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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課綱在高中階段著重於學生的學習銜接、身心發
展、生涯定向、生涯準備、獨立自主等，並精進學生
的核心素養、專門知識或專業實務技能。期望以核心
素養為主軸，培養我們成為終身學習者。同時希望看
見每個人的差異，強調適性揚才，終身學習。

1.何為108課綱:

研究背景(一)

https://shs.k12ea.gov.tw/public/12basic/108course/index.html


在108課綱中，新增了學習歷程，旨在透過學習歷
程，使學生申請不再只看優異成績，而是從成果與心
得中，讓學生證明自己正是適合該科系的人選。並且
藉由定期且長時間的紀錄學習過程，來減輕學生在高
三短時間內，需準備三年來大量資料的負擔。 

2.為甚麼有學習歷程?

研究背景(一)



108課綱新增了學習歷程檔案後，其和學科考試的雙
重夾擊使很多高中生認為是沉重的負擔，以及為了多
元發展所以使考試學科的課堂時間減少，但老師們還
是要將繁重的課程內容都塞進有限的課堂時間裡，造
成師生雙方的壓力。

3.108課綱之爭議:

研究背景(一)

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18431


我們最近在新聞上看到許多學生因課業壓力而尋短，
亦或是聽到周遭同學常常抱怨補習補到深夜，使得睡
眠時間不足。因此我們開始思考台灣的教育體制是否
太過於升學主義化使學生各個壓力山大。

於是我們透過問卷了解大眾對於現今教育體制的看法
及在高中時期的生活習慣，希望透過資料分析及佐
證，讓大家聽見學生的聲音並且帶領大家一同思考現
在學生遇到的問題。

研究動機(二)



計畫內容 實行日期 總計時間

問卷設計 10/1〜10/7 一週

問卷發放 10/8〜10/15 兩週

彙整數據並製成
PPT

10/22〜12/20 兩週

最後確認及修正 12/24〜1/7 兩週

執行策略(三)



我們以GOOGLE表單的方式在個人IG限時動
態發放問卷，也有請親人和朋友幫忙分享，而
預計填卷者為國中以上人士，最後將無效填答

刪去後才彙整成最後數據。

問卷抽樣方式及對象(四)



1.請問您的性別是?

2.請問您的年齡?

3.請問您(在高中時期)的睡眠時間?

4.請問您認為多元發展現今是否成功落實在學生身上?

問卷題目編製(五)



5.請問您認為考試是否能檢視出學生有沒有理解上課內容?

6.請問您是否(在高中時期)有補習?

7.請問您是否曾因學習而感到壓力大?

8.請問您認為是否跟進其他國家,將在校時間縮短?

問卷題目編製(五)



我們有一些問題的範圍過大，以至於在問卷測試時有
朋友反映看不懂問題想問什麼。

於是我們後來在修正問卷的同時也請朋友幫我們確認
問題是否會太艱澀難懂或是問的令人匪夷所思讓人看
不懂，並且參考曾經填過的問卷問題形式，進行了滾
動式修正。

1.問題的用字遣詞令人難以理解:

問卷設計困難(六)



由於我們想問的東西太多，使得問題數過多，在問卷
測試階段時朋友反映題目讓他看得眼花撩亂，不太想
填。

所以在經過多次討論後，我們選擇精簡許多不必要的
題目以達到三分鐘能填寫完的目標。

2.問題太多導致填寫意願降低:

問卷設計困難(六)



我們主要將針對青少年及非青少年的想法來分析其
相異處。且我們會利用（七）到（十七）的篇幅來說
明我們在問卷中觀察到的現象並且利用網路資料補
充說明。

分析策略



女性
61.6%

男性
38.4%

我們共收集到了255份表單

填卷者之性別比例(七)



16~19
41.2%

12~15
36.5%

41~50
8%

50以上
4.6%

31~40
4.2%

20~25
3%

26~30
2.6%

此圖表顯示，這份問卷主要的年齡層分布在青少年族群

填卷者之年齡層(八)



是
79%

否
21%

台灣的在校時間約為8~9小時
使得學生大多數時間都在學校

填卷者認為是否跟進其他國家,將在校時間縮短?

(九)青少年與非青少年對於在校時長的看法

青少年

是
50%

否
50%

非青少年

是
73%

否
27%

整體



(九)青少年與非青少年對於在校時長的看法

青少年 非青少年

1.學習效果不佳

2.睡眠不足，影響身體

健康與心理狀態

3.應該給予學生更多

自主時間

2.應該有更多自主發展機

會及多元教育與彈性安排

1.過勞與壓力過大



青少年與非青少年想法統整

1.過於疲勞

在學校待過久不但學習效率降低，還會使學生過於疲勞。

2.更多可運用的自主時間

在學校太久將無法使學生有時間探索自我興趣。



然而
在在校時間已經很長的情況下，學生還須為了得到
好成績而去補習班，使真正能夠自行運用的時間少
之又少，幾乎沒有辦法做到108課綱所要求的多元
發展。因此接下來我們將探討補習撇除讓高中生獲
得更好的成績之外，究竟帶給高中生甚麼影響。



是
78%

否
22%

填卷者是否(在高中時期)有補習?

(十)青少年與非青少年認為補習的優點

青少年

是
68%

否
32%

非青少年



(十一)青少年與非青少年認為補習的優點

1.補充學校進度不足

的地方

2.提供額外資源

1.學習輔助

2.學習效率

青少年 非青少年

共同點 : 1.輔助學校課業 2.節省複習時間



(十二)青少年與非青少年認為補習的缺點

1.精神與體力負擔

2.學習效果不一定理想

3.社交與課外活動受影響

青少年 非青少年

1.經濟負擔

2.影響時間安排

共同點 : 使身心負擔加大



是
75.7%

否
24.3%

填卷者是否(在高中時期)有補習?根據科技大觀園顯示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關秉寅透
過「類實驗法」的統計策略發現
學生若只在高中補習、國中未補
習，學習成效可增加約9分，若是
從國中一直補到高中者則增加約8
分。

而從國中到高中一路吃「大補
帖」的學生，也比從未補習者有
略高的憂鬱症狀分數。

（十三）補習的利與弊
整體

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Article/C000003/detail?ID=569d8a5a-fbe4-4a5e-a90d-420712e93974


6小時以內
79%

大於6小時
21%

填卷者(在高中時期)的睡眠時間

（十四）睡眠不足的影響

青少年

大於6小時
72%

6小時以內
28%

非青少年



（十五）睡眠不足的影響
從右側圖表可以看到
有約8成的填卷者並未睡滿8小時

而根據獨立評論指出
每晚只睡6到7小時的青少年比起睡滿8小
時的同齡者，前者產生自我傷害念頭的
比率要高出17%，只睡5小時的更會高出
80%

目前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已將「提
升九到十二年級生獲得睡眠充足之人數
比例」列為全球性的健康發展優先目
標。

6小時以內
68%

大於6小時
32%

填卷者(在高中時期)的睡眠時間

整體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90/article/13500


總結上述可以看出過多的在校時間並不一定能帶來同等
的學習成果，反而容易使學生身心疲憊。補習固然有利
於學生，但隨之而來的代價卻是學生們逐漸增加的壓
力。雖然在一定壓力下對於學習有一定的效益，但若壓
力過大則可能會造成反效果，進而影響學生之身心健
康。因此我們應該更加注重怎麼緩解壓力。

結語



結語
要如何在此制度下存活下來是學生們一直以來面對著的
巨大壓力。我們認為應該更加完善現今的輔導系統，如
此便能更好的拯救眾多因壓力太大而想傷害自己的學生
們。

雖然體制無法做到讓每個人都滿意，但若能夠滾動式改
善配套措施的話也不無小補。現今體制固然對我們有很
多好處，但隱藏在背後的問題將像氣球一樣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逐步的改善，讓學生身心狀況更好。



心得
在做完這份自主學習後，我們發現要探討一個議題需要花
很多心力投入其中才能完整的寫出這些內容。雖然過程很
辛苦，但是我們認為做這份自主學習很有意義，畢竟這是
最貼近我們的議題，而這些問題也可能在你我身上發生
過，但我們卻從未深入了解探討過。

藉由這份自主學習我們也更加了解了大眾對於現今教育體
制的看法。我們希望藉由這份自主學習讓更多人知道現今
學生的困境與想法，啟發大家思考現在的教育體制並且正
視學生壓力問題。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