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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心靈》研析──淺探現代教育制度 

 

壹●前言 

 

「社會根據受教育程度選拔人才。人通過受教育實現社會地位的變遷。教育伴隨

著人類社會的產生而產生，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與人類社會共始終。」（註

一）《危險心靈》中那名自殺的學生沈韋認為：「我以為我會在學校學習思考、體

會、尊重、分享，好讓我更懂得享受生命所賦予我的一切，更懂得熱愛這個世界。

直到我開始上學之後，我才明白我想錯了。他們說，教育就是競技場，而讀書不

過是一場又一場的爭奪戰，為了保持領先，我們放棄思考、體會、尊重、分享，

開始學習平庸、冷落、虛偽、貪婪。」（註二）在現在的臺灣教育制度之下，到

底培養出什麼樣子的孩子？ 

 

貳●正文 

 

一、臺灣與其他國家的教育制度簡介（介紹國家為台灣留學生留學的前五名國家） 

 

01. 臺灣 

 

「就臺灣現行學校制度而言，一般學子完成了國民教育以後，開始劃分為『專業

學術教育』與『技術職業教育』兩種不同途徑的教育系統。此外，爲提供一般社

會大眾更廣泛的進修機會，我國還設有進修補習學校，並且對於各類資賦優異學

生或身心障礙學生，設有特殊教育，以使各類學生均能適性發展。」（註三） 

 

02. 美國 

 

「美國的教育制度，整體上可分為四個階段：那就是（i）學前教育（pre-school 

education）；（ii）初等教育（elementary education）；（iii）中等教育（secondary 

education）；（iv）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註四） 

 

「美國法律規定，任何學齡兒童均應進入學校就讀，並提供義務（免費）的中小

學教育，當然進入私立學校就讀的話，便要繳付相當昂貴的學費。有些公立中學，

也錄取外國學生就讀，並會發給留學生簽證，但這些外國留學生，卻要繳交學費，

情況與其他進入私立中學的學生大致相同。至於小學與中學的學制，在配合上也

有幾個不同的形式，因每州、每個城市或鄉鎮的不同情況而有異（例如有些是六

年小學及六年中學制，亦有些是學分為二或三年制的初中及四年制的高中等等形



式），但無論如何，原則上在學童十八歲時，應該唸完中等教育。由於美國的養

務教育普及，大約有 93％的適齡兒童接受中等教育，而 70％可完成學業，其中

大部份再進入大學或專上學院繼續升學，開始他們的高等（專上教育）。」（註五） 

 

03. 英國 

 

「英國教育包括五個部份，分別是： 

‧ 五歲以下學童之學前教育 

‧ 五歲至十二歲之間學童（某些情況包括十二歲學童）的初等教育 

‧ 十一歲（或十二歲）至十八歲學童的中等教育 

‧ 擴充教育─提供十六歲以上義務教育後學生各類學術或職業訓練課程 

‧ 高等教育─包括大學部到博士班學位準備課程」（註六） 

 

04. 澳大利亞 

 

「在聯邦政府制度下，州及特區政府內的公私立學校機構負責提供教育服務。聯

邦政府則以經常性支出和捐款形式，提供補助。」（註七） 

 

「◎學前教育及幼兒照顧 

 

大部分澳洲兒童在強迫入學年齡之前即開始接受學校教育，其中很多都是到學校

內所設的學前中心上學。學前中心一般招收四歲的兒童，每日分上、下午班上課。 

 

◎小學及中學教育 

 

澳洲實施義務教育，兒童必須上學，直到十五、六歲為止（上限年齡各州不同）。

全國超過百分之七十的兒童在公立學校就讀，中小學課程完全免費。大多數兒童

就讀公立學校。 

 

中等學校教育由第七或第八年開始，直到第十二年為止。最普遍的是男女合校或

多功能中學，設有多種學科及活動供學生選擇。 

 

◎高等教育 

藉著合併教育機構，澳洲對高等教育做了大幅度的調整，從而帶來許多好處，例

如學科、課程和獎學金的類別都顯著增加了，有關轉學學分的規定也較為合理，

教學和研究設備都改善了許多。 

 

澳洲有 39 所公私立大學，總計 63 萬名學生。澳洲大學平均每年投注 30％左右的



經費在研究及研究訓練上，並在人文學、社會科學、科學研究等範疇中受到國際

矚目，澳洲學者通常參與國際組織研究團隊以分享各國科技資源，其研究也時常

往海外發展。」（註八） 

 

05. 加拿大 

 

「加拿大教育制度由幼稚園至大學，包括公立及私立學校。依據加拿大憲法規

定，教育由各省負責，因而各省之間教育制度有極大差異。然而，全國的教育標

準都一樣高。 

 

通常加拿大兒童在四或五歲，以志願方式就讀幼稚園一或兩年。年滿六歲時開始

就讀一年級。學年通常由九月至次年六月。中等學校為第 11、12 或 13 級，依各

省而定。進而學生可就讀大學，學院或 Cegep。Cegep 係一種法國式普通科與職

業教育，兩年普通教育或三年技術教育，介於高中與大學之間。魁北克省有 Cegep

制度。」（註九） 

 

06. 日本 

 

「日本學校的教育制度分為小學六年、中學三年、高等學校三年、大學學部四年，

另外，大學院修士課程二年、博士課程五年（等於研究所和博士班）。此外，高

等學校畢業之可升入短期大學教育二年，還有其他教育機構，包括各種專門學

院、專修學校、函授學校等等，日本的學年度與台灣不同，每年的四月開學，隔

年的三月學期結束。」（註十） 

 

二、臺灣教育改革 

 

01. 緣起 

 

「國內教育改革從八十三年四月民間發起的『四一○教改行動聯盟』提出落實小

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制定教育基本法等四大訴求，引起社

會的關注，國內教育改革開始全面推動。」（註十一） 

 

「以教育鬆綁、學習權的保障、父母教育權的維護、教育專業自主權的維護為基

本理念，並以教育鬆綁、帶好每位學生、暢通升學管道、提升教育品質、建立終

身學習社會為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針。」（註十二） 

 

02. 國內教育改革的成效 

 



「國內年來推動教育改革工程，基本上都是延續民國八十三年『四一○教改行動

聯盟』所提四大訴求，及民國八十五年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所提出『教育

改革總諮議報告書』的理念與方向。而這些教改的規劃絕大部分都已逐步推動落

實中。」（註十三） 

 

雖然政府積極推動教育改革，但筆者認為，對學生來說，或許是另一負擔。以前

教科書皆選用國立編譯館所編輯的，對全國考生來說，大考至少有一定的範圍；

民國九十年起開始使用「一綱多本」的教科書，開放給一般的民間機構，對於學

生而言，需要再買更多參考書，如果有的學生買不起其他版本的參考書，他們不

就輸在起跑點上嗎？ 

 

然而廢除能力分班，我倒是覺得這對大家來說是比較公平的，並不會天資優異或

是資質較差，而對不同的學生貼上不同的標籤。 

 

參●結論 

 

現在教育改革衍生出許多問題，雖然其目的為造就有個人特質、具有競爭力的下

一代。但是有時候，我覺得那些事情對我來說好像只是學者之間的爭論。我們應

該是往前看，而不是一直停頓在原點，為了這些問題爭吵。到底教育改革該改還

是不應該改變？ 

  

對於「四一○教改行動聯盟」訴求中的「廣設高中大學」部分，個人比較無法認

同。在94年度大學錄取率已高達89.08％，這意味著大部份的考生都能上大學，但

也代表學生的素質會慢慢低落。 

 

要看一個國家的素質，並不是看大學錄取率，應該看教育程度、識字率等等。「我

國94年底15歲以上人口之教育程度，以高中（職）者佔33.5％最多。」「94年底

年滿15歲以上現住人口識字率為97.3％」（詳細內容請參考

http://www.moi.gov.tw/stat/main_1.asp?id=2151）「識字率能反映出一個國家教育普

及的程度，也可反映出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另一方面，識字率的增加和國民義

務教育的實施以及印刷術的普及等也有著關聯。」（註十四）「與其他主要國家

比較：我國15歲以上識字率略低於美國、日本、英國、德國等全民識字國家，但

高於香港94.6％、新加坡93.8％、中國大陸88.2％。」（註十五） 

 

其實不管是哪一國的教育體制都蠻類似，但是實施的情況卻可看出許多不同。為

何其他的國家做的好、哪裡是他們做不好的部份，都是我們需要學習、避免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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