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壢高商 102 學年度綜合高中新生家長座談會 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10 月 26 日（六）10 點 30 分 

地點：本校行政大樓二樓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莊主任靜宜 

出席者： 

莊靜宜主任、陳威翰組長、洪炘燕組長、王夢婷組長、吳淑惠綜高主任、 

黃佳茵導師、陳鴻金導師、顏偉家導師、鍾珮珊導師 

列席者：彭瓅實習教師（紀錄）、黃昭元實習教師（攝影）、林巧雯實習教師（協助家長入座） 

 

議程： 

壹、導師介紹（教務主任） 

高一一：黃佳茵老師 

高一二：陳鴻金老師 

高一三：顏偉家老師 

高一四：鍾珮珊老師 

貮、教務主任報告 

概略： 

一、介紹綜合高中的課程、學習和教材。介於高中和高職之間。 

二、課程規畫：高一為基礎，高二分流，高三確立。 

三、學制學程：學術學程－自然學程、社會學程 

專門學程－商業服務學程、資訊應用學程、應用英語學程 

四、時間管理策略： 

先做重要的事、訂定目標、自我負責、學習善後。配合學校模擬考、抓住重點、精華時

段讀最不熟的科目。 

五、瀏覽去年榜單 

內容： 

莊主任靜宜： 

其實綜高往年在親師座談會之前都會有一個新生家長會，但是因為有家長和老師反應覺

得會有重複的現象，所以從今年開始我們就把高一的家長座談會跟學校的親師座談合而為

一，可以讓家長們不必多跑一趟，那我們也希望可以在這個時間內盡量把我們要傳達的東西

交給各位家長。 

今天最重要的是要談導綜高的特色，綜高最明顯的特色是他們在高一奠基、高二分流，

我想請問各位家長讓孩子來念綜高的原因為何？因為壢商其實真正有名的是職科，可是大家

一定也覺得壢商這個招牌還不差，雖然我們的小孩不一定都能上武陵、壢中，但是我相信我

們的孩子在未來升學上理想大學的機率是一樣的，所以從高一的奠基到高二分流，連教育部

都在考慮會不會太慢，因為如果職科高一就在跑他的專業課程，那綜高一年級的學程大部份

都是往大學升學方向的高中課程，高二直接銜接，以學術而言，基本上沒有時間的誤差，但

是專業科目就會成為優勢中的弱勢，因此我們學校也在考慮讓綜高轉型成一般高中，綜合高

中在十幾年前是教育部大力施行的一個政策，他希望教育可以走入彈性，可是在這幾年，我



們發現或許太多選擇會讓小孩變成沒有選擇，雖然高二分流目標是往升學，但是小孩如果有

太多選擇，很容易猶豫不決，這樣我們的優勢，很容易就變成了劣勢，所以我的想法是，如

果家長覺得你的小孩有企圖，或者孩子對學術或專業類科有明顯興趣，或許小孩子可以及早

選擇，他的時間就可以掌握的更好，更有目標的學習。 

以課程來說，綜高最重要的是適性輔導，在高一綜高比職科多了一門叫做職業試探，不

論你的小孩是要走學術學程或者是技職方向，我們會利用各種課程來幫孩子做探索，看看孩

子適合理工、文法商，或者孩子覺得自己適合走職業類科、走操作技術，這是在綜高的重要

課程之一；再來高二還有彈性選課，我們四個班開了八門課，學校目前的經濟比較辛苦，因

為教育部現在補助的越來越少，所以說實在，辦理綜高對學校而言是非常沉重的負擔，因為

在高二分流，可能會有一班兩種學程，所以相對的就需要兩倍的師資去教學，但是我們還是

尊重孩子的選擇，所以學校依然會正常的去運作，不過我們仍希望家長可以跟小孩子溝通，

能讓自己的路穩定持續，盡量避免高二下、甚至高三仍然再改換跑道，這可能對孩子、對學

校都比較不好。職業試探我們目前開在星期三下午，且費用是由我們學校自行負擔，因為綜

高的課程量其實是相當多的，他比一般高職的份量來的更高，所以我們高一就有輔導課，但

職科一直到高三才有，因為如果他們未來想跟其他人有一樣的競爭機會，各個學校的一般高

中在高一就有輔導課，所以我們也不希望他們拖的太久。那為了高二前就開始選擇學程，所

以在明年在四月的時候，我們有為家長辦理學程分流說明會，到時候就真正要為了你的小孩

的學程做選擇，也許做決定的不全在家長手上，但是相信家長可以給小孩許多寶貴的意見做

參考，近幾年的學程比例大概 4：1到 5：1之間，學術學程主要分成自然組跟社會組，自然

組包括二、三類，醫學、理工科等；社會組就是傳統的一類、四類，有文科、商科；我們的

專業學程就是商業服務學程。壢商的綜高原來設計有三個專業學程，但是這幾年都只開成了

商服學程，另外兩個應用外語、資訊應用雖然我們有開但都因為人數不足而未開成，開班的

基本人數為 15 人，如果有學生選擇卻沒有開成，我們便會鼓勵學生選擇相關學程來走，例如：

孩子選擇應用外語，我們就會鼓勵他改選社會組。孩子如果選資訊，若是比較偏理工，我們

就會鼓勵他選自然組；若比較偏操作應用，我們就會鼓勵他選商服學程。 

未來學生所面對的升學考試，以高中課程為主的就是學測，每年的學測大約在一月到二

月之間，所以高三的期末考都會提早，那再來就七月份的指考，其中自然組主要科目為國、

英、數、物、化、生，主要升學方向為理工或醫農學系，社會組的主要科目為國、英、數、

歷、地、公，主要升學方向為文法商學系，但是現在學測出來的不一定讀自然組就要推自然

組科系，不一定社會組就要推社會組科系，對科系的分區已經模糊化了，這是這幾年跟我們

之前讀大學差異比較大的一點，所以綜高的分流真正的作用在七月份的指考，但是現在參加

指考的比例很低，這是我們比較擔心的部分。商服學程主要的考試為五月的統測，升學的路

線為四技二專，我們的職科為全國前三名，考的科目為國、英、數、會計、經濟、計慨、商

慨，這些跟我們職科的升學科目一模一樣，所以我們的目標當然就是科技大學商管群科系，

但還有一個機會是他們還可以利用申請入學選擇中原大學或其他學校，這幾年也有學生上國

立大學，如中正財經學系，但也須學生的成績夠優異、準備的資料夠豐富。 

再來說明我們的升學管道，以學術學程來說，第一個是我們一月份的學測有兩個管道，

第一個叫甄選入學（繁星、個人申請），繁星對壢商來說是優勢，因為不管你在哪間學校，北

一女的第一名跟壢商的第一名都是一樣的，所以不會有你從哪間學校畢業的差別，也不會有

城鄉差距，所以壢商的綜高在繁星絕對是優勢，不過壢商在個人申請方面可能就比繁星弱一



點，個人申請跟繁星的差別是，繁星只看在校成績，個人申請須要加看學測成績，不過申請

入學除了一般大學之外也可以考慮四技二專，現在的科技大學都有開放給高中生的名額，這

幾年我們也有自然組學生因為高一的計概成績優異，所以申請北科大工管系，所以其實學生

申請的狀況還不算差；接著就是七月份的指考，那指考就是根據成績來選填志願分發，以上

就是多元入學以學術學程而言的走向。再來以商服學程來說，他主要是走四技二專的多元入

學，第一個就是高職的繁星，那因為壢商的高職是非常有名的，是成績非常優秀的學校，所

以壢商在高職的繁星其實算是弱勢的；接著就是技優入學，高職談到專門學程最重要的就是

考證照、技能競賽等，若是能考到相關證照或全國競賽有名次的話，會加分百分之十到百分

之三十五；前面這兩項入學方式都是不需要考試的，再來就是技優甄審，此管道的名額相當

的少，只有參加全國技藝競賽的學生，或是有乙級證照的學生，可以透過此管道報名入學；

接著我們會經過五月份的統測，基本上是全校都會報名，統測完可以透過兩個管道，一個是

甄選入學，必須準備備審資料跟面試，壢商的學生對於面試這一塊是非常退避的，這也是這

幾年輔導室一直極力去了解的一個問題，最後就是利用統測成績登記分發。 

我們在升學方面的優勢是學術學程可以跨考統測，學術學程在國、英、數方面應該比我

們的高職來的更精良，所以只要稍微加強計概就可以在學測完後報考統測工管群，這幾年也

曾經有五六個學生考入台北科大的工管系；商服學程在高一有國、英、數的深厚基礎，統測

除了考專業科，還有國、英、數三個基本科目，而其實統測真正影響成績差距的就是基本的

國、英、數，所以我們也認為綜高的學生在商服學程也是有相當優秀突出的。 

接下來我們來看看壢商今年的升學情形，國立大學之升學率占 21％；國立科大占 19％；

若加上元智、中原、逢甲、淡江、東海等企業愛用前三十名大學之升學率占 59％，而我們的

綜高今年入取國立學校加技專大約只有 23%，後來我們研究過後發現，這個現象跟小孩的想

法、態度有點關係，這幾年的孩子選擇在學測以後的繁星、個申或甄選的比例一直提高，有

的孩子也許成績還不錯，但他的選擇卻高分低就，因為希望自己趕快有學校、趕快穩定，而

我們學生在學測後的學習狀況也不是很好，今年我們綜高參加指考的學生只有 44 位，可是這

些指考的人，雖然占綜高不到三成，但是最後上國立大學的學生卻破五成五，所以小孩的態

度真的可以決定他未來的趨勢。 

談到綜高的優勢，學生可以一月考學測，五月考統測，也可以七月考指考，難道真的每

一項都要準備嗎？要長時間的去準備這麼多的考試，其實耐力是會被磨掉的，所以他的優勢

有時候是他的劣勢，學術學程的學生如果他都參與，很容易會讓他猶豫，也無法專注，像今

年的高三自然組很多學生都加強計概，也報名了統測，可是去考的人數卻大概只有八成，那

我們是覺得滿可惜的，畢竟都已經花心思去投入了。再來是幾乎每學期都有學生在考慮要轉

換學程，以學生的選擇而言，如果已經弄清楚志向，當然學校也願意幫忙，但更怕的是學生

是因為學習的挫折而想要改變選擇。而綜高商服學程的學生只有兩年去準備他的專業科目，

近幾年來我們觀察，部分學生會選商服學程是因為在高一時候的學習挫折，認為高職的課程

比較簡易，所以才選擇商服學程，可是他並不是因為真的有興趣，而是因為分數才選擇，我

們只能希望說他能從不一樣的管道去找到自己的成就感而努力。 

綜高的小孩因為課業有很多考試，所以常常要在學校留到比較晚，所以我想最重要的就

是時間管理，學生都會說在學校的時間很長，很多事、很多作業、很多考試，不過我想有的

時候雖然學生花很多時間讀書，但是精神不一定在那裡，第二我覺得他們在學校下課的時間

都漫無目的，我都會跟學生說，如果回家時間不夠，那我在學校就會利用下課時間把作業完



成，回去就不必擔心作業，可以專心讀書，所以時間的管理是學生需要學習的事。再來就是

自我負責，這是高中跟國中最大的差異，其實因為綜高的家長對小孩子的期望比較高，所以

幫小孩幫忙的成份也比較高，綜高的老師也非常辛苦，對孩子付出的時間與心力很多，我們

當然相信這都是為了讓小孩更好，但是像前一年教務處接到一通電話，是家長打來要幫他的

小孩重新辦理學生證，我告訴家長請孩子自己親自來辦理就好，家長回應說小孩子太忙了沒

有空，我認為如果把孩子照顧的太無微不至，孩子未來可能會無法料理自己的事，他可以利

用下課的時間來辦理，所以我覺得家長有時候要適度的放手，讓我們的小孩學會長大照顧自

己，因為你的過度關心是讓孩子長不大的重要因素。 

我們的段考每學期有三次；模擬考在高三，不過高二升高三的暑假就會進行，學測前會

有四次，學測後會自由參加；另外還有每次開學的始業考及不定時的抽考這些。那讀書方法

很多人都說是課前預習、課後複習，不過真的課前預習就連我們都沒有這樣的習慣，但是課

後複習是很重要的，我常常發現很多小孩在國文課的時候念英文，英文課的時候念數學，數

學課的時候念其他科，我覺得這樣的讀書習慣是很糟糕的，雖然他念書的時間夠長，但是他

所付出的經歷與他最後得到的效力完全不成正比，所以要請家長幫忙我們注意小孩有沒有這

樣的特質，如果有的話，可能要幫忙跟他調整一下他的讀書習慣。再來我們學校有一項法則，

考試的題目有百分之八十就是來自百分之二十之重點，所以有些小孩很認真，可是抓不到重

點，當然有一部分是老師要努力，要幫學生做重點搜尋，但是一部分就是要靠學生自己分類，

我看過有認真的小孩每一題都念，但是你問他這節的重點，他卻說不出來，所以要讓她做一

個釐清，K書有三寶：教科書、參考書、筆記，目前還是有很多學生沒有筆記，像我們學校

上電腦課，我發現很多學生筆記本沒帶、講義沒帶、連課本都沒帶，我就跟他說，一個戰士

上戰場也需要帶把槍吧！那怎麼學生沒帶筆呢？所以我後來都會要求學生帶，可是學生對這

個觀念很弱，反而覺的何必帶呢，我用記的就好，但是一堂課你能記多少，你能記多久呢？

再來老師都會告訴學生如果用最黃金的時段念最不拿手的科目應該效果會更好。 

很多學生都以為老師只愛成績好的學生，實際上不是，因為大部分老師觀察到，成績好

的學生，態度好的比率比較高，所以我們愛的不是他的成績，我們愛的是他的態度，當然有

許多成績沒有很好的學生其實不是他腦袋不好，而是他的態度有待加強，包括虛心學習的精

神跟承受壓力的能力。而這幾年學生的情緒狀況比較多，也希望家長多關心小孩的情緒狀況，

有問題也可以多跟輔導室的老師聯絡。 

2013 年的企業界愛用學校排名，北科大第六、淡江大學第七，接著是逢甲、輔仁、中原，

這個可以當成是一個參考、一個指標，主要是希望學習意願強，可塑性高，將心比心我們要

的是一個甚麼樣的員工，甚麼樣的孩子，其實是可想而知的，穩定性跟抗壓性也很被重視，

再來才是看專業知識跟技術，這兩年在綜高，我覺得有些小孩在學校有些適應不良，可能是

因為他覺得在綜高懷才不遇，每年大概都會出現二到三個，上課無心，趴著睡覺，多科不及

格，可是到補考的時候，科科都過，學校當不了他，可是他的學習成就是非常糟糕的，看到

這樣的小孩真的會很憂心，因為以資質而言他並不差，是甚麼原因讓他的學習態度出了問題

呢？這樣的小孩在班上跟同學的互動也一樣不好，我覺得這樣的小孩是很孤單的。今年有一

位學生辦理休學了，這樣的選擇好不好很難說，但也是一條路，等他想清楚自己要的再回來

復學對他也是好的， 

現在在壢商的小孩，不知道甚麼原因重讀的比例、被當的比例增加了，需要重修的學生

越來越多，連延遲畢業的學生也越來越多了，所以要請家長在高一就多多關注孩子，要他們



繼續升學是一個選擇，但是領到畢業證書也是重要的，曾經有孩子跟我說，沒有領到畢業證

書沒關係，只要他能念大學就好了，但是如果孩子連大學都沒有順利畢業，那麼他未來出社

會的學歷就是國中畢業，如果他能大學順利畢業，那當然很好，可是這樣的瀟灑態度其實是

會讓我們憂心的。 

那今天的內容差不多就到此告一個段落簡單說明，謝謝各位家長的參與。 

 

参、綜合座談 

一、主任：請問家長是否有其它問題：無。 

二、主任：家長可以在各班座談時將問題反應給導師，如果還有問題也可以個別留下來。 

三、吳淑惠主任請家長分別至各班教室與導師座談。 

 

肆、導師與家長座談 

 

伍、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