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題化正教

問常學

百
引
寸

日
作

表

徵

背
旦
界

辦

理

目

 未
照
課
程
標
 
□
部

分
學

校
教

育
人

員
欠

缺
正

確
的

教
育

理

 準
排

課
及

未
 
 
念

:
偏

頗
於

升
學

智
育

科
目

的
強

化
，

衍

照
日

課
表

上
 
 
生
未
照
課
程
標
準
排
課
及
未
照
日
課
表
上

 課
。
 
 
 
 
 
課
。

 實
施
校
內
外
 
□
學

校
教

師
實

施
校

內
外

不
當

補
習

，
其

主

 不
當

補
習

。
 
 
要

原
因

有
：

 T
—

t
迎

合
家

長
強

烈
重

視
知

識
科

目
教

育
的

 需
求

。
。

 左
部

分
教

師
謀

取
個

人
不

當
的

「
名

」
與

 「
利
」
。

一
推
銷
或
使
用
 
日

教
師

推
銷

或
使

用
升

學
參

考
書

及
測

驗
卷

 升
學

參
考

書
 
 
之

需
要

性
說

明
以

后
：

 廿
各

級
教
育
行

政
視

導
人

員
，
應

負
起

全

 責
，

嚴
格
查
察

，
上
列

十
項
違
反
教

學
正

 常
化
之

行
為
，
如
有

故
違
，

悉
依
規
定
，

 由
權

責
單
位
處

理
，
並

報
部
彙
整
公
布

。

 □
加

強
藝

能
科
教
學

，
禁
止
隨
意

挪
用
藝

能

 科
課

程
，
並
辦

理
藝
能

科
教
師
座
談
會

。

 曰
製

作
宣
傳
卡

，
提

示
教

師
實
施

正
常

教

 學
，

宣
導

之
語

詞
需

簡
明

且
具

提
示

作

 用
。

同
學

校
行
政
單
位

應
切
實

檢
討
過
量
家

庭
作

 業
之
缺

失
，
督
促

教
師
全
力
改

進
。
同

時

輔
導

教
師
以
多

樣
化
的

方
式
代
替
傳

統
紙

九

 試
、
改
進
現
階
段
國
民
教
育
問
題
八
十
學
年
度
辦
理
項
目

 八
十
學
年
度
夕
除
繼
續
執
行
七
十
九
學
年
度
國
中
教
學
正
常
化
改
進
工
作
外
，
同
步
推
展

國
民
小
學
正

常
化
．

教
學
，
以
落

 實
並
改
進
國
民
中
小
學
教
育
。
茲
就

目
前

國
民

教
育

之
五

大
問

題
，

及
每

一
問

題
之

表
徵

、
背

景
，
加

強
辦
理
項

目
等
，
彙

整

 列
表

說
明

如
后

：



 及
測

驗
卷

。

岡
實
施
不
當
的

 課
業

輔
導

。

 l—
t教

師
為

使
學

生
能

適
應

校
外

高
中

高
職

聯
考

及
校

內
的

複
習

考
試

戶
以

致
鼓

勵

 學
生
使
用
升
學
參
考
書
及
測
驗
卷
。

之
教

師
缺

乏
編

輯
教

材
或

教
學

評
量

的
訓

 練
，

亦
無

充
分

時
間

另
編

適
合

教
材

或

 乳
、
M長

觀
念
上
的
偏
差
，
其
深
信
使
用
參

 考
書
及
測
驗
卷
與
未
來
升
學
4。

同
級
中
等

 學
校
有
極
密
切
的
相
關
。

 岡
學

校
實

施
不

當
的

課
業

輔
導

，
其

產
生

的

 緣
由
可
述
說
如
下
：

 t
—
^
隨
著
社
會
的
變
遷
及
課
程
的
急
遽
改

 革
，

家
長

已
無

暇
輔

導
學

生
課

業
，

因

此
課

業
輔

導
的

重
責

亦
祇

能
付

託
於

學

 校
或
補
習
班
。

入
學

校
教

育
人

員
為

爭
取

良
好

的
升

學

 率
，

取
信

於
學

生
家

長
，

不
當

的
課

業

 一
O

 筆
作
業
。

固
鼓

勵
教

師
在
職
期

間
研
究
進
修

與
教
學

科

 目
有
關

的
知
識
及
教

育
專
業

知
能
，
以
提

 昇
其

教
學
品

質
，
俾
益
於

學
生
課

業
與
品

 惠
。

，
7

 因
應

多
舉

辦
校
內
各

種
教
學
研
究

會
，
以

改

 進
教
學
方
法
，
提
高
教
學
效
果
。

 忖
學
校
行

政
單
位
應
切

實
辦
理

親
職
教
育
，

 使
家

長
與
學

校
密
切
配
合

，
依
據

學
生
志

 願
與

性
向
，

加
強
升
學
與

就
業
輔

導
，
求

 取
適
應
多
元
化
之
社
會
需
求
。

 囚
部

分
學
校
超

額
收
費
如
有

發
現
，

除
令
飭

 退
費

外
，
並

就
情

節
輕

重
予
以

嚴
厲

處

 分
。

 囚
檢
討
國

中
三
年
級
課

業
輔
導

收
費
辦
法
，

 期
該

項
措
施
能

發
揮
積

極
教
育
功
能
。

 卅
學

校
應

多
利
用
各

種
活
動
，
邀

請
家
長

參

 與
，
並

運
用
機
會

儘
量
溝
通
教

學
正
常

化

 之
正
確

觀
念
。



(七)

利
用

升
旗

 前
、
午
休
時

間
舉
行
測

 驗
、
考
試
或

 上
課

。

固
實
施
過
量

家
庭
作
業

的

囚
強
迫
並
收
取

 因
超

額
收

費
。

 輔
導

應
運

而
生

。

 因
實
施
過
量
的
家
庭
作
業
之
原
因
：

 f—
^教

師
或

家
長

為
兔

於
學

生
浪

費
課

餘
或

 假
日

的
時

間
，

施
以

過
量

的
家

庭
作

業

 以
增

加
學

業
成

績
。

 乙
一

般
認

為
家

庭
作

業
愈

多
，

顯
示

教
師

 認
真
，
學
生
成
績
才
能
進
步
。

 因
部

分
學

校
藉

口
經

費
不

足
，

額
外

超
收

費

 用
。

 忖
利

用
升

旗
前

、
午

休
時

間
舉

行
測

驗
、

考

 試
、

上
課

，
主

要
基

於
充

分
利

用
學

生
所

 有
可

能
之

休
閒

時
間

，
進

行
課

業
之

輔
導

 及
測

驗
，

以
便

將
來

聯
合

招
生

考
試

能
有

 較
佳

之
表

現
。

然
一

般
教

師
在

施
測

時
，

 多
使

用
坊

間
現

成
之

測
驗

卷
，

並
剝

奪
學

 生
休

息
機

會
，

故
不

僅
造

成
學

生
課

業
之

 緊
張

壓
力

，
也

影
響

青
少

年
身

心
之

正
常

 發
展
。

 囚
強

迫
並

收
取

學
生

費
用

，
利

用
晚

自
習

上



國
中

學
生

編
班

問
題

H
 學	匕匕t4月	車貝
 O	力	施
 	分	卜劣卜匕八日什卜．^
 	班	梯
 	教	式

 學
生

費
用

，

利
用
晚
自
習

 上
課
、
考
試
。

 拋
利

用
國

一
、

國
二
補
救
教

學
及
國
三
課

後
輔
導
時
間

教
授
新
單

 元
。

卅
專
任
教
師
在

文
理
補
習
班

 兼
課
。

 課
、
考
試
：

 學
校

如
基

於
學

生
家

庭
吵

雜
，

開
放

校
舍

 供
學

生
自

願
到

校
晚

自
習

，
係

一
件

極
有

 意
義
之
措
施
，
惟
如
採
強
迫
收
費
方
式
，

 並
進

行
考

試
與

上
課

，
則

有
違

教
育

之
理

 念
，
其
行
為
應
予
嚴
格
禁
止
。

 俐
國

一
、

國
二

補
救

教
學

及
國

三
課

後
輔

導

 時
間

均
屬

學
生

自
願

參
加

性
質

，
如

利
用

 此
時

間
教

授
新

單
元

，
將

影
響

未
參

加
學

 生
之

學
習

進
度

，
其

作
法

無
異

強
迫

所
有

 學
生

均
需

參
加

，
並

失
去

其
設

置
補

救
教

 學
與
課
後
輔
導
之
意
義
。

 民
國
五
十
七
年
之
前
「
初
級
中
學
時
代
」

 係
經

過
嚴

格
入

學
玫

試
，

故
以

階
梯

式
能

 力
分
班
為
主
，
以
督
促
學
生
認
真
學
習
。

 貫
徹
實

施
新
訂
編
班

辦
法
，

定
期
召
開
視

 導
會

議
，

嚴
格

實
施
國

中
一
、
二

年
級
學

 生
常
態

編
班
，
並
列

入
教
學

正
常
化
視
導

 項
目

之
一
，
對

違
反
規

定
者
，
將
嚴

予
查



 。
使

學
生

視

學
習
如
畏

 途
。

匕
後
段
班
的
學

生
則
無
法
兼

顧
的
情
形
下

有
放
棄
學
習

 的
傾
向
。

俐
由
於
編
班
的

不
良
後
遺

 症
，
導
致
青

少
年
問
題
的

 □
前
段
班
的
學

生
施
以
極
大

的
課
業
壓
力

 □
九

年
國

教
實

施
後

，
學

生
未

經
選

擇
，

學

 生
素

質
與

初
申

時
期

迥
異

，
故

於
民

國
五

 十
九

年
修

正
公

佈
「

國
民

申
學

學
生

編
班

 辦
法

」
中

規
定

：
「

國
民

申
學

自
一

年
級

下
學
期
起
^
可
依
各
種
能
力
與
性
向
測
驗

 結
果

，
實

施
能

力
分

班
或

混
合

能
力

分

 班
」
。

曰
民

國
六

十
八

年
教

育
部

鑑
於

階
梯

式
能

力

 分
班

產
生

之
諸

多
問

題
，

乃
修

正
頒

布
「

改

 進
國

民
中

學
學

生
編

班
試

行
要

點
」

，
嚴

 禁
實
施
階
梯
式
能
力
分
班
。

 岡
民

國
七

十
一

年
修

正
頒

布
「

國
民

中
學

學

 生
編

班
實

施
要

點
」

規
定

「
國

中
一

年
級

 一
律
實
施
常
態
編
班
，
自
二
年
級
起
夕
得

視
需

要
實

施
學

科
能

力
分

組
教

學
或

混
合

 處
。
並

列
入
八
十
年

七
月
十

日
校
長
改
核

 辦
法

第
五
條

修
正
條
文
之

中
。

 日
對

於
課

業
成
績
較
低

的
同
學

，
由
學
校
視

 事
實

需
要
實

施
補
救
教
學

，
提
昇

課
業
成

 就
。，

 曰
研

討
個

別
化
教
學
的

可
行
性

方
案
，
使
全

 體
學
生

皆
能
接
受
良

好
的
學

習
環
境
，
獲

 得
各
自
不
同
的
預
期
效
果
。

岡
充

分
檢
討
學

校
教
學

貿
源

分
配
之

合
理

 化
，
落
實
教

育
機
會
之
均
等
。

 囚
主

管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
台
灣

省
政
府
教
育

 廳
、
^
^
北
、
高
雄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
應

依

 新
頒

實
施
要
點

，
另
訂

較
具
體
之
補

充
規

 定
，

以
應
省

市
地
區
之
不

同
需
要
。

 因
實

施
藝

能
或
技
藝
教

育
，
得

依
「
加
強
國

 民
中
學

技
藝

教
育

辦
法
」

及
「

職
業
學

校
、

公
共

職
業
訓
練

機
構
與

國
民
中
學
學

生
職

 業
試

探
與
輔

導
實
施
計
畫

」
辦
理
。

 忖
國

三
應

在
常
態
編
班

原
則
下

，
依
現
行
課



 叢
生
，
學
習
 
 
能

力
分

班
」

，
「

國
中

自
二

年
級

起
實

施
混

 興
趣

低
落

。
 
 
合

能
力

分
班

時
夕

應
參

考
學

生
學

業
成

績

一

 或
智
力
之
高
低
狀
況
，
分
為
二
段
^
再
將

 各
段

之
學

生
分

別
實

施
常

態
編

班
」

自

 此
，

國
民

中
學

有
所

謂
「

前
段

班
」

與
「

後

 段
班

」
之

區
分

。

 固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為

矯
正

「
二

段
式

混
合

能

 力
分

班
」

對
「

後
段

班
」

學
生

及
教

師
可

 能
產

生
之

弊
病

，
修

正
頒

布
「

國
民

中
學

 學
生

編
班

實
施

要
點

」
，

規
定

「
國

民
申

學

 各
年

級
一

律
實

施
常

態
編

班
，

自
二

年
級

 起
，

應
實

施
部

分
學

科
能

力
分

組
教

學
^

三
年

級
另

依
學

生
志

願
實

施
選

修
分

組
教

 學
嚴

禁
實

施
固

定
階

梯
式

能
力

分
班

」
。

 因
新

頒
學

生
編

組
班

實
施

要
點

︵
八

十
年

七

 月
一
日
︶
其
重
點
如
下
：

 f—
t一

、
二
年
級
一
律
實
施
常
態
編
班
。

乙
班

級
編

定
後

夕
各

班
導

師
以

公
開

抽
籤

 方
式
編
配
。

 程
標
準

選
修
辦

法
︵

每
學
期

十
至
十

五

 節
︶

，
參
照

學
生
意
願
及

各
校
贅

源
加
以

 分
組
，
實
施
各
種
進
路
輔
導
。

 因
重

視
輔
導
會

議
，
來
協
助

有
關
常

態
編
班

 的
執
行

，
選
修
課
程

的
設
計

，
以
及
學
生

 性
向

的
辨
別

，
學
習
困
擾

的
排
解
等
。

 因
不

斷
安
排
活

動
與
機
會
，

或
把
握

各
種
場

 合
要
與

家
長

溝
通

。

 出
國
民

小
學
教
科

書
精
選

化
之
改
訂
工
作
，

 已
進

行
至
第

三
年
，
換
言

之
，
國
申
一

至

 三
年
級

，
國
小
一
至

三
年
級

都
是
新
訂
版

 本
，

請
各
校

能
配
合
改
訂

之
原
則

與
精
神

 配
合
實

施
，
對
常
態

編
班
之

教
學
有
莫
大

 助
益
。



教
學

評
量

問
題

 乞
三

年
級

依
課

程
標

準
選

修
辦

法
、

學
生

意
願

及
各

校
贅

源
加

以
分

組
進

行
進

路

 輔
導
教
學
。

 上
進

路
輔

導
之

實
施

，
應

對
學

生
之

意
願

 詳
加

調
查

，
並

經
輔

導
會

議
討

論
後

決

定

氏
二

一
年

級
學

生
之

進
路

夕
經

教
師

輔
導

 後
，
由
學
生
或
家
長
自
行
選
擇
。

 色
省

市
廳

局
得

依
本

要
點

，
訂

定
補

充
規

 定
，
以
配
合
各
地
區
之
需
要
。

考
試
次
數
太

 多
，
使
學
生

承
受
極
大
的

 考
試

壓
力

，

影
響

其
身

心

之
正
常
發

 展
。

考
試
時
間
的

部
分

教
師

確
認

考
試

次
數

的
多

寡
與

學
生

 課
業

成
績

密
切

相
關

，
目

的
與

手
段

互
相

 混
淆
，
致
使
學
生
蒙
受
極
大
的
壓
力
。

 教
師

為
求

學
生

學
業

上
之

精
進

，
充

分
利

各
級

教
育
行
政

單
位
應

利
用
機
會
邀

請
學

 校
行

政
人
員
溝

通
觀
念

，
研
討
改
試

與
評

 量
之

不
同
功

能
。

 由
教

育
部
分

別
編
印

國
中

、
國
小

0
教

學

 方
法
0
教
學
評
量
0
教

學
媒

體
Q
個
別

化

 教
學
等

四
種
小
冊

子
，
並
透
過

廳
局
及

縣

 市
教

育
輔

導
團

，
廣

為
倡

導
以

改
進

教

 學
，
提
高
教
學
品
質
。

 繼
續
辦

理
教
師
評

量
知
能
研
習

，
使
教

師

一
五



 不
當

，
諸

如

 早
自
習
、
午

休
等
時
間
進

 行
考
試
，
尤

有
甚
者
多
選

在
假
日
之
後

 辦
理

考
試

，

使
學
生
無
法

獲
得
身
心
之

 適
當

調
適

。

評
量

試
題

側

重
零
碎
記
憶

 性
的

問
題

，

且
其
難
度
亦

非
一
般
學
生

 所
能

接
受

，

而
承
受
挫
折

 的
打
擊
、
喪

失
學
習
的
動

 用
可

賀
考

試
的

時
間

，
因

此
早

自
習

、
午

休
就
淪
為
取
捨
的
時
段
而
戕
害
學
生
身
心

 健
康
。

 教
師

為
便

利
試

卷
的

獲
得

，
經

常
採

購
坊

 間
測

驗
卷

或
參

改
書

，
而

此
類

測
驗

卷
或

參
改

書
並

不
一

定
適

合
每

一
學

生
的

學
習

需
要

或
程

度
夕

反
而

影
響

學
生

學
習

興
趣

 與
效

果
。

 瞭
解
評

量
的
基
本

原
理
與
原
則

，
降
低

評

 量
的
難

度
，
激
發

學
生
學
習
的

動
機
。

側
辦

理
研
究
會

使
學
校
行
政

人
員
瞭

解
教
學

評
量

的
重
要

性
^
並
輔

導
學

校
教

師
自

己

 依
據

評
量
目

標
，
訂
定
評

量
試
題

，
以
為

 評
量
的
依
據
達
到
學
習
效
果
。

固
加

強
各
級
學

校
教
育
行
政

單
位
之

視
導
工

 作
，

輔
導
教

師
減
少
考
試

次
數
，

選
擇
適

 切
時
機

評
量
學
生
之

學
習
成

效
，
以
減
輕

 學
生
的
課
業

壓
力
。



 四
、

民
主

法
治

教
育

問
題

廿
社
會
急
遽
變

 遷
中
，
價
值

理
念

的
混

 淆
，
學
生
民

 機
。

側
教

師
視

評
"一

里

為
驅
使
學
生

學
習

的
工

 具
，
使
學
生

視
學
習
為
畏

 途
，
同
時
亦

養
成
不
正
確

 的
理
念
｜
｜

讀
書
就
是
為

 了
考
試
。

固
評
量
試
題
假

手
於
他
人
訂

 定
，
無
法
適

應
本
班
學
生

 評
量

需
求

。

 隨
著

民
主

思
潮

的
覺

醒
，

社
會

政
治

．
文

 化
的

變
革

，
追

求
民

主
自

由
是

每
位

國
民

 努
力

的
目

標
，

惟
整

體
課

程
的

安
排

，
對

於
民

主
素

養
的

培
養

及
法

治
概

念
的

釐
清

 廿
加

強
學
校
行
政

人
員
之

使
命
威
，
負

起
民

 主
法
治

重
責
，
如

有
優
良
表
現

應
即
由

權

 責
單
位
給
予
獎
勵
。

 □
各

級
教
育
行
政

單
位
應

配
合
本
部
頒

訂
之

一
七



A

主
法
治
概
念

認
知
的
模
糊

是
普
遍
的
現

 象
。

 □
社
會
媒
體
對

於
報
導
的
內

容
未
加
慎

 選
，
導
致
學

生
觀
念
之
偏

 差
。

目
學
校
教
育
偏

重
升
學
知
識

學
科
的
指

 導
，
忽
略
民

主
法
治
教
育

 的
陶
冶
。

俐
學
校
缺
乏
安

排
民
主
法
治

環
境
的
踐
行

 及
踐

行
，

未
能

發
揮

預
期

的
功

能
，

導
致

 校
園

暴
力

案
件

迭
起

，
社

會
犯

罪
案

件
不

斷
出

現
夕

且
犯

罪
年

齡
普

遍
降

低
的

現

 象
。

 為
加

強
民

主
法

治
教

育
，

教
育

部
於

八
十

 年
六

月
頒

訂
「

現
階

段
加

強
推

行
國

民
中

 學
生
活
教
育
實
施
要
點
」
實
施
。

 「
現
階
段
加
強
推
行
國
民
小
學
生
活
教
育

 實
施

要
點
」
暨

「
現
階

段
加
強
推
行

國
民

 中
學
生

活
教
育
實
施

要
點
」

積
極
推
展
。

 曰
製

作
民

主
法
治
教

育
宣
導
卡
月

，
隨
時

提

 醒
教
師
與
學
生
的
認
知
與
踐
行
。

例
輔

導
學

校
行
政
單

位
辦
理
強
化

民
主
法

治

教
育
座

談
會
夕
溝

通
全
體
教
師

共
負
教

育

之
責

夕
以
落

實
民

主
法

治
教
育

的
成

效

 性
。

固
輔
導

各
校
辦

理
親
職

教
育

座
談
會

^
尋

求

 家
庭
教

育
的
密
切

配
合
，
以
奠

定
學
生

良

 好
的
民
主
法
治
根
基
。



 ，
以

養
成

遵

行
民
主
法
治

 的
習
慣
。

固
缺
乏
具
體
可

行
之
民
主
法

治
教
育
評
鑑

規
準
與
技

皂

 五
．

體
罰

部
分
教
師
由
於

學
生
學
業
成
就

的
低
落
或
偏
差

而
施
予
其
生
理

上
或
心
理
上
的

 懲
處
，
以
求
即

時
的

改
進

效

 果
，
然
體
罰
之

結
果
常
造
成
師

生
間
不
良
的
互

 動
關
係
．
衍
生

 在
傳

統
的

教
育

申
，

體
罰

曾
被

部
分

教
師

 誤
記

為
是

直
接

、
近

程
、

有
效

的

 處
理

策
略

。
因

此
，

祇
要

學
生

在
學

業
上

 或
行

為
上

有
所

缺
失

時
，

教
師

往
往

未
予

 運
用

教
育

的
專

業
知

能
與

輔
導

策
略

，
而

 直
接

對
學

生
施

予
體

罰
，

以
求

立
竿

見
影

 的
表
面
成
效
。

 在
法

治
社

會
中

，
法

律
並

不
容

許
教

育
人

 員
有
對
學
生
施
予
體
罰
之
情
形
。

 就
教

育
心

理
理

論
與

實
證

而
言

，
改

變
學

 生
行

為
的

技
術

與
方

法
有

很
多

種
，

現
代

 廿
貫

徹
嚴

禁
體
罰
政

策
，
違
者
由

權
責
單

位

 依
有
關

規
定
查
處

，
並
定
期
報

部
彙
整
。

 □
加

強
辦

理
學
校
教

師
輔
導
知
能

研
習
增

進

 教
師
輔

導
策
略
，

避
兔
校
園
內

體
罰
事

件

 的
發

生
。

曰
增

進
教

師
瞭
解
於

運
用
體
罰
時

所
需
負

擔

 之
責

任
問
題

，
以

消
弭

體
罰
事

件
的

發

 生
。

 側
各

級
教

育
行
政
單

位
視
導
工
作

時
，
應

將

 體
罰
視

為
長

期
性

、
持
續

性
的

重
點
措

 施
，
以

逐
漸
改
進

體
罰
事
件
的

發
生
。

 』
九



O

諸
多
不
良
的
後

 遺
症
，
影
響
學

生
未
來
人
格
的

 成
長
。

 的
教

師
均

接
受

過
教

育
專

業
訓

練
，

因
此

 若
每
一
位
教
師
能
本
著
教
育
專
業
知
能
，

善
用

輔
導

策
略

夕
不

僅
可

收
長

期
與

正
面

 的
教

育
效

果
，

並
可

避
兔

諸
多

後
遺

症
之

 發
生
。

 固
加

強
辦
理
親
職

教
育
，

使
父
母
的
教

育
觀

 念
與

學
校
能
相

互
配
合

，
減
低
體
罰

事
件

 在
家

庭
發
生
的

頻
率
，

共
收
教
育
上

實
質

 的
成
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