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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根據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ＯＥＣＤ）調查，芬蘭的學生每週平均花在課業上

的時數，低於ＯＥＣＤ所調查的四十一個國家二十五萬名學生的平均時數－三十

五小時，而南韓甚至要花上五十小時！ＯＥＣＤ在兩千年和兩千零三年做了針對

全球四十一個國家的中學生評量，芬蘭在評量中脫穎而出，連續在兩千年和兩千

零三年的綜合評量中稱冠。而ＯＥＣＤ整體受測學校的成績優劣差距達百分之三

十六，芬蘭的校際成績差異卻不到百分之五！唸書的時間比別人少，卻能達到比

別人更好、更平均、更亮眼的成績。這其中可能包含了許多原因，而這也促使我

更進一步去了解，看看這個連續三年「成長競爭力」全球第一名的芬蘭，到底是

如何讓人「驚艷」。 
 
貳．正文 
 
０１．義務教育 
 
芬蘭和台灣同樣都是九年義務教育，但是不同的有三點： 
 
Ａ．芬蘭的孩子從學前教育開始（七歲之前有學前教育，七歲開始上一年級），

只要你想念，政府就一定會讓你念，換句話說，他們可以說是「終身免費教育」。

芬蘭兒童平均每年領取一萬歐元的政府補助，到二十四歲之前平均每人花費的國

家社會福利經費，超過十六萬歐元。而且，特殊禮遇，免年費、免利息、免付款，

直到二十四歲開始分二十四年攤還（註１）。相當於每一個芬蘭孩子出生後，便

有一張高額度的「隱形信用卡」，不過既然是信用卡，理所當然的也必須償還。 
 
Ｂ．台灣是全天的教育，而芬蘭則是半天。不過芬蘭的「半天」和台灣的半天定

義的不太一樣。台灣的「半天」是到中午十二點，芬蘭則是到下午兩點。而這點

也讓家長方便的多，不必擔心孩子的午餐問題。下午還可以繼續留在學校，選修

或是參與其他課程和活動，彈性的自己選擇。不過我們都知道，其實台灣大部分

的學生都不只是「全天」的教育，甚至是「全天候」教育。學校放學後不但不能

回家，有時還得要去有名的名師那裡「補上一補」，有時連假日都無法逃離魔爪。

某些是肇因於父母太過於求好心切，而某些則是因為在課業上表現不佳。但是，

在學校已經上了一整天的課了，回家如果繼續補習，那麼還會有時間咀嚼、消化

並吸收在學校學到的東西嗎？眾所皆知，台灣的教育就好比「填鴨式」的教學，

不但累倒一堆學生，更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鴨子的脖子都裂開了，如果繼續努

力地往他嘴裡塞，那不是進去的全都出來了嗎？根本從來沒進到鴨子的「胃」裡，

更別遑論消化了！ 
 



Ｃ．ＯＥＣＤ在兩千年和兩千零三年做了針對全球四十一個國家的中學生評量，

芬蘭在評量中脫穎而出，連續在兩千年和兩千零三年的綜合評量中稱冠。這之間

的差異，其實就是肇因於芬蘭基礎教育的執行。「不讓一人落後」，是芬蘭基礎教

育的執行最高策略（註３）。因此芬蘭的教育是如此的平均。反觀台灣，從國中

開始便有「分班制」，分Ａ段班、Ｂ段班甚至於是「放牛班」。「顧頭不顧尾」，是

台灣教育的基本執行。這也難怪台灣教育程度會如此的參差不齊。 
 
０２．教育策略核心 

 
芬蘭教育的策略核心是語文教育。人人完成義務教育後，至少都會三種語言：芬

蘭語、瑞典語和英語，如果再加上自由選修的法文、德文．．．．．．，芬蘭還

真是個「國際村」。他們注重的是「講」英語，而不是「寫」英語或「考」英語。

不但如此，芬蘭的語言教育不僅只是「教育和學習」，更強化到與行政體系並進。

芬蘭的第一官方語言是芬蘭語，第二官方語言是瑞典語。芬蘭官方的路標、街牌、

景點和博物館告示、施工警告或是無數的旅遊宣傳小冊子等等，一律雙語並列。

芬蘭文在上，瑞典文在下（註２）。在此看來，芬蘭的教育是和現實生活結合的，

而且還是高度緊密的結合。而台灣長期使用翻譯過來的字，不但可能會喪失原文

的意思，甚至會不知道正確的發音或寫法。例如：沙烏地阿拉伯－這是台灣的「音

譯」名；英文寫法是－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阿拉伯」同等於「Ａｒａ

ｂｉａ」？這顯然說不太通。再舉一例：地中海是「義譯」；Ｍｅｄｉｔｅｒｒ

ａｎｅａｎ Ｓｅａ則是英文。相信沒有看過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Ｓ

ｅａ的人，並不會知道這就是地中海。除了上述情況外，有時候甚至是翻譯過來

的名稱，卻有好幾種版本。台灣當局應該專門設置一些部門，讓他們從事統整翻

譯的工作，意即－讓翻譯出來的只有一種版本。或者是可以由當局出一本「中Ｘ

對照」，讓人民知道到底該怎麼「寫」或是怎麼「唸」，並且定期做更新。或者是

直接「橫的移植」－直接將原本的名稱使用在我們的教科書或是生活上，不但活

化且實用，不會再有「學了中文，卻不知道原文是什麼」的問題。但是這樣的政

策可能會牽涉到許多問題，例如：台灣真正精通英文的人不多，那麼這麼做的話，

無異只是對那些精通英文的人有順水推舟之利，而對普羅大眾無疑是一種扼殺。 
 
芬蘭目前的基礎語言政策是「三語教育」，而台灣的語言政策主軸則是英文。芬

蘭以一個小國讓全世界看到他，語言政策也是功不可沒。台灣雖以英文為政策的

主軸，但是芬蘭的英語人口超過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台灣卻自嘆弗如。邁進國際

化的時代，語言的重要性是日益彰顯，台灣應當加強宣導多語，以期能和世界接

軌。 
 
０３．教科書 

 



芬蘭的教科書顯然經過高度的元素整合。「國際化」和「芬蘭化」是教科書的一

個同步元素。舉芬蘭三年級的數學教科書為例：第八十一頁（Ｗｓｏｙ Ｓｙｙ

ｓｏｓａ版本），五分之二的版面在列出建築物的名稱和所在的國家，其餘的空

間交的是－減法。而在舉例的建築物當中，台灣亞洲大廈（Ａｓｉａ Ｐｌａｚ

ａ），名列其中。連許多台灣人都不知道的Ａｓｉａ Ｐｌａｚａ，芬蘭已經放

進教科書裡了。一個數學題目就是一扇打開芬蘭孩子國際視野和認識國土的窗戶

（註４）。他們將世界上最新的資訊融入其中，這和台灣的「紙上談兵」大大的

不同。 
 

０４．教學 

 
芬蘭不但教科書本土化與國際化高度整合，更和「生活化」高度整合。不過教師

的輔助教材更是讓每一個學生都得親自「動手做」不可（註５）。舉凡從生活中

的小東西例如鉛筆、橡皮擦和尺，就可以成為現成的教具，不必花大錢去製作，

且又能和生活結合。從現實生活中的實際例子去體會（例：義務教育的Ｃ．教科

書），是芬蘭的一項特色。 
 
ＯＥＣＤ整體受測學校的成績優劣差距達百分之三十六，芬蘭的校際成績差異卻

不到百分之五。原因在於芬蘭教育部「一綱少本」的教學指導原則下，教師彈性

發揮、創意運作的結果。而台灣則是在「一綱多本」「多元學習」的指導原則下，

再配合個「填鴨式教學」，三不五時再來個「教改」，在建設我們國家的教育。 
 
參．結論 
 

雖然是「芬蘭明鏡」，但是並不是適用於芬蘭就適用於台灣。不過芬蘭的確做的

讓人咋舌、讓人驚艷，在「教育決定國家未來的命運」的指標下，芬蘭的經驗，

的確有極大的參考價值。在未來，可以以芬蘭的教育為底本，先徹底透析一番，

並且加以修改成適用於台灣的一套體系，再來執行，以免重蹈前次教改的覆轍。

「欲速則不達」，但要徹底讓台灣在教育上有卓越的成就，台灣還有很大的一段

路要努力學習以及實行。不只是芬蘭，世界上還有許多國家是值得學習與效仿。

整合適合台灣的體制，腳踏實地的走，相信台灣也能走出一片天空，成為日後他

國的「驚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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