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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結構改變對國小教育的影響和啟示
劉鎮寧

國立屏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一、前言

自1984年起，我國總生育數即少於
2.1人，低於需要維持穩定人口結構的人
口替代水準。OECD指出，世代間要能
完全交替，每名婦女生育率必須達到2.1
人以上，但先進國家中目前只有美國、

冰島、紐西蘭達到2人，其餘國家多在
1.5人以下。鄰近的新加坡為1.4，南韓及
日本均為1.3，我國只有1.18（教育部，
2008）。整體來說，台灣歷經兩次嬰兒
潮，人口結構已從原本的正金字塔形，

歷經了燈籠型，現已邁向倒金字塔型。

在1981年時，出生人口數有41萬多人，
1991年約32萬多人，2002年降至24萬多
人，至2008年的實際出生人口數首次少
於20萬人，2011年的出生人口數也僅約
19萬人。

在人口異質化的部分，2006年底我
國外籍和大陸配偶人數約達38.4萬人，
2007年時，外籍和大陸配偶人數已接近
40萬人，2010 年則是達到44萬人。此
外，根據教育部2011年新住民子女就讀
國中小人數分布概況資料顯示，外籍配

偶子女人數共計19萬多人，較2010年成
長近9%；其中，就讀小學者有15萬多
人，佔國小學生總數11%。2012年外籍配
偶子女就讀國中小學人數已成長至20萬
人。

至於高齡化的部分，在2003年時，

我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數的
9.2%，到了2016年，台灣總人口數將
呈現負成長，老年人口達到250萬，每
四名工作人口扶養一名老人（徐明珠，

2006）。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比率超過人口7%的國
家稱為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
達14%稱為高齡社會（aged society）、
達2 0%稱之為超高齡社會（hyper-aged 
society），依此界定，台灣地區2011年
老年人口已達10.8%，推估到2056年時就
可能會增加至37.5%，甚至於使得台灣迅
速成為全球最老的國家（王順民、黃明

發，2012）。
綜上所述，少子女化的現象，對國

民小學早已造成實質的影響，除了積極

面對減班超額對學校帶來的影響外，更

應該思考教學品質的提升，讓學生的個

別差異漸續縮小，而非隨著年齡增加而

逐漸擴大。除此之外，國民小學面對外

籍配偶及其子女人數不斷增加的事實，

實有必要關注生活適應和教育的問題，

建立妥適的支持系統，不宜單純的將學

生學習問題歸咎於母親不認識中文或來

自低社經背景的家庭。而面對越來越多

的學校加入新移民學習或樂齡學習的行

列時，投入其中的國小教師是否仍是以

兒童教育學的理論基礎教導外籍配偶和

高齡學習者。凡此種種，均值得教育工

作者做更進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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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結構改變對國民小學的影
響

（一）少子女化對國民小學的影響

由於受到家庭計畫的有效落實、

個人和家庭經濟負擔的壓力增加、社會

價值觀念改變、科技文明的發達、以及

晚婚與晚育等因素相互交錯的影響（李

光廷，2005；鍾俊文，2004），少子女
化的現象，使得國小招生人數不足，學

校不僅面臨教師減班超額的問題，規模

較小的學校亦面臨併校或廢校的困境；

除此之外，教師減班超額的情形日益嚴

重，造成教師一職難求等情形，均已在

國小教學現場屢見不顯。

當然，從危機和轉機的相對應關

係去思考，少子女化帶給學校教育的影

響，也使得校園閒置空間的再利用獲得

更多的討論。教育部的「校園活化」相

關政策就包括了五項子計畫（邱乾國，

2009）：1.社區終身學習中心─活化校園
閒置空間計畫；2.中等以下學校設置「樂
活運動站」計畫；3.擴大設置偏鄉學校數
位機會中心；4.開創閒置空間之新生命，
營造永續節源新基地計畫；5.推動國民
中小學活化校園空間與發展特色學校計

畫。

再者，面對國民小學學生人數逐年

下降，在此值得思考的是，小班小校的

推動是否能為國民小學教育品質的提升

帶來保證，再加上現代父母對學校教育

的高度企求，社會大眾對教師專業表現

的要求將會日益受到重視。換言之，適

性化教學的可欲性，將會受到更多的關

注，教師在教學和輔導上的效能，未來

會面對更大的檢驗與挑戰。

（二）人口異質化對國民小學的影響

人口異質化的形成，主要受到經

濟性移入和非經濟性移入二大因素的影

響，其中又以非經濟性移入的婚姻因素

者最多，且婚姻移民的來源國也相當

多，我國主要是以大陸港澳地區與東南

亞籍的配偶占多數。人口異質化對國民

小學不僅意味著外籍配偶人數的增加，

同時也形成學齡人口異質化的現象。

對初入台灣的外籍配偶而言，語

言和文字就是一大難題。當移入人口

在語言表達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其生

活範圍、健康照護需要之滿足與社區的

社交活動容易受到限制，也易於擴張文

化差異，對於本地民眾與移入人口間的

互動與相互了解，即可能形成阻礙與誤

解（內政部，2009）。至於識字問題，
席榮維（2005）指出，外籍配偶移居台
灣多年以後，口語溝通將不再是主要問

題，而是因為中文讀寫能力使其受到限

制。因此就親師溝通來說，外籍配偶除

了會因跨國文化、語言隔閡和教育程度

的差異而影響了親師溝通的品質外（張

芳全，2005）。國小教師每天使用的聯
絡簿及其內頁的親師交流內容，對外籍

配偶也會造成限制。

至於文化認同的部分，在國內實

施已久的外籍配偶識字教育班，教學者

是否清楚的知道外籍配偶的識字教育，

不能被單純的窄化為不識字者的教育活

動，在教學過程中是否已不假思索的

使外籍配偶必須去接受在地的主流文化

（劉鎮寧，2008）。除此之外，異族通
婚家庭中子女的族裔認同觀的建立會受

到不同社會環境的影響，子女往往透過

父母的教育與社會的回應而徘迴在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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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的歷程中（Roth, 2005）。
簡言之，外籍配偶會因語言和文

字而衍伸出生活適應和人際互動的難

題，且伴隨而來的還包括在文化調適、

婚姻經營、家庭經濟、以及子女教養問

題。但基本上，公平和信任，以及來自

語言、文字和夫家的支持是非常重要

的。因為根據Carreon、Drake和Barton
（2005）的研究可知，即使外籍配偶參
與子女教育事務時受到文化上的限制，

但外籍配偶仍顯現出參與的企圖與意

願（引自吳毓瑩、蔡振州、蕭如芬，

2011）。
綜上所述，國小教師是否具備多

元文化教育觀以及寬闊的國際視野，就

顯得格外重要，身為一為教育工作者，

應該用包容、接納、平等對待的態度，

正面肯定不同文化的族群，更要有所覺

察個人的言行舉止，所影響的不只是外

籍配偶，更包括了外籍配偶子女和其家

人，因此國小教師必須為我國多元文化

結構的形塑，建立良好的根基。

（三）人口高齡化對國民小學的影響

由於受到高齡少子女化的影響，

生源減少造成學校空間充裕，不少國

民小學為配合國家政策，不僅要推動

新移民教育，也要協助推動樂齡學習，

因此國小教師接觸或教導高齡學習者的

機會已越來越普遍。面對高齡少子女化

的處境，從人際互動的積極面來看，係

可將祖孫關係視為代間關係中更重要

的一環。Giarrusso、Feng和Silverstein
（2001）指出，由於人口及社會經濟狀
況變遷，祖父母的經濟、健康狀況均較

過去好，也較早退休，因此祖父母在多

代家庭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當子女有困難時，祖父母總

是會擔起照顧孫子女的責任，而且父母

的離婚或再婚也會對祖孫互動產生顯著

影響。Kivett（1991）更指出，大部分的
祖父母認為對孫子女有責任，在其有需

要時會提供財務或工具性的支持。據此

可知，祖父母在家庭功能的扮演上具實

質的協助者角色，但亦有產生負面效果

的可能，再加上台灣近幾年來，隔代教

養家庭日益增多；相對的，國小教師對

於如何與祖父母進行親師合作，並協助

祖孫關係的正向發展，亦已成為一個重

要的課題。

教育部更基於倡導正向老化態度、

促進家庭世代傳承、以及建立親老和諧

社會的理念，在2010年訂定每年8月的最
後一個禮拜日為祖父母節，期能透過相

關計畫與策略的實施，進而建立無年齡

歧視的社會（教育部，2010）。再者，
根據內政部（2009）所公布的「落實執
行人口政策白皮書」可知，建構完整的

高齡教育系統，必須將高齡教育視為全

民教育。因此，老化教育之施行應從小

做起，透過正規學校教育讓學生了解老

人進而尊敬老人，透過社教網絡及家庭

網絡建構完整的高齡教育工作，提供老

人再教育及再參與社會的機會，以降低

老人被社會排斥與隔離的處境。

綜合以上所述，國小教師不僅和高

齡者的互動增加，更有可能因為擔任補

習進修學校的教學工作，或者從事樂齡

學習的相關工作，必須扮演高齡教學者

的角色。除此之外，更要教導學生能夠

認識老人，與自己的祖父母有更多的相

處和互動，透過教育活動搭起世代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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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橋樑。因此，國小教師實有必要對人

口老化議題和高齡者教育有更多的學習

與瞭解。

三、人口結構改變對國民小學教育
發展的啟示

綜觀上述相關文獻之探討，本文歸

納出下列七點，茲分述如下：

（一）教育型態的多樣化

傳統以來，國民小學主要針對傳統

國小學生的需求去思考應該提供的教育

型態，例如普通班、特殊班、資源班或

藝才班等型態的設置，即便早期國民小

學就有附設國民補習學校，但教材的選

編和教學方式與傳統國小學生其實並無

太大差異。除此之外，從實務運作的角

度觀之，國民小學除了透過閒置校舍的

再利用、小型學校的遊學發展、以及一

般學校剩餘空間活化等策略來發展學校

的特色外，有些學校更進一步的結合政

策之需要，協助辦理新移民學習、樂齡

學習、電腦與網際網路學習、運動樂活

等對社區民眾開放的教育活動，充分展

現了國民小學有效運用人力、物力的永

續創新做法，其教育型態的多樣化，也

符應了社會發展需求下的運作機能。

（二）教育對象的多元化

由於受到國民小學教育型態的多

樣化，以及國民小學長期以來即扮演推

動社區教育工作等因素的影響，使得國

民小學所服務的對象，已從原本的傳統

學生擴充至不同的年齡層，且不同的

年齡層又因社經背景所造成的差異，更

使得國民小學服務的對象具備多元化的

特性。此一多元化的特性，其實對國民

小學係具有一定程度的挑戰，因為傳統

學生和非傳統學生的學習需求、學習態

度、乃至學習方式係截然不同，且教育

本來就是一種容易被批判的公共事務。

因此，國民小學教育工作者，實有必要

對個人專業素養和知能的提升有所精

進，方才能在專業表現上恰如其分。

（三）教育品質的精緻化

面對少子女化的來臨，在少子女

化的家庭中，學生很有可能集家人寵愛

於一身，相對的，父母對於孩子所接受

的教育品質會更顯關注；除此之外，長

期以來期待教育行政機關能夠實踐小

班小校的理想，也因為少子女化的因素

逐漸在形成之中，當生師比降低的同

時，學生接受教育的品質是否會與過去

有所不同；再者，當適性教育已成為教

育的首要目標時，針對每位學生的個別

差異是否能提供更適性化的教育方案，

這些問題除了透過有效的教育政策加以

推動外，更重要的就是來自於國小教師

能否為教育品質的提升，對教育學知能

（pedagogical knowledge）、學科內容知
能（content knowledge）、學科教學知能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有所
覺察、省思、精進和實踐。

（四）落實適性教育的理想

適性教學的設計與實施係為教育

之首務，學生稟賦有異、個性不同，不

僅是經驗上的實然，也是學術上的定論

（吳明清，2005）。因此，面對人口結
構改變對教育所產生的影響，以及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實施，重視適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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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個別差異，落實把每個學生都帶上來

的理念，國小師資課程應強化師資生在

此方面的專業知能，例如：適性教育、

弱勢教育、補救教學、差異化教學等。

除此之外，台灣師大教育研究與評鑑中

心在2011年即針對補救教學提出師資研
習的課程，國小階段的課程內容包括了

國小低成就學生心理特質與輔導、國小

補救教學理論與技術、國小補救教學班

級經營、國小低成就學生學習診斷與評

量、以及國語、數學、英語的補救教

學策略和教材教法（甄曉蘭、洪儷瑜，

2011）。

（五）強化多元文化與國際教育

面對台灣社會人口結構的質量改

變，在日常教育中，應提倡尊重與包容

跨文化的能力，並要教導學生懂得如何

在多元文化的環境中與人相處。同時在

當前國際接觸日趨頻繁之時，也需要培

養理解、尊重和欣賞的胸懷和態度（教

育部，2011）。若從多元文化主義的角
度觀之，更包括了種族、社會階級、

消費者權益保護運動、文化、語言、性

別、性傾向、殘障、人類與大自然的關

係等議題（朱瑛、蔡其蓁譯，2004）。
因此，國民小學教師應當具備多元文化

主義、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等相關

的專業知能，除了建立個人應有的專業

素養外，更必須透過教育的過程讓學生

有所體驗、內省和實踐。

（六）提升成人教育的專業知能

現今的國小教師，不僅要在親師互

動的過程中和學生家長有所接觸，亦有

可能擔任外籍配偶識字教育班、國民小

學附設補習學校的教師，或者是在新移

民學習中心、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以

及社區教育、親職教育等相關活動中擔

任講師或協助推動相關工作。因此，國

小教師和成人互動的範圍及其任務越來

越多元，如果從教學者的角度來看，若

是不能對成人學習者有更多的瞭解，係

有可能不斷的在複製對國小學生的教學

經驗於成人的學習過程之中。因此，國

小教師可對成人教育、成人心理、成人

學習、成人教學等專業知能有所學習，

以因應職場之所需。

（七）充實高齡教育的專業知能

從前述的文獻中可知，國小教師

在其工作崗位上至少有三個途徑與高齡

這個主題有所接觸。首先是隔代教養家

庭或主要照顧者的角色是祖父母時，國

小教師就必須和高齡者接觸；其次是

高齡教育的實施必須從國小就做起，因

此在教學的過程中國小教師必須對人口

老化等相關課題有所認識，同時還要配

合每一年的祖父母節設計相關的活動；

再次則是有可能擔任樂齡學習的教師。

因此，針對高齡學習者的相關專業知

能，例如：老化教育、高齡心理、高齡

教學、高齡學習等主題可提早接觸和學

習，以奠定從事樂齡教學工作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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