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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什麼是教育？

昨天與今天



學習是人類的天性！

教育卻不是，…

教育是成人為年青人

設計的、系統的學習！



昨天，

工業社會以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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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與今天：

工業社會的來臨



Sturbridge 1836



“為什麼上學？”

“為了打工，

因此要學讀、寫、算！”



工業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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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學校體系

(始於1870 British Education Act)

• 經濟話語、人力考慮

• 把人轉化為人力資源



工業社會的教育體系

操作工

技工

技術員

工程師 大學學位

非學位文憑

基礎教育

職業技術培訓



從業社會

教育的經濟話語

為國家：
生產力、勞動力、人才

經濟增長、國際競爭力、軟實力

為個人：
就業、收入、榮譽、地位



二、

社會變了！

時代變了！



生產形態

•滿足需要 變為 創造欲望、營造市場

•大量生產 變為 少量多款 (less of more)

•標準產品 變為 對口服務、量身訂造

•講求產量 變為 講究品質、品質劃分



組織形態

機構變小、變扁、變鬆了！

講究靈活、可變、適應！

明細分工、科層結構
逐步讓位於

“一站式”！



工作形態：現代小單位運作

一個客戶
一個小組

組長之外
等級模糊

論功行賞
或升或走

融合長處
沒有分工

只問產出
不問過程

制度寬鬆
程式不定

前線設計
負責到底

因人招聘
不論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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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職業

•長期聘用終身服務？

•從一而終一個行業？

•終身侍奉一個機構？

•職位隨著年齡升高？

•工資隨著年齡上漲？

•失業待業不會是我？

•退休在望待遇可期？

多元多變難測！



個人職業前途

•轉工轉行家常便飯

•失業待業隨時降臨

•提前退休漸成風氣

•個體自僱逐漸增多

•多元職位愈趨普遍

多元多變難測！



美國的發現
1948-2000

就業職位增長/人口增長

1.7

2000-2015
人口增長/就業職位增長

2.4

Taylor Pearson: The end of jobs



教育

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大學畢業生：不一樣的前景

•學用錯配
•轉工轉行
•失業創業
•個體工作
•多重身份
•不事工作



就業與教育關係

•對口就業已非主流

•用非所學普遍現象

•一紙學歷迅速貶值

•即時學習成為常規

•同等學歷報酬各異

教育的經濟話語，正在崩潰！



不一樣的社會 …

經濟生活以外

家庭生活、文化生活、群體生活

政治生活、精神生活

餘暇生活、退休生活



亂世 ….
連綿的天災禍害

冤枉的人為意外

不斷的新舊疾病

莫測的經濟危機

突發的社會動亂

潛伏的戰爭隱憂

氾濫的貪污腐敗

任性的政黨紛爭

難防的恐怖襲擊

洶湧的越境難民

到處的造假詐騙

看
不
見
盡
頭
！



我們面臨一個新世代！

需要非常堅強的下一代！

微觀：

個人需要有很好的準備！

宏觀：

國家民族需要有高素質的人口！



•對社會的承擔 Commitment to society

•對國家的承擔 Commitment to nation

•自我增強的意念 Readiness to expand one’s capacity

•對於成敗的準備 Facing successes and failures 

•組織群體的經歷 Experience in organising people

•對於藝術的欣賞 Appreciation of arts and music

•於細節的認真 Seriousness about the details

•對於未知的好奇 Curiosity to venture the unknown

•懂得個人理財 Managing personal finance

•重視衛生健康 Maintaining and developing health

•平衡工作與娛樂 Balancing between work and leisure 

• ……

還有 ….



•做健康合理的父母 Healthy parenting

•懂得與老人相處 Living with the elderly

•樂於與人交往 Eagerness to interact with people

•懂得自我保護 Self-protection

•洞悉大環境的變動 Sensitive to changes in the context

•對弱勢的認識與同情 Awareness of and empathy with the deprived

•甘於超越文化界限 Comfort in crossing cultures

•性與家庭的基本認識 Basic understanding of sex and family

•認識與面對道德界線 Realising and facing moral dilemmas

•基本分析與綜合能力 Rudimentary analysis and synthesis

•相信理性與信服事實 Belief in rationality and facts 

•……

…. 還有



下一代必須是堅強的一代

適應、成功、領導、變革！

關鍵在學習！



但是，青年人在想什麼？

找一份好工？

還是創業？

尋求職業穩定？

賺夠錢我就去旅行!

憧憬事業前途？

在家閑著，

有何不可？



20世紀的一代

樂業

安居

穩定

保障

…

21世紀的一代

突破

釋放

掙脫

自為

…

不一樣的幸福觀！



在香港

20世紀的一代

市場！

民主！

和平！

公義！

…

21世紀的一代

市場？

民主？

和平？

公義？

…

不一樣的思想基礎！



這 ….

許多、許多、許多

都需要面對！

教育如何應付得了？



三、

教育改革：

全球趨勢！

東亞趨勢！



新加坡

自信的個人

自覺的學習者

主動的貢獻者

有心的公民

溝通、合作與資訊能力

批判性與創造性思維

公民、全球與跨文化意識



日本

熱愛生活

貢獻社會的實際能力

合作性思維與解題能力

文字、數學與資訊基本素質



台灣地區

素養

自主行動

社會參與

溝通互動



中國內地



韓國

獨立的人

聰明的人

優雅的人

民主公民



香港

充實的學識

全面的素養

健康的價值



不一樣的社會期望 …

學識
持續學習的能力、深入探究的能力、綜合使用的能力、駕馭科技的能力 …

素養
群體合作、自省自理、跨越文化、靈活應變、…

品質
敢於創新、勇於承擔、不避風險、相容並包、堅持原則、…

價值
關愛捨予、公義和平、相信理性、平等公正、熱愛自然、珍惜生命、…



特點一

以人為本！

擺脫了經濟話語
（國家經濟增長、勞力供需、全球競爭力）



特點二

回歸傳統
香港、台灣

德、智、體、群、美
韓國

智、德、群、美、體
中國內地
德、智、體

日本
智、德、體



四、

教育改革: 如何改？

返璞歸真，回歸學習



教育是有限的！

學習是無限的！



何謂學習？



教育理論

教育哲學
教育心理學
教育經濟學
教育社會學

….

都是借來的！



教育的核心科學：

學習科學！

腦科學、心理學、課程教學、教育技術、

教育測量、教育政策、教育哲學



一個例子：

默書



春天

起碼六個

没有上限

每個3分 錯不减分





每個3分 錯不减分

起碼六個

没有上限



心理詞彙

主動學習

構建詞彙

個別發展



創意教學法

在使用中學習

認字先於寫字

創意寫作

二年級末：2500個字

四年級：金庸小說



PIRLS （國際閱讀素質研究）

香港

•PIRLS 2001: 14th

•PIRLS 2006:  2nd

•PIRLS 2011:  1st



學習科學的基本共識

人腦是可塑的，

是人的活動在塑造人腦。

Plasticity



學習科學的基本共識

人腦是可塑的，是人的活動在塑造人腦

1. 學習：人類認識世界的過程

• 學習是人類對外部世界賦予意義的過程

• 學習是構建個人對外部世界知識的過程

• 同樣的經歷，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學習

Construction



學習科學的基本共識

人腦是可塑的，是人的活動在塑造人腦

2. 知識的構建，在於經歷

•有意義的經歷，帶來有意義的學習

•“用”中“學”，使用就是學習

• 吸收前人的知識，也是重要的經歷

Experience



學習科學的基本共識

人腦是可塑的，是人的活動在塑造人腦

3. 人類學習，是總體性的

•學習往往是不在意的

•學習的經歷，是綜合性的

•綜合性的經歷、環境、資源，是學習的要素

•分解性的方案，是為了提高學習的效率

Implicit Learning



學習科學的基本共識

人腦是可塑的，是人的活動在塑造人腦

4. 學習的成功，在於應用

•學習的檢驗，在於理解

•理解的檢驗，在於應用

•理解與應用，是交叉互動的過程

Application



學習科學的基本共識

人腦是可塑的，是人的活動在塑造人腦

5. 人類的學習是群體性活動

•模仿，是學習的重要起步

•集體學習，是最有效的學習

•學習，是文化的傳遞

Social Cognition



關鍵…

學生成為主動的學習者！

從 教為主 轉為 學為主

學生成為學習的主體！

把學習還給學生！

教少些、學多些！



教育面臨的挑戰

•學生有主動學習的空間嗎？

•學生可以選擇學習的途徑嗎？

•可以有更多的集體學習嗎？

•考試可以鼓勵創作嗎？

•大學招生可以不看分數嗎？

•……..



例1：語言學習

“牙牙學語”

從無意義的聲音到有意義的語言

嬰兒綜合了複雜的元素

在與其他人類的交往中學習

在不斷的測試反應中獲得意義

在不斷的嘗試中獲得能力







例2：外語學習

學英語與用英語

外國人學漢語

單語與多語



例3：漢字學習

一、

二、人、十、丁

三、上、下、士



認字與寫字

蝴蝶

警察

舅舅



例4：模仿與實踐

騎自行車、游泳、武術

語言、運動、舞蹈、繪畫

乘數表、臨帖、背詩

模仿、重複、記憶、練習、延展、創作



模仿重複

不假思索

舉一反三

意會精髓

自由創作



例5：總體性學習

認人臉

運動科學

言語糾正

芭蕾舞

總體、綜合、意念



例6：不經意學習

課堂板書

課外活動

學生組織

訪貧問苦

國外交流



例7：教育測評

著重應用

鼓勵創作

綜合能力

結合實際

集體導向

注意過程



創作性考驗

知識成果



例8：自我修養

靜坐

花道、書道、茶道



例9：道德養成

潛移默化

耳濡目染

以身作則

綜合、實踐、沉浸



例10：無試？

韓國

無試學期



例 11  学生评卷



例12：教育設施

Learning Commons
學習館、學習園



學生是二十一世紀的！

教師是二十世紀的！



謝謝！

kmcheng@hk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