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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考試別：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教育行政 

科  目：教育行政學 

一、何謂混沌理論（chaos theory）？其主要論點為何？這些論點如何應用在教育行政？試分述

之。（25 分） 

【擬答】：  

混沌理論認為系統本身即是混亂而無規則的，其中充滿了許多未可預知的事件。同時，基於

其混沌的本質，即使微小的起始行為，即可能引起軒然大波，而導致系統的崩潰。茲針對理

論的主要論點，以及應用於教育行政的可能層面，如下說明： 

四大主要論點 

混沌理論的四大論點，包括：耗散結構、蝴蝶效應、奇特吸引子，以及回饋機制。如下說

明： 

耗散結構是一開放系統，隨著內部能量的消長，必須隨時與外部交會而產生新形態。 

蝴蝶效應主張對於起始狀態(initial conditions)極為敏感，絕不可等閒視之。 

奇特，乃指其性質極為不定，有時複雜，有時卻簡單，令人難以捉摸。吸引子(attracto

r)為軌道中的一點，能吸引系統朝其而去。 

回饋機制則被界定為產出的成果回饋至系統而成為新的輸入，並因此產生波動而激發出

下一波的新結構。 

混沌理論的教育應用 

混沌理論用於教育行政，最主要有以下各項可能，包括： 

行政領導者必須體認：組織是非線性、非均衡的，而其中充滿了未可知的變數；此外，

系統本身並非機械式的封閉關係，而是自發、充滿能量的有機體。 

組織運作過程中，隨時因系統內外的隨機波動而進行組織的解體與重組的工作；因此，

細微之處即可能有巨大影響，如同蝴蝶展翅卻造成颶風一般。 

以學生的成就為例，在施測前得同樣起始分數者，卻在同樣教學後無法得一致的分數。

另外，在起始狀態中不見得相同，但卻陰錯陽差得到一樣前測分數者，在學習後卻產生

相異之學習成果。 

系統的突然轉變方向，卻可透露出新的吸引子，或是久藏其中以往並無顯著影響的吸引

子正躍躍欲動，值得經營者特別重視。 

具有不可逆性，舊的成果雖再注入系統，但所產生的下一結構卻是嶄新的。 

  後現代開啟了非均衡系統時代的來臨，透過耗散結構、蝴蝶效應，以及奇特吸引子的不

斷交互作用，不僅是領導者對於現代組織運作該有的基本認識，所有成員亦應理解與體

會這其中多元價值與無法預測的本質。 

 

二、360 度評鑑（360 degree evaluation）有何功能？又，試分別從評鑑資料的來源、評鑑資料

的完整性、評鑑的公平性及受評者的感受等方面，比較 360 度評鑑與傳統評鑑方式之差異為

何？（25 分）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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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度回饋」又稱為「多評量者回饋」、「多來源回饋」、「向上回饋」、「全圓回饋」，

是企業界用來發展人力資源的一種方法。以下，針對其評鑑來源、完整性、公平性，以及受

評對象感受，進行說明，並比較與傳統評鑑的主要差異性： 

360度回饋的內涵分析 

360度回饋是指透過全面、多元資料的蒐集與分析過程，以協助個人成長、發展或作為評鑑 

個人績效的一種方法，以便做到更公平、公正的評鑑；以下從完整性、公平性與對象之感 

受，分別進行說明： 

就評鑑資料完整性而言 

資料來源包括自己、上級、部屬、同事以及外部相關人員。提倡者主張：如果以個人做

為一個圓的圓心，同事看到的面大約是90度，上級約為180度，部屬及外部人員感受到的

面為270度，視導人員所看到的面向必須是360度，也就是多方面蒐集資料，做全面性的

評估。 

就評鑑方式公平性而言 

  一般而言，360度回饋的實施程序包括：準備、設計、執行、評估四個階段。在實際實施

時，調查工具是以能力為基礎所設計出來的一種調查表，評分小組人員包括上級，自

己、部屬、其他同仁以及外部人員，評分人員必須確保其隱匿性。 

360對回饋與傳統評鑑的對比分析 

360度回饋與傳統評鑑的比較，可以從以下各項看出其主要區隔： 

就參與評鑑動機而言 

有別於傳統評鑑，受評鑑者往往立於被動接受角色，此一模式足以有效提升受評對象的

主動參與動機。 

就評鑑資料蒐集而言 

傳統評鑑往往基於先行設定的效標進行固定範圍內的觀察、測量與最終評定價值的工

作，而難與此模式透過不同主體視角全面性蒐集資料的完整性相提並論。 

就評鑑結果周全而言 

傳統評鑑往往在結果公布後，聚焦於受評對象必須改善現狀問題而緊追不捨，更可能因

此導致對象降低自我改善動機。360度可以透過同儕良性競爭驅使，讓現況問題及早改

善。 

  360度回饋雖源於商業管理理念而提出，然而可借鏡其內容與不同向度及視角的多元性，

擴大傳統評鑑模式運作的視野，讓受評者與評鑑者之間產生良性互動。 

 

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已於 103 學年度正式上路，依據教育部之規劃，本項重大教育政策之理

念為何？實施原則為何？試分述之。（25 分） 

【擬答】： 

我國於百年元旦文告正式宣布於103學年度正式進入12年國民教育里程碑；以下針對該政策的

理念與實施原則，進行分項說明： 

12國教的基本理念 

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是在九年國民教育的基礎上，採取以下五大理念，包括： 

有教無類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是以全體15歲以上的國民為對象，不分種族、性別、階級、社經條

件、地區等，教育機會一律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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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施教 

面對不同智能、性向及興趣的學生，設置不同性質與類型的學校，透過不同的課程與分

組教學方式施教。 

適性揚才 

透過適性輔導，引導學生瞭解自我的性向與興趣，以及社會職場和就業結構的基本型

態。 

多元進路 

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性向及興趣，進而找到適合自己的進路，以便繼續升學或順利就

業。 

優質銜接 

高級中等教育一方面要與國民中學教育銜接，使其正常教學及五育均衡發展；另一方面

也藉由高中職學校的均優質化，均衡城鄉教育資源，使全國都有優質的教育環境，使學

生有能力繼續升學或進入職場就業，並能終身學習。 

主要實施原則 

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目標，係以國家、社會及學生個人多元角度之觀照，訂定總體

目標與啟動準備階段具體目標，分述如下： 

總體目標 

提升國民基本知能，培養現代公民素養。 

強化國民基本能力，以厚植國家經濟競爭力。 

促進教育機會均等，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 

充實高級中等學校資源，均衡區域與城鄉教育發展。 

落實中學生性向探索與生涯輔導，引導多元適性升學或就業。 

有效舒緩過度升學壓力，引導國中正常教學與五育均衡發展。 

強化國中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機制，以確保國中學生基本素質。 

啟動準備階段具體目標(100年8月至103年7月) 

就學率達99％以上。 

免試入學率達75%以上。 

就近入學率達95%以上。 

全國優質高中職比率達80%以上。 

落實國中適性輔導及學習成就評量機制。 

普及宣導建立共識。 

全面實施階段具體目標(103年8月至109年7月) 

免試入學率達85%以上。 

就近入學率達98%以上。 

全國優質高中職比率達95％以上。 

 

四、人口少子女化對學校教育發展所帶來之衝擊為何？又，學校面對此現象可行的因應之道有那

些？試析論之。（25 分） 

【擬答】： 

依目前生育率下降的趨勢，將來學生來源不足勢必影響各級學校的運作與生存，造成中小學

教師超額與資源閒置，學校遭裁併甚至廢校、學齡人口異質化程度增加、性別失衡加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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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子女所占比例逐漸增加、獨生子女增多等現象；同時高中、大學的發展與辦學效能也將

受到衝擊，出現大學教師需求減少、系所整併，甚至大學退場關門等挑戰，這些都必須嚴肅

面對。 

少子女化的主要衝擊 

有鑑於人口少子女化、異質化與高齡化的趨勢，各級教育人口結構已逐漸發生重大改變，  

傳統的學校系統與教育資源編列及運用，必須重新調整： 

近年來我國人口結構發生了「少子女化」、「高齡化」和「異質化」等變化，將衝擊國

內產業、社會和教育發展。其中，人口出生率明顯下降，自民國70年的41萬餘新生兒，8

7年的27萬人，到99年的17萬人，創50餘年來新低紀錄。 

此外，根據教育部統計，「新臺灣之子」將不再是少數。而臺閩地區大陸及外籍配偶子

女就讀國中小學生人數至98學年度已逾15萬5千人，占全部學生數的5.75%。 

自民國82年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比率首次超過7%，預估115年將趨20%。高齡化導致扶養

率的增加與社會龐大負擔將是指日可見。 

未來可行的主要因應之道 

我國在各個教育階段，未來將採取一方面在整體教育理念與學校結構亟需重新調整，加強

教師對於個別化教學之專業知識與技能，並有效進行教師評鑑與不適任教師之淘汰，藉此

重建優質的教育環境： 

面臨少子女化的趨勢，家長對於學前教保的需求與關注日增，教育部與內政部需共同推

動幼托整合、逐步實施五歲幼兒免學費，及規劃四歲以下幼兒之教保補助，讓幼兒享受

平價、多元、就近且優質的學前教保服務。 

對於成人重回校園學習的需求與終身學習系統的建構，也應及早規劃，配合入學管道、

師資培訓任用、課程及教材改革等進行整體考量，俾有效回應成人對終身學習的需求。 

未來，我國教育更將邁向「教育精緻化、學習個別化與發展適性化」的時代，回歸「因

材施教、適性揚才」的教育目標，照顧學生個別差異與發展多元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