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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教育行政 

科 目：比較教育 

羅正老師 
 

一、「社會地圖學」（social cartography）作為一種觀看教育與社會變遷的方式，可對比較教育研

究提供日益多樣性的觀點，覺察多重的實在與認知方式之可能性。請說明「社會地圖學」之

學說要點，並評論其在應用上的可能限制。（25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社會地圖學是典型後現代比較教育方法論，後現代的優點是多元，讓差異

呈現；惟也正因多元、不確定性，易陷入文化相對主義，而使比較教育的

功能減損。 
《命中特區》：羅正（2020）。比較教育（第 7 版），台北：志光出版。頁 61。 

【擬答】 

蒲魯斯東（R. G. Paulston, 1930～2003）於 1996 年編輯了《社會地圖學：從繪製地圖的方

式來看社會與教育的變遷》一書，對於教育社會學與比較教育方法論的建構產生了重大的

影響。Paulston 定義所謂的社會地圖學：「藉由地圖的閱讀與書寫，以處理關於社會情境

中的定位問題。」 
社會地圖學者的工作在於「描繪」（map）存在於所有社會參與者、所有重要的群體之間

的關係與交互作用，他們是否握有權力或者是處 於權力邊緣，這是為了發現與探究在權

力、知識或知識控制、以及地方社群之間的交互作用。社會地圖學的興起是受到後現代、

後結構主義的影響，反對「巨型敘事」，重視在特殊的歷史社會脈絡中，透過地圖的繪

製，以知曉社會權力關係結構是如何再現的。Paulston 認為透過使用中的地圖，比較教育

與教育社會學者可以真正地看穿地方情境的屏幕，以見到誰是權力的支配者與如何支配。

在繪製地圖的過程中，鼓勵個人對於存在於各種不同理念間所象徵的空間關係中之客觀標

準作主觀的解釋。社會地圖的使用，相對於傳統的解釋方法，它可以探討出更深層的意義

出來。 
比較教育的省思： 
在面對變遷中的教育現象，比較教育學者是否運用其想像力，建構出新的知識以及表徵

此變遷中教育現象的方法。 
2.應該取用何種呈現的類型與型式，有時可能是研究人員的主觀的想像，有時可能淪為文

化相對主義而失去比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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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隨著全球化的浪潮席捲各國，國際組織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其中「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

織」（UNESCO）、「國際教育成就評鑑協會」（IEA）、「世界銀行」（WB）、「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OECD）等對於各國教育政策的制訂以及教育實務的推動均有一定程度的

影響，請申論這些國際組織背後的五種主要理論或意識形態。（25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回歸各該國際組織成立之背景變項，是經濟性目的、抑或經濟性目的。  
《命中特區》：羅正（2020） 。比較教育（第 7 版），台北：志光出版。頁 350-354。 

【擬答】 

跟與教育相關的國際組織，有純粹教育目的的國際教育組織，亦有以經濟性目的為背景的國

際組織，茲可區分如下： 
教育性多邊組織：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隸屬機構：為聯合國系統下的一個單位。全世界會員國最多、官方層級最高、活動範

圍最廣的教育性多邊組織。 
主要任務特色：透過各國教育、科學、文化之交流合作，促進世界和平及安全，某種

程度地促成國際文化交流。 
目前特色：因後現代思潮、去中化政策的緣故，目前 UNESCO 有 640 位工作 人員，

散布在世界各地。 
「國際教育成就評鑑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EA）： 
隸屬機構：成立於 1960 年，初隸屬 UNESCO 教育研究所，於 1967 年獨立為一單位，

臺灣是其會員國之一。 
主要任務：從事教育政策與實務的比較研究，以實證主義、量化的方法進行國際學業

成就評鑑，以促進各國之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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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性多邊組織： 
「世界銀行」（World Bank, WB）：  
成立宗旨：WB 成立於 1944 年，原初設立的目的是協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重

建，從 1950 年代開始轉向援助發展中國家，但亦可能藉由借貸關係，而借出國侵蝕借

入國家之相關利益而形成一種新殖民主義。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成立宗旨：創於 1961 年，總部位於巴黎。係以歐洲為主體的政策論壇，是全世界最富

有國家的集合體，並兼具國際智庫（ international think tank）的功能。 
特色：協調溝通會員國的政策，對本國政策進行反思與檢討。但對會員國沒有正式

的約束力，只能透過「反省和討論、研究與分析的方式，來協助會員國政府形成政

策。」若未信守「市場經濟與多元民主制度」此兩項原則的國家無法成為其會員。

其舉辦的大規模 PISA，試圖驗證教育投入與經濟之關係，彰顯人力資本之精神。 

 

 
三、從美國教育改革動向可知，「家長選擇權」（parental choice）逐漸受到重視，陸續在美國出

現各種學習型態，也對於我國的教育改革有所影響，請詳論「家長選擇權」在美國導致的中

小學階段之各種學習型態。（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先論及「家長選擇權」的上位概念－新自由主義，再依序論各種學習型

態。 
《命中特區》：羅正（2020）。比較教育（第 7 版），台北：志光出版。頁 394-396。 

【擬答】 

1970 年代起的「家長自發性選擇」，強調家長及學生的教育選擇權不應受到學區的限制，每

人均有選擇權可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學校，故家長的選擇權逐漸受到重視，導致各式各樣的學

習形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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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通學校／另類教育：「無牆學校」（school without wall）。「校中之校」（school 
within a school）。「無年級學校」（non-graded school）。「磁石學校」：係指這些

有重點特色的學校（諸如強調數理學科 、表演藝術等學科教育）在招生時可以超越該校固

定的學區（school mapping），很自然的，這些學校不久都會成為當地的明星學校。 
教育券：原因：主題十一 國際組織重要議題 395公立學校的教育品質無法令人滿

意，私立學校的學費高且無法 從學區辦公室獲得任何的經費補助。 1960 年代，美國

經濟學家福里曼（M. Friedman）主張採用「教育券」讓學生有更多機會選擇自己滿意的

教育，後來威斯曼（W. Wiseman）亦引用此一概念作為英國教育經費分配的方式之一。

福里曼認為經費分配的最佳效果是將經費收入直接分 配給家庭中的受教者，而由受教者

根據自己的能力及意願，運用其所獲分配到的教育券選擇所欲進入學校的性質（公立或

者私立）及類別。 
在家教育：原因：不滿意當前美國公私立中小學教育的現狀，可是卻又礙於義務教育

年限的法律規定。或部分屬於宗教因素，或來自於學生 身體病弱，或是屬於學生具有特

殊性向，因而家長採取自行教育。在歐美國家還有一項原因，就是住家過於偏僻，學生

到校接受教育不便 

 
 
四、教育部自民國 100 年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迄今，卓有成效，目前則是推動教育行政人員

培力營，以引導教育行政人員能理解並協助國際教育在中小學的有效實施，特別是「國際教

育理念分析」。請申論國際教育所關聯的主要理念，並說明在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策或措施中

如何將其具體掌握。（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仍須背誦相關政策，以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為基礎論述。 
《命中特區》：羅正（2020）。比較教育（第 7 版），台北：志光出版。頁 598-600。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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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之目標及策略說明：中小學國際教育的目標在讓中小學生

透過教育國際化的過程，瞭解國 際社會，發展國際態度，培育具備國家認同、國際素養、

全球競合力、全球責任感的國際化人才，實施國際教育的策略可以分成加強深度、廣度兩

個層面來看： 
加強國際教育深度：以學校本位的方式推動國際教育，強調從融入 課程、國際交流、教

師專業成長、學校國際化四個面向同時進行，讓學校擁有更多的彈性與空間，依據學校

實際的需求來加以調整，透過這種扎根課程方式，落實教學並深植校園內。  
加強國際教育廣度：為了培養具有宏觀、寬廣的全球視野與厚植國際能力，必須同時在

地理區域上及國際知能上擴大學生的學習向度。在地理區域上，可以擴大認識與我國關

係比較密切的區域與國家，如具有相近歷史及文化淵源的東南亞國家，或者是重要的國

際貿易伙伴。深入地學習他們的語言、文化、歷史、藝術、政治、經濟、社會等，藉此

可以瞭解我國與這些區域及國家間的關係，以及我國在全球世界中的定位與角色。 
對我國中小學國際教育之建議：擴充學生國際語言能力：國際教育以語言為基礎，強化

學生英語或其他第二外語能力，為溝通及理解文化之基礎，此為中小學階段必須落實的部

分。建立學生文化素養：在課程改革上，除原課程綱要中所及之認識世界知識，尚須強

化情意教學，建立學生文化理解、文化包容之氣度，方有國際交流之可能。以政府資源

促成國際機構合作：目前我國中小學國際交流活動多為校際教育旅行，在經費有限情形

下，易使弱勢學生缺乏接觸世界之 機會，因此建議相關交流活動可更為多元，如透過競

賽、活動舉辦之方式，由政府進行國際機構接洽並建立合作關係，以使國際資源得由政府

分配至每名學生。增進教師認識世界的知識：職前教育面，在師培生養成過程中將國際

教育知能納入，於在職進修面，鼓勵教師參與國際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