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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94年4月10日，以作者为核心的教育界人士及数万群众走上街头，在台湾掀起了一个史无前例的
教育改造运动，要求政府正视沉疴已久的教育问题，并提出四大核心诉求：落实小班小校，广设高中
大学，推动教育现代化，制订教育基本法。

　　《台湾教育的重建》一书，以这次运动为背景，一方面记录了四一Ｏ教改运动的样貌，另一方面
也对这四大诉求进行了深入阐释，并指出台湾应借教育重建，形成现代社会的新价值观，从而释放台
湾已经萎缩的生命力。

　　十多年过去了，对于这次运动的成败，对于教育问题，作者从没有停止过思考。
其间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
在作者看来，教育不是以升学为目标，我们的教育是为了帮助孩子们望向未来，而有独立思考能力和
创造力的孩子才能在未来的社会中拥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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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武雄，1943年生于台湾新竹，台湾数学研究学者、教育工作者、作家、社会运动参与者。
曾任台湾大学数学系教授（1972—1999），退休后转任兼职。
长年关怀教育发展，是社区大学的创办人和台湾教育改革的先行者。
早年曾至中学实验试教，深入教育基层。
除微分几何专业论著外，还著有《童年与解放》、《学校在窗外》、《黑眼珠的困惑》、《木匠的儿
子》、《老师，我们去哪里？
》、《中西数学的比较》、《那里有条界线》、《高中数学实验教材》、《微分几何讲稿》、《数学
教室》等书。
其散文作品曾获第四届（1981年）时报文学散文推荐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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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是我陷入教育改革泥沼的第一步，也是我如此近身而又全面看到台湾教育百态的开始。
　　我看到“师资反淘汰”的现象，严重地在恶化。
热心上进，爱护学生的教师得不到学校的肯定，反而被嘲讽、压抑或冰冻，甚至随时可能面临不续聘
的厄运。
相反地，唯唯诺诺，会做表面，又善于管理学生的教师，却受到重用。
一方面教育部明令教师不得在校外补习，另一方面在学校里越是补习大王，越没有人敢招惹。
　　原因之一是学校最重视升学率。
升学率的高低常决定校长的升迁。
这是由上而下的不成文规矩。
除升迁考量之外，不只是地方政要的子女要进学校好班，连教育行政官员也顾不得自己对“教育正常
化”的三令五申，要学校找大牌的补习老师，来照顾自己子女的升学。
更荒谬的是主管教育事务的教育部都附和升学的现实。
　　我赴中学试教，是在教育部的反对声中去做的事。
1974年春末，教育部委托台大编写的实验教材刚开始在中学里采用。
我认为大学教授闭门造车，编了教材便丢着不管，是不负责任的事。
于是向教育部中教司提出找个中学试教的构想，没料到中教司最高主管反对，理由是不可能找到学校
接纳我去试教。
当时在教育部的对白，我至今记忆犹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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