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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啟動教育制度面重大變革，您參與了嗎?」 

救救小孩，發展適性教育 

台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  王立昇教授 

大學指考成績公佈，加上近來北北基聯測的改分發與十二年國教入學方式，都引發大家對

教育政策的關心討論。有人說要破除明星學校的迷思，大部份家長最關心的，還是孩子是否能有

一個理想的學習環境。而怎樣的學習環境是適合我們的孩子呢？  

從事教育的專業人士都知道，能力相近的學生一起學習，施教效果最明顯。未來十二年國

教實施後，如果各校入學學生的性向或能力差異過大，現行的教學方式可能造成部份學生素質的

降低而影響國力。要解決這個問題、要處理入學方式的紛擾與爭議，落實適性教育（adaptive 

education）實為不二法門。  

    適性教育意義在提供學生適合其能力、性向、興趣、經驗、風格、文化等不同特質的課程與

教學，以發展語文、邏輯數學、空間（藝術）、肢體運作（體育）、音樂、人際、內省（文學或哲

學）、自然探索等八大類智能。這裡的智能，採自哈佛大學心理學家 Howard Gardner所提出多元

智慧理論，各智能皆有其生理及心理依據。有的人邏輯數學智能高、但人際智能卻可能很弱。而

適性教育的目標就是要建構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環境，使得具不同智能和需求的學生均有機會獲

成功的學習經驗。  

    理想的適性教育，應該是在學生進入學校時，就初步評估其各項智能，了解其特質，據以設

計其適合之教學方法，並於施行過程中進行學習效果評量，再依據該形成性評鑑的結果調整其學

習方式，調整的項目包括：教材（基本、一般或進階）、進度（放慢、正常、加快）、規模（班級、

小組或個別教學）、時間（正常上課時間、課後補充教學、課後精進教學）、模式（個別、競爭或

合作學習）、師資（依師生互動狀況調整）等。  

    而為達到上述適性教育的目標，現行高中教育制度應作那些改變呢？ 首先，我們要檢討課

綱，減少必選必修科目，增加選修的空間。並要建構課程地圖，使學生了解必選修科目與其未來

進路的關係。其次，我們要檢討選課修課制度，現行分第一、二、三類組的作法必須調整，應以

選修取代分組，修課不應以班為單位，而應依個人意願進行。如果全面實施跑班制度有其困難度，

則可以幾個班組成一群，在群內進行分科或分組教學。如此教學方式在空間方面可能有較大的需

求，但在少子化的狀況下或有機會施行，教育單位則應在環境方面進行改善，如果學校空間不足，

可採減招學生的方式辦理。  

    在師資方面，則應精進老師各種教學方法的能力，使其能針對不同學生提供適當的施教方

式。各校並應建置學習及性向輔導老師，使得學生在選課過程中能得到適當的引導。教育單位則

應設置學習輔導中心，開授學習或性向輔導課程。教育部或教育局並應將適性教育之規劃、實施

與成效納入各校校務評鑑項目之一，以強調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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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性教育若僅止於口號式的宣言或小範圍的實施是不夠的。高中職優質化及均質化方案也已

實施多年，但以這次北北基的改分發事件觀察，其效果尚待彰顯。十二年國教的入學方式如果未

能週延地考慮適性、慣性與人性，並作好演練與狀況模擬，在一○三年實施時，可能又會有部份

學生的權益受到影響。但如果每一個學校的學生都能得到適當的教育機會及學習條件，家長又何

必在乎孩子是否進入所謂的明星高中呢？  

    與其消極地宣導不要迷信明星高中的觀念，不如積極地於各高中實施適性教育，提供差異性

教學的學習環境。如此則不但升學制度的紛爭可迎刃而解，而且每一個孩子都能得到最適合的學

習機會，使得有教無類及因材施教的理想教育目標能同時達成！這是當前教育問題的唯一解決之

道。 

國中老師回不去了嗎？ 

全國教師會秘書長  吳忠泰 

國中教師會成為12年國教的尖兵嗎？ 

如果十二年國教的目標是讓國中教育漸漸恢復正常，那麼可以進一步追問：難道國中老師

會反對回到正常軌道嗎？或者是如果國中老師根本不覺得目前的國中教育有不正常，或者不正常

的程度是可以忍受的，那麼如何期待國中老師成為 12年國教的中堅？ 心理學上有所謂斯得哥爾

摩症候群，說的是被害者後來有可能反過來同情加害者，並選擇和加害者站在同一陣線。 

目前多數國中的教學工作環繞在被挑選，協助國中生在入學三年後能被優先挑選到下一個

階段，這樣一種對於結果過度焦慮的情結，每天籠罩在多數國中的親師生身上，學習的快樂和驚

喜是沒有價值的，只有測驗得出來、可以量化到提高升學戰力的表現才有意義 。 

簡單而言，國中親師生的共同努力，要被上一級學校在招生時品頭論足，這種品頭論足和

市場上法則無異。當然你可以說國中對於學區內國小畢業生一定多少也有評價，但畢竟沒有入學

門檻，使得大家可以把「收到便是寶」成為正常心態，比較沒有歧視鄙夷，沒有道理去嫌某個學

生玷污學校，或不配來唸這所學校，然而在國中到高中職這一關卻完全不同。 

為何國中老師已經盡力了，學習才開始不久，就要看著自己的孩子到人肉市場上被貼上標

價被拍賣，為何明明各高中職老師的敬業專業難以排序，但有些學校永遠比其他學校有優先挑選

權，而且還要求挑得夠精細，只因這中間有學校的歷史聲望在繼承，而挑選者的快樂建立在被挑

選者的痛苦上。 

學校靠歷史聲望挑選學生是教育之垢 

就憑歷史聲望就取得優先挑人的權利嗎？國中老師你服氣嗎？12年國教首先要挑戰的就是

歷史聲望這東西，不是消滅所謂明星高中，而是請名校的人去證明他付出更多更好，所以有資格

在教學對象上優先挑選，有資格搞特色招生，有權要求 12年國教照常為他切得精細，唯一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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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是：要求他把一定比例時數的教學影像和完整課程計畫被放在雲端，不論是否該校學生都能親

炙，經過大眾的評選，可以給予獎勵，等於是證明了名師的存在，也擴大了名師的影響力。 

除非國中教師從根本質疑有人可以憑著學校的歷史聲望就可以挑學生，否則 12年國教是黯

淡的；除非國中老師對於回復正常教學有意願，否則 12年國教會失敗；除非國中老師反對自己

教過的孩子永遠要被挑選，否則 12年國教不會成功；除非國中老師不再恐懼失去以分數作為鞭

策學生的權柄，否則 12 年國教會成為一場假戲。 

終結以歷史聲望、以世襲挑選來處理高中職入學，和終結傳統名校完全不同，我們沒有給

予認真的學校、認真的學校公平的機會已經太久了，更別說是因為國中老師多半缺乏對高職類群

認知，而沒有紮實協助學生多元試探高職的用心，學生更不易被公平對待。而 12年國教到來，

是我們給不同的高中一個補償及公道的機會，國中老師應該放棄這個幫忙同行、幫助自己救贖的

機會嗎？ 

不要說我在挑動族群，當高中職做這樣的改變，當然可以結合國中教師，來對大學教師宣

戰！變調扭曲的國中教育將教師變成庸才教師，直到平凡退休為止，不甘心的你，請站起來，為

教育家的生存空間而戰。 

宏觀面向的微調，落實適性揚才理念的入學方式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理事長  許又仁 

在教育學理上大家都很熟悉的「比馬龍效應」( Pygmalion Effect )，在自信加自尊刺激

學習動機下，學生自我實現的預期可有效提升學習效能，但同樣的亦有負面的「比馬龍效應」降

低了學習效能。在僅透過基測成績篩選，於制度面使然下產生了「集中式精英教育」的明星高中，

三年後這些學生在大學學測或指考的表現我們看到了負面「比馬龍效應」的產生，也看到了升學

主義造成人才培育的單一性。十二年國教的推動產生了一種期待，即「適性揚才」此教育理念如

何落實，那麼入學方式的導引顯然是重要關鍵。  

於 12年國教推動的過程中，國內的教育制度面有結構性的盲點，為了推動 12年國教投入

大量教育經費用在高中職五專前三年免學費、高中職優質化、高中職教育資源均質化及辦理高中

職學校校務評鑑。反觀在舉世皆然的最艱困教育階段─「國中端」，卻無法獲得多一點經費資源

的投入，因為該階段的教育主管機關是地方教育局處。國中小的補救教學、高關懷課程的實施、

偏差行為的導正教育、特殊資優生的個別化課程這些皆需要經費，財政困窘的地方政府實際上在

經費與師資的投入皆不足，因此教育部或教育局應在國中端投入適當教育資源，才能促使學校做

好學生性向探索與適性輔導，來培育孩子引導其發展潛能與做好最佳的入學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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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幾年來升學制度顯然非常不穩定，甚至在政治意向的錯誤導引下，產出了短命的北北基

聯測。依據教育部規劃 101年免試比率不得少於 55﹪，102年免試比率不得少於 65﹪，103年因

12年國教正式實施取消基測將現行的入學方式整合為「免試入學」與「特色招生」兩種管道且

免試入學比率不得少於 75﹪。最近幾年免試比率雖逐年提升，卻有兩種現象與適性揚才的理念

背道而馳，其一是明星高中免試就學比率偏低，其二是免試就學超額比序採計在校成績的比重偏

高，造成無法就近入學與有效減緩升學壓力。這些制度面使然造就「集中式精英教育」的明星高

中一直不願意擴大其免試入學的比率，教育部不應在此壓力下設計出「個別學校可以不同，可以

為 0﹪但不能 100﹪特色招生」，這樣的名額核實原則不但無任何助益，反而造成極端追求，因

此教育部應要求 101、102年度這些學校免試入學比率下限的提升，而且更應明訂 103年個別學

校特色招生的員額上限。 

   103年的免試入學方式被要求不得採計在校學習領域評量成績，但在明星高中的迷思下，教

育部仍然同意採計國中教育會考作為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的條件之ㄧ，而且產生占分比重偏高的現

象。以台南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條件積分對照表〈草案〉為例，在總積分為 80分中教育會考占

分比重為 25分，反觀就近入學占分比重 2分、生涯發展規劃建議占分比重亦 2分，試問這樣政

策的決定有辦法達成就近入學、適性揚才的教育目標嗎？為建構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環境，教育

部應就各地方教育局處送審的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條件積分對照表嚴以把關。 

   其實 101、102兩年度所謂明星高中免試入學比率偏低，已然對 103年開始實施 12年國民教

育種下敗因。以各區基測排序第一名的學校為例，在 103年若是其免試比率仍然維持 15﹪，而

特色招生占 85﹪，勢必擠壓全區高中職特色招生的空間。教育部先前投入大量經費推動高中職

全面優質化、均質化，將淪為口號式的宣言而不具備任何意義。教育部若不強力主導政策發展，

那就僅能期待各免試就學區的教育審議委員會及未來的特色招生委員會發揮適時的影響力，但試

問真的可行嗎？ 

    103年免試入學的作業流程設計內涵也將產生關鍵的影響，下列事項應特別注意： 

1.在第一階段免試超額積分比序不應變成多志願選填全區比序。 

2.免試報名超額的高中職校，應至少保障全區國中一位入學名額〈由國中端薦送〉。 

3.各高中職校應劃有就近入學加分範圍，不應以全區型高中而不採計。 

4.具備社區型高中要件的學校，若是超額報名應推動採抽籤決定。 

5.高職若是超額報名應採符合生涯發展規劃積分加權計分。 

    在國中教育端，本會經過多年努力總算於南市有效推動常態編班的落實，也唯有先落實常態

編班才有機會促進教學正常化，才有對學生適性輔導及教學品質提升的可能性，我們應著力在宏

觀面向下的微調，兼具理想性與可操作性的入學方式，來達到適性揚才的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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