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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立法院為讓偏鄉學童受完善教育，於106年11⽉三讀通過《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此條例所稱偏遠地

區學校，指因交通、文化、⽣活機能、數位環境、社會經濟條件或其他因素，致有教育資源不⾜情形的公立中、⼩

學校。此外，也將離島地區學校全數納為偏遠地區學校。從立法條例的通過可以看出：政府本諸教育機會均等之理

想與社會公平正義之精神，對文化資源不利地區及學習弱勢族群，訂定適當的教育⽀援策略，提供積極性差別待

遇，並透過制定法律，整體提升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並關注教育資源分配之合理性，以有效發揮經費補助的實

質效益，希望有助於學⽣的學習與成⻑。

　　然偏鄉學校教育，除了法律的規範保障外，更重要的還是在於學校領導者如何洞悉現況，了解創新的必要性，

在學校的創新經營策略上去落實以發揮教育的積極性功能及⽬的。

貳、偏鄉學校教育現況

　　雖然我國國⺠教育普及，但城鄉差距或差異就像是⼀條無形且逐漸加劇的鴻溝。綜觀偏鄉教育的現況不外乎以

下幾個⾯向：

⼀、就學⽣學習⽅⾯

　　偏鄉孩⼦的學習成就或學⼒表現，⻑久以來都是補救教學所積極探討的主要課題，探究其原因包括：學習資源

的貧窮，如數位閱讀資源及文化刺激不⾜；學習能⼒的失衡：教育資源的落差也實際反映在孩⼦的學習能⼒上，僅

半數偏鄉弱勢學童能答對基本學⼒題⽬，與優勢學童相差近三成。

⼆、在教師結構⽅⾯

　　偏鄉教師普遍給外界知道的現象是，流動率⾼不穩定性，代理代課老師比率⾼，有些地區也存在著兩極化的現

象，如年輕或是資深，年輕的老師具有熱忱、肯學習，但是經驗相對不⾜；⽽資深老師讓學校文化呈現不易創新改

變的現象。

三、就家庭功能⽅⾯

　　比起都市學童，有較多的偏鄉兒童家庭收入不穩定，偏鄉地區的留守兒童也較多，甚⾄偏鄉學童來⾃隔代教養

家庭的比例是都市兒童的2.3倍；此外，放學後沒⼈指導功課的偏鄉學童數是都市學童數的1.2倍，⽽且須於放學後

幫忙家務的偏鄉學童數是都市學童數的4倍之多（兒童福利聯盟，2016）。這顯⽰有些偏鄉學童無法隨時且⻑期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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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親之養育與關注等親職資源，反⽽需要變成⼩⼤⼈，照顧家庭⽣活，此外，偏鄉兒童也較缺乏網路與電腦等

數位學習資源。

四、就經濟弱勢⽅⾯

　　偏鄉缺乏就業機會造成⼈⼝外流嚴重，也造成偏鄉學校⽣源不⾜，⾯臨裁併校危機；此外，偏鄉經濟的弱勢，

也反映學⽣的學習成就⽅⾯，都市孩⼦之所以學習成效良好部分原因來⾃於⽗⺟親有傲⼈的財⼒和學識，因此偏鄉

孩⼦學習成效不良之原因有可能起因於學⽣家庭背景低落或資源落後。近⼗年來臺灣社會⼀直在談論的議題─經濟

所得M型化社會，在教育實務現場產⽣不少衝擊，使得孩⼦們的⽣活和學習似乎呈現兩極化發展的樣貌。

參、偏鄉學校創新之必要性

⼀、學⽣流失主因：

「少⼦女化」及「都市化」現象，必須透過學校經營及課程教學的創新，建立差異化以留住社區學⽣並吸引認同學

校經營的學⽣就讀。

⼆、學校功能之移轉：因家庭教育相對不⾜，偏鄉學校成為學⽣學習及⽣活重⼼，學校扮演的重要性更形增加，傳

統學校的功能已不敷現今偏鄉學校的需求，積極轉型創新才能創建藍海。

三、偏鄉學校⾃然資源及文化資產豐富，存續可為社區注入活⼒：

學校是社區的學習中⼼，⼀所具有教學活⼒、課程多元、活動創新的學校，能為社區注入活⽔，帶動社區活化。

四、教師扮演學校創新關鍵⾓⾊：

教師可推⾏教育⾰新，降低以升學為主之教學型態，多元展能適性揚才，提供社區學⼦多元的學習樣貌、多元的未

來發展想像。

肆、偏鄉學校創新經營可⾏策略

⼀、提升學⽣學⼒多元發展

　　利⽤多元課程、創新教學、學習平台運⽤激發孩⼦的學習動機，⿎勵孩⼦參加社團，為其搭建發揮舞台，營造

成就機會，讓孩⼦能藉由互相觀摩同儕、典範學習的機會，展現⾃我效能。

⼆、協助教師增能專⻑培⼒

　　⿎勵校內教師成立專業學習社群，進⾏策略聯盟或跨校共備的活動，增進城鄉交流的機會。此外，亦可結合⼤

專院校，引進師培教師資源，或利⽤教學換宿的⽅式，引進教育志⼯，使教師們能教學相⻑，專業能⼒⼤幅提升。

三、促進家⻑參與共識凝聚

　　讓家⻑實際參與學校教育機制建立，結合社區特⾊，多辦理親⼦活動，提⾼家⻑參與活動的意願。

四、活化社區發展穩定⽣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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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勵學校師⽣平時多⾛訪社區，參與社區服務，亦可結合社區文化，設計遊學課程地圖，讓孩⼦從中了解社區

特⾊，使學校與社區的關係連結更為緊密，家⻑能放⼼將孩⼦送到學區內的學校就讀。

五、整合資源運⽤效益加乘

　　積極建構及⾏銷學校特⾊，爭取外界認同，努⼒拓展向外資源管道，與他校建立良好互動關係，必要時亦能發

揮共享互助精神，將資源的使⽤效益提升⾄最⾼。

圖1.偏鄉學校創新經營之策略

伍、結語

　　創意是學校創新經營的來源，唯有發揮創意的價值，形成具體的策略與活動，始有助於學校教育品質的提升

（顏秀如、張明輝，2005）。偏鄉學校的發展性雖有其先天不利的條件，但相信只要創新經營，突破現狀，即能開

創新局。期許透過教育創新，充分運⽤學校具有的優勢條件，整合資源，將意念轉化實際⾏動，帶領孩⼦迎向⼀個

有希望的未來，學習帶得⾛的能⼒，⽅能更加彰顯偏鄉學校存在的教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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