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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改道？ 108學年的臺灣校園
記者 陳千柔 報導  

108教育改⾰（以下簡稱108教改）實施之前，從配套措施、實施⽇期到教科書，
每個環節都能使各⽅爭辯不休。有的家⻑急著把孩⼦送進補習班，有的不知所
措，有的老師老神在在，有的卻不知從何教起。如今教改正式上路，往⽇的恐懼
與擔憂是否真的存在，實施起來得成效⼜是如何？108教改這張成績單，無論好
壞，結果都是整個社會必須⼀起接受的未來。

108教改是什麼？
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以下簡稱國教院）資料顯⽰，108課綱的全名為「12年國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但因這項教育改⾰政策從108學年度開始實施，因
此簡稱為108課綱。凡是這年度入學以及往後入學的學⽣，無論是⼩學、國中、
⾼中，都將受到這項教育政策的影響。所謂108教改是為12年國⺠基本教育的最
後⼀環，從103年的基測退場到會考施辦、⾼中學費補助、⾼中學測改制等等，
最後⾛到108課綱調整上路，⼀連串的措施都圍繞著⼗⼆年國教。

受108教改影響最⼤的為⾼中學⽣，在課程⽅⾯，教育部部定必修課學分⼤幅下
降，取⽽代之的為各校⾃訂的選修課程，⼀部分為多元選修，另⼀部分為加深加
廣校訂選修。此外，在升學⽅⾯除了原本的學測成績，還多了學習檔案評量，由
學⽣在每學期末整理⾃⼰該學期的學習歷程、成績、校外表現等，由教師認可後
上傳中央資料庫。在申請⼤學時的成績評比上，學測成績不得超過總評比成績的
百分之五⼗，其餘比重會被分配⾄學習歷程、各系⾯試、筆試等成績，各項比重
則由各系⾃⾏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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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課綱的新增課程（圖片來源 / 陳千柔製）資料來源：國教院

108課綱的核⼼價值為「素養」，即為培養學⽣的⾃主學習性，與把所學運⽤到
⽇常⽣活中的能⼒，強調實作以及靈活思考，⽬的是讓學⽣有學習熱忱，使之得
以在知識更新⾶速的時代下，具有終⾝學習的意願與能⼒。

進補習班學習成為⼀種趨勢
無論是國中會考還是⾼中學測，各科考題的題幹都比先前⻑了許多，內容也更加
艱深。考試引導教學，新⽵縣⾃強國中校⻑林健明提到：「考試變難，當然學⽣
會選擇進補習班加強。⽽學校為了讓⼩朋友適應這種考法，除了教科書之外，老
師也會補充很多的課外教材，以培養⼩朋友的實⼒。」不過以⾃強國中第⼀次段
考為例，為了讓學⽣更適應會考考題，學校特別設計了題幹⻑、⽣活化的題⽬，
但學⽣的成績卻⼤幅下滑，顯然轉變有它的陣痛期。         

不過針對這點，已經任教20年的現任北⼀女中國文科王老師則認為：「學⽣不會
因此提⾼對文科補習需求，畢竟到最後要考試時，誰不是參考書⼀直買，⼤量的
題⽬拿起來練，進⽽培養出語感？但是學⽣在理科上的掌握⼒會比較差，畢竟有
實驗、計算，題⽬再拖⻑⼀點，學⽣可能真的必須去補習才有辦法學到解題技
巧。」

⾦字塔頂端永遠是頂端 城鄉差距擴⼤？
考題難度的提升不會影響到⾦字塔頂端上的學⽣，但卻相對的降低鑑別中階及低
階程度學⽣的能⼒。考題變靈活，腦筋轉得過來會學得輕鬆，但腦筋死板的學⽣
是否難逃被淘汰的命運？

針對此點林健明表⽰，這是必然的結果卻，沒有絕對的好壞。林健明道：「我們
這種鄉鎮型的學校，⼤概只有10%的學⽣會往前幾志願的公立⾼中發展。對不同
⼩孩的狀況，⿎勵他們往技職⾼中升學，未來進入國立科⼤的機會很⾼，將來的
職業出路也不錯。」

此外在⾼中⽅多元選修課程上，以北⼀女中為例，共開出28⾨課程。反觀其他⾼
中，新北市樹林⾼中開出了16⾨、新⽵女中則開出13⾨。由此可⾒在都市內的學
校尚有資源上的差異，何況是都市與偏鄉？         

北⼀女中數學科廖老師表⽰：「北⼀女中在多元選修課上的開設是沒問題的，畢
竟從很多年前學校就開始有嘗試在開此類課程，⽽且學⽣的學習成果⼤多數都是
好的。」不過王老師則認為：「其實很多學校真的開不⼤出來，⽽且老師的負擔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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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不過王老師則認為：「其實很多學校真的開不⼤出來，⽽且老師的負擔
很⼤，甚⾄有老師認為⾃⼰的能⼒不⾜以教授這⾨課，還⾃掏腰包外聘老師來合
開。」

⽽現在⾼中課綱比起過去，每星期多出了三堂⾃主學習，需要學⽣⾃⼰擬定學習
計畫書，訂定⾃主學習計畫。王老師認為：「⾼⼀進來不就是要探索嗎？現在規
劃沒什麼意義，因為根本還不知道要學什麼。最後這個責任依然會落在老師⾝
上，為學⽣規劃或建議。」

新舊課綱比較表（圖片來源/陳千柔製）資料來源：國教院

壓⼒減輕了嗎？
除了考題的變化，未來的學⽣還要分⼼去準備學習歷程。每學期都要固定上傳這
段時間的課堂表現、經驗累積等等，如此⼀來，是不是每次的⼩考都很重要？每
⼀次的競賽評比都不能輸？從前壓⼒只有在⼤考，如今是否延伸到每⽇的⽣活
上？

對此林健明表⽰：「就⽬前的學⽣狀況看來，壓⼒變⼩絕對是騙⼈的。畢竟考試
變難，要準備的事變多了。」就讀北⼀女中的郭姿穎同學也表⽰：「會刻意參加
⼀些比賽或是活動藉以寫進學習歷程，相對的比較辛苦，有點為了寫⽽做，不過
有時候卻能發掘⼀些⾃⼰的興趣。」

不過廖老師表⽰其實不是每樣東⻄都要寫進去，可以挑好的寫就好，因此也不需
要過度緊張，並不是要求真的樣樣都要頂尖。

靈活？死板？ 有利有弊
108教改的課綱設計強調彈性⾃主與學習的實⽤性，包含實作課、多元選修、學
習歷程檔案、彈性學習課程以及考題變化等，無⼀不強調實⽤，同時也考驗著學
⽣的⾃發性，正式揮別以往「背多分」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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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科教館巡邏⾞⾄⾃強國中辦活動(圖片來源/⾃強國中臉書)

將實驗、程式設計等課程納進教學範圍，林健明認為學⽣⽬前的反應是很好的，
比起上課，⾃⼰動⼿做可以帶給學⽣更⼤的成就感。此外，林健明也補充，從前
外界所質疑師資與設備上會有所不⾜的問題，現在看起來則沒有這個疑慮。教育
部在兩年前就開始補助各學校培育師資及建造教室，基本上⼤多數的學校師資與
設備都有到位。

過去的學⽣只要扎扎實實準備好課本內的知識，就有在考試時拿⾼分的把握，⽽
未來的學測要考的是學⽣統整歸納的能⼒。考題變更⻑更複雜，除此之外還多了
填空題，以及跨領域的題⽬，想要拿分數，除非有真本事。

王老師認為學⽣的壓⼒不⾄於有太⼤的改變，畢竟考題本來就不會只出課內的範
圍，因此多準備是⼀直以來學⽣該做的事。不過老師的壓⼒相對會比之前⼤很
多，畢竟可以授課的時間變少，之後考題⼜更難，在教學上很難突破時間的限
制。

在時代的演進下，改⾰勢在必⾏卻有利有弊，如何掌握住⾃⼰的優點，並且在此
處⼤放異彩，是每個老師、學⽣、家⻑的共同課題。

縮圖來源：pixabay

關鍵字：108課綱、108教改、教育、國中會考、⾼中學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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