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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在馬克宏任期內推行的教職裁減、校園評鑑、高中課程改革、

退休新制、工作環境惡化、校園暴力……教師的不滿節節高漲，教師

工會也呼籲老師走上街頭以表抗議。 

無論激進派或是溫和改革派，教師紛紛號召於 11月 12日響應罷

工，對教育部長布朗凱而言可說是一個考驗，是他上任 18 個月以來

首度面對教師抗議。不過，他堅定沉穩的論述讓其支持度不斷上升。 

1 名 16 歲學生用假槍指著老師的畫面在網路上傳開後，引起全

國震動，但仍無損於教育部長的形象。根據 11月 8日《巴黎競賽報》

（Paris Match）的評比，其支持度反而比上個月還高了 4個百分點，

排名僅次於總理、外交部長和經濟部長，成為法國最受歡迎部長之一。

目前，「別興風作浪」的標籤（#pasdevague）開始在網路上流傳，一

方面批判教師的工作環境，一方面指責整個教育界視而不見的沈默態

度。而布朗凱則於萬聖節假期表示：「『別興風作浪』不是我的哲學，

探究真相才是我的作風。」Snalc全國中學教師工會副主席 Jean-Rémi 

Girard 指出，「局勢不會因為校園進駐警察而有所改善，全國教育體

系上下的心態都必須改變。如果老師不往上陳報教學中遇到的問題，

是因為他們知道這沒有用，更可能反而對他們不利。」Unsa 全國教

師工會秘書長 Stéphane Crochet補充道，「無論是校園駐警或加強紀律

獎懲，教育部長的提議都無法導正或扭轉課堂的失控常態。」既然日

常教學困境近來廣受矚目，是否有助於 11 月 12 日的罷工動員？

Crochet 表示，「#pasdevague 屬於個別自發活動，不是集體動員。雖

然教師多深感憤怒，但他們願意為此失去 1天的薪水嗎？」自 11月

5日開始，老師們就已經將重心放回學校，著手準備第 1學期的班級

會議（conseil de classe），也看來對這場罷工的效力沒什麼信心。Unsa

馬恩河谷省分會秘書長，亦為學校老師的 Clément Peyrottes指出，「雖

然年輕一代多半不抱什麼希望，但也不會去進行抗爭。」他也指出，

「雖然教育部長形象良好，但第一線工作情況可沒那麼樂觀。小學 1、

2年級小班化這項教育優先政策非常好，但要達成這項馬克宏的競選

承諾，需要更多人力！」相應的職位調整使馬恩河谷省的班級因此減

少了 100 多個，並使幼稚園的班級人數提高。Peyrottes 認為，「幫助



 

有迫切需要的學生固然好，但不應損及其他人的權益。」 

然而，老師們只能接受現況，畢竟馬克宏的教育政策並未提及增

加資源。在推動高中會考及課程改革的同時，仍將於本年度裁減 2,650

個中學教師職位。Snes全國中等教育教師工會秘書長 Frédérique Rolet

批評，「這不過是個開端而已！2020 年預計將減少 1 萬個公職職位，

顯然一半都是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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