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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論壇焦點論壇焦點論壇焦點論壇 3333       

                高中高中高中高中職職職職免試入學與免試入學與免試入學與免試入學與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年國教年國教年國教年國教 

臺北市麗山高中臺北市麗山高中臺北市麗山高中臺北市麗山高中    陳偉泓校長陳偉泓校長陳偉泓校長陳偉泓校長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高中高中高中高中職職職職免試入學啟動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啟動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啟動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啟動十二年國教    

馬總統於民國 100 年的元旦宣告：「預定民國 103 年高中職學生全面免學費、大部分

免試入學。」預計今（100）年 8 月入學的 30 萬餘名國一新生將適用。而教育部依據總統

元旦文告，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規劃方向為：向上向下同時推動、大部分學生免試入學、

高職先行與高中隨後的免學費政策。其中學前教育將自 100 年實施 5 歲幼兒入學免學費；

免試入學部分規劃 103 年全國國中畢業生七成免試入學，其餘三成提供學生透過學科或術

科考試，進入特色高中、高職、五專就讀；學費政策為預定民國 103 年高中職學生全面免

學費，將分階段逐步先從高職免學費做起。 (教育部) 

 

貳貳貳貳、、、、後後後後期期期期中中中中等等等等學校生態變化隱然成形學校生態變化隱然成形學校生態變化隱然成形學校生態變化隱然成形－－－－面對未來教育變革的思考面對未來教育變革的思考面對未來教育變革的思考面對未來教育變革的思考    

由上述馬總統的元旦宣告啟動免試入學及教育部政策規劃十二年國教，臺灣的教育自

民國 100 年起將開創與以往大不相同的新頁。這項政策宣示裡，有兩件事突破了長年以來

的教育生態，預期也將對教育現場產生空前的影響。首先是高級中學法
1
第三條明定所有

的國中生升學高中一定要歷經的入學考試，將因為免試入學政策而走入歷史。從此，部分

國中生可以免除應付考試的夢魘，眾人亦期待這樣的改變可以讓國中教育回歸正常，國中

生可享有健康快樂的學習環境，但由於變革幅度空前之大，最後是否能竟其功，值得觀察。

第二是從此會改變學校的分類方式，以往的學校是以高中、高職、五專、完全中學、綜合

高中，或是以公立、私立做分類，未來將會以「免試」及「應試」做為學校分類依據，這

樣的學校生態改變將產生何種影響，仍有待評估。由於此兩項教育制度變革對臺灣教育的

影響深遠，本文試以此兩要點探討未來的教育變革與發展的成功要件應有那些思考。 

 

參參參參、、、、免試入免試入免試入免試入學能否解決國中教育問題學能否解決國中教育問題學能否解決國中教育問題學能否解決國中教育問題－－－－回歸學生學習和教育本質的改善回歸學生學習和教育本質的改善回歸學生學習和教育本質的改善回歸學生學習和教育本質的改善    

家長團體期待十二年國教的三個重點為：未來 10 年每年 200 億的經費、明確的推動

時間表、以及不要採計在校成績的免試入學。家長團體如此期待的主要因素為國中教育長

期受高中入學考試的牽制，淪為準備升學考試的工具，學生無法適性發展與學習，故免試

入學成為拯救國中教育的寶劍，若能一刀斬斷入學考試的魔咒，國中蒼生則可得救。但免

                                                      

1高級中學法第三條：高級中學入學資格，須具有國民中學畢業或同等學力者，經入學

考試、推薦甄選、登記、直升、保送、申請或分發等方式入學；其同等學力之標準，

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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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入學考試後是否真能解決深植國人心中的升學主義和升大學時的需求？尤其是如果仍

將學校分為「免試」和「應試」二大類型時，會有多少學生投入未來的升學考試，則未可

知，變數仍大。 

國中教育問題的關鍵，是升入高中的壓力及因此產生的國中教育過程的扭曲。以現況

而言，國小學生學習成就不佳者，到了國中也無法得到適性照顧與發展，免試入學後，若

國中能回歸教育正常發展，則能提供這些學生更好的教育環境。但是，免試入學不能保證

國中教學正常化，免試入學僅能提供國中教育一個向上發展的好機會，國中教育在沒有升

學考試的緊箍咒下，如何培養學生主動學習和自主學習的能力？如何以適性學習同時兼顧

學習成就兩端的學生？如何確保國中教育的品質？最終，仍有賴國中小從根本做起，積極

發展符合教育思維的教學與教育模式，由改善學生學習和教育本質著手，才能擺脫長期升

學主義的影響，追求理想的國中教育。 

 

肆肆肆肆、、、、免試入學免試入學免試入學免試入學後高中教育可能面對那些困難後高中教育可能面對那些困難後高中教育可能面對那些困難後高中教育可能面對那些困難－－－－三大挑戰三大挑戰三大挑戰三大挑戰！！！！    

我們若同意「十二年國教沒有實施前，所有國中教育的局部改革，基本上都徒勞無功。」

這個說法，表示我們都同意：國中教育因為高中升學壓力而有問題。但若以此推論，則將

來因應免試入學後，同一個高中學校內接受常態分配的學生時，國中教育的困境，是否極

有可能在高中現場重演！因此，由臺灣過去 60 年的教育發展歷程來看，在九年國教推動

逾 40 年後的今天，企圖以推動十二年國教解決國中教育問題的同時，不禁要問，是否 40

年後，也有可能要以 16 年國教來解決高中教育的問題？此說法不是論述推動十二年國教

政策的正確與否，而是提醒歷次教育改革過程中，我們所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否真能解決

問題？或只是把問題延後而暫時看不到問題？鑑於此，有必要探討高中可能因免試入學造

成的問題，並謀求預防之道。 

綜合多數學生免試入學和少數學校可考試入學、免學費政策和少子化的影響，預估未

來高中教育可能面臨三個挑戰： 

一、高中職學校生態改變－高中辦學特色日趨重要 

免試入學後，高中職學校生態可能隨之改變。由於私立學校免學費政策，可提高私

立學校和高職的招生優勢，加上私立學校辦學特色不若公立高中受到許多限制，未來

在辦學上較易發展，將來大多數的公立高中可能失去競爭優勢，加上少子化的衝擊，

考量未來會產生公立學校減招或停招的情形？另由於仍保留少數特色學校可以招收考

試入學的學生，因此特色學校的城鄉分配比例將造成教育資源分配公平性的爭議外，

併同前述公私立學校的重新分配，都將造成教育生態的大改變，如何在這種轉變下，

維持高中教育的良性發展，是首先要面對與思考的問題。 

二、99 課綱不符需要－新課程發展迫在眉捷 

當大多數的國中畢業生以免試入學大多數的高中時，高中教育最為困擾的的問題，

將會是課程如何分級？如何編班？如何教學？由教育部推動國中常態編班的實務工作

來看，多年來至今仍無法全面解決問題。就興趣、學習能力、心智成熟程度等已明顯

分化的高中生而言，以常態編班規範高中教育並不可行，但能力分班於高中亦非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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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模式，況且以目前高中 99 課綱的高必修數、高時數及高科目數無法完全因應未

來的變化。故如何協助高中教育由過去的「能力分校」過渡到未來「常態分校」的高

中教育，研發適切課程、選修制度、教學模式，以及因應課程選修制度必須配套之教

師第二專長制度等規劃，將刻不容緩。例如，高中課綱應以分級分版選修代替目前共

同必選的分組模式、規定每週上課科目數少於 7 科，增加選修、減少必修學分數為總

學分數 3 分之 2 以下等等，否則高中教育的困境將不亞於目前國中教育所面對的困難。 

三、學校全面優質化的關鍵－教師教學新思維 

過去因為學校排名，各種資源分配和教學模式均發展多年，多所定型，免試入學後，

家長和社區對學校的觀念一時未能轉換，如何使各高中趨向優質化，使家長和社區願

意就近入學，則教師教學之適應性首當其衝。如何以教師專業發展協助教師面對常態

分配的學生，全面發展各高中的優質教學，更是免試入學成敗的關鍵。因為惟有當所

有高中學校的資源與教師教學都具備優質、特色、有效能時，才能證明免試入學是正

確與成功的政策；面對十二年國教後新的教學生態，如果學校教師教導學生的觀念沒

有改變，無法適性引導程度不同和來源多元的學生，則十二年國教亦難有前景。在此

挑戰中，最困難的部分是，高中學校全面優質化，原本就需要時間和努力一步一步經

營和變革才可得，為配合 103 年的大量免試升學，如何能在兩三年之內，達到高中全

面優質化，不僅是學校面對挑戰，政策能否成功亦面臨相同的挑戰！ 

伍伍伍伍、、、、期許期許期許期許－－－－高中校長的高中校長的高中校長的高中校長的責任責任責任責任    

高中校長們不僅身為高中教育品質的守門員，也是高中教育向前推進的火車頭。當現

今教育現場和民眾迫切表達免試入學和 12 年國教的需要性，而教育政策也已定調定時推

展之際；我們清楚所有的改革不能等待一切就緒之後才開始推動，而變革過程也不免有過

渡的陣痛，但我們更清楚學校所要面對的困難和改革過程中需要那些配套措施。所以，在

這波變革浪潮中，我們必須積極投入，主動關心教育政策推動過程中還有那些系統思考不

足處，提出具體建言，積極參與各項變革工作的規劃，幫助政府推出各項政策之時，能經

由審慎評估而具備高度可行性，更是學生、家長和社會之福！ 

陸陸陸陸、、、、結語結語結語結語----系統思考與規劃系統思考與規劃系統思考與規劃系統思考與規劃    

教育改革在當今世界各先進國家之中，無不列為國家發展重要政策者，實因社會變遷

太快，教育發展必須與社會脈動、經濟發展等齊頭並進或更為領先，才能為國家培養更具

競爭力的人才。臺灣在過去 20 年之間，教育改革聲浪從未間斷，其間許多政策之改革經

驗，在這波十二年國教及免試入學改革政策推行時足資借鑑者，如：主張廣設大學、高中，

卻忽略少子化的問題；九年一貫課程立意良善，卻因急切躁進而雷大雨小，趨於平淡。反

思這些政策推動時，無論民間與學界均表贊同且樂觀其成，輿論力量形成時，好像不做就

錯了，但是要不要實施十二年國教的問題應是：實施後是否解決了我們原來想解決的問

題？如是，當然要大力推動，但令人擔心的是，是否又是另一次輿論力量所形成的政策，

立意正確，但仍步先前的錯誤模式：忽略系統性思考和推動時程及方法、步驟的考量。 

老百姓追求幸福快樂的生活，是最基本的需求和渴望，所以社會大眾可以簡單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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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要升學考試，只要免試入學。但教育政策制定者，卻不可如百姓般簡化，不僅宣示

免試入學方案，更重要者，須未雨綢繆、系統思考，免試入學之後的國中、國小和高中的

教育問題，如何提出通盤的解決方案，並具體落實之，才是政府更應積極面對的政策責任。 

免試入學是十二年國教的敲門磚，但不是成功的保證，政府應允十二年國教政策，除

展現推動免試入學的強大決心以外，亦應負責任的提出如何改善教育本質的政策和作法，

以示政府效能。但最令人擔心的是未來的教育現場，在面對一場大規模的升學制度變革之

後，生態產生變化，教育本質卻未見改善，屆時是教育生態浩劫，而非生態保育工作，故

無論是免試入學或十二年國教政策之推動，絶不能止於升學制度的變革，而缺少了後續國

小、國中及高中等各階段改善教育本質的措施，若能在宣示免試入學於 103 年全面實施

時，就未來十二年國教的新課程及教師的優質教學制定具體實施方案與時程同時公布或及

早公布，系統性發展與推動優質的十二年國教，才是教育之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