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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對國家來說，資賦優異學生可謂是重要的希望種子，若能好好栽培使之成長

卓越，小至造福社會，大至改變世界！至今資優教育雖已在桃園市漸趨蓬勃發

展，然仍有讓更多關心資優教育的親師及資優業務相關人員，進一步思索如何讓

桃園市資優教育發展更順遂更完善，以嘉惠每位資優學子。 

桃園市自 90 年代起，陸續推動資賦優異學生(後稱資優生)提早入學鑑定作

業、縮短修業年限以及資優教育方案，到 108 年國中階段資優班設置現況，在資

優類別方面，於 91 年首次設立英語資優班，104 年開始設立數理資優班、創造

力資優班，107 年開始設立自然科學資優班，逐漸擴大國中階段資優班類別；在

資優班級數方面，104 年度增設 6 班，105 年度增設 9 班，106 年度增設 6 班，

107 年度增設 3 班，108 年度增設 7 班，近 5 年共增設了 31 班（教育部特殊教育

通報網，2019）。綜上可知，桃園市資優教育正朝向精緻化、多元化與普及化，

筆者在協助資優教育推行過程中，也發現因數量的增加而出現了一些人力、資源、

輔導等相關挑戰。 本文旨在探討桃園市國民中學階段資優教育實施面臨的挑戰

事宜，並提出因應之淺見。  

二、資優教育面臨的挑戰 

桃園市國中階段資優資源班的廣設以及鑑定時間的調整，不僅讓各國民中學

有了新的挑戰，同時也考驗著資優教育行政整體配套措施和專業師資的素質，以

下分述之。 

（一） 政策上各項配套措施尚有精進之處 

政府單位能注重市內資優教育乃是好事，然在政策上各項配套措施仍未完

善，恐有操之過急之嫌。一、資優政策缺乏法制化：目前本市僅有《桃園市國民

中小學身心障礙資源班實施要點》，但尚未制定《桃園市國民中小學資賦優異資

源班實施要點》，使得各資優班的教學輔導、成績評量、自我評鑑等無法規可循，

實施成效也尚待檢視，再完美的政策若是無法規依據具體落實，終將淪為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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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優政策缺乏審查機制：資優教育的目的在於引導資優生發揮潛力，為此需

針對其優勢、興趣、情意需求設計相應課程，落實資賦優異學生個別輔導計畫

(IGP)，然部分學校空有個別輔導計畫之制定卻無執行之實，恐怕是目前資賦優

異教育的隱憂（桃園市政府，2010）。三、資優政策缺乏輔導與監督：本市連續

兩年共有 7 間資優班接受資優評鑑，可知其評鑑結果特優皆從缺，且有兩間為乙

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9），顯示各校資優教育品質還有很大的進步

空間，尚賴主管機關的輔導與監督。 

（二）私校搶資優生的生員衝擊 

108 學年度的資優鑑定時間從原本的國中七年級下學期鑑定，改為小學六年

級下學期鑑定 (桃園市政府，2019），其時間調整的主要考量是為解決國中端學

校排課困難，然因部分私立學校祭出高額獎學金來吸引通過鑑定的資優生，使得

公立學校的資優資源班遭受嚴重的生員衝擊，目前有學校資優生僅個位數，讓三

位資優班教師僅服務少於十人的學生，恐有資優資源浪費及師資閒置問題。針對

上述情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已擬定資優資源班退場機制（翁聿煌，2015），然

桃園市政府卻尚未擬訂相關配套措施。 

（三）行政人員業務繁重，無法專責資優業務之問題 

目前資優教育相關行政人員主要可分為兩大層面：一為教育行政單位，如桃

園市政府教育局特教科及各階段資優教育資源中心；另一為學校行政單位，桃園

市以特教組長、資料組長居多。這些行政人員須協助辦理身心障礙及資優教育兩

大特教業務，恐因業務量繁重導致流動率高，而新接手人員也常因專業知識與經

驗不足，降低行政效率。 

（四）資優班教師的缺乏 

資優教育要辦得好，首先要有良好的師資。資優教育教師除了具備普通教育

教師資格外，更應兼具豐富的專門學識和良好的專業素養，然由於合格資優教育

教師缺乏，未受資優教育專業培訓之「學科名師」紛紛上場，資優班淪為「升學

補習班」之可能性大增，資優教育之素質堪慮（吳武典，2013）。就桃園市而言，

由於有資優證的教師本就為數不多，有意願擔任資優班教師的更是少之又少，部

分設有資優資源班的學校因無教師想擔任資優班教師，甚至採用校內師資抽籤排

序輪流擔任的方式。資優教育師資流動率大，連帶影響著資優教育品質，令人堪

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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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資優教育的因應之道 

根據上述桃園市資優教育面臨的挑戰，筆者將提出以下淺見，供各方關心資

優教育界人士們參考。 

（一）政策上宜有嚴謹的配套措施 

關於政策上各項配套措施尚未完善，建議桃園市教育主管機關能盡速召集資

優學者專家、學校、家長及社會人士等代表，共擬「桃園市資賦優異資源班運作

原則」，並針對新設資優班之學校，協助提供相關教學資源或典範，以助學校辦

理資優教育一臂之力。同時為瞭解各校資優教育品質，不應等待四年一次的資優

評鑑，建議能透過市內特教輔導團定時的訪視與輔導，來自我提升資優教育品質。 

（二）充實資優班資源以防止私校爭搶資優生的窘境 

面對私校搶資優生的生員衝擊，建議教育局能提供更多經費與資源給市內設

有資優資源班之學校，並請學校行政人員與資優班教師、普通班教師積極合作，

做出校內資優班的多元特色，提升學校競爭力，吸引市內家長的選擇，另亦可與

鄰近公立學校合作，共創雙贏，如 2019 年已有四間設有資優資源班之學校合作

申請創造力營隊，透過扎實多元的課程，吸引家長注意，並達到宣傳效果。 

（三）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應分工減輕人員業務繁重的負荷 

對於特教承辦人員業務繁重，無法專責資優業務之問題，可借鏡臺北市行政

組織，將教育局特教科細分成二至三股，將資優教育業務交由專責單位負責，減

輕行政人員的壓力；針對各校特教行政人員特教業務負擔過重，建議可修訂《桃

園市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授課結束實施要點》第六條：「各類資賦優

異班達三班以上者，得於特教組長下設置各類資賦優異召集人一名」，參考《臺

北市國民中小學特教班實施要點》第五條：「學校同時辦理身心障礙類及資賦優

異類特殊教育班者，得置資賦優異教育召集人。」據以放寬設置資賦優異召集人

之班數條件。 

（四）鼓勵教師奉獻資優教育並積極進修成長 

面對尋找有資優專業、亦有意願帶領資優班的資優教師之挑戰，除了建議學

校向校內教師宣導勿將教導資優生視為負擔，而應該視其為一個延伸、學習、在

專業上有所成長的絕佳機會，同時也可鼓勵教師多參與資優教育研習，或報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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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30 學分班增長資優專業知能，以學習欣賞和適應每個資優孩子不同的天賦。

此外，更重要的是，學校行政人員要支持及協助資優教師進行資優班的各項運

作，因資優班課程注重獨立研究以及資優生的多元展能(校外教學等)，每年亦需

辦理成果發表會、親職講座等各活動，皆需要學校行政支持，更需教師的努力與

付出。 

四、結語 

    資優教育的重要性攸關菁英人才的培育，直接與間接影響未來整體國家的競

爭力。目前政府對資優教育的確相當重視與支持，但不可否認確實仍存在些許問

題，筆者盼主管機關、學校等相關人員有機會聆聽基層聲音，正視實務運作的困

境與挑戰，不僅能供面臨相同疑難的資優夥伴們參考，更能協助解決現行的資優

教育困境，使得資優教育發展更順遂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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