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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縮短全體學習低成就學生的學習落差」問題的轉化策略 

【文／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葉家棟】 

為加強扶助弱勢家庭的學習低成就學生，以縮短其學習落差，提升整體教育品質，教育部自

95 年度起開始辦理「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積極運用現職教師、退休教師、經濟弱勢大專

學生、大專志工等教學人力，於課餘時間提供弱勢且學習成就低落國中小學生小班且個別化之免費

補救教學。對於原住民比率偏高及離島地區等地域性弱勢的國中小學生，則是以「教育優先區計畫

–學習輔導」對原班級學生進行免費的補救教學。另為提升高中（職）教育品質，則是以「高中

（職）優質化輔助方案」對學習成就低落的高中（職）學生進行免費的補救教學。 

因「攜手計畫–課後扶助」及「教育優先區計畫–學習輔導」政策，均是基於社會公平正義而

訂定，旨在照顧弱勢的個人或地區，但尚未關注到不具弱勢身分的國中小學習低成就學生，另高中

（職）藉「高中（職）優質化輔助方案」實施補救教學，各校實施方式（如受輔學生條件、實施科

目等）有明顯差異。有鑑於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後，國中學生將可免經升學考試直接進入高中

（職）或五專就讀，為避免學生的基本學力因無升學考試而下降，已成為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待

解決重要課題。如何進行補救教學以確保每一位學生的基本學力，亟需訂定完善的補救教學實施方

案，並具體實踐。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的補救教學實施方案的目標是「縮短全體學習低成就學生的學習落差」，

但是由於無法掌握學習低成就學生的數量及流向等資料，使得這個目標不易實現。為了掌握習低成

就學生的流向，問題的解決策略可試以「全體同年級學生」為潛在學習低成就學生，並根據現有相

關補救教學資料，進行分解及歸類，所得到的分解結果可作為學習低成就學生的流向的研究架構，

及作為研究問題的暫時性答案的訂定依據，這個過程就是問題的轉化過程。這個分解方法表現如同

把一個大問題，分解為若干成若干小問題，然後再對這些小問題進行分解，直到找出具體的可操作

的手段。基本上，問題的轉化過程包括分解問題及確立暫時性答案。 

一、分解問題 

分解問題的目的是找出具體的可操作的手段。首先，將「全體同年級學生」作為潛在學習低成

就學生，通過四個是非問題的分析後，這些潛在學習低成就學生大致上可以歸類到 A 至 D 這四項

中，如圖 1 所示。這四個是非問題都符合相關補救教學的現況。為了縮小分析範圍，這個分解結果

又可概括成「篩選學習低成就學生」、「實施補救教學」及「檢驗補救教學成效」等三個階段，如

圖 2 所示。 

【研究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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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確立暫時性答案 

根據圖 2 的概括結果，若具體實踐「有效篩選學習低成就學生」、「有效實施補救教學」及

「檢驗補救教學成效」等三個工作項目，則可達成「縮短全體學習低成就學生的學習落差」的目標，

如圖 3 所示，因此，「如何縮短全體學習低成就學生的學習落差」這個研究問題，可轉化成「如何

有效篩選學習低成就學生」、「如何有效實施補救教學」及「檢驗補救教學成效」等三個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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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個子問題可以作為後續收集資料及驗證的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