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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教育在綜合高中具體實現之經驗 

江惠真 

壹、 前言 

無論是美國教育學者杜威所提出之「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或是英國教育學者斯賓

賽，提倡「生活預備說」，認為教育的目的在於預備將來完美的生活，都讓我們體會到教育，

是助人成長以適應生活的一種活動，因此須考量孩子個別差異，善用適當教學方法，幫助孩

子有效學習，讓每個孩子都能充分發揮其天賦和潛能。 

所謂「適性教育」，是指調整學習的環境以使其確切提供學習者切合其個別特質和需求

的學習，使其發展個人潛能，進而得以自我實現（黃政傑、張嘉育，2010）。因此，教師必

須了解學生的智力、性向、興趣、經驗、風格、文化之後，提供切合之課程與教學，才是「適

性教育」（Wang,1992；黃政傑、張嘉育，2010）。 

而今，臺灣正積極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強調基於對每位學生應具有同等的關懷與

尊重，以實現有教無類與因材施教的教育理想，103年起全國國中畢業生多能依其意願免試

入學，且不論是免試入學或特色招生，均提供學生適性教育的入學管道，至學生入學後的課

程、教學與輔導，學校仍會秉持一貫教育理念，依學生學習狀況給予因材施教及適性輔導。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理念也揭示適性教育的重要：齊一化的教育並非真正的均等，為進

一步落實因材施教的教育理想，依據學生性向、興趣及能力，提供最適性的教學環境，鼓勵

學生邁向卓越，才是實質的均等，更為教育最終目標（教育部，2011）。 

然而，臺灣的學校教育，重視的是培養出優秀傑出的學生，較少強調多元與關懷；學生

追求進入「明星學校」，不用學習如何去探索自我的潛能、負起學習的責任，學習的主體性

無法張顯。 

貳、 「適性教育」是綜合高中的教育核心理念 

一、 實踐多元文化教育觀的適性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在於肯定人的價值，重視個人潛能的發展，在社會正義的原

則下，對於不同的教育需求，應予以特別的考量，協助其發展（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1995）。綜合高中學校以「適性發展」為理念的各項教育措施，包括多元課程的提供、選修

的彈性、生涯試探等皆在以符應多元文化教育觀點提供學生發展的支持：一方面致力於學生

學習能力、先備經驗、學生生涯發展期待等資訊之理解，另一方面，提供所有學生多元課程

的資源，以及適性選修的機制，使「個人潛能發展」成為學習歷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打破過

去追求進入「明星學校」的迷思，甚至是改變追求排名忽略探索自我的錯誤觀念，進而肯定

學生的自我價值。 

二、 系統化與脈絡化之課程與輔導促進學生適性發展 

相較於其他學制，綜合高中學校強調選修課程的提供，對學校而言，學校本位課程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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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由學校自主發起的革新，使學校增進效能的關鍵因素之一，綜合高中強調給予學校本位課

程發展的空間，學校能因為學生、社區需要、社區環境、學校背景、教學目標不同而發展學

校本位課程。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期待始於學校任務及願景的擬訂，其具體的回應在於學生圖像的

描繪，課程效能則因教學及課程發展組織的效能而有所影響，學校在進行課程的永續改進

時須特別注意課程是否充分滿足需求、是否充分運用資源、教學成效是否充分關切、課程

評鑑機制是否妥切執行。 

 

彈性之課程固然重要，但尚不足以提升學生之主體性，提升學生在學習的參與程度才

是主體性之張顯，因此，學校須建立適性學習的系統，一年級著重於學生生涯發展特質之

分析及定向輔導之落實；二年級著重於學習態度、方法之改善以促進生涯目標之實現，當

然，此時符合生涯目標、興趣、性向、能力之選課，也說輔導重點；三年級則著重於生涯

發展資訊的提供，進路發展目標之實現。 

適性輔導最佳工具是學生發展之指南，例如依據學生能力發展結構建置學生課程地圖系

統，提供學生清晰明確的學習路徑，並隨時檢視學習路徑的達成情形具有學習預警功能，協助學生

即時修正學習方式；建立長期資料庫追蹤學生增值能力，結合學生生涯試探歷程、定向輔導、

生活輔導及學習輔導等提供學生發展支持。 

三、 檔案評量促進適性教育的可能性 

綜合高中課程受限於部定之課程綱要甚少，並且綜合高中學生在生涯發展中具有相當

的自主程度，故建立學習檔案有其之重要性，可提升學生對自我生涯發展的關注。 

在強調多元、適性發展的綜合高中體制內，妥善運用學生個人學習檔案可以實現進展性

評估的理念，強調學生學習的變化和成長，學習檔案經歸納有下列八項特質（Nola Aitken、 

Lydia Pungur,2012）： 

(一)有系統有組織的蒐集訊息 

(二)長時間的紀錄 

(三)重視學習過程 

(四)連接教學與評量 

(五)師生分享評分權力 

(六)重視反省與自評 

(七)以開放觀點看待學習 

(八)符合個別學生的需求 

學習檔案若經過有系統的搜集並涵蓋上述八項特質，則能用以檢視分年分段的學習成

果，引領學生將生涯發展探索過程中的重要發現記載於學習檔案中，用以完整地描繪學生

所付出的努力、進步以及成就，引發內在的學習動機，同時亦能藉由這樣的評量過程了解

到學生在定向、課程安置方面的適性程度。 

參、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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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進步社會的脈動，教育應朝適性教育邁進，若以綜合高中彈性、校本之多元課程選

修機制為基礎，向上架構適性的教學策略，重視學生生涯抉擇能力的培養，實施學生學習檔

案評量，將使學習者之脈絡不會被埋藏在繁複的教學歷程中，以達到適性教育之最佳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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