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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國民中學的生存法則：招生策略的我見我思 
劉鎮寧 

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教授兼任所長 

 

一、前言 

私立國民中學為求學校能有穩定的生源，在持續處於少子女化的狀態下，藉

由不同面向的招生策略，吸引學生家長或學生入學，有錯嗎？每一所私立學校的

設立，係不同的學校社團法人所申請，學校的特色、環境、師資、課程與教學、

其他的配套措施，各有不同，站在使用者付費的角度，使用者應有其個人偏好之

主張，一旦變成電腦抽籤決定學生應進入哪一些私立學校就讀，完全漠視家長對

私校的選擇權，對嗎？如果根本沒有少子女化的現象，公立國民中學各個學校都

滿招，會有人如此關注私立學校所用的招生策略嗎。本文透過上述三個問題作為

楔子，主要目的係期待能從更客觀的角度，看待當前私立國民中學在經營面向上

的招生策略所引發討論的問題。本文首先針對私立國民中學招生策略的我見我思

提出三點看法；接著，提出三點對教育行政主管機關的建議；最後，綜以結語。 

二、私立國民中學招生策略之我見我思 

本文主要從以下三個面向就私立國民中學招生現象，提出我見我思的看法： 

(一) 受少子女化的影響，私立國民中學招生策略在法令未具明確規範下，確實多

元又創新 

在臺灣，學校教育受到少子女化現象的影響，雖然已歷經約 15 年左右的時

間，但並沒有因為時間的遞延，少子女化現象呈現由負轉正的情形。據此可知，

當學校面對生源不足，不只是被迫減班，有的還可能面臨裁併校的風險。此一現

況，對私立學校來說，必然遭受更嚴格的考驗，當學生不選擇私校就讀，就代表

著經費進不來，而費用收入之多寡，連帶影響辦學品質。因此，私立國民中學一

定得在招生時使出渾身解數，為學校品牌的建立，努力爭取學生家長的認同。例

如：私立國民中學在每年皆會辦理國中入學測驗、或以成立某學科菁英班作為招

生的誘因、或透過各種不同名稱與類型營隊的辦理，吸引想要報名的學生家長利

用假日，讓學生入校進行相關的學習活動，積極爭取家長的認同等，可謂相當多

元又創新。 

(二) 私立國民中學爭取成績優異的國小畢業學生，必然有利於辦學成效的穩定與

後續行銷 

有媒體報導指出，私校自負盈虧，幾乎所有作為，無論是學生的學習、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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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招生的方式，都不能只講教育理想，更重視落實理想後的績效。最常見

的績效就是升學率，多數私校的思維是衝高高中升學率，國中小就好招生。不少

私校轉型初期會花大筆獎學金搶「好學生」（張瀞文，2014）。就此現象而言，

從開放系統的角度論之，私立國民中學對外在環境的改變做出積極反應，並透過

各種手段實踐其目標，係本是組織應有之作為。所以，私立國民中學為求招生與

穩定經營的相互作用，爭取國小畢業成績優異的學生入學就讀，無非是為穩定經

營強化其基礎，如果又能提供良好的教學環境與學習品質，自然獲得學生家長的

青睞。更何況少子女化是公私立學校共同面臨的課題，供求與競爭對私立學校更

顯得格外重要。 

(三) 私立國民中學藉由招生活動，篩選並婉拒特殊學生入學，顯然已違反教育的

核心價值 

藉由前述二點的說明，可以理解私立國民中學透過多元化的招生策略，無非

是希望能夠爭取成績較為優異的學生入學。但私立學校的設立，需本於促進私立

學校多元健全發展，提高其公共性及自主性。換句話說，在積極拔尖的同時，更

應本於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增加國民就學及公平選擇的機會。倘若

私立學校透過多元招生策略的執行，同時對個別學生進行觀察與紀錄，並將其做

為是否同意該生入學的依據，就有違學校教育的核心價值。例如：學校發現某位

學生在入學體驗營的活動中，出現人際關係欠佳的情形，經詢問家長後了解該生

持有身心障礙手冊，就以各種理由婉拒其入學。此一真實案例，就凸顯出某些私

立國民中學為求學校口碑，想方設法排除任何可能造成學校負面形象的影響因

子。對此，教育行政機關應嚴格把關，因為不正確的教育理念就算能辦得到好學

校教育，也是在排他性、可控制的環境中所形成。 

三、面對私立國民中學招生策略：教育行政機關應有之思維 

本文從前述的我見我思，進一步提出下列三點建議，供教育行政機關參考： 

(一) 私立國民中學只要能落實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立場，無須防堵其多樣化的

招生策略 

私立國民中學必須具體落實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理念，不對任一身分別的

學生予以標籤化的作用，並拒絕其入學，這是首要的責任。本文作者也發現，其

實某些私立國民中學，每學年都會提供偏鄉小學家境清寒且成績良好的學童，免

費入學的措施。換句話說，只要私立國民中學的辦學能夠同時兼顧拔尖與扶弱（形

式可多元化），也同時能夠確保在學校公共性的前提下，促進學生就學及公平選

擇的機會，就應該給予學校高度的肯定，在此前提下，為何不能給予辦理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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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國民中學差異化的待遇。總而言之，透過修法手段予以限制其招生的策略，

對私立學校就是一種束縛，尤其看見一種現象就提案修正一個條文，也讓人不經

懷疑起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真的是對症下藥嗎。 

(二) 從主管機關的立場，應力求私立國民中學採取多元招生策略，降低家長與學

生的壓力 

從相關媒體報導可知，對於私立國民中學的招生現象，不同團體之間係持相

左的看法。例如：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認為，私校以變相入學考試來揀選學生，

讓階級因素成為升學關鍵，傷害國教精神；但私校表示，我們未接受政府補助、

未強迫學生來讀，只因辦得好，就要被限制更多，相當不公平。而立法院也啟動

修正《私立學校法》，一讀通過私立國中小學不能用考試招生，但該修正案未事

先充分徵詢各界意見，在一讀後引發強烈反彈，私校擔心被消滅、家長認為教育

選擇權被剝奪（林志成，2021）。上述內容實際上就是一種見仁見智的看法，不

看全貌只以某一現象做為焦點，更容易產生對立面的論述。站在教育行政主管機

關的立場，應該先行檢視私立學校法與相關法令，輔導與鼓勵私立國民中學採取

更多元的方式，此多元不僅是對定於一尊的考試之舉措的解構，更應該避免讓想

入學的家長與學生，必須花更多的時間、體力與精神以及額外的經費支出，才能

符合學校的入學標準。 

(三) 私立國民中學經評鑑績效卓著，可免除相關不必要的限制，招生辦法可評估

涵括其中 

根據私立學校法第五章：獎勵、補助及捐贈的第 57 條第 3 款之條文所示，

私立學校經學校主管機關評鑑辦理完善，績效卓著者，除依法予以獎勵外，其辦

理下列事項，報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得不受該法及相關法令規定之限制。其中就

包括招生之系、所、學程、科、組、班及人數；入學方式及其名額之分配。換句

話說，在鼓勵私人興學與私校辦學品質確保的原則下，給予私立國民中學更為彈

性的空間，這是相當重要的原則。為此，教育行政機關應針對私立國民中學的相

關法源進行盤點，並對私立國民中學與公立國民中學的差異，做出明確的定位，

研擬私立學校的評鑑辦法與檢核指標，其中就可根據私立學校法第 39 條的規定，

對私立國民中學的招生辦法進行評鑑，只要績效卓著，就應給予學校相對的辦學

自主性。 

四、結語 

公私立國民中學並存早已是教育制度的常態，而私立國民中學與私立高級中

等學校的設立本來就有不同的背景，尤其私立國民中學的學雜費遠遠超過公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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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中學，當家長願意選擇私立國民中學讓子女就學，自然在家庭收入上是沒有問

題的，但社會上又有人對此現象扣上一個階級化的大帽子，這顯然對私立國民中

學是不公平的。再者，根據趙宥寧（2022）的報導指出，雲林縣內有 42 所國中，

包含九間私校。有六所為私立高中附設國中部，兩所為代用國中標榜「公立收費、

私立管理」，一所實驗國中。雲林某公立國中校長指出，若私中名額未同步減招，

未來恐出現「公私翻轉」現象，除了不利公校發展，學生社經地位組成也將更兩

極化，經濟有限的家庭形同喪失教育選擇權，將不利教育現場多元性。 

綜觀上述，並將問題焦點拉回本文的主軸，實際上，相互之間係息息相關。

教育行政機關應當基於避免任何一方處於不平等的狀態下，尊重學校經營與管理

的差異化，促進公私立國民中學的正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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