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人教育模式-全球化視⾓角 
書籍介紹 
　　　在全球化時代中，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與各地華⼈人在國際學習成就評比 (如：PISA等)
的特殊表現，引起世界各國學者重新檢視過去華⼈人圈「應試」與「背誦」等充滿教育偏⾒見見的討論。
其中許多新興議題，更更在國際上備受矚⽬目，例例如：兩兩岸四地中學⽣生之所以能在PISA中屢屢次奪魁，難
道只是他們擅長考試？近年年來來各地盛⾏行行的世界⼤大學排名，對華⼈人⾼高教有何影響？3.0版的中國⾼高教代
表了了哪些值得世⼈人關注的改變？當孔⼦子遇到杜威，中⻄西⽅方教育會迸出什什麼火花？華⼈人移⺠民是如何在
海海外傳遞華⼈人教育與⽂文化火種？⾄至於網路路時代⼜又將如何改變華⼈人的學習習慣？


　　　這些有趣的議題，經由數⼗十位中外學者的探討，透過他們⾃自⾝身局內⼈人與局外⼈人的⾓角度，深入
淺出的分析與比較兩兩岸四地、美、澳、紐、菲等各地華⼈人教育的異異同，可謂當前國際上類似主題的
重要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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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主編序 
　　　近幾年年，隨著中國⼤大陸經濟與政治實⼒力力的崛起，加之具有華⼈人背景的學⽣生在各種國際學習評
量量（如PISA等）中，表現優異異，愈來來愈多⼈人開始關注「教育」與⼤大陸⽇日漸興起之間的關聯聯。有鑑於
此，編者希望透過多國國際學者的協⼒力力合作，經由各地華⼈人世界與社群對於教育理理念念與學校實務等
的探究，以解釋華⼈人圈中共同的教育特質，藉此歸納出相關的理理論或模式，⽤用來來解釋華⼈人教育如何
在激烈的全球化競爭中，能夠在各種國際評量量與競賽中脫穎⽽而出等疑問。同時試著去理理解這些⾝身處
不同地理理環境的國際或華裔學者，如何透過局外⼈人與局內⼈人的視⾓角，比較世界各地區華⼈人教育的特
⾊色。




　　　有鑑於此，2016年年春季Springer出版社出版了了《華⼈人教育模式：全球化視⾓角》（Chinese 
Education Models in a Global Age）英⽂文版專書，在撰寫脈絡上，先從歷史脈絡等縱軸⾯面，選擇⾃自
⼗十八世紀中現代教育制度啟蒙的歷史發展脈絡，觀察當代中國⼤大陸等華⼈人地區教育模式的演進與發
展。其次，再從國際視⾓角的橫切⾯面，分析當東⽅方遇⾒見見⻄西⽅方時所發展出的模式，是如何受到⻄西⽅方教育
哲學與制度的影響。第三部分則涉及華⼈人教育模式理理論與實務的探討，比較其在各處發展的異異同。


　　　由於上述研究計劃屬國際上少⾒見見的⼤大規模華⼈人教育研究，因此每位作者的研究主題各有千秋，
從⻄西⽅方影響下的華⼈人⾼高教模式、當杜威遇⾒見見孔老夫⼦子、中國⼤大陸教育政策，到網路路學習調查研究、
儒家思想與數學教育、兩兩岸四地學⽣生PISA（國際學⽣生能⼒力力評量量計劃）的學習時間比較等當代新興議
題。


　　　在舉世出現「⼀一窺華⼈人教育究竟」及「華語學習」熱潮中，本書的出版，基本上符合上述需
求。本書最後歸納出：各地華⼈人教育並不侷限於單⼀一模式，⽽而是包含三項特徵：

　　　1.華⼈人教育模式隨著時代⽽而持續變動。

　　　2.在近代教育模式的建立與轉變過程中，融合了了中國儒家與德、法、⽇日、美及蘇聯聯等國的教
育經驗，可謂集合東⻄西教育的精華。

　　　3.隨著華⼈人的⼤大規模全球遷徙與移⺠民，在歷經各種不同社會情境的影響下，衍⽣生出符合不同
社會需求的樣態。

　　　本書英⽂文版出版後，隨即獲得國際各界好評與讀者回響，希望中⽂文版本能夠早⽇日問世。經過
眾⼈人⼀一年年餘的協調與努⼒力力，本書中⽂文版終於得以問世。


　　　本書中⽂文版，要感謝每⼀一位作者與翻譯者所付出的辛勞，加上臺灣⼼心理理出版社洪有義董事長、
林林敬堯總編輯的慨允出版，編輯林林汝穎女⼠士的細⼼心校對。衷⼼心盼望本書能對關⼼心全球華⼈人教育發展
的讀者，有所助益和啟發。


周祝瑛、錫東岳、魯魯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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