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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未來

一流讀書人

導讀 彭莉惠 未來所助理教授 

本書的2位作者柏尼．崔林、查爾斯．費德，分別為前甲骨文教育基金會的全球總監

、前思科教育中心的全球總監，皆長期參與地方與全球教育部門及教育委員會的推動

和運作，不僅是教育工作者與教學設計者，亦在許多雜誌與期刊撰文，以推動未來教

育為職志。作者相信人類社會要有顯著的改善並擁有科技，落實大量的個人化學習

，最關鍵的就是教育。尤其，現今人類生活不斷進步，學習也必須跟上腳步，在知識

經濟與科技倍速成長的當下，教育必須改變，才得以幫助學生做好面對未來挑戰。 

本書最主要的焦點是指出二十一世紀最需要的關鍵能力，包括：學習與創新的能力、

數位素養、生活與工作能力。除此之外，本書強調二十一世紀的教育學習特徵與過去

極為不同，包括：學習者主導、互動交流、專題、合作、全球社群、個人化教育、解

決問題與困難、實作及為生活學習等。同時，作者亦歸結出未來需要的工作能力是

：口說和文字溝通能力、嚴謹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專業與工作道德、團隊合作與

分工合作及與多種小組合作的能力、使用科技與管理電子工具的能力、領導才能及管

理專案的能力、終身學習。 

本書提出未來的學習架構是全人與全面性的學習，作為全人學習者，需要學習包括

：知識、技能、動機、價值觀、態度、信念、感覺、健康、安全、彈性等。而全人教

育環境，則包括教室、學校、家、圖書館、工作室、博物館、社區資源、網路等。唯

有每個人全面性學習，再搭配新式的學校教育，才得以讓學習者具備二十一世紀的學

習技能，包括：嚴謹思考與問題解決、創造力與創新力、合作、團隊工作與領導力、

跨文化瞭解、溝通、資訊與媒體素養、電腦和ICT素養、獨立工作與獨立思考。 

本書對未來教育與前瞻學習，提出許多相當具�發性的觀點，不論是教師、學生、政

府決策人員、家長，或是任何一位關心教育、未來的人都應該閱讀。書中提到一句話

，「千萬別讓學校妨礙一個人的教育。」是的，我們身為教育者，任職於教育機構

，為教育學子投注所有心力，但，我們真的用對方式嗎？我們所教導的內容真的有助

於學生面對未來社會的挑戰嗎？學生經過學校教育後真的就具備關鍵的能力嗎？真的

有助於培養他們實現公民責任，抑或找到圓滿人生嗎？唯有我們誠實面對，協助學生

發展出未來所需的關鍵能力，相信我們的下一代，我們臺灣的未來，依舊值得期許與

盼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