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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聯考體制是台灣盛行多年的入學方式，也造成學生莫大的負擔及壓力，因此

延長國民教育，減少補習教育，便成了家長與學生的夢想，十二年國教便是

在這個背景之下所推出的制度。我們想藉此次研究，提出十二年國教的優點

與缺點。 
 
一、研究動機 

 
升學制度不斷的改變，每一個學生幾乎都成為升學實驗的白老鼠。在我們這

屆國三畢業後，教育部正式提出實施十二年國教的想法，因此感受特別深

刻。我們剛脫離九年一貫的制度，就聽到推動十二年國教的風聲，不禁都皺

了眉頭。連九年一貫都做的亂七八糟了，怎麼還會急著想推展十二年國教？ 
 
那時，報章雜誌大肆報導，鬧的沸沸揚揚的，無一人不在談論此事，且十二

年國教的問題如雨後春筍般不斷的出現，如公私立高中職學費一樣有補助，

一年就要花費六百多億，經費要從哪裡來呢？然而又過了一陣子，原以為十

二年國教會暫緩時，政府卻宣布了將在民國 103 年全面實施的消息，震驚各

界，尤其是那些即將經歷教改無助的家長與學生。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十二年國教帶來的問題 
（二）了解十二年國教是否能改善學生升學壓力 

 
三、研究方法 
 

我們將用以下方法研究： 
 
（一）閱讀 

從學校圖書館或各大圖書館借閱書籍參考各方資料，或從網路上搜尋

新聞探討時事。 
 

（二）討論 
我們藉由課堂上的時間，討論我們閱讀書籍的內容，藉此統整資料，

同時思考書中各種不同的論點，並將有參考性的訊息紀錄在隨身碟

中。也與班上同學對話，了解他們對於十二年國教的看法。 
 

（三）問卷 
透過問卷的調查，統整出家長與學生對於十二年國教的看法與支持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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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十二年國教的架構 
 

我們參考十二年國教白皮書的內容，整理出十二年國教的架構，包含：願景、

具體作為、入學方式等等。（教育部，2012） 
 
（一）十二年國教三大願景： 
 

1. 提升中小學教育品質 
十二年國教期望能在中小學教育的品質方面有所提升，所以增加了許

多資源，例如：補救教學。 
2. 成就每一個孩子 

落實教學正常化，針對學生不同的需求實施差異化教學，以提升學生

的能力。 
3. 厚植國家競爭力  

教育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只要地基扎實，就可以提升國家實力，在國

際舞台上發揚光大。 
 

（二）十二年國教具體作為 
 

1. 實施高中職、五專前三年免學費 
十二年國教顧名思義是將國民義務教育從目前的九年延長為十二

年，因此，103年8月起，高中職學段將全面免學費，學生只需繳交學

雜費、代收代付費和代繳費。 
 

2. 實施補救教學 
自100學年度起，為了確保國中生的國文、英文、數學三科的基本學

力，只要經過補救教學評量測驗篩選出屬於「學習低成就」，即由學

校安排免費的補救教學課程，不須具備弱勢身分。而101學年度放寬

限制至國一、國二學生。 
 

3. 國中會考與基測比較，如表一所示。 
表一 國中會考與基測比較表 

項目 國中教育會考 國中基測 
辦理

時間 
民國103年起於每年5月擇一

週六日實施。 
民國90年–100年每年舉辦2
次；民國101年改為舉辦1次。 

命題

依據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能力指標。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能力指標。 

科目 
國文、英文（加考聽力）、數

學（加考非選擇題型）、社會、

自然及寫作測驗。 

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自

然及寫作測驗。 

結果

呈現 
評量結果分為精熟、基礎、待

加強。 
每科最高分為80分，寫作測驗

12分。總分為4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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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國民教育會考的呈現結果分為精熟、基礎、待加強，如表二所

示。 
表二 會考等級意義 

精熟 表示學生精通並熟悉國中階段之科目 
基礎 表示學生具備該國中學科階段之基本學力 

待加強 表示學生尚未具備該國中階段之基本學力。 
 

（三）入學方式的調整 
 
不同於九年國教，十二年國教基於減輕學生壓力的基礎，將過去的升

學管道整合為免試入學、特色招生與完全中學升學方式。 
 

1. 免試入學 
 
畢業生可自由申請畢業國中學籍所在免試就學區的高中、高職或五專

入學。每人可依各免是就學區規定填多個志願，如該校報名人數未超

過主管機關核定名額時，全額入取；如超過，則進行比序。比序就學

生志願序、就近入學、日常生活行為表現、體適能、服務學習、幹部、

競賽、社團、證照或檢定及國中教育會考等項目擇之。 
若學生想跨學區就讀，在免試入學是不可行的。特色招生則不限於免

試就學區限制，可則一招生區參加術科或學科考試。 
 

2. 特色招生 
經教育部認證為優質，且具特色課程的高中職，申請或主管機關核准

後，可辦理特色招生。特色招生可採用甄選入學及分發入學兩種方式

招生。甄選入學如音樂班、美術班等。考試分發入學如數理班、語文

班等。 
 

(1) 甄選入學 
分為術科測驗及分發作業兩階段。術科測驗分數及學生的志願，

為分發作業的入學依據，並得以教育會考評量結果為入學門檻。

報名不受免試就學區的限制，但僅能向一區報名術科測驗及申請

分發。 
 

(2) 考試分發入學 
一般學術性課程，依成績及志願分發入取。免試就學區特色招生

名額，不超過該區招生名額的25%，但已於免試入學或特色招生

的徵選入學管道錄取的學生，須先放棄入取的資格，才可報考特

色招生的學科測驗。 
 

3. 完全中學 
我們從2012/09/26聯合晚報中，看到有家長向教育部提問有關完全中

學直升的事項。新聞摘要如下。 
103年完全中學直升入學比率訂定相關規範，國立高中直升入學比

率，不得高於國中部應屆業畢業生人數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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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完全中學國中部的學生，想要直升高中部，有兩次機會。一是參

加校內直升免試，一是參加招生區的免試。 
不論是校內直升或是招生區免試，當申請人數不超過招生名額，會全

錄取；但申請者超過招生名額時，才要進行超額比序。且校內直升的

超額比序條件，需與免試招生區的規定一致。例如，基北區免試超額

比序，要比志願序、多元學習表現和國中會考三大項。（王彩鸝，2012） 
在十二年國教之後，完全中學的校內直升入學，便成為另一種特殊的

升學管道。 
 

三、研究設計 
 

（一）問卷設計 
 

我們的問卷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個人資料，第二部分為有關「考

試和學習」帶來的影響，第三部分為「十二年國教」帶來的影響。我

們發放了200份問卷，其中九成為有效問卷。 
 

（二）問卷資料分析 
 
我們挑選出較具意義的分析結果，來探討大眾對十二年國教的看法。 
 

1. 我們發現圖二中，大眾還是比較贊成傳統分發。我們認為，原因可能

是擔心免試入學會造成學生怠惰、較不積極於學業上，如圖一所示。 

 
圖一 認為十二年國教會讓學生學習降低的比例 

 
圖二 免試入學與傳統分發兩項入學方式的支持民眾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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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十二年國教採用免試入學的方式，可能會導致學生在課業上有所怠

懈，所以大部分的人會認為十二年國教會使台灣學生素質降低。如圖

三所示。 

 
圖三 十二年國教會降低台灣學生素質 

 
3. 由十二年國教比序中的日常生活行為表現、體適能等，和會考增加

英聽，可能會讓部分學生想增加英聽、體育為補習的項目之一。但

對另一部份的學生而言，有了免試入學這條路，也就不用再辛苦的

補國英數這些考試科目了。所以對補習班來說，面對的是教學科目

的改變。如圖四所示。 
 

 
圖四 十二年國教會對補習班有影響 

 
4. 民眾對於減輕壓力有兩級化的看法，同意的一方認為，因為升學壓力

不如往常那麼多，所以可以讓學生輕鬆的學習。不同意的一方認為，

雖然不像傳統分發那樣注重考試分數，但採用的事項卻更多元，增加

的體適能、公共服務等等反而是另外壓力的來源。如圖五所示。 

 
圖五 十二年國教對減輕學生升學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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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治大學附屬實驗中學校長吳榕峰指出大約有4至5成孩子，是需要督

促的，「有考試至少有個標準範圍，讓孩子願意去努力。」（林倖妃、

周原，2011）沒有考試的壓力，只有少部分的學生會自動自發的讀書，

反而讓學生整體的素質下降。如圖六所示。 

 
圖六 十二年國教會讓學生動力下降 

 
6. 若採用免試入學的話，大部分學生的意願會大量偏向公立高中，到時

候學生還是得擠破頭搶那75%的名額，且屆時私立學校，尤其是私立

高職學生的招生名額可能會大幅下降，面臨招不到學生的窘境。如圖

七所示。 

 
圖七 十二年國教後公私立學校補助資源相同，民眾的選讀學制 

 
參●結論 
 
一、了解十二年國教帶來的問題 

 
十二年國教的出發點是好的，但目前最大的問題是，政府尚未和人民取得共

識。大部分的民眾都指出他們不了解十二年國教的政策，更嚴重的是，連站

在第一陣線的老師，也不清楚究竟有什麼樣的改變。更何況是茫然的學生和

家長。政府應花更多時間徹底和人民溝通，讓了解的民眾達到八成以上，政

策的推動才能水到渠成。政府並不只是拋出「103 年執行」這件事，就倉促

的上路。這樣反而會造成政策的朝令夕改的窘境。在混亂之餘，我們試想：

十二年國教真的急需現在上路嗎？黃光國教授曾批評教育改革，稱台灣為

「美國學術殖民地」（黃光國，2003）。我們可能真的需要十二年國教來改

變台灣現在的處境，提升國際競爭力。但，一定非要「現在」不可嗎？我們

需要的是一個完善、健全的制度規劃。重點不在速度，而在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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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最大的優點是：免學費、免試入學與特色招生。在作為九年一貫

制度下的體驗者，我們不免羨煞接下來能夠體驗十二年國教的學生。學費方

面，就屬公私立高中職方面差異最大，光是免學費就足以讓家長減輕許多負

擔。而其值得觀察的缺點之一，就屬取消國中基測。現在的學生多半還是被

動的，需要考試的壓力來使他們讀書。考試對於學生而言還是必要的，而不

能只是想一味的減輕壓力。 
 

二、了解十二年國教是否能改善學生升學壓力 
  
答案是肯定的，實施十二年國教後，學生就不必面對十多萬名考生一起競

爭、擠破頭想進名校的壓力。基測帶給學生主要的壓力主要有二，一是怕讀

不到好學校，二是怕私校學費太昂貴。十二年國教最讓大眾贊同的是，補助

三年的學費，讓公私立學校費用齊一。而 75%的免試入學名額，也能大大降

低學生的升學壓力。但，免試的評比內容過於繁複的問題，在大家都摸不著

頭緒的情況下，不但沒有減輕學生壓力，反而導致學生更大的壓力，變相使

得補習風氣更加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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