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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08新課綱推動之後，必修課程減少，選修課程增加，學校要求老師開設多元選

修課程，社會大眾擔心偏遠地區學校可能有師資不足的問題，無法開出足夠的多

元選修課程，滿足學生的需求。然相較於普通高中，技術型高中群科多元，更凸

顯此一問題。本研究以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平臺內的課程數據進行分析，探究

技術型高中課程開設是否因學校地處偏鄉導致開課困難。在比較校訂必修與校訂

選修課程數量之後發現，地理位置偏遠的學校人均課程數與非偏遠地區並沒有顯

著差異。數據顯示，影響人均課程開設比例的主要因素為學校規模與學校屬性（公

/私立）這兩個因素。 

原因在於，學校規模越大的學校，教師數與班級數越多，課程數亦越多，學生在

校訂課程的選擇上越多元。另外，由於現行教育部新增鐘點費補助對公、私立學

校並不一致，私立學校僅補助七成（公立學校全額補助），私立學校基於開課成

本的考量，課程開設數量較保守，導致課程開設數量有落差。 

為消弭上述落差，目前已有數項配套措施：針對規模較小的學校，提供研發教案

示例、媒合跨校選修、擴大師資多元管道以及提供經費資源。因應私立學校的開

課補助差異，教育部已於民國 111年 01月 28 日修正現行法規，拉齊公、私立學

校補助項目，私立學校應可於 111學年度開始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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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報告】城鄉抑或學校規模？ 

從學校特性檢視技術型高中課程開設數量 

 

前言 

108 課綱規定，高中學校應該開設多元選修課程，協助學生探索自己的興趣，學

校也依此發展自己的特色。基於此，學校應依學生興趣、性向、能力或需求開設

多元選修課程。然而，偏遠地區學校可能有師資不足的問題，無法開出足夠的多

元選修課程，滿足學生的需求。偏遠地區學校發展，一直是社會關心的議題，基

於教育正義與社會公平之落實，有關偏遠地區學校課程開設之議題，實有必要進

行深入探討。 

 

本研究主要以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計畫平臺各技術型高中填報之課程計畫，並

介接教育部統計處學校背景資料後進行分析。在分析資料變項部分，由於部定課

程時數各校一致，在此暫不做探討。本文主要探討 110 學年度技術型高中校訂課

程中一般科目、專業科目、實習科目與特殊需求領域的開課數，以及在不同學校

背景（如學校區位、公私立與學校規模）條件下，學校課程開課數是否呈現落差？ 

 

市區（一般地區）學校課程開設數與多元性明顯優於偏遠（含非山非市）學校？ 

本研究比較不同學校區位，在跨年度課程開設數量是否產生差異？以 109~110 學

年度技術型高中開課資料分析，不同學校區位的課程開設皆大幅提升。以課程總

數來說，以一般學校課程成長量最大，成長約 14,195 門課。不過就比例而言，以

非山非市學校成長比例最大，約為 44%，其次是偏遠地區學校，成長約 23%，最

後則為一般學校，成長則為 20%。詳如下表 1。 

 

表 1  109-110 學年度技術型高中依學校區位狀況之課程數一覽表 

學校區位 109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課程總數 

變化 

課程總數 

成長幅度 

一般 72,159 86,354 +14,195 20% 

非山非市 6,880 9,917 +3,037 44% 

偏遠（含特偏與極偏） 5,077 6,255 +1,178 23% 

總計 84,116 102,532   

註：成長幅度計算=(110 學年度-109 學年度) / 109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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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課程總數變化與成長比率外，本研究亦分析 110 學年度公立學校1的課程結構，

比較不同學校區位校訂課程開課平均數（計畫課程數/該區位學校數）差異，如圖

1 所示。結果顯示，在校訂必修的一般科目課程上，一般地區學校開設 23.8 門，

非山非市與偏遠學校則為 20 門。在專業科目上，一般地區學校開設 10.8 門，非

山非市與偏遠學校則為 11.8 門。在實習科目上，一般地區學校為 25.3 門，非山

非市與偏遠學校則為 22.7 門。雖然非山非市與偏遠地區學校校訂必修開設課程

數，略少於一般學校，但能提供給學生的課程數量兩者並無明顯差異。 

 

圖 1  110 學年度公立技術型高中校訂必修課程數，不同學校區位之比較 

 
註：由於私立技術型高中發展差異落差較大，故排除 

 

本研究持續分析 110 學年度，不同區位的公立技術型高中，在校訂選修課程結構

上，是否呈現差異。分析結果顯示，在校訂選修的一般科目上，一般地區學校開

設 36.9 門，非山非市與偏遠學校則為 24.8 門。在專業科目上，一般地區學校為

20.6 門，非山非市與偏遠學校則為 23.8 門。在實習科目上，一般地區學校為 61.5

門，非山非市與偏遠學校則為 63.8 門。 

 

非山非市與偏遠地區學校校訂選修開設課程數，在一般科目略少於一般學校，在

專業科目與實習科目，非山非市與偏遠地區學校課程數略高於一般地區學校。整

體而言，能提供給學生的課程數量兩者並無明顯差異。 

  

                                                      
1 包含國立與縣市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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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10 學年度公立技術型高中校訂選修課程數，不同學校區位之比較 

 
註：由於私立技術型高中發展差異落差較大，故排除 

 

經由分析比較後發現，學校區位並非影響公立技術型高中開設課程差異之主因，

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是否有其他因素影響學校的校訂課程開設數。 

 

學校規模是否影響學生選課的多元性？ 

接續上述，本研究持續分析不同規模的學校，在校訂必修課程結構上，是否呈現

差異。分析結果顯示，學校規模與校訂必修開設課程數量呈現高度正相關，在一

般科目、專業科目、實習科目部分，學校規模越大，開設課程數量越多，值得注

意的是在特殊需求領域，當學校規模達到 1000 人以上，對於開設課堂數量成長

影響有限。 

 

若學校規模在 500 人（學生數）以下，一般科目課程數為 8.7 門；501-1000 人開

設課程數為 16.7 門、1001-2000 人開設課程數為 21.4 門；2001 人以上開設課程

數為 34.8。在專業科目課程數部分，若學校規模在 500 人以下開設課程數為 8.5

門；501-1000 人開設課程數為 9.3 門；1001-2000 人開設課程數為 10.9 門；2001

人以上開設課程數為 15.9 門。在實習科目課程數部分，若學校規模在 500 人以

下開設課程數為 13.5 門；501-1000 人開設課程數為 16.1 門；1001-2000 人開設

課程數為 22.6 門，2001 人以上開設課程數為 34.9 門。在特殊需求領域部分，若

學校規模在 500 人以下開設課程數為 4.1 門；501-1000 人開設課程數為 18.3 門；

1001-2000 人開設課程數為 14.8 門，2001 人以上開設課程數為 22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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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學校規模在 500 人以下，校訂必修（加上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後）平均

每校修課數 30.7 門，501-1000 人開設課程數為 47.6 門，1001-2000 人開設課程

數為 62.6 門，2001 人以上開設課程數為 98.8 門。結果顯示，在校訂必修上，學

校規模越大，可提供給學生修課的課堂數量越多，多元性也越高。 

 

圖 3  110 學年度公立技術型高中校訂必修課程數，不同學校規模之比較 

 

 

接著分析，在校訂選修課程結構上，是否也存在學校規模之差異？結果顯示，學

校規模與校訂選修開設課程數量呈現高度正相關，在一般科目、專業科目、實習

科目與特殊需求領域部分，學校規模越大，開設課程數量越多。 

 

在校訂選修中，一般科目課程數，若學校規模在 500 人（學生數）以下開設課程

數為 16.4 門、501-1000 人開設課程數為 17.2 門、1001-2000 人開設課程數為 33.6

門，2001 人以上開設課程數為 44.3 門。在專業科目課程數部分，若學校規模在

500 人以下開設課程數為 14.3 門、501-1000 人開設課程數為 19.8 門、1001-2000

人開設課程數為 19.2 門，2001 人以上開設課程數為 43.1 門。在實習科目課程數

部分，若學校規模在 500 人以下開設課程數為 35.6 門、501-1000 人開設課程數

為 49.9 門、1001-2000 人開設課程數為 59 門，2001 人以上開設課程數為 95.2 門。 

 

整體而言，學校規模在 500 人以下，校訂選修（加上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後）平均

每校修課數 65.5 門、501-1000 人開設課程數為 95.2 門、1001-2000 人開設課程

數為 125.9 門，2001 人以上開設課程數為 199.4 門。其結果明顯指出，學生在校

訂選修上，學校規模越大，可提供給學生修課的多元性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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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10 學年度公立技術型高中校訂選修課程數，不同學校規模之比較 

 

 

 

公私立學校在新課綱的制度下，課程規劃是否有所差異？ 

除學校規模比較之外，本研究亦分析不同公私立學校別之課程規劃。結果顯示，

在一般科目、專業科目2、實習科目與特殊需求領域部分，公立學校相較於私立學

校，皆開設較多課程。 

 

在校訂必修部份，分析結果顯示，學校別為公立學校，在校訂必修的課程設計上，

一般科目開設為每校 22.9 門，私立學校則為 18 門；在專業科目部份，公立學校

設計則為每校 11.1 門，私立學校則為 10.8 門；在實習科目部份，公立學校設計

則為每校 24.6 門，私立學校則為 18 門，詳如下圖 5。 

 

 

 

 

 

 

 

 

 

                                                      
2 在校定選修專業科目部分，私立學校開設之課程略多於公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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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10 學年度公私立技術型高中校訂必修課程數比較 

 
 

在校訂選修部份，分析結果顯示，學校別為公立學校，在校訂選修的課程設計上，

一般科目開設比例為每校 33.8 門，私立學校則為 21.8 門；在專業科目部份，公

立學校開設比例為每校 21.3 門，私立學校則為 24.1 門，在實習科目部份，公立

學校開設比例為每校 62.1 門，私立學校則為 55 門，詳如下圖 6。 

 

圖 6  110 學年度公私立技術型高中校訂選修課程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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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影響課程多元性與開課數並非學校區位，而是在學校規模 

根據分析結果顯示，以學校區位檢視，一般學校、非山非市與偏遠地區學校，在

課程開課數差異不大。進一步以學校規模檢視課程開課數後發現，學校規模越大，

課程數越多。 

 

學校規模小，課程研發與開設的能量較小，乃屬正常現象。針對此種小校劣勢，

目前國教署已提供數項配套措施： 

(1) 透過各群科中心研發教案示例，提供課程資源給較弱的群科或小校，緩解小

校的課程開發壓力。 

(2) 國教署已在「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計畫平臺」設置「開課所需協助調查專

區」，透過均質化方案，協助各召集學校辦理各區選修課程之媒合，以利學生

得依其學習需求跨校選擇多元課程。 

(3) 偏遠小校開設多元課程所需師資，除以校內師資為主外，尚可透過「與大專

校院合作開課」、「跨校共聘師資」、「遴聘業師協同教學」或「遴聘校外兼課

教師」等多元管道，引進校外多元、適任師資，解決課程需求。  

(4) 透過高中優質化計畫，提供經費資源，鼓勵跨校共備、課程開發、教師增能

及跨校選修，以彌補小校規模不足之劣勢。 

 

另一研究發現為，技術型高中特色課程之規劃開設情形，私立學校的人均課程數

顯著低於公立學校。可能原因在於，現行教育部新增鐘點費補助對公、私立學校

並不一致，教師新增鐘點費公立學校是全額補助，但私立學校僅補助七成，故在

調查數據上呈現差異實屬必然。因此，在經營成本的考量下，私立技術型高中開

課較為保守。然教育部已於民國 111 年 01 月 28 日修正該要點，拉齊公、私立學

校補助項目，私立學校應可於 111 學年度開始受惠。公、私立學校補助資源齊一

後，應有助於私立學校擴大開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