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離島升學制度對金門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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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升學情形圓餅圖 中興108年升學情形圓餅圖

以下為研究者的研究流程圖，研究者先是藉由⽂獻分析、閱讀及查詢相關法規進⼀步了解離島特殊升學制度，參考⾦⾨⽇報
的相關報導以了解離島保送管道運作和特殊之處。同時統整了⾦⾨⾼中和中興⾼中的升學榜單，希望能更直觀的看出離島升
學制度對⾦⾨的影響。最後藉由質性研究的⽅式進⾏個案討論，試圖從制度使⽤者及⾮使⽤這套制度升學者的⾓度，以不同
⾯向來探討此套不同於台灣本島的升學制度對⾦⾨當地的影響，以及此套升學制度是否有哪些可再進⼀步改善之處。

壹、前言

貳、研究方法與過程

研究動機與⽬的：
在⼆年級上學期我們難得有機會到⾦⾨探訪，期間與⾦⾨⾼中學⽣進⾏交流。交流過程中，我們詢問了⾦⾼學⽣們的未來規
劃，他們的回覆引起我們好奇，希望進⼀步了解⾦⾨當地學⽣前往本島就學是否如聽聞般簡易且具吸引⼒。
本研究使⽤⽂獻分析、質性研究等研究⽅法，期望瞭解⾦⾨升學制度以及該制度對⾦⾨當地教育及升學環境之影響，最後筆者
再提出建議，希望能藉由系統化的研究讓此制度更為完善。

摘要：
⾦⾨縣的教育資源不⽐本島豐富和便利，政府為平衡城鄉差距以及為離島提供更多的升學機會，進⽽通過〈離島地區學⽣保送
⾼級中等以上學校辦法〉。本研究探討⾦⾨當地的升學制度如何運作和不同升學管道間的差異，以及藉由質性研究以⼀對⼀訪
談⽅式分析制度使⽤者對此制度的看法，最後整理訪談結果討論此制度對⾦⾨當地影響及尚需改善之處，希冀提出建議能讓這
套制度和⾦⾨當地教育環境更趨完善，以實質達到縮減城鄉差距之⽬的。

參、文獻回顧

⾦⾨地⽅社會中，普遍存在「窮者更
窮；富者更富」之窘境，家境不好、資
源不⾜的學⽣無法得到更多機會，⼤多
數升學機會以及教育資源還是集中在家
境好、資源多的學⽣⾝上。〈是追求⽴
⾜點平等還是造就特權？論離島保送制
度有無必要性〉⼀⽂中清楚點出離島地
區學⼦多因地緣環境的阻礙⽽⾯臨教育
資源不平等的困境，在⽂章的最後筆者
更以離島學⽣⾝分提出離島升學制度存
在的必要性。 

本專題之研究背景設在⾦⾨地區，此區
為離島並位於教育部所指定的教育優先
區內。 根據曾⼤千、陳炫任和葉盈君
（2014）在〈論教育政策之弱勢類別及
其法制規範內涵〉 ⼀⽂中談論到教育優
先區計畫，清楚指出教育部試辦教育優
先區並對其予以補助的主要⽬的於在平
衡城鄉差距。因此想從教育、升學⽅向
等觀點探討特殊升學制度是否對離島地
區有幫助，達到平衡城鄉差距之⽬的。 

張雅萍（2020）於〈⾦⾨師資保送公費
⽣的⽣涯抉擇之歷程對教師⾝分認同的
影響？〉⼀⽂主要在探討師資保送⽣的
選擇及⽣涯規劃，以及就業後對⽼師這
個⾝分的認同，在此論⽂中作者為了引
導研究參與者講述其想法和歷程故事，
使⽤⼀對⼀訪談的研究⽅法。⽽本研究
想探討的是離島特殊升學制度對⾦⾨當
地之影響，為了能更深⼊了 解制度使⽤
者對此制度的看法和經歷，於是參考了
前述研究者使⽤的研究⽅法。

城鄉差距  : 弱勢地區與政府的補助政策 :
制度使⽤者的選擇及⽣涯規劃之研
究與討論 :

肆、研究過程與結果
⼀、三種升學管道之⽐較

⼆�⾦⾼使⽤�島��制度的升學�況

⾦⾼每年畢業⽣約 300 多⼈，離保名額占畢業⼈數 1/3:為檢
視真實性，研究者整理⾦⾼、中興⾼中 108 年的升學榜單。

⾦⾨⾼中、中興⾼中 108 年不同升學管道⼈數⽐較

離島保送：當年的⾼三⽣依照⾃⼰嚮往的⼤學校系選擇三個離島
保送的志願，統整全校志願後，向教育部申請相關名額。
師保：僅限該屆的畢業⽣能申請。
醫保：⼀⽣只能申請⼀次醫保。

以下為研究⽣整理108到112年的師保和醫保之申請名額 

108 年升學榜單升學情況



（⼀）在⾼中時期有對某些科系或是學校有嚮往嗎？

A  參加英⽂演講⽐賽後，對外⽂系有嚮往，未來想成為英⽂⽼師。

B  對醫⽣這個職業有嚮往。

C  國⼆時就想往師保中美術相關科系發展。

D  國中時夢想職業是中醫，因成績不夠，原本打算要放棄，但剛好
 看到了新聞上有廣告在宣傳「獎學⾦⽣」。

E  原本的志願是想當⽼師，但因成績因素⽽放棄。

（⼆）有認識或是親近的⼈，也是使⽤離島保障資格嗎？

（三）在申請過程中有甚麼困難或是特別的事情嗎？可以稍微說明⼀下申請的過程嗎？ 

陸、結論與建議 

受訪者在使⽤升學制度前對制度的看法 ?

在相同的題⽬中有類似的回答

受訪者在使⽤升學制度後對制度的看法 ?

制度使⽤者認為此制度可改善的部分與建 議 
（⼀） 此制度可改善之處 （⼆）對此制度之 ⾒解 

A  離保名額約 110 個左右，所以學⽣⼤都使⽤離島保送管道升學。

B  有朋友是醫保⽣。

C  因⺟親是⽼師，較了解此管道，便有意引導訓練這⼀⽅⾯能⼒，
 再加上⾃⼰對畫圖有興趣。

D  ⾝邊很多⼈會使⽤相關的升學管道

E  有，同屆同學都有使⽤。

A  在⾼中時期參加很多很多相關⽐賽和活動，在增進專業能⼒的同時也累積⽐賽經驗。

B  查詢關於⾦⾨醫療的資料時，因為沒有機會和醫療⽅⾯的專家討論， 資料⼤多蒐集、整理於網路，或是查閱⾦⾨醫院的歷史。

C  ⽇常訓練是⼀定有的，寒暑假也會專⾨去臺灣術科升學的補習班練習，因為⾦⾨缺少升學類型訓練術科的補習班。

D  先說明離保的申請狀況，當時對呼吸治療師和醫療相關的了解都不深，所以在⾯試時需要下功夫。再來是申請獎學⾦⽣的名額⼀事，當時
 有和衛⽣局局⻑進⾏⾯試，但因為⾦⾨從⺠國93年後就沒有再錄取過呼吸治療學系的學⽣，所以基本沒有競爭對⼿。

E  沒有特別準備，但有在⾦⾨當地的補習班進⾏模擬⾯試的練習。

A  在申請時並沒有具體的想法，將重點放在升學。

B  認為此制度能讓⾦⾨學⼦在資源相對弱勢的狀況下，申請上好的⼤學、好的科系，且有機會認識台灣各地優秀的同學⼀起學習跟競爭。

C  覺得很輕鬆，因為師保不⽤⾯試，不⽤準備⾯試和其他的甄試，但除此之外沒有具體的想法，可能要在真正體驗過後才有更深刻的感受。

D  ⾦⾨是偏鄉且教學資源缺乏，認為⾦⾨和本島相差最⼤的是競爭⼒，因此離島升學制度給了⾦⾨的學⽣⼀個更好的機會到本島⼤學就讀。

E  覺得離島升學制度很優惠，能以較低的分數進⼊頂⼤，雖然公費⽣需要回鄉服務但能以此⾨檻進⼊⼤學還是很優惠。

B  若是在資源相對弱勢且服務者前往意願較低的區域中，培養⾃⼰的公費⽣就可以提⾼留任率。還能夠讓當地學⼦有更多的機會看到更⼤更
 競爭的世界，不只提升學⽣競爭意識，也能夠將新的思維帶回⾦⾨。

C  從⼀種⾓度來看，此制度是對⾦⾨當地的⼀個保障，尤其是缺乏資源的特殊科系。另⼀個⽅⾯來說，若是選擇師保和醫保的同學，就需要
 在⾼中就決定⾃⼰未來的⽅向和職業，會⽐其他同齡⼈少了很多試探和嘗試的機會。

D  ⽴意和結果都是好的，讓學習環境缺乏競爭的⾦⾨學⽣能到更好⼤學讀書，能在學習⾵氣更好、競爭更強的⼤學讀書，有利於培養⼈材。

E  認為除了醫保以外制度都沒有太⼤的存在必要，⾦⾨除了在醫療環境上確實有明顯的缺乏之外，其他環境不錯。但從整體來看，離島升學
制度能讓⾦⾨學⽣⽤低⾨檻進⼊夢幻學校。

A  ⾦⾨當地學⽣的學習資源較本島學⽣少，使⽤此制度能提供⾦⾨當 
 地學⽣更多的升學機會。

B  培養來⾃⾦⾨的公費⽣使⾦⾨本地醫院的留任率和服務時的積極
 度提升，並改善原有的缺失，使⾦⾨醫療越來越好。

D  從培養⼈才⾓度看此制度對⾦⾨學⽣教育機會有很⼤的幫助。

E  醫保對平衡⾦⾨的醫療資源有幫助，但師保和離保的作⽤不⼤，
 學⽣們各憑本事⽤⾃⼰的能⼒去考上⼼儀的⼤學會更公平。

B  ⾦⾨公費⽣種類偏少，⾦⾨醫院也缺少其他職類⼈員。公費⽣不
 ⾜和無法吸引外地⼈才，導致⾦⾨⼈⼝流失、發展不平衡。

C  不⼀定是制度⾯問題，可能是⼤環境都有影響，⾦⾨是偏鄉，⼀
 直有資源和資訊不對等問題，要讓學⽣更早有多元嘗試。

D
 因為⽬前在⾦⾨醫院服務，⾦⾨醫院⼈⼿不⾜的問題使醫護負擔
 ⾮常⼤。⾦⾨當地要吸引更多的⼈才，提⾼留任率、吸引外地專
 業⼈⼠，這才是⾦⾨減少城鄉差距、緩解醫療資源不⾜的⽅法。

E  可以廢除醫保以外離島升學制度，資源缺乏有其他⽅法能克服。

⼆、⾦⾼使⽤離島保送制度的升學概況



（⼀）在⾼中時期有對某些科系或是學校有嚮往嗎？
 研究者認為是因為這幾位受訪者皆在國、⾼中時期便有明確
的⽅向和未來志願，所以在學業上或申請時皆更有動⼒。 

（⼆）有認識或是親近的⼈，也是使⽤離島保障資格嗎？
⾦⾨當地⼤多數學⽣都會選擇使⽤離島特殊升學管道升學，
可⾒⾦⾨當地對此制度的依賴程度。

（三）在申請過程中有甚麼困難或是特別的事情嗎？可以稍微說明⼀下申請的過程嗎？
⼀⽅⾯是和⾦⾨當地資源不⾜和資源分配不均有關，⾦⾨當地的補習資源較本島缺乏，特殊科系的專業資源更是少之⼜少，⼤
部分的學⽣會需要到本島補習、參與活動等。另⼀⽅⾯則是因為⾦⾨競爭較⼩、申請較易，多數學⽣僅有在第⼆階段甄試⾯試
時才需要付出更多的⼼⼒去練習，也再次證實了先前提到的部分學⽣在⾼中時期、選填申請校系時，對⾃我和對其選填校系都
沒有深⼊的了解。

根據上述，研究者發現部分⾦⾨學⽣消極的升學⼼態不只浪費申請名額，也可能影響學⽣未來的職涯發展。再來針對公費⽣體
系提出反思，⾦⾨⽬前的公費⽣無法完全填補⼈才流失導致的空洞化現象，⽽⾦⾨⼈才流失狀況並⾮單純是制度所衍⽣出的問
題，也與資源不⾜有關，⼈才可能為了追求更豐富資源⽽離開⾦⾨，如D⽣所述，⾦⾨當地缺乏⾜夠誘因使醫⽣留下，或是吸
引外地⼈才進⼊⾦⾨。研究⽣認為此制度應做出些微改動使其能發揮最⼤的效益，以改善⾦⾨⼈才缺失、城鄉差距⼤等問題。

綜觀上述，可知⾦⾨地區所使⽤的特殊升學管道能為當地學⽣提供更多升學機會，也讓⾦⾨學⽣藉此進⼊⼤學，以及到本島
學習和⽣活。根據對⽐⾦⾨⾼中和⼈數相仿且同為資源較缺乏之地區⾼中--中興⾼中後，發現此制度確實使⾦⾨⾼中的同學有
更好的升學機會得以進⼊更優秀的⼤學，在⼈才培育⽅⾯優於中興⾼中，故研究⽣推斷可能與離島保送管道有關。

 在⾦⾨如此依賴此升學管道的現況下，幾位受訪者在使⽤制度前，普遍存在對制度認識不深的現象。研究者推測在這情況下
可能會導致畢業⽣不了解⾃⼰的權益或不確定⾃⼰真正需求為何下就使⽤此制度，加上⾦⾨地區有⼀定⽐例的公費⽣名額，
他們需要在⾼中時期就決定未來的職涯⽅向，若草率地做出決定，極有可能會在⼤學四年和回鄉服務的數年中不斷⾃我質
疑，同時公費⽣們也被法規約束，若要在期限內離開先服務崗位，需向⾦⾨縣政府進⾏⾦錢賠償。 

伍、討論

在相同的題⽬中有類似的回答

受訪者在使⽤升學制度前對制度的看法 ?

⼤部分持正向看法，也從不同⾓度觀察此制度和⾦⾨當地的教育、升學狀況的影響，更可提出此制度⾯能改善之處，期待調整
與更新⾦⾨的環境，包括教育資源、職涯探索等。針對 E ⽣的敘述，研究者則有不同看法，根據先前整理的兩校榜單資料可
知，離島升學制度確實使⾦⾼的升學率⼤幅提升，所以研究者認為此制度仍有存在之必要。 
再來針對公費⽣返鄉服務議題，根據受訪者的回答得知，公費⽣制度不能完全解決⾦⾨⼈才缺乏、⼈才流失之窘境，若是期待
在⾦⾨當地達到縮⼩城鄉差距的效果，應要增加其他輔助⼿段使⼈才在⾦⾨⽣根，解決⼈⼒不⾜、⼯作負荷過⼤等問題。

受訪者在使⽤升學制度後對制度的看法 ?

制度使⽤者認為此制度可改善的部分與建 議 
（⼀） 此制度可改善之處

受訪者們⼤多對此制度表達正⾯看法，認為此制度能有效提⾼⾦⾨升學機會和為⾦⾨當地培養⼈才，但也指出⾦⾨現在的問題
和可改善之處，希望在未來⾦⾨當地能有更完善的升學制度、教育環境，像是減少學⽣家庭負擔、解決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以及增加職涯探索提升學⽣動⼒等。 針對公費⽣相關的議題，⾦⾨當地依然存在⼈⼿不⾜之現況，政府應以其他⽅法解決⼈
才補充趕不上流失速度的問題，才能提升⾦⾨整體環境。

（⼆）對此制度之 ⾒解 

陸、結論與建議

⾦⾨衍⽣問題
⼀、學⽣積極性低落： 

⼆、相關配套措施不⾜，弱化學⽣積極性：

研究者對離島特殊升學制度提出的改善建議 
⼀、提升學⽣積極性
增加教育資源：例如:⼤學職涯探索、外⽂寫作班、機械實作營等等，藉此釐清志向、累積實⼒。
提⾼升學⾨檻：此舉能在⼀定程度上提⾼⾦⾨的學⽣競爭⼒和更好的篩選出合適該校系的學⽣。例如:⼀學期需要聽五場演講
並撰寫⼼得，若未集滿則無法使⽤申請制度。此做法是讓⾦⾨本地學⽣能在⾼中時期多⽅摸索，提升⾦⾨教育環境和緩解學
⽣沒有升學⽬標之困境。

 ⼆、開設拔尖補強課程 

三、增加特殊公費⽣數量，以求⼈才挹注: 

因離島升學制度的申請⾨檻較低，例如學業⾨檻僅需⼀、⼆年級平均 60 分，再加上離島保送、醫保、師保名額數占總畢業⼈
數的 1/3，造就低升學⾨檻與⾼離島升學名額，再者便是與其他管道相⽐競爭壓⼒較低。 上述事實也影響了很多同學對於升學
的動⼒、積極性，使其實質效益反⽽⼤打折扣。

政府雖提供各式升學管道和獎學⾦制度給當地學⽣，卻未提供⾦⾨實質性、 多元化的教育資源，導致學⽣仍須為強化⾝能⼒以
⾃⾏網羅資源；同時因升學⾨檻較本島低，養成學⽣無須追求頂尖的消極態度，使整體⾦⾨學⽣能⼒無法全⾯提升。

  三、留鄉意願不⾜ 
政府期待提供醫保、師保公費⽣制度⿎勵優秀學⼦返鄉服務，但成果卻不盡⼈意。⾦⾨職場仍有嚴重缺⼯的問題，當地⼯作負
荷過重，即便已有離島加級津貼的補助，還是有⼤量⼈才選擇離開⾦⾨，導致⾦⾨的城鄉差距難以縮⼩。 據此研究者認為⾦⾨
在思考縮⼩城鄉差距的議題時，不只要思考升學制度、公費⽣制度，也需要更新⾦⾨當地的⼯作環境、⼯作狀況、⼯作負荷。 

提拔學⽣的能⼒，使其有更⾼的成就發展，來克服因地緣因素所造成的城鄉差距，與本島或是更多更優秀的⼈才競爭，以提
⾼⾦⾨當地的學習⾵氣和資源利⽤率；政府若在資源分配不均的⾦⾨地區能提供「公平的、所有⼈都能輕易取得」的資源，
使⾦⾨整體學⽣的教育資源得到改善，改善⾦⾨資源不⾜之問題，也使⾦⾨整體學⽣的學習狀況提升。  

⾦⾨當地某些職業會出現缺⼯問題，希望能藉由增加公費⽣為⾦⾨就業市場引⼊更多⼈⼒，以改善現今就業環境嚴峻之窘況
，再加上其他的補助，減緩⾦⾨⼈才流失的現況，最後影響整個⾦⾨的⼤環境，達到縮⼩城鄉差距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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