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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回收情形



- 回收率 數量

校長 77% 153/198

教師會代表* 29% 55/188

家長會代表 14% 27/198*有10所高中未設教師會,故分母為188



維持現狀 63%

提早分流 22%

更晚分流 12%

無意見 3%

維持現狀提早分流



必要性 相對於 實施率
落差最大者乃為
學科能力分組
其次為能力分班

- 贊成 必要 已實施

開設選修課程 99% 96% 78%

興趣分班 84% 77% 40%

能力分班 58% 71% 27%

學科能力分組 77% 82% 18%

不同選課方式之贊成率/必要性/已實施



個別跑班或併班上課 較被接受;

原班上課或整班跑班 較不被接受

認為適合的選修課程之選修方式



贊成

適性分班指依智力、學術性向或學科興趣分班學習



- 適性分班依據之贊成狀況

- 智力 數 英 自然 國 社 藝術

智力 12% 0 0 0 0 0 0

性向 0 56% 54% 50% 41% 31% 9%

成績 0 56% 54% 42% 35% 22% 4%

興趣 0 42% 39% 46% 31% 36% 14%

數學與英文的性向與成績較被
重視作為適性分班的依據

贊成適性分班者認為適合的分班依據





贊成學科能力分組者認為適合的分組依據



學科能力分組是否打破年級界限?

24%

29%

46%

贊成 有條件贊成 不贊成

贊成不贊成約各半





最適合開始的年級:

高二

認為適性分班與學科能力分組適合開始進行的年級

-
適性 學科

分班
能力分

組

高一上 39% 44%

高一下 52% 65%

高二上 84% 86%

高二下 73% 83%

高三上 57% 54%

高三下 52% 44%



適性分班或學科能力分組的導師安排

皆雙導

皆單導



不利

有利

目前大學制度是否有利於高中多元學習、
自由學習與創新學習



彈性不足

尚具彈性









高中開設選修課程，可能的困難
及因應策略為何？(括弧內為教師數據)

向
度

類
別

次數/總
次數

百分
比

內容舉例 因應策略舉例

外
在
環
境

升
學
制
度

15/157 10%
(6%)

大學考試科目引導
課程與教學，
非升學科目難以開
成

大學入學方式
彈性調整

課
綱

12/157 8%
(3%)

課綱必修課時數
限制學校課程規劃
安排

縮減必修學分，
提高選修時數

輿
論

0/157 0%

家
長

0/157 0%



學
校
內
部

硬體 15/1

57

10% 空間設備不足 現有空間和教
室調配使用

經費 16/1

57

10% 教師鐘點費不足 放寬外聘鐘點
費，增編教師
鐘點費，補貼
小型學校

行政 10/1

57

6% 增加行政排課的困難
與負擔

增加人力和津
貼，行政人員
觀摩培訓，建
置電子化系統

教師
因素

64/1

57

41% 教師開課意願問題，
師資數不足，教師種
類來源不足

不斷溝通，增
加編制員額，
跨校區域聯盟
共聘，鼓勵教
師進修第二
專長，建置多
元教師人才資
源庫。

學生
因素

15/1

57

10% 選修課人數不均 開課人數條件
放寬/降低

教材
教法

4/15

7

3% 選修課程之教材教法
難掌握

班級
師生

9/15

7

6% 導師功能難發揮，秩
序管理困難

改用雙導師制
或個人導師制，
加強點名、各
科班長和學生
自律

無
困
難

1/15

7

1% 目前本校選修課程未
發生執行困難

學
校
內
部

硬體 15/157 10%
(11%)

空間設備不足 現有空間和教室調配使用

經費 16/157 10%
(5%)

教師鐘點費不足 放寬外聘鐘點費，
增編教師鐘點費，
補貼小型學校

行政 10/157 6%
(8%)

增加行政排課的困
難與負擔

增加人力和津貼，
行政人員觀摩培訓，
建置電子化系統

教師
因素

64/157 41%
(51%)

教師開課意願
問題，
師資數不足，
教師種類來源
不足

不斷溝通，
增加編制員額，
跨校區域聯盟共聘，
鼓勵教師進修第二專長，
建置多元教師人才資源庫。

學生
因素

15/157 10%
(15%)

選修課人數不均 開課人數條件放寬/降低

教材
教法

4/157 3%
(3%)

選修課程之教材
教法難掌握

班級
師生

9/157 6%
(3%)

導師功能難發揮，
秩序管理困難

改用雙導師制或個人導師制，
加強點名、
各科班長和學生自律



學科能力分組教學，可能的困難
及因應策略為何? (括弧內為教師數據)
困
難
向
度

困
難
類
別

次數
／總
次數

百分
比

內容舉例 因應策略舉例

外
在
環
境

升學
制度

7/124 6%
(5%)

大考科目影響分組教學，
成績評量影響繁星排名

大考方式調整，繁星
計劃作修

課綱 0/124 0%

輿論 8/124 6%
(7%)

社會觀感、
標籤效應，
民代關說

導正全民因材施教的
健康觀念，
主政者要嚴格把關，
教育者要有專業堅持

家長 8/124 6%
(6%)

家長的認同接受度，
擔心孩子被標籤

與家長充分溝通說明



學
校
內
部

硬體 7/124 6%
(0%)

場地、教室、設備不足 增加空間，
提升設備資源

經費 7/124 6%
(0%)

經費不足，加重鐘點費負擔 增編預算、
補助經費

行政 26/124 21%
(15%)

增加行政複雜度和作業量，
排課困難，
分組界定標準不易

提高行政服務熱
忱，
分群跑班

教師
因素

23/124 19%
(17%)

教師的熱忱和認同度不高，
師資不足，
老師間會有比較和標籤化心態

適當激勵
增加師資員額，
定期分組間流動

學生
因素

22/
124

18%
(24%)

學生數不多,造成班級數也不多；
分組造成學生心理上自卑感、
自我放棄或自我標籤，
跑班也使得班級歸屬感不足

師資共聘，
加強適性輔導

教材
教法

8/124 6%
(7%)

教材研發不易，
分數計算成績排名爭議

改採T分數換算
排名

學生
管理

14/124 11%
(15%)

生活常規管理，
導師班級經營困難

改成個人或雙導
師制，學生幹部
協助管理



同志仍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