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利時荷語區的明日教育 
比利時荷語政府教育部長 Frank Vandenbroucke看到教育方面充滿
挑戰，他分成 10點來闡述一個「充滿野心的教育政策」 

 
一、 我們的教育非常傑出，這點我們都知道。但是當你表現良好時，

自我滿足正是最壞的顧問。社會在改變，沒有為未來作準備將

是個大錯。如果沒有一個充滿野心的教育政策，今日的缺失將

快速成長，導致無法維持穩定的品質。 
二、 有的學生與學校表現優異，有的表現則相去甚遠，最大的挑戰

在於消除彼此間的差距。國際研究顯示在比利時的荷語區這項

差距不小，不是每位年輕學子都能享受傑出教育的成果，為了

保證強者的品質，我們有時放任弱者的失敗，人才因此流失，

我們無法承受這樣的事。 
三、 弱勢族群在教育上會遭遇財務上的困難，因此有必要提供廉價

的教育以及獎助學金，但是最重要的困難來自社會、文化及語

言方面，外來學生升學率低特別讓人擔憂，任何人想到哪些青

少年要在學校接受 10年教育就會覺得沒有時間可以浪費。 
四、 為達到人人都能接受傑出的教育，我們必須好好面對程度強的

學生同時強力支持程度弱的學生。中等程度的機會不是均等機

會，機會不均等是個事實，但不應該是缺乏遠大抱負的藉口，

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學生挑戰自己的極限，設法跨越，然後幫

助學生建立成功的經驗，因此良好的輔導及進路選擇非常重

要，每個人方可找到最能發揮才能的位置。 
必須盡力讓年輕人成功，學校應該溫暖並且強而有力，協助

逃學者的措施是個例子，另一個例子是：我們將再度重視非全

日制的教育並要求全日制的品質；在高等教育方面，「畢業生人

數經費補助制度」將促使學校不僅讓年輕人入學，還要讓他們

順利畢業。在教育階梯的每一級，目標都是成功。 
五、 我們的教學語言─荷蘭語─之重要性被低估了，社會文化的鴻溝

也是語言的鴻溝，我們唯有跨越鴻溝之後才能致力於機會均等

以及在高等教育中創造一股新的民主潮流，這一點在義務教育

階段更加重要，然而大學與高等學院也應該採取行動。 
六、 還有不論形式如何，所有教育的內容必須具有挑戰性而且跟得

上時代，我們必須致力於才能的發掘與發展以及被忽略的進路

輔導。在討論中等教育的內涵時，我們特別強調兩個重點： 
第一：在初等教育及普通中等教育中皆明確地發展技術課程；

第二：不僅在普通中等教育及技術中等教育，也要在職業中等



教育要求更高的外語能力。 
當我們談論教育內容及教育結構時，不要懷舊也不要被今日

的花招誤導。在實驗園地，革新要從基層作起，同時我們要動

員所有可能的教育專家，根據事實而不是根據印象達成結論，

如此，現在的政府可以成功地作出困難的決定。 
七、 這些都需要充足的資源，學校需要當代的教材、最新的科技以

及合宜的設施。建設新學校的補救措施必須注意到學校建築應

符合未來的需求。此外，必須採取新的經費補助辦法，依據學

生及學校的特點來分配資源，使資源可以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 
錢不可或缺，但錢不能夠保證成功，過去實施機會均等教育法

的經驗告訴我們，比較重要的是學校文化以及學校政策執行能

力，學校的機會均等政策不僅是經費問題也是執行問題。 
八、 我們需要積極、適任、熱心以及受肯定的教師，所以他們必須

受到良好的訓練，以便獲得權威、熱忱及能力來引導許多不同

的學生都能盡力發揮─從這裡可看到師資培育改革的重要。我
要每一位學童將來都記得他們的老師成功地帶領他們完成一個

最初認為不可能的目標。 
九、 教師單獨一個人面對教室的時代已經過去，有效率的學校要分

析學校的工作環境與面臨的挑戰，然後確立目標，發展有效的

程序與行動，最後評鑑各項結果。這些學校要有強力的領導，

但所有教職員也都應該充滿活力積極參與。 
因此我也要強化學校的領導，加深與加廣教師的工作內涵，

同時要求社會對學校團隊給予他們應獲得的尊重。 
十、 在教育政策上，自主確實是個關鍵的概念，但是當自主只是當

作「不要管我的事」解釋時，那我們就錯了。當學校受到相關

社區與團體支持時，學校必須變成一個學習機構，學校必須從

自身的錯誤中學習，證明他們值得大家賦予信任。才能是珍貴

的資產，我們應該問問學校他們如何處理。 
不論是全面性的或是各校單獨的問卷調查都能告訴我們所達

到的結果為何。對學校來說，問卷調查像是一面鏡子，在鏡子

裡可以看到自己獲致什麼結果，但是也可以看到別人的結果而

有所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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