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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下簡稱

十二年國教）實施計畫於 2011 年由行

政院核定，2014 年起正式實施高級中

等學校學生全面免學費、以免試入學

為主的十二年國教。基於公平、正義、

適性及特色發展理念，十二年國教主

要規劃「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

兩種入學管道，希望透過國中適性輔

導機制，讓學生適性選擇，以滿足不

同學生適性發展的學習需求。 

至於何謂特色招生呢？根據教育

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

之高中高職及五專特色招生實施方

案，特色招生係指「經認證為優質的

公私立高中及高職，為落實因材施教

與開展學生多元智能，依據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適性發展之精神與學校特

色課程教學之需要及報經主管機關核

定之特色招生計畫，透過公開甄選的

方式，遴選符合其性向、興趣與能力

之學生，以接受學校適性化教學與輔

導（教育部，2015a）。而特色課程則

是指「學校以創新思維，基於十二年

國教與課程綱要，考量學校校史、內

外部優勢條件、願景目標及社會需

求，為全體學生所規劃有助於提升學

習成效之課程內容或實施方式」（教育

部，2012）。 

然而，根據教育部的建議規劃，

特色招生只是特色課程規劃的手段之

一，有特色課程之學校未必皆須辦理

特色招生，是否需透過術科或學科測

驗方能招收適性學生就學，若能透過

免試入學，則不一定需要申請特色招

生（教育部，2015a）。顯見學校要特

色招生，一定要有特色課程，但學校

有特色課程，卻不一定要有特色招生

（張民杰、濮世緯，2013）。回顧三年

多來特色招生辦理情形，可發現特色

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管道部分辦理

學校與招生人數逐年提升，反觀特色

招生考試分發入學管道則如曇花一

現，從絢爛歸於平淡，顯見十二年國

教推動過程中，學校辦理特色招生考

試分發入學勢必是遭遇到很多問題，

而使得多數學校望而卻步。 

基於上述原因，本研究以「高級

中等學校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課程

規劃與學習成效」為題，並以國立政

大附中為例，主要是探討學校發展特

色課程與特色招生的關聯性，並進而

追蹤特招班學生入學後的特色課程學

習成效，最後論及辦理特色招生考試

分發入學關鍵問題與解決策略，期望

讓辦理學校逐步成為特色學校，俾能

滿足不同學生適性發展的學習需求，

以呼應十二年國教因材施教、適性揚

才、多元進路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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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發展

歷程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簡稱十二

年國教）於 2014 年 8 月起正式實施，

基於公平、正義、適性及特色發展理

念，規劃「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

兩種入學管道，其中特色招生入學係

依其術科或學科能力，分別以術科甄

選或學科考試分發方式，進入辦理特

色招生之學校就讀。然而，十二年國

教第一年啟動後，國中會考、免試入

學超額比序、志願選填、一免試、特

招、二免等的入學制度，造成家長與

學生的極度恐慌、焦慮和抗議，質疑

教育部推動的十二年國較不是真正的

國教、入學制度設計不當（如免試入

學是假免試、不滿先免事後特招、超

額比序加上會考使志願選填變成賭博

等），要求簡化入學制度、提高明星學

校免試入學招生名額、要求真正免試

的十二年國教等呼聲四起（黃政傑，

2014）；針對上述十二年國教入學新制

引發諸多亂象，教育部迅速回應，吳

思華部長宣布，明年高中職入學以「先

免後特，多元入學，一次分發到位」

為原則；會考維持三等第、四標示，

特招以國中會考為門檻、加考一到三

科；入學分發將採「免特合一」，免試

和特招於七月中同時放榜，讓多數學

生能在七月完成招生（自由時報，

2014.8.22）。其中有關特色招生考試分

發入學辦理方式，回歸各區自辦，參

與學校得參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作為

錄取門檻，並由各校單獨或聯合辦理

考試招生，以加考 1 至 3 科之學科測

驗成績，併同學生志願，作為分發入

學依據。學校辦理考試分發入學，由

其自行命題之學科測驗內涵應與其發

展之特色課程目標相呼應，以遴選學

術傾向明確，具特色課程專長或潛能

之學生適性入學（林志忠，2014）。簡

言之，特色招生考入分發入學第一年

因為入學制度變革，特色招生考試分

發入學成為傳統明星高中用學科測驗

篩選優秀學生的管道，第二年起本管

道轉化成以特招班發展特色課程為

主。 

就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轉化為

特招班發展特色課程，且回歸各區

（校）自辦後，教育部為落實多元入

學的精神，鼓勵所屬學校參加並補助

各區（校）經費，以利招生試務順利

推動。2015 年度參加招生學校包括基

北區、桃連區、臺南區等就學區的 8
所學校，提供招生名額計 910 名；最

後，統計全國總報名人數共計 3,713
人，錄取 913 人，總錄取率為 24.59%，

其中以國立政大附中的錄取率最低，

含跨區計有 371 人報名，錄取 40 名學

生，錄取率僅 10.78%。有關 2015 年特

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各辦理學校各區

（校）人數與錄取率統計表詳見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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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5 年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各辦理學校各區(校)人數與錄取率統計表 

就學區 招生學校 招生科班 招生名額

(一般生) 
報名人數

(含跨區) 
錄取人數 錄取率 

基北區 政大附中 英語國際特色班 40 371 40 10.78% 
桃連區 內壢高中 語文國際教育班 40 276 82 29.71% 

數理科技國際教育班 40  
大園高中 國際交流特色班 40 217 41 18.89% 

臺南區 臺南一中 數理科學教育班 320 2,849 750 26.33% 
臺南女中 國際人文班 120  

理工科學班 200  
家齊女中 數理特色班 40  
南科實中 科學人文班 30  
新營高中 數理科學教育班 40  

總計 910 3,713 913 24.59%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5a）。各就學區（高級中等學校）104 學年度特色招生考試分發人數錄取率彙整表。2017.10.20

取自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ms=169B8E91BB75571F&s=C3A2B0D49AE
9060F 

次年，參加招生學校數量與提供

名額均有所成長，基北區、桃連區、

臺南區等就學區共計 11 所學校；其中

基北區新增國立師大附中，臺南區新

增國立臺南二中、臺南市立大灣高中

等共 3 校，提供招生名額計 922 名；

最後，統計全國總報名人數共計 4,283

人，錄取 925 人，總錄取率為 23.23%，

其中仍以國立政大附中的錄取率最

低，含跨區計有 328 人報名，錄取 40
名學生，錄取率僅 12.20%。有關 2016
年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各辦理學校

各區（校）人數與錄取率統計表詳見

表 2 所示。 

表 2  2016 年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各辦理學校各區(校)人數與錄取率統計表 
就學區 招生學校 招生科班 招生名額

(一般生) 
報名人數

(含跨區) 
錄取人數 錄取率 

基北區 師大附中 資訊科學特色專班 40 112 41 36.61% 
政大附中 英語國際特色班 40 328 40 12.20% 

桃連區 內壢高中 語文國際教育特色班 40 246 40 32.52% 
數理科技國際教育特

色班 
40 40  

大園高中 國際交流特色班 40 148 40 27.03% 
臺南區 臺南一中 數理科學教育班 320 3449 321 23.02% 

臺南二中 社會科學特色班 40 41 
臺南女中 國際人文科學班 80 80 
家齊女中 數理特色班 40 40 
南科實中 科學人文班 30 30 
新營高中 數理特色班 40 40 
大灣高中 數理特色班 42 42 

總計 992 4283 995 23.23%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6）。各就學區（高級中等學校）105 學年度特色招生考試分發人數錄取率彙整表。2017.10.20

取自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09321CBCEE2D0B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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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016 年總統大選政黨輪替

後，為落實蔡英文總統於教育白皮書

所提之「全面免試，就近入學」政策，

教育部表示，高中特招較不符合 12 年

國教免試入學理念，尊重但不鼓勵（聯

合報，2016.8.24）；加上 2016 年原特

招學校國立新營高中與臺南市立大灣

高中因重新評估學校未來發展方向，

隔年退出特招行列，使得 2017 年招生

學校數（包括基北區、桃連區、臺南

區等就學區）略減為 9 所公立學校，

提供招生名額也略減至 910 名；最後，

統計全國總報名人數共計 3,564 人，錄

取 912 人，總錄取率為 25.54%，其中

依然是國立政大附中的錄取率最低，

含跨區計有 286 人報名，錄取 40 名學

生，錄取率僅 13.99%。有關 2017 年特

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各辦理學校各區

（校）人數與錄取率統計表詳見表 3
所示。 

表 3  2017 年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各辦理學校各區(校)人數與錄取率統計表 
就學區 招生學校 招生科班 招生名額

(一般生) 
報名人數

(含跨區) 
錄取人數 錄取率 

基北區 師大附中 資訊科學特色專班 40 193 40 20.73% 
政大附中 英語國際特色班 40 286 40 13.99% 

桃連區 內壢高中 語文國際教育特色班 40 234 41 34.62% 
數理科技國際教育特

色班 
40 40 

大園高中 國際交流特色班 40 135 40 29.63% 
臺南區 臺南一中 數理科學教育班 320  321 26.18% 

臺南二中 社會科學班 40  40 
臺南女中 科學人文班 280 2716 280 
家齊高中 數理特色班 40  40 
南科實中 科學人文班 30  30 

總計 910 3564 912 25.54%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7）。各就學區（高級中等學校）106 學年度特色招生考試分發人數錄取率彙整表。2017.10.20

取自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56E076FAE3C63C84 

從上述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發

展歷程來看，本管道之興衰受到政策

影響頗大，而從原先教育部的規劃，

特色招生也只是特色課程規劃的手段

之一，有特色課程之學校未必皆需要

辦理特色招生，再加上特色招生申請

與試務作業皆會造成學校行政沉重的

負擔，預期未來的發展仍會是屬於小

眾市場，短、中期內將不易會發展成

十二年國教實施後高級中等學校多元

入學的主流管道。 

 

三、國立政大附中英語國際班課

程規劃 

為瞭解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與

學校特色課程發展的關聯性，本節以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以下簡

稱政大附中）特色課程發展歷程與英

語國際班的課程規劃進行探究，以提

供後續有意透過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

學發展學校特色課程的學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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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附中是一所年輕的學校，於

2005 年創校至今已進入第十三年，但

在政大的光環、校長的經營、教師們

的努力及家長的全力支持下，學風鼎

盛，政大附中已是學子趨之若鶩的學

習環境。政大附中的學校願景是的自

由（Freedom）、自律（Autonomy）、創

意（Creativity）與活力（Energy），已

成為政附根深蒂固的校園文化。而政

大附中與一般中學最不一樣的，就是

政治大學的資源挹注，這也是學校發

展的有力支援與後盾；目前學校已有

許多課程或資源來自政大，若能強化

與政大的聯結，相信可爭取更多的資

源與協助。 

目前政大附中的校本課程是以小

大學的概念架構而成，並以溝通表

達、問題解決力、實作力、國際移動

力為四大學生核心素養，因而規劃出

「關懷書院」、「科學學院」、「國際學

院」與「大學預修 AP 學程」四項發展

重點。茲分述如下：（陳啟東、溫宥基，

2016） 

1. 近年來從服務學習延伸到「關懷書

院」，結合服務學習課程於正式課

程中，每學年固定安排學生到社區

內的老人安養院或社福機構進行

老人服務學習活動，期使政大附中

學子從高一入學開始，即接受服務

學習、品格教育的薰陶，培養公民

所需具備的社會關懷與愛心。 

2. 在 2010 年度開始政大附中因應學

生數理的優異表現，開始招生數理

資優班，以發展「科學學院」的課

程架構，近幾年發展特色在於結合

頂尖大學教授的指導，致力於數理

領域的專題研究。 

3. 從建校以來，政大附中抱持著心懷

臺灣，放眼世界的願景，積極整合

國際交流、外語課程及學生表現，

以形塑「國際學院」的基礎。除每

年固定與德國、美國及日本姊妹校

進行深度交流，進行入班上課學

習，英語論壇，以及寄宿家庭活動

之外，於 2012 年度起，將第二外

語（德、日、西、法、韓語）納入

正式課程，高一生都必須選讀一語

言為必選修課程，把第二外語學習

落實為培養跨文化與全球化能力

的其中一環，進而搭配學校多元的

國際交流活動，來拓展學生國際視

野。從學生英語競賽年年得獎，以

及申請國外大學人數逐年增加，可

見一斑。 

4. 政大附中為大學之附屬高級中

學，一直戮力發展與政治大學密切

且完整的各項合作及「大學預修 
AP 學程」。除不定期邀請大學教授

到校教授課程及擔任講座外，學生

從高一下學期開始，可以到政大選

修課程，先一步體驗大學的學習氛

圍，並進而探索自己有興趣的科

系。這些預修科目在將來進入大學

後亦可視情況抵免學分。 

再者，中小學國際教育近來已是

教育部的重要發展項目，政大附中長

期在國際交流上已有相當的基礎，未

來將參與並推動更多的國際教育學習

活動，讓此一特色充分發揮，提高學

校能見度。此外，教育部近年來推動

實施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大附

中積極掌握十二年國教的政策導向，

詳細分析其可能造成的影響，研擬學

校發展的最佳策略，在國教政策的轉

變中，創造學校最佳的發展契機。綜

合上述背景，政大附中鑑於全球化急

遽加速的現況，期待藉由特色招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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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分發入學管道，辦理英語國際特色

班，以培育學生除了對國際社會課題

的興趣與深度教養外，並擁有外語溝

通能力、問題解決力、國際移動力等

素養，未來成為足以活躍於世界的全

球化領導者。 

欲達成上述目標，政大附中在原

有 99 課綱架構下進一步發展並深化學

校原有之「國際學院」及「大學預修 AP 
學程」，其作法係立基於近年來已發展

之校本課程特色之上，在英語國際特

色班課程中規劃開設大師開講、學生

大使、國際教育多益英語、國際社會

專題研究、世界論壇、Language Corner
課程，並延攬政大外交系、外文系、

傳播學院或國際學院教授到校授課，

以深化並更進一步發展學校特色課

程。學校之英語國際班特色課程規劃

如圖表 4 所示，以下分別說明英語國

際特色班三年的課程規劃內容與特色

（陳啟東、溫宥基，2016）。 

表 4 英語國際特色班課程規劃 
年級 英語國際特色班 

課程名稱 
(學分/節數) 

課程特色 

高一 第二外語(1/2) 可選擇法，德，西，日，韓語 
跨班選修-大師開講(2/2) 聘請政大外交系，商學院，法學院及外

語學院教授做專題分享 
國際多益課程(0/1) 高一課程結束後，全班 TOEIC 平均可

達 860 分以上。 
學生大使(0/1) 拓展學生國際，瞭解世界脈動 

高二 SAT 課程(0/1) 提升英語閱讀與寫作能力 
社會科專題-國際專題(2/2) 可選擇地理，歷史，公民或國際社會專

題，提升探索及發表能力 
世界論壇(0/1) 為選取多元取向領域的新聞英文，進行

新聞閱讀、聽力、寫作與小組報告等方

式，並透過美國姊妹校英語論壇的混合

分組研討 
AP 課程(2/2) 運用課後時間提早一步進入政大上課 

高三 1. 舉辦各類英文及海外求學相關講座課程。 
2. 優先參與美國西雅圖西北高中交換學生計畫。 
3. 早稻田大學國際部入學名額及獎學金 9 名。 

資料來源：陳啟東、溫宥基（2016）。基北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特色招生申請計畫書。未

出版。 

1. 大師開講：本課程於高一開設，每

學期 2 學分，共計 4 學分，其教學

目標係透過政大與附中彼此鏈

結，協助高中生提前進行生涯準

備、擴展國際視野，厚植競爭力。

師資來源係與政大教學發展中心

合作開設，由大學端統籌邀請國際

事務、外交、外文、傳播等領域相

關講者，提供高中學生有立足臺

灣、瞭望國際的開闊視角。表 5 為

2016 年度下半年大師開講的課程

內容。 

2. 學生大使：本課程於高一開設，每

週授課 1 小時，教學目標為拓展學

生國際視野，認識不同文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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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口說技巧，培養國際禮儀。授

課教師主要由英文科教師擔任，並

且不定期配合國際交流活動，邀請

姐妹校教師擔任講座。本課程安排

特色班學生能每年固定能參與德

國、美國及日本姊妹校深度交流，

進行入班上課學習，英語論壇，以

及寄宿家庭等國際交流活動，以落

實課程預定目標。 

 

3. 國際多益英語課程：本課程於高一

開設，隔週授課 2 小時，教學目標

為為強化本校國際化特色課程，提

升學生學習興趣，增進學習效能及

國際溝通力。本課程聘請外籍教師

授課，透過議題討論方式及指導學

生使用多益測驗官方線上課程提

升學生閱讀與聽力能力，評量目標

為在高一課程結束後，達到多益成

績提升 100 分以上或達 860 分以上

的英語實力。

表 5 英語國際特色班大師開講課程內容 
課

次 課程日期 講師 領域 子講題 

1 2016/9/12 詹進發教授 空間資訊 
科學 

空間資訊學習之旅 
2016/9/19 空間資訊與生活 

2 2016/9/26 藍美華教授 
國際視野 

民族問題的起源 
2016/10/3 民族問題個案討論 

3 2016/10/17 薛詠文教授 
英語精進 Expanding Perspectives through English 

2016/10/24 Female Leadership 
4 2016/10/31 關秉寅教授 

教育社會學 
社會學的想像 

2016/11/14 都是教改的錯嗎？教育社會學的想像 
5 2016/11/21 陶亞倫教授 傳播科技 

與文化 
新媒體的文化影響 

2016/11/28 新媒體的未來趨勢 
6 2016/12/5 羅光達教授 

財政 
目前主要國家的財政趨勢及問題 

2016/12/12 為何我們需要政府? 幾個不同的觀點 
7 2016/12/19 陳鎮洲教授 

經濟學 
經濟學① 

2016/12/26 經濟學② 
8 2017/1/9 張志誠老師 

期末總結 
分組討論 

2017/1/16 分組報告 
資料來源：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2016a）。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大師開講課程大綱。未出版。 
 
 

4. 第二外語：政大附中於 2012 年度

起，將第二外語（德、日、西、法、

韓語）納入正式課程，高一生都必

須選讀一種語言為必選修課程，把

第二外語學習落實為培養跨文化

與全球化能力的其中一環。本課程

每學期上課 2 小時（1 學分），師資

部分委由政大外語中心及輔大外

語中心協助聘任。 

5. 國際社會專題：本課程於高二開

設，每學期 2 學分，共計 4 學分，

由政大附中社會科教師擔任，其目

標係藉由專題研究的課程，拓展國

際視野、掌握世界脈動。其中公民

專題目標為指導學生成為公民記

者，並進行公民行動研究；地理專

題目標為使學生能學會使用免費

軟體的操作如：Google Earth、QGIS
等，並以分組方式共同完成地理議

題相關論文，參加各項競賽為目

標；歷史專題則為學生能學會歷史

相關資料收集與分析，並以分組方

式共同完成歷史議題相關論文，以

參加「賴和」競賽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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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世界論壇：本課程於高二開設，每

週授課 1 小時，教學目標為：(1)
瞭解國際焦點，培養世界觀。(2)
探討當代熱門話題，開拓視野。(3)
學習跨文化之間的溝通技巧，增進

學生溝通能力。授課教師主要由英

文科教師擔任，課程內容為選取多

元取向領域的新聞英文，進行新聞

閱讀、聽力、寫作與小組報告等方

式，並透過美國姊妹校英語論壇的

混合分組研討，親身體驗同一議題

認知與見解的文化差異。 

7. 大學預修課程（AP 課程）：政大附

中與政治大學為鼓勵高中部學生

多元學習、適性發展，共同合作開

設 大 學 預 修 課 程 （ Advance 
Placement Program, AP），並訂有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學

生預修政治大學課程計畫（簡稱

AP 課程計畫）》。所謂大學課程預

修制度，係指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

校修業期間，提早修讀大學之專業

課程，並取得學分。本課程的開設

科目以大學一年級課程和大學通

識課程為原則，上課對象為高中部

一、二年級學生，成績優良及在校

無不良行為表現經導師認可者，以

「隨班附讀」且名額採外加方式辦

理。選課學生依規定繳交大學學分

費，並遵守學校與教學實驗等各項

規則。至於成績部分，選修 AP 課
程學生之成績考核比照政大各學

系學生之標準處理，由政大發給成

績單。表 6 為 2017 年度上半年政

大附中 AP 課程選修科目一覽表。 

表 6 政大附中 AP 課程選修科目一覽表 
科目名稱 學分 上課時間 開放名額 

自由社會的原理 2 二 78 2 

西方文學經典與人文思維 3 三 78E 5 

歌劇鑑賞 2 三 78 3 

西歐歷史建築 2 三 78 3 

關係與當代藝術 2 四 8E 10 

檢驗醫學與健康人生 2 二 78 10 

生物技術導論 2 三 78 10 

醫療與生活 2 二 78 5 

心臟血管系統疾病之面面觀 2 五 78 5 
環境，生活，與癌症 2 三 78 5 

視力保健與眼睛疾病 2 五 78 5 

預防醫學與校園健康 2 三 78 5 

長期照護與健康產業發展 2 二 78 10 

生活中的生命科學 3 二 78E 2 

大腦與我 3 四 EF 五 12 2 

臺灣原住民 3 三 78E 5 
行動實踐專題：性別與多元文化日常實踐 3 一 78E 2 
資料來源：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2016b）。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學生預修政治大學課

程計畫。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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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anguage Corner：本課程於高一開

設，為每週一次的英語會話課程，

由政大國際教育交流協會（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簡稱 CIEE 的國際交換

生於固定時間在校內特定場所與

學生進行對話、互動，以達到隨時

學習外國語言的目標。學習語言除

了熟讀記憶之外，在外語環境中

聽、說也非常重要。除了用英文聊

天問答外還會在特定日期排定主

題與學生討論。 

9. SAT 課程：本課程於高二開設，隔

週授課 2 小時，教學目標為因應日

趨增加赴美國留學學生需求，強化

同 學 參 加 美 國 學 術 能 力 測 驗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SAT）的

成績。本課程外聘專業輔導 SAT 測

驗的教師授課，透過單字、文法修

辭、閱讀、寫作及模擬試題演練方

式，指導學生準備 SAT 測驗，以利

同學在 SAT 測驗取得高分，順利申

請進入美國頂尖大學就讀。 

10. 優化英文課程：由於高中課綱內部

訂英文課程內容已不符特招班學

生學習所需，因此經研討後，英文

科授課教師近八成授課時間採全

英文教學，並將每週授課時數區分

為兩部分，前 1/2 講授課綱內課程

內容，後 1/2 增加議題研討、深度

文章閱讀、培訓英語簡報能力等方

式實施。 

歸納上述英語國際特色班的特色

課程，其主要內涵包括多元文化與全

球議題、國際交流、國際溝通力、第

二外語等，藉由相關課程規劃，以達

成涵養學生國際移動力的目標。其中

屬於多元文化內涵課程規劃有：世界

論壇、國際社會研究專題等；屬於國

際交流內涵課程規劃有：學生大使、

文化體驗、姊妹校入班上課、國際學生

及教師交換、Language Corner、不定期

提供國外大學升學資訊及講座；另屬於

國際溝通力內涵課程規劃有：優化英語

課程、國際多益英語課程，英語聽講、

英文寫作、SAT 課程等。第二外語內涵

課程規劃有：德語、法語、西班牙語、

日語及韓語等。從前述課程規劃過程來

看，可知必須經過形塑學校願景、建構

學生學習圖像，進而規劃特色課程等歷

程，於學校普及實施；此外，針對已逐

漸成型的特色課程可以透過參與特色

招生，以特招專班的方式加以深化，透

過具體成效帶動學校特色朝正向發展

循環邁進。 

四、政大附中特招班特色課程對

學生英文學習成效之影響 

為瞭解前節所述政大附中國際英

語特色班特色課程對英文學習成效之

影響，本研究採用實驗研究法進行探

究，共有兩組受試參加前、後測，且

時間相同，但只有實驗組參加實驗處

理。以下就研究設計與實施、資料分

析與討論及不同班別段考成績比較等

分述如下： 

(一)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採用不等組的準實驗設

計，據此，研究者將 2015 年度政大附

中高中部一年級特招班 39 名學生為實

驗組，實施英語國際特色課程，另外

其他五班學生 189 名為控制組，不施

以實驗處理。本實驗執行期間為一學

年度兩學期（自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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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多益英語測驗（Test of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OEIC）為研究工具，

多益測驗是專供母語非英語人士使用

的英語測驗，測驗分數反應受試者在

國際職場環境中之英語溝通能力。其

中在 1996 年所做的英語多益測驗的成

績研究，聽力測驗與閱讀測驗之相關

值為 0.81，與 1982 年所做的研究結果

相同，而且多益英語測驗與直接評量

說、聽、讀、寫的成績有極高的相關

值，均顯示多益英語測驗是有效的英

語能力評量工具；另就信度來說，日

本於 1982 年進行的多益英語測驗效度

研究，其聽力測驗、閱讀測驗、總分

之 KR-20 信度係數分別為 0.92、0.93、
0.96（Woodford, 1982），顯示多益英語

測驗具有高度的內部一致性。 

最後，針對研究問題，分析接受

英文特色課程與未接受特色課程者，

其英文學習成效是否有顯著差異。其

中「英文學習成就」為多益英語測驗

後測成績，研究者採用共變數分析

（ANCOVA），以兩組學生多益英語測

驗前測成績為共變項，排除學生的英

文能力起點行為的差異；後測成績為

依變項，組別（實驗組與控制組）為

自變項，進行資料分析。 

(二) 資料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進行期程為一年，部分參

與同學因休、退、轉學或請假因素未

能全程參與多益英語測驗者，研究者

在資料分析時加以排除，最後共計實

驗組為 35 名，控制組為 164 名。首先，

就共變數分析基本假定而言，多益英

語測驗後測成績經迴歸線斜率同質性

考驗結果為 F=3.53，p>.05，顯示兩者

無顯著差異，可進行共變數分析。共

變數分析結果如表 7 所示，從表 7 可

知，學生在多益英語測驗後測成績

上，接受英文特色課程與未接受特色

課程者，其多益英語後測成績有顯著

差異（F=4.90*，p<.05）；復從事後比

較得知，實驗組學生在多益英語測驗

後測成績明顯優於控制組，顯示在多

益英語測驗後測成績上，加入特色課

程之實施成效優於傳統英文授課課

程。表 8 為不同組別的受試學生在多

益英語測驗之前測、後測及後測調整

平均數及標準差。

 
表 7  英語多益測驗後測成績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η
2 

共變量 2587534.62 1 2587534.62 407.31***  
組間(排除共變數) 31121.55 1 31121.55  4.90* .024 
誤差 1245134.14 196 6352.73   

表 8  不同組別的受試學生在多益英語測驗之前測、後測及後測調整平均數及標準差 

組別 人數 
多益前測 多益後測 調整後多益後測 

M SD M SD M SD 
實驗組  35 771.86 115.98 860.00  77.85 639.77 17.34 
控制組 164 451.89 141.25 548.75 149.16 595.75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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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班別段考成績比較 

除上述多益英語測驗成績的分析

外，研究者並蒐集 2015 至 2016 年政

大附中兩屆新生各班於高一兩學期共

六次段考的成績（為求繁星推薦之公

平性，不同班別英文段考試卷皆相

同），如圖 1 及圖 2 所示。由圖 1 所示，

可發現純就高中課綱內部定必修英文

課程而言，2015 年特招班學生的六次

英文段考成績，均維持與普通班及數

資班學生段考成績有固定距離範圍內

的差距；再從圖 2 可見，2016 年特招

班學生的六次英文段考成績，雖仍維

持與普通班及數資班學生段考成績有

固定距離範圍內的差距，但可觀察到

當段考試題偏易時（如 105-2-1 段考），

普通班及數資班學生英文段考成績有

逼近特招班學生英文段考成績的現

象，但當段考試題偏難時（如 105-1-3
及 105-2-2 段考），特招班學生英文段

考成績，又會擴大與普通班及數資班

學生段考成績差距的現象發生。 

綜而言之，由上述多益英語測驗

與段考成績的表現來看，政大附中英

語國際特色班的課程設計對於特招班

學生英文能力確實能達成提升學生英

文能力之目標，且其成果優於採傳統

授課方式的普通班級。據此，建議校

方能參採特招班課程設計與實施的經

驗，評估如何調整其他班級的英文授

課內容與方式，同步帶動全校學習英

文的風氣，提升特色課程至學校層

級，朝特色學校目標邁進。 

 

 

圖 1  2015 年入學新生不同班級英文段考成績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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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16 年入學新生不同班級英文段考成績比較表 

五、辦理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

的問題討論 

2014 年十二年國教實施後，特色

招生考試分發入學採各招生區聯合招

生方式辦理，特招命題委由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

心（以下簡稱師大心測中心）協助辦

理，其甄選目的為甄別具學術性向學

生的學科能力差異。第一年特招政大

附中提供全體招生名額之 60%（共 138
名）於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管道，

第一年招生班別為「全校性特色課程

班」，錄取新生除數理資優班外，均與

直升入學、免試入學等採混合編班方

式，所以全校新生除數理資優班外其

餘皆修習包括國際英語多益課程、第

二外語、Language Corner、大學預修

課程（AP 課程）等特色課程的高中課

程。從上述學校特色課程規劃與教學

而言，可發現在現實上，特招此時只

淪為明星學校透過紙筆測驗優先挑選

學術資優學生，無法符合原先理想鼓

勵學校規劃特色課程，並據以篩選適

性學生，輔導其揚才的目標（李建興，

2014）。 

第二年起本管道轉化成以特招班

發展特色課程為主，且回歸各區（校）

自辦後，政大附中經由政策指示辦

理，即迅速在很短時間內盤點學校內

現行特色課程之實施，歸納出「英語

教學」與「國際教育」為課程目標，

進而規劃出「英語國際特色班」申請

參加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而經審查

通過獲准辦理。從 2015 年自行辦理特

色迄今，政大附中從課程規劃、招生

宣導、試務工作、課程實施等層面均

面臨到很多問題，本研究將綜整各項

關鍵問題，並提出該校因應措施與未

來解決策略，以供後續有志辦理特色

招生考試分發入學的學校研參。 

(一) 特招試題發展不易，特招班考試

命題建議由專業機構來協助 

第一年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採

各招生區聯合招生方式辦理，特招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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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命題委由師大心測中心協助辦理，

此次聯招全國採用相同試題，其優點

是試題品質優異，但缺點卻是無法與

各校所特色課程所欲培養的人才篩選

相結合。第二年起回歸各區（校）自

辦後，心測中心無意再協助各辦理學

校發展試題，因此除臺南區採聯招方

式辦理因此試題命題問題較少外，其

餘自辦學校均必須承擔由一校之力辦

理含命題在內的所有試務作業的沉重

壓力。因此，自 2016 年由教育部國教

署委託國家教育研究院測驗及評量研

究中心（以下簡稱國教院測評中心）

協助各校發展 1/2 的試題，才稍解燃眉

之急，逐步讓招生作業步入正軌。然

而可惜的是，自 2018 年起，國教院測

評中心因故無法再繼續協助各校命題

工作，使得辦理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

學的學校又得面臨 2015 年辦理特招命

題與試務的窘境，因此建議教育部能

介入媒合試題專業發展機構，協助各

校特招試題命題工作，以維繫本管道

永續與未來發展。 

(二) 現行課綱彈性不足，特招班特色

課程難以於正式課程內實施 

現行高中課程綱要為教育部於

2008 年 1 月 24 日公布之《普通高級中

學課程綱要》（簡稱 99 課綱），於 2010
年 8 月起正式實施。99 課綱高中三年

最高開設學分數為 198 學分，其中必

修學分達 138 學分（佔 70%），選修學

分僅有 52 學分；其中高一每學期的選

修空間只有 0-2 學分，高二每學期的選

修空間也僅有 0-3 學分，高三每學期雖

有 0-19 學分（教育部，2009），但扣除

指考範圍的選修科目開設後所剩無

幾，因此造成特招班許多的特色課程

難以於正式課程內實施。 

以前節所述政大附中英語國際特

色班而言，於高一正式課程內每學期

特色課程只能開設 2 學分的「大師開

講」及 1 學分的「第二外語」課程，

高二正式課程內每學期特色課程也僅

能開設 2 學分的「國際社會專題」，其

他特色課程包括「國際多益英語課

程」、「學生大使」、「SAT 課程」、「世

界論壇」及「第二外語」等特色課程

延伸都必須於課後實施，造成特招班

學生學習負擔反而較其他班級學生沉

重，對特色課程的規劃也有所箝制，

難以凸顯特招班的課程特色。以上問

題，幸而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已朝減少

必修學分、增加選修學分，給予學校

自主創新空間，相信是特招班發展與

實施特色課程的契機。 

(三) 學校現有經費有限，難以支應特

招班特色課程實施所需經費 

現行公立學校的經營所需經費，

主要來自每年度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

編列的預算，在扣除人事費用後一般

僅足夠支應學校營運的基本運作，若

要執行正式課程外的課程與活動計

畫，則必須爭取競爭型計畫取得學校

發展所需經費。目前教育部提供給高

級中等學校申請的最主要的競爭型計

畫經費補助來源為「高中優質化輔助

方案」（簡稱優質化方案）及「高級中

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

實施方案」（簡稱均質化方案），其中

優質化方案係藉由資源挹注，建立諮

輔與專業成長機制，提升學校整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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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效益及發展學校特色，俾使學生皆

能適性就近入學，有效紓緩過度升學

之壓力，以穩定發展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教育部，2016）；而均質化方案

則是基於高中職社區化之辦理成果，

持續強化適性學習社區內學校之相互

合作，並進一步推動由橫向整合延伸

至縱向連結，加強高級中等學校與國

中及大專校院間的垂直連結，達成師

資、課程、設備等教育資源的共享（教

育部，2014）。 

從上述兩大競爭型計畫來看，優

質化方案係主要用來提升學校整體辦

學效益及發展學校特色，目前則是主

要用來協助學校發展與準備十二年國

教新課綱；而均質化方案則是強調強

化社區內高級中等學校與國中及大專

校院的合作與資源共享，確實可將部

分經費用來特招班的特色課程發展與

大學合作研發課程，然而並無法完全

支應各校特招班特色課程實施所需經

費。就目前政大附中特招班的特色課

程所需經費而言，包括外聘師資鐘點

費、姊妹校國際交流費用、赴海外交

流或交換學生的領隊教師國外差旅費

等經常性維持費用，都無法應用上述

競爭型計畫經費支應。現行政大附中

的做法是運用每年度部分政大補助款

來解決一部分經費不足問題，正式課

程外的特色課程則以使用者付費（user 
charge）原則由學生家長支付，但若要

特招班的特色課程能夠永續實施，建

議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在鼓勵教育創新

的立場下，針對特招班給予固定經費

補助，使特招班的運作與特色經營不

會因經費不足而中斷。 

(四) 師資調配缺乏彈性，未能有效支

援特招班課程所需師資 

1995 年師資培育法通過後，迄今

師資培育係以「科」做為專長訓練科

目，目前高中係採分科教學。而現行

公立學校教師編制有既定員額，教師

聘任係教務處依據課綱計算各學科應

聘教師人數，經教評會通過辦理教師

甄選作業而聘任為專任教師，一經聘

任後專任教師的流動率極低。另外，

各科授課節數不一，課綱的變動、課

程調整、兼任行政人員變動與教師請

長假等因素均可見到學校課程安排捉

襟見肘，所以相對在學校而言師資調

配欠缺彈性。據此，在學校發展校本

特色課程或辦理特招班時，所欲發展

的學校特色往往超出學校原有教師的

專業範疇，必須教師運用課餘時間進

修以符合特色課程發展與實施之所

需。然而，在原有課程、課綱變動及

參與競爭型計畫等工作負擔下，多數

教師並無積極意願與動機參與在職進

修以培養特色課程所需專業能力，因

此部分特色課程必須外聘專業師資始

能因應。 

就現行政大附中英語國際特色班

的特色課程而言，礙於學校為完全中

學，每年高中及國中班級數不多，相

對而言英文科教師員額較少，任課教

師除跨年級授課外，部分教師更需跨

部別授課，相對而言備課壓力頗重；

因此，目前除「英文」、「學生大使」、

「世界論壇」及「國際社會專題」等

課程由學校教師擔任外，其餘課程均

協調政大或外部機構協助聘任專業師

資到校授課，然目前仍受限於大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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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研究及教學壓力頗重，且學校所能

支付的鐘點費用偏低等狀況下，每學

年（或學期）授課師資的異動頗大，

不利於課程品質的把關與維持。 

(五) 學生生涯選擇未定，選組分流後

造成特色課程無法延續 

大部分國中生畢業選讀高中後，

一般而言對於未來生涯選擇並未有定

論，參加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同學

的動機大致上不外是除了免試入學

外，多一次進入特色或明星高中的機

會、認同或對特招班特色課程感興

趣、或是符合自身優勢能力等因素。

因此，在一年生涯探索並進行選組分

流後，往往因學生轉入或轉出的問

題，造成特色課程難以延續。就政大

附中英語國際特色班而言，學校課程

定位為第一類組班級，在學生選組分

流重新編班後，第一年有近半數學生

選擇二、三類組而轉出，第二年也有

三分之一學生轉出，造成學校特色課

程的延續有所困難；而學校因應做法

為採取英文分組教學方式授課，讓未

轉出學生持續特色課程的實施方式處

理。有鑑於此，建議學校在辦理特招

班時，分組與編班機制與過程必須更

加彈性且周延，提供特招生的轉出與

一般生的轉入機制，避免因特招而限

制學生轉換跑道與選擇生涯發展的機

會。 

(六) 學校辦學空間受限，難以滿足家

長對特招班的高度期許 

現行公立學校辦理特招班受限於

前述課綱彈性不足、經費有限、師資

調配困難及法令規定等諸多因素限

制，目前特招班除特色課程外，其餘

一般特招班課程與一般班級課程並無

太大差異，因此在特招班新生入學

後，往往家長會提出許多對於特招班

課程的意見與個別特殊需求，造成班

級導師、任課教師及行政單位有頗大

壓力與困擾。舉政大附中英語國際特

色班為例，學校辦學方針仍是以國內

升學為主，目標是提升學生英語文能

力並擴展學生國際視野，但由於連續

三屆英語國際特招班學生入學後多益

英語測驗前測平均成績逐年上升，

2015 年新生為 760 分，2016 年新生為

795 分，2017 年新生 866 分；追蹤學

生來源發現，許多學生來自私立校雙

語學校，部分家長期待學校課程規劃

應比照私校雙語國際班協助輔導學生

至海外（如英、美等英語系國家）留

學，但礙於學校資源有限，目前學校

做法是針對部分需求學生調整特色課

程，增加 TOFEL 課程及 SAT 課程，讓

有志出國留學學生選讀，但尚無法比

照私校做法來進行雙語國際班的整體

課程規劃。據此，建議現行辦理或未

來申辦特招班的學校，在招生宣導活

動與文宣設計時應明確強調學校特招

班的辦學方向與實際內涵，避免讓家

長與學生有誤解，對於學校特招班課

程有過度期許，不然可能會造成家長

對學校的不諒解與負面評價，抹煞學

校經營特色課程的用心與熱忱。 

六、結語 

本研究以政大附中為例，探討高

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課

程規劃與學習成效。從該校特色課程

 

第 34 頁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7，6（12），頁 20-37 

 

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  主題評論 

 
發展而言，係經過形塑學校願景、建

構學生學習圖像，進而規劃特色課程

等歷程，之後於學校普及實施；此外，

針對已逐漸成型的特色課程可以透過

參與特色招生，以特招專班的方式加

以深化，透過具體成效帶動學校特色

朝正向發展循環邁進。研究結果也證

實了辦理特色招生與學校原有特色課

程的關係密切，透過特色招生遴選適

當人才以專班方式養成，確實成效頗

佳。 

然而，在推動與辦理特色招生考

試分發入學的過程中學校方面也面臨

許多難題，包括「特招試題發展不

易」、「現行課綱彈性不足」、「學校現

有經費有限」、「師資調配缺乏彈性」、

「學生生涯選擇未定」及「學校辦學

空間受限」等問題，本研究以政大附

中的經驗提出解決策略提供各界參

考。 

最後，本研究發現辦理特招是建

立學校特色的過程之一，也是促進學

校成為特色學校的良方；雖然，學校

要辦理特招可能存在不少的困難與阻

礙，但最重要的是學校要如何凝聚內

部共識，透過特色班及特色課程之經

營績效獲得主管教育機關的認同及外

部資源的挹注，並以「全校共享」與

「全員共好」的原則將特色課程拓展

到全校，讓每一學生都有機會修習，

俾能滿足不同學生適性發展的學習需

求，以呼應十二年國教因材施教、適

性揚才、多元進路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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