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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補習教育之現象　
林函諭 報導  

「她在補習班很⽤功，在家常常讀書讀到天亮，我的孩⼦要是不在學校睡覺，可
就真的沒時間睡了啊。」這句話出⾃⽇本電影《墊底辣妹》中，女主⾓⺟親與學
校老師的對話。《墊底辣妹》改編⾃真⼈真事，講述⼀位班上成績吊⾞尾的⾼中
女⽣，遇上⼀位擁有獨特教法的補習班老師，於短時間內考取⽇本知名⼤學的故
事。電影所呈現的內容與文化和台灣雖不盡相同，但是看⾒女主⾓在補習班重複
寫考卷的畫⾯，相信看在莘莘學⼦眼裡，應該⼼裡多少有些感觸。⽽上述女主⾓
⺟親在劇裡對學校老師所講的話，或許也相當程度地反映了當今社會上，關於補
習教育所衍⽣出的現象之⼀。

「質」與「量」　該如何拿捏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於其官⽅網站，發佈關於補習班之定義，根據「臺北市短期補
習班管理規則」第3條第1項規定：「本規則所稱補習班，指以補充國⺠⽣活知
識，傳授實⽤技藝或輔導升學為⽬的，對外公開招⽣、收費、授課且有固定班
址，預收學⽣⼈數並達五⼈以上之短期補習班。」換⾔之，補習班可依其教學⽬
的的不同，分為許多類型，⽽其中較常被⼤眾拿出來討論的類型為學科類補習
班。

截⾄2018年全台的補習班總數為17431家，甚⾄比全台連鎖便利商店數還多。根
據全國補習班招⽣對象統計指出，在不同招⽣對象中，尤其⼜以國⼩⽣為最⼤
宗。然⽽在補習班的「數量」提升之時，其「質量」是否也有跟著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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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17年數據統計，台灣補習班數量繁多，甚⾄超越連鎖便利商店。
（圖片來源／林函諭製）資料來源：全國立案補習班統計圖表、經濟部統
計處

在現今報章媒體中，看到的多為補習班的負⾯消息。如當時引發社會關注的林奕
含事件，讓⼤家開始注意到補習班性騷擾的議題，此外針對體罰、虐童等事件頻
傳，更有部分補習業者為了逃稅與避開繁瑣的檢查事項，並未向政府立案，以致
出現擾⺠或是意外事件之發⽣，讓⺠眾對於政府把關提出質疑。

⽬前任職於楊淯英文的補習班老師楊承熹，⾯對這些負⾯傳聞，他表⽰：「建立
制度就好。⾄於看到的社會新聞，就像⾶機事故⼀樣，非常少但是⼀旦出現就很
嚴重且被報導，所以會覺得搭⾶機不安全⼀樣。」⽽政府也因應上述案件的發
⽣，接連立下相關法規。如推動補習班「實名制」，要求教職員⼯揭露真實姓
名，避免其使⽤假名無法查清過去來歷，並防堵有性侵害、性騷擾前科，或是損
害兒少權益⾏為的⼈員進入補習班。對於未立案補習班，則是經查證後須依法課
稅並補稅處罰。上述條例是否能夠有效取締這些非法⾏為仍有待觀察，⾯對補習
班素質良莠不⿑，如何在「量」與「質」間取得平衡，是⼀⼤課題。

為何⽽補　教育制度出問題？
沒有需求就沒有供給，補習班的數量會增加，也是源⾃於學⽣的需求。究竟是什
麼原因造成學⽣需要去補習？任教於國立東華⼤學附設實驗國⺠⼩學的教師林華
峰，以及任教於國立中央⼤學附屬中壢⾼級中學的教師彭珮貞皆認為，學校屬於
⼤班制的教學並以常態分班，老師難以因材施教，學⽣亦無法⾃⾏選擇要由哪位
老師來教導。反觀補習班，學⽣可⾃⾏選擇想要的老師，補習班也可以根據不同
學⽣的狀況、程度及問題下去分班。楊承熹表⽰：「學⽣補習就像健⾝請教練⼀
樣，能對症下藥。且現今學校老師的淘汰機制比較慢，市場上補習班的淘汰機制
很快，壓⼒比較⼤，⾃然會想辦法讓學⽣進步，收更多學⽣。」

東海⼤學社會系副教授劉正於教育研究集刊上發表的⼀篇《補習在臺灣的變遷、
效能與階層化》文章中提到，關於台灣今⽇補習的盛⾏與原因，有兩種比較熱⾨
的說法，第⼀是受到近年來教育改⾰的影響；第⼆則是受社會⼈⼝的結構改變之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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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補習」的簡單思想循環⽰意圖。（圖片來源／林函諭重製）資料來
源：從《墊底辣妹》來看臺灣的補習文化

12年國教為⽬前最近⼀次的教改。12年國教課程以「⾃發」、「互動」及「共
好」為理念，強調學⽣成為⾃發主動的學習者，期待學校教育能讓學⽣適性發
展，⽽不再只是著重於考試和課本裡的內容，藉此提升學⽣學習的渴望與創新的
勇氣。⾼中的入學招⽣也改為免試升學，國中基測也改為會考。會考是為了解學
校教學品質及國中入⾼中補救教學的參考，更另外增置「特⾊招⽣」之管道，給
擁有特殊才藝的學⽣⼀特別管道，希望能減輕學⽣的升學壓⼒。

林華峰對於此次教改抱持正向且肯定的⼼態並表⽰：「12年國教特別著重在學校
教師教法的改變，未來的學校教育不再只是知識的灌輸，⽽是更重視學⽣的策略
學習與問題解決的能⼒，以適應多變多元的未來世界。」然⽽彭珮貞卻認為此次
教改只是換湯不換藥，只要國內家⻑觀念不改、資源都集中於某些⼤學校，學⽣
的升學壓⼒仍會存在。楊承熹也表⽰此次教改並無減輕學⽣升學壓⼒，反⽽讓補
習班更賺了。若家⻑不了解教改的內容，對於新升學制度感到惶恐，便還是會決
定將孩⼦送往補習班，期待幫助孩⼦找到升學的路徑。

補習班與學校教育的本末倒置
補習文化的盛⾏，也造成其與學校的教育上產⽣衝突。「我國中的⽣活就是平⽇
上課然後去補習，六⽇也貢獻在補習班，晚上回家還要寫作業，所以會利⽤⽩天
的上課時間補眠。」⽬前就讀⼤學三年級，擁有15年補習經歷的奇蒂（化名）表
⽰補習佔據了中學求學⽣涯的⼀⼤部分。除了學校的課業外，補習班的課程就如
同肩上另外的重擔，需要同時兼顧兩者，在時間分配上是⼀個考驗。且奇蒂也提
到，⾃⼰會太過依賴補習班，如未補習之科⽬，考前就會很慌張不知如何下⼿讀
起，對比有補習的科⽬，補習班老師就會整理好考前重點，⽅便應試。此外上課
容易偷懶、鬆懈，⼼裡抱持著補習班會再教⼀次的⼼態，⽽忽略學校教學。如此
種種，學⽣選擇在補習班⽽非學校「學習」，讓學校教育未能於學⽣⾝上正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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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導致出現補習班與學校教育本末倒置之現象。

補習教育仍待商榷
市⾯上對於補習教育的討論存在已久，其所衍⽣出的現象有許多，各類評論皆
有。補習班的出現讓學校跟不上進度的同學能有個加強學習的地⽅。⽽⽗⺟望⼦
成龍、望女成鳳的⼼態，使他們願意花重本送孩⼦進入補習班，卻可能出現學⽣
太過依賴補習，教育本末倒置等問題。綜觀台灣對於補習相關之政策還未臻完
善，在數量提升的同時，如何加強把關品質的部分。總總補習所引發的相關問
題，都應該再多加思慮些。

教育不應只局限於考卷上成績，應多注重於學⽣的多元探索，讓每個擁有不同專
⻑的⼈，能有更多不同的學習機會。教育制度的改善與補習未來是否能夠達成雙
贏的局⾯，還須端量與探討。

縮圖來源：林函諭攝

      

 記者 林函諭

編輯 蘇嘉薇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13243?issueID=707
https://twitter.com/share?text=??????????&url=http://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13243?issueID=707
javascript:void(0);
http://castnet.nctu.edu.tw/aboutAuthor/881
http://castnet.nctu.edu.tw/aboutAuthor/882

	台灣補習教育之現象
	「質」與「量」　該如何拿捏
	為何而補　教育制度出問題？
	補習班與學校教育的本末倒置
	補習教育仍待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