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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教育》 
一、請以世界體系理論與依賴理論中的重要概念，來詮釋臺灣的「低頭族」現象，以及可能對於各

級教育所產生之影響。（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屬中低難度，主要是基本記憶與少量單一議題應用。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比較教育講義》第一回，許承之編撰，頁51-53。 

 

答： 
世界體系與依賴理論，是比較教育相當重要且關鍵的基本理論；本題先將兩大理論的主要概念進行說明；再藉

此論述當前在台灣屢見不鮮的低頭族現象。 
(一)世界體系理論與依賴理論的重要概念 

有關世界體系與依賴理論的主要內涵，說明如下： 
1.依賴理論 

依賴理論的說明，主要可從該理論的起源與核心、主要意涵、基本概念、對學術的衝擊，以及與教育相

關研究的關係等層面，逐一說明如下： 
(1)理論著力於說明各個不同經濟與社會發展階段的國家，彼此相互關係、國家經濟低度開發原因，以及

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在邊陲國家何以失敗。 
(2)依賴理論中的支配與受支配國家的角色定位，隱含壓榨與貢獻的經濟關係，亦即認定邊陲國家社會制

度貢獻經濟成果給中心國家，以提供輸送利益的功能。 
(3)依賴理論近年研究發展，受到世界經濟體系刻意保護跨國企業的政策所影響，而使中心-邊陲理論中的

中心國家觀點走向世界體系理論。 
2.世界體系理論 

理論可溯源自1974年，比較教育學者對於既有的比較教育研究架構以國家為單位的研究原則，提出質疑

與挑戰，從而建立此一理論。 
(1)各國的教育制度受到外部世界體系架構的影響，遠大於該國內部的因素影響效果；由於技術與交流手

段的國際化，對於戰後各國的教育發展，已不能單純由國內影響因素來探討。 
(2)加上歷史發展脈絡與資源不平等分配的既定事實，教育制度就存在於控制與依賴的狀態之下；因此，

世界體系理論的分析方法，就是以超越國家範圍，改採更形上位視野，藉以探究教育現象或問題的成

因與解決策略。 
(二)以兩大理論為基礎，說明當前低頭族現象 

透過上述兩大理論，說明低頭族的社會現象： 
1.低頭族的現象，意指當今社會中各個成員，生活中習慣大量使用電子資訊與網路商品，造成完全無法脫

離電子網路商品的現象。 
2.從低頭族現象，可以藉由依賴理論，說明：不同經濟與社會發展階段的國家，彼此相互關係、國家經濟

低度開發原因，以及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在邊陲國家何以失敗。 
3.在世界體系理論中所云：各國受到外部世界影響遠大於該國內部的因素影響效果；加上技術與交流手段

的國際化，對於戰後各國的教育發展，已不能單純由國內影響因素來探討。 
 

二、試說明比較教育如何對各國教育改革政策產生影響，試舉兩國為例。（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屬中低難度，主要針對比較教育基本概念與影響命題。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比較教育講義》第一回，許承之編撰，頁17-21。 

 

答： 
比較教育的目的應由其興起探源。然而，其起源乃眾所周知的「實用」功能，意即18與19世紀的歐洲國家為建

立與改善自身教育狀況，而從理解國外教育制度著手，幫助國家教育的發展，以下分別論述： 
(一)比較教育的目的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05高點‧高上公職‧地方特考高分詳解 

 --2--

1.比較教育具有建立研究宏觀視野角度之目的 
比較教育本為現代教育研究中的重要先驅指標，即使仍無法確認其學科地位，但至少已是一項重要的研

究領域。因此，比較教育應採取以下的宏觀視野角度，包括：了解本國的教育特質、提供教育改革的方

向、增進人類了解與福祉，以及探究教育規律與原理等。 
2.比較教育具備建立規範角度之目的 

此外，Bereday認為比較教育是以國家或文化區域為變項，進行外國教育制度的分析調查，其最終目標在

於建立教育的「法則」或「類型」。因此，提出比較教育的三大實踐目標與應掌握的兩大要素： 
(1)比較教育的三大實踐目標 

Bereday認為比較教育的進行，主要在於實踐以下三大目標，包括：自各國教育制度異同尋求意義、找

尋比較教育學科的知識根基，以及對於教育實施與社會科學做出貢獻。 
(2)比較教育的兩大要素掌握 

Bereday主張在比較教育進行過程中，必須掌握準備度與可比較性等兩大要素。前者，意指實際研究工

作中，應藉由持續研究與磨練，藉以形塑更為完熟的心智架構；後者，意指比較教育必須在可比較的

基礎之上，才能彰顯比較教育的真正功能。 
(二)比較教育對各國教育產生的主要影響 

有關比較教育研究對各國教育產生的主要影響，包括： 
1.世界上的教育問題，正如其他政經問題發展，形成全球性且相互影響的問題，故需從全球角度尋求教育

問題解答。 
2.由於比較教育逐漸發展其國際化下的時代功能，透過比較各國教育現象與問題，而加深理解本國教育文

化。 
3.汲取外國教育經驗作為本國教育改革的依據、分析各國教育制度形成特色與內外動力因素、建構教育與

社會關係發展通則以進行教育發展的因果說明與現象預測、詮釋教育現象的深層意義，藉以詳實描述各

國教育制度與概況與了解國外教育實況，以及成為教育決策與教育實踐改進的工具，甚至是了解與比較

各國教學實況以作為教師改進教學之參照，都可視為不同層面的主要影響。 
 

三、請以PISA（國際學生能力評量計劃）為例，分析這些評量結果，對於各國「比較教育」、「發

展教育」、「國際教育」與「全球教育」的可能影響。（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難度基礎偏易，主要是對於PISA與不同教育類型的基本定義的結合。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比較教育講義》第一回，許承之編撰，頁54-72。 

 

答： 
教育與教育問題的國際化，是近年來耳熟能詳的教育用語，但二者之間雖看似相近，卻在本質與定義上有其實

質差異；正如同比較教育因為自身研究方法體系的獨立性，長期以來無法獲致確認的價值定位，而導致學科定

位的不確定性。 

(一)PISA的主要內容與四大教育的基本概念 
有關PISA與其他四大教育內涵，進行以下的概念說明： 
1.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又稱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為經濟開發與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最初於1997年起籌劃與受委託的重要研究計畫。 

2.評量內涵 
試題的設計著重在應用及情境擬態，並不圈限於課程內容，受測學生須先把資訊理解並將統整、評鑑、

省思能力靈活運用，自行建構問題情境的答案。而評量的焦點是在於年輕人能否使用習得知識技能，面

對真實世界的挑戰，而非僅是學校課程的精熟程度。 
3.評量科目 

PISA評量內容涵蓋閱讀，數學和科學三個領域的素養程度。革新的素養概念結合終身學習的理念，以成

人生活所需的重要知能為主軸，藉由三年一次的國際評量，提供給各國教育體系有關的省思以及國際間

不同教育系統效能評量與監督的參酌。 
(二)四大教育的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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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際教育的定義 
若從一般觀點論述，國際教育意指突破國界或民族文化隔閡，展開教育的接觸與交流，或是成立教育組

織與推展相關活動；相對地，若由學術研究觀點論述，國際教育則意指將「國際教育」的「現實問

題」，作為研究對象，並進行比較分析或理論研究的學術研究內涵。 
2.國際化 

「國際化」一詞的理解必須先從「國際（International）」了解開始；「國際（International）」的概念的

提出，主要是Bentham於1780年提出，用以強調該時代民族國家興起以及各國之間交易日漸增加的特點。 
3.全球化 

相對於國際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意義在於強調，當國與國之間的國際交流現象增多後，轉由歐

美先進國家主導議題發展的現象，而使得各國發展趨勢漸趨一致的結果。 
4.國際化與全球化的實際差異 

國際化和全球化最大的差異，在於對領土的認知。前者強調以國家為本體的獨立均等前提下進行國與國

之間的交流往來；後者則是超越國界而使得全球各國之間沒有界線的一體概念，卻也常成為強國主宰全

球發展趨勢的工具。 

 

四、試說明最近的英國脫歐與美國總統大選，對於英美兩國教育上所可能產生之影響，包括：國際

學生流動、學校中的族群認同與移民政策等。（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屬中等難度，在測試國際化與全球化的基本概念，以及英美兩國近期在教育政策上的主要內

容。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比較教育講義》第一回，許承之編撰，頁54-55。 

 

答： 
教育國際化，代表一種對於教育的期望與趨勢，強調的是教育形式與內容應走向國際化的發展方向。然而，各

國教育發展，又常因政治與經濟等國際情勢丕變，造成相關政策的根本轉向。以下說明： 
(一)教育問題國際化的意涵 

教育問題國際化，意指一種現象的本質，代表教育問題與關係，開始出現全球一致的發展。因此，進一步

論述教育關係則是人與物的交流、教育組織的發展，以及教育援助等事件的範疇。這也是近年教育研究領

域的新興區塊。 
1.現代國家的特徵 

現代國家是一種十分新穎的政治組織。其源起可追溯至十六世紀晚期，但卻是在十八、十九世紀於西歐

及其殖民領土中萌芽。主權概念的昇華可以說是此項發展的軸心，因為它替政治權力對於特定範疇的合

法活動提供了特殊的論述──也就是賦予對有限領土的排外統治權。 
2.國際秩序之建立 

所有的主權和自主國家若希望成為多國國際秩序下完整與平等成員，都會加入。這種秩序源自一六四八

年所簽立的西伐利亞和約，該協議終結了三十年戰爭。嚴格說來，直到二十世紀晚期，現代國家間的國

際秩序才真正的落實到全球。 
3.全球政治的興起 

在國際秩序建立之後，於當代國際之間所觀察到的特殊模式便是「全球政治」的興起──政治網絡、互

動與規則制定活動均逐漸擴展的模式。 
4.全球化 

相對於國際化而言，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意義在於強調，當國與國之間的國際交流現象增多後，轉

由歐美先進國家主導議題發展的現象，而使得各國發展趨勢漸趨一致的結果。 
(二)國際主義、世界主義和環宇主義的差異 

由於國際教育以國際主義為其立論依據，而國際教育又有別於世界及寰宇主義，因此必須進行三者之間的

區分。論述於下： 
1.國際主義 

以國家獨立與主權為前提，在相互尊重與彼此互助的原則下，實現友好與和平的目標。 
2.世界主義（Cosmos-politanism）與寰宇主義（Univers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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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個別主權國家，使個人直接轉變為世界國家的組成份子，從而建立「單一」的世界國家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