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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偏遠地區教育發展」向為我國教育法制政策關注重點，⻑期以來也受到諸多法律保障及政策⽀持，隨著《偏

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的實施，更象徵偏遠地區教育發展受到專法保障；由於「偏遠地區學校師資質量」為

「偏遠地區教育發展」的成功關鍵之⼀，故關於偏遠地區學校師資政策現況分析有其必要性；根據本文分析，⽬前

的偏遠地區師資政策在教師培育、延攬及留⽤皆努⼒想維持偏遠地區學校師資數量的穩定，例如：教師服務年限的

規範、提供教師久任激勵獎⾦等，但仍有可以更精進之處，例如：偏遠地區師資組成的資訊透明度、專聘教師⽅案

的規劃、跨部⾨協⼒治理的運⽤等；本文期許未來的偏遠地區師資政策規劃及調整，可以改變「只追求偏遠地區學

校師資數量維持穩定」的政策邏輯，進⽽實踐「願意進入及留在偏遠地區學校的師資都是優質的教師」的政策理

想。

關鍵詞關鍵詞：偏遠地區學校師資、偏遠地區師資政策、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

壹、前⾔

　　「偏遠地區教育發展」向為我國教育法制政策關注重點，「偏遠地區教育發展」屬於「地域弱勢」的類別，

「地域弱勢」則是憲法保障的獨立弱勢類別（曾⼤千、葉靜輝、葉盈君，2015），所以，我國政府⻑期以來對於

「偏遠地區教育發展」給予許多的法律保障及政策⽀持，在法律保障⽅⾯，包括《教育基本法》第10條、《教育經

費編列與管理法》第5條、《離島建設條例》等，在政策⽀持⽅⾯，包括教育優先區、攜⼿扶助⽅案、補救教學⽅

案等。尤其在2017年12⽉6⽇公布施⾏的《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其不僅象徵「偏遠地區教育發展」受到

專法的保障，更賦予偏遠地區學校組織、⼈事、經費及運作等⾯向的相關優惠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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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上所述，雖然⻑期以來，政府給予偏遠地區教育發展許多的法律保障及政策⽀持，但是，「偏遠地區教育發

展」仍存在許多尚未改善的教育問題，其中，最受關注的是偏遠地區學⽣的學習表現仍然和都會地區的學⽣存在差

異，例如：從不同國際評比的證據觀點（李哲迪，2016；林陳涌、任宗浩、李哲迪、林碧珍、張美⽟、曹博勝、楊

文⾦，2014；柯華葳、詹益綾、丘嘉慧，2013），偏遠地區學⽣的數學、科學及閱讀成績都低於都會地區學⽣；

另外，從國內為數不多的研究發現（宋曜廷、邱佳⺠、張恬熒、曾芬蘭，2011；陳奕奇、劉⼦銘，2008），也可

發現偏遠地區學⽣和都會地區學⽣的學習表現的確有所落差。

　　根據相關研究文獻（許添明、葉珍玲，2015；陳盈宏、葉川榮，2018），偏遠地區學⽣學習表現的影響因

素，可以歸納為七項主要因素，包括：地理因素、交通條件、⽣活機能、家庭背景、⼈⼝結構、文化因素及教育資

源因素。其中，在教育資源因素⽅⾯，以「偏遠地區師資質量」的課題最受到關注，諸多文獻皆指出偏遠地區學校

的教師必須優質，⽅能解決偏遠地區學⽣學習成就低落的問題（許添明、葉珍妮，2015；曾⼤千，2017）。

　　綜上所述，本文先說明我國偏遠地區師資組成情形，再根據《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及依其規定所訂定

的各項法規，據以說明⽬前偏遠地區師資的相關強化措施及不⾜之處，最後，本文則提出強化偏遠地區師資的應有

策略思考。

貳、我國偏遠地區師資組成情形

　　依教育部統計處最新統計資料，本文整理102學年度⾄106學年度偏遠地區學校相關數據進⾏分析（表1）；⾸

先，偏遠地區國⺠⼩學數量從102學年度⾄105學年度逐年下降，但在106學年度增加了5所，惟其占全國國⺠⼩學

總數的比例皆約維持在三成三；另外，偏遠地區國⺠中學數量，從102學年度⾄105學年度逐年下降，但在106學年

度增加了1所，惟其占全國國⺠中學總數的比例皆約維持在三成。據此可知，我國每年約有三分之⼀左右的國中⼩

屬於偏遠地區學校1。

表1 

偏遠地區學校概況

資料來源：本文研究者整理⾃教育部統計處（2018）。

　　再者，在偏遠地區國⺠⼩學師資組成⽅⾯（表2），雖然從102學年度到106學年度偏遠地區國⺠⼩學專任教師

⼈數增減幅度不⼤，且就其占全國專任教師總⼈數之比例始終維持在12.5％⾄13.5％之間，且⽣師比逐年下降，此

與過去文獻指稱的「偏遠學校教師⼈⼒不⾜2」之困境並不⼀致（呂玟霖，2016；楊蕓，2018）；另外，偏遠地區

國⺠⼩學未滿30歲教師比例始終維持在10％⾄11％，⾼於非偏遠地區國⺠⼩學未滿30歲教師比例，據此，偏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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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國⺠⼩學教師年齡的確呈現較為年輕化的特性。

表2 

偏遠地區國⺠⼩學師資結構

資料來源：本文研究者整理⾃教育部統計處（2018）。

　　此外，在偏遠地區國⺠中學師資組成⽅⾯（表3），從102學年度到106學年度偏遠地區國⺠中學教師數逐年下

降，其占全國教師總數之比例亦是逐年下降，此與過去文獻指稱的「偏遠學校教師⼈⼒不⾜」之困境⼀致（呂玟

霖，2016；楊蕓，2018），但其⽣師比呈現逐年下降趨勢，從過去⼩班教學的倡導觀點，或可視為教學精緻化的

契機，其實踐關鍵即在於教師素質（吳善揮，2012）。另外，偏遠地區國⺠中學未滿30歲教師比例逐年下降，但⾼

於非偏遠地區國⺠⼩學未滿30歲教師比例，據此，偏遠地區國⺠⼩學教師年齡年輕化趨勢已呈現趨緩。

表3 

偏遠地區國⺠中學師資結構

資料來源：本文研究者整理⾃教育部統計處（2018）。

參、我國偏遠地區師資的相關強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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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及依其規定所訂定的各項法規，例如：《⾃願服務偏遠地區學校校⻑及教

師特別獎勵辦法》、《偏遠地區學校合聘教師及巡迴教師聘任辦法》、《偏遠地區學校專案聘任教師甄選聘任辦

法》等，⽬前偏遠地區師資的相關強化措施可分為教師培育、教師延攬及教師留⽤等三個⾯向，茲說明如下：

⼀、教師培育

　　根據《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6條及其立法理由，為了解決偏遠地區⻑期師資不⾜及流動快速等問

題，各師資培育之⼤學，應保留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定名額予偏遠地區學⽣，並得依偏遠地區學校師資需求提

供公費名額或設師資培育專班。

　　依前揭內容，現今偏遠地區教師培育的相關策略規劃，的確回應了⻑期以來偏遠地區教師⼈數不⾜的困境；然

⽽，保障偏遠地區學⽣在各師資培育之⼤學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定名額之政策邏輯，其並未正視當偏遠地區在

地師資滿⾜服務年限的規定之後，往往選擇離開服務學校的事實（陳盈宏、葉川榮，2018），另外，也未正視許多

⻑期偏遠地區學校服務的優秀教師未必都是在地師資之事實，例如：在南投縣中寮鄉爽文國中⻑期奉獻的王政忠老

師，其是在臺南新市地區⻑⼤（陳昌遠，2017），這些非在地師資的偏遠地區優秀教師都是真正了解偏遠地區教育

環境相關條件，且具有教育專業及具有將偏鄉教育作為終⽣志業的教育理念。

⼆、教師延攬

　　根據「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5條及其立法理由，為了保障偏遠地區師資數量穩定，偏遠地區學校可

以聯合甄選、介聘、接受公費⽣分發及專為偏遠地區學校辦理的教師甄選等四種⽅式聘任編制內合格專任教師。且

根據「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10條及其立法理由，考量偏遠地區學校特定專⻑領域教師授課節數少且招聘

不易，⾼級中等以下學校，就特定專⻑領域，跨同級或不同級學校，聘任合聘教師或巡迴教師。另外，根據「偏遠

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 7 條及其立法理由，偏遠地區學校得控留教師編制員額三分之⼀以下之⼈事經費，由各

主管機關以契約專案聘任具教師資格之教師（簡稱專聘教師）。

　　依前揭內容，現今偏遠地區教師延攬的相關策略規劃，除了透過多元攬才⽅式保障偏遠地區師資來源及數量之

外，亦透過「合聘教師或巡迴教師」的制度規劃，以回應⻑期以來偏遠地區師資專⻑分配不均的困境。另外，其較

為特別之處，是透過「專聘教師」的制度創新，可以吸引有合格教師證的教師願意到偏遠地區學校教師服務；然

⽽，「專聘教師」必須要具有合格教師證的規定，並未正視⽬前諸多偏遠地區學校歷經多次招聘仍無法找到代理教

師的困境（莊哲權，2015），且有合格教師證的教師是否就⼀定是最適合偏遠地區學校的專聘教師，尚有待更多的

研究證據來佐證，⽽非只是基於「唯恐破壞既有師培制度」的主觀論調。

三、教師留⽤

　　根據「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5條及其立法理由，為保障偏遠地區學⽣之受教權，透過接受公費⽣分

發及專為偏遠地區學校辦理之甄選的教師係接受偏遠地區學校聘任者，應實際服務6年以上，始得提出申請介聘⾄

非偏遠地區學校服務。且根據「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9條及其立法理由，提供教職員⼯⽣住宿設施是需

要優先採取的偏遠地區學校發展措施。另外，較為特別之處，是為了增加教師久任誘因，提供偏遠地區學校教師獎

⾦激勵。

　　依前揭內容，現今偏遠地區教師留⽤的相關策略規劃，除了以法令規範偏遠地區學校教師任教期限，也透過久

任獎⾦的制度創新，希望可以回應⻑期以來偏遠地區師資流動率過⾼的困境。然⽽，透過法規強制偏遠地區學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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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必須實際服務6年以上⽅得申請介聘，並無助於舒緩偏遠地區教師流動率及解決偏遠地區教師年資偏淺的困境，

例如：以⼀位偏遠地區學校初任老師，⼤約22歲⾄23歲的年紀，經過6年的教學服務累積了寶貴教學經驗後，卻⾯

臨成家立業的⼈⽣規劃問題，加上⽬前教師介聘機制有偏遠地區學校加分的規定，所以，滿⾜實際服務年限的偏遠

地區教師只要申請介聘到非偏遠地區學校，原先的偏遠地區學校⼀定是留不住這位教師。

　　另外，從教育現實⾯，⽬前⻑期留在偏遠地區的所有教師，也未必就是最適合偏遠地區學校的教師，加上，⽬

前的不適任教師處理機制效率不彰，若教育主管機關沒有更積極去處理不適任老師的問題，因為偏遠地區學校老師

⼈數少，即便延攬少數優質教師進入偏遠地區學校，受到強調協⼒合作、忠於同事及平凡規範的教師文化之影響，

不難想像優質教師的熱情及理念會受到諸多挫折。

肆、結語

　　「偏遠地區教育發展」是我國教育政策法制的⻑期關注焦點，其亦具有教育機會均等及社會正義的政策價值，

尤其⾃《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在2017年12⽉6⽇公布施⾏後，象徵偏遠地區教育發展受到專法保障；另

外，不同偏遠地區的教育需求具有個殊性及複雜性，若要有效促進偏遠地區教育發展不可能只依靠教育⼒量。所

以，教育主管機關在規劃及執⾏偏遠地區教育發展策略，必須秉持協⼒治理觀點，進⾏跨部⾨的資源整合，並具體

掌握及揭露偏遠地區的真實資訊，以讓更多⼈對偏遠地區教育發展有充分理解及務實回應各偏遠地區的教育發展需

求；另外，不同利害團體（非營利組織、教育利益團體、學者專家等），亦應秉持開放⼼胸、擺脫本位利益考量及

放下專業傲慢，彼此為偏遠地區教育發展共同努⼒。

　　綜合本文相關分析，有關強化偏遠地區師資的應有策略思考，尚包括：教育主管機關對於「偏遠地區師資質

量」的政策規劃，必須先了解偏遠地區國⺠⼩學和國⺠中學的師資組成情形並不完全相同3，例如：偏遠地區國⺠⼩

學教師⼈數占全國教師⼈數之比率並未逐年下降，但偏遠地區國⺠中學教師⼈數占全國教師⼈數之比率則是逐年下

降；再者，⽬前教育主管機關對於偏遠地區師資組成的資訊揭露程度仍有待加強，例如：偏遠地區國⺠中⼩學的教

學年資未滿5年教師⼈數、代理教師比率等，皆未⾒相關公開的歷年數據。最後，本文期許未來的偏遠地區師資政

策規劃及調整，在「偏遠地區教師培育、延攬及留⽤」⽅⾯，可以改變「只追求偏遠地區學校師資數量維持穩定」

的政策邏輯，進⽽實踐「願意進入及留在偏遠地區學校的師資都是優質的教師」的政策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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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雖然⽬前已有「偏遠地區學校分級及認定標準」提供偏遠地區學校認定的具體評估公式，但其評估指標的合理性仍有不少疑慮，

例如：未涵蓋醫療資源評估、文化評估因素僅納入原住⺠地區及⼭地鄉、缺乏學⽣學習成果評估指標等，但此並非本文探討重點，

留待後續專文再論。

2 依據《國⺠⼩學與國⺠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係以班級數為學校教師員額編制之計算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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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過去諸多文獻常以偏鄉學校、偏鄉⼩校等⽤語含括偏遠地區國⺠中學及國⺠⼩學，容易導致對於偏遠地區國⺠中學及國⺠⼩學師

資結構現況及困境的誤解。

* 陳盈宏，國立臺灣⼤學博⼠後研究員

電⼦郵件：yhchen71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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