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
E

W

  T
A

IP
EI

  
CITY

  

TEACHERS’

  

ASSO
C

IA
T

IO
N

54

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新北市教師會

　　長期以來教育部門對勞動教育的缺乏，導致多數勞動者進入職場後因缺乏

勞動意識、不諳勞動權益，而經常發生受僱者被剝削的情形。因之，如何透過

學校教育，使學生接收正確訊息，做好必要的準備，便有其必要性。新北市勞

工局自101學度起，即開始推動高中勞動權益課程，對提升學生認識自我勞動

權益有一定幫助，值得肯定。然而，完整地透過不同學習階段學校的勞動教育

，有待具有法(定)位階效力的依據，才有札根落實的可能。近日，制定《勞動

教育促進法》的推動，同步使國家產業經濟發展與勞工權益提升，確實有其必

要性。本文茲從學校教育本質出發，淺談勞動教育之內涵。

學校教育的本質在促進社會階層流動

　　教育機會的普及就是給予每個人透過教育制度，得以開展自我能力的機會

，特別給予弱勢族群有突破現有社會體制，改變生活現狀況的機會。但事實上

，整體社會教育資源仍為優勢族群所掌握，導致教育制度的運作往往也只能符

應現況、傳承現有的社會文化內涵，成為再製社會階級的工具。因此，除了促

進教育系統公平運作，更應透過教育的本身，優先降低社會上劣勢者不利因素

，才能真正地透過教育制度的落實，進而彰顯社會正義。

面對全球化勞動教育有迫切需求

　　二十一世界資本論作者皮凱提即指出，未來三十年內，全世界有80%以上

的資本，將集中在10%的少數人中；社會上絕對充滿了不安定因子，終將因為

財富所得分配太過不均而產生動亂。事實上，依據瑞士信貸銀行最新全球財富

報告指出，台灣前10%人口所擁有的資產是台灣總財富的61.8%，顯示財富資本

加速集中在少數富人手中。臺灣社會的貧富早已持續擴大中，資本報酬率高於

整體社會的經濟成長率，無怪乎現今年輕世代對未來日趨絕望。十二年國教課

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總綱)之修訂背景中即指出，「近年來新興工作不斷增加

、民主參與更趨蓬勃、社會正義的意識覺醒、生態永續發展益受重視，加上『

落實勞動教育促進教育正義—

從喚醒勞動意識開始

文˙理事長  鄭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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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與『國際化』所帶來的轉變，使得學校教育面臨諸多挑戰，必須因應

社會需求與時代潮流而與時俱進。」因此，追求教育內涵的公平正義，促進社

會中不利成員突破現狀的機會，更是現階段教育本質的具體實現。因此，如何

透過教育制度，改變社會的不正義，相較於以往更形重要。

勞動教育首重勞動意識的喚醒

　　十二年課綱雖指出全球化的衝擊與挑戰，但以落實適性揚才之教育目標，

培養適應全球化環境的未來國民的論述，似有美化全球化的利益，而有意或不

經意地忽略全球化帶來的傷害。不可否認的，獲取薪資生活者，以勞力與雇主

交換報酬，其工作人格從屬於雇主，並無自主性可言。然而，隨著整體社會財

富差異的拉大，勞工與雇主間的衝突矛盾勢必增加。但另一方面，基於職業類

型增多，教育水準普遍提升，勞動弱勢雖想拒絕貶抑勞動者自身的觀點，另一

方面卻又期待成為壓迫他者之一群。亦即，社會弱勢者一方面想要突破現狀，

另一方面卻又認同造成其不利現狀的社會現實。孰令至之？無非是缺乏批判力

、反省力的教育制度與課程綱要，成為再製現有社會結構的推手。因此，勞動

教育本質應以喚醒勞動意識為首要目標。

　　社會上本就有不同階級、種族、性別、社會地位、社會角色的存在，教育

內容的實施，應該讓學生能體察社會實質的現況，並能反思在不同情境下願意

站在他人立場設想，尊重社會上每一份子平等的自由權，而社會制度本身必須

提供社會成員都有公平的機會，並給予弱勢者彌補現況的最大利益。勞動意識

的內涵是能覺知勞資地位不對等的狀況，進而知覺透過受僱者的團結力量，經

由勞資自治的運作，才能在未來全球化的環境之下，建構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

，務實地將個人職涯規劃，納入個人生涯發展的想像之中。

結論

　　綜上而言，學生面對未來不應該處於五里霧之中，喚醒勞動意識才能避免

面對不確定性的無力感；理解社會現實，才能清楚地建立健康的生活態度並合

理地建構生活目標。勞動教育的內涵與本質，理應就是教育制度正義價值之具

體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