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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地區的父母傾向讓子女越區就讀 
                                             
                                     駐舊金山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 
                                             提供日期：100年5月27日 

 
幾年前，舊金山地區的居民對於子女申請就讀鄰近地區學校的名

額不足會提出抱怨。現在，情況卻截然不同。根據新的學校分配系統

結果顯示，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新生會選擇靠近住家的幼稚園就讀。    

舊金山地區的行政中心在最近公佈，總數4,930件幼稚園的申請

入學就讀案中，只有1,127件，占23%的比例，是優先申請最靠近住

家的學校。 

「我非常地驚訝」，負責入學申請業務的行政人員歐拉歐格菲

（Orla O'Keefe）說。「我們發現大多數人的入學優先選項和是否考

量離住家的遠近，並沒有關聯性」。 

舊金山地區行政中心會在2011年12月中，接近開學日的某個星

期五寄出郵件通知學生入學。 

大略而言，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幼稚園、六年級和九年級的入學申

請案可進入其自選前3個志願的學校。這個比例與過去的申請情況類

似。以前是利用複雜的計算公式將學生依據其家庭的社經地位狀況分

配到其意願最高的學校就讀。 

但是，學生無法申請入學的學校，有時候距離學生家裡只有幾哩

之遙。 

     

為父母爭取機會 

幾年來，許多大聲疾呼表達意見的父母們，請求教育當局給孩子

們機會，讓孩子可以到離家較近的學校就讀。新的學校分派系統便因

應而生。 

但是，實際上，大多數的父母親仍尋求住家週遭以外的學區，希

望從住家之外的其它71個學區的小學選擇其一入學。 

家裡有孩子即將進入幼稚園的父母中，約有百分之四十的父母希

望孩子們的學校能提供語言學習的課程，而有百分之二十的父母會優

先選擇從幼稚園能直升八年級（K-8）的課程。但是，要合乎這些父

母對課程或學校要求的選擇，學校得開放的入學數量將超過實際能容

納名額的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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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名額與理想狀況不符，結果就是父母們以自己的想法和方式

來掌握學校的動態。有接近半數申請入學者的第一志願集中在 14 所

學校上。 

無庸置疑，這麼多家長的子女當然不可能都可以進入第ㄧ志願的

學校。 

「人們在面對『實際能得到的結果』與『想要得到的結果』之間

的落差時，其緊張的壓力狀態真的超出我們的想像」，歐拉歐格菲說。 

 

學區選擇服務 

學校招生委員會主席希卓孟多薩（Hydra Mendoza）表示，學校

的招生委員會將選擇較為合適的學生人數，而不是單單只依據新的自

動分配系統而已。招生委員會也將依據住家地區與學校能提供的需求

為考量的條件。 

「這些家長對課程的需求能幫助我們思考課程該如何設計，該如

何發展。除此之外，我們應著重在教學品質，而不是學生數量」。希

卓孟多薩進一步指出，「我們對課程品質的要求，比應付家長的學生

人數更重要」。 

正當教育界開始思考如何解決家長申請鄰近學校的入學人數降

低的問題，舊金山地區行政中心發現一項好消息：整體申請入學的人

數增加了！包括原本預計幼稚園的新生入學人數是4,900人，這個目

標已經達到了。 

 

非洲裔、拉丁裔入學申請人數增加 

由於增加來自非洲裔和拉丁美洲裔美籍家庭的緣故，使入學的申

請人數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但是這類型家庭的學生往往因難以通過第

1輪的學校申請程序﹐而無法參與第1階段篩選過程的父母將依賴剩

餘名額才能決定是否能進入理想的學校。 

「這是個好消息」，歐拉歐格菲說，「我們改善了一些服務，讓家

長更方便取得資訊，並且增加了更多工作人員」。 

學生家長大衛塞雷諾斯維爾（David Serrano Sewell）表示，今

年新的入學申請程序十分流暢，對於減輕家長的壓力和解決家長的問

題相當有幫助。他和他的太太莎拉（Sarah），都希望能為他們的女

兒克蕾拉（Clara）申請到離家較近的學校就讀，但是他們也希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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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到有西班牙語課程和直升中學體系（K-8）的學校就讀。 

大衛塞雷諾斯維爾一家人傾向先選擇具有直升中學體系（K-8）

的學校。而布那維斯塔小學（Buena Vista）明年將和荷雷斯曼中學

（Horace Mann）合併，因此成為他們的首要選擇。此外，該學校也

提供西班牙語言課程。 

大衛塞雷諾斯維爾的第 2 和第 3 選擇包括了鄰近的麥金雷小學

（McKinley）和哈維米克小學（Harvey Milk）。 

大衛塞雷諾斯維爾說，「我們並不想開車橫越整座城市才能到達

學校」。 

不過申請程序並不容易。大衛塞雷諾斯維爾認為，他和妻子都只

能「聽天由命，順其自然」。 

「我們從頭到尾都很努力蒐集學校資訊，比如參訪學校、和其他

父母討論等」，大衛塞雷諾斯維爾說，「我們對自己的決定感到相當

有信心」。 

 

第一志願學校 

許多家長夢寐以求，想送子女到克拉倫登小學（Clarendon）就

讀。因為這所學校提供了日本文化和語言的相關課程，因此家長很難

不被吸引。 

大約有1,700個家裡有子女即將進入幼稚園就讀的家長，將克拉

倫登小學列入申請的選擇之一，而其中有兩百多個家庭更將此學校列

為第一優先選擇。 

學校的 88 個幼稚園學生名額，有超過一半將接受原本就讀學生

的手足申請，並已完成註冊。 

今年新的入學申請系統，將把入學名額優先分配給住在全美人口

普查紀錄裡、標準化測驗分數最低分地區的申請者。大約有百分之十

八的跨區申請者是來自於這些低分的地區。 

提倡就讀鄰近學區的社會人士，在本週仍提出批評，指出或許新

的學區分配系統比較好，但是仍然讓家長無從知悉他們的孩子將到哪

所學校就讀；家長須等到新學期開始前的五個月才能知道結果。 

「這就是為什麼有許多人被迫離開舊金山（San Francisco）地

區的學校就讀」，「舊金山學生優先」（San Francisco Students First）

組織的政策顧問王強尼（Johnny K. Wang）說，他們希望學生能在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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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學校求學，而不是捨近求遠。「這根本不是學校分派系統，而是樂

透系統（抽到好學校有如中了樂透）」。 

 

學區辦公室幫助舊金山地區的家長選擇學校 

舊金山地區的行政中心仍然呼籲並鼓勵家長於4月15日前到被

分派的學校為子女註冊。 

如果家長沒有通過第一輪的申請機會，但仍希望能在下一輪中順

利的進入理想的學校，在未來幾個星期裡，舊金山地區行政中心將會

設置諮詢處來幫助家長完成選校申請的流程。想得知更多的資訊，請

上www.sfusd.edu網站了解。 
 
 
資料來源：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2011年3月19日A-1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