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2，11（10），頁 99-104 

 

自由評論 

 

第 99 頁 

國民中學家長教育選擇權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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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專任英文教師兼導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教育基本法》第 8 條第 3 項規定：「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負有輔導子女

之責任，並得為其子女之最佳福祉，依法律選擇受教育之方式、內容及參與學校

教育事務之權利。」意即在國民教育階段，家長得基於子女之最佳福祉，選擇符

合其子女性向、興趣及需要的學區、公私立學校或決定其受教育方式與教育內容

的權利與機會（謝馨瑩，2020）。意即教育基本法授予了家長教育選擇權之法源。 

 若論及家長教育選擇權之內涵，可分為上下二層。教育選擇權為上層概念；

學校選擇權、課程選擇權、教材選擇權、班級選擇權、教師選擇權以及在家教育

權則均屬其下層概念。援此，學生與家長受惠於家長教育權的新思潮，確實提供

國民中學教育環境多元化選擇與便利性，讓教育資源活化，使臺灣國民中學學子

能有無限發展的潛能與前瞻性（黃信君，2000）。 

二、國民中學家長教育選擇權之現況 

家長教育選擇權的引進緣起自政治解嚴時期後，許多民間教育改革團體萌生

各式不同面貌的教改訴求。從 1990 年代的臺灣教改共識到 1994 年的「410 教育

改革大遊行」，四大訴求「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制定教

育基本法」等理念將教改氣氛推到高潮，最終形成現今家長教育選擇權多元化面

貌，說明如下： 

(一) 選擇就讀公立國中 

全臺公立國民中學採學區制，凡設籍於該縣市且有實際居住者，即可依其戶

籍分發入學，原則上無設籍多久之限制，惟額滿國中因學校招生容納量的限制，

屆時可能有部分學生須改分發到鄰近國中就讀，但仍有不少家長因為工作考量或

對明星公立國中有所期待，進而透過購屋、租屋將戶口遷入滿意學區，或找住該

區友人寄戶口，讓子女能順利至心中理想的公立國中就讀。正式課程之外，亦可

聘僱私人家教、報名課後補習班、其他活動與才藝班，或讓子女回家自行規劃其

他課程的學習（黃虹慈，2017；劉正，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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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選擇就讀私立國中 

受到 108 新課綱帶來的衝擊與影響，私立國中成為家長心中的首選，針對教

育需求與孩子性格，家長可從國內私立國中的四大類型：傳統私校、貴族私校、

宗教學校、新興私校來做篩選。 

傳統私校大多已走向「不只要升學，還要更多元」的面貌，背後最大功臣與

推手是多元入學制度。貴族私校除了掌握一般私校的優勢，更會安排田野經驗，

讓學生種菜、野炊，自食其力，同時因家長背景政商名流雲集，不免讓人認為是

在為孩子培養未來「人脈」。宗教學校則重視價值與規範，無論升學制度如何影

響私校生態、市場價值如何左右招生績效，辦學立場卻始終堅定。生命教育課、

倫理課等儀式雖未進入正式課程，卻潛在校園氛圍與學校活動之中。新興私校則

是「放眼國際，英文至上」，似乎巧妙地搭上 2030 年雙語國家的政策列車，其特

色在於極其昂貴的學費與許多到國外高中或大學就讀的畢業生，家長對外語的趨

之若鶩，使得「英語學習」與「外師」幾乎成為私校辦學關鍵字（張瀞文，2014）。 

(三) 選擇就讀實驗教育 

為保障學生學習權及家長教育選擇權，並落實教育基本法鼓勵政府及民間辦

理教育實驗之精神，教育部 2014 年底通過實驗教育三法，確立「非學校型態」、

「學校型態」與「公辦民營」實驗教育法源。其中，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似乎正為

教育帶來以下契機：建立公立學校轉型實驗教育範例、相關議題受到更多重視，

巨大影響力形成有效改革、實質改善原住民教育的困難、實質改善偏鄉教育的困

難、同時可望落實社會正義原則（張碧如，2018）。教育部於 2022 年的統計顯示，

110 學年度實驗教育計畫通過校數為 113 所學校，學生數近 2.2 萬人，5 學年間

參與學生數增加 1.2 萬人或 1.3 倍。參與實驗教育學生數占學生總數比率也由

0.36％逐年增至 0.92％，在少子女化趨勢下呈逆勢成長。綜上所述，更多體制外

的學校選擇，更能提供彈性空間讓學生適性揚才且培養自主精神。 

(四) 選擇就讀國際學校 

若子女未來想要到國外就讀，家長大多會先考慮國內以英語為主的國際學

校，原因如下：公立國中、私立國中抑或是實驗教育課程內容與國外學制課程內

容差異大，就讀國際學校較容易銜接未來國外高中或大學生活；國際學校校方能

提供的留學諮詢輔導資源多，更有機會協助學生原校應考 AP（Advanced 

Placement）或 IB（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等國外大學先修課程；課程設計

與辦學目標與國外體制較為一致，注重 GPA（Grade Point Average）等在校成績

表現，有利於學生未來申請國外學校；學生人數相對較少，更能夠協助學生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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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國外學校重視的課外表現機會，如企業參訪或社會實習的經歷；就讀國際學校

的同學高中與大學目標一致，彼此較能互相協助與交換資訊。 

三、國民中學家長教育選擇權之困境 

教育市場千變萬化與少子化衝擊之下，學校型態變動、國內教改風潮、教育

政策考招變動或是課綱調整都使得家長的教育選擇出現許多未定之數，此外，各

類學校的被迫調整或因應措施也出現許多矛盾之處，值得加以省思： 

(一) 「聯考世代父母」面對「108 新課綱」的新課題 

108 新課綱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以「自發」、

「互動」、「共好」為理念，強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學習者，而學校教育應提升

學生的學習動機與熱情（徐慶忠，2020）。學生學習的內涵與方向因此有了截然

不同的改變，但坊間詮釋不一。有些仍停留在「分數掛帥的升學主義」，有些則

認為學習歷程檔案等同在校成績，或將素養考題視為閱讀測驗等，令家長霧裡看

花的流言比比皆是。面對「資訊不對稱」，焦慮的父母在採取抉擇前，若能先對

108 課綱有完整且正確的認識，陪伴孩子在升學路上遇到困難時，才能做出最適

合孩子與家庭的決定（天下雜誌，2020）。 

(二) 「私立學校」入學方式變革，影響家長教育選擇權的落實 

我國立法院於 2021 年 11 月初審通過私校法部分修正草案，杜絕私校考試入

學，但是否強制改採電腦抽籤，保留朝野協商。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則呼籲召開公

聽會，尊重家長教育選擇權，畢竟貿然限縮私校辦學的彈性空間，恐錯失公私校

競合、共同提升教學品質的機會。臺灣教改風潮之興盛既然賦予家長教育選擇權，

同時提供公校辦學以外的選擇，就不應該以「傷害國教精神及教育公共化理念」

為由來限縮私校辦學的彈性空間，此舉使得家長投注大量心力在選校，最後卻因

為各項考招變動與滾動式修正而更加不知所措。實際上，「禁止私立中學國中部

舉辦入學筆試」，反讓私中吹起多元入學風，多校宣布明年起改以國小在學成績、

多元表現等證明選才。以臺中市私立中學為例，依據私立學校法之規定，班級增

設、招生班級數及人數、入學方式及名額分配等招生方式，得報請教育局備查，

採多元入學方式評量；家長擔憂小學生的才藝競賽與蒐集獎狀的風氣甚囂塵上，

此制是否將淪為階級制度下的軍備競賽有待觀察。 

(三) 尚未完全落實與恐無能力實施的家長教育選擇權 

臺灣教育正在改變，舊教育體制下受到高度約束，新教育體制下法令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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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教育三法與「課程多元化」的新課綱，推動家長有更多的「教育選擇權」，

家長心中難免會出現許多衝突與擔憂（羅梅英，2020）。教育自由市場之下，弱

勢背景家長選擇學校的能力恐受侷限，社經地位低的家長雖已有機會為孩子選擇

適合的學校，但中上階級家長高舉自由選擇權的大旗為近期發展之樣態，甚至偶

有家長干預教師專業與課程之事，因此使得部分家長有教育選擇權之名，而無行

使權力之實（李淑菁，2019）同時，若因諸多因素而導致家長無法真正參與學校

事務，是否距離家長教育選擇權的最終落實與實踐仍有一段路要努力？選擇權與

參與權的結合之重要性可見一斑。 

四、結語 

臺灣近年來的學校樣態百花齊放，以下三種現象顯示其面臨的挑戰與變化：

(1) 新課綱上路，從課程到教學大鬆綁。(2) 教育型態多元化，家長選擇複雜化。

(3) 公校推實驗教育，促進教育平權。青春期的孩子千變萬化，家長一時很難蒐

集到最充分的資訊，精準正確的評估利害得失也是強人所難，加上孩子逐日進入

不同的生命階段，選擇結果也難以預測，本文建議家長以下列標準為子女選擇適

當的教育： 

(一) 理解教育政策與課綱 

家長對新課綱沒信心或對升學制度複雜規定不清楚，都會影響選校結果。隨

著新課綱上路，從國小到高中，各校都要依據學校願景、學生圖像、師資等，發

展出學校的特色課程。家長可盡量多了解各校的教學理念、活動規劃、社團等，

評估學校的特色亮點是否有助孩子發展自己的潛能。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

最終才能以良好教學品質、績優辦學績效以及專業教學團隊為基準為自己的孩子

選擇最適合的學校。 

(二) 清楚自身教育哲學與理念 

對於孩子的期待與理念是協助孩子在成長道路上的一盞明燈。家長是希望孩

子能夠在公立國中適性發展，於有校本特色課程的私立國中成長，抑或是跳脫體

制外讓孩子體驗實驗教育，都是父母需要好好思考的課題。我國目前大多公校皆

採學區制，此概念恐與教育選擇權理念背道而馳，但家長事前好好做功課，多了

解不同類型學校的教育哲學與理念與家長心中的想法是否不謀而合才是重要且

適合孩子的好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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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尊重孩子意願且相信學校專業 

父母時常將自身期待與觀念加諸在孩子的身上而不自知。良好溝通與彼此了

解是家長教育選擇環節當中極其重要的一環，父母之間教育理念相互配合與不斷

協商也是提供孩子為自己作決定的最大後盾，孩子的成長過程，家長的願意陪伴

就是孩子最大的養分。最終，家長也要尊重且相信自己的選擇，多方了解學校定

位，為孩子刪去專業不足的選項，選定適當學校之後，親師生三方相互合作與配

合，尊重校方規範與教師專業，加上家長包容與支持的態度才能讓孩子成長在和

諧、靈活且多元適性的求學環境中快樂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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