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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女化的危機下，天主教中學發展之挑戰與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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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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臺，國家傾力發展基礎經濟建設，無暇顧及學校

教育，因此鼓勵私人興學，在此背景下，天主教會在臺創辦 47 所學校（天主教

學校校務促進委員會，2001）。天主教辦學基於信仰熱忱，其初衷為「濟弱扶傾」，

強調在學生心中播灑愛的種子，旨在培養學生完整的人格。換言之，教會學校與

政府創立的公立學校最大差異點，在於生命教育和宗教靈性教育。天主教中學更

背負著教育青少年使之達到人生最有價值之境界的使命，天主教會創辦的學校

中，超過 2/3 皆屬於中學學制，在臺灣的中等教育發展，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然而，隨著時空背景改變，升學主義至上的壓力，加上少子女化衝擊，天主

教學校這些年開始面臨招生挑戰，許多2017年還有500 位學生的中學，到2022 年

全校總學生數少於50人。為求得以繼續營運，部分學校開始走上重金招攬學生之

路，教會辦學的理念日漸淪喪，亦有地處偏遠學校，不敵人口外移與少子女化影

響，忍痛走上停招之路。在現今教育環境下，如何繼續肩負教會辦理教育事業的

責任、維持教會學校堅持的價值，又能重新定位，建立特色永續經營，至關重要。 

二、現今天主教中學發展的挑戰 

全國的天主教中學現今多處於生存、競爭、發展與提升的交戰中，所面臨的

困境或是挑戰，可從社會變遷、時代創新快速變化，及與修會辦學理念的衝突中

看出端倪。以學校內部來說，多數存有教師、家長的價值觀，與修會堅持的理念

相左的問題；對外，國家教育政策變革，以及少子女化引發招生缺額增加的問題，

更是修會經營學校的挑戰。 

(一) 時代與政策變遷所引發的經營危機 

國家為因應時代需求，或為解決人才需要，在不同的時期，提供私校大量經

費增設、鼓勵特定學制或學程的設立，天主教中學除配合政策趨勢，更為求經費

挹注，穩定辦學，紛紛於校內擴充多元學制。1968 年到 1980 年短短的 12 年間，

增設或改制職業類科者，於 17 所天主教完全中學中，即有 11 所，在沒有任何複

合學制教育理論產生的年代裡，天主教中學便以複合學制的模式存在，此舉確實

影響現今天主教中學辦學效能的穩定性。陳怡鈞（2013）於探討私立完全中學面

臨之困境一文中指出，完全中學高、國中部目標不同、學生素質不同，並存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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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體制混雜，有其經營運作上的困難。故以完全中學一校二制之整合尚且困難，

若以天主教中學一校三制、四制的情況論之，長久下來，勢必造成體制混淆，更

易造成學校發展重心的偏頗。自民國 57 學年九年國教政策實施起，至民國 62

年私校法訂定，天主教學校的存在從未名列於國家教育發展的藍圖之中，從歷史

的軌跡裡，只見學校的利用價值獲得時代的肯定，其發展卻未獲得國家相對的重

視，存在天主教中學體制內長久累積的困境，實無法於短時間內獲得改善。 

(二) 修會辦學之教育使命難延續，失去學校特色 

私人興學的興起，在歷史上與宗教信仰自由原本即密不可分，西方最早私人

興學制度化起源於 1795 年，在法國憲法中明文規定，教會取得「教育自由」，從

事宗教教育。因此，最初法國的私辦教育自由，便是在保障教會辦學的自由，使

不同信仰的人可以選擇由不同之教會所設立的學校，來接受符合其信仰之教育

（周志宏，2013）。然而，反觀國內與宗教、教育相關之法規規定卻出現箝制的

現象，我國教育基本法第六條規定：「教育應本中立原則。私立學校得辦理符合

其設立宗旨或辦學屬性之特定宗教活動，並應尊重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及學生參

加之意願，不得因不參加而為歧視待遇。但宗教研修學院應依私立學校法之規定

辦理。」，私立學校法第七條則是規定：「私立學校不得強制學生參加任何宗教儀

式或修習宗教課程。但宗教研修學院不在此限。」鄭志明（2004）曾提出質疑，

認為隨著今日教育普及，國家教育權已完全建立之時，宗教團體是否還有必要以

辦學作為其活動志業？早期宗教團體大多基於宣教的動機來開辦學校教育，視其

為傳教事業的重要環節，尤其是天主教、基督教等外來宗教團體，是經由醫療與

教育等福利事業的推動，深入異文化區取得長足進展。由此，一個失去宗教使命

的宗教學校，處於對學校宗教教育皆採「價值中立」與「教育中立」為原則的臺

灣（周志宏，2013），實難建立宗教學校特色，並告知大眾而使之信服。 

(三) 少子女化加劇發展困難 

少子女化現象日漸嚴重，自2000 年以來教育部又持續核可公立中學的設置，

使原本幾近飽和的「中學」供應量，在學生數量驟減的情況下，造成供需失衡，

私立中學招生面臨空前的困難，未來可見的是，公私立中學彼此競爭更加白熱

化，私立中學之間的競爭將格外激烈。由國家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資料中顯

示，臺灣粗出生率與粗死亡率曲線於 2020 年交叉，粗死亡率高於粗出生率，人

口開始呈現自然減少，且人口自然減少的規模將逐年擴大，至 2070 年自然減少

人數將擴大為 23.3 萬人。內政部公布 2021 年臺灣最新人口統計數字，總新生兒

數僅 15 萬 3,820 人，相較 2020 年減少 1 萬 1,429 名新生兒。2021 年臺灣地區死

亡人數為 18 萬 3,732 人，人口自然增加率為-1.27%，連續負成長。此訊對原本

在設備和師資資源都已相當接近需求的各級學校，勢必再造成更大衝擊。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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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屏東縣天主教新基高中於 5 月 6 日正式吹響熄燈號，是第一所於少子化社會現

況下退場的天主教中學。該校成立於民國 52 年，59 年改制為普通中學，附設家

事類科，86 年附設國中部，89 年全面成立綜合高中，學生逾千人；但 97 學年度

恢復普通高中，停招國中部，學生數銳減至 400 人以下，學校財力無以支應，以

致關閉退場。繼新基高中之後，臺北方濟中學於 111 學年度起停招，嘉義宏仁女

中列為教育部私校退場機制專案輔導學校，臺北文德女中亦於 112 年 1 月 9 日宣

布新學年度將不再招收新生，這幾所學校的發展概況，可謂為大多數天主教中學

發展歷程的縮影，令人不得不正視少子女化對私立天主教中學經營發展之挑戰。 

三、危機挑戰下，天主教中學發展的契機 

板橋高中高柏鈴校長曾說：「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將是學校轉型的契

機」（張勸媚、翁上錦，2011）。現在，學校必須重新思考和調整自己的辦學目標

及經營管理方式，以因應新的教育政策與社會需求。隨著教育體制的轉型，學生

的學習需求和學習方式必然產生變化，學校必須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環境，以滿足

學生並提高他們的學習成效。 

(一) 透過校訂課程，實現全人教育之學校特色 

天主教教育宣言明載：「天主教學校的特有任務，乃在學校團體中造成富有

福音精神的自由與仁愛氣氛，協助青年，使之於發展個人人格時，其由洗禮而成

的新人，也同時一起成長，並將整個人類文化，終於與救恩喜訊相配合，使學生

對於宇宙、生命、人類所逐步獲得的知識，蒙受信仰的光照。（臺灣地區主教團

秘書處譯，1965）」。1972 年教廷教育部文告《多元社會中的天主教學校》中指

出：天主教學校的使命在於教育人們使之達到人生最高、最有價值的境界，也就

是進入精神領域，以完成培育身心靈健全學生的教育目標，健全的培育包括智

慧、道德原則及人際關係等三方面（正心中學教師合譯，1972）。此宣言與文告

不但指引了天主教學校的辦學理念與實務，連帶對臺灣教育的發展與進步亦做出

了難以磨滅的貢獻（張德銳、汪文麟，2015）。108 課綱鼓勵各校規劃校訂課程

以彰顯學校特色，天主教中學正可透過宗教教育，實施倫理課程的教學，將內容

著重於學生身心靈等方面的發展與整合。此外，透過學校建築境教，如在校園中

的十字架、宗教信仰人物的雕像、宗教象徵庭園等元素，皆可在校園中營造出令

人感受身、心、靈上平安與和諧的氛圍，更能夠幫助師生感受到宗教信仰所蘊含

的精神力量（鍾蔚玲，2016），如此，全人教育之理想即可於校訂課程中實踐。 

(二) 發展社區關係，專案策略聯盟整合資源 

天主教學校是以宗教信仰為基礎的學校，其辦學理念和教育方式與一般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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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不同，加上校區大多是修會神職人員的住處，因此對於校區的管理和控制有

較高的要求，但這種情況卻常使外界對學校產生質疑和負面揣測。事實上，天主

教學校與社會的互動是雙向的，學校可以積極參與社區交流，亦或舉辦公開的活

動，讓外界更加了解學校的辦學理念與學校文化。當學校與社區建立起有計畫、

有系統以及真誠的溝通聯繫，將更有機會共享學校與社區的資源，共謀發展之益

處（黃冠翔，2017）。除此之外，天主教學校，學制分布從幼兒園至大專院校皆

有，各有專精所長，專案策略聯盟的成立可依據校本規劃的行動方案尋求他校支

援、專案指導、課程安排、研究協助等資源共享，由各教區主責領導，建構成具

系統性的計畫，由原本單一學校擴展成地區聯盟校群，避免招生學制重疊，惡性

競爭，應可將有限之資源做最有效能之運用。 

(三) 運用行銷策略，提升學校形象與競爭力 

天主教學校除了一般學校的教育任務外，更肩負其特有之教育使命。吳俊憲

和林怡君（2014）指出天主教學校應要主動出擊，運用各種行銷方法，如拜訪他

校、參與教育展覽、舉辦學校開放日等，把教會學校的辦學特色讓家長和社會大

眾週知。張德銳、汪文麟（2015）於《歷久彌新－天主教教育宣言公布 50 週年

有感》一文中建議，面對少子女化、生員減少的壓力，天主教學校確實需要擴大

招生宣傳和行銷，以正確與專業的方式宣導學校的辦學理念，吸引更多的學生。

透過有效的行銷策略，學校可以讓更多人了解學校的特色，並增強他們對學校的

認同感和向心力。再者，透過學校內外的互動，可以提高公眾對學校的滿意度，

讓更多人選擇天主教中學並深刻體認，相較於一般學校，天主教中學有其他的優

勢和收穫。學生和家長對學校的品牌認知和信心的增強，即能確保學生的來源不

斷，進而提升學校永續發展的實力（黃冠翔，2017）。 

四、結語 

天主教中學由一群肩負使命的神職人員創辦，因愛與無私奉獻為臺灣青年教

育的一大貢獻，自 1960 年代起在臺灣快速發展的環境下，成為臺灣教育現代化

的象徵。近年來因社會變遷、教育政策改革、及少子女化影響，學校特色逐漸模

糊，也面臨經營危機，甚為可惜。為了因應現今教育環境，天主教中學應可配合

十二年國教政策推動，善用校訂課程的研發與規劃，重現天主教會專有的辦學宗

旨，並強化修會學校間的資源整合，體現兼具學術與道德的素養教育。此外，天

主教中學亦應擴大與社區的連結，加深大眾對天主教中學的認識與支持。同時，

面對現今教育市場多重且激烈的招生競爭，學校更需採用適當的行銷策略，以提

高知名度和品牌形象，獲得更多學生與家長的青睞與認同。天主教中學一直是臺

灣教育體系中重要的一部分，應該更積極面對現今教育環境的種種危機，克服挑

戰，自成一股教育清流，繼續為臺灣教育作出更大的貢獻，共同改變臺灣的未來。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3，12（9），頁 115-119 

 

自由評論 

 

第 119 頁 

參考文獻 

◼ 天主教學校校務促進委員會編（2001）。天主教學校手冊。天主教學校校務

促進委員會。 

◼ 陳怡鈞（2013）。臺中市一所私立完全中學學校行銷策略之研究。（未出版之

碩士論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 周志宏（2013）。宗教與私立學校。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8)，1-12。 

◼ 鄭志明（2004）。臺灣宗教團體的教育事業。宗教教育與宗教研究研討會論

文集，2-5。 

◼ 陳金龍、楊振昇（2014）。私校公共性之反思：以私立高中職為例。教育理

論與實踐學刊，30，57-74。 

◼ 張勸媚、翁上錦（2011）。面對十二年國教，高中職經營策略之探討。100

年度綜合高中業務研討會。 

◼ 臺灣地區主教團秘書處譯（1965）。天主教教育宣言。（梵蒂岡聖座，1965

年公布）。 

◼ 正心中學教師合譯（1972）。多元社會中的天主教學校。臺南市：聞道。 

◼ 張德銳、汪文麟（2015）。歷久彌新－天主教教育宣言公布 50 週年有感。臺

灣教育評論月刊，4(6)，191-196。 

◼ 鍾蔚玲（2016）。由《天主教教育宣言》探討臺灣天主教中學之校長領導。

哲學與文化，43(2)，75-100。 

◼ 吳俊憲、林怡君（2014）。少子女化時代下－天主教會中等學校經營領導策

略的轉型因應。少子化的教育因應策略。臺北市：五南。 

◼ 黃冠翔（2017）。私立天主教高級中等學校有效學校經營發展策略研究。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