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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國高中優質化政策為我國中學帶來資源與成長的契機，在經費補助上採取

優先權衡績效原則，學校執行部分多採取由上而下、資源分配的調節與分派的方

式，經費補助似乎傾向菁英教育、非平權教育的方向，學校推動也趨向由上而下

（Top-down）的發展軌跡。本研究從「國際與本土」的角度，運用國際基金補助

各國學校教育層面剖析我國學校執行高優補助問題，再經由本土高優計畫執行實

證研究，分析我國高優執行問題，從而省思我國高中優質化政策。本文運用「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教育規劃研究所」（UNESC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 Global Partnership for Education）、「全球教育夥伴關係組織」

（Global Partnership for Education）合著的《學校補助政策設計與實施》（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a School Grant Policy）的國際基金補助學校經驗（Chimier & 

Harang, 2018），採取聯合國國際基金補助各國學校教育有利層面，剖析高優計畫

補助問題是否也有其有利層面？還是仍有補助的問題？提供高中優質化政策未

來補助的建議，並從我國本土高中優質化政策執行問題分析，提供我國高中優質

化計畫補助與執行未來發展的重要參考。 

二、從國際基金補助學校層面論高中優質化補助問題探討 

限於篇幅本文僅從國際基金補助學校有利層面（Chimier & Harang, 2018），

論我國高中優質化政策問題，提出我國高中優質化可以思考前進的方向： 

(一) 減少官僚主義 

校外基金補助可以減少從上級行政部門獲得資源與資金的延誤，然我國高中

優質化仍受相關輔助單位橫向與縱向承辦流程的時間延宕，經費時常無法如期撥

款造成方案執行的困難（洪鬱婷，2014）。因此高優計畫能否提升學校與教育系

統的行政效率與更快速且有效回應學生、家長與社會大眾的需求？ 

(二) 更明智的支出 

由學校申請補助可由學校本位操作層面提出的個別化需求和優先事項，然我

國部分高中縣市與學校經費拮据，申請與運用可能受到縣市政府經費影響（洪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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婷，2014）。此外，補助金分配標準和分配機制是否符合國家政策的目標？是否

有規劃長期且有效的專家諮詢與監督機制？如何長期且有效監督學校使用補助

金？是否規畫監督設備與資源後續是否能有效且永續運用？ 

(三) 經費直接提供給學校 

校外基金補助使學校在沒有任何損失的情況下收到資金，然部分縣立與市立

高優補助高中仍可能受到縣市政府經費財政窘境的影響，繳回款項或延誤匯款、

或需自籌款的困境，高優計畫經費時常無法如期撥款，造成方案執行的困難（洪

鬱婷，2014）。 

(四) 更加公平性 

校外補助基金可以提供處境不利（貧困、偏遠地區、少數族裔、弱勢族群）

學校分配更多的資金，然高中優質化較無法有效發揮積極差別待遇的功能（辛明

珍，2015；洪鬱婷，2014），僅針對審查指標優異表現的高中給予更高的補助，

殊不知各校區位、條件、師資、學生組成皆不同，很難劃一標準要求，是否有考

慮教育的公平性？對於無法申請的高中優質化補助的學校是否給予同等的積極

協助？ 

(五) 增強學校的社區參與功能 

從國際觀點來看校外補助可在學校內實施社區參與性進程，確保學校與社區

更有成效的合作，然高中優質化鮮少有增強學校社區參與功能的成果與成效（黃

烽榮，2019；辜榮賢，2011）。補助資金對於校長、教師、社區、家長、課發會和

學生的有效且長遠的影響是什麼？這些補助金的提供是否促進所有人參與決策

過程，改善了學校社區合作關係、解決遇到的問題？能否藉由此補助使學校更能

滿足學生需求？ 

聯合國國際基金補助各國學校經費依據多是以下三個項目作為參考：(1)學

生註冊與入學人數；(2)學生需求（針對弱勢族群、偏遠與貧困、多元族裔或高風

險學童、特殊需求學生進行調查與補助）；(3)學校的需求（根據學校所在位置和

就讀學生的情況、人力資源數量和質量、所需設備與資源等）（Chimier & Harang, 

2018）。由此可知，從國際補助學校規劃經驗上瞭解，補助學校需考慮學校學生

人數、學校所在地以及該校學生需求，高中優質化計畫多採取上述第三項學校的

需求，顯然忽略了學生人數與學生需求的評估，還有忽略那些沒有申請高中優質

化學校的需求與協助？然而，國家補助費分配應考慮到以全國每個學生為基礎，

以學生人數、學生的需求以及學校區域環境與需求三者一體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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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中優質化計畫補助學校執行問題分析 

限於篇幅本文以高優本土質性與量化期刊論文為主要分析範疇，針對高中優

質化計畫補助學校執行問題進行剖析： 

(一) 學校行政管理僅為調節學校各層面的經營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與前導計畫執行現況分析中，教師知覺教師教學、學生

發展、課程提升，能正向預測學校經營績效，唯獨排除「行政管理」有正向預測

學校經營績效的效果，「行政管理」僅有調節效果（羅仁宏，2020）。由此推論學

校的經營多著力在資源分配與經費報支，恐限於學校內執行高優計畫的學校行政

人力不足，以及整合跨處室人力整合不夠等所致。 

(二) 高優計畫運作核心多僅限於高優「核心小組」、行政人員 

在北三區公私立高中教師調查中發現，以私立學校、教師兼職主任或組長對

優質化動能較高，以學校高優「核心小組」最能預測學校效能（陳怡儒，2019）。

「校務行政經營」成效主要在於教師「擔任職務」、對方案瞭解深度，這直接影

響學校行政作業流程，相對於公立中學，唯獨私立高中較可以全體學校教職員動

員（黃烽榮，2019）。這顯示學校推行高中優質化人力從核心小組與直接相關的

行政人員為主，向外緣學校團體人員遞減，學生與社區、家長的感受與動員就少

有研究指出。 

(三)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增能機制以「專家諮輔」成效偏低（張典魁，2013） 

「教師之間的支持」為影響教師創意教學活動之促進因素（陳泰宏，2014），

教師自評成效以「教學領導」最高、「社群互動」最低（張典魁，2013）。由此可

知，專家諮輔的角色應從原有計畫審查者外，需再成為學校現場的課程教學領導

者、協作者，並有效簡化與數位翻轉學校的各項會議與研習活動。 

(四) 高優計畫在「縮小城鄉教育品質差異」、「貼近學校需求」有進步空間 

然高優計畫在提升弱勢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衡量學生的學習效益方面效果不

足（辛明珍，2015；洪鬱婷，2014），如能考慮將補助經費給予弱勢與偏鄉地區

其成效大於都市學校（楊登進，2014），建議重新思考規劃提案機制與經費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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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高優補助計畫運作工作負擔過於繁重、時程緊迫 

高優計畫促使學校行政與教師工作負擔過於繁重（陳明印，2008）、計畫期

程時間緊迫，導致承辦意願逐漸降低（洪鬱婷，2014）、教師主動參與意願較低

（陳明印，2008）。大多數高中對於提案計畫申請感到困難，偏鄉南部地區高中自

認提案實力不如北部地區高中（洪鬱婷，2014），離島、偏鄉地區、小型學校業

務負擔更為嚴重，影響學校行政效能（葉玉淘，2013），高優計畫形成的執行較差

（廖崇義，2009）。由此可知，高優補助促使第一線教育人員會議、研習、工作

坊、工作量大增，如何簡化第一線人員申請、執行與成果報告負擔成為首要要務。 

(六) 高優計畫各校個別化申請與執行等問題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以「承辦增加津貼」、「兼任業務減課有限」、「學校自籌

經費難度高」、「學校爭取校外資源不易」等問題較為明顯（廖崇義，2009）、部

份預算名目契合度低，執行困難（陳明印，2008），高優諮輔委員與區召學校應

採取以學校為單位的長期系統性輔導與支援。 

(七) 高優計畫缺乏「社區協作關係建立」的規劃 

高優計畫應輔導學校重視學生與家長、社區的需求，優化學校「社區關係」

以增進學校效能（黃烽榮，2019；辜榮賢，2011）。 

(八) 高優計畫缺乏重視教育機會均等與積極差別待遇的立場 

高優計畫執行對於學生就近入學情形不顯著、無法彰顯成效（陳明印，2008）。 

(九) 高優計畫缺乏考量不同種類中學在計畫申請框架下的適切性 

完全中學的教師對高優部分項目的重要性與滿意度程度相較於綜合型高中、

普通型高中而言來得高，私立學校教師對高優的重要性與滿意度皆有顯著差異，

根據抽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私立學校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私立學校教師

知覺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整體的重要性與滿意度皆比公立學校為高，其下各分項

計畫撰寫、專家諮詢輔導、學校自主管理、學校校際交流、教師社群、經費與資

源的挹注等校務經營面向多有助益的知覺也為公立學校為高（蔡佳柔，2018）。 

四、結語 

(一) 高優計畫在補助學校經費層面上，應考量教育機會均等與積極差別待遇，並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3，12（7），頁 23-29 高中優質化政策省思 主題評論 

 

第 27 頁 

納入未申請高優計畫學校給予輔助，以達成教育資源全民共用的理想。在補

助學校經費規劃上，需考慮學生人數、學生需求（例如：偏遠、弱勢、多族

裔學生需求）與學校需求等，達成全民教育資源共用的理念。 

(二) 高優政策應採取使用者觀點與需求的調查，學校行政與課程發展應從消費者

使用觀點，從學校、教師、社區、家長、學生等抽樣調查，常態性的去調整

與規劃，根據學校第一線工作者與學生家長等需求，每年修訂高優政策規劃

與發展。高優計畫應採在提案前便給予學校更長期的輔導與支援，增進學校

與社區協作，高優計畫應從原有的計畫後端審查者，需另成為學校本位高優

計畫共同發展者的角色，高優諮輔委員應成為課程與教學領導者與協力者。 

(三) 高優計畫應針對學校個別化與差異化指導，取代群體的會議與討論會，針對

以個別學校相關事項與議題，提供實質協助與發展規劃。高優計畫輔導應從

現有抽離學校現場的大規模研習與工作坊，轉變為個別在校現場長期且系統

化在地輔導，個別化著重在該校真實課程發展與教學實務的困境，真實解決

學校發生的案例與困難，採取問題解決或專案發展的方式，共同負起解決學

校發展責任，成為長期輔助的協助者。 

(四) 高優計畫提案與審查規劃應以簡化申請、執行與成果報告流程，並思考如何

降低第一線工作者的業務負擔，再加強解決各校高中優質化「承辦增加津

貼」、「業務減課」、「自籌經費」、「爭取校外資源」等申請與執行等問題。高

優計畫英統籌與彙整全國性資源平臺，建構全國性人力物力分享的聯盟關

係，確認有效監督各分召學校如何帶領與分享資源給協力與夥伴學校，建立

跨區域聯盟合作，確實確認學校的運作與資源的有效運用，將所有資源與成

功案例運用同步與非同步影音、雲端或元宇宙會議分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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