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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身為接受了台灣教育體制 15 年高中生，我們習以為常的學生生活對於他國學生來說

必定相當陌生。雖然處於相同年齡的情況下，各國學生對彼此的生活作息、對自己接受

之教育的價值觀和思想等皆不盡相同。究竟在不同制度下的學生在學習上有什麼樣的差

異？擁有的價值觀又有何差異？因此，我們決定探討台灣與澳洲教育體制的差異，以及

高中生對此的看法。  

 

二、研究目的  

  

（一）瞭解兩國的教育體制之發展史和現今教育體制的差異。 

 

（二）透過問卷分析兩國學生因所受教育不同對生活作息與課後學習形成的差異。     

 

（三）統整兩國教育體制對於高中生生活影響之差異，並提出相關建議。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透過期刊、書籍及網路資料彙整，分析兩國教育制度差異。 

 

  （二）問卷調查法：透過蒐集針對台灣及澳洲高中生之 Google 問卷調查，再經資料                

的統整、數據的彙整後利用有效問卷進行研究與探討。      

 

（三）研究流程 

 
圖一 : 研究流程 

                                       (圖一資料來源 : 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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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正文 

 

一、臺、澳兩國教育發展之比較 

 

（一）台灣與澳洲的教育制度歷史發展簡史 

 
  台灣的教育制度自荷西統治時期新港文字和平埔族教育的出現，到鄭氏時期將漢

人教育文化引入台灣，建立台灣第一間孔廟與太學，再到清領末期時讀書風氣盛行，

建立官民合辦的書院。日治時期引進兒童義務教育制度，1895 年建立臺灣第一所小學 

，1943 正式實施六年國民義務教育。「在日本的建設下，臺灣人民在 1945 年時教育普

及率已超過 80%。」（吳文星，2020）台灣職業學校和師範學校因總督府政策成為當時

多數台灣學生所受之教育。女性教育也在此時期逐漸發展，出現了專收臺灣女性的高

等學校。而部分追求更高學術知識的女性會再選擇到海外留學。 

 

    澳洲正式的教育開始於 19 世紀中，「當時澳洲政府建立了一個比英國教育制度更

完善的 3R（包括 Reading，Writing and Arithmetic）教育計畫，幫助建立更完整的公民教

育。」（Marion McCreadie，2006）當時澳洲各地政府皆有各自的教育系統和法案以以支

持教育制度的運作。此時的澳洲仍在部分地區存在以性別區分課程的制度。1870 年間

澳洲開始施行義務教育，1890 年代因經濟蕭條和工人的需求增加引進了技職教育體系 

，也取消了高等教育的學費也將課程延長至四年。1900 年間的開始積極宣導公民素質

理念。1950 年代，澳洲的教育制度仍維持小學 8 年、高中 4 年的課程。20 世紀初，澳

洲部分州區的高等教育尚未普遍，僅較富裕的家庭才能支持學童繼續接受高等教育。 

 

表一：兩國教育制度發展歷史比較 

 

 

( 表一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 

 

  起點 澳洲 19世紀中 

發展過程 

簡史 

台灣 

1.荷西時期：創新港文字、建立第一所教導平埔族幼童的學校 

2.鄭氏時期：將漢人教育文化引入台灣、 

建立台灣第一間孔廟與太學 

3.清領末期：讀書風氣漸盛行、建立官民合辦的書院 

4.日治時期： 

(1)設立專門管理臺灣教育的教育事務部 

(2)1943年實施六年國民義務教育 

(3)技職教育和女性教育的發展 

澳洲 

1.19世紀中：3R教育計畫 

2.1870年間：開始實施義務教育 

3.1890年代：引進技職教育體系、取消高等教育機構學費、 

  延長高中課程至四年 

4.1900年間：宣導公民素質理念 

5.20世紀初：少部分州區高等教育尚未普遍 

教育發展 

 
台灣 荷西統治時期 (17世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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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澳兩國教育制度發展差異 

  經過史料文獻研究分析，可知台灣的教育發展記載相較於澳洲有將近一個世紀的

領先。因台灣有長時間被殖民的歷史，接受到較多國家多元的文化影響，在教育制度

的發展上相對起來較為複雜繁瑣。而長期受英國殖民的澳洲在教育發展方面較台灣單

純，且因其土地面積較大，所以澳洲政府採取各州區皆能擁有各自的制度以方便各州

政府管理。不過儘管兩國教育的發展時間有些落差，引進關鍵義務教育制度的時間卻

十分相近；在女性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的發展也都有進行逐步的開放；禮儀及守時觀

念皆於 20 世紀初期被引進兩國。但兩國也因往後不同的發展形成了現今兩種幾乎截然

不同的教育觀。澳洲教育持續受到英國及美國西方教育的影響，而台灣則受漢人帶來

的中國傳統教育影響，形成了今日兩國對學生教育注重之方向不太相同的觀點。 

 

二、臺、澳兩國現行之教育制度比較 

 

（一）學前教育到國高中教育 

 

  台灣的幼兒園教育與澳洲的學前準備期教育皆是為了能更完善的協助學童承接小

學教育課程。然而在國中升高中途徑方面，台灣國中學生升上高中，須透過參加國中

教育會考之後分發。澳洲的國民義務教育因州別而有所不同，一般是 15-17 歲，因而有保

障所有國中生能直升繼續就讀同校之高中，其類似於現今台灣私立中學的六年一貫的

制度。而澳洲在少數州區如塔斯馬尼亞州( Tasmania )以及坎培拉( Canberra )，擁有獨特

的於高中最後兩年進行的 College 制度。「College 制度為大學的雛型，有助學生及早發

掘自身潛能，對考慮研讀大學或往技職發展的學生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兩年。」

( Queensland Goverment，2016 ) 

 

（二）技職教育 

 

        台灣的技職教育與高中教育為同階段不同的選擇，高職或五專即是除了高中以外

國中畢業後的升學途徑。澳洲的技職學校似台灣的科技大學  ，稱為 TAFE 院校

（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TAFE 即代表技術和繼續教育。這是一個政府運行

的系統，在高中畢業後繼續於職業領域提供教育。」（Olivia Blazevic，2015 ）。TAFE 課

程專注於特定工作場所的特定技能，完成課程後可憑 TAFE 高級文憑證書，獲得相關專

業技術技能性工作，也可免試直升大學本科二年級繼續深造。         

 

（三）教授課程方式 

 

  課程教授方式方面，台灣教授方式是以教科書主，以教師自編講義為輔。而澳洲

學校自幼兒園教育起就較沒有使用教科書的習慣，幾乎所有的上課書目皆由教師自行

編寫。「澳洲中學的課程規劃有一個很務實的特色，也就是整合性課程。」（李曉雯、

許雲傑，2010）澳洲採行整合性課程，將兩個或以上之科目融合，同時培養學生對學

習的結合應用能，這也是台灣新實施 108 課綱跨科課程的目標。 

 

（四）兩國現行之教育制度比較表 

 

表二：兩國現行之教育制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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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前教育 

台灣 幼兒園教育 
皆為幫助學童順利接軌小學課程 

而提供的選擇性教育 澳洲 
 選擇性的 

 學前教育 

 中等教育 

 (國高中) 

台灣 升上高中必須透過國中教育會考之途徑而後分發 

澳洲 

保障所有國中生能直升繼續就讀同校之高中， 

學生不必再透過考試分發 

（似於現今台灣私立中學的六年一貫的制度 ) 

 高等教育 

技職 

教育 

   台灣 
國中教育後，即可選擇接受技職教育 

體系，如高職或五專 

   澳洲 

高中畢業後若有意繼續升學， 

可選擇到技職學校 

( 似台灣的科技大學 ) 

高中畢業 

升學途徑 

   台灣 以大學與科技大學教育為主流 

   澳洲 
可考入大學本科就學也可入 

TAFE 院校就讀 

 教授課程 

   方式 

台灣 以傳統教科書文本為主方式 

澳洲 

自學前教育起就較沒有使用教科書的習慣， 

幾乎所有的上課書目皆由教師自行編寫， 

主採整合性課程 

 

( 表二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 

 

三、臺、澳學生之日常作息差異調查  

 

（一）學生生活作息調查 

 

  為了調查台灣和澳洲學生的生活作息和其對高中生造成的影響差異， 我們以

Google 表單向台灣和澳洲高中職學生發出共 330 份問卷，收回 320 份有效問卷。有效問

卷學生學校所屬地區為台灣共 168 份，澳洲共 152 份，主要收集以下題目的回答數據： 

 

                      
 

高一

55%

高二

35%

高三

10%

圖二：接受卷調查之台灣

學生年級分布

高一 高二 高三

Grade10 
(高一)

39%

Grade11 
(高二)

51%

Grade12 
(高三)

10%

圖三：接受卷調查之澳洲學生

年級分布

Grade10 (高一) Grade11 (高二)

Grade12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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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三： 接受卷調查之台灣、澳洲學生年級分布 

                      ( 圖二、三資料來源 : 研究者根據問卷調查結果製作 ) 

 

  透過對於兩國學生通常之課後活動調查能發現，台灣學生最主要活動為補習，其

比例有將近 40%，其次為自行在家讀書有約 20%，使用 3C 產品之比例則約有 15%。而

澳洲高中生最主要活動有自行在家讀書佔 36.5%，運動相關活動佔 12.5%，和朋友一

起度過佔 15%及才藝課程如鋼琴、西洋棋等佔 10%。 

 

                   
 

圖四、五 : 台、澳兩國學生之通常課後活動 

( 圖四、五資料來源 : 研究者根據問卷調查結果製作 ) 

 

  根據問卷結果發現( 圖四、五 )，兩國學生的課後活動種類有著顯著的差異。相比

之下，澳洲學生的課後學習活動中類較為多元化，而影響兩國學生課後活動不同的原

因中，與上放學時間和教育風氣的不同有關。台灣高中生為上午七點半上學下午四點

半到五點放學，而澳洲高中生則於上午九點上學，下午三點放學。在澳洲學生在在校

時間較台灣學生少將近三個小時的情形下，澳洲學生能運用的課後時間也相對更多也

更充足。而澳洲受西方教育風氣影響，提倡讓孩子自由發展且自小即支持孩子自我的

探索，這也是澳洲學生於課後仍會自主學習更多課外才藝或知識的原因之一。台灣學

生則因在校時間長而壓縮了能自行運用的課後時間，而目前台灣的教育風氣也仍是以

學業為主，這可能也是造成補習文化在台灣學生間盛行的原因。身為台灣高中生，身

邊有許多補習的同儕，而由於澳洲與台灣對於的補習文化大有不同，所以透過這一次

問卷我們也特別調查了澳洲學生對台灣補習文化的想法。 

 

（二）補習文化的調查與分析  

 

  台灣學生無論小學或中學生皆有高比例的補習行為，「高中生的課外補習比例是

75.6%，就算是高中職或五專也有 43.6%。」( 尹冠鈞、潘友傑，2020 ) 台灣的補習文化

普遍，大部分學生會在學校課程結束後繼續至補習班進行針對課內科目的一系列補強

或是增廣。不同於澳洲對於補習的定義。其實，澳洲並沒有一個用來明確形容台灣補

習班體制的英語詞彙，而他們所謂的「補習」於台灣學生來說其實是與校內學業教無

關的才藝或多元能力培養課程。因此，我們向澳洲學生調查，是否認同台灣普遍性的

補習課程的行為。此題依照認同度從一至十由最不認同到最認同的選項。 

 

49%
33%

16%

打工

1%

其他

1%

圖四：台灣學生之通常課後活動

比例

補習 在家讀書

40%

18%

16%

12%

7%

其他

4%

打工

5%

圖五：澳洲學生之通常課後活動

比例

自行在家讀書 運動相關活動

和朋友 才藝課程

使用3C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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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 澳洲學生對台灣補習文化之認同程度 

                       ( 圖六資料來源 : 研究者根據問卷調查結果製作 ) 

 

  依據問卷結果可發現，高達 80%的澳洲學生不太認同台灣於學生間普遍擁有的補

習文化。反觀台灣，大多數的學生有補習且不分平日與假日。平日放學後學生通常補

習到晚間九至十點鐘，回到家後還得花一、兩個小時做完學校作業，以致於普遍睡眠

時間推遲的現象。 

 

四、臺、澳學生期待接受之教育方式調查 

  

 （一）補習文化的調查與分析 

 

  「澳洲學生上課之方式經常給予學生自行討論的空間，且十分注重學生個人的思

考及想法。」 ( 李曉雯、許雲傑， 2010 ) 而在功課方面大多以是以報告為主 

，且較特別的是澳洲中學大部分的作業皆以電子方式進行上傳繳交，書面上的書寫不

再如以往般多。考試方面，台灣是以選擇題為主，申論題為次，而澳洲則更多是以申

論方式作答，讓學生寫出自己的見解，促進學生對事件的思辨能力而不只是一味相信

題目或資訊。 

 

（二）問卷結果統計與分析 

 

 
 

圖七、八 :台灣與澳洲學生對兩種教育方式的期待 

                    ( 圖七、八資料來源 : 研究者根據問卷調查結果製作 ) 

以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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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學生主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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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您更希望接受哪種教育

方式

(台灣學生回答)

以老師為主 學生主導

以老師

為主

62%

學生主

導

圖八：您更希望接受哪種教

育方式

(澳洲學生回答)

以老師為主 學生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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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問卷結果顯示（圖七、八），將近九成的台灣學生比起較傳統僅單方面吸取知

識的教學方式，更希望能得到藉由雙向回饋來提升自我思考價值而選擇以學生為主體

的教育。澳洲學生調查結果也以學生主導取勝，但比例較無台灣學生之高。台灣教育

制度近幾年成為許多人的討論議題，而 108 課綱的核心也是為提升台灣學生在多元素

養運用和跨科連結的運用能力，幫助學生建立從前常被忽略的思辨與表達能力。近幾

年台灣教育界已開始關注學生何以正確運用知識於生活中的重要性，並讓教育轉為能

陪養學生思考判辨的教育模式。希望結合學生之訴求和重要的素養培養讓兩國學生皆

能在更友善的環境下學習。 

 

  參、結論  

 

            一 、 教育制度層面 

 

 本研究小組透過文獻資料分析，精淺分析了兩國的教育體制並進行差異比較。認知

到兩國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在近代形成了不同的教育制度與理念方向。我們認為台灣的

中式教育制度相較於澳洲西式的教育仍有些許不同之處。台灣剛開始實施的 108 課綱中有

許多能促進學生接觸多元活動和學習的機會，但對於身為台灣高中生的我們來說，其實

質意義仍是為了準備升學而去接受的多元學習，故依然無法深入的推動。近幾年不管是

科展或發明展等，其實臺灣學生的成績在國際上也常獲得肯定，也說明台灣基礎教育是

有辦法給予學子良好的發展。但遠觀世界，國際上多數權威學者仍以西方已開發國家且

接受開放式教育者為主。台灣教育部當局已開始進行相關教育政策的推動，希望台灣未

來的多元學習發展能更加成熟，讓未來的學子能從小熟悉開放式教育且培養多元能力素

養。 

 

        台灣及澳洲皆擁有自己的一套教育制度，也許不盡完善，但也為因應不同的族群及

文化而發展出的較適合自己國家族群的教育制度。儘管制度上擁有些許差異，相信兩國

對於教育的理念皆相同是為了培養學子而努力，故在這方面並無實際的好與壞，不過我

們也該因應時代改善舊有的制度，幫助學生能順利與世界接軌。 

 

          

二 、生活作息差異造成的影響 

 

  透過對台澳兩國學生的問卷調查，了解到澳洲學生與台灣學生作息及課後活動的差

異。因學校作息安排和文化影響，學生能自主規劃課後時間的運用，不過仍須考量過自

身情況後再進行選擇。近年來，台灣學生對補習的選擇已較自由化，雖然部分父母親對

補習的從事仍有較嚴苛的要求，但大部分學生已能夠在學校課業和補習中找到平衡點，

不讓補習淪為課業負擔而使學校和補習兩頭空。 

 

  對於教育制度的想法，兩國學生皆展現了自己對自己國家教育制度的想法，問卷結

果可知兩國學生皆更傾向能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方式進行授課。相較於澳洲，台灣學生

自主思考的機會因授課方式而少許多，在大部分問題都擁有標準答案的輕型下限縮了學

生自行思考和發揮的空間。但隨著課綱的更新，希望增加學生能夠提出自己想法的命題

題型。希望在未來新課綱的進行能提供台灣學生更好的環境和學習文化，讓每個學生皆

能發展長才進一步使國家更進步。 

 

三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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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today 生活新聞報導「台灣國高中生平均睡眠時間僅有 6.9 小時，其中不少學生一天

只能睡 4、5 個鐘頭且隔天 5 點多就要起床。」（林育綾，2020）以色列研究兒童睡眠的知

名學者 Dr.Avi Sadeh 研究發現，「每天少睡一小時，連續三天後經過神經生物功能測試，

小學六年級學生的程度測驗竟降至四年級的程度。」（天才領袖團隊，2019）也就是說，

睡眠不足會降低認知的成熟與發展。如今也有許多人也正關注著中學生上學時間的議題 

，正積極爭取延遲上學時間的機會，但教育部也說明延後上學時間可能影響進度，故達

成延後上學時間仍為一項較大的挑戰。關於是否需要延後上學時間的議題，研究者認為

調整現行體制能讓學生擁有更好的學習品質，但也應修改現行的教育制度來配合新制度

的實行。台灣現行的體制，無論在校的學習時間或是教學和考試升學模式對大部分學生

帶來了較大的負擔和壓力。若能在現行體制上做些適當的調整可能對於學生和教師都能

有更好的效益。 

 

  研究者認為若要真正改善台灣多年來教育方針上的未注意到的方向，如培養學童的

自我探索和擁有自我獨立思考想法等，應從更小的學齡時期開始推動改革。無論是改變

近乎已深根於台灣社會的過度考試文化或幫助以及提供更多多元管道讓學生能在更早開

始發現自己的興趣及未來想發展的方向，皆能更有效的避免現在仍存在的多數學生尋找

不到志向或不清楚自身才能等問題。對於在課後進行才藝和與學科較無關的課程，對部

分台灣學生來說既難以向父母親開口，取得認同更是不容易。研究者認為政府應多推動

鼓勵和重視多元能力學習課程，抑或是學習他國將個人興趣和能力的培養納入正式課程

並從小學階段開始實施，讓學生父母親能更安心讓孩子學習，也不影響孩子發掘自身才

能的機會。希望台灣能從孩子的興趣能力培養開始，逐步邁向成為能讓學生們快樂投入

學習的良好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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