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理是越辯越明真理是越辯越明真理是越辯越明真理是越辯越明，，，，道理是越說越清道理是越說越清道理是越說越清道理是越說越清，，，，是嗎是嗎是嗎是嗎？？？？    

在這功利主義，極端速食文化之下，急

就章推行 12 國教的教育政策，已讓各界撻

伐，不但違背民意甚遠，更讓學校體系無所

適從。近來看到家長團體動作頻頻，高喊「暫

緩12國教」、「零抽籤、廢除志願序」、「會考

一試兩用」或是「牽手護孩子，拒當白老鼠」

等訴求，不禁讓我想起 100 年元旦，馬總統

宣布自 103 年起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上至政府，下至民間無數的機關團體，開始

啟動辦理了數以千計的公聽會、諮詢會、說

明會，至今，反彈聲浪為何還是如此之大？

面對廣大接受政府教育的受教者，直接的情

緒表達是必要的，這是民主之下，人民行使

監督之責的回應，而身為執行教育政策的第

一線教師，又是如何看待？ 

12121212 年國教成功是因為政府年國教成功是因為政府年國教成功是因為政府年國教成功是因為政府，，，，失敗是因為失敗是因為失敗是因為失敗是因為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用來說明政府推動政策的進退心態，

已有立場。基層教師在政府擬定教育政策的

過程中，向來是被邊緣化的角色，無論各項

委員會代表及會議邀請，基層教師的比例盡

是相對少數，更有些敏感會議不敢邀請教師

組織代表參與，顯示對基層教師教學專業的

不尊重。教育政策皆是專業議題，教師代表

各層級的專業執行者，更有專業組織，一味

以學者觀點談論基層教育，辦公室思維決策

現實教室運作，背離教育生活圈之巨，不言

而喻。所制訂出的許多方案，往往窒礙難行， 

 

 

 

 

 

卻以「教師推行不力、不願配合」之名，嚴

重打擊教師士氣，誤導家長觀感，造成學校

現場的惡性循環。 

以台北市為例，陸續推出「活化教學」、

「學習共同體」、「素養評量」等政策，逼得

老師要在短時間內做出改變，要老師在學生

面對教改潮流去接受單一式的教學內涵，根

本是本末倒置。殊不知教育專業本有各種教

學模式，各類評量方式，要老師活化，不就

是說過去教育僵化？學習共同體，藝能科早

就分組學習，體育科還在操場供全校及社區

一同觀課。因此，改革不應強以單一口號，

推翻過去教師的教學方式。國中教學的關鍵

在於升學的篩選方式，還是以考試為主(免試

還是要會考)，課綱無法跳脫學術理論的束

縛，並在課程時數的配置上還是著重基礎工

具學科，連特色招生的考試內容也直接訂為

國、英、數三科。教育部奢談「教、考分立」，

如何用「教是一套、考是一套」的教育理念

來說服家長及老師，教學的目標如何跟升學

篩選脫鉤，種種的混亂思維，造成教學現場

的不安。 

老師在面臨如此急速的教育轉型，我們

該有甚麼心態？該有何種作為？是否默默的

承受並執行主管機關所制定的一切？面對學

生，學校教師是最了解的第一線人員，針對 

 

教育政策的適用性，是否能諫言、直言？當

然，也要有察納雅言的領導者，才能聽得懂

這種道理。教師既是受雇者，也是專業人員，

對於政策的參與，本就責無旁貸，只是大家

被考試升學制度引導過久，面對政府的改

革，或許少了那麼一點信心。 

歸納出的幾點基層反映，試圖引導不同的思

維點： 

一、國中升學是否能解除單一性考試成績對

照志願選填 

少子化趨勢及均優化的師資結構，應調

整學生篩選方式，落實適性揚才的理

念，如何發展出讓不擅考試的孩子也能

有適合的學習環境，也能有對應銜接的

高中教育，讓習慣將分數為目標的孩

子，專心在學習內涵及生活應用等，不

用再去補習班追逐最後的分數。壓力由

考試轉進學習，學習變成應用而非目標。 

二、社區學校的資源重分配，增加特色班級

招生比例 

能夠就近入學並獲得相等的優質教育，

沒人會喜歡多花時間在三年的交通耗損

上，讓學科表現優異學生能夠在地找到

特色班級入學，開放能力分組，因材施

教，有效銜接差異化學生，減少家長憂

慮。 

三、課程結構活化，增加性向探索與生涯規

劃內容 

課綱解構，估算國中階段所需基礎知

識，調整授課分配，尋找未來社會公民

所需之基本能力，以未來就業市場需

求，增加國中性向特色課程，融入勞動

教育，瞭解就業環境趨勢。 

 

四、補足教學人力，引導多元發展 

教學正常化，須有專業教師授課為前

提，降低兼、代課比例，解決配課問題。

強化訓輔功能，提高專屬人員編制，提

供中輟及低學習成就學生適當課程，引

進專業人員入校協助，減少非專業教師

負擔。 

 

所有人都同意：「教學現場的改變」才是

十二年國教的重點。改革的關鍵，就在教師。

教師願以基層的經驗、教育者的觀點，要求

政府重視教育現場的現實問題。沒有老師不

想學生好、學校好，當初這群社會菁英願意

投入教育工作，一定有他的熱誠、使命。面

對 12 國教，我們衷心期望符合當初推動精

神，在政策推行悖離初衷之際，以專業的角

度適時給政府諫言，希望能讓我們能創造共

榮的教育環境給予未來的學子。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五大理念： 

（一）有教無類（二）因材施教 

（三）適性揚才（四）多元進路 

（五）優質銜接 

總體目標： 

1.提升國民基本知能，培養現代公民素養。 

2.強化國民基本能力，以厚植國家經濟競爭力。 

3.促進教育機會均等，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 

4.充實高級中等學校資源，均衡區域與城鄉

教育發展。 

5.落實中學生性向探索與生涯輔導，引導多

元適性升學或就業。 

6.有效舒緩過度升學壓力，引導國中正常教

學與五育均衡發展。 

7.強化國中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機制，以確保

國中學生基本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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