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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考試、104年公務人員特

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及 104年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

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教育行政 

科 目：教育概要 

 

一、在知識經濟時代裡，教育具有那些經濟功能？試條列說明之。（25 分） 

【擬答】： 

知識經濟最早是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於 1996年的報告中所提出，知識為經濟的重要基礎，然透過教育能促進

知識的傳播、轉化、創新與應用。以下說明知識經濟時代中教育的經濟功能： 

提供經濟生活所需的技能：學生透過教育，得以獲得許多不同領域的知識與技能，使其能

具備一技之長，進入社會並面對經濟生活中的挑戰；經由社會教育與終身教育，更可使社

會大眾與早年失學者繼續接受教育，滿足其人生全程的學習需求，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與

學，傳遞知識與技能，培養多元專長，落實活到老、學到老，因應不斷變遷的社會與經濟

生活。 

提升國家競爭力：知識經濟時代已不同於工業革命、生產革命的時代，知識經濟強調知識

的運用與創新，才是經濟的最重要推進力，確保能在經濟發展上維持獨特性與不可取代的

地位。綜觀國際，新興工業國家已仗勢著低廉成本與勞動力衝擊著世界的經濟體系，不少

的企業與產業無力招架，宣告退出經濟舞台。面臨此種世界態勢，國家應致力於教育的投

資，重視知識的傳遞與應用，培育各領域人才，以提升國民競爭力，充實國家軟實力。 

強化產學研合作：產學研合作指企業、學術機構、研究院所之間的相互合作，企業提供需

求與經費，學術機構與研究院所提供技術與人才，透過優勢的互補，可強化經濟競爭力與

促進創新技術的發展。經由教育，可以使優秀人才輩出，維持學術機構與研究院所之間的

優質水平，確保研究成果的質與量，讓產學研合作引領產業轉型，成為推進經濟的動力。 

改善生活素質：知識經濟的時代，學校不僅是知識傳遞的平台，更強調知識的應用。透過

學校的品格教育、法治教育、藝術教育、生活教育等，培養每位學生充實的人文素養，師

長並以身作則，引導學生將學校所學到的知識，運用於實際生活中，讓這些知識成為能夠

解決問題的技能。教育的作用，不僅能傳播知識，更在於教導學生實際應用知識，豐富人

文素養，厚植文化資本，改善生活素質並提升文化與經濟的競爭力。 

 

二、我國中小學國際教育願景有那些？（25 分） 

【擬答】： 

教育部於民國 100年 4月發表了「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強調中小學教育在國際化人才

的培育過程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以「扎根培育 21 世紀國際化人才」為願景，落實國際

化人才培育目標，讓中小學生具備國家認同、國際素養、全球競合力、全球責任感的國際化

人才。 

國家認同：國際教育應從認識自我文化出發，讓學生具有本土意識與愛國情操。中小學國

際教育之推動，學校能透過國際文化的對照，教導學生深入了解自我文化的特質，認識臺

灣特殊的歷史定位，體認國家在國際社會的特殊處境，並喚醒國家意識，正視自己對國家

的責任。 

國際素養：國際教育應循序漸進，讓學生從外語、文化及相關全球議題的學習中，產生具

有國家主體的國際意識。中小學國際教育之推動，學校能透過國際面向課程與國際交流活

動，教導中小學生理解、尊重與欣賞不同文化，接觸並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學習跨文化

溝通的知識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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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競合力：國際教育應提供中小學生體驗跨國學習機會，激發其跨文化比較的觀察力與

反思能力。中小學國際教育之推動，學校能引導學生瞭解國際間競爭與合作實際運作情

形，強化學生參加國際交流及國際教育活動所需的多元外語能力、專業知識與技能，並鼓

勵學生體驗國際競爭與合作經驗，厚植邁向國際舞臺的實力。  

全球責任感：國際教育應強調對不同族群、地域、文化的尊重包容，以及對於全球的道德

與責任，並提倡世界和平的價值。中小學國際教育之推動，學校能教導學生認識及尊重不

同族群的異質文化，強調人權與永續觀念，體認世界和平的價值並重 視全球環境生態的相

互依存性，從日常生活中養成生命共同體的概念，進而產生對整個地球村的責任感。 

 

資料來源： 

教育部(民 100)。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取自：

http://www.edu.tw/userfiles/url/20120920153930/100.04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pdf 

 

三、潛在課程（hidden curriculum）對提升學生學習非常重要，試解釋潛在課程的意涵。（25 

分） 

【擬答】： 

潛在課程（hidden curriculum）研究的興起源自於對外顯課程（manifest curriculum）的

反省。外顯課程係指訴諸於目標、明確可見的活動或具體的書面文件的課程；相對而言，潛

在課程則是在外顯課程背後，隱而未現的影響或意圖。 

潛在課程的意涵：潛在課程又稱為隱蔽課程或非正式課程，屬於廣義學校課程的重要組成

部分，指正式課程規劃以外，對學生身心發展有影響作用的各種因素總和，包括物質情境

(如學校建築、設備)，文化情境(如校園文化、各種儀式活動、週會、班會)，人際情境(如

師生關係、同學關係、教師人格)。潛在課程是學校範圍內有形與無形、動態與靜態所有文

化要素的有機結合、相互作用的一種整體性課程。 

潛在課程對學生學習的影響： 

學生接受教育方式的自由性：潛在課程則主要以不明顯的、間接的方式，通過學生無意

識的、非特定的心理反應機制影響學生的。它無需教師組織專門活動，而是通過具體的

情境給學生以影響。學生是不知不覺地接受影響。 

文化上的教化性：潛在課程是所有學校文化要素的集合，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在，它

涉及學校工作的各方面並滲透於其中，這種滲透性不僅存在於學校物質環境中，也存在

於學校精神氛圍中，提供學生反省與思考的文化感受和刺激，對學生有直接間接與有形

無形之教化功能。 

學習情境的感染性：情感是人所專有的，是人對認識對象的一種體驗和態度。當一個人

置身於一定情境中，就會被此時此地的情與景所感染而融入其中。例如當一個學生置身

於寬敞，光線充足，空氣清新課室上課，自然會被良好環境感染，從而心情愉悅、精神

充沛地接受教育。 

影響學習的長遠性：每個學生自踏入學校的第一天，除了在教師有目的有計劃規範設計

下進行學習外，還會不知不覺地受學校潛在課程各種要素的感染、熏陶、誘導和啟示。

但大多數情況下不具有即時的顯著效果，而是要經過一個長期日積月累，潛移默化的作

用下，才能形成某種品性。但一經形成，就不易改變，其影響是長期而深遠的。 

 

資料來源：李孟珍(2008)。潛在課程與校園符號之探討。取自

http://mail.nhu.edu.tw/~society/e-j/69/69-31.htm 

 

四、比較研究法在幫助了解國際間教育發展趨勢上顯得非常重要，試闡述比較研究法之要義。

（25 分） 

【擬答】： 

對於教育決策與教育發展而言，有時無法單從一個國家的研究資料中獲致結論，必須從國際

觀點研究，才能得到較佳的結論。透過比較研究法，在國際教育觀點的比較，才能發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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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及型態，並歸納其發展趨勢。 

比較研究法的意涵：在教育研究中，比較研究法有兩種意涵，分別是因果比較研究及國與

國之間、文化與文化之間的比較研究。因果比較研究是介於敘述研究法及實驗研究法之

間，探求事實形成原因的方法，因為很多情形下，事實業已形成，無法從原因比較結果，

只能從結果追溯原因，便需要使用因果比較的研究方法；至於國與國之間，文化與文化之

間的比較，是一種以較大的空間為領域，所從事的比較研究。 

比較研究法的種類： 

橫向比較：針對同時並存的現象進行比較，對於兩個國家(或地區)、多個國家(或地區)

的某個教育問題或幾個教育問題，甚至整個教育體系所進行的比較。 

縱向比較：研究重點在於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教育在不同歷史時期表現的比較，也可以

是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或地區)的教育在不同歷史時期表現的交叉比較。縱向比較在教

育發展變化過程中進行研究，藉以分析教育發展與變化的規律。 

透過比較研究法，有助於了解國際間教育發展的趨勢，及我國教育發展的國際位置，可作為

我國教育政策制定的參考依據，經由多方參考國際的各種教育趨勢，檢核現行我國教育體制

的運作情形，並參照我國實際需求情形，努力建構我國的教育指標。 

 

資料來源： 

歐文(民 101)。比較教育。臺北：志光。 

林清江(民 75)。比較教育。臺北：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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