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年國教開啟的世界與未來-學校的因應與實踐 

◎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中小學 李惠銘校長 

「12年國教」已正式啟動，103年上路，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最

近也忙著審查法源依據，5月 21日初審通過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等。然而，

大多數公聽會、還有媒體報導重點，大多為了「建北現象」炒得火熱，或

是偏重在入學方式有哪些？說明會考是什麼？特色學校指的又是什麼？

比序項目又有哪些？ 

務實回歸到學校執行面的領先觀點論述，至今比較罕見。究竟學校、

老師必須清楚哪些改變，對於現在的國一生以及更小的孩子，做出哪些最

好的準備？才能真正一掃教師和家長的疑慮。 

新教育創造新時代 

以前，我們想讓孩子去爬百樹、游百溪，不行！要升學！想讓孩子去

玩音樂、練田徑，不行！要升學！ 

做公共服務？浪費時間；去旅行？影響考試。這個不行，那個不行，

大部分的臺灣孩子，要在狹窄的一方書桌前關上十幾年，才能解放。 

「12年國教」將為孩子創造更寬廣的學習空間，孩子會有更多機會去

探索自己，可以到更多地方去思考未來。除了教室，還有山上、海邊、原

野等等，都可以讓孩子去發現「原來我是誰！」。而在此之前，大部分的

孩子只能在書桌前想這些問題。 

臺灣的「全人教育」即將從呼口號的時代，進入具體實踐的新時代。

這樣的時代，我們如果還只希望培養孩子的「考試能力」，還只把他關在

「我」的領域，那將會跟不上未來。 

未來世界需要的人 

其實，每個孩子都是獨立自由的個體，本來就不該為一些外在的目

的，長成別人想要的樣子。 

但因為人類禍福，與我們身相牽繫，因此未來世界需要什麼樣的

人，仍然值得教育關注。 

從臺灣到全球，未來世界需要的人，就是一個完整、真正的人。 

所謂「完整」，是說除了能力，還有品德，身心靈都健康的人。其次，

「真正」的人，是說真的瞭解自己、每天積極自我提昇、努力向上的人。 



12年國教的價值 

過去，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比較被考試主導，包括學校教育的內容，以

及升學入學的管道，幾乎都是「考試掛帥」。所以，我們是培養出許多「會

考試」的人。 

「會考試」的孩子，可能也很會做人做事，但也可能不會。而「不會

考試」的孩子，是否還有其他能力？ 

如果我們只用考試來教育，只用考試來篩選，每年只有 10%、20%的學

生「成功」，而製造 80%的「失敗者」，這樣，我們還要談臺灣的競爭力

嗎？ 

這就是「12年國教」所關注的，如果其他 80%的孩子也能有自己的人

生、自己的舞台，整個社會動起來，那才是臺灣最驚人的總體競爭力。 

臺灣真正的競爭力 

所以，關於臺灣有沒有競爭力，焦點並不完全在於：我們有沒有考試？

有沒有菁英教育？而是如何讓每個孩子都充分瞭解自己，都選對學校，快

樂地完成國民教育，然後在每個地方發光發亮。 

從工業革命以來，我們一直認為「競爭」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許多

經濟學家也都這樣告訴我們。現在我們知道，「合作」可以創造人類更偉

大的成就。我們如果有一個更好的臺灣，就會有更好的我們；相對的，有

更好的我們，就會有更好的臺灣。 

人類千百年來的「競爭」，造就了目前的世界。可是，我們只有「競

爭」這條路嗎？如果大家攜手合作會如何？讓兩千三百萬個生命都精彩，

讓每年近三十萬的國中生都成功，臺灣會如何？ 

「12年國教」啟動另一個循環 

要把台灣和人類社會帶上另一個高峰，我們需要不同的思維、不同的

邏輯。 

「12 年國教」首先鬆動了入學方式，訂出 103 學年 75%免試，25%

考試的比例。簡單說，以前大部分學生入學靠考試，以後則大部分免試。

免試，讓以後的教育更注重全人發展，但也為「有考試能力」的孩子，保

留了 25%的「古戰場」。 

對於 75%免試的孩子，各就學區也紛紛訂出超額比序的原則，我們觀

察到一些共同趨勢： 

一、升學不再只靠「考試能力」，還要靠體育、藝術、服務、品德等「多



元能力」。 

二、升學也不是只看「外在能力」，許多學區採計「志願序」，讓教育更

注重「內在自我」。 

三、因為品德、公共服務表現的計入，以後升學不能再只靠「我」自己，

而要靠「我們」。 

這樣全新的入學方式，一定會啟動另一個循環，至於是否是良性的，

就要看學校和社會如何解讀和因應。 

學校的因應與實踐 

    其實，「12年國教」的答案很簡單，就是「行動學習」與「合作學習」。 

    「行動學習」，就是結合行動學具，讓人人、處處、時時都能進行的

學習。因為孩子需要多元能力，所以學習不能再被固定的老師、課本和教

室所囿。初期，可先把學校變成一座大教室，布置許多學習點。再來，就

是走入社區和社會，一步一步來。 

    「合作學習」，則是因應之後班級成員的多元性，有要特考的、要免

試的、學得快的、學得慢的等。透過小隊分組，讓他們一起學習、一起工

作，慢慢從「我」到「我們」。 

    以此兩大主軸，在課綱、領域節數劃分均尚未調整的情況下，學校還

可嘗試做以下的努力： 

一、 教材教法： 

教材方面，依據目前選定版本，針對學得快的和學得慢的學生，分別

編撰充實學習和補救教學的教材。教學方面，則鼓勵教師改採「合作學

習」，讓會的教不會的，快的帶慢的。學生既學到知識，又發展團隊合作

的群性。 

二、 學習評量： 

段考題目一定要鬆綁，老師的教學才可能活化。目前的問題出在：A

老師教學很活化，可是輪到出題的 B老師，卻出得很僵硬。平常怎麼教，

段考就要怎麼考，所以題目不能再由一人一家壟斷，大家要一起談，包括

次數、內容和形式，都可以鬆綁。最重要的是，讓老師從談命題開始，接

著談教學、談課程…，老師也要從「我」到「我們」，學會團隊合作。 

三、 班級經營： 

教學有「主題式教學」，班級也可以「主題式經營」。讓每個班級訂

出經營目標，做教室綠化也好，照顧校狗也好，每一項都有很豐富的學習。



如此，也是讓孩子為全班目標共同努力，學習「以眾人之力解決眾人之

事」。這樣，不僅「合作學習」、「行動學習」在其中，班級也成為「未

來公民」的養成所，臺灣的「公民社會」就隱然成形。 

四、 課後輔導： 

傳統以加強課業為主的第八節、第九節，也可做改變。針對將來參加

特考的學生，可以再加深加廣，免去補習奔波之苦。志在音樂、美術等甄

選入學以及免試的學生，則可為他們廣開社團，進行公共服務，以落實多

元學習。當然，學得慢的，也需要特別加強補救，把他們帶上來。 

光是以上這幾點，已經足夠給學校帶來一些新契機和新風貌，大家儘

可嘗試看看！ 

把未來還給孩子！ 

過去，孩子比的是誰能力強，但能力強，有沒有用對地方？現在，是

比誰最瞭解自己，是否走對自己的路？而如果他品德又好，又能跟別人團

隊合作，那誰的成就會比較大？ 

「12年國教」要讓孩子除了擁有「考試能力」，還要有「多元能力」；

同時，除了這些「外在能力」，還要充分認識「內在自我」。最重要的，

是要讓孩子除了「我」，心中還有「我們」，這些不都是目前我們最需要

的嗎？ 

未來社會，一定會是由這樣的一群人主導，而且那個時代很快就會到

來！未來屬於孩子，或許我們都該先按下傳統的思維與作法，讓孩子跟著

新而自由的風去飛飛看。我們應該要把未來還給孩子，因為那是他們的世

界，他們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