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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美國公共教育運動關鍵領導人物H. Mann的公共教育思

想及其實踐作為。本研究採用歷史研究法與文件檔案分析法，以Mann的12

次年度教育報告書為主要文本，嘗試從社會文化、經濟條件、學校教育內

容、師資培育制度等面向探索Mann的公共教育思想內涵。本研究發現，十

九世紀初美國人民因宗教、政治制度與經濟的影響，公共教育難以普及。

Mann認為教育為人民的基本權利，可改善個人與社會經濟發展，為調節社

經條件差異、消弭階級對立、達到社會平衡的重要機制。為實現公共教育普

及之目的，Mann提出改善兒童學校出席率、延長公共學校學習時數、喚醒

大眾公共教育意識、提升公共學校師資素質、有效整合公共教育資源、強化

知識與道德教育等論述。最後，本研究根據Mann公共教育普及理念與其相

關改革實踐，進行分析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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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thoughts and practices of Horace Mann, 
a key figure in the American common school movement.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document analysis methods were adopted in analyzing Mann’s Annual 
Educational Reports, as the main text, in order to explore Mann’s thoughts 
on the common schoo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al culture, 
economic conditions, school education, and teacher training.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popularization of common schoo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was influenced by religio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economy. Mann believed that education is a fundamental 
right of all people, with the potential to improve both personal and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by serving a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in 
regulating socioeconomic inequalities, eliminating class conflicts, and 
achieving social balanc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popular education, 
Mann advocated improving school attendance, extending school hour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ommon school teachers, awakening public 
awareness of education,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common school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reinforcing intellectual and moral education.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Mann’s thoughts on popularizing common school education and 
related reform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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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聯 合 國 大 會 於 1948 年 通 過 了 《 世 界 人 權 宣 言 》 （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在1966年通過《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 》 （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

（United Nations, 1948, 1966），這兩項文件揭櫫了教育普及的重要性。自

此世界各國紛紛致力於國民基本教育之發展，公共教育亦是當代教育發展中

的重要議題。  

從教育史的發展來看，當代教育機會均等議題與公共教育制度的形成關

係密切。普魯士國王F. Wilhelm II（1712-1786）於1763 年頒布《普魯士普

通學校規程》（Das Generallandschulreglement），規程中明文規定學校為

「國家機構」，將學校教育規劃於國家職權之內，展現了義務教育中的強制

與普遍特性（張源泉，2011：42-44）。普魯士可謂近代公共教育制度發展

的濫觴，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十九世紀後其經費、規模超越同時期英、法、

德等歐洲國家的美國公共教育發展（Church & Sedlak, 1976: 57; Fishlow, 

1966: 419-420, 434-436; Hughes, 1990: 112），該成就或可歸功於十九世紀初

的公共學校運動（Common School Movement）。其中，又以任職麻州教育

委員會（Massachusetts Board of Education），推動公共教育普及的H. Mann

（1796-1859）最具代表性。在Mann的年代，教育並沒有獲得美國社會大眾

的普遍重視，更遑論對公共教育普及此議題的深入探討。然而，Mann在其

推動麻州公共教育事務變革之時，卻能洞悉教育普及的重要性，並在其相關

講 稿 與 出 版 作 品 中 提 供 了 完 整 明 確 的 論 述 。 Mann的 公 共 教 育 理 念 影 響 深

遠，其重視社會和諧與充分發展個人的思考，更幾乎成為美國二十世紀教育

政策的重要目標（Brick, 2005: 171）。  

基於前述，本研究旨在透過歷史研究法及文件檔案分析法，瞭解Mann

的公共教育思想，以及其相關的改革與實踐作為。文件檔案分析範圍主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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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n的12次年度教育報告書為主，並嘗試從當代視野就社會文化與經濟條

件 、 學 校 教 育 內 容 、 師 資 培 育 制 度 等 面 向 探 索 Mann的 公 共 教 育 內 涵 。 此

外 ， 為 更 貼 近 瞭 解 Mann 的 思 維 ， 本 研 究 亦 將 Mann 的 《 公 共 學 校 期 刊 》

（Common School Journal）、演說講稿內容，以及日誌紀錄一併納入分析範

圍。最後將根據研究結果，進一步反思當前國內教育發展之概況，並希冀透

過教育歷史的回顧，激盪出更多對於公共教育相關議題的思考與對話。  

貳、十九世紀初前美國公共教育普及受限的背景脈絡 

根據Kaestle（1983: ix）的著述，一直要到了南北戰爭前的30年間，美

國北方的州政府才創建了公共學校制度（common school system）。初步分

析其造成十九世紀初期前美國公共教育發展受限的因素，大略可區分為以下

三個層面：  

一、 宗教導向的教育發展動機  

從殖民時期開始，來自英國清教徒所建立的價值文化，對於美國的後續

發展具有其深遠影響。他們試圖規劃和維持一種與宗教觀念相互呼應的社會

制度，學校教育也包含其中（Cremin, 1970: 50-57; Cubberley, 1948: 360）。

隨著社會結構的分化，宗教在殖民時期的學校教育發展過程中，成為了最為

活躍的主導力量（Bailyn, 1960: 15-18, 26）。  

1642年麻州的法令和1650年康州（Connecticut）的法令，明確要求所有

男孩都必須被教導閱讀《聖經》，並且理解清教徒的宗教原則（Alexander, 

2005: 22; Martin, 1904: 14-15; Pratte, 1973: 39-40）。《聖經》被視為所有關

於美好生活知識的來源，因此學校教育必須教導兒童閱讀《聖經》，用以理

解新社會秩序中的生活方向（Kaestle, 1983: 3）。學校中進行教義問答的狀

況甚為常見，以Mann所出生的小鎮為例，學校使用《西敏斯教義要理問答

書》（Westminster Assembly Shorter Catechism）作為教育讀本，當時的神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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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具有法定地位，牧師可以進入班級中進行教義問答活動（Martin, 1904: 

64; Messerli, 1972: 13）。  

在1830年代公共教育逐漸興起前，宗教動機導向的教育模式雖然在若干

程度上擴展了教育的發展，但其教育內容往往侷限於簡單的閱讀和書寫，與

現今所認知的基礎學校教育模式相差甚遠（Neem, 2017: 7）。1827年後，麻

州通過宗教與教育分離的法令，禁止在公共學校中進行任何特定教派的教義

指導。但直到Mann（1891d: 307）進行公共教育改革的末期，麻州仍然存在

著若干學校要求教師進行教義問答的情況，宗教對於教育的影響力仍大。  

二、 地方自治的教育發展模式  

美國獨立革命後，若干領導人物意識到公共教育對於美國民主社會的必

要 性 ， 試 圖 建 立 由 國 家 統 一 規 劃 的 公 共 教 育 制 度 （ Kaestle, 1983: 4-10; 

Ravitch, 1974: 7-8）。然而，革命時期所制定的憲法，其設計原意就是要避

免政府權力的集中，再加上憲法內容並未明定將教育的責任歸屬於聯邦政

府 ， 而 是依照 歷 史 傳統讓 各 州 擁有治 理 教 育的權 力 （ Cubberley, 1947: 84; 

Green, 2013: 180; Hayes, 2006: 5-6; Pratte, 1973: 41-42）。因而，各州政府便

遵循了地方自主的慣例，對於地方教育的發展並未多加干預。  

基於地方自治的政治傳統，地方學校的發展實質上掌控在各學區與學校

委員會的手中（Pratte, 1973: 42）。以麻州為例，1789年的學校法通過後，

地方城鎮逐漸主導了教育發展的態勢。地方學區的人民擁有其自主的收稅權

力。地方城鎮能夠透過徵稅方式籌集資金，並且根據自己的教育需求辦理教

育會議、選擇聘僱職員、決定學校設置場地，進行土地購買與學校營造及修

繕事務等（Culver, 1929: 19; Martin, 1904: 90-92; Massachusetts, 1789: 416; 

Stabler, 1987: 61-62）。美國憲法分權制衡的制度，雖然顯耀民主的光榮精

神 ， 但 其 權 力 的 分 散 特 性 卻 對 日 後 的 教 育 發 展 帶 來 了 負 面 的 影 響 （ Green, 

2013: 173; Tyack & James, 1986: 64），教育交由地方自主發展的結果，就是

產生各州與各鄉鎮在教育經營上的懸殊差異，進而產生教育品質低落、漠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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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教育需求的亂象。  

Mann擔任麻州教育委員會執行秘書期間，參訪了麻州境內的1,000多所

學校，發現地方的公共教育在學校建築、學校委員會、公眾支持、教師質量

等面向充斥著各種問題，Mann不禁感嘆當時美國社會對於照顧牲畜或關切

商 品 銷 售 的 用 心 程 度 ， 可 能 遠 遠 超 過 學 校 中 的 孩 童 （ Cremin, 1957: 29; 

Mann, 1891b: 389, 403; Stabler, 1987: 60）。  

三、 受制於經濟條件的教育普及  

自美國早期的殖民時代開始，家庭經濟條件的優劣決定了個體接受教育

程度的多寡。擁有較佳經濟條件的中產階級和富人，能夠聘僱家庭教師來指

導孩童，或將孩童送到私校接受教育；較為貧困的農人或低收入家庭的孩

童，學習的途徑主要仰賴家庭或作為學徒的技藝指導。長期且正式的學校教

育，是生活中不規則和偶然的一部分。孩童們僅能間歇性地接受學校教育，

時間甚短。他們必須將大部分的時間花費在田事農務工作，秋收過後的冬季

才是他們主要的上學時間（Ravitch, 1974: 6; Reese, 2007: 96-97）。  

另外，人民對於支付公共教育經費的看法也相當分歧。儘管波士頓經濟

學家Phillips（1828: 224-226）在1828年發表了教育對於經濟發展重要性的

相關論文，但美國社會未能預見教育對於經濟發展能帶來的好處，普羅大眾

在意的仍是接受教育的費用問題。十九世紀的美國政府所能提供社會服務甚

少，童工在當時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即便是較為進步的麻州，也要到1842年

才立法限制兒童的工作時數（Atack & Bateman, 2018: 103; Mann, 1891c: 

8）。在公共教育興起的1840年代，兒童對於窮困階級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一

份經濟力量。如若讓子女進入學校接受教育，不僅會失去部分收入來源，還

須 支 出 就 學 費 用 。 教 育 對 他 們 來 說 並 不 是 投 資 ， 而 是 一 種 額 外 的 消 費

（Schultz, 1961: 47, 54）。在富人方面，情況則恰好相反。富人們不滿意雜

亂無章、品質低落的公共學校教育，他們偏好將自己的孩童送往設備齊全的

私人教育機構（Baines, 2006: 270）。不論是窮人或富人，兩者都不願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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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眾孩童此事務繳納稅徵，這使得公共學校的數量難以增加，公共教育

自然難以普及。  

參、Mann公共教育普及的論述基礎 

根據前述背景脈絡，Mann提出了如下的公共教育理念：  

一、 教育為人民的基本權利  

Mann主張人人皆有接受教育的權利，此理念是Mann論述公共教育普及

的核心。Mann分別就宗教與政治這兩方面的淵源來闡述他的見解：  

(一) 教育為上帝賜予人類之恩物  

在12次年度教育報告書中，Mann多次提及教育乃是造物主（Creator）

的 恩 典 ， 接 受 教 育 是 上 帝 對 於 所 有 人 類 的 慈 愛 表 現 。 Mann（ 1891d: 115-

116）在第十次年度教育報告書中，提出以下言論來描述天賦教育人權的看

法：  

 

我相信存在著一個偉大的、不朽的、不變的自然律則，或是自然倫

理，這是所有人類典章制度的先決原則，它不能被任何人為的條例所

廢除。這乃是源自神聖上帝所給予的清晰易辨的原則，並且體現在自

然秩序與人類歷史中。它證明了每一個進入這世界的人，皆具有接受

教育的絕對權利。  

 

Mann將教育喻為上帝賜予全人類的恩澤，以此作為說服公眾支持發展

公共教育的立論依據。在此脈絡下，Mann推理出人類既然身為自然秩序的

一份子，上帝必將一視同仁，讓所有人民都能接受教育。由於此先驗的自然

秩序是人類社會文明構築發展的依據，所以教育制度的發展也必須依循這個

偉大的自然法則。意即出生在世界上的每一個孩童，都不應當受到現存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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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制度的干預，他們皆擁有接受教育的權利。Mann（1891d: 116-117）陳

述，這份上帝所賦予的教育權利明確地體現在人類與這個世界的依存關係

中。好比是剛出生在這個世界的孩童，他必然需要享用部分共同的空氣來運

作他的呼吸，又或者是睜開他的雙眼接收這世界共有的光線，又或者是為了

滿足其他身體功能運作，必然需要如居住、保護、養分等其他外在條件的支

持。教育權如同人類其他必要的生存條件一般，是造物主賜給所有人類共有

的、明確的公平基礎。也因為有了這項基礎，個體才有可能繼而生長開展，

並於日後履行他作為一個上帝子民的責任義務。  

(二) 教育為世俗政府確立的職責要務  

除了借助上帝之名來宣告教育權利的正當性，Mann並沒有忘記世俗政

府是人類社會中落實教育權利的關鍵角色。Mann（1839: 4, 1891d: 116）指

出：「政府有為所有人提供教育的義務」，教育應當被視為人民固有的權

利，國家政府具有提供全民接受教育的責任。Mann（1891d: 111-112）回顧

美國的歷史並指出，美國在殖民地時期便訂定了相關的教育法令，為當時的

民眾提供了必要的免費學校制度，免費學校更可謂是人類歷史中最為偉大的

一 項 實 驗 。 儘 管 教 育 普 及 的 願 景 難 以 在 前 人 艱 困 的 時 空 環 境 下 實 現 ， 但

Mann（1891c: 287）認為人類不應該對於上帝給予人類的這項神聖祝福感到

灰心喪志。相反地，為了承繼美國未來命運的世代著想，當代世俗政府應當

努力延續和改進前人在教育方面所建立的成果，為麻州建立起一個公共學校

教育制度。基於上帝賦予所有人類相同平等的自然權利基礎，讓這個學校制

度能夠適用於每一個人身上，讓所有美國的人民處在一個相同且公平的地

位，不論其貧窮或是富有，皆能享有他應當有的受教權利。  

二、 教育為調節條件差異、消弭階級對立、平衡社會機器運

作的偉大齒輪  

1830年代起，美國社會產生極為迅速的變革和挑戰。政治方面，白人男

性的投票權趨向普及；經濟方面，製造業和工廠生產的增長，加速脫離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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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的農業經濟；社會方面，歐洲人口的移民增加和快速的城市化，帶來文化

融 合 上 的 衝 突 。 此 一 連 串 問 題 ， 引 發 了 社 會 和 政 治 不 穩 定 的 擔 憂 （ Ogren, 

2005: 10; Ravitch, 1974: 5-6）。其中，Mann格外關注外國移民浪潮及經濟

不平等增長，可能帶來的衝突與危險。  

(一) 透過教育增進族群之間的瞭解，凝聚共有之國家公民意識  

十九世紀上半葉，美國因為外國移民的湧入，使得人口迅速地增長 。

1845年 後 ， 歐 洲 因 馬 鈴 薯 疫 病 爆 發 ， 大 量 愛 爾 蘭 人 遷 移 至 美 國 （ Hughes, 

1990: 103-105; Katz, 1968: 6; Kenny, 2000: 104; Olson, 1987: 20-21）。除了

歐洲本地的動亂因素外，美國的就業市場提供了較佳的工資及較多的工作機

會，再加上美國西部領土擴張運動對於歐洲移民的鼓勵，使得美國在1846～

1855年這10年間，外來移民人口達到巔峰（張勝柏，2002：228-229；顏子

魁，1990：195-197）。尤其是在大城市，人口迅速的激增，加劇了族群之

間的衝突。  

族 群 衝 突 在 宗 教 信 仰 上 尤 為 明 顯 。 在 Mann推 動 麻 州 教 育 改 革 之 前 ，

Mann曾參與調查襲擊天主教徒修道院的暴力事件（Messerli, 1972: 191-192; 

Ursuline Convent, 1834: 4）。此次經驗讓Mann意識到，美國雖然隨著外來

移民的加入，其文化習俗日趨豐富多元，但族群文化的多樣性與國家制度之

間需要公民意識來作為連繫樞紐（Neem, 2017: 140）。若缺少了這個組成，

則各族群間則容易肇生對立，進而撕裂整個社會的和諧。是故，Mann希望

藉由教育來消弭不同族群間的偏見，以達到社會團結的願景。  

對此，Mann（1891b: 417-418）在其第一次年度教育報告書中便清楚地

指出，公共學校即是增進族群融合的平臺：  

 

正是在這個共同的平臺上，孩子們能夠結識他們的鄰居。在這裡，孩

童之間的緊密關係，使得他們團結在一起，使其發展出穩定的兄弟情

誼，從而抵禦日後生活競爭所產生的疏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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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n確立了學校具有化解族群歧見的功用，藉由學校生活的相識與理

解，孩童們得以跳脫各自不同背景的框架限制，培養出如兄弟手足般的情

感。而這份情感基礎，更是日後不同社會成員締造和諧共榮的共同起點。  

除了情感面向外，與國家、社會制度緊密關聯的公民意識，則是Mann

認為另一項亟待積極發展的要務。Mann認為外來移民或有可能在舊世界的

專制統治下出生長大，儘管他們橫渡大西洋移居至美國取得了公民身分，但

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擁有完備的公民素質。Mann關心的是，這些新興成員是

否瞭解如何正確地行使他們被賦予的自由權利。Mann（1891d: 37）說道：   

 

如果他們在不受束縛和不受懲罰的情況下確認獲得了自由，他們很容

易陶醉在高刺激性的自由空氣中並且變得狂妄。……因此，無論是哪

種情況，他們都會覺得格格不入，除非直到他們在道德上能夠適應了

我們的制度，他們才能真正地行使其自由人的權利。  

 

就 Mann的 觀 點 而 言 ， 儘 管 個 人 或 有 可 能 在 短 時 間 之 內 轉 換 其 公 民 身

分，但個體的內在價值意識深受長期外在文化環境的影響，難以在短時間內

產生改變。是故Mann（1891d: 37）指出，在美國這片土地中共同生活的所

有人，無論其過往的身分是受控於歐洲領主的農奴、受迫於製造商的奴役，

或是美國本土的人民，最重要的是，都必須遵從美國的民主制度，進行民主

自治的訓練。因為，有別於專制國家或體制，尋求武力和權威來為其人民做

好未來準備，美國制度所採取的是自由與自我約束並重的訓練方式，並以此

培養出真正具備自尊、榮譽與尊嚴的共和國公民。  

歸結上述分析可得，Mann寄望建立起全民適用的公共教育制度，透過

教 育 外 來 移 民 的 孩 童 使 用 相 同 的 語 言 ， 涵 養 其 美 國 社 會 認 可 的 道 德 價 值

（Kaestle, 1983: 71-72），使之瞭解身為公民所擁有的權利與責任，形塑其

基本的國家認同意識；同時亦希望教育本土美國人民欣賞、感謝這群新移民

為 美 國 社 會 所 帶 來 的 新 興 活 力 ， 促 進 族 群 之 間 的 融 洽 （ Cre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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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rowman, 1956: 73），達到一個融合不同文化元素，但社會成員彼此相互

肯認、團結的統一國家。  

(二) 去除外在條件的區隔差異，建立免費普及的公共教育制度  

美 國 早 期 的 政 治 家 們 1曾 針 對 基 礎 教 育 提 出 若 干 見 解 與 論 述 （ Cremin, 

1980: 119; Kaestle & Vinovskis, 1980: 9）。可惜的是，這些計畫未受到多數

人民的重視與支持，直到Mann進行教育改革的1840年代，麻州地區雖然存

在著少部分的公共學校，但因為公共學校的數量並不多，其教育成效也不彰

顯。同時更嚴重的問題是，十九世紀美國因為資本家的崛起，傳統農業社會

自 給 自 足 的 經 濟 型 態 逐 漸 被 打 破 ， 麻 州 開 始 出 現 無 產 階 級 （ Katz, 1968: 

7），經濟不平等的現象逐漸加劇。貧富差距展現在教育上的結果就是，經

濟能力許可的家庭，可將孩子送到環境較佳的私立學校，至於貧困家庭的孩

童 只 能 進 入 公 共 學 校 ， 或 是 仰 賴 其 他 教 會 組 織 或 慈 善 社 團 的 協 助 就 學

（Kaestle, 2007: 26）。  

十九世紀美國公共教育改革廣泛獲得支持的要因除了減低族群對立的作

用外，更重要的是公共學校將社會中所有不同階層的富人與窮人予以匯集，

使 之 接 受 相 同 的 教 育 ， 形 成 相 互 依 存 的 融 洽 關 係 （ Burrows, 1999: 500; 

Neem, 2017: 140）。Mann（1891b: 417）將公共學校視為是消弭貧富階級差

異的重要場域，他說道：  

 

在麻州每一個地區的城鎮，都應該有一所安全、良善的免費學校提供

                                                               
1 例如T. Jefferson（1743-1826）和B. Rush（1746-1813）。Jefferson認為國家

應當透過教育給予每個人民他所需要的資訊，讓他能去打理個人事務；使

他能夠透過書寫去表達且維護自己的想法意見、合約與言論；讓他瞭解自

己對他人以及這個國家的責任，履行他的職責；並且知曉自己的權利，依

循秩序與公正去運作保留給他的權力；同時聰敏且準確地觀察自己和整個

社會之間的關係。這些理念以現在的教育眼光來看，也仍然相當重要且適

用。Rush曾提倡建立州立支持的學校系統（state-supported school），他經

常透過演說、寫作來推廣大眾學校成立的必要性。Rush在教育上的思想也

影響了50年後的Mann（Hayes, 200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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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境內（ territory）所有的孩童。在這所學校中，孩子們皆能夠接受

良好的知識指導，並且形塑他們的行為氣質，使其瞭解自己的責任義

務；……，應該要建立一所進步的學校，敞開其大門，平等地歡迎每

一位具有特殊目的，或者具天資才能的孩童，特別是那些家中經濟無

法負擔其就學費用的貧窮孩童。  

 

仔細分析上述的引言內容，境內（ territory）一字隱喻了Mann對於社會

團結和諧的期待。Mann或有可能理解到經濟條件的差異是無法斷然改變的

現實，但對於國家政府來說，仍應試圖從教育著手，讓在這片土地上共同生

活的孩童可以在同樣的學校教育環境中成長，減少貧富階級之間的差異與對

立。  

Mann有感於1840年代工業革命後，社會中資本家的崛起，他擔心資本

家對於勞動階級帶來的壓迫日益嚴重。因而，Mann更嘗試透過教育來解決

貧富階級問題。Mann（1891d: 250-251）寫道：  

 

如果一個階級擁有所有的財富和教育，而社會的其他人是無知和貧窮

的，那麼用何種名稱來定義他們之間的關係已經是不重要的事了。因

為實際上，後者將會屈從、附屬於前者。但假如教育能夠被平均分

配，它將成為創造財富的強健力量，一個聰明能幹的人不會永遠淪陷

於貧困之中。在不同階級中，財富與勞動基本上是對立的，但是在同

一階級，財富與勞動基本上卻是友好的。  

 

Mann對於公共教育在舒緩經濟階級之間衝突的能力充滿信心。面對當

時貧富差異懸殊，導致許多人無法接受教育的狀況，Mann主張普及公共學

校，藉此讓更多人民接受教育。綜而言之，Mann的公共學校是向所有人開

放，提供給所有人就讀的學校（a school common to all people）。它試圖跨

越貧富階級的條件限制，所有的孩童皆夠進入這個由政府稅收支持、不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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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的學校中接受教育（Cremin, 1957: 8）；其次，Mann的公共學校試圖去

除因社會條件所產生的異質性，提供所有人一個共同且統一的教育經驗。最

終希冀藉由教育來消弭貧富階級間的隔閡，減輕經濟條件不平等對於所有孩

童的傷害，進而達到促進社會團結的目的。  

三、 教育促進個人與社會經濟財富發展  

Mann的公共教育理念論述中，另一項特點便是他展現了教育在促進個

人與社會經濟財富發展上的務實性思考。Mann在開始教育改革生涯前，便

十分重視經濟對於社會改革的重要性。例如，Mann在麻州議會從政期間適

逢美國禁酒運動的盛行，針對雜貨商和零售商的利潤收益進行了經濟分析，

從而在禁酒運動中獲得了全州的關注（Messerli, 1972: 185-186）。在早期的

年度教育報告書中，Mann（1891b: 375-376, 467-468, 502, 1891c: 51）也對

於學校改革的成本進行了若干的探討與估算。  

到了Mann的第五次年度教育報告書，教育的經濟價值更成為了該份報

告的主軸。Mann（1891c: 94）表明：「教育有能力為我們個人和物質需求

提 供 服 務 ， 並 且 超 越 所 有 其 他 機 構 」 。 透 過 與 製 造 業 者 間 的 書 信 調 查 ，

Mann從回覆中得出教育在個人和社會經濟財富發展上的優勢：  

(一) 教育程度影響個人職場發展與薪資收入  

Mann（1891c: 101-103, 107-108）指出，接受過教育的人比起未受過教

育的勞動者，擁有更多的職場優勢。他們不僅擁有較佳的技術和精神靈活

性，還具備良好的相關業務知識，以及無可指摘的道德品格。這些良好的特

質使得他們得以從一般的勞動階層中脫穎而出。換言之，教育背景成為了個

人在職場升遷的有利條件。此外，受過教育的勞動者薪資收入更遠優於普通

的工廠工人，即便是女性，如果曾接受過教育，她也能夠在職場上獲得與之

相關的優勢及好處。如同Mann（1891c: 97）所描述的，教育能夠提高個人

的能力與獨立性，一個具備良好能力的人不會因為受制於外在條件，永遠地

束縛在一固定的位置上。受過良好公共學校教育的人，不論面對何種工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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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他的職位與薪資所得將會愈來愈高；而未受過教育的無知勞動者，只能

像瓶中的沉澱物一般，處在社會的最下層底部。換言之，Mann隱喻了教育

作為一種促進社會階層流動的積極性力量。  

(二) 教育為提高產業效能創造利潤財富的要因  

教育除對個人工作升遷與薪資收入有正向影響外，在提高產業效能、創

造社會整體財富上，亦有顯著的成效。Mann（1891c: 102, 104, 106）查訪麻

州的紡織產業者，根據回覆顯示，一個受過教育的工人可以妥善地遵循相關

業務訓練，正確地操作機器。教育有助於降低人為過失所產生的機器折損，

使機器能夠妥善運作，確保工廠的產能；接受過公共學校教育的工人，擁有

更好更佳的道德品格，他們有秩序、有禮貌，願意遵守相關作業規定，準時

地履行其職責，並能夠融入工廠的管理體制中。對於經營者而言，這些特質

有助於降低與工人之間不必要的衝突和對立。教育發揮它的經濟效益，在高

素質人力的輔佐下，得以用最低的成本實現最大的生產成果。讓整個產業更

專注在利潤的追求，進而使整個美國社會能夠創造出更多的財富。  

綜合以上第五次年度教育報告書的簡要分析，Mann清楚地表明了教育

所可能蘊含的市場價值，教育不但能夠協助產業增加營收，個人與國家的財

富也因為知識的傳播有所而增加。Mann技巧性地將教育的經濟價值訴求於

社會中的不同階層，進而獲取大眾對公共學校的支持。該份報告書中關於教

育 經 濟 價 值 的 闡 述 除 了 在 近 代 學 界 研 究 中 被 一 再 表 述 以 外 （ Curti, 1935: 

112-113; Hinsdale, 1898: 169; Pihlbrick, 1863; Vinovskis, 1970; Williams, 

1937: 160-161），更值得關注的是，它也顯示出與當代教育發展甚為相似的

關切，意即學校教育作為一個前導性機構，它必須要啟迪、指引人類，使其

在 面 臨 機 會 追 求 的 事 務 上 ， 擁 有 選 擇 和 運 用 最 適 切 方 法 的 能 力 （ Mann, 

1891c: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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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Mann公共教育普及的呼籲與作為 

以下分別就重視孩童學校出席率與延長就學時數、扭轉公眾消極的公共

教育意識、提升公共學校師資素質、整合公共教育資源、透過教育賦予個人

追求幸福的能動性等五個面向，詳加探討Mann在達到公共教育普及的相關

改革作為。  

一、 重視孩童學校出席率與延長就學時數  

在增進教育普及這件事情上，Mann認為一個甚為根本且迫切需要改變

的就是孩童的學校出席率與學習時數的問題。  

(一) 倡議改善孩童的學校出席狀況  

在推動麻州公共教育變革的初期，Mann發現當時公共學校中的孩童缺

席率極高，即便進入學校接受教育，在校學習的時間也常常是中斷、不連續

的。在出席率方面，根據Mann（1891c: 72-73）的學校調查報告顯示，當時

麻州的孩童人數為168,000人， 2如果將年齡低於4歲，以及年齡超過16歲的

人數扣除， 3夏季時間平均的學校出席人數約為85,000人，出席率勉強超過

五成；而冬季時間的平均出席狀況，較夏季略好一些，其人數約為10萬人，

出席率接近六成（如表1）。該調查數據顯示出兩件事：1. 麻州當時約莫有

四成的學生沒有接受學校教育；2. 學生的缺勤狀況凸顯出麻州為公共學校

所支出的徵稅支出4，被麻州人民白白浪費了。  

                                                               
2 根據Mann的年度教育報告書內容，他所引用的是1839年的學校調查數據。

孩童的年齡定義為4～16歲，此外，該數據並未包含當時在私人機構就學的

12,000名孩童。  
3 當時學校並沒有嚴格的年齡限制，因此學生的年齡可能低於4歲，亦可能高

於16歲。  
4 根據Mann的年度教育報告書內容，當時麻州用以支持公共學校發展的金額

是477,221.24美元，此金額並不包含校舍更新等硬體建設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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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839～1840年麻州學校孩童出席狀況調查  

麻州 4～16 歲孩童人數  179,268 

估計私立學校孩童人數  12,000 

公共學校夏季出席人數  84,854 

公共學校冬季出席人數  100,010 

資料來源：整理自 Mann（1891c: 72-73）。  

金錢上的損失，對麻州而言並不是一項無法挽救的錯誤。透過麻州人民

勤 奮 的 勞 動 及 節 儉 的 美 德 ， 這 筆 龐 大 的 金 額 可 以 重 新 徵 收 獲 得 。 讓 Mann

（1891c: 74-75）在意的是，麻州有半數的孩童被剝奪、失去他們人生最為

寶貴的教育時間，時間上的損失是無法挽回的。這段時間是人生最寶貴的春

天，失去了這段菁華時間，意味著失去了埋下教育種子的先機，也就失去了

孩童那份最令人期待無限發展的可能性。Mann（1891c: 75）指出：  

 

年輕的心靈需要成熟年長者的教導與指引，他們之所以需要這些輔助

與協助，那是因為他們無法為自己做好準備。  

 

教育對於孩童的心智發展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缺乏了教育的指導，

這些年輕的生命本身只會是一種無知的存在。孩童的早期生活具有其不可挽

回的性質，一旦其應當滿足的教育需求被疏忽了，待個體達到成熟狀態，形

成若干僵固、難以改變的惡習或偏差，則國家社會將受到整個連帶關係影響

而飽嚐惡果，這也是何以Mann如此重視孩童學校出席率的原因。  

其次，Mann（1891c: 76）注意到間歇性學校出席將導致學習中斷、不

完整的負面影響。當時部分家長因為私人因素將孩童滯留在家中，這造成一

個星期的學校課程，往往僅只參與了三、四天。由於課程中每一個連續步驟

能否正確理解，取決於前一階段的學習。在學習中斷的情況下，缺席的學生

必須對知識有近乎不可思議的熱愛，才能夠從不固定、不規則的學習劣勢

中，彌補自己在課程上的落後與一無所知。長期缺席將大幅影響學生對於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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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知識的精熟與掌握，並且因為學習落後產生挫折感，最終失去學習的動

機。Mann（1891c: 77）更進一步指出，在這種情況下，學生不僅是失去了

知識，也容易形成不正確的習慣。學生因為習慣了失敗和錯誤，對於學習變

得漠不關心，將會失去學習最大的動力。失去學習動機的學生，因為無法理

解課程內容，便可能轉變為粗心、頑皮、愛惡作劇，最後將招致教師的不

滿。換言之，學生很快地將會放棄與學習相關的一切事物，嘗試在其他地方

找尋快樂，對於學校只存在著厭惡感，最終，他將會放棄受教育權利，成為

間斷性出席學校的受害者。  

(二) 提出延長學校教育時間之構想  

此 外 ， Mann認 為 學 校 上 課 時 間 亦 是 一 件 亟 待 改 革 的 教 育 事 務 。 傳 統

上，學校教育只在夏季與冬季這兩三個月開放（Kaestle, 1983: 13）。短暫

的 學 習 時 間 ， 對 學 生 在 學 科 知 識 的 理 解 與 吸 收 是 一 大 限 制 。 對 此 ， Mann

（1891d: 160）提出將學校教育予以延長到1年中有10個月的想法，並透過

信件諮詢，與當時若干具有豐富教學經驗的教師交換意見，對於這項議題進

行討論。5 

根據回覆內容，絕大多數人對於Mann的構想表示贊同，認為孩童若是

能夠在此有利環境條件下接受教育，那的確是一件值得欣喜鼓舞的事情。其

中 一 封 回 函 內 容 ， 更 指 出 了 教 育 乃 是 一 項 需 要 時 間 與 等 待 的 事 業 （ Mann, 

1891d: 160）：  

 

教育的果實成熟緩慢。儘管日復一日，但你可能無法看到任何的進

展。道德和智力相關的教育訓練亦然。但是，透過遙遠時間間隔的比

較，教育的進步是可感知的。最終，結果會出現，它回報了教師所有

的辛勤付出，並且賦予了教師繼續從事另一項全新教育任務的勇氣。  

 

                                                               
5 這些對象包含了C. Beecher（1800-1870）和D. Page（1810-1848）等十九世

紀美國重要的教育改革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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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回覆信件的內容顯示，當時的教師深知教育是一項必須長時間耕耘

付出的工作。學生的知識與道德要達到成熟，並展現其力量，其過程漫長而

緩慢。換言之，如果公共教育想要呈現出與過往不同的教育成果，公共學校

開放的時間確有其延長的必要。  

二、 扭轉公眾消極的公共教育意識  

為了讓更多麻州兒童接受教育，Mann認為應增進社會大眾對於公共教

育價值的理解，扭轉他們的教育態度，提升其積極參與教育事務的意識。

Mann（1891b: 408-409）指出，當時麻州的公共教育面臨著兩種亟待改善的

冷漠態度，一派是懈怠無知，輕忽教育的重要性，而另一派雖然重視教育，

但卻選擇獨善其身。  

(一) 社會大眾對於公共教育的疏忽  

Mann認為首先要改善的是當時麻州社會低迷的教育氛圍。麻州人民雖

然在認知上瞭解公共教育的優點，但也僅只於此，大多數的人並沒有為麻州

公共教育做出必要的努力和付出。設立公共學校雖然沒有招致任何反對，但

實質上它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支持。因而，Mann（1891b: 409）呼籲麻州社會

共同為公共教育制度的繁榮努力，並且在個人利益層面做出一定程度的諒解

與犧牲。  

對於麻州大多數人民在公共教育上的消極態度，Mann（1891c: 85）引

用了法國教育家V. Cousin（1792-1867）的名言6說道：「父母如何，教師與

學校亦是如何」（as are the parents, so are both teacher and school）。Mann

旨在提醒人民瞭解，政府能夠透過制度規定或是稅收來推廣公共教育，擴大

全民的受教機會，但是純粹仰賴政府權力介入的方式，對於整個社會所能帶

來的效益仍是有限的。不論公共學校的制度規劃如何地完美良善，如若想要

真正讓所有的孩童都能夠進入公共學校接受教育，就必須讓所有孩童的父母

                                                               
6 Cousin 曾說：「教師如何，學校亦然」（ As is the teacher, so is the 

school.）。Cousin認為教師素質是影響學校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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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這項教育義務，使其真正地在參與其中，體驗到公共教育的好處與價

值，改善整個麻州社會原本對於公共學校的疏離感，最終進而主動願意為麻

州的公共教育做出實質的努力。  

(二) 富庶階級對於公共教育的鄙棄  

除了一般社會大眾外，Mann（1891b: 410）另外一個訴求對象是當時較

為富裕的上層階級。此派人士甚為重視自己孩子的教育準備。由於他們對於

教育的要求與期待甚高，重視其後代的精神和道德文化發展，因此，他們並

不在意公共學校的發展，並且執意將自己的孩子送入私立學校（ the private 

school or the academy）就讀。這樣的作法導致了教育資金的分散，使得原

有的教育資源無法發揮原有整體運用規劃上的效果。儘管公共學校仍然能夠

成立，但其本身卻相當地貧困。而尋求私立學校協助者，想要獲得所欲的教

育環境，亦得支付超過數倍的成本。  

此外，富人將自己的小孩撤離公共學校，不僅削弱了原有的教育資源，

使得公共學校變得更為弱勢，此舉更可能導致社會階級對立的狀況。面對這

樣的情況，Mann（1891b: 411）進一步地論述公共學校所能發揮的優勢與效

用：  

 

免費學校立基於社會原則（social principle）的基礎。它所強調的精

神是，人類可能因為個體的孤立而顯得無力，但卻可透過集體力量的

聚集因而強大。  

 

Mann（1891b: 419）指出，麻州密集的人口是維繫公共學校發展之得天獨厚

的條件。從教育公平的角度來看，麻州僅透過部分的稅收支出，便能夠讓超

過六分之五的兒童進入公共學校接受教育，公共學校為整個麻州教育所帶來

的效益顯然是無可取代的。更重要的是，公共學校是一所進步的學校，它本

身具有達到社會和諧的特殊目的。它敞開大門，平等地歡迎每一個孩童，特

別是那些無法負擔得起學費的貧窮孩童。透過社會集體力量的支持，這些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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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得以接受與那些家境富裕階級相同的教育內容，開展出自身內在固有的天

賦能力。  

三、 提升公共學校師資素質  

除前述改革作為外，Mann進一步主張提升公共學校師資素質，用以提

升公共教育的實質內容、強化學校教育的質量，讓麻州的公共學校可以展現

出媲美私立學校的教學水準。以下針對Mann在改善公共學校師資素質的作

法與論述詳加討論。  

(一) 開設師範學校  

Mann（1839: 37）在一篇名為〈師範學校〉（Normal Schools）的文章

中，描述E. Dwight（1780-1849）贊助經費來設置師範學校的事件，並刊登

了州議會的決議內容，清楚地宣告師範學校的成立宗旨：  

 

就師範學校而言，最重要相關的即是它本身所追求的教學課程，這也

是源自於我們現今社會的需求。我們希望改善公共學校的教師，所有

的孩童必能夠從教師身上享有所有的教育幫助。在公共學校中，不論

其孩童的背景優劣，這些國家未來的成員，都能夠接受到所有重要的

教育。  

 

Mann認為麻州的公共教育如若要逐漸普及、擴張，那麼回應人民提升學校

師資的要求，將會是一個不容迴避的課題，師範學校即是那個回應提升師資

需求的最佳解答。師範學校為公共學校提供合格優良的教師，為各地方的孩

童教育服務；同時也符合麻州的最高利益，讓所有的人民都能擁有相同品質

的師資，使其享有公正與平等的學校教育內容。  

根據列剋星敦（Lexington）師範學校首任校長C. Peirce（1790-1860）

的書信紀錄，以及其他若干關於師範學校的短篇文稿資料，可約略窺探當時

師範學校的運作輪廓如下（Mann, 1839: 37-38, 128, 1841: 164-166, 1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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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on, 1926: 283）：  

1. 入學條件  

在入學條件方面，男性的年齡必須達到17歲，女性則須滿16歲，

良好的健康也是其必要的基本條件。欲進入師範學校就讀者必須接受

入 學 測 驗 ， 測 驗 科 目 包 含 了 拼 字 （ Orthography ） 、 閱 讀

（ Reading ） 、 寫 作 （ Writing ） 、 文 法 （ English Grammar） 、 地 理

（Geography）與算術（Arithmetic）。同時，他們還必須提出個人擁

有良好的知識能力，以及令人滿意的道德品格的證據。入學考試將在

每個學年開始時進行，並由招聘人員和校長進行考試。  

2. 修業時間  

一個完整的師範訓練課程為期3年，師範學生的學習成就達到合

格熟練程度，便可獲得相關資格證書。許多的學生礙於經濟或其他因

素難以參與完整的3年訓練課程。因此，在師範學校的運作初期，在

校 修 業 的 時 間 規 定 是 至 少 1年 ， 同 時 相 關 訓 練 課 程 必 須 達 到 熟 練 程

度，才能獲得師範學校所頒發的資格證書。  

3. 經營維護  

師範學校初期的硬體設備，係以地方私人捐贈或提供服務方式取

得。以列剋星敦師範學校為例，該校透過Mann的教育委員會尋覓合

適的地點，籌措資金並承租合適的校舍建築；班級圖書則是由私人慷

慨提供，另外學校附有供暖爐灶、地圖、地球儀，以及一個小型的圖

書館；校長是當時師範學校內的唯一一名教師，領取固定的薪資；另

外，師範學校亦有附屬的示範學校（model school），該校的教學主

要由師範學校的學生來進行。  

4. 培訓內容  

除了學校教學中必要的拼字、閱讀、作文、文法、地理與算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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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內容外，師範學生更被要求研習若干進階知識內容 7，用以提高

自身的教學效能。另外，教學技藝是師範學校訓練的重點項目，訓練

方向主要有二：一是對於不同學科知識的充分熟悉與理解；二是對於

有效教學方法的鑽研。師範學生透過問答、對話、教學主題分析、書

面撰寫陳述等方式來學習相關的教學方式；最後，師範學生必須進入

師範學校所附設的實驗學校中進行教學演練，熟悉日後課堂教學可能

面對的問題情境，並且將其所學的知識理論與方法技術實際地運用在

教學的場域中。  

5. 監督機制  

麻州教育委員會將會遴選出若干訪視委員，對師範學校進行視察

與指導。麻州教育委員會為每一所師範學校選出校長，師範學校校長

並須遵照教育委員會的規定，接受訪視委員的督導，協同展開所有與

師範學校相關的業務工作；在所有的考試測驗中，校長皆須出席並參

與其中，視其需要向訪視委員提出說明與報告。另外，每一所師範學

校都附設有一個實驗或示範學校（experimental or model school）。這

個實驗或示範學校乃是師範學校學生將他們在教學訓練中所獲得的知

                                                               
7 進 階 的 學 習 內 容 相 當 多 元 與 豐 富 ， 包 括 拚 字 （ Orthography ） 、 閱 讀

（ Reading ） 、 文 法 （ Grammar ） 、 作 文 和 修 辭 （ Composition and 
Rhetoric）、邏輯（Logic）、寫作（Writing）、繪畫（Drawing）、算術

（ Arithmetic, Mental and Written ） 、 代 數 （ Algebra ） 、 幾 何

（ Geometry ） 、 簿 記 （ Book-keeping ） 、 航 海 （ Navigation ） 、 測 量

（ Surveying ） 、 古 代 與 現 代 之 地 理 及 其 相 關 的 年 代 、 統 計 與 歷 史

（Geography, Ancient and Modern, with Chronology, Statistics and General 
History）、生理學（Physiology）、心靈哲學（Mental Philosophy）、音樂

（ Music ） 、 麻 州 和 美 國 的 憲 法 和 通 史 （ Constitution and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 and of the United States）、自然哲學和天文學（ Natural 
Philosophy and Astronomy）、自然歷史（Natural History）、與所有基督宗

教共通一致的虔誠與道德原則（The principles of Piety and Morality, common 
to all sects of Christians），以及與以上所有類別相關的教學科學與藝術

（ the science and art of teaching, with reference to all the above named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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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技 能 實 際 予 以 應 用 實 踐 的 場 域 。 訪 視 委 員 得 根 據 教 育 委 員 會 的 授

權，委任其他的教學者與校長共同指導師範學生的教學演示。  

(二) 辦理教師研習組織  

儘管Mann認為透過師範學校來培育公共學校的未來師資是最理想的方

式，但師範學校仍是一個嶄新的機構，短期之內能夠培育出的合格師資相當

有限。同時，對於當時多數已經在學校服務的教師而言，師範學校長期的訓

練時間，無法解決他們於教育現場的迫切需要。對此，Mann（1891c: 429）

認為可以參仿紐約地區的教師研習計畫，固定於每年春季和秋季的某段時

間，招募欲進入學校進修者，選擇在其地點便利之處形成一個屬於教師的研

習所（ teachers’ institutes）。該計畫的運作時間約為兩週左右，或可依據其

參與成員的能力和熱忱而略有調整。  

相較於師範學校在制度、設備、時間與課程所能給予的完整訓練，教師

研習所的時間較短。不過，Mann（1891c: 431）認為這種教師研習所仍然具

有師範學校的特點。該進修計畫將聘請若干傑出的教師來主持，並且提供教

學所需的指導與建議。在這個教師研習所中，參與研習進修的教師同師範學

生一樣，修習關於學校管理的原理原則，以及秩序、紀律、分級、動機等相

關議題的方法與模式。在若干時段，參與研習進修的教師可以依據自己的需

要，參與不同類別科目的課堂教學，以及班級經營相關的實際演練，從中獲

得回饋和改進建議。  

(三) 珍視女性耐心溫柔的教師特質  

值得關注的是，Mann十分重視女性的受教權利，他於年度教育報告書

中主張女性同男性一般，皆需要接受教育、學習知識，用以完備社會對於女

性角色的期待（Mann, 1891c: 30, 37, 105）。除基礎教育階段外，Mann協助

設立的師範學校，以及他生涯晚期接掌的安蒂奧克大學（Antioch College）

也均顯露出男女平權的教育觀點（Rury & Harper, 1986）。  

Mann認為女性內在天生的特質，使得女性格外適合作為麻州教師隊伍

的招募對象。尤其是Mann（1891c: 356-357）在參訪普魯士時，觀察到普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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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女教師與學生之間互動良好，更加深了他認為女性是滿足當時公共教師缺

口最佳選擇的想法。Mann（1891c: 359）指出，招募女性作為公共學校教師

的作法並非只是權宜之計。因為，美國社會中已經注意到女性擁有與生俱來

適合進行教學工作的特質，女性對孩童所展現出的耐心、溫柔與堅定態度，

有助於營造孩童的學習動機。相對於過往舊時代教師透過強迫、管束的班級

經營方式來進行教學。Mann顯然地認為女性獨有的特質，如若能運用到學

校實際的教學場域中，將對孩童的學習帶來莫大的益處。女性天賦獨有的耐

心、溫柔、堅定等特質，也成為築構Mann心中理想教師形象的重要元素。  

四、 整合公共教育資源  

根據相關研究著作，美國早期公共教育發展時所遭遇到的一項困難是，

學校的選址爭議與人口規模匹配的問題。由於每個人都希望學校能夠緊鄰自

己的住處附近，也因此地區就學孩童的父母經常為了學校的所在位置而產生

紛爭，許多城鎮更將自己的學區切分得愈來愈小（Mann, 1891c: 97; Kaestle, 

1983: 13; Small, 1914: 55-86; Spring, 1990: 141）。Mann在第一次年度教育

報告書中清楚地指出了這個長久以來的教育問題，Mann（1891b: 389）說

道：  

 

如我所提到的，學校的數量有不足的問題，在人口眾多的地方，其學

校設立得太少，使得過多的學生必須擠在一所學校之中學習。而人口

稀少的城鎮則是因為出現與之相反的狀況而陷入了困境，他們在同一

地方劃分了許多甚小的區塊，此為了讓學校可以涵納區域內所有人口

的作法，嚴重地破壞了學校建置的適配性（accommodation）原則。

在許多情況下，這種追求一地區一學校的狀況造成了財產上的損失。

一所學校建立在另一所學校的附近，但這個建置是犧牲其中一所學校

的利益而換來的，它們彼此之間的距離間隔甚短，以至於它們所能帶

的價值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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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所指出的問題，正是Mann（1891b: 433-434, 465-466）認為如何

有效運用公共教育資源的重要關鍵。為了解決上述的問題，Mann（1891c: 

53-54）提出了聯合學區計畫（ the plan of union districts）。Mann觀察到當

時的各地區的學校為了配合當時的季節農務需要，往往只開設短期的夏季或

冬季課程；而在某些地區，短短一條路上可能存在著五、六所學校。Mann

認為這種各自為政的學校經營方式，難以真正達到教育普及的目的。因為即

便每一所學校都招募額滿，學生們能夠接受學校教育的時間可能只有短暫的

幾個月，難以對其可能產生的教育成效有所企盼。因此，Mann主張可以在

幾個地區之間進行學校資源的整合，將原本各自用在數個學校之間的教育資

金進行整體性的規劃設計，讓原本這些學校的學生能夠統一在這個嶄新的聯

合學校（union school）中接受教育。  

根據Mann（1891c: 57）的年度教育報告書顯示，這樣的安排將可以讓

暑期學校的運作時間可以延長至6個月，而冬季學校的時間則是可以延長至8

個月。另外，由於學校師資可以根據需要共享整合，因此學校教師的薪資可

望從每月的25美元提升到35美元，這不僅可能招募到更好的教育師資，避免

師資人力上的重複聘用，更能為麻州的財政節省下若干開銷。這種將資源整

合，從而獲得規模經濟效益的作法，不僅能避免了各學校在教育支出上的重

複浪費，也能根據學生的人數適配最佳的教育資源、提供品質較佳的教育內

容。  

五、 透過教育賦予個人追求幸福的能動性  

教 育 除 了 前 述 所 提 及 具 有 消 弭 階 級 對 立 、 促 進 族 群 融 合 的 功 能 外 ，

Mann第十二次年度教育告報書中展現出對於教育的樂觀態度，認為教育可

以賦予個體能動性，使其掙脫固有社會條件的拘束和限制。Mann（1891d: 

251）說道：「在人類所有的規劃設計之中，教育是人類處境最偉大的調節

器（equalizer），是社會機器的平衡齒輪」。換言之，教育是重要的工具。

在個體的學習歷程中，Mann格外重視知識與道德的培養，將之視為是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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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獨立自主、追求所欲幸福的關鍵。  

(一) 重視個體智識發展，強化閱讀與書寫教育  

Mann（1891d: 254）認為理智是人類力量的集合與展現，人類透過獨有

的智慧得以觀察自然律則、利用自然力量、發明科學器具。但人類在其有限

的生命時間中，無法憑一己之力獨自摸索，因此必須仰賴教育來獲取知識，

提 升 個 人 的 智 力 發 展 ， 進 而 為 全 體 人 類 達 到 更 大 的 成 就 或 貢 獻 。 Mann

（1891d: 252, 256, 259）更回溯人類的歷史發展並指出，由於無知的奴役或

農民無法理解知識的優勢，只能憑藉動物性的本能從事勞動性的工作，這也

致使他們長久地被囚困於弱勢無助的社會階層。相反地，若個體能夠接受教

育增進智慧，便得以獲得能力利用相關的機械、技術來提高個人的工作成

果，這也是何以Mann認為教育具有開拓新財富、探尋新寶藏的主要原因。  

具體對應到學校教育的內容上，Mann（1891b: 506-507, 513-514）在第

二次年度教育報告書內容中，格外重視公共學校中的閱讀與拼字教育的改

善，因為閱讀與書寫不僅是人類接受、生產知識的主要方法，更是人類啟蒙

理智的重要途徑。Mann將閱讀和書寫教學視為是孩童發展智力文化的關鍵

要素，這兩項教學更是列入他每年訪視麻州境內公共學校時的重點項目。透

過語文相關的教育活動，孩童可以從中習得語詞使用的正確習慣，並且將詞

彙與想法、感受予以融合調適。強化閱讀和書寫能力的發展，將有助於他們

內在感受的擴展，並且進而形成獨立的思想。  

從 當 代 的 角 度 來 看 ， 這 類 重 視 傳 統 3R （ 讀 （ reading ） 、 寫

（writing） 、算（arithmetic））的教育取向，顯得有些陳舊又基本。但是

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已產生改變的美國社會，工業發展形塑了全新的工作技

術與環境，對於人們的能力提出了一定程度的要求（Katz, 1968: 7-8）。在

此種時代氛圍下，一個擁有閱讀與書寫能力的人，不僅象徵著自身的教育水

準，同時也意味著能夠擁有更多的工作機會，進而有能力改善個人的經濟條

件、提升個人的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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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弘揚良善道德價值，培育理智公民品格  

Mann（1845: 11-12）指出，儘管知識學習可以免除人類無知，避免社

會進步停滯。但由於人類固有的慾望（appetites）與激情（passions）也 是

迫使人類向下墮落的引力，因而，道德訓練為另一項與知識學習並重的教育

任務。事實上，十九世紀學校教育的主流確實也主張讓學生的心靈接受適當

的 訓 練 與 紀 律 ， 控 制 其 個 人 的 慾 望 與 激 情 （ The Massachusetts Teachers’ 

Association, 1849: 139）。Katz（1968: 121）指出，這種源於教育訓練所形

成的自律與克制對於個人的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在當時被認為是必

要的，因為它象徵著個人是否具備對未來規劃的能力。良好的道德教育能協

助孩童瞭解社會既有的規範、預見行為所產生的後果，同時這種自律和克制

更與教育工作者所反覆強調的「專心」、「注意力集中」、「認真」等正向

特質正面相關。  

在這個脈絡下，Mann（1891d: 155, 283）指出道德教育是社會存在的必

要基礎。Mann（1891a: 20, 1891b: 216）所指的道德內涵大抵不脫傳統清教

徒文化下的耐力、毅力、勤奮、自我奉獻等傳統美德。Mann更屢次在其相

關著述中引用《聖經》的內容說道：「訓練一個孩子使其知曉他的責任與義

務，當他長大成人後，他便不會偏離正確的道路」，這顯示出道德教育在公

共學校中的重要地位。Mann所提倡的道德教育並不僅是透過教育來陶冶的

道德意識，Mann更期待以此道德意識為基礎進一步形塑出民主社會所需的

公民品格。因而，Mann（1891d: 277）主張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增進全體

人民能在國家與社會事務上的理解與探討，使麻州的人民能夠理解政府真正

的功能與性質，接受適當合宜的訓練。而在日後，不論人民是否進入國家政

府機構服務，又或者是扮演一個監督管理的角色，所有人都能夠正確地行使

其個人在民主社會中所具有的權力，並且同時遵從其相應生的責任與義務。  

如同Kaestle（1983, 1984: 103-104）所指出的，道德是宗教、政治、經

濟等諸多層面相互交疊的重要交集，此三個領域得出一系列社會信仰，並透

過公共教育來探討個人本質與社會關係等議題。這些主張包含了探索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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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自由、同意政府治理等概念；揭示個人品格與社會道德的重要性；理解

財產神聖性與美國經濟機會平等之論述；揭示新教文化優越性與美國命運的

獨特性和宏偉性等。從這個視野來看，Mann對於道德教育的重視，不僅是

基於倫理規範層次的要求，更反映著若干的價值暗示，意即良好的道德品格

對於社會階級流動而言也是一項必須納入考慮的條件。  

伍、綜合討論 

根據前述對於Mann公共教育理念及其相關改革實踐的分析與探討，本

研究進一步綜整討論茲要如下：  

一、 提高就學率是否就完善了公共教育？  

十九世紀的美國公共教育普及受到宗教文化、政治制度、經濟因素等影

響。Mann為了讓更多麻州人民接受教育，因應提出了改革孩童就學狀況、

延長公共學校學習時數、整併公共教育資源等改革。從這些相關措施來看，

可 以 看 出 Mann希 冀 藉 由 提 高 就 學 率 的 方 式 ， 用 以 達 到 公 共 教 育 普 及 的 目

的。  

Mann距 今 約 莫 兩 個 世 紀 之 遙 ， 當 前 學 界 對 於 公 共 教 育 的 探 討 更 加 廣

泛，並已觸及種族文化、職業市場、教育政策、社經背景等不同層面（Bol, 

& Van de Werfhorst, 2013; Howe, 1997; Muja, Blommaert, & Gesthuizen, & 

Wolbers, 2019; Teese, Lamb, & Duru-Bellat, 2007）。不過，根據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8a）的《2018年教育概況摘要》（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8），以及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15, 2018 ） 所 發 布 的 《 持 續 發 展 目 標 》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 ） 和 《 2020 年 全 球 教 育 監 測 報 告 概 念 說 明 》

（ Concept Note for the 2020 Global Education Monitoring Repor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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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sion） 的 資 料 顯 示 ， 目 前 世 界 上 仍 有 若 干 地 區 缺 乏 基 礎 的 公 共 教 育 ，

Mann期待的教育普及至今仍有待克服。  

檢視臺灣的教育情勢，臺灣於1968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隨著時代的進

展 ， 臺 灣 更 於 2014年 開 始 實 施 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 吳 清 山 ， 2018： 5，

10）。從教育制度面來看，臺灣的公共教育現況似乎不存在著數據總量的缺

失。而概覽學界對於公共教育相關的議題研究，多數研究皆顯示資源分配不

均 的 狀 況 尤 以 為 甚 （ 莊 奕 琦 、 陳 晏 羚 ， 2011； 陳 淑 敏 ， 2012； 楊 巧 玲 ，

2017；楊深坑，2008；甄曉蘭，2007；龔元鳳，2015）。這也意謂著臺灣公

共教育發展的迫切問題，從早期就學率的提升逐步轉移至如何兼顧資源分配

與教育品質的層面。  

儘管臺灣的國民基本教育制度明定每個人皆享有同樣的教育對待，但實

際上不同地區之間，各自能夠運用的教育資源卻不盡相同。特別在偏鄉地

區，學生的教育成本受到縣市鄉鎮財政稅收與學校規模因素影響，有著明顯

的差異（陳麗珠，2006），偏鄉地區的經費與師資相對匱乏。偏鄉學校雖然

可向政府申請額外補助，但在小校人力吃緊的情況下，往往無力再行撰寫補

助 計 畫 ， 致 使 關 乎 學 生 學 習 的 教 育 資 源 陷 於 困 窘 （ 陳 麗 珠 、 陳 明 印 ，

2013）；在學校師資方面，偏鄉小學的正式或代理教師因生涯規劃、生計與

期約考量，或選擇他校服務等因素影響，使得教師的流動率甚高。教師的替

換銜接，對於學生的學習氛圍帶來不安與不確定感（何慧群、永井正武，

2016；郭俊呈、侯雅雯，2017）。  

臺灣當前不像Mann必須解決總體公共教育的不足，但Mann在公共教育

上的論述與作為，卻提供了一個臺灣檢視公共教育發展的歷史鏡映。就臺灣

當前的環境而言，偏鄉地區的公共教育教育資源十分窘迫。面對公共教育制

度設計中難以顧及城鄉差距的缺陷，臺灣當局值得深思的是，該如何在公共

教育的規劃實踐中，平衡兼顧複雜難解的資源運用與維繫公平的教育品質。

其因應策略可能必須考量偏遠地區的特殊處境，提供合理的教育資源分配；

破除以班級數或人數為經費計算基準的齊頭式平等的制度，因地制宜地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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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地區學校與學生的需求，給予穩定充足的經費，設置健全配套措施吸引

優質師資留任，盡可能地讓每一受教個體能夠真正享有實質均等的教育經

驗。  

綜合以上，儘管Mann希冀透過學校數量擴張，來達到公共教育普及的

理念與作法未必能夠提供我們一個標準答案，但其中所可能含括的啟示和蘊

義，對於當代臺灣社會而言仍然具有其省思參酌的價值。  

二、 師資培育對於公共教育有何重要性？  

Mann除了改善麻州人民的公共教育外，Mann亦透過設置師範學校與教

師研習組織，用以來提升公共學校的教師專業能力。從Mann的師資培育與

公共教育普及之間的關係論述，提供了兩個值得臺灣當局思考的方向。  

首先在質的培育方面，Mann認為教師的專業能力為提升公共教育品質

的關鍵。因為唯有當各地學校都擁有同樣合格、優良的師資後，學生才能享

有同樣高品質的教育內容。就此點而言，Mann的思維十分前瞻。當前世界

各國無不重視教師素質的提升，並且將教師的專業能力視為學校教育能否成

功的關鍵（黃嘉莉，2011）。從英國2010年的教育白皮書《教學的重要性》

（ The Importance of Teaching） ， 乃 至 美 國 2015年 的 《 讓 每位 學 生 成 功法

案》（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 ESSA），這些方案內容無不反映出各國

教育相關部門希冀提升教師專業能力，以維護學生權益、提升學習成效的意

圖（顏于智，2019：48-49；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0;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5）。臺灣教育當局同樣理解到培育優質師資的重要性，並

於2012年發布《師資培育白皮書》，作為精進教師專業發展、因應全球化與

既有社會結構環境變遷之對策（教育部，2012）。更在2019年研訂出「終身

學習的教師圖像」，強調教師應具備與學生互動的「教育愛」、基於教育專

業 與 實 踐 的 「 專 業 力 」 ， 以 及 勇 於 創 新 和 挑 戰 的 「 未 來 力 」 （ 教 育 部 ，

2019a）。從這些相關政策來看，臺灣的師資培育走向確實顧及了教師專業

的提升，值得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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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量的供給方面，Mann視師範學校為供給公共學校優良師資的重要機

構，而臺灣早期的師範校院也扮演著類似的角色。透過措施配套，師範校院

彌補了原住民與偏遠地區的教師缺口，降低了師資流動頻繁的弊病（彭煥

勝，2009：372）。然而，受到師資培育管道多元化及少子化衝擊的影響，

地方政府為避免將來教師超額之情勢，對於教師甄試的聘額多採保守估計，

以致願意留任偏鄉學校之錄取者相對有限。偏鄉地區的師資供給面臨嚴峻挑

戰，偏鄉學校往往面臨師資人力不足、師資人才難聘，以及教師流動率高等

問題。所幸，近年來臺灣當局已開始針對偏鄉地區的師資培育採取因應措

施，邀請偏鄉中小學教師及校長、地方政府、師資培育機構，以及偏鄉教專

家學者進行對話，分析偏鄉師資的困境脈絡，配合當前師資儲備與任職情

況，提出可行的問題解決方案。希冀能夠讓缺乏穩定師資的偏鄉孩童得到合

理的保障，享有與都市地區同等優良的師資品質（教育部，2017）  

歸結上述，Mann透過師資培育制度改革，用以實現公共教育普及的積

極主張，對於當代而言仍深具啟示意義。就臺灣的師資培育而言，除了重視

世界各國提升教師專業的師資培育發展走向外，偏鄉地區師資人力不足、代

理代課教師比率過高、師資流動率高等影響學生學習品質與受教權益之問

題，仍有待國內教育相關部門持續關注，尋求妥善因應對策。  

三、 強調同化的公共教育對外來移民是否合適？  

面對十九世紀美國社會結構快速變遷的環境，Mann以公共教育作為應

對族群、階級對立的社會問題。特別在外來移民的部分，Mann一方面希望

公共教育可以來協助外來移民，使其克服從舊世界過渡至新世界間的差異與

困難；另一方面，也希望藉由教育來增進美國民眾對於移民者的瞭解。根據

Gordon（1964）的著述，Mann透過教育的「同化」（assimilation）作用來

解決當時美國社會中的衝突問題。 8美國早期的公共教育，要求外來移民放

                                                               
8 Gordon在其著作將「同化」區分為三種類型，分別是：盎格魯一致模式

（ Anglo-conformity ） 、 熔 爐 模 式 （ the melting pot ） 及 多 元 文 化 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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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其原有的背景淵源，轉向完全擁抱美國本地文化與價值的作法，顯然與當

代主張教育多元包容的取向有所扞格。然而，考量到當時美國社會文化和種

族日益加劇的矛盾、種族多樣性的恐懼、階級衝突、因投票權而衍生的責任

義務要求等歷史因素（Green, 2013: 186-187; Pratte, 1973: 62），也就可以理

解何以Mann採用教育同化來作為促進社會整合的方法。  

回到臺灣當前的教育情境，Mann的教育同化作為提供了我們兩點可進

一步思考之處。第一，Mann視教育為融合不同族群階層的接著劑，其預設

如若能夠讓來自不同社經背景的孩童在相同一教育場域接受教育，在學習過

程中必然能夠增加彼我的理解，形塑共同的文化價值，有助於營造未來和諧

的共榮社會。就此點言，不可否認地，Mann的看法確實吻合當代公共教育

對於形塑國家公民意識所扮演的角色。意即在其合理的範圍與向度內，教育

的同化功能有其必要，它不僅可以有效地協助個體瞭解自己於整個公民社會

所應肩負的責任與義務，透過教育瞭解彼我之間的差異，亦有助社會和諧穩

定地向前邁進。  

第二，從當代的視野來看，Mann透過概括式教育同化來達到其促進社

會整合的作法，未能顧及移民族群感受或需要，其中仍或有可批判之處。以

臺灣的情境來說，臺灣本身獨特的地理位置與歷史脈絡，使得臺灣境內本富

含著閩、客、原民等不同的族群文化。近年來，國人與外籍人士所產生的新

住民子女人數更逐漸攀升， 9新住民族群更成為臺灣人口不容忽視的重要組

成。公共教育確實須顧及它在國家意識與社會融合的功能目的，但另一方

面，考量到現今族群結構的多樣性，公共教育的施行在某種程度上，也應適

當保留文化回應的彈性空間。意即，教育的進行不宜採取單一強制的施行方

                                                                                                                                                   
（cultural pluralism）。而Mann的構想與作法偏向於第一種類型。詳可參見

Gordon（ 1964）《在美國生活中的同化：種族、宗教與民族源起作用》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第四章內容。  

9 根據教育部（2019b：1）的《107學年度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分布概

況統計》報告，國人與外國籍人士之結婚登記人數所產生的新住民子女，

於國中小在學的人數達16.7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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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是必須尊重源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信念、態度、風俗、價值觀與規範

的差異，體認到種族和文化多樣性的可貴之處，讓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

能夠擁有成功的學習經驗，保有自身與固有文化繼承連繫的能力，學習批

判、挑戰和改變可能所面臨不公正處境（Gay, 2010: 31, 2013: 50-51）。並

期許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每一位社會成員，皆能夠成為促進社會功能發展的

積極性參與者，最終形成寬容、尊重的多元文化社會。  

換言之，臺灣未來公共教育之發展須審慎思考、規劃，以期保有教育在

形塑國家認同、凝聚社會團結的功能，同時平衡回應族群結構的多樣性，以

達成兼容並蓄的多元文化社會。  

四、 強調教育的經濟價值是否正確？  

Mann的教育理念強化了教育與經濟生產的連繫。Mann認為教育能夠成

為改善自身社經條件的力量，更能夠提高產業效能、為國家社會創造豐潤的

財富收入。關於此點，近代歷史學家給予了Mann不同的正反評價。若干歷

史學家認為教育確實在改善個人與社會條件方面能夠展現其力量，同樣地，

亦有學者認為Mann和他那一代的學校教育改革者將公共教育與經濟利益連

繫在一起，並試圖透過社會控制來拘束人類的自由（Curti, 1935; Hinsdale, 

1898; Katz, 1968; Neem, 2017: 21; Vinovskis, 1970; Williams, 1937）。  

儘 管 歷 史 學 家 對 於 Mann所 提 出 的 教 育 經 濟 價 值 論 述 有 正 反 不 同 的 評

價，但不容否認地，從當前世界的教育發展趨勢中，確實可以看見教育與經

濟發展之間的關係連結已廣被認可，並且認為學校教育應當為下一代年輕人

做 好 充 足 的 準 備 ， 以 因 應 未 來 不 確 定 的 經 濟 環 境 挑 戰 （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8: 4）。誠如OECD（2018b: 3-4）的《教育2030》（The Future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Education 2030）中所指出的，教育的中的一項重要目

標在於追求個人的福祉，而與之相關的物質資源，如工作、收入、財富、住

房等，於個人的幸福感受上扮演著甚為重要的角色。  

教育本身固有它的理想性存在，因此教育不應當完全是以滿足經濟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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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為依歸。但從當前世界潮流對於教育與經濟之間所建立的緊密連結來看，

臺灣公共教育的未來規劃確實宜參酌世界各國在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

論述，深入分析教育於所得分配、社會地位移升、職業流動的可能影響。尤

其在全球化的趨勢下，臺灣產業結構因應國際經濟型態轉變所涉及的升級轉

型，也勢必連動影響到國家人才培育的政策調整。因而公共教育的發展形塑

亦宜根據全球化趨勢下的發展機會持續創新其教育模式，協助青年學子陶冶

其品格道德、提升人文素養，培養使其成為優秀的現代化公民。同時，順應

未來科學技術與產業發展趨勢，協助學生做好學涯規劃、發展其專業知識能

力。儘管公共教育的實踐並非僅只利基於單一的經濟價值核心，但公共教育

的發展規劃若能夠更全面地將國家經濟發展或個人追求幸福生活之實際需要

納入，將更有助於打造一個實現公平、正義的幸福社會。   

五、 當代教育公平議題愈趨多元複雜，臺灣公共教育發展如

何因應以對？  

Piketty（2014: 484）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提 到 ， 國 家 公 共 教 育 支 出 的 一 項 主 要 目 標 在 於 促 進 社 會 流

動，個人不論其出身背景，皆宜接受適當的教育。Mann也展現出相似的思

考，認為教育可以賦予個人重要的知識與道德能力。憑藉著這兩者，個人得

以在勞動經濟市場的競爭中脫穎而出，進而獲得擁有改變自己的永久性機

會。Mann意圖透過公共教育變革，用以實現教育普及的想法固然可貴，但

隨著時空背景的推移轉換，Mann的教育上思考仍有其侷限性10。  

特別是在當代，教育的公平議題更因現代社會高度分化的結構而愈趨於

複雜。近代世界各國透過不同的政策方針嘗試去達成所謂的教育公平與正

義，其採取的方式或為資源分配、或為基本權利的保障以及實際條件的改

                                                               
10 例如，Curti（1935: 121）便指出，Mann個人的生平經歷，使得他對於教育

擁有崇高的信仰。這也阻礙了Mann對於十九世紀的社會現實進行批判分

析，沒有意識到社會階級與經濟結構的衝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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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並希冀借用相關政策作為使其受教育個體因而受惠，發展出具備當前與

未來世界所需的基本能力。然而，教育方針的形塑其最難以解決的問題即在

於教育價值本身固有的變動與矛盾。直接體現在公共教育普及兩難上的，就

是教育卓越與教育公平的角力與拉扯。特別是在教育資源有限的實際情況

下，究竟應跟隨主流強化側重受教個體的競爭能力，又或者是雨露均霑地彌

補弱勢群體先天不利的地位，這往往無法有統一、客觀的標準答案。如同近

代教育哲學家W. C. Bagley（1874-1946）所述，教育中的對立與二元論無法

完全解決，唯一可行的方式是去調和或調整其中的衝突，尋求兩個面向中的

平衡點（Null, 2003: 176-177）。  

職是之故，公共教育的發展取向應盡可能掌握不同立場之見解，瞭解不

同觀點的侷限性，透過多元觀點之間的對話與辯證，因應當前的局勢與需

要，調整教育卓越與公平之間的平衡點，逐步達到公共教育普及的理想與願

景。  

陸、結論與省思 

一、 結論  

十九世紀美國的公共教育受到宗教因素、地方制度、經濟條件影響，導

致教育內容、地方教育經營狀況、個體受教育程度有著甚大的差異懸殊。在

此背景脈絡下，Mann提出了相關的公共教育論述，並推動一連串的教育改

革作為。Mann認為，教育是人民的基本權利，教育具備調節個人條件背景

差異、消弭階級對立、平衡社會運作、增加個人收入與社會財富等重要功

能。為實現公共教育普及之理念，Mann透過相關教育變革讓更多人接受教

育。Mann重視孩童的學校出席率，並主張延長學校學習學時數，更呼籲公

眾建立公共教育參與意識，強化教育與公眾的連結。此外，Mann致力於師

資培育制度的改進，以提升公共學校的師資素質，亦倡議整合公共教育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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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強調施行知識與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希冀藉由教育賦予個人追求幸福的

能動性。  

二、 省思  

Mann在公共教育上的思考與改革作為，來自於他意圖突破公共教育發

展受限的時代背景與脈絡。就當代豐富多元的教育觀點，Mann的教育視野

或有不足之處。例如，Mann努力讓更多人能接受教育，但對於教育資源分

適配性的問題未能進一步深入考量；Mann藉由師範學校統一提供學校師資

的作法，與我國師資培育管道多元化的作法不同；Mann利用教育同化解決

美國社會族群衝突的作法，恐不符目前多元文化共融發展的教育取向。儘管

如此，Mann在十九世紀之初所提出的教育論述，卻仍然具備許多值得借鑑

思考的精神與價值。透過此段教育歷史的研究爬梳，Mann於公共教育普及

的思考和作為，仍可作為臺灣公共教育內省參酌的一面明鏡。  

如同前述討論，臺灣的公共教育所面臨的更多像是「教育品質」與「資

源分配」的兩難困境，這亦是臺灣公共教育未來發展持續有待克服的課題；

師資培育為實質達到公共教育普及之重要關鍵，除了顧及教師專業發展外，

臺灣宜針對偏鄉地區師資培育問題擬訂因應對策；公共教育規劃宜顧及教育

一致性與族群結構多樣性，如何平衡兼容並蓄或為臺灣公共教育未來發展之

考驗；教育的經濟價值論述為當代教育發展之重要潮流，我國公共教育規劃

宜參採國際經濟轉型未來趨勢；最後，隨著教育公平議題的思考、辯證愈趨

多元複雜，臺灣公共教育發展宜以多元辯證、互補為基礎。  

誌謝：  本研究由博士論文改寫，接受科技部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之經費

補助（106-2917-I-003-001-）。謹此一併感謝指導教授楊深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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