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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在比較台灣與俄羅斯教育學與教學革新發展之趨勢，並分析其教
育革新的本質所在。具體目的有：
(1)、探討台灣與俄羅斯教育革新的背景。
(2)、探討台灣與俄羅斯教育革新的主要方向。
(3)、分析台灣與俄羅斯教育革新的共同趨勢與個別趨勢。
(4)、分析兩個國家教育革新之本質。

   本研究採文獻分析法。研究資料來源有台灣與俄羅斯以及其他國家之文獻資
料。
   本研究之「革新發展」期間，係指台灣自一九八七年解嚴、以及俄羅斯一九
八五年「社會與道德重整運動」後，至論文撰寫為止。」
   在緒論部分，說明研究之動機、目的、意義性、範圍、研究方法、並對台灣
與俄羅斯教育的發展作簡短的歷史回顧。

   在台灣的教育革新方面，主要有三大方面：
(1)、開放教育與教育的人性化。又可分成三種型式：
   1、田園教學
   2、開放教育
   3、森林小學
(2)、教育機會均等。又可分成三個方面：
   1、學生學習權
   2、父母教育權
   3、教育機會均等
(3)、新教學法。又可分成三個層面：
   1、個別化取向
   2、合作化取向
   3、啟發式取向

在俄羅斯的教育革新方面，主要有五大向：

   (1)、合作教育學
   (2)、教師教學實驗
   (3)、人文主義教育
   (4)、個別化與分化教學
   (5)、活動理論

   在台灣與俄羅斯教育學與教學革新發展趨勢之比較方面，有下列幾點發現：
   (1)、台灣與俄羅斯由於過去約十年來在政治上與社會上的解放，使兩個國家



皆發展出教育民主化與人本化的共同趨勢。
   (2)、俄羅斯合作教育學理論比台灣的合作取向的教學法具有較深厚的理論基
楚。合作教育學是以阿馬那西維利的民主化教育理念與維高斯基(L. Vysgotsky)的
「最近發展區理論」為理論基礎。
   (3)、台灣教師的教學實驗風氣較保守，尤其長期性與理論性的實驗研究更闕
如。
   (4)、俄羅斯的分化教學趨勢，必須避免台灣實行時所造成的對學生心理與情
緒方面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5)、強調學習權與教育權，將可能導致教育的市場化取向。
   (6)、對於教育機會均等的理念，台灣與俄羅斯顯出相反的發展趨勢。以前台
灣在不同社經地位、不同地區、不同種族、不同性別之間的教育機會較不均等，
而現在欲思補救。而俄羅斯由於過去太重視人為的及強制的均等方式，而現在想
要解放。
   (7)、俄羅斯比較重視理論研究，並以之作為改革的依據；而台灣比較注重借
用其他國家所發展出來的理論來作驗證性的研究，並參考他國的改革趨勢以作為
改革的參考。

   依據本研究對台灣與俄羅斯教育學理論與教學革新趨勢之比較與分析，本研
究對教育革新獲得下列幾點結論：
   「所有新的，都只是被遺忘掉的舊的」。教育的革新只是在教育工學與技術方
面，很難再提出新的教育理念。
   教師教學實驗應兼顧教育的改善與學生的權益，不可將學生作為實驗的犧牲
品
   合作教育學的理念有在民主化與人本化的社會中，越能顯出其意義性。
   教育的人性化與個別化保障了各種不同個體的發展，使得多元社會的形成有
深厚的基礎。
   拋棄權威命令式的教育方式，不僅在教育上重要，而且也可以減少學生的心
理疾病。
   分化教學與個別化教學的進一步實施，尚需更深入的研究與教育工學的逐步
改善。   
   學習權與教育權的進一步發展，除將使教育邁向市場化取向外，其結果亦將
導致教育機會不均等差距的擴大。
   教育機會均等的實施，必須政府、學校及教師多方面的配合，才能達到其效
果，不能只依賴政府政策性的措施。
  台灣與俄羅斯教育革新的趨勢，是要在權威式教育與民主化教育兩極端之間
找到一個平衡點。
   任何改造或革新之成功的關鍵，在於全面性的配合。學生、教師、家庭、學
校及社會每一個還節的協同改變，才能達成其效果。
   新的教育理論之提出，只是增加教育的多樣性，不必然完全取代舊的理論。
   任何教育的改革，只有看它能否具體落實在教學實務上，才能評判其成效。
這需要理論與實務的緊密連結。
   教學的革新在於教學的規劃，針對教學的七個主要要素加以重新設計。七個
要素即：學生、教師、師生關係、教學目的、教學材料、教學方法、評量方式。
   兩個國家教育改革發展的趨勢顯示，綜合型的學校是未來發展的重點。



   在兩個國家追求教育改革的過程中，必須注意避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 一個極
端的危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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