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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適性學習社區 

後期中等教育學校分佈 

以蘭陽溪為分，
界有溪南、溪
北二小區。 



第一期程(104)主要議題 

本區後中各校資源查調及招生能量比對。 

入學新生之地域因素對各校之設科、發展
和生源的影響。 

分析國中端畢業生升學意願與103學年後中
各校入學新生來源之相關性，提供就近入
學比序原則參考。 

召開焦點會議蒐集建議事項，符對查調結
果，檢視宜蘭地區後期中等教育適性學習
區範圍劃分之適當性。 



第二期程(105)主要議題 

• 增加104學年的數據，以進一步了解
宜蘭地區中等教育生源流入、流出
的現況。 

• 討論跨區就讀本區高中職學生樣態
：含校別、類科、地域、原因等。 

• 探討臨近就學區、藝才班、頭城家
商跨區就讀現象。 



第一年期程報告主要結論 
本區尚不宜分溪南、北學區，原因為： 

宜蘭區各高中職各校課程區隔性明顯，普通課程、商業、工業
、家事、海事、護理、特殊教育等，各校之間達到互補的功能
，勉做區隔，難免會有闕漏。 

高中職類科分佈不均，尤以工業類科集中溪南。 

考量少子女化，學生就學選擇加大，高中職端、國中、教育行
政代表皆認為不宜溪南、溪北來劃分學區。 

國中生及家長雖有就近入學傾向，但近三年內皆有穩定2~3成
跨溪南北適性就讀，分區剝奪學生適性就學的權利。 

103學年免試入學免試比序的就近入學給分引導未產生
同一地理社區學生增加的效應，可有所討論。 

宜蘭縣國民中學學生升學意願以就近入學為首因，選讀
類科、課程特色是其次，各高中職可以著力之處。 

 



研究問題 

• 針對第一期報告部份資料增加104學年的
數據，以進一步了解宜蘭地區中等教育生
源流入、流出的現況。 

• 討論跨區就讀本區高中職學生樣態：含校
別、類科、地域、原因等。 

• 探討臨近就學區、藝才班、頭城家商跨區
就讀現象。 



研究方法和限制 

• 各校入學及學生資料 

• 文献分析 

• 以宜蘭區為範圍 

• 二所私立高中，三所五專學制之技專
校院，及105學年新成立之實驗高中
未含括 



調查結果一： 

• 本區後期中等教育學校新生地域分配現
況： 

–宜蘭區各公立高中職校生源來自區域內國
中畢業生穩定在98%以上(不含藝才班)。 

–宜蘭區前後期中等教育階段供需略呈需大
於供，但趨勢較呈供過於需(含區內私立高
中及五專)。 

 



• 102學年到104學年跨區就讀本區人數占總招生低於
5%，排除二所私立高中則在2%左右；有下降現象。 

• 跨區就讀的學生數以頭城家商最多，其次是羅東高中
、南澳高中。 

• 102學年到104學年跨區學生以來自新北市(原台北縣)

最多，穩定高出一倍以上，其次是桃園市(桃園縣)和台
北市。 

• 跨區就讀選讀類科則以藝才班、普通科、綜合高中為
多，職業類科無明顯的差異，未顯示特定職科偏好。 

• 跨區就讀原因，仍以選讀特定科別為主因，搬家也是
重要因素，唯仍有大部份學生並未敍明原因。 

 

調查結果二： 

本區後期中等教育學校跨區就讀新生現況 



調查結果三： 

宜蘭區高中職跨區入學學生特殊現象 

•本區藝才班跨區入學比例相對高於一般類科
，尤以舞蹈班為甚，與就近入學有違，藝才
班招生策略上，是應有所調整；亦可以再檢
視本區藝才班設置量的供需平衡問題。 

• 頭城家商跨區入學人數較高，有明顥的消長
現象，尤其99學年和100學年間有很大的落
差(當年開始實施的「高職免學費」及「齊一
公私立高中學費」政策)。 

 



學年
度 

頭城 

家商 
宜蘭 

高中 
蘭陽 

女中 
宜蘭 

高商 
羅東 

高中 
羅東 

高工 
羅東 

高商 
蘇澳 

海事 
南澳 

高中 

102 8 1 3 5 7 1 3 2 7 

103 9 0 3 6 4 1 3 2 4 

104 7 0 2 1 3 2 2 3 2 

小計 24 1 8 12 14 4 8 7 13 

表 17.102~104學年各校跨區學生數比較表 

註.不含藝才班及二所私立高中。 

調查結果三~1：跨區就讀本區高中職學生特殊現象探討 

頭城家商跨區就讀學生就讀現象 



調查結果三~2： 

跨區就讀本區高中職學生特殊現象探討 

• 臨近就學區跨區就讀現象 

學
年 

新北
市 

台北
市 

基隆
市 

花東
區 

台中
市 

桃園
市 

竹苗
區 

其他 

102 32 6 2 3 2 8 3 6 

103 23 8 2 4 0 6 3 5 

104 20 11 1 1 4 12 1 2 

表 12.跨區學生地域分佈統計表 



學年 美術班 音樂班 舞蹈班 普通科 其他 

102 8 /26.7% 3 /10.0% 16 /53.3% 14 21 

103 8 /26.7% 2 /6.7% 16 /53.3% 5 21 

104 8 /26.7% 1 /3.3% 20 /66.7% 7 17 

表13,14.藝才班、普通科與其他職科跨區學生差異表 

註.不包含二所私立學校 
註.藝才班母數以招生上限30人為基準。 

三~3：跨區就讀本區高中職學生特殊現象探討 

藝才班跨區就讀現象 



結論 

• 宜蘭區後期中等教育供需平衡 

• 就近入學趨於理想值 

• 宜蘭區跨區入學現象不明顯 

• 藝才班最多跨區入學，招生方式有
檢討空間 

• 政策引導有利就近入學 



建議 

• 納入鄰近就學區生源 

• 發展特色課程吸引學生就讀 

• 檢討藝才班招生方式和設班能量 



後續研究建議 

• 後續查調針對學區內之五專，二所私立高中做較深入精確
的調查，可以提供更全面完整的宜蘭區後期中等教育的資
源訊息。 

• 各類科跨校開課狀況和需求做研究，提供各校學生跨校選
讀的需求和可能性。 

• 藝才班的跨區就讀現象做更大範圍的查調，做為各學區開
班的參考。 

• 各校特色課程發展現況查調，以利跨區招生可能性評估和
策略的討論。 

• 全面免試，或溪南溪北教育資源帄衡後，更精緻的學區劃
分深入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