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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正規教育而生、而變的 
影子教育—評介 

《日本的影子教育與社會不平等》

Book Review: Entrich’s Shadow Education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in Japan: Evolving Patterns  

and Conceptual Implications

張宜君

壹、影子教育的定義：是提問，也是答案

根據Bray與Lykins（2012）的定義，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仿效著正

規教育系統或是正規教育系統的投射，具有補充性、私有性及學科導向等特性。

在此定義下，影子教育同時映照正規教育的樣貌及其不足。影子教育在日本已

有長時間的歷史，有近九成的學生在求學階段參與過影子教育；日本社會在戰後

經歷教育擴張、高度升學競爭的社會中，影子教育扮演關鍵的角色，幫助學生們

在高強度的統一入學考試中取得好成績、進入好大學，反映並滿足社會大眾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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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規教育的需求。然而，1970年後因過度競爭熱潮及校園暴力事件頻傳，政府開

始針對課程進行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內容及上課時數減少等，目的在於降低學生

的學習壓力，接續受少子女化及全球化浪潮影響，教育競爭程度理應下降。作者

進而提問：如果影子教育是正規教育的投射，為什麼日本的影子教育在寬鬆政策

推動及少子女化情境下，卻沒有減少趨勢？提問的同時，作者也引用新制度論觀

點，以影子教育的特色—映照正規教育—作為答案，沒有減少正是因為影子

教育也悄悄因應正規教育的變化而轉型。

影子教育的私有化特性，讓優勢階級有較多資源可以在正規教育之餘，投資

子女進入補習班，加強學業所需、幫助升學，而常遭受再製社會不平等的批評，

影子教育與社會不平等之間的關係因而也成為關注焦點。在日本，影子教育一方

面因應高競爭的教育系統而生，但當社會的升學熱潮未隨寬鬆政策同步變化，影

子教育因而轉型成為補充正規教育不足的角色，其角色定位的改變如何影響社會

不平等的運作成為此書的核心焦點。

過去，影子教育的論述集中在重視升學的亞洲社會，展現的是對於正規教育

不滿的民間反動，因而西方社會低估或忽視自身國內影子教育的發展，但實際上

各國的影子教育皆已逐漸擴張、遍及全球且多元發展（Zhang & Bray, 2020）。

此書意圖以日本這一個影子教育存在悠久歷史的國家個案作為出發，建構理解影

子教育的分析架構模型，檢視影子教育與正規教育之間的關係，並反思其如何影

響教育過程中的社會不平等，為全球的影子教育發展提供理解基礎。本文將先

介紹此書的分析架構及其延伸，進而探討影子教育在教育階層化的過程扮演的角

色，並意圖連結東亞社會特殊的升學制度與影子教育全球發展的關係，最後討論

臺灣目前對於影子教育—補習—的相關研究發展。

貳、建構理解影子教育的分析架構： 
發現、貢獻與限制

日本社會大量出現的影子教育（後續會與補習（塾juku）交錯使用），因私

人的收費性質而被大眾及學界普遍認為有利於優勢階級達到社會再製效果，為

回應並檢視補習在日本社會的運作，作者建構了影子教育不平等效果架構（the 

06-4_張宜君(書評)_p115-126.indd   116 2022/4/12   下午 02:48:35



張宜君 評介《日本的影子教育與社會不平等》　117

Shadow-Education-Inequality-Impact, SEII），該架構在關注教育與社會不平等的

議題下，討論在日本社會中補習的可近性（access）、補習的效果（effects）、

補習產業的持續（continuity）與變化（change）等面向。其中，可近性及影響之

分析用以回應過去研究或大眾對於影子教育再製社會不平等的批評，而補習產業

的持續與變化則呼應影子教育與正規教育之間的連動關係，及其對於社會不平等

的影響。此書的章節安排為前四章介紹日本的教育制度、相關理論及資料來源，

從第五章開始進入實證分析，分別討論可近性、效果、持續性與變化等面向。最

後針對分析結果提出結論，並補充日本近期教育改革政策。

在教育與社會不平等的討論中，影子教育要達到社會再製效果，同時涉及補

習的可近性及其效果。首先，人們參與補習機會因社經地位而異，優勢階級家庭

基於理性選擇，企圖極大化子女的教育優勢而投資子女進入影子教育，而劣勢家

庭子女則因為資源有限而去補習的機會較小。此外，補習也必須是有效的投資，

能有效提升學業成就或是教育取得，且此效果對於優勢階級學生的影響高於或至

少等於劣勢階級學生。以上兩個條件同時成立時，影子教育才能形成社會再製的

效應。在理性選擇及影子教育投資理論觀點下，書中第五章首先處理影子教育

的可近性議題，將「學生」的角色納入過去僅考量家長資源與意願的模型之中，

顯示學生對自身未來的期待決定其參與補習的機會，甚至在與父母親意見相左時

扮演關鍵的角色。此外，該分析也揭示家庭社經地位確實影響子女進入影子教育

的機會，且不同社經地位條件家庭傾向選擇不同類型的補習教育，資源較多的優

勢階級傾向將小孩送進補習班，而劣勢階級則在有限的資源下選擇費用較低的函

授課程。第六章接續討論補習的效果，在分析中同時考量補習的目的、時間長度

及類型對學業成就或教育取得的影響，發現優勢階級透過長時間的投資，幫助子

女進入名聲好的大學，但此結果不代表劣勢階級家庭子女無法從參與影子教育過

程中獲益，低社經地位家庭可以透過大考前的短期補習衝刺幫助子女升學，也就

是說，劣勢家庭小孩若要透過影子教育在競爭激烈的升學制度中生存下來，應該

要有目標地參與特定型態的補習班。此研究即使證實優勢階級確實能夠透過補習

來確保子女的升學機會，但同時也顯示要透過影子教育來補充劣勢階級的教育機

會也存在可能性，只要能夠增加劣勢階級子女參與競爭性質且目的取向的影子教

育，極有機會因而改善社會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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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回答為什麼政府透過教育擴張及寬鬆政策，理論上應該有助於減緩升

學壓力、降低社會大眾對於補習的需求，但實際上補習班卻仍是大眾仰賴的升學

輔助。在此作者引進「不穩定性」（insecurity）的概念，認為政策端雖然意圖減

少學生的學習壓力，但教育擴張加上1990年代的經濟泡沫，讓勞動市場的不穩定

性增加，鬆動了過去學歷與工作之間的連結，增加了家長及學生的焦慮。在無法

完全確保子女能夠成功的情況下，家長只能盡可能地投資子女的學習，幫助他們

進入最好的大學跟科系，增加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勞動市場中生存的機會。因此，

作者推測1990年代前，在教育與勞動市場有明確連結的情況下，家長的投資有明

確的回報，所以無論是優勢或是劣勢階級，家長都會將小孩送到補習班，優勢階

級得以維持優勢、劣勢階級則一拚向上流動的機會；但在1990年代後，教育與勞

動市場之間連結的不穩定性也增加投資回報的風險，對承擔風險能力較弱的劣勢

家庭來說，就未必會將家中有限的資源用來投資子女去補習，因此在不穩定性高

的時期，僅剩優勢階級投資子女參加影子教育，以免向下流動。在此部分的分析

中，作者同時分析1997年及2011年兩波橫斷面的資料，發現所有的家庭在2000年

之後的影子教育投資都沒有減少，但是劣勢家庭從中獲得的效益卻下降，因此，

補習帶來的不平等並未隨時間而下降。

從以上得知，和1990年代相較，優勢階級參與影子教育的效益提升，家庭透

過補習增加子女進入菁英大學的機會，補習對劣勢階級小孩的效果反而下降，顯

示優勢階級會將小孩送到更能夠帶給他們好處且劣勢家庭難以負擔的補習型態。

作者根據新制度論觀點，指出日本的影子教育也跟著主流教育的變遷而轉型。在

第八章中，作者採用2013年日本補習產業的質性調查來進行分析，發現在寬鬆政

策、競爭、國際化等因素交互影響下，教育強調個體性及創意等能力的培養，但

正規課程卻因為授課時數削減而無法提供學生充分發展與探索的空間，優勢階級

家長轉而尋求影子教育的協助。因此，近期日本的補習班，無論是授課型態、管

道、內容等，皆呈現多元型態。補習產業為了因應新的社會需求，提供各種以滿

足個人需求為基礎的家教式服務，取代過去大班、以學業為主的課程；當然，為

了極大化潛在市場，補習產業也開發出收費相對低的課程來吸引劣勢階級學生，

使其也可以在影子教育中擁有教育機會。補習產業在此多元發展的過程中，分別

提供優勢階級及劣勢階級教育機會，但確實存在課程內容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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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ich著作的優點在於：在理論建構部分，該著作以日本的經驗為基礎，為

現行全球普遍擴張的影子教育，提供一個理解影子教育與社會不平等之間關係的

理論架構，包括可近性、影響、持續性與改變等面向，並從中探討在不同時間

脈絡的日本教育體制中，補習產業如何變遷、及其與社會不平等之關係的變化。

再者，在此架構下，作者同時關注影子教育的不同行動者，包括業者、家長及學

生。不同於理性選擇及影子教育投資等論述，僅視家長為學生進入影子教育的決

策者，只考量家長如何應用家庭資源、因應教育現場的變化送小孩進補習班，而

此著作強調學生作為行動者的重要性，學生的自我期待與目標規劃也顯著影響補

習的決策。在研究方法部分，其同時採用量化及質化資料回答不同的研究問題，

補充了過去相關研究僅重視量化分析的結果。在量化資料部分，採用日本的大型

調查資料庫（Hyogo High School Students Surveys, HHSS）在1997年及2011年兩

次橫斷面的調查，比較1990年前後因教育政策及社會經濟變遷對補習行為的影

響；透過質性調查的資料，梳理補習產業近期的變化，說明補習產業如何因應教

育環境變化，使影子教育不僅是映照正規教育，以學術型課程補充學校學習需求

而已，而是會隨著環境變化而趨於多元。

Entrich在書中展現對於影子教育改善社會不平等的信心，認為提升劣勢階

級取得影子教育的機會，能夠幫助他們在高度競爭的教育環境中生存下來，進

而向上流動、改善既有的不利位置。然而，這個結論必須立基於影子教育對於

參與的學生有顯著效果且對於劣勢階級學生的影響不小於優勢階級的學生等前

提。因此，估算補習的效果就成為此論述的關鍵。書中採用觀察資料進行分

析，因依變數為非連續的變量而採用多類別邏輯迴歸分析（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而這些迴歸系列的分析方式，假定模型中已經將所有混淆因素控

制在內，沒有遺漏變數對補習效果的估算產生影響。實際上，影響補習與否的因

素，仍有可能存在資料中無法觀察的變因產生影響，因而可能造成內生性或是自

我選擇的問題，影響補習效果的估計。若根據關秉寅與李敦義（2008）以臺灣教

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的分析結果為例，發現處理補習的自我選擇問題之後，補習的

效果雖然存在但影響程度不大，也就是說，採用迴歸分析方法估算補習影響，極

有可能因為無法完全控制影響補習與否的變因而高估補習的影響力。此議題也是

所有意圖估算補習效果的研究共同面對的挑戰。因此，在Entrich樂觀看待影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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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平等化力量的同時，應該更細緻地估算補習的影響，以提供更精確的政策想

像。

參、影子教育的可近性議題： 
是強化競爭還是補充不足？

影子教育為家庭私人資本為了增加或改善子女的學業成績所做的教育投資，

也被視為東亞社會能夠在各項國際評比中取得領先地位的成功密碼。過去檢視

影子教育的視角主要包括人力資本及社會再製觀點，前者認為影子教育有助於彌

補公共教育的不足；後者則認為影子教育是優勢階級累積優勢地位的手段。對於

影子教育的疑慮主要來自於後者，擔憂其與社會不平等之間的連結。但隨著影子

教育逐漸成為全球教育的共同經驗，也促使學界重新思考其角色定位，Mori與

Baker（2010）跳脫人力資本及再製觀點，以制度視角指出當全球社會走向受教

育的社會（schooled society）時，大眾對於教育的需求高度變異，而影子教育就

成為滿足異質需求的存在。在Entrich的書中，也以日本的例子說明在教育改革及

社會變遷的制度邏輯變化下，影子教育發展出一套因應的模式，以更多元的方式

滿足不同型態家庭的需求，因此，影子教育的角色似乎就無法僅由單純的社會再

製或是人力資本界定。

全球化讓東亞社會學業競爭式的教育體制鬆動，走向強調學生個別性的多元

入學管道，促使影子教育也同步轉型，與此同時，影子教育也擴展至世界各地。

Baker、Akiba、LeTendre與Wiseman（2001）即發現影子教育出現在先前沒有的

國家之中，Bray（2021）歐洲社會（除了北歐）的影子教育發展速度快且數量龐

大，形式也從過去小型的私人家教轉型為大型的補習班型態，顯見升學壓力與勞

動市場競爭程度增加。全球化不僅讓全球的正規教育發展趨近，也同時讓影子教

育的發展出現相似性—遍布全球且多元化。

在影子教育全球化發展的同時，根據Entrich書中所建構的模型，「誰會參加

影子教育」成為第一個共同問題。Bray（2021）分析歐洲的影子教育發現參與的

人多是成績較好、家庭背景較高的學生，家長為了維持子女在學校的競爭力或

是考試表現，甚至認為送小孩去補習是一種父母展現照顧孩子的方式。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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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ntrich（2020）分析63個國家的數據則呈現不同的結果，發現在參與補習比例

較高、教育階層化程度較高的國家中，社經地位確實是影響學生進入影子教育的

重要因素，但並非所有國家都支持影子教育會擴大社會不平等；再者，加入學生

的學業成就之後，除了極端的例子—韓國之外，多數的國家都呈現低學業成

就的學生更容易參加影子教育。影子教育的優勢積累想像在家庭社經地位及學

生學業成就之間呈現不一致的結果。Huang（2020）採用TIMSS 2012年的資料，

同時考量家庭社經地位與學生能力間的交織效果，來檢視影子教育的補償優勢

（compensatory advantage）效果，此論述接近社會再製觀點，但強調對於優勢背

景的學生即使學習階段初期表現不佳，也較容易在後期追趕上來，而劣勢背景學

生則會持續處於落後的狀態。此研究中將校外活動區分成收費及免費兩種型態，

收費類型的私人投資可以視為是優勢階級用來避免子女向下流動，或是補償學業

不佳子女的手段，而免費的校外活動則主要是提供給劣勢階級的補救教育，其發

現多數的國家中，來自高社經背景家庭的低成就學生參與付費的校外活動機會比

其他組合條件的學生更高，支持補償優勢觀點。但該研究也指出部分國家（包括

法國、美國、挪威、瑞典、荷蘭、丹麥、芬蘭等）並未顯示出優勢家庭對於低

成就子女的補償優勢行為，此結果也呼應Entrich（2020）的發現，不同文化脈絡

下，家庭可能採取不同的投資策略。

近期關注影子教育可近性的文章中，Bray（2021）發現影子教育的再製效

果，認為影子教育的大量崛起反映的是正規學校教育的不足，應該要透過檢視影

子教育來改善正規教育，避免教育商品化，擴大社會不平等；而Entrich（2020）

則與書中採取相同的正向立場，認為影子教育與家庭社經地位之間的連結只有

在特定的國家中才成立，並非所有的非正規教育都會再製社會不平等，強調關

注不同家的分流制度、標準化評量等制度性因素的重要性。若進一步參照Huang

（2020）文章中各國的影子教育參與情形來看（請見該文章的圖1），看似各國

的影子教育具普遍性，但實際上的組成迥異，在那些影子教育不存在再製效果的

國家中，學生參與免費的影子教育的比例皆高於收費的課程，也就是說，這些國

家的學生參加非正規教育的活動多是補救性質的免費課程，反而提供劣勢學生更

多學習的機會。另外，在Huang（2020）的文章中，日本的分析結果雖然支持了

補償優勢的假設，但從該圖可見日本雖然有近八成的學生參與影子教育，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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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過五成是免費課程，這也呼應Entrich書中所呈現日本影子教育多元化發展亦

提供劣勢階級一定程度的教育機會。

影子教育究竟是提供「教育機會」或是「階級再製」這兩個看似互斥的概

念，極可能是以不同的型態在不同的制度環境國家中運作。對於學歷競爭白熱化

及集體升學率高的國家中，因為教育擴張而使得優勢階級追求的學歷從垂直朝向

水平教育優勢，當大眾對於教育的追求是念最好的學校時，高社經地位家庭就有

更強的動機投資在非正規教育的課程中，達到增強優勢的效果，例如日本、南

韓、臺灣。但相對於此，在教育階層化程度低且分流系統弱的北歐國家，則將影

子教育視為補救教育，並致力於提供均等的影子教育為劣勢階級增加教育機會。

但即使在高度競爭的國家中，也不代表要用限制影子教育的方式來降低其帶來的

社會再製效果，而可以透過公共補充教育需求的視角來改善不平等，例如日本有

國家層級資助的影子教育或建立公私合作夥伴關係（Zhang & Bray, 2020）、韓

國在學校提供公共補充教育作為補習的替代方案（Dawson, 2010）、臺灣在七成

參與影子教育的學生中，有一半的學生是參加免費的課程（Huang, 2020）等，

這些努力都有助於在高漲的影子教育文化中尋求平等化的可能。

肆、補習研究在臺灣：回顧與反思

與Entrich書中描繪的日本影子教育經驗類似，臺灣在升學主義主導的教育體

制下，補習的學業導向及目的性強烈，但隨著教育改革意圖減少學生壓力，卻也

未降低學生參與補習的程度，反而出現補習班愈來愈多、型態更多元（劉正，

2006）。正因為補習文化深植於臺灣，過去學界也累績不少補習的相關研究，採

用的資料包括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以成年受訪者中學時的補習經驗估計其教育

成就（孫清山、黃毅志，1996）、高等教育資料庫則用以討論高中生補習對於大

學入學的影響（林大森、陳憶芬，2006；黃毅志、陳俊瑋，2008）、臺灣教育長

期追蹤資料庫則討論國中生補習經驗對學業成就的影響（劉正，2006；關秉寅、

李敦義，2008，2010），研究議題含括補習的可近性（補習行為階層化）及補習

的效果等。

可近性的相關分析中，孫清山與黃毅志（1996）分析的是年紀較長且不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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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世代的樣本，發現家庭社經地位確實影響個人參加學科補習的機會。後續隨著

補習逐漸普及且升學競爭提升，也呼應Entrich的論述，優勢階級將補習當作階級

確保的手段，而劣勢階級則期待藉此翻身，因而造成學科補習與社經地位之間的

關係減弱（林大森、陳憶芬，2006；黃毅志、陳俊瑋，2008；劉正，2006），其

中，劉正（2006）以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檢視國中生的補習行為，發現家庭背

景包括父母親教育程度、收入、父親職業等因素都缺乏穩定的影響效果。然而，

亦如Entrich書中所言，不同家庭背景的投資策略可能有異，優勢階級有能力做長

時間的投資，而劣勢階級則傾向短期且目的性的投資，關秉寅與李敦義（2010）

即發現從國二就開始長期補習的學生，有較高的機會來自於高社經地位家庭，

而補習時間的長度也正是影響其效果的重要因素。除了來自家庭的影響之外，

Entrich書中將學生的角色帶回補習行為的分析，陳俊瑋與黃毅志（2011）延伸

Wisconsin模型，討論學生自我教育期待對於學生補習的中介效果，確實發現學

生自我教育期待中介家庭背景對於補習行為的影響，且具有獨立顯著效果。即使

臺灣的補習盛行，讓家庭背景差異與補習的關係減弱，但仍可見家庭投資策略的

差異，除了過去以發現的補習時間長度及數量的效果，不同類型的影子教育包括

內容及授課方式等將可能成為優勢階級用以維繫優勢的管道。

要討論補習與社會不平等之間的關係，補習的成效亦為關鍵。孫清山與黃毅

志（1996）以降，後續的補習研究都大致發現學科補習有助於學生的學業表現

（林大森、陳憶芬，2006；黃毅志、陳俊瑋，2008；劉正，2006；關秉寅、李敦

義，2008），劉正（2006）發現補習時間與學習成就之間呈現非線性關係，學

生投注於補習的時數愈長，學習愈多，但超過一定程度反而不利於學習；黃毅

志與陳俊瑋（2008）也從高中生的學科補習行為得到相似的結果，補習科目過

多可能造成過度疲勞而降低補習的成效，甚至影響整理吸收學習的時間而造成

反效果。然而，此系列的研究卻忽略補習行為背後存在自我選擇的問題，簡單來

說，自我選擇的提問是「什麼樣的學生會花很多時間在補習上？」，可能是因為

某些學習習慣或學習速度等特質，導致學生更需要花很多時間去補習，且這些特

質同時影響學業成就，而導致在補習時間過長時呈現負向效果。更廣泛來說，自

我選擇或內生性的問題，容易出現在橫斷面觀察資料的分析中，在以迴歸系列分

析為主的模型假定所有影響變因都已經納入模型，但實際上仍存在如學習習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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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速度等無法觀察到的個人特質或條件差異影響補習成效的估算。關秉寅與李

敦義（2008，2010）以傾向配對分數來處理補習行為的因果推論問題，發現補習

數學對學生的數學能力有正向的效果，但是其效果值並不如預期，從補習的階段

來看，國二開始補習的效果最佳，長期從國一就開始的投資或是國三才做短期投

資都無法顯著提升學生的學業成就。雖然不少研究都提出補習雖有助於提升學

習成效但效果有限的結果（林大森、陳憶芬，2006；關秉寅、李敦義，2008，

2010），然家長及社會大眾仍難以改變對於補習的信念。

綜合以上補習的可近性與效果來看，如Entrich在書中所言，影子教育的可近

性可能才是影響其與社會不平等之間關係的關鍵。臺灣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學科

補習，且分析資料多在2000年前後的調查資料，但隨著全球化帶來的教育改革浪

潮對多元能力的重視，可預期的是臺灣的影子教育必然隨之改變，更多元樣態的

補習型態與運作模式如何成為家庭維繫優勢或翻轉劣勢的管道，不同階級接觸不

同型態的補習活動之機會差異將是未來補習研究須關注的焦點，這也是Entrich這

本以日本經驗為出發的著作，意圖帶給後續影子教育相關研究的理解架構與反

思。

DOI: 10.53106/1028870820220368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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