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間 國際教育發展趨勢的省思 
⽂/周祝瑛( 政⼤教育系教授 ) 

      在這次的總統⼤選中，台灣出現很⼤的世代差異，由於兩代⼈之間成
長背景的不同，包括：社會上的經歷、台灣的發展以及與⼤陸的關係等。
台灣年輕⼈相信「要衝會贏」，老⼀輩⼈認為「要衝不⼀定會贏」。尤其
⾯對中國⼤陸，台灣該學習如何「以⼩事⼤」，維持與對岸的和平相處，
進⽽爭取更多的優惠與資源，來改善⽬前台灣的經濟狀況。 

從最近台灣與香港等發展趨勢，可以歸納如下特⾊。 

⼀，網絡影響很⼤，不管是當年台灣的太陽花學運，或者是⽬前香港的顏
⾊⾰命，或是在去年（2018）法國巴黎發⽣的黃背⼼運動等，都發現跟網
絡的流傳與滲透⼒有關，這些流傳幾乎都是跨國規模。 

⼆，在全球化浪潮下，本⼟⽂化的延續應該怎樣去進⾏？其中語⾔是決定
⼀切⽂化跟教育存活的重要因素。如何透過⽂化、語⾔、及藝術等，來傳
承本⼟化的命脈。 

這其中有以下幾點，值得加以釐清： 

⾸先，是⼈與⼈的關係：討論⼈權、倫理之間的關係，⼀直都是教育關注
的議題。 

其次是⼈與環境的關係：如⼈與海洋的關係，溫室效應引發天氣愈來愈熱
的異常天氣。今年北極圈數⼗場的森林火災，亞⾺遜的⼤火等，讓我們關
注到此議題的重要性。 

三，⼈與科技：科技的發展對教育有較⼤衝擊，有⼈說AI教師已經出現，
可以進⾏⼈臉識別，學⽣皺⼀個眉頭，AI老師就偵測到學⽣的問題所在。
但是AI老師造價非常⾼，所以短期內尚無法普及。 

四，⼈與社會：特別是公平與正義，包括多元⽂化和移⺠等議題。這些問
題⼀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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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與戰爭：如中東連年的戰火，造成百姓淪為難⺠，在歐洲等各處尋
求庇護，難⺠與移⺠的保護與融合，都成為教育上的重⼤課題。 

因此，當前國際教育熱點議題包含： 

⼀，國際中學⽣能⼒評量計畫（PISA）──⾃2018年起加入國際理解素養
（global confidence），加強中學⽣與不同⽂化⼈⼠互動、合作等的能
⼒。 

⼆，世界⼤學排名。世界⼤學排名對⼤學影響很⼤。全世界有2萬多所⼤
學，⼤概只有不到1％的學校有機會排進世界100⼤或者世界500⼤。那麼，
沒有被排進去的學校要怎麼辦？ 

三，另類教育。主流教育透過公立學校進⾏教育上的⼀致性推廣；⽽另類
教育則是有別於主流教育的形態，如台灣的實驗教育，與在家裡上學等。 

四，少數族群。針對移⺠社會，解決少數族群的差異，包括了解語⾔形態
上的差異，破除族群偏⾒與尊重多元發展，尤其是教師對少數族群的理
解。 

五，環境教育。包括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垃圾分類、環境保護等。 

看看上述的巨⼤國際局勢與教育上的變化，台灣應當如何培養優質與多元
的下⼀代⼈？值得更多的關注與討論。原⽂網址: http://www.merit-
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568453

/2 2

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568453
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5684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