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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十大教育新聞暨新聞評論 

318學運深化公民社會 

新聞事件： 

    3月 18日，立院審查「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國民黨委員逕行宣告審查結束，

引發院外學生、群眾抗議。學生當晚衝入立法院，佔領議事大廳，院外群眾包圍

不去，直到王金平承諾「兩岸協議程序法制化」，學生才於 4月 10日撤出立法院。 

全教總評論： 

    姑且不論「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內容的適當性，一開始，政府就沒有虛心跟

各相關行業、關心本案的青年學子和 NGO溝通，號稱數百場公聽會只徒具形式，

公務員態度官樣，民眾發問後說明又不清不楚，早就種下民怨的種子。 

    事件發生後，政府的態度沒有更謙虛，也沒有找到更有效的方式與民眾溝

通，公開發言偏重威脅人民經濟發展會有負面效應，對學生的詢問答非所問、避

重就輕，甚至紕漏百出，更引起學生和民眾反感，怪不得在 324學生和民眾衝入

行政院之後，雖其行動或有可議，卻仍在 330 引發 50 萬群眾自發性聚集凱達格

蘭大道支持學運。 

    年輕的熱血是單純的，尚待經過社會化的淬鍊，很多人擔心他們像年輕的天

行者一樣，初嘗權力就自以為無所不能；但相信大家期待年輕的鋒芒，離開立法

院遍地開花後，能夠成熟收放自如，並且不忘初衷。 

    可喜的是，「318學運」或許是台灣公民社會的轉捩點。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你不管政治，政治就會來管你」、「青年參政」的標

語，在學運現場隨處可見，在學運的論壇上響徹雲霄。這樣的呼聲，一掃幾十年

來長輩們「政治是骯髒的，不要碰」的教誨，並且在今年 11月 29日的「七合一

大選」中發酵，青年高度的投票意願、參與助選，乃至參選，或將成為深化民主，

創造公民社會最新的契機。(全教總社發部主任詹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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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上路首年，社會爭議不斷 

 新聞事件： 

    十二年國教今年正式實施，但爭議始終不斷，包括免試入學比序結果不符家

長期待、衍生高中嚴重缺額，亦引發 104年基北區量尺採計中央與地方之爭，加

上新課綱本土語文必選修、高中必修學分調降、偷渡教師公開觀課，引起社會強

烈質疑。 

 全教總評論： 

    十二年國教初衷在提供國中畢業生延長三年、適性且優質的教育，當部分家

長與社會輿論仍聚焦「高分低就」分數迷思、執著於傳統學校排名，主管機關也

迎合此思維，卻不思考如何帶動教學現場課程、教學、評量等學習方式的根本改

變，一切的改革終將成為泡影。 

    免試入學的原意是讓學生依其志願選擇合適的學校，特色招生則是讓學校透

過特色課程之規劃以吸引、篩選具相關性向的學生就讀，今年實施下來兩者已嚴

重混淆，免試入學繼去年加入會考四標示後又增加十量尺，走回「學科筆試掛

帥」、「分分計較」的老路，缺乏特色的特色招生成為明星高中篩選學生的幌子，

加入量尺分數後各招生區與學校紛紛棄守。至此升學制度的改革已名存實亡。 

    繼年初課綱微調引發「去台灣化」爭議，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中有關高中國數

必修學分數調降及國中本土語文納入必修，反映出「必修時數等於學習效果」的

迷思，不思引起孩子學習動機、化被動為主動才是重點；不思解決教師被浮濫的

研習與表格資料綁架的無力感，強行在課綱偷渡教師公開觀課，更是混亂法制。 

    十二年國教的正確實施，需要回到問題根源，瞭解目前學校教育現場的困

境，唯有回到教育專業、拒絕民粹操作、持續社會對話，十二年國教才有可能減

少爭議，實現其理想。(全教總政策部副主任張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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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名論文審查造假案共同作者，蔣偉寧請辭教育部長 

新聞事件：  

    2014年 7月，《震動與控制期刊》發出聲明， 指控屏東教育大學前副教授陳

震遠利用該期刊線上審查系統大量註冊人頭帳號，並撤銷與陳震遠有關的 60 篇

論文，被撤銷論文中有 5 篇由教育部長蔣偉寧掛名共同作者，蔣偉寧於 7 月 14

日請辭教育部長。 

全教總評論： 

    「陳震遠案」不僅讓教育部長蔣偉寧請辭下台，《震動與控制期刊》(Journal 

of Vibration and Control、JVC)主編也因此請辭主編，包括國內媒體、《紐約

時報》(New York Times)、《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等國際傳媒皆大幅報導此事，可謂國際級的學術醜聞。 

    本案發生後，陳震遠已於 2014 年 2 月向屏東教育大學請辭副教授，教育部

長蔣偉寧也為此去職，中華民國科技部學術倫理委員會並於 9 月 25 日做出初步

調查，確認論文審查造假，擬裁處陳震遠停權十年，其弟陳震武停權五年，期間

不能申請科技部任何補助，並擬追繳涉案期間補助費逾兩百萬元。 

    儘管本案各關係人均已請辭或遭懲處，但凸顯的問題仍值得台灣高等教育界

省思。 

    一、論文掛名背後的學術霸權問題：本案被撤銷的論文中，有 5篇為蔣偉寧

發表，陳震遠掛名共同作者，類似論文共同掛名的例子還出現在其他閣員與學界

大老身上，其中是否有「學閥」主導學術論文審查、教授升等、經費與資源分配

等，必須持續關注。 

    二、台灣教育深陷評鑑迷思：「陳震遠案」既牽涉學術道德與學術倫理問題，

更反映台灣高教深陷畸形評鑑困境，由於教授升等與論文數量掛勾，國家更以論

文發表分配經費，造成高教體系重研究、輕教學，甚至不惜論文造假的歪風，值

得高教界嚴肅面對檢討。 (全教總副秘書長羅德水)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C%87%E5%8B%95%E8%88%87%E6%8E%A7%E5%88%B6%E6%9C%9F%E5%88%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4%A3%E5%81%89%E5%AF%A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C%87%E5%8B%95%E8%88%87%E6%8E%A7%E5%88%B6%E6%9C%9F%E5%88%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7%A7%91%E6%8A%80%E9%83%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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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退場問題，教育部難辭其咎 

新聞事件： 

2月 24日，高鳳數位內容學院在開學日吹起熄燈號，成為國內 160餘所大專

院校中，第一所退場停辦的大學。8月 7日，建校 40餘年，人數曾近萬人的永達

技術學院停辦。9月 30日教育部長吳思華表示要在 5年內讓大學退場到剩下 100

所左右。 

全教總評論：  

觀察教育部處理大學退場問題，顯然未善盡公共監督的責任。教育部只是不

斷地公文往返，拖過了急救時機。早在 2009 年高鳳就接受教育部「輔導」，但

是校方欠薪，教育部只會發公文要董事會處理，一直拖到老師北上抗議才有點行

動，而事實證明並無實際作用。 

分析教育部去年擬定的私大退場四指標，僅屬消極收屍而非積極治療：(1)

學生不滿三千人、且近兩年新生註冊低於六成(2)評鑑太差(3)積欠過半教職員薪

水、且超過半年(4)有掏空校產、買賣董事席位等違法事實。 

觀察近 5年來，私大學生數增加四千多人，教師數卻少一千人，顯示私大教

師大量遭裁員與少子化無關。各校其實是以裁員手段增加利潤，以兼任替代專

任，以新老師取代年資深薪資高的老師。 

其實，若改善大學生師比，從現行的 26.3，回到 1990年的 18.5的水準，將

能夠維持現有約五萬名大學專任教師的編制，也就沒有所謂的大學退場問題。教

育部不藉此機會改善已惡化的生師比，不僅錯失改革高教品質的良機，也傷及教

師的工作權與學生受教權。 

大學之所以出現退場，真正原因是教育部監督功能喪失，默許私立大學利用

少子化為名更加偏向營利化，使私立大學失去公共性的結果。教育部應從積極面

思考改進私大經營，降低生師比，以國家人力培育為施政目標，讓少子化成為改

善高教品質的契機。(全教總大專委員會主任委員諶其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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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修法爭議不斷，教保低薪過勞無解 

新聞事件： 

    幼照法上路 3年，政府試圖整合幼托兩套學前系統，但準備啟動相關條文修

法，又引起公立幼兒園教師、教保員、幼教業者不同意見，正反雙方不僅發動連

署，更接連發起集會遊行，幼托整合幾乎成為幼教界內戰，紛擾至今仍未平息。 

全教總評論： 

    幼照法整合幼稚園及托兒所兩大學前系統原是政府美意，但整而不合，學術

及技職師培機構各行其事，加上政府未堅守幼教公共化之底線，終引發幼教業者

帶領教保員拒絕考照，上街頭爭取就地合法之工作權；幼教師及家長、教授亦上

街頭呼籲勿降低幼教師資水準。 

    然而，面對爭議，教育部只能兩手一攤，兩邊不得罪，大班一師不變，幼照

法實行前，任教保員者仍可取代教師。另外在重啟修法的時刻，教育部仍維持 30

年不變的幼兒班級人數，以經費為由堅持不下修，此等作法已無法回應社會大眾

對提升幼兒教育品質的需求。而部份私幼教保人員低薪過勞已久，違法扣薪項目

誇張，幼教師連基本工資都領不到，使得幼教環境偏向商業化喪失公共普及化之

精神。 

    為提升整體幼教品質，兼顧幼兒受教權及教保人員工作權，全教總建議： 

    一、幼托整合不能使幼兒園托兒所化，必須下修幼兒園班級人數，朝向精緻

化教學改善，以全面提升幼教品質。 

    二、為在職教保人員廣開師資進修管道，確保教保人員培育品質不下降，民

國 109年起全國落實幼照法中幼教師資之要求。 

    三、提升私幼教保人員之薪資接近公幼之水準，積極改善工時過長問題，唯

有全面改善幼教工作者待遇及工作條件，方能留住優秀師資，確保幼教品質。 (全

教總幼委會副主委顏嘉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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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山中學減薪，私校教師勞動條件惡化  

新聞事件： 

   私立崑山中學去年傳出減薪，今年又擬刪除教師研究補助費，減薪幅度逼近 5

成，無獨有偶，私立幼兒園教保員、幼教師也控訴勞動條件極不合理，實領薪資

不到 22K，私立大專教師同樣面臨低薪、過勞、非典雇用、惡意解雇的壓力。 

全教總評論：  

    私校在台灣教育史上一直扮演重要角色，愈是在國家經費投入越少的教育階

段，私校所佔比例就越高，如幼兒教育、技職教育以及大專院校，私人捐資興學

原本應以增進社會公益，增加國民教育機會為宗旨，不以營利或謀利為目的，但

近年來許多私校以少子化、招生不足、財務虧損等理由，要求教師增加授課時數、

兼任行政工作，或以減薪、假評鑑真解聘等方式，使私校教師勞動條件日益惡化。 

    全教總認為，未來政府應以有效方式解決問題，以提升私校教育功能。 

    一、面對私校私有化：透過立法強化私校內控監督機制以降低弊端，在私立

學校財團法人的公共性以及自主性的基礎上，給予私立學校更多的辦學空間，使

私校能發展出更具競爭力的優勢。 

    二、面對少子化：少子化應成為提升私校辦學品質的契機，政府應擴大公共

教育預算，在有效監督下挹注私校更多教育經費補助，以降低生師比、班級學生

數，提升學生受教品質。 

    三、改善私校教師勞動條件：學校雖有公私之分，但學生沒有公私之分，教

育工作內容更不能有公私之分，政府應當透過立法保障私校教師應有的勞動條

件，以穩定教育品質。 

全教總期望政府能在實質政策上給予私校自主、靈活有彈性的辦學空間，讓私立

學校一起提升總體教育品質，維護學生受教權。(全教總私校委員會主任委員趙

永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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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教學  蔚為風潮 

新聞事件： 

    美國的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以及日本的學習共同體，這些翻轉教

與學的改變模式近年來陸續被引進台灣，蔚為風潮。傳統的教學方式，大多是教

師在課堂上講授課程內容，而這些「翻轉教學」則嘗試讓學生的學習權從被動轉

成主動。 

全教總評論： 

    不管是翻轉教室或學共，其實都是在尋求一種讓學生能更有學習成效的教學

方式，讓教室的主角從老師翻轉成學生，學生透過討論、互相合作，能夠自主學

習，這一兩年來除了許多學者的提倡，縣市政府教育局積極推動，還有許多老師

自主性的行動，的確也讓「翻轉」教學的風潮，在各地不斷發酵。 

    事實上，教育界對於教學型態的檢討一直沒有停止，從開放教育、小班精神

實驗教育，甚至是引起大家爭議的建構式教學，其實都是對教學型態的檢討與反

思。只是焦點大多只落在老師所進行教學的改變，認為老師的教學，需要因應時

代改變。於是許多專家學者認為好的改革方案，便紛沓而至的落到老師身上。甚

至只要不是推動得很順利，就會很容易引導到是老師在抗拒，就像前一陣子的新

聞，新北市積極在各校推廣學共，也確實讓許多學校老師投入，但遇到瓶頸時，

就有督學表示老師不動，學共根本推不動。 

    同樣的學共，也有老師自主性的推動學共，像台南市教育產業工會即積極成

立學共的社群，在不同學校定期聚會共同備課，並互相觀課、共同成長，動力十

足。 

    全教總以為，不只教學要翻轉，我們也期待教育行政的角色要翻轉，教育行

政在看待老師的專業發展，應從支援而非績效或是管理的角度切入，才能讓教育

真正翻轉。(全教總專業發展中心執行長李雅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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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工會發動團體協商風起雲湧 

新聞事件： 

    今年來，各縣市教師工會，依據團體協約法，陸續與各校啟動團體協商，終

於由基隆市教師職業工會與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簽訂教師工會的第一份團體協

約，但亦有縣市校長團體、家長團體抵制團體協約，甚至到孔廟告狀，造成社會

紛擾。 

全教總評論：  

    立法院於 98年 3月 31日三讀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

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而勞動三法修正後，於 100年 5月 1日同步施行，終

還給教師組織工會之基本人權，並賦予團體協商之權利。 

    然施行三年後，許多學校與民眾對團體協商仍一知半解，往往以抗拒及拖延

方式面對，尤其對教師合法爭取勞動條件，充滿敵意之態度。據報載，有代表學

校雇主方之校長，對團體協約內容，直接訴諸媒體並表達抗議者，此不僅與法未

合，更是國內外進行團體協商時所罕見，這凸顯我國長年以來對勞動人權之漠視

與限制，造成人民普遍認知不足，致新法施行三年後，教師工會進行團體協商仍

困難重重。 

    全教總認為，政府應亡羊補牢，除短期內多加宣導，強化團體協商僵局處理

之機制，並以有效之行政救濟作為權利受侵害者後盾，讓身為受僱者，能適法、

平和地行使權利；身為雇主者，也能了解、理性地積極應對。 

    而根本之道，仍是透過教育的方式，將勞動人權觀念融入教育中，讓下一代

的公民具備勞動意識，了解依法進行團體協商係為常態，並能體認到，唯有勞資

雙方能理性地對等協商勞動條件，互相予以尊重，勞資關係才能和諧發展，並形

成社會安定繁榮的力量。(全教總集體協商暨法務中心副執行長吳昌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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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薪肥貓持續打臉年金改革 

新聞事件： 

    年金改革跳票後，今年八月立法院預算中心公布最新報告，指政府退休

高官轉任公股事業，坐領高薪、甚至雙薪的「肥貓」情況依然嚴重，堪

稱「肥貓大本營」，此外，這些退休高官轉任公股事業竟高達 68％是「無

縫接軌」，引人物議。 

 

全教總評論： 

    今年九合一選舉結果，國人咸認青年失業及低薪是執政黨被人民唾棄的主要

原因，對社會多數人期待，在野黨立院黨團也支持的雙薪肥貓改革法案，執政黨

持續無感，敗選也就不足為奇。 

    全教總去年統計有近二千六百位退休軍公教坐領雙薪，加上今年農業、教

育、軍職與銀行系統轉任潮之後，推估雙薪肥貓可能已達三千人。這些雙薪退休

者，原退休金達十萬者已不在少數，轉任之後每月又再領取數十萬元者，更是比

比皆是，這樣的不公不義，別說找不到工作的青年無法接受，擔心未來領不到退

休金的中年工作者，更是忿忿不平。 

    其實，教育領域雙薪轉任產生的問題更為嚴重，教育部官員和公立大學教授

退休轉任私校，再以前官員或前國立大學教授之名，凱旋歸來教育部擔任各類審

查委員，試問，現任官員均為前部屬或是晚輩，如何做出獨立專業裁示？更有甚

者，尚有次長層級官員直接在會議中「嗆聲」部長，公開表示自己可是一堆私校

等著他去！教育政策之紊亂，難道沒有原因？ 

    雙薪肥貓再不改，只是繼續圖利這些住在城堡裡的肥貓，繼續穿梭於百貨公

司的一、二樓精品區，可以預見，找不到工作、低薪與對退休金沒有盼望的國人，

想要推倒的已不只是這三千多人的城堡，未來持續袒護雙薪肥貓的朝野政黨，都

必然遭到人民唾棄。 (全教總秘書長劉欽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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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問題危及校園，全教總扎根食育教育 

新聞事件： 

延續過去幾年層出不窮的黑心食品事件，2014年銅葉綠素混油以及頂新劣質

豬油事件，再度使全民深陷假油、餿水油的恐慌之中，連學校營養午餐也證實使

用餿水油相關製品，雖然抵制頂新魏家成為風潮，但如何落實食育教育，則成為

新課題。 

全教總評論： 

接連的重大食安事件，重創台灣食品認證機制與國際形象，也影響學生身心

健康。食品大廠唯利是圖的本質現形，政府牛步龜速、危機處理能量不足，台灣

人民無語問蒼天，憤怒意識終於發出全民抵制的怒吼。 

食品安全攸關人民身心健康，人民有強健之身心，國家才能富強，重要性不

言可諭。教育正是札根王道，指導學生建立食物選擇與健康飲食的能力，友善土

地、親土栽種，才能徹底根除商人圖利無視人命的冷血惡行。 

全教總關心食育教育，除要求各級政府正視學校營養午餐用餐問題，並與「喜

願共合國」合作，推展「麥田見學」計畫，展開教育札根、強民富國、友善土地

的教育工程。101 年「豆麥見學」、102 年「咱糧學堂」，直至今日，響應的中

小學與社區已遍及全國各地，人民的覺醒讓人驚艷，實為區域雜糧推廣與食育教

育產生無遠弗屆的影響力。 

    一粒種子，凝聚眾人對土地的友善，照顧種子成長，正是內化對天地萬物同

理心的建構。商人以低價收購餿水浮油，利欲薰心的以低價轉製，再藉合法油商

身份，以數倍高價賣出而獲利。要反制毫無道德良知的黑心業者，除了期待公權

力伸張正義，更必須仰賴教育的力量，徹底鏟除亂源之根基，建立價值觀念與行

動力的長期反轉與抗戰，人民才能真正遠離食安危機。(全教總專業發展中心副

執行長殷童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