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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都會區國民小學階段補救教學方案執行情形之探究 

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賴協志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推動，主要係為促進所有學生的有效學習，開展所有學生的優勢潛能，

亦即能夠達到拔尖、扶弱、顧中間的目標，基於此，政府提出許多革新方案，用以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及整體教育品質。自 2013 年起，國民小學階段弱勢學生的補救教學，主要係依據「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原稱「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來執行；而我國政府為協助都會區

學業成就低落、學習程度較差或因故學習中斷的學生獲得更多課後學習上的輔導與照顧，持續在都

會區的國小推動補救教學方案，每年均補助許多經費及資源給都會區的國小，這些接受補助的國小

在補救教學方案實施與資源挹注後的執行情形值得探究。本研究主要採用問卷調查法，以臺灣地區

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等六都之 607 位參與課後補救教學之國小教師

為樣本，獲得的研究結論主要包括： 

一、我國都會區國小補救教學方案執行現況之整體目標達成度表現尚可，最應加強完成國小各年級

之基本學習內容，客觀界定出學生之基本學力：六都國小及六都都會國小補救教學方案執行現況之

整體目標達成度表現尚可，得分屬中等程度；各題項之中，以「能正確篩選出學習低成就學生，系

統監控受輔後之學習進展」表現較佳；而「能完成國小各年級之基本學習內容，客觀界定出學生之

基本學力」表現相對較差。 

二、我國都會區國小補救教學方案執行現況之整體與各類弱勢學生學習成效仍待提升，對經濟弱勢

家庭學生的學習成效助益較大：六都國小及六都都會國小補救教學方案執行現況之整體弱勢學生學

習成效仍待提升，得分屬中等程度；在各題項之中，以「對於低收入、中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學習成

效之提升有所助益」得分較高，而「對於隔代教養及失功能（包括單親）之家庭的學生學習成效之

提升有所助益」、「對於原住民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有所助益」、「對於外籍、大陸及港澳配偶子

女學習成效的提升有所助益」的得分相對較差。 

三、我國都會區國小補救教學方案執行後之整體實施策略感受良好，其中持續參與補救教學增能研

習係屬有效策略：六都國小及六都都會國小補救教學方案執行後之整體實施策略感受係屬中高程度；

而六都之都會國小參與課後補救教學之教師在補救教學方案的整體策略感受上顯著優於偏遠國小參

與課後補救教學之教師；在各題項之中，以「國小現職教師在取得 8 小時補救教學研習證明後，應

持續參與補救教學增能研習」、「目前建立的國小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系統之運作情形感到滿意」

的得分較高，而「上課期間採抽離班級方式進行補救教學之作法是正確的」、「目前國小補救教學

督導系統之運作情形感到滿意」的得分相對較低。 

四、我國都會區國小補救教學方案執行後仍有上課方式不夠多元、師資專業知能待加強等問題：六

都國小及六都都會國小補救教學方案執行後之問題仍然存在，得分係屬中等程度；在各題項之中，

以「補救教學的上課方式不夠多元」、「補救教學師資的專業知能有待加強」、「現行補救教學相

關法規之規定不夠清晰完整」、「教師在補救教學時，仍會進行家庭作業寫作」等問題的得分較高。 

 

【研究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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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國都會區國小補救教學方案執行後，有需要補救教學之學生不應有人數限制，且應持續推動

此方案：六都國小及六都都會國小補救教學方案執行後，在「經學校學習輔導小組認定有需要補救

教學之學生不應該有人數限制」、「學校能正視學生基本學力之重要性」、「補救教學實施方案應

該持續推動」等題項之得分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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