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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與動機 

在全球少子女化趨勢下，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中提到我國育齡婦女總生育

率長期持續下降，已成為世界生育率最低國家之一，少子女化現象極為嚴峻，其

推估未來 20 年，學齡人口將持續減少。而首當其衝的即是學校教育層面，黃怡

雯（2006）指出少子女化的第一個衝擊是學校教育。大多數的家庭都只生養一個

或兩個孩子，在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期望下，家長對於孩子的教育經費的投入及

教育選擇權自主性漸提升。市場化的導向迫使學校經營與行銷的步伐進入躍進的

時代，學校的行銷策略的重要性日漸彰顯，陳啟榮（2012）亦提出學校需要行銷

的理由至少有四點：少子女化現象發酵；教育市場化衝擊；家長積極參與學校事

務，以及學校與社區成為生命共同體。由此可見，在主客觀環境的變遷之下，學

校辦學不能再用高聳的圍牆與外界隔離，而是透過行銷策略求得家長及學生的認

同，教育行銷策略已是學校教育及學校經營不可或缺的一環。 

現階段中小學雖為義務教育學區制，學生可進入公立小學就學，按理說各學

校之間有其學生來源，然而家長們多有為其子女選擇理想的學校而出現越區就讀

的現象（吳清山，2000），因此私立國小的需求即應運而生，顯然與家長教育選

擇權有直接密切的關聯性。而吳清山、林天祐（1997）提出教育選擇權（school 
choice），是一個複雜權利分配的問題，包含層面有政府、學校、教師、家長和

學生的權力運作，目前所談的教育選擇權，大都以家長教育選擇權為主。在經濟

條件允許之下，家長選擇能以孩子適性發展特色的學校需求逐漸得到重視，私立

國小有別於公立國小的學區化入學型態，沒有學區限制，相對於公立學校的體

制，私立國小更注重績效責任，各校之間的招生競爭也激烈，更意識到運用教育

行銷的策略來贏取學生及家長的選擇。 

而在精緻教育（betterness education）的理念蘊化下，家長不只重視學校文

化的運作，更重視學生學業的成就、技藝養成教育和道德情意的陶冶，重視人性

化潛能更大發展（林堯文，無日期）。讓孩子更卓越的信念促使越來越多家長投

入心力為了幫處於學齡教育中的孩子選擇優質化的學習環境。而學校辦學若可提

供精緻的校園環境、課程與教學，開拓學生豐富的知能；規劃精緻的校園活動，

盡心去構思和設計的學校教育，更能提升家長教育選擇的動機。 

二、家長選擇私立國小的影響因素 

家長選擇私立國小的動機的面向為何？王緻軒（2006）提到，私人籌辦基礎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1，10（4），頁 167-170 

 

自由評論 

 

第 168 頁 

教育，會面臨家長的教育程度越高，及在出生人口數出現少子女化後適合的學生

對象將會更減少；但因私校報酬較高，家長花費的單位成本也較多，故家長就愈

會「精挑細選」，校方若不能藉此提升「教學品質」及提供適當的教學成果，學

校就會遭到家長的擯棄！而 Goldring 與 Phillips（2008）研究指出家長選擇學校

因素依序是：學術（學校的整體評價、學生的考試分數與老師的素質）；便利（離

家近、離工作地點近、學校有安親班、交通便利）；學校的特性（學校規模大小、

學校與社區的關係、學校裡的族群融合）；安全（學生上下學與在校園裡的安全）。 

綜合上述對於家長選擇私立國小的影響因素臚列如下： 

1. 家長在經濟條件提升後增加對孩子教育參與感高，為孩子未來擘畫學習環

境，只要學費負擔的起，私立國小沒有學區限制，招生彈性及讓家長選擇自

主性較高。 

2. 教育品牌定位清晰、學校的辦學目標明確，符合家長及學生的教育理念的需

求，從實驗教育學校、特定教育理念辦學之學校，可以提供家長理念及學生

適性就學的選擇。 

3. 我國公布 2030 雙語國家政策的制定，為厚植國人英語力，提升國家競爭力，

以雙語或相關教育理念為特色的學校，更能吸引家長的青睞。 

4. 家長口碑特色，親友有就讀經驗或家長本身是校友，了解學校辦學理念及成

效，經口碑行銷吸引學生就學。 

5. 該校辦學特色中若有直升國、高中的升學系統或規劃，讓學生到中學階段有

升學選擇，亦能吸引家長選擇的動機。 

6. 國內目前小學階段的學生除步行上下學，很多仰賴家長接送或搭乘校車，因

此學校的座落地點、抑或提供良好規劃的接送型態（校車、學生接送動線良

好）增加家長選擇時有利因素。 

7. 學校在學生課後若能提供豐富的課後社團或課業寫作指導，除能讓學生有適

性展能的舞台及課後輔導機制，支持雙薪家庭的父母在課後指導及舒緩接送

時間緊迫的壓力。 

三、私立國小教育行銷策略運用 

私立國小有需良好的教育行銷讓家長在進行教育選擇時產生動機，學者Yang
（2016）提到教育行銷的範圍和內容應涉及整體教育的行銷理論和方法，包括市

場調查和預測、市場策略、行銷策略。再者，Kong（2011）對「教育行銷」的

解釋為，教育行銷是各級教育機構提供的教育服務，他們採用創造來滿足社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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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需求，通過市場管理過程來實現教育目的，維護教育機構的生存和發展。而

學者何福田（2005）其主張學校為達成其教育理想，並以社會的長期福祉為目標，

運用型的理念與策略，將其優勢與願景，透過外部行銷、內部行銷與互動行銷，

服務並滿足其特定對象之需求，提升其競爭力的社會歷程。 

綜觀私立國小教育行銷策略依上述教育行銷架構，實施有利於招生策略的如

下： 

1. 定位明確的教育目標，創價行銷學校本位特色，雙語、品德教育都應有清楚

的目標及定位，優質且先進設備並落實內部績效責任，進而引發家長及學生

教育口碑的效益。 

2. 友善經營家長及校友會等組織，激發對學校的認同感及向心力，提升學校整

體評價，建立學校品牌忠誠度。 

3. 善用科技媒體進行教育行銷，妥善運用學校官網或臉書社群媒體呈現學校特

色及學生校外競賽表現。 

4. 定期辦理教育理念說明會，傳達明確的招生訊息，適時帶領家長參觀校園及

教學環境，提供家長參與教育活動的訊息。 

5. 完善的學生升學管道的規劃、直升系統的可獲得感，提高學校教育的價值性。 

6. 成立專責家長服務單位，提供家長明確且有效率的回饋或支持，提供安全的

學生接送方式，親師與學校三者間能善加運用網路互動軟體、定期面談或電

話聯繫。 

7. 經常回饋學生教育成果，定期辦理班級親師座談或提供學生課後指導諮詢，

適時呈現學生學習的歷程。 

四、結語 

私立國小教育行銷與招生策略應用可依學校的組織文化及教育團隊的工作

時序安排，並依實施歷程定期檢討並做滾動式的修正，以達教育行銷效能。而策

略宜採取多元互動行銷策略，對外要善用媒體資源，建立口碑；課程呈現多樣化，

鼓勵學生參與校外競賽，學生的行為表現獲得肯定即能增加教育品牌及家長口

碑；落實教育理念，並實踐在教學及課程中。對於學校內部行銷必須讓教師認同

學校的辦學理念；行政人員與教師之間溝通應積極而密切，對於家長及學生及班

級經營要密切合作。對於互動行銷策略的作為更應主動展現辦學的初心，提供家

長志工參與學校教育；善加利用多重管道或成立家長服務專責單位提供家長相關

支持，保持親師及學校緊密聯繫，由此私立國小之教育行銷策略能落實且運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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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提高教育行銷的成本效能及展現績效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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