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 原教界2013年8月號52期

Campus Report校園報導 キﾔンパスレポート

基北區
包括台北市、

新北市、基隆

市，特色招生考試自2013年4月

初步規劃後，引起最多討論。

基北區因為涉及首都台北市明

星學校升學管道的爭奪戰，被

認為是生態最複雜，比序卻最

簡單的分區。（見表1）

台北市教師會曾經針對北

市74所公私立國中的學生、家

長及老師進行問卷調查，結果

有超過7成的學生家長及老師

認為，特招考試會影響升學規

劃及教學方向，因此表達希望

能暫緩實施的心聲。

特色招生 PISA評比的爭議

爭議焦點是台北市教育局

曾表示，2014年基北區在會考

之外的特色招生考試將採用素

養評量，類PISA試題；但特色

招生不是考PISA，而是考素養

評量。因為許多考生和家長都

不懂何謂PISA，引發一陣恐慌

與討論。

PISA評比是指OECD（經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每3年大

規模舉行的一項測驗，目的在

評估15歲青少年的閱讀、數學

和科學素養。從2000年起參與

PISA的國家超過60個，涵蓋9

成的世界重要經濟體，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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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基北區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表

項目
積分計算方式

計算標準 上限

志願序 前十志願，每一志願序差1分（第一志願30分/第十志願21分）；第十一至二十志

願皆得20分；第二十一至三十志願皆得18分。 

30分

多元學

習表現

均衡學習 健體、藝文、綜合3領域5學期平均成績及格者。符合1個領域6分；未符合0分。 18分

服務學習 每學期服務滿6小時以上4分。 12分

會考成績 精熟級每科6分；基礎級每科4分；待加強級每科2分。 30分

總積分 90分

（整理自教育部2013年6月12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各免試就學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分析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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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超過100萬名中學生曾接受

評量，台灣於2006年第一次參

加。

PISA評比內容涵蓋閱讀、

數學和科學3個領域，每3年1

次，輪流針對1個主要學科領域

做詳細測試。每次評比都有13

種題本（每13位孩子各拿1份不

同的題本），約48-56頁，主科

題目占大部分。一般而言，測

試時間約2小時。另外，學生還

須花30分鐘完成1份約20多頁的

問卷，回答有關個人習慣、環

境、動機、當年主科的學習策

略等問題。

世界各國在制訂、調整教

育政策時，都會以PISA為重要

的參考依據。PISA將15歲青少

年視為「準大人」，評量目的

在於檢驗他們是否具備參與未

來社會所需的基礎知識和技能

（PISA稱之為「素養」）。因

此PISA評比強調學生能夠在生

活中靈活應用在學校習得的知

識，而非複製學校課程的內

容。

後來在2013年5月6日台北

市議會第十一屆第五次定期大

會，市長郝龍斌發表的《十二

年國教專案報告書》中，特別

強調為辦理核准特色招生學校

入學考試，經三市政府教育局

（處）研議後，已於2012年8月

公布「2014年基北區特色招生

考試初步規劃說明」。

台北市教育局為減輕國中

學生重複應試的壓力，2012年8

月基北區特色招生考試規劃跳

脫國中會考已考過國、英、

數、社、自五大領域知識，根

據國中九年一貫課綱能力指

標，考科定為：數學與閱讀理

解（含國文、英語、社會、自

然）2科。

基北區2014年特招試務工

作原本要自行命題，經三市教

育單位評估，並獲教育部同意

支持後，改委由心測中心辦

基北區 十二年國教的原住民升學衝擊評估

基
北
區
特
色
招
生
考
試
因
為
涉
及
明
星
學
校
升
學
管

道
的
爭
奪
戰
，
自
2
0
1
3
年
4
月
初
步
規
劃
後
，

被
認
為
是
生
態
最
複
雜
，
比
序
卻
最
簡
單
的
分
區
。

根
據
台
北
市
教
師
會
問
卷
調
查
，
有
超
過
7
成
的
學

生
家
長
及
老
師
認
為
，
特
招

考
試
會
影
響
升
學
規
劃
及
教

學
方
向
，
希
望
能
暫
緩
實

施
。

許多老師及家長認為基北區的特色招生即是明星學校招生，導致不知該加強學生的考科還是多元學習表現。 （圖片提供：劉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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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為減輕孩子應

試的負擔，2014年

基北區特色招生考

試規劃，最後公布

只考數學與閱讀理

解（含國語文、英

語），不考PISA或

類PISA。

對原住民進入明

星學校的衝擊

從表2可以發現基北區的高

中職和五專的校數是足夠的，

原本基北區的目標是免試入學

比率在75%以下，特色招生比

率要調降至25%以

下。爭議關鍵在於

老師和家長認為特

色招生即是明星學

校招生，因此對特

色招生的考試方式

及招生人數比率爭

吵不休，老師與學

生不知道該加強考科還是多元

學習表現？（見表2）

十二年國教雖標榜免試升

學，但國中生畢業前人人要考

「國中會考」，這個會考的成績

該如何綁族語認證加分？若取消

會不會影響原住民升學機會？基

北區三市原民會代表曾一起開過

相關會議，但因業務主管機關在

三市教育局處，原住民主管機關

在這場升學管道的變動過程中處

於被動邊緣位置。

根據台北市政府教育局2013

年5月20日的統計，101學年度

（2012-2013）台北市原住民高中

生1,462人，就讀公私立高中職的

情況如表3。台北市原住民學生

國中畢業後的升學管道，以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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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考成績如何綁族語認證，是需要關注的
議題。圖為新北市的阿美語語言巢。 

（圖片提供：王雅萍）

表2：基北區高中高職五專

         學校數統計（101學年度）

（整理自十二年國教網站基北區說明會簡報）

入學管道 類別 間數 總計

一 公立高中 57 149

私立高中 35

公立高職 14

私立高職 22

綜合高中 21

二 進修學校 46 51

夜間部 5

三 五專 42

表3：台北市原住民學生就讀高中職人數

類別 高中 綜合高中 高職 合計

公立 636 21 181 838

私立 114 58 452 624

合計 750 79 633 1,462

（整理自台北市政府教育局2013年5月20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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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高中、私立綜合高中、私立

高職為多。（見表3）

再以原住民高中職學生就

讀學校的分布來看，原住民學

生不乏就讀公立高中的前三志

願明星學校者。目前基北區三

市教育及原民單位尚未仔細核

算出數據，究竟免試升學後是

否會讓原住民學生進入前三志

願明星高中的機會大幅降低？

有何因應之道？是否能用成立

高中或高職原住民專班來培育

都會區原住民人才？另外針對

原住民學生就讀私立高職比率

特別高的現象，是否應該提供

獎助計畫，鼓勵公立高職以外

加名額招收原住民學生？（見

表4）

從權益與義務 發展原住民族

教育

第七屆全國教師會理事余

年華老師，曾在2013年6月21日

以排灣族原住民教師會代表身

分，對台北市原民會提出建

言。他認為，都會原住民學生

不只需要優質學校資源，更需

要友善的學習環境、充足的文

化接觸、族人專業輔導系統支

持、民族教育人力入校等，這

些才是延續各階段學制保障原

住民族教育的關鍵因素。舊制

的優待保護，不適時調整，業

為長期禁臠。這樣的「公平正

義」只做半套，學習和傳承自

身民族文化是一種責任，也只

有在認清個人有這份責任的情

況下，文化學習和傳承才會有

意義，權利與義務才會有對等

的關係。進階升學政策應發展

「享權益、盡義務」之民族文

化學習機制，強化升學優待之

正當性。余年華老師提出具體

改進建議如下：

◎調整現行原住民升學優

待政策：建立「族語認證」與

「文化參與服務」雙重的健全

評量機制，做為升學加分之依

據。

◎成立原住民族教育輔導

團：利用現行原住民教師資

源，提供原住民學生生活、課

業輔導、課程發展與民族文化

教育支持系統服務。

◎建立原住民族教育福利

申請與回饋認證機制：強化原

住民文化責任觀念，擴大原住

民文化參與人數。

未來基北區的原住民高中

職就學學校版圖重整，勢將引

動原住民升學優待加分政策的

討論。

基北區 十二年國教的原住民升學衝擊評估

原住民學生享有升學權益，也應盡到學習
與傳承文化的責任。 （圖片提供：王雅萍）

表4：台北市原住民學生人數前十大高中職

編號 校名 類別 學生數

1 私立育達高職 高職 107

2 市立建國高中 高中 83

3 市立北一女中 高中 69

4 市立中山女中 高中 58

5 私立強恕高中 高中 55

6 國立師大附中 高中 53

7 私立協和工商 高職 46

8 市立士林高商 高職 44

9 私立滬江高中 高職 43

10 市立松山高中 高中 42

（整理自台北市政府教育局2013年5月20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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