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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 90 年代以後，植基於多元學力觀與個性化教育的理念，日本

高中入學制度之主要變革與趨勢。為達此一目的，本研究以文獻調查和文件分析

為主，描述、分析改革之背景與理念、入試制度的發展現況與動向、相關配套政

策的推動等。最後，歸納分析結果，提出相關建議，期能作為我國落實高中入學

制度與評量方式之參考。

關鍵詞:個性化教育、入學制度、多元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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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以來日本高中入學制度之變革與趨勢

Changes and Trends of Japan's Senior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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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pu中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changes and 仕ends of the system for entering senior high 

schools in Japan.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document analysis are used to describe and analyze the back

ground,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Japan's high school entrance system reform, and methods of as

sessment. Suggestions are given as regards to senior high school entrance standards and methods of edu

cational assessment in Taiwan. 

Keywords: adaptive education, entrance system, multi-opportunities to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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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題敘述

入學考試制度在教育體制中扮演甄別、選拔、分流學生的重要機制，但臺灣傳

統的統一考試與分發制度，長期以來飽受考試領導教學、過度重視智育成績、一試

定終身等批評。為怯除這些弊病，教育部於 90 學年度起全面實施高中職多元入學方

案，以實現適性適才適所的教育目標。男一方面，為因應九年一貫課程培養學生帶

得走能力的目標，教育部叉於 94 年起實施國民中學基本學力測驗，評量學生基礎

的、核心的、重要的知識與能力，並作為入學參據。期能回歸人本教育、正常教學，

以學生為學習主體。

同樣的，日本為扭轉傳統知識偏重的學校教育弊病與激烈的升學競爭，自 80 年

代起展開第三次教育改革，在「重視個性」原則下，教育目標由重視教育為經濟服

務到重視學生個性和創造力的培養。至 90年代初期，文部省 (2001 年改為文部科學

省，相當於教育部)重新思考教育目標所欲培養的學力，認為片斷知識累積型態的

學習，無法提供個體適應未來社會變化，因而轉向重視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以及對學習的關心、意欲、態度等的培養。即自我教育力、個

性化教育的重視。

因應學校教育對培養目標學力看法的轉變，丈部省體認到高中入學考試的方針

與措施，對國中教育正常化落實的重要性。因此， 80 年代開始，入試 l 方法多樣化

成為高中教育改革的主軸; 90 年代之後，更確立高中入試改革多元化與個性化的推

進路線。易言之，戰後日本在歷經長期以考試為中心的應試教育階段，現在正逐漸

擺脫「考試地獄」的狀況。企圖以多元學力觀取代一元化的入學考試評量，培養出

能適應未來社會、符合新時代需求的人才。

由上述可知，臺灣與日本的學校教育改革的方向皆從知識偏重轉向重視能力的

培養，並強調學生學習的主體性。因應此一教育目標的改變，兩國皆體認到高中入

試制度對園中教育正常化之影響，因而著手進行入學考試評量與方式的改革，期能

測量到學生的多元學力，並依其特性選擇適合學校就讀。惟日本高中入試改革自 80

年即巳展開，至 90 年代更蓬勃發展與多元，在兩國相似改革背景下，日本入試改革

經驗應可作為我國發展與調整之參考。因此，本研究擬以日本 90 年代以來入學考試

制度的改革為主軸，從社會的變遷探討其變革背景、理念，進而分析其具體作法、

l 入學考試的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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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以來日本高中入學制度之變革與趨勢

趨勢和改革動向。藉由日本改革最新理念及實施狀況，全面了解改革現狀與發展趨

勢，期能對我國走出應試教育的模式，真正落實素質教育以因應未來社會發展有所

啟示。

二、研究目的與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文獻調查和文件分析法，蒐集團內外有關日本高中入學考試制度

之相關論文、專者、官方報告書等資料，作為取材分析依據，進而加以研讀、理解、

詮釋與整理分析，描述、歸納與評述日本 90 年代以後高中入學考試制度，達成下列

目的:

(一)探討日本當前高中入學考試制度之改革背景與主要理念。

(二)分析日本當前高中入學考試制度之主要變革、趨勢與問題。

(三)歸納結果，提出相關建議，作為我國規劃入學考試與評量之參考。

貳、改革背景與理念

戰後日本義務教育延長至中等教育前期，高中始擔負起義務教育延續與高等教

育接續之重責。當時，高中入學實施無考試與報告書的「全入 J (全員入學)原則

(田中耕治， 2002 : 172) 。進入 50 年代後期，入學選拔的原則開始轉向，至 60 年

代，明確迎向「通格者主義 J (合適資格者)時代。 60 年代同時也是高中升學率急

速竄升時期，但「適格者主義」的選拔原則以能力為取向，採用相對評量2偏差值3

(相當於 T 分數)高低作為入學依據，導致全國學生皆捲入激烈的入學考試競爭，

因而招來「考試地獄」的批判。

因此， 80 年代開始，因應個性化教育(相當於適性教育)路線，再加上教育評

量受到達度評量理念的影響，學習評量逐漸朝絕對評量發展。同樣的，高中入試也

從根據一元化相對評量的入試者選拔，轉向入試多樣化、選拔多元化。最明顯的轉

變是文部省於 1983 年 12 月召開「有關高中入學者選拔方法改善的檢討會議 J 並於

1984 年 6 月提出會議報告書，確立入試方法多樣化與自由化目標。其中，以廢除學

校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59 條第 4 款「同一時期﹒同一考試」的弊害，朝入試自由化目

標邁進。基於上述原則，各地方教育行政單位由此展開配合學校和學科特性的多樣

化選拔，以及選拔標準的多元化。

2 日本將「常模參照評量」稱之為「相對評量 J '而「標準參照評量」則稱為「絕對評量」或「目標

準據評量 J '木文直接譯自日文用法。

3 fl.PT 分數，將學生成績轉換成常態化的標準分數，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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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以後，入試改革仍朝多元化路線前進。 1991 年第 14 屆中央教育審議會提

出〈因應新時代教育的各項制度〉報告書，針對高中教育改革方案，提出朝三個方

向推進: (一)以多樣化、個性化為基礎教育的總體改革理念; (二)堅持與社會

需求多樣化、高中教育特色化、學生個性化相對應於選拔方法多樣化、評量尺度多

元化的高中入學選拔考試改革宗旨; (三)尋求各種改善方法，力求非偏頗知識思

考力和表現力的評量學力檢查4 ，重視學業以外活動的評量(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1 )。據此，丈部省於 1991 年 6 月召開「高中教育改革促進會議 J 相繼提出四

次〈高中入學者選拔的改善〉報告書。並根據該會議第二次報告書發函各地教育委

員會，明確揭示廢止坊間補習業者提供的測驗，廢除運用偏差值排序作為入學依據，

並建議根據受試機會複數化，實施多階段入學選拔的配套措施，導入因應各校特色

選擇適合者的評量原則。

1994 年度開始，各都道府縣推動以尊重個人意願為主的升學指導，公立高中亦

逐漸擴大推薦入學比例。在適性與多元評量原則下，實施測驗學科的增減、不同學

科的加權計分、學校獨立命題等彈性作法。在推薦入學方面，各校可酌情採用在校

生活中體育、文化、社會、志工活動等實際表現，在無學力檢查情況下，考量大幅

刪減調查書比重。而調查書5 與學力檢查間的比例分配也較為彈性，部分縣也在學

力檢查科目中針對不同學科加重計分。此外，尚有口試、小論文、作文、實作考查

等合併審查的機制。透過入試多樣化、評量尺度多元化，藉此解決課外補習、根據

偏差值高低進行升學輔導的問題。

90 年代後期，中教審於 1997 年諮議報告中指出，特定高中考試競爭仍舊嚴重，

而且選拔方法依然存在狹義以學力評量為重點的齊一性(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7)。

為使激烈考試競爭趨於緩和 r放寬考試限制」便成為高中入學考試制度的根本目

標。之後，中教審叉於 1999 年提出〈初等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銜接的改善〉諮議報

告。指出「各學校階段的到達度評量」原則，同時強調入試制度不僅是高中或大學

單向的入學選拔，而是學校與受試者間的相互選擇(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 。此

處所言之「到達度評量」內容，頗有各校獨自進行教育成果測量的意味(田中耕治，

2002 : 209) ，並非全國統一的絕對標準。而各校欲達成的學力目標為何，勢必影響

其對入學者的選拔。因此，有關評量基準與評量方法的研究、開發遂成為各校努力

的課題。

參、入試制度的主要變革與趨向

基於上述改革理念與背景，為回應社會對多元學力與個性化教育的期待， 90 年

4即高中入學的學力考試。

5 為學生在校各方面學習表現的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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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後，日本高中透過更多元與彈性的入試制度，以及建立特色化學校等政策，期

能適應不同學生的需求。其具體的改革動向與趨勢，主要有三方面:

一、多元化的入學管道

目前日本的入學方式相當多元，不僅有以學力考試為主的一般入學，尚有以學

校推薦或自我推薦為主的推薦入學，甚至也有單純以調查書或一項專長(一藝入學)

申請入學，但絕大多數仍以推薦入學和一般入學為主。

(→)雄薦入學

推薦入學通常毋須接受學力考試，而是根據國中的推薦書、調查書，由高中實

施口試、作丈、英力聽力、小論文、性向測驗等，判斷錄取與否。因此，學生對此

意願相當高，導入此制度的縣也陸續增加。根據文部省 1998 年的調查， 1997 學年度

實施推薦入學的都道府縣共有 46 個，其中普通科為 43 個(文部省， 1997a) 。

一般推薦入學的實施日期皆早於學力考試，普通科的錄取名額佔招生人數約 30

%以內，普通高中的專門學科(如美術、體育)或專門課程，以及高等專門學校(相

當於高職)的錄取名額可高達到 %"-'60% 。參加推薦入學合格者，必須在一定期限

內提出「入學確定書 J 不可再參加一般入學考試，不合格者可重提「願書 J (志

願申請書) ，向一般學校申請入學考試。

叉，為因應多次考試機會政策的推動，並克服推薦入學選拔過程的不透明，部

分都道府縣導入新的推薦入學制度一一特色化選拔制度。向來調查書皆由校長代表

推薦，新制度在學生自我推薦基礎上，由各高中自行實施選拔的方法。表 l 即千葉

縣新、舊推薦入學制度之比較。

(二)→般入學

一般入學係以學力考試成績為主，輔以調查書成績進行錄取與否的綜合判定，

有些學校會加考口試、實技檢查(相當於術科考試)、小論文等。部分第一次招生

人數未達錄取總人數的學校，會進行第二次招生。此外，有的學校將招生方式分為

前後期，依特定比例實施不同時期的招生，稱為第一次招生期間(分割前期)與第

二次招生期間(分割後期)。其次，在一般入學第一次招生或分割前期招生中，

80"-'90 %的錄取名額是根據綜合成績決定，但仍由 10"-'20 %的名額可由各校自訂錄

取標準'稱為「特別選考」。各校自訂的標準依各校重視的項目而定，諸如調查書、

特別活動、學力考試的特定學科等。

二、多元化的入學語量尺度

在「重視個性」教育的原則下，不論是國中或高中的教育課程與評量，皆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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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不同學生之個性為重點，朝多元化方向邁進。在此前提下，高中入學不再依賴齊

一的、一元化的評量尺度，轉而根據學生興趣、需求、升學志願等，實施多元評量。

此制度的推動，能讓高中根據自身特色，選擇符合學校期待的學生;亦讓國中生更

能依照自身需求、興趣、專長等，選擇心目中理想學校就讀。發展至今，最常見的

入學評量方式有五種:

(→)學力檢查

在一般高中入學考試方面，除推薦入學者外，其他以一般入學管道升學者大都

必須接受統一的「學力考試」。但有關實施學力考試的科目數、科目名稱、檢查問

題的內容、考試成績的比重、實施時程等各校皆可彈性處理。

以東京都立高中為例，一般入學學力考試的科目是五科(國語、數學、社會、

理科、英語) ，也有只考三科重點科目者(東京都教育委員會， 2004a) 。而學力考

試結果，各高中亦可根據學校或課程特色，採計不同科目的加權分數。在試題內容

表 1 千葉縣新、舊推薦入學比較表

[全日制]

推薦|﹒普通科: 5"-'40 % 

比例卜專門學科: 5"-'50 % 

﹒綜合學科: 5"-'50 % 

[@須具備下述條件，國中校長負責推薦
志願|

卜高中共遍推薦條件 卜由各校自訂
條件|

﹒各高中特別規定的推薦條件

[全日制﹒定時制]

﹒全部的學校、學科: 10"-'50 % 

﹒調查書(評定採相對評暈， 1 、 2 學年是 I
E 卜調查書(評定採 5 等第絕對評量，結果

提出[ 5 等第，第 3 學年探 10 等第，結果不公|
".~-..， ~[ 在合格發表隔天通知本人)

資料| 開)。 自

﹒推薦書(學校填寫，校長蓋章)
﹒志願理由書(本人填寫，監護人蓋章)

。口試、團體討論、自己表現、作文、小

論文、適性檢查、學校獨立問題檢查及

其他方式擇一審查。

審查卜全部高中實施口試。此外，由作文、小[@學校獨立檢查的問題範例﹒

內容| 論文及性向測驗中擇一審查。 卜基礎、基本的目標及能看出思考力、判

斷力、應用力的測驗

.針對各校特色進行跨學科的綜合問題測

驗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千葉縣、教育委員會 (2002 )。噪立高等羊校再編計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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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各學科領域的命題係以能評童學生知識的理解、思考力、應用力、表現力等

問題類型，內容更趨靈活、彈性與多元。

不過，一般入學統一考試的題目偏向學科基礎、基本內容命題，對能力較高學

生區辨力較低。因此，部分高中開始實施學校獨立命題。以東京都為例，日比谷高

中於 2002 年度首先實施獨立命題，成為社會注目焦點。受此風潮影響，西、戶山、

新宿、八主子和國分寺高中等陸續加入。至 2005 年度巳增至 12 所，旦大部分是升

學指導重點型學校(東京都教委員會， ibid) 。

(二)調賣書

內申書 (school report) 正式名稱為調查書，是申請或甄選入學者向上級學校所

提出的在校學習狀況報告書，包括學業成績、個性、行為、健康等記錄。自 1966 年

起，文部省為矯正學力考試造成高中間排名競爭，將學生平日學習狀況納入升學依

據之一。相對於學力考試只根據一次考試結果作為入學依據，調查書能反映每位學

生長期性、持續性的評量成果，提供多面性、綜合性的評量。因此，在高中入學考

試時，併用兩者的成績進行綜合判定遂成主流。但兩者間的比重分配、內容等，由

各地教育委員會或學校自訂(參閱表 2) 。

表 2 學力檢查與調查書的比重

學力檢查<調查書|靜岡

|北海道、秋田、宮城、山梨、長野、富山、福井、京都、兵庫、

學力檢查=調查書|和歌山、岡山、山口、德島、香川、高知、福岡、長崎、熊本、 I 19 
鹿兒島

學力檢查>調查書|是城、三重 I 2 

各校自由裁量(學

力檢奎:調查書)

青森、山形* (7 : 3~3 : 7)、群馬 (7 : 3~1 : 9) 、楊木* (9 : 
1~4 : 6) 、琦玉* (6 : 4~3 : 7)、東京* (5 : 5~7 : 3) 、神奈

川 *(6:4~4:6) 、新瀉* (7 : 3~3 : 7)、吱牟* (7 : 3~3 : 
I 18 

7)、滋賀* (7 : 3~3 : 7)、大阪、奈良* (7 : 3~3 : 7)、烏
取*、島板、愛媛、佐賀、大分* (5 : 5~7 : 3) 、沖繩 (6 : 
4~4 : 6) 

岩手(3階段還考:招生人數 50峙的名為同等;招生人數

10~40%重視調查書;招生人數 10%重學力檢查)

福島:原則上同等，部分高校學力檢查成績加重 2~5 倍

其他 |千葉:原則上同等，部分招生名額比重不同 I 7 

愛知:原則上同等 'B 群中部分招生名額比重不同

廣島:厚、則上同等，部分高校、科別依招生名額比重不同

石川(不公布)、宮崎(不公布)

資料來源:研究者登理自新學社網站資料。

注 '*J 表該縣雖由各校裁量，但半數以上學校重視學力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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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後，為評量入學者多樣的能力，特別是對學習的關心、意欲和態度，高

中入試在各學科學習記錄中，除原本綜合性「評定 J 6 欄外，亦納入分析性的「觀點

別學習狀況 J 7 評量，以瞭解學生平日學習狀況。根據丈部省 1997 年「高等學校入

學者選拔的改善等相關狀況」調查， 1994 年高中入試探用「觀點別學習狀況」欄者，

已有的縣(哥|自古田香奈、淹呎潤、仙波克也， 1997 : 315) 

部分都道府縣(如北海道、青森、福島、琦玉等)調查書成績計算更增加選修

科目學習記錄、特別活動、行為等學習成績以外記錄，所佔比例、計分方式等由各

地方或學校自訂(細金值男， 1993 : 38-39) 。發展至今，調查書的活用更為彈性，

運用資料更為多元，如綜合學習時間記錄、個人履歷卡 (PR卡)等。

(三)口說

入學者選拔採用口試的方式，最早見於文部省 1966 年(昭和 41 年) 7 月的通

知，-入學者選拔之際，針對考生升學意識的確認等，除利用調查書記載事項的關

連性之外，在有必要深入瞭解考生的情況下，得實施口試，並將其結果作為選拔資

料之一 J (岡昌春， 1993 : 151) 。發展至今，口試已成為實施推薦入試學校廣泛運

用的評量方式之一。學校得針對學生相關學科的知識、理解直接進行測定，並進一

步掌握入學者基本的生活態度、入學動機、學習意欲、未來計畫，以及自我主張、

獨立思考、臨場反應等能力。為提高口試的客觀性和信賴性，一般由多位口試委員

根據評分標準進行各項目的評定。

(四)小論文(或作文)

以個人想法的歸納、文章表現作為選拔資料的小論文，主要藉由學生文章組織

結構、訊息傳達能力的評量，作為選拔的媒介。這類型試題通常在推薦入學階段實

施，於一定時間內寫出規定字數的主題小論文(通常是 50 分鐘內 600 字) ，但不限

於國語科的作文題型，其他學科亦可透過申論方式評量學生邏輯思考、應用知識等

能力。最常見的是以受試者為中心設定的主題，提出個人對該校、該科、該課程設

置宗旨的看法、選擇該校(科)的理由等與學科知識較無關者。亦有以學科知識為

基礎，進行相關問題論述，以評量學生學科理解力、表現力和應用力(如圖 1 ) 

小論文的計分方式，由各校自訂評分標準'再由多位評分者針對內容、邏輯性、組

織佈局、錯別字、字數等進行評分。

(五)實技檢查

目前實技檢查通常實施於課程制(相當於科別制)、專門學科的高中職，是評

量某學科實際表現能力的最佳方式。例如，音樂科的報考者必須測驗演奏、聽曲、

6 RP根據學生學習成果進行綜合性的 54321 五等第的判斷。

7即評量的向度，分為「關心﹒意欲﹒態度」、「思考﹒判斷 J 、「技能﹒表現」及「知識﹒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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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君畫出下茵一個1/3 + 1/2 = 2/5 的圖，為何不對，請說明之。

為什麼這樣的想法不對，怎麼恩考才是正確的，請你利用分數的意義，

在 600 字內簡單敘述讓A君瞭解。

@+G=CED 
[堉玉縣立浦和高校平成 14 年度推薦入學試題

圖 1 小論文入試題型

資料來源: 7" 口夕、仿故人才~::;←網站。

看譜、寫譜等技能。普通中實施者較少，以導入英語或國語聽力測驗為主，目的在

評量考生使用語言的能力。

由上述可知，目前日本高中入試評量尺度依學生特質、學校(科)特色而真。

即使選拔方法不盡相同，一般入試大都會採用複數或多元評量尺度，進行各項成績

綜合判定，以為錄取與否之依據。各項成績所佔比重端視各校特色而定，圖 2 為東

推薦入學

毋須參加學力檢

局查，但必須接受茵

n 試，部分學校加考

小論文、作文和實

:技檢查。
此外，調查書中

必須將必修學科的

觀點別學習狀況

I (全部 37 個觀點)

予以數值化。滿分

】由各校自訂。根據

1 各校特色，可針對

;特定學科或觀點，

i 予以加重計分。

一般入學成績計算方式

學力檢查成績等

五科或三科的學力

檢查之外，部分學

校加考小論文、作

文、貫作等。

個人 PR卡的成績

各校根據各種評量

標準予以數值化。

滿分設定在 100 分

以上。

調資書成績

將必修學科的評定

結果數值化。滿分

為 300 、 4ω 、 500 、
600 分，由各校自

選，將九學科的評

定予以換算。

17 個人 PR 卡分數(100 分以上)可
'~、‘一一、---個且』干 哼唱- 一一-一一副)司一-

1 學力檢查分數+調查書分數(滿分 lω0 分)二

I L 總分
-，.~""---一一一﹒

啊啊啊社1" l 面試、小論文、作文、賞作等分數 4

根據各校 \ ~←一一一一一一一

圓 2 運用多元評量尺度的融合成積計算

資料來源:采京都教育委員會 (2004c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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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一般入學與推薦入學成績計算方式，各校仍保有部分彈性。

三、實施多階段入學考試

為減輕學生「一試定終身」的考試壓力，丈部省自 90 年代以來，便積極導入多

階段入學考試制度，實施受試機會複數化(多次考試)措施，擴大學生升學考試的

選擇機會。此項措施最早溯及 1984 年(昭和 59 年)學校教育法施行細則的修正，

「各都道府縣學力考試必須在同一日期、根據相同問題實施，並根據學力考試日期

的劃分，以利實施受試機會複數化」。之後，各都道府縣乃致力於根據受試機會複

數化的理念，規劃辦理多階段的入學者選拔。愛知縣率先於 1989 年度將縣立全部高

中分為A 、 B兩個群體，實施不同日程與測驗問題的考試(青藤剛史， 2002 : 24) 。

發展至今，幾近全數的縣教育委員會(岩手黑除外)皆已建立推薦入試與二次招生

等受試機會複數化制度。

在推行受試機會複數化過程中，各學校必須事先決定選拔日程與招生人數，賦

予考生兩次以上的考試機會。一般分為「推薦入試」與「一般入試」兩種。由於推

薦入試錄取人數只佔部分比例，而且較早舉行，通常稱之為「前期入試 J 後者稱

為「後期入試 J 。

基本上，不間階段的入試選拔方法是不同的。「前期入試」通常由各高中獨立

招生，選拔方法有口試、作文、實技檢查等，由各校自行設定判斷標準。也有部分

學校會採取獨自命題的學力考試，稱之為「綜合問題 J 強調跨學科性質的問題。

「後期入試」一般是全縣(含道都府)統一實施學力考試，但部分高中(通常是升

學重點學校或國立高中)仍會依照學校本身需求，實施獨自命題或部分科目命題。

以東京都為例，入學考試可分為三階段: (一)第一階段:實施推薦入學(二)

第二階段:實施以學力考試為主的一般入試第一次募集與分割前期招生9; (三)第

三階段:實施一般入試第二次募集 10 與分割後期招生。

由於各階段入學的考試日程不同，學生選擇入試的機會因此擴大。易言之，多

階段入學考試制度的優點，主要在於增加考試機會，減輕傳統「一試定終身」的考

試壓力。而高中本身亦可藉由獨立招生管道，選拔符合學校要求和期待的學生。這

樣的入試制度可視為高中對於個性化教育政策的推進與落實。

8 或稱為 í 1 期入試與 H 期入試」、「特色化選拔與一般選拔 J '依各都道府縣而異。

9 東京都部分全日制高中會依招生人數實施前、後期招生，分別稱為「第 次募集期間 J (分割前期)

與「第二次募集期間 J (分割後期)

10東京都一般入試在第一次招生後，未達招生人數的學校會進行第二次招生，稱為「第二次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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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相關配套政策的推動

為保障學生學校選擇的自由，日本高中入學制度的變革在多元評量尺度與創造

特色化學校發展過程中，卻也讓原本的綜合選拔制度產生解體，通學區域逐漸擴大。

其目的在因應培育學生創造力、思考力、問題解決能力等生存能力的教育重心，而

進行的教育體制的彈性化政策，進一步說明如下:

J 、建立各高中的特色

自 1993 年文部省召開「高中教育改革促進會議 J 並提出報告書之後，各高中

遂朝選拔方法多樣化與選拔量尺多元化的方向，竭力推動各種入試改革。但 1996 年

中教審諮議報告書中指出 í在完全學校五日制的制度下，展望 21 世紀，我國教育

應以培育生存能力為目的，減緩過度的考試競爭，基於此一觀點，今後高中入學者

選拔，應更進一步加以改善」。其後，中教審文在 1997 年第二次諮議報告中，針對

高中入學者選拔的改善提出具體建議。同年 11 月 28 日文部省發函各都道府縣，針

對過度考試競爭所衍生的高中排名問題，指示「各校應加速推進適性化與多樣化教

育內容的改革，發揮學校特色，孕育有魅力的校風」。叉，為緩和過度的升學競爭，

各校應「採取彈性的入試制度，確保不同特性學生彈性入學的可能J (文部省， 1997b) 。

在上述背景下，加上當時高中本身亦面臨如何因應高一新生對高中生活與學業

不適應的課題。此一問題促使高中必須提供符合學生興趣、需求等個性化教育，以

選拔適合學校特性與辦學方針的學生。因此，半數以上的地方單位開始設置綜合制、

單位制(學分制)、專門類科等新型態高中以之因應。以東京都為例，自 1997 年起

著手進行都立高中改革，提供各種型態的高中，其中較具特色者為(東京都教育委

員會， 2003) 

(一)升學指導重點校:以升大學為重點進行適性指導的學校。

(二)鼓勵型( encourage )學校:鼓勵、支援國中階段學習基礎較差學生基礎、

基本學習的學校。

(三)應用資訊學校:重視資訊融入教育的學習。

(四)重點發展學校:由學校決定發展重點，再由東京都予以重點支援。

(五)單位制高中:即採取學年學分制學校，必修科目之外，學生得依個人興趣、

升學志向等選修科目。

(六)升學重視型單位制高中:重視升大學指導的單位制高中。

(七)綜合學科高中:即綜合高中，在普通學科之外，尚提供各類專門學科。

(八)中高一貫學校:即完全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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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仇九 ) 拉岫 (印悄叫叫叫ch咖叫叫叫hall岫a叫d山lle阿len巴叩n
E論命命j 以發現自我目標，並朝此方向挑戰為重點。

文1 不同類型學校的入學考試方式不盡相同，對入學者的期待亦各異，這些相關資

盛4旦河 訊於各校招生簡章中已事先公布(參閱表 3) ，有意報考該校的學生可根據個人興

趣、能力、性向等，選擇適當的學校參加入學選拔。此種理念基本上是依循臨教審

之後重視「個性化教育」的路線，以及國際化、資訊化社會下，社會與產業界對不

同勞動力養成的要求。

表 3 東京都日比谷高中特色化選拔入試方式

日 期待的學左空空一一 I間間問問問閉目區
﹒國數英社理的觀點別學習狀況評量為特價。

.在相關學科學習領域，英語檢定準2級以上

推薦
及其他或同等資格、能力者。

20 
﹒學校行事、學生會、社團等擔任主要職務並

半 * * 
有實績者。

﹒參加校內外活動、競賽有獲獎賞績者。

﹒以培養自律的人格、廣泛的教養與高學力為

本校教育目標，希望招收有決心誠實努力 * * 者。 國英
學力

，對未來出路的選擇具有明確意識，以本校入 數三
考試

一般
學為志願者。

80 
科為

與調 * * 
查書

﹒具有擅長科目，還修學科與綜合學習時間。 自校
比例

﹒學習成績優秀，學校行事、學生會、社團活
命題

7:3 

動等積極參與並有實績者。

資料來源:研究者根據東京都教育委員會 (200徊， 2004b) 資料整理繪製。

二、綜合選拔制度的解體

日本在 70 、 80 年代，透過強力政策，針對公立高中排名問題進行大幅度的改革，

實施「綜合選拔」制，即依據合格者的成績、通學距離、戶籍、學區內學校容納名

額等標準，整體考量後以 S 型方式分發學生至各高中(篠原清昭， 2002 : 1) 。若以

志願為優先的分發方式稱為「合同選拔」制;若將「綜合選拔」制和「合同選拔」

制相結合的分發方式稱為「學校群合同選拔」制，即先錄取某一學校群內的招生總

人數，再根據合格者的志願加以分發。此一制度的目的在保障教育機會均等的制度，

並藉以調整各校間的學力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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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次的改革確實縮埋公立高中間的差距，卻意外的使公立學校升學競爭下降，

反而造成許多私立升學名校(楊思偉， 1999 : l37) 0 90 年代以降，為因應少子化現

象造成公立高中入學者減少問題，日本開始展開高中教育多樣化政策，其中，以特

色化學校的創造與學校選擇自由化為核心。在保障入學者選擇學校自由的理念下，

綜合選拔制度的「平等性」與「齊一性」理念因而遭到否定。再加上綜合選拔制度

本身的調整，如納入個人升學志願、跨學區的部分比例單獨選拔和推薦制度，形成

綜合選拔制的形式化。凡此因素讓綜合選拔制開始解體， 1993 年後相繼廢止，一些

地區開始改為單獨選拔，至 2001 年已由 15 個縣降為 7 個縣(篠原清昭， 2002 : 1) 。

以東京都為例， 1994 年開始，學力考試的科目、加權計分、調查書樣式、學力考試

與調查書的比重、推薦制度等皆得由各高中自訂入試規章，並開始承認鄰接學區志

願的申請(荻野治雄， 1992 : 27-28) 

從綜合選拔制到單獨選拔，除反映高中入試多樣化與評量尺度多元化的政策理

念外，特色化學校的創造，亦使得大學升學成績成為各升學型高中的宣傳重點。根

據f之二字 :;;t綜合教育研究所 (2004)針對各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進行的問卷調查結

果 '57.7 %的教育委員會表示「今後會致力於提高難關大學(較難考取大學)錄取

者的比例」。

三、學區的撤廢或擴大

伴隨 80 年代以來多樣化入試與特色化高中創造政策的推進，學校選擇權的擴

大、通學區域的調整、學校指定的變更、學區外就學等成為討論議題。 90 年代後，

如何保障學生與家長充分的選校選擇權，以選擇適合就讀學校，更是眾所關注的焦

點。針對此一課題，文部省於 1997 年 l 月根據行政改革委員會規制緩和(限制放

寬)分委員會 1996 年 12 月「規制緩和推進」的相關意見(第二次) ，就公立小學、

國中有關學校選擇、通學區域制度的彈性化處理，發函至各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

通知各地方單位根據地區實情採取適當改善措施(葉養正明， 1998 : 26) 。自此，

學區再編成為近年日本高中入試制度改革的另一個特徵。

根據田中耕治 (2004 )的調查發現， 2003 年度實施學區擴大制度的都道府縣共

有 20 縣。以東京都為例，實施學區擴大(事實上己於 2003 年度廢止)的主要目的

在於「具備多樣個性和能力的學生，能根據自己的特性選擇適合自己的出路 J (東

京都立高等字校字反制度檢討委員余， 2001 )。亦即，在適度競爭原則下，各都立

高中相互切磋王軍磨，並推動特色化學校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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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日本高中入試制度及相關政策評析

日本現行高中入試制度雖然反映出上述幾項特色和趨向，但在實踐過程中，仍

潛藏若干值得注意的問題(陳昭暉， 2006) 

一、學校中心主義選拔方式的客觀性間題

多元化的評量尺度與多樣化選拔制度的實施，以及標榜學生學校選擇權擴大的

學區撤廢或擴大政策的鬆綁，促使日本各高中紛紛推行特色化選拔與獨自命題，逐

漸朝向學校中心主義的選拔方式發展，以呈現學校的特色和獨特性。此種以學校為

中心的選拔方式，首先面臨的問題是目標準據評量的客觀性問題。概因學生意欲、

個人履歷與口試的評量方式，較難有固定的客觀標準'難免讓人有黑箱作業的質疑。

再加上各校間調查書成績的落差，如何訂定客觀的評量指標以取信於學生和家長，

是必須解決的課題。

二、入試語重尺度的多元與彈性強化升學競爭的憫題

建立特色化學校的政策賦予各高中獨自命題與考試科目和比重彈性分配的權力。

在少子化趨勢下，升學型公立高中為爭取成績較好的學生，基於學校裁量權擴大，

乃透過獨自命題強化學校升學的特色，降低調查書的合格判定比例，並採用學生成

績高低順序作為錄取依據，頗有公立學校私校化的特質，也強化了升學競爭的本質。

對於原本希冀推動特色化高校，透過適性化與多樣化教育內容的改革，以減緩升學

考試競爭和高校排名問題，似乎是背道而馳的。

三、多元入試制度可能導致高中教育階層化的間題

入學者選拔方法的多樣化的原本立意，係以打破過去以偏差值排序為入學唯一

評量尺度的齊一性，讓不同才能和個性的學生透過多元化評量，有機會進入同一所

學校就讀。但發展至今，同一所學校利用多元評量錄取的學生，實質上卻具有特定

的相同 i{固性」。以升學型高中而言，其所招收的學生皆是成績較好者，某種程度

而言，在學校內部形成所謂的「個性」的齊一性。如果多元化的結果是另一種形式

的齊一性聚集，那麼，學校間的排名現象必然無可避免，也可能形成高中教育的階

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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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自前述種種高中入試制度改革之政策觀之，當前日本高中入試制度改革正朝兩

大方向邁進:其一是擴大學生選擇的幅度。學區的撤廢和緩和讓學生可以選擇更多

的高中參加考試，而考試機會的複數化則增加學生考試的次數和機會。其二是獨立

招生與彈性化入試規章，讓各高中能創造出擁有自身特色的學校。簡言之，日本高

中入學考試制度之變革係以個性化教育為基調，其趨勢與特色可歸納為下述六點:

(一)入學管道多元化。透過不同的選拔方式，落實個性化教育的推進。

(二)評量尺度多元化。根據學生興趣、需求、升學意願等實施多元評量，以回

應教育與社會對多元學力的期待與要求。

(三)實施多階段入學考試。目的在擴大學生入試選擇機會，減輕「一試定終身」

的考試壓力。

(四)推動特色化高中。採取彈性入試制度，一方面確保不同特性學生皆能透過

彈性制度入學，而高中本身亦可藉此選拔符合學校要求和期待的學生。

(五)綜合選拔制與學區再編制度的鬆綁。目的在確保學校選擇權，落實個性化

教育與創造特色化學校之理念。

已六)多元化的入試評量和選拔方式，以及相關政策的鬆綁賦予學校更多的權力

與彈性，同時也潛藏學校中心主義與高中教育階層化等問題。

二、建議

根據上述結論，擬提出三項建議作為我國落實入試制度與評量方式的參考:

(→)協助各自中發展特色並建立多元且客觀的評量尺度

由本研究發現，日本為落實個性化教育，建立符合學校與學生需求的入試制度，

已朝特色化高中和多元評量尺度發展，而且相當彈性與完善。而國內多元入學方案

雖然揭示出「鼓勵高中職發展學校特色」、「多元評量學生學習成就」等目標，在

實際推動上，仍以基本學力測驗分數為首要入學依據，各校在招生簡章之入學條件

的設定上，真正發揮學校辦學特色者較少。因此，各縣市教育局宜積極輔導各高中

從目標、課程、評量、學制等，思考學校的定位，建立學校的特色。進而依學校特

色和需求以不同的評量尺度，如學力測驗、在校學習表現、特殊才能、口試、小論

文、實作、個人履歷等，並協助訂定客觀的選才標準'以達成適性適才適所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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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教師具備專業評量知能前提下，可考慮透過適當議討據輸在韓成

績，確保學生學習品質

由本研究發現，日本為緩和升學考試競爭、解放一試定終身的壓力，並落實多

元學力的評章，於入試選拔中納入記載學生在校學習狀況的調查害，由各地方、各

校決定格式、內容和比重。國內在推動高中入學制度改革過程中，對於採計在校成

績部分，一直未能落實。以國內目前的現況來看，中、小學教師對新的評量理念與

作法尚未具備充分之專業知能，欲將在校成績納入升學機制中，其客觀性與公平性

是會引起相當大爭議的。因此，若欲採納在校成績，首要之務應先提升教師的專業

知能，並讓學生和家長瞭解新的評量理念與趨勢，避免形成入學競爭日常化，加劇

學生的壓力。

(三)述過過切的入試評量理念租方式，測量學生多元的學力

由本研究發現，日本現行高中一般入學考試、口試或小論文的命題，為因應多

元學力教育目標，突破傳統知識記憶性為主的試題，轉而注重思考力、判斷力、表

現力、跨學科統整能力等測量。此種靈活且多元的題型設計，確實讓國中階段教育

朝更注重思考力、問題解決能力等目標學力的方向改善。而國內目前的入學考試係

以標準化測驗為主，雖然能透過試題的設計測得高層次的推理、判斷、統整能力，

但對於個人意見的表述與思考歷程的瞭解有限。雖然如此，在現行標準化測驗的入

學考試下，這個部分仍可透過各校自辦甄試的方式，適度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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