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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學校同形化」

所謂「學校同形化」是相同教育階段的

學校在師資設備、課程教學及教育活動等各

方面都相似趨同之情形（蔡進雄，2013）。

促使「學校同形化」的來源主要是法令規

章、彼此模仿及教育評鑑（蔡進雄，2012；
Scott, 1998），具體而言，透過政府具強制

性之法令規章或政策推動，各校必須遵守，

因而使「學校同形化」，此外由於學校間彼

此模仿學習也會使同一教育階段之各校變得

一模一樣，再者藉由統一指標的教育評鑑也

會讓「學校同形化」。

「學校同形化」的優點是能確保某種水

平的教育品質，例如每所學校符合校務評鑑

所訂定的指標要求，則至少都達到一定程度

的教育成效，再者「學校同形化」也會讓教

育領導者有了安全感，因為「我們學校」跟

其他學校是一樣的，雖然「學校同形化」具

有某些優點，但過度強調「學校同形化」的

同時，卻會使學校喪失特色及多元創新。此

外，由於少子化、教育市場化及教育環境的

改變，使得學校經營與領導面對愈來愈多的

挑戰，故學校經營不能僅停留於過去的領導

思維，而必須在體制內不斷調整轉變及發展

特色，才有利於招生並使學校永續經營。

二、從「學校同形化」論特色 

　　

顧名思義，特色招生就是藉由發展學

校特色或課程特色來吸引各類學生就讀，且

特色招生適合於各教育階段，例如高中藉由

特色課程來招收各類優秀國中端學生前來

就讀，國民小學也可以發展學校特色以吸引

學生入學就讀。依教育部所公布「高中高職

及五專特色招生實施方案」之目標有三（教

育部，2013）：1.提供學生多元入學管道，

重視學生學習權及家長選擇權；2.引導學生

多元智能發展，追求適性學習及卓越發展；

3.發展學校辦學特色，提升教學品質。

了解「學校同形化」及特色招生的主

要意涵之後，我們可以清楚得知，「學校同

形化」會讓同一教育階段的學校齊一化及趨

同，而發展學校特色及進行特色招生則是鼓

勵學校創新與活化。由於學生有個別差異及

不同發展潛能與性向，透過特色招生正可吸

引不同性向學生入學並加以妥善輔導，使其

適性發展，以培育國家社會各行各業之優秀

人才。職此之故，從前述「學校同形化」之

內涵評析，更加了解特色招生的價值，因為

同一教育階段的學校如在課程及教育措施都

同一個模子，並不利於教育選擇、學生學習

及適性發展。

三、澄清「沒有特色也是一種 

　　

我們有時會聽到「沒有特色也是一種

特色」的說法，其實從某方面來看，這種說

法或概念似乎有一點道理，因為沒有特色的

學校可能是全面性的發展，因而突顯不出特

色，故學校沒有與他校差異之處。但是，從

積極面向來看，這種說法過於消極且保守，

因為每個學校的資源條件及校園文化一定有

所差異，就像每個個體間必然都有其獨特

性，是以教育領導者宜積極發展學校強項及

優勢特色，藉此進行特色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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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隨著教育階段層級愈

高，發展學校特色愈迫切，例如國民小學重

視普遍的教育機會均等，「學校同形化」的

部分可以高一些，但高等教育就相當需要發

展學校特色及進行特色招生，此乃高等教育

已是專精分化教育階段，需要發展不同系所

特色以吸引不同領域優秀學生入學。再者，

學校要有特色就必須考量學校條件及資源，

如有些大學院校背景條件適合發展餐飲，有

些學校則適合發展創意設計或培養語言人

才，進而讓學生能依性向及興趣選擇其所

愛，以培育國家社會之各領域優質人才。

四、結語

筆者以為學校想要發展成為某項特色

要具備教育性、獨特性及普遍性，絕不是為

特色而發展特色。所謂教育性是任何類型的

特色都要符合教育的規準，而獨特性則是學

校特色宜盡量與眾不同，且是他校不易模仿

學習的，接著普遍性是學校特色或特色課程

可以讓多數學生受益，例如學校設立美術班

可使學校變得很有藝術氣氛，校內非美術班

學生亦可普遍享受。因此，學校進行特色招

生或特色課程之前必須明瞭特色之特徵或要

件。

如圖1所示，「學校同形化」與學校特

色或特色招生的關係是相互消長的，「學校

同形化」愈多，則會壓縮學校特色之發展及

特色招生之進行，反之，學校特色或特色招

生愈彰顯，則「學校同形化」之現象就會減

少。至於「學校同形化」與學校特色（或特

色招生）兩者的發展應視教育階段而定，教

育階段愈高，宜鼓勵發展學校特色、建立品

牌並進行特色招生，而義務教育階段宜兼顧

「學校同形化」及學校特色。再者，為了讓

學校有更大的發展空間以形成學校特色，法

令規章必須鬆綁，不該管制部分就讓學校自

由發揮，而教育評鑑指標不宜一致化而必須

因地制宜，考量學校的環境背景及資源條

件，否則學校不易在僵化的體制內及標準化

的評鑑下發展各類特色。

總結而言，從「學校同形化」來看，為

了避免同形化而使學校齊一化，吾人必須肯

定學校特色招生的價值，藉此可以鼓勵學校

發展創新特色，以顧及學生不同性向之差異

需求及潛能開發，並能為學校經營注入新活

力。

圖1 「學校同形化」與學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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