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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全球少子化風暴之中，臺灣的高職學校該如何因應，方能在這波衝擊之下，

轉型為更為精緻、專業的教育單位。我國少子化的現況以及其對教育的影響應著

重在促成教育精緻化、提高家庭教育品質、引發學校招生問題、造成教師嚴重超

額等問題，再提出學校因應少子化可採行的應對策略，因應的策略從高職學校本

位特色發展方面分析，可分別從學校經營、教育人員、教育經費與學校閒置空間

等各層面來探討，學校閒置空間在重新定位後，也可為學校經營方向開發新的出

路，而不至於讓空間棄置。另外，我國目前公立高中、綜合高中的廣設，學生、

家長列為次等選擇與生源減少的衝擊下，大幅加增高職學校經營的壓力，甚至面

臨退場的風險。因此現階段的高職學校經營者更要敏覺教改思潮的趨勢，以學校

本位發展創新的思維與策略經營校園，引領學校跳脫傳統的管理方式，突顯精緻

與創新的特色高職，讓高職教育在後期中等教育中更具競爭力。 

 

貳貳貳貳、、、、少子化少子化少子化少子化之影響之影響之影響之影響 

一、少子化趨勢 

人口是國家構成的基本要素之一，亦是國力強弱、國勢消長的關鍵。觀察一

國的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可以了解該國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發展的狀況

（蕭佳純，2008）。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資料顯示，國內新生人口近幾年屢創

新低，自 2001年出生數為 260,354人，然而到 2011年卻只有 196,627人，十年

時間減少約七萬人，粗出生率也自千分之 11.65滑落至 8.48。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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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1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11 年年年年臺臺臺臺灣新生兒出生人數統計灣新生兒出生人數統計灣新生兒出生人數統計灣新生兒出生人數統計 

年代 出生數 

2001 年 260,354 
2002 年 247,530 
2003 年 227,070 
2004 年 216,419 
2005 年 205,854 
2006 年 204,459 
2007 年 204,414 
2008 年 198,733 
2009 年 191,310 
2010 年 166,886 
2011 年 196,627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行政院內政部戶政司（2012） 

 

經建會（2010）表示由於我國婦女生育率長期來持續下降，因此未來總人口

成長由正轉負，將為不可避免之趨勢，由圖 1 可知，2025年以後台灣的人口總

數呈現負成長。 

 

 

圖 1 經建會經建會經建會經建會 1990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60 年總成長人口高年總成長人口高年總成長人口高年總成長人口高、、、、中中中中、、、、低推估低推估低推估低推估 

資資資資料來源料來源料來源料來源：：：：經建會（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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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結構轉變問題，最早受影響的為教育領域，學生來源短缺，勢必殃及學

校的存在。隨著生育率逐年遞減，將調整為「倒金字塔型」，人口結構將朝少子

化、高齡化、異質化方向並進（徐明珠，2006）。由此可知，少子化改變人口結

構及教育發展已成為台灣不可避免的趨勢，未來學生來源短缺，學校對臨招生不

足將縮減班級規模的問題。特別是高職將面臨更大的競爭壓力，甚至有學校可能

會因學校經營不善，招生不足而退場（張獻庭，2005)。姚清輝（2008）表示，

我國在 2016 年（100 學年度）時高中職入學新生為 26 萬 354 人，104 學年度

時入學新生將驟降至 20 萬 5,854 人。若以此為基準，一個學校以每班 45 人，

30 班為計算規模，全國高中職至 2018 年（104 學年度）有約 40 所學校招不到

學生。造成教育市場供過餘求，教師員額過多，待職教師與流浪教師的問題將會

更加惡化。 

學者蔡銘津（2008）指出少子化代表著未來人口可能逐漸變少，而學生人數

的銳減，使得整個教育體系雖有一些正面影響，但更多的是無法避免的嚴苛市場

機制的考驗。從民國 57 年時高中職比例為 3:7，一直調整到目前公私立高中、

高職比率約為 1:1，使得高職學生人數大幅下降，能力較佳的學生，幾乎選擇了

高中就讀，使得高職教育變成了「次等教育」的情況出現。但根據觀察，近幾年

來，許多家長對大學錄取率高達九成以上，連聯考成績偏低亦能分發到大學就

讀，此種現象造成學生與家長對大學聯考鑑別度之不信任，因此，許多國中成績

中等之學生，紛紛轉向升學率僅五成左右之高職就讀，使得高職學生素質得以提

升但是，許多專家預估大約在 2016 年左右，少子化現象全面衝擊到高中、職，

而造成高中、職班級數銳減，其所造成之影響，不像國民義務教育階段，只衝擊

到師資培育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機會。舉例來說，私立高中職是以學費為主要的辦

學經費來源，當其面臨到學生人數減少之窘境時，很可能導致整併或停辦之情況

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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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1 年，國中、國小總班級數將比目前減少萬班由此可知，此一現象未

來勢必影響到高職教育(洪銘昇，2010)，以 90學年度顯示的資料為例，公私立

高中職招生不足的缺額，為核定招生人數之 24.45%，私立高中職招生不足的缺

額，高達核定招生人數的 35%，招生人數不及 100人學校則多達 25所（林海清，

2006）。根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推估，從 88至 99學年臺灣地區受高中高職

比例調整的影響，高級中等教育畢業生中，高中畢業生人數全期每年平均成長

1.4%，高職畢業生人數全期每年平均減 3.4%，因此傳統以來高等技職教育的學

生來源將受到影響；又由於高等教育的擴增及專科改制技術學院的影響，技職院

校的數量、科系將迅速增加，雖然教育部採取總量控制，但大部份學校均未達到

飽合狀態。教育部（2009）指出，報名參加九十八學年度高中職五專登記分發人

數為 14萬 7826人，錄取人數為 13萬 8728人，錄取率 93.85%，缺額為 5萬 9779

人，創 3年來新高；其中高職缺額為 3萬 6000多人，也創 3年來新高。由表 2

中可得知我國高職歷年變動情形，自八十八學年起至一百學年，每年都有新成立

或增設的高中，十多年之間公私立高中共增加 83間，反觀高職部分，十多年之

間卻是年年減少，減少情形以私立高職尤為明顯，共減少 39所學校，公私立高

職共減少 44所。可預見未來高職在招收學生以及經營學校方面將遭受莫大壓力。 

表 2 歷年高中職校數變動情形歷年高中職校數變動情形歷年高中職校數變動情形歷年高中職校數變動情形 

高中 高職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合計 公立 
較上一 

年增減 
私立 

較上一 

年增減 
合計 公立 

較上一 

年增減 
私立 

較上一 

年增減 

88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253 139 － 114 － 199 97 － 102 － 

89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277 152 +13 125 +11 188 95 -2 93 -9 

90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295 162 +10 133 +8 178 95 0 83 -10 

91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302 166 +4 136 +3 170 95 0 75 -8 

92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308 171 +5 137 +1 164 93 -2 71 -4 



5 

 

93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312 174 +3 138 +1 161 93 0 68 -3 

94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314 177 +3 137 -1 157 93 0 64 -4 

95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318 178 +1 140 +3 156 92 -1 64 0 

96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320 179 +1 141 +1 156 92 0 64 0 

97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321 180 +1 141 0 156 92 0 64 0 

98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330 185 +5 145 +4 156 92 0 64 0 

99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335 190 +5 145 0 156 92 0 64 0 

100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336 191 +1 145 0 155 92 0 63 -1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2012） 

 

二二二二、、、、少子化少子化少子化少子化對教育層面的影響對教育層面的影響對教育層面的影響對教育層面的影響 

少子化現象並不是短暫的問題，而是一波波對未來的衝擊，對教育而言，從

小學、國中、高中職到大學都會受影響。招生不足和學校運作困難的問題將接踵

而至，對教育的影響可分為以下三個層面：。 

（一）、師資供需失衡 

我國師資培育制度在民國八十三年開放多元自由培育機制之後，各公

私立大學紛紛廣設教育學程，在短短的數十年間，就使國內國民教育的師

資供需嚴重失衡，形成供給極度大於需求的局面。民國 84年師範校院、

一般大學教育學程及學士後學分班，共招生近萬人；民國 90年更突破兩

萬人（李名揚，2004）。教育的改革，開啓師資培育多元化的里程，雖有

其正面意義，但也產生教師資格人數急遽增加的問題。自從八十三年公布

「師資培育法」，由於目前設有師資培育中心的大學院校，全台多達八十

多所，每年培育的師資約近二萬人（吳武典，2005），截至 2005年 6 月

統計，取得教師證書而未謀得教職的流浪教師已達 3萬 1,264人，再加上

預估將新取得合格證書的「儲備教師」約 1萬 7千人，則總師資儲備量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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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近 5萬名，遠超過實際所需。 

由此可知，在學生人數年年減少的情況下，教職人數又已面臨飽和，

從中小學師資的需多於供，直至目前供多於需的飽和狀態，這樣的變革對

職場中的教師與即將踏入新鮮人之職前教師，無非是莫大的衝擊（王端

壎，2008）。教育改革失利造成學生不快樂、家長不支持以及教師不知所

措的的反彈情緒；師資培育的自由化和多元化，釀成了流浪教師的問題。 

（二）減班危機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2012）資料顯示，100學年度全國高中職學生人

數如表 3所示，由表 3可知，高中學校學生總人數佔全國高中職學生人數

之 52.31%，高職佔全國高中職學生人數之 47.69%，由此可知在少子化趨

勢下高職學校教師在招生與資源分配上比高中面臨較大困難，而高職學校

在經營上也面臨更大的考驗與壓力。 

表 3  100 學年度全國公私立高中職學生人數學年度全國公私立高中職學生人數學年度全國公私立高中職學生人數學年度全國公私立高中職學生人數 

公私立 
項目 

高中 高職 小計 

學生數 401,958 366,449 768,407 

學生數比例 52.31％ 47.69％ 10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2012） 

 

（三）增加學校閒置空間 

根據統計，2005年時全國已有 71 所閒置校舍產生（陳曼玲，2005）。

以經濟觀點來看，舊校舍的荒廢就是一種投資的浪費，導致教育投資使用

效率偏低；且空餘教室雖閒置不用，但其固定的保養、維修費用卻仍必須

持續支出。當學生愈來愈少，學校閒置空間將愈來愈多，可能形成經費浪

費以及校園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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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高職學校本位特色發展高職學校本位特色發展高職學校本位特色發展高職學校本位特色發展 

採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途徑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學校所提供的課程，能夠適

時且適切的回應學生的學習興趣與需要、學校環境的條件與特色、家長對子女教

育的期望、以及社區的特性與資源，改進學校課程的品質，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

學生及學校社區的個別需要與特性，就我國高職在學校本位的發展上，因為少子

化問題而衍生出的問題，不得不做為高職學校經營上的考量。 

（一）、我國高職目前在少子化趨勢下所面臨的經營課題 

高中與職校學生的比例在1967年約為六比四，經由人力規劃，到1982年迅速

轉變為三比七，之後穩定保持在三比七，直到1995年以後隨著廣設高中（含綜合

高中）和少子化導致學生來源減少。如表4所示，2000-2011十幾年間，高中和高

職校數比由59：40轉變為68：32；如表5所示，高中和高職學生人數比則由45：

54轉變為52：47。亦即高職校數和學生人數呈絕對和相對性地減少。 

 

表4  高中高中高中高中職職職職校數分配結構校數分配結構校數分配結構校數分配結構 

 學 年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高職 188 178 170 164 161 157 156 156 156 156 156 155 校

數 
高中 277 295 302 308 312 314 318 320 321 330 335 336 

高職 40.4 37.6 36.0 34.7 34.0 33.3 32.9 32.8 32.7 32.1 31.8 31.6 結

構

比 
高中 59.6 62.4 64.0 65.3 66.0 66.7 67.1 67.2 67.3 67.9 68.2 68.4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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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高中高中高中高中職職職職學生數分配結構學生數分配結構學生數分配結構學生數分配結構 

 學 年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高

職 

42.7 37.7 33.9 32.5 32.6 33.1 33.5 33.9 34.6 35.4 36.2 36.6 學

生

數

(萬) 

高

中 

35.6 37.0 38.3 39.3 40.9 42.0 41.9 41.4 40.6 40.3 40.0 40.1 

高

職 

54.5 50.5 47.0 45.3 44.3 44.1 44.5 45.0 46.0 46.8 47.5 47.7 結

構

比 高

中 

45.5 49.5 53.0 54.7 55.7 55.9 55.5 55.5 54.0 53.2 52.5 52.3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2012） 

 

目前在少子化趨勢下所面臨的經營課題可分為三點說明： 

1. 私校比偏高和公共預算偏低，造成來自社經地位較低家庭的技職學生需

繳交較高的學雜費。在我國各級學校中，私立學校因所獲得的公共預

算較公立學校少，所以就讀私校學生需繳交較高的學雜費。國內技職

體系中，職校及技專校院學生總人數在私校者各占六成及八成左右，

此一私校比高於一般普通體系中的私、公校比，加上技職學生來自社

經地位較低家庭的比例高於一般普通體系（人力規劃處，2003；廖年

淼，2003，2004）。因此形成來自社經地位較低家庭之技職學生需繳交

較高學雜費現象，但不一定得到較高品質的教育，因此並不符合社會

公平與正義。 

2. 職校生享用的教育資源和升讀公立學校機會不如高中生，就業表現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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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優勢。職校由於需更多教學設施和設備，許多國家的職校學生人

均單位成本高於高中（1.5：1被認為是合宜比例），但我國當前職校學

生的人均單位成本低於高中學生、升讀公立校院的機會遠低於高中學

生，畢業生在就業市場的表現也沒有相對優勢（人力規劃處，2003；

廖年淼，2003，2004）。就前者而言，主要是我國對於技職教育的公共

投資不足；就後者而言，主要是職校入學學生的基礎能力和人際脈絡

不如高中學生，加上職校入學後享用資源不如高中生、以及課程不符

就業市場所需等「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原因所致（廖年淼，2003）。 

3. 技職教育與普通教育的區隔日益模糊在本質上，技職教育旨在培養學習

者立即從事以實務活動為主的職涯。傳統上，這種教育係非學術性，

且和特定行職業直接相關（Imel，1989；Wikipedia，2007）。我國早期

各級技職教育均以養成實務人才立即就業為目標，但近年來隨著高等

技職教育大幅擴充，例如2001-2004學年職校畢業生升學的比例愈來愈

高。技職教育的角色愈來愈從「工作訓練」（job training）轉為兼顧「職

涯發展」（career development）準備為主，導致技職教育與普通教育的

區隔日益模糊（人力規劃處，2003）。 

（二）、學校本位的特色發展 

  以高職學校的發展應以學校的教育理念及學生的需要為核心，同時也

需要考量校外社區的特色及大眾的期望，並符應中央及地方教育主管機關

法令與政策的規範。因為學校並不是存在真空的社會情境當中，而是一個

開放性的組織，無法置外於這些因素的影響。然而，這些不同來源的外在

課程影響勢力，只有在以學校及學生需求為核心的調和之下，才能夠發展

出能夠適合學生需要、激發學生學習動機的課程，並且能夠因人、事、時、

地、物的需要而制宜，作出允當的回應。如此，學校不但可以提升學生的

學習成效，也可以從而建立學校的辦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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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學校經營的運作與策略，攸關我國整體教育文化、政治經濟與基

層技術人力資源應用的優劣。在追求精緻教育的今天，高職學校如何將創

新的理念建構於學校之中，發展創新經營策略，進而於組織的「質」與「量」

雙方面進行突破與改進，增加競爭的優勢，以謀永續經營的目標，則為當

前值得關切的議題。學校為教育的第一現場，也是受到波及的第一道關

卡。由於新生兒人數逐年遞減，若配合降低班級人數計畫，再加上適切的

配套措施，即可趁學生人數減少的機會，積極改善學習環境，則少子化便

可轉為提升教育品質的良機（彭富源，2009），學校也可因此健康塑身，

將教育資源作更妥善的運用。以下則就關於高職學校教育的幾個層面，探

討如何因應少子化，達成學校本位特色發展的目標。 

1. 多元化的個別教學 

教育部在1998年有推動小班教學的計畫，降低班級人數，可增進師

生互動，以實施個別化教學及個別輔導，達成「多元化、個別化、適性

化」的教學。但是十年過後，由於少子化速度太快，小班教學已無需刻

意推動，卻成為不得不進行的工作。讓學生接受更充實的教育，也是為

了未來臺灣的勞動力人口素質的提升，對學校而言，這也是提高辦學績

效，吸引學生前來就讀的可行策略。 

2. 以企業化方式經營學校 

學者徐明珠（2006）指出在學生來源有限的前提之下，為了吸引學

生，學校應更努力提升辦學品質。此時可導入企業化經營觀念，重視消

費者的需求，追求產能與產值的更高效益。例如透過職業訓練以及與社

區學院結合，甚至進行學術輸出、舉辦藝文活動，都可為學校開闢財源，

提高辦學效益。在少子化趨勢下彰顯學本位特色，也是學校轉型的良好

契機。 

3. 實施學校本位財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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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各學校熱衷於學校本位管理（school-based management），其

中對於學校本位財政管理尤其嚮往，因為學校之財政預算更被認為是學

校自主經營成敗之關鍵（Caldwell & Spinks, 1988）。所以，重新界定政

府角色與職責、決定政府保留經費幅度、建立預算分配公式和整批撥款

等工作，成為以學校為本位之財政管理實施之必要步驟。教育行政機關

和學校共同擬定經費分配模式後，學校獲得其可以自主運作的經費，減

少外在的控制，方能有效率的因應變化，有了經費自主權後，也可以利

用學校既有特色或空間，籌措經費。 

4. 結合學校社區，建立經營特色 

學校建築是為了達成教育目的而設立的教學活動場所，故教育的空

間應該要能夠發揮其教育的功用。當學校與社區成為「生命共同體」之

後，其地位將更加穩固，也就更不容易被裁併，另一方面學校因少子化

影響而產生的閒置空間，也可為學校經營方向開發新的出路，而不至於

讓空間棄置。學校是社區的「文化中心」，社區是學校的「資源教室」，

學校如被撤併，社區將因此失去學校，而缺乏可以凝聚住民的場所，無

法做知識的交流與傳遞；學校亦將因為無社區的依附，無法推動資源整

合和終身學習的概念（徐明珠，2006）。學校與地區之間的依存關係，

和建立特色有很大的相關性，例如在教育活動上，讓社區居民能有參與

和協助機會；而學校發展也要與地區共同建構地區的教育圖像。這樣才

不會在某一地區出現都是「與地區毫無相關」的相同特色之學校（湯志

民，2006）。 

 

肆肆肆肆、、、、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學校是課程改革的基本單位，高職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是促成學校課程改革的

重要機制。在民主而多元的社會裏，每一所學校所服務的社區各有其特殊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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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因而也各有其個殊的需求，同時，學生的學習需求、興趣與性向、未來的發

展方向、及升學與就業的志向與管道也各有所不同。職校所提供的課程需要反映

學生及周遭社區環境的個殊需求，以改善學生的學習機會，因此，職校需要更多

的課程自主空間，以便能夠因人、事、時、地、物的需要而制宜。隨著學校本位

課程發展的運作而來的自由、機會、責任和資源，提供給學校與教師一個能夠有

效決定和主導各項課程事務的空間。學校、家長、及社區關心教育的人士，在充

分應用課程上的彈性自主空間與專業知能，便能夠轉化課程文件上的規定，配合

學生的需求、家長的期望、社區的環境、和新興議題，因校制宜，共同發展出適

合學生、學校、社區、和未來社會所需要的課程，以符合多元的需求。 

在少子化趨勢下高職學校就該校的學校本位特色發展裡，首重建立優質學校

品質的形象，可從生活教育及提升教師教學成效做起，增進學生學習表現建立學

校社會聲望，其次是重視學校師資素質，提升學校教師教學專業形象，在學校本

位特色發展，吸引學生就讀、透過學校各項活動，讓學區內居民瞭解學校辦學狀

況、加強與社區互動關係，辦理或參與社區活動、積極安排學校教職員至學區宣

傳辦學績效等、透過學校行銷活動吸引學生就讀。將創意融入經營理念與目標、

建立學習型組織之行政團隊與教學團隊，加強交流與對話以促進學校組織創新、

鼓勵全校成員共同參與學校創新經營計畫之研議、用資料庫、網頁、研討會建立

知識共享平台、社群交流，促進知識創新、運用知識管理概念，精簡學校行政作

業流程、結合鄰近學校，組成群組學校(策略聯盟)，促進校際之間經驗分享等。

結合社區文化特色發展學校特殊課程，如英數資優、音樂、美術、體育、舞蹈等，

以吸引特殊才能學生就讀，同時也可將校園閒置空間規劃為專科教室及校園閒置

空間改為教師研究室或行政辦公室及校園閒置空間與社區結合，做為社會教育或

社區照護場所。 

校長是學校課程改革的領航員與推動者，學校行政人員是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的促進者。校長能否凝聚學校社區對學校教育的共識，並且營造有利的學校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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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是學校的課程方案順利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校長的支持與推動，更關係到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活動的成功與否。校長對學校的生態及內部結構關係的複雜

性，不但需要有完整的認識，更要能夠進一步主動積極地營造良好的學校氣氛，

引導其向可欲的方向發展，使學校能夠營造出正面、合作、具凝聚力的學校氣氛，

利於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需要團隊合作，分享領導，學校的

各處室主任、學年或學科主任、教務處的教學組長等，也經常分擔課程發展過程

中不同層級事務的領導任務，配合提供各項需要的資源與服務，協助問題的解決

等。 

教師是學校課程改革成功的關鍵。課程與教學是教師的專業職責。在教學實

務上，教師不能只依照課本、教師手冊和習作而授課，將自己侷限在實施教材的

技術人員，使學校成為「裝配工廠」。只要教師願意充分發揮專業的教育理念和

才華，轉化官方課程，發展學校和班級的適性課程，就能引導學生進行有意義的

學習，帶好每一位學生。教師是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最重要的參與人員，因此，學

校全體教師需要擁有參與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所需的專業知識與能力、並且具備奉

獻投入的意願，以便勝任在團體中合作進行各項課程發展的任務。展望當前課程

改革的遠景，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在中小學校園內，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是關心

學校教育的人士同心攜手邁向二十一世紀的一件專業盛事，也是許多教師學校專

業生活中一項極為重要的特色。學校需要積極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實施，教

師需要主動參與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規劃，社區需要大力配合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的作為，政府需要全力支援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運作，使每一所學校都能邁向成

功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所發展出來的課程既可以培養未來國民所需要的共同基

本能力，又可以符合地方與學生的實際需要，並能落實這一波教育改革的中心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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