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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的十年，不論你住在加拿大的哪一個省分，由哪一個政黨掌

權，學校的抗爭將會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目前加國公共部門的規模

逐漸萎縮，市場也已飽和，許多工會均為了保護權益而態度強硬。此

舉不僅影響每一位公務員，也使加國政府不願再輕易與各工會妥協，

因一旦政府與某個工會妥協，其他必群起抗爭，爭取更多權益。目前

加國安省共有超過 110 萬人領取政府薪資（除公務員外，還包括社

工、護士、教師及警察等職業），每年所領薪資高達 580 億加元。 

按常規來講，凡領公家薪資的人均需已大眾利益作為優先考量，

一旦為公務員撐腰的工會越發強大時，他們便可藉由不同管道（如爭

取加薪、工作保障、更多的養老金和保障自身的工作需求）向政府爭

取更多利益。工會的目的在於為他們的會員爭取更多權益，而這些正

好與大眾的利益背道而馳。 

無可否認，教師被視為專業職業，但許多專為專業人士所擬定的

規定條約卻不適用於他們。教師們的工作時數均有教師工會精確的規

範，並且沒有實質的績效成果報告（所填的評估表也僅為書面報告參

考作用）。除了教師沒有所謂的績效工資外，教師也不會因教導有方

受到表揚，更不可能因教學上的失誤而丟了工作。 

加國教育體系變化向來不大，學生依舊每天照著固定的課表上

課，所學的內容也依舊使用制式化的科目。多位教育學家認為此種一

體適用的授課方式所能達成的效率非常有限，學生的所學和發展也受

到極大的限制。但此種事半功倍的教學方法因教師工會的限制而無法

做出改善，教師也只能遵守制式化的規定授課，最終，吃虧的無非是

學習較慢的學生，他們在趕進度的學習過程中被迫去適應他人的速

度，往往無法學有所成，這也說明了為何越來越多高中畢業生仍缺乏

聽說讀寫的基本能力。多位教育學家建議教師將授課內容張貼於網路

上，以便學生用自己的速度學習，同時於網上進行模擬考試，而在校

的授課時間則改為「創意教學」，內容包括訓練學生的解題能力、邏



 

輯思考和師生間的互動關係等，建立一個較針對個人且多元化的學習

環境。 

但就目前看來，想在教育系統上做出改變絕非易事，原因無他，

就因公共教育市場早已被壟斷，長久以來的官僚制度和傳統早已根深

蒂固，教師工會的存在更是確保了現況的維持。如何為學生帶來更完

善的學習環境向來不是公會抗爭的主因 

，這也說明了為何近日的罷課抗爭活動均以工會利益為出發點，

卻從未認真討論該如何改善學生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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