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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07  記者 陳怡均 報導

檯燈下，就讀國二的小琪埋首在作業堆中振筆疾書。維持課業成績之餘，她仍抽空參加學校的節

奏樂隊、每周花上好幾個小時作科展，更在周末到圖書館擔任志工、準備英檢，簡直像是文藝復

興時期的通才，樣樣都得精通。十四歲的她，生活忙碌卻少有怨言。因為她知道，這些努力將在

隔年的免試入學放榜後得到回報。小琪從小身為背負爸媽期待的「北一女寶寶」，在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上路後，想進入明星高中需要滿足更多條件，成績保持頂尖外，課外活動也一樣都不能

少。而像這樣的例子，在如今的十二年國教下絕非個案。

設計成名校制服的圍兜，反映許多父母對孩子的深切盼望。

這份期待，也讓明星高中的概念自小在孩子心裡紮根。

（圖片來源／ETtoday）

標榜舒緩升學壓力的十二年國教，於二○一四年正式開跑。繁複的入學管道，讓家長與學生一時

仍摸不著頭緒。其中鼓勵就近升學的方針，是希望消弭明星高中光環，讓學子們不再需要為了擠

進前幾志願的窄門日夜苦讀。然而實行至今，升學掛帥的明星高中仍擁有較高聲勢，透過十二年

國教消除階層的理想，看似未獲成效。而在以資源均等為宗旨的體制下，原先因高升學率成為學

子拚搏目標的明星高中是否該繼續存在，也成為現階段頗具爭議的課題。

 

十二年國教　折衷之路？十二年國教　折衷之路？

十二年國教這項影響甚鉅的教育改革，早在上路前便廣受各界關注。其中，支持全面就近入學、

廢除高中排名以解除孩子重擔的「免試升學」主張；與提出用成績將學生分等，再配發到對應等

級高中的「成績競爭」論調，分別站在對立的兩造。在兩方拉扯下，目前的十二年國教，正是妥

協後的成果。

現行的十二年國教分為免試入學、特色招生兩類入學管道，其中又以前者為主。免試入學，顧名

思義便是可直接申請就讀。但有鑑於臺灣社會的明星高中迷思，申請前幾志願學校的人數超額，

可說是必然的結果。此時，則必須由各高中依學生的會考成績、志願序、多元學習等項目評估是

否錄取。換句話說，若想躋身社會價值觀中的傳統名校，國中生們依舊得以學業成績一較高下。

 

管道繁瑣　家長孩子霧煞煞管道繁瑣　家長孩子霧煞煞

身為十二年國教上路第二屆的學生家長，從事教職的郭元慶說道：「十二年義務教育應該要有，

但入學資格和依據必須更簡單，比如說統一辦一次大考就好，不用再排比序、採計社團表現之類

的，會讓大家很困擾。很多規定講也講不清楚，不知該怎麼辦。」郭元慶的一席話，也道出不少

家長在面臨複雜的新制時，對孩子未來的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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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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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落榜的孩子走上街頭，抗議形同實驗的十二年國教。（圖片來源／風傳媒）

各校有限的錄取名額讓學生仍需面對篩選機制，只是篩選的變因不再只有課業成績，就連選填志

願的排序差異，都可能讓人與心中的第一志願錯身而過。環環緊扣的多重比序，使免試入學帶給

孩子的壓力不亞於過去的基測，而採納特殊表現的規定也讓學生除了努力讀書，更要六藝精通才

能順利取得免試門票。然而，並非每個家庭都有能力負擔昂貴的才藝班及社團費用，大眾普遍認

為，此項措施將可能在無形間削減弱勢環境中孩子們翻身的機會，助長了臺灣社會的階級複製。

 

新制上路　名校照樣擠破頭新制上路　名校照樣擠破頭

十二年國教的精神，原是讓學生在較無升學壓力的環境中多元發展，而就近入學，正是一種實踐

方式。但從擺脫不了名校光環的學生、家長，以及明星高中校方的反彈中，可發現臺灣社會似乎

尚未準備好面對這項重大轉變，也因此教育部在推行新制的路上可說是窒礙難行。在各界壓力下

，只得推出保留基測特色的會考制，減輕轉型的劇痛，卻也造成效果不彰。而今，各地第一志願

的免試入學管道，依舊是多數學子的首要目標，競爭名額的激烈程度更勝基測。

中段學校報到率偏低，說明了對明星高中的追求仍舊存在。（圖片來源／陳怡均製）

長期關注教育議題的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秘書施宜昕表示：「明星高中其實只是升學壓力下塑造

出的『菁英幻象』。明星的點是在於原本就只招收學業優異的學生，而不是學校本身的教學有甚

麼過人之處。」她同時指出，現行的十二年國教早已偏離原意，若就近入學的理念真正被落實，

明星高中的概念自然就會淡化。施宜昕認為，所謂的折衷方案並不存在，人本基金會的訴求，是

資源共享、不放棄任何一位孩子的教育體制，而為了鬆綁學生的壓力、成就快樂學習的環境，象

徵壓力與資源獨佔的菁英教育必須消失。

 

扶弱　無關乎鋤強扶弱　無關乎鋤強

然而，曾就讀臺中女中的臺大財金系學生陳立欣，卻對明星高中的存在抱持不同意見。她說道：

「目前的明星高中，也就是『升學導向名校』應該存在，但不必集眾人寵愛於一身。我的想法是

要適性發展、重視每種專業，而學術專業當然也是其中一環。想培養好人才，篩選是必要的，有

了篩選，才能夠維持好環境，也才能把好環境分配給投資報酬率較高的人。但同樣的邏輯不只可

以用在學業，像美術、音樂等各種不同的才能，也可以有自己的明星高中。」

政治大學大三學生石詠之，本身未曾就讀明星高中，但她認為，試圖剷除明星高中的想法只是「

把最好的拔掉」，強行塑造出齊頭式平等，這樣的作法其實沒有必要。她說道：「最大的問題其

實不是資源夠不夠，而是取得資源的管道要暢通。」教育資源的可近性，是她心目中最重要的一

環。石詠之認為，即便是在資源較匱乏的學校，若有心想學習的學生依舊能藉由開放管道取得資

源，那麼明星與社區高中的階級差異，也就不那麼值得爭論。

 

不同聲音　一致的盼望不同聲音　一致的盼望

綜觀而論，人人都能享有十二年義務教育的政策，在多數民眾眼裡都具有良好立意，但繁瑣的升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www.stormmediagroup.com/opencms/news/detail/0265432c-f91f-11e3-b79d-ef2804cba5a1/?uuid=0265432c-f91f-11e3-b79d-ef2804cba5a1


Powered by  DODO v4.0
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
© 2007-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

獲得世界象棋聯合會認證的特級國際大師馬仲
威，他下棋的心路歷程，與對臺灣棋界整體環
境的看法。

恐怖情人　當深愛變成殺害恐怖情人　當深愛變成殺害

近年來，情殺案件頻傳的現象，來自於社交媒
介轉換、媒體的連鎖效應及教育體制的根源，
情感問題是大眾關注且必須學習的議題。

學管道與換湯不換藥的半吊子路線，才是引起學生與家長反彈的主因。儘管關於明星學校的存廢

，在眾說紛紜間仍無法得到解答，各方對於提升教育品質的願景卻達到了共識。施宜昕說道：「

希望落實十二年國教後能讓各校重新洗牌，校方也能更努力投入資源在教育學生以建立口碑，成

為真正的好高中。」新制上路後，若能鼓勵升學名校與一般高中職同樣努力改善教學品質，打造

出各校自身的特色，這樣一批「真明星學校」的誕生，便會是眾人所樂見的。陳立欣更打趣地說

：「期許未來能出現『小當家高中』、『畢卡索高中』等更多特色明星學校。」也道出多元價值

在社會中愈發被重視的現況。

無論明星高中在教改浪潮中是否將屹立不搖，適度的轉型都在所難免。如何在升學至上的迷思消

褪後，讓明星學校的特點不再僅限於聚集菁英，而是藉由獨具特色的優質教學，將每個入學的孩

子造就成真正的棟樑，將是未來教育發展的重要課題。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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