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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係延續著前兩年「十二年國教與教育決策程序建議書」及「十二年

國教規劃方案」的研究基礎，就十二年國教啟動以來觀察到個各種問題進行持續

的深入研究。十二年國教今年正式啟動，才剛上路就問題不斷，免試入學制度令

學生及家長惶惶不安，高分低就，甚至高分落榜，時有所聞，同樣地，必然有低

分高就的學生。這顯示，未來高中職必將有差異性大的學生群體進入校園，如何

做好教學工作，讓不同程度的孩子都能適性學習，才是真正的考驗。 

事實上，如何進行差異性教學的課題在國中就已遇到，依據天下雜誌的調

查，現在有超過 30%的國中生上課不知道老師在說甚麼。如果這樣的狀況延伸至

高中職，由於高中職課程的難度及廣度遠較國中為高，其教學品質更令人憂慮，

如不能改善，將嚴重影響下一代的學習成效。 

我們在去年就已注意到這個問題，也注意到二十年前教改所衍生的一些狀

況。由於廣設大學的政策成功，使得學術人才大幅增加，但企業界卻找不到人，

發生了嚴重的「學用落差」問題。為掌握實際狀況，探討這些問題的本質並研議

可行方案，在臺大政法中心的贊助下，我們啟動了「適性分流學制研究」計畫。 

經過一年的共同努力，我們在三個方向產出了具體的研究成果。我們開發

了學用資料庫系統，發現大學生佔同年齡人口比例已從三十年前的 8.4%提高到

去年的 70%，但適合大學畢業生所從事的專業人員(工程師)或助理專業人員(技術

員)不到四成，所以有四成比例的大學生無法學以致用，學用落差問題嚴重。 

為瞭解產業的狀況，研究團隊成員曾於去年 11 月到今年 1 月拜訪了 10 家

機械與動力機械方面的公司，包括鴻海、中鋼、上銀、東元等，獲得了寶貴的產

業需求資訊。為探討高職的定位問題，我們於今年 3 月 22 日邀請了全國二十幾

位高職校長，討論如何從適性分流角度談高職定位，以及如何解決學用落差的問

題。高職校長研討會達成了多項共識，並提出了許多具體的建議，包括課程調整、

修改建教法、教師素質提升等。在高中課程與教學方面，雖然學科能力分組教學

於法有據，但學生依其性向、興趣與能力選課修課的空間與相關配套仍嫌不足。

近來雖已有若干學校啟動數個小時的跑班選修制度，對於學生的學習應有助益。

但要全面落實，路途仍甚艱難、遙遠。研究團隊成員乃邀集高中校長辦理了兩場

高中校長論壇，建構了「適性分流選課制」的策略。我們並編製了一份問卷，發

送至全國 198 所公立高中，了解臺灣各公立高中目前選課制度的狀況及各校校長

「適性分流選課制」的看法。 

為進一步探討「適性分流選課制」策略的可行性及分析問卷結果，研究團

隊於 103 年 4 月 19 日規畫辦理了「適性分流選課」論壇，研析適性分流選課的



各種可能方案，希望能讓每一個孩子都能適性發展、熱情學習，以落實人才培育，

厚植國本。為探討解決學用落差問題的方案，在彙集了多方面的建議與資料後，

我們則於 103 年 5 月 22 日規畫辦理了「學用落差因應策略論壇」，集思廣益，

研議具體策略。 

經過一年的研究，我們對於前述教學與學用落差的問題已有相當深入的認

識，並提出了許多具體的建議，我們的研究成果並獲刊登於聯合報頭版頭條，充

分達到了社會衝擊(socialimpact)的效果。 

本計畫經過研究團隊的共同努力，在學用資料庫之建置、高職體系之提振

方案、及 適性選課制之研擬等三方面皆達成具體之研究成果，並提出許多建議

事項，彙整如下： 

(一)建請政府相關部門儘快建置學用整合資料庫系統，進行長期觀察，掌握

學用配合狀況，並即時因應，以做好人才培育方向的規劃。 

(二)國家應建構宏觀的教育調控機制，做好教育及產業狀況的大資料(big 
data)系統的分析。 

(三)修改大學法及專科教育法，從基本架構著手，提振技職教育。 

(四)修改建教法，符合學生及產業之所需。  

(五)訂定國家資歷系統，掌握人才培育狀況。  

(六)建立嚴謹完整的證明與執照系統。 

(七)訂定符合適性選課之課程綱要。 

(八)推動適性選課制，做好配套措施，應採取選修與分組並進的模式。 

教育乃國之大計、社會興衰之所繫，不可不察也。教育改革的歷程是漫長

的，絕非一蹴可幾。本計畫係先導計畫，所獲得的結果亦屬初步成果，期待教育

當局能繼續探討研究，擘畫國家未來的教育分流機制，在經小規模實驗後，廣澤

全國學子。果能如此，則臺灣教育的康莊大道不遠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