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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AI）時代來臨，孩⼦要學什麼、怎麼學，才
能Ġ迎向不確定的未來世界？答案聽來很簡單卻不容易做，
那就是「讓孩⼦的天賦⾃由」，也就是「做最好的⾃⼰」，٫助

他們找到⾃⼰存在的價值。

因此，未來教育的樣貌⼀定有所不同，透過多元的創新，
包括保有孩⼦的好奇⼼、探索⼒，教學時運⽤科技或營造
真實的情境，提供跨領域、⽣活化的統整學習，注重有效
溝通、團隊合作，以及結合家⾧的資源與⼒量，是未來教
育的五⼤新⾯向。

過去的教育是把⼈教成機器，未來的教育則要回歸到⼈的
本質，٫助孩⼦探索⼈⽣、找到⾃⼰與世界的連結。

⼈⼯智慧（AI）引發第四次⼯業⾰命，愈來愈多⼯作即將
被取代，教育要引導孩⼦學什麼、怎麼學，才能Ġ迎向充滿
不確定的未來世界？答案聽來很簡單，做來卻不容易，那
就是「讓孩⼦的天賦⾃由」，也就是「做最好的⾃⼰」。

⼈類社會正⾯臨史無前例的快速變動，教育若仍墨守成
規，影響的不僅是競爭⼒問題，⽽是最根本的⽣存價值。
倘若我們無法讓孩⼦認識⾃⼰、發現天賦，進⽽往想⾛的
地⽅去，孩⼦恐怕很難找到⾃⼰存在的價值。

⾧期關注⼈⼯智慧的創新⼯場董事⾧李開復認為，AI時代

來臨，並不代表機器將會完全取代⼈類，⽽是⼈類不需再
浪費時間做無聊、重複性的事，「⽗母最重要的是讓孩⼦

找到⾃⼰的天賦和興趣，做⾃⼰最擅⾧、最愛好的事，就
是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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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能Ġ預測未來，最好的教育⽅式就是把孩⼦教成他
⾃⼰，讓他們去創造⾃⼰的未來，」新北市桃⼦ų國民中⼩學

校⾧李惠銘指出，每個孩⼦都應變成真真實實的⾃⼰，⾸
先必須知道⾃⼰是誰、適合往哪裡去，再來要有能⼒往那
裡去，最後在往⽬標前進的時候，不要忘記⾃⼰是社會的

⼀份⼦，可以共創美好的社會。

為了達到這個⽬標，未來教育的樣貌，⼀定要與現在有所
不同。環顧世界各國對於未來⼈才的培育重點，紛紛從3R

能⼒轉向4C能⼒，就不難看出端倪。

傳統教育注重讀（reading）、寫（writing）、算

（arithmetic）的3R能⼒，已經不⾜以應付⽇趨複雜多元

的環境、新形態的⼯作和⽣活，轉⽽強調以解決問題為導
向的4C能⼒，包括批判性思考與問題解決（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有效溝通（effective

communication）、團隊共創（collaboration and

building）、創造與創新（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指出，2030年所需的核

⼼能⼒涵蓋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特質

（character）與態度（attitude）、後設學習（meta-

learning）等四⼤⾯向，有效的學習就是將這四個⾯向的

元素進⾏豐富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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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來說，⼀個⼈不僅需要具備跨學科知識，如傳統的數

學、現代的創業、全球化的主題，還要擁有創造、批判思

考、溝通合作等技能，以及警覺⼼、好奇⼼、勇氣、彈性

或復原⼒、倫理、領導⼒等特質與態度，⽽整個外圍的底

蘊則是後設學習能⼒，包含後設認知及成⾧⼼態。

從基本的3R、關鍵的4C到結合知識、能⼒和態度的素

養，這樣的⼤概念，落在教育現場，唯有透過多元的創
新，才能具體實踐。《未來Family》將未來教育綜合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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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以下五⼤新⾯向：

⾯向1：好奇⼼＋探索⼒＝邁向未來新動能

從OECD未來能⼒提到的⾯向中，不難看出特質、態度等

情意層⾯，是未來教育的⼀⼤重點。⽤教育現場的術語來
說，就是要讓孩⼦找到強勁的學習動能，激起好奇⼼、擁
有探索⼒。

「台灣的教育Օ⼤部分著重在升學，其實K-12有不同的教育
重點，」台北市麗⼭⾼中教務主任藍偉瑩⼼⽬中的未來教
育，在幼兒園、⼩學階段要給孩⼦更多時間去探索周遭的

環境，⽐如⼤⾃然；也要容許孩⼦探索時有犯錯的空間，

這樣孩⼦在國、⾼中階段才有勇氣去⾯對各種挑戰。

藍偉瑩表⽰，國中階段的孩⼦要開始負擔起學習的責任，

並學會如何學習，包括查⽂獻、決定⾃⼰感興趣的主題、
找到解決問題的⼈⼒及資源等等。這些能⼒都建⽴起來
後，進⼊⾼中階段的孩⼦，才能Ġ⾯對複雜的社會議題，尋

找⽅法解決真實問題，從中找到⾃⼰想就讀的⼤學科系及
⼈⽣的發展⽅向。

「⽼師要做的，就是為孩⼦搭建⼀個探索的平台，」台北市
濱江國⼩教師林姿君說，讓孩⼦有空間能Ġ⾃發性的學習，
當他對新的領域Ԣ⽣好奇⼼時，他就會想要主動出擊去學

習。林姿君特別強調，孩⼦的想像跟創意是無限的，給他
們更多的關注與肯定，孩⼦能Ġ發揮的⾯向會超乎⼤⼈的想

像。

⾯向2：科技 × 真實情境＝與外界有感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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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孩⼦搭建學習平台的關鍵，就在於創造情境與連結，讓
孩⼦覺得學習是有意義的。台北市國語實驗⼩學校⾧林玫
伶認為，未來教育的創新⾯向有兩個層⾯，第⼀個層⾯是
更重視符合孩⼦不同的學習速度和內容，來滿⾜學習的⽬

的；第⼆層⾯則是透過科技٫助孩⼦加強與外在世界的連
結，同時投⼊真實情境的營造，讓孩⼦找到⾃⼰的存在及
連結的對象。

⽐⽅說，新北市中港國⼩英⽂教師林加振，就在課堂中讓
孩⼦跟外國的學伴跨國視訊，並且透過通訊軟體密切聯
繫，⽤科技為孩⼦找到學英⽂的真實情境，孩⼦每星期都
很期待上英⽂課。台中市光德國中國⽂教師張⽂銘則把⾃
⼰擅⾧的魔術結合國⽂教學，⽐如教到「五⽉雪」時，在課
堂上利⽤⽔和報紙變出⽩雪紛⾶的畫⾯；也善⽤繪本、微
影⽚等多元素材的連結，譬如《阿̤的衛⽣紙》刻畫出祖孫的
親情，透過情境的延伸，有效提升孩⼦的學習興趣，連帶

班上的國⽂成績也從倒數變成領先。

「⽼師要有⾜Ġ的敏銳度，從⽣活或環境中去找素材，」曾在
台北市湖⼭國⼩任教⼗幾年、現任雙溪國⼩總務主任的陳
⽴偉分享⾃⾝的教學經驗。例如⾃然課教植物，會帶孩⼦
到校園去做觀察，孩⼦剛開始很容易去摘、拔或撕扯枝
葉，但後來課堂上透過以蠟筆拓印樹幹的紋路、觀察樹葉

的顏⾊，感受到植物是活⽣⽣的……，學⽣學到的就不只

是⽣硬的知識，⽽會形成尊重⽣命的態度。

⾯向3：跨領域＋⽣活化＝創意思考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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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活化的統整學習，也是未來教育的焦點，有助
於孩⼦養成創意思考、溝通合作及解決問題等多⽅⾯的能

⼒。

主題式教學就是⼀種跨領域的統整學習，也是未來教育的
創新樣貌之⼀。台北市⽴⼠東國⼩校⾧連世Ɋ說，未來的⼯

作，有60％現在還沒被發明，⾯對瞬息萬變的世界，我們

要給孩⼦什麼樣的教育呢？不是零碎的知識，⽽是培養孩
⼦思考、表達，能Ġ運⽤所學解決問題，落實在課程上，他

建議第⼀線的教育⼯作者設計更多的主題式教學。

「在主題式教學中，可以讓孩⼦體驗探索、⾏動實踐、省
思發表，」連世Ɋ說，體驗探索，可讓孩⼦⽤⼼思考、⽤眼觀

察，透過想像⼒跟思考⼒來完成任務。

在⾏動實踐⽅⾯，孩⼦可以學習合作，透過團隊⼒，完成

作品；最後發表作品、彼此分享，孩⼦可以欣賞別⼈的優

點，也可以⾃我省思。

⾯向4：有效溝通＋團隊合作＝新協作時代

4C能⼒與OECD 未來能⼒都⾮常強調溝通與合作，⽽在
全球協作的⼤趨勢之下，孩⼦確實也需要擁有⽐過往更好

的溝通⼒與合作⼒。這樣的能⼒，很難⽤傳統⽅法教會孩
⼦，⽽必須設計更多元的活動或⽅案，讓孩⼦⾃然⽽然的

習慣溝通與合作。

⽐如，新⽵市光武國中的「法拉第少年」探索課程，不僅將

該校的中輟率降到零，更吸引⼗多所學校前往取經。校⾧

林茂成分享，孩⼦從過程中學到冒險、勇敢、合作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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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單⾞環島」為例，不僅要從組裝⼀輛ų踏⾞學起，同
時要到偏ĉ去交流，包括單⾞健診、٫偏ĉ孩⼦上理化課，「因

為知識是拿來⽤的，⽽能⼒是拿來٫助別⼈的。」

慢慢的，孩⼦就能學會溝通、學會合作，進⽽關注外在世

界，「孩⼦有⾃信之後，就要從獨善其⾝到兼善天下，為
⼈類世世代代的發展做點努⼒，」諾⽡⼩學暨幼兒園創辦
⼈兼董事⾧蘇偉馨說。

⾯向5：學校 × 家庭＝未來教育能量無限

「對未來教育的想像，Օ對是奠基在每⼀天，⽼師、孩⼦、
家⾧，這三⽅點滴綿密的互動與關愛，」台北市和平實驗⼩

學校⾧⿈志順說。

蘇偉馨也認為，家庭教育也是未來教育的⼀⼤關鍵，在學
校及教師的專業之外，⽗母的參與協⼒、共學成⾧很重
要。但她強調，家⾧不宜過度介⼊學校的教育規畫，畢竟
「學校與家庭能Ġ⼿牽⼿成為夥伴，教育才能達到⼀百分。」

⽽家⾧⼒量的發揮，⽬前已有成功案例，例如宜蘭⼈⽂國

中⼩善⽤家⾧的資源，在每週兩次的多元課程中有將近三

分之⼀是借重家⾧的專⾧或興趣開班授課，寫作、耕種、

編織、⾳樂、戲劇、球類、品牌⾏銷等等，豐富孩⼦的學

習⽣活，⽽當學校⼈⼒不⾜時，家⾧也會協助⽀援由學⽣

⾃主成⽴的社團活動。⼜如荒野保護協會的親⼦團，強調
親⼦共學、易⼦⽽教及混齡學習等創新特⾊，在全球中是
獨創的運作模式，稱得上是⽗母陪伴孩⼦成⾧的教育典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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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華德福教育⾼級中等學校創辦⼈張純淑說，要讓孩⼦
⾃在的成⾧，家庭不可以置⾝於外，學校也要有新的圖

像。當⽗母、⽼師、孩⼦，都能Ġ重新看待來到眼前的⼀切

事情，未來教育才有能量。

過去的教育是把⼈教成機器，未來的教育則要回歸到⼈的
本質，٫助孩⼦探索⼈⽣、找到⾃⼰與世界的連結。

未來教育，⼈的本質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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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不斷在顛覆學習的樣貌，從前知識的主要來源是教
師，現在彈指之間就能輕易獲得，教育除了知識的傳遞之
外，更重要的是培養孩⼦具備未來需要的核⼼能⼒。

想要做到，關鍵在於教師。「不管教育部定或學校⾃訂課
程，最後都會是教師的⾃訂課程，因為他們掌握了『課程』
和『教學』兩⼤核⼼技術，」李惠銘強調，教師是未來教育
的靈魂⼈物，透過多元課程及創新教學，可以引導孩⼦定
義未來，٫助更多孩⼦找到適合⾃⼰的舞台。

再興⼩學校⾧楊珩說，未來教師不是直接教孩⼦創新的能
⼒，⽽是教孩⼦具備想像⼒、有創造⼒，內化之後，去⾯
對問題、⾯對⽣活、有解決的能⼒。當孩⼦有過成功經驗

之後，在⾯對未來世界的挑戰時，就能有勇氣去接受、去

改變，「最理想的狀況是，我們教出來的孩⼦對⾃⼰有期
許、有熱情，認為『我是可以改變世界的⼈』。」

21種創新教育⽰範

「未來教育 台灣100」徵選活動，是由遠⾒．天下⽂化教育
基⾦會主辦、《未來Family》擔任媒體協辦的⼤規模教育計
畫，試圖探索未來教育應有的新樣貌。6⽉號先報導21個

創新⽰範，它們不僅是創新教案，更重要的是，在教育未
來⼈才的每個環節上扮演著關鍵⾓⾊的創新模式。

21個創新⽰範涵蓋各種團體，包括政府、企業、⾮營利組

織、家⾧、學校及⽼師，分屬四⼤類項。1.⾏政及⽀援：

讓學校及教學運作更有能⼒，並補位不⾜之處；2.學習評

量：制式考試外的新可能性；3.教學現場：⽼師班級經營
及教學⽅式的創新；4.教學⼯具與內容⽅⾯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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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希望以此說明適合未來教育的創新可以是什麼，並⿎
舞更多單位投件報名，共同定義台灣的未來教育樣貌。報
名網址：http://tw100.cwgv.org.tw。

推薦閱讀：

1.新課綱延後追蹤報導 108課綱及⼤學考招新制變化

2.資優⽣怎麼教？ 孩⼦太聰明， 爸媽也煩惱！

3.孩⼦的情緒和⾏為失控，背後總有無法表達的挫折和孤
獨

4.富⼆代？德國⼈沒聽過！

5.在辦公室加班吃飯的⽗母，在安親班看著考卷吃飯的孩

⼦

專欄介紹：

《未來Family》是遠⾒．天下⽂化事業群旗下新創辦的雜

誌，當台灣社會出現的各種低迷現象，都應該回到教育的
原點、社會的核⼼－「家庭」。我們應該重新省思⽗母與⼦

⼥的互動以及家庭的價值。《未來Family》期望引領⼤ܾ⼀

起思考下⼀代最需要培養的特質與能⼒，並借鏡國際經
驗、探索趨勢，讓「家」成為未來進步的起點，讓「未來」⽐
今天更美好。讓「未來Family」⽐今天更幸福。

【瞭解更多未來教育與教養話題，請⾄《未來Family》官

網／臉書粉絲團】

分享 分享 複製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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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family.cwgv.com.tw/content/index/7478
http://gfamily.cwgv.com.tw/?_ga=1.163909375.1524068622.1448588848
https://www.facebook.com/globalfuturefamily?_ga=1.163909375.1524068622.1448588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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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國教

未來Family

《未來Family》希望成為每⼀對夫妻或⽗母最好的⽣活夥
伴，也提供學校師⾧作為教育下⼀代的參考，為創造美好
未來⽽共同奮進。⽀持總是把家⼈放在第⼀位的你！

More

https://www.gvm.com.tw/tags/12%E5%B9%B4%E5%9C%8B%E6%95%99
https://www.gvm.com.tw/blog/3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