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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臺灣混齡教學的蓄勢待發

　　社會的變遷、經濟型態的轉變，少⼦化是臺灣教育⽬前最嚴峻的挑戰之⼀，尤以2010年（出⽣⼈

⼝166,473⼈）、2018年（出⽣⼈⼝180,656⼈）最為嚴重（內政部⼾政司，2019）；加上都市化的雙重影響，臺灣

⼩校數量正快速增加中，根據教育部統計處（2019）資料顯⽰，臺灣百⼈（含）以下在100學年度為745所，到

了107學年度卻已達到1020所。

　　因應此種現象，立法院於2017年三讀通過「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其中第⼗條、第⼗⼀條等部分（教育

部，2017），明確給予偏遠學校實施混齡教學的法源基礎。混齡教學，似乎成為偏遠學校得以解決辦學困境，保障學

⽣受教權益的另⼀條康莊⼤道。

　　然⽽到了教育現場，種種來⾃學校⾏政、教師、家⻑與社會⼤眾對混齡教學的疑惑卻接踵⽽來，代表著混齡教學

之於臺灣社會的陌⽣，也代表著需要更明確具體的規劃，透過政策與對策的攜⼿並進，立基於偏遠⼩校的優勢與彈

性，才能發展出在地化的混齡教學模式。

　　107年5⽉底，筆者隨著教育部國⺠⼩學跨年級教學推動計畫團隊⾄⽇本鹿兒島縣，參訪了包含鹿兒島縣綜合教育

中⼼、鹿兒島⼤學附⼩及多所⼩型學校，並與當地教師⼀起參與鹿兒島⼤學附⼩的校園開放⽇，得以⼀窺較為完整的

複式教學運作樣態。以下以⼀位偏遠⼩校校⻑之⾓⾊，先重點整理在鹿兒島的所⾒所聞，再結合⾃⾝相關的實務經

驗，提出臺灣未來推動混齡教學的建議，希冀為臺灣多樣態的偏遠⼩校，尋出另⼀種可能。

貳、取經：⽇本鹿兒島縣複式教學觀摩的重點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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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本九州最南⽅的鹿兒島縣，特殊的地理環境，加上學齡前兒童的減少，形成了兩⼤教育特⾊：「南

北600公⾥的教育」及「偏地⼩規模學校比例⾼，設有複式學級班的學校多。」（中雄信仁，2018）。因此，複式教

學⾃然成了鹿兒島縣的教育重點之⼀，以下將在鹿兒島複式教學的所⾒所聞重點列出：

⼀、學級規範具體化

　　依據⽇本文部科學省於平成29年（2017年）修正後頒佈之「公立義務教育諸学校の学級編制及び教職員定数の標

準」第三條中明訂，在⼩學階段，除⼀年級以35⼈為上限外，其餘年級的班級⼈數上限為40⼈；⽽若每個年級少

於8⼈，則須採複式學級，複式學級的班級⼈數上限為16⼈，但有⼀年級學⽣的班級上限則下修為8⼈。鹿兒島縣綜合

教育中⼼教科教育研修課中熊信仁先⽣（2018）介紹了三種不同的複式學級班的編制⽅式：

（⼀）⼀般複式學級

　　表1中的學校將全校39名學⽣分為3個複式學級班級，其中：⼀、⼆年級學⽣共8⼈編成1班；三、四年級學⽣

共15⼈編成1班；五、六年級學⽣共16⼈編成1班。

（⼆）變則複式—連級複式學級

　　表2的學校，全校學⽣共15⼈，學校將全校15名學⽣編成三個班，⼀年級4⼈單獨成班、⼆年級與三年級學⽣

共8⼈編成⼀班、四年級與五年級學⽣共3名編成⼀班，以符合規定。

（三）變則複式—跳級複式學級

　　表3之學校共分成4班，其中⼀、⼆、六年級為單式學級班，⽽三年級則與五年級共組⼀個複式學級班，這樣跳躍

式的狀況，稱為「跳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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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具體的學級規範，學校便有依據地進⾏單式或複式學級班的編班作業，進⽽再安排後續事宜。

⼆、運作⽅式標準化

　　從不同學校觀課時所⾒的類似運作模式，讓⼈深刻體會到當地複式教學已形成⼀套標準化的運作模式。

　　⾸先，在空間配置部分，由於兩個年級同時在同⼀間教室內上課，其教室前後⽅皆設有⿊板，⼀個年級⾯向前

⽅、另⼀個年級⾯向後⽅，以⽅便教師進⾏個別年級的教學活動。若遇到兩者有共同的教學活動，或是教師需講解共

通的學習概念時，兩個年級學⽣則移動椅⼦同時⾯向教師來進⾏。

　　其次，複式教學須同時兼顧兩個學年的學習進度，才算落實的進⾏。複式學級班的教學計畫，可以分成以下幾種

基本形態（中雄信仁，2018）：

　（⼀）從「分級教學」來看—

1.科⽬交錯的教學：兩個年級各⾃進⾏不同的學科。

2.同科不同單元的教學：班級內兩個年級都進⾏同⼀個科⽬的學習，只是單元不相同。

（⼆）從「同單元教學」來看—

1.共同指導⽅案：兩個年級使⽤既有課本同步進⾏教學活動，若遇到其中有不同內容或同內容、不同程度的情形時，

教師要盡安排適合教導兩個年級學習內容共通處的教學場合。

2.輪替指導⽅案：將教材分成AB兩個年度進⾏教學，兩個年級在內容與程度上都相同的。

3.折衷⽅案：混合共同指導⽅案與輪替指導⽅案來進⾏。

4.完全共同指導⽅案：將原本兩個年級的教材打散重編成兩者在這⼀學年度的學習的內容。

　　緊接著，教師應進⼀步思考如何安排教學流程，以兼顧同⼀班內的兩個年級的學習。⼀般⽽⾔，教學歷程可⼤致

分成四個階段：掌握學習重點、探索學習重點、釐清與確認學習重點、運⽤與延展學習重點（中雄信仁，2018）。

　　其中，掌握學習重點、釐清與確認學習重點這兩個階段，得靠教師的直接教學來完成；在探索學習重點、運⽤與

延展學習重點這部分，則可以透過間接指導來實踐。複式教學的實踐，需巧思安置兩個年級教學歷程四階段的順序，

使教師在⼀個課堂中得以在不同時間點進入不同年級內進⾏必要之教學與指導，移動於年級之間來完成教學任務。

　　鹿兒島複式教學的標準化，⼀⽅⾯減少了現場不可預期的複雜，有助於複式教學能⼤量被複製；同時，也讓讓教

師能按表操課，有益教師專業增能的規劃與落實。

三、學⽣學習責任化

　　在複式教學的課堂中，教師得根據學⽣學習狀況與教學進度在不同年級移動，在教師⾄其他年級進⾏直接教學

時，學⽣並非被忽視，取⽽代之的是間接指導班內更熱絡的合作學習。學⽣⾃主能⼒的養成，是隱⾝於複式教學背後

被培養出的最關鍵也最難得之處，可說是鹿兒島縣複式教學成功的關鍵之⼀。

　　但⾃主能⼒是需要透過階段性的訓練與學習才能⽇趨成熟。在⼩學六年的學習歷程中，需經歷字卡引導、基礎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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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強化學習才能進入真正的討論學習階段，逐步發展出聽從指令、說明指令、組織問題、分析及整合等能⼒。（中

雄信仁，2018）

四、教師成⻑⽀持化

　　⽇本教師是屬於「教育公務員」⾝份，任職若⼲年之後必須調動⾄他校，此為上級權⼒與個⼈義務（楊思偉、陳

盛賢、江志正，2008）。換⾔之，鹿兒島教師有相當⾼的機會擔任複式學級班的教學⼯作。例如在參訪其中⼀所學校

時，中年級複式班教師剛於從其他學校調入，之前沒有任何複式教學的經驗，於是學校⼀⽅⾯安排他到綜合教育研習

中⼼進修，另⼀⽅⾯也透過安排與校內有經驗的教師共同討論、進⾏觀課等⽅式，提供必要的⾏政⽀持。

　　此外，鹿兒島⼤學附⼩所辦理的公開研究會，也是很好的學習來源。這⼀天，縣內不同學校的教師們得以在⼀天

內觀摩到⼀⾄六年級（包含複式班）的公開授課，再加上分科研討會，讓參與⼈員迅速掌握教學實務的重點與關鍵。

　　綜合來談，在教師專業成⻑部分，鹿兒島縣有著⼀套內外兼顧的⽀持系統。附加，鹿兒島的學校對複式教學並不

陌⽣，教師即便沒有任教過，可是都曾聽過或看過，這樣的環境無形中也助於教師的專業成⻑。

　　綜上，學級規範的明確化、運作⽅式的標準化、學⽣學習的責任化、教師成⻑的⽀持化，多⽅和諧的運作共同交

織出⼀張綿密的合作網絡，透過複式教學的⽅式讓偏遠⼩校學⽣的學習更加的優質化。

參、思考：臺灣混齡教學實務推動的⽅向思考

　　兩地文化不同，鹿兒島的複式教學經驗可以提供臺灣在混齡教學即將起步的當下提供參考，但不能完全移植。以

下綜合⾃⾝相關推動經驗，就混齡教學的制度規劃、實務運作、學⽣學習、師資養成等⾯向，提出建議，以為參考。

⼀、採「跨年級教學」精神進⾏混齡教學的制度規劃

　　無論是混齡教學也好、跨年級教學也好、複式教學也好，這些名詞彼此都有重疊的部分，也有著若⼲程度的差

異。在臺灣教育現場對混齡教學的進⾏仍處於摸索狀態之際，⾏政單位宜先在政策⾯先進⾏明確的操作型定義。

　　由於現⾏法令都採「混齡教學」⼀詞，⽬前可先暫時統⼀使⽤此名詞。但就學童的⾝⼼發展狀況、就實務推動的

難易度等因素⽽⾔，混齡教學在教學⽅⾯應採「跨年級」來進⾏，在制度規劃⽅⾯的建議有三：

（⼀）當班級⼈數少於4⼈時⼀定要進⾏。班級⼈數實在過少，⻑期不利學童群性發展，故需透過混齡以保障學⽣的

學習品質與⾝⼼發展。

（⼆）除非特殊狀況，應以上下兩個年級混齡為原則，兩者合計⾄多不能超過16⼈。

（三）⼀年級學⽣應另做考量，含⼀年級學⽣的混齡教學可將⼈數下修為8⼈，或是⼀年級在第⼗⼀週後才開始與⼆

年級⼀起混齡學習。

　　⻑遠來看，臺灣應逐步朝向混齡編班，未來可參酌當時狀況，制定更具體的編班原則。現今不宜冒進，可先⼩範

圍的試辦，並透過實際的補助與資源挹注，讓學校願意投入、讓⼤眾理解混齡教學的優勢所在，也能在過程中逐步去

除或找到實施困境的可⾏因應之道，在穩健中為偏鄉⼩校找尋有效、可⾏的「未⾏之路」（The Road Not

Taken）。

⼆、採「標準化作業」思維，發展混齡教學的運作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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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教科書與教師⼿冊之間的關聯，即便是發展複式教學多年的⽇本，迄今仍不斷透過⼤學端的研究發展、實務

端的觀課與研討等多重⽅式，持續精進複式教學的運作，更遑論混齡教學正在萌芽的臺灣。少⼦化加上⼩校不斷增多

的臺灣，確實需要發展出⼀套適合臺灣文化的「標準化」之混齡教學模式。

　　在硬體空間的安排，是最容易的，參考⽇⽅經驗進⾏微調即可。課堂上的實務運作才是最艱辛的⼀塊。以下先將

⽇⽅的運作模式重新分析成表4。

　　就學科屬性⽽⾔，各領域有各⾃不同的發展重點，在此很難直接斷定哪種模式最為合適。建議主管機關可委託教

育研究發展單位就國語、英語、數學、社會、⾃然等五個領域進⾏更深入的研究專案，並根據結果發展出適合的教學

模式以進⾏推廣。⾄於教科書部份，建議盡可能維持既有的教科書，或採輪替⽅式進⾏完畢，若真需要整編亦需通過

審查機制，保障學⽣的學習權益。

　　⾄於其他領域，課程結構較為鬆散，重新解構再建構的難度較低，且結合在地特⾊的機會頗⼤，不妨留給各校善

⽤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條「……四、混齡編班或混齡教學；其課程節數，不受課程綱要有關階段別規定之

限制。」（教育部，2017）所給予之空間充分發揮優勢。

　　在教學流程⽅⾯，臺灣的混齡教學需要更為具體且精準的說明，前述介紹⽇本的教學四階段其實也頗適合臺灣的

教育現場。除了必須「錯開」兩個年級間的直接指導時段外，另外也要把握「同進同出」的原則，即是上課⼀開始⼀

起進⾏兩個年級在該堂課的任務解說、結束時⼀起進⾏課堂總結與交代後續任務，讓課堂更加完整。教師可以將混齡

教學想像成是將異質性較⾼的分組合作學習，以單元教學來看，其教學歷程並沒有太多改變，以下以⾼年級數學領域

的教學為例以為參考。

三、採「互動式學習」模式強化混齡教學的學習品質

　　教師除了需要安排上述直接指導的時間點外，另⼀個更需思考的問題是：「在教師進⾏直接指導時，另⼀個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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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該做什麼？」唯有間接指導的時段得以順利運作，混齡教學才能算成功。

　　前⾯提到⽇本的⾃主學習，對臺灣也不陌⽣。只是在臺灣，幾乎很少學校做到全校性的培養與訓練，多半是個別

教師⾃⾏的推動。這部份⽬前非常需要更加明確的發展歷程的經驗及書⾯資料，如果能建立出⼀定的流程與教導指

引，絕對有助於培養偏鄉⼩校學⽣的⾃主學習能⼒，這部分也正是混齡教學的最⼤優勢。此外，教師也不妨加入「做

筆記」的元素於課堂教學中，⿎勵孩⼦將學習內容重新整理後加以記錄，也是另⼀種幫助學⽣深化學習的有效⽅式之

⼀。

　　互動式學習，不是單指學⽣與老師間的互動⽽已，更包含了學⽣與學⽣間、學⽣與學習內容之間等的種種互動，

這部份是混齡教學得以將成⻑無限延展之關鍵，也是判斷混齡教學能否成功的最⼤關鍵。

四、採「同步化進⾏」⽅法綿密混齡教學的師資養成

　　必須坦承，臺灣教師具備混齡教學的教學能⼒者，少之⼜少；現有師培單位已能立即提供混齡教學相關課程者，

亦是缺之弗如。這部份，是⽬前臺灣混齡教學在推動⽅⾯的⼀⼤瓶頸，需靠教育主管機關⼤⼒且⻑期的⽀持才有希望

獲得解決，唯今之計只能「且⾛且做」，⼀⽅⾯透過專案計畫，於各區設置重點學校，並系統性整理重點學校的推動

經驗，並配合⼤學端的專案研究與⻑期追蹤，以學術觀點建構出臺灣在地化的理論、研究與常模。同時，這些重點學

校的教師們或其他從事混齡教學的教師，已可透過公開觀課、訪問教師等多樣形態，讓更多現職教師或師培學⽣共同

參與學習，讓混齡教學的推動經驗得以從點⽽線⾄⾯的發展。

　　臺灣因為⼈⼝分布不均，各縣市對於混齡教學的需求也⼤⼤不同。理想上，未來應該可以朝分區負責來思考，擇

定對話窗⼝後，於各區範圍中設立⼀⾄四間不等的重點學校，由師培機構專責輔導、縣市政府協助、學校進⾏實務推

動，三者同步啟動，透過專案研究、研習、⼯作坊、公開觀議課、學術研討會……等多元⽅式，逐步解決混齡教學的

師資問題。

　　當⼩型學校越來越多的時候、少⼦化的狀況越來越明顯的時刻，混齡教學的需求便會越來越⾼。上述的各個⽅

向，應以師資培育最迫切，其他三項可同步進⾏。

肆、結語：穩健發展，往更美好的未來前⾏

　　本文確實仍有許多地⽅未能論及，諸如特教學⽣的安置、餘裕節數的安排等，僅能先就部分⾯向提出看法與建

議。由於臺灣社會對於混齡教學仍然陌⽣，加上許多配套也尚未健全，現階段臺灣的混齡教育需要的是「穩健發

展」，不宜操之過急。

　　或許有⼈會問：混齡教學真能解決所有偏遠⼩校的學習困境嗎？答案也尚未能立即回應，但有品質的教與學，確

實能幫助所有學⽣的學習，只要朝這個⽅向來前進，相信定能確保每個孩⼦的學習品質，無論其⾝在哪種類型的學

校。

　　混齡教學只是⼀種教學⽅式的改變、⼀種學習⽅式的深化，其最終的⽬標還是期盼能讓孩⼦學得更好、⾛得更

遠。⽇本鹿兒島縣綜合教育中⼼的⾨⼝有⼀句標語：「教學⼀如」，為該中⼼的核⼼價值，意思是教等於學，學就是

教，勉勵教師們不斷精進。不只教師，當世界不斷轉變時，學校更需要透過不斷的蛻變往更美好的未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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