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一定要有理想 
 

黃政傑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講座教授暨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理事長 

 

教育不等於分數或等第，更不是排名次，讓學生、教師、家長、學校惡性競爭。教育是

助人學習的事；而進步的教育讓全民不分族群共學於國民學校，接受共同又適性的課程和教

學，最後每個學生都具備基本素養並能發揮各自的潛能，實現教育結果平等的真義。 

 

社會不斷改變，教育不得不變，因而需要推動教育改革，讓教育跟上時代的腳步。教改

涉及各方利益，常生爭議，實際上教改又常未有完善規劃，又變來變去，爭議隨之擴大。不

論如何，教育一直在變革和穩定中循環，而在過程中，各界常忘記教育理想，以至所有努力

失去方向。有鑑於此，本文要呼籲，教育改革發展一定要注意以教育理想為核心來規劃、討

論及實施，重視以下各個理想。 

 

 

引導學生走出自己的路 

 

每個孩子都不一樣，教育工作者應了解、尊重、接納及發展他們的差異。孩子會有不同

的性向、興趣和經驗，他們不斷學習，能力有強項和弱項，弱項固要提升，但強項的發展更

應受到鼓勵，而非忽略或壓制。每個人都要學到社會生活所需的基本素養，也要發展各自的

特長。學習源自好奇和興趣，主動探索和行動，學習能力和知識，進而增強學習動機；教育

要引發學習的好奇和興趣，才會產生持續的學習和成果。 

 

每個人都是自身生命旅程的創造者，經由差異的多元智能、各自的探索和興趣，以及自

我的想像和創新，走出自己的路，追求自身生涯的最適發展，達成多元卓越及自我實現，這

正是教育的目的。教育的過程在引導每一個學習者持續開拓視野，由本土而國際，養成獨立

生活能力，與人合作，關懷社會，照顧自己，照顧別人，過得幸福而具有意義。 

 

落實五育均衡發展及教育正常化 

 

教育頇德智體群美均衡發展，所謂均衡並非一樣多，而是指平衡地受到重視。五育均衡

必頇落實於課程設計上，把五育融入各科課程中施教。五育並非僅藉由特定學科去實現，例

如美育固是音樂、美術、戲劇的焦點，但國文、外國語文、社會、自然、體育等課程，亦息

息相關，有助於促進學生全面提高審美能力。 

 

同理，德育絕非靠幾節生活倫理、公民道德來教，而是各科目的共同責任。智育常被等

同於知識學習，其實還應該包含求知方法、包含分析、綜合、解決問題、反省批判及創新的

能力，各科都要教到。各科課程都負起五育的責任，學生對五育的學習全面而多元，效果最

大。 

 



有了實現五育的多元課程，還要教學正常化來實踐，每一門課都要在教學現場實際施教，

學生確實學習和體驗。然而只有教學正常化還不夠，學校的非正式課程、包含慶典、輔導、

競賽、社團、服務等活動都要確實規劃實施，讓學生在課堂所學得到應用、統整和擴展，學

校的潛在課程也要好好規劃，或觀察理解，以深化學習，那就是教育正常化了。 

 

實踐有教無類和因材施教 

 

有教無類原指教師教育學生不分貧富貴賤，現代則指不分性別、種族、民族、年齡、能

力、地域、宗教信仰、政治理念、社經地位及其他條件，各族群學生都有平等的教育機會。

有教無類要採取多元文化教育的觀點，教導學生社絕族群歧視，強化群族之間的理解、尊重

和互助。不過，只有反歧視和平等機會是不夠的，對於弱勢族群，必頇給予補償教育，彌補

其不利狀況。 

 

平等機會著重立足點平等，但加上過程和結果平等，才是其精隨；有教無類要有平等的

輸入條件，平等的教育過程，也要重視平等的教育成果。進步的教育讓全民不分族群共學於

國民學校，接受共同又適性的課程和教學，最後每個學生都具備基本素養並能發揮各自的潛

能，實現教育結果平等的真義。 

 

有教無類強調平等對待各個學生，但絕不是實施標準化教育。因材施教強調的是因應學

生差異顯現的不同學習需求，採取適切的課程和教學進行施教，使人人學會基本素養，且能

在自己的強項和興趣上去發展。 

 

因材施教受到許多因素所影響卻常被誤解為只要用不同教學方法教學生，實在太窄化。

因材施教不單純是「把每個學生帶上來」，更要「適性揚才」，引導學生試探自己的才能和興

趣，立定志向，選擇適合的進路，修習合適的課程，不單是在各科教學教會學生而已。 

 

提供全民負擔得起的教育 

 

教育，包含高等教育，應該讓人民負擔得起。教育培養個人成才，為社會和國家服務，

個人也常藉由教育做為社會流動管道，但基本條件是教育必頇是人民負擔得起，才真的有作

用。國民教育免學費，實則還有許多開銷家長要負擔，像教科書，若能採學校購買學生借用

方式，家長就可以省不少錢。十二年國教實施高中高職免學費，但高中要排富，只做半套實

在可惜。大專校院以往被視為選擇性教育，設若因為學雜費負擔不起而未就讀，或需要貸款

就學，為生活費打工，學習大打折扣，就業後貸款還不完，對學生的社會流動十分不利。 

 

媒體報導，美國四年制公立大學平均學費在過去三十年來增加 257%，而一般家庭收入僅

成長 16%。面對學費高漲和學貸壓力，總統歐巴馬提出壓低學費計劃，希望在 2015 年建立新

的大學評鑑制度，根據學生及其父母獲得的機會和結果評鑑大學，將學費、畢業率、低收入

學生接受獎學金的比例、畢業生收入及還學貸情形列為評鑑指標，2018 年前做為大學分配聯

邦補助款的標準。 



美國的教育理想值得參考。政府宜建立適合的稅制，讓有錢人多納稅，用來推動高教學

費補助，行有餘力，未來各級學校全部免費學費，當成公民權利。 

 

落實教育的合作本質 

 

教育不等於分數或等第，更不是排名次，讓學生、教師、家長、學校惡性競爭。教育是

助人學習的事，在過程中學生合作學習，師生、親師及社區合作教育，才能有效促進學習。 

 

一、學生學習社群 

 

教育最基層的現場在於個別學生的自主學習，及同學間的互助學習。教育應設計各種互

助學習活動，教導學生合作學習的價值、態度和行為，學生在自主學習外，更要互相教導、

分享學習經驗，增進每個人的人際互動能力，教導能力，還能學習別人的長處，深化所學。

班內可實施學生固定分組，不論學業或生活，組內同學相互討論，彼此教導。固定分組外，

可視活動性質安排彈性分組、全班跨班性學習活動，讓每個學生接觸不同的同學。 

 

二、教師學習社群 

 

師資培育應培養有志教學的優秀人才成為良師。老師是教人的志業，惟有才德兼具，熱

誠教學，始克為學生表率，如何調整師資培育政策，提升師資素質，十分重要。教師是個專

業，要有效執行專業必頇協同教學，學教相符，與時俱進，組織社群，相互觀摩討論，共同

追求專業成長。學校行政人員為學生和教師服務，協助教師教導學生，宜成為教師學習社群

的夥伴，在互動中理解教師專業思維和需求。 

 

三、教育工作社群 

 

教育要有效教導學生學習，應該整合教師、行政人員、家長和社區人士成為學習社群，

大家建立共同目標，採取共同態度，支持教師教導學生，才能引導學生行為發展。學校教育

要成功，家庭教育和社區教育一定要配合，支持學校教師教學所需的各項資源，倒過來學校

也要支持家庭教育和社區活動需要，三方成為緊密的教育社群。 

 

每個學生都能適性升學和發展 

 

國內教育充斥明星學校思維，認為明星學校等同於菁英教育，這是很嚴重的迷思，造成

強烈升學競爭，讓教育不正常，五育均衡發展流於空談。教育政策必頇推動校校是好校，校

校令人滿意。主管機關要監督及協助各校都辦好，讓不好的都退場。 

 

好學校應具備的條件很多，師資、師生比、班級人數、課程、校舍、圖儀設備、行政管

理等都很重要，好校的標準應訂定，配合公平的資源投入，重視運作和成效，才能永續發展。

學校有合宜的經營規模，不同規模的學校需配置不同的資源。 



 

十二年國教明年上路後，受到少子化影響，預期免試入學將順利擴大辦理，國中生升學

壓力得到紓解。此後高中高職畢業生升學壓力的舒緩成為當務之急，高中高職五育均衡發展

及教育正常化的落實，必頇採取大學多元卓越政策，各大學校系辦得優質有特色，品質差的

校系退場，並改進大學入學制度，廢除考試分發入學方式，導向多元標準選才的申請入學制，

為實現教育理想，這些改革刻不容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