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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後中等教育能量 奠基百年大計 
專題報導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自成立以來，歷年評鑑均獲優等以上，中小學幼稚園教師資格

考也屢創佳績，97年度通過率更高於全國，成績斐然。基於此，創辦人張建邦日前提

供師資培中心Phi  Delta  Kappan期刊（The  Journal  for  Education/  March

2008）所刊載的&quot;P-16  Education:Where  are  we  going？Where  have  we

been？&quot;專文，期待為本校師資培育注入新思維。本報特別刊出師資培育中心主

任李麗君的閱讀心得以饗讀者。

 

過去十年美國的教育改革風潮襲捲全美，其中一項改革就是「P-16」的教育主張。

2008年3月出刊的Phi Delta Kappan期刊（Vol.89, No.7）對於美國各地近年來推動

P-16教育主張的成果及其面臨的挑戰做一詳細的描述。

 

 

 

一  P-16教育系統的概念

 

「P-16」是以「年級」來說明教育的範圍，因此所謂「P-16」指的是從學前教育

（preschool）到後中等教育的大學教育（post-secondary  undergraduate

years）；也有人把這項主張延申為P-20或K-20，強調個人在工作上所具備的高技巧

能力是需要透過大學教育以上才能獲得的。

 

簡言之，P-16的教育主張，是將學前教育、幼稚園到十二年級教育及高等教育做連結

。希望透過P-16的系統，順利的幫助學生在各階段的教育及進入未來職場上做轉換。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需要進行的工作包括：加強嚴格的高中教育課程，讓學生做好進

入大學的準備；將高中畢業的要求與高等教育入學的要求做連結；加強師資教育及教

師發展，確保每個班級都有高品質的教師。其他任務還包括：提供高品質的學前教育

給孩童；擴充高中教育的學習內容；加強各階段教育教師的合作關係；家長與社區的

參與；各教育階段的銜接；以及建立P-16資料系統，將每位學生從一開始的學習到未

來的工作表現都整合起來。

 

根據2006年6月的一項報告，美國已有三十州正式執行P-16系統，另外也有一些州雖

然尚未正式執行，但也成立相關的聯盟、組織在推動P-16系統。譬如佛羅里達州於

1994年開始倡導K-20，到了2003年正式立法推動；奧瑞崗州於1995年開始推動P-

16，將原本的K-12政策與高等教育結合，擴大早期學習機會，以及確保學生在完成高



中教育時具備進入大學的標準。

 

 

 

二  P-16教育系統的目標

 

具體來說，P-16教育系統的目標包括：

 

1.降低成就差距

 

2.讓學生在進入各階段教育時有更好的準備

 

3.建立資料庫，將學生的表現做更好的追蹤，進而可分析不同教育改革及活動的成效

。

 

　　各州也都紛紛提出他們自己的教育目標，譬如加州P-16審議會在2004年提出他們

的目標則是：1.增進學業成就；2.消除成就差距；3.結合各教育階段；4.確保學生接

觸到的都是適任的老師；5.增加大眾對於教育市民及健全經濟的認知。

 

亞歷桑納州的P-20審議會則希望透過幫助學生達到高標準、增進教師品質，以及改進

績效等策略，來達成一個更有效能、有效率、更公平的教育目標。

 

德州的P-16審議會則為了確保學生進大學時有足夠的準備度，提出一些策略上的行動

方案，包括確認大學準備度的標準為何、對於教師資格的期望及建議為何、教育的專

業發展又為何。

 

由此看來，幫助學生具備好進入下一階段的準備度是P-16教育系統所強調的，為了達

成這樣的目標，P-16教育系統中的一項重要任務是整合各階段教育的課程及標準。而

為了幫助學生成功的從一個階段轉換到另一個階段，各階段的標準也都必須十分嚴謹

的訂定出來。

 

這種跨階段整合與銜接的教育合作方式所獲得的成效受到許多文獻及實證資料的支持

。有研究指出，最成功的大學準備課程應從七年級開始，而不是到高中後期才開始進

行；此外，有研究者也認為在P-16教育系統中，不應只是鼓勵學生，而更應該要求學

生必須修讀一些準備課程，以利未來進入大學或工作職場。這都說明了P-16教育系統

是對教育各階段做整體的規劃及運作，以達成「緊密結合」（seamlessness）的教育



理想。

 

 

 

三  P-16教育系統成效的評估

 

為了評估P-16教育系統的有效性，學者認為各州都必須發展評估機制來進行檢驗，項

目包括：系統目標為何？為達成目標應進行哪些活動？有哪些表現指標可以確認目標

是否達成？以及該如何修正目標及活動？

 

理論上，當P-16系統運作得宜，學生可以在早期階段就準備就緒，減少成就上的差距

；同時，從高中進入後中等教育時所修的補救課程也可減少，SAT及ACT的成績也會提

升。

 

但是另一方面，學者也認為在評估P-16教育系統的成效時應超越只看學生考試成績、

學業落差，以及修補救課程的百分比。因為大多數的P-16教育系統都包含緊密銜接的

目標、高品質的師資、更好的工作能力。所以學者建議，評估系統應更廣泛的檢驗學

生以外的成效，包括：

 

1.各州是如何定義良好的工作能力？

 

2.如果P-16是成功的，應產生什麼樣的經濟效益？

 

3.是否當所有的高中學生進入後中等教育的大學教育就可視為是成功的P-16教育系統

？

 

4.如果高中生選擇不繼續接受教育，而成為有生產力的社會成員，這樣是否也算成功

？

 

5.師資品質應如何定義與評估？

 

6.如果加強師資品質及專業發展是目標，各州要如何決定老師比以前獲得更好的培育

，或專業發展比以前更有成效？

 

 為了回答以上問題，所有P-16的執行者都須把每一項目標的結果做明確定義，同時

把每項目標都化約成可以達成的行動，同時還要將這些目標與社會大眾溝通，讓大家



可以了解P-16教育系統的目標及是否如期達成。

 

因此除了建立評估機制，學者也提出評估P-16系統的有效性除了學生成效的品質，還

應包括參與者的貢獻及擴大參與者的可能性。

 

此外，為了讓大家更清楚的了解P-16的成效，各州必須繼續建立長期資料系統以了解

各類背景學生在各階段的表現，以符合後中等教育及工作職場的需求。

 

 

 

四  P-16系統的基礎：P-3年級的階段

 

學者指出，很多人在談P-16系統時是把注意力放在高中及高中以後的教育銜接，相較

之下，學前或幼稚園教育是被忽略的。但事實上P-16系統必須特別重視P-3年級的階

段，因為這才是一切的基礎。

 

為什麼P-3對兒童教育很重要？根據2005年一項對三年級學生閱讀能力的研究顯示

，有40%的白人及亞裔孩童達到或超過標準；但有20%的黑人及西班牙裔的孩童低於標

準。很多人必須參加補救課程，還有很多人到了中學以後發現有學習困難，因此三年

級的表現可說是教育成就的轉捩點。

 

為了強化P-3教育，研究者建議，教育學者及決策者可以做的事包括：

 

1.加強主事者對PK-3的了解及重視

 

2.將PK-3列入政策中

 

3.儲備PK-3的師資

 

4.分享PK-3的績效

 

此外，在不同層次上也應有一番作為：

 

1.在學校層次，幫助孩童引導他們做年級上的轉變。

 

2.在地區層次，重視教師專業發展，包括提供有意義的學習機會，必要的技巧與知識



。

 

3.在州層次：建構共通性的學習標準，提供每個年級的孩童做為發展的指標，也協助

孩童作好年級的銜接。

 

 

 

五  師資在P-16教育系統上的作為

 

P-16的主張希望能建構一個從學前教育到大學教育的無縫教育，而在現今教育中，各

個環節缺乏彼此間的聯繫與整合，因此在P-16的系統下，各階段的教育者被期待要進

行更深入的合作。

 

為了改善目前的現況，整個教育體系中各階段的標準、目標以及中間的歷程都應該做

整合。如果整合成功的話，所有的孩童在進入學校時已完成學習的準備，學生從高中

畢業時已準備好進入大學或工作，進入大學後也可以順利的畢業。

 

由於全國各地對於各階段的教育發展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各階段的教育者需要更深

入了解學生的學習光譜。譬如大學教授應知道學生需要具備什麼才能從高中畢業，也

要知道學生從大學畢業應達到的標準是什麼；高中老師則需要知道學生從幼稚園到八

年級時的學習標準，以及獲得高中文憑的標準；幼稚園的老師則需知道孩童的學前經

驗，以及他們要進入小學時應具備的能力。

 

由此看來，要將P-12與高等教育整合成一個緊密的教育系統面臨許多挑戰。包括：了

解各階段的期待、建立從一個階段進入另一個階段的標準、提出重要的議題，譬如學

習準備度的意義、標準及評量的議題、高中文憑的重要性，以及進入工作職場或大學

的準備度等。

 

為達成將P-12與高等教育的結合，師資培育將是推動P-16主張的核心與主導者，學者

提出七項師資培育在P-16系統上的作為：

 

1. 透過P-16教育系統可增進師資培育伙伴關係的能見度及其責任。

 

2. P-16教育系統需要擴展師資培育課程及P-12系統的合作關係，並重新定義治理架

構及相關資源的利用。

 



3. P-16系統需要藉由高等教育分享專業及資源，來幫助P-12教師教學上的專業發展

。

 

4. P-16系統能提供機會將P-12與後中等教育的資料系統彙整起來，並利用這些縱貫

性資料進行教學與學習的研究。

 

5. 當P-12教育有完善的標準、評量，以及績效責任政策時，高等教育就可以從其經

驗獲得利益。

 

6. P-16系統需要各階段的教育者具備課程、教學、標準等改革的知識，同時各階段

的教育者均需強化溝通，並對改變做回應。

 

7. P-16系統對師資培育培養高品質教師的需求將會增加，特別是師資短缺的地區。

 

 建立一個P-16教育系統已成為全美共同的希望，而為學生提供一個將學前到後中等

教育完善整合在一起的教育路徑，以及良好的師資是值得大家去努力的。因此對於師

資教育的投資、確保各階段教師的教學品質，以及有更多學生符合學習的期望等都應

該要被重視。學者建議應透過開放的心胸、創意的思考，以及分享新的學習觀點，建

立師資培育與中小學的伙伴關係，這樣整個教育才會變得更好。

 

 

 

六  對我國教育的啟示

 

近年來，我國在整合各階段的教育上也做了許多革新與推動，包括九年一貫課程已於

民國90年逐年將國中小階段做銜接，並計畫將國民教育向下延伸一年，以及規劃12年

國教，以建立學前至高中階段（K-12）的國教體制目標。相較之下，美國的P-16教育

主張較我國更加超前。但個人認為，教育的規劃及主張，其重點並不在於教育體制所

涵蓋的年級多寡，應該在不同階段中，培養學生具備應有的能力，達到該階段的學習

標準，同時幫助學生做好進入下一個階段的準備，順利的踏進下一個階段，這也是美

國P-16教育系統的核心價值。同時為了落實P-16教育系統，師資培育及建立學生長期

學習資料庫也是美國推動P-16教育系統的重點工作，尤其教師方面，他們強調各階段

的老師除了了解自己教育階段的學生應達到的標準外，也必須了解在之前及之後的階

段分別具備的準備度；換言之，要將各階段的教育做無縫的整合，以及讓學生順利的

轉換階段，教師本身不能只專注在自己所處的教育階段，還必須要了解學生從何而來

，將往何處去。同時，配合資料庫所建立的學生長期資料，教師得以更有效的幫助學



生從一個階段進入另一個階段。這點值得我國教育工作者多加參考。

 

另外，大學也必須透過師資培育將高等教育所擁有的專業與資源分享中小學，即早做

好未來學生的奠基工作，這也是一項具有未來觀的教育合作方案。本校師資培育長期

耕耘中小學的伙伴關係，就是期盼落實P-16系統，不僅為後中等教育即早培養教師與

學生的能量，也希望能為各階段的教育品質及P-16的教育系統帶來量變與質變。

 

教育是百年大計，每位從事教育工作者都希望可以幫助學生有更好的發展，為了達到

這樣的目標，政策上，必須做整體性的規劃；執行上，則需要各階段做更密切的溝通

與配合。更重要的是，從事教育者必須體認到，學生的學習發展是各階段教師的共同

責任，透過緊密的聯繫與合作，了解彼此的要求與期望，將可以減少各階段間的落差

，讓教育達到最大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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