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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於對社會正義與教育機會均等觀點之關注，主要以一所採行

「類能力分班」的國中為個案，探究於「類能力分班」體制下的教師工作經

驗及其隱含的社會關係。本研究採行建制俗民誌為研究方法，研究發現學校

生活的三個面向，包括義務與期待的相互作用、規範與共識的相互建構，以

及資本與資源的相互滲透或缺乏，造成教師工作經驗的差異，並與學校行政

以及家長產生編制性連結，共構出多元的社會網絡關係。依據研究發現歸結

之研究結論則包括：一、教師、學校行政與資優班家長形成再製階級的建制

社群，共構合法化霸權。二、再製階級建制社群成員協調彼此工作經驗，合

理化教學安排。三、互為統治的多元社會關係，形成一個學校、兩個世界的

教育學習。文末則根據研究結論提出研究建議，做為教育工作者實務與後續

研究之參考。  
 
關鍵詞：  教育機會均等、教師工作經驗、建制俗民誌、社會關係、能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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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tension of teachers in their experiences 

in Pander Junior High School with a “gifted program” under the pseudo-

tracking system.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methodology was adopted as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We present a three-dimensions model of teaches’ life 

experiences to explain the diversity of tension perceived by teachers in that 

school, including the interplay of the obligations and expectations, the 

mutual constructions of the social norms and common consensuses, and the 

mutual permeation or lack of the capitals and resources. Using the above 

model, we analyze the overlapping social relations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al 

connections among those teachers, school administrators, and parents. Three 

major findings were threefold. Firstly, a legitimate hegemony in Pander 

Junior High School was shaped by the connections, in which the teachers in 

期刊徵稿：http://www.edubook.com.tw/CallforPaper/TJSE/?f=oa 
高等教育出版：http://www.edubook.com.tw/?f=oa 
高等教育知識庫：http://www.ericdata.com/?f=oa



178 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十卷一期 

 

the gift program, the parents and school administrators form an accomplice 

structure. Second, all the members in that accomplice structure coordinate 

their working experiences and rationalize the teacher’s arrangements, which 

might favor only partial students. Finally, two types of rul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lite but minority, the gift programs, and the 

majority, the non-gift programs make the school two different systems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learning opportunists. 

 

Keywords: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teachers’ working 

experience,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social relationship, 

track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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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開啟潘朵拉的盒子⎯⎯緒論 

針對社會不公平或教育不均等的問題，長期都是教育社會學研究的重要

課 題 （ 張 建 成 、 陳 珊 華 ， 2006 ； Mills, 2008 ） 。 Bourdieu 與 Passeron

（1977）提出文化再製理論的看法，認為制度化的學校教育儼然是正當的文

化再製機構，學校成為傳遞中上階級思想及價值的場所，中上階級的學生因

家庭背景能提供較多的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其所使用的精緻型語言符碼也

較容易與學校系統結合，因而較易適應教師的教學，並於學校獲得較高的發

展和地位。由此可知，家庭文化與學校文化的連續與否，攸關學生的發展，

家庭文化若能連通學校文化，則學生的適應較佳，成就較高，未來發展也較

順暢（張建成、陳珊華，2006）。在學校場域中，教師是教學的行動者與知

識傳授者，依據Metz（1993）研究指出，教師會依據學生社會階級差異，

而在學生的生活中扮演各種不同的地位。因此，教師在學校教育中，面對來

自社會階級差異之學生來源，教師所展現的工作效能與工作經驗和教育公平

性之間的關聯，實值得深入探究。  

學校能力分班或能力分組的相關問題，近年來也引起國內外的學術 論

辯。以美國為例，國家為了最大化學生個人潛能，建構能力分組的合法性，

包括課程設計的差異和學生不同的安置，但這樣的合法化建構教育選擇和機

會，卻也產生不同的衝突觀點，被批評為不平等傳送社會階級並再製社會的

不平等（LeTendre, Hofer, & Shimizu, 2003）。國內也關注此議題，並發展

出不少的相關研究成果（周新富，2000，2004；許殷宏，2006；許惠茹 ，

2009；陳昺麟，2009）。依照目前國內的教育制度，明令禁止能力分班，但

是，部分縣市教育局卻依地方自治之權限，授權學校合法招收數理、語文資

優班或特殊才能班。依照人本教育基金會（2003）針對國中合法設立的特殊

才能班，包括數理資優班、音樂班、美術班、舞蹈班等，加以調查實際編班

與上課情形，發覺許多學校是假借特殊才能班合法化之名義，逕行能力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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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之事實。因此，資優班與普通班的教師之實際工作經驗，與學生、家

長、行政人員，甚至是與教師彼此的互動與協調為何，以及在學校「類能力

分班」氛圍下，所隱含的社會關係為何，均有待揭露。  

由上可知，國內雖明文禁止能力分班，但仍有地方學校陽奉陰違「巧立

名目」，逕行能力編班之實，因此，為了避免與現行特殊教育之「資優班」

有所混淆，本研究以「類能力分班」一詞試圖與特殊教育之編班制度區隔。

本研究所定義之「類能力分班」意指個案學校在應採取常態編班的規範下，

改變行政作法，以設立資優班與才藝班之名目分流招生，變相在國一入學前

以國小學習成就測驗做為進入學校語文、數理資優班與陶藝、表演藝術才藝

班之門檻條件，成為「類似」早期的能力分班制度，區分升學班與非升學

班。學校存有兩種不同體制的招生與編班策略，表面形式上，以特殊才能資

優班合法化招生和編班制度，實際教學卻名不符實的行升學班「合理化」加

強教學之實。本文研究者將個案學校之語文、數理資優班，以及陶藝、表演

藝術才藝班以「資優班」統稱之，而其餘學生歸屬於「普通班」。再者，本

研究所指的教師工作經驗，主要是著重在個案學校「類能力分班制度」下，

教師於資優班與普通班的實際工作差異，包括與學生、家長、行政人員、教

師之間的互動與協調所衍生的教師工作經驗。本研究並不只侷限於教師實際

工作過程的描述，而是將教師工作視為行為與行動的隱喻，做為檢視經驗的

媒介，並在學校「類能力分班制度」下，將教師的學校生活視為問題化的開

始，探究教師習焉未察的實際工作經驗與連結。  

基於對社會正義與教育機會均等觀點之關注，本研究目的旨在深究「類

能力分班制度」下的教師工作經驗及其所隱含的社會關係意義，據此延伸之

具體研究問題有二：  

一、探究「類能力分班制度」下的教師工作經驗為何？  

二、分析「類能力分班制度」與教師工作經驗所隱含的社會關係為何？  

本研究的價值在於研究者試圖了解在學校「類能力分班制度」下，教師

的實際工作經驗，尤其是教師與學生、家長、行政人員以及同儕教師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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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與協調，並探究學校「類能力分班制度」隱含的社會關係。冀望藉由研

究者與研究參與者的對話與互動的呈現，讓教師能察覺在學校場域中教師的

位置，並進一步了解自身所未能察覺的學校生活與工作內容，彼此之間是如

何產生社會性或編制性的連結（Mykhalovskiy & McCoy, 2002）。  

貳、構築先前理解⎯⎯文獻探討 

教育部自從2004年明定嚴禁國中實施能力分班，但卻同意開放學校實施

英、數、理化等科可以實施能力分組教學，然而，部分家長、教師對這項措

施仍極力主張「全部學科」的能力分組（周新富，2004：115），未達成共

識的爭議仍未平息。爰此，依據本研究主題與研究目的，本研究文獻分別針

對能力分班和分組的功能與缺失、學生學業成就與社會關係的相關探討，以

及國內外相關研究加以分點陳述。  

一、能力分班和分組的功能與缺失 

能力分班的理論基礎，深受社會達爾文主義、科學管理運動、心理測驗

運動與結構功能論的教育及社會觀點的影響（戴曉霞，1998），而發展出能

力分班與分組的功能，並陸續有多位學者探究能力分班與分組的缺失，以下

將能力分班和分組的功能與缺失分述如下：  

(一)能力分班和能力分組的功能  

戴曉霞（1998）以美國經驗說明在二十世紀當時，能力分班之所以能普

遍為中、小學所採用，成為美國的教育特色，主要原因包括：1.能力分班有

助於社會控制和社會分工，達成教育外在目的，並且讓教師能依照學生能力

程度進行教學，有利於教學效能、效率及學生學業成就的提升；2.對於學習

較遲緩的學生，也能於學習能力相同的班級中，發展出正向的態度；3.以學

生的學業成就及潛能做為編班依據，較客觀且公正；4.同質性高的班級，教

師較容易教導與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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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力分組則是為了適應個別差異所採行的教學措施，常依成就測驗和

智力測驗分成班級間能力分組（between-class ability grouping）和班級內能

力分組（within-class ability grouping）兩種形式（周新富，2004：120）。

Slavin （ 1997 ） 認 為 ， 能 力 分 組 有 助 於 減 少 學 生 表 現 層 級 的 差 距 ； Kulik

（1992）則提出，能力分組的貢獻可以豐富並加快高成就者的學習層級，擴

展他們的學習經驗和高層次思考技巧；Loveless（1998）也宣稱，能力分組

可以讓教師採取適當的教學來迎合學生的需求，並有益於學生依照自己的步

調來學習；周新富（2004）則歸納多位學者觀點，認為能力分班或分組尚可

提高低能力學生學業，同時是對認真學習學生的酬賞，並提供學校排課與教

師教學的方便，以及增進學校辦學效率等優點。  

(二)能力分班與能力分組的缺失  

然則，能力分班的缺失也對學生的學習及教師教學產生負面影響。戴曉

霞（1998）綜合學者M. T. Hallinan、J. Oakes、R. Slavin與A. Wheelock等人

的相關研究，歸納能力分班的缺失包括：1.研究無法證實同質性高的班級對

學生的學習有顯著幫助；2.最好的教師多被分配給前段班的學生，缺乏經驗

或不受歡迎的教師多用來教能力最差及問題最多的學生；3.對後段班的學生

產生標籤作用，不但沒有發展出正向態度，甚至因為能力分班所造成的社會

階層，讓後段班學生得不到同儕的重視與學校的獎勵；4.後段班學生中少數

民族學生與低社經階級學生數比例過高，能力分班使得背景特質對學業成就

影響深化，對這些學生更為不利；5.能力分班常受非學術因素左右，例如：

強勢父母介入、教室安排、教材教具數量、學校建築特性等。  

能力分組與能力分班也存有相同的弊病問題。周新富（2000，2004）認

為，能力分班或分組不僅會造成階級或種族的對立，更是對低能力學生的傷

害，同時也違反社會的公平正義；Hollifield（1987）指出，被分配於低成就

組別的學生常常接受較高成就者低品質的教學；而低成就者在同質性高的團

體中，常會傾向於無動機和教師低期待的學習，因而影響教育產出，因此，

Wheelock（1992）認為能力分組是不公平的，甚至會因為無挑戰性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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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而強化低成就者的學習問題。  

綜合上述，能力分班與分組的功能以效能的角度觀之，有助於學校升學

率以及教師的教學效率與效能，並達到社會控制和社會分工的教育外在目

的。但針對社會公平正義與教育機會均等的角度，能力分班對低社經背景學

生的標籤作用與學業成就的提升，顯然是弊多於利。再者，能力分班所延伸

出來的教師教學態度、教學資源、課程設計，甚至是家庭社經地位等方面的

差異，均可能是影響學生學業成就的因素。在能力分班的制度下，學校的教

育猶如學校行政、教師與家長的複合體，共同建構學生的學習生態，複合體

如何運作與協調，為本研究欲揭露之處。  

二、學生學業成就與社會關係的相關探討 

在Coleman等人（1966）提出《教育機會均等報告書》的論述中認為，

學校教育資源的投入對學生學業成就之影響有限，最能預測學生成就的竟然

是學生心智能力及家庭背景，而非學校因素。後續也引發諸多爭論與反駁，

對於「家庭與學校因素對學業成就影響孰輕孰重」的問題（林俊瑩、吳裕

益，2007：113），也豐富了教育研究。以下分別整理關於家庭、學校、教

師對學生學業成就影響之相關論述：   

(一)家庭資源與階級差異影響學生的學習  

運用「資本理論」，包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經濟資本，可以解釋社

經 地 位 與 學 習 成 就 的 關 聯 性 。 例 如 ： 在 文 化 資 本 的 影 響 層 面 ， Bourdieu認

為，階級再製的概念是由家庭到學校一連串綿密的運作，並非侷限於學校場

域中，而文化資本可完整解釋由家庭到學校教育的階級再製過程，並凸顯教

育機會不均等的問題（許宏儒，2004）。陳珊華（2004）也指出，文化資本

的差異可能影響學生的學習表現、師生關係以及同儕互動。然而，周新富

（2008）的研究發現則認為，影響學業成就的主要變項為家庭經濟資本與社

會階級，而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社會資本對於學業成就的預測力則相當薄

弱，顯然與Bourdieu的觀點有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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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添輝（2002）則聚焦於討論中上階級家長與勞工階級家長多方的差

異，包括家長傳遞內在思維體系的差異、家長價值觀與教育成就期望的差

異、家長在教養方式與計畫上的差異、家長參與學校事務的差異、家長建構

規訓機制的差異等，也間接成為另一股中介力量，影響學生的學校學習，造

成其子女於教育多方面的差距。  

(二)學校為中上社會階級與文化再製機構  

林俊瑩與吳裕益（2007）的研究發現，學校資源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

有限，影響較大的是家庭因素，符應Coleman報告書的研究結果。然則，也

有部分文獻是支持學校對學生學業成就的影響力。例如：Bourdieu分析教育

文化的再製邏輯，認為由教學實務、教學權威、教學工作與教育系統構成的

文化再製機制，讓教育系統成為一個具制度化、合法化的符號暴力系統，並

進行專斷文化的再製工作（Bourdieu & Passeron, 1977）。再者，學校成為

強而有力的篩選機制，篩選並發展出學校的課程知識內容，並不會受到絕大

多數社會大眾的質疑、甚至挑戰，因為他們具有高度的「文化無意識性」，

而將其視為理所當然，因而甚少思考與探究隱藏於文化建構歷程中的階級權

力與支配性，而學校傳遞「學術性知識」的課程內容，更是對勞工階級學生

製造出強大的隱藏性學習障礙（姜添輝，2002：259-260）。而學校在進行

「篩選」工作的同時，也在進行「淘汰」，學校被合法化卻隱而不顯之不公

平機制，以測驗或其他方式讓學生承認自己的失敗，產生如Bourdieu所言之

「自我排除」（self-elimination）（魏宗明，2001：101）。  

(三)教師的價值觀、知覺與教師工作強化社會階級控制機制  

關於教師對學生學業成就的影響，姜添輝（2002，2003）研究發現，教

師在進入教學職場前，便已經由教育訓練的社會化途徑，吸納可觀的中上階

級價值體系並加以內化，成為教師行動的依據，並以中產階級價值觀來執行

教學事務，關注教學效能與達成他人預先界定之目標，使教師轉向工具理性

的思維與信念，甚少反思、質疑與批判隱藏於學校運作的中上階級文化與價

值觀，及其強大的影響性，教師會以既有的中產階級價值觀，來看待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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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社會階級學生的學習表現與行為，甚至扮演忠誠執行者，以教學工作所

持有的中產階級價值觀配合學校篩選機制的運作，產生進一步強化社會階級

控制機制的作用。再者，由許誌庭（2000）的研究中則可了解，教師於文化

再製現象的過程中，居於執行者的地位，包含對課程內容的詮釋、獎懲標準

的制定，以及師生的互動方式等，但是，大部分教師卻未具有文化再製現象

的知覺。  

總結上述相關文獻探討可知，學生的學業成就關聯到家庭資源、階級、

學校及教師，均成為具影響力的中介力量之一，有系統地建構學校與社會關

係。學校猶如篩選機制運作的機器，教師為機器的操作者，教師的實際工作

受到中產階級價值觀與工具理性思維的影響，加上家長參與的合法化，中上

階級家長積極參與學校事務的中介力量，讓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

於學校場域中得以密切結合、轉換與共存，交織再建構更強大的社會階級控

制機制，讓學校成為「合法化」卻可能忽略「社會正義」與「教育機會均

等」反思的社會階級再製機構。學校教育猶如多方「行動者」共構的複合

體，行動者於行動之間的相互協調、投入與產出，共構出猶如社會關係的

「行動網絡」，建構學生的學習生態。爰此，若從行動者共構的「行動網

絡」，以整合的觀點深入探究學校教育實踐，應可更完整地描繪出學生學習

成就與社會關係之關聯。而以教師工作經驗為切入點，探究行動網絡之社會

關係結構如何交織學校、教師與家長等行動者之行動來影響學生的學業成

就，或許是可行之研究途徑。  

三、國內外相關研究 

為了對教師工作與能力分班和分組之關聯有更多理解，研究者整理國內

外相關研究文獻如下：  

(一)國外相關研究  

Metz（1993）研究八所公立中學裡教師的工作，教師如何回應學生的

社會階級。研究中提及，學校所座落的社區以及外圍的家長會透過許多管道

期刊徵稿：http://www.edubook.com.tw/CallforPaper/TJSE/?f=oa 
高等教育出版：http://www.edubook.com.tw/?f=oa 
高等教育知識庫：http://www.ericdata.com/?f=oa



186 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十卷一期 

 

向學校施加壓力，並對於學校的正確方向、目的及經營方向，抱持不同的意

見，並以不同的方式來表達期望，試圖塑造學校型態。研究也發現，教師的

成就感會有所不同，同時也會依學生的成就來調整他們的責任感，教師的工

作回應也因學生的社會階級而有所差異。  

Shaw（1996）研究臺灣學校文化和學生主體性之間的關聯發現，在國

中的學校文化中，學術班級與非學術班級的差異。在學術班級中（即所謂的

A段班），學校多忽視學生的內在世界，而獎勵學生「模仿」學習的能力以

及順從成就的團體標準。而對於非學術性的班級（即所謂的B段班），則會

有不同於學術班級的標準，許多的行為被間接的合理化或全然忽視，但其學

校 生 活 卻 處 於 以 「 好 學 生 」 為 榜 樣 的 陰 影 與 比 較 ， 凸 顯 B段 班 學 生 學 業 失

敗，以及學生主體性的呈現卻被視為偏差的相關問題，而學校針對有問題學

生之解決辦法常是施以規範與遵從的壓力。  

(二)國內相關研究  

國內相關研究則有陳昺麟（2009）以能力分班為探究焦點，探討國中教

育的選擇和社會化功能與學生自我概念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前後段班學

生的家庭社經地位指數、學生的學校社會化經驗、學生對自我的整體概念均

存在顯著差異；而前後段班學生自我概念的形成，受到他們所感受到的學校

社會化經驗的顯著影響；研究中並明確指出，國中能力分班的結果有社會階

層再製的現象。許殷宏（2006）則針對國中美術班與普通班進行比較，進一

步探究教師教學實踐與學生身分認同。研究提及在升學主義的影響下，藝術

才能班經常被冠以「資優班」或「前段班」的光環，且在主事者和教師的期

許要求，以及家長的推波助瀾，藝術才能班儼然為學校的「特殊階級」與

「升學率指標」，成為另一種形式的「能力分班」。周新富（2004）研究則

證實，家庭社經地位高，家長參與子女學習活動愈高，子女更有機會安置於

高能力組，顯然家庭社經地位與能力分組有顯著相關。  

另外，許惠茹（2009）則由學習的主體⎯⎯學生的觀點切入，探究學生

於資優班與普通班的考試經驗感受，發覺學生經驗在資優班與普通班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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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期望與教師教學態度有所差異，學校與教師常以分數化約學生的學習成

就，導致慣性的認知與認同，並依照成績優劣分類，讓學生感受猶如被棄置

或經濟商品的製造，並衍生出異化的人性與情緒、抗拒學習的行為、作弊求

生存的負向學習策略；同時，學校與教師為了追求學生卓越與教學效率展現

而將學生分班教育，更是喪失學校維護公平正義的功能。  

由上述相關研究歸納得知，在能力分班或分組的制度下，教師的教學態

度、教學實踐、教學回應會因為學生的社會階級呈現差異，學生的主體性則

可能在學習場域中被忽略或相互比較，家庭社經地位也與能力分組有顯著相

關，能力分班或分組的結果不僅呈現社會階層再製的現象，學校也因此喪失

維護公平正義的角色，但其間任教教師扮演何種角色值得進一步透視。  

參、世界的探究⎯⎯研究設計 

為了深入探究「類能力分班制度」下教師工作經驗的差異，及其與學校

行政和家長所建構猶如行動網絡的社會關係，本研究採用建制俗民誌為研究

方法進行研究。研究過程與資料蒐集，均徵求學校校長、行政人員與教師同

意。為了保護研究參與者，相關研究資料的呈現，全部匿名處理，對於相關

文件資料均以編碼方式呈現，並忠實呈現研究參與者的本意，力求遵守研究

倫理。以下針對採用建制俗民誌的理由、個案學校與研究參與者背景介紹、

資料蒐集與檢核，以及資料分類與編碼加以分項說明：  

一、採用建制俗民誌的理由 

建制俗民誌（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之研究方法，試圖由個人的每

日生活世界與經驗出發，分析、理解並說明人類世界中的社會現象（楊正

誠，2005）。為了讓讀者對此研究法更加了解，以下先略述建制俗民誌探究

的重點，並說明本研究採用建制俗民誌的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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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制俗民誌探究重點  

建 制 俗 民 誌 主 要 是 一 種 探 究 經 驗 的 研 究 方 法 ， 從 經 驗 到 制 度 （ from 

experience to institution）探究社會關係（ social relation）中的建制性次序

（ institutional order）呈現的複雜關係，是建制俗民誌所關注的課題，探究

焦點包括深入了解人們之間是如何互動與協調（coordinate），以及在互動

與協調中，實際上發生了什麼事？因此，透過語言，人們談論到他們如何進

一步互動及相互協調的經驗，則能清楚傳達並呈現人們於制度化組織中隱含

的統治關係（Smith, 2002）。  

建制俗民誌的研究，首先於建制性次序中找出一個特定的制度觀點，以

提供所欲探索焦點之引導性方向，並提供相關架構，包括一些人們有爭議的

事實、關心的事件或問題。其目標重點不在於描述人們如何生活或他們分享

的涵義（Emerson, Fretz, & Shaw, 1995），而是得到人們對於自身每日生活

經驗的陳述，並將所獲得的經驗進行系統化的社會學反思。建制俗民誌學者

的興趣，在於超越個人經驗，試圖理解隱含的社會關係，並描繪出交織工作

－經驗－社會關係的圖像（Smith, 2002）。  

(二)本研究採用建制俗民誌的理由  

Smith（2002）提及，建制俗民誌中實踐的對話，並不是單純要解釋人

類行為或是驗證理論的假設，而是要將人們每日所做帶進制度階層的概括形

式，讓人們談論所探討的制度層面。因此，本研究運用建制俗民誌的研究方

法做資料蒐集與分析，選定一所以「資優班」之名招生，卻仍存有「類能力

分班」之實的公立個案學校做為研究場域，探究教師工作經驗與家長和學校

行政之間建構的社會關係網絡。本研究忠實呈現教師對於學校「類能力分

班」的教師工作經驗訪談與觀察，由教師習以為常的工作流程中所呈現的教

師工作經驗，探討個體於每日世界所埋置之廣泛概括的關係，進而了解教師

工作經驗是如何為制度所建構，最後分析在學校「類能力分班制度」下，教

師工作經驗與學生、家長、行政人員、教師之間的互動和協調所關聯的建制

性次序，以及背後隱含的社會關係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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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案學校與研究參與者背景介紹 

本研究的研究場景為南部某一所公立國中，學校共有30班，教師成員有

70人，為一所中型學校：  

 

學校因為處於該縣的中間地理位置，周圍多所私立學校的強力招

生，讓學校有相當大的招生壓力，因而學校能力分班制度行之有年。

（I070522/A）  

 

近年，更因縣府合法授權學校申請開辦數理、語文資優班，以及陶藝班

與表演藝術班等特殊才能班，合計學校屬於資優班或表演藝術班有11班，其

餘19班則為普通班。該校：  

 

每年錄取前一、二志願之明星公立高中學生數均超過20人，鼓勵

學生參加全民英檢檢測，是學校推行重點目標之一，每年約有50位以

上的學生通過初級英檢檢測。（I070612/B）  

 

優異的升學績效，可居學區周邊公立學校之前三名，甚至吸引多位學生

越區就讀。然而，這些成績優異的學生多數集中在「類」資優的班級：  

 

而 中 高 階 層 的 家 長 比 例 在 類 資 優 的 班 級 超 過 七 成 。

（I070522/A）  

 

依據研究主題與研究目的，本研究採立意取樣，徵詢願意接受觀察與訪

談的教師共四位，每位研究參與者均同時有任教資優班與普通班之工作經

驗。為了顧及研究倫理保護研究參與者，研究者以英文字母代號代替教師名

稱，並將研究參與者的背景資料摘要列表介紹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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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研究參與者背景資料摘要表  
參與者  職稱  年資  授課科目  訪談次數  

A 教師（男）  一年級資優班導師 12 年  數學  三次  
B 教師（女）  二年級資優班導師 10 年  英語  三次  
C 教師（男）  二年級普通班導師 五年  理化  三次  
D 教師（女）  三年級普通班導師 九年  數學  二次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研究參與者B教師與研究者為相識多年之好友（約8年），在研究者初

步告知研究計畫後，願意友情協助讓研究者進入研究場域，並同時引介A、

C、D等三位教師同意共同參與研究，這四位研究參與者均為學校教師會成

員，對於教育諸多議題與現象均頗有興趣，研究者便經常性扮演同儕諍友與

諮詢對象，進行心情分享與專業對話，並協助處理學生問題或教育議題之探

究，藉此建立彼此之間的信賴感，俾利於研究者資料之蒐集。  

三、資料蒐集與檢核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資料蒐集的方式包括實地參與觀察、半結構式訪

談，以及文件分析與研究資料檢核，以下根據各種資料蒐集方式詳加介紹如

下：  

(一)實地參與觀察  

本研究欲深入了解學校「類能力分班」下的教師工作經驗，透過參與觀

察來掌握學校生活中的脈絡情境，幫助研究者了解研究參與者於脈絡情境下

的教師實際工作，進而發覺研究參與者教師實際工作經驗建構或隱含的意義

與問題。  

本研究觀察的程序則是由初期廣泛性的「描述性觀察」，到根據文獻與

研究主題做「選擇性觀察」，最後則針對某些特定焦點，做進一步深入的

「焦點觀察」，並將教師工作經驗的觀察札記整理成可相互對照、比較的類

別。除了觀察教室課堂的進行，觀察的場域還包括教師休息室、校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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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會議、升學會議、導師會報、班週會、升旗、班親會等，研究者長期浸

潤於觀察現場的時間為2007年3月至2008年2月。  

(二)半結構式訪談及訪談大綱  

本文訪談的對象，以上述四位參與研究者為主，研究者首先與學校成員

建立關係，並與其閒聊學校生活，待建立信賴關係後，再進一步邀請研究參

與者接受訪談。本研究採行深度訪談，半結構式訪談大綱包括要求研究參與

者：1.請詳細描述一日、一週或一學期內重複性的教師工作。2.請談談您教

師工作上所經歷的特殊事件。研究者並適時依據研究目的以及當時情境脈

絡，詢問特定但具開放式的問題，以期進一步蒐集研究者所欲探究的資料。

與教師個別約定做深度訪談的時間，每位教師為一至三小時不等，直至資料

飽和始結束訪談。訪談後將錄音內容轉謄為逐字稿，並做初步的分析與編

碼。  

(三)文件分析  

學校相關文件分析，有助於研究者了解研究現場過去的發展情境脈絡，

並可做為檢驗和增強訪談資料與觀察資料的證據，若發現彼此之間相互矛盾

或有不周詳之處，則可提供研究者進一步的檢證與探究，以求研究資料的真

實性與正確性。本研究的文件分析包括家庭聯絡簿、班級成績單、校務會議

記錄、導師會議紀錄、升學會議紀錄、招生會議紀錄，以及資優班與特殊才

能班招生簡章等文件。  

(四)研究資料的檢核   

基於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聚焦在探究類能力分班制度下的教師

工作經驗及其所隱含的社會關係意義，旨在厚實描述教師工作經驗，並試圖

描繪出隱含的社會關係。因此，本研究採用三角檢證法建立研究可信賴度，

第一重為資料來源的三角測定，研究者由多方資料來源，例如：訪談、觀

察、相關文件來檢驗不同資料來源的一致性；第二重為研究對象的檢核，在

訪談、觀察或取得研究參與者的教師工作經驗資料後，研究者會和研究參與

者討論相關研究文稿，並請他們提供回饋建議，進一步釐清且確認研究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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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經驗和想法。  

四、資料分類與編碼 

為了便於研究資料的歸類與分析，本研究資料分類編碼，觀察札記代號

為 O（ Observation） 、 訪 談 紀 錄 代 號 為 I（ Interview） 、 文 件 分 析 代 號 為 D

（Document），並依據當時資料取得的年份日期，再加註訪談者代號或觀

察 地 點 。 例 如 ： 2007 年 12 月 18 日 ， 於 D 班 普 通 班 的 觀 察 紀 錄 ， 則 編 號 為

（ O071218/D 班 ） ；  2007 年 10 月 23 日 ， 與 A 教 師 的 深 度 訪 談 ， 則 編 號 為

（ I071023/A ） ；  2007 年 10 月 21 日 ， A 教 師 班 親 會 會 議 紀 錄 ， 則 編 號 為

（D071021，A教師班親會會議紀錄）。  

肆、一個學校，兩個世界⎯⎯研究分析與發現 

本研究主題為「類能力分班制度」下教師實際工作經驗之研究，採用建

制俗民誌研究方法，主要探究「類能力分班制度」下教師工作經驗的差異，

以及教師工作與家長和行政互動與協調所產生的編制性連結，並探究建制次

序間所隱含的社會關係。  

一、義務與期待的相互作用 

Coleman（1990）以實證研究探究家庭的社會資本與教育成就的關係，

其中義務與期待的社會關係即為社會資本的構成之一；同時，Coleman也指

出，在學校的情境脈絡下，教師與家長之間的社會資本，對學生的學業有很

大的影響。而國內研究也發現，教師對學生的期許與要求不同，會導致學生

能力表現與評價產生差異（許殷宏，2006）。由此可知，教師的期望、教學

行為，以及與家長的互動，對於學生的教育成就會產生影響。本研究則發

現，在義務與期待的相互作用下，教師的工作經驗會與家長及學校行政產生

協調與編制性的連結，而對於資優班與普通班的教學有差異性的資源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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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分段敘述如下：  

(一)資優班：高期待共構優質課程與教學的協調  

1.高期待家長積極影響學生在校經驗，學校行政配合家長協調教師課程  

資優班的家長，對孩子的期望很高，為了留更多時間來全力準備

基 本 學測 ，「 家 長常 會要 求 教師 超前 進 度教 學」 （ I071211/B） ，造

成教師教學工作的壓力：  

 

會中有多位家長均詢問學校超前進度的排課事宜，家長建議為了

讓學生有更多充足時間全力衝刺基本學測，因此建議學校是否能從國

一下學期即開始趕進度，並於國三上學期第二次段考時即能趕完所有

進度……。（D071021，A教師班親會會議紀錄）  

 

學校行政也多會與教師協調教學工作，積極回應家長的要求，例

如：彈性排課讓教師超前進度教學，甚至更改某些的課程設計，方便

教師教學：  

 

資優班超前進度學習是很正常的，學校方面排課，多半會將藝術

與人文、綜合活動、……一些藝能科目的課，排給資優班教主科的老

師，方便我們用來超前進度……。（I070515/C）  

我們的電腦課就和英語課穿插上，因為有時候要讓學生用電腦練

習線上的英文口說訓練……。（I070612/B）  

 

資優班家長對孩子的高期待，還包括通過全民英檢、參加奧林匹

克數學競試等，學校行政與教師也多會極力配合家長要求，並授權讓

教師有彈性地將升旗或午休的時間「轉化」為補足性教學時間：  

 

像現在全民英檢熱，很多家長都會希望他們的孩子最晚國二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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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過初級英檢，為了配合家長要求，導師會向行政單位要求不參加

升旗，把時間挪出來讓學生聽大英（一種英語廣播節目），或要求英

文老師額外加課幫學生準備英檢，有的導師甚至親自幫學生考單

字……數學領域則是利用午休時間叫學生出來訓練，參加奧林匹克數

學的競試……。（I070522/A）  

 

學校行政方面也會提供獎學金鼓勵學生參與，不僅回應家長的需

求與期待，另外一方面也做為學校的成就指標之一，並有利於年度招

生：  

 

教務處特別設立獎學金鼓勵學生去考英檢，你看榮譽榜去年通過

英檢的就有六十幾人，對家長有交代，同時也是學校的成就指

標……，家長對我們學校也會有正面宣傳，……這樣招生比較好招

啊！（I080219/B）  

 

甚至學校例行性的校際比賽，例如：英劇比賽、國語文競賽、科

展等，也都由教師帶領資優班的學生代表學校對外參加比賽，資優班

家長也多會參與協助，並且提供相關資源。參加校際比賽，不僅提供

學生成就的機會，另外一方面，學校也間接利用家長資源，達成學校

對外競賽得獎的目標：  

 

我們每年科展、英劇、國語文競賽，都必須組織團隊，並且長期

訓練或準備，有時候必須利用到假日出來訓練或是討論，資優班的學

生家長比較能配合，同時他們也比較能提供比賽所需的資源……，像

之前的英劇比賽經費不足，家長多願意出錢出力……，況且資優班學

生，有很多從小就補美語、作文……，指派他們參加比賽，學校獲勝

的機會較大呀！……學校有成績、老師有面子、學生有成就、家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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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興……一舉數得，對大家都好……。（I071023/A）  

 

2.教 師 義 務 提 供 額 外 學 習 單 輔 助 進 度 ， 並 要 求 家 長 做 「 補 足 性 教 育 工

作」1 

資優班的教師，常會安排學生的考試，平均每兩週，資優班導師

就 會 寄 成 績 單 回 去 ， 並 要 求 家 長 做 家 庭 「 補 足 性 教 育 工 作 」

（complementary educational work）（Griffith & Smith, 2005: 67），

例 如 ： 「 請 家 長 多 督 促 子 女 的 課 業 成 績 ， 培 養 孩 子 的 專 注 力 」

（D071105，B資優班成績單），或是義務提供家長額外練習卷以及

紀錄表，並要求家長記錄及確認孩子在家的學習狀況，供教師查核之

用：  

 

我會針對較差的同學，多出一份練習卷讓他們帶回練習，並設計

紀錄表，請家長協助紀錄學生在家的學習狀況，若是多次不配合的學

生或家長，我就有紀錄，下學期若要再重新編班，我們就有充足的理

由把他們「踢」去普通班，再拉一些認真想讀書的進來……。

（I080108/A）  

我們英語或國文常常必須默背課文，需要較長的時間考試……，

我們任課老師多會要求學生在家默背，或是督促孩子聽英文廣播，之

後讓家長簽名確認……。（I071211/B）  

 

教師會針對參加英檢或是數學競試的學生，仔細地規劃出家長輔

助學生學習的進度，並清楚地「於學習講義上或練習卷上做記號，並

                                                      
1 Griffith與Smith（2005: 67）所言之補足性教育工作，泛指達成學習成就所

需之額外資源或協助性工作，例如：幫忙孩子們做功課、檢查功課、指導

孩子閱讀、去圖書館、博物館……，以及家長是否有志願性時間去學校協

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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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從哪裡開始幫孩子複習」（ I080108/A）。教師的學習單內容設

計也有一系列的安排：  

 

針對要參加競試的學生，學校也有另一套培訓制度，像我們數學

就編一份學習單，是給學生參加奧林匹亞數學競賽用的，裡面多是一

些較靈活的運用題、深度挑戰題……，讓家長知道我們有在做，……

他們通過競賽，對學校的招生就比較有利……。（I070918/D）  

 

3.刻意設計互動課程，並提供家長親職教育文宣與秘訣  

資優班的教師和家長是積極互動的，特別是有問題的時候。教師

時常會寄發親職教育文宣，提供家長支持，並要求家長閱讀後簽名確

認：  

 

我若於報紙上或網路上看見一些不錯的文章，會將其蒐集起來，

做成班報，讓學生帶回做親師互動，提供家長一些有利於親職教育的

支持性文章，並要求家長閱讀完後於聯絡簿簽名，有些家長較忙沒看

或 沒 簽 ， 我 會 採 取 有 程 序 的 確 認 ， 三 天 後 再 確 認 一 次 … … 。

（I071211/B）  

 

教師為了滿足家長的期望，有時候也會刻意設計一些課程，讓家

長與學生互動一起完成，例如：班級網頁製作、閱讀心得欄發表，教

師 和 家 長 之 間 也 可 藉 此 產 生 交 流 ， 讓 家 長 了 解 孩 子 在 學 校 學 習 的 狀

況：  

 

我於寒暑假時，會要求學生和家長，分工合作，完成班級網頁製

作，一方面將學生這學期的作品做一個發表，讓家長知道孩子的學習

狀況，另一方面也可促進大家的互動，讓家長知道我們有在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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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80108/A）  

 

由上述內容可知，資優班家長、教師與學校行政，在義務與期待

的相互作用下，共構出的教師教學工作，三者之間彼此相互分工、協

調工作經驗，並積極控制學生的學習經驗來回應「功績性文本」的統

治性目標⎯⎯教師為了積極配合家長要求，必須與學校行政共構課程

計畫，設計符合家長期待的教學與課程，例如：超前進度授課、訓練

英檢、編製數學競賽學習單等，家長也必須配合教師做積極的補足性

教育工作，成績單、英檢證書、數學競賽證書等「功績性文本」，同

時 規 訓 並 統 治 了 家 長 、 教 師 以 及 學 校 行 政 於 課 程 與 教 學 工 作 上 的 協

調。  

(二)普通班：低期待導致邊緣化課程設計與教學  

1.教師採用低分數標準，常用諷刺性話語並標籤化學生  

普通班教師多半對學生的學習成就期待較低，並採取較低的分數

標準，學生若未達最低標準，教師多會對學生採取罰站、罰寫等處罰

方式：  

 

我對普通班要求不高，我只要求他們不要給我考全年級最後一

名，讓老師丟臉就好。所以我都將學生分組，要求他們達到組別的最

低分數，例如比較有在讀書的，我就訂60分以上；還有救的，我就訂

50分……沒救的，就最少也要 30分，我常叫他們亂猜也要有 30

分。……沒達到標準，我多是叫他們到辦公室外面罰站、罰寫，不准

他們下課。（I070925/C）  

 

研究者於教室的觀察發覺，教師於課堂上教學少有鼓勵，取而代

之的是諷刺性的話語，而話語中常會顯現出學生的家庭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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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戊生，零分！（大聲的語氣）零分打手夠嗎？打屁股吧！……

九九乘法國小有沒有學？我問你，6乘7多少？（等待學生回答

時，有一位學生脫口而出42）  

老師：（看向那位學生，嘲諷的語氣）你有比較厲害嗎？（戊生還是

沒回答）我再問簡單一點，3乘5多少？  

老師：這麼簡單了還是不會（全班哄堂大笑），你家不是開麵店的

嗎？我想你賣麵一定了錢（臺語），難怪你都只有洗碗而

已……。（O071218/D班）  

 

由上述內容可知，教師對學生無形的標籤化習焉未察，並呈現工

具理性思維與行為，例如：低期待、處罰、諷刺等，惡化師生互動與

學生學習。  

2.照本宣科或簡化教學內容，對家長「補足性教育工作」少有期待  

教師於普通班的教學，除了對學生學業成就多採取最低標準，於

課堂上的教學工作也多是照本宣科，不會特別補充課外延伸性內容，

或顧慮學生的程度而放慢教學速度，常常是直接簡化教學內容，挑題

教學，並選擇性地關注成績較優的數名學生：  

 

教師教學速度快（不管學生有無翻到正確頁數），並不會特別考

量學生程度，教學過程中，教師只是站在講臺上，沒有到臺下走動，

偶爾只眼神關注坐在教室前的那幾位同學，是否聽得懂……教師檢討

考卷，是挑題跳著講……。（O071218/A，師於普通班教學觀察）  

在普通班教太難，他們也聽不懂，所以我都點到為止，有些較難

的我就直接跳過……，你說有沒有補充課外的？他們若課內的會寫就

偷笑了……。（I070925/C）  

 

普通班教師對家長參與「補足性教育工作」少有期待，多半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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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不參與和無回應視為理所當然，不會刻意設計補足性教材協助學生

與家長，與家長的互動也呈現冷淡與抱怨之態度：   

 

我們學生的家長，你不要奢望他們回家會教孩子功課，若能配合

你，監督孩子的功課有沒有寫完，你就要很感謝了。有的家長要兼顧

生活和三餐，哪還有多餘的時間管孩子的功課……。（I070918/D）  

老師打電話要求家長到校，家長到學校之後，教師給家長一份

copy的習作和解答，要求家長監督小孩寫功課，並告知其孩子不寫功

課，造成他教學上的負擔，並抱怨若此種情況持續下去，他就要依校

規記過處分，老師和學生家長的互動少，語氣冷淡。（O071204/D，

教師辦公室）   

 

學生聯絡簿多是教師更改學生錯字、記錄功課、考試、學校交辦

聯絡事項，例如：「未簽名，補簽」、「請將今天考試分數寫上去」

（D071204，D教師班級聯絡簿），聯絡簿上少見教師、學生、家長

的互動，若有，也多是對學生的規勸，例如：「請勿再遲到」、「請

注意孩子有抽煙行為」、「請勿讓孩子沉迷於電玩」等（D071127，

C教師班級聯絡簿），而家長多只有簽名，或寫上「謝謝」、「會注

意」（D071127，C教師班級聯絡簿）等話語，少見教師與家長之間

有積極性的回應話語和互動：  

3.預留課堂5分鐘  

研究者觀察普通班的教師教學發覺，「教師會習慣性預留課堂5

分 鐘 ， 給 學 生 自 由 活 動 做 為 要 求 學 生 上 課 認 真 的 交 換 條 件 」

（O071218/D班），教師訪談中也有預留課堂時間讓學生自由活動的

類似論述：  

 

學生常會在上課寫交換日記、無心聽講，有時候傳手機簡訊，我

期刊徵稿：http://www.edubook.com.tw/CallforPaper/TJSE/?f=oa 
高等教育出版：http://www.edubook.com.tw/?f=oa 
高等教育知識庫：http://www.ericdata.com/?f=oa



200 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十卷一期 

 

為了要求他們上課認真聽講，我會和他們協商，若不吵鬧、認真，讓

我好好上完這一節課，我就留五分鐘給他們自由活動。這樣的交換條

件，要讓他們認真是比較難，但是至少他們比較不會吵……。讓他們

自由活動，我都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們有的就吃早餐、有的聊電

動、有的寫交換日記、有些愛漂亮的女生就會化妝、掛耳環、梳頭

髮、有的看小說漫畫……（I071023/A）  

 

對於預留課堂五分鐘，有的教師會提出合理化的理由，例如：處

理班務、太累要休息等：  

 

老師：剩五分鐘，我處理一下班上的事，甲生，午餐費拿去交了嗎？

（學生點頭）。好！自己將桌子對齊排好，電扇要記得關，沒

關被學校登記，我就全班處罰。今天上學或上課遲到的學生出

來（鞭打手心）……（下課鐘聲響）。（O070911/C，教師課

堂）  

老師：剩五分鐘，你們自修，看一下剛才教的，有沒有問題，有問題

的提出。老師坐一下，教你們班的力氣是教別班的兩倍，不知

道為什麼，教你們班就是不自覺的要提高兩倍音量，很累，所

以休息一下，合理吧！（全班笑）（O071023/D，教師課堂）  

 

由此段分析可知，普通班的教師對於學生多是較低標準的要求，

不期待家長能協助教師做補足性的教育工作，教師似乎也意識到家長

與學生的家庭階級，卻少有具體行動協助這些家長與學生的困境，反

而以話語諷刺學生或對家長態度冷淡，而教師仍普遍存在工具理性思

維，沿用處罰方式規訓學生的作業與學習態度。  

綜合資優班與普通班教師的工作經驗，猶如Metz（1993）所提，

資優班教師的教學與課程設計工作，教師會積極投入於準備工作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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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輔 導 ， 為 學 生 精 選 教 材 ， 並 與 家 長 積 極 性 配 合 教 學 與 課 程 設 計 工

作，學校組織亦會提供相關支持。同時，教師會將資優班家長的「補

足性教育工作」視為理所當然，而要求家長與教師的教學工作協調。

學校行政與教師多會指派資優班學生參加對外比賽，提供家長參與以

及學生成就的機會，學校也間接利用家長資源達成學校對外競賽得獎

的功績性目標。學校行政、教師，以及資優班家長和學生均為利害關

係人，並受到成績單、證書及競賽成績等「功績性文本」的統治，而

彼此互相協調工作經驗，共構更優質的課程與教學，似乎也隱含著利

益共享的社會關係。  

而針對普通班學生，教師的教學與課程設計工作，則顯現出較低

的教學期望，普通班教師的教學態度也明顯和資優班教師的教學態度

有所差異（許惠茹，2009）；或是於教學時以諷刺性話語及態度，對

待學習成就不佳的學生（Metz, 1993）；甚至與學生協商，預留課堂

五分鐘，或是照本宣科、簡化教學內容，對家長的補足性教育工作少

有期待，加上教師的差別教學，更加破壞教育過程的公平原則（周新

富，2000；姜添輝，2002）。教師與家長的低度協調、期望與互動，

所建構出的社會關係，邊緣化課程與教學的實踐，建構不利學習的情

境，讓普通班的學生更處於社會弱勢，並增加教育產出的階層化。  

二、規範與共識的相互建構 

Giroux（1983）認為，學校不但傳遞代表優勢文化及其利益的知識，並

且將其合法化。個案學校依照地方政府自治條例將資優班招生合法化，並為

了組織整體的升學利益，協調教師額外加課教學，同時建立資優共識，要求

家長及學生遵守利益競逐的轉班遊戲規則，如此的手段與目的，無非是對資

優班學生進行集體菁英化的建構，藉以達成學校提升入學率與升學率的功績

性目的。對於普通班學生，可能因為經濟資本或文化資本的差異，無法贏在

入學考試的「起跑點」上，而被集體平庸化的制約於行為的規範與職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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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試探，本段研究發現分析如下：  

(一)資優班：集體菁英化的建構  

1.一一電訪家長，合理化入學考試  

為了合理化入學考試的公平性，每年約12月底時，學校行政就會

召開全校教師招生會議，分配每位教師要招生的學生名單與人數，並

要求教師一一電話訪問，聯絡家長，並告知家長學校將於4月份擇期

舉辦數理和語文資優班的招考，要學生及家長提早準備：  

 

每位老師手中都有一份名單，我們會一一打電話訪問，並告知招

生考試的消息，學校行政人員也會到各校發招生考試的簡章，讓大家

都公平的知道這個訊息……。（I080108/A）  

 

但是，學校行政也會特別要求國小老師勾選表現較資優的學生名

單，並要求招生教師加強宣導，請他們的家長要儘早幫孩子做準備：  

 

名單上有勾選的就是成績較優良的，我們就必須告知學生及家

長，學校於明年4月會擇期舉辦資優班的考試，有語文、數理資優班

以及表演才能班，要鼓勵他們報考……會特別請家長協助孩子儘早準

備以獲取好成績。（D071224，招生會議紀錄）  

 

為了招收到資優的學生，學校行政方面也會請幾位老師配合舉辦

學習營，吸引國小學生參加，藉機讓學區國小家長和學生對學校有初

步 認 識 ， 從 中 了 解 學 生 家 長 的 需 求 ， 並 趁 機 宣 傳 學 校 優 良 之 辦 學 成

就：  

 

學校每年都會先舉辦學生語文成長營和趣味科學營，但是只提供

國小老師推薦班上前十名學生參加，……學習營結束有家長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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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蒐集家長的需求，並且順便宣傳學校的辦學成效，例如每年考

上第一志願的人數、通過英檢的人數……等，增加家長讓孩子來讀的

意願。（I080115/C）  

 

由教師的招生工作經驗中，也可略知家長的回應，有些早已做好

萬全準備，有些則是茫茫然，端看孩子自己的造化：  

 

有的家長說他們老早就將小孩子送去補習，為的就是準備應付國

中、私中的入學考試……有的家長會告知你他的小孩很乖，只是比較

不會讀書，他也沒多餘的錢給他去補習，因此希望老師將他編在學生

乖一點的班級，不要被人家欺負就好。還有些家長是什麼也不知道，

也不管，認為讀書是孩子的事，全看他自己要不要努力了……。

（I070522/A）  

 

學校的招生工作，無疑是告知優勢階級家長與學生做好準備，完

全 忽 略 提 供 給 較 弱 勢 或 發 展 成 熟 較 慢 ， 但 卻 可 能 具 有 潛 力 的 學 生 機

會。招生工作為不公平的「類能力分班」揭開序幕，具有文化資本與

經濟資本的學生及家長，已蓄勢待發，而其他中下階級的學生家長只

能選擇沉默以對，縱然有些微的聲音終究無法集結成集體行動，撼動

社會結構的產物⎯⎯「類能力分班」。  

2.建立資優共識，遵守轉班遊戲規則  

能力分班的功能強調同質性高的班級，有助於教師教學效能、效

率及學生學業成就的提升（戴曉霞，1998）。然而，學校為了維持學

校資優班的品質，不僅入學考試即以智育成績來把關，甚至訂定學習

不適應者則必須接受轉班輔導之遊戲規則，建立資優班教師、家長與

學生維持資優之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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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班選取標準國小畢業成績占30%，國小五六年級學科測驗

（包括國語、英語、自然、數學）占30%，國中入學考試占40%（包

括國文、英文、數理及作文，考試無範圍），謹訂於 4月×日招

考……註：若經評估學生於進入該班後適應不良，得於下學期初接受

學校輔導轉班的建議（D070430，招生簡章）。  

 

為了有效達成教師的教學效率及學校升學目標，學校期末會召開

升學輔導會議，討論學生於班上的學習情形，教師也會讓家長感知學

生可能因為無法達到學校資優的標準，必須面臨被迫轉班的危機，藉

以協調家長謹慎的配合教師教學之要求做「補足性教育工作」：  

 

我們會把話說在前面，讓學生及家長知道，你若進到資優班，成

績無法保持老師要求的水準，下學期你就必須轉班，像班上的倒數五

名都很危險，……這樣學生和家長才會謹慎……。（I080108/A）  

若是功課無法達到標準，或學習態度較不佳的，我們多半會先與

家長聯絡，告知學生下學期有可能被調班，……若是學生和家長再不

配合加強學生課業，無法達到任課老師的目標，學期末有一個升學輔

導會議，老師就會向學校提出建議，並要求這些學生寫家長同意書，

同意學校給予轉班改善學習環境，……。（I071211/B）  

 

轉 班 成 為 教 師 與 家 長 協 調 工 作 之 利 器 ， 並 且 將 家 長 對 學 生 做 的

「補足性教育工作」視為理所當然，如此的教師輔導性工作，值得教

育者深思。  

3.依循組織整體升學利益，遵守組織規範犧牲星期假日上課  

資優班的升學率攸關學校年度的招生，因此學校對於資優班教學

師資的安排特別重視，學校行政會特別加以安排，家長也會提出相關

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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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資優班的老師學校都會特別安排過，老師要能配合學校要求，

如額外加課、帶團隊、作科展……。有些家長也會先指定他們想要給

哪些老師教……。（I070925/C）  

 

家長與學校行政均會對教師提出假日加課的要求，因此衍生出一

些教師與行政之間相互協調與協商性的事務性工作：  

 

學校和家長都會要求教資優班的老師要額外幫學生加強、補

充，…星期六都要上一整天，國三則是星期日也要出來加強……沒辦

法，你也是要配合，因為學校和家長都要看升學率……這是大家都得

利的事……孩子考得好，家長高興，學校要招生也比較容易……

（I070918/D）  

 

另外，學校也相當重視對外參加的校際比賽，並要求教師利用假

日做額外的補足性工作，學校給予的回饋則是方便教師調課：  

 

我們會協助學校指導像英語話劇啦、直笛、合唱團、國語文競

賽、科展的工作，快比賽時假日都要出來練，……當然偶爾我們要調

課 ， 行 政 那 邊 也 會 盡 量 配 合 給 予 方 便 ， 大 家 都 是 互 相 … … 。

（I070612/B）  

 

由上可知，學校年度招生工作，教師與行政協調招生工作，傳遞

資優班考試日期，對於具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的中上階層之學生與家

長，早已事先做好準備，能獲得較佳之機會與結果（陳建州、劉正，

2004）。能力分班考試成為對認真學生的酬賞、方便學校排課與教師

教學，以及提高升學率（周新富，2000），因此，學校行政對於促進

資優班學業成就的學習支援，例如：資優班的排課、教師授課時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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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以及教學資源的安排與協調等，均明顯重視，教師也多積極性配

合。資優班儼然成為學校的優勢團體，因為攸關學校的升學率，對外

代表學校的成就，而獲得行政與教師更多的資源與支援。  

(二)普通班：集體平庸化的制約  

1.行為不偏差，功課為其次  

教師對於普通班學生則多是行為方面的規範，由普通班教室布置

中，「班級公約」為普通班教室共有的場景，即略現端倪：  

 

普通班級的教室布置相較於資優班的教室布置則真的較「普

通」，班級公布欄多簡單分為公布欄、班級公約、資訊欄等，少見班

級有勵志性標語。特別的是，教室布置的班級公約於普通班可說是班

班皆有，內容多是：準時上學、不翹課、不抽煙、不破壞公物、上課

不睡覺、不罵髒話……等「規範」行為的話語。（O070928，普通

班）  

 

教師也較少要求學生課業成績，而對於普通班學生的輔導工作，

也多是以規則、記過來制約學生行為，並將學生行為不好視為理所當

然，甚少探究學生問題行為的起因：  

 

我對學生沒什麼期待，而我能做的，就是教他們如何於團體中生

存，如何準時，如何表現合宜行為及解決問題，你這些基本都做不

到，以後出社會找工作，要如何生存下去？（I070925/C）  

我們這種班的學生，行為不好是正常的，你想要去管好他們，或

是奢望他們變好，我想你只會累死自己。……我就用記過的方式，看

你有多少操行成績讓我扣，如果要畢業證書的學生，多少還會聽，或

還會怕，那些講不聽的（學生），我就交給學務處或輔導室依校規處

理。（I07121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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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生的課業規劃，教師以及學校行政的態度則未如對待資優

班的積極，而學校的合理化理由則是教師不配合，以及增加家長的負

擔：  

 

以往學校就是只有前面的班級，才需要上週六日的輔導課，……

若說要排普通班學生出來上課，老師會以班上秩序太差或是學生無學

習動機、學生沒興趣、家長有負擔……，不願意配合加課，要考量的

太多，乾脆就依循舊制，反正大家早就習慣如此的差別待遇，見怪不

怪了。（I070918/D）  

 

2.鼓勵參與技職課程，試探就業傾向  

相較於資優班，普通班教師則與家長建立共識，讓學生參與學校

與職業學校合作的技職課程，利用每週半天的時間，到校外上課，試

探就業傾向：  

 

我們會極力鼓勵家長讓學生參加技藝學程，讓他們早一點試探他

們有興趣的職業，他們若是在修課期間表現良好，申請入學的時候還

可以加分……。（I070918/D）  

 

對 於 鼓 勵 學 生 參 加 職 業 試 探 ， 可 能 會 因 此 引 導 其 升 學 之 路 的 差

異，然而，背後所隱藏潛在課程的影響，例如：學生提早學做勞工的

認知與認同，教師則多半是不自覺的或是視為理所當然：  

 

我覺得不愛讀書或家境較清寒的普通班學生，我就會建議，甚至

強迫家長一定要讓學生去學技藝學程，這樣他們可以提早與社會接

觸、了解社會對他們的要求……。我會建議哪些學生選什麼類別的技

藝學程，……很多學生學了技藝學程，回來會告訴我他們很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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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學測後填志願，他們就會選這些相關類型的學校來填……，我覺

得這樣也不錯ㄚ……。（I070925/C）  

我會告訴家長或學生，你不讀書就去學技藝，搞不好是另外一條

發展的路，否則你要拼成績……，許多學生和家長也都能認同……。

（I070918/D）  

 

如Metz（1993）所提，學校行政系統很少提供系統性的協助，幫

助教師了解低社經學生的觀點或問題，教師將處罰與規訓學生行為視

為是理所當然的輔導工作。而教師鼓勵學生參加技職課程，猶如執行

篩選機器的工作（Spring, 1976），根據學生的學業能力，安排適合的

職業試探課程，引導他們追求合適的職業目標。  

由研究分析可知，在資優班與普通班之間，教師工作與學校和家

長呈現不同的協調經驗。對於能力較佳、家庭資本較充足之資優班學

生，教師與學校提供如英檢、數學競賽的加強課程，協助他們順利取

得證明能力之證書。教師工作與家長和學校行政的協調經驗，依照學

生能力與家長資源而有差異化的教學，建構了具差異的階層化社會結

構。而教師工作與學校行政和資優班家長的協調，無異是維繫優勢階

級的社會階層。對於普通班學生，教師鼓勵普通班學生參與技職試探

課程，其潛在的影響不僅讓學生學習並習慣於就業場所的紀律，更潛

在建構學生對其社會階級的認同，擴大資優班學生與普通班學生的學

習 差 異 ， 邁 向 學 術 卓 越 與 職 業 技 能 追 求 ， 凸 顯 教 育 階 級 化 的 社 會 關

係。  

三、資本與資源的相互滲透或缺乏 

Coleman等人（1966）研究發現，最能預測學生成就的竟然是學生心智

能力及家庭背景，而非學校因素。而周新富（2008：9）則歸納多位學者的

研究，證實家庭背景對學業成就的影響是透過一組「家庭資源」的中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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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例如：家庭教育資源、社會資本、教育期望、教育參與、語言使用等，

並將家庭資源定義為等同家庭的資本概念。而本研究則發現，家庭資源與家

庭資本轉化滲透進入學校，對於教師工作提供一定程度的支持，有益於資優

班學生學習；相對地，普通班學生家庭資源與資本的缺乏，教師與家長疏於

互動，對於學生學習造成阻礙，以下則分段加以分析：  

(一)資優班：資本轉換為資源支持優勢組織的運作  

1.設立班級親師會為有目的的組織（ intentional organization）  

在資優班中，每年例行的班親會，家長均是最踴躍參與的，教師

也會要求家長能自行籌組班級親師會，除了可隨時提供教師支援外，

還能對學校提出建言，讓學生有更好的學習品質：   

 

我一定會要求我們班上的家長組織班級親師會，這樣一來，學校

或老師有什麼需求，家長隨時都是有力的支援，像學校英劇比賽，家

長就來幫忙搬道具、化妝……二來，家長若要對學校有什反應，也比

較有力量……，像之前家長就聯合起來幫我們向學校建議電腦設備要

換新，否則學生要做英語口說練習太慢……。（I071211/B）  

 

資優班班親會家長自主性高，多由家長主導討論議題，議題多重

視學生學習成就，要求教師多給予課程改變或較特殊的課程，教師於

班親會的工作，只是擔任主持人：  

 

我們班開班親會，家長多有出席，……會長會主導全場討論，包

括是否設立班級進步獎鼓勵學生，舉辦班級旅遊，有的家長會提議要

讓班上英文閱讀哪些課外讀物，或建議老師加強學生的英檢能力、數

學競賽能力……我就在旁邊做紀錄，並且告知家長我們會儘量配合家

長的需求。（I0801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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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者 ， 猶 如 周 新 富 （ 2006： 6） 所 言 ， 行 動 者 會 抱 持 投 資 的 概

念，並期望回收投注的資源。由本研究分析中可知，資優班家長組織

的班級親師會，會不定期舉辦校外參訪活動，如戲劇表演、演講、參

訪等，累積文化資本，讓教師、學生、家長均獲益：  

 

我的班級親師會有分組，如活動組、文書組、事務組等，常會規

劃月考完後舉辦活動帶學生、家長、老師四處去參訪……，有時候去

看戲劇表演、聽演講，有時候參觀博物館特展……等，大家也都很踴

躍參與，……我覺得不錯，可以吸收一些別的知識，又可聯絡老師、

學生和家長的感情，大家收穫都很多……，家長也把它當成是一種教

育投資……，都很捨得、也願意配合……。（I071211/B）  

 

Lin（2001）認為，行動者會採取行動來維持和獲得有價值的資

源。例如：家長會將難得的經驗視為學習資源，因此，為了讓學生均

有參加比賽的經驗，會主動向學校爭取讓全班參與對外的英劇比賽，

當然家長對於人力、物力與財力的支援，亦是提供教師許多協助，學

校也樂見此事：  

 

為了要讓學生有不同、難得的學習經驗……，我們班家長聯合主

動要求代表學校參加英語話劇比賽……，學校只補助2,000元，我們

卻花了將近10,000元，都是家長一起出錢的，連學生的戲服、道具、

化妝，都由家長一手包辦，這很好啊……學校和老師省了很多力

氣……。（I071211/B）  

 

2.資本的建構與轉移  

Bourdieu（1997）認為，中上階級家庭通常對於教育有較高的投

資，並以此占取更多的文化資本。研究發現，教師的某部分工作也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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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資優班家長所提供的家庭資源共同結合，造成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

的建構與轉移，例如：學校每年均會舉辦的教室布置比賽，家長所提

供的人力資源與經濟資本，讓資優班的教室情境布置更加地多元化：  

 

資優班的教室布置得琳瑯滿目，許多班都有家長參與，幫忙教室

布置的工作，班級公布欄也相當有內容，有榮譽榜、心靈交流站、資

訊最新報、感人小語、作品觀摩，並有許多的勵志標語，如「風聲、

雨聲、讀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除此外，還有點綴些許的綠化植栽，連窗戶旁還有風鈴與創意手工裝

飾的窗簾。（O070928，資優班）  

 

相同地，資優班教室佈置比賽，學生也因為擁有「對的」文化資

本 與 容 易 獲 得 可 運 用 的 資 源 （ Bourdieu, 1984 ） ， 例 如 ： 家 長 的 協

助、經濟的支持等，因此，更容易獲得學校的獎賞。於訪談中，教師

談及教室布置的工作，以及與學生和家長之間的互動與協調經驗，充

分顯示家長資本與資源對教師工作的支持，描述如下：  

 

我們每次布置比賽都得獎，…當我宣布要比賽時，很多學生國小

就有去學畫畫，隔天就好幾個帶教室布置比賽的書來給我參考，家長

也會於聯絡簿中主動詢問要不要幫忙，我當然是歡迎啊！（笑得很開

心）……，布置教室的材料，多由家長帶學生至書局請購，要什麼樣

材質的紙，都由他們自行決定…，最後教室布置的費用，包括購買綠

化盆栽的錢，總共花了2,560元，就由班費中扣除支付，……因為學

期初每位家長就同意繳交班費 1,000元，現在還有三萬多元呢！

（I080219/B）  

 

針對學校週六、日的輔導課排課，家長也必須有足夠的經濟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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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教師額外的鐘點費與教材：  

 

前段班的家長經濟狀況比較沒問題，家長也多能負擔這些費用，

因為這些課要額外買很多參考書和測驗卷，有時候光一學期買講義和

測驗卷的錢就高達2、3,000元，而且還要付老師的上課鐘點費……。

（I071218/D）  

 

為了讓子女順利取得英檢初級證書，家長也捨得花錢添購口語設

備，提供學校教師加強教學之用：  

 

今年資優班學生家長聯合花了32萬購買200人份的一年英語口說

線上教學的版權，還要求學校的電腦課乾脆配合英檢，就讓學生使用

這套英語口說軟體……。（I070612/B）  

 

由此可見，資優班學生家庭階級可獲得較多的經濟資源，學校行

政也從中協調教師的教學工作與教學資源來回應家長需求，更因為學

生具有高度的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增添教師工作之助力，建構資優

班學生更具競爭性之學習環境。  

(二)普通班：資本與資源的缺乏造就弱勢組織  

普通班的教師工作，則因為學生家長的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相對缺乏，

以及親師之間弱連結的互動與回應，導致教師工作呈現無力感，甚至以資本

和資源不充足合理化一些教學安排，讓原本處於資本弱勢的普通班學生更於

相對匱乏的資源與關注的環境中學習。普通班教師工作與資本及資源的關聯

分析如下：  

1.親師弱連結的互動，遑論資源與資本的協助  

普通班的班親會，家長的參與度不高，有些甚至是因為孩子可記

嘉獎而被動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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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班的班親會，會來參加的就是那五、六位，有些還是小孩強

迫他們來，這樣才能記一支嘉獎（老師笑）……，家長關心的是小孩

在學校乖不乖……，問他們對學校的建議，家長多半是希望小孩能順

利 畢 業 不 變 壞 就 好 … … ， 對 小 孩 都 沒 有 高 度 的 期 待 … … 。

（I070925/C）  

 

學生聯絡簿多是教師更改學生錯字、記錄功課、考試或學校交辦

聯絡事項，聯絡簿上少見親、師、生的互動，也少見家長有回應性話

語，家長與教師的弱連結互動，僅止於聯絡簿的簽名，並少有能力或

時間提供額外的資源及資本的協助：  

 

聯絡事項：本學期學生講義與考卷費用164元。（D071204，D教師班

級聯絡簿）  

學生乙：1.運動服要繡學號；2.上課鐘打一分鐘內要進教室，未進教

室者，計遲到一支；3.掃地未掃好，導師屢勸不聽，小過一

支；4.學校招募義工，請看公布欄。（D071127，D教師班

級聯絡簿）  

班親會每次來參加的家長，都只有三、四位，有的教到快畢業也

都沒有見過面，……家長沒時間來學校當志工，……要收錢都還很難

收齊。除了有事用電話聯絡外，我都是讓家長簽聯絡簿…，有的是阿

公、阿嬤在帶，聯絡簿都沒簽名，所以我們班要組班級親師會很

難……。（I071218/D）  

 

2.以缺乏資本與資源傳遞「合理化」教學安排  

相較於資優班教師，普通班教師則缺乏家長協助的人力資源與經

濟資源，常必須親自動手布置教室，且布置教室經費有限，常常只能

在有限資源下作運用，由普通班教師的訪談中，隱約顯露學生能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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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財力明顯不足的窘境，造成教師於工作上的困境：  

 

每次學校要布置比賽，我都很頭痛，因為有些學生家長午餐費都

繳不起了，還要分擔教室布置的費用，所以我都選便宜的壁報紙，一

張10元的，星期六、日特別拜託幾位同學一起出來幫忙，……。因為

人力、物力不足，我多是貼一些簡單的圖畫，寫上班級公約，……大

部分都控制在 300元以內完成……當然要得名次，就比較困難……

（嘆氣、顯現出無奈的表情）。（I070918/D）  

 

教 師 對 於 學 生 的 教 學 ， 也 較 少 會 幫 學 生 挑 選 額 外 補 充 的 課 外 講

義，原因也多是因為家長負擔不起：  

 

普通班都是課本、習作教一敎，要像資優班每學期多花兩、三千

另外再買補充講義，家長負擔不起……，學生也不見得要學……。

（I071023/A）  

 

教師與學校方面也常以家長經濟資源的問題，合理化許多對普通

班學生的教學安排，如週六日的課業輔導、基測的模擬考試等：  

 

學校對普通班三年級模擬考的時程表，資優班模擬考10次，普通

班只有在基本學測前排考一次，學校的說法是家長沒錢上週六日課

輔，所以普通班沒有超前進度，到學測前課程才會教完，所以只排一

次，……況且一次模擬考就要 50元，十次要 500元，對家長是負

擔……不如省下來報名學測……。（I070612/B）  

 

如周新富（2004）所言，家庭社經地位、家長參與子女學習均和

能力分組有顯著相關；同時，家庭的中介力量以及教師具中上階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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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均配合學校篩選機制的運作（姜添輝，2002）。本研究發現

也與上述兩者論點相近，由上述研究分析可知，資優班的家庭資本、

資源與教師工作的相互滲透，學校、教師與中上階級家長，彼此互相

協調，使「經濟資本」、「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產生密切的結

合、轉換與共存，建構資優班學生更優質的學習環境，猶如教師工作

與學校行政、家長的工作協調交織出更強大的社會階級控制機制，學

校儼然成為社會階級再製的機構。  

伍、重構連結世界的虹橋⎯⎯研究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對教師工作經驗的關注，將學校視為一種社會組織，並以教

師工作經驗為分析的中心點，運用建制俗民誌的研究方法，探究此社會組

織，包括學生、家長、教師、行政人員所建構的內外部組織網絡及其運作，

以及如何在習焉不察的過程中，陷入互為統治的多元社會關係，再製不平等

的學校教育。然則，本研究不僅止於呈現複製或再製理論的詮釋與歸納，同

時更深層「揭露」教師工作經驗背後所隱含學校－教師－家長之間相互涉入

統治的社會關係，而此相互涉入統治的社會關係可能造成教師工作經驗呈現

「績效導向」、「習焉未察」或是「邊緣漠視」的教育專業盲點與死角，對

於學生的優質學習與學校內外部社群關係的建構，均有相當程度的傷害。根

據上述研究分析與發現提出研究結論與研究建議如下。  

一、結論 

由研究分析中發現，學校猶如一個有機體，必須執行生存所需的功能，

並且演化內外部結構，相互協調工作讓運作更趨完善，也因此共構出互為統

治的多元社會關係。研究者根據研究發現，歸結出本研究結論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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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師、學校行政與資優班家長形成「再製階級建制社群」，

共構合法化霸權  

為了追求學校的生存、與私校競爭招取資優的學生入學，學校行政、教

師和資優班家長猶如一個共構的「再製階級建制社群」，建構學校「合法

化」的「類能力分班」制度與協調性工作。學校向教育上級單位申請設立學

校資優班招生，藉以吸引家長讓孩子就讀的意願，並以入學考試成績做為篩

選學生的標準，合法化學校「類能力分班」的措施。優勢階級的「建制社

群」控制學校的教育過程，學校無形中也反映優勢階級的意識型態，因而製

造霸權。除了合法化分班制度外，並製造出所謂的學校共識與遊戲規則，要

求家長、教師、學校行政加以遵守，例如：成績未達標準必須接受轉班輔

導、教師必須提供額外教學、家長必須配合教師做補足性教育工作等。獨厚

資優班學生享有學校諸多的特權與資源，例如：升旗時間挪用為英聽時間、

藝能課程轉換學術加強課程、獲得代表學校參加比賽的機會、教師額外教學

輔導學生參加英檢或數學競試等，而這些教師教學工作額外延伸的共識形成

霸權，目標在於著重功績式學校教育，讓好的升學率成為學校生存的保障，

以及家長選擇學校的指標；而普通班學生的學習環境與資源則相對被漠視與

邊緣化。學校行政與教師工作並非提供均等的教育機會，以及培養學生參與

民主社會為目標，而是順從優勢團體所主導建構的「教育學習秩序」，實值

得教育代理者深省與檢討。  

(二)「再製階級建制社群」協調彼此工作經驗，合理化教學安排  

個案學校「合法化」的「類能力分班」體制，與「合理化」的教師 工

作，在相互涉入的體制中，協調家長「需求化」的補足性教育工作，此互為

統治的社會關係造成資優班的需求被擴大、普通班的需求被邊緣化的弔詭現

象。在資優班的教學中，教師的工作經驗深受學校行政及家長的中介影響，

產生不同程度的工作協調，學校行政、教師工作，以及資優班的家長參與，

共構優勢團體的力量，合理化分班制度下的教學安排，並透過其所掌握的學

校制度、教師工作、家庭資源與資本的建構與轉移，因而造成資源的不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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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以及產出結果的差異。例如：資優班理所當然加強學術課程，超前進

度教學或是讓學生能順利通過英文檢定及數學競試，取得代表能力之證書；

普通班的教師工作則將鼓勵普通班學生參加技藝學程，習得未來就業的工作

知識視為理所當然。師長、學生、家長之間，具差異性的義務與期待的相互

作用與連結，交織出「優勢階級」與「弱勢階級」的社會關係網絡。「再製

階級建制社群」工作經驗的協調與資本的支持，合理化學校不平等的教育結

構以及教學安排，學校的教師工作不但沒有消弭社會差異，反而更加深學生

學習的差異，並轉換為學生學業的成功與否，製造學校教育階層差異化，且

持續地維持統治的社會關係，形成一個學校、兩個世界的教育生態。  

(三) 互為統治的多元社會關係，形成「一個學校、兩個世界」的

教育學習機會  

在「類能力分班」體制下，學校行政、家長與教師工作經驗相互交錯與

協調，編制性地連結形成一種互為統治（ ruling）的多元社會關係。而升學

率、成績單、數學競試證書等「功績性文本」，串連三方工作經驗的協調、

投入與產出。資優班與普通班家庭資源所提供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的差異，

不僅呈現學生社會階級的不同，也牽動教師工作經驗的差異，因此更加深學

生與家長的階級差距（姜添輝，2002；甄曉蘭，2007）。「類能力分班」體

制的合法化與教師工作的合理化，對於資優班與普通班學生差異性的投入，

造成學業成就或行為差異性的產出，相互編制的工作經驗描繪出互為統治的

社會關係網絡，如圖1所示。  

學校行政人員、資優班教師與家長，因為受制於類如成績單、英檢 證

書、數學競賽證書、升學率、入學率等「功績性文本」的獲取或目標的達

成，而彼此相互涉入協調其工作經驗，家長企圖影響教師工作與學生在校學

習經驗；以中產階級為典型的教師，合理要求家長在家做「補足性教育工

作」，並將可獲得的家庭「補足性教育工作」及資源視為理所當然。學校行

政為了達成「功績性」目標⎯⎯升學率與入學率，爭取學校合法化設置資優

班，並扮演家長期望與教師工作之間的協調中介者，共同編制學校資優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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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互為統治的社會關係網絡  

 

生及教師的學校生活與經驗，而這些相互涉入性的協調，卻再製了學校教育

的社會不平等循環，同時形成一個學校、兩個世界的教育階層與學習機會，

相互編制的工作經驗描繪出互為統治的社會關係網絡。  

資優班儼然成為學校的優勢團體，透過經濟資本、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

的結合與轉換，家長高度參與、學校與教師高度期待，視資優班為學校成就

與教師榮耀的代言人，而給予更多的重視與資源的投入。學校行政、教師、

資優班學生與家長，均為其中的利害關係人，彼此之間因為利益與意識型態

的牽制與糾葛，儼然共構為「再製階級建制社群」，啟動「類能力分班」體

制下不平等的互動關係與協調。而普通班學生因為缺乏可運用的經濟資本與

文化資本，如圖中虛線的世界所表示，普通班學生的教育成為學校「合理

化」與「合法化」的邊緣一群，家長的參與也因不符合常態性標準⎯⎯關

心、支持、參與，而被教師及行政人員邊緣化與漠視。家長的低參與、學生

的低成就與教師的低期待互為統治、協調並弱化教師的工作與家長的互動經

驗，潛在影響普通班學生的自我認同與主體性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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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值此教育改革浪潮中，冀望本研究提供另一個角度與面貌省視教師實際

工作，有助於教育工作者重新省視學校與社會結構的關係。依據研究分析發

現與研究結論得知，地方教育當局依地方自治法授權學校合法設立資優班，

學校以合法化編班與合理化教學回應家長合需求化的弔詭關係衍生出「類能

力分班」體制，教師工作與學校行政和家長的協調經驗，讓一個學校呈現猶

如兩個世界的教育學習組織與社會關係網絡。令研究者難過並深層反思的

是，普通班的優點，似乎於教師工作經驗的訪談中「銷聲匿跡」，普通班學

生猶如被學校邊緣化的「客體」，在「合法性」的「周邊」進行學習，而普

通班的教師工作焦點似乎僅止於如何做好普通班的「班級經營」，例如：班

級常規、作業繳交等例行化的學習，教師並未深入體察或開發學生之多元智

慧與潛能，或是賦予機會和舞臺讓普通班學生「展現自我」。爰此，如何重

構連結世界的虹橋成為教育組織深入反思與檢討的議題，研究者則提出幾項

相關之研究建議：  

(一)教育政策方面  

基於社會公平正義的維護，以教育政策來保護弱勢學習機會均等的法制

層面，教育部應修法明定資優班成立之條例，同時制定相關違反設立之罰

則，例如：納入校長或主管機關之績效考核，並嚴格督導資優班名實不符之

現象，嚴禁地方政府以地方自治之權責，與學校支配團體形成結構性共犯，

氾濫開放學校申請資優班之設立。再者，建議教育部與地方教育當局結合全

國教師會或國內教改團體之力量，一方面針對學校與家長積極宣導差異性卓

越之概念，在公立學校與私立學校競爭生存環境的策略中，提供更多元的方

式輔導學校對於升學率與入學率功績性目標的達成；另一方面，全國教師會

或教改團體也能形構監督之力量，監督學校教育機會均等之落實。  

(二)學校經營方面  

在學校經營方面，應著眼於學校政策面的反思與行動面的改善。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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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政策面的反思方面，學校應積極於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之角色，建立與

教師和家長即時互動與回應需求的「開放性民主平臺」，將校方的教育經營

政策透明化，同時在開放眾聲喧嘩的民主平臺中，能多方傾聽學生與家長的

聲音，及時協調教師教學或開設資源班回應各階級家長多元需求，於學校行

政取得平衡點；此外，此開放性民主平臺更能提供學校經營多維教育專業的

反思空間，改善學校效能。再者，在行動面的改善，學校應連結教師與家

長，共構學校內外部社群的夥伴關係，建構學校成為「關懷」之實踐社群，

以社會正義之道德目的為實踐社群的「認同」價值核心，並凝聚多方之心力

連結相關資源，關懷邊緣化之學生「主體」，反思習焉未察之互為統治的教

育工作經驗，共同建構支持學生正向成長之學習環境，藉以削弱「再製階級

建制社群」所建構之統治的社會關係。  

(三)教師工作方面  

在教師工作方面，基於社會正義與教育機會均等，教師工作更應反思中

產階級主觀之意識型態，並破除工具理性思維，給予弱勢學生更積極的補償

性正義，以教育行動為普通班學生發聲，並促進教師、家長、行政人員意識

的覺醒與轉化，並以提供「均等教育」與「優質教育」為終身職責之學習。

因此，教師可於在職教育中，多參與教育當局、教改團體或教師會舉辦關於

教育機會均等與社會公平正義等議題之研習，有助於教師批判性智能之增

進。教師也可以校為單位組成「教師批判性學習社群」，並尋找適當之研究

方法，如行動研究法或是組織敘事探究，反思並深入探究學校生活場域中不

符合社會公平正義相關之教育事件，透過揭露尋找改善之道。  

(四)家長參與方面  

由本研究可知，家長也是教育的利害關係人之一，因此建議弱勢團體家

長若遭遇不公平之教育對待時，除了與學校積極溝通外，可以尋求學校教師

會或地方教師會的協助，適時回饋學生學習狀態和需求，或糾舉學校不當之

教育措施。另外，家長可以與學校、學校教師會共構為優質的社群夥伴，以

促進學校公平正義與教育機會均等為參照點，積極參與學校例行性會議和活

期刊徵稿：http://www.edubook.com.tw/CallforPaper/TJSE/?f=oa 
高等教育出版：http://www.edubook.com.tw/?f=oa 
高等教育知識庫：http://www.ericdata.com/?f=oa



許惠茹、洪志成 「類能力分班」體制下教師工作經驗之探究 221 

 

動，一方面了解學校動態，同時也可監督學校行政與教師工作正向發展。  

(五)未來研究方面  

本研究以建制俗民誌為研究方法，其研究貢獻在於由教師的工作經驗出

發，分析並說明在學校組織中教師、家長、學校行政等三方利害關係人之互

動與協調，藉由釐清這些利害關係人背後所架構的社會關係網絡，則更加理

解行動者相互協調工作經驗所潛在隱含的意識與信念。以建制俗民誌之研究

方 法 探 究 學 校 組 織 的 社 會 關 係 ， 以 「 點 」 的 切 入 ， 探 究 組 織 的 「 線 」 與

「面」共構之網絡，進而描繪出學校組織共構的社會網絡圖像，實值得社會

學與教育學研究者廣泛加以運用。未來的研究建議可探尋成功抗拒並轉化此

種互為統治之社會關係的相關案例，進一步探究其策略性經驗，俾益於學校

經營之改善與教育觀點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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