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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I.A.戴ILocal的臺中教育

顏慶祥*局長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教育是文他傳承的火炬，是衡量國

家競爭力的重要指標，也是導引重塑價

值體系和社會文化發展的原動力。而教

育工作錯綜複雜，經緯萬端，一方面須

適應瞬息萬變的時代要求，一方面又須

因應包羅萬象的社會需要，實現最基本

的社會正義。

此外，在教育政策之推動上需

視國際教育走向，依據國際教育組織

(OECD 、 EU 、 UNESCO)發表之教育

政策報告書，世界主要國家追求的教

育總目標分為:經濟導向(Economical

oriented) 、公民素養(Active citizenship) 、

充分適性發展(Personal development) 。

一個國家的教育總目標不可能百分之百

歸屬於以上任何一種，而是比重上偏向

之一。不同目標的選定就會規劃出達成

此目標的課綱、教學及評鑑方式。所謂

經濟導向旨在要求學生習得各領域的能

力，獲取各式證照，成為有競爭力的

人，臺灣、韓國、巴西、中國、東南亞

等國家即是。以公民素養為教育目標的

國家認為，真正的競爭力不在於技能、

能力，而在於養成學生多元、尊重、溝

通、參與、反省、行動的態度與涵養，

達成族群、文化、地域、宗教、政治的

包容融合(Social inclusion)及凝聚和諧

(Social cohesion)的社會;瑞典、芬蘭、

挪威等北歐國家即是。以充分適性發展O
為目標的國家為個體的學習進程、問題

與需求都能在教育系統中獲得滿足，進

而充分適性發展;這種實施近乎「客製

202

*本第通訊作者:顏慶祥，通訊方式:“tgc7@gmail.com

中等教育第66卷第2期



從 I.A.到 Local的畫中教育

f七」的教育政策國家相當稀少，紐西蘭

或許是比較接近的國家。

過往從我國實施的課程綱要、十二

年國教及高教政策，不難看出我國的教

育走向仍是經濟導向，希望孩子越多證

照越好，重視「高度競爭力」、「高效

率」乃至「高技能」。惟隨著我國社會

快速演變與進步，例如:洪仲丘事件、

太陽花學運，都可以看到我國青年公民

意識逐漸覺醒，開始在思考學習，正在

翻轉功利社會和工具主義，邁向多元、

包容、參與、反省和行動的公民社會。

而公民社會的教育政策，最重要

的應是培育公民素養，一個人的涵養需

要奠基在國民的基礎教育。愛此，發展

公民素養課程為必要，期能將「公民素

J (active citizenship)的內涵融人學校本

位教育課程、規畫。、設計，成為臺中課

程發展的特色。

未來臺中教育政策的推動一切為孩

子而來，力求打造優質教育環境。其內

河規劃如下:

市將提供學生健康、安全、友善

的校園環境。在營養午餐、校舍安

全、廁所環境、無障礙空間、運動

空間以及友善校園各項工作上的努

力，是臺中市最基本也是最基礎的

政策。

二、維護教育正義，縮短城鄉、家庭社

經產生教育品質的差距;運用公私

部門的資源與教師專業，不要讓父

母的口袋決定孩子的腦袋，同時讓

學校成為弱勢孩子取暖的地方。諸

如夏日樂學計董會涵蓋特教學生、

建立中途教育新軌道、補助並鼓勵

恩校發展多元社團活動、健全技藝

教育與生涯探索與發展學校圖書館

社區他等。

三、成立運動局並且規劃青少年各種體

育活動以及辦理相關社區型體育競

賽活動，鼓勵學生利用課後進行各

項運動，以建立學生至全市民有充

足且安全的運動空間，提升學生運

動量與活動力。

四、為確保每一個幼兒都能獲得平等的

教育機會，除鼓勵國民小學廣設附

幼之外，也將規劃善用國民小學閒

置空間，爭取申設非營利幼兒園的

設置，以提供平價、優質和近便的

揖前教育，建構完善幼見教育，落

實教育正義。同時，為減輕家長負

擔，提升公私立幼見園品質，實施

2-4歲幼兒就讀幼見園者，每年補助

3萬元之「幼托一條龍政策J ~o.

五、協助學校結合地方文化、歷史、產

業、環境等，以發展學校特色，並

促進在地他與國際化交融，不僅孕

育家鄉人文情懷也具備國際視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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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關注十二年國教政策的核心內容:

課程、教學、適性輔導以及社區高

中均優質忙，與就學區的中等教育

機構就上述議題共同努力。在入學

方案上，就增加優先免試入學此一

管道。

七、勇於辦理公辦公營與公辦民營的實

驗教育，發展畫中的另類學校，帶

動學校教育經營的新典範。

除了以上各項教育政策外，未來臺

中市將會推動更豐富、更多元、更優質

的教育政策，將臺中市教育定位成為人

才的培育，期望臺中市學校跟家長一起

努力從文憑社會過渡到能力的社會，建

立多元價值觀念，讓本市孩子至少能真

備三種能力，健康、品格還有學習基本

功，發揮每個孩子的潛力，成就孩子的

大未來，以營造臺中市成為教育文化的

幸福國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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