到六

年級以及七年級到十二年級兩個階段，分別

由同一群老師擔任（除了少數流動的老師）。

因此，課程的內容安排是以「教師群」為課

程研發的基本單位，教師群根據該校的課程

綱領為依據，擬定全階段年級的學習課程。

由於該校重視全人的發展，其核心理念在於

心靈的發展，因而極重視意志、手工與勞動

的課程規劃，在各個學習領域的教學活動中，

融入「手、腦、心」能力的開發的課程概念。

因此，在許多的課程活動中均會融入「美與

健康」和「動手操作」的概念。例如：手工

藝術、繪畫雕刻、舞蹈律動、田園農事等，

主要還是要訓練學生雙手，刺激大腦，啟發

心智的歷程，以符合「人智學」的教育基本

哲學信念。

五、教師專業成長與教學評鑑

St.Georgen學校每週四下午學生不上課，

老師進行閱讀進修，大多閱讀有關華德福教

育信念的書籍，藉此提升教師對於華德福教

育哲學理念的專業對話與交流。教師群之間

必須每學期進行交互的教學觀摩3-5小時，

並利用週四下午進修的時間提出回饋意見，

經驗分享，充分表現出華德福教師專業自主

的精神。

另外，每天學生放學後，教師群則在教

師休息室或站或坐、喝咖啡，輕鬆的討論當

天有關教學教法與學生學習的問題，共同分

享教學上的甘苦，並針對相關教學問題與學

生問題處理提出解決的辦法，教師群對話反

思檢視的氣氛濃厚。

家長積極性的參與校務，組成教學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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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也是一大特色，每學期開會六次，討

論有關教師教學成效的議題以及安排教師專

業成長的進修課程。家長評鑑委員亦可以到

教室進行教學觀察，同時提問學生回報有關

教師的教學情況。針對教師教學蒐集屬質屬

量的觀察資料，經由家長教學評鑑委員會予

以討論。當發現不適任的教師時，由家長及

老師組成教學評核小組，針對蒐集教師教學

的觀察資料，並藉由談話輔導、示範觀摩或

再進修的方式，積極協助該名教師改善教

學，若無法改善其教學情況，則改聘為半日

制或鐘點兼課的教師。

六、學生就讀費用

該邦是較富有的一個邦，學生的學費三

分之二由邦政府補助，而邦政府要求這所體

制外認可的私立學校必須保留部分名額給邦

政府，以提供給較貧窮的學生到該校就讀。

目前學生每個月自付120歐元〈不含午餐及

下午自行選課上課的費用〉學費，但如果一

個家庭同時有二人以上就讀本校，則給予減

價優惠，並會向較富有的家長募款，請他多

支付一些學費，協助其他學生就讀。

七、關於學生學習進路

目前全校有學生五百六十人，採取每年

畢業生與新生人數對等的入學政策。新生入

學的條件未設限制，最重要的條件是家長要

能認同華德福學校的教育理念，並藉由與家

長正式的會談來確認家長的認同度，並要求

家長提出對華德福學校的看法並經由家長與

教師組成的「學生入學委員」會議認可後便

可就學。甚至有部分的家長是在幼稚園階段

便先入學就讀，觀察學生適應性與認同度，一

旦順利便繼續進入一年級就讀，藉以試探學

生對於華德福學校體制的適應性。

申請入學的學生過多，是目前學校最大

的問題。目前申請人數大約是招生新生名額

的六倍，所以這些學生必須由「學生入學委

員」會負責與申請者的家長會談，並決定讓

較有相同教育理念者入學，同時也會考慮男

女學生的平衡的因素，決定新生入學名單。

在佛萊堡有三所華德福學校都有申請人數過

多的困境，但也因此讓政府極為重視華德福

學校教育體制，除了給予經費補助協助學校

辦學，以滿足學生家長的需求之外，也將華

德福學校列為重要的實驗學校，作為其他正

規學校辦學的參考。

一般體制內四年制的小學教育後（十

歲），就必須依照能力、性向及興趣選擇分

流至所謂的「主幹中學」（學徒訓練）、「

實科中學」（中等政商實務人才）與「文法

高中」（社會精英）（陳惠邦，2001）。但

該校是屬於合流的「綜合中學」的型態，對

於不同的能力學生，給予不同的學習課程內

容。對於未來要繼續升大學的九年級學生，

學生可自行決定參加升學的選修課程，加強

課業學習。對於未來朝向職業職場發展的學

生，也能提供適性的職業技藝課程以及產學

合作的就業機會，輔導學生未來的進路發展。

學生畢業成就證明，取決於教師群的學

習評鑑機制。教師群對於學生學習評鑑有很

大的自主性以及評鑑權限，教師根據學校課

程綱領的基本能力指標，設計評鑑規凖、內

容與方式。學生只需通過教師群自行設計的

評量測驗後，即算是達成基本能力獲得畢業

證書，不需要再藉由外部的正規學校測驗的

認可。

根據學校追蹤學生成就表現發現，這裡

的學生有過半的學生進入大學就讀，且學生

在大學裡成就表現屬於頂尖的前三分之一，

而且對於進入職場的學生，也能在其專職的

領域中，發展自我的能力而有所成就。因

此，學校將學生優異的成就表現，歸因於接

受華德福自由開展學生心智的學風所培育優

質的學習態度所致。

八、教師教學參觀

在華德福學校普遍不使用教科書，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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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只是針對需要系統組織的教材，進行邏輯

性的銜接與延伸，如數學科。學期結束教科

書是要回收給下一屆學生使用，學生不可以

在教科書上做上記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學校裡除了鮮見近視學生外，對於容易造成

環境危害的物品也難得一見，可見學校對於

環境教育的重視，幾乎是將環境教育的理

念-「型塑大自然的尊重與關懷之人文素

養」融入於日常教學與生活當中的。例如在

學校裡很難發現寶特瓶水罐、汽水飲料、鐵

罐鋁罐、塑膠製品等，師生所用的飲食器皿

均是可再利用的；學生使用的文具用品發現

學生書包、鉛筆盒多半是布質的，平時上課

使用鉛筆及粉臘筆，沒有原子筆、自動筆、

修正液、膠水膠帶；教室佈置、油漆粉刷、

桌椅置物櫃…都是以自然質料的產品呈現，

在德國參觀的幾所學校這些都是共同的現象，

所以班級教室氣氛可以感受到濃厚自然與人

文的靜謐與樸拙。

這節參觀二年級數學科教學活動，教室

裡沒有講台、講桌。黑板是三層摺疊式，裡

面是事先繪製好的學習教材，是用彩色粉筆

畫好的圖案。老師指導學生「除法」的概

念，二年級教授除法，我們則重視加減法，

這與我們的數學課程序階明顯的不同。學生

桌面上練習演算的文具，竟然是各種不同顏

色的粉蠟筆，所用的紙張十分粗糙，就是要

方便讓學生塗抹。老師佈題後，學生一邊思

考除法的邏輯，一邊利用拿著粉蠟筆不斷的

在練習紙上畫圖，一邊畫畫，一邊思考。筆

者深入觀察學生的思考運作過程，學生在練

習紙的周圍畫上鮮明的畫框，並設計不同的

花邊，塗上不同的顏色，學生竟然能一邊畫

圖，一邊建構除法的概念，好像畫畫的色彩

與數學的邏輯結合了。教學過程中老師善用

各種顏色的粉筆繪圖解說，試圖透過繪圖的

方式傳遞數學除法中連續減法的概念，數學

運算與繪圖解題的連結教學流程令筆者感到

驚奇。這與該校強調手的操作、刺激腦的思

考、啟發心智的成熟的教育核心概念是相符

應的。

第二節參觀四年級韻律舞的教學，教學

者係由具有舞蹈專長的學生家長擔任，學生

披上簡單的彩衣，教師指導學生基本的舞

步，舞步著重在肢體大幅度的擺動。強調學

生必須隨著音樂的旋律，進行誇張的肢體律

動。整個課程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教師示

範、學生仿做、學生表演，音樂的旋律與肢

體的動作十分明顯。這也與該校強調手的操

作、刺激腦的思考、啟發心智的成熟的教育

核心概念是相容的。

肢體律動舞蹈教學是華德福學校的核心

教學概念，在課程規劃上有一系列系統的課

程組織，教學教材內容也是經過教師群與家

長共同討論研擬的，不同的年級接受不同層

次的韻律舞蹈教學，十二年級的學生韻律舞

蹈教學偏向於創意的表現型態。

第三節是欣賞十二年級的學生韻律舞的

表演。學生披著簡易的彩衣，老師一旁伴奏

蕭邦的樂曲，學生很自然的隨著舞曲翩翩起

舞，學生表情神態自然，很習慣這樣的上課

方式，第二首為貝多芬的樂曲，學生亦隨著

不同風格的曲調，轉化出不同的舞蹈型態，

可以了解的是音樂的律動配合肢體的擺動，

也是強調肢體與音樂之間的和諧美感，在在

顯示出強調手的操作、刺激腦的思考、啟發

心智成熟的教育核心概念。

最後參觀學校旁規劃一座植物教材園，

教師強調園藝課程是要學生經由親自植栽各

種植物與外在環境的體驗，一方面藉由植物

教材園勞動學生的身體，從照顧植物的過

程，了解各類植物生長的習性以及植物的類

別與構造，更重要的是透過身體的勞動，啟

發心智的成熟。園藝課程的實施，可以培養

學生與人良性互動與關懷環境的態度。同時

學生可以藉由實際參與校園服務的經驗，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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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學生心靈的感動，進而願意持續參與服務

學習的活動，培養關懷社會的行動技能，並

將這種精神帶至畢業後的生涯中，讓社會有

更多參與志願服務的人。

肆、教育蘊義與個㆟反思

強調「手、腦、心」的啟發與增能，透

過學生雙手的操作與勞動，促進大腦的思維

與增進心智的發展，這樣的教育理念在華德

福學校的教育活動中是隨處可見。學校川堂

中走廊佈滿了各式工藝作品，作品中呈現出

手工過程的質感與樸拙以及創作的巧思。數

學課以粉蠟筆繪圖的方式進行，與數學的邏

輯思維相連結；音樂舞蹈、肢體律動、花圃

植摘，均強調「動手操作」的工作與勞動，體

驗課程所隱涵內在經驗的訴求，進而啟發大

腦的認知過程，強調與學生生活經驗相結

合，從生活中擷取基本能力的素材，發展生

活知能，以促進學生心智的成熟，是華德福

學校課程發展的基礎。

自然環境的永續發展也是華德福學校「

人智學」的教育理念中重要的一環，強調啟

發學生對於環境意識的覺醒，型塑學生正確

的環境倫理價值觀，加強學生對於目前環境

重要議題的相關知識，以瞭解週遭生態環境

的議題與問題，關懷如何在生活及空間上找

出解決的方法，促進人與自然間的和諧共

生，對自然資源採取尊重（respect），珍惜

（cherish），欣賞（appreciate）的態度。行

動實踐的過程中，學生是主動、自發，將訊

息內化成為個人的知識架構。

華德福學校對於自然環境的尊重，在學

校的日常生活裡隨處可見，且自然融入學生

學習經驗中，是潜在課程的一部分。如教室

內自然採光，採用柔和燈光取代白色日光

燈，以確保學生視力，同時也發揮節能省能

的功能；垃圾桶裡沒有各式各樣的寶特瓶與

飲料罐，學生學用品利用自然材質製作包括

布質書包、木製筆盒、粉蠟筆、木尺、直笛

樂器等鮮有塑膠製品，強調對於自然環境的

人文關懷；自然原料的手工美術勞作作品的

呈現，以展現質樸儉約的藝術風格；注重學

生參與園藝勞動與社區服務，以增進學生人

際互動的學習機會。藉由內隱的環境教育理

念，培育出和諧的人文素養與尊重關懷自然

環境的倫理價值觀，是華德福學校一切的教

育作為與教育活動的本質。

學校教師專業自主性甚高，但是也接受

家長的教學評鑑的考驗，藉由家長與教師良

性的互動，增進學生學習的品質是華德福學

校教學的特色。教學群的主要工作是學校課

程規劃、教學活動設計、教室教學、學生課

業指導、學生輔導、課程研討、與家長晤

談、教師教學研究（教師教學觀摩）等，並

於每日學生放學時進行教師教學研討，經驗

分享，並擬定明日教學的重點。課程內容的

準備與學生輔導的工作是學校教師的主要工

作，類似我們教訓輔三合一的機制，值得我

們學習之處。

再者，華德福學校行政組織與我國學校

行政體系截然不同，華德福學校沒有所謂「

校長、主任」的行政職務。校長是由學校老

師推舉甚至輪流擔任的主席，校長的職務對

華德福學校組織而言充其量只是個學校對外

發言人，負責對外宣導華德福的教育理念、

課程特色、教學模式與學校招生的溝通橋

樑。關於學校的行政與教學決定，均由教師

群共同研擬商討，甚至定期與家長商討學生

學習的相關事宜，共同集思廣益尋求解決的

方法。

反觀台灣，根據筆者的行政經驗：一般

學校的校長工作就是做決定。無論是每個星

期的行政主管會議、學期性的校務會議或是

例行性的教師晨會，相關待決定事務經由主

任、組長、老師說明後作決定。有時因為少

部分的校長對外工作過於忙碌，對於待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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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務缺乏準備與了解或涉獵不足，往往形

成眼高手低的判斷，產生會議成效不彰。長

期如此，會議常常是默不作聲，需要表決意

見時，不論是正反意見，均不超過半數，場

面尷尬不已；要不就是會議中各方人馬堅持

己見，造成教師與行政對立的窘境。

筆者認為以上的說法也許是個人所見過

於偏狹，以偏概全不足以論斷。試想華德福

學校為何能將良性溝通的會議型態，成為學

校做重大決定的基礎，何以能營造和諧互動

的組織氣氛，以促進學校成員達成共識，因

為華德福學校賦予「校長職務」不同權力與

義務所致。這同時也說明了校長的個人處事

應對風格對學校之運作的影響成分甚鉅，若

是國內的校長能對學校事務瞭若指掌，主動

投入心力於學校教育相關的事務，深入了解

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問題癥結，體諒教師

教學的辛勞，服務教學。支援教師教學的不

足，改善教學。傾聽家長對學校的建議，擇

善固執。精減不必要的會議，每個會議均能

掌握其核心議題，如此方能建立優質且有效

率學校組織文化。

華德福學校基本立場是發展個人的潛能

以及豐富人的心靈生命，我們反對為了考試

而灌輸一些專門的知識，我們認為不應該用

太多的理性知識窒息兒童的天性。兒童的成

長是個緩慢的過程，需要時間和耐心，需要

引導和鼓勵。而且，兒童在這個年齡階段，

是透過身體的活動並參與其中來學習，他們

的感覺支配整個人的身心和靈魂，只有透過

學生自己的感覺器官和感性體驗，才能了解

自然界。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一趟華

德福學校教育參觀之旅收穫豐碩，除了拓展

個人教育理念的思維，一窺不同型態的學校

經營模式，創造自我增能的契機之外，也深

刻的體認到華德福學校所彰顯出明確的「

身、心、靈和諧發展」教育行動哲學觀，導

引學校整體課程與教學的發展方向，激發師

生高度反省檢視的行動科學觀，緊密實踐於

生活當中，充分展現出教育行動哲學與教育

行動科學的融合。誠如康德所指：「徒有行動

哲學觀是空的；僅有行動科學觀是盲的。」

那麼要如何將行動哲學與行動科學緊密結

合、相輔相成？唯有靠一股鍥而不捨的熱誠

與執著，方能不斷的自我反省檢視，持續改

進，教育工作才能邁向理想的境界。而這一

股鍥而不捨的熱誠與執著真實呈現於華德福

St.Georgen學校的教職員的身上，那是教育

理想的實踐轉化為教師信念，深化為教師的

鍥而不捨的教育熱誠與執著，願意對課程與

教學無怨無悔的付出，增進學生學習的無限

可能，是華德福學校最具的典範性的教育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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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近年來資訊的發達加速資訊的流通、產

業的升級，也悄悄改變每人的生活。尤其是

學生，部分學生沉溺於網咖，嚴重影響學生

學習，也困擾著老師、訓導與輔導人員。向

陽公益基金會在民國90年所做的「e世代青

少年網咖經驗調查報告」指出青少年沈迷的

問題顯現相當嚴重，有將近13萬人有沈迷的

傾向，而且持續增加中（向陽公益基金會，

2001）。另外是偏差行為甚至是犯罪行為的

產生，包含賭博、幫派、毒品、援交、智慧

財產權的問題，對社會造成的傷害更大（盧

正川，2002）。

目前對於網咖的研究多僅於中學生的研

究，但國中、高中青少年的許多問題其實在

國小就已經出現，國小學童沉溺網咖的現象

也與日俱增。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國小

高年級學童上網咖學生特性、沈迷網咖的原

因及網咖對學生造成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網咖的起源與在我國發展

呂奕熹（1991）指出網咖剛開始多數存

在於24小時的漫畫屋，方便顧客查詢資料而

架設，但因價格昂貴並不普及；隨著科技、

線上遊戲、傳輸速度的提升與降低價格，讓

網咖的再度興盛。

網咖最大的顧客群之一是學生群，青少

年有70％以上都曾去過網咖，且有22.8％的

青少年每週至少去一次（陳志雲，2003；徐

美華，2001；向陽基金會，2001）；國小高

年級生有去過網咖的比例也高達四成，甚至

有7.7％的國小高年級生經常泡網咖（柯文生，

2002）。在有如此多的顧客群下，我國的網

咖在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份就達四千五百多家，

而且快速成長當中（徐易男，2003）。

（二）網咖的使用情形

青少年網咖的使用情形通常以男生居

多，平均到網咖的次數以一個月1-3次為最

多，假日最為頻繁，每次去網咖消費的時間

以1-3小時居多，而最常去網咖的時段以中午

12時 -晚上21時居多。其中有一成二的使

用者，每週使用時間超過15小時，已有沉迷

現象。青少年上網咖最常從事的活動為線上

遊戲、上網聊天、找資料及結交新朋友為

主，到網咖以娛樂的滿足為主，較少具有目

的性學習的觀念與作用（陳志雲，2003；王正

利，2003；柯文生，2002；廖元當，2002）。

（三）學生上網咖的原因

學者研究發現青少年對於網咖趨之若鶩

的主因是（柯文生，2002；蘇英杰，2002；
徐易男，2003）：

1.受同儕影響：近八成的青少年去網咖

都是結伴參與，因為學生特別重視團

體的決定，成群結隊較能享受同儕互

助的感覺。

2.不受父母管教：網咖提供了不受父母

管教嘮叨的自在空間。

3.環境舒適：提供新穎的電腦設備、飲

料、雜誌、漫畫等舒適的空間是打發

時間的好場所。

4.價格便宜：許多網咖甚至已經殺到20
元一小時的低價，比去看電影、撞球、

KTV等划算許多。

5.成就感高：在線上遊戲的虛擬世界中

國小高年級㈻童網咖沈迷探究
林忠正／彰化縣㆔春國小教㈻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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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成就感與自信心，是令人無法

自拔的誘因。

（四）網咖對於青少年的影響

網咖對社會與青少年影響主要就是「網

路成癮症」，和一般酒癮、藥癮等成癮症類

似，會產生耐受性、強迫行為、退癮行為、與

戒斷性反應，並且導致身體健康，生活步調

都受到負面影響的沉迷問題（吳建隆，

2001），對青少年造成的影響有四：

1.身體方面：熬夜、失去時間觀念、

飲食不正常、眼睛長期注視著電腦

螢幕，過度使用身體，導致身體機

能衰退。造成眼睛酸澀疼痛流淚、

頸肩疼痛、腰酸背痛僵硬、手臂麻

痛無力、口乾舌燥口苦、煩躁易怒、

便秘、食慾差、青春痘增加、嘴破

等等症狀。（吳建隆，2001；呂奕

熹，2001）。

2.心理方面：網路容易讓玩家無形中

沉溺於虛擬的世界中，脫離現實世

界，人際關係就越來越退縮。（王

垠，2001；柯文生，2002）。

3.學業方面：年輕人成天泡在網咖，

沉迷於虛擬世界中，學業中輟，形

成所謂的「網咖中輟潮」（廖元當，

2002；林佳旺，2003）。

4.行為觀念怪異：研究指出沉迷網咖

越頻繁者，越容易有行為偏差與不

良生活習性的問題出現，程度也愈

嚴重（蘇英杰，2002；柯文生，

2002）。

（五）網咖對於社會的影響

盧正川指出網咖所帶來的新問題，主要

如下（盧正川，2002）：

1. 賭博問題：網路的無遠弗屆，讓賭

博變的國際化。

2. 幫派問題：利用網路集結，號召更

多有志一同的朋友。

3. 毒品問題：網咖的隱密性與網路的

無遠弗屆，讓毒品的通路更順暢。

4. 援交問題：金錢的誘惑及網路的普

及，讓色情污染了學子的天空。

5. 智慧財產權問題：網咖大量拷貝許

多非法軟體，學生失去尊重他人著

作權的判斷力。

以上所述都是有關於青少年的研究結

果，較少研究是針對國民小學學童進行研

究。

參、研究發現

本研究為深入了解國小高年級學童沈溺

網咖，針對兩位每週去網咖15小時以上（已

達沈迷標準）的國小學童學生進行訪談，這

兩位學童因為沈溺網咖導致在學業、人際關

係、與家人關係產生了變化，甚至影響其正

常生活。本研究採每週一小時，連續八週，

透過訪談深入了解，發現國小這兩位學生上

網咖的情況原因、特性及其內心困擾如下： 
一、學生去網咖的原因主要是因為：

（一）無聊：學生表示去網咖是因為無

聊，如（「在家好無聊，就會想找同學去

網咖。」）

（二）遊戲多：網咖的遊戲多，而且

新，可以（「去玩CS、仙境傳說、天堂、
EI等，還有好多遊戲。」）；相對的，家裡

的電腦常因為軟體或硬體問題導致無法從事

某些遊戲，如（「我家裡的電腦在安裝程

式的時候常常會有問題。」）

（三）設備新：學生認為電腦新、效能

高與寬頻網路，是家裡比不上的，（「（網

咖）設備好，又不會LAG（延遲）。」）；

家裡的電腦與網路設備常有問題，所以（「

在家裡上網常常會比較慢，在玩對打時候很

慢，常常會死的不明不白。」）所以就算家

裡有寬頻網路，學生還是喜歡去網咖。

（四）可連線對打：不但設備重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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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咖學生可以現場連線對打，數人對打或數

人聯合對抗賽，是家裡面無法提供的，（「

在網咖有同伴可以對打，家裡只有一台電

腦，在網咖大家可以一起廝殺。」）因此學

生通常是相邀一起去網咖。

二、學生去網咖的特性

研究者對兩位常去網咖的同學進行訪

問，發現國小上網咖的學生特性：

（一）遊戲為主：學生上網咖主要從事

遊戲，（「大家都是去玩遊戲的。」）對兩

人而言，聊天室主要為聯繫工具，不會單純

上網聊天，上色情網站也不多，（「很少人

專門去聊天，通常是玩遊戲，但是為打開聊

天器，因為大家必須溝通。」。）

（二）時間長、頻率高：從對話中發

現，兩位學生幾乎只要沒有上家教班、課

輔班就天天報到，（「三年級時一星期大概

都是四到五次，一次大概都三個鐘頭。」） 
顯然網咖對學生的吸引力相當大，很容易上

癮。

（三）結伴去：學生去網咖通常是結伴

一起去，（「我們都是一起去，或是相約在

網咖見面。」）對於他們而言，不會去網咖

找朋友，（「除了一、兩個比較熟的之外，

其他的不會。」）

（四）玩伴感情深：兩位同學表示，一

起去網咖對打會增進彼此的情感，（「我們

因為打CS所以感情很好。」）甚至因為常

常一起去，所以（「我們感情很好。他也會

請我喝飲料。」）；甚至金錢上的支援，（

「有時候他沒有帶錢，我就會幫他加台（

錢），這樣他就可以繼續玩了。」）甚至

（「我們還結拜為兄弟。」）

三、網咖學生的擔憂

網咖為這些學童帶來相當大的快樂，但

其內心也有相當多的困擾：

（一）怕被貼標籤：去網咖的學生心中

總有陰影，害怕自己被同學貼標籤，如

（「…當我們提到去網咖，同學就很奇怪，

好像會怕…」）覺得會去網咖的學生可能是

壞學生，所以在講有關網咖的事情，會怪怪

的（「所以我們（在學校）也很少會提我們

去網咖，私底下才會講。」。）

（二）怕被父母罵：去網咖常常玩到忘

了時間就（「很怕被父母親知道。」）（「

所以都必須在父母親回來之前回去，又常常

玩過頭，所以常常回去後就被罵。」）但是

相對的，兩者父母親都知道孩子有去網咖的

習慣。

（三）成績變差：學生害怕成績考不

好，就會被父母親罵（「考不好就會被罵。」）

由此可見，雖然網咖學生有很大的吸引

力，但是因為有沉迷現象，所以也會擔心同

學的看法，以及被父母發現的責罵，或是導

致成績退步會帶來的後果。

由上述發現這兩位國小高年級學生沈迷

網咖的現象有其獨特性，與新聞報導中沈迷

網咖的國、高中生有相當程度差異。網咖不

盡然是完全負面影響，網咖卻也讓家裡沒有

電腦設備的學生能方便的使用，但我們也了

解到網咖的影響相當大，不當使用網咖所造

成的問題及危機。面對網咖可能對學生帶來

隱藏的危機，學校人員應該以預防重於治療

的觀點站在第一線，以適當的教學與宣導提

升學生對網咖的正確認知，而不是一味以負

面角度看待網咖；對於網咖對學生帶來的影

響，更不應該以消極的方式處理，應建立一

套適切的輔導機制。研究者建議：

（一）提升學生網咖常識：利用電腦課

或彈性課進行二到三節課的網咖認知教學，

提升學生對網咖了解，學習如何選擇適當網

咖。

（二）多方發展學生嗜好：沉迷學生去

網咖是因為無聊，學校可以利用彈性或社團

活動培養學生嗜好，發展學生休閒活動。

（三）利用同儕影響力：沉迷學生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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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同儕影響，可透過同儕相互鼓勵，讓沉溺

學生從事其他的休閒活動。

（四）發展學生資訊能力：多方發展學

生資訊能力，讓學生發覺網路世界的除了遊

戲尚有其他有趣網站或軟體，尤其是可以在

家自行上網瀏覽或遊戲的。

（五）開放校園網路資源：星期三下午

可以開放校園網路資源給學生使用，與其沉

溺網咖，不如鼓勵學生到校上網。

肆、結語

網咖對學生影響與日俱增，年齡層也不

斷降低，上網咖人口亦不斷增加，上網咖逐

漸成為常態，我們無法阻止學生上網咖，也

不應建立學生錯誤網咖概念，應該積極輔

導，讓學生因認識而了解，謹慎地善用網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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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前言

台灣地區的原住民人口大約有42萬餘人，
佔全台人口的1.9﹪（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2004），所以原住民可以說是台灣的少數族
群，且因各族擁有其獨特的文化與語言，讓

台灣的文化更加豐富多元。但原住民的歷史

背景、生活方式、語言型態與風俗禮儀等方

面和漢族的文化有很大的差異，導致原民在

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上處於邊陲化的不利

地位，成為社會的弱勢族群（陳枝烈，1995；
陳麗華，1996；譚光鼎，1996；1998）。除
了原住民族之外，台灣近來年外籍配偶人數

持續增加亦值得重視，依據教育部92學年度
就讀國民中小學之「大陸及外籍配偶子女」

人數統計發現：92學年度就讀國民中學之「
大陸及外籍配偶子女」人數有3,395人，就讀
國民小學之「大陸及外籍配偶子女」人數有

26,626人，合計共有30,021人，另據統計指
出大陸及外籍配偶子女人數，在91年度已達
12.46﹪（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2004），
由此可知，外籍配偶子女－新台灣之子之教

育問題亦不容忽視。

隨著戒嚴的解除，民主腳步的加快，弱

勢族群對於其本身的「人權」（human rights）
的捍衛意識日益高漲，其衍生的教育問題因

而成為熱門的話題，基於實現社會正義的觀

念倡導，反映在弱勢族群問題上的即是各種

保障權益措施及法案的推動，有鑑於此，行

政院於民國85年成立「原住民委員會」以統
籌辦理原住民之相關事務，另外也在同年由

花蓮師範學院首創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顯

示多元文化教育已經成為一股教育改革的方

向。 

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
係指學校提供學生各種機會，讓學生了解各

種不同族群文化內涵，培養學生欣賞其他族

群文化的積極態度，避免族群的衝突與對立

的一種教育。因此多元文化教育不是教導學

生認為自己族群最優秀，進而排斥其他族群

文化；相反的，而是要讓學生學會對不同族

群欣賞、接納與容忍的態度。值得注意的是，

族群的概念不只包含種族，甚至包括女性團

體、殘障團體、少數文化不利的團體等，惟

本文礙於篇幅所限，故僅針對種族面向作較

深入的探討。綜上所述，本文主要就語言與

文化、學校課程內容、教師本身的態度與觀

念來思索學校多元文化教育實踐的理念，並

以現階段學校多元文化教育實踐的可行方向

作為本文的結語。

㆓、㈻校多元文化教育的實踐

理念

﹙一﹚學校課程內容方面

學校是個體社會化的主要機構，主要是

由統治階層所控制，因此反應了統治階層的

文化與價值觀，而學校的課程包含了社會認

可的知識，以及蘊含於這些知識中的合法化

意識型態，並經由課程編排設計而系統化的

呈現（蔡文山，2002b）。過去的學校教育內
容的權力意識型態強調以「國族認同」為中

心，認為中華民族是由漢、滿、蒙、回、藏、

苗、傜各族融合為一體，以「同化」的觀點

來傳遞族群的關係與價值，而不是以「多元」

的觀點來認同少數民族。以原住民教育政策

為例，台灣的原住民教育政策，從最早期實

施祖國化教育，以「一般化」為目標時期都

㈻校多元文化教育的實踐理念與方向
蔡文山／嘉義縣太保國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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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化教育」為目標，例如：民國40年制
定的「山地施政要點」，揭示「一般化」及

「過渡性」之政策方針；民國42年訂定之「
促進山地行政計畫大綱」，曾提出「山地平

地化」政策目標與具體措施，包括停用山地

課本、推行國語及培育國家觀念；民國52年
我國政府根據聯合國「原住民及部落居民公

約」的內涵與精神而制定「山地行政改進方

案」，將山地政策目標改為「社會融合」，

但政策上仍以教化、同化為主要目的（譚光

鼎，1997b）。由此可知，原住民始終處於
被漢族文化「霸權」宰制的不對等地位（

譚光鼎、林君穎，2001），教育越是成功，
原住民文化越是凋零（張建成，2002），亦
即學生在學校中所接受的學校文化，課程內

容、符號語言等顯著課程與潛在課程均以介

紹主流漢族文化的思想價值為主（陳枝烈，

1994；1995；1998；張建成，2002；譚
光鼎，1997a；1997b；浦忠成，1996；蔡文
山，2002a；2004），優勢團體子弟之所以
比較容易成功，是因為他們的家庭文化與學

校文化存在著較高的相似性及連續性。學校

的課程內容，呈現出主流族群或中上社經團

體的價值觀念與知識取向，教學過程使用的

是優勢學生自幼嫻熟的語言與價值觀念。

由於課程是學校傳遞文化知識的主要學

習素材，所以欲培養學生多元文化的觀念，

必須從學校的課程內容作改革。以往學校的

課程內容，很少介紹有關原住民的文化特

色，導致學生對於原住民文化常常感到很陌

生（洪清一、吳天泰，1991；洪泉湖，1995；
劉湘川、黃森泉，1997；陳麗華，1996），
在教育內容上似乎是將原住民拉進漢人的知

識論觀點中，因為在知識的判準上，漢人總

是認為自身的知識論較原住民來得較為科學

真理，因此學校傳遞的教育內容幾乎全是以

漢人的價值觀為準。如果學校課程的內容依

然是以漢人的價值觀為主要依據，那也只是

在教導原住民成為漢人而已，對於保存發揚

原住民的珍貴文化資產，似乎沒有實質上的

意義，亦即在強勢族群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的操控下，學校教育成為同化少
數民族的社會代理機構。綜上可知，台灣早

期由於受到政治環境的影響，在課程教材上

主要傳遞的是大中國的價值思想，而台灣本

土的歷史文化卻甚少提及，而原住民的歷史

及文化更鮮少在課程中出現。為改善此現

象，教育部在82年公布修訂的國民小學課程
標準中增加了鄉土課程，使得台灣本土文化

再度受到重視。

以多元文化觀點來看學校的課程，課程

內容需提供一個多元途徑的設計，以培養所

有學生能生活並接納於他所面對的世界，並

且能和不同語言、不同族群、不同宗教的人

一起工作和生活。蔡文山（2004）認為改善
學校課程內容的具體的做法是撤除「同化主

義」的課程框架，訂定多元文化的內容指

標，適度的融入少數民族各族群的文化素

材，並在研發規劃教科書的內容時加以落實；

另外Sleeter＆Grant（1999）認為可以將少數
民族的歷史、文化、典故轉化成生動有趣的

漫畫、卡通影片、電腦遊戲等等，讓學生能

夠在正式學校教育過程中與非正式學習情境

中潛移默化培養多元文化的觀念，讓不同的

文化與價值觀在雙方的對話中相互激盪，以對

於少數民族的文化內涵有更深一步的了解與

尊重（Sleeter＆Grant, 1999）。Banks（
1994）曾提出可以減少族群偏見的教學方
針，分別是：1.把正面、真實的族群文化內
涵以自然的方式融入現有的教材中；2.幫助
學生了解不同族群的文化特色；3.增加學生
多元文化的經驗；4.增加學生對於其他不同
族群的正向態度；5.讓不同族群的學生共同
參與合作學習的課堂活動。由此可知，教師

若能將此教學方針落實在日常教學中，讓學

生有機會在課堂中對於不同族群文化有進一



教育與發展

研習資訊104 第23卷第1期　95．02 研習資訊 105第23卷第1期　95．02

教育與發展

步的認識，可以減少學生因為文化誤解而產

生的族群偏見與歧視，建立學生積極正向的

族群態度。而少數民族學生也可以對於自己

的族群文化更加的認同，更可以與主流文化

學生建立情誼，將有助於提昇其學習動機與

態度。

綜上所述，學校的課程設計掌握各種文

化的共通性，更應兼顧地方的個殊性原則，

以提供學生學習的彈性選擇空間。可以將各

族群的文化內涵，適時的融入學校的課程內

容中，將族群教育的精神轉化成學校課程的

一部分，相信有助於不同族群學生的彼此了

解與互相尊重。

﹙二﹚語言與文化方面

居住在臺灣的人目前主要包含閩南人、

新住民1、客家人、原住民與外籍配偶與其

子女等族群所組成，彼此之間的文化和語言

具有很大的差異。除了漢族文化之外，其他

族群的文化特質長久以來大都未受到主流社

會的重視，加上學校所傳遞的文化、課程的

內容與所使用的語言主要是以漢族文化為中

心，學生在學校中所接受的學校文化，課程

內容、符號語言等顯著課程與潛在課程均以

介紹主流漢族文化的思想價值為主，因此弱

勢族群學生在接受學校教育時必須重新接受

漢族的文化語言與價值觀，亦即面對一個文

化的斷層，其中包括：教學語言並非他的慣

用母語，學校生活規範與其家庭或族群所教

導的規範不同，課程內容傳遞另一種陌生的

文化等（譚光鼎，1996；1997a）。過去台
灣教育當局推行的國語運動，使得國語成為

主流的官方正式語言，其優點就是讓全民有

共同的語言有益於溝通，然而也造成許多少

數民族的學生不太會說自己的母語，產生文

化斷層的現象。雖然政府當局可以使用某種

特定的語言以做為主要溝通的工具，但是各

種語言皆有傳遞其獨特文化的功用，如果該

族群語言消失的話，其文化亦難以加以完整

保存，由此可知語言的重要地位，亦即語言

的傳承亦隱含文化的傳承。

在學校課堂中，教學語言是教師賴以傳

遞訊息與學生藉以接受訊息的主要媒介，屬

於中產階級的學校教師通常使用形式語言（

formal language）來從事教學，因此教師的
教與少數族群學生的學之間的語言橋樑遭遇

到阻礙，影響少數民族學生的學習表現。少

數民族學生在接受學校教育時必須重新接受

漢族的文化語言與價值觀，亦即面對一個文

化的不連續性（蔡文山，2004），另外，少
數民族學生許多都未接受正規的學前教育，

來到學校後，又要學習新的語言、新的價

值觀、以及新的道德規範等等（張建成，

2000），其中包括：教學語言並非他的慣
用族語，學校生活規範與其家庭或是族群所

教導的規範不同，課程內容傳遞另一種陌生

的文化等（譚光鼎，1997b），所以少數民
族的學生自國小一年級入學後要比其他漢族

學生花更多的時間來學習適應新的語言與新

的文化價值觀，在課業的學習上因而產生較

多的困難，若教師對於少數民族學生的文化

也不是很瞭解的情況下，實在很難給予其學

習方面的協助（陳寶玲，1998）。因此，少
數民族學生接受學校教育，事實上是其價值

體系的變動和轉換（蔡文山，2002a）。教
師教學所使用的非慣用語言、課程教材所傳

遞的文化知識與其本身所持的文化差異，將

使其必須重新學習，在優勢團體的文化霸權

影響之下，將促使少數民族學生對自己失去

信心，喪失自我認同感，進而造成其學習動

機低落。

1 依據康軒版九年一貫國民小學社會學習領域教師手冊（2003）對於新住民的解釋，新住民包含明清時期由大陸
福建、廣東移民來台的漢人與民國38年前後，從大陸各地來台的漢人（康軒文教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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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保存各族群的文化特色與語言文

字，教育部推行的九年一貫課程中，亦增加

了鄉土語言教學，讓每位學生有機會學習自

己的母語，這對於族群文化的認同與傳承有

著重要的影響，亦是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具

體實踐。 
﹙三﹚教師本身的態度與觀念

學校教師若散發著對少數民族的刻板

印象或偏見訊息，將微妙的影響學生對於少

數民族同儕的認知與接納程度（陳麗華，

1996；黃森泉，1997；劉祐彰，2001）。
因此教師本身所持的態度是相當重要的，因

為教師是學生的重要他人，也是學生學習的

楷模，教師的價值觀與態度對學生有相當大

的影響（譚光鼎、湯仁燕，1993；劉湘川，
1997；蔡文山，2004）。是故，教師要時時
反省自己的族群態度，對於各種族群文化保

持尊重的態度，將有助於學生培養正確的族

群態度，亦有助於學生學習成就的提升。

教師應具備了解各種文化族群特性的能

力，以台灣本身教育來說，多數教師對於少

數族群的文化涉獵不深，因此在教導學生

時，可能只是都提到少數民族生活的枝節片

段部分，未能涵蓋整體文化價值，例如，一

想到原住民的文化與生活，許多人可能就只

知道原住民很會擅長打獵，卻不了解打獵對

某些族群來說，是具有其象徵性的意義（例

如卑南族與泰雅族等族群將打獵當成男子成

年與否的重要參考依據）。

（四）傳統評量工具的偏頗

就傳統評量（assessment）工具而言，
其內容之編排大部分主要是依據統治階層

的文化而編製，而評量所使用的語言或是

文字，也是以統治階層所使用的語言、文

字為主，評量的結果也是依據統治階級的文

化標準建立其常模，以評斷學生的智力、性

向等各方面的表現。由於原住民文化與主流

文化間存有相當之差異性，因此原住民的學

生在以主流文化為設計依據的評量上表現不

如漢族學生，經過評量後，許多原住民的學

生因而被安置在低能力的學習環境（

譚光鼎， 1997b；黃秀文，1996；Garcia＆
Pearson, 1994），這種負面的現象不僅對原
住民的學生不公平，其標籤效應對原住民學

生的心理也造成很大的傷害，不僅讓原住民

學生之學習動機無法獲得提昇，且阻礙了原

住民學生的教育成就發展。

㆔、㈻校多元文化教育實踐的

可行方向－㈹結語

在這個文化多元的時代，多元文化價值

逐漸受到重視，少數民族的各項權益受到各

界相當的重視。許多少數民族的學生無法適

當的發展其健全的自我概念，對於學校生活

的適應困難，其主要均是來自於對於學校的

不認同，認為學校是異己的機構（陳麗華，

1996；譚光鼎，1997a；張建成，2000）。
因此學校應該要加強少數民族學生自我概念

的發展，以培養其積極正向之自我概念。教

師在教學方面可以運用角色扮演的方式，讓

不同族群的學生了解彼此之間的價值觀，以

消除彼此的刻板印象與成見，發展同理心的

態度，相信有助於提升少數民族學生的自我

概念，並增進其學習動機。

另外，就學校課程方面，課程內容要有

意義且要有相關性與統整性，要與學生的先

備知識相連接，其中重要的是課程內容要與

學生的生活經驗、興趣相結合，如此才能提

昇學生的學習動機。就教學語言方面，要讓

使用非主流語言為母語的學生，在無威脅恐

懼的情境下愉快學習。教師教學方面，教師

應該要運用適當的教學策略以引導每一位學

生學習。當然，老師對於每一位學生的期望

也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成就，因此教師在面對

不同族群的學生時應該保持一視同仁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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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讓每一位學生受到相等的期望對待。

教師應該了解所任教學生之文化背景與

其獨特的學習風格，找出適合不同文化背景

學生的教學方法，在教室的情境佈置上也應

該符合多元文化的情境脈絡，減低來自文化

差異的學習阻礙，以激發少數民族學生學習

動機。學校的評量也應該考慮到學生的各方

面差異，不要使這些先天上的差異（如語

言、文字、性別）成為學習的不利因素，而

評量的內容也不應該含有傳遞性別或是種族

刻板的印象，或是性別歧視之類的文句，因

此評量的方式應該要更多元化，如採用實作

評量、真實評量、卷宗評量等評量方式，讓

評量的結果更加客觀。教師在設計課程時，

可以配合學生的程度與需求，適當的融入各

族群的文化與特色，讓少數民族學生能夠從

課程內容中看見自己族群文化的歷史與特

質，進而更加認同自己的族群文化，另外也

讓主流族群的學生有機會更進一步認識少數

民族的文化特色，使少數民族與主流族群的

學生同時能在學習的過程中培養互相尊重、

欣賞、接納的多元文化觀。社會中的每一個

族群均有其文化特色與獨特的生活習慣，彼

此之間唯有相互尊重、欣賞、關懷與接納才

能使各種不同文化的精髓傳承下來並加以發

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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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格（personality）是心理學領域最重要
的研究變項，也是最難研究、最難達成共識

的議題，而人格理論卻被許多研究廣為運

用，尤其在教育研究領域上。人格理論的內

涵，不外包括人格的起源與發展、以及人格

研究的影響及應用等。隨著新研究工具與技

術的進步，以及借助其他學科領域的理論知

識，人格理論的發展及研究成果上的卓然表

現，在20世紀末已達顛峰，也難發現有任何
新創見，然而在諸多爭議中，卻隱約形成一

股前所未有的理論共識—人格五因素模式。

壹、㆟格㈤因素模式之源起與

定義

一、五大人格理論

五大傳統人格理論，分別是心理分析論

（Psychoanalytic Theory）、學習論（Learning 
Theory）、類型論（Type Theory）、特質論（
Trait Theory），以及自我論（Self Theory）。心
理分析論以Freud為代表，強調嬰兒與兒童時
期的生活經驗對人格發展的影響；學習論以

Bandura為代表，強調觀察與模仿是人格形
成的作用因子；類型論以Jung及Sheldon為代
表，將人的不同特性加以歸類；特質論則以

Allport的因素論及Cattell的特質論最為著名，
他們關注個人與團體之共同特質；自我論則

以Rogers為代表，重視人的內在自我經驗。
此五種理論各具特色，也各有擁護者，

尤其特質論主要在探究個體的不同屬性與特

質，有助於了解個別差異與影響人格發展的

要素，因此在人格理論中具有重要地位。而

特質論中，近來備受矚目的研究課題是「人

格五因素模式」（Five Factor Model，簡稱為
FFM）。
二、FFM的發展與界定

特質論的先驅Norman（1963）運用Allport及
Cattell的方法，將英語字典中約18,000個描述個體
行為特徵的詞彙加以歸類，並運用統計分析方法

歸納成不同人格特質類型。以Norman的研究方法
與結果為基礎，Goldberg（1981）相繼提出人格
「五因素模式」之名詞。Costa 與McCrae （1989, 
1992）更提出了五大因素的細部衡鑑指標，他們
將人格特質區分為神經質（Neuroticism）、外向
（Extraversion）、開放性（Openness）、愉悅（
Agreeableness），以及審慎（Conscientiousness）五
大類型。John（1990）將各類型單字的第一個字
母組合成「OCEAN」，除方便記憶外，也成為
人格五因素模式之代名詞（見表一）。

五因素模式也被簡稱為「大五」（

Big-Five）（例如：Barrio, Aluja, & Garcia, 
2004; Ewen, 1998; Ehrler, Gary Evans, & 
Mcghee, 1999; Judge et al., 1999; Kelly, 2004; 
Lounsbury & Loveland, 2003; Thompson et al., 
2002; Shadel et al., 2000; Zhang, 2002），所

㆟格理論新紀元：
㆟格㈤因素模式之測驗工具與其研究應用

薛秀宜／國立彰化師範大㈻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陳利銘／興國管理㈻院講師

洪佩圓／國立大里高㆗國文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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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大五」，其「大」係指每一因素領域

都能明確概括各種人格特質，「五」則泛

指透過科學分析與文字釋義後所歸納出的

五種特質，但事實上，FFM與「大五」概
念上仍有部分差異（Goldberg, 1990; Pervin 
et al., 2005），例如：「大五」與FFM所
建立的五因素名稱略有不同，「大五」包

括：愉悅性（Agreeableness）、情感澎湃
（Surgency）、才華出眾（Intellect）、

情緒穩定（Emotional Stability）與審慎（
Conscientiousness）；而FFM則包括神經
質、外向、開放性、愉悅的及審慎五大因

素；且「大五」最早是由Goldberg提出，而
FFM的代表學者則首推McCrae 與Costa；兩
者在測量工具的編制上也不盡相同，「大五」

測量工具之題項多為形容詞，而FFM測量工
具題項多為陳述句。但不論如何五人格因

素，已成為當前學界最普遍運用的人格理論。

表㆒  ㈤因素規準表

人格特質高分者 特質規準 人格特質低分者

焦慮的、緊張的、情緒化的、

缺乏安全感的、不適應的、

憂鬱的

神經質（Neuroticism，N）
冷靜、放鬆的、非情緒化的、

勇敢的、有安全感的、自我

滿足的

個體憂慮的傾向，如：不切實際的

念頭、過度慾望或衝動，以及不適

應等

高度社交的、活躍的、健談

的、人本導向的、樂觀的、

享受愛情的、親切的

外向（Extraversion，E）
保留的、冷漠的、不熱情的、

嚴肅的、工作導向的、羞怯

的、安靜的

人際互動的特質和強度，如：積極

主動程度、刺激需求的程度，以及

喜悅感

好奇的、興趣廣泛的、有創

造性的、具原創性的、富想

像力的、非傳統的

開放性（Openness，O）

保守的、興趣缺缺的、不具

藝術性的、不具分析能力的

個體積極尋求的自身經驗狀況，以

及個體對於陌生事物的接受度及冒

險度

溫暖的、本性良好的、可信

賴的、樂於助人的、能原諒

人的、相信他人的、正直坦

率的

愉悅的（Agreeableness，A）
嚴肅的、粗暴的、多疑的、

不合作的、復仇心重的、無

情的、易怒的、虛偽的

個體的人際互動特質，探討個體面

對事物時，所展現的同情或敵對的

認知、情意、態度之表現

具組織力的、可信賴的、工

作熱心的、自我規範的、守

時的、有道德原則的、井然

有序的、熱忱的、鍥而不捨

的

審慎的（Conscientiousness，C）
缺乏目標的、不可信賴的、

懶惰的、粗心的、散漫的、

享樂主義的、隨便的、缺乏

工作意志的

個體的組織能力、堅持度，以及目

標導向行為的動機狀態。

資料來源：Costa & McCrae（1992）. pp 5-13.; Pervin, Cervone, & John (2005). p.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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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FFM研究應用與測量工具

建置

如前述研究，FFM為近十年來運用最廣
的人格模式，因此研究成果豐碩，現就不同

研究取向、應用層面及工具建置分述如下：

一、FFM與各項研究

（一）個別差異研究

如 依 「 石 膏 假 說 」 （ p l a s t e r  
hypothesis）之生物學觀點而言，則人類人
格特質的發展，30歲止即不再改變，然如
依情境互動的觀點，則人格特質將持續一生

變化，Srivastava等人（2003）以132,515位
21-60歲的成年人為樣本，利用網路問卷調
查，結果發現審慎與愉悅特質，將持續發展

至成年中期，而女性在神經質特質方面，將

隨年齡增加而下降，但男性則無任何變化（

Srivastava et al., 2003）。而另一項以867位
不同年齡參與者為樣本之研究結果顯示，審

慎特質將隨年齡增加而增強，年紀越長者其

特徵越明顯，但開放特質則呈現相反趨勢；而

神經質的特質上，兒童得分較低，成年人得

分較高；愉悅特質上，中年人均較所有其他

年齡得分較低（Igier & Mullet, 2003）。人格特
質除了年齡差異外，性別也有差異，Barrio
等人（2004）研究12-17歲的西班牙408位男
生以及424位女生，發現女生在審慎與開放
性的特質得分均較男生高。這些研究均證實

人格的個別差異性及發展性。

（二）與心理學研究

FFM與心理學各領域方面之相關研究
也證實開放特質與創造力、智力相關，而

神經質特質則與精神疾病如沮喪、焦慮相

關；低愉悅性特質則與自戀的反社會行為

以及偏執狂相關；審慎特質與社會調整能

力相關（Costa & McCrae, 1992; Ehrler, 
G a r y,  &  M c g h e e ,  1 9 9 9 ;  M a c D o n a l d ,  
1998），此外，愉悅特質也與愛情相關

（MacDonald,  1998）。研究亦顯示愉悅
性、審慎特質均與移情（empathy）相關，
但移情作用與神經質特質相關不明顯，而愉

悅性特質能強烈預測正向社會行為與攻擊行

為（Barrio, Aluja, & Garcia, 2004），此外，
有以不同族群高中生以及大學生為樣本，研

究學生缺席狀況，結果發現愉悅、審慎以及

神經質特質均與「社區共同體的心理感受」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PSC）相
關（Lounsbury & Loveland, 2003）。

（三）與行為研究

Shadel與 Niaura(2002)發現煙癮者較具
神經質特質，他們以37位（平均年齡約30.7
歲）白種人煙癮者為樣本，結果顯示煙癮者

常認為自己非常獨立而並非傳統保守，喜歡

社交活動，顯著具有外向開放性人格特質。

有學者以900位大學生為樣本，研究發現「
學習風格」（Learning styles）與FFM有顯著
相關（Busato et al, 1999），也有學者以154
名年約19-23歲的成年男女為樣本，研究「
思考風格」（Thinking styles）與人格特質之
相關，結果發現神經質特質與行政式、保守

式的思考風格顯著相關；開放性特質與立

法、批判與自由式的思考風格正相關，也與

保守式思考風格顯著負相關；愉悅性特質與

外顯性思考風格顯著正相關，而與自由式內

隱性的思考風格顯著負相關；審慎特質與階

級式思考風格（hierarchical thinking style）
顯著正相關（Zhang, 2002）。

（四）跨文化研究

學者開始進行不同國家的跨文化研

究，結果發現F F M具跨文化的普遍性（
Lounsbury & Loveland, 2003），MacDonald
（1998）認為人格特質不但具有個別與團體
間（如：性別、出生序、年齡、種族）差異

性，同時具有普遍性。雖然有學者認為五因

素模式的因素分析結果必產生不同語言適用

上的問題，但各種語言（例如：荷蘭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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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俄文、中文）版本FFM問卷結果相繼出
爐後，結果顯示FFM的確具有跨文化的適用
性。Mastor, Jin與Cooper（2000）研究指出，
FFM亦能符合馬來西亞人的人格結構，如
以馬來西亞學生與美國學生相比，馬國學生

擁有較高愉悅特質及較低的開放特質。另

外，Church與Katigbak（2000）以菲律賓人
為樣本，研究指出菲律賓人的人格特質也可

適用FFM，且菲律賓人的愉悅特質顯著低於
美國人。因此，不同文化族群的人格特質研

究，支持了FFM跨文化的普遍性。
二、FFM的應用

FFM除應用於職業興趣（vocational 
i n t e r e s t s）、健康與長壽（h e a l t h  a n d  
l o n g e v i t y）、臨床心理學（ c l i n i c a l  
psychology）等方面外，還可應用於教育與
學校、跨文化研究及其他各研究層面。

（一）與職業興趣

研究發現人們將來的職業選擇及表現，

均與人格顯著相關（Rust, 1999; Shafer, 2000; 
Zhang, 2002），如外向性人格特質較高者會
偏好社會性及冒險性的職業並會有較好的表

現，開放性人格特質較高者會偏好藝術及調

查工作並也有較好的表現。有研究美國南方

五所大學諮商系年約22-57歲的106位研究
生，發現諮商員大多較具開放性的人格特質

（Thompson et al., 2002）。另外，研究亦發
現具有愉悅特質者較願意與他人共同合

作，而高智力者較具開放性人格特質，這兩

種特質與事業成功與否有關聯（Judge et 
al., 1999）。一項研究醫學院學生人格特質
的結果顯示，開放性與愉悅性特質有利於醫

病關係，更有助於溝通效果；審慎的特質會

影響健康檢查報告結果的可信度（Lievens et 
al., 2002）。因此，FFM可做為個人職業選
擇的依據，並可預測職業表現。

（二） 與健康長壽
人格與健康長壽有關，如審慎特質能顯

著預測人類壽命長短。審慎特質較高者通常

較少死於暴力事件，較少會出現酗酒或酗煙

問題，而且通常會有規律的運動及均衡的飲

食習慣（Pervin, Cervone, & John, 2005）。
（三） 與臨床心理學
許多心理失常行為被認為是人格特質

過度誇大的結果，如強迫性人格可能因為

審慎特質及神經質過高所致，而反社會性

的人格是因為愉悅特質及審慎特質過低的

結果（Pervin, Cervone, & John, 2005）。
McWilliams, Cox 與 Enns（2003）的研究結
果指出，生活適應性較低者的人格特質（

如神經質）與較差的因應策略（如情緒取向

的因應方式）及心理傷痛狀況（如沮喪）

相關，當神經質特徵過高者，可能會與某些

心理疾病或問題相關。此外，O'Connor（
2004）也指出FFM可以了解並預測人格失
調（personality disorders）的情形。因此，
FFM可以做為臨床診斷，及選擇與規劃心理
治療方式的重要參考依據（Costa & McCrae, 
1992）。

（四） 與學校教育
近年學者開始從教育或學校，如學業

成就、閱讀偏好等方面與 F F M進行相
關研究，研究也證實人格特質與學業成就

有顯著相關（Busato et al., 1999; Ridgell & 
Lounsbury, 2004; Zhang, 2002），如無學習
問題的兒童人格特質多為愉悅、情緒穩定、

好爭論和努力不懈；反之學習問題較多者常

具有退縮以及衝動的人格特質（Ehrler, Gary, 
& Mcghee, 1999），具有愉悅與審慎的特質
能顯著預測學業成就的優秀表現（Ridgell & 
Lounsbury, 2004）；Ehrler等人研究發現愉
悅、審慎特質、與開放性特質均較低的學生

易有社會問題、處理不良問題、注意力障礙

以及過動徵兆，研究也發現情緒穩定、審慎

特質的人格特質均與學科成績表現有顯著相

關（Ehrler, Gary, & Mcghee, 1999; Ridge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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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nsbury, 2004）。Schutte與Malouff（2004）以
251位大學生為樣本，研究閱讀偏好與人格
之關係，結果顯示五大人格特質可以顯著預

測出閱讀偏好，開放性特質與審慎特質是閱

讀偏好良好的預測指標，整體而言，五因素

人格特質可以顯著預測閱讀的數量及閱讀的

數量。

總之，FFM應用相當廣泛，從職業、
健康、臨床心理學等研究方面外，更逐漸擴

展到教育及學校層面，有學者更將FFM應用
於性別歧視（Forbes, Adams-Curtis, White & 
Holmgren, 2003），及成人（同性/異性）親
密及依附關係的研究中（Kurdek, 2002）。
顯見以FFM做為人格特質變項來進行研究的
趨勢，正持續進行中。

三、FFM的研究工具建置
人格研究多採量化問卷方式來進行，而

FFM研究工具也如此產生，早期Goldberg採取
40個兩極化的形容詞編製成7點量表，量表信
度為.73-.76間，之後，於1992年再修正為兩
極化九點量表，每一因素各5題，共40題。此
量表也廣為他學者參考修訂，如：Lounsbury 
與Gibson（2002）修訂的「個人風格調查」
（Personal Style Inventory）五點量表，共136
題，其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分別為：外向

（ .90）、情緒穩定（.77）、愉悅（.69）、
審慎（.78）、開放（.78）；Costa 與 McCrae

（1992, 1994）於編制NEO-PI（或 NEO 
Five-Factor Inventory  NEO-FFI）五點量表後，
又再修訂為NEO PI-R量表（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 - Revised），雖然有學者批評此量表
只是在驗證FFM，不應用來評估人格特質的
差異（Botwin & Buss, 1989），但該量表成為
最普遍為研究者採用的量表。

早期NEO-PI之五點量表中，各人格特
質分別各具六面向（見表二），每一面向各

8題，總共240題（5×6×8）的人格描述句（
Costa & McCrae, 1992, 1994），其量表內部一
致性係數為：愉悅（0.72）、審慎（0.90）、
外向（0.78）、神經質 （0.70）以及開放性特
質（0.82）（Ehrler, Gary, & Mcghee, 1999）；
而修訂後NEO PI-R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係數分
別為：神經質（.90）、外向（.89）、開放（
.90）、愉悅（.86）、審慎特質（.90），雖然
NEO PI-R量表的效度問題曾引發諸多爭論，
但最近有研究發現，如：NEO PI-R與「青少
年個人風格調查表」（The Adolescent Personal 
Style Inventory, or APSI）相關極高，APSI與各
五因素之相關分別為：愉悅（.87）、審慎（
.82）、神經質（.98）、外向（.95）、開放特
質（.75），故也具備良好效度（Lounsbury & 
Loveland, 2003），然此問卷適用於國人時，
是否同樣具有高信度？則仍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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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FFM的研究應用與批判

FFM應用廣泛並持續發展，但也飽受批
評，大多針對其研究方法提出質疑，為免盲

目濫用而枉顧研究基本目的，故有必要了解

其中原因：

一、對資料蒐集的批判

FFM的理論建構是以受試者對於自己

表㆓  Five Factor Model之㆟格領域與面向

因素/領域 面向

神經質Neuroticism (N)

N1: 焦慮Anxiety
N2: 生氣充滿敵意Angry hostility
N3: 沮喪Depression
N4: 害羞Self-consciousness
N5: 衝動Impulsiveness
N6: 易受傷的Vulnerability

外向性Extraversion (E)

E1: 溫暖的Warmth
E2: 合群Gregariousness
E3: 魄力Assertiveness
E4: 活躍Activity
E5: 尋求刺激Excitement-seeking
E6: 正向情緒Positive emotions

開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 (O)

O1: 幻想Fantasy
O2: 美感的Aesthetics
O3: 富感情的Feelings
O4: 行動力Actions
O5: 有想法Ideas
O6: 充滿價值觀Values

愉悅性Agreeableness (A)

A1: 信任Trust
A2: 坦率Straightforwardness
A3: 利他主義Altruism
A4: 重承諾Compliance
A5: 謙虛Modesty
A6: 溫柔熱情Tender-mindedness

審慎Conscientiousness (C)

C1: 稱職的Competence
C2: 有條理Order
C3: 盡本分Dutifulness
C4: 努力完成Achievement striving
C5: 自我修養Self-discipline
C6: 慎重Deliberation

資料來源：Pervin, Cervone, & John (2005). p.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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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他人敘述的各種人格詞彙加以判斷的結果，

再利用因素分析法所得，但這種資料蒐集的

方式，實具爭議性。羅珊紅（1998）指出，
FFM是假設受試者在填表時，自我概念會影
響個人填答結果，但卻也顯示這種資料收集

的方式完全忽略人們對自我認識不清之問

題。另外，學者Hampson與Goldberg也認為
對人格敘述性的研究雖然可以得到概括性的

分類系統，但敘述模式並無法提供因果解

釋，且這種人格辭彙的研究不能等同於對人

格的研究（引自Pervin et al., 2005, p.290）。
因此，依據個人對自己外部觀察及自陳辭彙

所構建出的人格模型，對人格特質的理解與

運用仍有相當的限制。

雖然批評雖具說服力，但此問題並非專

屬於人格特質研究方面，所有採問卷調查的

量化研究均可能會遭遇相同困境，然而隨資

料蒐集便利性的增加，相信此問題也將有所

改善。

二、對因素分析及信度報告的批判

因素分析法本身即有其限制性。以因

素分析法來抽離出人格特質，就如同將人置

於離心機中，期待能分離出一些基本特質，

而研究某一群體所得到的因素結果，也無法

證明該群體中每一個體均擁有該心理特徵（

Pervin et al., 2005, p. 289）。因此，以因素
分析法所建構的FFM理論，其研究的普遍運
用上自令人懷疑，雖此議題尚無定論，但隨

研究統計新工具的產生如：SEM，此問題必
當有所改善；且如以此疑問來質疑FFM對於
人格理論貢獻的意義，似過於牽強。

Viswesvaran與Ones（2000）檢視了近
代應用人格五因素量表之各型研究，以「後

設分析法」分析848個穩定係數及1359個內
部一致性信度，結果發現各因素都具相當穩

定性，且內部一致性係數均高於.70，顯見
FFM的高信度基礎。
三、對人格因素類別的批判

有部分學者認為人格不應只包含五個

因素，如Pervin等人（2005）指出人格也應
包含自我概念、自我認同、認知風格、無意

識等，如將人格更細部的劃分將會比FFM
更具實質功能，且FFM僅呈現人格的靜態
性，人格的發展與改變等動態過程、人格因

素之間的交互作用卻也無任何清楚說明 （
Viswesvaran& Ones, 2000；羅珊紅，1998） 。前
述說法雖待進一步獲得證實，然由因素分析

得出的五大人格特質正說明人格中普遍存有

這些因素的可能，且FFM強調，各人格因素
應是領域，而非絕對的類型，本理論目的即

是希望將所有類型均落入各領域範圍內，故

實無涵蓋不足之疑。

四、對人格穩定性的批判

雖然五因素模式具有跨時間相當穩定性

的效果（Costa & McCrae,1992, 1994; Judge 
et al., 1999; Lounsbury & Loveland, 2003），
但也被批評過於強調人格的「縱貫穩定性」

（longitudinal stability）及社會行為的一致
性，而忽略行為者會隨不同情境而改變作為

結果。然Pervin等人（2005）指出，物種間，
人類的生物結構是相當穩定的，所以人格特

質應該也具有長期穩定性，但有研究顯示只

有與人格特質顯著相關的行為才具有長期穩

定性。人格特質的長期穩定性雖然只是顯著

行為普遍的一致性結果，且人們會隨著情境

變化而展現與個人原有的人格特質不相一致

的行為，但行為不一致的表現並不代表人格

不穩定，因為外顯行為與人格無法等同。

肆、㆟格理論之前瞻與未來

雖然人類個體間差異極大，但以生物發

展的角度來論，在生物界中不同人種族群仍

有共通之處，人格理論百家爭鳴，其理論的

差異可能是研究者著重的角度不同，亦或研

究方法與工具上的差異所致，而影響人格發

展之內外在因素頗多，也為研究推論一大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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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而大多數研究因礙於研究倫理，難以嚴

謹進行實驗性研究，故研究結果差異懸殊，

理論分歧也是必然結果，然在需求理論統整

的情況下，似可發現各研究基礎仍有某程度

之相似點，而人格五因素模式是建築在這些

相似點的基礎上，因此，FFM必是當前人格
理論最具普遍性的新理論，雖理論仍有部分

爭議，但卻已獲多數人格理論學者所贊同，

也為統整人格理論開啟一新局面。

當然即使是較穩定的人格特質，仍有改

變的可能，因為人格發展是生理結構與環境

交互作用的結果，除生理隨時間有所變化

外，外在環境因素也是變化的重要影響原因

之一，但如一再偏重探討人格理論究竟應區

分幾類、人格究竟有何差異性，或研究生理

與環境何者對人格最具影響，似忽略研究初

衷—有效發展人類優良正向的人格特質與潛
能，此也是FFM理論應用急需努力的方向。

此外，大多數學者雖將人格理論歸屬於

心理學領域，但也開始以生物基因的理論與

技術來從事研究解釋結果，然不論遺傳基因

對於人格之影響是否大於環境對於人格發展

之影響？此非重點，正如前段所述，開發正

向人格特質以促進人類幸福是人格理論所應

強調的重點，藉由生理學、遺傳學、神經科

學、基因工程等科學技術，在研究方法上將

可尋求突破進展，而當前國際間有許多學者

早已開始進行，也期望國內專家學者能朝此

目標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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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紓解整年的忙錄，促進員工身心健康，增進同仁彼此情誼，本處於94年12月12日舉辦台
北縣坪林鄉漁光國小教育參觀，員工計77人參加，在該校郭校長雄軍的校務簡介中，體認到一
所體制內的偏遠小學，在學生數偏低以致廢校呼聲不斷地態勢下，如何就地取材，善用各種資

源，結合當地社區教師對校園週邊景觀及坪林茶葉博物館的導覽活動，設計出獨樹一格的遊學

課程，展現出創新與卓越的優質風格，化危機為轉機，蔚為一股新的學習標竿，也讓未來將改

制為行政法人的本處同仁深刻感受處於世事無常的今日，「變」是唯一存在的法則，相信漁光

之行，將帶來心靈的迴盪。

台北縣坪林鄉漁光國小教育參觀
郭美玲／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事室主任

94.12.12  本處員工教育訓練，參觀台北縣漁光國小。（林哲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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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日期 活動名稱及內容 承辦單位 備註

1 11/21-12/09
辦理1555-1556期馬來西亞地區華文教師回國研
習班，12月09日結業式，本處何主任福田主
持，邀請僑委會長官蒞臨指導。

教輔組

2 12/02-12/02 辦理教育法制研習班（人事處） 教輔組

3 12/05 「2006年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試務工作諮詢會議 研究組

4 12/05-12/06 辦理教育法制研習班（人事處） 教輔組

5 12/06-12/07 「運用科技增進數學教師專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研究組

6 12/07-12/09 總務人員研討會 教輔組

7 12/08 建置「數位學習現場教學實錄資料庫」會議 研究組

8 12/12 辦理台北縣漁光國小教育參觀。 人事室

9 12/15

本處研習員膳食委外辦理業務，已建立制度並

完成下列各項：（1）訂定膳食委外廠商考核
要點。（2） 訂定經費核銷標準作業流程。（3） 
成立膳食工作及督導小組。（4） 建立菜單審
查機制。

行政組

10 12/17-12/18 辦理可攜式、可交換數位學習資源研習班 教輔組

11 12/27 辦理本處約聘人員甄選事宜 人事室

12 12/30 辦理94年度預算決算 會計室

13 1/02-1/06
辦理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團團員研

習班
教輔組

14 1/02-1/06
辦理幼稚園「外籍配偶子女教育輔導」教師研

習班
教輔組

15 1/09-1/13 辦理英語領域輔導團團員研習班 教輔組

16 1/09-1/13 辦理教學深耕-生活課程種子教師研習班 教輔組

17 1/09-1/13
辦理幼稚園「外籍配偶子女教育輔導」教師研

習班
教輔組

18 1/23-1/25 辦理數學領域部編本試教研習班 教輔組

19 1/23-1/26
辦理教學深耕-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英語、數
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等5個領域種子教師研習班

教輔組

20 95/01 規劃本組95年度大型保養設備及修繕案。 工務組

院務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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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95/01 污水處理廠收回自行操作，加強安全及操作管控 工務組

22 95/01 辦理退休技工友同仁茶會 行政組

23 95/01 加強春節安全防範措施 行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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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2.08 第1637期外籍英語教師職前訓練

研習班，閱讀教㈻課程小組經驗分享與交

流。（陳淑珣攝影）

95.01.13 本處同仁陳㈮裕先生榮退歡送茶

會。（張坤成攝影）

94.12.06 本處舉辦94年度㈻術研討會「運

用科技增進教師專業發展」，何主任福田

主持開幕式。（郭志昌攝影）

95.02.09 何主任福田邀集全體同仁舉行

「教育研究院未來願景」座談會。（劉君

毅攝影）

院內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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