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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為什麼這麼亂？   

九年一貫不一貫---魏棻卿 

  

鬆綁教科書，錯誤百出 

 

對的老師，也需要對的工具。教育部審核合格的民編版教科書，卻錯誤百出。 

 

去年 11 月，立委拿著民間版教科書，指出教科書中的歷史年代、平均國民所得金額等多

處錯誤。 

 

這麼多錯誤，「是因為沒有一年的試教期，」莊明貞說。以往國編本教科書會先在實驗

學校試教一年，找出問題後再全國採行。現在因課程綱要太慢通過，民間教科書業者出

版不及，快開學老師連書都還沒拿到，更別說試教。 

 

教科書直攻教育現場，錯誤一堆，「大家都成了試教學校，」全國教師會祕書長吳忠泰

很無奈。 

 

鄉土語言教材也同樣受爭議。教育部因考量地域性差異，未將鄉土語言教材納入審定，

放任的結果，音標版本高達七種。還曾有立委痛批，同篇課文，各家文字版本大多不

同，讓師生無所適從。 

 

教科書和鄉土教材一綱多本，看似多樣選擇。實際上，各版教科書的課程難度無法相互

銜接，「讓教科書商如同採購綁標，一綁綁九年，」立法委員李慶安認為最後反而獨厚

教科書業者。 

 

尤其在考試範圍無邊際的情況下，家長只好將各版教科書統統買回家，外加送孩子到補

習班集訓。鬆綁的結果，「孩子學習壓力反而增加，」李慶安說。 

 

有錢才會有教育？ 

 

一旦新課程的十項能力養成，需要的是更多的教科書和補習來堆砌，家長不禁要高呼，

「錢從哪裡來？」 

 

對經濟弱勢的家庭而言，的確不知道錢要從哪裡來。 

 

距離台北約一小時車程的台北縣平溪國中，57％的學生來自失親或單親家庭，經濟多半不

充裕，有的甚至連一學期新台幣 1000、2000 元的學費都繳不出來，更不可能多買一本教

科書或上補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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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一貫課程將英語教育提前至國小，擴大教育落差。台北市興雅國中英語老師林淑媛

就曾遇過某國小因缺乏英語師資，跑來問興雅國中可不可以將上課情形錄成影帶，讓他

們放給學生看，以瞞混過關。 

 

像這樣，學校的英語師資不足，加上家庭經濟無法讓孩子到補習班加強學習時，同年級

孩子的英語差距就會很大。「很多小孩子進入國中連 ABC 都還不會時，就凸顯出貧富差

距的問題了，」林淑媛說。 

 

回歸十項能力養成的基本需求，也凸顯出城鄉間的貧富差距問題。 

 

《遠見》雜誌調查發現，老師認為十大基本能力中，最難教的前三項能力分別為獨立思

考與解決問題（22.1％）、主動探索與研究（21.0％）、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11.0％）

等。 

 

這些能力養成需要加深加廣的學習，鄉下學校卻缺乏對應的文化資源。例如，平溪國中

附近連文具店都沒有，更沒有一間像樣的圖書館，「我們彈盡援絕，如何提供學生多元

學習？」詹政道呼籲教育部正視這個問題。 

 

綜觀師資、教材、貧富差距等，都是執行一團亂的重要因素。「政府應該重視執行上的

問題，否則再好的理想無法執行，也是等於零，」一位家長直言。 

 

邁向後現代思維 

 

實際上，執行落差最終還是源於思維的差異。九年一貫已邁入後現代課程的思維，台灣

社會，卻還普遍停留在現代思維。 

 

「現代課程觀，將學校比喻成工廠，旨在培養出一致化的人才；後現代課程觀，則充分

強調人才的多元差異性，」莊明貞解釋。 

 

當後現代思維的教育靈魂，藉著九年一貫課程之軀解放學習內涵，現代思維的人卻不知

如何接招，正是九年一貫窒礙難行的主因。 

 

多數老師的思維天空，尚未從現代教育思維的「教書」，進化到後現代教育思維的「教

人」。 

 

台北縣柑園國中主任李惠銘解釋，教書，是以知識為主體的教學，著重既有知識的傳

遞；教人，是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重視學生個別的差異和發展，但是很少有老師能夠

瞭解到個中差異。 

 

書是死板的、人是靈活的，有限的課本知識，難以對應個人生命場景的複雜。為跳脫課

本知識的局限，柑園國中以自編教材來延伸學習。但是在帶領老師編教材的過程中發

現，「要讓老師從課本中跳出來並不容易，」李惠銘說。 

 

家長觀念仍多停留在升學主義，而非多元適性。所以在南部鄉下仍不難聽到，「打進台

南一中，考上台大醫科，就吃喝不盡」的教育口號。 

 

台灣教育之所以非常重視考試，「是因為太重視下一代的未來，」黃榮村說。但他也提

mailto:service2@cwgv.com.tw?subject=遠見網站服務
http://www.gvm.com.tw/wanted.htm
http://www.gvm.com.tw/ad/index.htm


醒，所謂的未來，應該是一個多元光譜。父母如果只看得到考試的一道光譜，孩子是看

不見人生的紅、橙、黃、綠、藍、靛、紫。 

 

台灣長期以來考試引導教學的教育模式，讓學生很善於畫重點，卻不善於擘劃未來。 

 

習慣坐在教室、從老師口中畫重點的台灣學生，逐漸喪失獨立學習的能力，「非教室課

程（課外教學），就覺得沒有學習重點，」詹政道感慨。 

 

九年一貫將未來主導權交回老師、家長和學生的手上，很多人卻不知該如何接棒。就像

提供更多元的學習機會給學生，學生也未必會投入學習，可能還會老練地先問清楚，

「老師，這部分考試會不會考？」 

 

改了教法，卻沒改腦袋。教育改革所引發的種種爭議，新舊觀念所導致的衝突，或許是

最大的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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