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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論壇        細想高中特色招生 

私立衞理女中校長   吳家怡 

壹、前言 

十二年國民教育制度的規劃中，以特色招生較有爭議性，讓我們一起來看看

特色招生面對的問題和相關的想法。 

貳、什麼是特色招生 

從教育理念來看，我們相信學生因為天賦、環境的不同，各有許多不同的特

質；學校因原有的傳統、所在社區、師長的專長、所處的環境，各有許多不同的

特色，可以吸引不同特質的學生，這是多元社會必然走上的路。 

但是特色只有成績嗎？特色只有少數學校嗎？不是的，特色可以有許多不同

的標準！特色招生應不只是篩選已具備該項特色的學生，而是「提供適合的環

境，可以培養想具有這種特質、有希望具有這種特質的學生。」至於已具備這種

特質的學生，可能要去的是培養其他特質的學校，學習其他的知能。因為高中教

育與大學不同，是以基礎能力的培養為主，還不是專精的教育，要的是踏實的基

本能力。特色招生應只是以較具特色的方式，發揮他的特質，使學生因在某些方

向上的成長和表現，而能把高中需要培養的基本能力學得更實在，培養出以後可

以踏實做事、做人、或做學問的學生。 

參、特色招生需要多元的篩選門檻 

在三年內要培養某種特質，並不容易，不可否認，有些學校會需要較高的門

檻，有些學校需要多重門檻。但是，所有學校不應該都用同一種標準。否則，就

像在同一條窄街上，大家先湧向同一扇窄門，不得其門而入後，再湧向第二道窄

門，用同一種標準其實是層層分級篩選，而非特色。  

為了讓學生了解自己是否具備某學校所需要的基本要求，學生需要了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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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質，因此能呈現個人特質的各種測驗仍然是不可少的。然而，如何能確定測

驗的目的在於幫助學生了解自己、呈現自己的特色，而非與他人比較性向測驗的

成績、體能測驗的表現、在校成績的排名、會考成績的等第，關鍵在於如何用它。 

肆、關於考試 

我們需要再多談一些考試，並不是一種考試換個名字就會變成另一種考試，

「基測」換個名稱並不會就變成了「會考」。從用途來看，考試的目的可分兩大

類：第一類的考試是希望經由測驗了解學生程度，讓學生、家長、老師，知道學

生會什麼，不會什麼。可以作為補救教學或學生了解自己的特長及缺點之用，坊

間的英文檢定、古文典籍考試，都是這類的考試；另一類考試是經由測驗，比較

學生程度的差異，做為排名、分班、分級、分校的標準，我們多數的考試均以此

為目的。 

我們需要在試題的命製、成績的使用、入學的制度，都要一致認定特色招生

時這些測驗結果，是用來呈現一個孩子已有的程度的，這需要長期的努力、仔細

的研究和長久的溝通。各特色招生學校使用各項測驗結果時，要確定用它來說明

的是「某個學校可以將某項測驗表現在某種程度以上的學生培養出某項特色」，

而非「某項程度愈好的學生，我們愈能培養」。 

伍、免試和特色招生 

如果我們不能釐清對測驗的觀念，我們可能會將適合第二類考試的試題作為

第一類考試之用；我們可能認為分的級愈多愈細愈有用；我們可能以為題目簡單

就可減輕學生的壓力；我們可能以為免試就解決了所有的問題。然而「免試」免

除的是什麼呢？免試是要免除第一種考試嗎？大家真的不希望知道自己的程度

嗎？顯然不是，因為坊間的英文檢定、古文典籍考試，都是這類目的的考試，參

與者愈來愈多呢！免試要免除是第二類考試嗎？大家不想依程度分到適合自己

程度的班級、學校，寧願在不合自己的環境中苦撐嗎？顯然也不是，因為補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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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中心不也有依考試分級分班的做法呀？免試既然不為免除第一類「可以知道

自己程度」的考試，也不為免除第二類「進入適合自己程度的班級、學校」的考

試，卻因為考試負擔太重了，就不要知道自己的程度、也不要找什麼適合自己的

學校或班級，這可就是大家一起放棄了基本的教育理念。讓異質的學生共同學

習，是可以刺激不同層面的學習的，只是我們有没有能力同時教程度特質懸殊很

大的學生，而能得到很好的效果呢？ 

其實仔細想，免試入學實在是我們從事教育工作者很大的承諾。我們答應的

是不論任何學生，我們都能教；不論多大的差異我們都能用同一種方式、同樣的

時間教會他們。我們答應的是：有教無類，但我們所保証的只是機會的均等，卻

無法保証產品的素質。特色招生其實是希望因才施教，讓特質相近的學生，在較

適合他們的環境一起學習。因此，會需要用到不同的測驗、成績、評語、平時的

表現。門檻是不同的指標，會考成績只是其一，各校可以設不同的指標，即使同

一種指標，也可以不同的方式用它。如果我們能正確的使用這些成績表現做為門

檻，花人力時間製作測驗、量表，找到各校真正注重的各種表現，申請制才會有

意義。所以我們應同時看免試入學與特色招生，二者一樣是申請制，只是免試入

學未設門檻。 

陸、學校應經認証 

讓我們也來看看學校需要做些什麼呢？要特色招生的學校需要問自己三個

問題： 

(一) 三年後我們教出的學生有什麼特色？ 

(二) 三年內我們怎麼教、用什麼方法、活動來教，可以把學生教得具有這種特

色？(我們總不能說因為他們來的時候就已經具有這個特質了吧！) 

(三) 什麼樣的學生三年內我們没法把他教成具有這種特色的學生？ 

這三個問題避開了教育的專有名詞，因為唯有如此我們才容易直接想相同的問

題。其實問的就是學校的教育目標、課程設計、以及招生的檢定標準。學校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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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楚的目標、配合的課程、以及與此課程相合的檢定標準，而且是要經得起檢

驗，得到核可的。這類核可的學校可漸漸增加，有特色的學校也應愈來愈多。 

一旦我們回答了第三個問題，定了入學的門檻，說明了什麼樣的學生三年

內我們没法把他教成具有這種特色的學生之後，其他學生我們就不應再擇優了，

不是嗎？但是教育工作者能否如此豁達，實在是在於社會及教育主管機關如何看

學校的好壞。 

柒、全面思考 

從前面的觀點來看，在目前十二年國教的的規劃，建議如下： 

一、 實施初期若有 75%名額免試，其他的 25%中可分為 20%特色招生和 5%考試入

學。20%特色招生的學校經教育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各設自己需要的門

檻，門檻指標各校不同，需與其特色相配合，會考成績只是其一。 

免試及特色招生均為免除單一入學考試的申請制，這樣的作業仍需統一分

發機構協助同時分發。台灣多年聯招的經驗，分發的技術應已不成問題，

卻真需要及早準備。 

其他 5%可為考試入學，設置少數精英學校(或班級)讓在高中學習已表現優

異的學生接受較高一層次的培育。這種的考試應為前面所提的第二類考

試，在同級的學生中擇優，教他們較深較難的課程。 

二、 長期的發展則因認可的特色招生學校增加，20%的名額可因可的學校增加而

逐年增加變動。但需要考試的學生名額不改變，這類名額不應逐年提高，

因為在高中學習已表現優異需要接受較高一層次培育的學生應該有限，否

則就是我們設定的高中學習目標太低了。同時，這樣也才能使大部分學生

不受不必要的考試競爭的壓力 

 

所以特色招生，係指經認証為優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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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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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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高中特色招

生說帖中的說明，文字後面需要的基本理念、工作細節、長期的方向，若没有定

清楚，往往會一起步就失了方向了。 

教育行政管理和一般的管理不同，它管的不是人，而是創造環境和設計制

度，使人可以學，使人能夠教，大家努力的不應是達成數字目標。75%免試不應

是個現場教育工作者的目標，它應是結果的現象之一。提昇整體教育水準，減少

不必要的競爭，才是我們的目標；如果我們不努力在各中學提出真正可達成的課

程設計，而只在結果上努力，我們可以很容易的達成 75%學生免試的目標，卻眼

睜睜的看著失去這次改進台灣教育現況的契機了!我們知不知道設計怎樣的課

程，可以讓某種程度以上的學生學會某些特質呢？這才是我們中學教育工作者需

要花時間與功夫的地方，也才是我們真正的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