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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區政策之探究—以高雄市小學為例 
鍾乙豪 

高雄市十全國小資優班專任教師 
 

一、前言 

中央教育法規「國民教育法」與「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對於學區劃分規

定係授權地方政府自行辦理。然而，近年來，無論實驗學校、大學區制度、空間

充裕學校或資優資源教育入學，皆牽涉到學生選擇跨學區就學的議題。在中央教

育法規下，有些熱門的明星學校出現爆量登記潮而產生排擠現象、有些餘裕空間

充足，教職員卻比學生數還要多，影響教育資源配置公平性，間接損及親師生權

益。本文旨在探討從大學區與相關跨學區就學方案的現況，評析大學區入法的必

要性，期望倡導大學區政策立法，可為我國開放教育的進步，提供一個參考。 

二、大學區政策的探究 

(一) 大學區 

學區制（district system）起源自美國麻州（Massachusetts）於 1789 年通過的

州憲法，明定學區居民籌設「學校委員會」（school committees），獨立於地方政

府，權責教育事務，享有學區內中小學教育行政權、課徵教育稅、決定預算，審

查學校存廢、課程內容、教育人事與行政督導的權力，是為美國教育行政的組織

原型，學區內通常包含數個中小學，學生可自行選擇學區內學校就學，亦即大學

區之概念。近代，起於柯林頓（Bill Clinton）總統倡議家長「教育選擇權」（school 
choice），使得跨區就學普遍，形成在地學區（local school district）與大學區（large 
school district）的現象（陳寶鈺，2003；Mendez & Knoff, 2003）。我國於 1927
年至 1929 年間，曾於江蘇與浙江兩省試行「大學區」制度，劃分大學區並設置

大學與校長，綜理大學區內一切學術與教育行政相關之事宜，有別於其他省份設

置教育廳以主管教育事務。大學區制度終因學術機構官僚化，效率不如預期且有

「重大學而輕中小學」現象停辦。因此，大學區即教育部之下，一個以大學為教

育行政機構且平行於省教育廳級的單位，將學術與行政合一的教育行政制度，而

大學校長即該學區最高教育行政長官（國家教育研究院，2020 年 6 月 24 日）。 

近年來，地方政府教育單位為因應少子女化、學校財政困窘或生源不足的問

題，並兼顧主管單位、學校親師生等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權益，紛紛推出

大學區概念的跨學區就學方案，便於學生在各縣市內，免遷戶籍申請就讀非本學

區之學校（陳順利，2014）。然而，大學區至今並未正式納入中央法規，亦非我

國教育單位的正式學校行政機關。實驗三法通過之後，為推動教育實驗方案、充

分運用教育資源等因素，各縣市產生採登記方式越區就讀、依各校現有面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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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學生人數標準總量的空間充裕學校、以為充分運用教育資源為目的、聯合實

驗教育學校與結合學校鄰近而屬性相同的學園模式等不受原劃訂學區之限制、免

遷戶籍就學等教育方案，通稱為大學區。臺北市政府制訂「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

新生分發及入學辦法」指定郊區或學區人口外移之學校為大學區制學校。高雄市

政府制訂「高雄市國民中小學學區劃分原則實施要點」將學區分類為「基本學

區」、「自由學區」與「大學區」三類，其中，大學區指「全校普通班學生總數人

數 80 人以下者（不含分校、分班）經高雄市教育局核定」之就學區，就讀大學

區學校之學生免受原學區限制。根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2020 年 6 月 24 日）統

計，109 學年度大學區學校計有 32 所，其中，原高雄縣學校有 26 所，佔 81%；

學生數低於人 100 人的學校有 23 所，佔 72%，且全數位於原高雄縣。由此可知，

大學區的學校，其特徵為學生數較少而餘裕空間充足，且主要分布於郊區或都市

更新後的舊住宅區。 

(二) 參與大學區的誘因 

大學區是家長行使學童教育選擇權的自然權利之作法，然而，大學區仍受「國

民教育法」與「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中，對於學區劃分原則及分發入學規定之

限制，且大學區一詞，並未納入中央部會法源，僅授權學區劃分為直轄市、縣（市）

地方政府之權責。因此，大學區制度的實施，可視為地方政府，在諸多輿論壓力

與協調下，對教育的政治與政策問題的一種革新作為與結合地方治理的選擇方式

（Wong & Shen, 2003），而地方政府根據學校與學童就學分布，以鄉鎮市轄區定

義各國中小實施大學區範圍，讓家長擁有自由為學童選擇該大學區內任一學校就

學的權利（李達平，2013）。陳寶鈺（2003）的研究發現，影響家長選擇參與大

學區學校就讀的因素有： 

1. 滿足孩子本身的個別需求。 

2. 期望較優質的教師專業。 

3. 較寬敞的學校環境。 

4. 充足資訊－透過參觀學校與討論獲得充足的學校資訊。 

5. 共同決策－之所以選擇大學區學校，多為經過家人討論的共同決定。 

李達平（2013）的研究發現，多數家長支持大學區的政策，而學校品牌行銷、

教師的專業及發展、教育資源的分配等，則為家長選擇參與大學區的主要誘因。 

由此可知，大學區提供了家長教育選擇權的行使機會，而大學區的諸多學校

中，能否滿足學生學習需求（包含師資、資源、環境和對學校品牌的認同等）則

為家長的主要考量。交通、學校規模、學習適應、學校人力與管理制度等，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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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認為較不重要。雖然每所學校發展出各自不同的特色與城鄉差異等社區屬性，

然而，選擇讓學童參與大學區的家長，對於大學區制度的規劃與學生學習表現，

多數感到滿意（李達平，2013；陳寶鈺，2003），但多數家長認為大學區可供選

擇的學校數仍顯不足（陳寶鈺，2003）。 

(三) 大學區對學區劃分的啟示 

高雄市學區之調整係由區公所、學校於每年十一月底前提出建議，經高雄市

核定後實施。因此，大學區的增減除可作為社區發展的觀察指標外，對於教育政

策的轉變、營造學校特色與學校招生狀況等，也可見其端倪。 

2016 年，高雄市首度成立以愛河學園為主的大學區模式，包含光榮、忠孝

與鹽埕等 3 所國小。2017 年起，擴大涵蓋深水、金山、三埤、北嶺、杉林、新

庄、金竹、景義、寶隆、寶來、新發、左營、永安、忠義、大同、三侯等 16 所

國小。2018 年起增列西門國小 1 所。2019 年起增列新港、集來、木柵、溝坪、

大汕與田寮區新興等 6 所國小。2020 年，將實驗教育學校巴楠花部落國中小、

多納、樟山、茂林、壽山與吉東等 6 所國小納入大學區。總核定之大學區學校

總計 32 所，占高雄市小學總數之 13.2%。由高雄市大學區學校核定總數逐年遞

增可知，大學區制度將教育選擇權還給家長，使得學生入學更具有彈性（高雄市

政府教育局，2020a）。 

梁珮綺（2018 年 6 月 12 日）報導，為配合實驗教育，臺北市政府於 2018
年修法，將實施實驗教育學校納入大學區範圍，免受學區戶籍限制，使新生入學

報到作法更為彈性。屏東縣基於落實家長教育選擇權並配合開放教育精神，於

2011 年起試辦大學區，涵蓋境內 19 行政區的鄉鎮市登記式跨區入學（占全部行

政區之 57.6%）與跨鄉鎮市個別申請入學的草埔國小與建興國小等兩種形式，家

長對實施大學區制度肯定且具有高度滿意度（李達平，2013）。由此可知，大學

區的法源奠基於地方政府的學區劃分權限，而各縣市的定義與做法多有不同，然

而，大學區劃分的模式，在教育行政上，為主管單位提供一個「國民教育法」的

轉圜空間，也為學生開啟更寬廣的學習視窗。 

高雄市除大學區外，也有性質相同的學園、空間充裕學校與資優資源學生鑑

定入學等，實施免遷戶籍就學政策。愛河學園後期因以「跨區域」、「跨學習階段」、

「跨產業」創新整合模式並結合國高中、小與大學的「北高雄創新學園」（規模

達 25 校，近萬名學生）與由高雄師範大學推動的「自造教育與科技中心」（規模

達 10 校，超過 2 萬 2 千人）與由高雄大學、高雄師範大學、高雄科技大學、樹

德科技大學與義守大學等所組成的資源交流平台－高雄學園等，使得國小端的大

學區學園發展受限，自 2017 年起停止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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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應於總量管制學校的「空間充裕學校」成為另類免遷戶籍、彈性跨區就

學的大學區制度。高雄市空間充裕學校，自 2014 年 21 所、2015 年 23 所、2016 
年 25 所、2017 年 16 所、2018 年 26 所、2019 年 16 所至 2020 年 15 所，空間充

裕學校數量最高達 26 所，占 10.7%，在這些張開雙臂迎接四面八方而來的空間

充裕學校中，以 2020 年核定的 15 所國小（表 1）來看，對於免遷戶籍入學的誘

因，對改善學校招生、活化校園有 10 所（67.8%）明顯有所幫助。 

表 1 高雄市空間充裕學校（2020 年） 

學校名稱 一年級學生數 全校各年級學生平均數 

紅毛港國小（前鎮區） 93 76 

成功國小（苓雅區） 45 26 

河濱國小（三民區） 55 46 

中崙國小（鳳山區） 66 45 

和平國小（岡山區） 18 13 

福安國小（美濃區） 11 8 

大同國小（新興區） 33 36 

明德國小（左營區） 19 16 

舊城國小（左營區） 56 49 

建國國小（前金區） 19 34 

左營國小（左營區） 28 37 

復興國小（前鎮區） 94 75 

屏山國小（左營區） 44 46 

福東國小（苓雅區） 84 90 

中洲國小（旗津區） 46 41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教育局（2020a、2020b），本文整理 

資優教育跨區就學由來已久，普遍的施行方式為學生通過鑑定後，申請第一

次安置時，可免遷戶籍逕行登記申請安置，如因總量管制學校超額，亦可免遷戶

籍逕行至有提供資優教育服務的學校登記入學，爾後如再次申請安置時，則需以

戶籍所在地有提供資優教育服務的學校為限（Mendez & Knoff, 2003）。在高雄

市，資優教育分為藝術才能資優資源班、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資優方案與集中

於寒暑假開設的領導、創造力資優教育方案等。根據高雄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2020 年 6 月 24 日）統計，設有資優教育服務的國小計 32 所（占 13.2%），而

設有資優教育服務的國中計 37 所（占 45.7%），由此可知國小已有超過一成的學

校，而國中則有近半數學校透過修訂各種入學、登記的規則，實施大學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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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跨學區就讀是家長教育選擇的自由，而大學區制度則突破了法規對學區限制

的可行模式。然而，大學區政策在各地方政府的定義與實施方式多有不同，有些

以地方自治法規定之，有些則以行政命令為之，名稱與內容亦富彈性而多於規

範，卻恐形成多頭馬車。各種形式的大學區入學，其比例已近乎半數不受現有學

區就學之限制，亦即大學區之需求逐漸大於供給。爰此，本文認為，既然大學區

曾正式入法，表示其重要性，而基於許多縣市對大學區需求之逐年提升，因此，

納入中央法規統一明定大學區的定義與實施範圍有其必要性。 

《史記‧李斯無傳》：「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

能就其深。」我國學校教育歷經多次改革，已逐步朝開放教育（open education）
的路上前行，反觀 2014 年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後，許多縣市仍限囿於現行法規未

能實施大學區制，對於家長教育選擇權、開放教育的精神與期望活化運用有限教

育資源來說，難免成為遺珠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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