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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雙聲無奈

二、雙峰現象的產生因素

（二）教育因素

走進教室，可以看見趴在桌上的乖

學生，宣告放棄學習，但願意配合演出

拿到文憑。發下考卷，可以發現振筆疾

書的學生，一分鐘內寫完名字，一條龍

地猜完選擇題，然後掩卷發呆。大部份

的學生喜歡學校，但討厭學習，學校是

社會支持與感情依附的場所，但卻是打

擊學習信心打擊之處。

不要以為成績好的學生就是學校的

主人，對於部份成績好的學生來說，他們

的主場在補習班或家教班，學校的教學

是「複習」，或是不必要的負擔。他們

的程度與進度已超越學校，坐在教室裏，

一樣是懲罰。

兩極端分數存在的現象由常態分配

角度來看應為正常，也不是今天才有的問

題，但當兩極端處成峰 (量大 )，造成雙

峰現象，就是因量變產生質變，形成亟需

重視的教育問題。基測成績的分析 1，顯

示部份學科雙峰現象嚴重，特別是英語、

數學、作文等。

雙峰現象產生原因，可以歸因成非

教育與教育的。非教育的原因，和整體

財富分配的M型化有密切相關，當社會

階級越往兩極走，反映在教育期望與教

育投資上，也會帶出M型化的學習表現，

基本能力的雙峰現象及因應建議

雙峰現象產生的原因，另一是教育

因素，大概可分成下面幾類：

1. 政策因素：與政策設計有關。以英語

學習為例，各縣市開始學習英語的年

級不一，有些縣市不但提前至一年級

開始英語教學，且家長還加碼，自學

前便請英師教導，浸淫在全英語環境

中，學校的英語教育讓家長覺得不放

心、不滿足。部份縣市則照規定開設

英語課程，又囿於師資教材，在英語

教學上的表現自然較為不佳，一來一

往之間，形成英語能力的鴻溝。以作

文教學為例，因為缺乏教材、師資與

要求，許多學生的確寫了作文，老師

特別是與經濟實力關係密切的文化資本

投資本 (如英語及作文能力 )，更容易因

家庭社經背景落差而有不同的表現。另外

一個因素與區域有關，都會地區，文化

刺激及學習資源都多，競爭需求及壓力

也大，學習表現自然容易提升。但是在

偏遠地區，受限於文化刺激及學習資源，

普遍的學習表現較不理想。

非教育因素產生的雙峰現象，教育界

較無力改變，但必須因應。另外，整體的

政治與經濟環境，都要能支撐教育的良

善發展，不然社會問題演變成教育問題，

恐非教育能獨立解決的。

（一）非教育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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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出處：http://mag.udn.com/mag/edu/storypage.jsp?f_ART_ID=397890，上網日期：2014年 2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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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打了分數，但未必受到作文教育，

使得學生的作文能力多由家庭教育

(含補習安排 )決定。由小開始產生的

學習落差，到了後期，自然積重難返，

要求後期的老師在有進度壓力下解決

學生學習落差的問題，實為不易。

2. 師資因素：教學現場的需求，師資培

育不見得跟上，專業發展也不是短期

能補上，政策推動快且全面，對於師

資量與質的需求都不見得能一次到

位，加上城鄉差距，師資決定學習的

品質，對於無法依靠家庭協助的小孩，

師資的落差更形成傷害。

3.	課程與教學：面對雙峰現象，教育界

似也束手無策，個別老師利用中午或

課後補強，但成效有限，如何在課程

與教學上，滿足雙峰及中間者的需求，

減緩雙峰現象，至為重要。

正常情況下，學習表現應是常態分

配，演變成雙峰，表示有非自然的因素，

干預了學習表現，實在值得教育界多重

視。面對雙峰現象，下列的策略可為參

考。

既有的現況無法改變，只能因應，

主要的焦點會在雙峰左端的學生，目標

是提升學生對學習的興趣，進而提升其

學習表現。可以參考的作法如下：

1.辨識高危險群，提早介入協助

各個科目 / 領域的老師，應根據資

三、雙峰現象的改進建議

( 一 ) 短期目標

料分析，掌握那些特徵學生 (人口變項、

學習經驗 ) 可能是高危險群。對於這些

可能的高危險群學生，從一該始學習起，

就應該加強協助，特別是重點學生，有必

要時更需提早干預 (early intervention)，

以使其不致輸於起跑點上。

2.強化基礎教學

基礎紮根在任何科目的學習都相當

重要，大部份的學生缺乏良好的根基，

在整個學習過程中就不容易跟上，基礎

教育的師資，其實負有相當大的責任，

除了要確保學生的能力外，也要培養其

學習習慣與學習興趣。芬蘭對於小學師

資 (classroom teacher) 特別重視，就是因

為瞭解這階段教師所承擔的重要責任。

以快樂學習或特色辦學作為小學辦學重

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要忘卻小

學教育的核心任務：培養基礎能力，養

成學習習慣與學習興趣。

3.強化課程與教學效能

雙峰現象是實際情況，傳統的教學

方式，其實無法服務特殊需求學生。以

雙峰左端為主要的協助標的，就必須在

課程與教學上採取突破傳統的作法，例

如適時進行分組教學，根據學習診斷編

纂適合課程，調整進度，改變教學方法，

靈活應用測驗方式，甚至利用非正課時

間 (如寒暑假 )，提供學習協助。

4.強化師資

雙峰左端的學生需要更有經驗的師

資帶領，能夠診斷學習問題，設立合理

學習目標，並透過有效教學提升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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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峰現象的消除方法，就是減少兩

極端的分布數量，強化中間分布狀況。

前段短期目標討論已經提出協助雙峰左

端學生學習的建議。

至於雙峰右端，家長對子弟的教育投

資，屬於其自由，政府很難干預或阻止，

拔擢優秀人才，對於社會發展也有助益，

但是政府在政策上，應避免刺激家長不

合理的競爭，否則大量的「右峰」將永

久存在。可行的策略如下：

1.強化教育理念，強調多元發展

雖然聯考制度已廢止多年，升學制

度不斷改革，但升學壓力似乎仍然強大，

家長希望小孩學習表現優良，自然會加強

學習能力。國教輔導團、相關研究案、

教師專業社群、甚至專班，都可作為強

化學習弱勢協助師資的支撐。

5.訂定明確學習期望

有人跑得快，有人跑得慢，但何謂

快？何謂慢？是雙峰的左邊正常？還是

雙峰的右邊正常？或是雙峰的中間正

常？對於各年級的學習表現，應建立明確

的標準，而課程與測驗，都應該根據這期

望進行。這個學習標準會因為社會變遷及

學生先備能力變化而有所不同，所以需要

定期檢討。如果一般的學生無法達到這個

標準，學校教育就要負起責任，設法讓

學生達到標準。如果測驗超過了這個標

準，要留意可能變成對家長「超前偷跑」

的鼓勵，雙峰現象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

( 二 ) 長期目標

學習。政府需要明確讓家長知道各個學科

/領域的教育期望(畢業及考試的要求)，

以及多元發展的重要性，避免過度精熟、

記憶導向的學習，建構新的學習文化。

提早學習，學生還是教室中的客人，對

於小孩學習態度可能有不利的影響。

2.提升縣市在教育輸入、過程、結果的均

等

根據《地方制度法》及《教育基本

法》，縣市是國民教育的主要負責者，但

是縣市在教育的投資，卻有很大的落差，

例如英語教學的時間、師資、課程等，

縣市差距也是雙峰現象成因之一。針對

核心學科，特別是與升學資源分配相關

的學科，應該在輸入、歷程上力求均等。

長期則逐漸縮小結果差距，減少雙峰現

象。

3.強化分化的合理性與正當性，提供選

擇以適應需求及差異

國民基本教育階段，特別是國小及國

中階段，過早的分化並不適當，一方面

各領域的基礎教育仍屬基本素養，不宜

忽略；其次這也是性向適探的機會，為

適性發展的基礎；第三，提早分化，其

實剝奪了社會流動的機會，對於弱勢者

並不公平。過早的分化，在正當性與合

理性上都不足。到了後期中等教育階段，

學生的能力與興趣差異逐漸顯現，在課

程上必須提供給學生更多選項，以適應

個別差異與需求，展現學生個人不同形

貌的「多峰現象」。

4.建立教育與學習資料庫，掌握學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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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為掌握學生學習表現，應建立教育及

學習資料庫，描述及分析學生學習表現，

特別是針對特定變項，如學生人口特徵、

特定科目、特定地區、特定群體的學習

表現。學習表現差異不可能完全不存在，

但差異不宜過大，也應有基本學習門檻

的要求，盡好公共教育的責任。

雙峰現象對我國教育是個警訊，但也

希望是個轉機，讓我國教育可重新調整

步伐，提供更優質均等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