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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王佑曾院士在科技顧問會議上提到接受本土教育的研究人員, 因為過度

順從, 甚至有犬儒傾向, 普遍缺乏創造力。 有些學者 (尤其是社會科學學者) 回應,

認為學術機構採用 SCI 及 SSCI 做為續聘、 升等及其他獎勵等的主要評量依據是

造成此一現象的元凶。 其實這只是我們社會嚴重生病的冰山一角。

先從教育談起, 雖然大學廣設到幾乎人人都有大學念, 但在價值觀不變, 教育

制度也未真正多元化、 彈性化之下, 擠進大學的窄門變成擠進好大學的窄門。 基測、

學測雖名為能力測驗, 本質上仍是升學考試, 所謂多元管道入學實為擁有多源 (金

錢、 社會資源) 的階級得到利益。 這一道又一道的門檻迫使人們將學習力最旺盛的

年少時光, 耗費在一些簡單問題的反覆練習上, 哪有空間、 時間去了解, 發掘自己

的興趣, 才能? 順從而有中上能力的人要念個博士學位, 進入教研機構並非難事,

至此, SCI, SSCI 不過是另一個評量標準而已, 大家有志一同, 將所有資源投向此

一目標, 又有何難哉? 在此風潮之下, 所謂獨立的精神, 自由的思想, 都是有害無

益不合時宜; 作業、 試卷全由助教負責, 能幫忙做實驗, 出文章的學生大家搶, SCI,

SSCI 的門檻在哪哩, 文章水準就到哪裡。 在量化的評量之下, 教書做為知識傳承

的意義, 研究做為探索未知的目的, 都是徒托空言形同具文。

今天社會的亂象一一在孩子身上反映, 現

今教育的所有缺失很快地也將在社會上加倍顯

現。 教育改革一定要深思熟慮, 步步為營, 不能

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 未來也許不那麼悲觀, 但

也看不出樂觀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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