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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的教育價值觀民意調查（下）評述 
 

何榮桂 12 22 201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 

 

A. 一份民調結果的可信程度取決於下列幾個條件： 
 
1.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 具專業水準、獨立自主、未受公家機關委
託或經費贊助。 
2. 調查單位 (台灣指標調查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民調的技術及統計分析調查方法 
(主要是抽樣的方法及受訪者變項的分布，如年齡、教育、居住區域等)及結果分析皆適當。 
3. 調查題目的陳述方式中性未具誘導性。 
4. 想像自己是受訪者之一，自己的反應與様本的反應愈一致，會愈相信民調的結果。 
5. 檢視交叉分析的一致性程度，例如認為應要因材施教者也認為統一教材應設法改變。 
 
B. 此份民調內容，傳統 (如尊師重道、因材施教等) 與現代 (如雙語教學等) 議題併陳，
較為特殊。傳統議題看似老舊，但這份民調的結果確澄清了長久以來許多人云亦云的說法；
現代的議題題，容易聚焦，但受訪民眾的反應易受當前輿論的影響。 
 
C. 以下書面及口頭報告, 純屬個人對民調數據的解讀或看法，不代表主辦單位及民調單位
的意見，特此説明。 
 
D. 筆者把反應型式 (很同意、還算同意、不太同意、很不同意)相同的七題 (1、2、4、5、
8、9、12) 做了簡單的統計，結果同意傾向的百分比平均數為83.54% (最大值90.90%,最小
值68.80%,全距22.10%)。 
 
臺灣教育普及，民眾十分關注教育的發展，從受訪民眾對整份民調的反應，可以看出對教
育本質十分了解，也頗注意教學實施的細節，因此其反應也反映了這份民調的信度及效度，
讓民調結果的價值提升，令人欣慰！ 
 
整體來說，國人對臺灣教育的價值呈現肯定的反應。 
 
E. 再從細項來看： 
 
一、受訪民眾相信透過教育可獲得成功機會之看法 
 
(1) 有七成七(77.3%)民眾相信透過教育可獲得成功機會，不相信者不到二成(16.0%)。 
 
(2)  年齡在20-34歲的年輕人（這些受訪民眾有些可能還在就學中或進入職埸不久）有八
成三 (82.7% vs. 15.3%不相信) 相信透過教育在其生涯進路有獲得成功的機會，此不僅肯
定教育的力量，同時也反映臺灣是個公開丶透明丶開放的社會。年輕人持這樣的態度是非
常可喜的現象! 
 
二、受訪民眾認同應維持「尊師重道」傳統精神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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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於我們傳統的教育倫理--尊師重道，受訪者有九成一(90.9%) 認為應該維持的反應，
不認同者只有很少數 (5.4%)，此結果令人感到欣慰!  
 
過去很少看到有關尊師重道的民調，但確常聽到師道式微的言論，會有這樣的批評或許是
過去教師節放假改為不放假，行之二、三十年的獎勵優良教師的師鐸獎一度中斷辦理（現
已恢復辦理）有關。此次民調結果一掃過去未必正確的言論，同時也顕現對傳統的教育倫
理高度的認同與重視。 
 
(2) 而對於最低年齡層 (20-34歲) 對尊師重道的認同感較低一些，不認同也略高一些 
(86.5% vs. 11.5%)，這樣的態度應是自然的現象。此年齡層的人大抵隨著網路的發展而成
長，網路環境同時提供了很豐富的學習資源，甚至有特定領域的數位學習平台，當學習者
獲得知識或技能的來源不限於實體教育環境的教師時，其教育倫理觀自然會改變。 
 
(3) 另一方面，此略低的反應也提醒身處資訊時代的教師，其所扮演的角色也必須隨之調
整，也就是要從指(教)導者的角色調整為輔導者的角色；過去的教師是學生的認同楷模；
而數位學習平台中教師充其量只是一種傳播的工具。可以預見，學生對傳統的教育倫理自
然會隨著數位化的程度而改變。 
 
三、受訪民眾為孩子選擇大學所依據之條件【單選】 
 
(1) 為孩子選擇大學所依據的條件，依比例高低順序分別為「孩子能力與興趣」(77.9%)、
「未來出路」(17.4%)以及「大學名聲/排名」(1.1%)。 
 
(2) 非常樂見受訪民眾這麼正確的反應，也就是選系優先，我們也希望能以能力與興趣選
校，但擔心的是選校不選系仍普遍存在。除以上三項外，學校特色、地緣關係、師資、設
備、學費及獎助學金等，都會影響選校。 
 
四、受訪民眾認同學校職業輔導時應強調「職業無貴賤、天生我材必有用」之看法 
 
(1) 在現代社會，受訪民眾對此議題的反應也十分正確 (同意 89.9% vs. 6.1% 不同意)。 
 
(2) 天生我才必有用是很正面的陳述; 筆者認為一般強調職業無貴賤的用詞，就有貴賤先
入為主的偏見存在，不如說對於各種行業，只要對人民福祉有助益，都應與予尊重。 
 
五、受訪民眾贊成國小到高中職的課程內容應以臺灣為核心之看法 
 
(1) 讚成此題的反應有六成九 (68.8%)，但相較於其他議題，此題是贊成的反應最低，不
贊成最高(26.1%)。 
 
(2) 對於此題的正反反應令人不解。生於斯長於斯的臺灣民眾, 教育之內容 (如地理、歷
史及文化等) 不以臺灣為核心，要以什麼為核心? 此或許與先前十二年國教國文及社會領
域課綱的爭議餘溫猶存有關？ 
 
(3) 受訪民眾居住中彰投及雲嘉南者的比例相對較高，分別為75.1%與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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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受訪民眾大專以上者為61.8%、高中/職者為72.2%、國中以下者為78.8%。學歷愈高讚
成的比例愈低，何以如此，有待進一步探討。 
 
六、受訪民眾認為國小到高中職教育應重視知識或人格教育之看法 
 
(1) 受訪民眾對於在國小到高中職教育階段的教育，有79.0%認為學校應該比較重視人格教
育，而有12.9%認為知識教育。 
 
(2) 多數民眾認為人格教育比知識教育重要，這是個好現象。 
 
七、受訪民眾認為孩子的學習應該因材施教或得到好成績【單選】 
 
(1) 對於教育基本原理--因材施教高度的認同是意料中事。教育若能因材施教，才能讓不
同能力與性格的學生充分展現其才華；而成績是相對的，智能較高者較能得到好成績，也
只是潛能表現的一部分而已。(此與第1題--透過教育可獲得成功機會相呼應。事業成功未
必僅止於好成績，因材施教讓不一様性向者發展潛能才是正確教育之道。) 
 
(2) 因材施教雖然是教育的基本原理，但要徹底實施並不容易，所幸現代資訊科技的親和
性，譲教學內容及教法的彈性與變化變得比較容易，也更有創意。隨著資訊科技成長的年
輕人 (20-34歲者) 應該是受惠最多的一群， 因此會這麼高的的認同度(97.7%) 是很自然
的。 
 
八、受訪民眾贊成開放公立中小學設立英語雙語班之看法 
 
(1) 對於開放公立中小學設立英語雙語班，有八成九(89.0%)高比例贊成是意料中的反應，
此也給教育主管機關得到實施正當性的理由。 
 
(2) 有這麼高的比例 (89.0% vs. 6.1%不贊成)其實不難理解，大家都知道英語是全球最普
遍的語言，經商旅遊既使到非英語系國家，英語文仍是可用以溝通交流的媒介。遊走網路
所見盡是英文，私立中小學屢設雙語班招生，但學費昂貴，非一般民眾負擔得起，因此開
放公立中小學設立英語雙語班，似乎是最好的途徑。 
 
(3) 當然，我們樂見高比例的贊成，但這是一項教育大工程，事前應要做好周詳的規劃，
諸如師資培訓，教材教法等。 
 
九、受訪民眾贊同將英語列為第二官方語言之看法 
 
(1) 將英語列為第二官方語言也有八成七同意，不同意也相對的低 (87.0% vs. 2.8%)。民
眾的反應似乎頗符合行政院的期待，也有推動此政策之正當性。 
 
(2) 但此政策是項艱鉅的工程，先前行政院宣布擬將英語列為第二官方語言時，曾有不少
學者（這些都是英語很好的人）提出異議或反對，雖然是反對意見，但也不無道理，政府
應該慎重考慮。 
 
十、受訪民眾對國民中小學校內統一教材、進度和考試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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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從不同的受訪者變項來看，設法改變比繼續維持的多 (61.4% 應
該設法改變 vs, 28.7% 應該繼續維持)，可見受訪者認為因材施教還是比較重要（與第7
題的反應頗有一致）。但設法改變恐不宜有太大的變動，而是給予某些程度上的彈性。 
 
(2) 其實現正已有彈性的設計，例如資源教室、市(縣)本課程、校本課程等。考試也不要
限於紙本的測驗，多元評量也是去考試統一化的做法。 
 
十一、受訪民眾認為臺灣教育應優先重視之課程內容【複選】 
 
(1) 受訪民眾認為目前臺灣教育應該優先加以重視的課程內容，依比例高低順序為 :「社
會關懷」(81.1%)、「環境保護」(73.8%) 以及「國家認同」(55.4%)。 
 
(2) 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以上三項皆非領域/科目課程內容，只有環境教育
列為可適切融入領域課程綱要之議題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共有19項議題)。 
 
(3) 受訪者對於國家認同的反應 (55.4%) 在三項中較低，可能是認為此項有較高的敏感性，
而不認為有優先列為課程內容的必要，或是認為臺灣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而，毋須再列
為課程內容。 
 
(4) 近一、二十年來，國人環境意識高漲， 在九年一貫及十二年國教課綱中，環境教育皆
被列為可適切融入領域或是科目的重要議題。環境保護議題範圍極廣，諸如空氣品質、核
能發電、候鳥及稀有動物棲息地、樹林保育、環境污染等，這些與人的居住環境，自然生
態的維護，都受到極深切的關注，因此受訪民衆高比例 (73.8%) 的認為應該優先列入課程
內容，自是意料中的結果。 
 
(5) 此問題三個主題中，社會關懷最高比例 (81.1%) 受重視，尤具意義。社會關懷範圍更
為廣泛，擧凡協助弱勢族群、重視殘障教育、災難救援、善待外勞、縮短城鄉數位落差、
各式各樣的志工服務、歲末年終街友宴、甚至流浪動物收容與保護等，都在關懐之列。受
訪民眾這麼高比例的反應，令人感動！這也充分反映國人普遍胸懐悲閔，有著一顆柔軟的
心! 
 
十二、受訪民眾贊同大幅改革教育，由知識教育轉為思考教育之看法 
 
(1) 能用來解決問題的知識才是有用的知識，獨立思考也是平時都在強調的教育方式， 
 
(2) 而問題解能力被認為是二十一世紀公民所應具備的關鍵能力之一。因此，大幅改變教
育方式 (知識教育轉為思考教育)應是受訪者比較關心的教育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