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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94 年民間發動「410 教改大遊行」，政府回應民間訴求，成立「行政院

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規劃教改，於 1996 年 12 月 12 日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

告書，行政院旋即成立教改推動小組和教育部一起推動。隨著時代社會之變

遷、教育問題與教育需求之變化，各項教改也不斷推陳出新。這三十年來，各

項教改要顧慮現實狀況，又要回應教改的政治性，常未能盡如人意；教改常只

是解決教育問題的表象，未落實到根本問題，期間又不斷產生新問題。本次調

查的題項環繞重要且根本的教育問題，其中有九個檢討題，有兩個前瞻題，總

共十一項。 

二、本次調查發現的特色 

本次調查在內容和方法上值得肯定。調查問卷的前九個題項，從帶好每一

位學生、降低升學壓力、提高師資素質、技職拼升學重學術輕技術、大學品質

平庸、教改促進學生能力和興趣發展、教改強化學生適應力和競爭力、教改提

升社會階層流動，到三十年教改的整體成效，可說是環環相扣。調查發現對於

教育政策和和實務頗具參考價值。 

受訪者對三十年教改的九個題項的評估，滿意程度高的項目只有「教改促

進學生能力和興趣發展」這一項，其他七個題項，受訪者有較高比率表達了負

面觀點，至於教改成效的整體評估，也有五成四不滿意。這幾年適逢少子化對

學校招生辦學的衝擊愈來愈大，媒體對高中和大專退場時有報導，凸顯其嚴重

性，民眾對大學教育品質平庸化和技職教育輕忽本務，都有較多了解而表示擔

心，對教改讓學生具備更強的適應力和競爭力的成效也有很高的不同意，這三

項的比率都高達六成以上。進一步再看看教育促進社會階層流動、大幅降低升

學壓力，不滿意的比率都達五成以上。至於帶好每一位學生，民眾不滿意度將

近四成八；師培多元化讓教師素質比以前好，不同意度接近四成七，都顯示民

眾不看好的現象。五成四的民眾不滿意教改的整體成效，與分項教改的意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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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趨勢具有一致性。最後，本次調查顯示民眾對召開全國會議及五歲幼兒納入

義教的贊成度很高，顯示對於改變的殷切期待。 

三、 本次調查發現的意義 

本次調查發現的影響因素很多，需要進一步加以深究，這裡僅就個人長期

對教改的參與、體驗和觀察提出拙見，供各界參考和指教。 

（一）願景、師資與升學 

「帶好每一位學生」的教改，政府陸續執行了相關政策，並於 2014 年起

以「成就每一個孩子」為願景，推動十二年國教，其中有教無類、因材施教、

適性揚才、多元進路、優質銜接的理念均值得肯定（教育部，2014, 21），加上

高教普及化政策提供了許多升學機會，受訪民眾同意學生已經有比較多符合自

己能力和興趣的發展機會，但還是要注意有相當大的比例不同意這項教改的成

效。新政府已推動高中全面免學費，但時移勢易，成就每一個孩子的實施目標

和策略、各類型高中教育品質狀況、不同地區及不同類型高中均衡發展，仍需

要檢討。十二年國教實施計畫，已於 2014-2020 之間執行完畢，後續帶好每一

位學生或成就每一個孩子的推動成效，仍需全面檢討，提出因應對策。國內少

子化現象這麼嚴重，每一個孩子都是寶，教育上也要確實做到把每一個孩子帶

上來，這不但攸關個人和家庭的幸福，也攸關社會、國家甚至是全球的福𧘲。 

中小學要適性揚才、成就每一個孩子，教育品質的提升是必要關鍵，品質

攸關的因素當中，師資最為重要。接近一半的受訪者，不同意「打破師範校院

壟斷師資培育，教師的養成走向多元化後， 現在老師的素質比以前好」，其比

率高於同意者，這是值得重視的問題。雖然同意者也高達四成，但師資培育多

元化政策推行到現在，傳統師培的優點不見了，就算仍有少數公費生名額的培

育，其待遇和激勵也大不如前，限制很多，吸引力不夠大；職前師資培育又流

於學程化，等同於修習教育學分，失去多元化的精神，必須深入檢討及改進。

再則每次課綱修訂，師資培育都是走在後面，緩不濟急，也需要建立課改和師

培及時且有效互動銜接的機制來解決。 

「廣設高中大學，大幅降低升學壓力」的成效，仍有半數受訪民眾不滿

意，值得留意。2019 年中小學推動 108 課綱，強化素養導向教學，培養以終

身學習為核心且具有備自發、互動、共好三面九項核心素養的學生，理想可稱

高遠。不過，課綱改革之後中小學生書包仍然很重、課業壓力甚致更高，升學

主義仍然盛行。現在升學機會很多，但大家都要競爭所謂的「好學校」，學

測、會考考高分是關鍵，課程內容愈來愈多、愈來愈難，校外補習也很盛行，

全人教育的理想成為空談。降低升學壓力，從九年國教實施前一直談到現在，

政策變來變去，問題未能改善，希望能找到關鍵，徹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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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平庸化和技職拼升學 

升學壓力變得愈來愈沈重的原因和高教政策息息相關。高教政策著重大學

分類，追求少數大學卓越及國際化，競爭世界大學排名，補助豐厚資源，造成

大學明星化，學生爭著以這些校系做為升學競爭目標。目前高教政策以四所選

定的大學做為拉拔對象，期許其成為國際頂尖大學，研究中心也集中在少數大

學，其他一般大學不被看重，又辦學資源極為匱乏。若不趕緊扭轉，執行著眼

於高教整體卓越之政策，大學平庸化現象只會一直持續。加上高教政策重理工

輕人文，又受到 AI 崛起的影響，醫學之外，電機、資通科技成為新竉，優秀

學生棄文從醫從工，造成社會人才培育之嚴重偏頗。這裡也要特別呼籲重視各

類型高教均衡發展，社會上也要同時提倡多元卓越的職業價值觀來導正。 

技職教育拼升學、重學術、輕技術，主因是技職校院辦學向一般大學看

齊。政府推動強化技職校院產學合作及實作教學的政策，成效尚未彰顯，希望

能更加精進。目前社會上缺乏基層和中階人才，高階人才也出現斷層，顯然受

到偏頗的人才培育政策所影響，未能全面關照社會發展需求。技職教育拼升

學、重學術的走向，讓技職生學不到多少技術，也未能在產業和社會中一邊工

作，一邊進修，終身學習。希望技職教育教技術、重實作及就業進修的力道能

持續加強。 

（三）教育成果與社會流動 

就教育成果的兩個問題來看，較受肯定的部分是學生獲得比較多符合自己

能力和興趣的發展機會，有五成三民眾支持，年輕族群同意比率約六成五。

比較嚴重的是六成一的受訪民眾，不認為三十年的教改讓學生有比較強的適

應力和競爭力。最近幾年國際上重視靭性概念，政府施政強化靭性，教育上

也出現更多靭性的討論。靭性，淺白地說是物體柔軟堅實、不易折斷破裂的

性質，這在品格教育上我們教導學生堅忍不拔、抗壓性、彈性、適應力、情

緒控管等。至於競爭力則為國人經常強調，應屬耳熟能詳。能力、興趣、適

應力、競爭力都是教育目標的重要環節，希望未來能更加重視。 

講到教育促進階層流動的成效，受訪民眾有五成三不滿意。換言之教育促

進中低階層學生向上流動的功能受到質疑，嚴重者教育被視為維持社會階層的

工具。例如品優質精的大學大部分是中高社經家庭的子女去讀，中下階層的子

女只能認命去讀其他學校，靠學貸和打工，繳交高額學費，畢業後又難以就業

或只能就低薪工作，還不起學貸。 

談到這裡，要特別指出前述問題的關鍵，應在於傳統社會價值觀的固著不

變。改革之道還是要落實行行出狀元的觀念。教育促進階層流動，不是要學生

都向有錢有勢者看齊，或向白領階層流動，也不是要踏在別人頭上，只要自己

好，而是要針對自身的能力和興趣，找到正當的職業做為目標，好好學習，追

求卓越，自我實現、貢獻社會，這才是向上社會流動的正確觀念。以這樣的觀

點界定社會流動，每一個人只要跟各職業的卓越標準比較，不必去打倒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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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之間自然可以互相合作，共存共榮。我們不要去塑造當總統、醫師、資訊

工程師是全世界最好的職業這樣的觀念，而要如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4

第 4 個次級目標所說的，我們該追求的是：「大幅增加擁有就業、正派工作和

創業相關技能（包括技術和職業技能）的青年和成年人數量。」世界上好的職

業太多了，找到適合自己的去做，認真學習，持續創新，都可以有很大的成

就，都具有很高的價值。教改和社會各界有責任協助學生達成這樣的目標。 

（四）未來教改任務 

本次調查有兩項未來教改任務。受訪者對於未來教改任務，包含五歲幼兒

納入義教範圍及全國教育會議的召開，都很支持。五歲幼兒納入義教的支持

者接近六成八，是大多數民眾的共識。聯合國推動十七項永續發展目標，其

中第四項 SDG4，要「確保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促進全民終身學習機

會」；其下十個次級目標，與幼教有關的是：「2030 年前要確保人人享有優質

的幼兒發展、護理和學前教育」（United Nations, 2015a, 2015b, 2015c）。對於

幼兒教育品質和就學機會的促進，優先將五歲幼兒納入義務教育是民眾的重

要期待，如何規劃實施以早日付諸行動，仍需審慎建立共識。 

召開全國教育會議的支持者接近八成八，可算是全民共識，值得新政府特

別關注。全國教育會議的召開，旨在研議教育政策，應先進行三十年教改的

總檢討，這需要更全面、更深入地探究，顯然是件大工程。教育會議的召開

宜避免變成大拜拜，更要避免政治化。召開全國教育會議代表政府的決心和

努力，事前先要有充分的時間準備，周密地進行研究和討論，提出政策方

向，共同參與，互相傾聽，凝聚共識；決策之後，相關各界一起行動，其執

行需在經費上全力支持，並持續追蹤修正，才能實現新教改之理想與目標，

讓臺灣的教育愈來愈好。 

此時此刻，大家一起重構我們臺灣教育的未來是十分重要的，UNESCO 於

2021 年，提出《一起重構我們的未來報告書》，倡議新教育社會契約，指出

教育必須遵循兩項基本原則，頗值參考：1. 確保人人終身接受優質教育的權

利；2. 強化教育做為公共事業和共同利益的角色(UNESCO, 2021, 2, 12-13）。

又說，新教育社會契約不但應該提供足夠和持續的教育公共資金，還要有一

個對全社會的承諾：每一個人都能參與教育的公共討論。該報告書認為，有

了這樣的參與和支持，才能夠鞏固教育作為公共利益的地位，成為人民共同

選擇、共同實現的公共福利。期許各級學校校長、教師、家長、學生及各級

政府、產業機構和民間團體的相關人士秉持這兩項原則，共同參與教改工

作。 

四、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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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的教改政策，除了現有執行中需要檢討改進之處外，建議政府、

學校、家庭、產業機構和民間團體參考本次調查發現，進一步探討其中顯現

的問題及其成因，研擬有效的對策加以推動。我國現在雖然不是聯合國會員

國，但還是要把握聯合國全球宏觀改革及教改之規劃和呼籲，和世界實質接

軌起來。本次調查納入的教改題項，仍會是未來教改的核心焦點，而其中最

為關鍵的是社會價值觀的改變，希望社會各界能儘快建立並落實行行出狀元

的共識。其次迄今選取全力支持少數大學和特定領域追求卓越、忽略大學整

體和各領域追求卓越的做法，也要及時扭轉，教育政策唯有關照每一個大學

的卓越發展和福𧘲，才能創生具有競爭力的大學和學生。最後也要在此呼

籲，要成就每一個孩子，需要同時成就每一個學校，也需要成就每一位教

師，惟有每一個學校都是好學校，每一個老師都是好老師，才能把每一個學

生帶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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