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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全球社會變遷甚鉅，科技進步所帶來的物質型態的轉變，已非同日可

語；學校教育的重要性、學校教育的型態亦隨之轉變。究竟教師如何教導學生具

備適應快速變遷社會的能力？師資培育階段，又該如何協助教師或師培生擁有因

應變化的專業知能？作者透過回顧教育發展的歷程，點出教育制度轉變的殷切性，

以「全球兼在地化的思維與作為」做為上述研究問題的答案。 

 

壹、 教育本質的轉變 

作者透過不同學者對社會深入觀察和分析的結果，點出社會和物質型態日新

月異，已成為現代社會的特性。甚者社會產生轉變的週期越來越短，如從 email 到

facebook、youtube 和 Twitter，不過是幾個月的光景而已。而教育的發展必然會隨

著社會變遷產生轉變。作者援引 Beare（1997）對教育發展分期的理論，與其論述

相互呼應： 

 

第一階段為「個人化思維與作為」，僅有少數人或權貴者得擁有接受教育的權

力，此階段約莫持續至 1870 年代。第二階段為「在地化思維與作為」，當社會產

業型態由農業轉變為工業社會時，工廠對大量勞力的需求，使得政府開始視人民

教育為要務，所以多數人得以接受教育。只是不同國家有不同的教育制度與作法，

其發展的進程也不一，此階段發展約為 100 年。第三階段，「國家思維、在地作為」

時期，主要發生在 1970-1980 年代間，因為亞洲經濟的快速竄起，使得西方國家開

始陷入恐懼中，最典型的著作為「A nation at risk」。「國定目標」、「國定課程」、「國

家考試」等名詞陸續出現，標準化測驗成為各地方政府共通的制度。經濟產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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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術人力的需求，反映在對教育人力素質的期待上，此階段教育經濟性目的大

增。第四階段始於 1990 年代中期，TIMSS、PISA 相繼出現，進入「跨國思維、在

地作為」的階段。易言之，國際間評比促進彼此課程、教學與學校管理的交流，

然實際作為仍是在個別學校運作。 

 

作者與 Beare（1997）對教育發展分期的理論對照如下表 1： 

表 1   教育發展分期 

學者 
         分期 

備註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Townsend 
  個人化 

思維與作為

在地化 
思維與作為

國家思維 
在地作為 

跨國思維 
在地作為 

Beare 

階段 

名稱 
前工業時期 工業時期 後工業時期 市場時期 

對教育的

隱喻 
具權勢者 工廠量產 私有企業 績效 

現下的教育已成為一個全球性市場，私人化、競爭與選擇權成為其運行的規

則。社經地位不同的學生也因此學習成就差距日益擴大。於是，作者認為教育已

有改變的必要性：讓「每一位」學生享有良好的教育品質。為此，教育需發展為

「全球兼在地化的思維與作為」。教育是全球共通的經驗，透過相互分享與合作，

協助每一位年輕人自我實現為己任。除制度性的改變外，教師和學校領導者也都

是其中的要角。 

 

接下來，本文作者即闡述「全球兼在地化的思維與作為」如何影響教師，以

及師資培育制度又如何確保教師具有適應變遷的能力。 

 

貳、 教師與師資培育 

政策的推行會改變教育結構、學校經營與領導和教室實踐的方式。但作者認

為何不反向思考？究竟「全球兼在地的思維與作為」的模式會如何影響教育政策

呢？作者提出「Core-Plus」的課程架構，此課程強調除了必修的知能之外，並賦

予地方政府選擇與規劃適合當地學生「本位」課程的彈性，希望藉此可塑造出「全

球兼在地的思維與作為」。 

 

「全球兼在地的思維與作為」強調的是「分享」、「互助」的價值。不管在政

策或學校層級，彼此可相互提攜以提升所有學校的教育品質和協助所有學生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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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使得孩子不管到那個學校都可以受到均質的教育（初等教育階段）。此外，

為了協助孩子開展其特殊才能，家長選擇權在中等教育階段是被允許的。 

 

除制度與學校層級外，教室實踐也是一個不容忽視的部分。所以為協助學生

學習，必須正視影響學生教室經驗的三個重要向度： 

一為協助學生適性發展的課程； 

二為貼近學生且多元化的教學方式； 

三即對成功標準的界定，不應該只是來自於標準化測驗的成績。 

 

此外，改革的關鍵還包括教師的信念、價值與專業知能，如適應變遷的能力、

多元文化的素養、協助學生認識自己和建立積極的學習態度、人際關係之能力。

因此，師資培育制度也需隨之調整。 

 

作者援引 Cairns（1998）的模式供師資培育機構參考。Cairns 認為要教導出能

勝任的教師需兼顧以下三個因素： 

 

一、能力：留意教師過去培訓過程、持續的教育發展，尤其是課程、人際關係與

評量等向度； 

二、價值：發展教師的專業信念，及理解「專業」隨時代變化的意義； 

三、自我效能：教師能夠相信自我得勝任教學工作。 

 

如此一來，教師不僅是教授書本知識者，更重要的是要能夠協助學生適應快

速變遷的全球社會，使之有自信成為成功的學習者。綜言之，作者希望師資培育

機構能夠協助教師和師培生擁有面對與處理未知挑戰的能力、國際教學實習的經

驗，並透過建立教師的共享價值系統與分享平台，以有效協助每一位學生有正向

的學習成就與人際關係。 

 

參、 學校領導 

為協助每一位學生達到學習成就，學校領導也是其中一個必須省視的向度。

作者認為協助成就「全球兼在地化的思維與作為」的學校領導模式，有兩個重要

原則： 

一、建立團體合作的領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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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略性地引領學校持續地進步與發展。 

 

接著，作者比較佛羅里達州與澳洲對學校領導認證的方案，不管是在地化思

維或是跨國性思考，都共同指出「分享」領導權力的必要性。作者藉由介紹不同

層次的領導概念－－以領導者為中心或兼顧領導者個體與學校整體發展的領導概

念－－點出其中仍有難解的挑戰與困境。進而推演出 Hamel and Prahalad（1989）

提出的「策略性目的」，是近代值得學校領導者參考的概念，內涵如下： 

一、明確的目標； 

二、彈性的作法； 

三、激發同僚的熱忱。 

 

易言之，學校領導不只是「經營與管理」，更重要的是領導者的心態與作為，

改變同僚前，也需要先改變自己。是故，Bogotch and Townsend（2008）言：「領導

是一門藝術。」 

 

最後，作者反思教育研究本身。教育研究的發展逐漸國際化，.如 AERA、BERA、

UCEA 等學術組織辦理的國際研討會，可見來自世界各地的教育研究者，但研究議

題、研究方法仍侷限於研究者的國家。因此，作者希望各國研究者能夠汲取他人

的研究經驗，或者透過與其他國家教育研究者合作，以擴展研究視野。其次，在

師資培育機構任教者，也需要自我檢視任課的素材是否超過 75％都以「本國」為

主，若是如此，即有需要調整的必要性。如此以來，才能培養出具備「全球兼在

地化的思維與作為」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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