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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區位居大臺中都會區的交通網絡中心位置，北接南區，南臨霧

峰區，東毗太平區，西與烏日區相隔為界，是太平、烏日、霧峰、草

屯、水里、埔里、南投等區域前進臺中市政中心區域的必經之處。 

近年來經濟蓬勃發展，使本區成為臺中直轄市人口數排名第三大

之行政區域，人口數已超過 20 萬人，雖次於北屯區及西屯區，但人

口密度卻高於兩者。 

因本區位居交通樞紐，生活便捷，機能豐富，因此有眾多人口遷

入生活，居民及其子女就學就業問題，就顯得更加重要，因此本區擁

有大專院校、高中職、國中、國小到幼兒園等完整的教育體系。 

本區人口急速增加，然社會環境的急劇變遷，年輕一輩養兒防老

觀念不似以往根深柢固，導致人口結構改變，尤其生育率減幅劇增，

恐若干時日後各階段之學生來源及教育環境品質，諸如學校增設裁

併、教師進用與培育需求、教學軟硬體資源之安排等，勢必產生相當

大之衝擊。 

人民教育程度的提升，實為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的表徵，教育

的成長與進步是國家富強之根本。為因應國家整體建設之需要，培養

各類人才，教育品質優劣與普及程度對人民或國家均有極深遠之影

響。 

深感提供統計分析數據，以支援教育決策擬訂之重要性，故彙整

分析相關資料，以具體數字方式呈現，掌握教育發展的變化，提供客

觀的檢視政策施行之成效。 

本文針對本區教育現況做簡要分析，希望藉由本分析結果對本區

各級學校教育發展之規劃有所助益，俾以提供未來擬訂適當的教育策

略之參據，以落實教育品質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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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B1%AF%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B1%AF%E5%8D%80


圖 1.大里區民國 107 年底滿 15 歲以上現住人口教育程度 

貳、現住人口教育概況 
一、依教育程度 (詳表 1 表 2) 

本區民國 107 年底人口數為 212,104 人，滿 15 歲以上現住人

口數計 179,645 人，其中具有博士教育程度者 904 人，占 15 歲以上

人口的 0.50％，具有碩士教育程度者 10,048 人占 5.59％，具有大學

教育程度者 49,599 占 27.61％，具有專科(不含五年制前三年肄業)

教育程度者 20,402 人占 11.36％，具有高級中等教育程度者 59,169

人占 32.94％，具有國（初）中程度者 22,534 人占 12.54％，具有小

學程度者 15,403 人占 8.57％，自修者 203 人占 0.11％，不識字者

1,383 人占 0.77％。(因四捨五入致細項加總與總計不合)(如圖 1 圖

2) 

由上述資料可以發現，本區民國 107 年底具有專科以上高等教

育程度人口占 15 歲以上人口的比率為 45.06％，較民國 97 年底的

33.50％，增加了 11.56 個百分點。若再以高中(職)教育程度以上來

觀察，民國 107 年底占 15 歲以上人口比率為 78.00％，較民國 97

年底的 70.67％，增加了 7.33 個百分點，可見本區在教育推動工作

上已見成效。(如圖 3) 

 

 

 

 

 

 

 

 
資料來源：大里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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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大里區近年滿 15 歲以上現住人口教育程度結構圖 
 

 

 

 

 

 

 

 

 

 

 

 

 

 

 

 

 

 

資料來源：大里區戶政事務所。 
備註：因四捨五入致細項加總不為 100%。 

圖 2.大里區民國 107 年底滿 15 歲以上現住人口教育程度占比 

資料來源：大里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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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大里區近年滿十五歲以上現住人口教育程度比率 

表 1.大里區近年滿十五歲以上現住人口之教育程度 

年底別 總計
識字者

合計

大學(含獨

立學院)
專科 高中

國(初)

中
小學 自修

不識

字者

97年底 156,714 154,355 27,088 20,530 58,247 25,200 18,076 324 2,359

98年底 159,255 157,012 29,438 20,312 58,756 24,918 17,736 308 2,243

99年底 162,182 160,042 32,151 20,248 58,906 24,766 17,468 299 2,140

100年底 165,660 163,618 34,757 20,230 59,647 24,275 17,361 290 2,042

101年底 168,782 166,830 37,360 20,359 59,669 24,178 17,157 274 1,952

102年底 170,818 168,961 39,661 20,299 59,572 23,241 17,491 262 1,857

103年底 172,771 171,018 41,829 20,332 59,188 23,745 16,710 248 1,753

104年底 175,362 173,713 43,949 20,412 59,408 23,738 16,410 238 1,649

105年底 177,355 175,796 45,956 20,464 59,578 23,388 16,095 223 1,559

年底別 總計
識字者

合計
博士 碩士

大學(含獨

立學院)
專科

高級

中等

國(初)
中

小學 自修
不識

字者

106年底 178,635 177,153 882 9,634 47,698 20,410 59,580 22,966 15,766 217 1,482

107年底 179,645 178,262 904 10,048 49,599 20,402 59,169 22,534 15,403 203 1,383

10,092

資料來源：大里區戶政事務所。

備註：專科不含五年制前三年肄業。

單位:人

研究所

4,890

5,544

6,204

7,058

7,833

8,435

8,966

9,558

年底別
識字者

合計

大學(含獨

立學院)
專科

高中

(職)

國(初)

中
小學 自修

不識字

者

97年底 98.49 17.28 13.10 37.17 16.08 11.53 0.21 1.51

98年底 98.59 18.48 12.75 36.89 15.65 11.14 0.19 1.41

99年底 98.68 19.82 12.48 36.32 15.27 10.77 0.18 1.32

100年底 98.77 20.98 12.21 36.01 14.65 10.48 0.18 1.23

101年底 98.84 22.14 12.06 35.35 14.32 10.17 0.16 1.16

102年底 98.91 23.22 11.88 34.87 13.61 10.24 0.15 1.09

103年底 98.99 24.21 11.77 34.26 13.74 9.67 0.14 1.01

104年底 99.06 25.06 11.64 33.88 13.54 9.36 0.14 0.94

105年底 99.12 25.91 11.54 33.59 13.19 9.08 0.13 0.88

年底別
識字者

合計
博士 碩士

大學(含獨

立學院)
專科

高級

中等

國(初)

中
小學 自修

不識字

者

106年底 99.17 0.49 5.39 26.70 11.43 33.35 12.86 8.83 0.12 0.83

107年底 99.23 0.50 5.59 27.61 11.36 32.94 12.54 8.57 0.11 0.77
資料來源：大里區戶政事務所。

備註：1.專科不含五年制前三年肄業。2.因四捨五入致細項加總與總計不合。

單位：％

研究所

3.12

3.48

3.83

4.26

4.64

4.94

5.19

5.45

5.69

 

 

 

 

 

 

 

 

 

 

 

 

 

 

 

 

 

 

 

 

 

 

 

 

 

 

 

 

 - 4 - 



圖 4.大里區民國 107 年底專科以上所占比率-按年齡分 

二、依年齡別教育程度 (詳表 3 表 4) 

本區民國 107 年底超過五成具有專科以上的教育程度

共有五個年齡組，分別為 20-24 歲（占該年齡組 81.00%）、

25-29 歲 （ 占 該 年 齡 組 80.02%）、 30-34 歲 （ 占 該 年 齡 組

71.85%）、 35-39 歲（占該年齡組 59.80%）及 40-44 歲（占

該年齡組 52.17%），比率整體皆較上年底略為上升，顯示近

十年來由於高等教育的開放，大專院校的新設與升格數量

迅速增加，大學錄取率提高，人民受高等教育機會 增加，

讓更多的居民能受更深的教育，對於人力素質的提昇有相

當之助益。 (如圖 4 圖 5) 

在 65 歲 (含 )以上的各年齡組，以小學教育程度人數所占

的比率較高，至於 65 歲以下的各個年齡組，教育程度則都

在國 (初 )中以上，顯示政府在民國 57 年開始推動的九年國

民教育，讓年齡與教育程度之間有一個明顯的分野。 (如圖

6) 

 

 
 
 
 
 
 
 
 
 
 
 

 
資料來源：大里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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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大里區民國 107 年底高等教育分布概況(專科以上) 
─按年齡分 

 
 

 
 
 
 
 
 
 
 
 
 
 

 
 
 

 
 

 
 
 
 

 

 
 
 
 
 
 

 
 

資料來源：大里區戶政事務所。 

圖 6.大里區民國 107 年底國(初)中以上所占比率 
─按年齡分 

資料來源：大里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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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大里區民國 107 年底滿十五歲以上現住人口教育程度－按年齡分 
 

表 4.大里區民國 107 年底滿十五歲以上現住人口教育結構-按年齡分 

年底別 合計
識字者

合計
博士 碩士

大學(含

獨立學院)
專科

高級

中等

國(初)

中
小學 自修

不識

字者

總計 179,645 178,262 904 10,048 49,599 20,402 59,169 22,534 15,403 203 1,383

15-19歲 13,202 13,201 － － 3,494 119 8,617 758 213 － 1

20-24歲 15,303 15,303 3 712 11,005 675 2,767 137 4 － －

25-29歲 16,133 16,133 39 1,852 10,347 671 2,994 219 11 － －

30-34歲 16,857 16,856 125 1,975 8,518 1,493 4,073 599 73 － 1

35-39歲 19,657 19,648 141 1,710 6,189 3,714 6,475 1,258 156 5 9

40-44歲 17,396 17,386 165 1,266 3,453 4,191 6,585 1,634 92 － 10

45-49歲 15,008 14,998 148 1,082 1,992 3,087 6,709 1,877 100 3 10

50-54歲 15,308 15,300 113 728 1,451 2,458 7,072 3,265 211 2 8

55-59歲 15,619 15,610 79 366 1,205 1,744 6,130 5,432 651 3 9

60-64歲 13,378 13,304 50 199 847 1,152 4,106 4,387 2,547 16 74

65歲以上 21,784 20,523 41 158 1,098 1,098 3,641 2,968 11,345 174 1,261
資料來源：大里區戶政事務所。

備註：專科不含五年制前三年肄業。

                單位：人

 
 
 
 
 
 
 
 
 
 
 
 
 
 

 

 

 

 

 

 

 

 

 

 

 

 

 

 

 

年齡組別 合計
大學

以上
專科

高級

中等

國(初)

中
小學 自修 不識字

專科

以上

國(初)中

以上

總計 100.00 33.71 11.36 32.94 12.54 8.57 0.11 0.77 45.06 90.54

15-19歲 100.00 26.47 0.90 65.27 5.74 1.61 － 0.01 27.37 98.38
20-24歲 100.00 76.59 4.41 18.08 0.90 0.03 － － 81.00 99.97
25-29歲 100.00 75.86 4.16 18.56 1.36 0.07 － － 80.02 99.93
30-34歲 100.00 62.99 8.86 24.16 3.55 0.43 0.00 0.01 71.85 99.56
35-39歲 100.00 40.90 18.89 32.94 6.40 0.79 0.03 0.05 59.80 99.14

40-44歲 100.00 28.08 24.09 37.85 9.39 0.53 － 0.06 52.17 99.41
45-49歲 100.00 21.47 20.57 44.70 12.51 0.67 0.02 0.07 42.04 99.25
50-54歲 100.00 14.97 16.06 46.20 21.33 1.38 0.01 0.05 31.03 98.56
55-59歲 100.00 10.56 11.17 39.25 34.78 4.17 0.02 0.06 21.73 95.76
60-64歲 100.00 8.19 8.61 30.69 32.79 19.04 0.12 0.55 16.80 80.29

65歲以上 100.00 5.95 5.04 16.71 13.62 52.08 0.80 5.79 10.99 41.33

備註：1.專科不含五年制前三年肄業。2.因四捨五入致細項加總與總計不合。

資料來源：大里區戶政事務所。

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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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大里區民國 107 年底滿 15 歲以上現住人口 
教育程度分布狀況-按性別分 

 

三、依性別教育程度 (詳表 5) 

民國 107 年底本區滿 15 歲以上現住女性人口數較男性

人口數多 5,425 人或多 6.23％。觀察本區民國 107 年底滿

15 歲以上現住人口教育程度性別分布概況發現：雖然女性

人口數多於男性人口數，但碩博士 (研究所 )及高級中等教育

程度者為男性高於女性，顯示女性教育程度較偏低。  

就增減數而言，在小學教育程度，女性較男性多 3,827

人或多 66.12％，而碩博士教育程度則是男性較女性多 2,248

人或多 51.65％。  

就民國 97 年底至民國 107 年底資料觀察：女性人口在

大學教育程度大多於男性，碩博士教育程度則都是男性多

於女性，顯示由於性別平等觀念促使女性受高等教育機會

增加，對於人力素質的提昇有相當之效益，但碩博士教育

程度的女性仍嫌不足。 (如圖 7 圖 8 圖 9) 

 
 

 

 

 

 

 

 

 

 

 

 

 
資料來源：大里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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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大里區近年 15 歲以上現住人口 
大學教育人口數-按性別分 

 

圖 9.大里區近年滿 15 歲以上現住人口 
碩博士(研究所)及國小教育人口數-按性別分 

 

 

 

 

 

 

 

 

 

 

 

 

 

 

 

 

 

 

 

 

 

 

 

 

 

 

 

 
資料來源：大里區戶政事務所。 

資料來源：大里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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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別 性別 總計
識字者

合計
大學 專科

高中

(職)

國(初)

中
小學 自修

不識字

者

97年底 男 77,086 76,770 13,250 10,242 30,107 12,310 7,577 103 316

女 79,628 77,585 13,838 10,288 28,140 12,890 10,499 221 2,043

98年底 男 78,272 77,973 14,282 10,135 30,462 12,087 7,327 98 299

女 80,983 79,039 15,156 10,177 28,294 12,831 10,409 210 1,944

99年底 男 79,633 79,355 15,577 10,080 30,509 11,972 7,149 94 278

女 82,549 80,687 16,574 10,168 28,397 12,794 10,319 205 1,862

100年底 男 81,262 81,005 16,718 10,059 30,967 11,673 7,032 85 257

女 84,398 82,613 18,039 10,171 28,680 12,602 10,329 205 1,785

101年底 男 82,570 82,326 17,974 10,107 30,869 11,537 6,848 79 244

女 86,212 84,504 19,386 10,252 28,800 12,641 10,309 195 1,708

102年底 男 83,529 83,296 19,027 10,061 30,865 11,020 7,002 74 233

女 87,289 85,665 20,634 10,238 28,707 12,221 10,489 188 1,624

103年底 男 84,363 84,152 20,011 10,039 30,669 11,273 6,561 69 211

女 88,408 86,866 21,818 10,293 28,519 12,472 10,149 179 1,542

104年底 男 85,483 85,295 20,998 10,051 30,782 11,156 6,400 64 188

女 89,879 88,418 22,951 10,361 28,626 12,582 10,010 174 1,461

105年底 男 86,368 86,194 21,928 10,073 30,887 10,900 6,194 57 174

女 90,987 89,602 24,028 10,391 28,691 12,488 9,901 166 1,385

年底別 性別 總計
識字者

合計
博士 碩士

大學(含獨

立學院)
專科

高級

中等
國(初)中 小學 自修

不識字

者

106年底 男 86,851 86,692 626 5,759 22,726 10,070 30,807 10,648 6,000 56 159

女 91,784 90,461 256 3,875 24,972 10,340 28,773 12,318 9,766 161 1,323

107年底 男 87,110 86,970 638 5,962 23,612 10,039 30,525 10,361 5,788 45 140
女 92,535 91,292 266 4,086 25,987 10,363 28,644 12,173 9,615 158 1,243

5,425 4,322 -372 -1,876 2,375 324 -1,881 1,812 3,827 113 1,103

6.23 4.97 -58.31 -31.47 10.06 3.23 -6.16 17.49 66.12 251.11 787.86

分子

女性較

男性增

減數

*100

女性較

男性增

減數

*100

女性較

男性增

減數

*100

女性較

男性增

減數

*100

女性較男

性增減數

*100

女性較

男性增

減數

*100

女性較

男性增

減數

*100

女性較

男性增

減數

*100

女性較

男性增

減數

*100

女性較

男性增

減數

*100

女性較

男性增

減數

*100

分母
男性人

口數

男性識

字者人

數

男性博

士人數

男性碩

士人數

男性大學

人數

男性專

科人數

男性高

級中等

人數

男性國

(初)中

人數

男性國

小人數

男性自

修人數

男性不

識字人

數

3,937

備註：專科不含五年制前三年肄業。

3,436

5,844

3,714

2,230

4,471

2,587

4,912

2,921

3,974

5,247

單位：人，％

計算方式

資料來源：大里區戶政事務所。

女性較男性增減數

女性較男性增減%

研究所

3,181

1,709

3,582

1,962

3,188

5,530

6,155

 

 

 

 

 

 

 

 

 

 

 

 

 

 

 

 

 

 

 

 

 

 

 

 

 

 

 

表 5.大里區近年滿十五歲以上現住人口教育結構-按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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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大里區近年滿 15 歲以上識字人口數與識字率 

四、依識字率 (詳表 6 表 7) 

本區民國 107 年底 15 歲以上人口識字率已達 99.23％，與民國 97

年底 15 歲以上人口識字率 98.49％相較，增加了 0.74 個百分點；若與民

國 106 年底本區 15 歲以上人口識字率 99.17％相較，則增加了 0.06 個百

分點。(如圖 10) 

 

 

 

 

 

 

 

 
 

 

依統計數據來看，本區近年來識字者人數雖然男性少於女性，但識

字率均為男性高於女性，在民國 97 年底男女相差 2.16 個百分點，至民

國 107 年底僅差距 1.18 個百分點，近年來差距有越來越小的趨勢。(如

圖 11 圖 12) 

若與臺中市相比，臺中市民國107年底15歲以上人口識字率為99.10

％，本區 15 歲以上人口識字率較臺中市高 0.13 個百分點；若依性別來

看，臺中市民國 107 年底 15 歲以上男性人口識字率為 99.78％，女性人

口識字率為 98.46％，本區民國 107 年底 15 歲以上男性人口識字率為

99.84％，女性人口識字率為 98.66％，本區男性、女性人口識字率均高

於臺中市 15 歲以上人口識字率，可見本區在教育推動工作上頗具成效。 

資料來源：大里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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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大里區近年滿 15 歲以上現住人口識字率─按性別分 

 

圖 11.大里區近年滿 15 歲以上識字人口─按性別分 
 

資料來源：大里區戶政事務所。 

資料來源：大里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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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臺中市民國 107 年底與大里區近年十五歲以上 

現住人口識字率－按性別分 
 
 

表 6.臺中市民國 107 年底與大里區近年十五歲以上現住人口識字率 
 
 

年底別 滿15歲人口數 識字者 識字率

97年底 156,714 154,355 98.49
98年底 159,255 157,012 98.59
99年底 162,182 160,042 98.68
100年底 165,660 163,618 98.77
101年底 168,782 166,830 98.84

102年底 170,818 168,961 98.91
103年底 172,771 171,018 98.99
104年底 175,362 173,713 99.06
105年底 177,355 175,796 99.12
106年底 178,635 177,153 99.17

107年底 179,645 178,262 99.23
臺中市107年底 2,398,398 2,376,875 99.10

單位：人，％

資料來源：大里區戶政事務所。

 
 

 

 

 

 

 

 

 

 

 

 

 

 

 

 

 

 

 

 

 

 

年底別 男 男性識字者 男性識字率 女 女性識字者 女性識字率
男女識字

率相差

97年底 77,086 76,770 99.59 79,628 77,585 97.43 2.16

98年底 78,272 77,973 99.62 80,983 79,039 97.60 2.02

99年底 79,633 79,355 99.65 82,549 80,687 97.74 1.91

100年底 81,262 81,005 99.68 84,398 82,613 97.89 1.79

101年底 82,570 82,326 99.70 86,212 84,504 98.02 1.68

102年底 83,529 83,296 99.72 87,289 85,665 98.14 1.58

103年底 84,363 84,152 99.75 88,408 86,866 98.26 1.49

104年底 85,483 85,295 99.78 89,879 88,418 98.37 1.41

105年底 86,368 86,194 99.80 90,987 89,602 98.48 1.32

106年底 86,851 86,692 99.82 91,784 90,461 98.56 1.26

107年底 87,110 86,970 99.84 92,535 91,292 98.66 1.18

臺中市107年底 1,169,602 1,167,055 99.78 1,228,796 1,209,820 98.46 1.32

單位:人，％

資料來源：大里區戶政事務所。

男性識字者 男性識字率 女性識字者 女性識字率
男 女年底別

男女識字

率相差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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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大里區高等教育平均師生比及學生數概況 

參、本區各級學校分布情形 

107 學年度本區境內計有大專院校 1 所、高中(職)6 所、國民中學

5 所及國民小學 12 所，共計 24 所（不含學前教育）。 

一、高等教育 (詳表 8) 

高等教育包括專科學校、獨立學院、大學及研究所。專科學校以教

授應用科學、養成技術人才為要務；獨立學院、大學及研究所則以研究

高深學術，培育專門人才為宗旨。本區境內有 1 所科技大學─「修平科

技大學」於民國 90 年遷校於本區境內。107 學年度學生數計有 4,877 人，

較 106 學年度 5,211 人，減少 334 人或減少 6.41％；而較 97 學年度減少

878 人或減少 20.24％；教師數 188 人，較 106 學年度減少 15 人或減少

7.39％；較 97 學年度則減少 88 人或減少 31.88％。 

平均每位教師教導學生人數則從 97 學年度之 21.63 人上升至 107 學

年度之 25.94 人。(如圖 13)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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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男 女 計 男 女

276 220 56 5,971 4,339 1,632 2,115 21.63
276 220 56 5,767 4,147 1,620 1,565 20.89
269 211 58 6,167 4,383 1,784 1,420 22.93
267 209 58 6,536 4,608 1,928 1,275 24.48
257 200 57 6,707 4,638 2,069 1,299 26.10

257 201 56 6,658 4,504 2,154 1,233 25.91
245 194 51 6,632 4,437 2,195 1,354 27.07
244 191 53 6,396 4,215 2,181 1,428 26.21
225 175 50 5,992 3,977 2,015 1,406 26.63
203 156 47 5,211 3,514 1,697 1,329 25.67

188 142 46 4,877 3,461 1,416 1,322 25.94
資料來源 : 教育部統計處。

備註：以上資料教師數不含助教

103學年度

97學年度

98學年度

106學年度

102學年度

99學年度

107學年度

教師數 學生數

104學年度

平均

生師比

單位：人，％

上學年度

畢業生數
學年度別

101學年度

105學年度

100學年度

因修平科技大學是以工科為主的學校，女學生就讀比率偏低，因此

107 學年度大學女學生僅占該大學總學生數的 29.03％，然較 97 學年度

的 27.33％成長了 1.70 個百分點；就教師而言，107 學年度女性教師僅

占該大學總教師數的 24.47％。 

 

 

 

 

 

 

 

 

 

 

 

 

二、高級中等教育(詳表 9) 

高級中等教育與國民中學教育合稱中等教育，而高級中等教育主要

包括高中、高職、綜合高中及完全中學四類，分述如下： 

高級中學是介於國民教育與高等教育間之普通教育，以陶冶青年身

心，培養健全公民，奠定研究學術或學習專門知能之預備宗旨。而高級

中學主要可分為：普通高中、綜合高中、單類科高中、實驗高中，為發

展社區型中學又有完全中學之設立，而完全中學含中等教育前、後二階

段，前三年為國民中學教育階段，後三年為高級中學教育階段。 

高級職業學校以教授青年職業知能，培養職業道德，養成健全之基

層技術人員為宗旨。 

表 8.大里區高等教育概況─大學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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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學年度後政府陸續開辦綜合高中，在高級中等學校同時設置學術

課程以及職業課程，招收性向未定的國中畢業生，藉試探、輔導學生自

由選課以延後分科；同時對性向較早確定學生，提供學術與職業課程，

以培養通識能力，達成適性發展目標。 

由於綜合高中推動政策與定位不明，再加上缺乏相關配套措施：如

課程與教材之缺乏、考試決定升學觀念之引導、師資轉型之困難、未能

嚴格要求辦理學校之品質等原因，導致綜合高中發展之空間未能明朗

化。 

此外，為建立具競爭力之後期中等教育機構，充分整合社區教育資

源，並落實十二年國民教育堅實之基礎，政府正全力推動高中職社區化

方案，高中職社區化是社區內不同類型的高中職校、大專院校及企業

界，透過師資、課程及設備等資源整合，提供多元適性的課程，使學生

能就近入學。 

此外，多元入學推動一直是教育改革的重點，為了減輕國中學生的

壓力，民國 103 年起國中畢業生改以國中教育會考取代國民中學基本學

力測驗。升學的管道主要有二項，分別是免試入學與特色招生。主要是

想藉著多元入學方案的設計，讓各個學校發展屬於自己本身多元之特

色，自行選擇多元的招生方式，讓國中畢業生可以依照自己的專長、興

趣選擇自己想就讀的學校。 

107 學年度本區境內公私立高中職(含完全中學、綜合高中)共有 6

所，班級數 393 班，較 106 學年度減少 26 班或減少 6.21%，較 97 學年

度減少 1 班或減少 0.25％。 

教師數 852 人，較 106 學年度減少 32 人或減少 3.62％，較 97 學年

度減少 2 人或減少 0.23％。 

學生數 16,037 人，較 106 學年度減少 1,291 人或減少 7.45％，較 97

學年度減少 1,847 人或減少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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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大里區高級中等教育概況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97學年度 394 854 358 496 17,884 9,858 8,026 5,326 20.94 45.39
98學年度 390 852 348 504 18,066 10,082 7,984 5,513 21.20 46.32
99學年度 389 836 338 498 17,877 9,739 8,138 5,611 21.38 45.96
100學年度 449 906 367 539 20,106 11,019 9,087 6,442 22.19 44.78
101學年度 439 909 372 537 19,777 10,631 9,146 6,181 21.76 45.05

102學年度 431 910 376 534 19,417 10,345 9,072 6,278 21.34 45.05
103學年度 424 928 396 532 18,620 9,884 8,736 6,391 20.06 43.92
104學年度 424 905 381 524 18,278 9,621 8,657 6,009 20.20 43.11
105學年度 429 889 377 512 18,115 9,572 8,543 5,868 20.38 42.23
106學年度 419 884 371 513 17,328 9,165 8,163 5,639 19.60 41.36

107學年度 393 852 360 492 16,037 8,532 7,505 5,608 18.82 40.81

備註：以上資料教師數不含兼任教師數，學生數不含進修學校

資料來源 : 教育部統計處。

單位：班，人

學年度別 班級數

上學年

度畢業

生數

平均

生師比
平均每班學生數

教師數 學生數

107 學年度平均每班學生數為 40.81 人，較 106 學年度減少 0.55 人，

較 97 學年度減少 4.58 人。平均生師比為 18.82，較 106 學年度減少 0.78，

較 97 學年度減少 2.12。(如圖 14) 

 

 

 

 

 

 

 

 

 

 

 

 

 

 

 

圖 14.大里區高級中等教育 

平均生師比及平均每班學生數概況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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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大里區國民中學平均生師比及平均每班學生數概況 

三、國民教育  

隨著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為應國家需要，民國 103 年 8 月起，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分兩階段，前九年為國民教育，依「國民教育法」及

「強迫入學條例」規定辦理，對象為 6 至 15 歲學齡之國民，主要內涵

為：普及、義務、強迫入學、免學費、以政府辦理為原則、劃分學區免

試入學、單一類型學校及施以普通教育。本區國民教育現況分析如下： 

(一) 國中(詳表 10) 

本區境內 107 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校數計有 5 所，班級數 265 班，

教師數 507 人，學生數 7,739 人。 

學生數與 106 學年度相較減少 495 人或減少 6.01％，與 97 學年度

相較減少 4,206 人或減少 35.21％。 

本區國中學生數在 97 學年度為 11,945 人，之後就逐年下降，至

107 學年度僅剩 7,739 人，減少 4,206 人或減少 35.21％。少子化導致

學生生源減少的衝擊應加注意。 

平均每班學生數為 29.20 人，與 106 學年度相較減少 0.53 人；與

97 學年度相較減少 6.14 人。 

平均每位教師教導學生數為 15.26 人，與 106 學年度相較減少 1.24
人；與 97 學年度相較減少 5.48 人。(如圖 15)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生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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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大里區國民中學概況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97學年度 338 576 185 391 11,945 6,257 5,688 4,017 20.74        35.34      

98學年度 340 582 181 401 11,966 6,276 5,690 3,944 20.56        35.19      

99學年度 337 591 183 408 11,587 6,128 5,459 3,905 19.61        34.38      

100學年度 333 587 184 403 11,096 5,901 5,195 3,992 18.90        33.32      

101學年度 329 578 175 403 10,679 5,699 4,980 3,993 18.48        32.46      

102學年度 333 584 178 406 10,713 5,645 5,068 3,494 18.34        32.17      

103學年度 326 555 172 383 10,231 5,382 4,849 3,429 18.43        31.38      

104學年度 308 542 167 375 9,548 4,962 4,586 3,531 17.62        31.00      

105學年度 284 513 152 361 8,612 4,533 4,079 3,478 16.79        30.32      

106學年度 277 499 148 351 8,234 4,401 3,833 2,942 16.50        29.73      

107學年度 265 507 155 352 7,739 4,109 3,630 2,882 15.26        29.20      

說明：高中附設國中部不計入校數。

資料來源 : 教育部統計處。

單位：班，人

學年度別 班級數

教師數 學生數 上學年

度畢業

生數

平均

生師比

平均每班

學生數

 

 

 

 

 

 

 

 

 

 

 

 

 

 

 

(二) 國小(詳表 11) 

本區境內 107 學年度市立國民小學校數計有 12 所，班級數 468

班，教師數 860 人，學生數 11,995 人。 

平均每班學生數為 25.63 人，較 106 學年度平均每班學生增加 0.05

人；較 97 學年度平均每班學生減少 5.45 人。 

平均每位教師教導學生數為 13.95 人，較 106 學年度平均每位教

師教導學生數增加 0.03 人；較 97 學年度平均每位教師教導學生數減

少 5.63 人。(如圖 16) 

近年來由於出生人口數逐年下降，小學學生數雖今年略為上升但

也同樣逐年減少，藉由改善平均每班學生數、平均每位教師教導學生

數以提高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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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大里區國民小學平均生師比及平均每班學生數概況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97學年度 507 805 263 542 15,759 8,151 7,608 3,024 19.58 31.08

98學年度 501 802 264 538 15,029 7,769 7,260 2,955 18.74 30.00

99學年度 495 792 262 530 14,422 7,455 6,967 2,670 18.21 29.14

100學年度 497 884 260 544 13,954 7,225 6,729 2,607 15.79 28.08

101學年度 491 813 254 559 13,217 6,825 6,392 2,712 16.26 26.92

102學年度 478 825 253 572 12,689 6,599 6,090 2,691 15.38 26.55

103學年度 471 844 253 591 12,452 6,534 5,918 2,259 14.75 26.44

104學年度 472 860 239 621 12,241 6,450 5,791 2,199 14.23 25.93

105學年度 465 849 235 614 11,924 6,247 5,677 2,064 14.04 25.64

106學年度 455 836 232 604 11,637 6,068 5,569 2,133 13.92 25.58

107學年度 468 860 234 626 11,995 6,230 5,765 1,968 13.95 25.63
資料來源 : 教育部統計處。

備註：以上資料教師數不含兼任教師數,學生數含普通科、進修部、職業科、實用技能科、綜合高中

單位：班，人

學年度別 班級數
教師數 學生數 上學年度

畢業生數

平均

生師比

平均每班

學生數

 

 

 

 

 

 

 

 

 

 

 

 

 

 

 

 

 

 

 

 

 

 

 

表 11.大里區國民小學概況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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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住民與新住民子女教育 

1.原住民 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人數 

(1)國中(詳表 12) 

107 學年度本區所轄境內國民中學原住民學生數 119人，與上學

年度相同，較 100 學年度減少 25 人或減少 17.36％。國民中學原住

民學生中，男性有 60 人占 50.42％，女性有 59 人占 49.58％。(如圖

17) 

(2)國小(詳表 13) 

107 學年度本區所轄境內國民小學原住民學生數 209人，較上學

年度增加 13 人或增加 6.63％，較 100學年度增加 27 人或增加 14.84

％。國民小學原住民學生中，男性有 100 人占 47.85％，女性有 109

人占 52.15％。(如圖 17) 

 

 

 

 

 

 

 

 

 

圖 17.大里區原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人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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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大里區所轄境內國民中學原住民學生數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100學年度 144 79 65 57 35 22 38 20 18 49 24 25

101學年度 140 70 70 36 18 18 65 35 30 39 17 22

102學年度 135 69 66 42 18 24 39 21 18 54 30 24

103學年度 139 72 67 55 29 26 44 20 24 40 23 17

104學年度 145 64 81 40 15 25 54 29 25 51 20 31

105學年度 141 70 71 42 20 22 44 20 24 55 30 25

106學年度 119 58 61 30 18 12 45 21 24 44 19 25

107學年度 119 60 59 42 19 23 32 19 13 45 22 23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附註：本表含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中部之學生數。

單位：人

總計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學年度別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100學年度 182 90 92 23 14 9 33 17 16 28 16 12 39 19 20 31 14 17 28 10 18

101學年度 197 105 92 32 16 16 24 16 8 33 16 17 32 18 14 40 20 20 36 19 17

102學年度 198 104 94 28 12 16 32 17 15 27 19 8 35 17 18 35 19 16 41 20 21

103學年度 199 99 100 31 14 17 30 12 18 31 16 15 30 19 11 40 20 20 37 18 19

104學年度 203 95 108 38 14 24 32 15 17 32 14 18 33 15 18 30 18 12 38 19 19

105學年度 194 91 103 30 14 16 35 12 23 33 15 18 34 16 18 31 16 15 31 18 13

106學年度 196 92 104 28 15 13 32 16 16 35 12 23 36 18 18 33 15 18 32 16 16

107學年度 209 100 109 45 25 20 27 14 13 32 15 17 31 12 19 38 17 21 36 17 19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附註：本表含附設國小部之學生數。

單位：人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學年度別

總計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表 13.大里區所轄境內國民小學原住民學生數 

 - 22 - 



2.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人數 

(1)國中(詳表 14) 

107 學年度本區所轄境內國民中學新住民學生數 535人，較上學

年度減少 64 人或減少 10.68％，較 100 學年度增加 270 人或增加

101.89％。國民中學新住民學生中男性有 270 人占 50.47％，女性有

265 人占 49.53％。(如圖 18) 

 

 

 

 

 

 

(2)國小(詳表 15) 

107 學年度本區所轄境內國民小學新住民學生數 756人，較上學

年度減少 45人或減少 5.62％，較 100學年度減少 293人或減少 27.93

％。國民小學新住民學生中男性有 390 人占 51.59％，女性有 366 人

占 48.41％。(如圖 19) 

圖 18.大里區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學生人數 

圖 19.大里區新住民子女就讀國小學生人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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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100學年度 265 137 128 108 58 50 93 44 49 64 35 29

101學年度 351 173 178 142 68 74 111 60 51 98 45 53

102學年度 429 214 215 172 87 85 141 69 72 116 58 58

103學年度 505 273 232 194 113 81 172 88 84 139 72 67

104學年度 594 306 288 210 97 113 213 123 90 171 86 85

105學年度 615 319 296 173 87 86 218 102 116 224 130 94

106學年度 599 298 301 211 103 108 171 93 78 217 102 115

107學年度 535 270 265 156 70 86 204 103 101 175 97 78

中國大陸 169 80 89 55 27 28 63 27 36 51 26 25

港、澳 4 2 2 － － － 3 2 1 1 － 1

越南 274 138 136 80 35 45 104 53 51 90 50 40

印尼 27 14 13 9 3 6 7 3 4 11 8 3

泰國 8 6 2 3 3 － 2 2 － 3 1 2

菲律賓 7 4 3 1 1 － 3 1 2 3 2 1

柬埔寨 30 18 12 4 1 3 14 9 5 12 8 4

日本 2 1 1 1 － 1 1 1 － － － －

馬來西亞 3 2 1 － － － 1 1 － 2 1 1

美國 － － － － － － － － － － － －

南韓 1 1 － － － － 1 1 － － － －

緬甸 3 1 2 － － － 1 － 1 2 1 1

新加坡 － － － － － － － － － － － －

加拿大 2 1 1 1 － 1 1 1 － － － －

其他 5 2 3 2 － 2 3 2 1 － － －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附註：本表含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中部之學生數。

單位：人

學年度別
總計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表 14.大里區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學生人數 
 
 

 - 24 - 



表 15.大里區新住民子女就讀國小學生人數 
 
 

表 16.大里區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數－按學年分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100學年度 1,049 541  508  181  92  89  155  80   75  201 101 100 197 100 97   172 90   82   143 78   65   

101學年度 1,077 549  528  147  75  72  193  101  92  163 81   82   201 98   103 202 103 99   171 91   80   

102學年度 1,024 522  502  118  62  56  150  73   77  202 107 95   164 85   79   191 90   101 199 105 94   

103學年度 987    493  494  125  55  70  132  70   62  154 78   76   210 109 101 164 86   78   202 95   107 

104學年度 936    483  453  115  68  47  138  61   77  145 78   67   162 82   80   208 107 101 168 87   81   

105學年度 884    459  425  91   49  42  125  74   51  145 67   78   151 80   71   163 81   82   209 108 101 

106學年度 801    413  388  115  59  56  97   53   44  125 71   54   146 65   81   156 84   72   162 81   81   

107學年度 756    390  366  101  52  49  112  57   55  107 60   47   126 68   58   149 67   82   161 86   75   

中國大陸 347 168 179 47 21 26 56 24 32 44 24 20 58 30 28 77 34 43 65 35 30

港、澳 6 6 － － － － － － － 3 3 － 1 1 － 2 2 － － － －

越南 311 167 144 44 27 17 41 24 17 42 22 20 58 33 25 55 22 33 71 39 32

印尼 27 13 14 4 1 3 3 2 1 7 5 2 1 － 1 4 1 3 8 4 4

泰國 8 4 4 － － － 1 － 1 4 2 2 1 － 1 2 2 － － － －

菲律賓 9 7 2 － － － 4 2 2 － － － 3 3 － 1 1 － 1 1 －

柬埔寨 19 8 11 2 1 1 1 1 － 2 2 － 1 － 1 2 1 1 11 3 8

日本 4 2 2 － － － 1 － 1 1 － 1 － － － 2 2 － － － －

馬來西亞 6 5 1 1 1 － 2 2 － 1 1 － 1 － 1 － － － 1 1 －

美國 2 1 1 － － － － － － － － － 1 － 1 － － － 1 1 －

南韓 1 － 1 1 － 1 － － － － － － － － － － － － － － －

緬甸 8 6 2 1 1 － － － － 2 1 1 1 1 － 2 2 － 2 1 1

新加坡 － － － － － － － － － － － － － － － － － － － － －

加拿大 1 － 1 － － － － － － － － － － － － 1 － 1 － － －

其他 7 3 4 1 － 1 3 2 1 1 － 1 － － － 1 － 1 1 1 －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附註：本表含附設國小部之學生數。

單位：人

學年度別

總計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單位：人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100 25,050      1,314      5.25     13,954 1,049 7.52     11,096   265 2.39     
101 23,896      1,428      5.98     13,217 1,077 8.15     10,679   351 3.29     
102 23,402      1,453      6.21     12,689 1,024 8.07     10,713   429 4.00     
103 22,683      1,492      6.58     12,452 987    7.93     10,231   505 4.94     
104 21,789      1,530      7.02     12,241 936    7.65     9,548     594 6.22     
105 20,536      1,499      7.30     11,924 884    7.41     8,612     615 7.14     
106 19,871      1,400      7.05     11,637 801    6.88     8,234     599 7.27     
107 19,734      1,291      6.54     11,995 756    6.30     7,739     535 6.91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學年別 

總計學生人數 國小學生人數  國中學生人數

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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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教育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其內容錯綜複雜，經緯萬端，一方

面必須適應瞬息萬變的時代要求，另一方面又必須根據新興的教育思

維，適應包羅萬象的社會需要。 

本區位於臺中市中心位置，交通便捷發達，地勢平坦，又逢土地

重劃吸引眾多人口遷入，使人口一直維持穩定成長。所以更應重視教

育統計相關資料，做為規劃施政的參考。 

一、本區擁有完整的教育體系：  

本區因位居交通樞紐，因此私立大專院校、公私立高中紛紛在本區

設校，使本區擁有大專院校、高中職、國中、國小到幼兒園等完整的教

育體系。 

二、生師比逐年降低，學生受教品質提升：  

107 學年度本區境內各級教育教師總人數計 2,407 人，較 106 學年

度 2,422 人減少 15 人或減少 0.62％。其中以大學以上教師較 106 學年度

減少 15 人或減少 7.39％為最多。 

另由於少子化的影響，雖教育政策逐年降低生師比，但本區降低生

師比狀態仍偏低，若由平均每一教師教導學生數(生師比)觀察，107 學年

度國小平均每位教師教導學生數為 13.95 人，較 106 學年度 13.92 人減

少 0.03 人。107 學年度國中平均每位教師教導學生數為 15.26 人，較 106

學年度 16.50 人減少 1.24 人。 

107 學年度高級中等教育每位教師教導學生數為 18.82 人，較 106

學年度 19.60 人減少 0.78 人。107 學年度高等教育每位教師教導學生數

為 25.94 人，反較 106 學年度 25.67 人增加 0.2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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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均每班學生數持續下降：  

由於政府極力推行小班制，本區國中平均每班學生數己逐年下降至

29.20 人，國小則為 25.63 人，而生師比則維持在 13~16 人間，將有助於

教學品質之提升。 

四、原住民子女教育：  

教育體系除須了解、尊重包容多元的原住民族文化外，同時必保障

教育機會的公平性。因此透過「原住民族法」及相關子之布實施，以更

積極態度推動原住民族教育，培育更多原住民族人才，進而讓珍貴文化

資產能發揚光大，本區原住民學生自學前教育起奠定良好基礎，擴展原

住民族學生接受高等教育機會，並以各項助學、輔導措施協助其完成課

業學習，以發揮原住民族學生多元潛能，培育符合原住民族整體發展需

求之多樣人才。 

五、新住民子女學生：  

依據教育部對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分布統計分析發現：近 

年來全國國中小學生人數自 100 學年之 2,330,230 人逐年遞減至 107 學

年 1,782,964 人，其中新住民子女國中小學生數亦自 193,062 人減為

166,801 人，但所占比率自 8.29%上升至 9.36%。 

本區近年來國中小學生數自 100 學年度 25,050 人逐年遞減至 107 學

年度為 19,734 人，其中新住民子女國中小學生數所占比率由 5.25%上升

至 6.54%，增加了 1.29 個百分點。 

新住民從不同的國家來到臺灣生活，並在此孕育下一代，近年臺灣

國小學童逐漸減少，但新住民子女數量不減反增，可見新住民是臺灣社

會未來能量的重要推手，尤其本區新住民子女國民教育一直維持成長狀

態，因此對於新住民子女國民教育仍須持續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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