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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對學校組織之影響探究 
溫宥基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總務主任 
 

一、前言 

102 年六月，立法院三讀通過《高

級中等教育法》，確定十二年國教正式

上路，其中家長及學生最關心的高中

入學方式，規劃了有「免試入學」及

「特色招生」兩種入學管道。103 學年

度起每所高中必須提供至少百分之二

十五的免試名額；相對來說，「特色招

生」入學管道，藉由特色招生考試分

發入學的方式，名正言順讓國三學生

再考一次「比較有鑑別度的考試」，篩

選出「比較適合自己學校程度」的學

生，而得到許多明星高中的青睞。可

惜的是，103 學年度的高中入學考試及

政策初次上路，因制度複雜、考程拖

延至暑假尾端，導致全國許多家長及

學生怨聲載道。在這樣的氛圍中，隨

著五都市長的選舉結果出爐，雙北市

長紛紛提出不辦理市轄高中「特色招

生」，改為全面「免試入學」。教育部

規劃及討論許久的適性入學政策，才

實施一年，就面臨被地方首長打臉，

即將無聲而止。 

然而，兩所位於基北區的國立高

中(政大附中及師大附中)被前教育部

長吳思華點名，鼓勵繼續辦理特色招

生，突顯學校辦學特色。此外，國立

內壢高中，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中，

以及臺南區五所國立高中(臺南一中，

臺南女中，家齊女中，南科實中及新

營高中)也相繼考量學校發展及招生策

略，宣布 104 學年度繼續辦理「特色

招生」。儘管如此，這次的特色招生和

前一年的特色招生，以規模和資源來

看，已大不相同。辦不辦理特色招生，

這個議題給學校組織帶來很大的影響

和辯證。這也難怪，國立師大附中在諸

多因素的考量下，決定退出 104 學年度

的特色招生考試，改為全面免試入學。 

高級中等學校辦理特色招生，對

學校內部組織帶來了哪些影響?學校

組織該如何面對這些影響，突顯特色

招生所帶來的優勢?本文的目的在探

討高中辦理特色招生可能帶來的學校

內部影響，並省思學校應採取哪些策

略處理組織內部之衝突。 

二、特色招生帶來的影響 

103 學年全新的高中入學制度讓

學校是又愛又怕，傳統名校憂心因招

收部分名額的免試入學學生，而「錯

過」菁英學生；社區高中則因考試制

度的複雜，被許多原本要報到的學生

「路過」；更悲慘的是後端偏遠的高中

直接被學生們「跳過」。學校內部組織

對於主管教育機關的決策只能被動接

受，幾乎沒有學校在這波入學制度中

獲益。 

(一) 政策改變快速，造成對未來不確

定感 

入學管道才實施新制第一年(103
學年)就遭受輿論嚴格的批評，學校組

織還沒來得及適應新政策就得開始學

習調整心態走回老路。對學校組織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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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所有大幅度的教育政策改變，都

是主管教育機關研商許久的結果，怎

麼會如此瞬息萬變?學校好不容易對

行政人員、老師、家長和學生做了許

多心理建設及升學輔導宣傳，但馬上

要改弦易轍，讓所有的研習及宣導得

再重做一次。在政策新舊交替之間，

毫無邏輯可言，似乎只要行政首長一

聲令下，所有之前的準備工作及評估

皆可一筆勾銷，這對學校行政組織來

說，對於未來的發展及教育環境，充

滿了不確定性。 

從 90 學年度實施九年一貫課程以

來，學校為執行教育主管機關諸多的

教育改革政策，同時面對內外環境的

變遷與壓力，必須不斷調整與變革加

以因應(李明堂，2004)。相較於全面免

試的學校，在 104 學年決定繼續辦理

特色招生的學校，要面對的是更多政

策的挑戰，及茫然的未來。舉例來說，

位於基北區只有一所國立政大附中要

繼續辦理特色招生，校內的組織成員

不免懷疑，獨立舉辦特色招生考試的

能力，而對於將來考試的型態、規模、

考生人數及試務規劃，更是毫無頭

緒。雖然有上級長官的承諾協助，但

繁瑣的事務工作卻充滿了不確定性。 

(二) 對學校發展的認知差異 

透過「特色招生」的管道可以招

收到符合學校特色的學生，有利學校

突顯教學特色並增加知名度。贊成特

色招生的學校成員，積極宣導特色招

生會帶來的正面效益；不贊成特色招

生的成員則質疑這類篩選學生的機

制，強調學校應回歸教育本質，老師

應發揮教育愛，不能挑選受教的學

生。前者強調「因材施教」及「適性

輔導」，後者則強調「有教無類」，兩

者皆符合十二年國教的精神與理念。由

於招生方式與學校未來發展有關，而當校

長與教師在認知上有差異時，辦理特色招

生當然會帶給學校莫大的衝擊，造成行政

體系與教師專業自主發生衝突。 

然而，面臨競爭型的社會與少子化

的衝擊，學校如果還是以傳統的經營模

式來思考，終究會被大環境的快速變化

淘汰(吳清山，2004)。因此，校長在校

務經營上必須隨著大環境的變動而有

所因應策略。但是對公立高中教師來

說，其面對的工作環境是相對穩定的，

關注的是班級經營與教學效能，對於外

在政策的變動大多有抗拒及質疑的心

態。因學校行政人員和教師對於是否辦

理特色招生，有認知上的差異，難免為

學校組織內部帶來相當大影響。 

(三) 校內分工不均，資源不足 

學校組織存在兩種不同的結構:教
學部門及非教學部門(Rowan，1982)。
特色招生入學管道是透過「特色招生

考試分發入學」方式來招收學生，招

生學校勢必要動員這兩個部門，才能

完成繁雜的試務工作。舉例來說，104
學年度繼續辦理特色招生的學校，必

須自行承擔考試報名，考場規劃，命

題品質，分發入學等繁雜又瑣碎的行

政業務。命題需要教學部門的協助，

而其他行政工作則落在非教學部門的

身上。學校在相關資源的分配過程

中，可能產生不公平現象(朱寶清、陳

淑芬，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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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管道攸關學生和家長權益，

必須做到零失誤，任何一所學校要獨

力承擔這些試務工作，實在力不從

心，更何況這樣龐大沉重的工作要分

配給早已超載的學校老師和行政人員

身上。此外，環視這些特招學校，所

有的試務工作都是由教務處主導，其

他處室及老師一聽到新增的特招試務

工作則是避之唯恐不及，紛紛以人力

缺乏或有其他重要教學任務在身，逃

避額外的試務工作。長久下來，教學

部門及非教學部門分工不均，成員們

相互比較，造成學校組織內部衝突日

益增高。 

三、學校組織因應策略 

(一) 爭取主管教育機關的支持 

傳統的高中入學考試(不論是國中

基本學力測驗或是國中教育會考)主要

是由國教署主導級挹注經費資源，考

題由臺師大心測中心負責，試務工作

及分發入學有全國試務委員會負責。

但是從 104 學年開始的特色招生考試

分發入學則是要由辦理的學校一間扛

起所有的試務工作及責任。這些學校

主要都是國立學校下轄於國教署，為

支持十二年國教的適性輔導及多元進

路政策，主管教育機關應積極支持辦

理特色招生所需的經費及資源，重視

高中資源分配與管理彈性之問題，以

期創造最佳之辦學效能 (周欣怡，

2014)。 

舉例來說，各校最擔心的命題品

質，國教署提供國家教育研究院的資

源來協助各校出題需求；在經費預算

上也提供充足的支援，讓辦理特招的

學校有充足的經費來辦理試務工作。

幸運的是，這三年來的試務工作也順

利完成，學校也透過特招收到許多優

秀學生，同時提升學校知名度。這些

成功的案例證明了主管教育機關的全

力支持，可以協助學校逆轉情勢，完

成艱難複雜的任務，在教改的洪流中

嶄露頭角。 

(二) 強化校長領導及溝通 

辦理特色招生對學校組織來說是

一個混亂的起源，造成原本有規律秩

序的狀態崩潰，學校組織進入一種混

亂、無秩序、無規則的動亂情況中(陳
木金，2000)。然而，校長是學校整體

成敗的負責人，對於校務經營及發展

當然有理念有願景。在主管教育機關

的鼓勵與支持下，校長在混沌的狀態

中，評估環境、化危機為轉機續辦特

招，也是為學校發展著想，然而此舉

難免引起校內行政人員與教師之間的

衝突。如能建立「理想的溝通情境」

(Habermas，1992)讓雙方有均等和相同

的發言機會，針對特色招生的所帶來

的利弊進行對談，必定能大幅減少衝

突的強度及頻率。 

換句話說，校長在面臨長官期

待、校務發展以及教師異質性想法

時，必須建立有效的溝通管道。也許

因政策快速轉換而無法先跟校內教師

達成共識，但在決策確立後的第一時

間，校長可以召集相關教職員，召開

正式的行政會議或非正式的對談會，

讓校內成員了解決策的過程，諒解學

校可能需要作出的妥協及讓步，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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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成員在最短時間內掌握政策變化及

因應措施。而正式或非正式會議的召

開，旨在營造和諧氣氛，暢通管道，

讓行政端與教師端學會彼此體諒和尊

重。反之，如果只是校長帶著行政人

員試圖解決辦理特招所面對的難題，

不僅無法讓行政人員分擔行政工作

量，更讓他們在業務執行過程中，遭

受教師刻意的阻攔。 

(三) 學校是生命共同體 

面臨少子化的威脅，學校可藉由

轉型學校經營策略、實施優質適性教

學、善加整合教育資源等策略，因應

少子化帶來的衝擊(張憲庭，2005)。辦

理特色招生符合前述策略，讓學校可

藉此機會轉型，發展特色課程，整合

主管教育機關經費及資源的支持，再

者，多一個入學管道也有利學校新聞

曝光率，提升知名度，因此若能克服

行政量的難度及複雜度，辦理特色招

生，妥善利用此契機，對學校來說實

是一大利多。 

以國立政大附中為例，藉由 104
學年度在基北區獨立辦理特色招生的

機會，因有經費支援，得以改善部分

學校軟硬體設施，另外，所有基北區

各國中十二年國教適性輔導的講座，

皆需向學生及家長宣導說明須特色招

生入學方式。國立政大附中原本只是

基北區的一所國立高中，因為新建校

常被家長與國立師大附中混淆，在辦

理特色招生後，知名度快速提升，學

校推展的特招班「英語國際特色班」

也跟學校特色畫上等號，就連校內原

本持觀望態度的老師也轉向支持既須

辦理特色招生考試。105 學年度起，國

立師大附中也加入基北區辦理特色招

生的行列。學校藉由特色招生考試分

發入學，成功打響知名度，不論是行

政人員或教師都是學校一份子，深切

感受大家同在一條船上，學校組織是

生命共同體，學校特色發展是學校每

一份子的責任。 

四、結語 

儘管規模及樣態不同，特色招生

也辦理了 4 年。除 103 學年第一次辦

理，各縣市均有學校參與外，104 學年

辦理特色招生的學校有 9 所；105 學年

最多，共有 11 所學校參加；106 學年

減為 9 所(臺南考區有兩所學校退出)。

整體來說，參與特色招生的學校大多

肯定這項入學管道並同意繼續辦理。

同時，也有幾所臺北市高中，因學校

未來發展及師資結構等因素，想辦理

特色招生，但卻苦無主管教育機關的

許可，無法加入。這幾年高中入學方

式簡化改良並穩定發展，辦理特色招

生已不是教師或行政人員避之唯恐不

及的新政策了。 

遺憾的是，國家教育研究院在人

力資源有限下，日前宣布退出高中特

色招生命題的工作，而臺南區的國立

高中也即將在明年改制為市立高中，

其主管教育機關的態度如何，尚未得

知。再者，國教署對辦理特色招生的

態度也由鼓勵轉為「不鼓勵、不反

對」，其經費及支援的協助也可能不如

以往充足。前述三項因素對特色招生

的存續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現今

狀況看起來，站在特色招生門外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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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想進來，但特色招生門內的學校卻

可能退出。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是

否會繼續辦理，看來又要因為教育主

關機關政策的改變而上演另一齣全新

劇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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