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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及個案簡介

⼀、班級數及學⽣數：班級38班，學⽣905⼈。

⼆、特殊家庭學⽣數及比率：

新住⺠ 原住⺠ 單（失）親 合計

⼈數 比率% ⼈數 比率% ⼈數 比率% ⼈數 比率%

130 14.4% 170 18.8% 60 6.7% 360 39.8%

 三、教職員編制

      （⼀）教師編制：87⼈，師資學歷研究所占65%，⼤學及⼤專院校占35%。

      （⼆）職員編制：公務⼈員5⼈，⼯友2⼈，⼩計7⼈。

        可愛國⼩是⼀所位於都會區的學校，學⽣族群分布多元，校⻑平⽇努⼒經營校務，積極爭取資源，提供學⽣許

多有關多元文化教育實踐的機會，包括文化的形塑、情境的布置、課程的設計及活動的體驗等。希望孩⼦們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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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情境中快樂學習，理解每個⼈的獨特性，進⽽懂得尊重與欣賞跟我們⾃⼰不⼀樣的文化與事物。

        9⽉份，學校開學了，卻不⾒剛轉入可愛國⼩五年級的⼩華（阿美族）到校上課，經學校召開中輟通報會議並

積極家訪查詢，才發現是⼩華的家庭狀況有問題。⼩華的⽗親和哥哥是板模臨時⼯，須外出⼯作，無⼈照料⻑期洗

腎的⺟親，需有⼈在家照顧⺟親。經告知家⻑，依法律規定必須讓⼩華到學校讀書，避免違法，以確保孩⼦的學習

權利。⼩華到校後，因為學習成就低落，跟不上班上學習進度，⼼中缺乏⾃信⼼，常有學習退縮缺課情形。

        ⼩華個⼦⾼，體格強壯，運動表現佳，在班上的躲避球打得特別好，有同學很佩服他，但也有部分同學說他是

原住⺠，打得好是理所當然，可是功課也不怎麼樣。10⽉中旬⼩華超過3天未到校，導師連繫家⻑多次未果，連家

訪也找不到⼈，因⽽導師認為原住⺠家⻑就是不在意孩⼦上學與否，學校只好再次通報中輟。

        學期中，⽗親曾到學校向輔導主任借錢繳房租，主任向校⻑反映後，校⻑請輔導主任積極尋找社會資源來協助

家⻑渡過難關，⽬前也向社會局申請弱勢家庭租屋補助事宜。

        校⻑及⾏政團隊雖很希望能協助⼩華及其家庭，但是家⻑配合態度消極，因為學習適應、家⻑態度及家庭經濟

等等不利因素，致使⼩華的中輟情況反覆出現，也成為該市強迫入學委員會列管追蹤輔導的重要個案。

貳、釐清焦點問題

⼀、⼩華因為⽗親打臨⼯，⺟親病弱，收入不穩定，且⼯作地點常遷徙，居無定所，導致家庭功能不彰。

⼆、校園推動多元文化教育⽤⼼，但⼩華轉入新學校適應不良，文化刺激不⾜，導致學習成就低落。

三、學校教師、學⽣普遍存在對原住⺠學⽣學習及家⻑管教的刻版印象。

參、分析問題

⼀、個⼈因素：學業成就低落、缺乏同儕認同、⻑期中輟。

⼆、家庭因素：家庭功能不彰、家⻑態度消極、無法提供⽣活照護。

三、學校因素：對原住⺠學習及管教存有刻板印象，族群認同與理解不⾜。

四、社會因素：都會區謀⽣不易、資源引入缺乏聚焦、強迫入學委員會⾼度關注。

肆、解決轉化策略

⼀、個案⾯：

        （⼀）⻑期中輟：召開復學輔導會議、個輔介入、⿎勵參加體育社團

        （⼆）缺乏同儕認同：多元文化主題教學、團體輔導、同儕陪伴

        （三）學業成就低落：參與補救教學、賦予⼩華⼩老師（體育）⼯作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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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功能不彰：通報社會局、引進社會資源、家訪

        （⼆）家⻑態度消極：親師溝通、親職教育、警政及社⼯介入

        （三）無法提供⽣活照顧：夜光天使照顧、申請原⺠局救濟、醫療補助

三、學校⾯：

        （⼀）辦理教師多元文化教育⼯作坊，釐清其對多元文化概念與實務教學⽅法。

        （⼆）辦理學⽣多元文化週系列活動，體驗並涵養多元文化素養。

四、社會⾯：

        （⼀）都會區謀⽣不易：建置職訓培⼒機制、醫療⽀持系統。

        （⼆）資源引入缺乏聚焦：釐清核⼼問題並針對個案需求進⾏資源統整。

        （三）強迫入學委員會⾼度關注：透過法律規範，建立關懷⽀持機制，輔導中輟學⽣復學。

1林明助校⻑，臺北市萬華區老松國⺠⼩學

2⾼理忠校⻑，桃園市⼤溪區僑愛國⺠⼩學

3李杏煖校⻑，新⽵縣湖⼝鄉信勢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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