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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的規劃與願景重點摘述 

201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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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 

壹、前言(對教育的再省思) 

貳、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構想 

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實施 

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爭議問題 

伍、結語 



壹、前言: 

對教育的再省思 

一、唯分數是問是社會共錯的結構造成，

學生和老師都被標準答案集體綁架了 

二、臺灣學生最不喜歡的事情？ 

       



•       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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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過去的制度--考試領導教學 

 ＊考試及分數是大家看待孩子最重要的價值 

＊學習是不斷反覆練習 

＊考試已是國中生生命最重要的一環 

＊親子關係緊張 

＊許多孩子放棄學習 

＊我們是否忽略國中生在這個階段最需要學
習的東西？我們給予的，是否是他們最需要
的？ 

 



壹、前言 
學校的本質 

•學校應是品格培養、知識傳授、技
藝學習的場所。不應是販賣學歷的學店

。 



壹、前言 

用正向積極的態度面對教育改革 

 ＊12年國教的實施—奠定孩子幸福的基礎 
   培養孩子正確的價值觀 
       尊重、負責、關懷、合作、感恩、正義 

   培養孩子的各種能力 
       基本學科能力 

       人際能力-溝通、團隊、正面思考.. 

       生活能力-自我管理、情緒管理、解決問題、做決定
.. 

       學習能力-創新能力、多元學習方式、批判思考 

        
       

      

 



壹、前言 

用正向積極的態度面對教育改革 

＊12年國教的實施— 

            培養未來的臺灣人才 

    強健體魄 

    情緒管理 

    解決問題的能力 

    團隊合作 

    資訊能力、語言能力 

    國際視野 
    

    



壹、前言 
我們共同的困惑 

＊12年國教實施後，入學方式有哪些？ 

＊免試升學立意良好，但高中職素質參差不
齊，怎麼辦？ 

＊免試入學，那麼學生入學依據採計什麼？ 

＊學區入學，需要遷戶籍嗎？ 

＊基測不考後，如何確保學生的程度？ 

＊沒有了基測，上課秩序是否會更難管理？ 

 



壹、前言 

我們共同的困惑 

＊因為有會考，我仍然用過去的教學方式（趕
課、考試、檢討、趕課），會有什麼樣的結
果？ 

＊免試入學超額處理方式的比序條件是什麼？ 

＊有哪些特色招生學校以及名額多少？ 

＊學校、家長和學生如何因應與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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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構想： 

二、103年度起學制架構 

學前
教育 

高級中等教育 

普及 

免學費 

非強迫入學 

免試為主 

國民教育 

普及 

免學費 

強迫入學 

免試 

 

國民基本教育 

6 15 18 

高中職(含五
專前三年) 

12 

國小 國中 



12 12 

提升中小學 

教育品質 

成就每一位
孩子  

厚植國家 

競爭力  

十二年
國民基
本教育 

參、構想： 

三、三大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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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教無類（公平） 

三 適性揚才（公道） 

四 多元進路（公道） 

二 因材施教（公道） 

五 優質銜接 

參、構想： 
四、五大規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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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構想： 
四、高級中等教育的基本內涵 

• 普及：以高中職(含五專前三年)學生為對象，強調教
育機會一律平等。  

• 自願非義務：將提供充足且多元就學機會，但尊重
學生與家長的教育選擇及參與權，不強迫入學。 

• 免學費：免納學費，但仍須繳納雜費、代收代付費
及代辦費。 

• 公私立並行：採公立學校(國立、直轄市立、縣
市立)與私立學校並行，獲補助之私校辦學需受
嚴格監督，以確保教學正常與辦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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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試為主：國中畢業生七成五以上將採免試入學，
但保留少部分名額採特色招生。 

• 學校類型多元：包括高中(含實驗中學、完全中學、
綜合高中)、高職、五專前三年、特殊學校及進修學
校 ，另允許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 普通與職業教育兼顧：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將提供國
中畢業生依其性向、能力和興趣，能為升學進路普
通高中或職業學校、五專之分流選擇 。  

      貳、構想(6/8)： 
五、高級中等教育的基本內涵 



16 

貳、構想： 
六、兩階段內涵比較 

國民教育
階段 

普及 

免學費 

強迫 

學區 

免試入學 

政府為主 

公立為主 

類型單一 

普通教育 

高級中等
教育階段 

普及 

免學費 

非強迫、 

自願 

就學區 

免試為主 

公私並立 

類型多元 

普通教育、
職業教育
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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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起 

  
參、實施：規劃入學方式 

入學示意圖 

現行 

 

免試入學(75%以上) 
特色招生 

甄選 
入學 

登記分發 

入    學 

甄選 

入學 
申請入學 

（五專申請抽籤） 
免試入學 

高中、高職及五專多元入學管道 

考試分 
發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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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術科考試 

免試入學 
(登記） 

特色招生 
（甄選入學/考試分發入學） 

登記免試入學未額滿學校 

國中應屆畢業學生 先免試，
後考試 

參、實施：各入學管道辦理順序 

參與免試
入學未獲
錄取學生，
可直接登
記免試入
學未額滿
學校 

※登記辦理次數，各區可酌予增加 

 

提供75％
以上的名額 

提供25％
以下的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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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免試入學：登記模式為主要入學管道 

各高中高職及五專皆須辦理免試入學，採登記方

式，不採計國中學生學習領域評量 

不訂報名條件（門檻） 

各高中高職及五專不訂定報名條件（門檻） 

未超額則全額錄取 

當登記（申請）人數未超過招生名額時，全額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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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施：免試入學 

• 超額處理方式：適性輔導入學 

•   學生志願 

•   國中生涯輔導規劃書建議 

•   免試就學區就近入學(近似現階段15個招生
區) 

•   其他：比序條件，由地方主管機關訂定(教

育審議委員會通過→部備查)可參考會考 

• 公平性、教育性、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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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 

獨招或聯招 
(美術、音樂、
體育、舞蹈） 

術科測驗 

招生區聯合辦理
招生 

考試分發入學 

學科測驗 

參、實施：特色招生-方式 

甄選入學 

五專 

聯合或單獨
辦理招生 

各校自訂 

甄試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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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施：特色招生-審查 

• 特色招生審查重點項目： 

•辦理目標清楚及理由具說服力 

•課程規劃具特色 

•教學資源充足 

•學校評鑑優良 

•學生來源無虞 

•學生表現優異 

• 其他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之重要項目 

• 102年8月前公告辦理特色招
生之學校及名額 

 



23 

以直轄市及縣(市)行政區為基礎 

範圍清晰易於宣導 

符合地方生活圈概念 

易搭配現行多元入學模式推動 

規劃範圍符合主管機關權責 

理由 

參、實施：劃分免試就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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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施(18/26)：劃分15個免試就學區 

單
一
縣
市 

臺南市、高雄市、桃園縣與連江縣、彰化縣、
雲林縣、屏東縣、臺東縣、花蓮縣、宜蘭縣、
澎湖縣、金門縣 

跨
縣
市 

新竹縣市與苗栗縣 

嘉義縣市 

中投區（臺中市、南投縣） 

基北區（新北市、臺北市、基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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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就學區 

五專學校分散且類科屬性特殊，採全國一區 

五專 

位處免試就學區交界學校（如新北市與桃園） 

現行多元入學管道同意跨區招生之學校 

部分學校、產業特殊需求類科及稀有類科 

102學年度發布，103學年度全面實施 

實施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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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施：實施高中職免學費 

 
1.家戶年所得114萬元以下就讀高職(含五專前三年)學生 
  免學費（排富） 
2.家戶年所得114萬元以下就讀私立高中學生比照公立學校 
  收費（齊一學費） 

 

高中職(含五專前三年)全面免學費 

 
第一階段 

(100年8月至103年7月) 

 

 
第二階段 

(103年8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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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施：落實國中教學正常化、適性輔導及
品質提升 

 
1.提升教師依專長授課比率 
2.修訂相關規定並加強家長宣導 
 

 
1.建立國中適性輔導制度及成立縣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2.發展學生適性輔導工具 
 

 

1.發展學生成就評量標準及辦理國中教育會考 

2.辦理補救教學及修訂成績評量準則 

 

 

落實國中教學正常化 

 

 

推動學生適性輔導措施 

 

提升國中教學品質 



國中教育會考 國中基測 

掌握學生學習品質 按成績排序，入學依據 

學力健檢 唯一標準 

能力檢核 
（標準參照測驗） 

他人競爭 
（常模參照測驗） 

學生選擇學校的參考 入學依據 

精熟、基礎及待加強3個標準 各科量尺分數1-80，總分412  

低壓力（能力了解） 高壓力（分分計較） 

國中教育會考vs.國中基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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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施：落實國中教學正常化、適性輔導
及品質提升 

國中適性輔導 國中品質保證 

七年級智力測驗 

八年級性向測驗 

九年級興趣測驗 

職涯探索 

九年級生涯輔導規劃書 

七八年級診斷性測驗→補
救教學 

 

九年級下國中教育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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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施：預期效益 

• 高級中等教育趨於普及。 

• 國中階段過度升學壓力有效減緩。 

• 城鄉與地區高級中等教育資源趨於均衡。 

• 國中教學趨於正常。 

• 學生能適性升學或就業。 

• 國中生平均素質獲得確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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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爭議問題與處理(1/2) 

• 一、超額處理方式 

•    隨機或梯次抽籤、採計在校表現、考試? 
•    →→適性輔導入學 

• 二、明星學校存廢 

• 三、免試名額與特色招生名額 

•     30%、25％、10%、5% 

• 四、特色招生≠特色學校≠明星學校≠資優教育 

• 五、公私競爭與私校品質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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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爭議問題與處理(2/2) 

• 六、品質確保與考試壓力：國中教育會考 

•   國(含寫作測驗)、英、數、社會、自然 

•   三下(每年四月)統一舉行 

•   三等第（低風險）：精熟、基礎、待加強 

•   標準參照 

•   與升學脫鉤 

•   高中職教學銜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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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 未來學校工作重點 

• 國中端：教學正常、適性輔導 

• 高中職端：發展學校特色(學校本位精神) 

•                   因材施教(能力分組教學) 

•                   適性輔導 



伍、結語 

• 世界變化太快即使學校成績100分也不能保
證他一輩子一帆風順 

• 很多重要的能力不是可以用分數計量的 

• 光有天賦還不夠，還要有嚴格的紀律 

• 只有專注和熱情，生命的火光終會帶領
你穿越人生的迷霧 

• 改變招生的政策才能找到更具格局的學生 

 



• 學習方式:習慣且紀律 

• 學習態度:正向，對熱愛關心事務
積極的投入 

• 學習內容:多元的嘗試，探索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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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延長國教年限    開創國家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