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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教育輿情

張雅淨 *　伍鴻麟 **
李詠絮 ***　吳錦昌 ****　周仲賢 *****

境外學生來臺就學人數創歷史新高

張雅淨

教育部為促進臺灣教育國際化，打造臺灣成為東亞高等教育重

鎮，推動擴大招收境外學生行動計畫。依教育部今（2014）年八月公

布的資料顯示，102 學年度大專院校在學境外學生高達 7 萬 8,261 人，

較 101 學年度 6 萬 6,026 人成長 18.53%，且逐年增加 1。

今年八月，由教育部補助成立的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公布

「2014 年留學臺灣  我的選擇」線上問卷調查結果 2，吸引國際學

生來臺求學的因素主要是臺灣學術與華語學習環境優良、學費合理、

提供多種獎學金以及地理位置便利等，高達 90.26% 外籍生推薦其他

外籍生來臺學華語，僅 5.88% 推薦中國大陸，且多數外籍生亦推崇臺

灣華語的正體字教學；92.96% 學生認為留學臺灣對個人未來生涯有

所助益；86.65% 的學生表示，如果有不錯的工作或實習機會，他們

會願意留在臺灣貢獻所學。

依教育部統計資料顯示 3，由於僑生回就學法規鬆綁，僑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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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4 年 8 月 17 日教育部新聞稿。
2 2014年 8月 18日聯合報AA4版馮靖惠報導、大紀元時報A7版戴德蔓報導。
3 2014 年 7 月 7 日台灣醒報 A2-1 版范捷茵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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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穩定增加。尤其香港 2009 年修改學制，從「三二二二」（3 年初

中、2 年高中、2 年預科、3 年大學）改為「三三四」學制（3 年初中、

3 年、高中 4 年大學），且香港本地大學少，香港高中生來臺就讀大

學的人數大幅增加，103 學年度高達 3,092 人（不含就讀僑大先修班

的 1,848 人），相較 102 學年度 1,446 人，人數暴增 1 倍，創下歷年

新高紀錄 4。

此外，短期研修及來臺就修讀學位的陸生人數也急劇增加。今年

七月，103 學年度陸生來臺就讀學士班放榜 5，教育部核定之 133 校

的 1,988 位名額，計有 119 校之 1,804 名陸生錄取，招生達成率高達

90.7%，過去 3 年招生達成率 高僅為 71%，今年達成率創下歷史新

高。6再者，今年首度開放國立大學招收學士班陸生，核定240個名額，

約占全部名額的 12%。相較於去（2013）年，招生校數及人數均有成

長，報名人數也大幅成長 66%。

馬來西亞外籍生的就學人數突破萬人，亦創下歷史新高，馬來

西亞學生學習認真，去年獲教育部優秀僑生獎學金的 68 名學生中有

30 位來自馬來西亞 7。今（2014）年七月，教育部政務次長黃碧端率

100 所大學校院 300 餘人 8 參與馬來西亞「2014 臺灣高等教育展」，

聲勢浩大。同時，教育部為鼓勵海外優秀人才留在臺灣，遂放寬大學

校院僑生、外籍生畢業後留臺實習條件，計有 57 人申請獲准， 長

可留臺 1 年；勞動部亦鬆綁大學校院畢業僑外生留臺工作聘僱標準相

關規定，以吸引更多僑外生來臺就學 9。

104 學年度十二年國教高中職入學拍板定案

伍鴻麟
 

4 2014 年 9 月 7 日聯合報 AA3 版沈育如報導。
5 2014 年 7 月 8 日聯合報 AA4 版馮靖惠報導。
6 2014 年 7 月 8 日中國時報林志成報導。
7 2014 年 7 月 9 日人間福報第 6 版羅智華報導。
8 2014 年 7 月 17 日教育部電子報 623 期。
9 2014 年 7 月 24 日聯合報 AA4 版馮靖惠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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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於今（2014）年 8 月 30 日召開「2015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

校適性入學制度記者會」，部長吳思華 10 揭曉明（2015）年高中職入

學方案，將採「先免後特」、「特招各區自辦」、「一次分發到位」

為原則，並否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一試二用」的建議。新入學修正

項目包括提高免試入學比例、會考成績增設 10 級量尺分數、志願序

改以群組計分、調整作文比序、一次分發二階段放榜以及特色招生各

區自行命題等 11。

針對教育部公告 12 的《2015 年十二年國教入學制度改革方案》，

部長吳思華指出，「方案的改革須維持十二年國教的基本精神，且要

在現有法律的架構下調整。」因此，以「免試為主、特招為輔」是不

變的方向，入學方式定調為「先免後特」，是堅守《高級中等教育法》

第 38 條之規定。至於特招考試，則回歸各區自辦，由各校依照校本

特色課程辦理招生，且會考成績只能視為門檻，需加考 1 至 3 科，不

可如臺北市教育局建議之「一試二用」作法，即將會考成績直接加權

或轉換成績，不再加考任何科目 13。

吳思華強調，14「一次分發到位」是明年 大的改變，指考生可

在志願卡選填只參加免試或同時參加免試及特招，電腦系統將以「先

免後特」的比序進行統一分發， 後依考生志願錄取一所 優結果的

學校。為縮短入學期程，教育部規劃兩階段的放榜時間，完全免試的

第一階段學區將於 6 月 22 日放榜；第二階段是辦理特招的學區，7 月

10 日放榜。教育部次長林淑真表示，此做法符合大多數學生的權益，

可讓學生提前規劃下一階段的學習 15。目前 15 個就學區中，仍堅持

辦理特招的學區僅剩臺南區，至於臺北市與臺中市皆已宣布停辦 16。

另外，今年備受批評的志願及作文比序問題，教育部也做了重大

轉變，將志願比序改為「群組計分」，以數個學校為同一群組計分，
 

10 2014 年 8 月 29 日自由時報第 A19 版林曉雲、洪定宏、8 月 31 日青年日報
第 1 版黃進福報導。

11 2014 年 8 月 31 日中國時報第 A1 版胡清暉、陳芃、張潼、郭逸報導。
12 2014 年 9 月 1 日大紀元時報第 A2 版江禹嬋報導。
13 2014 年 8 月 31 日人間福報第 A2-1 版台北訊。
14 2014 年 8 月 22 日自由時報第 A9 版林曉雲、吳柏軒報導。
15 2014 年 8 月 31 日自由時報第 A1 版林曉雲、青年日報第 1 版黃進福報導。
16 2014 年 9 月 5 日聯合報第 A6 版喻文玟、吳思萍、鄭惠仁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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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作文比序往後，以減少對考生的衝擊，避免「高分低就」的問題
17。由於明（2015）年國中會考成績仍維持「3 等第 4 標示」的方式，

但在群組計分之後可能出現大量同分，教育部擬增設「10 級量尺分

數」，以化解同分超額抽籤入學的窘境。吳思華表示，「10 級量尺分

數」不會顯示在成績單上，只有在免試入學「比無可比、用無可用」

的情況下才會使用，並強調不能做為特色招生成績之用 18。

大學供過於求　教長盼 5年內大學減至 100 所

李詠絮

教育部長吳思華於今（2014）年 9 月 24 日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

委員會回應立委們 19 質詢，少子女化恐影響國家經濟發展，教育部是

否已做好大學退場機制時表示，105 學年度大學新生人數將減少 3 萬

人，2023 年將少 7 萬人，勢必對大學造成很大衝擊，大學退場機制是

現階段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標 20。吳思華部長 21 指出，以全球人力結構

來看，平均只有 6 成的中學生適合唸大學，依此推估全臺大學數量，

則大學校數應減 30% 至 40%，合理的大學數目應在 100 所左右，希

望能在 5 年內達成退場整併目標，22 但教育改革的手段不能太激烈，

第一要優先照顧學生的學習權益，第二要妥善安置教師，第三則需合

理處理私校土地。23 吳部長亦表示，大學退場方案將會以「輔導轉型」

為主，例如把大學改為終身教育場所，讓民眾在事業有成後，可以有

再返回大學進修的機會，因此，未來可以鼓勵國民終身學習，把大學

 

17 2014 年 8 月 31 日蘋果日報第 A2 版蔡永彬、許敏溶、國語日報第 1 版楊惠
芳報導。

18 2014 年 8 月 31 日蘋果日報第 A2 版蔡永彬、許敏溶、國語日報第 1 版楊惠
芳報導。

19 2014 年 9 月 25 日聯合報 A6 版胡宥心、鄭語謙報導；2014 年 9 月 25 日自
由時報 A13 版吳柏軒報導；2014 年 9 月 25 日人間福報第 6 版羅智華報導。

20 2014 年 9 月 25 日自由時報 A13 版吳柏軒報導。
21 2014 年 9 月 24 日聯合晚報第 A9 版王彩鸝報導。
22 2014 年 9 月 25 日聯合報 A6 版胡宥心、鄭語謙報導。
23 2014 年 9 月 25 日國語日報第 15 版楊惠芳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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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年齡層拉高至 5、60 歲 24。

高教司長黃雯玲 25 表示，過去大學退場都是撐到 後一刻才停

辦，影響教師的工作權和學生的受教權，現在教育部積極輔導大學在

仍可正常經營時就思考轉型，鼓勵大學結合本身既有的特殊科系，開

辦附設機構，例如把師資轉移至附設醫院、餐廳、實習旅館、農場、

養護或長期照顧機構。根據《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

施原則》，學校若有違反教育法規、積欠薪資累計達 3 個月或未經協

議任意減薪、近 1 年校務評鑑或 2/3 以上系所評鑑不通過、以及全校

學生數未達 3,000 人，且 近 2 年新生註冊率未達 60% 以上者 26，將

列入退場轉型輔導名單，目前已有高鳳數位內容學院及永達技術學院

宣布退場 27，還有 10 所大學在列管名單中，教育部將優先輔導退場，

並鼓勵學校把多出來的校地妥善運用，增加學校資金；28 教育部也將

鬆綁校地規範，降低校地限制，達到「小而美」的教育機構。29

曾經擔任立委的高雄高苑科大校長曾燦燈 30 表示，部長真有勇

氣，並對吳部長要在 5 年內減少 62 所大學的想法表達極高肯定。但

他也指出，大學退場機制尚未完成立法，除非 2 年內通過立法，否則

5 年內要減少 60 至 62 所大學，有實務上的困難；大葉大學校長武東

星表示 31，教育部應強硬介入大學退場，利用教學評鑑或財務檢查，

一旦發現學校投入辦學成本太低，就做減招或停招的處置，但 重要

的還是師生的安置。高等教育工會秘書長陳政亮表示，教育部吳思華

部長減校至 100 所的想法太過天真，並認為，教育部對於教師安置及

處理欠薪問題都太過鬆散，若貿然加速大學退場，只會造成更多博士

失業，產生更多教育問題。他進一步表示，高教工會不反對大學退場，

但教育部對校產及教師處置一定要有配套措施，否則退場只是空話

 

24 2014 年 9 月 25 日聯合報第 A8 版林秀姿報導。
25 2014 年 9 月 25 日聯合報第 A8 版林秀姿報導。
26 2014 年 8 月 8 日臺灣時報第 17 版綜合報導。
27 2014 年 8 月 8 日聯合報第 A9 版林秀姿、沈育如報導。
28 2014 年 9 月 25 日自由時報第 A13 版吳柏軒報導。
29 2014 年 9 月 25 日聯合報第 A8 版林秀姿報導、2014 年 9 月 25 日自由時報

第 A13 版吳柏軒報導。
30 2014 年 9 月 30 日聯合報第 A6 版報導。
31 2014 年 9 月 30 日聯合報第 A6 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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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全國家長聯盟副理事長謝國清 33 則對吳思華部長的說法表示贊同，

他表示大學辦不好，該退就要退，但教育部應規劃完善機制，以免學

校措手不及，產生更多社會問題。

十二年國教高中職補救教學

吳錦昌

為因應首屆十二年國教高中職新生入學程度參差不齊而做學科補

救，教育部今（2014）年已編列一年新臺幣 8 千 2 百萬元經費，對今

年會考成績「待加強」的 4 萬 8 千多名高一新生，辦理免費補救教學。
34 臺北市和平、中正、華江等高中表示，本屆新生入學程度兩極化，

開學 1 週內會進行國中學習內容的全面普測，且在十月份針對會考成

績 C 與普測成績低落的學生，進行英、數兩科之補救教學 35。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署長吳清山表示 36，國中生雖是常態性

編班，但差異也很大，高中職教師不能因為學生程度不佳就放棄，若

發現學生程度跟不上，可利用放學後第八節或週六半天，進行補救教

學，教師鐘點費由教育部補助，補救教學進行一定時間後再評量，若

仍未進步，則需再進行補救。

據教育部指出 37，102 學年度已投入資源，讓 11 萬名高中職學生

接受補救教學，學生進步比率為 67%，但整體及格率只有 53%，其

中，有 1 萬 2,215 人透過「學生學習扶助方案」受惠，輔導後進步率

達 69%。經由「高中職優質化輔助方案」進行「補救教學」的學生有

10 萬 884 人次，輔導後計 6 萬 7248 人次成績進步，進步率達 67%。

對此，國教署科長李菁菁分析 38，學生經過補救教學後仍不及格的因

 

32 2014 年 9 月 30 日聯合報第 A6 版鄭語謙、馮靖惠報導。
33 2014 年 9 月 30 日聯合報第 A6 版鄭語謙、馮靖惠報導。
34 2014 年 9 月 2 日聯合報 AA4 版鄭語謙報導。
35 2014 年 9 月 2 日聯合報 AA4 版鄭語謙報導。
36 2014 年 9 月 3 日眾聲日報 9-1 版報導。
37 2014 年 8 月 10 日中國時報 A6 版胡清暉報導。
38 2014 年 9 月 10 日國語日報 1 版楊惠芳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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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很多，包括無法適應高中職課程、缺乏學習動力、跟不上教學進度

及對於所就讀的群科「不適性」等因素，目前已要求自國中端開始加

強適性揚才的輔導，以改善這類狀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名譽教授吳武典指出 39，今年第

一屆十二年國教學生進入高中職後，學生能力差異性大，常態分班和

混才施教的方式已不符合學習需求，可採取分組、選修併進的方式教

學。臺北市中山女高教師段心儀建議，高中必修課可採「學科分組教

學」，針對差異大的數學、英文、自然三科，開設不同難度的學習小

組，每組採用不同教材，讓學生依照自己的程度選組，不適合者可以

彈性換組。40 對此，國教署高中職組組長李秀鳳表示 41，按照現行高

中課綱，英文、數學、物理三科依難易度設有 A、B 版，各高中已可

依照學生程度，讓學生分版本、跑班上課，以減少學習落差。

幼教師、教保員，孰專業？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修正草案引爭議

周仲賢

立法院第 8 屆第 5 會期提出《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簡稱幼教法）

修正草案，擬刪除有關幼兒園五歲至入國小前幼兒之班級，每班應有

1 名以上合格教師之規定，並開放未具教保服務人員資格者得進入幼

兒園協同教學，引發教保員與幼教師之爭議。42 幼教團體認為，此舉

侵害師資證照制度且戕害幼兒受教權益，乃於今（2014）年 9 月 21
日走上凱達格蘭大道抗議。43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表示 44，五歲以上每班 1 名合格幼教師已

 

39 2014 年 7 月 17 日新生報第 2 版報導。
40 2014 年 7 月 17 日聯合報 A6 版沈育如報導。
41 2014 年 7 月 17 日聯合報 A6 版沈育如報導。
42 2014 年 9 月 21 日教育部新聞稿、9 月 22 日眾聲日報第 9 版臺北訊、9 月

29 日聯合報第 AA4 版馮靖惠報導。
43 2014 年 9 月 22 日自由時報第 A11 版吳柏軒報導。
44 2014 年 9 月 27 日國語日報第 1 版楊惠芳報導。



301國內教育輿情　張雅淨等

是對幼兒受教品質的 低保障；桃園縣私立諾瓦小學暨幼兒園董事長

蘇偉馨擔心，教保員雖有幼兒照顧經驗，但缺乏課程設計等專業能

力，開放不具資格的才藝教師從事教學，業者不需提供全職薪水，節

省成本卻犧牲專業。45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系主任邱淑惠指出 46，教保員依規定

修畢教育學分並通過檢定就能取得證照，是重要品質控管機制，教師

資格檢定應試科目平均滿 60 分、未有 2 科未滿 50 分且未有任 1 科 0
分就及格，是 低要求；47 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系主任林佩蓉表示
48，幼教不僅訓練照顧孩童，許多先進國家更重視學前階段大腦開發

的專業教育課程，但修法之後，讓只修極少學分或未經專業培育者得

以任教，放寬聘任條件將使幼教長期低薪情況更加嚴峻。

另一方面，教保團體於 9 月 28 日聚集立法院前濟南路上，主張

教保員受幼保專業教育並具實務經驗，應獨立教大班，49 且教師資格

門檻過高，損害教保員原有執教權利。50 保進文教機構董事長江宗穎

表示 51，幼兒教育是要孩子健康快樂，會讀書考試者不見得會帶孩子；

中華民國幼教聯合總會總會長陳靜儀強調 52，教保員專業與熱忱兼具，

政府應保障工作並維護尊嚴。

全國教保員自救會聲明 53，現職教保員能力不輸幼教師也願意修

學分補資格，希望多開在職專班；該會召集人、教保員陳思庭表示，

幼托整合前教保員可教 2 至 6 歲幼兒，整合後卻不能獨立帶班，54 許

多教保員是高職幼保科及大學幼保系畢業，加上多年經驗與每年研
 

45 2014 年 9 月 22 日聯合報第 A1 版鄭語謙報導。
46 2014 年 9 月 22 日自由時報第 A11 版吳柏軒報導。
47 2014 年 9 月 29 日自由時報第 A8 版吳柏軒報導。
48 2014 年 8 月 11 日聯合報第 AA 版鄭語謙報導、9 月 29 日聯合報第 AA4 版

馮靖惠報導、自由時報第 A8 版吳柏軒報導。
49 2014 年 9 月 29 日中國時報第 A6 版林志成報導、自由時報第 A8 版吳柏軒

報導、大紀元時報第 A7 版江禹嬋報導、蘋果日報第 A13 版陳威廷報導。
50 2014 年 9 月 29 日青年日報第 11 版黃朝琴報導、大紀元時報第 A7 版江禹嬋

報導。
51 2014 年 9 月 29 日聯合報第 AA4 版馮靖惠報導。
52 2014 年 9 月 29 日大紀元時報第 A7 版江禹嬋報導。
53 2014 年 9 月 22 日自由時報第 A11 版吳柏軒報導。
54 2014 年 9 月 29 日中國時報第 A6 版林志成報導、聯合報第 AA4 版馮靖惠報

導、自由時報第 A8 版吳柏軒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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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專業不容質疑，執教權應予保障；55 幼教聯總副總會長謝京含指

出 56，教育部應落實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5 月 29 日所做大學幼

教系或幼保系畢業教保員只要有 3 年工作經驗就可獨立帶大班之決

議。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強調，幼教法規定未具資格者不得從事

教保服務，乃應由專業人員引導幼兒生活教育及奠定全人發展基礎，

且幼兒園大班每班應有 1 名合格教師是縮小幼稚園及托兒所差異的折

衷作法，並顧及幼兒園及國小教育的銜接。57 國教署指出，今年修正

公布並自明（2015）年施行之《師資培育法》第 24 條已規定，該法

修正施行前已於立案幼兒園實際從事教學及保育工作且繼續任職者，

6 年內由教育部協調師資培育大學專案提供進修機會，其大學畢業且

近 7 年內於幼托園所實際從事教學累計滿 3 年以上表現優良並經教

學演示及格者，得免教育實習，58 另規劃修正幼教法，將符合人力配

置的緩衝期延長為 8 年，59 並將補助未具資格者部分教育學分修習費

用。60

立委何欣純表示，該案已完成一讀，將進行朝野協商，61 她認為

不讓教保員帶大班會使許多偏鄉幼兒園沒有教師，但仍應尊重幼教專

業，故各界仍有爭議尚待慎重討論。62

 

55 2014 年 9 月 29 日聯合報第 AA4 版馮靖惠報導、蘋果日報第 A13 版陳威廷
報導、大紀元時報第 A7 版江禹嬋報導、自由時報第 A8 版吳柏軒報導。

56 2014 年 9 月 29 日中國時報第 A6 版林志成報導。
57 2014 年 9 月 21 日教育部新聞稿、9 月 22 日自由時報第 A11 版吳柏軒報導、

眾聲日報第 9 版臺北訊、9 月 27 日國語日報第 1 版楊惠芳報導。
58 2014 年 9 月 21 日教育部新聞稿、9 月 22 日眾聲日報第 9 版臺北訊、青年

日報第 11 版黃進福報導、聯合報第 A2 版鄭語謙、馮靖惠報導。
59 2014 年 9 月 22 日聯合報第 A2 版鄭語謙、馮靖惠報導、9 月 29 日青年日報

第 11 版黃朝琴報導、大紀元時報第 A7 版江禹嬋報導。
60 2014 年 9 月 29 日蘋果日報第 A13 版陳威廷報導、自由時報第 A8 版吳柏軒

報導。
61 2014 年 9 月 22 日聯合報第 A1 版鄭語謙報導、9 月 29 日聯合報第 AA4 版

馮靖惠報導。
62 2014 年 9 月 29 日聯合報第 AA4 版馮靖惠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