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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長久以來在升學主義價值觀的驅使下，明星高中儼然成為升上

明星大學之最佳途徑，使得國中學生無不奮力的想擠進明星高中。

然而明星高中之高升學率，是否意謂著任何人只要能進入，就一定

能夠順利升上明星大學？明星高中的高升學率是明星學校的光環所

成就(如師資陣容堅強、資源配置優渥等)，還是學生原本實力之展

現？又因學生實力是無法直接觀察，只能透過考試來進行估測，惟

利用考試來估測學生實力時，難免會受到許多不可預測的因素而造

成受測結果多少存有誤差，依統計「迴歸到平均數」現象得知，如

果多測量幾次，必能慢慢測出其平均水準，此觀念用在考試上是否

可行？本文謹就臺北市 28 所公立高中基測登記分發最低錄取分數之

PR 值、一年級新生入學與畢業生升學情形及學校各項教育資源配置

進行分析，併同專家學者所提之研究，探究明星高中高升學率所隱

藏之意涵及統計上「迴歸到平均數」現象在全國考試之適用性。 

經本研究發現，近 5 年臺北市 7 所明星高中畢業生就讀公立大

學院校日間部之比率均領先其他一般高中，顯示能就讀明星高中

者，其入學時之成績已領先全國 95%的學生，三年後參加大學學測

或指考之成績亦將較一般高中學生為佳；且女生前三志願學校彼此

間亦呈現顯著差異。而在學校資源配置方面，明星高中與一般高中

在資源分配上係力求均等，即使部分資源配置略有差異，但對學校

升學情形之影響實為有限。 

目前國中基測分 2 次辦理，較僅辦理 1 次考試更能客觀測出學

生之真正實力，惟依歷年資料顯示，參加第 2 次基測之人數比率逐

年遞減， 98 年度僅約占 48%；另教育部亦研議將 101 年之國中基測

朝辦理一次之目標規劃，故全國舉辦之大型考試欲以「迴歸到平均

數」現象來測量學生之真正實力，實有其困難度。 



 

  

由於家長對子女成龍成鳳的升學期待，學生的升學壓力實無喘

息的機會，建議教育主管機關持續推動免試入學以增加學生進入明

星高中就學機會，並可紓解統計「迴歸到平均數」現象難以適用於

全國性考試之困境，此外並持續推動高中均質且優質化，使學生能

就近找到優質化的高中，適性就讀，才能逐步減緩明星高中的迷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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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高中升學概況分析－以臺北市公立高中為例 

壹、前言 

長久以來在升學主義價值觀的驅使下，明星高中儼然成為升上

明星大學之最佳途徑，使得國中學生無不奮力的想擠進明星高中。

然而，在現實環璄下，並非所有明星高中學生均能如願進入公立大

學就讀，名落孫山亦時有所聞。依中央研究院助研究員李瑞中「讀

了明星高中 才知天外有天」（2009）一文：「…建中學生大學聯考

並未通吃／全贏的現象，更可能的解釋並非辦學／教育失敗，而是

統計上所謂的『迴歸到平均數的現象』。這是所有帶有誤差的重複

測量之必然，與學生實力或教育成功與否無關。如果所有明星與非

明星學校間學生表現的差異，都來自於好的雖好，但沒有過去那麼

好，而各校資源分配，甚至師資良窳，差異也有限，那麼就更支持

了好學生之所以好乃是他們本來就好，到哪裡去都會一樣好，而非

被資源或老師培植好的論點。」。 

明星高中的高升學率是否確屬必然現象，還是明星學校的光環

所成就(如師資陣容堅強、資源配置優渥等)，實眾說紛紜。本文謹就

臺北市 28 所公立高中基測登記分發最低錄取分數之 PR 值、應屆畢

業生升學情形及學校各項教育資源配置進行分析，併同專家學者所

提之相關研究，以探究明星高中高升學率所隱藏之意涵及統計上

「迴歸到平均數」現象在全國考試之適用性。 

貳、當前教育政策 

一、高中職多元入學方案 

為舒緩國中學生升學的競爭壓力、多元評量學生學習成就、幫

助學生適性發展以達成五育均衡，自 87 學年度起教育部陸續推動高

中、高職、五專多元入學方案，90 學年度起以國中基本學力測驗的

成績作為申請入學、甄選入學的重要參考及登記分發的依據，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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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學年度推動高中職社區化計畫，結合社區資源發展學校特色，引

導社區國中畢業生就近升學。 

目前國中學生升學主要係以基本學力測驗(以下簡稱基測)成績作

為升學之主要參考依據，且為維持多元入學制度的公平性、公信

力，係以兩次「標準化測驗」取代傳統聯招命題，第 1 次約在每年

5 月下旬或 6 月上旬辦理，第 2 次則在 7 月中旬辦理，各校得自行選

擇多元入學管道、訂甄選條件、標準、項目，以及計分的加權等，

招生方式包括下列幾種： 

(一)甄選入學：提供具有音樂、美術、舞蹈、戲劇、體育、科學

之特殊性向或才能之各類學生入學；各校辦理甄選入學以第

1 次基測分數納入甄選總分，並配合招生性質參採學生在校

藝術與人文、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學習領域表現、日常生

活表現或其他才能等。 

(二)申請入學：提供對有特色之學校或科別具有興趣之學生直升

入學或於鄰近之高中職學校入學，以落實高中職社區化；各

校以第 1 次基測分數為申請條件，並參採學生之在校成績(限

直升入學)、日常生活表現或特殊事蹟等。 

(三)登記分發：提供非經由前二種方式或其他經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核准之方式入學者，依其志願分發入學；學生參加登記分

發入學，應以當年度 1 次基測分數完整使用，參加 2 次測驗

者，由電腦選擇較優 1 次之分數作為分發依據。 

另為尊重私立學校自主權，各私立高中職可自行決定採單招或

參加各考區聯合招生。此外，教育部於 98 年 9 月公告「高中職及五

專擴大免試入學方案」，使「免試入學」正式成為多元入學之招生

管道。 

二、國中學生基本學力測驗 

教育部為推動高中職多元入學方案，於 87 年委託臺灣師範大學

心理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以下簡稱心測中心)成立國中學生基測

推動工作委員會，執行各項基測作業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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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測量尺分數 

國中基測自 90 年開始實施，測驗科目包括國文、數學、英

語、社會、自然 5 科，95 年起新增寫作測驗；分數計算方式除寫

作測驗為標準參照之級分制外，其餘均以量尺分數(scale scores )

計算；分數呈現為寫作測驗級分(分 6 級)乘以 2，再加上各科總分

(最高 60 分)，滿分為 312 分。為能更有效看出學生學習成果之差

異，自 98 年起另採新量尺計分方式，將考生在各科的答對題數

以線性轉換方式來建立(如下列公式)，將上述轉換後的分數再加

上常數 20，加以裁截及四捨五入後即得新量尺分數，各科最高分

數由 60 分變為 80 分，總計為 412 分。 

{ } ** )(A][ sXXXs μμ +−=  

)(-
-60

A
*

XK
s

μ
μ

=  

其中， *s [X]代表轉換分數 

A 代表斜率 

X 為答對題數 

)(Xμ 為答對題數之平均數 
*
sμ 是預設測驗分數之平均數(設定為 30) 

K 為各科測驗的題數 

(二)百分等級 

國中基測分數通知單上之百分等級(又稱為 PR 值)，係指將該

次測驗所有考生的量尺總分排序後，依照人數均分成一百等分，

該生大約會落在第幾個等分中。例如 98 年第 1 次基測總人數為

315,408 人，每個百分等級平均約包含 3,154 人，若 98 年某位考

生第 1 次基測 PR 值為 95，其 PR 值累積人數為 16,088 人，本次

測驗該生分數係高於全國約 95%考生(即居全國考生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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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北星計畫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於 97 年 9 月開始著手研訂北星計畫，此為教

育部擴大免試入學方案之一種，並自 99 學年度高中職入學新生開始

試辦，期望藉由北星計畫，以落實「國中均質、適性教育」理念。 

本計畫係以臺北市公私立國中應屆畢業生在校期間全程就讀同

一學校，且九年一貫學習領域評量成績前 5 學期總成績之平均成

績，採百分數計分法，排名在全校前 40%以內者為招生對象。同

時，藉由限制各國中無分規模大小，均只能推薦 10 名學生參加北星

計畫，以及各高中每校及高職每科錄取同一國中學生僅以 1 名為限

等規定措施，希望能落實國中均質、就近入學的目標與理想，發掘

鄰近地區各國中之適性英才，期使每一所國中具有潛力、符合性向

之優秀學生，皆有就讀優質高中職的機會。 

參、文獻探討 

一、國中基測擇優名次排擠效應 

為明瞭基測量尺分數之計算是否影響考生權益，中央研究院統

計科學研究所研究員林妙香乃利用心測中心公布之 90 至 93 年試題

研究報告與整體統計資料，以及 90 至 93 年全國 18 個考區 2 次基測

成績，按年依比率各隨機抽選 3 萬多筆考生成績進行分析，並於 96

年 5 月公布「國中基測量尺及等化程序缺失」研究結果。 

本研究之其中一項結論係「擇優名次排擠效應」，教育部擇優

政策允許參與第 2 次基測考生就其 2 次成績選擇較優者作為入學分

發依據，惟為避免基測淪為 2 次聯考，並不鼓勵考生參加第 2 次基

測。然而研究發現，第 2 次測驗量尺並無等化步驟，只是單純進行

分數連結，無法充分反映考生實質進步或退步，考第 2 次基測的學

生無論實際的成績是否優於第 1 次，只要量尺分數較原來高，就會

排擠跟他同分卻沒來考第 2 次的考生，故擇優登記分發將不利於僅

考 1 次的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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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破除升學迷思：捨近求遠得不償失 

為規劃推動高中職優質化政策，破除升學迷思，教育部特委託

宜蘭高中進行專案研究。該研究係針對 92、93 年參加國中基測，PR

值 90 以上之國中畢業生，就讀普通高中三年後分別參加 95、96 年

大學學測者(共 63,581 人)，進行學測成績的比較分析，並於 96 年 11

月公布「就近與跨區入學高中學生學測成績分析比較」之研究結

果。 

本研究發現，基測 PR 值 90 分以上之國中畢業生，在相同基測

成績條件下，選擇就近高中入學的學生，三年後的學業成就表現大

多優於就讀非鄰近高中(包含跨登記分發區、跨縣市)的學生。另留在

原國中所屬登記分發區就讀者優於跨區就學者；留在原國中所在縣

市就讀者優於跨縣市高中就學者；完全中學國中生留在原校高中部

就讀者優於選擇至外校就學者；在一般社區型高中就讀者優於跨縣

市前往都會區前二志願學校就讀者。 

三、國中基測前三志願學校之大學學測成績差異不大 

為探討能力相近但就讀不同明星高中學生，三年後大學學測成

績是否有顯著差異，心測中心乃蒐集 94 學年度進入臺北及高雄前三

志願明星高中學生之在校成績，並取得其國中基測及大學學測成

績，針對採登記分發入學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共 3,334 人)，利用基測

成績排序後，抽樣比較第一志願後段入學與第二志願前段入學學

生、第二志願後段與第三志願前段入學學生之學測表現，選取

15%、35%、50%三種比率進行分析(詳圖 1)，並於 98 年 12 月公布

「高中學生學業表現比較」之研究成果。 

本研究針對臺北地區之發現係男生前三志願學校中，能力相近

但就讀不同高中之學生，其學測表現大致無顯著差異。惟女生高中

第一志願與第二志願比較，僅在抽樣 35%時，第一志願學測表現優

於第二志願；在抽樣 15%及 50%下，能力相近但分別就讀第一、二

高中學生，其學測表現統計上無顯著差異。而第二志願與第三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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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志願

35%
35%

第二志願

35%
35%

第三志願

基

測

成

績

排

序

比較，在抽樣 15%、35%、50%下，第二志願學校學測表現均優於

第三志願。 

圖 1、前三志願學生抽樣方式圖例(以 35%為例) 

 

 

 

 

 

 

 

 

 

四、明星高中校內學習經驗較優質 
為了解就讀明星高中的學習經驗是否優於一般高中，國立臺南

藝術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黃雅容以參與臺灣高等教育資料庫

中，94 學年度大一新生問卷調查的學生為研究對象，並選定 19 所明

星高中(以傳統聲譽為篩選標準)，比較就讀明星高中學生和一般高中

學生在上課方式、補習和課外閱讀三方面學習經驗是否有顯著差

異，並於 98 年 6 月發布「從上課方式、補習與課外閱讀比較就讀明

星高中與一般高中的學習經驗」研究結果。 

本研究結論發現，相較於一般高中，就讀明星高中的校內學習

經驗較優質，教師上課時較常給予學生主動參與學習的機會；然而

校外的學習經驗則否，就讀明星高中愈有可能參加補習，課外閱讀

的頻率也沒有顯著優於就讀一般高中的學生許多，兩類學生最常閱

讀的是隨處可得之報紙、雜誌，其次是輕鬆有趣的暢銷書、漫畫、

小說，最後才是散文詩詞和學術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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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臺北市公立高中新生及學校資源概況 

一、新生入學時之差異 

何謂「明星高中」？目前並無統一之定義，一般泛指傳統聲譽

佳、升學表現優異的高中。教育部推動高中職社區化政策，原規劃

明星高中續存並得跨區全國招生，其他高中則轉型為「社區高

中」，但卻因明星高中之規劃名單引發各界議論而改弦易轍，並隨

即解釋「所謂『菁英高中』、『明星高中』一詞，並非政府所訂或

授予，是社會自然形成的」，又「『菁英高中』的排名也會變化，

自無須、也無法刻意消滅它」。因此，「明星高中」之認定因人而

異，故篩選出之名單可能也不盡相同。  

本文針對臺北市 28 所公立高中(國立 2 所、市立 26 所)，係以

98 年基測登記分發最低錄取分數 PR 值≧95 之學校為「明星高中」

認定標準，亦即臺北市明星高中學生之基測成績係居全國考生前

5%，其餘學校於本文中統稱「一般高中」。 

依 98 年臺北市 28 所公立高中登記分發最低錄取分數之 PR 值觀

察，PR 值≧95 之「明星高中」包括：建國中學、北一女中、師大附

中(國立)、成功中學、中山女中、政大附中(國立)、松山高中等 7 所

學校，「一般高中」包括麗山、大同、中崙、大直、景美、和平、

成淵、西松、內湖、中正、明倫、南湖、百齡、陽明、永春、華

江、南港、萬芳、大理、育成、復興等 21 所高中；其中臺北市一般

高中登記分發最低錄取分數之 PR 值最低者為 74，亦即就讀臺北市

轄區之公立高中學生，其基測成績至少領先全國 74%以上的學生。

(詳圖 2) 

若依近 5 年臺北市 28 所公立高中登記分發最低錄取分數排名觀

察，7 所明星高中有 1 所學校係 94 年新設立，故 94 至 95 年間排序

有些微變動，96 至 98 年間則排序一致，且 5 年來 7 所明星高中均未

跳離 7 名外，其餘 21 所一般高中排名最後 2 名者，5 年來之排序亦

一致；另 19 所學校僅少數幾所排序有較大幅度變動外，大致呈一規



 

  8

1

2

1

3

2

1 1 1

3

1

2 2 2

1

2

1 1 1

0

1

2

3

4

98 97 96 95 94 93 92 90 89 88 87 85 82 81 80 78 75 74 PR值

所

明星高中 一般高中

No.1 No.2 No.3 No.4 No.5 No.6 No.7 No.1 No.2 No.3 No.4 No.5 No.6 No.7
98年 1 2 2 4 5 6 7 8 8 10 11 12 13 13
97年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96年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4 16
95年 1 2 3 4 6 5 7 8 9 10 11 13 14 15
94年 1 2 3 4 6 4 7 9 10 8 12 16 14 11

No.8 No.9 No.10 No.11 No.12 No.13 No.14 No.15 No.16 No.17 No.18 No.19 No.20 No.21
98年 13 16 17 18 19 20 21 21 23 24 24 26 27 28
97年 16 14 16 18 19 20 21 21 23 24 25 26 27 28
96年 17 15 12 18 21 20 19 22 23 24 25 26 27 28
95年 16 12 16 18 19 20 21 22 22 24 26 25 27 28
94年 18 12 15 20 17 19 22 21 23 25 23 26 27 28

資料來源：臺北市政府教育局統計室彙整。

附註：基測最低錄取分數愈高，排序愈前。

明星高中

一般高中

一般高中
年別

年別

律序列。如進一步利用斯皮爾曼等級相關 (Spearman rank-orde r 

correlation)檢定(詳附錄一)，5 年來分數排序之相關係數為 0.974，呈

現高度相關性，顯示學生填寫志願時，仍難跳脫學校排名之傳統思

維。(詳表 1) 
圖 2、98 年臺北市公立高中之校數 

－按基測登記分發最低錄取分數 PR 值 

 

 

 

 

 

 

 

表 1、94 至 98 年臺北市公立高中基測登記分發最低錄取分數排序 

 

 

 

 

 

 

 

 

 二、新生之來源分布 

98 學年度臺北市公私立高中職學校計 67 所，總計招收一年級新

生 41,779 人，其中公立高中 28 所(國立 2 所、市立 26 所)，學生人

數 17,749 人，占臺北市公私立高中職一年級新生之 42.48%。 

依 98 學年度臺北市公立高中一年級新生居住縣市觀察，居住臺

北市者 10,165 人(占 57.38%)，略多於居住臺北市以外縣市之 7,550

人(占 42.62%)，比率最高之學校達 72.93%(屬一般高中)，最低者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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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以下 20%-未滿30% 30%-未滿40% 40%-未滿50% 50%-未滿60% 60%-未滿70% 70%以上

明星高中 一般高中

所

類別 平均數 變異數 t 值 p值

98學年度 3.00 0.0033 **

明星高中 49.60 19.07

一般高中 40.22 131.68

94-98學年度 4.13 0.0002 **

明星高中 49.19 8.16

一般高中 38.59 104.32

資料來源：臺北市政府教育局統計室。

附註：t值係檢定統計量，p值係檢定統計量觀察值的對應機率；

　　　**表示有顯著差異(顯著水準為0.05)

占 8.03%(屬明星高中)。又明星高中一年級新生居住外縣市比率大致

介於 40%~60%間(不含比率最低之極端學校)，高於 50%者有 4 所學

校(占 66.67%)；而一般高中一年級新生居住外縣市之比率大多介於

20%~70%間(不含比率最高之極端學校)，高於 50%者有 5 所學校(占

25.0%)。(詳圖 3) 
圖 3、98 學年度臺北市公立高中之校數 

－按新生居住外縣市學生比率 

 

 

 

 

 

 

 

進一步觀察明星高中與一般高中新生居住外縣市之比率是否有

顯著差異，若扣除比率最高與最低之極端學校，98 學年度明星高中

新生居住外縣市之平均比率 49.60%，較一般高中平均比率 40.22%為

高，利用 t 檢定(詳附錄二)來檢定明星高中與一般高中新生居住外縣

市之比率是否有顯著差異，檢定結果則呈現顯著差異；若觀察近 5
年(94 至 98 學年度)之資料，以 t 檢定結果亦呈現顯著差異，顯示臺

北市明星高中吸引外縣市學生就讀之情形，較其他一般高中為甚。

(詳表 2) 

表 2、臺北市公立高中新生居住外縣市之學生比率－t 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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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資源比較 

(一)生師比 

98 學年度臺北市公立高中平均生師比為 14.61，其中 7 所明

星高中平均生師比 16.23，高於一般高中平均生師比 14.07；如進

一步利用 t 檢定，結果確有顯著差異，顯示明星高中每位教師教

導學生數較一般高中為多，教師負擔相對較沉重。(詳表 3) 

(二)教師學歷碩士以上比率 

98 學年度臺北市公立高中教師學歷碩士以上比率為

54.10%，其中明星高中教師平均學歷具碩士以上比率 60.07%，

略高於一般高中平均 52.11%，惟進一步利用 t 檢定，結果顯示明

星高中之教師素質與一般高中教師無顯著差異。(詳表 3) 

(三)每生享有圖書冊數 

98 學年度臺北市公立高中每生享有圖書 14.06 冊，其中明星

高中每生享有圖書 16.98 冊，略高於一般高中平均 13.09 冊，惟

進一步利用 t 檢定，結果顯示明星高中之圖書資源與一般高中無

顯著差異。(詳表 3) 

(四)每生享有校地面積 

98 學年度臺北市公立高中每生享有校地面積 17.33 平方公

尺，其中明星高中每生享有校地面積 13.53 平方公尺，略小於一

般高中平均 18.60 平方公尺，進一步利用 t 檢定，結果確有顯著

差異，顯示明星高中之活動空間的確較一般高中小。(詳表 3) 

(五)每生使用教育經費 

98 學年度臺北市公立高中每生使用教育經費 13.5 萬元，其中

明星高中平均每生使用教育經費 14.2 萬元，略高於一般高中平均

13.2 萬元，惟進一步利用 t 檢定，結果顯示明星高中學生分配到

之教育經費與一般高中無顯著差異。(詳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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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 No.2 No.3 No.4 No.5 No.6 No.7 No.1 No.2 No.3 No.4 No.5 No.6 No.7
94-98年基測登記分發最低錄

取分數之排序
1 2 3 4 5 5 7 8 9 9 11 12 13 13

93-97學年應屆畢業生就讀公

立大學院校比率之排序
1 2 3 4 5 6 7 10 8 11 13 9 17 14

No.8 No.9 No.10 No.11 No.12 No.13 No.14 No.15 No.16 No.17 No.18 No.19 No.20 No.21
94-98年基測登記分發最低錄

取分數之排序
17 13 16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93-97學年應屆畢業生就讀公

立大學院校比率之排序
18 12 15 20 19 24 21 26 22 23 16 25 27 28

資料來源：臺北市政府教育局統計室。

附註：94-98年基測平均最低錄取分數愈高，排序愈前；93-97學年就讀公立大學院校之平均比率愈高，排序愈前。

明星高中 一般高中

一般高中

類別

類別

項目別 學校類別 平均數 變異數 t值
明星高中 16.23 0.28 6.94 2.89E-07 **
一般高中 14.07 1.20
明星高中 60.07 254.85 1.23 0.1264
一般高中 52.11 112.88
明星高中 16.98 33.79 1.60 0.0717
一般高中 13.09 22.16
明星高中 13.53 24.08 -1.88 0.0376 **
一般高中 18.60 80.80
明星高中 142.20 1,238.95 0.69 0.2549
一般高中 132.43 494.76

資料來源：臺北市政府教育局統計室。

附註：**表示有顯著差異(顯著水準為0.05)。

每生享有校地面積（平方公尺）

每生使用教育經費（千元）

p值

生師比（人）

教師學歷碩士以上比率（%）

每生享有圖書冊數（冊）

表 3、98 學年度臺北市公立高中教育資源比較-t 檢定 

 

 

 

 

 

 

 

伍、高中應屆畢業生大學升學率之比較 

依 97 學年度臺北市 28 所公立高中應屆畢業生升學率觀察，就

讀公立大學院校(日間部)之比率最高者為 78.39%，較比率最低之學

校 12.10%，高約 66.29 個百分點。 

若依近 5 年臺北市 28 所公立高中畢業生就讀公立大學院校之比

率，與基測登記分發平均最低錄取分數，兩者分別按比率、分數由

高至低排序，結果呈現部分學校兩者排序略有差異，但差異不大，

尤其前 7 所明星高中之排序趨於一致；另依斯皮爾曼等級相關檢

定，兩者排序之相關係數為 0.959，呈現高度相關。整體而言，基測

成績較佳之學校，其學生三年後就讀公立大學院校之比率亦高。(詳

表 4) 

表 4、近 5 年臺北市公立高中畢業生就讀公立大學院校比率與 
基測登記分發平均最低錄取分數之排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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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男生學校 平均數 變異數 t值 招收女生學校 平均數 變異數 t值

第一志願學校 78.64 8.88 1.81 0.0599 第一志願學校 78.51 1.64 2.99 0.0087 **

第二志願學校 75.96 2.00 第二志願學校 75.96 2.00

第一志願學校 78.64 8.88 1.89 0.0477 ** 第一志願學校 78.51 1.64 4.19 0.0043 **

第三志願學校 75.10 8.63 第三志願學校 70.72 15.60

第二志願學校 75.96 2.00 0.59 0.2876 第二志願學校 75.96 2.00 2.79 0.0192 **

第三志願學校 75.10 8.63 第三志願學校 70.72 15.60

資料來源：臺北市政府教育局統計室。

附註：**表示有顯著差異(顯著水準為0.05)。

p值 p值

進一步觀察近 5 年男、女生前三志願學校應屆畢業生就讀公立

大學院校比率是否有顯著差異，其中男生第一志願學校學生就讀公

立大學院校比率較第三志願高 3.54 個百分點，利用 t 檢定結果，兩

校升學率確有顯著差異；惟第一與第二志願、第二與第三志願學校

間，應屆畢業生就讀公立大學院校比率無顯著差異。至於女生第一

志願學校學生就讀公立大學院校比率，分別較第二、三志願高 2.55

個百分點、7.79 個百分點，第二志願學生較第三志願高 5.24 個百分

點，利用 t 檢定之結果顯示，女生前三志願學校之升學率亦確有顯

著差異。(詳表 5) 

表 5、近 5 年臺北市前三志願學校畢業生就讀公立大學院校比率-t 檢定 

 

 

 

 

 

陸、結論 

依上述臺北市明星高中及一般高中之概況分析，並綜合本文之

文獻探討中四篇專家學者之研究論文，歸納以下結果： 

一、明星高中高升學率為學生素質優秀使然 

在臺灣升學主義制度下，升學率高且較有機會進入明星大學的

高中，即被視為「明星高中」。依近 5 年臺北市 28 所公立高中畢業

生就讀公立大學院校日間部之比率，與基測登記分發平均最低錄取

分數觀察，臺北市 7 所明星高中畢業生就讀公立大學院校日間部之

比率領先其他一般高中，顯示能就讀明星高中者，其入學時之成績

已領先全國 95%的學生，如不考量其他特殊因素，明星高中學生素

質應較其他一般高中學生優秀，三年後參加大學學測或指考之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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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將較一般高中學生為佳，故明星高中之高升學率，實屬學生在正

常情形下展現實力之必然現象。 

進一步觀察臺北市男、女生前三志願之明星高中，其近 5 年應

屆畢業生就讀公立大學院校之比率，檢定結果顯示男生第一志願學

校應屆畢業生就讀公立大學院校比率明顯較第三志願高，而第一、

二志願學校及第二、三志願學校則無顯著差異；女生則在第一、

二、三志願學校彼此間均呈現顯著差異，此與心測中心針對臺北考

區之抽樣研究結果有些微的不同，惟女生前三志願學校之差異較男

生學校顯著，則與心測中心之抽樣研究結果相同。 

二、學校資源配置對升學情形之影響有限 

依臺北市明星高中與一般高中之生師比、教師學歷碩士以上比

率、每生享有圖書冊數、每生享有校地面積、每生使用教育經費等

5 項資源予以比較，且不考量學校因家長或是傑出校友所投入之財

力或人力資源，結果顯示除明星高中之生師比略高於一般高中且每

生享有校地面積略小於一般高中外，在教師學歷具碩士以上比率、

每生享有圖書冊數、每生使用教育經費等 3 項則與一般高中無顯著

差異。 

原則上明星高中與一般高中在資源分配上係力求均等，但統計

檢定顯示明星高中每位教師教導學生數較一般高中為多，教師負擔

相對較重，且因明星高中每年級學生人數接近千人，致學生活動空

間相較於一般高中為小，此均屬資源弱勢部分，但未因此而使一般

高中之升學率凌駕明星高中，顯示學校資源配置對學校升學情形之

影響實為有限。 

三、統計「迴歸到平均數」現象難以適用於升學考試 

依學者研究指出，建中學生大學聯考並未全贏的現象，可能的

解釋並非辦學或教育失敗，而是統計上所謂的「迴歸到平均數的現

象」；依 98 學年度全國公立大學院校(日間部)一年級學生計 59,460

人，占公私立(日間部)一年級學生比率 24.04%，而目前高中全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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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登記分發最低錄取分數之 PR 值≧82 之人數為 57,539 人。若不考

慮選系不選校的問題，假設學生選擇學校係公立優於私立，則估計

「PR 值≧82」者應可全部考上公立大學院校(日間部)。 

依此方式推估臺北市之情形，98 學年度臺北市公立高中學生數

計 17,715 人，PR 值≧82 之人數為 14,435 人，占 81%，估計至少近 8

成之臺北市公立高中畢業生應考上公立大學院校(日間部)。實際

上，97 學年度臺北市 28 所公立高中應屆畢業生就讀公立大學院校

(日間部)之平均比率為 51.19%，而 PR 值≧95 之 7 所明星高中，應

屆畢業生就讀公立大學院校(日間部)比率最高者為 78.39%，亦未達

8 成。 

由於考試是各界認為用來測量學生程度的客觀方法，然而利用

一次考試來估測學生實力時，難免會受到各種因素影響而有偏差。

例如臺北市公立高中學生素質屬全國四分之一強，但大學學測或指

考時可能因考題難易問題、學生身體狀況及許多不可預測的因素，

致其無法順利考上公立大學，也因而明星高中學生就讀公立大學比

率未能達到 100%；或因當初考上明星高中完全是因為考運佳，非學

生真正實力之展現，故無法順利考上公立大學是必然。 

在統計上所謂「迴歸到平均數」(regression to the mean)現象，係

指當某學生能力只到第 10 名時，考到第 1 名與第 20 名都可能只是

一次極端異常現象，所以當出現極端時，下一次便會往平均值靠

攏；亦即是每次測量或多或少可能會出現失常現象，但是多測量幾

次必定能測出其平均水準。 

目前國中基測分 2 次辦理，較僅辦理 1 次考試更能客觀測出學

生之真正實力，惟依國中基測推動工作委員會統計，98 年度約有 4

成 8 之考生 2 次國中基測都參加，亦即約 5 成 2 的考生未參加第 2

次基測，又依學者研究發現，兩次基測成績未作統計上之「等化」

步驟，無法充分反映考生兩次基測之實質進步或退步；另教育部亦

研議將 101 年之國中基測朝辦理一次之目標規劃。因此，全國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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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型考試欲以「迴歸到平均數」現象來測量學生之真正實力，實

有其困難度。 

四、免試入學增加了學生進入明星高中就學機會 

由於明星高中高升學率係學生素質優秀使然，學校師資陣容及

資源配置均對升學影響有限，但許多家長仍認為明星高中是成功進

入明星大學之最佳途徑，無不希望子女努力擠進明星高中的窄門，

此種傳統升學體制下之思維實難立即扭轉，學生的升學壓力也無法

減輕。 

臺北市於 99 學年度率先試辦北星計畫免試入學，參加招生之高

中職每校提供 5%之招生名額，亦包含明星學校在內，而本市各國中

每校則可推薦 10 名學生，本計畫經各校進行推薦作業後，國中學校

推薦率達 100%者計 13 所，推薦率 80%以上計 39 所，小型國中(199

人以下)推薦成功率亦達 8 成以上，多一種升學進路，也增加了學生

進入明星高中就學的機會。 

此外，100 學年度臺北市北星計畫將學生國中在校成績採計方

式，將由原訂之前 5 學期總成績平均計算，修正為前 5 期學期擇優 3

學期計算，若暫不考量各校考評之等化問題，此方式將可紓解統計

「迴歸到平均數」現象難以適用於全國性考試之困境，使估測學生

實力之誤差減少。因此，免試入學應持續推動，並逐步增加招生名

額比率。 

五、高中均質且優質化可望逐步減緩明星高中迷思 

由於明星高中與一般高中在資源分配上係力求均等，但因大眾

對明星學校的迷思，致每年的招生名額未因少子化影響而減少，相

對於一般高中，明星高中每位教師教導學生數多，每名學生的活動

空間相對較小，對學生而言未盡公平。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自 98 年起推動「教育 111」，即「一校一特

色、一生一專長、一個都不少」，讓孩子甚至父母都願意接受就讀

有「特色」的學校。98 年度「臺北教育 111 標竿學校」認證複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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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之公立高中包括和平、西松、中山及景美等 4 所學校，其中 3 所

係本文所稱之一般高中，該 3 校在心態上均揚棄排名，自我展現特

色，成為臺北市績優之標竿學校。 

因此，一般高中應持續在辦學方面展現學校特色，善用學校優

勢，亦可成為有別於升學考量之另一型態的明星高中，使學生能就

近找到優質化的高中，適性就讀，才能逐步減緩明星高中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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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一、斯皮爾曼等級相關(Spearman rank-order correlation)： 

變數 1X 、 2X 為屬性資料，則兩變數無法以一般母數方法之相關

係數公式計算，僅考量 1X 與 2X 觀測值大小順序，相關係數 sr 公

式如下： 

)1(
61 2

2

−
∑−=
nn

dr
sr      ， 11 ≤≤− sr  

其中 rrr XXd 21 −= ， rX 1 為 1X 觀測值之等級， rX 2 為 2X 觀測值之等

級，n 為 1X 與 2X 之個數 

當兩變數之等級順序完全一致時， 1=sr ；而當兩變數之等級順

序完全相反時， 1−=sr 。 

二、t 檢定 

1X 、 2X 分配為 ),( 2
11 σμN 、 ),( 2

22 σμN ， 2
1σ 與 2

2σ 為未知且不等 

各抽取 1n 、 2n 個樣本，樣本平均數 1x  、 2x ，變異數 ( )1
2
1 ns 、 ( )2

2
2 ns  

虛無假設 H0： 21 μμ ≤   

對立假設 H1： 21 μμ >   

在虛無假設 H0下，檢定統計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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