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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目的在探討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後，高中升學輔導的實施現況與成

效。經透過文獻分析，確立高中之升學與輔導策略內涵後，採用問卷調查法，

分層隨機抽取臺灣地區高級中等學校教師 133人與高三應屆畢業學生 1,650人
為有效研究樣本。問卷調查所得資料經描述性統計、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等統計分析方法考驗研究假設。研究結果發現，高中教師知覺學校在升學輔導

策略之實踐程度良好，高中學生達到中度滿意，兩者看法雖一致但有些許落

差。而在差異性比較上，發現女性教師、私立學校教師、省轄市學校教師在升

學輔導工作的實踐程度顯著較高。女學生、私立學校學生、班級數 12班（含以
下）的學生、省轄市學校學生、戶籍設於省轄市的學生對於升學輔導滿意度亦

顯著高於其他組別。最後，提出建議，供高中、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及後續研究

者參考。

關鍵詞：高中升學輔導、高中生涯輔導、升學輔導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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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f Academic Guidance
 Services for Senior High School in Taiwan

Kai Cheng Han*   Ying Hsin Yang**   Chi Tung Chen***

Abstract

This study is a survey of the satisfaction and performance of academic guidance service 
for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eachers. Here, the researcher takes literature review 
and questionaire to collect data and to construct the content of academic guidance 
service. The objects of study are teachers and 12th grade students in Taiwan. In all, 133 
teachers and 1,650 students from 29 schools were selected by stratified sampling.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MANOVA.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a) performance of teachers’ perception of school’s academic guidance 
service is above the medium level, while students’ perception of school’s academic 
guidance strategy falls in the medium level of satisfaction; (b) female teachers, private 
school teachers, and teachers in the provincial cities performed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other groups. Similarly, female students, students of private school, in provinces, 
resident-students of provinces are also significantly more satisified at the service 
satisfaction, higherr than other groups. The final part is some suggestions for subsequent 
research and implications on academic guidance for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Keywords:  academic guidance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areer guidance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erformance of academic guidanc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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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過去一元化的升學制度，學生並不了解自己的生涯定位以及未來大學教育

的選擇；大學亦無法根據自己的特色，招收合適的學生；高中在課程發展、教

師教學及學生學習莫不以升學為依歸，未能兼顧學生多元智慧的個別差異及適

性發展的需求。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的實施，其實扮演了催化者的角色，讓學生

得以由不同的角度，發現自己的潛力，個人對於未來的自我效能較不致因為一

次聯考的失利而受到嚴重影響，也無需因為一次重大的失敗，而全盤否定自己

其他方面的能力（田秀蘭，1999）。然則，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實施後，大學入
學一年兩試的制度究竟對高中在升學輔導所造成之影響為何？亦或因資訊或資

源落差反而擴大城鄉之間的差距？「學測 /甄選入學」究竟賜予高中生多元適
性的發展機會，抑或帶來高三課程學習的干擾？由於「學測」與「指考」兩次

考試的範圍、性質、計分、難易度、鑑別度皆有差異，在準備考試的過程中同

時有高三課程進度必須學習，還要面對尚待統整的自我概念與生涯定向、家長

或學校不同的期待與觀點、大學選校與選系等生涯選擇的過程，凡此種種對學

生的學習勢必造成莫大的壓力與困擾，此時學校所提供的協助至為重要（莊珮

真，2003）。而學校升學輔導工作的推動亦對學生參加「學測」與「指考」兩次
考試的成績高低及錄取校系具關鍵性的影響（韓楷檉等，2010）。美國近年學
校教育越來越被期待能幫助學生在課業與學術領域獲得更多的協助（No Child 
Left Behind, 2001; 引自 Heavner, 2009），而學校輔導教師 /諮商師一直以來也
扮演提供學生協助與支持的關鍵角色。由此亦不難推知，教育輔導或升學輔導

受到重視的程度與臺灣類似。

由於相關的研究均顯示，諸如性別、就讀學校性質、就讀學區、家庭背景

等因素，可能影響學生的升學輔導需求，另外如學校性質、類型、規模、所處

區域等與學校有關的變項，亦可能影響學生對升學輔導的滿意度，甚或影響升

學輔導的實施成效（韓楷檉等，2010）。因此，本文先針對升學輔導概念之演進
與變革、與升學輔導有關之相關概念，針對高中升學輔導工作的實施現況與相

關影響因素進行探討，作為學校教育單位擬定升學輔導策略與推動升學輔導工

作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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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升學輔導概念之演進與變革

有關升學輔導的概念可追溯自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育，教育部於 1982年
公布《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10條即提及：國民小學輔導工作應兼顧生活
輔導及教育輔導。國民中學輔導工作應兼顧生活輔導、教育輔導與職業輔導。

第 13條規定：輔導室（輔導人員）：掌理學生資料蒐集與分析，實施學生智
力、性向、人格等測驗，調查學生學習興趣成就與志願，實施輔導與諮商，指

導學生升學與就業等業務（引自宋湘玲、林幸台、鄭熙彥、謝麗紅，1997）。
1983年頒布之《國民中學輔導活動課程標準》中除了輔導活動課程的實施方
法與內涵外，另有一般性、生活輔導、教育輔導及職業輔導。教育輔導工作包

括：（一）舉行智力及學習診斷測驗，並加以運用；（二）舉行學科成就測驗；

（三）進行學習困擾調查，並實施各科學業輔導；（四）輔導學生選修有關科

目；（五）協助編班工作；（六）實施升學輔導；（七）其他有關教育輔導之規

劃與執行事項。職業輔導工作則包括：（一）舉行職業興趣及職業性向測驗；

（二）辦理職業諮商及職業參觀；（三）進行學生職業試探及職業陶冶；（四）

提供學生職業訊息；（五）辦理就業安置；（六）協助學生選擇職業，並進行就

業準備與延續輔導；（七）其他有關職業輔導的規劃與執行事項（引自宋湘玲

等，1997）。
大體而言，升學輔導的相關工作在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中已然出現，但在

國民中小學輔導工作中並沒有很明確的指出升學輔導的實質內涵。相較之下，

教育部於 1979年所公布之《高級中學法》即可見高中與國民中小學不同之處。
此外，教育部於 1974年頒布之《高級中學輔導工作實施方案》中亦指出，高
級中學實施輔導工作原則是以繼續國民中學之基礎，施以生活輔導、教育輔

導、升學輔導及職業輔導。其中教育輔導以分班編組及培養學生優良學習態

度、習慣、方法等之集體定向為重點（第一學年實施）；升學輔導以協助學生

認識自身條件，認識學校科系情況，進而正確的選擇升學目標為重點（第二學

年實施）；職業輔導則以協助學生認識自身條件，認識工作世界，進而確定職

業目標，培養職業技能與觀念為重點（第三學年以升學輔導與職業輔導為主）

（引自宋湘玲等，1997）。至於詳細教育輔導工作包括：（一）協助學生培養良
好的學習態度、方法與習慣；（二）協助學生培養學習興趣，增進學習效率；

（三）進行學習困擾調查；（四）協助學生培養運用圖書設備，蒐集資料及自學

之能力；（五）分析研究學生成績，作為因材施教之依據；（六）實施性向、興

趣測驗，分班編組；（七）發現學生特殊才能，予以深入培植；（八）其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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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輔導之規劃與執行事宜。升學輔導工作包括：（一）舉行成就及性向、興趣

等測驗，以了解學生潛力；（二）協助學生了解自身條件；（三）協助學生了解

升學目標之學校及科系；（四）協助學生確定升學目標；（五）協助學生了解自

身學業之弱點，並設法補救；（六）協助學生選擇志願，熟習報考填表及投考技

術；（七）其他有關升學輔導事宜。職業輔導工作則包括：（一）舉行成就及性

向、興趣等測驗，以了解學生潛力；（二）實施個別諮商並與家長會商，以確定

學生就業意願；（三）協助學生選定職業目標；（四）協助學生選習職業課程；

（五）協助學生轉學職業學校；（六）協助學生認識職業道德及工作世界之情

況；（七）舉辦職業座談會及參觀工廠或建教合作；（八）聯繫就業輔導機構；

（九）輔導學生就業或參加職業訓練；及（十）其他有關職業輔導事宜（宋湘

玲等，1997）。
嗣後，教育部於 1981年公布之《高級中學規程》、《高級中學學生輔導辦

法》，高中輔導工作已從四項，即生活輔導、教育輔導、升學輔導及職業輔導，

轉變為生活輔導、教育輔導、職業輔導，並將升學輔導併入教育輔導工作中。

而教育部（2001）年修訂 《高級中學學生輔導辦法》又將升學輔導融入發展性
輔導、介入性輔導之工作內容，以彰顯升學輔導重要性。

二、升學輔導相關概念之分析

周文欽、歐滄和與王蓁蓁（2005）將升學輔導分成課業輔導、心理輔導與
升學進程輔導等三種。課業輔導係為升學輔導的最主要項目，其目的在輔導學

生擁有一個良好的課業學習生活與環境，以達成最佳的課業成就，俾因應升學

考試之需要；心理輔導係指為了減少或消除升學者因升學所引起的心理問題，

而能在最佳的心理適應下，發揮最大的學習潛能與收到最好的學習效果所提供

的輔導服務；所謂升學進程輔導則係在協助當事人選擇一條最適合與理想的升

學進程。若就教育輔導的目的觀之，教育輔導亦可稱為課業輔導，但從廣義的

說，凡是輔導工作應用到教育方面，能使教育適應學生的需要，獲得充分的發

展，即可納入教育輔導範圍之內（宗亮東、張凱慶，1979）。王連生（1985）
認為課業輔導，指狹義的教育輔導（educational guidance）；宗亮東和張凱慶
（1979）則認為一般的課業輔導範圍為學習輔導、新生輔導，以及選課輔導。
雖然李咏吟等（2001）、宋湘玲、林幸台、鄭熙彥與謝麗紅（2008）、盧欽銘等
（1991）、王連生（1985）以及宗亮東與張凱慶（1979）對於學習輔導的內涵
與分類不完全一致，然大體而言，仍可將課業輔導內容主要歸納為始業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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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輔導、升學輔導等三方面。所謂學習輔導係指教師或輔導人員運用各種策

略或技巧，以激勵學生學習動機，建立正確的學習態度，獲得有效的學習方法

與策略，增進學習效能，達到具備主動學習，適應學習過程，發揮其學習潛

能（宋湘玲等，2008）。而職業輔導（vocational guidance）則為早期的生涯輔
導，著重在選擇職業、準備就業、工作安置與就業後的適應。

綜合言之，升學輔導的概念在教育體系中始終未曾消失，只是不同階段著

重的重點存有差異。在高中升學方面，主要是提供大學入學考試及科系選擇之

協助，因此，升學輔導內涵包括課業輔導、教育輔導、生涯輔導等層面。

三、高中之升學與輔導策略

在學生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的多元選擇下，如果無法了解及評估自己的興趣

和能力以進行適當的選擇，過多的選擇反而會造成反效果，使學生無所適從。

因此學校生涯輔導工作即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其工作重點應著重在生涯輔導

課程之實施、生涯輔導模式在高中校園之建置與推廣、加強學生決策能力之培

養，以及以升學為主的生涯輔導策略規劃（林幸台、田秀蘭、張小鳳、張德

聰，2010；莊佩真，2003；黃瑛琪、連廷嘉、鄭承昌，2006）。其中與學生有
關的升學輔導策略，則因高一至高三各年級學生所面臨的問題與需求不同而

異，然而大致應可包括提供升學管道與生涯規劃的資訊、了解性向與興趣、加

強學生學習輔導工作、培養良好學習習慣、增加對大學學系的認識、個人學習

檔案的製作等多項做法與措施（吳芝儀，2004；秦夢群，2004；韓楷檉等，
2011；Heavner, 2009; Tatar, 2010），凡此皆為各高中在學生面臨大學入學二次
考試（學測、指考）時，可能提供之升學輔導措施或策略。對於升學輔導實施

現況或成效的探討，則可從高中處室教師履行學校輔導工作職責及提供具體的

升學輔導措施與策略時，讓學生感受到滿意的程度或實際實踐的程度可中了解。

四、高中升學輔導實施成效及其相關研究

學校升學輔導工作的實施成效與輔導教師及相關處室教師能否發揮其應具

有的升學輔導角色功能，並滿足學生面對升學壓力所需的升學輔導協助有關。

經由相關文獻的回顧與探討（康素蓉，2002；高先瑩，2004；陳月英；2004；
謝易裕，2004；賴昭文，2007；Meijer, 2007）。可知，高中學生的問題與困
擾，大多為與生涯不確定、對升學進路資訊不甚了解，以及學習上的困擾等有

關，其中又以「升學」項目上最感困擾。學生面對多元入學方案的生涯決策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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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大多數的學生常會遭遇到對於自我與外在環境認識不足的困難，再加上

缺乏充分的時間蒐集資料，因此，大部分高中生會希望輔導室或輔導教師能

提供他們生涯決定中所需之資訊（莊珮真，2003；韓楷檉、蘇慧慈，2006；
Louise, Glen, & Sarah, 2004）。

目前國內類似於升學輔導成效的研究大都與生涯輔導成效的研究有所重

疊，甚或隱含於其中。有關生涯輔導工作成效的研究，也大多由政府或教育單

位委託學校或學者專家所做的生涯輔導具體措施調查，以作為規劃或推動學校

生涯輔導計畫的參考（韓楷檉、王世英、洪寶蓮，2007）；林清文（2007）也
認為國內輔導與諮商的研究主題多著重於輔導工作的普遍問題，以及發展推廣

於各校的設施、方案與策略，甚少探討輔導工作的績效，對於升學輔導成效的

相關研究更是有限。在有限的研究計中，林幸台（1992）以高中學生為對象，
調查其生涯輔導的受益情形，指出以「協助學生了解在高一選組時應考慮的因

素」受益最高，其次是「協助學生了解高中畢業後可能有的升學途徑與升學方

式」。蘇鈺婷（2002）發現高中在升學輔導以及生涯規劃上的實施成效顯著高
於高職。賴文政（2002）的研究則發現，綜合高中學生對「學校輔導內涵整體
滿意度」傾向於「滿意」，其中對「升學輔導」層面的滿意度最高；對「學習輔

導」層面的滿意度最低。在不同性別、學校屬性的綜高學生對「學校輔導內涵

之滿意度」無顯著差異；而不同年級、學校類型、就讀學程原因、就讀學程、

學業成就、參加性向興趣測驗之滿意度，則有所差異。蔡榮貴（2004）的研究
亦有類似的發現，並以升學輔導滿意度最高。

至於升學輔導實施成效的相關研究方面，徐雨堤（2008）發現公立學校輔
導方面的成效優私學，但在升學輔導上則無顯著差異。該項研究發現也與張安

民（2007）之研究結果相同。而陳麗妍（2008）則認為綜合高中對於升學輔
導的要求沒有普通高中來得高，但綜合高中學生相較於普通高中反而有更多生

涯試探的機會，以及更完整的生涯規劃課程。此外，徐智威（2010）亦發現
公立高中輔導教師自我效能中的諮商專業能力優於私立高職輔導教師。張安民

（2007）研究發現，輔導教師平日實際投入輔導工作的程度中之學習輔導活
動向度的 8個題項中，有 7項之平均數低於五點量尺計分上的 3.5分；而在生
涯輔導活動向度的 17個題項之平均數達 4.0以上的有 8項；學習輔導活動向
度上，主任輔導教師之投入與實踐程度顯著高於專任輔導教師，私立高中顯著

高於公立高中；生涯輔導活動則是公立高中顯著高於私立高中。另該研究也發

現，輔導教師各項輔導工作投入或實踐的程度與學生正面的反應有著顯著的正



34 教育資料集刊第五十輯—2011各國中等教育

相關，其中學習輔導活動與生涯輔導活動向度與學生正向反應的相關達 .30以
上。在輔導教師的自評中知覺學生對輔導教師提供的服務，趨向於較滿意的評

價（平均數為 .39）。鄭如安（1993）的研究發現，學校規模在 24班以下和 60
班以上之學校，其輔導成效都呈下降的現象。韓楷檉和蘇慧慈（2008）亦發
現，25至 48班之輔導教師除在「生涯評量」層面外，其他各層面與總量表所
具備之專業程度亦高於 49班以上組。但鄭如安（1993）、劉福鎔（2006）、徐
雨堤（2008），及徐智威（2010）的研究，則發現不同學校規模之輔導教師的
專業能力並無差異。而蘇鈺婷（2002）發現，北區高中職校在升學輔導與生涯
規劃上優於中區，且中區又高於南區。相類的，鄭富家（2003）也發現北部學
生的升學意願最高，南部次之，中部第三，東部最後，且學校位於省轄市與縣

轄市的升學意願最高。由此可知，學校所處區域與升學態度有密切關係。

在國外研究方面，Owre（2006）發現不論種族為何，學生對於未來的生
涯發展大都處於猶豫不決的階段，而地處鄉下的高中也大都未能提供較適當的

輔導措施。惟 Monteior、Asner-self、Milde、Leitner 與 Skelton（2006）的研
究則未必支持都市高中的資源較充足，輔導教師較具整體性學校輔導工作規畫

能力的看法。Roysircar、Caruso與 Carey（2009）有類似的觀點與研究，認為
公、私立學校在面對文化多樣性以及學生成績的挑戰時，學校諮商師和心理學

家應該攜手合作，積極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以改變學習上的落差。

在教師個人背景部分，劉福鎔（2006）研究顯示，男性輔導教師在專業投
入的程度略高於女性；張安民（2007）、徐雨堤（2008）等研究則未發現在性
別上有差異。韓楷檉和蘇慧慈（2008）則發現，輔導教師所具有之涯輔導專業
能力，則專業背景、學歷、服務年資、壆校規模、輔導教師人數之不同而異。

而田秀蘭、王麗斐、王文秀、林美珠與林幸台（2000）及徐智威（2010）的研
究亦有類似的發現。整體而言，在升學輔導成效之差異性分析上，或有因研究

對象與樣本規模，研究工具之內函、研究時間、研究變項與議題，以及統計分

析方法之不同而結果互異，尚待進一步探討。

貳、研究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方法為「文獻分析法」與「問卷調查法」。經蒐集高中升學輔

導的相關文獻，據以編擬完成現況實施調查問卷後，進行高中應屆畢業學生、



臺灣高中升學輔導實施現況與學生滿意度之調查 35

高中的輔導教師、高三班導師，以及教務處教師之問卷調查。嗣後則進行相關

統計之分析。

一、研究對象

本文以九十八學年度高中應屆畢業學生，以及臺灣地區之高中輔導教師、

高三班級導師與教務處教師為研究對象。依教育部（2010）依臺灣區域分布學
校數統計，分別為北部（含金馬地區）166所，中部 66所，南部（含澎湖縣）
86所，東部 12所，共有 330所高中、綜合高中及完全中學。預試階段，以方
便抽樣方式，抽取 4所中部公私立高中的高三應屆畢業生為樣本，共計回收有
198位學生為預試對象，回收率 68.27%，學生有效問卷 192份。正式施測階
段，則以分層比例抽樣之方式，抽取高中應屆畢業生及教師（高中輔導教師、

高三班級導師與教務教師）為研究樣本。其中計抽取 29所高中，共 2,405位
學生，回收率為 89.29%，有效樣本數為 1,650人，有效。抽取 29所高中 174
位教師（每校各抽取輔導教師、高三班導師以及教務處教師 2人），回收率為
98.52%，有效樣本數為 133人。

二、研究工具

本文所使用之工具為自編之「高中升學輔導實施現況問卷」，並分為教師卷

與學生卷。該問卷係參酌學校升學輔導等相關工作成效的文獻（張德榮、李咏

吟、林本喬、賀孝銘、洪寶蓮，1996；蘇文瑞，2003）、相關國市立高中升學
輔導工作計畫，以及研究者實務工作上之經驗，經預試、項目分析程序編製而

成。量表作答方式採李克特式五點量尺計分，共 51題，內容包括「課程發展策
略」（指學校對於高中生舉辦一系列升學輔導活動策略）、「教師教學策略」（包

含教師對於高中生採取多元化教學、提供課業諮詢與輔導教學等策略）、「學生

學習策略」（指高中生對於學科方面的概念獲得、知識理解的學習技巧以及各方

面的學習策略）、「生涯輔導策略」（包括輔導室或輔導教師協助高中生對未來升

學資訊的了解及提供一系列的升學輔導相關服務活動）等四個分量表。

本量表之信度採內部一致性信度，各分量表之 Cronbach的α係數介於 .77 
至 .83 之間，總量表為 .84。在效度方面，除請 4位具領域專長的教授與 2位現
任高中輔導教師審題，使本量表具有內容效度外，亦以因素分析法及內部一致

性分析法考驗建構效度。經計算各分量之間的相關均達顯著水準（p＜ .01），
顯示量表具有一致性，堪稱效度良好。另透過分層面單獨進行因素分析（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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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2005；劉淑慧，1995），顯示各題項的共同值均在 .30以上，因素共可解釋
全部題項反應的變異量分別為 51.43%、54.39%、57.64%、54.13%，本量表具

有良好的構念效度。

三、資料處理

本文除量表編製、實施現況分別使用因素分析與一般描述統計外，以單因

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one-way MANOVA）了解不同背景變項的高中學生在升
學輔導各層面上的「滿意程度」，及其與教師在升學輔導各層面「實踐程度」之

差異情形，其差異若達顯著水準，則進一步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其差異。

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高中教師升學輔導策略實踐程度與學生滿意度之一般狀
況分析

（一）高中教師在升學輔導工作之實踐程度，就整體輔導策略而言，表現

良好。在各分項策略方面，生涯輔導策略實踐程度表現優異，其餘三項策略的

實踐程度亦表現良好。此結果與韓楷檉等人（2011）針對 2010年臺北市立建國
中學、大同高中、國立竹北高中、私立常春藤中學等校輔導室之升學輔導工作

內涵分析，顯示生涯輔導為目前高中輔導室重要的業務推動項目之一，故投入

時間相對較多，實踐程度也較高。

（二）高中教師在升學輔導工作實踐程度表現較佳的前五項依次為：「學校

為學生施予心理測驗（如：學業性向測驗、大考中心興趣量表）」、「學校辦理多

元入學管道說明會及講座」、「學校協助學生製作備審資料以利推甄」、「學校於

考後進行選填志願輔導（如：落點分析）」與「學校提供大學各校系資訊供學生

參考」。究其原因，可能類似措施都與高三升大學直接有關，因而教師較能掌握

具體的作為。

（三）高中教師在升學輔導工作實踐程度表現較差的後五項分別為：「學校

配合學生需求安排大學預修課程」、「學校會提供多元課程供學生選修」、「教師

指導學生重複練習直到熟記」、「學校提供海外升學、交換學生等相關資訊」、

「教師指導學生學習前先預習，課後複習」。

（四）整體而言，高中學生對學校升學輔導工作之滿意度達中度滿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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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項策略而言，亦均達到屬於中度滿意程度。此研究結果與賴文政（2002）、
蔡榮貴（2004）的研究結果類似。不過，因學生的滿意度僅在中度滿意，代表
學校及教師今後在升學輔導策略上還有努力的空間。而學生與教師兩者之間的

落差，究其原因，或有可能教師通常以其主觀的之知覺與經驗，高估自我實踐

程度與成效，而學生常因未能充分了解學校實際運作狀況、投入課業學習，以

致認知上互有差異。

（五）高中學生對學校升學輔導工作之滿意度最佳的前五項，依次為：「學

校為學生施予心理測驗（如：學業性向測驗、大考中心興趣量表）」、「學校辦

理多元入學管道說明會及講座」、「教師依教學需求提供補充教材」、「教師指導

學生每次考試結束後，訂正錯誤的地方」、「學校提供大學各校系資訊供學生參

考」。

（六）高中學生對學校升學輔導工作之滿意度表現較差的後五項，依次

為：「學校配合學生需求安排大學預修課程」、「學校會提供多元課程供學生選

修」、「學校提供海外升學、交換學生等相關資訊」、「學校針對考試失利學生提

供心理輔導」、「學校會妥善規劃彈性課程時間，如空堂、自習時間）。

二、 不同背景變項的高中教師在升學輔導策略實踐程度之差
異性分析

（一）女教師對於學校生涯輔導策略實踐程度高於男教師。

（二）教務行政人員（主任、組長）對於學校在「課程發展策略」、「教師

教學策略」、「學生學習策略」的實踐程度高於班級導師，班級導師又高於輔導

教師（主任、專任）。

（三）輔導教師（主任、專任）對於學校在「生涯輔導策略」的實踐程度

高於教務行政人員（主任、組長）及班級導師，教務行政人員（主任、組長）

又高於班級導師。

（四）私立學校教師對於學校在「課程發展策略」、「教師教學策略」、「學

生學習策略」及「生涯輔導策略」等層面的實踐程度均高於公立學校教師。

（五）省轄市學校教師對於學校在「課程發展策略」、「教師教學策略」及

「學生學習策略」的實踐程度高於直轄市、縣轄市與一般鄉鎮學校教師；縣轄

市學校教師高於直轄市、鄉鎮學校教師，鄉鎮學校教師亦高於直轄市學校。

（六）不同學校類型教師對於學校在升學輔導工作實踐求程度上沒有差異。

（七）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對於學校在升學輔導工作實踐求程度上沒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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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背景變項的高中生升學輔導滿意程度之差異性分析
（一）女生對於學校升學輔導工作的「課程發展策略」、「教師教學策略」、

「學生學習策略」及「生涯輔導策略」滿意度均高於男生。

（二）私校學生對於學校「課程發展策略」、「教師教學策略」、「學生學習

策略」及「生涯輔導策略」的滿意度均高於公立學校。

（三）「兩者兼具（綜合高中、完全中學）」學生對於學校「課程發展策

略」、「教師教學策略」、「學生學習策略」及「生涯輔導策略」的滿意度均高於

「綜合高中」學生。「課程發展策略」的滿意度高於「普通高中」及「綜合高

中」學生，而「普通高中」學生又高於「綜合高中」學生。

（四）「普通高中」學生對於學校「教師教學策略」、「學生學習策略」及

「生涯輔導策略」的滿意度均高於「兩者兼具（綜合＋完全）」及「綜合高中」

學生學生。且「課程發展策略」的滿意度亦高於「綜合高中」學生。

（五）學校規模在「12班（含以下）」的高中生對於學校「課程發展策
略」、「教師教學策略」、「學生學習策略」及「生涯輔導策略」的滿意度高於

「13—24班」與「49班（含以上）」的學校。「49班（含以上）」的學校則學生
在「課程發展策略」、「教師教學策略」與「學生學習策略」的滿意度高於「25
—48班」的學校。

（六）學校規模在「13—24班」的高中生對於學校「教師教學策略」、「學
生學習策略」的滿意度高於「25—48班」的學校。
（七）學校規模在「25—48班」的高中學生對於學校「課程發展策略」及

「生涯輔導策略」的滿意度高於「13—24班」學校，且在生涯輔導策略」的滿
意度高於「49班（含以上）」的學校。

（八）「省轄市」學校學生對學校「課程發展策略」、「教師教學策略」、「學

生學習策略」及「生涯輔導策略」的滿意度均高於「直轄市」、「縣轄市」與

「一般鄉鎮」的學生。

（九）戶籍位於「省轄市」的學生對學校「課程發展策略」、「教師教學策

略」及「學生學習策略」的滿意度均高於「直轄市」、「縣轄市」與「一般鄉

鎮」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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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本文根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及研究分析後，歸納出下列三項結論：

一、高中教師知覺學校在升學輔導工作實踐程度良好，高中生對於學校升

學輔導工作的滿意度達到中度滿意，兩者看法雖一致但有些許落差。

二、女性教師、私立學校教師、省轄市學校教師在升學輔導工作的實踐程

度較高，而不同職務教師看法則有分歧，其餘不同變項教師無顯著差異。

三、女學生、私立學校學生、班級數 12班（含以下）的學生、省轄市學校
學生、戶籍設於省轄市的學生對於學校升學輔導工作滿意度較高，而不同學校

類型學生看法有所分歧，其餘不同變項學生則無顯著差異。

依據研究結果與發現，本文提出以下建議，供高中升學輔導工作及後續研

究之參考：

一、 各高中學校應檢視升學輔導策略內涵與實施情形，以增
進學校升學輔導工作績效

本文透過文獻探討確立因應大學入學一年兩試之高中升學輔導策略內涵，

並經嚴謹研究工具發展過程，確立高中生學輔導策略共分為「課程發展策略」、

「教師教學策略」、「學生學習策略」及「生涯輔導策略」等四大向度。各高中

可依據上述升學輔導策略內涵，評估校內學生的升學輔導需求，並檢視學校升

學輔導實施現況，根據兩者評估結果進行改善，以提升學校升學輔導工作績效。

二、 公立學校應更加強升學輔導工作，以因應未來學費齊一
政策與實施12年國民教育所帶來的衝擊
本文研究結果發現，私立學校的教師對於學校升學輔導策略實踐程度的知

覺以及私立學校學生對於學校升學輔導策略的滿意度均高於公立學校師生，顯

示公立學校的在落實升學輔導策略尚有改進空間。而在九十九學年度起所實施

的公私立高中職學費齊一及未來 12年國民教育等政策及少子化浪潮之衝擊下，
公立學校未來勢必遭遇到極嚴苛的競爭與挑戰，因此公立學校應更加強學生升

學輔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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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高中教師擔任不同職務的教師應加強彼此間的溝通與合
作，共同承擔並提升學校升學輔導績效

本文研究結果發現，擔任不同職務的教師對學校升學輔導策略實踐程度的

知覺有顯著差異，而且是主管業務單位的教師對其執行的任務執掌知覺較高，

例如教務行政人員對「課程發展策略」、「教師教學策略」、「學生學習策略」實

踐程度的知覺最高，而輔導教師僅在「生涯輔導策略」實踐程度的知覺最高，

其原因可能是主管業務單位在推動上述升學輔導策略時，與任職不同單位及職

務的教師彼此間的溝通與合作有所落差，因此學校各單位有必要在推展本身主

管的升學輔導工作時，應加強與不同單位及教師的宣導與溝通，共同提升學校

升學輔導工作績效。

四、 「鄉鎮地區」與「直轄市」的學校應重新調整升學輔導
策略的優先順序，以滿足學生的需求

本文研究結果發現，位於「鄉鎮地區」與「直轄市」學校的學生對於學校

所提供的升學輔導策略的滿意度最低。究竟是否因為直轄市多為明星高中，學

校專注於學生課業成就的提升，因而較不重視學生對於升學輔導的需求，抑或

是學生對學校的要求較高？而位於鄉鎮地區的學校是否因為城鄉資源的差距，

造成學校所提供的升學輔導產生落差？值得相關學校進一步了解其原因，據此

調整學校升學輔導策略。

五、 落實多元選修課程，以因應學生個別差異，應協助學生
生涯試探與發展

本文研究結果發現，教師對「學校會提供多元課程供學生選修」的實踐程

度以及學生對「學校會提供多元課程供學生選修」滿意度均為頗低，顯示目前

高中對於多元選修課程的提供並不落實，大多數選修課程，係依學校師資採套

餐式課程開設，而非同學自由選修，並且大都限於大學學測或指考的考科，缺

乏試探過程。然而，為因應未來漸進擴大甄選入學比率（含繁星推薦與申請入

學）的趨勢，學校開設多元課程，以協助學生生涯試探與發展多元能力，則顯

得格外重要外。對於每年四月份就已預知錄取結果之學生及繼續準備考試的學

生，學校更應配合學生的個別差異，妥善規劃彈性課程及多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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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後續研究建議

後續研究可針對本文之研究所發展的升學輔導策略，挑選在不同向度在升

學輔導績效良好的學校，透過文獻分析與訪談，配合量化研究結果，歸納出具

體作法，以提供各高中擬定與落實升學輔導之參考。而在差異性比較上，亦可

進一步考驗，不同背景變項之學校教師與學生在升學輔導策略之實踐與滿意程

度上之差異性，以謀求一致性的看法，滿足學生的升學輔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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