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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我們在討論題目的時候，發現我們這組的組員們都不喜歡上學。而且我們問過大部分的

同學，他們都不喜歡上學，不管是網路上面查，還是問隔壁班同學，或是鄰居，得到的答案

都一樣。我們想到圖書館找出學生不喜歡上學的原因，透過問卷方式，來問問大家不喜歡上

學的原因，希望可以幫助大家重新愛上學校。 

二、研究問題 

     經過我們的討論，我們提出了以下三個研究問題： 

(一)誰需要上學? 

(二)為什麼要上學? 

(三)上學對未來有意義嗎？ 

    希望經過我們的研究之後能夠解開我們心中的疑問，也能幫助每個學生願意留在學校學

習，老師們也能夠用正確的方法來教學生。 

三、名詞解釋 

    以下是我們歸納各種類型學校的資料： 

表 1-1 各類學校學習內容及優缺點分析表 

 時間 內容 優點 缺點 

公立學校 上午 9 時至下午 3

時（高中及國

中） 

上午九時十分至

下午九時（大

學） 

上午八時至下午

三時（國小） 

語文、健體、數

學、生活、綜合 

【1】學習壓力少  

【2】親子互動時

間較多  

【1】容易被欺負  

【2】補習費較高 

私立學校 上午 7 時 30 分至

下午 5 時（國

小、國中及高

中） 

上午八時至下午

八時四十五分

（大學） 

語文、數學、自

然、社會、健

體、藝術、科

技、綜合 

【1】較多的家長

參與和支持  

【2】有更高的教

育 質素和水平  

【1】學習壓力較

大  

【2】學費較昂貴  

【3】親子互動時

間較少  

在家教育 上午 8 時 30 分至

下午 5 時 

心理輔導 、 

病識感、接受並

正向對治療、學

科教學、學習 

策略指 

【1】更為有交的

一對一教育 

【2】改善家庭關

係 

【3】自由地生活 

【4】獨立思考  

【1】自學容易陷

入一種缺乏結構

的狀態 

【2】累死家人 

【3】太過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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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設計 

    表 1-2 研究流程表 

研究流程 

階段 1 階段 2 階段 3 階段 4 

訂定主題 

確認研究目的 

文獻資料 

閱讀書籍、網路資料 

研究方法 

問卷、討論 
研究結果 

     我們的研究共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我們在綜合課程時，提出相關問題後訂定了研究主題與目的。 

第二階段是文獻探討，我們詳細閱讀相關資料後進行整理與撰寫。 

第三階段我們使用問卷法與討論，針對我們的三個研究目的實行研究。 

第四階段是研究結果整理，把研究結果彙整後，撰寫成研究結論與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誰需要上學?        

   國民教育法規定：國民教育，以養成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

宗旨。（教育部，1979）而且規定，六歲至十五歲之國民，應受國民教育；其強迫入學，另

以法律定之。而我們查到這條法律就是民國 33 年就公布的強迫入學條例。國民教育法裡還

規定國民教育分為二階段：前六年為國民小學教育；後三年為國民中學教育。國民教育，以

政府辦理為原則，並鼓勵私人興辦。 

  為保障學生學習權及家長教育選擇權，國民教育階段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依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實施條例規定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依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實施條例規定辦理。為協助前項實驗教育之發展，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相關補助規定。補習

及進修教育法所定之短期補習教育，不得視為第一項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二、為什麼要上學? 

  當被問到為何要上學，大部份人的回答，是因為要學習新知識，要學習紀律，要學習群

體生活，這些都是正確的，但不是最終目的，上學甚至乎教育，真正目的是要學習思考，令

自己成為一個具備思考能力的人，所有的學問其實都是訓練思考的，例如學語言，表面上我

們在學文字、文法，但真正在訓練的，是我們表達及理解的能力，學習數理，表面上在學計

算、公式，但真正的是在訓練我們邏輯及分析能力，學習藝術，表面上在學技巧，真正訓練

的是創意，所以大家要謹記一點，真正的教育，學問只是過程，真正的目的是要激活腦袋思

考。（盧垠周，2023） 

三、上學對未來有意義嗎？ 

  想過嗎？也許學習不只是為了「對未來有何幫助」，而是因為學習本身就是一種成就與

快樂。 (未來親子學習平台，2015）在我們的研究方法中，有一部分是文獻分析法，也因此

在後段會有更多這方面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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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與過程 

     我們使用文獻分析法以及問卷調查法來進行我們這個論文題目的研究。 

 

場域 教室討論 圖書館尋找文獻 問卷調查 

地 

點 

 
 

 

討論使用何種研究方式 尋找支持本研究的資料 
收集問卷，了解多數人想

法。 

時間 8/19 8/21 8/27 

       

一、文獻分析法： 

 

 

二、問卷調查法： 

  我們設計了一份問卷想要調查大家「喜不喜歡上學」，詳細的問題如附件。問卷主要分

成三個部分，首先我們先問大家喜歡上學嗎？接下來會根據他們的回答，引導到更進一步的

問題，問大家為什麼會選這個答案。 

 

   

去圖書館討論 找藏書格的書籍 找一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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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建議 

  以下是根據我們閱讀文獻及問卷分析討論的結果： 

一、文獻分析法： 

(一)誰需要上學? 

    你想過學校是怎麼出現的嗎？5500 年前蘇美人創立世界上第一間教室，目的是為了培

訓能「讀寫文字、服務君王」的人才。而台灣第一所小學士林國小，最初也是日本政府為了

殖民教育、培養翻譯人才所建立，課程除了算數、圖畫，竟然還有相撲、養豬⋯⋯等。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要上學？也許在賴床、趕不上校車的時候思考過，為什麼要發明學

校呢？接著就一起來解開大家多年的疑惑，看看學校究竟是如何出現，一起探討上學的意義

吧！根據可考資料，學校最早的雛形可追溯到 5500 年前的蘇美。當時的蘇美人發明了人類

最古早的文字，而為了培訓能「讀寫文字、服務君王」的人才，世界上第一間教室隨之誕

生。約同一時期，埃及也設立了教育系統，並由祭司擔任老師來教導宮廷的小孩，課程包括

閱讀、書寫、算數、體育、禮儀等。到了古希臘時代，每個王國都會注重自己擅長的學習領

域，如軍事王國斯巴達培養男性成為一名優秀的戰士；雅典則希望透過培養孩子的體能、音

樂、哲學等，發展人類的心靈精神。（廖嘉瑜，2022） 

在 2020 年出版的《為什麼要上學？學校是誰發明的？》中就提及，「雅典的兒童要上

兩種學校（只限男生）：體能學校：從事運動訓練；音樂學校：學習讀寫、算數、唱歌和演

奏樂器；富裕家庭的男生還要上課外才藝，例如：公開演講的藝術。」當時在古羅馬，「大

部分的小孩都是在家上學。父親就是老師，教導算術與讀寫。富裕家庭的小孩會去上遊樂學

校（Ludus），學習閱讀與書寫。」人類的歷史一直到中世紀，都只有富裕人家的孩子才能

去學校，「上學」這件事竟然是一種特權。當時窮人家的孩子必須幫忙父母工作，中產階級

的小孩也是，或者去學習一項技能。 

  看完了西方世界學校的變遷，我們後來發現全台最早的小學是建立於 1895 年，位於台

北市的士林國小，前身為芝山巖學堂，最初是日本政府為了殖民教育、培養日語翻譯人才所

建立的「國語傳習所」。創校初期，因台灣人對日本殖民有抗拒意識，加上民眾多以閩南

語、客語及漢文為主流用語，普遍就讀意願低，使得當時日本政府不得不祭出獎金來吸引民

眾就讀。到了 1898 年，芝山巖學堂改制成八芝蘭公學校，成為台灣首座西式教育系統的小

學，採六年學制，男女分班。而當時讓女生受教育的觀念尚未普及，因此到 1907 年才有首

位女畢業生，且是富裕人家的千金。 

  早期公學校的教育也引用許多日本的制度及課程，像是現今仍有的算數、圖畫課，女生

還要學習唱歌及裁縫，男生體育課則要學相撲。此外因殖民教育的本質依舊存在，體育課會

結合軍事教育，農事課程則教導種植戰場所需的苧麻，或是養豬做為軍餉。從蘇美到中世

紀，甚至到近代台灣，教育曾是有錢人及男性的特權，目的在為君王服務。到了現在，人人

都有的機會學習，學校的型態一直隨著環境與時空在轉變，教育目的成了獲取知識，甚至翻

轉命運。而台灣近年的教育也和過去學科導向的有所不同，開始強調素養的培訓，像是如何

解決問題及思辨能力等。同時台灣也漸漸推廣不同於主流教學模式的實驗教育，如森林小

學、蒙特梭利小學等，讓學生在學習上能有更多元的選擇。 

  現在的大環境一直在快速轉變，未來的學校型態及教育方針也會再流動，也許有一天變

成以 AI 授課或在家自學成為主流。我們唯一確定的是，學習最大的意義就是為了讓自身成

長，只要適合自己的學習，無論哪種形式都會是一個好形式！（廖嘉瑜，2022） 

(二)為什麼要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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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查的文獻中發現：在香港每位小朋友都可享十二年的免費教育，由小學至中六讀書

都是免費的，所以任何人都認為，上學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但我們又有沒有認真想過，到

底為何要上學？上學真正學習的是什麼？這篇文章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角度，去理解為何要上

學。 

  當我們被問到為何要上學時，大部份人的回答是：因為要學習新知識、要學習紀律、要

學習群體生活，這些都是正確的，但不是最終目的，上學以及教育，真正目的都是要學習思

考，令自己成為一個具備思考能力的人，所有的學問其實都是訓練思考的，例如學語言，表

面上我們在學文字、文法，但真正在訓練的，是我們表達及理解的能力，學習數理，表面上

在學計算、公式，但真正的是在訓練我們邏輯及分析能力，學習藝術，表面上在學技巧，真

正訓練的是創意，所以大家要謹記一點，真正的教育，學問只是過程，真正的目的是要活化

腦袋來思考的。 

  香港的教育被稱為填鴨式教育，是因為香港的學生都習慣了知識的填塞，久而久之腦袋

便失去了思考的功能，學校的教育多數都是告訴你 What 與 How，即是要做什麼及怎樣做，

例如要背多少個詞彙，怎樣操練試題在考試裏取得高分，這些是將人腦當電腦的訓練方法，

但你深入地想想，無論人腦怎樣訓練，在記憶與程序上，是永遠比不上電腦的，要獲得真正

的思考力，你就要跳出一般的教育框架，你要習慣思考「Why」，要懂得問「為何」，電腦

是不懂得問為何的，你輸入它便執行，這就是人腦和電腦的分別。 

  根據英國的一項調查，一個四歲的小朋友，一日會問成人 73 次為何，最常問到的問題

有「為何天空是藍色的？」、「為何魚可以在水裏呼吸？」等等，小孩的內心對世界充滿好

奇，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對世上所有事物都沒有前設，在小孩的世界是沒有理所當然的事

情，所以每件事他們都想知道「為何」會發生，或是為何會「這樣」發生。但當長大後，一

方面我們失去了好奇心，另一方面我們經歷了教育制度的洗禮，我們只是着重 「What」和

「How」，而當大部份人都是這樣時，我們便更不關心「Why」了，又或是我們的

「Why」，是他人賦予給我們，不是自己找出來，例如為何要結婚？因為父母催婚，為何要

買房子？因為人人都買，當你不懂得問「為何」，你的思想就很容易被支配。 

  而事實上，我們這個社會，是很希望我們成為一個不懂得問「為何」的人，因為若每個

人都像電腦一樣，我要你做什麼便做什麼，不要問為什麼，這便是很優秀的勞動階層，而且

只要給予這些勞動階層，一個足夠溫飽，卻不工作便沒飯吃的報酬，就足以令他停留在這個

狀態。報酬太少不行，因為他會覺得太少，他會覺得不足夠便會開始問「為何」，「為何我

這麼辛苦？」、「為何我不可以要多一點報酬」等等，太多又不可以，太多他可以不用持續

性勞動，多出來的時間他又會開始思考「為何」，當你開始懂得問「為何」，你便知道自己

做一件事情的原因，你的人生便開始有點意義了。 

  但要注意，意義也有高低之分，如果你問一個人為何要上班，他回答你是為賺錢的話，

這個都可以算是原因，但是你不會覺得一個為錢而工作的人，他的人生很有意義，因為人真

正的滿足感不是來自物質，是來自精神。C 羅納度踢足球是否為了金錢？一定不是，是因為

他對勝利的渴望、對卓越的追求，這些精神層面的滿足感，一直推動着他，金錢只不過是，

他實現了這些滿足感所帶來的回報。所以無論你是成年人，還是在學中的朋友，讀完本篇

後，謹記多點問自己「為何」要做一件事情，多點開動腦筋，找到每件事情背後為你帶來的

滿足感，這樣你就可以過上一個更有意義的人生。 

  所以，為什麼要上學？傳統觀念中，上學的目的是為了學習新知識、培養紀律和群體生

活等。然而，真正的目的是要學習思考。學校的教育多數告訴你做什麼和如何做，但真正重

要的是培養思考能力。上學是為了激活腦袋思考，學習解決問題、分析和邏輯思維。這樣的

思考能力是在現實生活中非常寶貴的，它使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世界、做出明智的決策並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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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未來的挑戰。因此，上學的真正目的是為了培養思考能力，這將讓我們過上更有意義和豐

富的人生。（爆數 Tony，2021） 

(三)上學對未來有意義嗎？ 

  有一位網路作家在國中夜補校上課的時候，新北市某位甫獲得「教育部推展童軍教育績

優個人」的童軍團長有事向他諮詢，那位家長詢問：童軍是學習什麼？晉級對未來有何幫

助？ 其實，這讓剛上完補校課的我，有些好笑及啞然。但她的提問也引發了作者的好奇，

讓他也很想探究，這群六、七十歲的老人家和聽不太懂國語的外籍新住民新娘，不在家裡看

電視、含貽弄孫、享受天倫，或者抱抱孩子、陪陪老公、做做家事…，跑來補校上英數理

化、電腦文書、國畫書法….，「對未來有何幫助？」 

  近年，新北市更是由教育局推動「校校有童軍」政策，積極鼓勵青少年孩子們，從童軍

教育中培養良好的品德、健康的身心、關懷服務的情操。不過，這在學習什麼呢？對未來有

什麼幫助呢？ 就以童軍教育為例來談學習。我們不是只為了對未來有幫助才推廣童軍教

育、才去鼓勵孩子晉級的。如同數學方程式、xyz、三角函數.....和買菜及和生活也沒有什麼

關係，為什麼考高中、唸大學要考這些呢？尤其，有志於文、法、藝術的孩子，大學後不用

學數學了，為什麼要考數學乙？反而數學系的孩子們，為什麼到大學要去唸普通物理、普通

化學？甚至為什麼還要必修通識教育的鄉土學、心理學？  

   教育不是只為了現在以為未來會有用處，才去學才去教的，而是在豐富每一個生命的

內涵與特質。仔細想想，帶孩子玩童軍，是因為童軍使孩子正直、關心、熱誠、能力、判

斷、人際、自主、溝通、合作，這統稱「正向的人格特質，帶得走的能力」。這些哪一項不

比國、英、數、理化、社會重要？哪一項和孩子的未來生活無關？ 童軍晉級沒有百萬獎

金，不過是一個徽章，胸前換一塊布章而已。孩子心中的榮譽和責任、關心和胸懷、追求成

功成長的用心和毅力，外在看不到的就真的不重要了？！ 

  唸書是基本素養和基礎能力養成的重要方式，但是真的有比上面任何一個人格特質更為

重要嗎？其實，孩子不用在童軍裡面具備每一個特質，但是只要具備其中任一項或任幾項，

對孩子成長都是彌足珍貴的，不是嗎？！ 教育學習儘管難免分門別類，但學習結果卻是綜

合完整的形成一個人的內涵。健康、快樂、幸福…往往是大人對孩子們未來的關懷和期待，

這就更不會只有分數、證書、學歷、甚至是財富重要而已。  

  眼光看遠，也許關心孩子的我們，在陪伴孩子成長的路上，可以想想：「以前以為有用

的後來呢？現在以為有用的以後呢？」，那麼對「未來的幫助」可能就會機緣處處，端看我

們如何去把握了。（阿助，2015） 

  這樣的文章提醒了我們：未來如果想要有好的工作，就需要有好的學業成績。但也別讓

現在的學習阻礙了自己多元學習的機會。讓現在的自己多看、多聽、多想，現在的多樣化學

習，都可以成為未來工作的養分，不要讓現在的自己困在學校的學科裡，只用狹隘的眼光來

看待「學習」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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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調查法： 

     我們的問卷答案，主要分為三個部分：喜歡上學、不喜歡上學、可有可無。以下是我們

針對每一個回答所做得分析：大部份填問卷的人都是女生，而且年齡都是在 11—20 歲。 

 

 

 

 

 

 

 

 

 

 

 

 

 

 

 

 

 

 

 

 

 

 

   

 

 

  在我們回收的 105 份問卷中，我們發現幫我們填的的人中有 63.8%的人是女性，而大部

分填答的人正是我們最想知道喜不喜歡上學的學生族群。而問卷調查的結果中，讓我很意外

的結果是：喜歡上學的人居然佔了 40%，不喜歡上學的人只有 12.4%，可上學也可不上學的

人佔了大多數，有 47.6%。而這些認為可上可不上的人，其實都有給予正面的回應，他們覺

得來上學也很棒，可以和同學一起玩，也可以學習新知，不上學的時候，就好好休息，把時

間分配好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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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上學，可不上學 

  我們發現女生幫我們填寫問卷的比率較高，年齡都偏大，以下是我們喜不喜歡上學的分

析表，我們發現：認為「可上學可不上學」的人數比我們預期來的還多。 

 

 

 

 

 

 

 

 

 

 

 

 

 

 

 

 

 

 

 

 

 

 

 

 

 

 

 

 

  在我們的問卷中，我們意外的發現有超過一半的人選擇了可上學可不上學的選項，我們

發現有一些課可以不用上，例如：綜合課、探索體驗課。 

 

（二）不喜歡上學 

  我們發現：填不喜歡上學的人，原因都是上學時太長，所以可以把上課時間減短、午休

時間調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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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個問卷：『不過這次的問卷』，我們發現『不喜歡上學』的人比我們預期的還要少；

反而『喜歡上學』和『可上學可不上學』的人比我們預期的都還要來的多，所以我們覺得大

家因該都喜歡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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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喜歡上學 

  這次的問卷結果，我們發現：還算滿多人喜歡上學的耶！原本我們的題目假設是：大家

都不喜歡上學。結果沒想到大部分的人都還滿喜歡上學的！填喜歡上學的比率是人就 40%，

是一個相當高的比率，跟我們預期的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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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建議： 

  這兩個月來我們閱讀許多的文章，也收到許多人幫我們填寫的問卷，結果顛覆了我們原

本的設定，跟我們一開始想的不一樣，讓我們有點小失望，透過這次的問卷，我們發現「不

喜歡上學」的人比我們預期的還要少；反而「喜歡上學」和「可上學可不上學」的人比我們

預期的都還要來的多，所以我們覺得大家應該都喜歡上學！ 

  我們想給以下幾個不同群體的人一些建議： 

（一）給政府的建議： 

  可以把上學週數減少，把多餘的課刪掉例如：綜合課、探索體驗。不要那麼早

上課、多一點戶外課程，讓大家也可以學習ㄧ些戶外的知識！因為在我們的問卷結

果中，有 76.9%不喜歡上學的人，都表示在學校學習的時間太長了。所以我們希望政

府可以考慮縮短學生在學校學習的時間，讓學生在課後可以學習更多不同面向的知

識，而不是只學國語和數學而已。 

（二）給老師的建議： 

  可以多在課堂上聊一些課外話題，讓學生增長知識，要多點交流與互動，多陪學

生聊聊天，也會讓課堂更有趣！功課少一點、不能有偏心、學生有錯不能不罰、不能

霸凌學生，這部分可能也需要政府有一些標準給老師，讓老師們知道自己該如何成為

一位吸引學生願意上學的老師。 

（三）給學生的建議： 

  多去發現自己喜愛的東西，找出自己的優勢，尋求協助絕對不是示弱，不要用分

數限定自己，不要就只會玩，要會玩又會讀書，先把自己的事做完，再去做你想做的

事，這樣會更自由，不會有人管你，你有多自律，就有多自由。就算不在學校裡上

學，學習這件事是隨時隨地的，在家裡、在路上，只要活著就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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