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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綜合高中在1996年度開始在許多教改人士的呼籲下開始試辦，讓國中畢業生

們有了更多的選擇；1999年7月14日頒布之《高級中學法》第6條修訂條文規定，

高級中學分為普通高級中學、綜合高級中學、單類科高級中學及實驗高級中學。

某技術高中1999年度辦理綜合高中4個班，設立社會學程、自然學程、應英學

程、電子學程、電機學程、機械學程、汽車學程、化工學程。第2年再增加一

班，增設食品加工學程。 

綜合高中2004年度全盛時期一度達155校，截至2024年度剩48所綜合高中，

不足全盛時期的1/3，因此有學者說：綜合高中是理想很豐滿，但現實卻很骨感。 

某技術高中善用創新作為經營綜合高中，因此各方面成績皆非常亮麗，直接

帶動校內職科學生成績向上提升。因此筆者始終認為綜合高中還是有其優勢，教

務處的創新作為讓綜合高中屢創佳績，再透過入國中端宣導招收優質學生在「教

好，收好」良性的循環之下，綜合高中有機會再創高峰。 

二、綜合高中的內涵 

1999 年度辦理之初，教育當局相當積極的推廣，不但加強宣導，對參加辦理

的學校也會給予補助經費與輔導，因此許多普通高中或技術高中轉辦綜合高中，辦

理的學校數及學生數快速增加，對參加的學生也會給予特別的升學保障，在這樣大

力推廣的背景下，就讀的學生數在 2006 年度時達到最高峰的十一萬多人（曾大千、

陳盈宏，2019），大約占全部中學生的 13%左右。某技術高中因為辦理綜合高中績

效卓越，促使校內 8 大職科學生的入學成績向上提升，因為擁有優質的學生和完

備的教育規劃，才能在辦學績效各方面屢創佳績。 

綜合高中就讀的學生數自 2004 年度達到最高峰之後就逐年減少，至 2017 年

度僅只有 24,679 人，佔全部高中生的 4.2%（教育部，2021）。因此近年來綜合高中

的討論多集中於退場、停招，新聞媒體也指出綜合高中爆退場潮近 16 年大減 94 校

（潘乃欣，2021）。教育部統計，2004 年全台全盛期達共有 155 所技術高中，設

有綜合高中部到 2024 年卻只剩下 48 所（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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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96~2024 年度歷年綜合高中辦理校數一覽表 

 
資料來源：李明昭(2024)。 

綜合高中生在高二才分流，高一兼學高中普通科、職業課程，升讀高二無論選

讀學術學程或技術學程可能導致「兩邊都沒學好」，不利學習銜接。學校方面則要

兼顧學生報考學測、統測等各升學管道需求，補助經費卻沒比較多，吃力不討好。

因此有師長認為：綜合高中是國人「重視普通高中、輕視技術高中」風氣下的產物。 

綜合高中的課程設計較能尊重學生的自我抉擇以及學習的自主性，培養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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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能力、學習反應更靈活，較有宏觀視野與發展潛力。李敦義（2011）透過綜合

高中的較彈性課程選修，有助於提升綜合高中學生的自主性；黃政傑（2000）認為

綜合高中的選修制與學分制為學生提供了充分的機會，使其能夠根據自身的能力、

需求和興趣進行調整，並按照個人的步調選修課程；李然堯（2018）、施溪泉（2011）

皆肯定綜合高中的輔導與課程規畫能幫助學生適性發展；楊豪森（2018）認為綜合

高中的教育理念強調彈性、多元、開放、自由、民主、均等及合時宜的特質，這與

新課綱強調的自發、互動及共好的理念相同。 

三、綜合高中的問題討論 

探討全國辦理綜合高中的學校為何持續減少，下列10點值得我們深入討論。 

（一）綜合高中未繼續規劃宣導 

綜合高中早期有很好的宣傳，後來可能經費減少，因此宣傳愈來愈少，迄今幾

乎沒有在宣傳。 

2023 年度高職優質化執行國中技職宣導活動；2024 年度國教署要求全部國中

皆應該實施技職宣導活動。以雲林縣為例，某技術高中教務處負責承辦技職宣導活

動，聘請高職優質化團隊所規劃的師資進入國中端宣導技職教育，讓國中生有機會

初步瞭解技術高中群科的相關內容再搭配職涯參訪有利於國中生更深入瞭解各科

要學習那一些技術。但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中心有規劃相關的活動嗎? 

（二）學習歷程檔案未落實 

教育部推動學習歷程檔案僅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教

育部，2020）第3條規定學校應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數位平臺，蒐集學生學習

歷程檔案資料。至於要如何規劃推動學習歷程檔案之細節並未說明。因此綜合型

高級中等學校中心應該主動為全國綜合高中規劃如何有效實施學習歷程檔案，為

綜合高中學生創造利多。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中心應該統一為全國綜合高中規劃學習歷程檔案如何按

部就班來執行。尤其 2024 學年度修改其學習歷程檔案的專題實作、實習科目學習

成果(含技能領域)成績占比至少為 10%，更加明確表示它很重要（表 2）。因此讓

每一位技術高中選讀綜合高中學生在畢業前皆有擁有豐富的學習歷程檔案，成為

升讀大學的利器是急需用心規劃並執行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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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專題實作、實習科目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占比至少為 10% 

   
資料來源：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三）自主學習無配套作為 

綜合高中其課綱規劃 18 節自主學習課程，但並未挷其畢業條件，所以學生可

以不修習自主學習課程。 

綜合高中諮詢輔導委員曾要求要有 18 節自主學習課程。當時筆者即向委員反

映：畢業條件並未規定學生一定要修習自主學習，試問如何要求學生呢？ 

（四）課程諮詢教師未善用 

新課綱新增課程諮詢教師，教育部只有要求要實施團諮和個諮，其配套措施並

未齊全。試問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中心有規劃如何善加利用課程諮詢教師來協助

綜合高中學生嗎？ 

（五）規劃彈性課程無創新 

彈性課程大部分皆由校內教師依本身專長開設彈性微課程，大部分教師並未

開發加深、加廣的課程。學生跨群科選修其課程，感覺課程毫無創新。此外，微課

程沒有學分而且非本科學生，學生秩序管理困難度高。 

（六）高一必修課程要及格 

綜合高中一年級的部定必修與校訂必修一定要及格，雖然行政端在親職座談

會、綜合高中分流家長會暨課程諮詢教師團諮時皆一再地提醒，但總是會有粗心

大意的學生到高三快要畢業之時才發現其畢業資格不符合。 

（七）專門學程未申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辦理綜合高中學校若是專門學程沒有申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就無法提供學

生至工廠實習學習實務技術並賺取薪資和年資，此外學生也不能參加為此專班辦

理的甄選升讀國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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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綜合高中特色未宣揚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中心沒有全面宣揚以下4件特色： 

1. 綜合高中一年級不分流並實施職業試探，有助於避免學生入錯行。 

2. 綜合高中二年級分流幾乎全部按照學生的第一志願分發就讀。 

3. 全國綜合高中升學的優異表現要全面宣揚，尤其是推薦甄選的成果。 

4. 綜合高中升讀二年級，才決定要讀學術學程(升讀普通大學)或者專門學程(升讀

科技大學)。 

目前因為綜合高中未宣導，導致很多國中端家長、師長和學生皆不瞭解綜合

高中的優勢。 

（九）綜合高中經費未編足 

1999 年度綜合高中蓬勃發展，其中一項原因即是辦理綜合高中有經費補助。但執

行迄今綜合高中僅有微薄的設備費補助(10 萬/年)，再者每班教師編制 2.5 位(職科每班

3 位)。 

另外它有學術學程與專門學程，即有參加學測或統測的學生，導致行政端要執行

二套系統、二倍工作量與經費支出。這是導致許多學校退出辦理綜合高中的原因之一。 

（十）諮詢輔導委員不專業 

諮詢輔導委員有普通高中主任、非教務主任暨非相關領域之教授等等，受訪

學校師長認為諮詢輔導委員並無相關的經驗，深感外行人領導內行人。再者諮詢

輔導委員來諮詢除了瞭解學校的辦學現況，應該要給予輔導如何來實施。而不是

一味要求學校應該要如何來實施。試問委員有此方面實務經驗嗎? 

四、因應作為與討論 

（一）技職宣導宜將綜合高中列入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中心應該與高職優質化團隊合作在執行國中技職宣導活

動時，商請講師協助宣導就讀綜合高中的優勢。讓國中生知悉除了普通高中和技

術高中，還有綜合高中可以選擇。此外，114年國民中學畢業生適性入學高級中

等學校及五專宣導講師培訓其國教署即要求要有10分鐘宣導技職教育，但還是獨

漏綜合高中。因此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中心應該要向國教署反映增列綜合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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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生全面推動學習歷程檔案 

某技術高中規劃新生於暑期輔導隨即安排 3 週 6 節學習歷程檔案課程。首先

讓綜合高中所有學生瞭解何謂學習歷程檔案，接著採用專題實例說明。專題製作重

質不要重量，但專題應該要做到一魚三吃即申請新型發明專利、參加相關競賽、最

後再參加中學生小論文競賽。 

（三）綜合高中全面實施自主學習 

某技術高中綜合高中一年級下學期規劃彈性課程之自主學習，每位學生必選

一單元（9 週*2 節=18 節）。此舉符合綜合高中課綱中規定其自主學習要修習 18 節

之規定，而且每位學生都有自主學習的成果，校方於第 9 週舉辦校內成果發表會

並擇優頒發獎狀以資鼓勵。此外，針對較優秀的學生即輔導所撰寫的文章投稿於中

學生小論文，若得獎即可以獲得獎狀。縱使未得獎其文章都可以於學期結束上傳至

學習歷程檔案之多元表現。 

（四）善用課程諮詢教師輔導學生 

方慶豐（2023）認為善用課程諮詢教師要求每學期至少要有 2 次團諮和每班 3
件個諮，有下列 5 點好處： 

（1）協助學生瞭解高中學習內容。 

（2）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好習慣。 

（3）指導學生製作學習歷程檔案。 

（4）學習歷程檔案引導正常教學。 

（5）輔導學生升讀大學規劃未來。 

然教育部實施新課綱新增課程諮詢教師，但並未要求課程諮詢教師每學期要

實施幾次的團諮和個諮。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中心亦未規劃其細節。 

 

因此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中心應該為全國綜合高中規劃其配套措施。例如：學

期初即實施 1 次團諮，讓學生瞭解本學期的授課規劃；學期末前一個月再實施 1 次

團諮，說明彈性課程要如何上網選課等等。針對課程諮詢教師負責的班級規劃每班

要有 5 件的個諮，最後再將團諮和個諮之數字上傳至雲端。 

（五）彈性學習引進科技大學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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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技術高中引進吳鳳科技大學、中臺科技大學暨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等 3 所科

技大學師資來開設彈性課程，讓彈性課程有創新的課程，學生學習新知並增廣見

聞。 

（六）部定必修暨校訂必修宜放寬 

綜合高中要求一年級的部定必修與校訂必修皆要及格，但高二招收的轉學生

有五專學生、職科學生，轉入綜合高中即會產生高一有幾門必修課程未修習，若未

善用暑假參加重補修，即會無法如期畢業。 

某技術高中每學年皆有 10 幾位綜合高中學生無法如期畢業，就是因為高一的

部定必修或者校訂必修未及格，導致無法如期畢業。為何不比照職科修滿多少學分

即可以畢業，如此標新立異只會加速綜合高中退場。 

（七）綜合高中學生參加產學計畫 

某技術高中綜合高中學生有機會參加產學攜手合作計畫，有機會做中學，學中

做。不僅可以學習實務技術、賺取薪資、獲得勞保年資、取得大學文憑，最重要的

是擁有職場工作崗位的經驗，真正達到「升學與就業兼顧」。 

（八）羅列綜合高中的優勢並宣傳 

1. 高一不分流有效避免入錯行 

綜合高中一年級開設「職業試探」2 學分，引導學生了解各學術學程或專門學

程所學內容及未來發展，對學生的職涯發展有所幫助。而且少子化嚴重，每個孩子

都是父母的寶貝，一年級沒有分流讓學生充分瞭解各職科的實習內容，待高一下學

期末分流之時選擇自己有興趣的科就讀，會愈讀愈有信心，猶如倒吃甘蔗漸入佳

境。 

2. 適性揚才依學生興趣來選讀 

高二分流時有 9 成以上學生皆依照其第一志願分發，讓學生選擇喜歡的科就

讀，相信會愈讀愈有信心。例如，某技術高中其職科電機科入學成績要 78 分，但

學生對電機科有興趣，可是成績僅有 70 分。若他選讀綜合高中在高一職業試探之

後，還是要選讀電機學程絕對沒有問題，若想要更換其他學程亦沒有問題。 

3. 全力宣揚綜合高中績優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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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中心應該收集各校績優表現彙整成冊，提供各校招生宣

導使用。例如：2024 年度某技術高中社會學程劉生學測 43 級分，透過繁星甄試錄

取國立中興大學法律系（普通高中大約要 52 級分）。 

（九）爭取綜合高中分組經費補助 

目前就讀實用技能學程學生其學雜費皆免費，此外教育部還再補助鐘點費暨

行政業務費。 

因此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中心應該積極爭取綜合高中應該比照實用技能學程

學雜費全免，同時依照班級數補助設備費，吸引技術高中辦理綜合高中。 

（十）諮詢輔導委員增列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中心委員 

筆者認為諮詢輔導委員應該由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中心委員來擔任。優勢有

二：1.至他校諮詢輔導之時，有機會將自己學校優秀的措施分享。2.藉機學習他校

優秀的措施。如此辦理綜合高中學校才能共好並更臻完美。再者諮詢輔導委員宜 3
年全面更動諮詢輔導的學校，由不同諮詢輔導委員才能發現不同的問題並且會有

不一樣的見解協助解決問題。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綜合高中 2004 年辦理得非常受歡迎，代表它一定有優勢。只要將上列的問題

按部就班解決，讓國中端師長、家長暨學生深入認識綜合高中，相信它一定可以與

普通高中、技術高中形成三足鼎立之勢，讓學生多一條選擇的機會。 

（二）建議： 

綜合高中目前委靡不振，建議應該辦理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同時宣

揚績優表現爭取家長暨學生的認同。 

1.參考某綜合高中的因應作為 

（1）新生暑期輔導即讓所有學生瞭解何謂學習歷程檔，以及它的課程學習成果暨

多元表現要如何準備與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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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綜高二年級全面實施自主學習，讓每一位學生皆擁有一份多元表現的自主學

習成果，再擇優輔導投稿中學生小論文。 

（3）綜合高中二年級之彈性課程引進科技大學教授入校授課，讓學生的彈性課程

更加多元和豐富。 

（4）深入國中端宣導綜合高中之優勢即可以有效避免入錯行。再者宣揚其升學之

績優表現，例如：入學成績 4B1C，經過 3 年用心輔導即考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5）辦理產學攜手合作計畫，提供家庭經濟弱勢與學習弱勢多一個升學與就業兼

顧的機會。 

（6）申辦引進外籍英文教師計畫，讓綜合高中一年級學生皆要上一節外籍英文教

師之課程。此外，綜合高中-應英學程會再安排外籍英文教師上 3~5 節專業課程課

程。 

2. 舉辦綜合高中自主學習競賽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中心應該規劃集合全國綜合高中學校舉辦自主學習競

賽，豐富綜合高中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內容並凝聚綜合高中。不要再要求各校撰寫

課程新知、教材教法等等掛在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中心網頁，試問有多少學生會去

觀看嗎?再者增添行政工作量，只會導致校內同仁更討厭承辦綜合高中。 

3. 各校善用媒體宣揚績優表現 

各校在辦理相關活動之後，應該再善用 FB、IG 等相關軟體行銷績優表現，讓

社區家長暨學生皆能得知該校的優異表現，進而認同該校的作為，並將自己的子弟

送至該校就讀。同時希望獨特的績優表現應該由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中心彙整統

一規劃宣導。 

4.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中心應該著重宣導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中心每次開會皆著重在分配各委員學校要撰寫素養導向

示例、議題融入示例、多元選修課程示例、專業英文示例、媒體素養示例、課程新

知暨教材教法等等，試問這些內容掛在網頁上有多少學生去觀看呢?再者撰寫這些

內容皆要邀請教師撰寫，常常找不到老師願意幫忙。最後做了這麼多事情，國中生

根本不知道綜合高中的優勢，難怪全國綜合高中迄今僅剩 48 所學校有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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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筆者認為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中心責無旁貸應該要規劃如何讓綜合高中

再創高峰的有效作為。目前最急迫的應該積極搭配教育部推動全部國中皆要舉辦

技職宣導活動的順風車，讓全國的國中生皆瞭解綜合高中的優勢，進而選擇綜合高

中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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