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維持學習能力診斷評價及自律型私立高中，將提升公共教

育的競爭力 

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 

韓國政府將透過提高基本學習能力、轉型數位教育、高中選修課

程多元化等的方式加強公共教育的競爭力。首先，指定小學 3 年級與

國中 1 年級為「責任教育年級」將加強學習能力診斷的部分。又透過

維持自律型高中、外國語高中、國際學校等的教育機構、全面實施高

中選修學分制度、引進數位教科書、全面進行針對教師的研習等方式

將提升公共教育的競爭力。 

李周浩韓國社會副總理兼教育部部長 2023 年 6 月 21 日在韓國

政府首爾大樓發表了包含上述內容的「公共教育競爭力提升方案」。 

李副總理強調，”韓國目前面臨了以 Chat GPT 為代表的數位轉

型、少子化引起的學齡人口驟減、地方消滅危機等的變化。在為了讓

學生因應這些變化並領導未來社會，目前最需要的是提升公共教育的

競爭力。”並指責說，“市道教育廳的教育預算增加了兩倍左右，以

及班級上的學生數也有持續減少的情況，此等表示教育環境多方面有

所進步。但是因我國教育政策僅基於平等主義，反而拉大了學生之間

的學習落差，並導致全體的公共教育品質下跌。 

尤其是，為了再度提升因疫情下跌的學生基本學習能力，指定個

人學習及發展關鍵時期的小學 3 年級與國中 1 年級為 「責任教育年

級」，強化個人學習能力診斷。依診斷結果進行針對學生個人的適性

教育來確保學生的基本學習能力。並擴大範圍到加強生命教育領域及

其他可以協助同學培養公民、個人素養的教育。 

預計自 2025 年開始轉換為一般高中的自律型高中、外國語高中、

國際高中也將持續保留。 韓國教育部表示，將試圖在公共教育的範

圍內滿足學生及家長的不同教育需求。首先，為了集中培養因應未來

企業人才需求的專業人員，將推動「Meister 高中*2.0」。再來是為了

讓學校可以依地區等的條件自由進行教育革新，將推動「自律型公立

高中 2.0」。另外，將針對 2025 年全面施行的高中學分制的質疑進行

改善。為了減少相對評價引發的選修科目別成績上的優勢或不利（因



 

 

學生數的多寡決定學生成績時，有一些選修課程難免會有人數較少，

相對的可以拿高等級的人數也比較少），將廢除所有成績單上選修科

目的排名及等級標示，但在共同科目上為了確保最基本的學習表現評

估資料，維持目前的排名及 9 等級標示。最後，將建立評價管理中心

來提高針對絕對評價（成就評價制）的可信度。 

另外，在 2025 年開始使用數位教科書的同時，進行針對教師的

優化教學能量相關研習，建立老師可以專注於教學的環境。全面進行

教學能量相關研習，並未了恢復老師的權益，針對學生妨礙上課的行

為及家長提告老師等的行為進行積極的措施來保護老師的生活指導

權，並確保老師教學權益。又為了減少老師的工作負擔減少教師的行

政工作量。 

*Meister 高中:韓國政府為了因應特殊產業的人才需求而設立的特殊目的職業高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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