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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輿論指課程改革不宜畸輕畸重 加劇升學競爭 應中文
英文並重 

 
駐韓國臺北代表部文化組 

 

釐定教育政策，不可與「培育國民多才多藝、面面均衡發展」的

原則背道而馳。高中課程，不能只加重英文、數學，忽視大學入學不

考學科；決策者，宜時時想到，課程結構、上課時數，會不會導致學

生只讀升學考試科目。 

訪查3,144所高中後發現，百分70的學校增加「英文」科授課

時數，百分之57的學校增加「數學」科上課鐘點，百分之22增加「科

學」科，百分之16增加「社會」科；百分之59的學校將原本用於「中

文」、「其他外語」、「衛生保健」、「環境保護」、「資訊管理」科目的教

學時間改教升大學考試科目，百分之39的學校縮減「家政」課，百

分之30的學校刪除「公民與道德」課；減少「國文（韓國語文）」科

授課時數的學遠多過增加「國文」科授課時數的學校。 

教育科學技術部表示，此項課程改革的本意，是希望課程結構與

授課時數能符合社會實際發展需要，允許每所高中自行增加或減少部

分學科上課時數百分之20的空間，豈料結果卻成了清一色地增加「英

文」與「數學」兩科上課時數。該部稱，高中重視「英文」、增加「英

文」科上課時數，可鼓勵學生在校內學習其他外語，減少學生校外補

習，降低家長的子女補習費，但事實頗令人懷疑；再者，課程改革的

結果，導致「英文」、「數學」兩科任教老師短缺，而其他學科因上課

時數減少而任教老師人數過剩。 

1980年代以前，南韓國、高中學生至少須學會1,800個中文字，

但今天的在職青年，連最基本的中文字都不認識，要等進大學或出社

會才學中文。中國大陸是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我南韓最倚賴的

貿易鄰國，而高中卻減少中文教學時數，豈不正與時代脈動唱反調？

明智、富遠見之舉，應該如同「英文」一樣重視「中文」教學；學習

英文，只能使我們的學生認識這個世界的一半，不學中文，不懂中文，

便無法認識這世界的另外一半。 

其次，「本國歷史」亦是國人絕不可缺少的基本學科。高中「本

國歷史」不受重視，上課鐘點減少，怎能期待我們的下一代有足夠知

識處理與中、日鄰國間的潛在歷史糾葛問題？「本國歷史」是建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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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認同必備的知識。 

同樣的，高中減少「自然科學」與「化學」科的上課時數，對國

家的長期發展亦是不利的。以為只有未來要做科學家的人才需要修習

「自科學」與「化學」的想法顯然錯誤。我們國家發展迫切需要科學

理論與科學技術，但可惜的是，我們社會卻沒有給予科學研究應有的

重視。 

學生只在大學入學考試科目上下工夫，是很自然的事，但主管國

家教育方針的決策者，卻不可盲目鼓勵此情勢持續發展；學生固然有

其選擇大學的自由，但國家的教育政策，卻不能一味強調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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