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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等教育　本質流失

2015-12-19  記者 曾煥富 報導

台灣社會補習班林立，學生對好成績的追求可見一斑，家長更不停將學生推入這樣的迷思中。十

二月六日在國立台灣大學新體育館舉行的「二○一六總統大選青年對談」中，再一次探討此議

題，但討論的層面只是制度面上的改變，缺乏內容上的檢討與省思。因為環境、文化和制度的影

響，台灣的教育內容使學生產生了價值觀單一、環境冷漠、思考僵化等問題，但政府卻沒有在內

容上做出一定的調整，反而以眾多的配套政策，去彌補內容的不足。

補習班林立，學生的壓力隨著價值觀的單一日益漸增。(圖片來源／中央通訊社)

 

單一化的價值觀單一化的價值觀

補教文化在台灣如此盛行的原因眾說紛紜，但唯有一個東西是一定會被提及的：價值觀。在台灣

的教育體系，學校給予學生的觀念是：好成績、好學校至上。忽略了大學後的職涯發展，從根本

上就失去未來發展的彈性。國立交通大學建築所助理教授何震寰提到：「我們仍存在蠻多迷思

的，像是士大夫『唯有讀書高』的觀念。」

試比較台灣與歐美國家，會發現兩邊的教育方式產生的價值觀截然不同。在台灣，父母會偏重考

試；在歐美，父母則會較注重興趣。在聯合報的「外籍生：台灣學生拚考試　卻沒目標」新聞

中，訪問了一位來台留學的十七歲女孩，她表示：「台灣學生花很多時間準備考試和功課，很不

可思議。」她想成為英國中情報局的翻譯官，於是盡可能的去精通語言能力，但反觀台灣學生，

她發現大家都只是為了成績而考試。明顯的文化差異讓台灣教育的弊病顯露無遺，雖然無法定論

東西方教育哪一個比較好，但單就職涯發展來說，歐美國家給學生更多的想像空間。

 

教育環境僵化　思考受限教育環境僵化　思考受限

台灣在教育上有許多仿效國外的政策，像是「完全大學」、「教師評鑑」、「建構式數學」等。

不停地移植西方教育方式，期望在教育上達到新的水平，但忽略了最根本的文化與時空差異。甚

至當西方已經承認這套教育方式失敗後，仍繼續沿用。這樣的前提下，台灣的教育環境出現了很

大的瓶頸。

從學習環境來說，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洪蘭教授在天下雜誌上寫道：「我們的學生

的確無法簡單扼要的說出一個理念。」甚至在自己拿高分的科目中，都無法順暢表達在科目中學

到了什麼。台灣教育讓學生的思考僵化，對於問題的答案變得制式而單一，缺乏彈性和自己的立

場，同時導致學生「懶」得思考，而習慣接受單方面的知識吸收。國立成功大學學生會前會長郭

禾盈提到：「理想中的教育體制應該是重視討論跟思辨。老師和學生間的互動是雙向的。」由討

論與思辯當作課堂內容，並不定義出完全正確的答案。讓學生與老師在課堂中充分對話，這樣的

教育環境才能擺脫僵化的思考模式。這樣的教學方式，在台灣高等教育中漸漸消失，甚至在一些

大學的授課中明顯有知識單方面授予的現象。這樣的模式使學生與教授無法溝通與討論，而只是

將正確的答案，灌輸進學生的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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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周書賢周書賢

本期為喀報兩百三十

三期，共有十五篇稿

件，本期的類目以社

會議題為主，輔上兩

篇人物和一篇文化現象。雖然本期

嚴肅的話題偏多，但也不乏輕鬆的

文章，種類多元。側欄廣告以寒假

出國為構想，為大家提醒搭機須

知。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吳維倫吳維倫

Hi!大家好，我是吳
維倫，我是個超隨性

的人，喜歡無憂無慮

的生活也是藍白拖的

擁護者，最近學到西語中的諺語覺

得很有道理:對於自己的人生不用
太認真，因為那是你唯一無法活著

逃離的事情~~期待一整學年的喀
報發現...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蔡佳珊蔡佳珊

我是蔡佳珊，非常平

凡的台中人一枚。

不知道為什麼一到宿

舍就會很懶，能不出

門就不出門，但是一回到家就會天

天坐不住拼命往外跑。 忙起來會
忘了吃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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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考不足批判性思考不足

郭禾盈表示：「現在大家都善於批評，而不是批判。」這樣的現象起因於兩點，一是學生「懶」

得思考，在填鴨式的教育下，學生只對「唯一正確」的解答有興趣，而對於問題背後的真相與矛

盾，缺乏探究的慾望；二是對環境的冷漠，大部分的學生，對自己身處社會冷感，唯有少部分的

學生會想在社會上做出改變，但近年來這樣的學生有大幅增加的趨勢，這點由公民運動的風氣上

便能發現。反南鐵東移自救會青年小組成員吳昀慶表示：「特別是在三一八之後，青年開始比較

接受對用社會運動達成訴求的方式。」從二○一二的反媒體壟斷、大埔事件，到太陽花學運，學

生對於公共議題的關注度越來越高，願意投身社會運動的人數也越來越多，雖然不是由教育出

發，但卻大大地改善了學生對於社會冷感的態度。

三一八學運，讓學生再次對身處的社會懷抱熱情。(圖片來源／新唐人)

政治方面，陳怡潔提到：「年輕朋友似乎是對政治冷漠的。為什麼冷漠？或許已經厭倦了政治的

氛圍，或者是不了解他們要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於是郭禾盈與國立清華大學學生會長徐光成

便針對二○一六總統大選，發起了「二○一六總統大選青年對談」。舉辦的初衷便是要製造話

題，引起學生公民意識。郭禾盈提到：「製造出話題性，讓大家開始關注這件事情。」藉由活動

本身，將最基本的「明年有總統大選」訊息傳達給大學生。對於類似的活動，徐光成表示：「七

八年前好像有過一次，但候選人同台應該是第一次。」於是主辦方抱持各黨與青年充分對話的期

待，來舉行這一次的活動。也希望藉由活動，讓僵化教育制度下的學生，親眼去看見與思考，台

灣的未來究竟該由誰來帶領。

 

壓力　來自越來越重的書包壓力　來自越來越重的書包 

在「二○一六總統大選青年對談」中，三黨候選人皆表示注重教育發展，並希望台灣的教育更加

完善。但目前的教育體制下，學生還存在許多教育內容上的缺陷，像是單一的價值觀、好成績的

迷思、僵化的思考方式，與對環境的冷漠。要如何用制度，慢慢將學生的價值觀引導回正確的方

向，變成一大問題。

從二○一四年開始實施十二年國民教育，想藉由免試與免學費的方式，讓學生受到更完整的教

育，但成效並沒有很顯著，反倒造成了學生的不確定感與困惑。在新的制度下，沒有基本能力測

驗，取而代之的是各校為入學而舉辦的「入學考」，還有一套繁雜的免試項目標準，讓原本清楚

的考試分流制度變得複雜。

在升學主義的壓力之下，為了因應十二年國教的制度，大部分的人便以「培育全才」的方式栽培

孩子，也在此時犧牲掉了孩子的興趣與想法，用成績和才藝加重孩子的負擔。

十二年國民教育複雜的入學方式，學生家長產生不確定感。(圖片來源／網易博客)

 

教育本質　回應與省思教育本質　回應與省思

教育的本質在「二○一六總統大選青年對談」中被提起無數次，在三方候選人的討論下，「培育

人才」成為了共同的結論。但矛盾的是，在國中教育之後，學生透過分流制度進入高中高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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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見興趣的聲音聽見興趣的聲音

聲音設計師杜篤之，在興趣中找到屬於自己的
路。

陸客商機　花蓮民宿問題多陸客商機　花蓮民宿問題多

大量陸客來臺觀光，花蓮民宿有著供過於求以
及違法擴建的問題。

中是通才教育的延伸，高職才真正脫離通才教育。如果以培育專業人才的目標來說，因為能夠提

早接受菁英教育，高職才是對於學生比較好的選擇。但在目前的價值觀中，學生還是傾向就讀高

中，某些高職甚至因為想增加招生而轉型為綜合高中，由此可見，從根本上台灣還是奉行著通才

教育，距離「培育人才」的目標還有一段距離。

對於教育，沒有一定的對或錯，通才教育與菁英教育在台灣正在以混合的形式實行。在未來，台

灣體制如何定義教育的本質與目標，就要看執政者對於教育政策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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