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文正* 

　　近年來，少⼦化的趨勢正影響著我國的國⺠⼩學教育體制，依據教育部（2018）《106學年度各級教育統計概

況分析》，全國有452所（17.5%）全校學⽣數低於50⼈的國⺠⼩學，相較105學年度的406所（15.4%），⼩型學

校的比例有逐漸增加的趨勢，⽽這些⼩校⼤多分佈在偏遠鄉鎮，少⼦化現象讓偏鄉⼩校⾯臨併校廢校的危機，政府

除了以減班裁校來控管偏鄉的教育品質整外，更應該採取積極作為來提升偏鄉⼩校的學習效能。事實上，許多鄰近

市區的⼩學，位於市中⼼邊陲，不符合政府對偏鄉地區的定義，導致教育資源被邊緣化，少⼦化現象不僅影響著偏

鄉⼩校，現已慢慢衝擊到市區邊陲的學校，全臺灣有越來越多⼩學正⾯臨著共同的現象和困境（關鍵評

論，2017），也就是全校與班級內的學⽣⼈數變少之後，若仍然採取傳統單⼀班級的教學策略及流程，較無法發揮

教學的效能與效率，需要找尋有別於⼀般班級的教學⽅式，其中，讓不同年級的學⽣合在同⼀個教學場域共同學習

是可能的選擇之⼀，⽽跨年級教學（multi-grade instruction）就是讓學⽣合班上課的⼀種教學模式。

　　針對少⼦化現象對教育的影響，社會輿論關注的是學⽣⼈數陡降導致學校⾯臨減班、裁校的問題，但更值得注

意的是班級⼈數變少對偏鄉⼩校的學校經營及教學實務⽅⾯的影響。本書的第⼀章是跨年級教學概論，研究者指出

臺灣的偏鄉⼩校⾯臨著社區發展不佳、交通聯繫不便、師資流動比率、學⽣能⼒低落…等共同問題，現今各國皆著

重教育公平性的議題，制定法律提供經費及資源以確保偏鄉地區的教育品質（常本照樹，2017； UNESCO,

2013），近期我國也正在研擬《國⺠中學及國⺠⼩學實施混齡教學或跨年級教學參考原則》，⿎勵偏鄉⼩校勇於創

新實施混齡教學或跨年級教學，裨益學⽣群育發展，同時增進學⽣學習，以確保偏鄉⼩校的教育品質及永續經營。

　　⽬前，有許多詞彙⽤來描述不同年齡層的學⽣在同⼀班級或團體裡，由教師進⾏相關教學活動，其中，國內比

較常⾒的是「跨年級教學」及「混齡教學」。在2015年教育部的《偏鄉教育創新發展⽅案》實施之後，國內有兩個

研究團隊進⾏相關研究，分別是鄭同僚教授倡導的混齡教學，以及臺灣師範⼤學洪儷瑜教授主導的跨年級教學，前

者是實驗性質的混齡教學，後者則是著重以課綱為主的課程與教學發展，兩者的取向不同，卻都同樣關注班級⼈數

減少之後，安排不同年齡、不同年級的學⽣在⼀起上課，該如何調整學校現⾏的課程與教學模式，以協助偏鄉⼩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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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童的基本能⼒。這本書的內容就是洪教授研究團隊與合作學校這幾年級投注在跨年級教學研究的智慧結晶與

寶貴成果。

　　⼀提到把不同年級的學⽣合在⼀起上課，⼀般⼈通常都會使⽤「混齡教學」對應這樣的教學場景，在我國尚未

正式公佈的《國⺠中學及國⺠⼩學實施混齡教學或跨年級教學參考原則》的條文裡，將「混齡教學」定義為：教師

於同⼀節課中，對不同年齡或不同年級之學⽣進⾏教學，⽽將「跨年級教學」定義為：教師於同⼀節課之同⼀教學

場域中，對不同年級之學⽣進⾏教學。由前述的定義來看，跨年級教學與混齡教學有相似及相異之處，然⽽，跨年

級教學更強調在課堂上教師必須依據課程綱要，考量學⽣個別⾝⼼發展與學習⽅式之差異，就不同年級之學⽣設計

差異化之教學活動，包括教學⽬標、學習歷程與學習評量。⾄於跨年級教學和混齡教學在定義上有何不同？讀者可

閱讀第⼀章的內容，獲得進⼀步的了解。

　　跨年級教學並非創新的概念和名詞，也非限於偏鄉⼩校實施，有些國家執⾏跨年級教學以降低文盲比率及撙節

教育經費，甚⾄在許多已開發國家也在實施跨年級教學，這種教學被認為⾰新的教學，強調不同年級的學⽣⼀起合

作。「基本能⼒弱、同儕互動少、競爭⼒不⾜」是⼤多數⼈對於偏鄉⼩校學⽣的刻版印象，那麼，推動跨年級教學

有助於解決這些困境嗎？依據洪儷瑜教授團隊針對跨年級教學合作學校的校⻑、老師及學⽣進⾏訪談結果，顯⽰多

數學⽣都喜歡跨年級教學，老師們也肯定學⽣的學習動機、課程參與度等都獲得提升，也可以凝聚校內教師共識，

獲得與同儕教師共備交流的機會。但是要成功地推動跨年級教學，並不只是單純的將學⽣合在⼀起上課⽽已，必須

還要有許多關鍵條件的配合，例如：在⾏政⽅⾯要持續地與家⻑溝通、適當調配教師⼈⼒、依據教師專⻑配課；在

教學⽅法要提升教師在課程設計、教學策略、分組教學等⽅⾯的能⼒。有關達成如何達成這些關鍵條件的具體作

法，本書的第⼆章到第七章的內容都有清楚的論述，讀者在閱讀之後，應可獲得初步的概念。

　　現場教師最關⼼的應該是如何規劃、實施跨年級教學呢？基本上⼤致可從「調整課程」及「分組教學」兩種⽅

⾯來著⼿，其中，調整課程的⽅式可分為全班教學、平⾏課程、課程連貫與螺旋課程、課程輪替、科⽬交錯等五

種；⽽分組教學的⽅式則可分成全部合班、合班同質性分組、合班異質性分組和重組同質性班級等四種，本書的第

⼆章提供了詳盡的說明，在此不再贅述，若您需要閱讀實務經驗的知識，本書的第三章、第七章則提供合作學校的

教學案例可以參考。另外，當兩個班級合在⼀起上課時，會衍⽣出班級經營⽅⾯的議題，本書的第六章也提出許多

可⾏解決策略。

　　此外，若您是正在偏鄉⼩校服務的教師，正困擾著⾃⼰的教學策略選擇受限於班級⼈數變少，但仍還在猶豫⾃

⼰的班級是否需要實施跨年級教學，建議你可以依據本書第三章的「實施跨年級教學思考流程」（表3-3, p48），

判斷⾃⼰的班級是否有實施跨年級教學的必要，若是您已經決定要嘗試跨年級教學，關⼼的是如何進⾏跨年級教學

的課程規劃與教學設計，本書第⼆章的「成為跨年級教學的好⼿：課程與教學設計者的學習藍圖」（表2-6, p26）

極具參考價值。若您有實施跨年級教學的經驗，曾經遭遇兩個班級合班之後所產⽣的常規、設備、空間等問題，本

書第六章的「決定班級經營內容前的⾃我評估」（表6-1, p83）可以提供給您不同的觀點做參考。

　　筆者在同⼀所偏鄉⼩校服務⾄今已18年，服務的學校⾃2014年起參與洪儷瑜教授主持的跨年級教學專案計畫，

本⼈在校內扮演著跨年級教學的主要推動者，也曾經在體育、美勞、英語、⾃然、彈性、數學…等科⽬實施跨年級

教學。依據這5年的推動經驗，建議⼀所國⼩在推動跨年級教學之前，要先進⾏學校的基本條件評估與先⾏作業，

包括：了解教師專⻑、凝聚校內共識、取得家⻑認知、盤點校內的課程、初步決定領域…等，在推動初期階段，由

校內課程領導者（校⻑或教導主任）負責規劃跨年級教學的實施領域及頻率，可以在藝能科、健體、綜合、⽣活、

彈性等領域，以「全班教學（課程）+全部合班（分組）」試⾏跨年級教學，以增加校內教師的教學知能。由於教

師的意願、動機及信念對於跨年級教學有決定性的影響，在推動的中期階段，在班級導師及任教科⽬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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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儘可能把有活⼒、有意願的教師安排在同⼀年段、同⼀科⽬，並且⿎勵教師建構伙伴關係，提升教師意願以增加

實施跨年級的領域及頻率，進⼀步在各個領域嘗試不同的「課程規劃」及「分組教學」之組合。另外，教師的流動

率過⾼或過低⼀直都是偏鄉⼩校共同⾯對的困境之⼀，所以，在推動的後期階段，要以組成教師社群為主要任務，

組成社群有助於跨年級教學的推動，要定期安排全校共備的時間，設定主題紮實討論，⿎勵教師建構符合學校特

性、在地文化、教師專⻑的跨年級教學模組。假若您是校內的課程領導者，想透過課程領導及⾏政⽀持來推動跨年

級教學，可以依據本書第四章的「學校⾏政團隊的⼯作參架構」（表4-2, p63），逐步規劃並推動校內的跨年級教

學。

　　在社會變遷和少⼦化趨勢下，洪儷瑜教授領導研究團隊推動跨年級教學⽅案，以在地化⾓度思考，帶領著合作

學校探討在臺灣的偏鄉⼩校實施跨年級教學之可能困難及解決⽅法，本書即為兼具理論依據和實務經驗的成果，詳

實記錄著計畫團隊和合作學校在⾯對問題、解決問題的思考結晶。雖然本書不是執⾏跨年級教學的百科全書，無法

窮盡所有的理論與實務，更無法提供所有問題的解答，然⽽閱讀本書確實能為在偏鄉⼩校的教師提供教學實務研發

和領導新的思考⽅向，也為教學現場提供跨年級教學的概念架構和推動實踐的參考模式。整體⽽⾔，本書從跨年級

教學的概念切入，從學術的⾓度加以論述和記錄，也關⼼教育現場的實際操作層⾯，從跨年級教學的理論出發，接

著介紹課程與教學模式，教學領導與實踐等層⾯，透過理論建立及案例分享，領引讀者理解「跨年級教學」的概念

和發展的脈絡。

　　本書總共分成七章具有完整架構，初次閱讀本書，請先從第⼀章的跨年級教學概論開始讀起，⾄於本書的第⼆

章到第七章，可依據讀者在服務學校扮演的⾓⾊，選擇不同章節來閱讀。若是學校的校⻑、主任或是課程領導者，

建議先閱讀第四章跨年級教學的⾏政規劃與⽀持、第五章跨年級教學領導與學習社群的內容，可以了解如何透過學

校的⾏政規劃來調整學校的課程安排、教師專⻑授課及軟硬體資料，同時，透過教學領導來組織校內的教師學習社

群，更能有效率的推動校內的跨年級教學；若您是⼀位沒有執⾏跨年級教學經驗的教師，建議先閱讀第⼆章跨年級

教學課程與教學設計、第三章跨年級教學實施歷程與操作，可以依據第三章建議的實作流程來規劃及執⾏跨年級教

學，您將會對於透過課程調整及分組來實施教學跨年級教學有更進⼀步的認識；若您是⼀位具有執⾏跨年級教學經

驗的教師，建議先閱讀第六章跨年級教學的班級經營、第七章跨年級教學的教案設計探究，透過這些合作學校的跨

年級教學案例，應該能給您帶來⼀些啟發，⽽且有效的班級經營策略，更是跨年級教學成功的不可或缺之元素之

⼀。

　　如果你閱讀本書之後，除了知道⼀些有關跨年級的理論及定義，尚無法深深感受到跨年級教學到底是什麼？對

學⽣的學習有什麼幫助？執⾏上會有什麼困難？對⾃⼰的專業成⻑有何助益？建議您最好參考本書的內容建議，在

⾃⼰的教學場域嘗試跨年級教學，讓⾃⼰從零開始，深入體會實施跨年級教學如何對學⽣學習及教師成⻑產⽣影

響。當您有過跨年級教學經驗之後再來翻閱這本書，以實際的跨年級教學問題在書中尋找相關建議及可⾏策略，您

應該就能理解為何這本書會以「跨年級教學實務⼿冊」命名。有關跨年級教學知能的學習，是⼀位教師教學專業的

再學習，當您能夠接觸到本書精髓時，會更有意願嘗試跨年級教學，也將會發現更多的問題，思考更多可⾏的解決

策略，透過「⾏動→問題→解決→再⾏動」所累積下來的實務經驗，將會對偏鄉教育提供更有效能的實務知識。⼀

個⼈做是榜樣，⼀群⼈做就是⼒量！你的投入，是孩⼦們的未來！讓我們⼀起為偏鄉教育共同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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