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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生的美麗與哀愁

資優學生之所以需要特殊教育，就是因為他

們有特殊的需要，必須在普通教育課程之外，給

予適當的教育協助。資優學生的特殊需求在於

具有異於一般學生的特性，例如記憶力強、理解

力高、反應迅速、學習速度快、吸收能力強，想

像力豐富、好奇心高、觀察力敏銳、或善於批判

與創造思考等。這些特性使得他們在普通教育為

適應一般學生而強調統一課程、單一教材、齊一

進度的學習環境下，無法獲得完全的滿足或適

應，而這些資優學生的教育理念，從1920年代的

單一智力理論，發展到1950年代的智力結構論，

及演變到今日的多元才能與多元智力論；民國

86年特殊教育法修訂，我國資優教育的服務對象

由舊法所界定的「一般智能」、「學術性向」、

「特殊才能」三類，擴大為「一般智能」、「學

術性向」、「藝術才能」、「創造力」、「領導

才能」與「其他特殊才能」六類、使得資優教育

對象的涵蓋面具有多元性，資優教育的實施也更

具融合性、彈行、與可行性，資優教育的發展經

歷了下列的演變：從講求平等到追求公正與卓

越，從栽培少數菁英（拔尖）到兼顧全民才能發

展（拓寬），從隨興式的零碎充實到系統的完整

教育，而資優教育受到注意，並成為國家教育重

要的一環，其主要理由不是基於學理，而是基於

「需要」，包括國家育才的需要、個人發展的需

要及教育革新的需要。

資優觀念的宣導，應提供家長、學校行政人

員及教師明確的資優教育資訊，使其能經由了解

資優、發掘資優、肯定資優，而讓資優生能就其

所長，發揮優勢。在家長方面，宜使其充分了解

資優的特質與需要，以避免一昧以全才、菁英的

觀點期待資優，或以子女是否能進資優班為教育

重心，汲汲於讓子女參加補習，忽視了學習興趣

的培養與性向的發展；在學校方面，行政人員資

優教育的概念也應宣導，使不致於因理念不足而

以資優為招生、設班，競搶學生的工具；在教師

方面，更應加強對於資優教材教法的掌握，以免

教師為因應家長的期望而將資優班視為升學保證

班經營。

資優不等於傑出或成功，資優只是指具有學

習的較佳潛能與行為表現，若是缺乏學習的專注

與持續一樣會無所成。所以就教育的角度看來，

資優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而非絕對的概念，我

國不是有「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的諺語嗎？這

表示除了資優之外，沒有環境、人格特質、學習

動機、技能等的配合，要達到傑出與成功尚有一

段需要努力的路要走。

許多人時常有一種感覺認為資優生的認知能

力很高，那麼他的情意智能也應該很好才對的想

法。但是資優的孩子存在著不平衡的發展現象，

他們可能有14歲的身體裡，有著一個17歲心智年

齡和13歲的情意年齡。這意味著學業上的聰穎與

情緒的控制關係不大。資優教育的實施，必須考

量資優生的認知與情意發展的不同調發展。

在民國88年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編印「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原則鑑定基

準說明手冊」中已確定國中小資優鑑定以入學

後鑑定為原則，但允許例外報備；而新北市直到

103學年度才開始資優鑑定採改採入學後鑑定而

且不集中成班，但是，103學年度仍有基隆市、

新竹市、新竹縣和台南市採入學前鑑定，其餘縣

市都採入學後鑑定，而會轉變成入學後鑑定是因

為94學年度中部四縣市（臺中縣市、彰化縣、南

投縣）舉行聯合國中學術性向資優班學生甄選筆

試，被喻為「聯招復辟」引發社會極高的關注，

促使教育部於該年（民國94年）七月召開全國資

優教育發展研討會，為避免資優班成為變相的能

力分班，全面討論資優教育的發展方向，並於九

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研究生　顏鸛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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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修正通過「特殊教育設施及人員設置標準」

第十條，要求中小學資優班招生從96學年度起，

必須全面回歸特教法，其中國中小須分散教輔，

不能集中編班，高中資優班也不能以資優班名義

招生，必須在入學後進行資優鑑定後，才能集

中成班，自此，集中式的一般能力資優班將走入

歷史，但各校為吸引學生恐造成變相之校際競爭

卻也是個不爭的事實且申請鑑定學生人數多，鑑

定工作壓力大，有幾個縣市無論在鑑定一般智能

優異、學術性向優異、提早入學或縮短修業皆採

團測方式，且皆用同樣名稱的測驗。因僅採用團

測方式，且未以全國性常模選擇學生，故而通過

學生人數眾多，例如：提早入學一年通過兩百多

人；全部學科跳級一年通過數十人；一般智能優

異及學術性向優異鑑定一次通過數百人。不同類

別資優均用同一工具鑑定，其恰當性令人質疑；

以團測方式即決定幼兒適合提早入學與否，亦存

在相當大的爭議。

資優教育的目的之一在於培養資優生成為獨

立學習者和知識的生產者。因此，學校的資優教

育若只是在運用認知課程以達成升學目的的話，

如何培養學生成為獨立學習者和知識的生產者

呢？資優教育不能也不該成為升學主義的附庸，

必須跳脫升學主義的桎梏，然而當前我們的資優

教育的實施現況看來似乎還停留在為升學背書的

情況。因此，資優教育要思考是否改變教學的內

容與方式，而非只是用普通的課程加深加廣或濃

縮課程而已。除了認知的學科內容外，更應該提

供學習如何學習的方法、創造思考、批判思考、

問題解決的能力和情意教育等。

資優教育不只是認知教育、世界各國的資優

教育發展都是源於資優生優異的認知表現開始，

所以早期首要重點都是以資優生的認知教學為主

軸，但是近幾年來，情緒智商（EQ：包括了一個

人的自制力、熱誠、毅力與自我激勵的能力）與

多元智能的智能理念的盛行，資優教育的情意教

育課程需要重視。

資優生並非全能、大部份的資優生是專才，

而非全才。因此當接受資優教育的學生表現不佳

時，常常有學生或老師認為這個也不會，哪算資

優生的嘲諷，這對資優的孩子而言是不公平的。

多元智能發展理念是重視個別化教育、適性

教育，資優教育就是重視發展兒童的潛能、讓資

優兒童追求卓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