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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年一開始，各校就忙著辦起畢業旅行。名稱看起來怪怪的，不是離畢

業還九個多月嗎？為了分散市場，以及掌握較好的天候，什麼時候來一趟

旅行或許不重要，然而，對於時下中小學的畢業旅行，卻有著太多足以讓

親師共省的內涵。 

首先是費用，如果是外包給旅行社，三天的夜跑下來現在至少是台幣四千

元至五千元，家長在六至九月要籌措學雜費、午餐費用、書籍費、補習費，

又多了這一筆開銷，感受如何？若再加上旅行的零用金、事前的置裝…，

不心痛嗎？當所有政治人物出口就是「為何不把這筆錢移作營養午餐」來

消費中小學生的中下階級，我們如何看待畢業旅行費用對家長的壓力？當

我們檢視 4000-5000 元的內容，包括住愈來愈高檔的飯店、大型遊樂區門

票，我們真的要問：非去這些平時也不一定捨得去的地方嗎？ 

去那裡，顯然決定了費用，如果不是三天兩夜、如果不是去特定飯店、景

點，家長的負擔就會大大下降，許多大型公營或公辦民營的社教館所漸漸

被移出路線之外，應該嗎？一些大空間的傢俱展示場，大賣場有沒有可能

在經過設計學習單之後，變成很理想的校外教學去處呢？如果改成連續三

天回家住宿，除了造成景氣變差外，有沒有其他好處呢？ 

其次是分工，我們尊重旅行業的專業；但目前明顯是愈來愈傾斜、愈來愈

由旅行社包辦一切，尤其是大型學校。最嚴重者，不僅是食宿、連景點規

劃、手冊製作、人員掌握、晚會節目，通通全包。教職員剩下被服務或伴

遊的角色，我們要問：這樣合於教育本質嗎？這樣是那門子的教育專業？

九年一貫課程每年 200 上課日，其中有純旅遊三日嗎？手冊不能由學生在

電腦上製作甚至比賽嗎？絕對的服務就是絕對的控制，彼此產生了依賴關

係，其實是對育專業的侵奪，對校園能力的否定！ 

我們無意否定旅行業者多年來的努力及不斷改進，但是從「政府為何不編

給隨隊老師費用，卻讓旅行社用學生繳費吸收」到「吃飯住宿將老師學生

隔成兩個世界」一直到「景點愈來愈以媚俗，花費多為考量」，這些問題

並未隨著多年的教改而改善，我們不能不反省：教改所為何來，教改改變

了什麼？身為基層教育工作者，能否從年復一年、日益定型、疏離教育本

質的畢業旅行中做出怎樣的反省及行動，恐怕是更草根、更實在的教改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