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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全球化的議題在二十世紀末獲得全世界的關注與討論，學者們對於全球

化現象提出許多看法，而綜合學者所述可以發現全球化造成全世界各國在政

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種族等面向的發展表現出相互影響與相互依

賴的情形，並朝向同質化與市場化的發展傾向（陳文團、溫明麗，2006）。

由於資訊科技的發展加速了全球化的腳步，而教育系統受到全球化潮流的衝

擊亦產生許多改變，隨著全球化的腳步與趨勢影響，教育革新現象亦因應而

生。在全球化現象中教育知識與系統極可能失去多元化的發展創意，而落入

功利與工具價值宰制的教育文化危機（洪如玉，2010）。因此，因應全球化

思考的教育發展方向，我國的教育發展亦應有屬於本身的教育文化特性，以

規劃適合於我國教育發展政策走向。

在各級教育發展中，中等教育具有承先啟後的角色，不僅延伸國民教育

的基本素養也奠定大學教育發展的重要基礎，可知中等教育影響國家整體教

育發展與競爭力既深且遠，且在全球化浪潮的衝擊下，中等教育正面臨前所

未有的挑戰，改革與創新已屬必然。近年來，中等教育受到社會發展需求、

家長觀念與全球化趨勢的影響，從事多項革新，包括：綜合高中、高中職

社區化、高中職課程調整以及入學制度改變等，其主要目的在於提升中等教

育品質，提供學生良好學習環境，以增進學生學習效果（吳清山、高家斌，

2007）。從中等教育的範圍而言，應該包括前期中等教育（國民中學）、後

期中等教育（高中與高職）。由於這十多年來，政府對於後期中等教育階段

提出許多革新政策，對於前期中等教育階段的政策雖有若干變革，但其內容

屬性與國民教育政策恐有所重疊。因此，本文所論述內容將集中在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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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高級職業學校的政策革新為主，探討自1997年教育改革措施推動以來，我

國中等教育的政策改革情形。

本文首先分析全球化與教改趨勢，其次探討亞太地區及美、英、澳等西

方先進國家中等教育改革重要議題，並分析我國近十多年來中等教育改革項

目，了解其實施內容、成效與面臨問題，最後提出我國未來中等教育發展之

建議。

貳、全球化與國際中等教育改革重點方向

一、全球化與教改趨勢

（一）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主張

二十世紀後期受到電腦和網路科技快速發展，以及世界貿易組織促成多

國多邊貿易體系之影響，「全球化」現象加速昇華於世界各地，同時，在運

輸通訊成本降低，貨物、服務、資本等在國際間順暢流通下，全世界形成

了「地球村」（江愛華，2010）。在此波全球化現象中，「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實質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或稱1980年代後期為新自由主義

之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是一種經濟自由主義的復甦形式，代表人物包括十八

世紀蘇格蘭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及二十世紀

的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史密

斯在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主張由「市場價格

機能」扮演「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市場的經濟活動，他認為這樣的社

會不僅遠勝由政府主導的計畫經濟的社會，更比「利他」主義的經濟社會更

具生產力（引自江愛華，2007）；而弗里德曼在1962年出版的《資本主義與

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書中則提倡將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讓自

由市場運作，並以此維持政治和社會自由。弗里德曼的政治哲學強調自由市

場經濟的優點，反對政府的干預，此理論成為自由意志主義的主要經濟根據

之一（引自江愛華，2007）。

新自由主義主張上述自由市場經濟原則，強調效率、品質、創新、績

效、競爭、彈性、選擇等之新管理主義理念。因此，具競爭機制的「準市

場」（quasi-market）成為一項可同時存在於政治與經濟體系內的設計，而

且準市場的競爭機制必須配合「績效誘因」（performance incentives），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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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競爭的有效性（詹中原，1998）。換言之，「準市場」機制乃指將市場

的「競爭機能」導入公共部門，包括學校教育體制（江愛華，2007）。

（二）全球化下教改趨勢

在快速的全球化及資訊科技發展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2005）指出，

現今年輕人史無前例地擁有更多生活選擇和機會，亦同時產生社會脫臼

（social dislocation）之問題。為了幫助青年人有效因應現今知識經濟與科技

社會的挑戰，中學教育體制轉向強調發展學生成為有生產力、負責的人格；

裝備學生的生活的技能，包括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創意、彈性、機動

性、及企業精神。

1980年代起，許多國家，如美、英與澳洲等國均掀起了「學校再造」之

熱潮，其目標強調學校必須大幅度的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以及學校課程必須

教導學生基本能力，如解決問題的能力，或深度思考的能力等。「學校再

造」主要目標乃是打破傳統中央集權（centralization）模式，將權力從中央

下放（decentralization）至地方，學校與家長。此時期重要教改重要議題，

如「教育選擇權」（school choice），「學校本位課程發展」（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學校本位管理」（school-based management）
等，即清楚呈現選擇、競爭、與績效之市場機制趨勢。

二、國際中等教育改革重點方向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2005）指出全球化資訊科技加速發展的

趨勢提供了年輕人更多的選擇與機會，同時亦加深社會脫臼現象，尤其在年

輕的族群中更為顯著。為協助年輕人在現今急遽變化的環境中生存與競爭，

中等教育體制須強調發展學生成為有生產力、負責任的科技與知識社會之

公民，並發展他們必備的技能，包括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創意，彈性，

機動性，及企業家精神。因而，在當今全球化趨勢中，中等教育已自過去傳

統的「正規學校」和「職業學校」分流制度轉向整合式能力導向的教學模式

發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出現今中等教育扮演著三個重大的關鍵角色：

（一）教育即是經濟和社會政策；（二）發展學習者的生活及生活技能；

（三）培養學生學習共同生活（UNESCO, 2005）。

在全球化趨勢中，國際中等教育改革論述朝向新管理主義發展，亦呼應

了上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強調之「課程設計與職場能力相關性」，以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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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亞太地區及美、英、澳等西方先進國家中等教育改革為例，作者整理其改

革重點方向包括：績效責任，彈性（促進學校或學區自主），課程（融合職

業教育、強化科學與科技），有效教學法（提升教師與教學品質），學習成

效（發展核心能力與職場能力），家長選擇權（提供多元選擇），教育機會

（促進社會公義）等，詳如表1。

表1 
亞太地區及美、英、澳等西方先進國家中等教育改革重點方向一覽表

績效責任
彈性/學校

或學區自主

課程/職業

教育/科學

與科技

有效教學法

/教師與教

學品質

學習成效/

核心與職場

能力

家長選擇權/

多元選擇

教育機會/

社會公義

亞太地區 ̌ ̌ ̌ ̌ ̌ ̌

美國 ̌ ̌ ̌ ̌ ̌ ̌ ̌

英國 ̌ ̌ ̌ ̌ ̌ ̌ ̌

澳洲 ̌ ̌ ̌ ̌ ̌ ̌ ̌

下列說明亞太地區及美、英、澳等國之中等教育改革重點方向：

（一）亞太地區中等教育改革重點方向

1990年代以來，亞太地區國家的中等教育改革強調課程改革，教改目標

朝向設計課程以裝備年輕人在現今的經濟環境中習得就業的技能，進而提供

國家永續發展的人力資源。為達成上述教改目標，亞洲國家亦發展了下列

策略計畫：改進職業教育的品質與範圍（印尼及菲律賓），強化科學與科技

教育，擴大教室內資訊科技的使用以發展學生資訊科技的技能（亞洲所有國

家），強調認知、社會與人格發展之教學以發展學生彈性、問題解決、創造

力、創意、及終身學習的能力（Byron, 1999）。

在此波教改趨勢中，上述多數國家朝向改善中等教育品質，促使中等教

育裝備學生因應將來的需求，同時縮減學生過多的課業負擔（Byron, 1999; 
IBE, 1999）。整體而言，1990年代亞太地區國家中等教育的改革議題包

括：提倡全民基本教育，鼓勵師資培育及專業發展，關注女性及弱勢議題，

提升教育品質與相關性，提供工作場地之教育，及發展有效的教學方式。    
（二）美國中等教育改革重點方向 
2001年布希（George W. Bush，1946-）就任總統時提出《不讓任何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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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落後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NCLB），此法案由參議員泰德‧甘

迺迪（Senator Ted Kennedy，1932-2009），領銜於國會推動立法，受到壓倒

性的勝利通過，前總統布希於2002年1月8日簽署執行。新世紀美國中等教育

改革主要建基於此法案，該四大主軸如下（ED.gov, 2004）：

1.強化成果績效責任（stronger accountability for results）：各州政府須

致力於縮短學生學習成效之差距，確使所有學生，包括弱勢者，都能精通所

學。州政府與學校每年都須提供家長及社區有關州政府與學校的建展報告，

未達標準的學校須提供補救措施，如免收費的課後輔導等，若5年內未能改

善的學校，則須進行大幅度的改革。

2.賦予州政府、學區與學校更大的彈性（more freedom for states and 
communities）：此法案賦予州政府與學校史無前例的彈性應用聯邦政府所

補助的教育經費，例如大部分的學區不須再經過許可即可使用50%上限的聯

邦政府的教育經費於增進教師品質、教育科技、創新計畫、建立安全與無毒

品的校園、獲改善弱勢學生學業成效等任何計畫。

3 .應用研究證實有效的教育計畫及教學方式（proven  educa t ion 
methods）：聯邦政府的教育經費補助目標為支援證實有效改善學生學習及

成效的相關教育經費與教學法，如支援低年級的「閱讀為先計畫」，及學前

兒童的「提早閱讀為先計畫」。

4.擴大家長選擇權（more choices for parents）：連續2年無法達到標準的

學校之家長可以將孩子轉學至學區內績效較好的公立學校，包括公立特許學

校。學區需提供交通服務，相關服務費用可動用此法案中第一篇：改進不利

地區學生學業成就項目之經費。

上述《不讓任何一個孩子落後法》指出美國中等教育教改方向朝向追求

教育「機會公平」、「教學效能」、「績效責任」、「學生學習成效」，及

「家長的選擇權」，突顯新自由主義之主張。

（三）英國中等教育改革重點方向 
英國自2003年至2005年重要改革方案如表2所示（劉慶仁，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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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英國中等教育改革相關重要文件表一覽表

改革方案、白皮書 具體措施 備註

《新學科重點體系：

改 革 中 等 教 育 》

（2003年）

從學校結構（即發展學科重點中學體系和推動校

際合作）、學校領導、學校人力、教室外夥伴關

係等四方面改革中等教育

《與學校形塑新關

係》（2004年）

視導新制、學校現況報告、學校改革夥伴、學校

3年經費預算、單一校務計畫、學校自我評鑑

納入2005年《教

育法》

《 5 年改革策略》

（2004年）

中學：自主及三年經費預算、校園重建、學科重

點中等、公辦民營中學、簡化績效責任手續、學

校夥伴關係、適應化學習

納入2005年《教

育法》

《14至19歲的教育與

技能》白皮書（2005

年）

16歲之後低就學率提升、新專長文憑、英數學科

基本知能加強、最聰明學生充分發展

納入2006年《教

育及視導法》

《提供所有人更高標

準、更好學校》白皮

書（2005年）

信託學校、公辦民營中學、家長更多選舉與參

與、公平入學機制、辦學不力學校處置措施、適

性化教育、學生管教立法、學校獨立自主

納入2006年《教

育及視導法》

資料來源： 劉慶仁（2007）。英國中等教育改革現況及其啟示（頁6）。教
育資料集刊，34。

自2005年起，英國所推動的「14—19歲教育改革」被視為英國本世代促

進教育機會最大的改革。此教改目標強調透過課程改革，傳授年輕人生活所

需的知能，提升學生的教育與技能水準，以培育年輕人具備未來適應急遽多

變的社會所需知能。新課程按優先順序訂定核心科目：英文，數學，及資訊

科技；同時亦強調團隊合作及個人的技能，培育年輕人進階學習或裝備他們

進入職場 （Teachernet, 2010）。

（四）澳洲中等教育改革重點方向 
近年來澳洲中等教育的改革方向建基於各州教育部長們於1999年四月所

簽署的「阿德雷得宣言：二十一世紀學校教育的國家目標」（The Adelaide 
declaration on national goals for schooling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此宣言

強調澳洲的未來有賴每位公民必備有益於生活的知識、認知、能力，和價值

觀，共創一個有知識、公平和開放的社會，而高品質的學校教育是達成國家

願景之關鍵要素，同時明定學校教育的國家目標涵蓋三層面：畢業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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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課程及學習成效，以及學校的社會正義（江愛華、王鳳敏，2007）。

上述澳洲二十一世紀學校教育的國家目標啟動了澳洲中學融合職業教育

之改革，主要改革政策包括2002年的《邁向未來的腳蹤》 （Footprints to the 
future） 報告書，及「向前邁步」（Stepping forward） 宣言，其重點內容簡

述如下：

1.《邁向未來的腳蹤》報告書：主要針對年輕人從學校畢業邁向獨立

生活時，提出有效支援改善年輕人及其家庭之方式，包括：鞏固年輕人從學

校轉換至職場的路徑，再教育及積極參與社會，對危機中的學生及早提供協

助，加強及支援家庭及社區能輔助年輕人的能力，擴大年輕人參與其社區的

社經活動之機會。此報告書指出一般年輕人轉換跑道的議題，並針對有困難

的年輕人提出相關協助及策略（DEST, 2005）。

2.「向前邁步」宣言：是項宣言提供改善所有年輕人的社會、教

育、和就業成效之方向，其行動計畫「向前邁步——增進年輕人的路徑」

（Stepping forward—Improving pathways for all young people）的五項原則

為：（1）強調教育與訓練為所有年輕人有效轉換至職場的根基；（2）協助

年輕人就業及轉換跑道；（3）因應年輕人多元需求；（4）公布協助年輕人

的有效方式；（5）強調地區夥伴關係及策略聯盟（DEST, 2005） 。
        

參、臺灣中等教育改革政策相關內涵與問題

我國自1968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之後，國小學生進入國中就讀的比率逐

年攀升，在1986年以後已經達99%；而國中畢業後進入高中職就讀的比率在

1979年時約為82.66，至2009年時國中畢業生就學機會率已經提高至104.96%
（教育部統計處，2010a）。由此可知，我國高中職教育已逐漸邁進普及化

的程度，顯示出政府所推行的中等教育改革措施已有相當不錯的成效。

鑑於我國中等教育改革發展已日趨成熟，教育部乃於1997年開始推動一

系列的政策措施，為邁向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而準備（吳清山、高家斌，

2005）。由於政府所進行的中等教育改革項目眾多，本文將以十二年國民教

育政策的推動方向來分析近年來的中等教育改革政策，茲分別就學區資源調

整、課程綱要規劃與多元入學方式等面向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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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區資源調整

一直以來，社會各界對有關於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政策的推動與實施存

有相當多的爭議，而後期中等學校的學區劃分更是大家關注的焦點之一，其

中涉及到家長教育選擇權、公私立學校的學費差距、學校類型及城鄉差距

等，尤其俗稱「明星學校」的歸屬更是極大的難度。由於學區劃分的原則與

內涵涉及的爭議面向相當廣泛，政府在學區方向的規劃，乃優先確保各學區

教育資源均衡，並配合多重鼓勵措施，逐步推動學生就近入學，以降低學區

劃分的爭議。茲將其相關政策說明如下：

（一）綜合高中及其問題

我國自八十五學年度開始試辦綜合高中，並於修正後的高級中學法中，

將綜合高中正式明訂為我國高級中等學校的辦理類型之一。綜合高中的主要

理念是要透過課程改革來達到學生適性發展的教育目標。綜合高中的實施

是指同時設置學術學程與職業學程的高級中等學校，藉由統整、試探和分化

的輔導歷程，輔導學生自由選課，以達適性發展的目標。其重要內涵包括：

延遲分化、尊重學生選擇、多元選修、適性教學、兼顧升學與就業、強調

進路與輔導（吳清山、高家斌，2007）。綜合高中自八十五學年度試辦以

來，在學校數、班級數及學生數方面呈現快速成長的現象，其中學校數已由

18校增至九十八學年的139校，成長率約為8倍左右，占高級中學學校數的

比率為42.12%。班級數由140班增加到2,369班，占高級中學班級數的比率為

23.43%。學生數自6,568人逐年成長，至九十八學年度為止已達96,396人，

占高級中學學生數的比率為23.91%（教育部統計處，2010b）。由此可知，

辦理綜合高中之學校數、班級數與學生人數逐年增加，且發展至今已逐漸成

為後期中等教育重要的學校型態之一，充分證明其實施成效獲得學生及家長

之肯定，亦顯現教育部推動綜合高中的具體成果。

綜合高中自八十五學年度試辦實施至今，每年均會定期辦理訪視與評鑑

工作，惟檢視目前的後期中等教育各項條件，各校在辦理綜合高中過程中仍

有諸多法令及環境上的限制，為使學校能順應時勢，適時提升辦學品質，

本文將針對綜合高中所面臨的問題說明如下（吳清山、高家斌，2007；張嘉

育、周愚文、張炳煌，2009；楊萬和，2008）：

1.政策定位不明

雖然目前政府已規劃綜合高中將納入高中職社區化中程計畫之架構中，

且定位綜合高中是高中職社區化建構適性學習課程工作的核心，但是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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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相關輔導措施難以整合原有綜合高中的推動成果。

2.法令及配套措施尚不完整

綜合高中在教育部制度相關實施要點與作業規定之後，辦理綜合高中已

形成法制化的程序，惟經實行後仍發覺在經費補助、班級數調整、組織員額

的編列與配置等相關規定尚有說明不足或規定不全之處。

3.升學管道面臨阻礙

綜合高中課程強調學校本位、學生本位的特色，各校能發展特色教材，

然而卻使得國內兩大入學測驗中心無法將綜合高中課程內容納入出題與測驗

之考量，此舉將影響學生升學權益。

4.缺乏嚴格審查與評鑑機制

綜合高中的辦理品質優劣不一，常誤用綜合高中之精神，而且政府對於

綜高的評鑑機制不足，未注重評鑑指標的質量均衡，及進行積極輔導，使綜

合高中辦學成效不如預期結果。

5.教師進修及轉型機制不足

現行許多教師願意進修第二專長，卻苦於沒有學分班可以進修的窘境，

顯示出綜高教師在進修與研習所獲得的資源相當有限，而且政府對於師資轉

型進修缺乏整體性規劃，使師資轉型及進修成效不彰。

（二）高中職社區化及其問題

由於公私立學校間、高中與高職間、城市與鄉村間在設備與師資等方面

存在著資源不均衡的現象，為保障學生受教權利，教育部乃自2000年推動

「高中職社區化實施方案」，並自九十二學年至九十七學年進行「高中職社

區化中程計畫〉，希望以適性學習社區為本位，提升高中職教育品質，促進

社區均質化。高中職社區化的推動係希望在所規劃的地理範圍內，整合社區

資源，形成適性學習社區，以建立適性就近入學機制。其重要內涵包括：課

程區域合作、社區資源整合、改善教學設施、拉近公私資源差距（吳清山、

高家斌，2007）。高中職社區化自2000年辦理至今，高中職與國中教師、學

生及家長對社區化政策的推動看法與滿意度已達80%以上，顯示出教師與家

長對於此項政策實施的接受度已趨於穩定。在實施成效部分，高中職社區化

政策推動至今在教育機會均衡化、教育品質均質化、調整社區範圍及社區特

色發展等面向都有相當不錯的表現，包括：大部分適性學習社區普通與技職

教育之比率相當、適性學習社區內國中畢業生升學機會超過100%的社區達

15個、公立學校招生比率已提升至53%、學生休學與輔導轉學情形均維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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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2%的比率之下、學生就近入學情形逐年提升，九十六學年度高一學就

近入學率達58.94%，呈現每年穩定成長之情形、各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學

生未升學未就業比率呈現逐年降低趨勢，以及接近88%的高中職就近入學畢

業生能繼續升學就讀大專校院（宋修德、蘇景進，2010；陳清溪，2007）。

另外，為了進一步發揮縮短城鄉資源的差距，及早達成就近入學的目

標，教育部自2006年起，陸續推動高中職優質化、高中職均質化等方案，補

助學校的特色發展、課程與教學、就近入學、教師專業等方向，以提升各校

辦學績效，在相對學習弱勢地區創造更多優質的高中職（教育部統計處，

2010b）。由此可知，政府推動高中職社區化政策不僅對於學生就近入學、

繼續升大學就讀及休學轉學率的降低等面向都有相當不錯的成效展現，且推

動至今家長、教師與學生對於此項政策的接受度與滿意度也多持肯定的態

度，而後續相關政策方案的推動亦適時延伸高中職社區化政策的宗旨與成

效，使得此項政策在中等教育改革過程中發揮相當重要的功能與效用。

高中職社區化政策自八十九年推動實施至今，在學校課程、師資及社區

資源整合各方面都有相當不錯的成效，惟檢視其近10年來的改革過程，各校

在辦理過程中仍有諸多實施上的問題與限制，影響了政策推動成效，茲將高

中職社區化政策所面臨的問題分析如下（吳清山、高家斌，2007；馮丹白、

陳信正，2007）：

1.適性學習社區的資源不均

在高中職社區化政策中，將全國劃分為45個適性學習社區，然而各社區

的地理位置與資源並不相同，易造成各區高中職校數入學比例及資源分配不

均等現象。

2.國高中整體滿意度仍有改善空間

依據教育部統計處（2010a）的調查顯示，約有80%以上的國高中教

師、學生、家長在高中職社區化宣導過程中，對於相關資訊反應是呈正面傾

向的反應，然而此數據與推動初期相較而言差距很小，顯示在這幾年的推動

民眾滿意度並沒有顯著提升，確有改善空間。

3.高中職合作開課數仍待提高

在全國45個適性學習社區的合作開課情形中，總計辦理學生跨校選課共

229個課程，教師跨校開課共163個課程，學生參加跨校合作課程的人數占所

有學生數比率約2%，且有8個適性學習社區未辦理跨校選修及開課。顯示高

中職在課程區域上的資源整合仍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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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少子化現象仍持續影響高中職學校招生狀況

目前全國的適性學習社區中公立高中職之招生比率已達53%，細究而

言，有31個適性學習社區受到少子化現象的衝擊影響了學校招生率，其中私

立學校所受到的衝擊與影響最大。顯示出各適性學習社區的區域劃分與學校

資源會影響到學校招生率的表現。

二、課程綱要之規劃及其問題

我國國民教育階段的課程自九十學年度起開始逐步實施「國民中小學九

年一貫課程綱要」，確立七大學習領域名稱及課程架構，此變革也確立了我

國教育階段的課程規劃已從課程標準轉變成課程綱要。為配合國中小九年

一貫課程之實施，教育部自2001年起著手修訂《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及

《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以銜接國民教育階段的課程綱要，完成橫向統

整與縱向銜接的課程規劃，使我國中等教育課程發展能確實發揮功能，引領

學校展現辦學特色。茲將其相關政策說明如下：

（一）《普通高中課程綱要》之修訂

教育部自2001年開始修訂《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並於2004年公布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於九十五學年開始實施，而後再於2008年公布

修訂後的《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於九十九學年開始實施，經由這二次

的公布及修訂已逐漸確認我國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內容及未來學校課程發展方

向。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旨在規定課程設計宜給予學校適當之自主性，由

各校組織課程發展委員會，依學校經營理念自行規劃學校課程計畫、安排選

修課程、審查教師自編教科用書與實施課程評鑑。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係以提升普通教育素質，增進身心健康，養

成術德兼修、五育並重之現代公民為目的，並從生活素養、生涯發展及生命

價值等三層面來提升學生的知能與態度。其實施方式係要求學校在課程發

展與設計、教材編選、教學實施與教師專業發展、學習評量及行政配合等方

面必須因應課程內容的變革而採取相關配套措施。其主要內容包括：將課程

劃分為綜合活動、語文、數學、社會、自然、藝術、生活、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等九大領域，並規劃高級中學學生畢業之最低學分數為160學
分，其中必修為120學分，選修為40學分，且必須涵蓋「第二外國語文」、

「藝術與人文」、「生活、科技與資訊」、「健康與休閒」、「全民國防教

育」、「生命教育」、「生涯規劃」、「其他」等類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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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能順利實施，教育部於九十四學年度

推動普通高級中學課程課務發展工作圈及學科中心實施計畫，至今已發展到

第5期計畫階段。依據教育部（2009）的實施成果報告所示，其實施內容可

分為二個部分，在課務工作圈的執行成效部分，包括：1.建構「普通高中新

課程」之推動機制，完成各校開課情形調查；2.研擬普通高中新課程之配套

措施，例如：編製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實務工作手冊、規劃高級中學學校

總體課程計畫網路申報平台、拍攝課綱宣導DVD；3.持續蒐整社會各界對普

通高中新課程之意見，例如：建置普通高中課程綱要實施意見論壇，維護更

新「高中課程綱要重要議題回應網」、「學科中心入口網」、「課務工作圈

與學科中心資訊交流網」；4.分享普通高中新課程之實務經驗，例如：辦理

教學組長課程實務運作研習、辦理各校課程發展委員種子教師培訓工作坊、

辦理「九十八年度全國各公私立高級中學校長課程發展研討會」；5.協助推

動「全國教師專業成長機制」；6.建置工作圈專案會議場所及學科輔導機制

所需設備；以及7.統籌協調各學科中心業務。

在學科中心計畫執行成效部分，包括：1.研發及蒐整學科教學資源，例

如：針對23個學科中心分別成立「教學資源研發推廣小組」，每年累計完

成蒐集國內外之教學資源超過8,000份以上，研發超過1,000篇以上的教材教

案、逾百件教具，並持續辦理教案競賽；2.充實及活化學科中心網站平台服

務；3.協助各分區及縣市推動教師專業成長研習，總計2009年各學科中心培

訓了1,728位種子師資，提供各分區夥伴學習學校296案研習規劃及284篇研

習講義教材，並協助各分區夥伴學習學校辦理297場次研習；及4.提供優質

的教學專業發展與支援機制，例如：學科中心計發展並提供283篇教學計畫

參考示例、2,822題試題及247篇典範教學示例。由上可知，政府推動辦理普

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的具體成果相當豐碩，在相關配套的擬定與執行上顯得

相當用心，也透過工作圈及學科中心計畫之實施讓各校在實施高中課程綱要

時，能有更明確的互動交流及運用更多元的教學資源來發展學校特色。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自九十五學年度推動實施至今，每年均有相

關的配套實施計畫，來輔助課程相關工作的落實與推動。惟檢視目前的《普

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的各項實施條件，學校在落實《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

要》過程中仍有諸多實際執行面上的限制，影響了課程綱要推動成效，茲將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之實施所面臨的問題說明如下（李坤崇，2010；
吳清山、高家斌，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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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科中心學校定位不明

學科中心負責協助推動普通高中課程綱要的實施，目前在教育部的實施

計畫中有23個學科中心學校，這些學科中心學校負責協助辦理教學資源研發

之工作，以及教師專業發展與教材教法之研發；而且每年會隨著工作任務的

擴大與學科專業的發展而進行適當調整。然而此執行計畫並非固定性，未來

能持續實施多久，是否會變更執行學校，以及學科中心學校的定位問題均是

影響普通高中課綱運作成效的重要因素之一。

2.學科中心學校教師負責過重

學科中心計畫中學校教師常常也必須協助學校執行計畫相關工作，但是

其授課鐘點卻未能相對減授，無形中造成學校教師的雙重壓力與負擔，也影

響教學品質。此外，由於在行政運作、研習活動、教學資源研發等面向的經

費規定與原計畫並不相同，此使得中心學校教師協助辦理活動卻無法給薪等

問題，因而影響其參與意願。

3.課程銜接與統整機制未臻健全

普通高中課程綱要係採取領域內的分科教學，其內容相較於國民中小學

九年一貫課程綱要的學習領域課程而言更為複雜與艱深。同時，其與職業學

校群科課程綱要內容亦有許多相同處，缺乏完善的橫向統整機制，也無法顯

現高中學生的學習特性。

4.必選修課程及學習節數仍有討論空間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的修訂，係考量學生的學習負擔來規劃必選修課

程及學習節數，但是就課程領域及學科的必選修課程規劃中，必修為120學
分，選修為40學分（包括八大類別），以各年級課程的合理學習節數，是否

符合學生需求及學科基準應再行研議。

5.專業課程師資人力不足

普通高中課程綱要將課程劃分為九大領域及23個學科，然而綜觀這些領

域學科課程的師資人力及專業知識是否足以因應未來開課需求。此外，雖然

學科中心學校努力規劃學科教學資源及研擬教材資料，以供教師教學實施之

用，惟在整體專業教師人力不足的情形仍然力存在。

（二）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之修訂及其問題

我國職業學校課程自1998年開始修訂《職業學校各類科課程標準總

綱》，歷經2006年的《職業學校課程暫行綱要》的修訂，於九十九學年度正

式公布實施《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經由這些修訂過程已逐漸確認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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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內容及未來學校課程發展方向。《職業學校群科

課程綱要》係以教導專業知能、涵養職業道德、培育實用技術人才，並奠定

其生涯發展之基礎為目的，為實現此一目的，須輔導學生達到四項目標，包

括：1.充實專業知能，培育行職業工作之基本能力；2.陶冶職業道德，培養

敬業樂群、負責進取及勤勞服務等工作態度；3.提升人文及科技素養，豐富

生活內涵，並增進創造思考及適應社會變遷之能力；及4.培養繼續進修之興

趣與能力，以奠定其生涯發展之基礎。

《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之實施規定學校課程發展，應以教育部規定

各群必修科目為基礎，以科為單位，發展各科校訂必選修科目，以落實學校

辦學特色。主要內容包括：機械群、動力機械等15個學群，並規劃高職學生

畢業之最低學分數為160學分，共同核心修為48學分，職校一般科目為20—

28學分，專業及實習科目為15—30學分，且須涵蓋綜合活動、語文、數學、

社會、自然、藝術、生活、健康與體育，及全民國防通識等領域之課程。

為了讓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能順利實施，教育部實施職業學校課推動

工作圈及群科中心學校實施計畫。依據教育部（2010c）的實施成果報告所

示，其實施內容可分為二個部分，在課程推動工作圈的執行成效包括：1.辦
理工作圈委員會議；2.辦理各項研討會及教師研習；3.辦理群科中心學校年

度工作計畫「工作坊」；4.辦理專題製作聯合展覽及演示觀摩；5.辦理新增

設科別之群科歸屬、課程審定作業；及6.辦理工作圈、群科中心學校、招策

總會、測驗中心聯席會議。在群科中心學校計畫執行成效包括：1.建立並落

實諮詢輔導機制，如成立諮詢及問題處理小組、建制諮詢人才庫，諮詢輔導

網絡；2.辦理各項研習活動，包如辦理「專題製作」教師專業知能研習及專

題製作競賽、教師「教學檔案」製作研習及「教學檔案」製作觀摩；3.建立

教學資源研發推廣機制並發展e化教學平台，如群科中心學校網站更新與維

護、建置教學資料庫，分享群科教材教法及相關教學資源；4.推廣校本課程

開發機制與知能，如建置群科學校本位課程資料庫、建立校訂科目教材聯合

開發機制；及5.建立考科題庫等。

由上可知，政府推動辦理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具體成果相當豐碩，

在相關配套的擬定與執行上顯得相當用心，也透過工作圈及群科中心計畫之

實施讓各校在實施職校課程綱要時，能有更明確的互動交流及運用更多元的

教學資源來發展學校特色。

職業學校群科課程暫行綱要自九十五學年度推動實施以來，歷經課程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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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訂定與設備基準的完成，於九十九學年度正式開始實施，為了有效提升

課程綱要的實施成效，尚待諸多配套措施的執行與推展，來輔助課綱相關工

作的落實與推動。惟檢視目前《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各項實施條件，

學校在落實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過程中仍有諸多實際執行面上的限制，影

響了課綱推動成效，茲將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之實施所面臨的問題分析如

下（劉澤華、傅俊隆、袁學靖，2006；鄭慶民、陳飛祥、林家繽，2009）：

1.課程銜接與統整機制未臻健全

《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係依據學生生涯發展與就業準備而進行規

劃，然而課綱內容概念卻未依據職校發展屬性與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

要進行銜接，同時，其與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內容的安排亦有許多相同之

處，對於高職學生的適性發展恐有影響。

2.專題課程內容尚待規劃與發展

專題製作為職業學校課程近年來的重要特色之一，然其課程重點、授課方

式、教學方法，以及呈現方式等內容在各群間差異頗大，如何協助各群發展屬

於該群的專題製作課程特色、充實並推廣教師知能，實為值得努力的課題。

3.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功能有待強化

職業學校課程綱要中希望各校能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由於學校教師成員

對於課綱內涵了解不足，以及參與意願不強，致使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常難

以真正發揮功效，也造成課綱落實的困難性。因此，如何強化校本課程之整

體性、組織性、獨特性以及選修機制的活絡，仍有待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發

揮其功能，以真正落實職業學校課程綱要之內涵。

4.課程學分數及學習節數有待研議

職業學校課程綱要依其發展目標與學校定位而與普通高中課綱有顯著不

同，目前規劃總學分數為184—192個之間，然而包括在校本課程、專業及實

習科目等學分的訂定，以及各年級的學習節數是否適合各縣市學校的發展需

求及特性，仍有待各縣市政府與學校共同討論研議。

5.群科中心學校任務有待釐清

群科中心學校對於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的實施有相當大的影響與助

益，目前計畫中有13所群科中心學校來協助辦理教師研習、課綱修訂、發展

教材等工作。然而此執行計畫係屬於年度計畫性質，在計畫執行過程中亦曾

更換中心學校，由於執行學校對於業務較不熟悉，恐會影響運作成效，而日

後是否還會改變執行學校，以及執行學校的定位與運作方式等問題均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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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學校群科課綱運作成效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多元入學方案

我國中等教育階段的入學制度發展，受到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以及

社會經濟快速成長的影響，依據教育部（2010d）統計報告顯示，國中畢

業生繼續升學就讀後期中等學校（含公私立高中、高職等）比率從1971年
的69.62%，到2000年以後的就學率皆超過95%。另外，國中畢業生就讀高

中職五專的總就學機會率至九十七學年度更是達到105.07%，就學率亦達

95.38%，顯示高中職招生容量已遠超過國中畢業生數，但是社會大眾仍感

受到國中階段沉重的升學壓力依然存在。

為了減低學生的升學壓力，教育部依據1995年公布之《中華民國教育報

告書》中所示之「改進高中入學制度，建立多元入學管道」，於1998年發布

「高級中學多元入學方案」及「高級職業學校多元入學方案」。更於2001年
進行升學制度的重大變革：辦理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以下簡稱國中

基測），全面推動實施高中、高職、五專多元入學方案，希望能改變傳統升

學制度，引領學生發揮學習潛能與適性發展。茲將此方案政策說明如下：

（一）高中職和五專多元入學方案

政府自九十學年起開始針對國內高中職、技專校院及各大學實施多元入

學方案，包括高中及高職多元入學方案、技專校院多元入學方案（兩者均自

九十學年度起實施）、大學多元入學方案（自九十一學年度起實施）。其中

關於高中職多元入學方案係自1998年公布實施，歷經幾次修訂以漸進彈性、

因地制宜等原則，穩健逐步調整多元入學方案，建立適合各地區國中學生

的升學方式。高中職多元入學方案的理念旨在多元評量學生學習成就及其發

展潛能，引導學生就近入學，消除入學考試之不利影響，讓學生適性發展。

其主要實施方式包括：甄選入學、申請入學以及登記分發入學等三種。其重

要內涵包括：多元評量、適性發展、考招分離、改進測驗方式、暢通升學管

道、彈性訂定招生比例（吳清山、高家斌，2007）。高中職多元入學方案自

九十學年度實施以來，改變了傳統升學方式的弊病，但仍無法避免以考試來

決定學生入學之分發依據，為了實現教育機會均等之理念，教育部於2008
年成立升學制度審議委員會，並著手修訂「高中職及五專多元入學實施方

案」，而後於2009年進一步推動「擴大高中職及五專免試入學實施方案」，

以逐步擴大推動免試入學比率，調整高中職和五專多元入學方式，奠定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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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之重要核心基礎。依據教育部（2010e）《第八次

全國教育會議報告》內容中所示，關於多元入學方式的實施成效包括：1.將
原有6種升學管道簡化為3種；2.提供資賦優異及特殊才能和性向學生多元入

學選擇；3.落實考招分離原則，分由專責機構負責考試與招生；4.依據各校

發展特色，彈性調整招生比例；5.聯合辨理登記分發入學，自由選擇高中職

及五專就讀；6.改進測驗計分方式，維護學生入學權益；及7.改變第一階段

申請入學及甄選入學人數比例，由原40%上限改為下限，讓國中畢業生參加

一次基測後即可確定就讀學校，實質降低參加二次基測人數，進而減低過度

的升學壓力。由此可知，政府為了維護學生就學權益而推動辦理高中職暨五

專多元入學方案，且在升學制度、管道、測驗方式及甄選、申請人數比例限

制等方面持續進行彈性調整措施以因應社會發展趨勢，獲得了相當不錯的實

施成效。顯示出政府推動高中職暨五專多元入學方案的成果已逐漸落實，未

來更期待能有效減輕學生升學壓力，維護學生就學權益。

高中職暨五專多元入學方案自九十學年度開始實施至今已有9年的時

間，期間歷經5次修正來調整方案內容，也獲得了若干實施成果。惟檢視目

前的實施多元入學方案各項條件，政府與學校在辦理過程中仍受限於相關因

素的影響，使得多元入學方案的推動仍面臨若干問題，茲將高中職暨五專

多元入學方案所面臨的問題說明如下（吳清山、高家斌，2007；林煥民，

2007）：

1.國中基測的功能與定位有待調整

國中基測每年報考人數達30萬人，且考試結果可相互比較，無形中已逐

漸成為全國性考試，加深地區間及地區內學校間比較與競爭。雖然教育部於

2009年實施「擴大高中職及五專免試入學實施方案」，希望逐漸降低基測的

影響力。然而此項政策的實施成效為何仍有待觀察。

2.學生考試壓力未減

國中基測分數是採量尺分數，其分數採計與級距有關，常會造成學生

因答錯數題而產生分數差距過大的情形，答題壓力大增。且由於制度設計

所致，國中基測每年實施2次，從九十至九十四年度報考第二次基測人數近

60%，至九十八年度已降至近50%，此情形不但未減輕學生考試壓力，且與

測驗設計原意有違。

3.新方案定位未明，宜多加宣導

政府於2009年開始實施「擴大高中職及五專免試入學實施方案」，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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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申請入學、甄選入學與登記分發之外，另行開放三種入學模式中，包

括：學區登記、國中薦送及學生申請。經過1年的實施成果，只有臺東區選

擇學區登記，其餘各縣市多選擇兼採國中薦送及學生申請的入學方式。此

外，私立學校參與比率也高於公立學校，而以高職與五專的參與比率較高，

此方案的總報人數約達應屆國三畢業生總人數的10%，未來能否持續增加，

仍待政府多加宣傳。

4.招生規定過於僵化

高中職暨五專多元入學方案的對於各校招生規定過於嚴格，致使各校選才

空間狹小，難以依據本身需求發展學校特色。目前的規定係將原有的申請入學

及甄選入學人數比例，由40%上限改為下限，此舉可稍微改善各校彈性選才的

空間，惟卻仍壓縮了發展學校特色的自主性與彈性，影響學校自主發展。

5.明星高中的價值迷思仍然存在

多元入學方案的實施常因家長對學區劃分及明星高中的存在，而使就近

入學的美意成為空談。雖然政府推動高中職社區化、優質化高中及縮短公私

立學費差距等政策，但仍無法避免家長對明星高中的迷思。未來政府必須針

對此問題審慎研議，以避免影響多元入學方案實施成效。

綜合上述可知，世界各國在中等教育的改革趨勢中強調學校必須大幅度

的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並提升學生基本能力或職場能力，而在全球化趨勢

中，中等教育更是由過去的分流制度轉向成為整合式的教學發展模式。我國

在此波中等教育改革趨勢中亦適時的呼應了全球化的改革議題，首先，教改

推動由原來的高中與高職型態增設第三種學習型態��綜合高中，期有助於

學生延遲分化，提供其多元選修與適性學習的機會。其次，在課程綱要的改

革上，政府亦強化縱貫式的課程統整，讓高中職課程更緊密地與國中課程形

成縱貫性連繫，同時，高中與高職的課程亦能有明確的區分，使高中職學生

能有適性發展與學習的機會。而在入學管道方面，政府在2001年進行升學制

度的全面性改革，提供學生與家長多元入學管道與就學機會，也充分回應教

育選擇權回歸於民眾的市場趨勢。因此，回顧我國近20年的中等教育改革過

程，逐漸朝向課程改革，多元，及適性的發展方向，此與全球化下世界各國

的教育改革趨勢有相似的改革重點方向，但在強化成果績效責任，融合職業

教育課程，強化科學與科技課程，發展學生核心能力與職場能力，促進學校

或學區自主等層面上，我國中等教育改革政策仍有待加強，俾能培養學生在

全球化社會中邁向未來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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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趨勢下，近年來西方先進國家的教改方向強調效

率、品質、創新、績效、競爭、彈性、選擇等之新管理主義理念，而全球中

等教育之教改趨勢亦轉向發展學生負責任的人格，並裝備其未來成為有生產

力、且具備生活技能的國民，包括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創意、彈性、機

動性、及企業精神。此外，二十一世紀的中等教育改革更指向學生學業成績

的教育績效責任，換言之，教改重點已從學校內部改進方案轉向學校外部的

教育市場，如美國的《不讓任何一個孩子落後法》即要求所有的州政府以標

準測驗成績評量學校的學業成效，並將此成績通知家長，作為家長選擇學校

之依據，自由市場競爭法則成為全球化下教改的趨勢。

近年來臺灣中等教育改革政策方向包括：提升教育品質，增進學習成

效；多元入學，多元選擇；均衡教育分流，強化適性發展；以及促進健康教

育，照顧弱勢學生。檢視上述教改方向即可發現臺灣中等教育改革明顯追隨

全球中等教育新右派之教改論述，如強調教育品質、學習成效、多元入學，

多元選擇等，同時亦嘗試在新右派政策所造成的貧富懸殊社會中，尋求建立

教育機會均等之道，兼顧左派學者所捍衛的社會正義，如提出照顧弱勢學生

及提供教育機會之相關政策。

臺灣教改團體雖自1994年由人本主義觀點發動教改運動，但十數年間

「經歷了一連串意想不到的轉折」（何明修，2009）後，形成現今新自由主

義導向的教改政策。黃武雄（2010）在「教改中的左與右」中指出教改會內

部成員皆一時之選，但偏左偏右立場各殊，而在某些議題上，偏右的力量占

了上風。綜觀近十多年來臺灣中等教育教改雖已呈現一定的成效，如教育鬆

綁及多元化等，但另一方面，升學壓力仍然沉重，不僅影響一般教學，亦造

成教育政策實施困難，如九年一貫課程重要議題融入課程之政策造成與基測

或學測課程之排擠作用，部份教師質疑在學測壓力下有何時間實施海洋教育

或其他重要議題？換言之，考試領導教學成為現今中學教育主流意識，進而

促成補習班蓬勃發展，學生日夜趕課，教改成敗不僅在「左」、「右」思潮

中擺盪，亦在升學主義中迷失了方向。

作者認為國家教改政策雖受時代趨勢所影響，但教改應回歸教育本質，

亦即杜威的「教育即成長」（Education is growth）之進步主義論。近年來

國際中等教育改革所強調的「發展學生彈性、問題解決、創造力、創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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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學習的能力」，及「設計課程以裝備年輕人在現今的經濟環境中習得就

業的技能」之方向，符合杜威所強調的「教育即生活」之教育哲學。教改是

一項艱鉅的工程，然而，倘若我國政府當局、學者及社會大眾均能認同杜威

的教育目的論，共同營造學生適性學習成長的環境，杜威的進步主義論當可

提供有效教改之方向，排除社會階級之迷思，進而減低升學壓力，回歸學生

「做中學」，而非「坐中學」的快樂學習及健康成長，並在「生活預備」之

基礎上，落實培養學生成為具備生活知能的社會公民之中等教育教改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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