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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嚴長壽曾說，「台灣不缺批評的人，缺的是捲起袖子做的人」。摘除腫瘤、理應

養生保健的他，卻選擇了一條人煙稀少，更需要多年才可見成效的教育之路，

走到偏鄉、承擔辦學的壓力與責任。眼看台灣原有的優勢在全球局勢急遽變動

下快速崩解，他再次執筆、出版《教育應該不一樣──全新增修版》，一字一句

增補他這五年來在教育現場的經驗、國際趨勢的發展，更以 8,000 字專文直指

現今教育的盲點。 

一、    內容摘錄： 

1.「當孩子看到民意代表毫無節制地羞辱官員，電視名嘴不負責地恣意批判，

網路上造謠是非卻未遭受處罰未被唾棄、未被司法起訴，我們怎麼去期待下一

代變成講理、正向、有公民素養的人。」P.14 

2. 「建立他對某項歷史事件的觀點，藉以找到自己的、適合的空間座標，意義

及使命感，這才是學習歷史的本質。」P.105~106 

  



二、    我的觀點： 

  疲憊不堪地拎起沉甸甸的書包，裏頭裝的盡是各科的講義與試卷。以一種

這個年紀不該有的步伐，蹣跚而頹然的走出補習班，腦中的思緒如同人行道旁

的街燈般閃爍而飄忽不定，一邊走一邊絞盡腦汁地回想今天的自己究竟又多背

了那些數學公式、英文單字。忽然，一道光影在腦海浮動，那既不是與好友們

一同歌頌校園生活的青春軌跡，更不是和家人共享天倫的美好回憶，而是自己

今天又有某科不及格了，不知應該如何向父母交代。想到這裡，那雜亂的思緒

更添加了幾分混亂與不安。最後，躺在床上，以一種忐忑，甚至有些自我放棄

的心情進入夢鄉。這樣的故事幾乎在每一個有孩子的家庭上演，不同的的青少

年，卻是相同的劇情發展。 

 

  就讀普通高中的我對於上述情境亦感觸頗深。自小，我們的家庭、學校不

斷地向我們灌輸「用功讀書，考上國立大學，以後的工作就毋需擔心了」等思

維，而過去的我亦是對此深信不疑，堅定的認為這就是成為人生勝利組的不二

法門，於是我國中時便已下定決心，立志未來要考公務員，至少當個老師，以

保證收入的穩定。在高二的自主學習課程中，我以教育科系為目標，以一種寫

幾篇讀書心得敷衍一下大學端的想法翻開了《教育應該不一樣》。然而，在我真

的用心讀完此書後，這才幡然醒悟，原來過去的自己對於生涯發展是如此地無

知與膚淺，而現在自己的所作所為又是地自以為是和貽笑大方。 

  本書共分為七個章節，但其核心概念皆離不開序論的「共錯結構」，這一名

詞所探討的是諸如「學歷膨脹」、「技職黑洞」等這幾年在教育界一直飽受討論

與攻訐的議題。作者認為這並不完全是教育部的錯，更非第一線教師、學生甚

至其身後的家長單一方的問題，此乃在彼此缺乏溝通與共識，缺乏洞察力與執

行力下所埋下的小小種子。而當今所面臨的各式教育亂象及人才不足的窘境，

也只是這顆看似微不足道的種子於經年累月後，茁壯而生的結果罷了。諷刺的

是，這樣盤根錯節而難以挽回的結果，最終卻要讓整個國家一同來買單。 

  作者嚴長壽雖自謙自己是個教育門外漢，不是身處第一線的教職人員，更

不是教育界德高望重的專家學者，但是，我認為只要閱讀過這本書，沒有人會

否認，作者嚴長壽先生在教育的理念上有著不輸給任何人的堅持與熱情，在教

育的改革上，更是擁有許多人沒有的高瞻遠矚及真知灼見。他以自身最為熟悉

的技職教育舉例，2015 年的時候，一項民間調查顯示，有六成台灣雇主覺得面

臨徵才困難，然而弔詭的是青年失業率卻不斷上升。放眼八年過去的今天，此

等情形卻不見好轉，反而愈演愈烈，最近在電視或網路媒體中，我們不乏聽聞

高階業務代表，或者水電工、木工，以及餐飲業人手不足的消息，而這些亦充

分展現出所謂技職學校轉型那光鮮亮麗的外表下，對於整個技職體系與供需市

場造成多麼巨大的衝擊與傷害。眼下的結果早在 2015 年嚴先生便已經提出警

告，但是轉眼八年過去了，我們的執政者和民眾卻如同溫水煮青蛙一般，任由

此等報應蠹蝕我們國家未來的棟樑，削弱整體族群的經濟與競爭力，而不去改

善現狀、力求革新，豈不令人擔憂? 

  而在與我未來職業最為相關的普通高中及國中小學教育上，嚴先生用他那

懇切而真摯的字句告訴所有台灣學子：「金魚缸裡養不出鯨魚，不要因貪圖泳池

裡的安逸，而喪失了挑戰大海的勇氣。」年輕人有的是時間和機會，毋要因未

來的不確定而盲求公務員的穩定與安適，埋沒了自身的長才和資質，同時更是



告誡了我們這些未來希望能步入杏壇之人，我們要面臨到的是一個少子化的時

代，名額與資源的競爭將更加激烈，但是不變的是教育的本質，唯有提供有血

肉，有人性的知識，才是教育的內涵與真諦。 

  名揚海外的台灣首位米其林廚師江振誠，年僅二十歲便隻身在歐洲餐飲界

闖蕩，在他那不懈的鑽研與努力下，連以挑嘴著名的法國人都被他精湛的廚藝

給征服，成功地打出自己的知名度；圍棋職業七段棋士黑嘉嘉，雖然只有國中

學歷，卻在家人全力的支持下成為職業棋士，頒獎臺上見到的是她那令人稱羨

的獎盃、獎牌，頒獎臺下看不見的，是常人難以想像的高壓訓練。此二人最大

的相同之處在於對自身理想的奮鬥精神及逐夢熱忱，而這兩個實例配合本書的

內容，令我不禁聯想到當今爭論不休的 108 課綱。108 課綱宗旨在於培養學生在

這個資訊量爆炸的世代應當具備的的公民素養，引入了像媒體識讀、探究活動

甚至自主學習等課程，並且在升學制度上做出多項調整，比如：限制大學端最

多僅能採計五科成績中的四科、學習歷程檔案加入評分標準等，所有的一切無

非是希望能賦予學生們更多彈性的空間與時間去了解自己的目標、探索自己有

興趣的領域，希望藉此能挖掘出更多的江振誠與黑嘉嘉，讓他或她能夠在未來

找到屬於自己的舞台及空間座標。 

  然而，現實與理想之間總是存在落差。以我所就讀的高中為例，有不少同

學在自主學習課程中非但沒有執行自己的學習計畫，反而是在玩手機或者睡

覺，浪費了原先課綱的美意。此外，在升學制度方面，雖然已明文規定成績的

採計方式，但是大學端總是會設下各種門檻，使即便對該校系極富興趣的學生

也會困於分數的壓力，而與理想的校系失之交臂。而分科測驗不考國、英，計

算機是否進入考場等頗具爭議之問題，更進一步向我們揭示了在新課綱上路後

遇到的種種挑戰。我認為這亦呼應了前文所言及的「共錯結構」，想要翻轉過去

以考試領導教學的弊病，不可能僅單靠教育部一方的制度更動，否則，只能被

動接受新制度的學校、學生無所適從，學生身後的家長無法放心，最終仍舊會

走回成績至上的老路，使得 108 課綱的精神淪為紙上談兵而無法實踐於現實校

園，所有問題恐怕又得留到下個十年，而這正是作者最為憂心的情況。 

  一個看似毫不相關的局外人，闡述的卻是最真實而深刻的見解。讀完書

後，我不禁反思，過去長輩們在職涯發展這一塊的觀念放在這捉摸不定而瞬息

萬變的世代是否過已然過時，甚至衍生成一種迷思?我自己對於將來工作的心態

也應當進行調整，不應再以逃避而不求上進的心態來看待自己的責任，嚴先生

說：「職業只是謀生的工具，志業，才是讓人足以燃燒熱情的所在。」我相當感

謝自己有閱讀這麼棒的書籍，讀完它 ，令我重新審視自己的志向與態度，讓我

領悟到，教育對青少年那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一個良好的教育制度，未必能讓

每個學生取得漂亮的學歷，但它定然能激發每位學子心中追逐夢想的渴望，燃

起心中對於實現抱負與志向的火苗。在未來，這些星星之火必將化作熊熊烈

焰，他們將運用於各自領域習得的硬實力、軟實力，在台灣產業及職場中發光

發熱。梁啟超說：「少年強則國強，少年智則國智。」教育顯示出的是一個國家

人民的素質和涵養，教育更象徵著一個國家的人才競爭力與產業經濟，教育的

改革與轉型刻不容緩，教育應該不一樣。 



三、    討論議題： 

１．一次次課綱的調整總會延伸出許多爭議，身為接受者的教師及學生應當如

何對其作出調整與適應，而不是被動接受，以致衍生出更多問題？ 

２．當今缺工問題愈發嚴重，過去技職學校轉型造成之影響逐漸浮上檯面，執

政者應當如何彌補，避免技職斷層的持續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