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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 也需要適性揚才 

作者：祝育晟 

 「投資教育，是芬蘭人投資未來，最有價值和務實的選

擇」 看到這段話真的感觸很深，小時候的我們耳中聽到的是：

如果你不好好讀書，以後你就等著撿角。而現在的家長常說：

如果你不好好讀書，以後就找不到好的工作。兩者的差異在於

讀書這件事的價值上，前者是把讀書當作是未來能力的基礎，

後者則是把讀書當作從事好工作的標準，並不太思考學習本身

所創造的附加價值。芬蘭的經驗讓我看見的是上上下下皆抱持

培養未來能力的信念，才能把教育做的這麼棒！  

 跨領域的能力一直是因應多變的未來所需要具備的。可惜的是，台灣的環境無法讓老師有多

餘的時間構思如何給孩子好的學習、如何改善自己的教學，更不用說要給孩子多元的學習體驗。現

階段的教師常需要忙碌於各式評鑑、教育局希望看到的特定議題融入、研習與會議…無形中壓縮教

師的時間。 

 並且，芬蘭透過種種法令規章，成功塑造出了教師專業自主的形象；反觀台灣，老師與家長

之間正漸漸築起一道看不見彼此的高牆，並在追求潮流卻不正視現場需求的法令政策下，喘息著。

缺乏強而有力的社會支持系統的狀況下，教師與家長的溝通常常難以達成有效溝通。 

 借鏡芬蘭，台灣的教育環境現在所需要的是 1.能夠回歸老師這個身分，專注教學。 2.重視

實際教學需求，不是少了什麼就強制執行什麼課程或計畫。 3.提升老師專業能力，研習不是湊時

數、不是執行率 100%而已。 4.家長要改變觀念，老師不是褓母，並重視老師的教學專業地位，共

同為孩子的學習設想。  

 芬蘭老師依法行事，卻還有滿滿的教學熱忱。相信台灣所推行的教育政策在沒有太多綁手綁腳

的成果報表拖住耗費老師的時間的話，台灣的教育一定能跟上芬蘭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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