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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前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教育事业也是中国

整个教育事业的一令组成部分。台湾光复后，基于政治、经济

与文化事业的需要，台湾当属非常重视教育的发展与改革。 50

多年来，台湾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功。在台湾发展的不同

历史阶段，在特定的教育发展方针、目标的导向下，各级各类

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极大地挺进了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

展，为台湾地翠的整个建设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摞。在台湾教

育发展与改革的过程中，就有成功，又有失败:既有理问题而

产生的经验教说，又有相对应的教育对策，值得我们加以关

注。

本书编写的目的在于完整系统地介绍台湾教育的发展历

史，特别是呈现台湾现行教育发震的各个方面，以使我衍深入

了解台湾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探讨台湾教育改革过程中的经验

与教谢。同时，了解台湾地区的教育，既有利于海峡两岸教育

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也有利于祖嚣的和平统一大业。

本书在体系上基本上是按照台湾教育的历史传统、教育捧

甜、课程、高等教育、教育考试、师范教育、特殊教育等内容

来编棒的。全书共分为十三章。其中， "台湾教育的历史浩

革"，脉络分明地再现了台湾各个时期教育的发展状况、革新

与满整"台湾现行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离述了台湾的教育

行政管理的权力、教育行政管理的结构、各级教育行政的组

织、教育经费管理与人事管理等z "台湾的中小学教育制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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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改革气分绍了台湾在中小学教育提度、课程与教

学改革方面的不同意见与政策，分绍了一些课程及教学攻革方

面的具体做法"民进党执政后的台湾教育"，则篱要地慨述了

陈水扁上台以来为推行其"台猿"理念和实施"去中国化"

在教育及文化等相关领域采取的一些与"台独"有关的政策和

具体做法。另外"台湾的高等教育制度"、"教育考试制度"、

"台湾的赔范教育"、"台湾地区的特殊教育"、"当代台湾的学

校德育"、"台湾的在立学校教育"、"台湾的社会教育与终身教

育"、"台湾原住民教育"等等都分到研讨了相关的教育问题。

本书的有些章节中引甭了一些详细可信的统计数字，对台湾的

教育发展较况、教育经费等方面作了系统的比较与分析:本书

的论述具体商严密，对人们全西了解台湾的教育有较大帮弱。

本书的作者大部分是北京师范大学一些资深、有成就的教

授与副教授，其他几个梧关单位的专家也参与了编写。他们对

台湾教育都有不同角度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同时参与编写

的还有一些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的硬士研究生。各章的作者分

别为:

第一章与第六章(清华大学史静寰、尹素云〉、第二章

(北京师范大学郑新蓉、欧阳在重)、第三章(花京师革大学丛立

新〉、第四章〈北京大学康健、包海芹、朱科蓉〉、第五章(中

央教科所藏铁军、题志群〉、第七章(北京师革大学肖非〉、第

八章(北京掰范大学檀传宝、王瑛)、第九章〈北京师范大学

吴忠魁)、第十章〈北京大学刘云杉)、第十一章〈中央民族大

学藤星、张俊豪〉、第十二章(李海绩、郑新蓉〉、第十三章

〈北京师远大学郑新蓉、卢立涛、朱大伟〉。 他们在编写过程中

查阔了大量的资料，并对其进行了认真的鳝选与鉴别，同时也

对台湾教育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本书编写过程中，还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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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的大力支持与指导。

本书比较全面、系统、详细地介绍了台湾教育的情况，资

料丰富，脉络清楚，观点明确，为文先教育部门及学校科研机

构从事对台交流的人士及广大师生、社会各界人士了解台湾教

育的各个方面，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资料。

在编写中，由于我们的水平及有于其他方苗条件的限制，

本书难免有不妥、不周密之处，恳请同行及专家、读者批评与

指正。

主编

2003 年 5 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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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台湾教育的历史沿革

台湾教育经过了不罔的历史发展时期。台湾不同的发展阶段，

其教育发展的吕标、教育发展的政策与措施、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

状况等都不一样。本章介绍了台湾各个教育发展阶段的状况，并在

此基础上，探讨台湾教育改革的动困、理念及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

以便读者对台湾教育的发展模况有个基本了解。

第一节荷兰统治时期西万宗毅文化的强制推行

宝岛台湾海域辽阔，海岸线漫长，交通便利，丘陵起伏，

沃野千里。早期台湾居民绝大多数是从中国大陆，主要是从福

建沿海一带雪撞到台湾拓荒的人。另外还有从南洋移居来的土

著及自东北方的琉球群岛一带来的移民。在历史上，台湾这片

肥沃富饶的土地曾多次受到外敌人侵。自 16世纪后半叶以来，

欧酬殖民者们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相互争夺，几经较量，到 17

世纪中叶(1642 年)，荷兰完全控器了台湾，并进行了长达 20

年的殖目统治。
为了驯服台湾地区人民，殖民者从来不会忽视教育这个强

有力的"同化工具"。荷兰人一占领台湾，就开始传播基督教

文化，开办各种宗教学校。第一个到达台湾的传教士是甘地缅

斯 (G吨础臼n曲剖，其后剔的传教士也陆续到台。他们以新

港为基地，每自传教。为方便这一工作的进行，甘地细斯还学

习台湾土菇，并用罗马字注音，造出"新港语"他用这种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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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翻译了多种宗教文献。此后，撞着荷兰侵略者对台湾南部、

东部及北部的侵略与占领，传教士们也扩大了活动范围。有些

传教士甚至自己带兵攻占材庄，如袭击大波罗时，牧师尤纽士

亲自带领骑兵 15 人参战。由于有武力做为后盾，他们的传教

活动发展较大。 1641 年 2 月，尤纽士与商馆长卡伦在麻豆、

萧挠、目如溜湾、薪港等各村庄为 360 名男女老幼村民进行洗

礼。到 1643 年，尤纽士离开台湾时，其传教的地区已南达娘

桥，北至鸡笼、澳水附近。经过他洗礼的信徒多达 5蜘多人。

在传教的同时他们还开办了各种宗教学校，主要教材是荷兰文

的读法和拼法、基督教教理之类的问答书等。

第二节明郑时期祖国大陆文化教育韶度的传播

1662 年，郑成功率军收复台湾。为实现反清复明、建立

"万世不拔"之基业的宏嚣，他及其后的继承者大力将祖国大

陆的文教制度传播到台湾。祖国大陆文化制度在台湾的传播主

要通过两种手段，一是通过文人学士的直接传播:二是通过当

政者教育政策的实施。

台湾收复之后，一批不愿归颇清朝的文人学士，如五忠

孝、辜朝孝、沈全朝、郭贞一、李茂春、许吉果以及沈光文

等，捷复台大军进入台湾。他们将中华文化的种子撒播在这片

土地上，并以传统的诗文形式，写下了台湾第一批文学作品，

这大大提高了台湾崇尚文化的社会风气。

文化制度的传播，主要还得靠教育。复台之初，郑民政权

历经郑成功病亡、内乱以及金厦两岛的丧失和福建沿海的败

退，暂时无暇顾及教育。到 1665 年，台湾各项建设工作己有

或效，社会内部较为安定J在这种情况下，富有远见的咨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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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华便积极向郑经〈郑成功之子)建议发展文教事业。他认

为..今台湾沃野千里，远滨海外，民凤纯朴，人民数十万其

俗素董事。若得贤才以理之，则十年生长，十年教学，十年成

聚，三十年后，足与中原拉衡。"这个建议被郑经采纳后，台

湾开始修孔庙，设学校，并逐渐建立了一套自上面下较为完整

的教育体系。据记载，当时的学校有学院、府学、州学以及社

学。其中，学院裙当于高等教育机构，由咨议军陈永华兼任学

院主持人;蔚学、州学进行中等教育，商学有府尹负责，州学

有知州负责;而社学则进行初等教育，由村社自行办理，当时

各社均设有小学。为鼓励土著居民JL童入学，郑民政权还做了

如下规定..其子弟就乡塾读书者，益蜀其役，以渐化之。"

这段时期，大陆科举制度也开始在台湾推行。据记载，天

兴和万年二步碍..三年两试，照科、岁倒开设需童。判试有名

送府，府试有名送院，准充入太学，仍按月月课。三年取中试

者，补六宫内部事，摧用升转气尽管科举制当时在大陆已成

为一矜束缚人才的制度，其弊端也自益显露，但在文教事业拍

兴的台湾，科举制的推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却起了一定的

促进作用。

第三节日本统治时期殖民

教育的发展农况(1895-1945 茸〉

一、日本统治时期台湾教育发展概况

1895 年以言言，台湾一直浩袭明郑时期大陆的文教韶度，

其学校教育主要指私塾之类的"学堂教育"，教学内容主要是

"四书五经"0 1895 年，吕本占据台湾以后，成立了主管教育

的学务部，并开始在台湾撞行近代的日本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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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统治时期的台湾教育，大体可分为学校教育与社会教

育两大类。社会教育指由各类社会团体，如青少年园、训练

所、家长会、残疾人教育等组织的教育活动，这些社会团体的

教育活动在强化B本"大和"精神的灌输，特别是在日语普及

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倒如"桃园兴风会"就在其纲领中规

定该会的宗旨为. " 1 .振兴母国〈日本)国凤，; 2. 事i致内

〈吕)台人间及街庄内共同程亲之美风; 3. 奖励国语(言语) , 

励行习得母国〈日本〉礼仪作法及其他国鼠。"这显然是当时

一种典型的殖民地教化团体。仅 1919 年的调查，与普及日语

梧关的社会教育团体就有国语(曰语〉普及会、夜学会、研究

会、青年会、妇人普及会、妇人修养会等 887 个，会员 443白

人，结公立学校、民宅、保甲事务所、庙宇等进行修身及日语

教育等活动。

臼本统治拥期台湾殖器教育的重点是药等教育及为之服务

的师范教育，其次是关系到殖民经济成长的实业教育。台湾教

育在吕本统治时期包插了部等教育、中等教育、师范教育和高

等教育的发展。从日本统治台湾 50 年学校发展的历程来看，

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现轨制阶段

从 1895 年日本人占据台湾到 1922 年，即在《台湾教育

令》实施之前，台湾学校教育实行政轨制，即吕台人教育实施

分雨治之的学校管理制度。

由于日本殖民者特别重视语言的同化作用，宣称"国语

(日语)为国员精神之野在，其与修身一道，在国民精神培养

上占特殊需要的地位"。因此，日本人一占领台湾即开办日语

传习所和自语学校，进行日语教学，对台湾人进行所谓的"初

等教育>>0 1898 年，台湾初等教育开始设立，但带有明显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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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制特征。公学校专攻台湾人子弟，小学校专收吕本人子弟入

学，高土著民族〈主要指高出族)儿童黯只能人番童教育所。

日据裙期的中等教育只收日本人子弟入学，而台湾人子弟入学

无门，只有家境殷实的，才能远涉日本留学。后来在一些台湾

士绅的呼吁与努力下，台湾总督府出于统治安定与方便控制的

考虑，才开始接手办理由台人出资设立的台中中学，收台湾子

弟人学。高等教育，包括高等部范教育，这个时期都只收日本

人子弟入学。

这段时期学校教育实行吕台人分设的教育制度。在台湾人

子弟入学的初、中等学校里，特别注重"使台湾儿童精通日

语，并培养作为一个日本人所应有的性格。"因匙，在其所设

置的课程中，日语、修身、读书等吕式教育课占总课时的

70%-80% 。

2. 共学制阶段

1但2年至 1941 年，台湾基本上建立了完整的教育体系，

实行了中等以上学校的日台人共学割。

1919 年公布实施的《台湾教育令》规定:废踪国语学校，

改设台北、台商两所蹄莲学校;将台中学校改称公立台中高等

普通学校，新设台北女子学校;独立的职业学校， a 、台人各
异其教育系统;大专教育将总督府医学校玫称医学专门学校，

另设农林专门学校及商业专门学校各一庚，牧台湾人子弟人

学。此令虽规定"日台人各异其教育系统"但它也从法令上

体现了完整的教育体系且开始建立。

随着《台湾教育令》的实施， 1922 年，台湾韧等教育实

施日台学生共学制，台湾儿童中懂日语且适应小学教育的，必

须依一定条件才能进入小学校学习，而自本儿童中希望进入公

学校学习的，也允许进入。此后中等学校也实跑了共学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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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的高等教育，有些学校也开始招台湾学生，如 1919 年

开设的高等商业学校等。

1922 年吕台共学制实施后，高等学校也招枚台湾中等学校

本土毕业生。但文科类高等学校，对台湾学生的名额控制却非

常严格，理为日本人知道文法在教育会涉及政府以及政治思想

方面的问题，将引起台湾人反抗殖民政府商对殖民统治不利。

3. 近代教育体羁的形成阶段

1941 年，台湾进一步取消了公学校与小学校的区别，统

一改称国民学校，对适龄儿童进行初等义务教育。随着公、小

学校区别的取消和义务教育体系的实施，从 1941 年到 1945

年，台湾近代化教育体制已经初步形成。

臼本统治时黯台湾教育扩充的统计资料〈班汾-1细4年)

大学
专门 师范 中 等

职业学校
公、小学 学学率龄儿童就

学校 学校 学校 校

军
学 学校数 生数学 学校数 学生数 学校数 学 学校数 学数生 学数校 学 日 人湾乒口A崎
数生 数生 生数 本人

1900年 o o 89 1 195 O 。 O o 127 13272 

1赔年 O o 140 1 242 1 136 O 。 204 31221 

1910年 O G l 194 1 443 1 266 O 。 291 49556 

1915 年 。 o 1 205 1 764 3 1357 1 168 420 81罗79 95.5a 13.1a 

1920 年 o o 3 到8 2 1188 6 2279 5 857 625 175596 98 25.1 

1究5 年 o O 3 723 3 1699 21 7矢" 22 2246 861 244负)2 98.3 29.5 

1930年 1 180 3 831 4 1190 23 1仍σ7 38 4323 891 2在及民E 98.8 33.1 

1935 年 I 114 4 976 4 1379 24 12241 46 5552 917 407钩9 99.3 41.5 

1940 年 l 322 4 tσ78 6 2002 36 1叙施4 m 16240 974 671059 99.6 57.6 

1944年 1 357 4 1817 3 2888 45 2954(] 117 32718 1α~ 932525 99.他 71.施|

资料来源=台湾省行政官公署统计编印《台湾省五十一年来统计提要)，台北 1归6

年版，页 1211 - 1212、 1241 - 1242, a 为 1917 年数字， b为 1943 年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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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阂上表，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教育确实得到了长足的

发展，初等教育获得普及，教青体系逐渐完备。研究表明日本

统治时期台湾地区达到小学以上教育程度的 1妇2 年为 29.2Q毛，

1933 年为 41.5% ，到 1妇4 年则提高到 65.8% 。

二、曰本统治时期噩民教育的特点

自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教育，其根本吕的是"为了培养一

批既能替蕴民者创造财富，又不惊扰殖民者自身安宁和悠闲的

奴件〈列宁)"。因此目据时期的台湾教育，其发展是畸形的，

E本殖民者的教育政策是歧视性的。

1.不平等的差别教育

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民，遭受着不平等的差别教育。初等

教育方面，专收日本人子弟的小学校，相对于专歧台湾人的公

学校，师资力量更强，经费更多。比如 20 年代初，小学校有

资格的教员占总数的 70.9% ，公学校只占 42.5% ;小学校教

员年薪平均为 1柳元，公学校教员年薪平均为似元，相去

甚远z 小学校每个学生平均据有 67 元经费，公学校学生为 32

元。不平等的差别教育，即使到取消公、小学校区别的国民学

校年代，也钙然存在。例如，仍有适用于日本人子弟的第一课

程表和适用于台湾人子弟的第二课程表之分，商前者的教育程

度明显镜越于后者。同时，日本儿童与台湾儿童在人学率上呈

现出明显的差崩。 1917 年，台湾人适龄儿童就学率男子为

21.4% ，女子为 3.7%，平均仅 13.1%。丽日本适龄儿童人学

率则分别为 95.59导和 94.6% ，平均为 95.1%;到 1936 年，当

台湾儿童人学率艰难地上升到 43.8% 时，日本人则高达

99.4%。而中等教育方面，据 30 年代初的统计表明，小学毕

业的日本人约 45∞余名，进入中等学校的有直盼多名，约占

半数:公学校毕业的台湾人 2到另余名，进入中等学校的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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