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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話

教育改革應該是一個持續的過程，而對教改的反省也必須亦步亦趨，如此才

能不斷精進。本次專刊以1994年的「四一○教改運動」為起點來反省。採約稿與

自行投稿雙軌並行，期能採納多樣的觀點和聲音，同時也經過嚴格的審查與來回

多次的修改。本次計有專論三篇、研究紀要一篇，以及張建成教授賜稿對教育機

會均等的議題與趨勢一篇。以下分別介紹：

第一篇是由國立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李奉儒教授所撰〈臺灣高等教育改革30

年的回顧：新自由主義的衝擊與批判省思〉。研究首先指出高等教育政策強調資

源使用之效能和人力資本的競爭力，並重視效率、品質、卓越、績效責任等，使

市場「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之邏輯得以入侵高等教育領域，造成高等教育的改

革充斥著市場化、私有化、法人化、商品化等趨勢，導致教育機會均等與社會正

義的理念被「再概念化」。其次，該文回顧與省思臺灣30年的高等教育改革，提

出有學術資本主義與新公共管理主義這兩種走向。第三，該文認為高等教育的正

當性在於知識的探究、產出、傳授與學習，學生藉以培養個人與專業生活所需的

知識、經驗與理解。質言之，知識不是商品，大學不是知識工廠，高等「教育」

也不應該被轉換概念為高等「訓練」。第四，我們不能把高等教育視為市場或商

品，需要把它當作權利；我們不能只用績效責任或經濟效能來定位大學為法人企

業或是知識工廠，而是需要以民主價值和公共善來期待大學。

第二篇則由國立宜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林大森教授撰文。他本身是技職體系

出身，以切身的體驗來檢視職業教育的轉變。1994年的教育改革，民間教改要求

「廣設高中大學」，政府則以「暢通第二國道」因應，逐漸造就了技職體系龐大

的教育版圖，產生了許多科技大學。但如今卻不敵少子女化，面臨關門的命運。

文末建議勿再嚴守齊頭式平等，適度開放市場競爭，建立具高市場價值的專業證

照，為技職教育開創坦途。

第三篇是由國立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洪承宇副教授撰文，探討學生權利的

變化。他指出「四一○教改遊行」後，我國通過《教育基本法》為學生權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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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立下基礎；後續歷經修法，已將學習權、教育機會均等、弱勢者教育、人格發

展權、體罰之禁止等寫入條文之中，富含進步價值。該文梳理了臺灣校園民主發

展，訪談八位當年投入四一○教改、後續持續參與教改組織或進入教學場域之受

訪者，反思《教育基本法》歷經五次修法仍未盡之處，期許朝「學生權利保障

書」的目標邁進。同時，該文亦指出前導學校、種子教師、課綱學生代表、兒少

代表、校務會議學生代表等，甚至學生自治會培力等賦權做法，促進涓滴與逆流

效應，鬆動校園僵固的權力關係；壓力團體與學生族群的倡議與媒介使用，更帶

出推波助瀾的泛流效果。

第四篇的研究紀要是由中央研究院歐美所黃敏雄研究員與國立中正大學社會

福利學系顏詩耕助理教授合寫。該文由學生的數學成就在國際評比的表現，探討

與臺灣教育改革相關政策之可能關係。2012年之後，臺灣的國、高中學生經歷了

一波數學表現下滑的趨勢。首先觀察到的跌落點是在2015年，之後在2018年創下

新低。然而，根據2019年與2022年的國際數學評量結果，臺灣國、高中學生的數

學表現從低谷回升，成績僅次於新加坡，或與新加坡並列各國之首。研究發現，

不同調查年度學生背景特質的改變，不能解釋數學表現的下跌，但在一項國際評

量中，可以部分解釋下跌之後的回升現象。數學表現的下跌發生在2014年國中教

育會考實施之後，也就是各科成績被化約為七個標示之後。而帶動數學表現回升

的那幾屆學生，擺脫了會考新計分方式的可能負面影響，並且他們所接受的數學

課綱在課程內容上比較具有連貫性。

張建成教授提供了教育社會學對教育機會不平等現象的研究趨勢。文中指出

傳統上大多從經濟的角度著眼，認為物質結構面的財富或資源分配不均，影響

不同人群之總體生活質量，因而造成社會區隔、對立或分裂。此一觀點的解釋力

及影響力，至今未見衰微；只不過，最近有些學者試從制度文化面入手，以闡釋

不平等的現象。該文搜尋過去20年間美國社會學協會會長的就職演說，至少有五

位會長係以「不平等的文化脈絡」作為講演內容，可見這類話題甚具熱度。該文

歸納他們的論點，分為「他者歸類系統」和「家庭教養效應」兩部分呈現探索心

得：「他者歸類系統」，是影響整個社會不平等的主要機制；而「家庭教養效

應」，則是構成大半教育不平等的潛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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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刊從幾個重要層面來回顧與檢討教改30年的成效，提供新的切入點，希

能引起更多的反思。感謝賜稿者的辛勞與支持，大家一起為教育學術繼續努力！

客座主編　蘇永明、劉蔚之　謹誌
202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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