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擴大高中職及五專免試入學實施方案擴大高中職及五專免試入學實施方案
壹、前言壹、前言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在民國84年「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中揭示：
「改進高中入學制度，建立多元入學管道」，並於民國87年7月發布「高
級中學多元入學方案」，同年9月發布「高級職業學校多元入學方案」。
民國90年辦理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以下簡稱國中基測），全面推
動實施高中、高職、五專多元入學方案，希望在公平公正之前提下，改
變傳統聯考以單一智育成績分發篩選，改以學生基本學習能力評量作
為門檻檢定，期能導引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國中）教育轉向注重學生學
習潛能之啟發與多元適性之發展。
國中基測實施迄今已九年，但是各種多元管道仍以國中基測量尺分數作為
分發篩選之重要參據，多元能力評量參採比重偏低，國中學生升學競爭壓
力未得緩解，高職申請入學名額報到率偏低，學生未能適性選擇高中職就
學等問題，原期以國中基測作為入學門檻，申請入學導引適性分流，多元
管道實現多元選才等理念，未能完全體現。為能給予每位學生優質的教育
環境，多元適性的發展。因此，以漸進彈性、因地制宜等原則，穩健逐
步調整多元入學方案，建立適合各地區國中學生的升學方式有其必要性。
基於實現教育機會均等與追求教學卓越之理念，給予每位學生同等的關懷
和尊重，以實現有教無類與因材施教的教育理想。本部積極規劃「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提出子計畫4「調整高中職入學方式」，在既有多元入
學方案基礎下，研擬4-1「擴大高中職及五專免試入學實施方案」(以下簡
稱本實施方案)，期以逐步擴大推動免試入學比率，調整高中職和五專多
元入學方式，以奠定未來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重要核心基礎。
貳貳、、目標目標

1. 發展學生多元智能，紓緩學生升學考試壓力。
2. 發揮教師教學專業能力，提高教學與學習品質。
3. 發展學校辦學特色，增進學生適性學習與發展。
4. 全面關照不同地區學生，縮短城鄉教育落差。

參、辦理原則參、辦理原則
一、學生主體：以學生為學習主體，給予每位學生同等的關懷和尊
重，提供適性及優質之教育機會。
二、多元適性：學生依性向、興趣、志願、或在校學習各項表現等
做為其進路發展之依據。
三、就近入學：高中職和五專考量學校地理環境等因素，優先提供
鄰近國中免試入學名額。
四、保障弱勢：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考量區域城鄉落差、文化不利
及弱勢族群等因素，規範轄屬高中職及五專優先提供免試入學名
額，保障偏鄉國中學生或弱勢學生升學權益。



五、因地制宜：各區得採取一種或兼採數種不同入學模式，並得經
各該地方政府及相關團體同意後全面辦理學區免試入學。
六、漸進彈性：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考量教育資源，漸進提高免試入
學比率或名額，穩健逐步推動。

肆、實施期程肆、實施期程及比率及比率
本實施方案分為三個期程漸進推動，各期程及免試入學比率規劃如下：

一、宣導推動期：99學年度到100學年度
1. 各公立高中：免試入學名額以核定招生名額的5-35％為原
則。

2. 各公立高職：免試入學名額以核定招生名額的5-35％為原
則。

3. 各公私立五專及私立高中職：免試入學名額以核定招生名額
的35％為原則。

二、擴大辦理期：101學年度起
1. 各公立高中：免試入學名額占核定招生名額的40％以
上為原則。

2. 各公立高職：免試入學名額占核定招生名額的60％以
上為原則。

3. 各公私立五專及私立高中職：免試入學名額以核定招
生名額的70％以上為原則。

三、全面實施期：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實施，免試入學方式
應再做調整，以利各招生區全面推動。

但部分學校及特殊類科因應發展特色及實際需要，得報經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同意後，彈性調整各期程免試入學之比率。

伍、辦理方式
一、在宣導推動期，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會商直轄市、縣
（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後定之，得由現行申請入學及甄選入學招
生委員會分別辦理免試入學相關事宜，並配合推動期程逐步修正運
作機制，各招生區得選擇下列方式辦理免試入學：

1. 全區共同辦理：依現行15個招生區或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協調規劃
之招生區為範圍共同辦理。

2. 跨區聯合辦理：高職、五專，或高中科學班、實驗班、藝術才能班
等，得跨區聯合辦理。

3. 多校聯合辦理：高中職及五專得依學校特色或地理環境，聯合多校
共同辦理。

4. 單一學校辦理：高中職及五專單一學校，得獨立辦理免試入學。
二、擴大辦理期起，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召集國中、高中職及五專
代表，成立免試入學委員會，以全區共同辦理為原則，必要時得跨
區聯合辦理、多校聯合辦理或單一學校辦理。

陸、入學模式



一、學區登記模式
（一）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依所轄區域、人口分布及教育資
源共同協商，規劃高中職之學區。
（二）國中畢業生依其所屬學區，辦理登記入學。
（三）當登記人數超過招生名額時，按其志願序採抽籤或設籍
時間等方式辦理入學。

二、國中薦送模式
1. 各高中職得依各區內各國中畢業班數或人數，按比率提供給各國中
免試入學名額。並得依歷年就讀該校人數調整免試入學名額。

2. 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訂定國中學生免試升學高中職及五專實施要
點，規範各國中薦送學生之原則。

3. 各國中應依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實施要點，訂定各校學生免試升學
高中職及五專作業要點，薦送學生至高中職。

4. 各國中應依實施要點及作業要點，參酌社區關聯、性向探索、學生
志願次序或在學各項學習表現等若干項目，薦送學生至高中職。

5. 當申請名額多於提供名額，國中得採計在校表現或辦理抽籤等方
式，決定薦送人選。

三、學生申請模式
1. 高中及高職、五專各類科得提供部分或全部名額供國中畢業
生申請入學，各校得訂定0至3項申請條件。

2. 高中體育班、科學班、實驗班、藝術才能班、高職五專各類
科得提供免試入學名額，給具特殊才能或競賽成績優異之學
生免試入學。

3. 國中學生依高中職及五專訂定之申請條件及時程，依性向、
興趣及申請條件向各招生區之招生委員會主動提出申請。

4. 高中職及五專採書面審查方式審核申請名單，並決定錄取學
生名額。

5. 當申請名額多於提供名額，且學生申請條件相同時，得辦理
面談或以抽籤方式，決定錄取學生名額。

柒、配套措施
一、縮短公私立高中職學費差距
加額補助私立高中職及五專前三年學生學費，縮短公私立學校學
費差距，降低國中學生競逐公立學校之升學壓力，並確保受補助
學校教育品質，以維護學生選擇不同性質學校的受教權。

二、強化學生生涯發展輔導功能
各國中應發揮輔導功能，增強國中教師輔導知能，對具特殊才能
或高職五專類科性向興趣明確之國中學生，積極輔導其適才適性
入學，期能達成學生適性分流與多元發展之目標。

三、辦理國中學生性向探索課程



各高中職應辦理性向探索課程，提供鄰近國中學生依其興趣或意
願參加；並配合性向探索實作評量以及性向或心理等測驗，作為
國三學生進路選擇高中或高職各類科之參照。

四、規劃維持學生學習品質措施
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進行長期性與系統性的學習指標系統建
立，並得辦理全國國中學力調查，建構豐富多元的資料庫系統，
以確實掌握學生學習現況與趨勢，進而有效提升教育品質。

五、深化高中職優質化
擴大推動高中職優質化輔助方案，強化學校特色與學生扶助措
施，均衡各區辦學資源，以保障國中學生就近入學教育機會之充
分與均等。

六、調整各招生區高中職教育資源
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衡量各地教育資源分布，依各招生區國中
升學機會與學校分布狀況，訂定推動期程，逐步調整高中職學校
資源。

七、建立國中學生成績處理系統
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建立轄屬國中學生成績處理系統，協助國
中蒐集與保管學生學習歷程資料，供學生或校方申請使用，配
合擴大免試入學作業程序，確保資料完整性及正確性，以達成公
平與公正。

八、研修相關法令規章
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研修相關法令，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研
訂相關辦法或計畫，並應積極輔導轄屬各級學校漸進彈性逐步推
動，並寬籌經費，補助相關學校及推動各項配套措施。

九、加強方案宣導及溝通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國中、高中、高職及五專應於相關會議
及研習活動中，加強本實施方案理念溝通與技術層面宣導，並建
立溝通機制，凝聚共識。

捌、衡量指標
1. 各高中職和五專提供免試入學名額比率逐年提高。
2. 各國中學生參加免試入學人數逐年提高。
3. 各國中學生參加免試入學報到率逐年提高。

玖、預期效果
一、紓緩學生升學壓力，促進學生多元適性發展。
二、促進教師有效教學，落實學生的學習和成長。
三、建立學校辦學的特色，建構優質的學習環境。
四、落實教育機會均等，奠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基礎。

拾、附則



1. 國民中學身心障礙學生，依「完成國民教育之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
導辦法」規定辦理，並由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依身心障礙學生實
際需求，自行訂定升學高級中等學校之規定。

2. 高中資賦優異教育班學生之入學，應依特殊教育法相關規定辦理。
3. 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保送入學、國中技藝教育學程（班）畢業生
分發、產業特殊需求類科、體育類高級中學及體育班等，依其相關
規定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