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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有鑑於十二年國教的推動與少子化趨勢，本文將從我國現階段私立中小學招

生優勢與家長選擇的原因，分析私立中小學的招生、辦學策略的優勢，比較公私

立中小學的招生（辦學）的差異性，討論私立中小學招生的相關教育理念與觀點，

爾後提出我國現階段私立中小學招生議題努力的方向，包括：在法治層面上，劃

一公私立教育的招生與辦學的基礎與理念，使其一致與均等；在落實法律宣導與

執行層面上，公私立學校皆須負起國家教育與社會責任的理念；在招生與入學層

面上，公私立中小學應採取免試入學的方式；在學生就學權益與規定層面上，規

範在義務教育與國民教育階段的私立中小學需一致，保障學生入學與就學；並監

督與再修訂實驗教育與資優教育規範；建立公私立中小學教育機會均等與學習成

效之週期性調查報告；改善升學制度，並加強「全民教育資源、全民共享」理念

的宣導等。 

二、我國現階段私立中小學招生優勢與家長選擇的原因 

由於少子女化影響，我國各級學生總數逐年降低，106 學年至 111 學年間減

少 30.0 萬人（教育部統計處，2023）。且自 97 年至 107 年就讀私立國中比率由

9.68％增至 13.61％，共計成長 3.93％，有逐漸增加之趨勢（國教署，2019）。顯

示出家長有逐漸偏向選擇私立中小學之現象。在為孩子選擇就學的項目中，家長

在意的項目包含學校環境、交通、學校風評、學生成就、課程、人際互動（高介

仁，2007）。其中家長最在意的項目即為學生成績表現（楊詠淇，2022）。尤其社

經地位或教育期望較高的家長傾向選擇具有雙語課程、先修課程，或教師素質、

態度較佳的學校（李淑如，2018；黃鳳珍，2017）。顯示出家長多重視子女學業

成就表現，也因此較受到家長青睞。 

綜上所述，家長選擇私立中小學的原因包括：學生成就表現、師資品質、品

性、交通距離、課程內容、學校風評，除了交通距離、學校風評為個案條件特質

外，學生成就表現、師資因素、課程內容等。在私立中小學招生中，強調豐富的

課程內容、優秀的師資、學生亮眼的成績，切中家長在實施教育選擇權的重點，

因此家長選擇私立中小學的比例逐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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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私立中小學的招生（辦學）的差異性 

少子女化的衝擊，促使各中小學積極行銷學校教學特色，同時也提升家長教

育選擇權的知覺度（江榕櫻，2011）。教育逐漸多元化，但也逐漸走向市場導向，

家長的教育選擇權影響增加，造成公立教育遭受衝擊（楊伊茹，2010）。公立中

小學為求生存，除了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發展校訂特色課程，並融入地方資

源，加強社區連繫，招生內容更推出課後安親活動、利益吸引、親子共同成長，

改善方向則強調提升學生學業成就、生活教育推廣等內容（黃玉麟，2009；楊松

樹，2007）。而私立學校辦學內容，則強調學生成就、嚴謹的管理、安全性、特

定專長資優班，家長為了因應未來升學、就業考量，多會選擇具有相關因素的學

校（蔡圍盛，2006）。 

表 1 公私立中小學的招生（辦學）與家長考量向度比較 

考量向度 公立中小學 私立中小學 

學生成就表現 過去未特別強調 資源較多，口碑較佳 

師資因素 較為隨和、溫和 行事嚴格、市場導向 

課程內容 

1. 融入地方資源，加強社區連繫，

營造特色課程 

2. 推廣生活、品德教育內容 

3. 課後安親、親子共同成長活動 

1. 升學、就業導向 

2. 嚴謹管理學生生活、積極維護

學生安全 

3. 設立特定專長資優班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黃玉麟，2009；楊松樹，2007；蔡圍盛，2006。 

四、私立中小學招生相關教育理念與觀點探討 

從經濟與教育市場的角度而言，私立中小學招生議題在實務現場公私立學校

各有其立論與立場，私立中小學希望採取較為新右派與市場導向觀點，公立中小

學則是希望政府介入管理與調控的中間偏左路線，現今的私立中小學招生，我國

希望從資本主義教育生態與新右派、教育市場化霸權意識下，再找尋另一波向左

修正可能性與觀點，嘗試在經濟學的左派與右派數線間找尋新的定位與角色，希

望達成教育的公平正義，又能達成教育市場化與教育自由化，我們必須運用實證

調查與證據，例如：教育統計研究、大數據與市場調查等各方面效益評估，作為

我國優化私立學校招生的參考。就教育政策與國家立場而言，教育機會均等與教

育資源公平性是大家珍視的觀點，我國十二年國教基本理念「成就每一個孩子—

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的願景，此揭示私立學校也應負起這樣的國家教育與社會

的責任，特別對於弱勢族群與個別特殊需求學生的招生與扶助部分，因此，筆者

提出以下觀點作為思考私立中小學招生議題的參考： 

(一) 十二年國教課綱「全民教育、終身學習」的理念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的五大理念包括：(1)有教無類，強調教育機會均等；(2)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3，12（6），頁 22-27 私立中小學招生問題 主題評論 

 

第 24 頁 

因材施教因應不同智能、性向及興趣的學生，給予多元且所需的方式施教；(3)適

性揚才：透過適性教育與輔導，引導學生發揮所長；(4)多元進路：提供學生多元

且符合自己的進路升學或就業；(5)優質銜接：促使正常教學及五育均衡，均衡城

鄉教育資源。因此在國民教育階段與基本教育階段入學應該採取全民都可以入

學，以達成十二年國教的理想，做為公私立學校招生入學辦學的主要基礎點。 

(二) 教育基本法揭示的「教育機會均等與弱勢族群的保障」 

根據教育基本法規定，第四條：「人民無分性別、年齡、能力、地域、族群、

宗教信仰、政治理念、社經地位及其他條件，接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對於原

住民、身心障礙者及其他弱勢族群之教育，應考慮其自主性及特殊性，依法令予

以特別保障，並扶助其發展」。這顯示不論公私立中小學都應達成教育機會均等

與對於少數族裔與弱勢族群就學的保障。第八條第二款「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

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也提到要保障學生的就學權

益，因此，私立中小學不得任意拒收學生與退學等。 

(三) 修訂私立學校法、納入招生方式與員額的管控以達成教育正義與公平性 

私立學校法將招生方式與名額管控排除，私立學校法第 57 條第 4 款規定「私

立國民中小學校非政府捐助設立且未接受政府獎補助者，經報請學校主管機關備

查，其辦理前項各款事項，得不受本法及相關法令之限制。」在法治上更應該提

出公私立教育的招生與辦學的基礎平等一致，採取全民入學的方式，必須保留一

定比例保留給弱勢族群以及特殊需求的學生，負起整體國家、社會教育的責任。

我國私立中小招生須依據國教法第 20 條第 2 款「私立國民小學及私立國民中學

之學生入學，由學校本教育機會均等及國民教育健全發展之精神，訂定招生辦法，

報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報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比照公立

學校納入國家整體招生管理，私立中小學需受限縣市政府監督與核定。 

(四) 參酌公民社會或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理念，促進教育資源均等與避免

相對剝奪感 

教育是公共事務，這是全民共同的利益、目的和價值，公私立中小學招生應

盡量採取相似的方式，免試入學與全民教育的理念，政府應加強監督私立中小學

招生方案，避免招生運用國中小體驗營、科學營活動中，加入紙筆測驗或是運用

學業成就作為入學基準，應多採抽籤或電腦隨機選等入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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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我國私立中小學招生議題改善之建議 

整體而言，我國現階段私立中小學招生議題可以努力的方向，包括： 

(一) 在法治層面上，國家應訂定公私立教育的招生與辦學的基礎與理念皆需一

致、均等，公私立學校皆須採取全民入學的方式，公私立學校必須保留一定

比例保留給弱勢族群以及特殊需求的學生，並且應負起整體國家教育以及社

會教育的責任。 

(二) 在落實法律宣導與執行層面上宣導公私立學校皆須負起國家教育與社會責

任的理念：在修訂私立學校法時，須比照公立學校相關辦法與規定，納入全

民免試入學，並規定招收一定比例弱勢、多元族裔學生等（優先保留入學），

須負起國家教育與社會責任部分，促使地方教育單位訂定相關的辦法與要

點，確實的結合相關稽查單位週期性的監督與及執行，可委由大學教育學系

相關機構進行週期性訪視與督察，並以週期性、有系統性的監督與其執行所

有法律的規範才是關鍵要務。 

(三) 在招生與入學層面上，公私立中小學應採取免試入學的方式：可以運用抽籤

或是自由報名等方式，盡量避免以成績與學業成就做為篩選作入學方式，比

照公立的中小學的全民免入學方式，規範公私立中小學皆必須著重在特殊需

求、弱勢族群與多元族裔孩子的招收與接納的部分，並規範私立學要需提供

與分享其他公立學校相關教育資源，負起國家與社會教育的責任。 

(四) 在學生就學權益與規定層面上，規範在義務教育與國民教育階段的私立中小

學不可任意開除或是拒絕學生入學，私立中小學比照公立學校相關規定。公

立學校也可借鏡私立學校部分成功經驗，優化公立中小學教育與措施，包括：

多元化與創意的課程設計、切中需求的招生與行銷、學校設備的加強與維護、

充實教學資源、增進親職教育與社區服務、締造學生較高的升學成效以及學

生學習的產出，加強服務學生與家長個別化的需求，充份的接納與及迅速回

應家長、學生與社區、社會的建議。 

(五) 在監督與再修訂實驗教育與資優教育規範上，須再度重新修訂與加強監督與

落實：我國現行實驗教育與資優教育等的相關規範與執行，委由地方政府與

大學教育相關機構，必須週期性確實監督與規範其執行與落實，以免流於升

學主義與教育機會不均等議題的溫床。 

(六) 建立公私立中小學教育機會均等與學習成效之週期性調查報告方面：我國應

建立公私立中小學週期性的教育機會均等與學習成效教育調查報告，提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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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中小學辦學與教育機會均等等相關措施的成果效益，提供國家與地方教

育機構施政的參考。 

(七) 改善升學制度與加強「全民教育資源、全民共享」的宣導：我們應思考再修

調升學制度，使其更加免試入學的可能性與促進教育機會均等，加強大家「全

民教育資源、全民共享」的教育觀點與升學理念，使我國教育資源可以共享，

以發展學生學習的興趣與潛能，紓解學生升學與考試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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