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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研究動機 

 

    我們住在花蓮縣中區，一般外地人口中的「偏鄉」，每天我們得花上近一小時的交通

時間上放學，並不是因為交通不方便，而是每天都有一群在火車月台上、公車站跟我們

穿一樣的制服或運動服的同學，我們都放棄了原本應該就讀的、鄰近的國中，而選擇遷

動戶籍、就讀在數公里外的另一所國中，這所學校這幾年已經成為花蓮中區學生人數最

多的一所國中。是父母的期待？學習風氣？學校管理？同儕關係？又或者是其他因素，

這些可能都是我們選擇犧牲睡眠、耗費通勤時間的理由。 

     

    我們想實際調查就讀的學校有多少同學跟我們一樣越區就讀？而越區就讀的原因又

是什麼？希望透過數據分析與問卷調查，綜整出國中學生（或父母）選擇越區就學的因

素為何。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越區就讀」的現象。 

（二）調查與分析本校「越區就讀」的人數、比例、背景資料。 

（三）歸納影響花蓮中區學生或家長選擇越區就學的因素為何。 

 

三、研究方法 

 

  我們先透過資料蒐集，了解臺灣「越區就讀」的現象，以及本校越區就讀的人數與比

例，接著透過「問卷調查」蒐集這些越區就讀同學的背景資料及越區原因，最後將上列資

料交互對照，歸納花蓮中區學生或家長選擇越區就學的因素為何，希望這篇小論文也可以

作為未來學弟妹選擇國中及學校發展的參考。 

 

  在問卷調查部分，在環保考量及為了方便統計與分析，我們採用的是利用「Google 表

單」功能設計的問卷調查，再逐一透過網路或直接與越區就讀的同學、學長姐及學弟妹聯

絡，請他們幫忙上網填寫。 

 

  在問卷設計部分，關於「越區就讀」原因的調查，我們採用的是「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用以測量受試者對於一項描述的主觀或客觀判斷，主要是對題目的描述同意或不

同意的程度，研究者只要將每一陳述語句的答案轉換成分數，以累加或平均的方式加以計

算，就可獲得這群受訪者的態度分數。（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

網，2021）於是，我們針對研究議題擬訂了幾道可以反應個人的正負向態度（贊成或反對）

的問題（陳述），再利用 Google 表單中「線性刻度」功能，最左方為 1 分即「非常不同意」，

最右邊是 5 分即「非常同意」，來進行問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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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流程： 

 

 

 

 

 

 

 

 

 

 

貳、正文： 

 

  一、越區就讀 

 

（一）何謂「越區就讀」： 

  

    依據《國民教育法》第四條第二項：「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由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依據人口、交通、社區、文化環境、行政區域及學校分布情形，劃分學區，分區設

置；其學區劃分原則及分發入學規定，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 

 

    我們接著查詢到《花蓮縣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學區劃分及新生入學分發作業要點》，

其中第二點：「公立國民中小學學生，於其住所戶籍所在學區入學；……一般學區劃分

原則如下：（一）以鄉鎮市村里為基礎，輔以重要之自然邊界（道路、鐵道或河流等）。

（二）學生上學路程動線、學校發展及軟硬體設施、教師員額編制及專長。（三）其他

因配合小班小校、社區發展及法令與預算變更。」 

 

    然而，「家長為了讓學生就讀學區外的學校，又要符合現有的法令，有能力者就選

擇搬家，舉家遷移至該校學區內；其次是以寄戶口的方式，找住在該校學區裡的親戚朋

友，或套交情、或送禮送紅包，將戶口遷移至該戶內。」（陳明慧，2010），也就是公立

國中小學學生應該依照我們戶籍地所在的學區入學，當選擇學區以外的學校就讀就是

「越區就讀」，當然依規定我們必要遷動戶籍，於是我們必須搬家或多了一個非（未）

實際居住的戶籍地。 

 

（二）花蓮縣鳳林國中的學區範圍 

 

    依據《花蓮縣公立國民中小學學區劃分表》，鳳林國中的學區範圍是：「（１）鳳林

鎮鳳仁里、鳳義里、鳳禮里、鳳智里、鳳信里、山興里、大榮里、北林里、南平里、林

榮里。（２）萬榮鄉西林村、見晴村。（３）壽豐鄉米棧村 6-8 鄰。」 

     

研究動機 

研究目的 

確認主題 

研究方法 

資料蒐集 

問卷調查 

歸納與分析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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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越區就讀」的原因 

 

之所以會選擇越區就讀原因往往很多，每個人考量的因素可能都不一樣，「自由時

報」以專題徵文蒐集家長「越區就讀」的意見，從徵選到的文章可以知道越區就讀的原

因，當然也有正面與負面的聲音：〈不得不的決定〉成績至上只得轉學、〈選擇讀書環境〉

有了好環境激發競爭性、〈悔不當初〉硬要上名校影響孩子心理、〈當初沒想清楚〉每天

睡不飽終於轉回來、〈想得更遠更多〉越區讀公立接觸各階層。（自由時報，2012） 

 

有研究指出家長在選擇學校時考量的因素有六種取向，分別是：1.便利取向：以交

通因素為主；2.成就取向：「望子成龍、望女成鳳」，主要是分數、升學考量；3.理念、

特色取向：學校辦學特色與教學成效；4.資源取向：是指師資和設備部分；5.情感、安

全取向：對於學校的偏愛或認同度；6.族群取向：例如某些族群多寡影響家長選擇。（吳

育偉，2002） 

 

  二、花蓮縣鳳林國中學生「越區入學」的狀況： 

 

    我們透過自己的人際網絡先找到跟我們一樣越區就讀的同學，再詢問他就讀同

一所國小的同學、學長姐及學弟妹，一一比對與確認後，整理出下方的資料： 

 

     表 1：越區至鳳林國中就讀學生居住地、畢業國小及原學區國中 

年級 編號 居住地 畢業國小 原學區國中 

七年級 

1 光復鄉南富村 太巴塱國小 光復國中 

2 光復鄉南富村 太巴塱國小 光復國中 

3 光復鄉南富村 太巴塱國小 光復國中 

4 光復鄉大安村 大進國小 光復國中 

5 光復鄉大安村 大進國小 光復國中 

6 光復鄉大華村 大進國小 光復國中 

7 萬榮鄉萬榮村 萬榮國小 萬榮國中 

8 萬榮鄉萬榮村 萬榮國小 萬榮國中 

9 萬榮鄉萬榮村 萬榮國小 萬榮國中 

10 萬榮鄉萬榮村 萬榮國小 萬榮國中 

11 萬榮鄉萬榮村 萬榮國小 萬榮國中 

12 鳳林鎮長橋里 長橋國小 萬榮國中 

13 鳳林鎮長橋里 長橋國小 萬榮國中 

八年級 

14 光復鄉北富村 太巴塱國小 光復國中 

15 光復鄉南富村 太巴塱國小 光復國中 

16 光復鄉大安村 光復國小 光復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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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光復鄉大同村 光復國小 光復國中 

18 光復鄉大安村 光復國小 光復國中 

19 光復鄉大進村 大進國小 光復國中 

20 光復鄉北富村 大進國小 光復國中 

21 光復鄉大進村 大進國小 光復國中 

22 萬榮鄉萬榮村 萬榮國小 萬榮國中 

23 萬榮鄉萬榮村 萬榮國小 萬榮國中 

24 萬榮鄉萬榮村 萬榮國小 萬榮國中 

25 萬榮鄉萬榮村 萬榮國小 萬榮國中 

26 萬榮鄉萬榮村 萬榮國小 萬榮國中 

27 萬榮鄉萬榮村 萬榮國小 萬榮國中 

28 萬榮鄉萬榮村 萬榮國小 萬榮國中 

29 萬榮鄉明利村 明利國小 萬榮國中 

30 鳳林鎮長橋里 長橋國小 萬榮國中 

31 鳳林鎮長橋里 長橋國小 萬榮國中 

九年級 

32 萬榮鄉萬榮村 萬榮國小 萬榮國中 

33 萬榮鄉萬榮村 萬榮國小 萬榮國中 

34 萬榮鄉萬榮村 萬榮國小 萬榮國中 

35 萬榮鄉萬榮村 萬榮國小 萬榮國中 

36 萬榮鄉萬榮村 萬榮國小 萬榮國中 

37 萬榮鄉萬榮村 萬榮國小 萬榮國中 

38 萬榮鄉萬榮村 萬榮國小 萬榮國中 

39 鳳林鎮長橋里 長橋國小 萬榮國中 

40 鳳林鎮長橋里 長橋國小 萬榮國中 

41 鳳林鎮長橋里 長橋國小 萬榮國中 

42 鳳林鎮長橋里 長橋國小 萬榮國中 

43 鳳林鎮長橋里 長橋國小 萬榮國中 

44 鳳林鎮長橋里 長橋國小 萬榮國中 

45 光復鄉大進村 大進國小 光復國中 

46 光復鄉大安村 大進國小 光復國中 

47 光復鄉東富村 大進國小 光復國中 

48 光復鄉大同村 光復國小 光復國中 

49 光復鄉東富村 太巴塱國小 光復國中 

（資料來源：自行調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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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越區到鳳林國中就讀的學生總共有 49 人，鳳林國中目前有 244 人，越區就讀的人數占

全校人數20％；如果進一步依據年級來分析，七年級總共有13人（占年級人數15.9%）；

八年級有 18 人（22.5%）；九年級有 18 人（占 22.5%）越區到鳳林國中就讀。 

 

（二）從這些學生畢業的國小來看，根據我們的調查太巴塱國小畢業的有 6 人，大進國小畢

業的有 9 人，萬榮國小畢業的有 19 人，長橋國小畢業的有 10 人，明利國小畢業的有

1 人，光復國小畢業的有 4 人。 

 

（三）再從居住地來分析，來自光復鄉的學生有 19 人、萬榮鄉有 20 人，還有鳳林鎮長橋里

的有 10 人，來自萬榮鄉的學生比較多。我們也發現了，越區至就讀鳳林國中的學生，

都來自鄰近的鄉鎮或村里，如萬榮鄉、光復鄉及鳳林鎮長橋里這些距離鳳林鎮市區比

較近的地方。 

 

（四）從畢業國小及居住地，我們就可以知道原本應該就讀的國中，在這部份七年級有 6 人

原本應該就讀光復國中、7 人來自讀萬榮國中學區；八年級有 8 人原本應該就讀光復

國中、10 人來自萬榮國中，九年級應有 5 人就讀光復國中、13 人就讀萬榮國中。總計

有 19 人原本應就讀光復國中、30 人應就讀萬榮國中。顯示，從萬榮國中越區到鳳林

國中就讀的人數比較多。 

 

 三、越區至鳳林國中就讀的問卷調查與分析： 

 

我們主要透過「問卷調查」蒐集這些越區就讀同學越區原因。在問卷設計部分，我們

希望先蒐集受試者的基本資料，包含了性別、就讀年級、族群、實際居住地、原應就讀國

中等，另外我們也調查了受試者上放學的主要交通方式、每天花非多少時間在上放學等。

在環保考量及為了方便統計與分析，我們採用的是利用「Google 表單」功能設計的問卷調

查，再依據前面調查的名單一一聯絡，請同學、學弟妹及學長姐們幫忙上網填寫，最後總

共有 49 人完成填答。 

 

因為問卷沒有限定帳號或請填答者留下姓名，所以我們在整理資料的時候發現部分資

料沒有辦法對應，資料的正確性是需要重新檢視的，但是在時間壓力之下，我們只能針對

蒐集到的資料加以分析。 

 

  針對「越區就讀」原因的調查部分，在指導老師的建議之下，我們採用的是「李克特

量表（Likert Scale），我們針對研究議題擬訂了「學習風氣」、「學校管理」、「社團或特色團

隊」、「學校風評（聲譽）」、「學校設備」、「學校環境」及「同儕因素」等幾道可以反應個

人的正負向態度（贊成或反對）的問題（陳述），再利用 Google 表單中「線性刻度」功能，

最左方為 1 分即「非常不同意」，最右邊是 5 分即「非常同意」。 

 

最後再調查「越區就讀主要是受到誰的影響」、「重新來過，是否會再選擇越區」及

「會像回到原本就讀的國中」等問題。因為受試者的基本資料已有部分在表１呈現，在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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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問卷者資料部分我們只再針對前面未提及的部分加以論述。 

    

（一） 填答問卷者： 

 
從圖1資料來看，最多的是「太魯閣族」（44.9%），第二多的是「阿美族」（24.5%），

第三是「閩南人」（16.3%），第四是「客家人」（14.3%），也就是「原住民族」比

例為 69.4%，接近七成。這題原先設定了「新住民」、「布農族」、「賽德克族」選項，

但沒有人作答。 

 

   （二）上學最主要的交通方式：（圖 2） 

 

 

 

 

 

 

 

 

 

 

 

 

1. 比例最高的是搭「火車」，占 63.3%；第二多的是「家長接送」（22.4%），這兩項就

占了絕大多數（85.7%），另 2 人（4%）是騎腳踏車，各有 1 人（2%）是「公車」、

「火車跟家長接送」、「有時騎電動車有時家人載有時搭火車」。。 

  

2. 比較奇怪的是竟然有人是「步行」，我們推測可能是借住親戚家；至於「鳳林國中」

的填答，應該是誤填。 

    

   （三）每天花費多少時間上放學：（圖 3） 

 

 

圖 1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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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多的是 16~30 分鐘（57.1%），其次是「15 分鐘以內」（26.5%），最後是「31~60

分鐘」（26.5%），沒有人選「61 分鐘以上」。 

 

2. 雖然問卷寫了（上學時間＋放學時間），但有不少人只算了「單趟」或是「只有車

程」，而忽略了從家裡出發到車站、車站月台等車、過月台及從車站到學校等這些

時間，例如我們從表單中發現，跟我們一樣遠從光復鄉搭火車上放學的填答者，選

了「15 分鐘以內」的選項，這個顯然跟事實不符。若有時間再逐一確認，我們認為

這個調查結果應該會很不一樣。 

 

   （四）越區就讀的原因：（圖 4 至圖 10） 

 

 

 

 

 

 

 

 

 

 

 

 

 

 

 

 

 

 

 

 

 

 

圖 3 

圖 4 

圖 5 

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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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圖 4~5，我們把各個調查項目選填不同分數的人數整理成下方的表格： 

 

表 2：越區就讀的原因統計表 

項目＼分數 1 2 3 4 5 平均分數 

學習風氣 0 0 4 11 34 4.61 

學校管理 0 0 5 5 39 4.69 

社團或特色團隊 0 1 6 13 29 4.38 

學校風評 0 0 3 8 38 4.71 

學校設備 0 2 3 12 32 4.42 

學校環境 0 0 1 12 36 4.71 

同學因素 11 4 9 7 18 2.95 

說明：「平均分數」是「分數」*「人數」／總人數 

圖 7 

圖 8 

圖 9 

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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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上表可以得知平均分數比較高的是「學校風評」和「學校環境」兩個項目、同為

7.1 分，接下來依序是「學校管理」（4.69）、「學習風氣」（4.61）、「學校設備」（4.42）、

「社團或特色團隊」（4.38）；最低的是「同學因素」，只有 2.95 分。 

2. 選填 5 分（非常同意）最多的依序是學校管理（39）、學校風評（38）、學校環境（36）、

學習風氣（34）、學校設備（32）、社團或特色團隊（29）。在同學因素、學校設備及

社團或特色團隊等項目有人選填了低於 3 分者（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的選項。 

 

   （五）越區就讀主要受到誰的影響？ 

 

 

 

 

 

 

 

 

 

         從圖 11 可以知道，「父母親」、「自己」比例最高，達到 34.7%，接下來依序是「同

學」（18.4%）、「哥哥姊姊」（10.2%）及「學長」（2%）。 

   （六）會不會想回到原本應該就讀的國中？ 

 

 

 

 

 

 

 

 

從圖 12，有 63.3%表達「肯定不會」、8.2%「不會」，也就是有 71.5%的人對於

現在就讀的學校表達正面訊息；另外有 12.2%表達「肯定會」、4.1%「會」，總計有

16.5%的人對於目前就讀的學校表達了負面訊息，有回到原學區國中的打算。 

   

 （七）若是重新來過，您還會選擇越區就讀嗎？？ 

 

 

 

 

 

 

 

圖 11 

圖 12 

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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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13，有 67.3%表達「肯定會」、16.3%「會」，也就是有 83.6%的人仍會選擇

越區就讀；另外有 8.2%表達「肯定不會」越區就讀，8.2%不置可否。 

 

參、結論： 

 

    我們先透過資料蒐集，了解臺灣「越區就讀」的現象，以及本校越區就讀的人數與

比例，接著透過「問卷調查」蒐集這些越區就讀同學的背景資料及越區原因，得到的結

論如下： 

 

（一）越區就讀是台灣社會普遍的現象，公立國中小學學生應該依照我們戶籍地所在的

學區入學，當選擇學區以外的學校就讀就是「越區就讀」，當然依規定越區就讀必

要遷動戶籍，於是必須要搬家或多了一個非（未）實際居住的戶籍地。 

 

（二）越區到鳳林國中就讀的學生總共有 49 人，占全校人數 20％；這些人來自萬榮鄉

萬榮村、光復鄉及鳳林鎮長橋里。 

 

（三）「學校風評」和「學校環境」是越區就讀的主要原因，其他還有「學校管理」、「學

習風氣」、「學校設備」及「社團或特色團隊」等。而越區就讀主要是「父母親」

與「自己」的決定。 

 

（四）71.5%越區就讀的人現階段也不打算轉學回原本應該就讀的國中；83.6%的人仍會

選擇越區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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