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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所刊出的學術論文，展現多元且具啟發性的學

術內容，每篇稿件經過嚴謹的匿名審查，作者反覆的費心修改，再經由本刊編輯委

員會全體委員複審及討論後，決議刊載以下三篇論文。三篇論文在領域上，分屬

「教育政策與制度」、「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及「課程與教學」等領域，探

討德國教育政策與制度、教師課室評量，以及議題融入課程等豐富的教育議題；在

研究取向上，分別採取文件分析、深度訪談、教學實驗、調查研究等多元的研究方

法。本期論文研究主題多元，每篇皆為值得一讀的佳文，希望藉由研究成果提供教

育政策更多的省思與體悟。茲簡述各篇亮點如後。

第一篇「德國如何鞏固早期化教育分流體制」，透過文件分析法，蒐集德國

政府法典、德國政府與研究機構之評估報告、工商業界調查報告、職場資訊與產業

動態等與分流體制相關之文件，試圖梳理德國早期分流制度發展沿革和調整進程，

有助於理解德國在分流體制之政策與作法。德國的分流制度針對不同性向與能力的

學子「因材施教」，建立世界典範的職業教育，真正達成「行行出狀元」的成就；

然而該教育分流體制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亦有其挑戰與批評聲浪，也無法全然避免

社會再製現象，是值得進一步留意之處。「它山之石，可以為錯……它山之石，可

以攻玉」，本文深入剖析德國典範性職業教育，從而建構早期化分流政策的合法

性，或許能為臺灣的教育政策與制度提供些許啟發。

第二篇「從政策、學校與社群探究教師課室評量的實踐」，透過對教師的深

度訪談，以瞭解十二年國教課程理念與目標能否順利轉化至教學現場課室評量的實

踐。研究發現教師課室評量的實踐的確受到入學考試、縣市的課程領導、學校氛圍

與教師社群的影響，特別是在國高中端重視升學主義的情境脈絡下，多數教師欠缺

課室評量的實踐知能，然而有助於打破此種困境的解方，是當教師社群具有探究與

反思的氛圍，就能調節高風險測驗的壓力，具體實踐課室評量以落實課程理念與目

標。研究結果對於當前仍舊重視升學主義的教學現場，提供了對課室評量甚為有用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龔心怡

主編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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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引，若能將學習結果的評量，逐漸轉化為評量即學習與促進學習的評量，應能

對提升教師課室評量的知能有所助益，值得所有教育工作者進一步參考！

第三篇「環境不正義之協商日常：探討議題融入田野踏查課程模組之學習成

效」，以「環境正義」融入田野踏查之「5+1階段」課程模組，探究該課程對大學

生學習經驗與課程觀點之影響。藉由混合研究法之資料蒐集，研究結果發現具有課

程結構性、議題連貫性、學習模式多樣性之課程模組，能拓展學生視野並提升其學

習體驗與學習成效，深化戶外學習與實地踏查之教育意涵。研究結果完整描述議題

融入田野踏查課程之歷程，對於未來有意以田野踏查課程模組融入課程與教學之研

究者，提供了以實徵證據為本的研究取向，對於引領有意推動議題融入課程模組的

探討與應用等相關議題，提供可行的研究方向。

本期論文敬邀教育領域的學者專家共同閱覽，感謝本期所有作者對教育研究

的投入，分享兼具學理與實務價值的佳文，期盼這些研究成果能引發更前瞻的發

想，對教育政策發揮實質的影響力。也再次感謝各篇審查委員、本刊編輯委員會委

員的審查意見與修改建議，以及出版中心工作同仁的努力，讓本期得以順利出刊。

感謝教育領域的學者專家一直以來對《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的支持與關注，歡迎

學界先進惠賜稿件，共同為促進臺灣教育研究而努力。

主編  龔心怡  謹識

2023年 12月

主編的話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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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如何鞏固早期化教育分流體制

張源泉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特聘教授

摘　要

1919年《威瑪憲法》確立了三軌制；而後，二戰後盟軍，以及 1960年代的綜

合中學運動，都致力於綜合中學的興建，但最後綜合中學仍僅居於三軌制的邊緣地

位。1964年通過的《漢堡協定》仍堅持三軌制，但設置兩年的定向學級、延緩分流。

直到千禧年「德國 PISA震撼」中，三軌制受到嚴厲批判，促使各邦簡併三軌為兩

軌。且為了推動在職人員入學高等學校，積極建構第三條教育路徑。另外，持續性

積極改革職業教育，並提出「附加職業資格」方案，以便能與產業發展同步；且在

2020年修正《職業教育法》，引入高等職業教育三級學位，為職業教育／高等教

育的可比性架接通道。過去早期化分流制度常被譏刺為十歲定終身，但該制度多由

父母決定，且分流後尚可通過轉學程序轉軌，再者，職業教育的升學管道十分暢

通，入學高等學校的比率超過 30%。誠然，高學歷會帶來較高收入，但是師傅的

薪資與失業率、具有職業資格者的教育投資報酬率，都不遜於前者。雖然大多數職

業教育學子無法實現上大學的夢想，但德國建構具有典範性職業教育，用實惠置換

夢想，從而建構早期化分流政策的合法性。

關鍵詞：職業教育、三軌制、綜合中學

【通訊作者】張源泉  電子郵件：yuanchuanchang@nc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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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Tracking in the German Educational System

Yuan-Chuan Chang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Abstract
Germany previously had a three-track educational system that was initially established as 

part of the Weimar Constitution in 1919. In the 1960s, reformist calls to establish comprehensive 
middle schools in West Germany gained traction. However, comprehensive middle schools only 
occupied a marginal position in the German educational system. Amendments to the system 
were proposed in the 1964 Hamburg Agreement, which retained the three-track system but 
established a 2-year “orientation phase”, delaying the tracking of students into separate 
academic and vocational paths. However, the German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shock in 2000 led to the three-track system being harshly criticized, 
prompting every German state to simplify the system to two tracks and provide incentives for 
working people to enroll in higher education. This established a pathway to higher education for 
all, including those who had been tracked out when they were younger. Additionally, Germany 
made further reforms to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posing an “additional qualification plan” to 
maintain pace with the demand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reover,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Act was revised in 2020 to include advanced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degrees at three levels, 
making the valu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comparable to traditional higher education. The early 
tracking in Germany’s educational system has been widely criticized, with critics indicating it 
requires 10-year-old children to decide on their future career paths. However, this 
characterization is somewhat unfair: As is true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parents usually make 
such decisions for their children, and the system includes streamlined provisions for transfers, 
with more than 30% of vocational students ultimately transferring to universities. Moreover, 
although Germans with a university degree typically have higher incomes than do those without, 
they fare no better than skilled workers with a vocational degree in terms of employment 
security and return on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Furthermore, although vocational students face 
obstacles when electing to pursue a university degree, the high qua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Germany and the bright career prospects for vocational school graduates demonstrate the 
wisdom underlying the early tracking policy in German education.

Key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three-track system, comprehensive middle school



3張源泉 德國如何鞏固早期化教育分流體制

壹、前言

在全球風行的小說《哈利波特》（Harry Potter），新生甫進入「霍格華茲魔

法與巫術學院」（Hogwarts School of Witchcraft and Wizardry），即迎面而來第一

項考驗：新生需戴上一頂「分類帽」（sorting hat）、偵測其性格與稟賦，指引他

們前往最適性學院。令人扼腕的是，如此神奇的帽子在現實世界中難以尋覓、進行

簡易而完美的篩選分類（Schnepf, 2002）。在教育政策上，前述「分類帽」的作用

即為「教育分流」（educational tracking）。

「教育分流」意味著將不同性向與能力的學生分層別類，導引進入不同的學校、

班級或課程，教授不同的內容、採用不同方法，並依不同的要求和標準，使學生接

受符合其性向與能力的教育，以具備將來從事特定職業的能力（Betts, 2011; Jones et 

al., 1990）。教育分流制度體現了學校教育的「篩選」和「分類」功能，而學校則

被視為篩選分類過程的「守門人」（gatekeeper）（Montt, 2011）。

教育分流的形式極富多樣性：學術型教育／職業型教育兩大學軌、菁英學校

／非菁英學校，以及差異化教學法等（Grainger et al., 2016; Taylor, 2017）。在教育

分流的多樣化形式，本文僅聚焦於學術型教育／職業型教育向度之教育分流。

教育分流政策的支持者，強調學校根據學生不同的性向與能力，調整授課內容

與教學方式，可以實現教學效率最大化，更有利於教育資源的配置和利用（Hallinan, 

1994）；亦即，教育分流旨在促進學生之認知、情意與技能發展，而非改變或影響

學生的同儕群體和自我認同。以 Durkheim（1933）和 Parsons（1959, 1964）為代表

的結構功能主義（structural functionalism），即強調教育體制之分流政策，可以讓不

同性向與能力的學生，獲得適性發展的教育路徑，儘管教育必然導致階層分化，但

教育分流機制具備客觀的評價標準，使中下階層者有機會通過教育，實現社會階層

向上流動。

教育分流政策的反對者，如 Bourdieu與 Passeron（1970）、Collins（1979）、

Willis（1977）等則強調，表面上學生在學校中公平競爭，但不同階層在經濟與時

間投入、習性（habitus）與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親子互動和社會網絡等方

面的差距，從而導致教育機會不均等。Bowles與 Gintis（1976）亦強調，學校教育

對上層子女更為有利，而教育分流體制則為上層社會，維持其自身優勢提供了合法

外衣，從而產生社會再製（social reproduction）問題。在教育分流體制下，學校類

別的差異―尤其是學術型教育／職業型教育兩大學軌―，可能導致多數中下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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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的學子，被分流至職業教育學軌，從而降低其在職場上獲得較佳工作的機會，進

而持續複製和再生產社會階層間的不平等。

1960年代以來，一些發達國家的基礎教育改革，出現了「合流教育」（confluent 

education）的趨勢，在中等教育階段實施單一化學制、結合普通教育／職業教育，

尤其美國的綜合學校運動，更成為許多國家的仿效典範（Pusser & Turner, 2004）。

在前述發展潮流中，目前超過七成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成員國實施初次教育分流的時點，不早於學

生 14歲時（OECD, 2013）。如臺灣實施後期中等教育的分流，大約 15歲、結束

義務教育後，分別導向普通高中／高職／五專／綜合高中等（林永豐，2007）。僅

極少部分成員國家實施早期化分流政策，例如德國、奧地利、瑞士等，尤其德國更

是在 10歲時即進行分流（OECD, 2013）。

在德國小學一般六歲入學，學制為四年，僅柏林（Berlin）與布蘭登堡邦

（Brandenburg）學制為六年。小學畢業後（十歲）被分流進入三類中等教育學校：

八或九年制（5-12年級或 13年級）的文理中學（Gymnasium）1
、五年制（5-9年級）

的主幹中學（Hauptschule）、六年制（5-10年級）的實科中學（Realschule）

（Kultusministerkonferenz, 2019b）。

具體而言，文理中學是為了滿足具有理論興趣的學生而設，通過「高中畢業考」

（Abitur）的學子，獲得「普通高等學校入學資格」（Allgemeine Hochschulreife ），

使其將來能擔任領導階層。主幹中學則為那些對理論興趣缺缺、喜歡動手操作的學

生而設，使其接受基礎的普通教育，並為後期中等教育的職業教育做準備，學生畢

業獲得「主幹中學畢業證書」（Hauptschulabschluss）（Kultusministerkonferenz, 

2019a）。

介於文理中學／主幹中學之間為實科中學；過去實科中學曾被稱為「中間學

校」（Mittelschule），一方面提供普通教育，另一方面則為後期中等教育的職業教

育做準備，課程聚焦於現代性的應用課程，學生畢業獲得「實科中學畢業證書」

（Reaschulabschluss）（Kultusministerkonferenz, 2019a）。

1 在傳統學制中，文理中學的學習年限為九年；在 2003-2007年間，許多邦陸續將文理中學的學制縮短為八
年，但八年學制自實行以來即備受爭議，從未擺脫過批評之聲，因此有些邦又對八年學制進行再改革，重

新引入九年學制，人們稱之為「改革之再改革」（Reform der Reform），從而實行八年／九年併行方式
（Homuth, 2017; Küh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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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言之，絕大部分的德國學子，在十歲即被迫面臨人生中非常關鍵的抉擇和

考驗―學術型教育／職業型教育之分流，因而有「十歲定終身」之譏（Henninges 

et al., 2019; Misek, 2007）。

尤其，1960年代後，由於科技、經濟快速發展，以及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等多

重因素，社會大眾對於高等教育有強烈的需求，致使多數國家高等教育都經歷了前

所未有的快速擴張（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n.d.）；在這樣的氛圍下，學術型教育／職業型教育之分流體制要能繼續維繫，必

須優化分流體制自身。再者，相較於學術型教育，世界各國的職業教育常常淪為

「二流教育」（second-rate education）的代名詞、成為學子及其父母的「次等選擇」，

就讀職業教育的學子，常被視為教育分流的「受害者」（Taylor, 2017）。因此必

須強化職業教育競爭力，增強職業教育的優勢和吸引力。

在教育合流的發展趨勢下，德國「違逆潮流」、實施早期化教育分流政策，且自

18世紀即有學術型教育／職業型教育之分軌體制，並延續至今（Wolgast, 2017）。

在源遠流長的歷史發展中，德國又如何鞏固早期化之分流體制？

本研究以文件分析法，蒐集德國分流體制之相關文件，這些文件包含以下：

（一）德國政府公布的法典；（二）德國政府與研究機構之評估報告；（三）工商

業界的調查報告；（四）職場資訊與產業動態；（五）書籍、期刊論文、報章新聞

等，從而分析後歸納統整德國如何鞏固早期化之分流體制。為能深入探究此研究問

題，先從歷史發展角度回顧分流體制的形成、相關的理念依據，以及在歷史發展過

程中的相關爭辯。而後，探究德國如何優化教育分流體制本身，以便回應相關的爭

辯，並進一步探究德國如何強化職業教育競爭力、增益其優勢和吸引力，試圖「彌

平」在分流體制中處於不利地位的職業教育學子；最後評析德國教育分流政策，並

提出本文的結論。

貳、分流體制之形成及其爭辯

教育分流體制的型塑與確立，在時間向度上淵遠流長，以下先回顧分流體制

的形成，而後再進一步探究分流體制之相關爭辯。

一、分流體制之形成

1538年路德新教的著名教育家 Johann Sturm（1507-1589），合併三所拉丁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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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inschule）與文法學校（Grammatikschule），創建德國第一所「文理中學」

（Schindling, 1977; Tinsley, 1989）。兩百多年後，1763年普魯士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ße, 1712-1786）頒布了《普通學校規則》（Generallandschulreglement），規定

義務教育為八年，並且大量興建屬於職業教育的「國民學校」（Volksschule），為中

下階層的人民提供受教機會，成為最早實行義務教育的國家（Neugebauer, 1992）。

並進而形成了文理中學／國民學校之分軌制，但這兩類不同的學校，不是前後銜接的

兩個階段，而是平行、無上下關係，分屬於高／低層次教育之不同學校類型（Edelstein 

& Veith, 2017）。

除了文理中學／國民學校外，18世紀初其他學校類型躍上「德意志教育舞臺」，

諸如面向現實社會、半古典的「文實中學」（Realgymnasium），以及著重於現代

科學的「高級實科中學」（Oberrealschule）等（Berg, 1991）。二者與文理中學之

間的辦學主旨迥異，其乃為培育專門人才，尤其是技術／自然科學方面的專門性人

才，而文理中學則為培育一般性、學術性人才。19世紀初德國的工業與產業已有

長足發展，社會對各類技術人才需求孔殷，文實中學／高級實科中學也就成了當時

很多資產階級／新興中產階級子弟們的首選（Wehler, 1995）。

在學校教育發展的過程中，以國王為首的世俗政權，頒布相關法令，大興土木建

造校舍，並解決教師荒及其待遇問題，成為教育事業的最佳「守護神」。但「天下沒

有白吃的午餐」，學校教育在獲得國家「照顧」的同時，亦需服務於專制國家社會的

發展。尤其1787年設立了掌管學校事務的「高級學校委員會」（Oberschulkollegium），

將普魯士的學校均置其監督管轄之下。該委員會首任主席 Karl Abraham Zedlitz（1731-

1793）在 1787年發表〈未來國家統籌負責的教育事業之總體計畫〉（Gesamtplan für 

ein künftig vom Staat zu verantwortendes Unterrichtswesen），對於教育分流的說明非

常具有代表性：

如果以培育未來將擔任國會議員、校長的教材，教育未來的裁縫、木匠與引

車賣漿者流，簡直愚蠢至極！⋯⋯教導未來農民的教育內容與方式，不應等

同於從事貿易與技藝手工業者，且培育後者的方式，亦不應等同於未來將成

為學者與官員。因此，教育系統應分流為三條軌道，分別培育未來的農民／

市民（從事貿易與技藝手工業者）／學術性人才。（Zedlitz, 1980, p. 3）

Zedlitz對於學校教育發展的擘劃，在普魯士王國及其後，非常具有代表性：

教育的實施需因應不同的能力與性向「因材施教」，因此主張教育系統應分流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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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軌道，擁護傳統上無上下關係，分屬於高／低層次教育之分軌制度。

1806年普法戰爭，普魯士慘敗。不旋踵，1809年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

被任命為文化與公共教學部長（Sektion des Kultus und des öffentlichen Unterrichts），

並進而對德國現代教育體制的發展，發揮了無可比擬的影響力（Tenorth, 2017）。

von Humboldt（1810-1813/1903, 1809/1956）認為，要拯救國家和民族，最重要的不

是仰賴領導階層的銳意興革，而是應該通過「普通教育」（Allgemeinbildung）的陶

冶，喚醒由專制統治所造成的消極民眾，使之成為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者，而非為

獲得實用技能。

1810年 von Humboldt卸任部長職位，von Humboldt理念的追隨者 Johann Wilhelm 

Süvern（1775-1829）―任職於普魯士內政部文化組國家諮議會（Staatsrat in der 

Kultusabteilung des Preußischen Innenministeriums）― 1819年提出《普魯士學校制

度建構之共同法草案》（Entwurf eines allgemeinen Gesetzes über die Verfassung des 

Schulwesens im preußischen Staate），站在前述 Zedlitz的對立面，主張廢除分軌制、

實施統一制的普通教育，呼籲學校教育非為獲得實用技能，並以小學／普通城市學

校（Allgemeine Stadtschule）／文理中學，作為前後銜接的連續級別排列（Edelstein 

& Veith, 2017; Michael & Schepp, 1993）。

Zedlitz之分軌制／ von Humboldt與 Süvern之統一制各有眾多擁護者，二者的

爭論，在 1918年建立的威瑪共和國（Weimarer Republik），才獲得妥協性解決：

一次大戰後，1919年《威瑪憲法》（Weimarer Verfassung）第 146條明定：

應為所有國民建立四年制的小學，並在小學的基礎上，建立中級與較高級的

學校體制（das mittlere und höhere Schulwesen）。（Huber, 1992, p. 172）

《威瑪憲法》在德國教育的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同時容納統一學

制與分軌學制：傳統上，無上下關係，分屬於高／低層次教育之間的嚴格分離，第

一次被打破，且小學畢業後需將學子分流至文理中學／實科中學／主幹中學之三軌

制（Dreigliedrigkeit）（Edelstein & Veith, 2017）。

具體而言，小學畢業後，教師會根據學子的能力與學習表現―尤其是數學與

德語―寫一封「升學建議書」（Übertrittszeugnis mit Schullaufbahnempfehlung），

建議學子應入學的學校類型。而「升學建議書」的約束力，則視各邦的具體政策而

定，一般而言家長多具有相當的主導權（BR24 Redaktion, 2023; Schnepf, 2002）。

在三軌制中，就讀文理中學並通過高中畢業考的方式，壟斷了高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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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chschule）入學途徑，且屬於少數中的少數，在 1950年以前具有高等學校申

請資格者的比率（Studienberechtigten-Quot），低於 5%（Koepernik & Wolter, 2010, p. 

13）。1960年為 5.6%、1970年為 10.9%（Meyer-Dohm, 1996, p. 75）。

二、二戰後之「再教育」

1933年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擔任德國總理，德國進入納粹統治時

期。在此期間，德國教育系統都被納入為戰爭服務的軌道：在學制上，不僅廢除教

會學校、縮短中等教育年限，且將文理中學改組為「高級學校」（Oberschule），

以便能重新安排科目。在課程教材方面，此時期重編教材，其目的是將所謂的「雅

利安」青年（“arische” Jugend），塑造成具有種族意識的「民族同志」（rassenbewusste 

Volksgenossen）（Wildt, 2012）。

二戰初期，在英國普遍流行一種思想觀點：

在二次大戰的對抗中，英國不是在與德國人民，而是在與希特勒及其邪惡的

納粹制度作戰。（Kettenacker, 1985, p. 59）

彼時，英國人普遍寄希望於德國人，希冀其能自發性地群起反抗，進而推翻

邪惡政權。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是當德國納粹對波蘭大肆蹂躪的暴行被披

露後，先前區分納粹分子／德國人民的清晰界限，逐漸變得模糊（Vansittart, 

1941）。

1941年英國學者Vansittart（1941）在《黑色的記錄：德國的過去與現在》（Black 

Record: German’s Past and Present）中強調，德國的侵略性擴張政策，並非僅關乎

希特勒的獨裁專政，而是源自全體德國民族的罪責，他們也應該為納粹暴政和二戰

負責，並提出「再教育」（re-education）概念，他指出：

在二次大戰中，英國是在與德國的軍隊作戰，而這支軍隊正是由普通德國人

所組成，因此所有德國人都應當對希特勒發動的這場戰爭負責。為能謀求未

來的和平，需對德國人民實施「再教育」，使其在「精神層面發生根本變化」。

（Vansittart, 1941, p. 62）

前述觀點被稱為「範西塔特主義」（Vansittartismus），其在知識界、官方甚

至是民眾間，受到極大重視，並進而影響了二戰後西方盟國對於德國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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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man, 1979）。

二戰後，「再教育」運動從清除納粹教師揭開序幕。1945年 6月戰爭甫結束，

盟國即在教育領域進行廣泛的「非納粹化」（Entnazifizierung）改造，暫時關閉所

有教育機構，對原有教師進行「清洗」。英占區多達 11,567名教師遭到逮捕與解雇；

法占區的比率高達 75%；而美占區亦達到了 2／ 3。大規模的清洗，導致師資極度

匱乏；在巴伐利亞邦（Bayern），平均師生比為 1／ 65，而石勒蘇益格－荷爾斯

泰因邦（Schleswig-Holstein）更高達 1／ 78（Erdmann, 1980）。

1945年盟軍發布了關於教育民主化的《指導委員會第 54號指令》（Control 

Council Directive No. 54）―《德國教育民主化之基本原則》（Basic Principles for 

Democratization of Education in Germany），民主化社會被視為再次出現悲劇的「避

雷針」（Benz, 2005; Cassidy, 1950）。民主化思潮進一步強化了「教育均等」的重

要性，且應以綜合中學（comprehensive middle school）取代傳統的三軌制（Benz, 

2005）。

同年美國派出了代表團，考察德國教育狀況，在 1946年發表的《美國赴德教

育代表團報告》（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Education Mission to Germany）指出，

德國納粹產生的根源，與其傳統的三軌制息息相關：絕大多數人在小學畢業後，只

能接受職業教育，僅 5%到 10%的優勢群體，進入學術教育路徑；這種教育制度

強化了「階級社會」的基礎，此造成了精英階層的傲慢專制、普羅大眾的自卑屈從，

從而孕育了專制體制的發展溫床（Zook, 1946）。

代表團按照「美國經驗」進一步指出，初等教育應該延長為六年、中等教育

應同時容納普通教育／職業教育，實施綜合中學之統一學制（Zook, 1946）。這種

嘗試一開始就受到德國民眾、政治家與教育學家等的抵制與批判，其中時任巴伐利

亞邦的文教部長 Alois Hundhammer（1900-1974）的一段話非常具有代表性：

基於「社會平等原則」⋯⋯應積極引導具有較好稟賦的學子，使其達到較高

和最高教育目標，而不論其家長的地位與能力。但是，以下兩點事實不容被

忽視或否認：（一）僅少數人，而非所有人都具有達到較高教育目標的稟賦；

（二）具有較好稟賦者雖分布於各個階層，但其在不同階層有不同的分布比

率。生物學上的不平等，不能透過文化措施加以消除，也無法透過廢除分軌

制、實施統一學校制加以消除。（Giesecke, 1998, p.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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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dhammer強調，人類天賦存在著差異，因此應為不同天賦的學子，提供

適合其性向與能力的教育。他認為當務之急，與其說需改造德國教育，毋寧說需

重新恢復被納粹中斷的傳統三軌制（Giesecke, 1998）。盟軍占領西德期間，盟軍

以征服者的姿態，透過多種方式「下達」西德政府執行教育改革方案，但德國各

方強烈抵制，盟軍最終在實際上妥協，而使得教育改革「胎死腹中」（Lawson, 

1999）。

1950年代，西德伴隨著經濟高速發展，人員和家庭遷移日漸頻繁，學生轉學成

為常見現象。而在聯邦主義體制下，國家實行分權管理，且文教事業隸屬於各邦政

府權限，於是造成了遷移家庭的子女轉學困難問題。為能解決前述問題，1955年「各

邦文教部長聯席會議」簽訂了《杜塞爾多夫協定》（Düsseldorfer Abkommen）。該

協定第 13條特別強調，即使辦理實驗教育，仍需保留原有的三軌制學校類型框架

（Kultusministerkonferenz, 1955）。亦即二戰結束十年後，德國不但沒有執行盟軍關

於改革三軌制的指示，反而進一步加以確立，並為變革設置了障礙。亦即，三軌制

在二戰後「頂住」了盟軍的壓力，迤迤然走進當代社會。

三、綜合中學運動

1960年代，德國乃至西歐各國，都出現了教育民主化運動，紛紛效仿美國的

綜合中學，掀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中等教育綜合化運動（Berger, 2005; Ertl & 

Phillips, 2000）。

德國社會學家 Dahrendorf（1965）研究指出，1960年代中期，西德不同職業

類別比率及其子女所占之大學生比率，呈現巨大的落差，如表 1。此統計數據清楚

地顯示，在傳統教育分流體制下，確實產生社會階層複製和再生產的現象。

表 1 
1960年代中期西德不同職業類別比率及其子女所占之大學生比率

職業 勞工 職員 商人 自耕農 公務員 自由業 學術人員

人口比率 49.8% 22.7% 10.6% 8.7%   6.7%   1.5%   1-2%

大學生比率   5.2% 29.3% 14.5% 3.5% 33.7% 12.3% 35.5%

資料來源：Dahrendorf（1965, p.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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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學界與政界之相關人士呼籲，為能促進教育機會均等，應建立綜合中學；

綜合中學的建立，可以減少多軌制中學的質量等級差異，避免隔離不同教育路徑，

而令處於不利地位的學生，多集中於較低層級的學校（Berger, 2005; Ertl & Phillips, 

2000; Weeks, 1986）。1960年德國教師聯合會（Arbeitsgemeinschaft Deutscher 

Lehrerverbände）通過的《布來梅計畫》（Bremer Plan）即建議，應在中等教育前

期階段，建立統一的「中間學校」（Mittelstufe）取代三軌制（Khod, 2021）。

在前述改革建議的脈絡下，1968年柏林率先建立了德國第一所綜合中學「沃爾

特‧格羅皮烏斯學校」（Walter-Gropius-Schule），拉開了德國中等教育綜合化的序

幕；如今該校已發展為包含小學、初中與高中之「城區公學」（Gemeinschaftsschule），

大約有 1,000名學生（Gaude & Reuel, 1993; Walter-Gropius-Schule, n.d.）。

1969年社會民主黨（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在該年的大選獲勝，客觀上有

利於綜合中學的發展，因為綜合中學與該黨強調的教育機會均等（Gleichberechtigung 

der Bildungschancen）理念最為接近。同年，社會民主黨提出了《民主教育體制模式》

（Modell für ein demokratisches Bildungswesen），主張應將傳統的三軌制學校轉型

為綜合中學（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1969）。

德國綜合中學有兩種形式：「一體化綜合中學」（integrierte Gesamtschule）、

「合作式綜合中學」（kooperative Gesamtschule）。

（一） 「一體化綜合中學」：亦被稱為「附加性綜合中學」（additive Gesamtschule）；

在此學校類型，學生混班上課；但 1982年「各邦文教部長聯席會議」通過

了相關決議：「班級」僅為行政管理單位，同一個班級的學生，應考查學子

每個學科的程度／學習進度之差異，而分流參加不同級別的課程：輔導課程

（Förderkurse）、基礎課程（Grundkurse）與擴展課程（Erweiterungskurse）；

避免學生間的程度／學習進度差異，而互相牽絆、相互拉扯（Herrlitz et al., 

2003; Kultusministerkonferenz, n.d.-b）。

（二） 「合作式綜合中學」：由主幹中學、實科中學和文理中學三大支柱（Säulen）

「拼貼」而成。除了體育與美術進行合班教學，其他課程仍然依照傳統三軌制

分別教學；其與傳統三軌制的差異，在於前者在同一個學校「屋簷」（Dach）下，

容納了三種不同類型學校（Baumert, 1980; Deutscher Bundestag, 2006）。「合作

式綜合中學」也被稱為「多路徑學校」（Schule mit mehreren Bildungsgängen）

（Gottschalch, 2011）。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第十九卷第四期）12

德國中等教育綜合化運動的發展並不順遂，以北萊茵－西伐利亞邦

（Nordrhein-Westfalen）為例。該邦社會民主黨在 1969年贏得大選，為能促進教育

機會均等，在該邦建立了「合作式綜合中學」，取代傳統三軌制。但有許多教會、

學者以及學生家長簽名請願，群起抗議，並以「停止合作式綜合中學！」（Stop 

Koop）為口號，紛紛投入抗議活動（Köhler, 1978）。為能解決前述爭議，1978年

該邦舉行全民公投，有 363.6萬人（29.8%）投票贊成廢除綜合中學，遠遠超過贊

成維持綜合中學的五分之一。該項公投結果，導致該邦邦長 Heinz Kühn（1912- 

1992）黯然下臺（Taz-Archiv, 2005）。

1960年代啟動的綜合中學運動，常陷入黨派與價值觀之爭，支持綜合中學者

強調教育民主化／教育機會均等，反對者則譏評為教育平均主義／良莠不分，混淆

了不同稟賦之間的界線。無疑地，學子及其家長用「腳」決定，比黨派與價值觀之

爭，更直接關係到綜合中學之榮枯。在 1960年代啟動的綜合中學運動，綜合中學

僅取得有限的成功，並未打破德國中等教育的三軌制結構（Ertl & Phillips, 2000; 

Weeks, 1986）；且學校與學生數一直處於邊緣地位，如表 2。

表 2 
2007年德國學校數與學生數及其比率（八年級）

學校類別 學校數 學校比率 學生數 學生比率

主幹中學 4,578 36.4%    888,234 19.2%

合作式綜合中學 1,288 10.2%    299,919   6.5%

實科中學 2,775 22.0% 1,278,079 27.7%

文理中學 3,078 24.5% 1,701,109 36.8%

一體化綜合中學    670   5.3%    412,298   8.9%

華德福學校Waldorfschule    199   1.6%      38,515   0.8%

資料來源：Lohmar與 Eckhardt（2009, pp. 144-145）。

一直到 21世紀初，綜合中學一直被視為實驗性的，僅側身於傳統三軌制的邊

緣地位，只是三軌制的附加，而非替代；亦即它未能完成取代三軌制的任務，反而

導致德國教育呈現出更熱鬧的局面。但它在根深蒂固的傳統三軌制，如同打進了一

支「木楔」，其所強調「教育機會均等」理念仍有所發展，不僅具體落實於「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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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級」（Orientierungsstufe）制度―在不同文件有不同的名稱：「促進階段」

（Förderstufe）、「觀察階段」（Beobachtungsstufe）―且綜合中學的學校數和

學生人數都有所增長，此內容參見第參節。

參、優化分流體制

長期以來，德國的三軌制「穩如磐石」，難以撼動。但學界與社會大眾的批

評也從未間斷過，這也使得分流體制進行了延緩分流（定向學級）、暢通升學管道

之縱向變革，以及簡併三軌之橫向變革。以下從變革的時間序列做進一步探究。

一、延緩分流

1964年 3月各邦文教部長聯席會議通過了《柏林聲明》（Berliner Erklärung），

主張教育機會的提供，應該適合個人的性向／能力，因而應該採取相應措施―例

如設置「觀察階段」、延緩兩年分軌―通過分組教學達到因材施教，緩和了「倏

忽跨躍」的分軌決定，使學生進入他們相適應的教育軌道，避免過早分軌造成的不

恰當和失誤（Kultusministerkonferenz, n.d.-b）。

同年 10月，各邦邦長在漢堡簽訂了《漢堡協定》（Hamburger Abkommen），

取代了效期已滿的《杜塞爾多夫協定》。在新協定中，依然堅持保留三軌學制，但

是特別強調教育機會均等的重要性，將共同學習的時間延長兩年，並在第四條第四

項明確提出：

對於所有學生共同就學的第 5／ 6學年，可以使用「促進階段」或「觀察階段」

名稱。（Bayerischen Staatsministeriums für Unterricht und Kultus, 1964, p. 3）

從該條款中可以看出，儘管沒有實現中等教育階段之單軌學制，但是共同學

習時間已經由四年延長為六年，分軌得以推遲、延緩分流，被延長的兩年還被賦予

了特殊的「促進或觀察」的任務。《漢堡協定》拉開了教育改革序幕；其中「促進

階段」包含雙重任務：延長共同受教的時間，並為學生接受中等教育做準備

（Kultusministerkonferenz, n.d.-b）。

為了落實延緩分流的理念、具體推動定向學級的實施，1974年各邦文教部長

會議明確指出，定向學級的組織形式包含「依附於學校類型」（schulartabhäng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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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於學校類型」（schulartunabhängig）兩種。前者―以萊茵蘭－普法茲邦

（Rheinland-Pfalz）為例―小學畢業後，實施定向學級，且依附於不同類型學校

（主幹中學、實科中學、文理中學）；即便是不同類型學校（例如實科中學與文理

中學）組織跨校課程，但在管理組織上亦分別隸屬於參與的學校，且在統計數據

上，「依附於學校類型」的定向學級，亦歸屬於參與的學校，定向學級本身不具有

獨立性（Kultusministerkonferenz, 2015a, p. 33）。質言之，「依附於學校類型」並

非一個獨立階段，而是隸屬於中等教育前期，且歸屬於提供定向學級課程之不同類

型的學校（三軌）。

相異於「依附於學校類型」，「獨立於學校類型」的定向學級本身為一獨立階

段，且為小學的延續，而與中等教育的不同學校類型無關。定向學級的課程，主要

在為學子轉入七年級（中等教育前期）做準備，因此課程安排的重點，乃根據學生

的能力與性向提供相關的課程，僅部分課程（例如音樂與體育）與小學或中等教育

前期的學校跨校學習（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Kindertagesförderung Mecklenburg-

Vorpommern, n.d.）。在書面文件與相關的統計數據上，嚴格意義下的定向學級乃

指「獨立於學校類型」，如圖 1與表 3。質言之，「獨立於學校類型」定向學級，

確實將學子的共同學習時間由四年延長為六年，更能落實延緩分流的理念。

從德國 16邦的相關統計，「獨立於學校類型」定向學級已呈現穩定發展，如

圖 1與表 3。

圖 1 
「獨立於學校類型」的定向學級之數量統計  

 

定
向
學
級
之
數
量

年代

資料來源：Statista Research Department（20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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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獨立於學校類型的定向學級之學生人數

年代
2014／

2015
2015／

2016
2016／

2017
2017

2018／
2019

2019／
2020

2020／
2021

2021／
2022

人數 99,281 100,851 103,574 106,699 110,508 112,035 112,317 113,230

資料來源：Statistisches Bundesamt（2023）。

二、簡併三軌為二軌

2000年在 OECD實施的「國際學生評量方案」（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中，德國學生在閱讀能力、數學能力和科學能力都低於

OECD平均水準；這對一向以教育品質而自豪的德國教育界、企業界和政治界，猶

如一枚「德國 PISA震撼」（Deutschlands PISA-Schock）（朱啟華，2003；梁福鎮，

2009；Baumert et al., 2002; OECD, n.d.-b; Raidt, 2009）。

在「德國PISA震撼」的大背景下，對於教育品質的檢視，瞬間成為「街談巷議」

的熱門話題，尤其對傳統三軌制的批判又浮上檯面，因為不理想的 PISA成績，很

大程度源自該分流體制，特別是主幹中學（Ehmke et al., 2004, p. 244）。主幹中學在

德國一直廣受爭議，常常「出紕漏」，甚至有時候還成為斗大的頭條新聞標題；而

媒體更是發揮其「毒舌」的本事，極盡挖苦又戲謔地稱之為「垃圾學校」（Reste-

Schulen）（Füller, 2011; Westdeutschen Rundfunk, 2011; Wiarda, 2018）。有些學者則

逕稱之為「問題學校」（Problemschule）（Bos et al., 2010; Leschinsky, 2003; Rekus et 

al., 1998; Trautwein et al., 2007）。

在前述背景下，柏林的「櫚特立主幹中學」（Lütli-Hauptschule）更是將主幹中

學的問題推向「風頭浪尖」，成為「路人皆知」的教育問題：該校所在的諾以克恩

區（Neukölln），多數居民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該校學生僅有 20%來自德國籍

家庭。2006年在該校任教的教師，集體簽署一封致柏林教育主管機關的求救信函。

該信縷述了該中學學生暴力傾向嚴重，教師常常處於「岌岌可危」的慘狀，甚至到

教室必須帶著手機，以便可以隨時發出求救信號（Bos et al., 2010; Leschinsky, 2003; 

Rekus et al., 1998; Trautwein et al., 2007）。像櫚特立主幹中學這樣的情況，在柏林，

甚至在德國其他地方都不是特例，櫚特立主幹中學不過是以令人吃驚的方式，將舞

臺的聚光燈照射在主幹中學之沉痾，牢牢地吸住大家的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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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A結果還「殘酷地揭穿」了學生成績／社會背景（尤其是移民背景）之間

的密切關聯；如表 4顯示，在不同類型的學校，學生的社會階層與其成績呈現正相

關（Ehmke et al., 2004, p. 244）。且德國來自社會較高階層／較低階層的學生，在

閱讀能力方面的差距，是所有參加 PISA的國家中差距最大的（Baumert & Schümer, 

2001, p. 384）。

表 4 
2000年德國學生之 PISA成績

學校

極低社會階層

Sehr niedrige 
soziale Herkunft

低社會階層

Niedrige 
soziale Herkunft

高社會階層

Hohe 
soziale Herkunft

極高社會階層

Sehr hoche 
soziale Herkunft

主幹中學 400 429 436 450 

一體化綜合中學 438 469 489 515

實科中學 482 504 528 526

文理中學 578 581 587 602

資料來源：Ehmke等人（2004, p. 244）。

另一方面，就讀文理中學的學子中，高達 72.1%無移民背景，而僅 27.9%有

移民背景，如表 5；而有移民背景就讀主幹中學的比率，則遠高於無移民背景，如

圖 2。再者，持有外國護照的學生，獲得文理中學畢業證書者更僅約七分之一

（14.0%），獲得主幹中學畢業證書與無畢業證書則高達 45.8%，如表 6。

表 5 
2020年有／無移民背景學生在文理中學之比率

學校類型 無移民背景 有移民背景

文理中學 72.1% 27.9%

資料來源：Kränzler與 Cramer（2020,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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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17-2018年有／無移民背景青少年（11-14歲）在主幹中學之比率

16 
 

 
資料來源：Sachverständigenrat für Integration und Migration（2020, p. 4）。

表 6 
2023年持不同護照學生的中學畢業證書之比率

無初中畢業證書 主幹中學畢業證書 實科中學畢業證書 文理中學畢業證書

持德國護照   5.1% 14.9% 44.8% 35.0%

持外國護照 14.7% 31.1% 40.3% 14.0%

資料來源：Mediendienst Integration（2022）。

另外，第一代具有移民背景學生中，具有「普通高等學校入學資格」者，低

於第二代，且遠低於無移民背景者；另外，具有移民背景、且無初中畢業證書／具

有主幹中學畢業證書的比率，遠高於其他出身，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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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017／ 2021年有／無移民背景青年（21-30歲）不同類別中學畢業證書之
比率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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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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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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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27.8%

26.7%

29.1%

27.3%

12.5%

12.3%

12.7%

13.6%

12.5%

9.1%

42.3%

48.3%

36.2%

41.3%

28.5%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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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標題

有移民背景（第一代）2021

有移民背景（第一代）2017

有移民背景（第二代以上）2021

有移民背景（第二代以上）2017

無移民背景 2021

無移民背景 2017

專門高等學校入學資格無中學畢業證書 主幹中學畢業證書 實科中學畢業證書 普通高等學校入學資格

資料來源：Sachverständigenrat für Integration und Migration（2023, p. 5）。

前述之相關統計圖表，表明三軌制未能很好地整合來自社會底層的學生和移

民學生。在這種情況下，各邦開始嘗試減少分流軌道，傳統的三軌逐步簡併為兩軌

發展，建構兩種新型學校類型。

（一）「取代式第二軌學校」（neue zweite Schulform, die H/R ersetzt）

廢除傳統的實科中學、主幹中學甚或是綜合中學，整合建構為「取代式第二

軌學校」（Billiger.de, n.d.; Tillmann, 2015）。例如在漢堡市政府的教育改革計畫，

傳統的文理中學維持不變，其他類型學校―包含主幹中學、實科中學與綜合中學

―整併為「城區中學」（Stadtteilschule），且學子讀完十年級後，還可以依據在

校成績申請就讀三年制的「高級階段」（Oberstufe）（類似文理中學），最後得參

加高中畢業考，亦即高中畢業考為所有的學子開放（Goetsch, 2010）。

（二）「結合式第二軌學校」（neue zweite Schulform, H/R-Kombination）

聯合傳統的實科中學、主幹中學，構建為「結合式第二軌學校」，在此種學

校類型中，在同一個學校「屋簷」下，同時包含兩種不同的學校類型，且在某種程

度上保留其各自的獨立性，此即為前述之「多路徑學校」（Billiger.de, n.d.; 

Tillmann, 2015）。中等教育前期的學校分流形式分為四類：傳統式三軌、純粹的

兩軌、延伸式兩軌與延伸式四軌，見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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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德國 16邦中等教育前期之分軌類型

分軌類型 學校類型 邦

傳統式三軌

Dreigliedrigkeit
文理中學、實科中學、

主幹中學
巴伐利亞邦

純粹式兩軌

Zweigliedrigkeit pur
文理中學、取代式第二

軌學校

布來梅（Bremen）、漢堡、薩爾蘭（Saarland）、
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Schleswig-Holstein）、
薩克森（Sachsen）

延伸式兩軌

Zweigliedrigkeit Erweitert

文理中學、取代式第二

軌學校，綜合中學／城

區公學

柏林、布蘭登堡（Brandenburg）、梅克倫堡－
西波美拉尼（Mecklenburg-Vorpommern）、 
萊茵蘭－法爾茲（Rheinland-Pfalz）、薩克森－
安哈特（Sachsen-Anhalt）、圖林根（Thüringen）

延伸式四軌

Viergliedrigkeit Erweitert

文理中學、實科中學、

主幹中學、城區公學、

結合式第二軌學校

巴登－符騰堡（Baden-Württemberg）、 
黑森（Hessen）、下薩克森（Niedersachsen）、
北萊茵－威斯特法倫（Nordrhein-Westfalen）

資料來源：Billiger.de（n.d.）、Tillmann（2015）。

在前述發展趨勢下，不同類型學校數與學生數產生消長變化，相較於 2007年

的統計（表 2），主幹中學的學校與學生數大幅萎縮，而一體化綜合中學與多路徑

學校則大幅蓬勃發展，如表 8。

表 8 
2023年不同類型學校數與學生數及其比率

學校類型 學校數 學生數 學生數比率

文理中學 3,151 2,275,183 45.1%

一體化綜合中學 2,156 1,130,900 22.4%

合作式綜合中學 1,902    506,542 10.0%

主幹中學 1,757    367,778   7.3%

實科中學 1,724    768,869 15.2%

資料來源：Statista Research Department（2023b, 202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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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表 8對照比較，清楚地顯示，文理中學的學生比例大幅躍升（36.8%→ 

45.1%）、一體化綜合中學也有相當的增長（8.9%→22.4%），而主幹中學（19.2%→ 

7.3%）與實科中學（27.7%→ 15.2%）則呈現嚴重的衰退。從前述的相關統計數據，

可以看出德國改革傳統三軌制的思路：在「問題學校」與「垃圾學校」之惡名／「德

國 PISA震撼」之內外夾擊下，將主幹中學併入實科中學或綜合中學，進而不斷地

縮減主幹中學的數量規模，甚至未來消失於德國的教育舞臺，畢竟主幹中學已被標

籤化，而且還是不好的，現階段除非現實十分無奈，要不大家都會「避之唯恐不

及」。Leschinsky（2003）的著作標題，即非常傳神地表達這種心態：〈主幹中學

―教育體制中的問題小孩〉（Die Hauptschule: Sorgenkind im Schulwesen）。

三、暢通升學管道

依前述，就讀文理中學並通過高中畢業考的方式，壟斷了高等學校入學途徑。

20世紀下半葉，隨著德國對專業技術人才，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技術人才需

求孔殷，致力於促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之融通，積極推動「在職人員」（befähigte 

Berufstätige）入學高等學校。1982年德國文教部長聯席會議通過《優異在職人員入

學高等學校之考試決議》（Vereinbarung über die Prüfung für den Hochschulzugang von 

besonders befähigten Berufstätigen）：在職人員即便未通過高中畢業考，亦有可能申

請入學高等學校（Kultusministerkonferenz, 2010）。

1998年，德國修正《高等學校基準法》（Hochschulrahmengesetz）第 27條第二項，

針對上述決議予以法制化：無高中畢業考證書者亦得以入學高等學校，此稱為「第三

條教育路徑」（dritter Bildungsweg）（Bundesanzeiger Verlag, 1998; Freitag, 2012）。而後，

2009年德國文教部長聯席會議通過《在職人士入學高等學校之方式》（Hochschulzugang 

für beruflich qualifizierte Bewerber ohne schulische Hochschulzugangsberechtigung），

具體規定相關的資格條件與實施方式（Kultusministerkonferenz, 2009）。

顧名思義，建構第三條教育路徑之前，已經存在兩條通往高等學校的路徑。「第

一條教育路徑」（erster Bildungsweg）最為傳統，即就讀於文理中學／職業文理中

學（Berufliches Gymnasium），且通過高中畢業考者，分別獲得普通高等學校入學

資格／相關專業高等學校入學資格（Fachgebundene Hochschulreife）（Sterrenberg, 

2014; studieren.de, n.d.）。

「第二條教育路徑」（zweiter Bildungsweg）適用於職業高級學校 II

（Berufsoberschule II）、夜間文理中學（Abendgymnasium）、補習學校（Koll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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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或通過「自學考試」（Nichtschülerprüfung）取得同等學歷證明的學子，而後通

過高中畢業考、獲得普通高等學校入學資格（Sterrenberg, 2014）。第一條／第二

條教育路徑如圖 4。

圖 4
獲得普通高等學校入學資格之第一條與第二條教育路徑

第一條教育路徑 文理中學／職業文理中學

高中畢業考→ 普通高等學校入學資格
第二條教育路徑

夜間文理中學、補習學校、

職業高級學校 II、自學考試

第一條與第二條路徑雖分別適用於不同類型學校的學子，但均需通過高中畢

業考。相異於此，通過「第三條教育路徑」的申請者，則無需通過高中畢業考，而

是憑其職業資格與工作經驗，在達到相應的條件後得以申請高等學校（Elsholz, 

2015）。第三條教育路徑的建構，鬆動了德國職業教育／學術教育間壁壘森嚴的界

線，職業教育與高等教育得以貫通。

不過，由於教育事務概屬於各邦管轄權限，各邦有關高等學校錄取在職人員

的規定不盡相同，概括而言大概存在著三種基本模式（表 9）。

表 9 
在職人員入學高等學校的基本模式

不同資格條件 入學條件

（一） 具有師傅（Meister）職業資格―參閱

《手工業條例》（Handwerksordnung）第
45、51a、122 條（Bundesamt für Justiz, 
n.d.-b）。

（二） 或已完成 400小時的職業培訓，並通過
「進修教育考試」（Fortbildungsprüfung）
― 參 閱《 聯 邦 職 業 教 育 法 》

（Bundesberufsbildungsgesetz）第 53、54條
（Bundesamt für Justiz, n.d.-a），以及《手
工業條例》第 42、42a條（Bundesamt für 
Justiz, n.d.-b）。

（一） 在特定前提下入學，可自由選擇專業。
（二） 有些高等學校會舉行面試，不過該面試實質

上多為申請者提供專業諮詢與建議的面談。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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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在職人員入學高等學校的基本模式（續）

不同資格條件 入學條件

畢業於至少二年期以上的職業教育，並具有三年

以上的相關工作經驗。

（一） 在特定前提下入學，必須選擇相關專業。
（二） 有 些 學 校 提 供「 新 生 試 讀 模 式 」

（Probestudium），且其試讀的專業學科需
與試讀生從事的職業相關，而後在獲得優

良成績才能獲得正式的入學許可；一般試讀

一年。

未通過高中畢業考，但具有專門高等學校入學資

格（Fachhochschulreife）。
有 些 學 校 會 舉 行「 能 力 評 估 程 序 」 
（Eignungsfeststellungsverfahren），具體形式包括
資格考試或「天賦測試」（Begabtenprüfung），確
認申請者是否由其職業培訓或工作經驗獲得擬申

請專業學科之相關知識與技能，並進而將其職業資

格或工作經驗換算與折抵學分，從而使其晉升至高

年級。

資料來源： Kultusministerkonferenz（2015b）、Nickel與 Leusing（2009）、Nickel 與 Schulz（2017, p. 22）、
Teichler（2005, pp. 151-156）。

另外，在職人士透過第三條教育路徑，不僅能申請學士班，也能申請碩士班；

亦即未取得學士文憑的在職人士，在具備特定條件下，亦可逕申請碩士班（Nickel & 

Thiele, 2022）。未通過高中畢業考就讀學士班與碩士班之專業數量統計，如表 10。

表 10 
2022年未通過高中畢業考就讀學士班與碩士班之專業數量統計

學士班 碩士班 總和

綜合性大學 12,805 2,961 15,766

神學高等學校（Theologische Hochschulen）        35      24        59

藝術與音樂高等學校（Kunst- und Musikhochschulen）   1,564    544   2,108

專門高等學校 36,744 3,462 40,236

總和 51,178 6,991 58169

資料來源：Nickel & Thiele（2022,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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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配合「第三條教育路徑」的實施，「聯邦職業教育中心」（Bundesanzeiger 

Verlag, 2020; Bundesinstitut für Berufsbildung, 2010）於 2010、2020年推出系列配套

措施，並明確揭示四大原則：（一）若需舉行測試進行甄選，相關測試應捨棄學術

導向；（二）應重視在職人士過去的學習成果和工作經驗，其相關的職業能力與經

驗可以折抵學分；（三）應提供過渡課程，協助在職人士能順暢地銜接高等教育課

程；（四）應為在職人士提供各種支持，尤其是相關的諮詢服務。

為了貫徹前述原則，聯邦政府和各邦達成協議，由聯邦教育與研究部

（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n.d.-b）舉辦「通過開放高等學校實

現向上流動」（Aufstieg durch offene Hochschule）之方案，獎助相關機構參與在職

人士入學高等教育。該方案有兩輪（2011-2017年、2014-2020年），編列 2.5億歐

元，共有 101所高等學校、4個非大學研究機構參與，此意味著大約 1／ 4的高等

學校致力於成為開放高等學校（Gemeinsame Wissenschaftskonferenz, n.d.）。

在教育機會均等的維度方面，「第三條教育路徑」的建構深具意義：透過該

路徑入學高等學校的學子中，父母雙方都沒有高等學校文憑的比率高達 3／ 4，亦

即他們透過該方案，實現了社會向上流動（Elsholz, 2015）。但可惜！通過第三條

教育路徑進入高等學校者少之又少，未能突破 3.1%，如圖 5；因此，Elsholz（2015, 

p. 29）指出：「開放高等學校的象徵意義，遠大於數量上的意義」。

圖 5 
1997-2020年在職人員就讀高等學校之比率

 
資料來源：Nickel & Thiele（2022,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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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這些已入學高等學校的「幸運兒」，不必然從此踏上一條鋪滿玫瑰花

的坦途。傳統上，德國高等學校一向採取「寬進嚴出」的方式，從第一條與第二條

教育路徑入學高等學校的學子，淘汰率為 1／ 4，而從第三條教育路徑的淘汰率更

高達 1／ 3（Elsholz, 2019）。透過「第三條教育路徑」入學的學子，其淘汰率高

於其他路經，應該不會令人意外，因為他們不僅需要面對更多實際的困難、承擔著

更多家庭和社會責任，且具有不一樣的學習基礎和思維習慣，因此高等教育的學

業，「理所當然」地對他們就具有更艱難的挑戰。

肆、強化職業教育競爭力

德國為能提升職業教育的競爭力，提出了許多職業教育改革方案，此包含靈

活化職業教育、附加職業資格（Zusatzqualifikation），以及職業教育／學術教育等

值等，以下進一步加以探究。

一、靈活化職業教育

德國職業教育涵攝的範圍紛繁，但大體上可以區分為三大子系統：雙元制

（Duales System）職業教育／全日制職業學校（Vollzeitberufsschule）與過渡培訓

系統（Übergangssystem）；其中最具代表性為雙元制職業教育（OECD, n.d.-a; 

Schultheis et al., 2020），以下即以雙元制職業教育為代表做進一步說明。

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享有盛譽，早在 1970年代，德國即將該職業教育理念、

辦學模式與管理體制等，用合作專案方式「輸出」至其他國家，例如菲律賓（Euler, 

2013; Silvestrini & Garcia, 2010）。而後，其他國家亦「接踵而至」引進該教育體制，

例如美國與英國等（Koerrenz et al., 2018; Linton, 1995; The Economist, 2013）。

2013-2015年在歐盟居中協調下，德國又與西班牙、希臘、葡萄牙、義大利等國簽

訂協議，協助這些國家建構雙元制職業教育（European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 Unionlearn, n.d.; Schreier, n.d.）。

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雖堪稱為全世界職業教育的典範，但在新時代的發展中，

亦面臨著需改弦更張的困境。早在 20世紀末葉，工業界調查即發現德國經濟結構

和企業管理方式發生了蛻變，勞動組織和工作形式的靈活性增加，職業活動的連續

性降低、靈活度要求上升，職前培育和職場的耦合度變得鬆散；且資訊科技在各行

各業都扮演著重要角色：大約 50%的從業者，都在從事資訊處理工作，只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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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產領域、25%在服務產業（Dostal et al., 1999; Dostal et al., 1998）。甚至，各

行各業有越來越多的工作任務（task）已被電腦取代，如圖 6。

圖 6 
電腦在不同類別職業取代工作任務之比率

 

 

 
資料來源：Becker等人（2022, p. 26）。

針對前述的變遷，2001年Rauner（2001）提出「開放、動態的職業性」（Offene, 

dynamische Beruflichkeit）方案，提倡「核心職業」（Kernberuf）培訓的重要性，

亦即在職前培訓聚焦於「核心職業」，為未來職涯發展提供寬泛基礎，之後通過模

組化的進修和繼續教育措施，再精進特定專業的職業能力。該方案強調不同職業的

關聯性知識和勞動過程知識，有利於降低傳統聚焦於「職業性」（Beruflichkeit）

培育的缺點，亦即在職業橫向維度上，過於專業化進而產生窄化的問題。

在前述理念的指引下，「培訓職業」（Ausbildungsberuf）所包含的覆蓋面越

來越大，例如商業類中原本四類辦公文員職業被整併為一個；在培訓職業覆蓋面拓

寬的趨勢下，培訓職業的種類由 1950年代的 900個持續降至目前的 324個（2022

年公布）（Bundesinstitut für Berufsbildung, 2020）。

隨之，新型的「複合型」培訓職業日益重要，例如「機電一體化技術人員」

（Mechatroniker）即為複合型職業；該職業培訓需奠基於機械、電子與資訊的基礎，

將機械科技、電子資訊科技與感測測試科技等結合、綜合應用（Ausbildung.de, n.d.）。

再如，傳統汽車製造業結合資訊科技（Informationstechnik），進而產生汽車製造業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第十九卷第四期）26

／ IT之複合型職業（Gesamtverband der Arbeitgeberverbände der Metall-und Elektro-

Industrie e. V., n.d.）。

質言之，德國職業教育―尤其是雙元制職業教育―聚焦於實踐能力的培

訓，而與職場有著極高的耦合度，因而實現職業教育／職場間的「零過渡」，也使

得德國青少年的低失業率，在歐盟國家多居於冠軍寶座（Urmersbach, 2023）。

二、附加職業資格

（一）「附加職業資格」的發展背景

德國職業教育的「標準化」與「規範性」一直被其他國家的職業教育界稱讚

並廣泛學習；德國現代化培訓體系嚴格按照《培訓條例》（Ausbildungsordnung）

中的「培訓標準」，展開教育與培訓（Schwarz & Bretschneider, 2014）。但現今科

技快速發展，進而導致工作組織／流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且職業教育面對的是一

個個獨立特殊的生命個體，每個個體之間都存在差異，同時每個企業也有各自具體

的專業化任務與方向，《培訓條例》中規定的學習內容，很難涵蓋所有企業具體的

職位要求（Bundesinstitut für Berufsbildung, n.d.-d）。

為能滿足勞動力市場、學生個體需求，德國職業教育領域積極進行相應變革，

在「初次職業教育」（Berufliche Erstausbildung）階段，提出創新性「附加職業資格」

之培育與認定模式（Bundesinstitut für Berufsbildung, n.d.-d）。2005年修訂的《職

業教育法》（Berufsbildungsgesetz），在法制上首次提出「附加職業資格」，該法

第五條第二項第五款明確指出： 

除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所描述的「培訓職業」外，還可傳授附加的職業技能、

知識和能力，從而補充或拓展職業行動能力（berufliche Handlungsfähigkeit）。

（Bundesamt für Justiz, n.d.-a）

（二）「附加職業資格」之實施方式

「附加職業資格」的實施期間，乃在學徒接受職業教育期間或之後立即進行，

大約在 40-600小時之間；最後，必須通過能力考核認證，才能取得最終的資格證

書（Bundesinstitut für Berufsbildung, n.d.-c; Leando, n.d.）。

附加資格模組培訓內容包含「拓展型附加職業資格」（berufsspezifische 

Zusatzqualifikation）與「補充型附加職業資格」（berufsgreifende Zusatzqualifik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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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數量統計如表 11。與此相對應的附加資格包含「垂直式附加資格」（Vertikale 

Zusatzqualifikation）和「水平式附加資格」（Horizontale Zusatzqualifikation）兩種

內容形式（Hofmann & König, 2022）。

表 11 
拓展型／補充型附加職業資格之統計

附加職業資格 數量 比率

拓展型附加職業資格    386   26.4%

補充型附加職業資格 1,077   73.6%

總和 1,463 100.0%

資料來源：Hofmann與 König（2022, p. 15）。

垂直式附加資格模組是在職業領域內，在學習者具備一定的職業基礎的前提

下，擴展職業相關的知識和能力。學習目標通常是為職位晉升做準備。例如原本參

與零售業行銷的學徒培訓，可以選擇商貿助理（Handelsassistent）的附加資格模組；

學徒在學習零售業行銷相關知識與能力之同時，進一步學習貿易行銷、人力資源組

織與管理等額外的知識與能力。完成後，學徒不僅獲得零售業行銷的職業資格，也

獲得商貿助理的附加資格，並可受聘為企業中層管理職位（Walter-Eucken-Schule 

Karlsruhe, n.d.）。

水平式附加資格模組是在原本的培訓或跨職業領域，補充其他的知識與能力。

例如原本參與零售業行銷的學徒培訓，可以選擇「電子商務初級助理」（E-Business 

Junior-Assistant）的附加資格模組，獲得電子商務的應用能力（BBS Friesoythe, 

n.d.）。此外，附加資格模組還包括一些與原本培訓無關的資格，如外語證書之附

加資格模組（Industrie- und Handelskammer Region Stuttgart, n.d.）。

綜言之，相較於初次職業教育學習內容具有較強的穩定性，附加職業資格則

能「快速」地因應產業界的需求、與產業發展「與時俱進」，可針對新型產業或

技術發展，適時提出新資格要求展開培訓，並獲得相應的資格證書，因此附加職

業資格更具有靈活性（IHK-Bildungsinstitut Hellweg-Sauerland, n.d.）。質言之，

附加職業資格培訓是初次職業教育基礎上的擴展，是對職業標準中「暫時沒有」的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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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業教育／學術教育等值

絕大多數國家的資格體系，資格證書主要通過高等教育獲得；尤其 1999年後

歐盟的「博洛尼亞進程」（Bolognaprozess），更主要以學歷性學位的方式完成。

雖然德國的職業教育為全世界職業教育界的典範，其他國家通過高等教育所培育的

人才，在德國也可以通過職業教育來實現，但不容否認的是，學歷性學位在全世界

被廣為承認，非學歷性職業資格證書漸趨劣勢（尤其在德國以外的國家），此勢必

會減損職業教育的吸引力（Alesi et al., 2005; Hanf & Rein, 2007）。

德國「高等職業教育」（höhere Berufsbildung）作為職業教育的高級階段，以及

職業晉升的重要管道，其所培育的水平與高等學校「難分軒輊」，但二者間的同等

價值，長期無法獲得認可（Bundesinstitut für Berufsbildung, n.d.-a; 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2019）。為能解決前述問題，2020年修正通過的《職

業教育法》，引入「高等職業教育三級學位」（dreistufiges System der höheren 

Berufsbildung）。該法第 53a條詳細規定了新的資格頭銜、考核程序與資格條件等，

並將高等職業教育學歷劃分為三個等級：「考試合格職業技師」（Geprüfte/r 

Berufsspezialist/in）、「專業學士」（Bachelor Professional）、「專業碩士」（Master 

Professional）（Bundesamt für Justiz, n.d.-a）；且分別對應《德國終身學習國家資

格框架》（Deutscher Qualifikationsrahmen für lebenslanges Lernen）的第五級、六級

和七級（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n.d.-a）。

「高等職業教育三級學位」體系，為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可比性（Vergleichbarkeit）

鋪陳一條「陽關大道」，確認職業資格的「師傅」／學士學位、「師傅 +」／碩士

學位之間的同等地位，由此提升了職業教育的吸引力（Alesi & Teichler, 2013）。

但「可比性」仍然存在侷限性：「專業學士」／「學士」、「專業碩士」／「碩士」

之間仍有區別；「師傅」職業資格雖取得「專業學士」的頭銜，但仍不能申請入學

碩士班，而需通過「第三條教育路徑」方能實現。

伍、評析

過去德國早期化分流政策常被譏刺為「十歲定終身」，但經過將近百年

― 1919年《威瑪憲法》確立三軌制―的改革後，不斷地優化教育分流體制，

其實「十歲未必定終身」。再者，德國為能強化職業教育的競爭力，持續地改革職



29張源泉 德國如何鞏固早期化教育分流體制

業教育系統，極大地減少職業教育學子的就業風險，讓他們獲得「實惠」，以便維

繫教育分流系統。以下進一步加以闡釋。

一、十歲未必定終身

依前述，德國學子小學畢業後，教師會根據學子的能力與學習表現，寫一封「升

學建議書」，建議學子應進入的「學校軌道」，但最終的選擇權多保留在家長手中。

以升學軌道「最難通融」的巴伐利亞邦為例，其「升學建議書」在某種程度上雖然

具有約束力，但「落榜」未進入理想學校的學子，仍可透過試聽課程的機制轉換學

校軌道；即便透過該機制依然無法進入理想學校，也會充分尊重家長的學校選擇權，

但申請文理中學的學子，其小學成績不得低於一定成績（Kultusministerkonferenz, 

2015a）。因此 Anderson（2004）指出，德國家庭為學童挑選中學，其中起主要作

用的不是政府政策，而是家長的選擇和家庭背景的傾向。

質言之，多數邦在學童十歲時（小學畢業後）在中等教育前期進行分流，這

是不爭的事實；但學童進入哪一個中等教育前期的學校（三軌），與其說是教育政

策的強力運作，毋寧說是多操縱於父母手中，因此 Phillips（1987）指出，教育分

流的最終選擇多歸於父母決定。Schneider（2004）也指出，這種分類的過程，與其

說是學術性，毋寧說是社會性。

早期化分流體制最容易產生的弊病，在於多數晚熟的學子在分流機制中慘遭

淘汰，因此必須設置轉學機制，融通不同類型學校間的壁壘（Schneider, 2004）。

此誠如「巴伐利亞邦課程與文化部」（Bayerisches Staatsministerium für Unterricht 

und Kultus, n.d.）在其官網上指出：

轉學機制讓每個學生都有機會適時調整其學校軌道⋯⋯這可以避免挑戰不足

或過度挑戰，並提高學業成功的可能性。

依前述，在制度上，小學畢業透過教育分流進入中等教育前期之不同類型學

校後，亦得通過「轉學程序」（Übertrittsverfahren）進行雙向「轉軌」―向下（nach 

unten）或向上（nach oben）轉學（Deutscher Bundestag, 2006）；據 Gesterkamp

（2012）的研究指出，有 14%的學童在五年級至十年級間改變其學校軌道；而這

些成功轉學的學童絕大多數都是「向下」轉學―例如從文理中學轉入實科中學，

或是從實科中學轉入主幹中學。這是必然的結果：依前述，「分軌」的決定權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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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決定，而許多父母「望子成龍，望女成鳳」，不見得會完全考量孩子的能力與

性向，因此才會發生絕大多數轉學生需向下轉學的現象。

即便中等教育後期畢業後，仍有為數不少的學子，從學術教育學軌轉向職業

教育學軌：許多具有高等學校入學資格者，「寧願」放棄就讀大學的機會，選擇進

入雙元制職業教育，且為數眾多、呈現增長的趨勢，如圖 7。

圖 7
2007-2019年締結雙元制職業教育「培訓契約」的培訓生之學歷

 

年
代

比率

資料來源：Bundesinstitut für Berufsbildung（n.d.-b）。

反過來，職業教育學軌的學子，入學高等教育的管道也十分暢通。依前述，

漢堡「城區中學」屬於職業學校，但學子讀完十年級後，可以依據成績再「延展」

三年，取得參與高中畢業考試資格，通過後得申請高等學校入學。如圖 8，職業教

育學軌的學子入學普通高等學校／專門高等學校的比率超過 30%；這是從職業教

育學軌轉向學術教育學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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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1995-2030年文理中學與職業學校入學高等學校之比率
比率

年代
文理中學、專門高等學校入學資格
文理中學、普通高等學校或相關專業高等學校入學資格
職業學校、普通高等學校或相關專業高等學校入學資格
職業學校、專門高等學校入學資格

註：2022年後為各邦文教部長聯席會議之預測。
資料來源：Maaz等人（2022, p. 201）。

質言之，誠如前述，絕大多數德國學子在十歲時即需面臨學術型教育／職業

型教育之分流，因而有「十歲定終身」之譏；但德國不斷地優化教育分流體制，例

如建立定向學級制度、延長共同受教的時間，且又提供暢通的轉學程序，以及通暢

學術型教育／職業型教育不同學軌間之轉軌，因而「十歲未必定終身」。

二、要夢想還是實惠

依前述，早在 1763年普魯士王國即大力推動八年制義務教育，並為平民大量

興建國民學校（職業教育）。經濟學巨擘 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曾就

此讚譽德國的偉大成就：義務教育的推動，不僅使得德國成為文盲率最低的國家，

也培訓出大量的技術人員，進而創建出製造業「王國」，此不僅帶動歐洲的繁榮，

且使得萊茵河以東的所有歐洲國家，都併入了德國的產業系統（Keynes, 2012）。

享譽全球的德國產品，就是奠基於雙元制職業教育的基礎上，因此其被譽為德國經

濟發展的「秘密武器」（Wagner,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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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德國實施早期化教育分流，學子在小學畢業後即需選定某一特定的中

等教育前期學校，而不同類型學校中僅文理中學為學術教育學軌，其他的多為職業

教育學軌，依前述表 8顯示，2023年青少年就讀文理中學比率為 45.1%，亦即大

多數學生就讀於職業教育學軌。誠然，不同類型學校間有互聯互通的可能性

（14%），但絕大多數都是「向下」轉學（由學術教育學軌轉入職業教育學軌），

換言之，職業教育軌的學生比率遠高於 54.9%（100%－ 45.1%），此在體制上保

障了選擇職業教育學軌的生源，進而使得德國企業有較強的意願參與職業教育，再

加上德國職業教育作為全世界的典範、具有較佳的社會地位，彼此之間的互動呈現

一種良性循環（Powell & Solga, 2011）。

誠然，高學歷會帶來較高的收入，如表 12顯示，具有高等教育學歷的專職人

員之薪資（學士學歷為 4,551歐元），高於「完成職業教育者」（或稱有職業資格）

（abgeschlossene Ausbildung）（3,521歐元），且後者與碩博士學歷相較，更難望

其項背；但是師傅／高級技術人員（Techniker）的薪資則高於學士學歷。

表 12
不同教育程度專職人員之平均每月薪資

教育程度 無職業資格 有職業資格 平均值 學士學歷
師傅或高級

技術人員
碩士學歷 博士學歷

基本薪資 2,817 3,521 4,105 4,551 4,826 6,188 8,687

註：未扣稅／歐元。

資料來源：Janson（2023）。

再者，師傅／高級技術人員之累計性年收入，高於具有高等教育學歷之平均

值，如圖 9；在失業率方面，前者的失業率亦多低於後者，大約 52歲後失業率才

高於後者，如圖 10。另外，Kaiser與 Kalisch（2019）的調查研究亦顯示，任職於

大型汽車公司，且具有師傅資格的機電師傅在 40多歲時的收入，已高於同齡的文

理中學教師，即便後者具有碩士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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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不同教育程度專職人員之累計性年收入

 

累
積
性
年
收
入

年齡

註：未扣稅／千歐元。

資料來源：Brändle等人（2022, p. 29）。

圖 10 
不同教育程度專職人員平均失業天數／年之統計

 

失
業
天
數

年齡

資料來源：Brändle等人（2022, 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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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10顯示，具有職業資格者的失業率，高於具有高等教育學歷。但從跨國

比較研究角度觀之，許多研究都指出，長期以來德國青少年的低失業率，在歐盟國

家多居於冠軍寶座，這要歸功於雙元制職業教育，因為在此職業教育模式中，產業

界與職業學校密切合作，因而能使學徒「無縫接軌」地從學校順利過渡至職場，契

合業界的需求（OECD, 2014; Kultusministerkonferenz, n.d.-a）。如表 13亦顯示，最

新公布的統計數據，在歐盟國家中德國青少年的失業率最低。

表 13 
2023年七月歐盟國家之青少年（25歲以下）失業率

國家 德國 荷蘭 奧地利 歐盟 法國 芬蘭 葡萄牙 瑞典 義大利 希臘 西班牙

失業率 5.5 8.6 11.6 13.9 16.2 16.4 19.2 20.5 22.1 23.2 27.0

資料來源：Eurostat（2023）。

再者，依前述，具有高等教育學歷的專職人員之平均薪資，遠高於具有職業

資格者，但若將學徒的「培訓津貼」（Ausbildungsvergütung）、稅收，以及各種

失業風險等因素考慮在內，高等教育所具有的經濟收益優勢就消失了，甚至職業教

育能夠帶來更高的「教育投資報酬率」（Bildungsrendite）（10.2%），而高等教育

僅有 7.5%（Anger et al., 2010）。

且從圖 9與圖 10顯示，相較於無職業資格者，有職業資格者的薪資與失業率

都遠優於前者。但教育分流政策的反對者―例如 Bowles與 Gintis（1976）―

從階級再製觀點批判職業教育，強調相較於學術教育學軌的學生，職業教育學軌的

學子在職場上難獲得較佳的工作機會，而多未慮及青少年就讀職業教育，不僅能大

大減少失業率（如圖 10、表 13），並能降低其在最低層次職業中就業的風險。

況且，學術教育學軌（文理中學→大學）的教育路徑，需要投入大量金錢與

時間，風險大，本質上屬於精英教育，不一定切合所有人的需求。相比之下，職業

教育的學子在學期間即為未來職業作準備、具有明確的職業導向，而且在學期間即

能領取「培訓津貼」― 2023年第一年培訓的津貼為 620歐元／每月（AUBI-plus, 

n.d.）―據之，在生活上已能獨立自主，無需父母再負擔經濟支助。Beicht與

Krewerth（2010）的研究即指出，有 71%職業教育學子將培訓津貼視為非常重要

／重要的地位。

Phillips（1995, p. 5）曾對德國職業教育的成就讚譽有加：德國職業教育「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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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利用了所有二流的能力，而可惜英國則浪費了這些人才。」德國的分軌學制使那

些未臻頂尖的智力，也在職業教育學軌得到了相應的發展，若強使這些學生接受學

術性普通教育，則不僅是一種教育資源的浪費，也可能讓他們遭受不斷的挫敗，進

而為其心靈帶來巨大的摧殘。亦即，德國雖未實施綜合中學之統一學制，但分軌制

能針對不同性向與能力的學子「因材施教」，反倒更能實現「教育公平」―務實

性的教育公平。

在此脈絡下，就可以理解為何每年都有大量的「準大學生」，儘管已有高等

學校入學許可證書，但卻「寧願」選擇雙元制職業教育（如圖 7），他們用實惠置

換夢想。畢竟，在學期間即能領取培訓津貼，在經濟上及早能獨立自主；在就業前

景上遠優於無職業資格者，且比高等教育有更高的教育投資報酬率。未來，若能獲

得師傅資格，其職業前景亦不遜於大學畢業生。

陸、結論與啟示

1919年《威瑪憲法》在法制上確立了現今的文理中學／實科中學／主幹中學

三軌制。在這超過百年的歷史發展中，德國不斷地進行改革，以下從幾個面向，說

明德國如何鞏固早期化分流體制。

一、延緩分流

為能避免過早分流造成的不恰當和失誤，1964年德國提出「定向學級」的政

策，延緩分流、延長兩年共同受教的時間，並為學生接受中等教育做準備。定向學

級的組織形式包含「依附於學校類型」、「獨立於學校類型」兩種，嚴格意義下的

定向學級乃指後者：定向學級本身為一獨立階段，且為小學的延續，而與中等教育

的不同學校類型無關。定向學級的課程，主要在為學子轉入中等教育前期學校做準

備，因此課程安排的重點，乃根據學生的能力與性向提供相關的課程，亦即定向學

級通過分組教學達到因材施教，緩和了「倏忽跨躍」的分軌決定。

二、三軌簡併為二軌

過去「穩如磐石」的三軌制，在「德國PISA震撼」中才有鬆動、進行二軌簡併。

2000年的「國際學生評量方案」中，德國學生的每個項目成績都低於平均水準，

此在很大程度源自三軌制，特別來自主幹中學的學生；PISA結果還揭示了學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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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社會背景（尤其是移民背景）之間的密切關聯。此促使各邦開始嘗試減少分流

軌道，傳統的三軌逐步向兩軌發展，這也使得主幹中學的學校與學生數大幅萎縮，

而一體化綜合中學與多路徑學校則大幅蓬勃發展。

三、暢通學術教育學軌／職業教育學軌間之轉軌

過去德國早期化的教育分流體制，常被譏評為十歲定終生，但學童進入哪一

個「學軌」，不僅多操縱於父母手中，且分軌後學子仍然可以通過「轉學程序」，

在不同類型學校間進行雙向「轉軌」。即便中等教育後期畢業後，幾乎都有三成具

有高等學校入學資格者，選擇進入雙元制職業教育（由學術教育學軌轉軌至職業教

育學軌）。此外，亦有超過 30%職業教育學軌的學子，入學普通高等學校／專門

高等學校（由職業教育學軌轉軌至學術教育學軌）；此顯見，不同學軌之間的轉軌

相當的通暢，十歲未必能定終生！

四、貫通職業教育學軌的升學管道

為能貫通職業教育學軌的升學管道，德國建構「第三條教育路徑」，積極推

動在職人員入學高等學校，透過該路徑入學高等學校的學子中，父母雙方都沒有高

等學校文憑的比率占 3／ 4，實現了社會向上流動。但可惜透過該管道進入高等學

校者未能突破 3.1%，且淘汰率更高達 1／ 3，是未來推動第三條教育路徑需要再

思考之處。

五、強化職業教育競爭力

德國為能符應經濟結構與職場的發展與變遷，在職業設置上，「培訓職業」

所包含的覆蓋面越來越大，培訓職業的種類由 1950年代的 900個，持續降至 2022

年 324個。隨之，新型的「複合型」培訓職業日益重要。且為能滿足勞動力市場、

學生個體需求，在「初次職業教育」階段，提出創新性「附加職業資格」之培育與

認定模式，不僅簡化了職業標準的更新流程，且較能滿足學生的學習興趣與發展需

求。再者，德國 2020年修正《職業教育法》，引入「高等職業教育三級學位」，

為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可比性鋪陳一條「陽關大道」，確認職業資格的「師傅」

／學士學位、「師傅＋」／碩士學位之間的同等地位，由此提升了職業教育的吸

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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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構世界典範之職業教育

德國選擇「殘酷」的早期化分流政策，與此同時就必須「彌補」那些處於「不

利地位」的職業教育學子：德國辦好職業教育，尤其產業界／職業學校密切合作的

雙元制職業教育，與職場有著極高的耦合度，因而實現職業教育／職場間的「零過

渡」，也使得德國青少年的低失業率，在歐盟國家多居於冠軍寶座。

誠然，高學歷會帶來較高的收入，但是職業教育出身的師傅的薪資與失業率，

都不遜於具有高等教育學歷者。即便後者的職涯前景優於具有職業資格者，但若將

學徒的「培訓津貼」、稅收，以及各種失業風險等因素考慮在內，職業教育能夠帶

來更高的「教育投資報酬率」。多數職業教育學子多半無法實現上大學的夢想，但

德國建構作為全世界典範的職業教育，用實惠置換夢想，從而建構早期化分流政策

的合法性。

反觀之，臺灣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文化觀念下，再加上三十

多年來在「廣設高中大學」的指導方針下，大學院校快速擴張，此不僅導致職業教

育快速萎縮、高等教育系統培育的人才超過產業界的發展需求、甚至學非所用，且

不論愚智賢者、能力與性向都不適合讀大學者卻「一窩蜂」地湧入大學，而使得許

多老師教學／學生學習「兩頭輸」，師生雙方的教與學都充滿挫折，遑論育人成才。

德國的分流制度能針對不同性向與能力的學子「因材施教」，尤其又建立了作為世

界典範的職業教育，因此職業教育學軌的學子也可以締造「行行出狀元」的成就，

或許能帶給臺灣一些啟發。

此外，德國教育分流體制自 18世紀形成後，在漫長的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從不

缺乏挑戰與批評聲浪；在此過程中，德國也不斷地優化教育分流體制本身，以便回

應相關的爭辯與批判，並不斷地強化職業教育競爭力、增益其優勢和吸引力，以便

「彌平」在教育分流體制中處於「較不利」地位的學子。但從相關的統計數據（表

4、5、6及圖 2、3）顯示，Bowles與Gintis（1976）所批判社會再製現象確實存在。

21世紀後許多邦已逐步啟動三軌簡併為二軌，但由於時日尚淺，還不易看出成效

如何，未來當在此議題做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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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策、學校與社群 
探究教師課室評量的實踐

林哲立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摘　要

課室評量的實踐牽動十二年國教課程理念與目標能否順利轉化到課室中，教師

實踐課室評量是受到情境脈絡因素的影響，包括入學考試、縣市層級課程領導、學

校領導與氛圍、教師社群等。本研究之目的在探究政策、學校與社群如何影響教師

課室評量的實踐，探討以下三個研究問題：（一）評量的相關政策對於課室評量的

實踐有哪些影響？（二）學校氛圍與教師社群如何影響課室評量的實施？（三）教

師在實施課室評量的挑戰與機會為何？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訪談對象為立意選

取具備課室評量專長的國中與高中教師共七位以及一位評量領域的學者專家。依據

研究問題與訪談內容歸納出研究結果：教師課室評量的實踐受到入學考試、縣市的

課程領導、學校氛圍與教師社群的影響；升學主義的情境脈絡下教師缺乏課室評量

的認同感與實踐知能；然而當教師社群具有探究與反思的氛圍時，可以調節轉化高

風險考試的壓力，有效地實踐課室評量落實課程理念與目標。本研究依據結果提出

三個建議，包括發展評量指引、建立評量的協作機制、提升教師課室評量的知能。

關鍵詞：十二年國教、課室評量、評量即學習、促進學習的評量、形成性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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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assroom assessment is vital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mpetency-based curriculum 

in Taiwan’s 12-Year Basic Education.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how policies, schools, 
and teacher communities influence the practice of classroom assessment by teachers. The 
study addresses the following three research questions: (1) How do assessment policies affect 
teachers’ classroom assessment practices? (2) How do school culture and teacher communities 
influence teachers’ implementation of classroom assessment? (3) Wha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do teachers face in the practice of classroom assessment? This study employed 
qualitative,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seven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selected for 
their expertise in classroom assessment and with one scholar specializing in classroom 
assessment.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entrance exams, education policies, school culture, and 
teacher communitie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eachers’ practice of classroom assessment. 
Teachers’ primary challenges in implementing classroom assessment include a lack of 
motivation to conduct them appropriately and a lack of guidance on how to administer 
assessment properly. On the basis of these findings,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guidelines be 
developed for assisting instructional assessment; fostering a positive classroom environment 
that nurtures a love of learning; establishing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for assessment; and 
aligning policies to connect curriculum, instruction, and assessment.

Keywords: 12-Year Basic Education, classroom assessment, assessment as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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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我國科舉制度延續數千年其目的在選材、促進社會階級流動，並且具有培養

道德與品格例如堅持，努力、自律的目標（Kennedy, 2016）。在我國社會文化與

教育情境下，此類評量牽動著課室評量的實踐；而課室評量的實踐關係著課程理念

與教育目標的具體落實。課室評量（classroom assessment）是指班級的師生運用課

室活動或運用各類工具做為（一）學習前理解與評估學習準備度或先備知識；（二）

學習過程中提供學生認知、後設認知、情意、動機等面向的支持；（三）學習後回

饋與歸納，以引導後續的教與學。課室評量的目的在診斷與支持學習者知識、技能

以及態度，並具有激勵、督促學習，以及監控、診斷與引導教學與學習的功能

（Shepard, 2018; Zhao et al., 2018）。此外，課室評量的理論與趨勢也都朝向與學

習理論以及評量理論進行連結，不僅是促進學習者在認知層次上的習得，亦包含學

生自我評量自我調整，以及情意、動機上以及班級氛圍的理解與支持。

然而，從 2018年教學與學習國際調查（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TALIS）的結果來看，我國教師在自行設計評量、提供成績外的書面回饋、

觀察學生後立即給予回饋，以及協助學生自行評估學習進度的比例相較其他國家低

（柯華葳等人，2019）。在考試引導教學的情境脈絡下，教師在課程理念與升學考

試兩者間存在拉扯與挑戰。我國入學考試的制度高度影響著教學，學校、教師、學

生與家長皆高度關注考試的準備與成效，而非課室評量的實施。課室文化與權力關

係上多為教師中心，評量與教學活動大多是教師主導，並多偏向總結性目的，比較

少讓學生參與評量的規劃或提供自評或反思學習的機會。

目前從政策、學校與社群文化等層級，探討如何促進與支持教師實踐課室評

量實踐的相關研究仍較為缺少。為此，本研究將探究評量政策、學校氛圍、教師社

群，以及教師的評量知能，進而歸納教師實踐課室評量的挑戰與機會，可提供政策

制定與下一波課程綱要擬定的參考。

貳、文獻探討

教師對於課室評量的覺知與實踐受到各種情境脈絡因素的影響，這些情境因

素包括國家層級的高風險考試與評量政策，例如國中教育會考、大學入學考試、國

民中小學學生學習成就標準本位評量（以下簡稱標準本位評量）等。此外，縣市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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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課程領導、學校氛圍與教師社群等，亦是影響教師實踐課室評量的脈絡因素。以

下將分別探討。

一、國家層級的高風險考試與評量政策

我國在國家層級高風險考試與評量政策，可由國中教育會考、大學入學考試

以及標準本位評量來探討。

（一）國中教育會考

國中會考自 2001年開始實施為標準參照的評量，各界對於會考的定位與實施

方式也多方提出相關的建議，例如會考的定位與目的釐清與確立（盧雪梅，

2017）、增加非選擇題的題型以引導現場的教學與學習等。同時，會考為高風險的

考試，使得學校與教師經常面臨教導考試（teaching to the test）與教導課程（teaching 

to the curriculum）的兩難。過度的準備考試，也對於學生的學習產生負向的效果（張

銘秋等人，2022）。在考試引導教學的影響下，教學實務的課程理念、教學、評量

也經常未妥善的扣連（Copp, 2018; Suurtamm & Koch, 2014）。

為降低高風險考試對學習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各國亦開始透過政策引導，使

課程目標、教學與評量有所連結並落實，例如澳洲透過政策引導促成在教學與評量

活動中實踐課程理念與 21世紀關鍵能力（Van der Kleij et al., 2018）。又如加拿大

安大略省在國中小的教學與評量中，除了學科成績外需納入 21世紀的關鍵能力，

例如非認知能力中的學習技巧與工作習慣（learning skills and work habits）等（Jang 

& Sinclair, 2018）。這些評量政策可提供我國參考。

（二）大學入學考招制度

大學入學考試的「分科測驗」與「學科能力測驗」是依據十二年國教的核心

素養理念，以各學科的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為基礎，試題設計上考量情境化、整合

應用、跨領域等原則。而分科測驗與學科能力測驗的試題內容與品質等受到各界

高度的關注（蔡佳禎，2022）。除了大學考試的題型與內涵外，大學考招制度與

十二年國教課程與教學是相互牽動的，在高中活化教學的理念、大學多元選才以

及學生適性學習的理念下（江宜芷、林子斌，2020），有效的課室評量即是高中活

化教學的展現，有助學生基礎學科學力的紮根，以及高層次思考與自主學習能力的

培養。

十二年國教高中課程架構中的各類型課程，如校訂必修、加深加廣選修、彈

性學習時間、多元選修等，可提供學生探究與實作、自主學習、專題探究的學習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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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培養創新思考、溝通互動、自我反思等素養，並且幫助學生自我理解與生涯探

索，此學習歷程亦可為大學申請入學時的備審資料，有助申請者與大學選才間彼此

的理解與適配。為支持高中階段的人才培育與活化教學，教師與專家社群協力發展

有效的教學與評量，例如如何規劃活動以幫助學生發展欲探究的議題、如何支持學

生的自主學習、如何實施班級小組合作問題解決的活動、如何規劃評量規準以及自

評與互評等，可使課室的教與學更豐富多樣、更具創意與深度。

（三）標準本位評量

「十二年國教課綱國民中小學素養導向標準本位評量」的目標是建立與課程

綱要相對應的評量標準，經由整合該領域的核心素養、學習表現、學習內容進而規

劃出對應課室評量標準與評分指引，可提供教師課室教學所使用，並作為教師教學

與學習的形成性鷹架（曾芬蘭等人，2018）。標準本位評量可做為全國教師在進行

課室評量時的參考依據，幫助教師了解學生的學習表現，並進行相對應的教學上的

調整（宋曜廷等人，2014）。

標準本位評量在推動上有其挑戰，首先是評量公正性的問題，評分者存在自

由心證的疑慮，因此教師在訂定標準時仍須不斷的討論以達成共識（謝名娟、程

峻，2021），其次屬於試辦性質且並未具有法定地位（盧雪梅，2017），但透過推

動與試辦可以累積課室評量實踐經驗與案例，並理解與歸納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的

轉化經驗。

二、我國教育情境下的課室評量與縣市層級的課程領導

十二年國教是以核心素養為理念，教學與評量的實踐是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

關注學生的學習歷程、情境化與脈絡化的學習、著重活動實踐的表現等實施原則。

素養導向教學與課室評量有其相互依存與循環的關係，課室評量可以回饋教師的教

學並且引導學生學習，包括督促學習、促進記憶與理解、促進高層次思考、支持自

我調整、有益班級氛圍等。有效的課室評量推動涉及政策、學校與社群文化的轉

變，以及教師的反思與實踐等面向，國內有關課室評量的討論與研究也開始增加，

例如詹惠雪與黃曰鴻（2020）探究教師在素養導向課程設計上的實踐與反思後，歸

納出參與教師朝向師生共同建構評量的方向、重新建構對於課室評量的觀點。此

外，各領域也提出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的做法，例如在物理科（林春煌，2019）、

國文科（詹馨怡，2019；劉桂光，2019）以及數學科素養導向命題的示例等（吳正

新，2019）。如何促進與支持教師實踐課室評量實踐是教育改革的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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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層級的課程領導影響教師課室評量的實踐，高風險考試對於縣市政府與

學校來說是一種辦學績效與責信（accountability）的展現，除了學校的校務評鑑之

外，經常由國中小學力檢測或國中教育會考以評估該縣市內學校的學力表現。為了

提升縣市學生的學力表現，提高會考成績中的精熟等級的人數、降低待加強的人

數，各縣市透過課程輔導系統以支持教師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但在教學現場，學

生過度練習考試導致課程理念的窄化，並限縮教與學的自主與創意，對學生學習情

意與教師教學產生負面影響。縣市層級的另一個挑戰在於，課程領導者多由課程督

學或候用校長擔任，職務變動性大也產生專業性不足以及變動性高的挑戰（邱華

斐、林孟君，2020），也使得縣市端在推動課室評量的政策力道與支持系統也明顯

不足。

三、課室評量的觀點

有鑑於課室評量的趨勢從行為理論與認知理論的觀點，逐漸朝向社會建構論

與社會文化理論的方向，同時強調教學理論與評量理論兩者的相互扣連。例如社會

建構論關注學習社群如何建構知識與經驗，教學與評量如何幫助減低教師與學生間

知識概念上的落差；社會文化理論關注課室文化與師生的互動關係與權力關係等；

自我調整學習理論關注如何促進學習者的自我調整與自主學習（Shepard, 2018; 

Shepard et al., 2018）等。

儘管有不同的理論取向，評量經常從三個面向來理解，即「學習結果的評量

（總結性評量）」（assessment of learning）、「促進學習的評量」（assessment for 

learning）、「評量即學習」（assessment as learning），課室教學與評量的實踐已

經從重視總結性的教學與評量逐漸關注形成性評量以支持學習與教學（Zeng et al., 

2018）。

素養導向的課室評量主要可包含以下四個原則：多元的評量標準、明確的讓

學生了解評量標準、保留歷程記錄、引導學生透過學習目標建立自我評量（任宗

浩，2018）。本文歸納素養導向評量的四項原則以及相關評量文獻，提出課室評量

的三個關鍵面向，即評量的透明化、評量的彈性化、評量的回饋。

首先，評量的透明化，即明確的讓學生了解評量的標準。經由教師引導或師

生共同討論學習目標、評量標準與實施方法，教師可以呈現不同類型的成果或範

例，幫助班級學生理解評量的內涵或準則，促進學生的學習投入與自我調節。

其次，課室評量的彈性化，即素養導向評量中多元的評量標準。教師依據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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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目標彈性運用多元的策略與工具，如學習歷程檔案、同儕互評與學生自評等，達

到總結性、診斷性的評量目標；此外，評量並不限於某些工具的運用，教師提問與

師生對話等互動歷程所提供的學習鷹架、建構的認知與情意的學習經驗，亦是有效

課室評量的展現（Allal, 2020; Clark, 2012）。「評量即學習」的核心目標在促進學

生自我調整學習的能力，評量不僅是學習成果的診斷，而是進一步搭起好奇心的鷹

架以支持學生好奇探究，藉由評量活動可以了解學生的準備度、學習風格、先備知

識、興趣程度等（Dann, 2014）。在好奇探究的環境下，師生可透過探究與體驗等

活動，共同發掘相關議題，共同討論學習標準，以及分析成功或各種學習範例等，

並且進行自評或互評等活動，有助學生的自我效能，以及學生個人與團隊的自我調

整學習（Colbert & Cumming, 2014; Heritage, 2016）。

再者，良好的評量回饋可以形塑正向學習氛圍，評量的回饋不僅是知識技能

上，亦包括學習態度、學習策略、團隊互動等（Bourgeois, 2016; Colbert & Cumming, 

2014）。評量的實施經常受到關注而評量後的回饋較易被忽略，評量後（如小考或

段考）的教學或學習活動是有其效益的，例如班級可進行小組互動與同儕指導等。

此外，同儕互評或自評是評量回饋的常用策略，若同儕互評僅是總結性而缺乏質性

回饋，對於學生的學習投入與動機的支持是有限的（Panadero et al., 2016）。 

綜合來說，有效的課室評量對於學生學習成就與學習動機有正向的影響（Baas 

et al., 2020）。課室評量實施上，教師在課程實施前，應內化與共備課程內容、規

劃評量規準與表現範例、設想學生可能的迷思概念；課程中，教師應明確說明課程

目標、成功的期待（criteria for success），課堂上教師應提供班級學生適切的回饋，

以及充足的練習、同儕互動以及自我反思的時間與機會；課程中可收集學生當日學

習的檢核出場卷（exit tickets）或某些學習關鍵點後實施檢核小考，並且適切的觀

察或蒐集學生學習投入與情意的表現，教師依據學生認知上的精熟表現與待加強的

情形規劃後續的補救教學，或依班級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情意的情形調整教學。

當實施總結性評量時，應明確說明評量的內容與方式，讓學生有充分的準備

時間並進行評量的回饋。評量的內容應與課程妥善連結，難度適中的評量有助學習

動機與學習投入，過難或過易的評量易造成過度焦慮、壓力或學習不投入；此外，

應提供學生充裕的時間、場域或資源進行評量的準備，若評量內容的難度、範圍、

頻率、時間或實施方式不當，易造成學習效能的低落與負向情緒，包括低自信、抗

拒評量或故意不盡力、小組分工任務卻由某位學生單獨完成、忽略他人回饋等負向

效應（Harris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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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層級之文化氛圍、教師社群與課室評量

學校為中介系統承接中央與縣市政府的政策期待與要求，並且引導校內教師

社群系統的運作，然而學校文化氛圍影響校內教師社群的課室評量實踐，若學校氛

圍是具有成長心態、接納包容、開放反思、合作的氛圍，校內教師也較有機會化解

或調節高風險考試的壓力，更有機會實踐學校願景、學生圖像以及課程理念

（Birenbaum, 2016）。以社會資本的觀點來看，學校與外部系統有較多的連結對於

學校整體氛圍、教師成長有正向的影響。

教師社群部分，教師社群的合作與互動，例如跨校或校內共備等對於教師集

體效能與學生的學習都有正向影響。研究發現教師在評量上的合作，如討論評量標

準與出題等，對於學生的學業表現有其正面的影響（Ronfeldt et al., 2015）。其次，

除了教師社群的合作與互動外，鼓勵教師社群的探究反思與批判是有其意義的，教

師社群檢視教學與評量的信念與實踐，以及高風險考試所帶來的影響，進而思考可

能的轉化與調整的機會與空間，才有可能調適教導考試與教導課程的兩難；若缺乏

反思與探究，教師更容易受到外在環境與個人教學信念的影響（Jiang & Hill, 

2018）。再者，教師社群並非被動的接受評量的規則或高風險考試的規範等，教師

社群參與評量的政策實務的規劃等，有益教師社群的評量知能與評量實踐的效能。

五、教師課室評量的實踐現況

教師課室評量的實施受到個人內在信念、知覺外在環境例如學校的規範、績

效壓力、教師同儕氛圍的影響（Suurtamm & Koch, 2014），若缺乏引導，教師課

室評量的實踐多依據以往經驗、教學知識等實施教學與評量活動，教師在評量的實

踐上往往缺乏系統性的後設理解，容易受到外在規範、教學信念與常用普遍教學方

法的影響（Box et al., 2015; Marshall & Drummond, 2006）。

如同前述 2018年教學與學習國際調查的結果，我國教師在自行設計評量、提

供成績外的書面回饋、觀察學生以立即給予回饋，以及協助學生自行評估學習進度

的比例較其他國家低（柯華葳等人，2019）。教師在課室評量實踐上的可能挑戰在

於，考試引導教學的情境脈絡下，學校、教師與家長關注高風險的考試的成果，也

因此在課室評量可能多在練習出版社的考試卷等，可能造成過度評量，例如評量的

內容難度過高、評量的範圍過大或頻率太高，亦可能教師進行評量，卻很少使用其

結果做為後續教學或學習的參考。此外，另一個挑戰是，課室評量多是教師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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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在監控或收集學生的學習訊息後，教師可能較少依據課室評量所回饋的訊息進

行教學上的調整，評量活動多是滿足教師的教學需要或是外在的期待要求，而非依

據學生的學習需要或學習情形來規劃。國外研究同樣也發現，教師提供較多知識內

容上的回饋，較少針對學生的學習歷程或方法提供回饋或支持，並且評量活動多是

具體可見的，例如檔案評量等，但是在促進學生的創造與高層次思考與學習方法是

比較少的（Antoniou & James, 2014; Davis & Neitzel, 2011）。因此，從政策、學校

文化、教師社群來理解教師課室評量的實施可提供政策與實務上參考。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據研究問題，運用質性個別訪談法，進一步探究政策、學校文化、

教師社群，以理解教師課室評量的實施。以下說明研究問題與訪談大綱、研究對象

與流程，以及資料分析。

一、研究問題與訪談大綱

依據文獻回顧，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問題：（一）政策對於教師實踐課室評

量的影響有哪些？（二）學校氛圍與教師社群對於教師在課室評量的實施有那些影

響？（三）教師在課室評量實踐上的挑戰與機會為何？依據研究問題提出三個面向

的訪談大綱如下。

（一）政策面向

1.　 現行相關評量政策對教師實踐課室評量的有哪些挑戰與機會，例如入學考

試、標準本位評量的推動等。

2.　 對中央或縣市政府的評量政策的建議為何？

（二）學校氛圍與教師社群

1.　 學校氛圍與教師社群如何影響教師課室評量的實踐？

2.　 學校領導者或教師社群如何影響課室評量的實施？

（三）教師面向

1.　 教師在課室評量在實施上有哪些挑戰與機會？

2.　 教師如何化解素養教學與評量以及高風險考試，如國中會考所帶來的挑戰？

3.　 教師是如何實踐課室評量，以及所觀察到教師在課室評量的實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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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與流程

為探究教師實踐教學與評量的挑戰與機會，研究對象的選取考量是教師具備

教學與評量實務經驗，以及對於評量政策熟悉或參與推動評量政策的專家學者。

在教師方面，立意選取六位擔任某單位評量專長之研究教師為研究對象，研

究對象的專長為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的宣導與教學發展，具備充分教學與評量的實

務經驗。此外，還有一位國中教師長期帶領教師社群實施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共

七位國中與高中教師為研究參與者，這些教師皆來自北部地區國民中學與高級中學

各領域教師。在學者專家方面，對象為一位實際負責我國評量方案的推動且具備教

育評量領域之專家參與本研究。

邀請研究對象時，研究團隊以電子郵件進行邀請與說明，包括研究目的、研

究程序與研究倫理（例如資料保密、益處與報償等）；接受訪談之參與者提供諮詢

費用作為報償。待研究對象同意接受訪談後，在訪談實施約三天前提供訪談大綱。

本文作者同為研究主持人並實施個別訪談。實施訪談之地點為獨立不受干擾之會議

室，訪談時間約為 50分鐘至 90分鐘。訪談前，由實施訪談人說明本研究之目的、

研究方法與程序以及相關的權利等，受訪談人簽署知情同意書。訪談期間，研究者

依據訪談大綱進行半結構開放性訪談。

本研究資料編號的方式說明如下。第一碼身分別：教師代碼為 T，教師第二碼

為流水序號由英文字母大寫表示，第三碼為訪談內容概念編碼。專家第一與第二碼

為 P1，第三碼為訪談內容的概念編碼。研究結果之逐字稿以三碼方式呈現。訪談

對象之任教學科與主要經歷如下表 1。

表 1 
研究對象之評量專業經歷與訪談時間

受訪者代碼 任教學科或主要經歷 訪談時間

TI
國中社會領域；縣市國中社會領域輔導員、某單位素養導向評量專長

之研究教師
2020年 5月

TJ
國中國文領域；縣市國中國文領域輔導員；某單位素養導向評量專長

之研究教師
2020年 5月

TK
高中化學科、高中學科中心輔導員、某單位素養導向評量專長之研究

教師
2020年 5月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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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對象之評量專業經歷與訪談時間（續）

受訪者代碼 任教學科或主要經歷 訪談時間

TL 高中英文科教師、某單位素養導向評量專長之研究教師 2020年 5月

TN
高中國文科教師、曾任督學與校長、某單位素養導向評量專長之研究

教師
2020年 6月

TO 國中國文科教師、教務主任、某跨校教師社群領導人 2020年 5月

TP
高中物理科教師、曾任課程督學、某單位素養導向評量專長之研究教

師
2020年 5月

P1 測驗與評量專長、擔任某測驗評量中心主管 2020年 6月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的資料分析採用質性研究中的分析歸納法，此方法是依據文獻或先預

訂使用的類別，進而將所收集到的質性資料進行持續性的比較與修改。本研究所提

出的問題主要分為三個面向（政策、學校氛圍與社群、教師面向），依此三個面向

下進一步歸納其可能的次項目，從本研究所收集到的訪談質性資料中發現概念，並

將概念進一步歸納為主項目下的各次項目（鈕文英，2012）。

訪談資料由 Excel軟體資料進行整理與編碼，首先由三位編碼者包括一位主持

人與兩位碩士級研究助理進行質性資料分析，碩士級研究助理具備教育專長的背景

與經驗，並參與研究計畫的執行與討論，對於課室評量的議題有其專業與理解。因

此三位編碼者針對其中一份訪談資料，進行實際編碼實作與校準，以建立初步的編

碼共識；其次，三位編碼者分別針對每份訪談逐字稿進行個別的閱讀與編碼；其後，

三位編碼者共召開三次討論會議，針對八份訪談者的訪談內容進行編碼討論，以便

歸納出主項目下的次項目與相對應的訪談內容，並統計各項目的數量。經過以上歷

程可完善質性資料分析之信度與效度，同時本研究為某研究機構之整合型計畫之子

計畫，整合計畫團隊每月定期召開會議，討論素養導向評量之理論與實務議題，各

子計畫主持人進行同儕簡報與回饋，針對本研究提供建議與回饋，包括理論、研究

方法與資料分析等，有助本研究在理論與資料詮釋上的信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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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資料經過分析歸納法的編碼與歸類後，質性資料的編碼結果如表 2。在政

策面向中，可分為三個次項目：入學考試的影響（29個條次）、政策的引導與支

持（16個條次）、縣市層級的課程領導（13個條次）；其次在學校氛圍與教師社

群上，可歸納出兩個次項目：學校氛圍與文化（16個條次）、教師社群（21個條次）；

在教師面向部分，亦可歸納出兩個次項目：課室評量實踐的挑戰（14個條次）、

課室評量實踐的機會（23個條次）。

表 2 
質性分析架構與編碼結果

主項目 次項目 數量 概念／逐字稿示例

政策面向

入學考試的影響 29

1. 「會考都是以知識跟記憶性的題目為主，老師在落實素養
教學這一塊就會有一些難度」（TO-5）

2. 「學校老師都很 follow的大考或會考，因為只考那麼基
礎，或者那麼記憶的東西那我當然平常上課也是這樣子」

（TJ-24）

政策引導與支持 16

1. 「如果都不去參加自發性研習，根本就沒辦法 touch到他，
教育政策落實應該是要有官方一套系統」（TI-24）

2. 「會考它能夠評量的，因為就是紙筆的選擇題，很多不容
易評量到，課室評量是標準本位評量就會特別去強調」

（P1-3）

縣市層級的課程領導 13

1. 「縣市很常會要求老師就是說你要教素養題，可是問題是
也沒人告訴他到底什麼是素養題？」（TJ-21）

2. 「不教而殺謂之虐了，你沒有把老師培養好，就讓他交題
目」（TO-19）

學校氛圍與

教師社群

學校氛圍與文化 16

1. 「行政的支持是重要的但是常常他們也會比較搖擺……家
長那邊會有壓力」（TK-12）

2. 「校長的領導跟學校氛圍，其實它都是息息相關的」
（TO-10）

教師社群 21

1. 「三分之一的人就跟上了開始參加校外研習、共備社
群……三分之一的人可能是固守他自己的狀態」（TK-6）

2. 「我自己還有跨校共備社群從南到北，社群在做素養導向
教學討論已經兩三年了」（TO-13）

3. 「公開授課、觀課，教學目標怎麼操作怎麼評量……課程
評鑑、公開授課，共同備課全部做完了」（TN-1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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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質性分析架構與編碼結果（續）

主項目 次項目 數量 概念／逐字稿示例

教師面向

課室評量實踐的挑戰 14

1. 「可能的挑戰就是不知道，到底該怎麼樣去設計評量……
不知道目標到底是什麼？不知道考試要考什麼？所以只

好包山包海的教」（TJ-13）
2. 「很會設計題目紙筆測驗，可是就很不會設計真實情境結
合的 task」（TL-15）

3. 「傳統評量方式是一種淘汰制度，只要一張考卷考下去，
排名就出來了你很好我很差沒有別的可能性」（TN-7）

課室評量實踐的機會 23

1. 「全部都是提問，去引導學生思考，然後去做不斷的探
究……然後會給學生評量規準」（TI-4）

2. 「只要學習單好好寫你有錯誤願意訂正，我都給你夠好的
分數，轉移他的重點，然後慢慢讓他知道其實歷程是更重

於考卷的結果……一邊哀哀叫一邊配合。然後學測成績出

來之後，也比原本他們導師預期的好，學生畢業也給很多

很多的回饋……到高三才開始真正學英文」（TL-8）
3. 「教學規劃本身就帶有素養導向評量……教學跟素養導向
評量它其實同時完成的」（TN-18）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經過訪談及資料分析歸納出四個面向：第一個政策面向包含三個次項目：入

學考試的挑戰、縣市層級的課程領導、政策的引導與支持；第二個面向為學校氛圍

與教師社群面向，包含兩個次項目：正向的學校氛圍、教師社群的探究與反思；第

三個面向為教師課室評量實踐的挑戰；第四個面向為教師課室評量實踐的機會。

一、政策面向

教師課室評量的實踐是在政策系統脈絡下形塑的，包含入學考試的挑戰、縣

市層級的課程領導，以及政策引導三個項目。

（一）入學考試對課室評量帶來挑戰

入學考試對於教師實踐課室評量所帶來的挑戰，主要是高風險考試與績效壓

力經常窄化教學的實踐。進一步來說，國中會考或大學入學考試內容與測驗題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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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教師與學生的教學與學習，若入學考試的題型與內容品質多偏向低階思考層次的

題型，教師在教學與評量的實踐上也多傾向依循大考的題型與內容，如下受訪教師

所提。

學校老師都很 follow的大考或會考，因為只考那麼基礎，或者那麼記憶的東

西，那我當然平常上課也是這樣子。（TJ-24）

會考都是以知識跟記憶性的題目為主，老師在落實素養教學這一塊就會有一

些難度。（TO-5）

有一半以上的社會跟自然課的老師都認為，我們應該有非選擇題型。（P1-4）

課室評量的實施受到高風險入學考試的影響，在十二年國教課綱實施後，國

中教育會考與大學入學考試皆逐漸朝向素養導向的理念與原則進行測驗規劃，包

括與生活情境連結、跨領域等原則，以及納入非選擇題或混和題型等。同時，大

學考招制度朝向支持高中活化教學、學生多元學習與適性學習的理念（江宜芷、

林子斌，2020）。有效的課室評量可以活化教師的教學、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

展現教與學的深度與創意，對學生紙筆測驗表現亦有其學習遷移效果，達到雙贏的

目標。

（二）縣市課程領導帶來的挑戰與機會

縣市層級的課程領導可能為教師實踐課室評量的帶來挑戰與機會。首先在挑

戰上，縣市層級在課程領導的方式有所不同，各縣市政府層級多關注縣市內學生學

力的表現，期待透過素養導向試題的研發與實施，使教師與學生熟悉入學考試的試

題，進而提升該縣市學生的入學成績。然而，此舉可能限縮教學與評量的實踐的深

度廣度與各種可能性，學生可能過度的練習考試，窄化課室評量與素養導向教學的

實踐契機。受訪教師提到：

縣市很常會要求老師就是說你要教素養題，可是問題是也沒人告訴他到底什

麼是素養題？（TJ-21）

不教而殺謂之虐了，你沒有把老師培養好，就讓他交題目。（TO-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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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端可成立評量協作機制，結合學者專家、學校與教師針對各類評量的資

料與相關資料庫進行系統性的評估，例如國際評比、縣市學力檢測、各校段考、會

考或大學入學考試等，可回饋到政策規劃、學校經營與教師的教學。其次，縣市端

應促進教師間的合作與共備，透過教師社群的對話與合作進而檢視教育理念、教學

與評量的關係，提升教師社群對課室評量的理解與認同，有助教學品質（Care et 

al., 2014）。縣市層級支持教師課室評量實踐上，素養導向試題的發展應建立在素

養導向教學與評量知能基礎，系統性規劃教師增能課程，可以降低實踐的阻礙與疑

慮並提升學校與教師的認同、理解以及行動。

（三）政策引導課室評量的有效落實

政策引導與支持可為教師實踐課室評量帶機會，現行我國有關國中小課室評

量的推動方案為國民中小學標準本位評量，標準本位評量乃針對各領域或科目之學

習重點制定表現標準，經由課室評量以評估學生的學習情形，並提供教學與學力品

質監控等系統性的回饋與參考。標準本位評量的架構與方法可以支持與協助教師課

室評量的實踐。

會考它能夠評量的，因為就是紙筆的選擇題，很多不容易評量到，課室評量

是標準本位評量就會特別去強調。（P1-3）

標準本位評量在推動上仍有其挑戰，包括教師設計評量試題的挑戰、以及教

師社群的共識與共備困難等因素，以致於試辦後又回到原來的模式。

不是真的那麼樂意來參加，也都知道應該是對學生學習有幫助，他們還是試

辦一兩年之後就又回到他原來的模式。（P1-7）

如果都不去參加自發性研習，根本就沒辦法 touch到他，教育政策落實應該是

要有官方一套系統。（TI-24）

除了標準本位評量的推動外，政策方案應支持教師將課程理念、教學與評量

三者進行妥善的連結，規劃相關的教師研習與支持教師社群運作等方案，例如規劃

為中央與地方教師輔導團以及高中學群科中心的目標與任務，或者納入各縣市精進

教學方案的目標。其次，可規劃與試辦「資料回饋教學」（data-driven instruction）

的機制，教師社群依據課程目標規劃教學與評量，在課室評量的過程中收集班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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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與情意訊息，例如收集課後的學習檢核或單元後的檢核考等形成性的訊息，以

回饋教師的教學，並依據學生的精熟與待加強的情形規劃後續的補教教學與學習扶

助活動。學生的學習情形應該即早進行檢視並提供適切的教學引導與鷹架支持，避

免學生某些關鍵點學習落後而影響後續的學習意願與動機。

二、學校氛圍與教師社群

學校氛圍與教師社群是影響教師課室評量實踐的脈絡性因素，以下說明學校

氛圍與教師社群帶來的挑戰與機會。

（一）正向學校氛圍

學校領導與學校文化對教師實踐課室評量帶來挑戰，例如在面臨入學考試的

壓力下，學校領導者與校內教師多聚焦關注提升學生入學考試的表現，課室評量的

實踐也可能受到忽略或質疑，學校領導者如何轉化或面對高風險考試的期待與壓

力，受訪教師提到校長領導、行政支持與教師社群的氛圍是重要的。

行政的支持是重要的但是常常他們也會比較搖擺⋯⋯家長那邊會有壓力。

（TK-12）

校長的領導跟學校氛圍，其實它都是息息相關的。（TO-10）

當然是校內氛圍的問題⋯⋯我們就是共同備課、共同審題、共同出題。（TJ-11）

正向的學校文化可為課室評量的實踐帶來契機，即具有成長心態、多元開放

以及批判反思的氛圍，有效課室評量的可由學校領導者由上而下的課程領導，此外

學校教師參加增能課程與校內外社群後，亦可產生由下而上的正向擾動。

（二）教師社群的探究與反思

教師社群在課室評量實踐上的挑戰之一，是缺乏探究與反思的機會與支持系

統，教師在面對教育改革或專業發展時並非全然理性或機械性的，受到個人或社群

的情緒與認同等因素所影響，缺乏探究與反思的機會與支持系統時，教師在教學上

可能依據以往經驗、教學專長或教學知識，在教學與評量的實踐上可能缺乏整體的

觀點或受到外在環境或個人信念的影響。教師社群對於自身教學反思態度有其意

義，如同以下受訪教師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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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能力很強。我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特質，有很多老師變不過去的原因是

因為，彈性相對較弱。（TK-22）

很多老師對於學生學不好這件事情，也是覺得是學生的問題。不太容易反過

來思考自己的教學。（TL-10）

社群可以成為教師課室評量實踐的支持系統，學校內的教師社群跨校教師社

群的連結互動都可能帶來積極的擾動，例如夢N教師社群等。教師社群透過共備、

公開授課與課程評鑑的過程，支持有效課室評量的實踐與擴散。

三分之一的人就跟上了開始參加校外研習、共備社群⋯⋯三分之一的人可能

是固守他自己的狀態。（TK-6）

共備學習很多，因為蠻少有機會不同領域老師思考教學設計。（TL-13）

我自己還有跨校共備社群從南到北，社群在做素養導向教學討論已經兩三年

了。（TO-13）

公開授課、觀課，教學目標怎麼操作怎麼評量⋯⋯課程評鑑、公開授課，共

同備課全部做完了。（TN-11）

教師社群具有探究與多元成長的氛圍，可以調節高風險考試的壓力，並實踐

課程理念與教育目標，教師社群的合作是一種共同探究與知識建構的歷程。此教師

社群在課室評量的合作歷程，可以包括教師共同理解課程目標與學生需求、釐清教

師社群的增能需求與能力現況，實施教師增能活動，接著進行教學實踐，最後進行

回饋與評估（Timperley, 2014）。亦可發展適切評量的實踐指標與案例。在學校與

教師社群的支持與協作下，教師反思探究教學與評量的實踐情形，課室評量的實踐

並非被動接受政策等外在的期待與要求，研究發現教師參與評量的規劃與協作對於

其教學實踐與學生學習有正向的影響（Koh, 2014）。教師社群應從被訓練者的框

架轉變為自主、教學探究、以及自我認同的視角，增進教師對於評量的認同理解，

透過教師社群的探究與合作，進而發展適合我國社會文化情境的評量實踐模式，提

升教學與評量實踐的品質（Jiang & Hil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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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在課室評量實踐的挑戰

教師在課室評量實踐上的挑戰之一是缺乏評量的理念與實踐的知能，包括課

室評量目的、評量的方法、評量的實踐等。在實務上受訪教師也提到部分教師運用

較為傳統的方式實施評量，即經常運用評量來督促學生學習，透過成績或排名促

進學生的學習投入，因此對學生的自信心與學習動機會有負面的影響。受訪教師提

到的挑戰，包括課室評量用以督促學習、教學形式的單一化缺乏多樣教學活動的引

入等。

把你當掉所以你會認真？有沒有把以前學的教學原理用在你的教室，沒有嘛

所以我們沒有選擇學過的這些 know how。（TP-10）

很多老師上課內容都太單一面向就是一直算題目，沒有實驗設計，沒有互動，

沒有學生討論，沒有報告，什麼都沒有，就只有一直塞知識。（TP-12）

教師普遍缺乏評量的知能，例如受訪教師提到的挑戰可能較擅長設計紙筆測

驗，但真實情境課室評量的設計知能不足。

可能的挑戰就是不知道，到底該怎麼樣去設計評量⋯⋯不知道目標到底是什

麼？不知道考試要考什麼？所以只好包山包海的教。（TJ-13）

很會設計題目紙筆測驗，可是就很不會設計真實情境結合的 task。（TL-15）

在我國升學主義情境脈絡下，我國教師在教學與課室評量的實踐廣度仍有不

足，可從 2018年教學與學習國際調查結果來理解，我國教師在教學上較少進行批

判思考、小組討論、複雜任務解題等高階思考能力的教學，以及較少激發學生認知

以及培養學生自學能力的活動；在評量上也較少自行設計評量、提供學生立即回

饋，以及支持學生自我評估（柯華葳等人，2019），教師在有效課室評量的實踐上

有其挑戰。

四、教師在課室評量實踐的機會

在評量實務上教師經常面對教導課程（teaching to the curriculum）與教導考試

（teaching to the test）的兩難，受訪的評量熟手教師透過結合課程目標、教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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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以及評量的設計，進而促進學生的學習，可以化解師生對入學考試的擔心與壓

力。受訪的三位熟手教師也都提到跨越或調節考試的壓力。

以升學作為我們所有教學的目標，它不是負分就是零分，但如果以培養孩子

對這一科的認識跟能力，那每個人都是加分。（TP-11）

當你會解決問題了之後或者有判斷能力或者是實驗設計能力，能力變好之後，

回去看整理完的東西的速度也會變快。（TK-24）

我把學生的能力帶上來以後，反而是較基礎的東西，其實學生其實是可以自

己去處理的。（TJ-10）

有效的課室評量可以轉化學生的學習經驗以及學習概念，擴展教與學的創意

與豐富性，並正向的影響學習投入與學習動機，受訪教師提到透過課室評量的規畫

與實踐進而轉化並重新建構學生的學習經驗。

只要學習單好好寫你有錯誤願意訂正，我都給你夠好的分數，轉移他的重點，

然後慢慢讓他知道其實歷程是更重於考卷的結果⋯⋯一邊哀哀叫一邊配合。

然後學測成績出來之後，也比原本他們導師預期的好，學生畢業也給多很多

很多的回饋⋯到高三才開始真正學英文。（TL-8）

課室評量的實踐整體上可以促進學生的學習參與，課室評量的活動促進學生

探究、合作互動等，為有效教學的一環，同時也有助入學考試的表現，受訪的三位

熟手教師提到有效課室評量的實踐經驗。

教學規劃本身就帶有素養導向評量⋯⋯教學跟素養導向評量它其實同時完成

的。（TN-18）

全部都是提問，去引導學生思考，然後去做不斷的探究⋯⋯然後會給學生評

量規準。（TI-4）

反饋裡面他們的 QR code裡面就會有問說，今天誰的報告讓你印象最深刻？

（TI-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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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熟手教師的訪談可以發現，其教學活動與課室評量是相互扣連的，教師

提供適切的鷹架、共同的期待與標準，並提供實踐後的回饋，進而促進師生間、

學生間學生互動，有助認知理解、情意與態度的發展，以及學生的自我評估自我

調整。

伍、結論與建議

依據本研究結果提出以下的結論與建議，包括政策面向、學校與教師社群、

教師知能三部分。

一、結論

（一）入學考試題型與縣市課程領導對課室評量帶來挑戰

入學考試的內容與形式，高度影響教師教學與評量的實踐以及學生的學習。

若考試的題型多偏向記憶的題型，教師教學與學生的學習也都僅偏向記憶或練習的

層次，限縮了教與學的豐富性與多樣性。為此建議可持續發展高層次、跨領域統

整、結合真實情境脈絡的入學考試題型，以連結與落實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的理念

與精神。

再者，縣市層級的課程領導多關注素養導向試題的發展，期待提升教師素養

導向的命題的能力，進而提升學生的學力表現，因此也容易限制課程、教學與評量

的實踐。縣市層級應規劃系統性的評量課程，包括評量的理論、評量的方法、素養

導向試題命題、課室評量的實施等，扣連素養試題發展與課室評量活動的規劃。政

策的引導可以調節學校與教師在課室評量實踐上的挑戰，例如納入各縣市精進教學

方案或中央與地方課程教學教師輔團隊或高中學科中心之任務目標。

（二）學校氛圍與教師社群扮演關鍵的角色

在有效課室評量的推動上，學校的文化與中層領導扮演了重要的轉化的角色，

學校層級的領導是實踐與轉化政策要求或期待的中介齒輪；學校領導人需要考量學

校內外部資源與特色，包括教師社群動能、社區與家長期待等，使素養導向的教育

理念得以落實並且符合學校特色與在地需求等。

在教師社群方面，面對由上而下的評量政策，其角色並非僅是忠實的實踐者，

被動接受配合政策的實施；反之，教師社群可啟動多元對話、反思與探究課室評量

的有效實踐，轉化社群動能成為朝向自主探究與自我認同的發展，減低與轉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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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理念與教學實踐兩者的落差，開展適合我國社會文化情境的課室評量實踐模

式與策略，有助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綱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

（三）教師課室評量的實踐上仍有挑戰與限制

本研究發現教師課室評量的實踐上是有其挑戰的，包括評量目的、評量過程

與方法等，例如教師視課室評量為督促學生學習的重要方法，較少關注課室評量對

於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回饋的功能；教師也可能多關注在題目的練習或解題，缺乏

探究與實驗等不同的教學活動，或教師在設計評量任務上也較不熟悉。

課室評量的實踐取徑上，受訪的熟手教師也提出課室評量的實踐經驗可供參

考，透過課室評量的實踐，轉化與化解學生對於升學考試的概念，包括課室評量就

是練習紙本測驗等。教師透過規劃教學與評量活動可促進班級學生的學習投入與學

習動機。在課室活動中，促進學生探究、同儕合作、反思與回饋等歷程，班級學生

內化該學科的學習重點，逐漸提升學生該學科的學力與素養，達到素養導向教學與

評量的目標，對於學生在素養導向升學考試中的表現亦有其助益。

二、建議

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與結論提出三項建議，包括建立評量協作機制、發展評

量指引、提升教師課室評量的知能。

（一）建立評量協作機制

評量協作機制可透過中央與各縣市協作等方式，納入中央與各縣市課程領導

者、學校中層領導、教師或評量專家的參與，此協作機制的目標首先為應用與分析

各類的評量訊息，例如國中教育會考、大學入學考試、國際教育評比、學生學習成

就評量、學校段考等，以提供中央、縣市、學校在政策制定以及學校辦學上的參考。

再者是提升教師課室評量的知能，使課程、教學與評量得以連貫的發展與實施，並

促進學校與教師社群的協作。

（二）發展評量的指引

提供範例與指引有助教師擴展評量的概念與理解，以提升教師實踐動機與自

我效能。國際間許多國家已經制定教師在實踐評量之準則或指引，可以提供我國教

師在師資培訓、在職教師專業發展的參考；評量實踐的主要面向包括：評量目的、

評量過程、評量結果的溝通、評量公平性等，這些準則多是在歐美等國家所制定，

而不同的文化情境下對於評量的實踐與知覺是有差異的；因此需要考量我國教育現

況與國際間的教師評量實施標準實務進行歸納，方可提供教學上的參考與建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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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評量的指引與案例可降低實踐的阻礙與疑慮，並促進教學與評量實踐上的認同與

理解。

（三）提升教師課室評量的知能

為支持教師評量知能發展，可透過各縣市精進教學方案、中央與地方課程教

學教師輔團隊或高中學科中心等政策方案來引導。有效的課室評量實踐應建立在安

全信任的教室環境下。因為課室評量是一種即時回饋的動態過程，不僅是認知上的

回饋，亦包括合作與溝通等面向的回饋，同時需適切同理班級內不同學習特質或學

習型態的學生，若課室評量設計不當，易造成學生負向的行為或情緒。此外，課室

評量活動的規劃與實施應依據學生學習狀況與需求彈性進行調整，避免標準依賴

（criterion compliance）所造成學習內涵的窄化或降低學習的創意與豐富性

（Torrance, 2012）。

課室評量可以是師生共同討論以建立學習任務的標準，以及共同建構、共同

調節的過程，學生經由監控自己的學習並善用評量的訊息，以改善學習技巧及個人

的學習，可以促進學生自我覺察與監控的能力、學習動機以及學習投入。對於學校

與教師來說，評量不僅是降低師生知識上的差異，而是進一步營造支持開放心態、

好奇心的學習環境。在此好奇探究氛圍下，學生成為具有學習動機與良好情意態度

的終身學習者。

課室的教學與評量不僅是認知的，亦包含非認知面向，包含了情感支持、人

際關係與班級氛圍等。學習者在情感支持與安全環境下是學習發展與知識建構的基

礎，可助益班級或個別學生的自我調整學習、動機、學習投入與學習成果。非認知

面向的評量上除了可以運用自陳的回饋單或量表外，可運用多種方法與工具評估，

例如線上即時回饋系統，此可了解班級學生的動機情緒與學習投入的情形等。亦可

運用資料導向回饋（data-driven decision making）的方式，收集並運用評估的訊息，

了解全校各班級學生在各領域學習上知識、態度或情意等動態變化情形。

陸、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研究限制首先是樣本人數，本研究採質化個別深度訪談，後續的研

究可增加訪談人數，以及增加不同領域或教育階段的教師或學者專家，或採取焦點

團體訪談的方式進行資料收集。其次，本研究探究政策端、學校層級與教師層級在

課室評量的挑戰與機會，後續可進一步探討以縣市或學校為主體在推動課室評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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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或進一步描繪中央、地方縣市、學校三個層級的協作關係，例如在國中階

段，各縣市政府在精進計畫中如何推動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有待後續相關研究的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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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不正義之協商日常： 
探討議題融入田野踏查課程模組之 

學習成效

黃淑玲 高雄醫學大學人文與藝術教育中心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臨床醫學研究部兼任副研究員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環境正義」融入田野踏查之「5+1階段」課程模組如何影響

學習經驗與課程觀點。研究對象包含臺灣南部兩所大學在 110學年度，四個班級共

計 128名之正式課程學生。透過混合性研究法進行質性分析修課者之心得寫作，以

及量化分析踏查者經驗問卷（n=100）。踏查前心得寫作透過質性分析建構出學習

者眼中的「環境不正義之六角結構」；而踏查後心得分析則高度展現田野給予的學

習體驗，包含踏查者對於公共議題、教育意涵、情意發展、歷史地景等面向有更深

入的思考。其中，導覽居民扮演生命故事說書人的角色，不僅展開踏查者的思考與

視野，建立議題與場域的連結，更引發對他者、他地之關懷與共感，體悟在地聚落

處於環境不正義下的協商日常。統計分析也顯示導覽者的說書人角色，顯著影響學

習者贊同田野作為場域教室賦予課程不同的意義、贊同遷村並非環境不正義之解

方。總體而言，本議題融入田野踏查課程模組透過混和性研究後發現，具有課程結

構性、議題連貫性、學習模式多樣性之課程模組能拓展視野並提升學習體驗，深化

戶外學習的教育意涵。未來研究方向建議課程模組融入量化形成性評量，有益於先

備知識的連結與內化，並作為田野踏查課程模組之基準點以利前、後測比較，推進

戶外學習之實證研究。

關鍵詞：課程模組、環境正義、混合式研究、敘事、戶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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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a narrative-driven, environmental justice–focused 5+1 

staged-course module on the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curricular perceptions of students. The study 
population comprised 128 students from 4 classes conducted by 2 universities in southern Taiwan. 
They represented four cohorts across two semesters spanning the period from 2021 to 2022. An 
exploratory mixed-methods research design was used to conduct qualitative analyses of the 
students’ reflective writings before and after their field trips. Additionally, 100 qualified field trip 
participants underwent post–field trip surveys, and the results were quantitatively assessed. A 
qualitative inquiry revealed that the students held a hexagonal conceptu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before their field trip. Post–field trip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to understand the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s from their field trips; the experiences involved profound reflections on public 
issues, the value of education, affective development, and appreciation of locality. Crucially, 
resident guides, who narrated their life stories, were instrumental in expanding the students’ 
cognitive and empathetic engagement, educating them on field-specific topics and fostering in 
them a compassionate awareness of others and diverse locales. The statistical findings of this study 
revealed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these resident guides in shaping the students’ recognition of 
the field as an appropriate classroom setting. These guides infused distinct meanings into the 
curriculum, aligning it with the belief that relocation is inadequate as a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In summary, integrating narratives into an issue-centric learning module significantly 
broadened the learning horizon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students, thereby deepening the 
pedagogical effects of outdoor learning. The findings indicate future courses should incorporate 
formativ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s to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and assimilation of foundational 
knowledge to provide a comparative baseline for modules and enhance longitudinal fieldtrip 
analyses to advance research on outdoor education.

Keywords: course module, environmental justice, mixed-methods research, narratives, 
outdoor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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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我以教育研究者的角色走入，卻以說書人的身分走出。 

這是「田野」賦予我的力量與認同！ 

　　　　　　　　　　　　　　　　　　─本文作者

一、背景

2022年 10月 27日晚上 10時 35分，高雄市小港區：

中油大林煉油廠爆炸！大火直竄居民不敢睡。⋯⋯從遠方就看得到，陣陣濃煙

直竄天際，還有明顯的橘紅色火光，走近一看更嚇人。（黃凱靖，2022）

遠方是一個公安不公安的工業區，這一端卻是一個開發史可溯及明鄭時期的

鄰里，曾是位居交通要塞、商旅熱絡、人文薈萃、生活富庶之臨港聚落。圖 1描繪

聚落被 891支巨型工業煙囪環繞之一隅，不禁思索著立足於厚重的不明雲霧下，呼

吸著充滿無以名狀的氣味，巷弄鄰里生活，何以日常？大林煉油廠爆炸案的濃煙，

將半世紀以來民―官―產三方在健康、居住、環境與正義之雞同鴨講竄向最高

點，道出了本文田野所牽動的史、地、政、經、民生與社會之盤根錯結，也為場域

踏查拉開了序幕。

本文探討大學生走出教室進行戶外學習，並以特定地理位置與聚落―高雄

小港區沿海六里大林蒲為場域探討特定主題。此場域地處臨海之一隅，對多數人可

能是陌生的環境。本文將戶外學習活動定義為「田野踏查」意為戶外（田野）走動

（踏），並以「環境正義」為理論架構探究經濟開發對於在地的影響（查）。而田

野，座落於時間長河裡的地理空間，隨著時間軸線一路拉開，加入歷史變遷、經濟

開發、政治氛圍、社會變遷等元素交織而錯落複雜；挑戰、拉鋸與困境的突圍都成

了這時間軸上一道道的刻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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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巨型工業煙囪環繞的聚落

資料來源：109-1-1117-06203實景手繪圖。

在通識課程中置入田野踏查，帶領學子走出教室進入場域，體驗十大建設帶

動國家經濟建設，卻衍生聚落環境汙染、社區蕭條、地理邊陲化、人口老化之變遷；

進入一個被 554間重工業廠房、891支巨型煙囪圍繞的歷史聚落，更真切認識問題

（Perry et al., 2021），以探索、提問、發掘、查找或印證，是百聞不如一見的體驗

式學習（Boeve-de Pauw & Van Petegem, 2011; Roberts, 2012）。因此，學習者進入田

野，親「聞」充滿化學味的北風，思想居民何能健康平等？耳「聽」爆炸案後更形

激烈的遷村之辯，生活何以日常？「疑惑」斷垣殘壁、紅磚瓦礫散落一地，那高宅

大院何能安居？「感受」幽暗巷弄內那口鏽綠的郵箱，卻插著字跡鮮明的信，是怎

樣的心情需要投遞？目「睹」經濟開發卻換來社區蕭條與邊陲化，居住何以正義？

本研究的問題意識來自課室教學何以置入田野踏查可以促進學習，足以提升

以人為本的專業精神呢？更進一步言之，田野踏查之新穎性何在？踏查者（學習

者）與田野（環境）兩相對話交互回聲之後，何以能產生反身性思考（reflexivity）

（Olmos-Vega et al., 2023）提升學習者之洞見呢？本研究之問題如下：

（一） 田野踏查作為教學策略融入課程設計，如何有別於課室教學而引導學習者參

與其中呢？

（二） 以「環境正義」開展田野踏查之議題（以下簡稱「議題導向田野踏查」），

學生經歷了什麼樣的學習歷程呢？更進一步言之，以「環境正義」為濾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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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學習者認識、體驗場域聚落之環境、空間與生活日常，將折射出什麼樣的

田野議題反思呢？

（三） 敘事融入議題導向田野踏查是否開展、提升、影響學習者的經驗、價值與未

來規劃呢？若是，學習者展現什麼改變呢？

二、名詞定義

本文「議題融入」（issue-integrated）或「議題導向」（issue-oriented）二詞皆

用於理解、分析、解構「環境正義」之取徑（approaches），雖語意相近，但細究

其差異如下。

（一）「議題融入」（issue-integrated）

意指「環境正義」議題融合於課程模組，而成為模組結構的一部分，透過心

得寫作、授課、田野踏查、心得寫作、研究分析等所探討或關注的議題。由於「融

入」較具全面性、通盤性，因此影響了課程規劃、活動設計、學習成效評估、研究

分析等教學和研究二者之取向。例如「模組」較全面，包含單一課程（如自學、授

課）、田野踏查等教學活動，因此本研究之中、英文標題採用「議題融入」一詞。

（二）「議題導向」（issue-oriented）

本文以「環境正義」為議題，並藉此議題作為引導、準則、研究濾鏡，以利

於理解（making sense of）客觀存在主體的元素、特性或多樣性。因此，若涉及單

一節次課程設計、教學活動或作業分析者，則採用「議題導向」（issue-oriented）。

例如「表 3議題導向成果分析：以『環境正義』為濾鏡之觀察示例」，分析學習心

得寫作的成果即為典型。

貳、認識在地聚落

一、在田野中看見

戶外學習（outdoor learning）意指走出教室，選擇符合課程目標的戶外場域或自

然環境進行有目的性的學習活動，例如田野調查（fieldwork）、教育參訪（educational 

visits）、遠足踏青、社區為本計畫（community-based projects）等皆屬之（Rickinson 

et al., 2004）。而學習活動可包含觀察、實作、探索活動等，學習者可藉由身處環境

而認識、理解或領悟知識，增益情意發展並獲得相關技能（Jucker, 2022）。因此，「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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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之實體所在地可能成為學習的田野、場域，並結合學習目的而成為田野踏查、

實作教學、社區營造、場域再造等學習活動。

戶外學習對不同年齡層產生不同的效益，例如小學生比中學生更活潑開朗、

專注學習內容；而中學生則可能僅是想離開教室空間，也可能對學習議題有興趣等

（Ballantyne & Packer, 2002）；學習過程是否需要專業引導，抑或同儕自行探索雖

屬活動安排的一環，但也是個人學習風格的偏好所致（Rickinson et al., 2004）。總

體上，戶外學習具有提升認知能力、促進學業進步、強健體魄、發展情意與社會互

動能力等優點。但性別差異是否影響戶外學習成果仍無定論，仍須依據特定活動與

形式加以探究；另一方面，欲藉戶外學習達成特定目標則需進行針對性的教學設

計，並一併考量如何評估學習成果（Mann et al., 2022）。最常見的案例是環境教育

廣用田野踏查以提升智性、促進情意發展，產生行為改變進而達到環境永續的目標

（Boeve-de Pauw et al., 2019）。

只是，戶外學習也會因為經費窘迫、對環境感到陌生或缺乏信任、安全顧慮等

因素而損其效益；課程設計也因為不同於課室教學，造成教師裹足不前（Dillon et 

al., 2006）。其中，環境破壞、干擾居民生活等倫理考量值得關注（Rickinson et al., 

2004）。例如學習者自身文化背景、身分認同與戶外學習場域過度反差時，可能產

生隔閡感、排斥感，甚至歧視感（Purdie et al., 2002）；反之，場域議題恰與學習者

本身的認同貼近（如族群），則能引發學習者的自我反思，改變其價值觀並影響其

未來決策（Dillon et al., 2006; Purdie et al., 2002）。因此，場域並非僅是客觀存在的

地理位置，學習者與學習環境接觸、互動所引發的陌生、新鮮感（novelty）都可能

產生正、反截然不同的感受與學習成果。所以選擇學習場域、規劃學習活動，關注

人與環境互動的效果都是戶外學習應該關注的面向（Rickinson et al., 2004）。

綜上所述，戶外學習需要考量踏查前預習、踏查時間長短、踏查活動設計、

踏查所需資源與支持。依照時間前、中、後三階段各別考量如下所列：

（一）踏查前預備

包含先備知識的建構、客觀地理環境的認識、技術練習或議題預習等（Orion 

& Hofstein, 1994）。

（二）踏查中實施

妥善實施需考量活動內涵配合路線規劃、人―我―環境三者互動之適宜以

及人身安全的保護。若進入社區則需降低空間秩序的攪擾，維護居民生活的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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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踏查後回饋

可透過反思寫作、師生與同儕討論、延伸閱讀等方式進行，以收整踏查中的

知識學習、情意、社會互動等經驗，並對照先備知識，將戶外學習經驗提升為知識

層次，連結他人與群體（Behrendt & Franklin, 2014），從而驅動內在動機創造經驗

記憶，產生深遠的影響。

二、從敘事中洞見

敘事（narrative）在拉丁文可拆解為 “narrat-”（意即 “told”訴說）或是 “narrare”

（意即 “to tell”述說）；二者都近似 “gnãrus”（意即 “knowing”知曉）。因此，敘事

是「說」與「知」之一體兩面（Kim, 2016, p. 6）。自有人類以來就有敘事，正如義

大利哲學家克羅斯（Croce）所言，「沒有敘事就沒有歷史」（Altman, 2008）。然而，

敘事不僅在傳述前人的價值體系，更積極的意義是在創造知識（Kim, 2016）。透

過敘說可以「再經驗」、「再理解」，看見個人內在的因應、領悟生命價值而產生

「生命知識」（黃錦敦，2018）。人是自我陳述的作者，也是故事中的行動者（Sarbin, 

1986）。故事情節是人們描述其所面臨的困境及解決過程，例如面對環境汙染的挑

戰，以及追求環境正義的過程。因此，由諸多事件組成的情節組合成「故事」文本，

記錄了人類對自身經驗和理解的記憶與想像（Jones & McBeth, 2010; Kim, 2016）。

若針對敘事文本進行分析可說是敘事探究（narrative inquiry），旨在分析其隱

含的寓意並提出解釋。敘事不僅為傳述，更有創造知識的積極意義，那麼敘事探究

自然不僅止於回顧分析，更具有探索信念、倡議與行動等積極創造的功能。此時，

故事情節已經從人們身處的困境與問題解決轉化為對情勢的洞見、面對議題之因

應。例如氣候變遷威脅人類生存而受到高度重視。此時，敘事探究成了理解政府組

織推動環保政策、政令宣傳之實證研究的工具。Palm等人（2022）援引「政策敘

事架構」（narrative policy framework, 簡稱 NPF）（Jones & McBeth, 2010）將歐洲

議會推動減塑政策之官方文件作為敘事文本進行分析後發現，官方藉由「對石化原

料之依賴」、「資源短缺」、「汙染」與「毒害」等四大敘事脈絡鼓勵大眾少用塑

膠。透過政策敘事（policy narratives）分析文本分類，釐清問題情境與其影響因素

（Jones & McBeth, 2010），解構官方提倡減塑低碳生活的政策，將落實環境永續

形塑成一種倫理行動。換言之，敘事探究作為質性分析的一種，可以理解敘說者

（官方政策）之意圖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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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塵埃尚未落定的「環境正義」

環境正義意指人類活動所產生的各類環境善、惡物能達成公平分配，各個聚

落、社區皆承受成等比例的環境風險。分配是評估環境正義的核心，尋求最佳分配

以實現公平乃是達成正義之徑（Rawls, 1971）。美國環境保護署（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EPA）定義環境正義為在環境法令、規範和政

策之形成與執行時，不論種族、文化、收入或教育程度，皆會受公平對待；意即任

何族群都不會因為缺乏政治或經濟力，而被迫承受不符比例的汙染惡物。然而，企

業和政府在工業開發、經濟提升的過程中，容易選擇貧弱、少數族群之聚居地，以

阻力最小、成本最低的方式解決廢棄物排放或掩埋的外部成本。當種族或族群的生

物性特徵，和經濟地位、社會階級等社會性因素交織而產生社會性的脆弱族群，承

受更高的環境風險（Smith & Laribi, 2022），是為環境種族主義。Deguen與

Zmirou-Navier（2010）發現社、經地位仍是決定宜居環境的關鍵因素；歐陸各國

即使情境有異弱勢者承擔更高環境風險，因而衍生不同規模、不同類型的抗爭與社

會運動（Perez et al., 2015）。

分配要邁向正義，需要各個族群、社會團體具備等同的發聲權、參與分配過

程，例如藉由行使公民權方能推進環境正義的實踐（石慧瑩，2017；Young, 

1990）。Schlosberg（2013）認為環境正義需要「分配」、「肯認」和「程序」三

者正義齊備。Fraser（2000）強調肯認文化差異是達成環境平權的關鍵，因此肯認

他族群的文化也注入了健康與正義的女性主義觀點。文化的肯認在新聚落的形成時

更形重要，通常是來自各方的移民共居一地，建構出在地的「人―我―土地」

三者相互牽動的生命經驗與價值系統而形成聚落文化。

綜上述及環境正義的定義、造成不正義的結構以及引發爭議的歷史案例經驗

從族群不平等、健康不平等多元論述；而利害關係人包含了政府、居民、開發者等；

若再融入時間、空間、位置，則環境正義可作為「我―人類―物種―自然

―環境」的一國與跨國關係的架構，橫向擴展、相互關聯、跨世代牽動。而牽涉

正義的環境議題包含人為汙染（例如毒物、過量生產與傾銷、交通運輸）、開發與

永續發展等議題（例如農村和綠地利用、土地開發、水資源分配、能源發展）（紀

駿傑、蕭新煌，2003；Chiu, 2011; Schlosberg, 2013）。圖 2描繪促進或削弱環境

正義之推、拉力概念架構圖，而分配、程序、肯認三大層面之核心正是環境正義。

受到正向推力與負面拉力的交互影響，正義是否落實有其縱深與橫向之多樣性與複

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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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環境正義」之構面與實踐：推力與拉力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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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Perry等人（2021）認為環境更包含了自然地理（geography）與人文位置

（place），能深化種族間的社會性分離，加以資源不均產生了地域與疾病交織的

健康不平等，衍生特定（弱勢）族群好發某特定流行病之結構，形成結構性環境不

正義，也因此建議環境正義之研究需要進入社區，實地走訪調查方能找出脈絡化因

素。以下進一步說明研究場域、研究資料蒐集、研究對象與分析策略。

一、研究場域：不復返的百年風華敘說空汙下的健康風險

本研究場域大林蒲，西南濱臺灣海峽，東邊則是緊鄰臨海工業區，北邊是目

前已經遷村的紅毛港，南邊是邦坑、鳳鼻頭。該地區之開發可回溯至 17世紀明鄭

時期，移民從中國沿海遷徙至此，戮力開墾拓荒，首要經濟活動源自富饒的漁業資

源，隨節氣而行的農務次之，造就富庶的臨港聚落（張守真、楊玉姿，2018；許淑

娟、吳育臻，2019）：聳立於靜謐巷弄內的高門大戶，搭著前埕的一口深井；懸於

大門上的牌匾昭示著先祖家鄉；那書香門第的飛檐與窗櫺雕花、那牆上雅緻的臺灣

花磁磚，都見證著祖先胼手胝足創造出的富麗繁華。因應生活之需輔以經濟活絡，

可見建廟近 300年的鳳林宮、建堂近百年的大林蒲長老教會；反應生活富裕的金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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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茶室、旅店、餐廳、電影院等昭示熙來攘往的商旅、文人川流不息。地處交通

要塞所引來的人聲鼎沸也伴著信眾的虔誠默禱，期冀永世興旺的念想進入天聽！這

些停格於歷史紀錄的陳年舊事，似乎鮮活地熠熠發光，成為在地居民的念念不忘，

也再度點亮居民黯淡失焦的目光。1971年代開始的十大建設，小港沿海六里的天

際從寬廣的海岸良田變成重工業廠房；中油、中鋼、台船進駐後，農漁產富饒的聚

落成了 891支工業煙囪的家。21世紀的當下，只有褪色老舊的招牌錯落於殘磚破

瓦的高宅大戶旁，裝飾著曾居於交通要塞的繁華過往。

工業開發衍生的空氣汙染，將美麗的臨港聚落埋於厚重的霧霾與塵灰之下，健

康風險也隨之升高。中國的冷高壓從北、北北東或是東北在秋、冬之季南灌而下，

造成臺灣強風多偏北、北北東至東北風，強風區域可到達中部以北、雲林及東半部。

但是居於尾流弱風處的高屏地區因為擴散條件不佳而成為空氣汙染物的集聚地。空

氣中的懸浮微粒直徑等於或小於 2.5微米者則稱之為 PM2.5（particulate matter），

僅有一根頭髮直徑的 1／ 8的 PM2.5可直接進入肺泡，嚴重影響呼吸道健康，尤

其對於老人會造成心血管疾病、兒童氣喘過敏，更會造成孕婦早產，是世界衛生組

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公告的致癌物。圖 3折線圖呈現麥寮、臺西、

崙背、小港（即大林蒲所屬行政區）等四大空氣品質監測站，以 2021年 1月至

2023年 6月 18個月為例，分析 PM2.5月平均值之走勢。由於擴散條件不佳，秋、

冬季是 PM2.5最高、空氣品質最差的季節。高雄小港區（黑色實線）因居於東北

季風的尾流弱風處所以數值居高不下，2022年 9月開始 PM2.5數值一路攀升，直

到 2023年 1月達到最高峰之後才逐步緩降，直到 3月又與次高的崙背站交叉後迅

速陡降。6至 8月是空氣品質最佳時節。對照全臺灣年平均值每立方米 12.4微克（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2022），以及WHO之 5微克方為可控的健康風險，小港區的居

民僅在夏日時節才能呼吸到一絲清新的空氣！

試想，與 891根工業煙囪為鄰的小港區居民在俯仰之間所吞吐的物質是什麼

呢？在不健康的環境下生活，何以日常？袁中新、鄭富仁研究團隊（Yuan et al., 

2022; Yuan et al., 2021）在大林蒲進行採樣分析後，發現 PM2.5包含 12至 20項化

學成分不等，並在老鼠實驗中將水溶性萃取物和殘留物兩類化學成分從呼吸道注入

後分別進入肝臟、腎臟，導致肝功能指數上升與早期腎臟病變。實證研究結果說明

了巷弄鄰里間彼此都能理解，隱晦言語中「他得了那個！」的致癌身體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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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022年 1月至 2023年 6月我國四大空氣品質監測站對照臺灣與WHO
之 PM2.5月平均值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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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 環境部（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監測網（https://airtw.moenv.gov.tw/cht/Query/Month_Avg.
aspx）、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22）。

二、研究資料蒐集

將敘事融入混合式研究法（Doran et al., 2022），結合質性與量化研究資料

（Johnson et al., 2007），包含蒐集敘事文本（例如日記、自傳、人物傳記等）、口

說腳本（例如口說歷史、訪談）等進行質性分析，作為後續量化研究之脈絡性詮釋

的依據（Doran et al., 2022）。本研究在質性方法上運用心得作業作為敘事文本，

以理解學習者（即為敘事文本作者）之知識探索（影片自學階段）和場域觀點與洞

見（「環境正義」為議題融入田野踏查心得寫作）（Clandinin & Connelly, 2000）。

透過敘事文本分析，可以理解踏查者如何感知與詮釋其所見、所「聞」；量化研究

則以田野踏查經驗問卷結果進行分析。質性分析支持量化問卷結果的解讀與詮釋。

換言之，學習者的一手觀點藉由質、量化分析進行比較與對照，從而降低資料詮釋

的偏誤（Sandelowski,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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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對象與資料分析策略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 110學年度上、下兩學期（2021年 8月至 2022年 7月）參

與「環境正義」為題之田野踏查修課者，分布於臺灣南部二所大學、四個班級。踏

查梯次以授課班級為單位，出隊踏查以五至六人為一組，每條路線約二組。每一踏

查路線配有一位充分認識聚落歷史與環境爭議的居民或環團代表，進行導覽解說並

互動討論，在聚落情境中以說故事（敘事）融入田野調查中。此可作為踏查者資料

蒐集、後續小組報告整理之資料來源，體驗「知」（knowing）的過程（Connelly 

& Clandinin, 1990）。踏查過程，學習者記錄田野筆記、影像記錄、和導覽者對話等，

是一種五感體驗：雙眼觀察、手作記錄、耳聽人聲狗吠、鼻息工業煙囪下的風動，

並體驗居民如何面對環境、健康、居住、遷村之膠著，卻仍能運作著生活日常。穿

梭於聚落巷弄之間，學習者的五官感知不停地交換訊息；跟著導覽者的走讀步履，

踏查者也隨之沒入歷史、開發爭議，以及那無法落幕的遷村喧鬧中，在提問與對

話之間展開對聚落的理解。因此身處議題導向的田野踏查，認知層次是忙碌的，

亦可視為一種「知的行動」（knowing in action）（Clandinin & Connelly, 2000, p. 

35）。以下說明本研究之質、量化資料蒐集與分析策略，以理解踏查者「知的行動」

之結果。

（一）質性資料

資料分析範圍包含踏查前學生影片自學心得，以及踏查後個人心得寫作。為

進行資料去識別化，以「學年 -學期 -課堂日（星期）-班別編碼 -學號後五碼 -性

別（女1男2）」作為編號規則。所有文本皆以質性研究軟體Atlas.Ti 8.4.5版進行之。

援引Merriam（2009, p. 92）分析概念階梯（the ladder of analytical abstraction）說

明質化研究為資料蒐集與彙整、資料解構與縱整、觀點發展與測試，以及建構詮釋

架構的過程。透過紮根理論進行質性分析，閱讀上、下文並進行合乎情境脈絡的概

念化關鍵詞命名（Strauss & Corbin, 1998）。在分析文本之脈絡觀點時，藉由軟體

的開放式編碼（codes）功能，逐步發展出類似關鍵詞的詞碼套用於適當段落中，

以探索研究問題下所涵括的概念（Friese, 2014），彼此如何相互關聯以解析經驗脈

絡；之後將開放式編碼進行分類，發展出編碼家族以歸納資料，並產生分析後的主

題性。質性分析歷程是一個不斷閱讀、編碼、比對與再概念化命名、編碼歸類、建

構分析主題的過程（Merriam, 2009），透過研究問題梳理踏查者如何理解場域聚落

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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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量化資料

量化資料來源為「田野踏查經驗」問卷填答結果，旨在了解議題導向場域踏

查的經驗與影響。題項包含人口資料、系級、居住地、平日關注的公共事務類別、

田野踏查引發關注議題以及影響哪些觀點改變、對田野踏查之認同，以及開放式問

答等共計 17題。問卷施測皆於踏查後進行不記名線上填答，並以 SPSS 26.0進行

統計分析。刪除信度低的五個題項後信度係數（Cronbach’s alpha）達 0.7，顯示本

問卷具內部一致性，不同題項在測量田野踏查者對於「環境正義」議題學習之構念

有足夠的相關性，總體分析與解釋結果能反映參與踏查之填答者在此構念或特徵上

是可信的。

肆、研究發現

因受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2021年 5月 18日（109學年下學期）起

各級學校皆遠距授課。2022年 9月（110學年度上學期）仍維持數週線上授課，直

到疫苗覆蓋率提升因而降低了疫情警戒層級為止。恢復實體授課後也因輕症感染漸

多，因此 156名修課者實際參與田野踏查者計 128名，問卷填答者計 115名。若以

「前往踏查地是否有成行？」作為有效問卷篩選題項，成功參與田野踏查且正確填

寫問卷方納入有效問卷，共計 100份，田野踏查者之填答率 82%（即 100／

128），是為本文研究問題中所指涉之「踏查者」。經統計分析人口資料發現，男

性占 51%、女性占 49%，家庭居住區位以高屏區（32%）最多（見表 1-1），學院

別則以健康（26%）最多（見表 1-2）。進一步將學院劃分成學群別，則而文、社科、

理、工之加總則占 40%（見表 1-3），成為提供踏查經驗之關鍵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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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踏查經驗問卷有效填答者之性別、年級、居住地資料（n=100）

變項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51 51%

女 49 49%

年級

一 33 33%

二 38 38%

三 20 20%

四   9   9%

居住區位

北北基 20 20%

宜花東   2   2%

桃竹苗   8   8%

中彰投 13 13%

雲嘉南 20 20%

高屏 32 32%

澎金馬   1   1%

外籍   4   4%

表 1-2
踏查經驗問卷有效填答者之學院資料（n=100）

變項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學院別

文學院   7   7%

社會科學院 10 10%

工學院   8   8%

海洋科學院   3   3%

理學院 12 12%

醫學院 13 13%

（續下頁）



97黃淑玲 環境不正義之協商日常：探討議題融入田野踏查課程模組之學習成效

表 1-2
踏查經驗問卷有效填答者之學院資料（n=100）（續）

變項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口腔醫學院   4   4%

藥學院   6   6%

護理學院   5   5%

健康科學院 26 26%

生命科學院   6   6%

表 1-3
踏查經驗問卷有效填答者之學群資料（n=100）

變項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學群別

文   7   7%

社科 10 10%

理 15 15%

工   8   8%

醫 28 28%

健康 32 32%

一、議題導向田野踏查課程模組之「5+1階段」設計

為建構有效的戶外學習，將踏查規劃依照時間序分為前、中、後三大階段（黃

淑玲等人，2022），輔以建構先備知識、踏查地之重要代表人物等兩項納入課程規

劃。而教學過程依據課程設計之適切性納入質、量化資料蒐集，因此教學過程亦是

研究歷程。圖 4透過視覺呈現課程模組之實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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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1」階段課程模組：從議題導向之教學規劃、學習評估到研究資料
蒐集之流程設計

「5+1階段」課程設計以「環境正義」為議題進行田野踏查之教學與研究」的

概念模組化，透過先備知識的建構、議題講授、場域環團居民代表進入課堂協同共

課、實體踏查、後設回饋與總體成果分析之一連串流程設計，以提升戶外學習之體

驗，有助學習成效之資料蒐集與成果分析。為建立先備知識，在實地踏查前已經納

入相關課程內容（包含領域知識、場域認識、跨域共同授課），並透過「階段 1學

生自學」、「階段 2議題講授」、「階段 3跨域共授」等三階段逐一落實以熟稔場

域。其中，「階段 3跨域共授」意指熟稔場域議題探究之教學者與筆者共同授課，

講授如何在場域中進行問題查找與探究；同時，也邀請「階段 1學生自學」影片中

的人物也走進教室協同教學，和學生討論環境爭議、歷史、經濟開發、健康與生活

空間的議題，並順此建立踏查共識以利橋接「階段 4田野踏查」。此跨域共授的效

益在於建構先備知識、預先認識場域居民，免去學習者因陌生而造成隔閡感甚至負

向情緒，也可排除他日叨擾場域居民所衍生的倫理議題（Rickinson et al., 2004）。

表 2依照「5+1」課程模組各階段依序說明「目標」、「方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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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1」階段課程模組之目標、方法與活動

階段 各階段之目標、方法與活動

階段 1 
學生自學

目標：

學生能獨立學習，獲得環境正義的初步知識和理解。

方法：

尋找適當的多元教材資料，學生進行自主學習。自學活動可包括資料閱讀、多媒體觀賞（如

大林蒲歷史發展與遷村抉擇、大林蒲面對空氣汙染之健康影響、大林蒲遷村與補償之各方

辯證等）以及個人觀後心得書寫，表述環境正義相關之理解和反思提問。

活動：

資料查找、多媒體影片自學與心得書寫、議題導向成果分析（請參閱表 3）。

階段 2 
議題講授

目標：

進一步探討「環境正義」，並提供正、反例進行案例探討。

方法：

此階段講授「環境正義」之理論與案例，使學生能夠全面理解該主題的複雜性和細微差別。

講授議題涵蓋環境正義定義、緣起、運用本文圖 2「環境正義之構面與實踐」解說各國案
例、本文場域聚落之發展與環境「不」正義樣貌等。

活動：

同儕協作、繪製踏查聚落關鍵事件時間軸。

階段 3 
跨域共授

目標：

結合不同專長之教師與講者，闡述議題提供多元視角並藉此建立踏查共識。

方法：

邀請熟稔場域議題探究之教學者、深諳環境爭議之環團居民代表與筆者共同授課，討論歷

史、經濟開發、健康與生活空間與環境正義；學習如何在場域中進行問題查找與探究。講

授內容作為連結場域之先備知識。跨域授課以初識環團居民代表，創造踏查共識，為田野

踏查作準備。

活動：

講授、小組二度修正階段 2時間軸。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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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1」階段課程模組之目標、方法與活動（續）

階段 各階段之目標、方法與活動

階段 4 
田野踏查

目標：

敘事方法融入議題導向田野踏查，豐富戶外學習之踏查體驗。

方法：

援引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技術，學生進行觀察、影像紀錄、田野筆記和訪談等敘事方法更深

入理解田野聚落環境、歷史、人物與空間，了解聚落居民之體驗和生活處境。

活動：

導覽居民帶領學生走讀田野聚落，敘說人文景觀、歷史沿革與空間（如圖 1所示），以多
角度理解和分析環境議題。

階段 5 
回饋反思

目標：

回顧踏查經驗進行「環境正義」之再理解並省思踏查經驗之省思。

方法：

踏查後個人心得書寫 800字，小組討論與整理踏查資料並報告分享田野踏查之經驗與洞
見。

活動：

個人踏查心得、小組合作與報告、踏查後經驗問卷調查。

階段 6 
資料分析

目標：

整理與分析研究資料，從中提煉出學習者、踏查者有意義的見解、洞見與結論。

方法：

彙整質性與量化資料、進行議題導向之學習成效分析，了解學習者對議題、踏查經驗、議

題導向田野踏查之回饋反思，以利未來改善與再度規劃之依據。

活動：

彙整、清理、分析、撰寫與呈報結果。

二、初識「環境正義」：踏查前的議題理解

學習者初識居民所身處的生活日常有什麼樣的觀察與理解呢？表 3示例「階

段 1學生自學（n=128）」在觀賞影片後書寫心得，援引 Schlosberg（2013）所定

義的環境正義三大層面，折射出學習者在此三層面的心得寫作結果。

歸納「表 3議題導向之寫作成果分析」發現，學習者已經看到大林蒲居民的

生活日常需承受：（一）高健康風險；（二）國家經濟發展威脅在地經濟生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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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的弱勢（老化與隔代教養）；（四）居住權與環境（包含地理、位置）樣貌受

制於官方的協商架構；（五）環境惡物超載（噪音、空汙）；以及（六）先民軌跡

與農漁業所累積的文化系統沒落。居民的生活日常正是面對圖 2所示之「拉力」一

般，連結學生眼中的大林蒲光輝不再，影響聚落日常的「環境不正義」六角結構，

如圖 5所示，是為初識「環境正義」議題跨出重要的第一步。

表 3
議題導向成果分析：以「環境正義」為濾鏡之觀察示例

環境正義
觀察與議題認知

層面 向度

分配

自然資源轉移

與低適配度

說明：政府徵收土地，劃設臨海工業區，進駐的工業與原先存在的養殖漁業

與農業，產生資源爭奪與衝突。

「容易徵收的農地幾乎都變成工業區或港口用地，聚落被包夾、壓縮……在

居住環境還沒改善，賴以維生的產業就先走下坡的狀況下，鎮港地區的居民

面對的是「雙重剝奪」的困境」（110-2-1-0509-06210-2）。

環境惡物的風險

說明：用臨海工業區所產生的廢棄物、建築廢棄物、廢爐渣填海造陸等環境

惡物。

「創造南星計畫所需的土地，卻進一步帶來環境危害。大林蒲跟鳳鼻頭的居

民之所以會集體出來抗議是因為他們的小孩從出生就面臨空汙的威脅，許多

小孩剛出生便有許多過敏問題，而許多老人也因為空汙罹癌過世」（110-2-
1-0509-06016-1）。

交通危害

說明：每日有大量砂石車經過社區的主要幹道（南星路），產生強烈噪音與

車輛廢氣而威脅居住環境品質，也造成民房汙損的爭議。

「簡直不敢相信大林蒲聚落是被一大片無邊無盡的臨海工業區包圍在其

中！馬路上也不是熟悉的公車與汽機車，而是一台接著一台的水泥車、大貨

車與聯結車魚貫行駛……隨著國家的工業發展，而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卻變

成了犧牲品」（110-1-2-1207- 01057-1）。

補償制度
說明：中油與中鋼敦親睦鄰徵招員工配額制度、政府補償金等。

「面對居住正義議題，政府時常以現金想解決全部問題，甚至連現金也成為

空頭支票，到頭來成為一場空」（110-1-3-1208-29022-2）。

誇大經濟效益

說明：工業區進駐所創造的經濟效益，對當地居民是否有實質利益，還是弊

多於利？有待商榷。

「工業局組長有提到，會發展資源循環工業園區，但是這個開發案會不會再

擴大空氣汙染，雖然說得好聽，但實際的作為無從考察」（110-1-3-1208-
06008-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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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議題導向成果分析：以「環境正義」為濾鏡之觀察示例（續）

環境正義
觀察與議題認知

層面 向度

程序

行政程序的

道德瑕疵

說明：企業依據環評法或是政府召開說明會時，表面上符合行政程序，實際

上是隱匿實情、避重就輕。

「遷村報告上將有條件同意的居民［列為］同意，這會讓拒絕或是搖擺不定

的其他居民，因為看到這個數據而被誤導，可能會導致他們轉為同意［遷

村］，而使真實情況真的變成無條件同意」（110-1-3-1208-07030-2）。

公聽會之

舉行不公

說明：環評會議於上班日在臺北舉行，完全抽離大林蒲這個地理位置與利害

關係人民參與的機會。這耗日費時、距離遙遠的參與機制，考驗著居民積極

參與的意願與經濟力；同時也增加居民在工業區之就業機會的風險。

「公聽會明明是個政府方與民眾交流的場合，卻流於形式，當局沒有藉此機

會聽到民眾的聲音，沒有發揮到公聽會真正的用途」（110-1-3-1208-07027-
1）。

肯認

草根知識系統之

發聲權

說明：當地居民的生活經驗成為草根語言系統，要和環評委員、官方代表對

話時即刻產生語言文化的差異。居民感性的語言（憤怒、不安）違背了專家

學者、政府代表的理性訓練，學術或官方語言。官方要求當地居民將其所承

受的健康風險、生活不公需要以科學證據來呈現。

「在自己的視野角度文化背景認為完善正確，更需要細膩的理解當地人的

好、正確是什麼形狀，……說得更明白，亦即當地人的語言、知識水平、理

解程度是很重要的考量」（110-2-1-0509-06207-1）。

漁村／

牽罟文化存續

說明：當工業區進駐開始填海造陸時，沿海六哩的近海生態遭到破壞，居民

賴以維生的漁業消失殆盡。

「原本養殖蝦業興盛的大林蒲，全盛時期業者一個月便能賺進 100萬，卻隨
著工業的發展，填海造陸使得水質惡化，養蝦場一間間倒閉，居民紛紛失

業。曾經，大林蒲的地價是全小港地區最高的，卻因為環境的惡化，以及政

府的土地徵收政策，形成人口推力，造成人口外移、地價崩盤。大林蒲以往

的榮景不再，景況蕭條，更嚴重的是工業發展所產生的環境汙染及公安危

害，對居民造成的生命威脅」（110-1-2-1207-12004-1）。

居民生活的

決定權

說明：遷村計畫，居民只能被迫接受政府版的「共同協商架構」，作為最終

沒有選擇的選擇。

「土地徵收的法律要求居民與政府進行協商架構，隨後居民仍然不同意就只

能夠走進強制徵收階段，民無法爭取到足夠保障的條件，於是有壓力在協議

架構階段與政府、財團達成共識」（110-1-3-1208-070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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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表 3之分析成果而發展出圖 5「環境不正義」六角結構。此圖顯示，居民

沒有參與國家經濟政策，原本熟悉的環境地貌因工業發展全然改變，也威脅了在地

經濟型態，衍生農、漁業無以為繼的經濟弱勢；工業發展帶來高度的健康風險、汙

染染排放等環境惡物超載造成聚落不再宜居，加速了青壯年人口外移。經濟弱勢、

人口流失也造成了隔代教養、知識經驗斷層、文化系統沒落與聚落蕭條的殘局。移

民聚落靠海而生的富裕，卻因國家發展政策改變了原有的地貌、空氣、水質與整體

生活空間，違反了靠海吃海的經濟模式，使得榮景不再，甚至因為工業汙染、公害

造成健康威脅，引發經濟開發的意義與代價之反向思考。

圖 5
「環境不正義」六角結構

環境惡物超載

高健康風險 文化系統沒落

國家經濟發展
威脅在地經濟
安全

居⺠經濟弱勢 居住地、空間無決定權

不
正
義

三、探究田野踏查引發的體悟

學習者走過課程模組的階段一到階段四，從觀賞大林蒲紀錄片、重要居民代

表與教師進入課堂跨域共授、實體踏查後，終於進入階段五寫下自己的學習反思。

分析踏查者（n=100）心得寫作，並參考圖 5「環境不正義」六角結構，共發展出

41個編碼。編碼量高低按照主題別依序為（一）公共議題：居住不正義、空氣汙染、

遷村；（二）踏查：教育意涵、觀念轉變、學習體驗；（三）情意發展：感同深受、

異地而處；（四）歷史人文：歷史沿革、環境地貌等四大主題（themes）為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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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以主題式呈現心得寫作之質性分析結果，並交叉比對踏查經驗問卷之量化分析的

結果。

（一）公共議題：40年來與環境不正義的協商日常

踏查者直指經濟發展或環境保護的兩難：

環境與經濟一直都是個被世界各地、各行各業放上天平兩端衡量的指標，直

到 21世紀的現今，經濟發展還是環境保護，一直是兩難的選擇題，這類的問

題不僅沒有隨著時間而逐漸淡化，反而跟著工業快速發展的腳步更進一步造

成了超越以往的破壞與危害。許多人受到訪問，都會回答當然是經濟發展，

前提是那些重工業廠區不在我家附近就好了，多數人總是抱持這樣的「鄰避

效應」心態，然而當你真正意識到那些會造成空氣汙染的產業就在你的家鄉，

就會對經濟發展或是環境健康感到有所猶豫不決。（110-1-3-1208-22009-2）

若要面對自己的家園需要承受環境惡物（重工業汙染），選擇環境健康還是

經濟發展則會停下腳步、「有所猶豫不決」。「工業快速發展的腳步」更激化兩難

的抉擇。兩難，是真實的生活日常，另一位學習者提及：

臨海工業區有中鋼、中油、台電，以及許多相關下游產業，廠商數百家，煙

囪林立，三面包圍著大林蒲等聚落，1990年代南星計畫填海再闢工業用地。

居民深受汙染之苦，許多人罹病，幾十年來抗爭不斷，後來政府不斷針對汙

染開罰，但是無力解決問題，最後決定協助居民遷村。高雄空汙嚴重，大林蒲、

鳳鼻頭深受危害，政府推動遷村因應。但是居民希望先改善汙染，更擔心遷

村變迫遷，在走與不走的選擇下，面臨兩難困境。（110-1-1-1227-30034-1）

工業快速發展，就是在廠商數百家，煙囪林立之下深受汙染之苦，以致於幾

十年來抗爭不斷。即使政府開罰，但汙染源問題不得解決，「遷村」似乎是政府的

政策方向。但是踏查對於如何啟發個人的關注？一位學習者這樣說道：

參與一項公共議題、實際訪查當地情況、知道一個地區社會發展的脈絡、讓

我們去關心政治，我認為這都是良好公民的展現，也透過這樣的踏查讓我深

刻的察覺到原來在臺灣還有這樣一群為自己家園在拚命、抗爭的平民百姓。

不管是在踏查前的演講也好，還是在實際踏查的當天也好，我都能理解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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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的居民如此悲憤，也為他們寧願與政府、警察，甚至是立法委員對立、

不惜一切也要守護大林蒲的精神感到震撼。（110-1-1-0103-10023-1）

「震撼」不僅源自聚落被 891支高聳的工業煙囪所環繞之難以置信，更來自

居民「不惜一切也要守護大林蒲的精神」，與個人經驗的反差而造成的「震撼」，

進而觸發反身自省與覺醒。一位經常搖旗吶喊反遷村的里長，總要不斷在各種私人

場合、官方協調會中說道：「是工業區蓋在我家旁邊，不是我住在工業區旁邊！先

來後到很不一樣！」走上街頭：

⋯⋯居民不會輕言放棄，組成在地團體，不斷進行抗爭⋯⋯不只考量到個人

的生存與利益，更為了子子孫孫，希望能夠留給下一代一個適合成長的環境，

改變現今人口不斷外移的趨勢。（110-1-2-0104-03075-2）

即使抗爭上街頭不是每日發生，但是與不健康的環境共處，說服自己持續堅

守家園和留給子孫美好的兩難，正如以下這位學生所言：

約莫 40多年來，⋯⋯﹝這﹞冬天的空氣品質更糟，還會有一股硫磺味瀰漫在

四周，這不免像是活在活火山附近，不知何時爆發的火山講吞噬整片村

莊⋯⋯，西南季風對他們的意義，絕非我們這些村外人可以輕易理解的⋯⋯

填海造陸⋯⋯更會阻擋了西南季風的行徑，⋯⋯那最後一口「人」吸的空氣

將破滅，即便給的撫卹金，即便公開道歉，都是不能挽回村人兒時記憶的美

景、孫子未來發展的美貌。（110-1-3-1228-22009-2）

不正義的環境、備受挑戰的健康都在硫磺味中顯露無疑，好似每口呼吸就是

與健康拉鋸的協商日常，不是撫卹金、公開道歉可挽回舊日的熙來攘往與富麗

繁華。

但，「性別」或「學群別」是否造成個人對於踏查觀點或體驗上的顯著差異？

透過卡方獨立性檢定方法，進行統計分析階段 5所實施的「田野踏查經驗問卷」後

發現，性別與「環境（空氣）汙染影響健康生活品質」（12.180）、「居民的經濟

活動與自然環境高度相關」兩項有顯著相關（7.814）。進一步檢視「環境（空氣）

汙染影響健康生活品質」之觀點的性別差異後可發現男性比女性更有覺知。另一方

面，多數踏查者都不支持「更支持經濟開發可帶的發展與繁榮」的觀點，但其凡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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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此觀點者，女性顯著高於男性。若將上述分析結果放在整體課程模組設計的框架

來看，女性踏查者在健康、經濟開發與環境正義之覺知上可能低於男性。最後，「學

群別」則不對任何踏查體驗或觀點產生任何差異性（表 4）。

表 4
性別、學群別與各變項之卡方獨立性檢定結果一覽表（n=100）

概似比
1

自由度 顯著性（兩端）

性別 學群別 性別 學群別 性別 學群別

導覽居民盡心解說
2   6.389 27.479 4 20 .172 .122

大林蒲作為場域教室

賦予這門課程不同的

意義
2

  4.612 27.167 5 25 .465 .348

社區（或聚落）的興

衰有多元的因素
3   5.862 10.150 1   5 .015 .071

環境（空氣）汙染影

響健康生活品質
3 12.180   4.748 1   5   .000** .447

居民的經濟活動與自

然環境高度相關
3   7.814 11.521 1   5  .005* .042

原來自己的某些成長

經驗和大林蒲有些近

似之處
3

  1.104   9.419 1   5 .293 .093

更支持經濟開發可帶

來的發展與繁榮
3   1.254 11.428 1   5 .263 .044

註：
1
意指卡方檢定之概似比（likelihood ratio）。

2
表示連續變項。

3
表示二元變項。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二）踏查之教育意涵：從教室走進影片穿越時空任意門的「震撼」

對於學習者而言，走進社區感受人與土地相互依存所創造的人文、地景與環

境，是田野踏查融入課程模組的核心。透過「這麼貼近的看到現實」（110-1-3-

1208-18045-1）創造個人與聚落的經驗比對，「無數的煙囪和工廠環繞四周，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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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數量龐大的令人震驚」（110-1-3-1208-18045-1）而產生張力，拉開踏查認識議

題的序幕。正如另一位學生所言：

大林蒲踏查之旅⋯⋯行程一開始就給了我很大的震撼彈，不管是出發前的行

前準備還是透過影片看見大林蒲，都和實地看見的感覺不同。⋯⋯剛到⋯⋯

的時候對一切都還很陌生，大腦一片混沌⋯⋯就跟著隊伍一直往﹝小﹞學頂

樓的方向走去，一開始還覺得很奇怪，等到我走上天臺環顧四周，那一刻我

能深刻的體會到壟罩在大林蒲居民們心頭上的陰影。在國小的天臺上看向周

圍的大林蒲，整個都被中鋼、中油、台電等三大國營事業工業區的煙囪所環

抱，唯獨剩面向海的那邊能夠看見一些綠色生機，喘口氣過後我仍不敢相信

眼前所看到的一切。（110-1-2-1207-21146-2）

「震撼」、「不敢相信」等情緒反應，來自「行前準備……透過影片……都

和實地看見的感覺不同」。走出教室，目睹工業煙囪環抱聚落的臨場感，即使「喘

口氣」了「仍不敢相信」；此刻，世代居住的「大林蒲居民心頭上的陰影」，即刻

被毫無在地生活經驗的年輕世代同理。

然而，震撼的張力，不僅從「我」的眼中看田野，更顯現在人―我―地

景三者互動後感受「個人困境、自我空間」比對「公共爭議、場域空間」之不成比

例的生命之重：

﹝我對﹞大林蒲正在經歷的公共議題，以往並沒有多大的感受，而是像大眾

一般覺得與我無關，在此次的田野調查，我親眼看到街邊坐著年過古稀之年

的爺爺奶奶熱情向我們打招呼，聽著吳大哥訴說著自己的不甘心以及曾經的

美好回憶，看著殘破不堪的建築已人去樓空，我真實的感受到曾經的自己是

多麼狹隘。自己在為了考試成績計較時，生活在同一片土地的，不到幾公里

遠的他人正在為了「人生」搏鬥。從一堂課，我看見政府高官的醜陋面貌，

望見大林蒲村民的淚水真情，學到關乎人一生的態度，此堂通識課，拓展了

我的視野，激發了我身為公民本該有的友善及責任義務。（110-1-3-1208-

20017-1） 

田野，提供了內觀自省與探索價值的脈絡化教材。「古稀之年的爺爺奶奶」、

「吳大哥」、「他人」形塑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不到幾公里遠」的人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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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熱情……招呼」、「訴說不甘心……曾經的美好回憶」、「淚水真情」、「搏

鬥」等決定後的行動，顯現出踏查者在田野故事中是客體、是他者，從而「真實的

感受」自己「狹隘」、「為考試成績計較」的曾經，激發出「公民本該有的友善「如

熱情打招呼」及責任義務「如人生搏鬥」的意識。

田野給學習者帶來的體驗張力，不僅開展眼界、返照與自省，感受到圖 5「『環

境不正義』六角結構」中造成環境不正義之六大元素彼此相應相生，成了無法梳理

因果的困境，正如一位踏查者所言：

讓我大為震撼的⋯⋯我走進了我無法想像的世界，本以為有工廠有煙囪是很

正常的事，但是當幾百支煙囪圍繞著住家的樣子出現，任誰看都不會覺得這

是正常的景象，我甚至替居民感到難過，原本繁華的故鄉變得荒涼，美麗的

海岸已成工廠林立的髒亂陸地，曾經的經濟發展憧憬彷彿在一夕之間被沖擊

毀壞，黑煙瀰漫天空⋯⋯街道早已不見繁榮痕跡，只能從居民口中看見那些

飯店、劇院人來人往的畫面。也許經濟發展讓我們跟上世界變化，卻忘了會

永遠留存心底的只有故鄉。（110-1-2-0104-01077-1）

似乎「經濟發展讓我們跟上世界變化」的腳步。但是，親臨場域所產生的震撼，

令人深刻感受到「幾百支煙囪圍繞著家」（喻工業開發帶來高健康風險）、「繁華

故鄉變得荒涼」（喻指經濟弱勢）、「美麗的海岸已成工廠林立的髒亂陸地」（喻

指居住地、空間無權決定）、「經濟發展憧憬彷彿在一夕之間被沖擊毀壞」（喻指

國家發展威脅在地經濟安全）、「黑煙瀰漫」（喻指環境惡物超載）、「不見繁榮

痕跡，只能從居民口中看見那些飯店、劇院人來人往的畫面」（喻指在地文化系統

沒落）等，早已經讓那個繁華卻遙遠的故鄉，只能「存留心底」再也無法回歸。

走進田野感受到與巨型煙囪為鄰的震撼、居民展現熱情與堅毅之一體兩面、

自覺狹隘等感知自己、體悟他者的情意發展深具教學意涵，亦是研究者力倡課室教

學需要融入戶外學習的主因之一（Dillon et al., 2006; Jucker, 2022; Rickinson et al., 

2004）。

進一步以田野踏查經驗問卷題項「大林蒲，成為我們的場域教室提供學習，

賦予了這門課不同的意義！」為依變項進行三個階段的迴歸分析，探討哪些因素影

響踏查者產生上述看法。表 5可看到三個階段的迴歸分析皆達顯著效果，可解釋填

答結果之變異量介於 66.2%（.662）與 71.1%（.711）之間，意味納入迴歸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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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項（如性別等）可以預測踏查者同意田野作為課堂教室賦予課程意義的程度高

低。統計分析結果如下：

1.　 性別皆不達顯著，表示人口特徵並不影響個人對於田野教室作為學習場域

的認知或感受。

2.　 同意導覽居民盡心導覽解說，在三個階段的分析中皆達顯著顯著，意味著

「5+1」階段課程模組中，導覽居民作為「戶外學習的教學者」扮演了關鍵

角色，提升課程模組設計的效果。

3.　 因為大林蒲踏查課程的安排，學習者會推薦課程給其他同學，在三個階段

的分析中皆達顯著顯著，意味踏查者對戶外學習皆持正向支持的態度。

4.　 「踏查經驗引發我思考哪些之前很少關注的議題」皆不達顯著效果，表示

這些變項並未能有效預測踏查者同意「場域教室提供學習，賦予課堂不同

意義」的程度。

5.　 「田野踏查對我的影響是＿＿」各題項的顯著效果不一，但學習者對於健康

與永續發展的體識、總體上「不」同意大林蒲對自己沒什麼改變等兩題皆

達顯著效果。非常值得關注的是，「我認為遷村是環境正義的解方」一題

呈現負相關且達顯著效果。此題項設計實為一反向題，旨在了解「環境正

義」融入田野踏查之課程模組是否發揮縱效，更是實地踏查的核心。結果

顯示踏查者能理解實現環境正義有更多的可能；遷村走人不是解方，更無

法因應未來任何經濟開發衍生的環境汙染。這正是居民代表進入課堂教室

（表 2「階段 3跨域共授」），以及導覽居民在田野中多次表達的觀點（表

2「階段 4田野踏查」）。不記名踏查經驗問卷開放式回饋提及「這種踏查

在我們的系上是不可能的……踏查後才了解到我們不能只看到工業、半導

體經濟的好處……更要注意到它同時是否有剝奪到人的權利等」（110-1-1-

1227-踏查問卷開放式問答）。換言之，省思永續發展是田野踏查能喚醒意

識、改變認知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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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田野作為課堂教室之階層迴歸分析結果摘要（n=100）

依變項

自變項

大林蒲，成為我們的場域教室提供學習，

賦予了這門課不同的意義！

各階段標準化迴歸係數

階段 1 階段 2 階段 3

性別（女 0＿男 1） -0.061 -0.036 -0.049

導覽居民盡心解說        0.233***        0.221***        0.244***

因為大林蒲踏查的安排，我會推薦其他

同學也來選修課程
       0.681***        0.692***        0.648***

踏查經驗引發我思考哪些之前很少關注

的議題＿社區（或聚落）的興衰有多元

的因素

 0.048  0.012

踏查經驗引發我思考哪些之前很少關注

的議題＿經濟開發的背後可能有一些代

價（例如健康生活品質）

-0.008 -0.010

踏查經驗引發我思考哪些之前很少關注

的議題＿環境（空氣）汙染影響健康生

活品質

-0.043 -0.044

田野踏查對我的影響是＿我會思考因經

濟開發可能改變人文環境或地貌
 0.092

田野踏查對我的影響是＿效仿大林蒲居

民組成或參與公民團體，倡議我所關切

的公共議題

 0.077

田野踏查對我的影響是＿更關注永續發

展與健康
 0.043

田野踏查對我的影響是＿還好耶，沒什

麼特別的改變
 -0.153*

我認為遷村為環境正義的解方  -0.115*

調整後模型決定係數∆ R2        0.669***        0.662***        0.711***

註：*p < .05, **p < .01, ***p < .001



111黃淑玲 環境不正義之協商日常：探討議題融入田野踏查課程模組之學習成效

（三）情意發展：田野敘事滋養感受他者的情懷

田野踏查作為正式課程的一部分，藉由踏查經驗展開知識體驗，認識議題中

的環境、空間與日常生活，開展出有別於課堂講述的體驗與教育意涵。對於場域的

認識，甚至對於環境居民的感同身受，超乎知識學習而進入情意的層次。正如這位

學生所言：

站上鳳林國小的屋頂時，望向一片的工廠煙囪，讓我不禁在呼吸時更加小心

翼翼，想要阻止吸入更多髒空氣一般，然而，那可是空氣啊！我們時時刻刻

所需的。隨著汙染日益嚴重，汙染的擴散已無地區之分，這已不僅是特定區

域「別人家」的問題，全民皆應具備環保意識，正視空汙問題，關心我們所

賴以維生的這塊土地。（110-1-2-1207-12004-1）

「那可是空氣啊！」驚嘆地拉起環境意識的警報，因為那是「我們時時刻刻

所需的」，不是環境中特定區位與居民，不是「別人家」，而是關乎「全民」、「我

們」所賴以維生的土地。來自全臺各地的踏查者超越縣市地界，意識到空氣與環境

的連結，並不專屬特定區位，而是我們所共有、共享，激起一起環境保護的意識。

踏查者更指出環境中的「人」，並說道：

幾位盡心盡力的導覽﹝居民﹞，我在內心給予他們一個大大的 respect，雖然知

道未來的路還很漫長，⋯⋯但至少有民眾願意挺身而出，捍衛村民的權利。身

為一位大學生，我不敢誇下海口說自己已多了解大林蒲，但至少，我知道我也

有責任。現在，每當和他人聊天時，我總會不自覺的問道：「你有聽過大林蒲

嗎？他們正面臨遷村的議題呢！想不想了解看看呢？」（110-1-2-1207-01069-2）

利他換來的環境認同。從別人連結到我們，是環境認同的啟始，是不分你、我，

「我也有責任」的利人利己之集體意識。

學習者不自覺的積極提問，代表不僅透過「導覽居民……一位全身上下都充

滿故事……土生土長在大林蒲……看著大林蒲達到巔峰又逐漸沒落」（110-1-2-

0104-04015-1）認識了議題。事實上，經過研究者的刻意安排，數位盡心導覽的居

民都是在大林蒲居住年近或超過一甲子的代表性人物。其中一位更是年過七旬的長

者，是一本行走的活歷史，一景一物在他的導覽之下皆是口述歷史，引領踏查者認

識環境、感受經濟開發帶來的遷徙與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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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與研究限制

一、課程模組的豐富性與未來發展方向

Rickinson等人（2004）建議「戶外學習」之相關研究可從課程層面、參與者，

以及場域地點等三個向度探討其影響因素與效益。本研究經過「5+1階段」的課程

模組設計為戶外學習領域開出了三條「經驗之河」（Roberts, 2012）。

（一）課室層次

本踏查課程實際上經歷了數個學期的嘗試，終而建立「5+1」課程模組，找出

了場域踏查課程模組的教學脈絡。「階段 1學生自學」後心得，透過議題導向學習

成果評估（見表 3）而發展出「圖 5『環境不正義』六角結構」，以了解學生眼中

的環境不正義之樣貌。「階段 3跨域共授」邀請階段 1自學影片裡的人物走進教室

主題性演講分享，給予學習者在地的一手觀點。由於居民代表是世居住於大林蒲的

里長，是環境不健康的受害者家屬，更是長年深度參與遷村協調談判的地方代表。

這多重的身分與真實經歷賦予了里長先生獨特的說書者角色，讓到課分享更像是一

場「聚落歷史、空間、健康與環境正義」的生命敘事，開展了學習者對於議題的認

識與臨場感。因此，當課室學習者轉身為場域踏查者進入田野時，已經和這位「生

命敘事」的說書人（里長先生）有一定程度的認識與連結。但是從表 4、表 5的分

析結果中並沒有顯示階段 1到階段 3所建立的先備知識對於田野踏查之顯著效果，

例如「踏查經驗引發我思考哪些之前很少專注的議題＿經濟開發的背後可能有一些

代價（例如健康生活品質）」等（見表 5）。原因可能如下。

1. 問卷設計

問卷設計是針對田野踏查經驗而設，題項指導語是「田野踏查對我的影響

是……？」而非「（某）先備知識（題項）對於我進入田野踏查的影響是……？」

2. 「新鮮感」作用（novelty effect）

課室學習缺乏場域直接給予的體驗與情緒感受，因此在質性分析中所發現的

「震撼」與體悟，亦可視為對於場域中的人、事、時、地、物之新鮮感而生，忘卻

課堂的先備知識應是進入田野的踏查指引。「新鮮感」作用優缺一體兩面：優點是

拓展視野、展開新的體驗；缺點則可造成理論（先備知識）與實務（踏查實務）之

間的斷鏈，因為踏查現場需要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太過忙碌，正如本文在「緒論」



113黃淑玲 環境不正義之協商日常：探討議題融入田野踏查課程模組之學習成效

一節對於場域之描述。例如醫學生進入實習階段身處真實的臨床工作環境，但看見

真實的病人很容易忘卻如何應用書本知識於臨床診斷中，正是新鮮感造成斷鏈現象

的典型案例之一（黃淑玲，2018）。若要降低新鮮感作祟則需要多次進入田野，不

過也高度提升戶外學習所需的人力成本與經費支持。另一種可能的作法是安排踏查

後課堂討論，幫助師、生與踏查者間充分討論、相互敘說各種踏查經歷。經過對話

與思緒沉澱，才施予踏查經驗問卷調查，讓踏查者有機會在問卷填答時反思議題、

田野踏查經驗，以及議題融入田野踏查設計之回饋。

（二）田野層次

田野踏查改變課室教學的單向傳輸，透過體驗學習，了解居民的一手觀點之

學習過程。在質性研究中發現，踏查者認為導覽者居民盡心講解場域的人物地景、

歷史文化、環境爭議等，引發踏查者的尊敬與轉身為傳述者的動機；在問卷調查上

則顯著提升學習者高度贊同大林蒲作為場域教室賦予課程不同的意義。不過，僅有

「我認為遷村是環境正義的解方」顯著負關係，表示學習者具有大方向的觀點，而

與其他先備知識題項則僅呈現弱連結，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效果，因此，也可合

理推論踏查者有高度意願向同學推薦課程，亦可能出於課程有戶外走走的機會，正

如 Ballantyne與 Packer（2002）發現中學生對於戶外學習的態度僅是想離開課堂教

室一樣。這部分有待進一步釐清。然而，問卷分析中也發現踏查者總體上肯定田野

踏查對自己是有影響的（見表 5「田野踏查對我的影響是 _還好耶，沒什麼特別的

改變」，標準回歸係數，-0.153），因此田野作為場域教室有一定程度可以提供體

驗學習的效果。

另一方面，田野是教室的延伸。走出課室進入田野學習，學生獲得自主探索

的機會，降低知識傳輸的制式操作。更重要的是，人類依照自身的文化經驗而形成

一套認知結構以理解其經驗，因而產生不客觀、文化偏見的可能。全球歷經

COVID-19世紀之疫，人們被迫蝸居於個人世界、空間，甚至文化同溫層因而更易

引發人群的隔閡與不信任。因此，Jucker與 von Au（2022）呼籲後疫情時代的課程

更需要將戶外學習（outdoor learning）納入教學設計中，以破除藩籬展開封閉多時

的認知結構，提升客觀性與反身思考的能力。換言之，田野裡「廣泛的社會、政治、

經濟結構的脈絡」可以影響踏查者（黃月美，2005，頁 41），讓他們對於課程有

不同的體驗、拓展原以為熟悉的生活空間。本文之學習者正是深受 COVID-19影響

的一代，所經歷兩種層次的「震撼」、同感與反身自省，正是田野踏查作為戶外學

習之重要形式的教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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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層次

Jucker與 von Au（2022）進行系統性回顧戶外學習的文獻後建議，即使戶外

學習的名詞不同、形式各異，目的多元，但是規劃有主題性的戶外學習，並研究其

效益、影響，以提升空間開放的文化鼓勵探索，是戶外學習研究領域的當急之務。

而Mann等人（2022）系統性文獻回顧後，則建議戶外教學需要更多混和性研究，

尤其設定議題的戶外教學設計與實施，有益提升實際效益。本文以學生畫作描繪踏

查場域是一個被工業煙囪包圍的生活聚落為啟始，統計分析空氣品質監測數據，鋪

陳將前往踏查之場域所面臨的健康不平等（圖 3）。藉由議題融入田野踏查而設計

課程模組（圖 4），並規劃每一階段之目標、方法與活動（表 2）。藉由混合式研

究設計蒐集質性與量化資料，包含學習者田野踏查前觀賞影片的心得書寫（階段

1），以及踏查後經驗問卷等兩大類。藉由「環境正義」進行議題導向成果分析（表

3）發展出「環境不正義之六角結構（圖 5）」；踏查後每人 800字心得寫作以及

問卷調查，經過質、量化分析後成為本文之「肆、研究發現」。

對於知識內容，環境正義等相關議題在踏查經驗問卷中多沒有達到顯著，未

來將朝向多次實施的形成性評量修正，而非一次性的總結性評量；另一方面，亦可

在踏查後充分對話討論踏查經驗後才施以踏查經驗問卷調查作為後測，以利喚醒先

備知識與場域的連結。進一步設計是將「圖 5環境不正義六角結構」作為先備知識

問卷題項之參考，並納入「階段 2議題講授」而作成「環境正義」先備知識問卷調

查。此問卷功能有三：（1）課程模組加入了量化形成性評量；（2）成為「5+1」

課程模組的前測設計；（3）此前測設計可建立戶外學習基準點調查資料（Jucker, 

2022），裨益推進戶外學習之實證研究的認識與品質。

以上未來改善之具體作法，將有益於強化學習者援引課堂先備知識於田野踏

查中。而前、後測適當的設計與實施更可完備戶外學習之實證研究，裨益其深化與

提升品質

二、震撼後的體悟：環境正義是一場你、我共敘的協商日常

首先，帶著來自不同城鄉生活經驗（包含外島與外籍）、學科領域、不同年

級的百位學生如表 1-1~表 1-3所示，探究跨領域、跨族群、跨世代的「環境正義」

議題（見圖 2），是一項多元群體對上複雜課題的教學挑戰。參考有效戶外學習模

式提供經驗踏查者經歷眼見、體感與反身自省，猶如從陌生的場域（大林蒲）走進

熟悉的議題裡（圖 5環境不正義六角結構），從而轉身為熟悉議題的場域外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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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iar stranger），正如一名問卷填者者之開放式意見陳述「去大林蒲踏查時，

真的會因為家鄉的開發案而感同身受」（110-1-不記名填答）；他日又回到自己的

家鄉後，因踏查經驗的浮現而產生「田野―家鄉」的對照，反而能產生客觀的抽

離感，成為家鄉的議題熟識者（strange familiar）。

正如 Eco（2006）所言，人就是場域故事中的作者、行動者（Sarbin, 1986），

藉由敘說「再經驗」、「再理解」，看見自己內在的因應、在困境中的處境與因應，

更可能積極倡議而看見生命的韌性與剛強，在行動中脫困，並在倡議中領悟生命價

值，創造「生命知識」（周志建，2012）。問卷調查中，踏查者高度認同導覽居民

盡心解說，顯著影響他們贊同田野作為場域教室賦予課程不同的意義。此意味著導

覽者在議題導向田野踏查課程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說書人角色，例如里長先生既是導

覽人，也是環境正義的倡議者、健康不平等的受害者。這多重角色、豐富的生命經

驗足以引年輕學子展開視野、接受新的生命經驗注入學習歷程，看見居民眼中的環

境、正義、健康與空間，從而產生課堂知識與土地知識的連結，引發反身自省、重新

認識人―我經驗之異同，發展更關懷、無私的情懷關注他者的生命與健康，了解

居民如何與環境不正義共處的協商日常。爰此，「共敘」在此田野脈絡中，是一場

自我對話、與他者對話、跨領域對話，以及人與環境的對話。正如一份心得寫作所

言：「表面上我們完成了一份大林蒲踏查報告，實則，我們深入了一個村落的興衰

史」（110-1-2-1228-06031-1）。原是完成作業的初心，卻走進了時空任意門換來

了一本厚厚的興衰史，呼應了透過導覽居民盡心解說讓踏查者更能認同「大林蒲，

作為田野教室賦予課程不同的意義」的觀點。

三、研究限制

本文探討通識教育課程融入「環境正義」議題之課程模組設計及其學習成效

評估結果。選修者來自不同年級、學系背景如表 1-1~1-3所示。修課者的多樣性亦

可能意味著選擇此課程者有的原因各異，其中可能是對課程主題有濃厚興趣，抑或

場域踏查的設計所吸引。上述多樣性豐富本研究之分析觀點，而學習者帶著領域眼

光進入聚落，省思個人專業與社會的連結。然而，本課程模組各階段設有不同形式

的學生作業，本研究僅蒐集特定作業資料進行分析（如心得、問卷）以符合研究方

法之設計。因此，研究結果與詮釋僅適用於特定範圍的資料，無法擴及其他未納入

分析的作業（如「階段 2議題講授」時間軸繪製、「階段 5回饋反思」團體報告），

是為本研究限制一。由於本研究並非針對特定學系進行課程設計，所以在統計中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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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院為單位仍有樣本數不足者，是為本研究限制二。

陸、結論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透過「5+1」階段課程模組引領學習者從課堂走進場域，並結合質、量

化混合式研究探索課程模組之學習成效。質性分析結果發現學習者眼中之「環境不

正義六角結構」（議題內容），而田野踏查後的反思更深入探討了公共議題和教育

意義。特別是親身經歷環境不正義之導覽居民，在課堂與田野中扮演了生命敘事的

說書人，幫助學習者了解遷村走人無法解決環境不正義（議題應用），並確立田野

作為場域教室的獨特價值（戶外學習價值）。田野踏查體驗學生產生震撼、反思與

共感充分展現於心得寫作中，而統計分析則進一步確認了導覽者扮演關鍵角色，使

田野提供學習賦予課程不同的意義。不過，踏查經驗卻未能與先備知識產生連結，

可歸因於場域環境帶來的強烈新鮮感之故，未來將融入踏查前議題導向形成性評

量、踏查後田野經驗討論等教學設計。

總體而言，議題導向田野踏查模組不僅使學習者在陌生的場域轉化為熟悉議

題的探索者，也促使他們成為公共議題的反思者。此課程模組體現了人―我―

領域―場域的多角對話，提升了學習者對他人與環境的理解。最後，Rickinson

等人（2004）建議「戶外學習」可從課程層面、參與者，以及場域地點這三個向度

探討其影響因素與效益，而本研究透過「5+1階段」課程模組設計與學習成效分析，

為戶外學習開出了課程、田野、研究此三條「經驗之河」（Roberts, 2012）。未來

可進一步探索跨學科之議題導向田野踏查設計，並結合形成性評量，以促進知識與

公共意識的內化，豐富戶外學習在高等教育之理論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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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為
國家教育研究院發行之教育學術刊物，著重在教育領域內之研究與發展（R&D）
方面相關議題，並推廣國內外教育學術研究與交流。所有稿件之徵、審稿辦法

比照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TSSCI期刊評比收錄標準之
相關規定辦理，歡迎踴躍賜稿。

一、徵稿事項

（一） 本刊為季刊，全年徵稿，每年 3月、6月、9月、12月出版，徵稿範
圍包含「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課程與教學」、「教育政策

與制度」（含教育行政、學校行政等）、「教育心理、輔導與測評」

（含：教育統計）等領域之原創性論文；自 112年 1月 1日起，改僅
以收錄上述四大領域在教育理論、政策與實務興革之研究，期透過各

界對教育議題之探究與分析，蒐集並作為國家教育研究院進行教育理

論與實務研究之重要參考。

（二） 本刊自 109年 16卷 1期開始，新增「研究趨勢評論」專欄。本刊編輯
會亦得邀請各領域學者專家針對本刊四大領域的重要議題，以文獻探討

或以科學方法，綜合評述該議題研究趨勢，引領各界進一步探究取徑。

（三） 所有稿件皆隨到隨審，原則上，編輯部於收稿後五個月內處理完成並
告知作者「刊登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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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稿原則

（一） 請以電腦打字，中英文不拘，中文撰稿文長以 15,000字為原則 ，至
多為 20,000字（含中英文摘要、註釋、參考書目、附錄、圖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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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來稿文件之註釋（採當頁註方式）及參考書目，請用APA格式最新版。

詳細規範可至本期刊網站下載說明文件，或來函（請附回郵信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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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未依本刊所要求之格式來稿，本刊將逕予退稿。
（六） 來稿如未獲採用，本刊將致函作者審查結果，但不寄還稿件，請投稿

者自留原稿。

（七） 本刊因編輯需要，保有必要之文字刪修權。
（八） 兩名作者以上之稿件，應分別列明各人之貢獻。
（九） 單一作者單期投稿並不限制 1篇，但如當期該作者已通過審查之作品

2篇以上，由本刊編輯會決定擇優刊登、刊登篇數及錄用期數；除當
期選錄刊登作品外，告知作者通過作品預定刊登之期數並徵得其同

意，刊登原則為一年之內。

三、著作財產權事宜

（一） 為維學術倫理，請勿一稿多投，如有抄襲，改寫等侵犯他人著作權之
情況者，由作者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二） 本刊授權方式為非專屬授權（Non-exclusive License）予出版單位，來
稿一經刊登，需於期限內簽署著作授權利用書掛號回寄編輯部。

四、稿件審查

（一） 本刊所有稿件採雙向匿名內外審查制度，由本刊編輯委員聘請相關領
域學者專家二人審查之。經審查委員審查結果屬修正後通過之文章，

於作者修改之後再由編輯會決定是否刊登。

（二） 凡本刊接受刊登之稿件，得視編輯需要，經編輯會同意後，擇期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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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all for Papers

Jan. 18,  2005 Pass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Meeting 
Feb. 13, 2006 Pass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Meeting  
May 15, 2006 Pass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Meeting 
Aug. 11, 2006 Pass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Meeting 

Jul. 13, 2007 Pass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Meeting 
Aug. 10, 2009 Pass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Meeting 
Feb. 10, 2011 Pass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Meeting  

Aug. 16, 2012 Pass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Meeting 
Mar. 21, 2016 Passed by the Editorial Meeting  
Dec. 09, 2019 Passed by the Editorial Meeting  
Mar. 25, 2021 Passed by the Editorial Meeting 
Jun. 08, 2022 Passed by the Editorial Meeting
Mar. 31, 2023 Passed by the Editorial Meeting 
Oct. 13, 2023 Passed by the Editorial Meeting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s an academic journal about 
education issued by the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It focuses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related issue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t also 
promotes domestic and foreign educational academic research and exchanges. The 
methods for calls for papers and reviews shall be handl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the Taiwan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TSSCI)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rom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The Journal welcomes paper submission. 

1. Call for papers: 

(1)  This journal is a quarterly journal. Paper submissions are welcome throughout 
the year. It is published in March, June, September, and December of each year. 
The scope of focus in the original papers includes “Teacher Training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Educational 
Policy and System” (including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school 
administration, and others.), “educational psychology, counsel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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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including educational statistics). From January 1, 2023 onward, 
the Journal will only publish papers with topics in the above four educational 
areas related to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novative policy, and creative practices. 
Through a collection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theories and practices and 
analysis on educational issues, the Journal is expected to serve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2)  Starting from Volume 16, Issue 1, 2020, a new “Research Trends Review” 
column has been added.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is journal can invite scholars 
and experts from various fields to discuss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four major 
fields of this journal and conclude the research trends of these issue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or scientific methods. The goal is to lead different sectors of 
society in further exploring ways of doing things. 

(3)  All manuscripts are reviewed upon arrival. In principle,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will complete the review procedure within five months after receiving the 
manuscript and inform the author of whether the article will be published. 

2. Notes for Submission 

(1)  Please type your paper on a computer.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texts are 
welcome. The length of the manuscript written in Chinese should be within 
15,000 words in principle, with a maximum of 20,000 words (including Chinese 
and English abstracts, footnotes, bibliography, appendices, charts, etc.) A paper 
that passes review and is revised should not exceed 22,000 words. The Chinese 
abstract should not exceed 500 words and the English abstract should not exceed 
300 words. Please list at least 3 to 5 keyword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If 
written in English, please do not exceed 12,000 words.

(2)  Please use the online submission system to submit manuscripts. Interested 
contributors are requested to register at the website: (http://140.122.97.163/
index.php/JERD/login) and upload Chinese and English abstracts and full-text 
electronic files (Word or PDF format). Please list co-authors, affiliated institutions, 
highest degree received, areas of expertise, contact phone number, email and 
other information for verification of authors’ identity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3)  Please do not include any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the body of the manuscript, 
Chinese abstract, and English abstract. 

(4)  Please use the latest version of APA formatting for the notes (in the form of 
footnotes) and bibliography in the submitted manuscript. Detailed specifications 



127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all for Papers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journal’s website, or obtained by a letter through 
mail (please attach a return envelope) to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5)  Manuscripts not submitted in the format required by this journal will be rejected.
(6)  If the manuscript is not accepted, the journal will send a letter of review results 

to the author. The manuscript however will not be returned. It is the author’s 
responsibility to keep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7)  Due to editorial needs, this journal reserves the right to delete and modify the 
text when necessary.

(8)  For manuscripts with more than two authors, the contributions of each author 
should be listed separately.

(9)  There is no limit to the number of articles submitted by a single author in a 
single issue, but if the author has passed the review of more than 2 works in the 
current issue,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 journal will decide which article to 
be published, the number of articles to be published, and issues where articles 
will be published. In addition to articles that will be published in the current 
issues,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will inform the authors of the issues in which 
authors’ paper(s) are scheduled to be published and obtain their consent. In 
principle, the paper will be published within one year.

3. Copyright Matters

(1)  In order to maintain academic ethics, please do not submit manuscripts to other 
journals while they are under review by the editors. In case of plagiarism, adapting 
from pre-existing work, and other copyright infringement, the author shall bear 
the relevant legal responsibilities. 

(2)  The authorization method of this journal is a Non-exclusive License to the 
publishing unit. Once it is decided that the manuscript will be published, it is 
necessary to sign 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right to publish articles within the 
time limit and return the authorization to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by registered 
mail. 

4. Review of Manuscripts 

(1)  All manuscripts in this journal are subject to a two-way anonymous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view processes.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journal invites two 
scholars and experts in related fields to review manuscripts. The article, after 
being reviewed by the review committee, is a revised article, and the edi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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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rd will decide whether to publish it after revisions have been completed by 
the author.

(2)  All manuscripts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in this journal may be selected for 
publication upon the approval of the editorial board and depending on the needs 
of the ed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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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稿辦法

2005.1.18編輯委員會會議通過
2006.4.17編輯委員會會議通過

2010.2.8編輯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2011.2.10編輯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2012.8.16編輯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2014.8.25編輯會議修正通過
2018.9.28編輯會議修正通過
2019.12.9編輯會議修正通過

壹、審稿流程

本刊之審查包括預審、初審、複審。

一、預審

　　主編就來稿之性質、格式、體例及嚴謹程度進行審查。

二、初審

（一）通過預審之文章由編輯會聘請兩位審查人進行匿名審查。

（二）初審意見分為四類：

1. 通過、2. 修正後通過、3. 修正後需經審稿者複審、4. 不通過。審查
結果為「通過」或「建議修正後通過」者列為候選刊登名單，並提經

編輯會議決刊登。

（三） 若兩位審查人意見相差過大時，且其中一位意見為「通過」或「建議
修正後通過」意見者，應送第三位審查人審查，本刊將依據第三位審

查人之意見決定是否刊登。

（四） 兩位審查人意見為「修正後需經審稿者複審」及「不通過」者，予以
退稿。

三、複審

（一） 若審查人建議為「修正後通過」及「修正後需經審稿者複審」之文章，
本刊將請作者修改，作者須於二周內寄回，並隨文附上「修改、答辯

相關說明」，本刊將把修改之稿件及此說明文件交由主編或原審查人

進行複審；本刊將根據複審意見提經編輯會議決刊登。

（二）所有通過複審之論文列為候選名單，並交由編輯會討論收錄之期數。

四、審查迴避

（一） 本刊之編輯會成員及國家教育研究院現職人員以作者身分投稿，不得
參與審稿流程（預審、初審及複審）。

（二）本刊當期主編以作者身分投稿，由總編輯指定代理人進行預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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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稿作者未經編輯會主席同意，不得參與擬收錄文稿之討論事項。

（四） 編輯會聘請審查人時，應考量專長之符合性及研究表現優良者，宜避
免審查人與作者有下列關係：

1. 近三年曾任職同一系、所、科或單位。
2. 近三年曾有指導博士、碩士論文之師生關係。
已獲聘請之審查人，如自行發現與該文作者有以下利害關係、宜予迴

避，請速與本刊編輯人員聯絡：

1. 近二年發表論文或研究成果之共同作者。
2. 審查論文時有共同執行研究計畫。
3. 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姻親。
4. 與該文有利益衝突之可能。
審查迴避事項如有疑義，由編輯會議決。

五、其他事項

（一）「審查迴避名單」可由作者提出 2～ 3名作為主編預審推薦參考。
（二） 同一作者（包含共同作者），其作品以一年刊登一次為原則；特殊情

況則於編輯會上提案討論。

（三）於正式出版前：

1. 如發現違反學術倫理情況，由編輯會召開會議共同商議處理方式。
2. 如論文存有限期內無法改善之問題，授權由該期主編決定處理方式。

（四） 為確保作者權益，編輯部聯絡審查人時明確告知：審查回件期限以一
個月回函為原則；若回件時間逾一周以上，即報告主編並另行推薦審

查人。

（五）同一文稿，退稿後半年內不宜連續投稿。

貳、稿件刊登

　　經審查為「通過」、「修正後通過」及經評審為「修正後需經審查者複審」

後經原審查人複審通過之稿件，將提請編輯會進行刊登確認，通過後本刊將寄

發「接受刊登證明」及「出版同意授權書」，以利文章刊登出版。

參、撤稿作業原則

一、作者應以書面掛號方式，提出撤稿申請。

二、 對凡已進入初審階段之稿件，若作者提出撤稿申請，本刊一年內不接受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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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Review Regulations

Approved on January 18, 2005 by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Meeting.
Approved on April 17, 2006 by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Meeting.

Revised and approved on February 8, 2010 by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Meeting.
Revised and approved on February 10, 2011by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Meeting.
Revised and approved on August 16, 2012 by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Meeting.
Revised and approved on August 25, 2014 by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Meeting.

Revised and approved on September 28, 2018 by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Meeting.
Revised and approved on December 9, 2019 by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Meeting.

I. Review process

The review process of this publication includes pre-review, preliminary review, and 
secondary review.

1. Pre-review
 The editor-in-chief shall review the nature, format, style, and rigor of the manuscript.
2.  Preliminary review

(1)  Articles that have passed the pre-review shall be anonymously reviewed by two 
reviewers appoint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2)  The preliminary review opinions ar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1) Pass; (2) Pass after the recommended revision; (3) Secondary review by the 

reviewers after revision; and (4) Fail. Those who receive a “Pass” or “Pass after 
the recommended revision” shall be listed as candidates for publication, and their 
articles shall be submitted to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Meeting for resolution on 
publication.

(3)  If the opinions of the two reviewers differ too greatly, and one of the opinions 
is a “Pass” or “Pass after the recommended revision “, the article shall be submitted 
to a third reviewer for review. The journal shall rely on the opinion of the third 
reviewer on whether the article should be published. 

(4)  If the opinions of the two reviewers are “Secondary review by the reviewers 
after revision” and “Fail”, the manuscript shall be rejected.

3. Secondary review.
(1)  If reviewers recommend that an article be “Passed after revision” or undergo a 

“Secondary review by the reviewers after revision”, the journal shall request 
the author to revise the article. The author shall respond within two weeks with 



Paper Review Regulations132

a “revision and relevant explanations” of the manuscript. The journal shall submit 
the revised manuscript and explanation to the editor-in-chief or the original 
reviewers for a secondary review. The journal shall submit the secondary review 
opinions to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Meeting for resolution on publication.

(2)  All papers that have passed the review shall be shortlisted and submitted to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Meeting for discussion on the issue number to be accepted 
into. All papers that have passed the review shall be shortlisted and submitted 
to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Meeting for acceptance discussion.

4. Recusal from review
(1)  Members of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is journal and the current staff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who submit a manuscript as an 
author shall not participate in its review process (pre-review, preliminary 
review, and secondary review).

(2)  If the current editor-in-chief of the journal submits a manuscript as an author, 
the managing editor shall designate an agent to conduct the pre-review.

(3)  Unless otherwise approved by the chair of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contributing authors shall not participate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submitted 
manuscripts.

(4)  When appointing reviewers,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shall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expertise and research performance of the reviewers. Reviewers with the 
follow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author shall be avoided:
1. Worked in the same department, institute, division, or unit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2. Had a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in the capacity of a doctoral or master’s 

thesis advisor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If an appointed reviewer finds that he or she has the following stakehold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author of the article, he or she shall withdraw from the review and contact 
the editor of this journal as soon as possible:

1. Co-authored papers or research results published in the past two years.
2. Co-implementers of a research project during the review. 
3. Spouse or relative by blood or marriage within the third degree of kinship.
4. A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with the article being reviewed.

 In case of any doubt about recusal from the review, the determination shall be made 
by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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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Other matters
(1)  Authors may submit 2 to 3 names for the “Review Recusal List” to the editor-

in-chief as reference for the pre-review. 
(2)  Works by the same author (including co-authors) shall generally be works that 

are published once a year; special cases shall be referred to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for discussion. 

(3)  Before official publication:
1. If a violation of academic ethics is found,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shall 

convene a meeting to discuss the method of handling.
2. If a paper cannot be improved within the deadline, the editor-in-chief for the 

issue of the journal shall have the authority to determine the method of handling. 
(4)  To ensure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authors,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shall 

clearly inform the reviewers of the following upon contacting them: Review of 
papers shall generally be completed within one month. If the response is overdue 
by more than one week, the reviewer shall notify the editor-in-chief and recommend 
another reviewer. 

(5)  After being rejected, the same manuscript shall not be re-submitted within half 
a year.

II. Manuscript publication

Manuscripts that have received a “Pass” or “Pass after revision”, or manuscripts that 
have received a “Secondary review by the reviewers after revision” and subsequently 
passed by the original reviewers shall be submitted to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to 
confirm publication. Manuscripts confirmed for publication shall be issued a “Certificate 
of Acceptance for Publication” and “ Authorization and Consent to Publication” to 
facilitat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articles.

III. Principles for withdrawing manuscript

1. To withdraw his or her manuscript, author shall submit a written application for 
withdrawal.

2. If an author applies to withdraw his or her manuscript that has entered the preliminary 
review stage, the journal shall not accept his or her subsequent manuscript submission 
within one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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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投稿者基本資料表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ubmission Form

姓名

Author（s）
中文：

英文：

投稿日期

Submission date

投稿篇名

Title
中文：

英文：

擬投稿之領域

Category of 
submission

□ 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Teacher Education and Empowerment）
□ 課程與教學（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 教育政策與制度（Education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 教育心理、輔導與測評（Testing and Assessment）

稿件字數

Word count
全文共 _________字（含中英文摘要、正文、參考書目、附錄、圖表等）
(Abstract, text, references, appendixes, tables are included)

服務單位

及職稱

Affiliation & 
Position

最高學歷

Highest 
Degree

專長領域

Specialization

通訊地址

Address

聯絡電話

Telephone

（O）
（H）
（M）

電子郵件

E-Mail

其他說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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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研究院期刊雜誌著作利用授權書

本院 102年 8月 13日第 58次院務會報修正通過
本院 110年 11月 30日第 158次院務會報修正通過

　　作者（即撰稿人）於《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所發表之

論　　文：　　　　　　　　　　　　　　　　　　　　　　　　　　　　　　　， 

同意下列所載事項：

一、 作者擔保對本著作有授權利用之權利，並擔保本著作並無不法侵害他人著作權

或其他權利之情事；本著作如屬研究計畫成果加以改寫者，也已依所屬機關學

校規範取得發表權利。

二、 作者同意全部內容無償授權國家教育研究院作無期限、地域、方式、性質、次

數等限制之利用，國家教育研究院並得再授權第三人利用，本授權非專屬授權。

三、 國家教育研究院得於不破壞著作原意之範圍內自行修改或同意再授權之被授權

人修改稿件。

四、 作者同意對國家教育研究院及其所再授權之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五、 作者同意國家教育研究院基於本論文刊載之期刊雜誌著作利用與發行等行政業

務之特定目的蒐集下列之本人之個人資料，供國家教育研究院與再授權第三人，

不限期在我國境內使用。國家教育研究院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法令及國

家教育研究院相關法規於此業務範圍內進行處理及利用。同時應盡個人資料保

護法保障個人資料安全之責任，非屬本授權書個人資料利用情形或法律規定外，

應先徵得作者本人同意方得為之。本人就所提供之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

法，得行使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

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等權利。

立書人（作者）：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E-mail：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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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uthorization Letter for Use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Journals and Magazines

Revised and approved on August 13, 2013  by the 58th Institutional Affairs Meeting of the Academy.
Revised and approved on November 30, 2021  by the 158th Institutional Affairs Meeting of the Academy.

The author (that is, the contributor) of the thesis 
  published in the 《　　　　　　　　》
hereby consent to the following:

I. The author guarantees that he or she has the right to authorize the use of this work and 
that this work is not in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or other rights of others. If this work 
involves the rewriting of the results of a research project, the right to publish has been 
obta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gulations of its institution or school.  

II. The author gives consent to the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to use 
the entire content without compensation and consent that the use of this work shall 
not be subject to the restriction of expiration date, region, method, nature, and number 
of times; and that a third party may be authorized by the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to perform the abovementioned acts. This authorization is a non-exclusive 
authorization.

III. The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may independently revise the manuscript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author’s original intention or re-authorize another party to do 
so.

IV. The author agrees to not exercise his or her moral rights against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the third party authorized by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V. The author consents to the collection of his or her personal information by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s they pertain to specific administrative purposes 
relevant to the use and distribution of this thesis published in a journal or magazine.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shall be provided to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ts authorized third party and may be used within the country for an 
indefinite period.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shall process and 
use the inform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ipulations of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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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shall limit the use to the scope of this busi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shall fulfill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security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Except for the scope of use prescribed by the terms of this 
authorization or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any other use shall be personally ap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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