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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學校要吸引學生，就是要有自己

的特色（鍾任琴，2015.9.24）。近年來，

受到少子化影響，學校面對減班或裁

併壓力下，利用學校特色展現獨特的

學校魅力，展現多元教學與校本課

程，以吸引更多學生就讀並證明學校

的價值（何惠麗、曹俊德，2016）。2017

年全國共 277 校參加特色學校徵選，

許多學校以文化物產、生態資源、文

史故事與特色課程發展等，讓學童兼

備 各 項 能 力 而 獲 獎 （ 陳 昀 ，

2017.6.18）。然而，也有許多特色學校

連年得獎，不免令人擔憂是否形成為

了特色而特色的疑慮，本研究以文獻

和數據探討近年來我國特色學校發展

的趨勢，期望能為未來的特色學校找

出更具亮點的特色。 

二、文獻分析 

(一) 特色學校 

特色學校（featured school）一詞，

係教育部於 2007 年「國民中小學活化

校園暨推動特色學校計畫」中提出，

而成為教育政策的一部分，其認證與

整合之項目如表 1 所示。特色學校係

指利用學校在地特色與人文特質，融

入校園議題和社區特性，結合在地產

業文化、文史工作室、民間業者等異

業結盟，設計有學習意義的課程，展

現學校的特色課程風貌與多元教學型

態，擴大學校空間效益，結合鄰近環

境、產業文化、山川景觀、自然生態、

人文遺產等資源，提供優質、多元而

豐富的課程，以本位課程為導向，發

揮創意經營與實質效益，突破各校發

展風格，形塑品牌特色學校（何惠麗、

曹俊德，2016）。林志成、田育昆（2011）

的研究發現可從三個面向形塑特色學

校：空間活化與環境優化、課程深化

與教學創化及為學習優化的學校文

化。由此可知，我國特色學校的發展

在於將教育資源最大化，增加教育內

涵的溫度與厚度。 

表 1 營造空間美學與特色學校發展計畫審查

標準與整合之項目 

審查標準暨認證項目與

評分比重 

整合之項目 

建構論述與課程實踐

10% 

背景資源 

教育領導與人力資源

（學習共同）10% 

領導管理 

課程規劃與空間美學

20% 

課程模式 

創新教學與特色遊學

（分享遊學）15% 

課程模式 

優質學習與學生故事

20% 

課程模式 

社區資源與整合運用

10% 

背景資源 

特色效益與延續發展

15% 

支持參與 

資料來源：教育部（本研究製表） 

Meredith（2001）認為「學校特色」

與「特色學校」具有相關性，在特色

學校發展的過程中，以獨特的方向、

高品質的目標，朝定向發展，全方位

的朝向學校特色發展方向與核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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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滿足獨特的教育使命。在特色

學校相關的發展歷程中，有許多不同

的名稱相互呼應，如方舟學校、典範

學校、卓越學校、亮點學校、品牌學

校、洄瀾桂冠學校、特許學校、磁性

學校、標竿學校、燈塔學校、優質學

校與藍帶學校等，皆以發展學校獨特

優異之處為主要訴求（何惠麗、曹俊

德，2016）。因此，特色學校的面向雖

然廣泛，但卻是以強調並發展成學校

特有的亮點為主。林志成（2010）認

為特色學校為學校本身充分利用學校

及社區在地資源，兼顧教育目標達

成、學生潛能發揮、公平正義維護、

永續經營發展的原則，藉由活化、行

銷與策略，發展具有場競爭性的特色

課程，永續創新教育價值的學校。換

句話說，特色學校的特色（ school 

features），就是一所學校獨特優異之

處，可以是靜態或動態的，也可以是

文化、行政、教學、課程、學習與環

境等，而且，必須建構在有效的學校

效能之上，使每位學生都能夠充分的

受益（林天祐，2009）。 

(二) 近年來的特色學校發展 

教育部推動特色學校計畫以來，

秦夢群、莊清寶（2012）的研究發現：

特色學校的「學校創新經營」在國中

小端實施程度很高，且具有很高的「學

校效能」；推動特色學校「學校創新經

營」以後，對於「學校效能」的提升

具有顯著且正向的助益；「環境創新」

對學校效能具有中介效果，換句話

說，發展特色學校方案優先從校園環

境著手是值得肯定的。何惠麗、曹俊

德（2016）發現國民小學推展特色學

校之現況，以「學習領域」表現最好，

而以「自然景觀」為特色的學校在推

展特色學校的表現，優於其他以「校

園建築」、「校方營造的主題」、「學生

社團」為特色的學校；以「社區特色

產物」為特色的學校，也優於以「校

方營造的主題」為特色的學校。俞肇

福（2016.8.23）認為教育主管單位推

動特色學校計畫，有利於各校發展特

色並吸引學生就讀。因此，發展特色

學校除了對師生學習活動與成效有顯

著正向相關外，對於整體學校行政效

能、創新經營策略與強化社區和學校

之連結具有顯著影響。 

我國歷年來特色學校的發展（如表 2

所示），大致上以學校本位課程

（school-based curriculums）為主軸，近

三年來獲獎競賽的學校總數皆達 150 所

以上。到了 2017 年（106 學年度）更發

展成城鄉共學的攜手聯盟組、特色品牌

組，同時也鼓勵首次參賽的新興優質學

校組。由此可見，發展特色學校已經成

為多數學校主要的年度行政規劃與學校

行銷策略和工作項目。 

表 2 近年來營造空間美學與發展特色學校計

畫獲獎組別與學校數 

學年度 特色分類組別 獲獎學

校總數 

103 學

年度 

標竿學校 13 校 

特優學校 20 校 

優等學校 27 校 

甲等學校 30 校 

佳作學校 46 校 

136 校 

104 學

年度 

標竿學校 13 校 

特優學校 23 校 

優等學校 27 校 

甲等學校 32 校 

佳作學校 62 校 

157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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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特色分類組別 獲獎學

校總數 

105 學

年度 

標竿學校 16 校 

特優學校 21 校 

優等學校 27 校 

甲等學校 30 校 

佳作學校 57 校 

151 校 

106 學

年度 

攜手聯盟組 41 校

（攜手標竿學校

搭配攜手聯盟學

校） 

特色品牌組 83 校

（特優 20 校、優

等 22 校與甲等 41

校） 

新興優質組 34 校 

158 校 

資料來源：教育部網站（本研究整理） 

然而，在特色學校的發展中，林

志成、林仁煥（2008）發現有五大困

境需要突破：特色學校概念待澄清，

教師專業待增能、教師規範及抗拒變

革的心態待調整、學校特色定位待省

思，特色產品待研發、產官學研合作

的策略聯盟機制有待發展及資源無法

持續挹注，特色經營有待改善等。林

志成（2010）認為教師人力編制不足、

特色專案經費短絀和社區資源整合不

易等，為推展特色學校時，普遍會面

臨到而待解決的問題。因此，盤整學

校資源進行強弱危機綜合 SWOT

（Strengths、Weaknesses、Opportunities

和 Threats）分析，將有利於制定發展

特色學校的新策略。 

三、研究發現 

(一) 避免為特色而特色 

近年來，持續有近 300 所學校參

加教育部特色學校認證的甄選，平均

來說，通過審查與並提撥獎勵補助的

學校超過 150 所。由此可見，發展特

色學校已經成為我國中小學主要的年

度行政規劃與學校行銷策略。然而，

在眾多學校中，也發現有許多學校連

年得獎，而計畫內容則大同小異，顯

然對於特色學校之推動已發展成出一

套完整的體系，包含計畫撰寫、執行

與核銷等，然而，卻未能樹立標竿，

有所精進與突破，產生為了執行特色

學校計畫而撰寫計畫的盲從。 

在部分縣市的鄉鎮市區，如高雄

市內門國小、西門國小與木柵國小或

臺南市建功國小、北門國小、宅港國

小與松林國小或屏東縣恒春國小、僑

勇國小等，因為學校環境特色十分相

近，發展的特色課程之獨特性有被稀

釋的現象，形成彼此看似有特色卻變

成非獨有之特色。這些區域鄰近、特

色相近且屬性相通的學校，在未來特

色的學校的發展上，可以朝著樹立共

同學習圈，成為如藝術學園或海洋生

態學園的特色學園（featured academy）

之型態發展，對於目前特色學校的特

色發展與分類將有所助益。 

(二) 特色學校的困境與解決之道 

特色學校的困境主要在於（1）人

力資源與經費短絀；（2）教師專業待

增能；（3）社區在地化特色產品研發

的產官學研合作機制。雖然，經由教

育部多年來的成果積累，已經使得特

色學校推展步入制度化的年度盛事，

然而，對於有限可支配的教育資源，

仍顯不足。因此，可透過資源盤點，

強化連結，重新檢視行政規劃，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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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的特色化。例如，人力與經費部

分，可透過教育部自九年一貫以來的

「鬆綁」配套，釋出 2688（教育部補

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增置國小教師員

額專案）的專案人力與經費成為學校

可支配的行政資源；在行政配課的減

免上，也間接使得學校行政人員取得

更多參與計畫進修與執行的機會。因

此，教育政策鬆綁下，提升教師賦權

（empowerment）解決了師資人力不足

與經費的窘境。除了教育部主導的特

色學校計畫外，地方縣市政府也受到

政策激勵，各縣市政府所屬學校獲佳

作以上，按件數比率撥與縣市政府補

助款和提敘行政獎勵。同時，縣市政

府搭配社會福利政策，提供與相關社

區發展之非營利組織推動與社區內學

校互動、發展之獎勵補助等。一連串

的資源積累，使得特色學校所面臨的

困境獲得初步改善。 

除了校內編制人力外，教育替代

役擔任山地、離島、偏遠地區、師資

缺乏地區國民中、小學與特殊教育與

海外輔助教學，及協助校園安全、中

輟生輔導等教育相關輔助性勤務（內

政部役政署，2017.6.18），因此，透過

替代役實施條例施行細則的法源，使

得學校得以申請教育替代役，教育替

代役能適時提供特色學校執行人力之

需求，並逐漸成為學校人力資源的生

力軍。在特色學校成果照片中，總是

可以看見替代役協助推動時認真的身

影。由於教育替代役皆具備教育相關

背景與專長，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補

足了學校推展特色學校人力需求之缺

口。 

在師資增能方面，近幾年，特色

學校執行單位陸續完成網路平台（如

國民中小學特色學校資訊網、教育

窗）、學習社群（如臉書之特色學校有

夠讚、特色遊學ㄐㄧㄤˋ 玩就對了）

之建構與種子師資培訓研習，提供特

色課程與師資增能與交流，累積逐年

發展之基礎與成果，推廣計畫撰寫輔

導、特色踏查與標竿學校觀摩等活

動，使得發展特色學校所需的資源和

協助，得以完整公開揭露。網路資料

庫與社群連結，對於師資增能管道與

系統化訓練，打破了縮短城鄉與轉換

成本的負擔。 

透過產官學研推動社區特產研發

的部分，是目前發展特色學校較難突

破的困境。由於商業化需求門檻較

高，一般中小學難以獲得量產之技術

與市場品質要求。因此，常見的社區

產業，如民謠與樂器、鳳梨酥、客家

服飾、編織、農漁特產生產與加工等，

在學校發展特色的同時，應以教育向

下紮根為主，發展商業經營模式為

輔，畢竟學校屬於非以營利為目的之

組織（NPO）。然而，在國中階段，如

桃園市楊梅國中以「楊梅」為主體，

深耕文史哲理，打造為「楊梅故事

館」，傳承創校 70 年的客家庄精神（陳

昀，2017.6.18），成為結合國中技藝課

程發展文創產業的成功做法；臺南市

南化國中結合地方特產，發展出芒果

特色課程，並衍伸出一系列芒果冰

沙、芒果乾等加工產品，除習得芒果

的專業課程外，也能協助家裡所生產

的芒果進行產品開發和行銷，成為結

合產官學研小規模的特色課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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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與建議 

發展特色學校的關鍵在於找到學

校特色所在，而特色學校成功的關鍵

在於資源與人力的有效配置。因此，

盤整學校與社區資源，歸納出具有獨

特性的在地化元素，利用腦力激盪進

行 SWOT 分析，將有利於規劃、發展

特色學校的行銷策略。善用網路平台

資源與學習社群溝通，對於已經發展

出特色學校模組的學校而言，可以知

所不足而更精進；對於甫發展的新特

色學校，則提供了具體可行的特色學

校規劃思維，避免陷入為了特色而特

色的盲從。攜手策略聯盟是 106 學年

起即將推出的嶄新模式，利用大手牽

小手的概念，由曾獲獎的標竿學校帶

領聯盟的學校發展出互補式特色課

程，以有效發揮資源共享與共學的效

益。此外，利用同中求異與異中求同

的概念，結合屬性與環境相似的學

校，透過資源整合平台，有效管理人

力與財務、強化在地化特色內涵的深

度與廣度，聯合發展成區域型特色學

園，尤其對於尋求發展特色的偏鄉學

校而言，提供了一個具體可行的運作

模式（business model），與翻轉學校

（flipped school）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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