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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共構下的新時代
國家考試發展
林崇熙 國家教育研究院院⻑

“ 108課綱及⼤學教育呼應當前政治、經濟、社會網絡式文化共構所需

的新時代⼈⼒培育，國家考試如何呼應此⼀⼈⼒發展需求呢？ ”

社會運作具有文化共構性。農業社會的治理特徵是「概括性」，農⺠對於作

物、⼟壤與氣候的掌握是依憑經驗的概括性；鞋匠概括⼀雙鞋的整個⽣產流程；

教育內容（如四書五經）與⼈才選拔制度（如科舉考試）的性質都是概括性。清

朝政府⼀直到將臺灣割讓給⽇本前，都沒有清楚地掌握臺灣的⽥畝與⼈⼝，亦可

⾒政府對於⼈⼝、⼟地與資源的掌握也是概括性。

但從⽇本時代以來百年間，臺灣以⼯業社會為發展主軸，並以⼯業⽣產模式展開

治理。此⼀階段治理特徵的變⾰，不但翻轉了⽣產模式，也影響了教育體制的型

態。

⼯業⽣產模式 與教育體制共構發展

⼯業社會第⼀個特徵，是社會分⼯愈益精細。鞋廠將製鞋流程拆解成⼗幾道⼯

序，⽣產線上的⼗幾位作業員各⾃負責其中⼀道⼯序，再逐步組裝完成。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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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上，中⼩學教育將國英數理化⽣物史地等分科教學，⼤學則以院系所進⾏專

業分⼯。

第⼆個特徵，是制式量產。⼯廠透過分⼯與⽣產線得以量產制式產品。學校則透

過分科與制式課程得以量產品質⿑⼀的學⽣，相應的是⿑⼀的部定教科書及以標

準答案為基底的聯考。

第三個特徵，是單⼀權⼒由上⽽下地進⾏決策與管理。⼯廠由老闆決策及由管理

階層貫徹命令，作業員依照指⽰與職責分⼯進⾏。政府由權⼒者決策及由官僚體

系貫徹命令，⼈⺠依照政策與法令規範⾏事。學校由校⻑決策及由老師貫徹命

令，學⽣依照課程與章則進⾏學習。

由上述可⾒，⼯業社會之社會分⼯、⽣產⽅式、權⼒結構等特徵，文化共構地貫

穿了政治、經濟、教育等各社會層⾯。此時，政府所需的是聽話的⼈⺠，⼯廠所

需的是聽令的員⼯，從⽽學校規訓出⿑⼀的學⽣。在文化共構性下，選拔公務⼈

才之國家考試，亦猶如聯考般的分科筆試進⾏。

社會⺠主化 驅動臺灣教育改⾰

進入廿⼀世紀的臺灣歷經了三次政黨輪替，⺠主⾃由及法治社會愈益成熟，再加

上網路社會蓬勃發展，⼈際互動已經超越早年的地⽅派系或組織動員，⽽呈現超

連結的議題式神經網絡聚散。

此時，政府決策逐漸從由上⽽下的權⼒者決策發展出由下⽽上的公⺠參與；科學

相關社會事務（如環保）逐漸從專家決策發展出公⺠審議與公⺠科學；產業發展

逐漸由制式量產朝向量⾝訂製、⼩批量產、快速反應的物聯網；同時，電⼦商務

及電商平台顛覆了傳統的垂直式產銷分離結構，發展出橫向的產銷合⼀網絡。在

這般網絡式文化共構下，臺灣教育也有著相應的變⾰。

108課綱　打開多元學習空間

1990年代中期由⺠間倡議啟動的臺灣教育改⾰，迄今廿餘年，推動了⼩班⼩校、
廣設⾼中⼤學、推動教育現代化、制訂教育基本法、實施多元入學⽅案、減少考

科、推動⺠間興學、建立終⾝教育社會、開放教科書市場與⼀綱多本、開放師資

培育教育學程、提⾼師⽣比、保障弱勢族群受教權、成立綜合⾼中及完全中學、

⾼中職社區化、特⾊招⽣、九年⼀貫課程、⼗⼆年國⺠基本教育等諸多教育⾰新

事項。



其間，雖然有諸多紛紛擾擾及曇花⼀現（例如國中畢業⽣⾃願就學⽅案、建構式

數學等），但從「消除升學主義、降低升學壓⼒」為起點的教育改⾰，⼤⽅向是

朝向讓學⽣適性適才發展，此具體呈現在當前⼗⼆年國⺠基本教育之108課綱與⼤
學教育變⾰。

⼗⼆年國教之108課綱基於「⾃發、互動、共好」理念，提出了「成就每⼀個孩⼦
—適性揚才、終⾝學習」願景，此以尊重學⽣⽣命主體為起點，透過適性教育，
期望達到「啟發⽣命潛能、陶養⽣活知能、促進⽣涯發展、涵育公⺠責任」等⽬

標。

108課綱的改變，是落實本⼟語文教育、增加新住⺠語文選項、發展彈性學習／統
整性／跨領域課程、新增資訊科技與⽣活科技課程、強化實作能⼒、降低必修學

分及增加選修學分。同時，⾼中升⼤學階段除了減少考科，並強調基於個⼈興

趣、多元嘗試、與社會服務投入的學習歷程，⽽不再⼀試定終⾝。整體⽽⾔，108
課綱打開多元學習空間，讓學⽣⾯對真實⽣活議題，試圖打破升學考試窠⾅，以

促進綜整性學習與適性成⻑。

呼應新時代需求  ⾛向多元考試選才

與108課綱精神文化共構的⼤學教育變⾰，除了愈益成熟與彈性的多元入學⽅案
外，⾼教深耕計畫更促使⼤學除了精進學術與教學外，亦應善盡社會責任及照顧

弱勢學⽣之⾼教公共化。

在體制上，多所國立⼤學更開辦為每⼀位學⽣量⾝打造四年學習⽅案，如雲林科

技⼤學未來學院、成功⼤學全校不分系學⼠學位學程、陽明交通⼤學百川學⼠學

位學程、清華⼤學清華學院學⼠班等。在學習上，各種微學分、微學程、深碗課

程、跨領域課程、學⽣募課、⾃主學習、實習實作、產學專班、國際遊學、服務

學習……等都跳脫傳統系所的制式課程與學分規範，讓學⽣適性發展及培養⾯對
真實世界風險挑戰的跨域統整能⼒。

⼗⼆年國教108課綱及⼤學教育變⾰都呼應了當前政治、經濟、社會之網絡式文化
共構所需的新時代⼈⼒培育。那麼，選拔公務⼈才之國家考試直如過往⼤學聯考

般的眾多考科筆試⽅式，亦宜考慮整併考科及多元化考試選才，以呼應新時代⼈

⼒需求。

早年社會上的職業類別少，因⽽證照考試或國家考試都能針對每個職業／職系設

定⼀組考科；每⼀個考科都對應到某⼀個設定的⼯作能⼒所需。此呼應了廿世紀

⼯業社會之⽣產關係，乃⼀項職能對應⼀項⼯作所需。然⽽，在廿⼀世紀網路社



會中，新興職業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已經不是傳統學科知識所能對應，因⽽⼗

⼆年國教108課綱改弦易轍地強調素養，企圖以態度、基礎知識與核⼼能⼒應對⽇
益多元紛雜的新興挑戰，尤其是應對跨領域／統整性需求。

以此文化共構地對應，國家考試宜能體察時代變遷與社會趨勢進⾏職系整併，並

將考科減少或整併，重新釐清整併後的職系所需的素養（即包括態度＋知識＋能

⼒），以應對未來新興／跨領域／統整性事務。某些知識能以筆試測出程度，但

是態度與能⼒卻需以多元策略來評量。此調整即為新時代國家考試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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