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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張祐盛、方南芳、黃文材、林素滿、蘇穎群、曾俊銘

壹、問題情境

在少子化下，教育部訂定小校轉型計畫與原則，但在教育部推動的小校裁併風暴

中，雲林縣卻率先提出「優質轉型發展」來代替裁併校計畫，自九十四學年度起，將

小型學校（100 人以下學校）分成三階段逐年實施優質轉型與發展，執行成效良好，並

深獲社區與學校的肯定。

本個案分析以雲林縣過港國小、華南國小、潮厝國小（華德福小學）三校不同發

展型態的個案為例，分析學校面臨問題、轉型發展過程及經驗，提供面臨裁併校的學

校參考，希望藉由學校的努力與經驗的傳承，改變學校裁併的命運，發展特色學校，

彰顯教育價值。

貳、問題分析

◎法源依據 :

一、地方制度法第 25 條之規定，各縣市均可自行依職權訂定地方自治規則，作為處理

學校事務之依據。

二、國民教育法第 4 條及地方制度制法第 18 條、第 19 條，公立國民中小學主管機關

為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地方公立國民中小學之設立或裁撤，是屬於直轄市、

縣〈市〉政府的自治事項。

三、國民教育法第 14 條規定我國公立國民中小學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劃分學區設置，

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2 條第 1 款又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設置，以便利

學生就讀為原則。

◎裁併校的發展與時代背景：

一、1987 年台灣省教育廳頒布「小規模學校合併處理原則」提出學生在 50 人以下，且

有逐年減少趨勢者予以裁併。

二、 2000 年「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頒布實施，地方教育補助另有計畫標準及給予

方式，裁併小校不影響中央補助經費額度，整併小校態度轉趨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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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部 90 年後宣布全國各縣市展開迷你中小學裁併計畫，監察院於 95 年亦提案

建議行政院減併學生人數 100 人以下的小型國中小。

四、2004 年監察院完成一份「教育部所屬預算分配結構之檢討」報告書，建議教育部

應行文建議各縣市政府裁併百人以下小校，以節省迷你小校每年的人事經費。

五、行政院主計處為了鼓勵各縣市政府廢併校，在中央對各縣市教育經費設施補助經

費中，列入裁併補助項目。「凡有裁併校〈班〉者，每併一班，第一年補助 60 萬

元；每併一校，第一年補助 120 萬元，連續補助 3 年，第二年及第三年補助額度

為第一年的 2/3 及 1/3」在 91-97 年間全國共整併 138 校，個縣市政府共獲 9 億

1120 萬餘元補助款。

六、2006 年教育部公布「小型學校發展評估指標」分為一般指標及特殊條件指標 2 類，

裁併學校須審慎評估，以學生需求為主及尊重地方人士意見後逐年推行。

◎一般原則：人數、校齡、建築年限、距離交通要道距離、社區對學校的依賴度。

◎特殊原則：原住民學校、一鄉中只有一所學校、有安全疑慮不裁併。

裁併校原因分析：

偏遠地區及小型學校的存廢問題，一直是許多人關注的焦點，現行公立中小學被

裁併大略可從幾個因素來看：

一、教育經費負擔的觀點

因為財政劃分的問題，全國 21 個縣市與兩個直轄市分得經費比例懸殊，地方政府

又不能停止建設，結果幾乎都是舉債度日。2004 年監察院提出教育部所屬預算分配結

構之檢討報告書，建議教育部應行文各縣市政府，裁併百人以下的小校，以節省迷你

小學每年高達 51 億元的人事經費。正因為政府的鼓勵政策，加上財政困難，無法支付

龐大的教育費用，且因學校規模太小，學生的單位成本相對的提高，為減少人事支出、

學校設備維護費用，造成各縣市政府紛紛進行裁併校之行動。同時小學校裁併之後，

亦可將校地移作他用，以達到其經濟效益。

二、學生人數過少教育品質及學習效果不佳

由於少子化的趨勢，學生來源日益減少，偏遠地區人口外流，學校規模小，人力

不足，小校在運作上同樣遇到困難。且因師資員額不多，又要兼顧各個領域，大部分

教師還要負責行政工作，使得教師教學力不從心，每個老師的教學及行政負擔較為沉

重，也會影響教育品質。亦有認為學校規模太小，造成團體學習文化刺激不足，並且

缺少同儕刺激，不利學生群性發展學習，也不符合教育投資的成本效益，故將這些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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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地方的學生送入大學校可以擁有較強的競爭力。

雲林縣優質轉型計畫：

一、緣起

（一）因應時代需求，推動雲林縣優質化、特色化、多元化的現代化教育目標，特研訂

本計畫。

（二）為確實改善偏遠地區學童的就學條件、強化學習成就感、健全人格發展並減少未

來中輟生人數及比例，原小校裁併計畫納入本計畫中，併案執行。

（三）小校規模小、彈性大，對試辦學校整合轉型及小規模教育實驗或特色學校的試辦

最具可行性。

二、階段：依人數共分為三階段實施

（一）第一階段：學生人數 30 人（含）以下之本校、分校或分班。

（二）第二階段：學生人數 50 人（含）以下之本校、分校或分班。

（三）第三階段：學生人數 100 人（含）以下之本校或分校。

三、目標

（一）落實教育機會均等，建立優質學校發展模式，以開創學校新風貌。

（二）建立教師專業發展機制，促進教師專業對話，提昇教師專業素養。

（三）進行校際策略聯盟，分享學校特色課程，加強資源整合交流功能。

（四）積極重視學生受教權益，落實多元能力學習，提高學生基本素質。

（五）規劃整合學校課程，運用多元評量模式，協助學生自我學習成長。

（六）增進學校與社區關係，進行環境生活體驗，發揮社區教室新功能。

四、實踐內涵

（一）學生多元學習能力的建構。

（二）學校課程的發展與實施。

（三）教師教學之精進與專業發展。

（四）行政機制有效支援教學。

（五）特色學校的營造與規劃。

（六）學校與社區的共生共榮。

五、預期效益

（一）學校能持續進行轉型優質，營造具有特色課程發展，開創雲林縣學校教育發展的

動力與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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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過教育現場落實執行具有特色、優質的轉型計畫，以反思目前學校教育現象，

並發展出符合國民教育的新措施。

（三）藉由通過轉型優質計畫學校之經驗分享與傳承，協助各校進行計畫提出與實施，

共創教育新紀元。

（四）轉型優質學校能由多面向優質教育之經營，追求學校教育品質之保證，展現學校

優質教育。

（五）教師可以運用多元的教學方法與專業的學習成就評量，使課程目標與學生能力相

結合，清楚掌握每位學生的學習情形，讓學生學習活動回歸到教育的本質。

文獻探討：

一、從公義及教育觀點

（一）美國釘子戶事件。

（二）地方多裁併一間學校，中央就多給一筆錢。

（三）官方廢校理論－政府省經費，學童長智慧？

（四）廢一所賺千萬，孩子受教權被賣斷。

（五）學校肩負問題家庭的教育功能。

（六）住校、冒險通勤，讓小學童深感被遺棄。

（七）偏遠社區，視學校為精神、文化堡壘。

（八）廢校野蠻遊戲－最大輸家是台灣未來。

（九）關鍵少數，決定國民教育走向。

二、理論觀點

（一）民主行政理論觀點。

（二）效率主義 ( 市場機制決定教育選擇權 )。

（三）新公共行政主義。

（四）學校組織變革領導。 

以下針對雲林縣三所優質轉型學校的個案進行分析：

個案一 : 口湖鄉過港國小

郭秀玉校長於 95 年派任至該校擔任校長，學校人數只有 24 人，其中有 11 個學生

全是發展遲緩的兒童，新住民媽媽為數眾多，其中以越南籍佔絕大多數。學校發現新

住民家庭成員缺乏相互瞭解，新住民媽媽因孤立而退縮，再加上外界對異國婚姻的錯

誤觀感，導致孩子對母親產生不認同感，並對新住民媽媽感到自卑，若未及時糾正，

恐影響孩子日後人格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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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二：古坑鄉華南國小

華南村位於梅山鄉及華山村交界，全村 118 戶，人口 426 人。居民多以務農為業，

區域內栽植有椪柑、咖啡、麻竹、鳳梨、茶、檳榔等作物，相對於華山地區咖啡餐廳

林立，由於附近沒有小學，裁併校遭到當地民眾強力反彈，之後在現任校長陳清圳領

導下，展開特色教學，結合社區發展，不但帶動社區產業，也讓學校從 23 人變成有 70

名學生的特色小學。

個案三：褒忠鄉潮厝國小

潮厝國民小學座落於褒忠鄉北方的潮厝村，位於崙背鄉與土庫鎮的交界地帶，四

周均為台糖的農場蔗田，地處偏僻，居民多以務農為生，社經地位不高，近年來就學

人數均維持在 45~50 人之間，學校面臨裁併校危機。

該校屬於第二階段雲林縣小型學校優質轉型發展學校，自九十六學年度起，即積

極執行各項優質轉型發展相關計畫，100 年八月轉型為華德福教育實驗學校，發展開放

教育的理念學校。

綜合上述，教育不該只是節省經費就好，必須把眼光放遠並重視公平正義，陳雅

貞（民 96 年）針對小校裁併的觀點指出：

一、就財政困難而言

教育不能以金錢來考量，國家既有設置國民中小學之義務，自應有寬籌經費的財

政義務。政府官員常說「窮不能窮教育、苦不能苦孩子」，儘管最近幾年來地方政府經

濟狀況不佳，但並非偏遠地區住民所造成的，又依憲法及各相關法律之規定，國民教

育經費應優先編列，若地方有需要中央應給予補助，而對於偏遠及特殊地區之教育經

費亦應補助，實無理由將這些財務的責任轉化為裁併校的理由。更何況每年花在其他

活動的經費更多於教育經費，以節省經費作為理由裁併校，是未考慮到學生的未來，

難道不能節省其他的經費做為教育之用嗎？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二、裁併小校並無理論基礎

裁併校只是政府的政策，並未考慮到教育實務上之狀況，小校有小校的優點，教

師可以照顧到每一個學生，同學間之感情亦較深厚，貿然以人數作為門檻進行裁併校，

是短視近利，調整教育資源時要傾聽各地教育人員及家長的心聲。

三、考量學生受教權

倘若將這些偏遠地區小朋友送進距離較遠的學校，一來增加其通車往返，浪費了

不少學習時間；二來大學校每個班級學生數增加，導師無法給這些學童更多的照顧，

在小學校反而因為班級學生數少，可以使得每個導師擔負更多的教育照護責任填補家

庭教育之不足。再者，這些偏遠地區孩子們在心智尚未成熟的小學成長期，直接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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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進大學校，給他的可能非大班學生的競爭成長，反而可能是殘酷的學習挫敗，對將

來人生的學習產生重大的陰影，並嚴重影響其人格成長之發展，甚至長遠來看很可能

迫使許多孩子走入歧途。

四、學校是社區的文化及學習中心

偏遠地區小學所擔負起的功能不僅是表面上的教育偏遠地區學生而已，因為許多

偏遠學校幾乎都是地方社區唯一的文教機構，它提供了社區住民一個從事活動、進行

集會的處所，只要有好的資源引進，也是社區成人再進修的最佳學習處所，更重要的

是它匯集了許多社區住民的共同回憶，早就成為最重要的地方人文資產。冒然將學校

裁併，影響的可能不只是學校裡的人，更包括了社區裡許多的住民。

參、解決策略分析

個案一 : 過港國小

一、爭取社區民眾認同：過港國小將原本的弱勢與威脅點轉變成為自己的優勢與機會

點，爭取新住民媽媽的認同與肯定，獲得家庭成員的支持。

二、發展多元文化特色課程：辦理多元文化教育學習活動，建立學生對多元文化的包

容、欣賞、尊重的態度，打造校園成為「新住民媽媽的後頭厝」，提供新住民媽媽

心靈的避風港。

三、提升新住民媽媽的自信心與成就感：邀請社區內的新住民媽媽參與多元文化教育

教學與課程設計，並讓新住民媽媽上講台教授母語或秀廚藝。

四、營造多元文化的學習環境：從語言學習、環境佈置、美食與服飾體驗等課程與教

學活動，打造微型的國際社區，成為全國第一所多元文化融合的學校。

五、新住民媽媽與嘉義大學陳美瑩教授合作，常受邀至各縣市演講，新住民媽媽並親

自現身說法，分享學校推動新移民家庭教育的努力，與其成長、學習歷程。

個案二：古坑鄉華南國小

一、發展特色學校─「咖啡嘉年華」、「戀戀嵙角溪」、「走讀社區生活地圖」等本位課

程，每年透過本位課程的設計與推動，提供學生學習的多元化，同時帶動教師專

業的提升。

二、重視社區老人醫療照護並培養學生關懷社區的能力，建立學生愛鄉土的情懷。

三、與山峰數位機會中心合作，提升民眾資訊教育、文化、產業發展，整體帶動華南

社區的發展。

四、活化校園空間，整合社區資源，建構特色遊學體驗課程，發展另類學校的教育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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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運用廢棄的衛生室，成為當地的社區學習中心，教導當地居民電腦課。

六、與健保局洽談，規劃每週 2 個半天，有 1 名醫師、護士和藥師上山駐診，解決當

地居民看診的交通問題。

七、教導學生進行嵙角溪生態調查、組成巡守隊維護溪流環境，榮獲雲林縣河川巡守

隊特優及環保署模範社區甲等的榮譽。

八、華南國小學生拍攝當地有機柳丁及咖啡的紀錄片，有效行銷當地特產。

九、華南國小透過活化教學，舉辦許多特色活動，包括溯溪、騎單車、爬玉山等，使

更多家長願意把小孩送到華南國小，學生數從 23 人躍升為 70 人，更榮獲教育部

教學卓越獎並獲選教育部十大經典特色學校。

個案三：褒忠鄉潮厝國小

潮厝國小以「鮮活農庄創意學習」為主軸，實施方式可分為以下五向度來完成：

一、建立「鮮活農庄創意學習」的核心概念。

二、創新轉型課程：發展甘蔗為活動教學主題活動。

三、創新活化校園空間：打造成「蔗糖主題館」及「數位學習中心」。

四、發展學校特色：發展花鼓陣。

五、提升學生能力：分組活動、閱讀活動、課後輔導、三分鐘演講。

六、教師專業成長：規劃教師增能計畫。

經過一年多的醞釀期，在做中學、邊做邊修正的摸索之後，全校師生及社區家長

透過不斷的溝通與專業對話，且在新北市林文生校長與轉型發展輔導團隊的教授專家

積極輔導下，該校確立了以「鮮活農庄、創意學習」為主軸的發展方向，積極發展學

校本位課程，打造富主題特色的磁性學校（Magnet school），讓學生能在體驗課程中達

到創意學習的效果。並於 100 學年度轉型為華德福教育實驗學校，發展開放教育的理

念學校。

綜合以上三校面對小校轉型的因應策略分析如下：

一、都有一個鮮明的核心理念

（一）過港國小以打造「外籍媽媽的後頭厝」為核心。

（二）潮厝國小以建立「鮮活農庄，創意學習」為核心。

（三）華南國小以建立「特色遊學體驗課程」為核心。

二、結合當地資源，發展學校特色

（一）華南國小以「咖啡嘉年華、戀戀嵙角溪、走讀社區生活地圖」為特色課程。

（二）過港國小利用新住民人力資源，發展「多元文化特色課程」。

（三）潮厝國小臨台糖蔗田，以甘蔗發展課程；以社區資源發展花鼓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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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透過 SWOT 分析，找出學校優勢與特色，結合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學校特

色，透過地方特色的行銷，促進家鄉人口回流並增加民眾的認同感與愛鄉情懷。

三、尋求外部資源，爭取社區的認同

華南國小結合教育部山峰數位機會中心，強化地方文化面、資訊面、經濟面與社

會面的整體發展，並透過外部資源與機構的協助成功創造出遊學體驗課程，成為十大

經典學校，擴大亮點，將每一個活動成果完整記錄，充分行銷；潮厝國小以在地化經

驗，規劃出社區家長可以支援或參與的活動，發展在地特色課程，並引入華德福教育

的理念，成為開放教育的實驗學校。

四、善用閒置空間，活化校園

過港國小則善用閒置空間，將過港國小規劃為雲林縣的新移民學習中心及早療中

心，提供縣內新住民家庭學習與成長課程；潮厝國小打造「蔗糖主題館」及教育部數

位學習中心」，讓學校成為多功能的學習中心，提升社區對學校的依賴度。

肆、成功經驗

一、雲林縣口湖鄉過港國民小學。

二、雲林縣古坑鄉華南國民小學。

三、雲林縣褒忠鄉潮厝國民小學。

四、雲林縣虎尾鎮光復國民小學。

五、雲林縣林內鄉成功國民小學。

伍、未解決的問題

一、學校轉型是否能有效解決裁併校危機，小型學校需如何永續發展與經營？

二、如何建立校本特色課程之完整架構？

三、轉型成功與否缺乏客觀的檢驗標準。

四、裁併校決定於縣政府的態度，而縣政府的認同與支持又常因執政者而異。

五、裁併校的標準過度以學生數作為準則。

陸、行動研究及討論

一、小型學校永續發展與經營之研究。

二、建立質量並重，客觀且一致性的裁併校標準。

三、優質學校轉型成功的經驗，如何能有效的協助面臨裁併問題的學校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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