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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北基聯測與國中基測北北基聯測與國中基測北北基聯測與國中基測北北基聯測與國中基測的轉型的轉型的轉型的轉型    

北市明倫高中北市明倫高中北市明倫高中北市明倫高中        王文珠校長王文珠校長王文珠校長王文珠校長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教育部吳清基部長在 3 月 7 日在立法院答詢時表示：「民國 103 年將實施 12

年國教，屆時國中基測便可考慮廢除或轉型。」12 年國教在 103 年就要正式上

路，教育部提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三大基本理念為：「受教及入學機會均等

的平等論」、「發展學術或職業傾向學生潛能的精英論」以及「因應學生個別需求

提供適性輔導的適性論」。並且希望透過入學方式改變，提供大部分學生免試入

學的機會及管道，重視多元智能發展及學生在各領域的學習表現，讓學生依其性

向、興趣等選擇其適合的高中、高職或五專就讀；期待改變過去以考試做為入學

依據的現象，引導國民中學教學正常化，讓學生能適性發展，學到終身受用的能

力。（教育部  100-03-07） 

根據教育部的規劃，國中生免試入學將是未來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在免試

入學的政策下，如何維持國中教學品質則是 12 年國教成敗的重要關鍵指標。「考

試引導教學」過去一直是台灣教育界教學過程中非常重要的學習成效的檢核指

標，甚至是社會各界公認最符合「公平論」的一種選才參考方式。不論是聯考時

代，或是從 90 年開始的國中基測，對於國中生進入高中職就讀的入學的管道都

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參考依據—測驗。 

臺北市、新北市及基隆市政府教育局配合「ㄧ綱多本選一本」的政策，接續

推動「北北基聯測」，在考試及招生上以自辦的聯測成績取代國中基測，此一政

策讓 10 年來採全國統一的高中職入學測驗開始產生了變化。100 年開始北北基

這個佔全國考生人數三分之一、競爭相當激烈的招生區將獨立以「北北基聯測」

做為入學測驗的依據。面對未來免試入學的教育政策，北北基聯測與國中基測該

功成身退？抑或是以更具宏觀的姿態轉型承擔百年教育大業向上提升的重任？

以下從幾個不同角度來分析探討這個議題。 

貳貳貳貳、、、、國中基測國中基測國中基測國中基測控管控管控管控管測驗測驗測驗測驗品質品質品質品質，，，，檢定功能大過於入學分發功能檢定功能大過於入學分發功能檢定功能大過於入學分發功能檢定功能大過於入學分發功能    

10 年來國中基測的演變確實對於國中的教學，以及高中的招生產生極大的

影響，這其中的褒貶自有不同的立論。就其價值而論，主要有三個面向。其一：

量尺分數的概念打破百分制的評量模式：以量尺分數取代長久以來在升學與評量

上的百分制的模式，確實是測驗評量上的一大變革，也讓許多教育工作者對於評

量有更寬廣的認知。其二：核心概念的題型設計，引領教學現場命題形式的創新：

國中基測題型的改變，更是一大突破，生活化、靈活化的命題形式，甚至於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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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的題型等，也引領著學校教師評量題型逐步的改變，不再一昧追求艱澀的難

題。而自 96 年起增加寫作測驗，不僅調整以引導式作文取代以往命題作文方式，

並以系統化模式培訓閱卷教師，採線上閱卷方式來控管並提高閱卷品質，值得肯

定其價值。其三：兩次擇優減輕考生「一試定終身」的壓力： 兩次測驗的設計，

提供學生再一次的機會，姑且不論測驗實質上是否具有意義，但確實讓學生的心

理壓力大為減輕，因為第一次測驗不理想的學生，還可以有第二次測驗的機會。 

國中基測發展之始，目的就在於基本學力的檢定，因此以「中間偏易」作為

難易度的設定標準。因此就測驗目的而言，國中基測這 10 年來做為門檻，所發

揮的「檢定」功能，是各界均能接受且肯定的。由於鑑別度不高，特別在英語科、

數學科等工具科目上，往往出現學生的基測入學成績與實際入學後的學科表現落

差相當大的情形。所以國中基測的「檢定」功能大過於「入學分發」功能，將之

用作為入學依據實不恰當，也是各界長期批評的地方。  

參參參參、、、、北北基聯測北北基聯測北北基聯測北北基聯測打打打打破全國大聯考破全國大聯考破全國大聯考破全國大聯考，，，，高中職招生高中職招生高中職招生高中職招生事務事務事務事務應回歸到地方權責應回歸到地方權責應回歸到地方權責應回歸到地方權責    

    國中基測自 90 年以來，採全國統一命題、統一測驗，雖然讓各地區的試務

工作有所依循，但是一直不願意公佈各地區的累計人數一事，實際上影響著許多

家長的教育選擇權。而不願意公布的真正原因是因為各地區確實存在有極大的教

育落差問題，採全國常模的方式，或許可以稍微模糊或淡化問題存在的嚴重性，

然而這種形同大聯考式的測驗方式，並不一定就符合各地區的需要。特別是對於

都會區的學生而言，學生的條件與資源與鄉鎮自有差別，以全國常模的測驗方

式，且鑑別度又不高，反讓都會區學生競爭變得更激烈，因為中、高分群學生比

例特別多，以致於學生幾乎要分分在意、題題計較，差一分就差一所學校的壓力，

在許多縣市並不常見，但自國中基測實施以來，北北基就有學生越考成績越高，

學生壓力不見得減輕的情形，這種狀況在並不利於學生的學習。 

高中職的招生事務應以回歸地方為宜，因為各地的需求與狀況各有差異，招

生及入學試務的相關規劃若能回歸到地方，讓各地區能夠因應各地區的教育資源

與發展需要，建置一套較適合各地區入學招生的機制，以打破全國大聯考的形

式，並且回歸到作為入學測驗的目標，才能符合教育理想。北北基原本就是一個

招生區，因此 100 年北北基聯測獨自辦理測驗，打破全國大聯考形式，具有其一

定的價值與意義。  

肆肆肆肆、、、、免試入學免試入學免試入學免試入學後後後後，，，，研發檢測國中生學習成研發檢測國中生學習成研發檢測國中生學習成研發檢測國中生學習成就就就就的的的的評量評量評量評量工具是當務之急工具是當務之急工具是當務之急工具是當務之急    

根據教育部的規劃，103 年起全國國中畢業生多能依其意願免試入學，但保

留一定比率的入學名額提供部分學生透過學科或術科考試進入高中、高職或五專

就讀，讓學生有展現其不同優勢能力（學科、術科）的機會。換言之，不論是免

試或有試，教育部期均希望能導引學生朝其性向發展。 

然而對於國中學生的進路輔導所應參酌的表現，除了興趣、性向之外，尚有

其學習成就的表現，我們認同學生優勢能力各有不同，操作型能力優勢的學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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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能力優勢的學生，應該輔導其進入不同的生涯學習體系，如此才能夠真正落

實適性學習，培養真正的優質人才，也才能夠讓國中生的學習與高中職做最佳的

接軌。 

 換言之，在推動免試入學的過程中，我們應該重新肯定「測驗」在學生生

涯輔導過程中的重要性，性向測驗重要，學習成就測驗也是一樣的重要。「評量」

一直是教學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當我們一方面希望孩子具有競爭力，另一方

面卻是否有種矯枉過正的想法，認為只要沒有考試就可以減輕孩子的學習壓力？

只要沒有考試孩子就能快樂學習？實際上我們所應面對的問題是，學習過程中能

沒有評量嗎？沒有評量能夠維持教學品質嗎？其實，「考試」、「評量」都只是學

習過程中的一種手段，它本身沒有對錯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去善用

它，才能發揮讓孩子快樂學習，又可以提高教學品質的目標。 

當我們在討論免試入學時，若一昧的認為只要「免試」就不應該有「考試」

的存在，這是否又意味著我們將落入另一種險境的開始？難道這不是一種錯誤的

迷思嗎？關鍵核心是，我們是否能建立一套更好的多元評量機制，讓教學品質得

以維持，讓老師教學專業有所發揮，學生學習有所依循，家長能信服的專業評量。

因此，在免試入學之後，廢除國中基測勢在必行，但應有足以檢測國中生學習成

就的評量工具取代目前的國中基測，並由測驗專責機構繼續提供長期性專業服

務，甚至可成立中考中心，統一規劃國中生學習成就評量檢測相關事宜，藉以掌

握各校教學品質，提升學生整體的學習成效。而教育部所規劃「有試」部分，則

可比照北北基聯測，由各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負責，以發展作為入學依據的測

驗為目標，讓各地區的特色高中依其學科或術科發展方向，設計具高鑑別度的測

驗內容及題型，以符合培育人才的需求。 

伍伍伍伍、、、、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教育改革只有在現有基礎上逐步改善，並且考量各地差異性的需求，才能走

得穩健。畢竟臺灣最大的資產就是人才，因此我們在人才培育上一點都輸不起。

站在教育的轉捩點上，面對測驗我們應有更長遠的規劃，讓臺灣的中等教育向上

提升。因此，對於北北基聯測及國中基測的轉型，筆者有以下三點具體建議： 

一、免試入學後，廢除國中基測，可將國中基測轉型或成立中考中心，統一

規劃國中生學習成就評量檢測事宜，以持續維持國中的教學品質、提升

學生整體的學習成效。 

二、國中基測轉型（或成立中考中心）後，可規劃一年多試的測驗平台，讓

學生根據自己的學習狀況選擇測驗科目的時間。同時對於測驗的方式能夠

更多元化，根據學生應具備的能力去設計題型，應跳脫唯一選擇題式的測

驗題型，以掌握學生邏輯思考力、應用及鑑賞等能力的提升。這種學習成

就測驗可做為輔導學生未來進入高中職學習的參考依據，也可以作為學生

是否具備有國中畢業資格的參考，甚至於做為補救教學的依據。 

三、北北基聯測具有打破全國大聯考的價值，但 100 年的北北基聯測模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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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基測幾乎相同，是否真能達到預期目標，仍待測驗後試題分析。面對

103 年免試入學，北北基聯測可朝提供特色高中學術性測驗所需去發展測

驗題型與內容，讓測驗具有入學的鑑別度。 

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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