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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光鼎　教育之路一定永定

2016-12-11  記者 范晨星 報導

教育從來不只是學校或政府的事，它與社會之間密切的互動與關聯，若不放在社會脈絡之下分

析，不能一窺其全貌。

曾任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的譚光鼎深深體會到教育社會學的重要，不願這一門基礎學科被

漠視，因此花了三年的時間，撰寫一本完整且深入的教科書，深盼教育工作者能有更透徹的眼

光，在這資訊爆炸、眾說紛紜的時代裡，發揮其教書育人、立德樹人的專業功能。

親切的笑容是譚光鼎的招牌。（照片來源／范晨星攝）

 

踏上教育之路踏上教育之路

在體罰還是家常便飯的年代，許多長輩的記憶裡都有這樣一位老師，態度嚴厲，打罵學生毫不留

情，但對學生的關切與照顧，又是那麼真實地存在著。譚光鼎也不例外，在讀小學的時候，升初

中還須考試，班導師為了督促學生，打得特別兇，但如果學生要買一塊錢的數學試題本，他會自

己貼五毛進去。

「從這個老師的身上，我感覺到一股對教育、對學生的熱愛，那就影響我，覺得做老師也是一個

很好的工作。所以我一直沒有放棄過這個想法：『將來我要去讀師範大學、我也想去當一個老

師。』」譚光鼎下定決心之後就沒有改變過，師大畢業後經歷高中老師、校長、大學教授，一路

走來，竟已逾三十年。

 

漫漫遊遊教育社會學的世教育社會學的世界界

最初，是台灣知名教育學者林清江激發了譚光鼎對教育社會學的興趣。在譚光鼎的印象中，林清

江上課風格獨特，從來不用任何教材或教科書，講課辯才無礙，翩翩風度令人心折。在流暢的課

程裡，一個單元一個單元如數家珍，為譚光鼎打開全新的視野，進入教育社會學的世界裡，不僅

令人感受教育觸及範圍的廣闊，更能看穿教育表象，發掘背後掩藏的種種問題。

而真正帶領譚光鼎進入教育社會學領域的，是戒嚴時期就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陳伯璋。有別於

傳統師資培育機構裡的保守思想，譚光鼎從陳伯璋身上學習到的分析能力與批判性思考，讓他對

教育問題的理解和體認更深刻。

在這兩位老師的影響之下，譚光鼎的博士論文以「教育資源分配受社會階級影響」為方向進行研

究，探討後期中學（指國中之後，包括公私立的高中、高職、五專）經過升學的篩選考試之後，

社會階級再製的現象。他也正是從這裡開始，在教育社會學的學術道路上越走越遠。

 

在夾縫中寫作專書在夾縫中寫作專書

譚光鼎在教授教育社會學的過程中發現資料陳舊，多年無人發展新著作，「這算是教育界長期以

  Tweet 0讚讚讚讚

推薦文章推薦文章

● 研發替代役　安全冒險的路研發替代役　安全冒險的路

● 吳孟霖　旅行外的寫作人生吳孟霖　旅行外的寫作人生

● 無線充電　打破傳統限制無線充電　打破傳統限制

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陳昱彣陳昱彣

喀報第255期頭題為
「性別霸凌 荊棘裡
的玫瑰」，探討校園

性別議題。另外有多

篇醫療健康方面的科技新知，讓讀

者能由淺入深認識新科技。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林宥成林宥成

宥成是我，在一個香

火鼎盛和四周都是田

地的地方長大，不管

如何，開心的過每一

天，才是最重要的！ 再怎麼平凡
的事情，一定含有其不平凡的內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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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模樣。 就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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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浪沖散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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鹹鹹海風　戀戀永安鹹鹹海風　戀戀永安

鹹味的海風、伴隨著薩克斯風的音樂，品嘗著
的不僅是海產的鮮，同時還有永安的美。

來的陋習，不知長進。」譚光鼎批評道。「其實國外新的參考資料很多，只是需要花大量時間閱

讀、消化。」於是他心裡定意要寫一本除了少數研究報告以外，不參考任何台灣教育社會學資料

的專著，以期能為台灣的教育工作者帶來更新、更廣的視野。

譚光鼎所著的教育社會學於今年八月再版。

（照片來源／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他在寫作的同時肩負教學與繁雜的行政工作，當然還有家庭，甚至教會的服事需要兼顧。他可以

說是在忙碌生活的夾縫之中擠出時間寫作，雖然種種事務纏身時，也會令他感到疲憊，但他仍享

受渴求新知、腦力激盪的時間，漫遊於學海的喜樂。

一開始他考慮在封面的名字後面綴上編譯二字，因為本書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援引自國外的英文

資料，經他大量閱讀、篩選、翻譯之後整理而成。但翻譯之後的工作其實才是重頭戲，為了便於

隨時翻閱、思緒不被中斷，譚光鼎會將原始資料列印出來，分類至各章各節，這時可能一個小節

就有包含書或論文等十個來源，忍痛捨棄不必要的部分、揀選需要的之後，從剩下的資料中建立

結構，再回到電腦上搬動成串的文章段落，梳理、排列重組，處理這個階段時大腦高速運作，非

常需要全神貫注，他常選擇花一整天躲在家裡，不去辦公室，在杜絕一切干擾的情況下將手中的

資料串連寫作成為完整的文章。這期間他花費的時間和心力難以計數，在思路遭遇瓶頸的困窘與

柳暗花明的豁然開朗間反覆，其艱辛非編譯足以代表之，因此他最終決定用一個「著」字，囊括

他所付出的心血。

他承認，在這個過程之中會有孤獨，需要學習靜默、忍耐，但在踽踽獨行之中他給自己更多時間

思考，思維的蔓延引領他接觸新知，國外學術先進的觀點使他跳脫框架，鳥瞰時代的趨勢。各章

開頭的第一節總是特別煎熬，然而總概念寫出來之後，剩下的部分就水到渠成。寫作專著帶給他

的，是不同於課堂中傳道、授業、解惑的喜悅與成就感。

 

認定就不放棄認定就不放棄

浸淫教育工作多年，譚光鼎並不顯得嚴肅或死板。在擔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附屬師範大學校長的

期間，他向學校老師學打網球、陪學生打籃球，親和的態度與活潑的作風，拉近了他與老師、學

生的距離。他坦言其實自己愛玩而不愛唸書，高中重考才進入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因為對理

工沒有興趣，很快就決定要往社會科學發展。「當初的環境就是理工、數學不行了，沒辦法只好

轉社會組。」譚光鼎笑稱。在社會組的班上，他碰到一群「少年不識愁滋味」的同好，大家整天

在一起舞文弄墨、吟詩作樂，他對中國詩詞、文學的興趣一直保留至今，閒暇時寫寫詩、也學習

親手刻印章，家中擺滿的作品是那段青春穿越時空的顯影。

他認定一件事就不輕易放棄，對教育的理想如此，對文學的愛好如此，認真卻不死板的生活態度

更是如此。在他身上，「從一而終」得到了另一種美好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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