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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學校轉型綜合高中之組織變革效能研究 

鍾邦友
１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研究探討職業學校轉型綜合高中之組織變革效能，係使用問卷調查及訪問的方法，以

全國轉型綜合高中的職業學校教師為問卷調查對象，各校抽取 20%的名額為研究樣本，計有

69 所學校 1318 位教師，而回收 61 校 993 份問卷，刪除無效卷及漏填者 27 份後，計有效問卷

966 份，以此進行統計分析工作，總計問卷的回收率 75.34%，可用率 73.29%；在訪談方面，

根據問卷的統計結果，選定組織變革效能較高的六所職業學校校長進行訪談。研究所使用的

工具包括研究自編之「高級職業學校轉型綜合高中辦理狀況調查問卷」、「綜合高中辦理成效

訪談問卷」等。本研究並獲得數項結論及建議供相關政策推動之參考。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 effectiveness of transforming vocational 

senior high schools into 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s.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is conducted by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ing. There are totally 1,318 

teachers randomly chosen out of 69 vocational senior high schools for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samples. 

6 principles whose schools’ “change effectiveness” are comparatively higher than others’ are purposely 

selected for interview. 

The researcher draws some conclusions from above and proposes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in dealing with the policies of transforming vocational senior high 

schools into 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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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我國綜合高中的政策理念，源自民國 83 年 6 月下旬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與會人士之共識

與建議而來，這項政策的形成，除了考慮學生適性發展與延後分化，順應世界教改潮流，並

因應政治解嚴、社會變遷之需求，提供多元化後期中等教育學制供學生選擇，實現教育機會

均等之理想（劉寶貴，1995）；也是針對國內四一Ｏ教改團體廣設高中大學訴求的妥協共識；

而國內的產業結構改變、出生率降低的事實及社會大眾的升學與就讀高中的強烈需求，致使

高職特別是私立高職面臨招生及生存困境，也使得固守多年高中職三與七之比的高級中等教

育發展政策，有了更絃易轍的必要，因此職校轉型綜合高中，有其社會發展的現實層面壓力。 

而根據教育部於 88 學年度委託台灣師大教研中心進行「綜合高中理想辦學模式之研究」

中發現，綜合高中的辦學，因較強調職業學程之設置，而職業學程牽涉設備的問題，所以若

是原為職業學校或職校附設普通科者，轉型比較容易（教育部，2001a）；同時，最近技專院

校欲招收高中生，而排斥高職生的情況，更引發高職未來定位的熱列討論，而李遠哲亦重申

希望協助高職轉型綜合高中的說法（聯合報，2003），同時 92 年 9 月 14日的教發會，也屬綜

合高中的轉型為較大的高職前景共識（中央社，2003）；此外，以目前高職生人數與高中生相

當，綜合高中仍屬相對少數的情況觀之，轉型綜合高中肯定將是未來高職可行且必要的變革

走向之一。 

 面對外在大環境的改革衝擊，不同的職業學校其組織變革的效能如何？根據李隆盛

（1998）、莊耿惠（2001）等人的研究發現，目前高中職轉型綜合高中的學校素質良莠不齊，

而許多聲望較低之學校，是希望藉由綜合高中之名「起死回生」，並無法確切掌握綜合高中的

精神；而教育部為檢討綜合高中試辦階段成效，亦於 90 年底通過「綜合高中試辦成效之檢討

及發展改進方案」，提出發展政策未明確、申請及辦理無篩選機制、補助款的誘因大於學校辦

理的決心及落實相關配套措施等，揭示現階段綜合高中在政策、策略及執行方面的待改進缺

失（教育部，2001a），因此職校轉型綜合高中的變革效能問題，極有探討的必要，同時這樣

的研究結果，對高職的未來定位與轉型方向，亦極具參考的價值。 

不過目前在教育領域方面，並未有專門針對組織變革效能的相關研究，而有關於學校效

能方面的研究，則泛指一般學校在行政及教學正常運作上的績效，未涉及組織變革層面的探

討，在性質上並不相同，且將轉型前後的一般績效評估做比較，以為變革效能的指標，在應

用上過於牽強。因此本研究擬以一般企業管理領域有關變革效能研究的文獻入手，再針對職

業學校轉型綜合高中的主題，以探討學校組織變革效能的內涵，而選擇第一線的政策執行者

－教師為要研究對象，瞭解其觀點下的學校組織變革效能情況；其次，從規劃者－校長的觀

點，來瞭解轉型效能較高的學校，其推動變革之經驗，分析其轉型之變革效能較佳的可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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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以為未來大規模推動職業學校轉型綜合高中的政策借鏡。 

 

二、研究目的 

（一）瞭解轉型綜合高中之職業學校組織變革效能之現況。 

（二）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轉型綜合高中之職業學校教師在組織變革效能上的知覺差異情

形。 

（三）探討轉型綜合高中之職業學校背景變項與組織變革效能之間的關係。 

（四）分析組織變革效能較佳之轉型綜合高中職業學校的變革推動經驗，以瞭解轉型成功

的可能原因。 

（五）綜合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供教育部的相關政策推動之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職業學校轉型綜合高中的現況、問題與相關研究探討 

（一）職業學校轉型綜合高中的現況 

綜合高中一開始是以課程實驗的名義出現，然自民國 88 年新的高級中學法通過之後，綜

合高中已取得合法地位，同時試辦相關規定廢止之後，教育部又於 90 年發布「教育部補助辦

理綜合高級中學課程作業規定」、「綜合高級中學實施要點」二項重要規定（教育部，2001a），

使綜合高中成為我國後期中等教育的正式學制之一。 

從 85 學年度開始試辦，至 90 學年度為止，綜合高中已增至 144 所，其中計有 78 所職業

學校轉型綜合高中，是為本研究的關注重點，不過在這 78 所學校當中，有世界工家等 9 所又

因故停辦，同時有新興工商等 3 所學校在此期間改名為高級中學，所以教育部（2002）的統

計資料僅有 66 所（如表 1），然本研究的處理方式是將新興工商等 3 所學校納入母群體，但

世界工家等 9 所學校則予以排除，因此母群體的總數是 69 所學校。 

   表 1 90 學年綜合高中概況 國立 直轄市立 縣市立 私立  總計 高中設 高職設 高中設 高職設 高中設 高職設 高中設 高職設 附設校數 144 16 16 2 4 10 0 50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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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數 1790 397 209 59 38 134 0 665 288 學生數 74,798 15,867 7,785 2,577 1,462 5,096 0 3,0667 11,344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2002）。 

 

（二）職業學校轉型綜合高中的問題 

1.「經費」的誘因大於「實質」的誘因，鼓勵的政策及較為寬鬆的資格把關，致部分學

校辦理成效不佳 

  目前教育部多以獎勵補助的方式來協助現有高中職轉型，但是並無嚴格限制受補助學校

的資格要求，可能導致辦理綜合高中的學校素質良莠不齊（莊耿惠，2001）；而李隆盛（1998）

也指出目前辦理的學校，許多是聲望較低之學校，希望藉由綜合高中之名「起死回生」，並

無法確切掌握綜合高中的精神，在學校全體成員對學校未來發展方向，未取得深究的共識之

前，抱著不辦白不辦的心態而粗糙辦理。另外，根據教育部（2001a）檢討綜合高中試辦成效

發現，從後來的實施情況來看，由於抱持偏重鼓勵的立場，使得策略的落實有極大的偏差，

尤其是以補助款來鼓勵學校辦理的策略，造成學校的試辦動機中，補助款的誘因大於學校自

己的決心，致學校克服問題的努力不足，而容許部份辦理的策略，由於未加以嚴格追蹤，致

後來多數學校在試辦多年之後，都仍處於部分辦理的情況，這是試辦目標無法達成的最重要

原因。 

2.開課內容變化與數量增加，學校經費、教學空間不足與設備調配不均，必須限制開課

彈性 

  學生自由選課制度，使得學校鐘點費之支出大幅增加，同時課程的多樣選擇，必須有相

稱的實習及實驗場所，許多學校在教室的空間及相關軟硬體設備上無法因應，部份私立學校

為節省開支，便限制學生選課彈性，以目前綜合高中的學校而言，平均一校只有 200-300個

學生，也就是一校只 4-8班的學生在就讀綜合高中，學生數量少，以致於無法開設多種課程

（李宜臻，2000）；另外，以第一屆辦理的結果來分析，可以觀察到職業學校轉型的綜合高中，

選擇職業導向學程的比例較多，而高中（含附設職業類科）轉型的，選擇學術導向學程的比

例較多，所以可以了解到在轉型的過程中，可能由於師資、設備等因素，所以仍保留原校的

特質（李隆盛、侯世光，1998），此一現象和我國原有職業學校等之體質有關，大部份的學校

一方面擔心原有職業類科的特色消失，會影響到招生，另一方面由於師資的結構難以調整，

所以大部份的學校並沒有強烈意願改為全校辦理（教育部，2001a）。 

其次，綜合高中課程賦予學生選課彈性，因此安排有空堂時間供學生自行運用。然而這

些新形成的留白時間，必須有足夠的活動空間與圖書館供學生使用（曾淑柑，1999），但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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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試辦學校現有空間均不足，致造成校園管理上之問題。 

另外，學校的普通科目大量增加，專業科目相對減少，原有職業類科設備閒置的問題，

亦有待解決。 

3.相關師資調配不均 

轉型學校必須面臨有關師資結構調整的問題，如郭文祿（1996）便指出職業學校轉型成

為綜合高中時，因原有師資所限，可能會影響職業學程規畫的彈性，而原有職業類科不符合

需要或原有職業類科師資專長不符合需要，過剩的師資應如何安排，也是一個重大問題，同

時普通科目大量增加所造成的師資不足，亦有待解決，有些學校採用校外師資支援的方式，

卻發現教師異動的機會大，形成學校師資排課的不穩定（李宜臻，2000），而綜合高中課程設

計彈性較大，學生選修幅度也較廣，面對課程變化的挑戰、開課的多元性及不確定性，出現

師資因應變革轉型困難的現象，形成變革的阻力（教育部，2001a）。另外，綜合高中強調適

性及延後分化等理念，必須對學生施以更多的輔導，然現行輔導人員編制不夠，一般教師亦

缺乏輔導知能，難以勝任此項工作（吳國成，1998）。 

4.教師第二專長進修的問題 

在綜合高中當中，不少學生及家長極可能認為在升學競爭激烈下，選讀職業學程是一種

浪費（陳昌霖，1999），於是職業學程開設數目減少；其次，在教師缺乏第二專長，且進修的

管道各地不均的情況下，將引起職業類科教師的焦慮（劉寶貴，1995；李隆盛，1998），甚至

是抗拒的心理。這一點推行綜合高中的情況與我國類似的日本，也發現教師對於綜合學科的

政策，也同樣存有程度上的不確定感（Shimahara, 1995）。 

而就第二專長進修管道來說，莊謙本（2001）指出從最近高職評鑑與綜合高中評鑑的結

果，可以看出公立高職與綜合高中專業教師合格比率雖高，然而具有第二專長的人數比率卻

偏低，至於私立高職與綜合高中，不但合格教師比率不高，而且具第二專長者亦不多，因此

造成學校排課困難，教學品質低落，可見高職（含綜中）的專業科目教師確有進修第二專長

的迫切性。 

在開設管道方面，89 學年度教育部核准大學院校辦理綜合高中暨職業學校教師在職進修

第二專長學分班，計有實踐大學等 11 校 31個班，此外，彰化師範大學等 8 校，亦有提供高

職專業技術科目師之第二專長進修班（莊謙本，2001），然似乎仍嫌不足。 

其次，曾世虹（1997）指出，綜合高中專業科目教師進修意願極為強烈，然而承辦學校

開設之進修類科卻未滿能足教師進修需求；郭淑琳（2000）亦指出，高職（中）工業類科學

校教師認為，在第二專長進修管道、開課資訊的取得、學校對於進修資格的承認、給予適當

的排課、及進修資源的分配方面，均仍有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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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國外的情況又如何？以英國在轉型綜合高中的情況為例，為了教師在職訓練的工作推

行，全英國有 46000個提供給教師訓練的場所，其中更有約 10000個場所，是特別保留給綜

合中學化的師資在職培訓之用的，而在職訓練的內容，不單是學科專長的改變，更包括相關

的哲學，以使教師進一步明瞭綜合中學化的目的與原則；心理學的研究，增加教師對學生個

別差異的瞭解，及輔導知能的增加；甚至還有管理學的研究，是提供給行政人員，以便有效

率地應對自己的新職務（Pedley, 1978），顯見在第二專長的管道暢通及內容的充實化方面，國

內仍有加強的空間。 

5.教學與輔導的配合 

在教學與輔導工作的配合方面，綜合高中不論是否為高職轉型，均可能產生相同問題，

這些在教學方面，包括二年級及三年級的學生編班方式、多元化的學習活動的設計、有效及

彈性之開課與排課方式、重補修安排與教材使用；在輔導方面則有學術或職業導向的分化依

據、協助生涯規畫之配合措施、落實就業輔導之配合措施及暢通升學管道之進路輔導等（郭

文祿，1996）。其次，學生的素質差異變大，是否分組教學、因學生跑班上課而形成的班級管

理問題等，這些問題的挑戰性，要比純高中或高職所面臨的情況複雜。 

6.轉型學校人員難以因應工作壓力增加 

轉型綜合高中的學校，因一校兩制，甚至一校多制，人力調配捉襟見肘（吳國成，1998），

原有行政組織及編制無法負擔增加的業務量及相關衍生問題，在這方面，由於公私立學校體

質不同，在行政運作、人事調配及課程改革等，公立學校組織編制及人事的束縛較大，對是

否辦理或辦理後之調適顯然較為遲鈍與保守，而私立學校則無這種困難，因此對於轉型與辦

理似乎更能調適（教育部，2001a）。 

其次，職業學校在轉型綜合高中的過程中，會有人員減少的困擾，因此使得這些學校對

辦理工作興趣缺缺，這一點教育部（2001a）在對綜合高中的成效檢討時，亦提及目前組織員

額規定對綜合高中學校有運作上的實際困難，對高職有意全校轉型綜合高中者而言，有人員

大幅縮減的困擾，其中包括技士及技佐、學程召集人、組長等人數及設置問題。而根據「綜

合高中實施要點」的規定（教育部，2001b），綜合高中專任教師員額編制，每班以 2.5 人為

原則，這對普通高中一班 2 人的編制來說是一項有利的轉型條件，但對職校（特別是工業職

業學校）來說則恰好相反，以「高雄市立高中、職校教職員工員額設置標準」（高雄市政府，

1995）的規定來說，工業職業學校每班置教師 3 人，因此轉型反而是一項必須縮減人員的不

利因素，另外在技士、技佐的名額方面，工業職業學校每科可置技士一人、技佐一人，轉型

之後，必須達四班以上方可設罝，因此原僅有三個班的科，勢必減少技士技佐的員額，而組

長方面，綜合高中未滿 20班可增加組長員額一至二名，但未轉型的班級數相對減少，組長甚

至是主任的名額亦有可能刪減，因此增益不大，因此工業職業學校對轉型綜合高中較裹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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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亦有跡可尋。 

除以上之外，尚有升學管道暢通的問題，但屬大專院校及相關政策的問題，不在本研究

探討之列，其他還有綜合高中地位不如普通高中而成為次等高中、經費不足、學生選課偏學

術學程、學生選課避重就輕、職業及技術課程的地位受到輕視、能力分班爭議再起、畢業生

就業……等，是綜合高中學制及設計上的共同問題，並非專屬高職轉型者有之，故在此不加

討論。 

另外，國內的綜合高中正當起步，不像在美國，其歷史幾乎和國家成立時間一樣久遠

（Tanner, 1982; Wraga, 1997），佔全部中等學校的比例也高達 93.7%（NCES, 2000），英國雖起

步稍晚，但亦已行之有年，比例已佔全部中學的 88.9%（DfES, 2000），而在多年推行之餘，

這兩個國家發現，其造成職業及技術課程的地位受到輕視、新的教育不公平、新的分軌制度、

學生整體素質低落的情況（Oakes, 1985; NAVE, National Assess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1995；Gray,Wang & Malizia,1995; Wenrich, 1996; Walford,1997; Wraga, 1998; Raywid, 1999），未來

國內若全面推行職業學校轉型綜合高中的政策，則必須關注，不過這些問題亦不屬高職轉型

者特有的問題，故在此不列入討論。 

 

（三）職業學校轉型綜合高中之相關研究分析 

  目前國內有關職業學校轉型綜合高中之相關研究計有郭文祿（1996）的「職業學校轉型

綜合高中問題之研究」、林義斌（2001）「台北市職業學校轉型綜合高中之分析」，然後者主要

探討由於台北市的學齡人口逐年減少、增設公立高中容量，以及升學與高學歷的需求，造成

後期中等教育供過於求的現象，市內各職業學校普遍面臨招生與轉型的壓力，而透過分析北

市高職的現況和困境，提供台北市高職未來的轉型提供明確的方向，並未探討有關職業學校

轉型綜合高中之後的可能產生問題，故此處分析以郭文祿（1996）的研究為主。 

郭文祿（1996）探討職業學校轉型綜合高中時，有關師資、設備、教學與輔導等四層面，

在轉型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問題，並經由問卷調查，整理有關職業學校轉型綜合高中之問題有： 

1.師資方面：規畫職業學程考慮因素、原有職業類科不符合需要、原有職業類科師資專

長不符合需要、普通科目師資不足。 

2.設備方面：原有職業類科設備閒置、基礎科學儀器與設備不足。 

3.教學方面：二三年級學生編班方式、多元化的學習活動、有效及彈性之開課與排課方

式、重補修安排、教材使用方式。 

4.輔導方面：學術或職業導向的分化依據、協助生涯規畫之配合措施、落實就業輔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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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措施、暢通升學管道之進路輔導。 

5.行政支援：為暢通升學管道之大學支援、推展綜合高中需要之人事支援。 

  本研究歸納以上文獻及研究中探討有關職業學校轉型綜合高中時，有關學校聲望提升、

解決招生與發展困境的難題，課程、師資、教師進修、設備、教學與輔導及行政等，在轉型

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問題，將融入組織變革效能的問卷發展當中，而有關學校升學管道暢通，

因非屬轉型學校可掌握的因素，因此不納入探討當中。 

 

二、 職業學校轉型綜合高中之組織變革效能的內涵探討 

（一）組織變革效能的意義與內涵 

  對於組織變革效能（或績效）的看法因組織的不同及學者的觀點不同而有不同，以企業

來說，由於位於不同的產業，其經營性質、功能及其運作模式，或多或少都有些差異，而學

校更因為組織特性與企業有別，很難以企業界之概括性模式來加以衡量。其次，大多數組織

之變革效能目標是多元的，甚至是無形的，因此，欲發展一具體而客觀的組織變革效能衡量

標準，實非容易（呂育一、徐木蘭，1994）。不過目前在教育領域對組織變革效能（或績效）

的研究尚屬少見，因此本研將從一般企業管理研究有關組織變革績效的文獻入手，再探討學

校組織變革效能的內涵。 

在評估組織變革績效的指標方面，Argyris（1982）提出三個評估組織變革績效的準則：

達成目標情形、組織內部系統穩定性的維持、組織對外界環境的適應性等。 

   Nicholas（1982）則以軟性指標（soft criteria）及硬性指標（hard criteria）來評估組織

變革的績效。軟性指標所談的是有關人員態度及知覺的衡量，其衡量方法通常是以訪談、

觀察組織內部成員行為及審查若干書面資料的方式進行。硬性指標所談的是有關工作行為

之量化衡量及組織系統績效的衡量等，其衡量方法通常是透過各項企業功能績效表現之紀

錄來衡量，例如人事、生產與銷售等紀錄的觀察。 

   Szilagyi 與Wallace（1983）則認為衡量組織變革績效的一般目標型態，可分為量化型

態（quantitative type）與質化型態（qualitative type）。前者所指的是如提高組織生產力、降

低人員離職率、曠職率及降低成本等；後者所指的是改善人員工作機動力、增加人員合作

性、建立良好的溝通網路與協調機制、降低人員間衝突等。 

  其次，有些學者針對組織變革過程當中，相關爭議處理的效能探討，如 Sheppard（1984）

曾提出 22 項衡量干預成功的準則，並予以歸為四大類，分別是：公平性、參與者滿足、

效能及效率。如能同時滿足上述四大準則，便是相當理想的爭議處理方式與變革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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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angovan（1995）也提出三種衡量爭議處理效能的因素；分別是「處理效能」（settlement 

effectiveness）、「時效性」（Timeliness）「及爭議者之承諾」（disputant commitment）：所謂處

理效能是爭議的議題能被完整提出的程度，且解決方法能與組織目標相契合；時效性是指

在爭議產生明顯的成本之前，即予以解決；爭議者之承諾則包括保證遵守、容易執行、解

決方式之持久性等。 

  鄭仁偉（1995）對台灣電子業推動 ISO9000認證活動的實證研究中所提出之衡量組織

自主改變與改變效能關係的研究中，他以「取得認證時間的長短」來做衡量組織改變效能

的指標。 

  劉代豪（1996）引用前述 Elangovan 的三種衡量爭議處理效能的因素，並定名為「效

能績效」、「時效績效」及「承諾績效」等，當作組織變革績效的三項指標。 

  曾俊明（1998）則以主觀、客觀與運作等之績效構面，來建立一較細部的衡量組織改

變績效指標： 

1. 客觀績效：包括鄭仁偉（1995）的「取得認證時問的長短」，及「取得認證的總

成本」，包括輔導、認證、訓練、硬體…等花費。原則上取得認證所需時間愈短、

成本愈少，表示組織改變績效愈佳。 

2. 主觀績效：管理者對環境的主觀知覺為主要衡量內容，包括大眾對公司整體形象

的認知、企業引進 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後對提昇企業整體形象、環境管理績

效改進、員工凝聚力的增加與顧客滿意度的提昇等。 

3. 運作績效：如 Argyris（1982）的「目標達成度」，而在 ISO14001條文中特別提及

組織「文件作業管制」事項，因此，「文件作業流程」當做衡量組織因應環境管

理系統而進行組織變革活動的重要指標。 

黃營杉（1999）將公司正式委託券商輔導的時間距與完成申請上櫃備查函之準備的時

間之長短，視為組織改變績效變數指標，並以公司何時與券商簽約正式委託輔導、何時提

出申請上櫃備查函 2個題項加以衡量。 

吳萬益等人（1999）參考 Szilagyi 與Wallace(1983)指出衡量企業變革績效的一般目標

型態，即將衡量組織變革績效的一般目標型態，分為量化型態與質化型態的方法，前者所

指的是如提高組織生產力、降低人員離職率、曠職率及降低成本等；後者所指的是改善人

員工作機動力、增加人員合作性、建立良好的溝通網路與協調機制、降低人員間衝突等。 

李漢雄（2000）針對公營事業在民營化的組織變革過程中，所採行不同之勞資協商方

案，及不同勞資協商方案對組織變革績效的影響關係進行研究，其定義組織變革績效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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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關鍵任務、正式組織、人員、文化之間的協調狀態等四項。 

  謝政雄（2000）認為變革績效的衡量可以透過：目標達成情形、獲利率、市場佔有率、

品質水準、交貨時間正確性等，可具體衡量的數字指標之評估組織變革績效的準則，較能

衡量出變革的績效，且為組織所接受。而其實際研究的變項內容是 ISO9000 系列品保

認證之時間代表「目標達成情形 」、 及 「 產品的不良率」、「生產達成率」、「交貨

達成率」、「顧客抱怨次數」及「訂單處理時間」等為變革績效的衡量項目。 

另外，前面曾提到Nicholas（1982）指出可以軟性指標來評估組織變革的績效，而軟

性指標所談的是有關人員態度及知覺的衡量，因此有關員工對組織變革態度的研究，亦可

納入組織變革效能或績效的文獻探討中，這些包括： 

  公營機構的員工對民營化的改革態度，是一項討論相當多的題材，如李漢盈（1994）

以交通部電信總局暨所屬機構現職員工為抽樣調查之研究對象，經由問卷方式探討電信機

構現職員工，面臨公司化組織變革之相關態度反應，其變革態度以「支持組織變革」、「中

立觀望」、「抗拒組織變革（擔心工作量及工作權）」及「抗拒組織變革（安於現狀）」等四

個項目為衡量內容。另外，杜新偉（1999）、陳同柏（1996）及陳孔淵（2000）的研究也

類同，但將所謂變革態度以支持、中立及反對的成份區分，顯然有粗略之嫌，並欠缺理論

性，因此本研究不加以討論。 

  其次，企業購併的組織變革態度探討也是重要的題材之一，林敬章（2000）以有線電

視購併為例，探討有線電視員工對購併企業組織變革的態度。其將組織變革的態度區分為

「人員變化」及「結構變化」等兩項因素，而組織變革後，員工對組織文化認同程度，則

又區分為：「員工自治權」、「員工對公司認同感」、「員工對經理人支持度」、「組織結構嚴

密度」、「績效獎懲」、「衝突容忍度」及「風險容忍度」等。 

  張藹如（2000）以台北地區台灣銀行、土地銀行、中央信託局為例，進行公營銀行員

工個人特徵、組織承諾及其對銀行合併態度的比較研究，其在「員工對銀行合併態度」歸

納為「肯定合併可以提高效率」、「員工權益保障」、「合併後適應性」及「員工溝通與重視」

四個因素構面。 

  張峻源（2001）也是以金融機構的合併為題，針對其內部之不同部門間組織文化的差

異，以及員工對於組織承諾的關係，探討全體機構對於組織變革（銀行合併）的態度，其

將組織變革態度區分為「合併效益」、「合併適應」、「溝通與權益」等三個項目。 

  在教育領域的研究方面，有康自立、張菽萱、陳聰浪（1996）將專科教師面臨「績優

專科學校改制為獨立學院暨設置專科部」此一變革之態度區分為：「提升技職教育形象和

專校生的滿意度（技術學院的設立目標是否能達成、招生素質）」、「教師的利益及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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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接受工作變化的意願」、「『學院部』與『專科部』的差別待遇」、「外界對學校的支

持與認同」及「教師溝通和參與的機會」等六個因素。 

 

（二）學校組織變革效能的意義與內涵 

  前述有關組織變革績效的相關研究，如何應用在學校組織變革效能的研究主題之上？

本研究係針對高職轉型綜合高中之變革效能為研究主題，目前在教育領域並未有相關研

究，僅能參考職業學校的評鑑指標或綜合高中的評鑑指標，如羅清水（1997）指出職業學

校與其他學校或組織有不同的特性與功能，因此職業學校績效評鑑的指標應有所不同，其

就職校的特性，歸納出績效評鑑的指標應包括內部指標與外部指標兩大類：  

1. 內部指標包括：校長的領導、師生員工的滿意度與向心力、教職員工的專業發

展與研究創新、學校建築設備的安全與和諧、學校預算執行、公文品質及執行、

學校的行政管理及班級經營等校內之行政效率及組織效能。 

2. 外部指標包括：學校的公共關係（包括家長、社區參與學校活動、社區對學校

的認同、學校與企業的建教合作）、畢業生就業率及升學率、學生學藝技能的成

就表現（包含技術士證照的通過率、技藝〔能〕競賽表現、學科抽測、學藝體

育表現）、學生校外日常生活表現、學生流動率及輟學率、畢業學生的發展、學

生入學意願等。  

  而教育部對綜合高中的評鑑指標，參考指標資料包括受評綜合高中的「基礎設施」、「學

生結構與入學」、「圖書資源與設備」、「經費」、「諮商」、「師資」、「學生活動與服務」以及

「教育成果」等八項目（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2001）。 

  從一般企業的組織變革績效研究及職業學校與綜合高中的評鑑指標來看，要釐清職業

學校轉型綜合高中的學校組織變革效能之意義與內涵，必須考慮下列事項： 

1. 職業學校轉型成為綜合高中之後，學校的性質已然不同，學生的組成成份也與未轉

型前不同，因此若以校內之行政效率及組織效能，或畢業生就業率及升學率、學生

學藝技能的成就表現、學生校外日常生活表現等列為轉型效能，在比較上恐有失焦

之虞，即這些指標是評鑑學校在正常運作下的績效表現情形，與學校的轉型並無直

接關聯。 

2. 本研究的研究主題與組織改造、結構改變與作業流程改良的研究，如 ISO 系列認証

的主題不同，因此不適合採用變革時間長短、變革成本多寡、生產量增減等硬性指

標衡量變革效能。以 ISO 系列認証的主題來說，組織是在不改變既有產業型態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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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內容的情況之下，進行組織改造的工作，與職業學校轉型成為綜合高中之後，學

校性質改變的情況並不相同；此外，ISO 系列認証有一定的完成目標，即取得政府

認証，而職業學校轉型綜合高中，其幅度大小、速度並沒有一定的完成標準，因此

適用在 ISO 系列認証的達成變革時間、達成變革總成本並不適合應用在職業學校轉

型綜合高中的主題之上。 

3. 本研究主題應較接近組織轉型之類的變革主題，如國營企業民營化、銀行合併及專

科改制技術學院等，相關研究多以組織變革態度，即所謂軟性之變革績效指標為主，

因此在探討職業學校轉型綜合高中之組織變革效能上，較適合以組織變革績效的軟

性指標及變革態度等相關研究為主，再參酌職校及綜合高中的評鑑指標，建構組織

變革效能的研究變項內涵。 

  綜合上述研究者的分析，本研究以劉代豪（1996）的「承諾績效」、曾俊明（1998）

的「主觀績效」、「運作績效」及Argyris & Schon（1982）、Nicholas（1982）、林敬章（2000）、

張藹如（2000）、張峻源（2001）及康自立、張菽萱、陳聰浪（1996）等有關軟性指標的

研究為主要參考內容，嘗試將「組織變革效能」定義為：「組織的變革結果可以達成預定

之變革目標的程度，同時在變革期間與變革完成之後，其內部系統可以獲得穩定維持，成

員的心理適應、工作士氣與對組織的向心程度之謂。」 

同時本研究歸納上述企業界研究觀點後，並依據有關職校轉型綜合高中的研究與文

獻，以「學校聲望提升」、「權益保障滿意」、「轉型後適應」、「課程與教學改進」等四項當

做組織變革效能的變項內容，四項變項的研究內涵如下： 

1.學校聲望提升：轉型成為綜合高中之後，學校可獲得聲望提升，競爭力增加、受到

學區國中教師、家長、學生的認同，及可以改善學校之前招生素質下降及生存發展

難題的程度。 

2.權益保障滿意：學校在轉型成為綜合高中的過程中，與教職員進行有效的溝通互

動，並由教職員代表參與轉型的規劃與設計的工作，廣納意見，形成共識，同時對

教職員的職務調整及相關進修訓練能配合當事人的專長與意願的程度。 

3.轉型後適應：學校轉型綜合高中的工作，採漸進方式以增加成員的適應性，而教職

員對職務調整的適應普遍反應良好，也沒有被大環境犧牲的感覺，同時成員士氣與

向心力有顯著的提升，並樂意繼續成為學校的一份子為學校貢獻更多心力的程度。 

4.課程與教學改進：學校的職業學程規劃使學生的技術及專業水準不比高職時代遜

色，學術學程的水準也能受到學生及家長的肯定，開課內容與選修辦理多能符合學

生的多元需求，且經過學校的定向輔導，學生確實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與性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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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自己的進路規劃，整體師資結構也調整得宜，對於閒置的實習設備及不足的儀

器設備（如基礎科學的實驗儀器），均有妥善之處理及補充規畫與作為。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方法 

（一）問卷調查法：研究者編製標準化問卷「職業學校轉型綜合高中辦理狀況調查問卷」，

以了解當前轉型綜合高中之職業學校教師對組織變革效能的知覺情況。 

（二）半結構式訪談：編製「綜合高中辦理成效之半結構式訪談問卷」，並根據問卷調查

資料的統計分析結果，考慮背景之不同，選擇組織變革效能較高的轉型綜合高中之

公私立職業學校各三所，訪問學校校長，針對其轉型綜合高中的背景因素、主要規

劃重點及考量因素、主導力量來源、如何形成共識，及推動轉型綜合高中的變革做

法對學校原有的組織型態產生何種衝擊？遭遇那些問題？如何解決？及影響推動

成功的重要關建鍵事件等，以半結構性的問答題方式，瞭解這些學校變革效能可能

較佳的原因。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 85-90 學年度，辦理轉型綜合高中之公私立職業學校之所有學校專任教師（含

兼任行政職務者）為研究母群體，而計有國立彰師附工等 78 所職業學校符合條件，所有學校

均納入問卷施測的範疇，接著各校之內採用隨機抽樣，並考量樣本平均分配的原則，依樣本

學校日間部的專任教師人數界定學校規模之大小，各校抽取 20%的專任教師為研究樣本，而

各校的名額當中，以主任、組長、科主任佔 30%，導師佔 50%，未擔任行職務的專任教師佔

20%的比例抽測。 

經與樣本學校聯絡後發現，包括世界工家等 9 所學校 90 學年度已停辦綜合高中，因此

將之自樣本中剔除，修正後的樣本學校數計有 69 所學校 1318 位教師，而回收 61 校 993 份問

卷，然有一所學校於問卷統計完成之後才寄回，因此列入無效問卷。刪除無效卷及漏填者 27

份後，計有效問卷 966 份，以此進行統計分析工作，總計問卷的回收率 75.34%，可用率 73.29%。 

在訪談方面，根據問卷統計結果，本研究選出組織變革效能得分較高的六所學校，並與

校長進行訪談，而訪談學校基本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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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受訪學校的重要背景資料 學校代號  學校背景 Ａ Ｂ Ｃ Ｄ Ｅ F 公私立別 私 公 私 私 公 公 學校規模(教師人數) 209 136 189 202 47 125 學校成立時間 60 25 53 46 85 27 學校所在區域 桃園縣 台南縣 高雄市 高雄縣 花蓮縣 雲林縣 轉型時間 87 86 85 86 89 90 轉型規模 23.4% 36.0% 27.6% 21.1% 100% 31.6% 變革效能平均 94.81 100.5 90.06 91.15 96.14 91.7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所得結果，編製標準化問卷「職業學校轉型綜合高中辦理狀況調查

問卷」；其次，針對半結構式訪談的部分，編製「綜合高中辦理成效」之半結構式訪談問卷，

兩項問卷均經過 22 位專家學者的審閱修正，因此具有良好的內容及專家效度。 

在調查問卷方面，經過預試之後，進行鑑別度分析、內部一致性及因素分析之後，完成

問卷的定稿，在信度方面，量表的各因素α值在.9283 到.9537 之間，三個因素累積的解釋量

為 76.1%，顯示本研究的調查問卷具備良好之信度與效度。 

原先由文獻分析所定義的四項因素分別為「學校聲望提升」、「權益保障滿意」、「轉型後

適應」及「課程與教學改進」。參照先前專家建議及因素分析之後的部分改變，將因素重新

命名為「學校聲望提升」、「人事調整滿意」、「課程與教學改進」。其中「權益保障滿意」、「轉

型後適應」刪除部分題目後合併為「人事調整滿意」，其餘兩項因素大致維持不變，有關最

後因素分析之結果整理如表 3。 

表 3 組織變革效能量表之因素分析結果 向度 原題次 新題次 題目內容 因素1 因素2 因素3 共同性 6 8 在轉型綜合高中之後，我發現本校聲望確實有所提升 .928   .864 8 10 在轉型綜合高中之後，我發現本校學校的招生情形確實獲得改善 .921   .851 9 11 在轉型綜合高中之後，我發現本校受到學區國中教師更高的認同 .914   .840 7 9 在轉型綜合高中之後，我發現本校競爭力確實有所增加 .911   .837 學校聲望 提升 10 12 在轉型綜合高中之後，我發現本校受到學區國中家長及學生更高的認同 .908   .824 課程與教學改 18 15 在轉型綜合高中之後，我發現本校職業學程規劃使學生的技術及專業水準不會遜於轉型前  .891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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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4 在轉型綜合高中之後，我發現本校相關的學程設置能兼顧社會需要與校內現況 
 .878  .796 16 13 在轉型綜合高中之後，我發現經過適切輔導，本校學生多能根據興趣與性向選擇合適的進路規劃 
 .874  .774 20 17 在轉型綜合高中之後，我發現本校開課內容與選修安排能符合學生的多元需求 
 .843  .697 19 16 在轉型綜合高中之後，我發現本校學術學程的辦理受到學生及家長的肯定 
 .837  .754 22 18 在轉型綜合高中之後，我發現本校閒置或不足之教學與實習的儀器設備，處理及補充得宜 
 .811  .520 

進  
23 19 在轉型綜合高中之後，我發現本校教材（教科書）的選用上沒有困難 

 .697  .736 2 2 在轉型綜合高中的過程中，我發現本校相關工作由同仁參與規劃設計，並廣納意見，形成共識   .898 .811 4 4 在轉型綜合高中的過程中，我發現本校對第二專長訓練的輔導工作十分妥善   .874 .774 5 5 在轉型綜合高中的過程中，我發現本校相關作業採漸進方式以增加同仁的適應性 
  .873 .776 3 3 在轉型綜合高中的過程中，我發現本校對同仁的職務調整能配合當事人的專長與意願 
  .870 .796 15 7 在轉型綜合高中之後，我發現本校同仁都很高興能繼續成為學校的一份子，為學校貢獻更多心力   .832 .771 14 6 在轉型綜合高中之後，我發現本校同仁們的向心力更提升   .813 .727 

人事 調整 滿意 
1 1 在轉型綜合高中的過程中，我發現本校校長會與同仁進行有效的溝通互動   .750 .585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將有效樣本之問卷資料透過「spss 8.0 for windows」電腦套裝軟體，進行資料統計

分析，配合研究問題的需要和資料尺度的特性，分別應用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等級相

關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轉型綜合高中之高級職業學校組織變革效能現況 

  在轉型綜合高中之職業學校組織變革效能的現況方面，其整體平均數為 4.16，標準差

0.95，可稱頗高（6點量表，假定平均 3.5）。在各層面上，則以「課程與教學改進」的平均數

4.22最高，「學校聲望提升」4.15 為次高，「人事調整滿意」4.12 為最低，均頗高。所以，轉

型綜合高中之職業學校組織變革效能可算是頗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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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轉型綜合高中之職校組織變革效能各層面及整體得分之平均數標準差摘要表 組織變革效能層面 題數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人事調整滿意 7 966 4.12 0.98 3 學校聲望提升 5 966 4.15 1.11 2 課程與教學改進 7 966 4.22 0.96 1 組織變革效能整體 19 966 4.16 0.95  
 

二、不同教師背景變項在轉型綜合高中之職業學校組織變革效能的知覺差異情

形 

研究結果顯示，在轉型前已否設普通科、學校成立時間、學校規模、轉型時間、轉型規

模及教師專長方面，不同教師背景變項在轉型綜合高中之職業學校組織變革效能的知覺差異

較大。 

學校轉型前已設普通科與未設普通科的學校教師，在組織變革效能各個及整體層面上，

均有顯著差異存在，同時顯示已設普通科的學校高於未設者。不同學校成立時間的教師在「學

校聲望提升」層面上，學校成立 46-60 年者高於成立 61 年以上年者。 

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在「人事調整滿意」層面上，學校專任教師 80 人以下者低於專任教

師 181 人以上者；在「學校聲望提升」層面上，學校專任教師 80 人以下者低於專任教師 81-130

人者、131-180 人者、181 人以上者，學校專任教師 131-180 人者低於專任教師 181 人以上者；

在「課程與教學改進」層面上，學校專任教師 80 人以下者低於專任教師 181 人以上者，學校

專任教師 131-180 人者低於專任教師 181 人以上者；在「組織變革效能」整體層面上，學校

專任教師 80 人以下者低於專任教師 81-130 人者；學校專任教師 80 人以下者、學校專任教師

131-180 人者低於專任教師 181 人以上者。 

  不同學校轉型時間的教師在「人事調整滿意」層面上，學校在 85、87、89 學年度轉型者，

均高於 88 學年度轉型者；在「學校聲望提升」層面上，學校在 85、86、87、89、90 學年度

轉型者，均高於 88 學年度轉型者；在「課程與教學改進」層面上，學校在 85、86、87、89、

90 學年度轉型者，均高於 88 學年度轉型者；在「組織變革效能」整體層面上，學校在 85、

86、87、89、90 學年度轉型者，均高於 88 學年度轉型者。 

不同學校轉型規模的教師在「人事調整滿意」層面上，未滿 25%者低於 50%-75%者；在

「學校聲望提升」層面上，未滿 25%者低於 50%-75%者；在「組織變革效能」整體層面上，

未滿 25%者低於 50%-75%者。不同職務的教師在「人事調整滿意」層面上的差異雖達 P<.05

之統計顯著水準，但經事後考驗後無法發現那兩組有顯著差異存在。 

不同主要專長的教師在「學校聲望提升」、「課程與教學改進」、「組織變革效能」整體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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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有顯著差異存在，而均形成一般科目的教師高於職業類科教師的情況。 

 

表 5不同教師背景變項在轉型綜合高中之職業學校組織變革效能之Scheffe’多重比較整

理 組織變革效能 背景變項 F(T)值 Scheffe’多重比較 轉型前已否設普通科 4.837**** 已設＞未設 學校規模 7.672**** 80 人以下＜181 人以上**** 轉型時間 6.713**** 85>88* 87>88**** 88<89*** 轉型規模 4.5*** 未滿 25%＜50%-75%** 人事調整滿意 教師職務 3.308* 組長、主任＞導師＞專任教師（但事後考驗未顯著） 轉型前已否設普通科 8.313**** 已設＞未設 學校成立時間 3.639* 46-60 年＞61 年以上 學校規模 14.749**** 80 人以下＜81-130 人* 80 人以下＜131-180 人* 80 人以下＜181 人以上**** 131-180 人＜181 人以上**** 轉型時間 5.591****  85>88*** 86>88* 87>88**** 88<89***  88<90*** 轉型規模 6.006**** 未滿 25%＜50%-75%**** 
學校聲望提升 

教師專長 -3.305**** 職業類科＜一般科目 轉型前已否設普通科 4.658**** 已設＞未設 學校規模 11.753**** 80 人以下＜181 人以上**** 131-180 人＜181 人以上**** 轉型時間 7.22****  85>88*** 86>88**** 87>88**** 88<89*** 88<90* 
課程與教學改進 

教師專長 -2.864*** 職業類科＜一般科目 轉型前已否設普通科 6.108**** 已設＞未設 學校成立時間 2.661* 46-60 年＞31-45 年＞61 年以上＞30 年以下（但事後考驗未顯著） 學校規模 12.548**** 80 人以下＜81-130 人* 80 人以下＜181 人以上**** 131-180 人＜181 人以上**** 轉型時間 6.957**** 85>88*** 86>88*** 87>88**** 88<89**** 88<90* 轉型規模 4.835*** 未滿 25%＜50%-75%*** 
變革效能整體 

教師專長 -2.803*** 職業類科＜一般科目 
註：* P<.05  ** P<.01  ***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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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轉型綜合高中之職業學校背景變項與組織變革效能的相關情形 

在相關分析方面，本研究排除了教師個人的背景變項而採取學校規模、學校成立時間、

轉型規模及轉型時間等重要且具次序特性的學校背景變項，並以學校全體總分與組織變革效

能進行相關分析，以彰顯個別學校差異性所形成的影響。在統計方法上因而採用斯皮爾曼

（Spearman）等級相關，其結果如表 6。 

表 6 轉型綜合高中之職業學校背景變項與組織慣性、組織自主調適、組織變革效能之

等級相關 變項名稱 學校規模 學校成立時間 轉型規模 轉型時間 人事調整滿意 .129**** -.024 .108**** -.029 學校聲望提升 .202**** -.009 .127**** -.014 課程與教學改進 .162**** -.001 .071* -.044 組織變革效能整體 .173**** -.015 .110**** -.027 
註：* P<.05  ** P<.01  *** P<.005  ****P<.001 

在轉型綜合高中之職業學校背景變項與組織變革效能的相關方面，就學校規模來分析，

其與組織變革效能各個及整體層面均呈現顯著正相關；就轉型規模來分析，其與「人事調整

滿意」、「學校聲望提升」、「課程與教學改進」及組織變革效能整體均呈現顯著正相關。即形

成學校規模愈大、轉型規模愈大，組織變革效能愈高的情況。 

 

四、訪問調查方面 

（一）職業學校轉型綜合高中是以時勢潮流所趨、配合政策及因應職校生存困境為主要背

景因素 

職業學校轉型綜合高中是以時勢潮流所趨、配合政策及因應職校生存困境為主要考量因

素，但有些學校似乎把綜合高中變成普通高中的替代品，而轉型也有部分原因是為了迎合社

會大眾希冀就讀高中，特別是公立高中的強烈需求，或是為挽救招生素質下降的一劑強心針。 

（二）轉型綜合高中之轉型效能較高的職業學校以人事安定及初期變革幅度較小為規劃之

考量因素 

受訪學校大多以原有類科可以支應的師資及設備為學程設計的前提，有些學校則有那些

科改綜合高中，才設那些相關學程的情況，因此安定人事，及辦理初期將變革幅度縮小的考

量頗為明顯，不過辦理之後，則多半視辦理成效逐步擴大辦理規模。而私立學校則在制度上

較為靈活，類科的調整的腳步較快，但突破原有類科限制的情況仍屬少見。 

（三）校長是職業學校轉型綜合高中的關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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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綜合高中是一種鼓勵及非強迫式的政策，必須是學校主動提出申請方可辦理，以學

校組織的生態而言，校長的領導仍屬重要政策推展的主要動力，特別是綜合高中事關教師的

授課及工作權益問題，因此基層教師不太可能成為這項政策的推動力量，而校長則成為轉型

綜合高中的關鍵角色，而校長的理念也攸關綜合高中的發展前景。 

（四）教師是職業學校轉型綜合高中可能存在的最大抗拒因素，尤以公立學校為最明顯，

因此在轉型過程中，首重教師的人事控管、課程調配、第二專長訓練的實施及有效

的溝通 

  受訪校長均表示，專業科目的教師擔心無課可教，工作權益受影響，成為學校轉型綜合

高中的最大抗拒因素來源，因此對教師的人事控管、課程調配及第二專長訓練的實施，便成

為學校轉型綜合高中的首要工作，不過在政令的推展上，私立學校教師比較容易配合學校的

變革作業，公立學校則須要較多的溝通及共識凝聚過程。而各校的溝通方式上，除了私下的

個別溝通、專家學者的宣導以外，並有透過正式會議的討論，還有一所公立學校乃是經由預

計參與辦理類科教師表決通過後決定實施，充份顯示對基層教師參與決策的尊重。 

（五）職業學校的先前績效或辦理普通科的經驗有助於綜合高中的轉型效能 

  部分有辦理普通科經驗的學校校長，提到學校曾經或現在擁有普通科，相關的師資及設

備上較沒有問題，在推動轉型上助益頗多；其次，在學校先前績效上，私立學校多半表示，

因為學校過去的表現一向有口碑，因此轉型綜合高中事實上是在既有的基礎上發展，因此可

以獲得家長及學生更多的青睞。 

（六）職業學校規模愈大，對轉型綜合高中的成效愈有幫助。 

  受訪的部分學校校長表示，學校的規模大，在教師的人力及授課的調配上較為有利，因

此轉型的效能也能愈好。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轉型綜合高中之職業學校組織變革效能頗為良好。 

（二）任職轉型前已設普通科、學校規模愈大、轉型規模愈大的學校及一般科目教師認為

學校轉型綜合高中的變革效能較好。 

（三）88 學年度轉型的學校，組織變革效能的情況較其他年度轉型者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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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職業學校轉型綜合高中是以時勢潮流所趨、配合政策及因應職校生存困境為主要背

景因素，但部分學校似乎「救急」的心態濃厚。 

（五）專科教師擔心授課權益受損，是職校轉型綜合高中可能存在的最大抗拒因素，尤以

公立學校更為明顯，但課程減少的問題並不如想像中之嚴重。 

（六）職業學校的先前績效或辦理普通科經驗有助於綜合高中的轉型效能。 

（七）轉型綜合高中之變革效能較佳的職業學校以人事安定及初期變革幅度較小，後逐步

擴大規模為規劃時的重要考量因素，但導致轉型規模普遍不大，學生的選課彈性也

因而受限。 

（八）校長是職業學校推動轉型綜合高中的關鍵角色，而其理念也攸關綜合高中的發展前

景。 

 

二、建議 

（一）在政策制定與推動方面 

1.對不同背景的職業學校，給予不同的輔導與協助彈性。 

(1)對公立職校的轉型政策應增加強制性、獎勵措施與人事彈性。 

a. 選擇績效良好的公立職校，以行政命指定其加入辦理綜合高中。 

b. 不參與轉型綜合高中的公立職校予以逐年減班，增加其轉型之壓力。 

c. 維持純高職型態的公立學校，在經常門的補助酌減，而申辦學校則按辦理的班

級數或比率，酌增補助。 

d. 增加人員編制的彈性，如公立工業職校仍可維持每班三名專任教師的有利條

件，及轉型前後在組長及技士技佐的名額上以有利者為主，以協助及要求更多

的公立職校加入綜合高中的辦理行列。 

(2)給予小型職校增班辦理的有利條件，協助其參與轉型。 

    2.不同背景的學校可採取不同的轉型變革策略。 

(1)不同學校規模方面： 

a.小型學校的變革模式方面：可能是一開始便必須面臨全年級辦理的情況，其後在

第三年，成為全校辦理的的情況，因而所需要的準備期較久，故應先期進行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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凍結，同時最好也可以在所有的專業類科教師均俱備第二專長之後，再行辦理，

以便有效因應短時間之內，便必須面臨劇變的衝擊；在學程的多樣性上，規模較

小的學校可開辦的學程數目或許較少，故應積極尋求跨校合作的可能性。 

b.大型學校的變革模式方面：大型學校因可資調配的人力充足，故可採取初期規模

較小，而後視辦理成效，逐步擴大轉型規模的模式來辦理，則所需準備期較短，

同時第二專長訓練也可以同步辦理；可先期類科整併，將同一類群的不同科別合

併，爾後由班級數較多的科開始逐次辦理，同時可再加上以配課方式因應授課不

足的問題，而不以第二專長改任教，則在人事的變動上牽動較小，變革的阻力也

會較小。 

 

(2)學校先前績效及辦理普通科的經驗方面： 

a.先前績效方面：學校的先前績效愈佳，則綜合高中的轉型效能愈佳，這是因為學

校的形象良好，在既有的基礎上辦理綜合高中，比較容易受到外界的認同，而學

校原有的制度良好，教職員在相關措施的配合度高，不妨在一開始即以較大的規

模進行辦理。 

b.辦理普通科的經驗方面：學校如有辦理普通科的經驗，則在師資及相關的軟硬體

設備上，均佔有優勢，所以適合較大規模的辦理，甚至如原本普通科的班級數便

不少，亦可考慮全校辦理，如此可獲得更高的經費補助，增益轉型的效果。 

3.加強理念與辦理成效宣導，並提供相關的轉型諮詢與輔導。 

(1)加強辦理學校校長對綜合高中的正確理念，並提供相關的轉型諮詢與輔導。 

a. 於高中職校長會議或研習會議中，加強宣導有關綜合高中的相關理念。 

b. 於新進職校校長的甄選中考評有關職校轉型綜合高中的策略與規劃項目。 

c. 提高續辦學校學程設置數目的下限或要求其提出校際合作的學程設置計劃，以

為核可續辦的條件之一。 

d. 配合高中職社區化的推動，對多樣學程開設有困難的學校，透過專案申請的方

式，協助其發展校際合作方案，並補助相關配套措施所需經費。 

e. 配合綜合高中評鑑的實施，由專家學者輔導校長根據其所在學校背景的不同，

研擬有關綜合高中轉型的理想模式及推動策略的諮詢與輔導。 

(2)針對職校教師擔心的權益受損問題，應加強相關的宣導與溝通工作。 

a. 在綜合高中的宣導及研習會議中，邀請轉型效能較佳的學校相關人員，以現身

說法的方式，提供成功案例的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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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製作成功的宣導檔案，內容包括職校轉型綜合高中的招生素質改善、在校生及

畢業生的技能檢定、升學或就業的績優表現案例，及轉型時程與計劃之模式、

類科整併、人事控管、選修課程開設、師資調配、行政業務管理方式等，供未

轉型學校教職員參考。 

（二）政策的成效評估方面 

1.針對不同學年度轉型的學校，進行轉型效能的專案研究，瞭解其差異原因，並供考評

及輔導的依據。 

2.對於職校申辦綜合高中的審核條件與成效評鑑，應將各校的背景因素列入考慮。 

3.提高續辦申請的學程設置數目下限，增加學生適性選擇的彈性。 

4.增加「加權績優補助」的級數，鼓勵各校擴大轉型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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