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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規劃與實施，是

當前教育改革的重大工程，也是教育革新政

策的焦點，受到社會各界關注，其實施成效

良窳，是學校教育品質能否提升的關鍵，對

整體教育環境及未來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教育部於100年9月20日提出「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係立基於九年國民

教育，以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適性揚才、

多元進路、優質銜接等五大理念推動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共有7大工作要項（包含10項
方案）、11個配套措施（包含19項方案），

共計29項方案；而「規劃入學方式」是第一

個工作要項，「高中高職及五專特色招生實

施方案」係其中重要的方案；在該實施方案

中指出，自民國103年起，全國75%以上國民

中學學生將能依其意願免試入學，但得保留

小比率名額提供部分學生透過學科或術科考

試入學（教育部，2011a）。特色招生要因

地、因校制宜，各招生區依據其地域需求，

103學年度規劃0%至25%的名額；高中高職及

五專得辦理特色招生，以維持並發展我國更

多元適性的中等教育體系，提供學生選擇機

會，給予彈性之課程與教學，鼓勵學生多元

適性發展，持續幫助學生展現不同優勢能力

的機會（教育部，2011b）。

十二年國教的目的在提高國民受教育年

限，以整體提高國民的素質與競爭力；我國

目前規劃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屬於非強迫

性的基本教育，而且保留一定比率的「特色

招生」學校（吳清山、林天祐，2012）。100
年8月入學的國中新生已是第一批的「十二

年國教生」，所以更加注重「教師教學」及

「學生學習」，並期待學校在「課程發展」

可以有所突破，透過課程及教學設計，讓孩

子真正成為學習主體，裝備學生21世紀應具

之核心能力，協助每個孩子適性發展，獲得

成功學習，辦出高質量、與關際接軌的教育

（丁亞雯，2012）。從適性發展和多元智能

的觀點而言，高中職需要依據各校的師資專

長和教學設備，在學校願景永續發展的理念

之下，積極營造學校辦學特色，吸引各有所

長、各取所需的孩子們繼續深造，並且展現

才華；讓學校真正成為學生的舞台，讓學生

真能獲得造就，讓孩子的學習能多元伸展，

這才是十二年國教中25%特色招生的教育目

標（童鳳嬌，2012）。依此而言，高中高職

及五專若要參與特色招生，需要發展學科或

群科的特色課程，建立優質的學校特色，經

提出申請、審核通過後辦理之，而特色課程

的發展，對於教師教學方式的改變、創新，

以及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有正面助益。本文

先分析特色招生、特色課程的意涵與規準、

創新教學的意涵，進而探討上述三者的關聯

性。

一、特色招生的意涵與規準
有關特色招生的意涵，吳清山（2012）

認為特色招生指103學年度起，各招生區有

0%至25%學生可選擇透過考試分發入學（採

學科測驗）或甄選入學（採術科測驗），進

入經各主管機關核准辦理特色招生之高中職

或五專就讀，且須提供最低免試入學名額。

李建興（2011）認為所謂「特色招生」這個

特色招生、特色課程、創新教學意涵

與關聯性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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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各個招生區至多可有25%學生可以選

擇透過考試分發入學（採學科測驗）或甄選

入學（採術科測驗）進入獲准辦理「特色招

生」的高中職或五專就讀。教育部強調，採

取「特色招生」的學校必須經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認證為優質學校，而且需提供最低免

試入學名額（應即是75%免試入學），同時

「特色招生」的比率上限將逐年調降。童鳳

嬌（2012）指出特色招生是根據學校歷史、

條件、願景及社會需求等因素，發展學科或

群科的特色課程，以吸引學生報考入學；特

色招生尤其需要因地、因校制宜，加上國中

適性輔導機制，這才是提供學生適性發展的

入學方式。

綜合上述，特色招生係指優質的公私

立高中、高職及五專，為落實因材施教與開

展學生多元智能，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之精神與學校特色課程教學之需要，透過公

開甄選的方式，遴選符合其性向、興趣與能

力之學生，以接受學校適性化教學與輔導。

因此，特色招生之意涵應符合：正當性、名

額核實、方式合宜、資訊公開、機會均等、

測驗公允、適性安置與輔導等七項規準（鄭

新輝、張珍瑋、賴協志，2012）。　　　　

（一）正當性

是指該特色課程確實有透過特色招生選

擇適性學生之必要。　　　　　　　　　　

（二）名額核實

指特色招生名額需符合該就學區核定

之0-25%招生名額內。　　　　　　　　

（三）方式合宜

除情況特殊外，招生方式應同日舉行並

以聯合辦理為原則。　　　　　　　　　　

（四）資訊公開

強調所有特色招生資訊皆應對外公開。

（五）機會均等

強調所有學生皆有申請或報名機會。　

（六）歷程公允

指甄選內容契合課程目標，程序符合公

平、公正與專業性。　　　　　　　　　　

（七）適性安置與輔導

經遴選之學生能獲得良好之安置與輔

導。

二、特色課程的意涵與規準

在少子化、自由化與績效化的挑戰下，

各校為求發展甚至生存，莫不順應潮流，發

展特色課程，期望能找出各校的活路（林志

成，2011）。鄭淵全（2003）認為所謂「學

校特色課程」應是某所學校不同於一般學校

的課程，或指一般人提到某特色就會想到某

所學校所實施的特色課程。吳炳銅（2003）
從學校特色的意義和發展特色中的分析，

特色課程至少包含了幾個特質：1.特色課程

是實現學校願景；2.特色課程是凝聚教師共

識；3.特色課程應具有「獨特性」；4.特色

課程必須符合整體課程目標；5.特色課程應

考量整體性和全面性，實現教育機會均等；

6.特色課程應具延續性與一致性，而非片面

式或即興式的課程。龍玉珊（2008）指出特

色課程必須是全體教師具明確的願景與共

識，集合整體的智慧與創意，在學校特有的

環境、設施、以及教育的形式內容下，所共

同努力、精心規劃，是別校或別人所沒有，

卻具備優良品質，考量整體性、延續性，反

應社會正義，實現教育機會均等的理想課

程。換言之，具備上述內容與精緻過程所發

展出來的課程，始可稱之為特色課程。 
范信賢（2010）指出特色學校課程發

展乃是協作對話、批判反思、行動實踐的連

續動態過程，而得以將社區資本轉化成為課

程資本，落實教學創新；而特色學校的發展

既是以課程與教學為核心，在課程發展、轉

化及實踐的動態過程中，教育改革的三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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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本地化和個別化）、打開經驗世

界與發展抽象能力、穩定與彈性的交織觀點

可做為參照。蔡淑玲和郭雄軍（2011）提出

特色學校的課程概念－乃擴大學校之空間效

益，結合鄰近之特色環境，產業文化、山川

景觀、自然生態、人文遺產等資源，提供優

質化、多元化、豐富化的課程發展素材，逐

步形成以「本位課程」為導向的特色學校，

展現體制學校之理念作為。進而融入校園議

題和社區特性，展現各校之特色課程風貌與

多元教學型態。並進行「特色學校之教育理

念論述建構與實踐系統」，融合九年一貫課

程各學習領域，產生密切性連結，以落實學

校本位與特色課程之內涵和操作經驗。

綜合上述瞭解，特色課程是指學校能

夠以創新思維，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與課

程綱要之架構下，考量其校史、內外部優勢

條件、願景目標及社會需求，為全體學生所

規劃有助於提升學習成效之課程內容或實施

方式。因此，特色課程之意涵應符合：獨特

性、優異性、創新性、整體性、普及性與延

續性等六項規準（鄭新輝、張珍瑋、賴協

志，2012）。 　　　　　　　　　　　　

（一）獨特性

強調別人沒有或我比別人突出。 　　

（二）優異性

強調能呈現更良好的績效。 　　　　

（三）創新性

強調該課程是以新的價值思維所產生的

結果。 　　　　　　　　　　　　　　　

（四）整體性

強調該課程是學校整體課程架構下的一

環。 　　　　　　　　　　　　　　　　

（五）普及性

強調該課程能讓所有學生或多數學生

所享有。　　　　　　　　　　　　　　　

（六）延續性

強調該課程是學校永續發展而非一次性

的課程。

三、創新教學的意涵

「創新教學」是當今課程改革積極推動

的要項；要培養學生具有積極創新的精神，

教師本身的創新教學行為是帶動學生表現創

新的重要關鍵；教師面對課程改革的衝擊必

須有所覺知，教師應該要重新檢視並思考過

去的教學模式與策略是否合宜？舊有慣性的

教學架構是否需有所突破？進而積極產生創

新教學行為，俾為學生的學習與教師的教學

帶來新的契機（王秀玲、林新發、梁玟燁、

蔡麗華、康瀚文，2005）。創新教學從多

元智能的����和教材多元化的概��出發，著重

「跨��域課程」和「教學情境」並重的雙軌

模式（洪淑宜、范姜顥，2010）。「創新教

學」或「教學創新」，就字義而言，係指新

穎的、前所未有的、不同於傳統的教學方法

或策略。但「創新」不必然是完全「新創」

的，即使是舊有的方法或策略，只要教學者

能因時因地因人加以調整、轉化，充分發揮

其效用，達成教學目標或教育目的，也是一

種創新教學的表現（游家政，2003）。創新

教學係指教師在課程規劃與教師教學效能導

入創新的觀念、設備與技術，依據社會脈動

與學生需求，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前提，設

計獨特的教學活動及適性課程（李文鵰，

2010）。

創新教學研究內涵的層面大致可分為：

「教學評量」、「課程教材」、「教學理

念」、「教學方法（策略）」、「教學資

源」、「班級經營」（鄭淵全、蔡雅茹，

2012）。創新教學在於教師運用創意將不同

的教學方法、教學評量整合實施，除讓學生



課程與教學

教育人力與專業發展104 第29卷第6期　101．12

獲得許多寶貴知識外，更讓學生在品格及人

格上產生質變，塑造出認知、情意、技能兼

具的優秀公民（洪中明，2010）。創新教學

活動才能提升學習成效：老師在教學活動

中，應該讓學生更了解自己，盡情展現自

己、發揮自己。學生不僅可以從同儕當中獲

得他人的協助，也可以擔任小老師去幫助別

人，使孩子從中獲得自信；透過創新的教學

活動，孩子們真正體驗「做中學」，並學

習人際溝通和與人相處的禮儀（童鳳嬌，

2012）。據此可知，創新教學係指教師運用

創意點子或創新思維來規劃及設計課程內

容、教學活動和學習評量的歷程；透過創新

教學的實施，提升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

成效，進而達到學校教育目標。

四、特色招生、特色課程與創

　　新教學之關聯　　　　　

（一）辦理特色招生，需發展特色課程，型

　　　塑優質的學校特色

經各主管機關核准辦理特色招生之公私

立高中高職及五專為提供學術、職業或藝能

性向專長學生適性學習之環境，根據學校歷

史、條件、願景及社會需求等因素，發展學

科或群科之特色課程，以吸引學生報考入學

（教育部，2011b）。特色招生的辦理，能

讓學校建立自己的特色，使學校的人或事物

能展現獨特的風格，並立基於品質、價值之

上；而學校應考量本身環境、地理區位、相

關背景及資源，並且透過學校成員的溝通對

話、反思及踐行之動態歷程，匯聚團體的智

慧和創意，發展學校的特色課程，並且在親

師生共同參與和努力下，追求卓越的教學品

質，型塑優質的學校特色，創造出學校特有

的表現和成果，進而實現學校願景與教育目
標。　　　　　　　　　　　　　　　　　

（二）特色招生的辦理及特色課程的發展，

　　　能促進創新教學的落實

教育的革新，實為國家競爭力的核心

關鍵所在，唯有加速推動教育革新，激發學

生的創意，達到培育創新人才，提升教育效

能之目標，方足以因應知識經濟社會對知識

創新能力人才日益成長之需求；而教育革新

的關鍵，主要乃在教師的教學方法，與策略

之多元化及彈性運用；換言之，學校教師當

更致力於運用提升學生創造思考力之教學策

略；多元創意教學思考策略可激發學生潛

能，培養創新的精神（陳書梅，2002）。學

校為教育的場所，其課程內容的翻新與教師

教學方法的改進相當重要；從開放理論與組

織學習的觀點觀之，組織內部需隨著環境的

變動而不斷進行調整，而學校課程即為創新

的重要指標，教師之教學需因應時代的改變

而求創新（濮世緯，2003）。

高中、高職及五專要辦理特色招生，

均須發展特色以提供學生適性教育環境，進

而透過創新教學及學校創新經營的思維與作

法，使創新教育理念能具體落實，以培育優

秀人才，進而提升教育品質與國家整體競爭

力。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理念在於因材施

教、適性揚才及多元進路，提供全面且普及

的免試入學管道外，尚有特色招生的教育選

擇機會，以提供學生適性的教育環境。國中

透過適性輔導提供學生未來進路之建議，高

中、高職及五專應發展多元特色，並將學校

發展之特色資訊公開，供學生及家長了解，

以利選擇適性學校就讀。在升學制度的設計

上，能夠兼顧創新教育理念與人才培育工

作，讓優秀的學術與技職人才同樣為社會所

重用，使他們在全球化競爭的世代中能創造

更多的價值與效能（鄭新輝、張珍瑋、賴協

志，2012）。在辦理特色招生時，各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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