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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齡教學於國中小階段之實施方式與支持措施 
—多重個案探究 

 

林欣毅＊、鄭章華、廖素嫻 

 

為因應少子化導致學生人數漸減的趨勢，以及有效整合、善用學校資源，

提供學生適性學習的機會，實施混齡教學有其重要性。本研究進行文獻分析、

課室觀察及訪談，探討現行實施混齡教學的原因、方式與支持措施，並提出具

體建議。研究發現以下三點，首先，混齡教學的原因可分為：因教育理念而實

施混齡教學、因現實考量而實施混齡教學；混齡教學的實施方式至少包括：探

究式教學、協同教學、合作學習、差異化教學法。另外，混齡教學的支持措施

則從教師專業成長、課程規畫、學校行政支持三方面進行分析與論述。整體而

言，混齡教學的實施不論在師資培育、教師專業成長、課程規畫、教學實施、

行政措施等方面，皆需有更多的支持與配套。關於國中小混齡教學之研究在國

內仍屬於初探階段，期待未來能有更多不同面向與不同研究方法之相關研究投

入，俾使教育研究社群對於混齡教學能有更多的理解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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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and Support Measures for Mixed-age 
Teaching in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s: A Multiple 

Case Study 
 

Hsin-Yi Lin＊& Chang-Hua Chen, & Su-Hsien Liao 

 
As a result of low birth rate and population decline, mixed-age teaching is critical for 

accommodating the needs of classes with fewer students and for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and 

utilizing school resource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daptiv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classroom observations, and interviews,  the underlying reasons for 

mixed age teaching, methods of implementation and support measures employed by schools 

are explored.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 justifications for mixed-age 

teaching are based o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2) mixed-age 

teaching is implemented through four approaches; namely, inquiry-based instruction, team 

teaching, 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and 3) measures for 

supporting mixed-age teaching can b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from three aspects: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urriculum planning, and school administration support. Overall, 

implementing mixed-age teaching requires further support on aspects of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urriculum planning,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Studies on mixed-age teaching in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wan are preliminar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ies may assist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 community in understanding and implementing mixed-ag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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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 mixed-age teaching, team teaching, low birth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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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齡教學於國中小階段之實施方式與支持措施 
—多重個案探究 

 

林欣毅、鄭章華、廖素嫻 

 

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近年的少子化趨勢，我國國中小在學人數逐年下降，從民國 91 年的 288 萬

人，至 101 年的 221 萬人，十年間減少了約 67 萬人（教育部，2013）。根據行政院經

濟建設委員會（2012）的估計，未來 10 年進入國小、國中之學生將較 2012 年分別減

少 1.5 萬人（–7.2%）、13.5 萬人（–44.3%）。由於出生人數持續減少，各級學校入

學人數亦處持續下降之趨勢，人數少的小校將越來越多，教育體系也將面臨學生來源

不足以及教育資源閒置的問題。此一現象在偏遠學校更加顯著，並且直接導致裁校、

併校、併班的情形（蔡銘津，2012）。 

為因應上述問題，一些偏遠學校不得不考慮實施混齡教學，將不同年齡層的學生

混合在同一個班級學習，學生有更多機會和不同年齡的同學互動；因合班上課而騰出

來的教學人力，則可以移做學習輔導、行政支援、補救教學之用，讓學校能有效地運

用教育資源（Lindström & Lindahl, 2011）。實際上，以年齡為劃分依據的教學模式是

在 19 世紀初才開始在各國流行，並紛紛建立起按年齡分班的學校系統（Little, 2006），

我國現行中小學「六、三、三」學制便是模仿美國而來（簡成熙，2004）。現今許多

國家則是採取混齡教學，例如瑞典有三分之一的小學與四分之一的國中採取此方式

（Lindström & Lindahl, 2011），Little（2006）的調查更顯示，2005 年全球約有兩億四

千多萬的兒童接受混齡教學，範圍遍及數十個國家。 

混齡教學的實施，對於學生人數不足、教育資源閒置的學校而言，提供了另一種

更彈性、更有效整合教育資源的可能性。另外，由於部分體制外學校也實施混齡教學，

若深入分析其實施原因、教學方式及支持措施等內涵，將有助於更全面的了解混齡教

學之實施緣由與現況、提出支持混齡教學的措施與相關建議。尤其在十二年國民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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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教育部，2014）（簡稱十二年國教總綱）允許各教育階段進行混

齡教學的脈絡下，國中小混齡教學的研究確有其必要性，此為本研究的立意基礎與可

能貢獻。 

據此，本研究之問題為：(1)目前國中小實施混齡教學的原因與現況為何？(2)國中

小進行混齡教學的方式為何？(3)混齡教學的相關支持措施為何？有鑑於目前我國國

中小實施混齡教學的學校並不多，相關研究缺乏，且多集中於學前教育的研究，因此

本研究擬採質性的個案研究，立意選取四所能夠提供豐富資訊的學校作為研究對象，

以深入個別學校脈絡中針對混齡教學的現象進行描述與探討。 

 

貳、文獻探討 

 

我國近年來由於家庭結構的轉變，家中子女少，提供孩子學習各種角色及社會技

巧的機會不足，混齡教學成了學前教育的一種新趨勢，以增加孩子學習社會角色及人

際互動的經驗（黃意舒，2000）。 

以下分別論述混齡教學之涵義、混齡教學的現實考量與理想，以及混齡教學的研

究面向與方法： 

一、混齡教學之涵義 

不同學者在探討混齡（mixed-age）時，使用的辭彙也不盡相同，包括混齡編班

（mixed-age classes）、混齡編組（mixed-age grouping）、跨年齡編班（multi-grade 

classes）、垂直編班（vertical grouping）、家庭編組（family grouping）、無年級學校

（nongraded school）、不分級學校（ungraded school）等，主要概念都是指不同年齡層

的學生在同一班級或團體裡，由教師進行相關教學活動（Katz & Chard, 1995；Lindström 

& Lindahl, 2011）。 

混齡教學不以「年級」為界限，反而減少學校對班級的干預，使其更具彈性

（Anderson, 1992），例如在人口稀少的芬蘭，混齡編班便提供偏遠地區一種更彈性的

施教考量（陳之華，2013）。混齡教學主張學生不應以年齡做為單一的分類標準，學

生的能力、個性、習慣及興趣等特質都應受到重視，在教學時也應優先被考慮，而學

生的學習則是按照自己的進度，逐步完成自己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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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齡教學的理論依據至少包括 Vygotsky 的近側發展區（ZPD）以及 Bandura 的觀

察學習。ZPD 理論認為，兒童的心理發展可以藉由成人的協助或是與能力強的同伴合

作，而得到提升（Vygotsky, 1978）。Bandura 的社會學習理論則強調學習者會對身邊的

榜樣進行觀察與模仿，進而習得行為模式（Bandura, 1977）。簡言之，混齡教學強調

課程不應以年齡作為劃分依據，而應考量學生的能力、個性、習慣及興趣等特質，進

行適性的分班或分組，以利學生的學習。混齡教學的實施使偏遠地區的課程安排更具

彈性，也使學生的社會角色學習及人際互動更加多元。 

二、混齡教學的現實考量與理想 

國外的混齡教學較為普遍，相關研究與論述也較充分；國內混齡教學的研究多聚

焦於學前教育，極少針對國中小實施混齡教學的現況進行探究。因此實有必要藉由實

徵研究以了解現行混齡教學的原因、方式與行政上的支持措施，提供教育人員實施混

齡教學以及政策施行之參考。國外中小學的混齡教學則有不少可借鏡的經驗。 

由於經濟限制，挪威大多數國中小採取混齡編組的方式來減少班級數，以降低教

育經費，這是常見的混齡教學原因（Leuven & Rønning, 2011）。 

在英國，許多小校也實施混齡教學，原因可分為：(1)經濟因素：由於經濟困境，

為了避免併校或撤校，以混齡教學來撙節財務支出；(2)便於管理：部分學校囿於入學

人數不足、各年級人數不平均之情形，故採取混齡教學（Berry, 2004），是一種基於經

濟與管理考量的權宜方式。ORACLE （observational research and classroom learning 

evaluation）的研究則指出，為了因應入學人數波動而調整為雙年級教室的學生，其成

就表現比單年級教室的學生低（Berry, 2004）；在 1978 年的 HMIs （Her Majesty's 

Inspectors of schools）調查中也顯示，混齡班級學生的學習成就較低，而且教師也無

法勝任面對不同程度的學生（Berry, 2004）。儘管該研究因沒有區隔城鄉差距而被質疑

其效度（Bennett, O'Hare, & Lee, 1983），但仍能從中看出學校利用混齡教學來解決經

濟與管理等現實問題的情形。Berry（2004）建議，國小可以一加二年級、三加四年級

和五加六年級實施混齡教學，而在課程內容上則依循國家課程來規劃教學活動，同時

允許學生自主調整學習步調，或許才是較好的混齡教學模式。另外，也能從某種特定

取向來實施混齡教學，例如英國的國定讀寫策略同樣是採取混齡教學，研究結果發

現，學生讀寫能力依然能符合預期成效（Fisher, Lewis, & Davis, 2000）。 

瑞典自 1980 年開始實施混齡教學，約有四分之一的國小四至六年級學生接受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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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教學，採取混齡的理由除了經濟與族群融合的考量外，主要是基於教育理念

（Lindström & Lindahl, 2011）。藉由班級組成的異質性以及不同年齡同儕的互動，希

望對學生的認知發展有正面的影響，低年級向高年級學習，高年級也可照顧低年級，

增加了情意上的發展。然而，透過大規模的抽樣調查，分析認知測驗與學業成績發現，

混齡教學對於六年級學生的認知情形有負面影響（四至六年級混齡），程度為 5%，統

計上達到顯著（Lindström & Lindahl, 2011）。 

Hyry-Beihammer 與 Hascher（2015）針對芬蘭以及澳洲兩國的五間小校進行研究，

發現這些學校採取多樣的教學行動以克服混齡教學中，學生的異質性所造成的教學困

難，並能有效的支持個別學生的學習。其中一種策略是採取平行課程（parallel curricula）

或課程循環（curriculum rotation）；另一種則是採用同儕教導（peer tutoring）或個別

化任務（personal work plans）。 

美國則因各州教育法案的不同，混齡教學的政策和學校措施也有差異。在 1990

年，肯塔基州實施一項教育法案，建立不分年級的小學課程大綱，強調混齡的班級可

提供多重能力的學習經驗。1992 年立法通過，法案詳列適性發展、混齡與多重能力、

真實評量、質性報告等要點。到了 1996 年，更賦予學校權限自主建構課程大綱（Song, 

Spradlin, & Plucker, 2009）。該州對混齡教學採取漸進式的做法，從政策面逐步落實至

學校層級，給予學校更多自主的空間。密西根州則是在 1994 年由教育委員會發布一

項新的補助措施，主要是協助學校規劃混齡教學。1995 年，約有五分之一的學區完成

設置，到了 1998 年已有二分之一以上的學區自主規劃混齡教學。然而，州政府的補

助卻在 1999 年停止，也不再鼓勵學校實施混齡教學，原因是混齡教學無法與每年度

的測驗相互配合，儘管州政府認為此項措施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Song et al., 

2009）。蒙大拿州則與英國、瑞典的情況相似，面臨學生人數衰退以及預算減少的困

境。MSSA（Montana Small Schools Alliance）利用問卷與焦點團體調查，以蒙大拿州

42 個學區共 141 所學校為樣本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實施混齡教學的難度儘管高居第四

名，仍有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認為實施混齡教學對於小校維持正常營運有其助益

（Morton & Harmon, 2011）。從維持學校經營的角度來看，混齡教學已成為許多國家

或地區在面臨經費或學生來源不足的一種作法。 

綜合以上的國外研究發現，實施混齡教學的原因包括經濟限制、學生數減少、管

理便利等現實因素，也包括族群融合、適性發展、多元能力等理念因素。混齡教學的

實施需搭配相應的師資培育與配套措施，否則將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而具體的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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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包括：依相近的教育階段規劃混齡教學、依特定取向實施混齡教學、賦予學校權

限自主建構課程、政府的政策支持等。 

至於國內的混齡教學研究則多聚焦在學前教育階段。林書伶、蕭夏玉與萊素珠

（2010）的研究指出，混齡教學的實施容易形成小家庭式的社會情境，有助於年幼的

學生在團體討論過程中觀察他人發言，年長學生順勢對年幼學生搭建鷹架協助幼者學

習。丘愛鈴（2001）針對幼兒園混齡協同教學的實施成效進行研究，發現教師的協同

合作最能發揮教學效果，不僅可統整學生的生活經驗，亦能幫助學生開展多元智慧，

增進人際互動。研究進一步指出，混齡協同教學除了能建構學校教師文化、學習領域

的課程統整、視學生為主動思考與行動的主體之外，尚有整合偏遠地區小班小校的教

師專長和教學資源之功效。 

此外，教育部考量偏鄉小校學生人數少、代課教師過多等困境，於 2015 年在部

分國小試辦混齡教學，並提出《國民教育法》修正草案，希望讓學校實施混齡教學有

其法源依據（劉偉瑩，2015）；十二年國教總綱則明文規定，各校得視課程實施及學

生學習進度之需求，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彈性調節每節分鐘數與年級、班

級之組合（教育部，2014）。 

三、混齡教學的研究面向與方法—師生、教學與環境 

混齡教學的研究牽涉到教學活動的規劃和執行、支持混齡教學所需的相關資源

等。在 Cohen、Raudenbush 與 Ball（2003）的研究中提及，過去在教學與學生表現相

關性研究方面，通常假設教學資源的多寡決定學生的表現。然而 Coleman 等人（1966）

的報告書中卻指出，學校的資源、設備等因素與學生成就之間的相關性極低，Hanushek

於 1981 年、1989 年的研究也支持此觀點。Cohen 等人（2003）指出過去的研究將重

心放在資源分配，後來的研究則開始將重心放在教學過程與資源應用的情況。 

Cohen 等人（2003）進一步提出教學互動的三角概念，即教師與學生、教學內容

及環境的互動關係，建議在進行相關研究時以此作為核心。適合的研究方法包括大型

調查（large-scale surveys）加上民族誌，或是微觀的民族誌（micro-ethnography）等。

本研究參酌並調整 Cohen 等人（2003）的分析面向，作為初步資料蒐集的架構，以期

能解答本研究所關懷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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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質性個案研究法 

本研究採質性的個案研究（Yin, 2014），研究者可在自然的學校情境中蒐集混齡

教學活動的第一手資料。再者，質性研究中豐富的描述性與對情境脈絡的觀照，有利

於呈現本研究所欲捕捉的混齡教學情形。質性研究亦關注事件發展的過程，藉由教學

資料的梳理，則能根據研究問題提煉出可能的論點 （Bogdan & Biklen, 2007）。本研

究欲了解現行混齡教學的實施原因、方式與支持措施，期望能從實務經驗中彙整出研

究結果與可能建議。另外，本研究視混齡教學為一種特殊脈絡下的教育現象，因此採

個案研究針對個別脈絡下的現象進行研究，並蒐集多種資料作為分析依據。 

二、研究參與者 

由於實施混齡教學的學校並不多，因此本研究採取立意取樣，以提供資訊的豐富

性作為立意取樣的標準，選擇對於研究問題能夠提供豐富資訊的個案學校為研究對象

（Stake, 1995）。根據文獻探討，混齡教學的實施可能因辦學理念、經濟考量等因素而

有所不同，研究者以此作為選擇學校的標準，選擇 A、C 兩所體制外理念學校，以及

B、D 兩所體制內偏鄉小校為研究對象，希望從中得知各學校的不同考量在混齡教學

上的差異。另外，選擇位於外島的 D 校，主要用意是台灣本島與外島的學校在現實考

量上，可能有其差異性存在。學校規模方面，除了 C 校為接近 300 位學生的中型學校

外，其餘學校皆屬於少於 50 人之小型學校，相關資料如表 1 所示。 

表 1  個案學校基本資料彙整表 

 A 校 B 校 C 校 D 校 

學校位置 北部 中部/偏鄉 北部 外島/偏鄉 

教育階段 國中小 國小 國中小 國中小 

學校規模 小 小 中 小 

教育型態 體制外 體制內 體制外 體制內 

混齡學科 部分學科混齡 部分學科混齡 全部學科混齡 部分學科混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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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蒐集與分析 

研究者在徵得各校校長與教師同意之後，進入研究現場。本研究自 103 年 1 月至

4 月密集蒐集資料，資料的蒐集主要為半結構式訪談以及參與觀察。訪談大綱包含受

訪者的基本資料、平時的備課情形、教學方式、評量方式、實施混齡教學的原因、混

齡教學的優缺點以及學校行政的支持情形等方面。接受訪談的人員包含校長 4 人、教

師 26 人，共計 30 人，訪談時間約 40 至 60 分鐘不等，視實際訪談情形而定，訪談錄

音檔皆轉錄成逐字稿，共計 30 份。本研究並對接受訪談的教師進行課室觀察，獲得

10 份的 A 校參與觀察記錄、3 份的 B 校參與觀察記錄、17 份的 C 校參與觀察記錄以

及 3 份的 D 校參與觀察記錄，共計 33 份觀察紀錄。根據保密協定，校名與人名均以

化名取代，資料蒐集後建立索引，並將訪談資料與觀察記錄予以編碼。訪談資料的編

碼除了四校校長之外，將 A 校的 4 位教師編碼為 A1 到 A4；B 校為 B1 到 B4；C 校為

C1 到 C16；D 校為 D1 與 D2，訪談日期則羅列於後，如表 2 所示。觀察記錄的編碼

則以學校代號加上日期標示，例如 A 校 3 月 10 日的研究日誌即標示為「研 A0310」。 

表 2  受訪者編碼彙整表 

編碼 日期 編碼 日期 編碼 日期 編碼 日期 

A 校長 0305 B1 0313 C5 0325 C13 0403 

B 校長 0313 B2 0313 C6 0326 C14 0403 

C 校長 0320 B3 0314 C7 0326 C15 0403 

D 校長 0414 B4 0314 C8 0326 C16 0403 

A1 0305 C1 0320 C9 0402 D1 0414 

A2 0305 C2 0320 C10 0402 D2 0414 

A3 0305 C3 0321 C11 0402   

A4 0305 C4 0325 C12 0403   

 

訪談錄音檔轉譯成逐字稿後，透過持續比較與重複檢視（Bogdan & Biklen, 

2007），進一步分類與編碼，並對照相關文件與文獻，做為描述與分析的依據。資料

的分析參考 Cohen 等人（2003）之研究架構，即教師與學生、教學內容及環境的互動

關係，在持續比較的過程中，逐漸浮現出資料分析的架構，包括：「1.實施混齡教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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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2.混齡教學的方式」與「3.混齡教學的支持措施」三個主軸。在實施原因主

軸下分為「1.1 教育理念」與「1.2 現實考量」兩個類別；教學方式主軸下分為「2.1

探究式教學法」、「2.2 協同教學」、「2.3 合作學習教學法」與「2.4 差異化教學」四個

類別；支持措施主軸下分為「3.1 教師專業成長」、「3.2 課程規畫」與「3.3 學校行政

支持」三個類別，如圖 1 所示。以「實施混齡教學的原因」主軸為例：研究者進行文

獻探討時發現，國外實施混齡教學的原因包括經濟因素、學生人數減少、便於管理、

促進族群融合、豐富學習環境等；在分析研究資料之後認知到個案學校實施混齡教學

不外乎學校經費、少子化、辦學理念、適性學習等因素，而這些因素的上位概念為「現

實考量」與「教育理念」兩個類別。 

 

 

 

 

 

 

 

 

 

 

 

 

 

 

 

 

 

圖 1  研究分析架構 

 

研究分析架構 2.混齡教學的方式 

1.實施混齡教學的原因

3.混齡教學的支持措施

1.1 教育理念 

1.2 現實考量 

2.1 探究式教學法 

2.2 協同教學 

2.3 合作學習教學法 

2.4 差異化教學 

3.1 教師專業成長 

3.2 課程規畫 

3.3 學校行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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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架構確立之後，研究者據此進行資料分析。為確保研究分析的信賴性

（trustworthiness）（Lincoln & Guba, 1985），研究者在分析的過程中進行三角校正

（triangulation），針對四所個案學校的 30 份逐字稿分析結果，對照 33 份的觀察紀錄

以及個案學校的相關文件：學校背景資料、課程發展計畫、教學方案、教室課表、各

領域教材等，進行交叉比對以檢證資料分析的結果。 

其次，本文的第一作者先行分析資料，再與其他作者討論個案學校實施混齡教學

之原因、方式與支持措施，不斷地溝通、質疑、釐清彼此的見解。例如：資料分析過

程所浮現的「協同教學」類別，其範疇可能是「混齡教學的方式」，亦可能是學校用

以培訓新進教師的「混齡教學的支持措施」；研究者之間便會針對「協同教學」類別

每次的出現，討論當時的觀察情境，或是針對訪談逐字稿的前後文脈絡進行梳理，最

後確定「協同教學」類別出現時所代表的意義與歸屬，傾向於教學的方式。 

再者，本研究提供論文報告給個案學校進行檢視（member check）（Shenton, 

2004），並得到個案學校的確認回饋，以確保文中所陳述之混齡教學研究發現不致有

曲解之處。最後，參與任務匯報會議（debriefing sessions）亦為確保研究信賴性的一

項做法（Shenton, 2004）。本研究受政府機關委託，在研究案結束之後，至不同單位匯

報研究發現並對於混齡教學的實施提供相關建言，從與會專家學者的提問與建議當

中，修正與精緻化本研究之發現。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首先釐清混齡教學的實施原因，並進一步論述教學方式與行政支持情形，分述如

下： 

一、實施混齡教學的原因 

（一）教育理念 

第一種是因教育理念而實施混齡教學。A 校與 C 校是體制外學校，強調以學生為

中心的理念。由於是體制外學校，在課程與教學設計上有更多的彈性。C3 教師具有

七年的混齡教學經驗，談到混齡教學時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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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齡教學是因為適性教育分組，而造成混齡教學的結果…體制內學校都是一開

始就分好年級，一屆一屆往上升，可是對（本）學校來說會看學生學習起點，

而決定他的學習進程。（C3） 

所以混齡教學「是跟著學習者的腳步而進行的學習活動，學生不會因為年齡的限

制而在學習方面有所阻礙」（C3），「譬如他的語文很強，強到在三年級根本不夠，分

組的時候就會分到高年級去」（C4）。因為教育理念而實施混齡教學主要是適性的考

量，因學生學習情況、精熟程度的不同，自然而然形成混齡編班。另一個因素也加強

了混齡教學的實施： 

大孩子如果跟小的放在同一班，你會發覺（大孩子）進步得很快，面子問題，

他會突然發現自己的程度很差，因此大孩子會變得很容易帶。（A3） 

從 A 校的混齡編班中可以發現，不同年齡的同學產生以大帶小、相互激勵的效

應 ， 同 時 也 讓 教 師 的 班 級 經 營 更 加 容 易 。 Lindström 與 Lindahl （ 2011 ） 以 及

Hyry-Beihammer 與 Hascher（2015）的研究也發現，不同年齡的同儕互動，對於認知、

情意的發展有正面影響。 

（二）現實考量 

第二種採取混齡教學的原因主要是現實考量。其一是體制內的偏鄉小校班級人數

較少，為了讓學生之間有足夠的互動機會，所採取的不得不的作法。以 B 校的體育課

為例，6 年級只有一位學生，若不實施混齡教學，學生就無法有互動學習的機會（B1）。

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 D 校，國中有些班級才四、五個人，所以不得不混齡併班（D1；

D2）。 

其二則是因為師資的匱乏。偏鄉小校的師資少、流動率高，教師必須負荷的行政

工作量多。為了減輕行政負擔，B 校的音樂課即讓 2 到 6 年級的學生合班上課（研

B0314；B4）。當研究者論及混齡教學所跨越的年段大小對教學成效產生的影響時，D

校教師感嘆道，「（長期以來）我們學校一直處於師資匱乏當中（D2）」，顯見偏鄉小校

的師資匱乏情形已影響了學校的編班考量，也可能使學生的學習權益受到影響。 

因現實考量而實施混齡教學的學校，多半將混齡教學視為面臨學校經營困境所採

取的手段。Berry（2004）針對英國實施混齡教學的研究也指出，混齡教學的實施原因

即是經濟因素與便於學校管理。Leuven 與 Rønning（2011）的研究則提到挪威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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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藉由混齡編組以降低教育經費。上述因現實考量而實施混齡教學的情形與本研究

中的 B、D 兩校的情形類似。Morton & Harmon（2011）的研究則顯示，實施混齡教

學對於小校維持正常營運有其助益。偏鄉小校面臨學校經營困境時，混齡教學被認為

是一種可能的解套方式。 

二、混齡教學的方式 

以下針對探究式教學、協同教學、合作學習、差異化教學法等四個教學法進行分

析與論述： 

（一）探究式教學 

探究式教學的核心在於探索、解釋、交流與評價（洪振方，2003）。訪談中發現，

以學生為中心的體制外學校在課程安排上，不會只按照既有的規畫進行教學，而是根

據學生的興趣與需求調整教學方式（A1）。更有甚者，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逐步發展

出學生本位的課程。 

我們這兩個月走訪了 20 個站，事前都有準備，可是小孩當下有情緒反應，或

是投入其中，這個東西很適合發展（課程），然後我有能力、資源、時間，就

變成一堂課。（C1） 

閱讀課程的設計，是根據學生前次上課的成果，確認此次的上課內容與主題，

課堂互動情形如下：教師與學生一同分享、賞析學生的作品，引導學生探討與

辯論，教師再適時帶入修辭法的教學與相關例句，並邀請學生運用此修辭法進

行創作（研 A0305；A2）。 

探究式教學法以學生的學習興趣為主體，強調學生的自學能力，而學生的學習興

趣往往無法僅以單一科目就能涵蓋，問題的範疇常是跨學科或跨領域的，所以課程內

容常以主題的方式呈現。如 C1 教師談及課程安排時所說： 

排課的時候就是先想辦法把物理統籌進去，主題是跟物理有關的東西為主，然

後會帶到化學、數學等，這是一個方法。（C1） 

主題式的探究教學與傳統的分科教學，其知識結構是截然不同的。傳統的分科教

學，知識結構固定且界線清晰，主要的好處是在知識的傳授過程中，能確保學習者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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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結構完整且循序漸進的知識；另一方面也能讓教學者容易掌握課程內容的範圍，易

於備課。然而，主題式的探究教學強調引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而隨機發生的學習興

趣，可能使得學習內容不同於原先的安排。C3 教師分享道： 

先了解學生的能力跟態度，再去跟他們談，他們覺得他們的學習需要的是什

麼，就比較不會像是一般教學的模式。（C3） 

換言之，主題式的課程結構多以了解問題、解決問題為核心，因此課程內容常涉

及不同學科或領域，導致教師的備課難度高於分科教學。又因教師也需具備課程統整

與持續引發學生學習動機的能力，所以當論及主題探究式教學時，A1 教師即指出，「提

出能夠凝聚學生注意力的問題，以及培養學生問題解決的自學能力是很重要的」

（A1）。此外，在課程中保留學生可以自學的空間也相當重要。 

（二）協同教學 

實施混齡教學時，課程若涵蓋不同領域或科目時，也會牽涉到兩位以上的教師共

同規劃課程、協同教學的情況： 

我跟另一個老師協同的部分比較多，他比較偏社會課，我比較偏自然課，我們

就圍繞著一個主題，把生物及社會的部分在同樣的主題上繞。（C2） 

不同的學校實施協同教學的經驗也有差異。B 校校長提到「學校老師的本位主義

高，很多老師不希望跟別人合作，無法與其他老師協同教學（B 校長）」。由於 B 校為

偏鄉小校，採取混齡教學、協同教學多是著眼於現實考量，為因應學生互動不足、師

資貧乏的情形所致，因此校長也特別提到： 

如果將混齡教學或協同教學視為因應少子化的作法，那麼應以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為主要考量，而不是單純地節省經費。例如外聘老師上課的時候，協同老師

如何搭配，讓學生的學習成效更高，可能牽涉到師資培育與課程設計的專業職

能。（B 校長） 

不同於 B 校的作法，C 校則是將協同教學視為培育新手教師的機會。課堂中的協

同教學是由經驗豐富的教師帶著新手教師一起規劃、執行，使新手教師能夠在實務中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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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教學）主要是以師培為目的，我會讓比較不能上手的老師在旁邊協助，

課程的設計會跟他討論，執行的時候他也會參與，也會邀請他共同評量。（協

同教師）大部分就是做觀察記錄，執行的時候他比較不會引導，必須先由我主

導，偶爾我看狀況覺得他能力足夠的時候，就會邀請他給孩子提問題，他就會

嘗試性的用英文對孩子提問。（C14） 

此外，針對協同教學的實施，C 校也發展出特有的教學模式與課程省思，其中 C5

教師提及： 

例如語文課，我們在學期前就已經討論好這一學期大概要跑什麼東西，在每一

週的上課前一兩天再一起討論教材，然後才正式上課…上完課後，星期二晚上

會有一個班群會議，我們很常在這個時間討論學生的學習狀況…學生因為什麼

狀況沒有辦法學習，或是學習表現優異的…（課程）應該怎麼調整。（C5） 

Stuart、Connor、Cady 與 Zweifel（2006）指出，混齡教學的實施跨越二至三個年

級來進行，採用教師協同教學方式，依學生興趣、能力程度而彈性分組，引導學生合

作學習為其意義所在。丘愛鈴（2001）也指出，協同教學不僅能夠促進混齡教學的實

施，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與人際互動，更能形成學校教師文化，此論點與 C 校所秉持

的觀點相同。 

（三）合作學習 

混齡教學的實施除了教師課堂講述，教師也會運用合作學習進行教學（研 A0305；

B0313；C0320；C0325；C0326），以發揮混齡教學中不同年齡同儕互動的優勢。研究

者在 C 校活動課中即觀察到： 

課中設有一位年長學生擔任小組長，充分得到老師授權。小組長的職責是協調

活動設計時產生的問題。小組長、教師、其他年幼學生在進行溝通時，大家樂

於分享、表達想法，地位相當對等，師生關係如同夥伴關係。相關事務多是討

論後產生的決策，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認同感。（研 C0326；C8） 

另一位服務 27 年的 A2 教師也分享國語課中，同儕互動而促進學習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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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小小孩先去看教材，讓他們提問題去問大小孩…大小孩深化教材後，其實他

反而念的比較多，因為語文並不是靠老師講，如果願意自己念，其實裡面的內

涵更多。（A2） 

可見混齡的合作學習方式，可以使精熟程度較低的學生在精熟程度較高的學生帶

動下產生鷹架作用，提升學習效能。另外，B 校校長也提到，「可以採取小老師制度，

就是會的小朋友去教不會的小朋友…藉由這些小老師來協助，也可以提升能力比較不

足的孩子的進度（B 校長）」。D 校校長則認為混齡教學時，學生接受到更多來自彼此

互動的刺激，會相互激勵，進而改變學習氛圍（D 校長）。 

此外，混齡教學中的合作學習，對於學生的自主學習、人際互動產生了一定的正

面影響。下列兩則案例中，第一則案例是關於兩位學生自主探索，習得電腦程式設計

的能力；另一則案例則是不同精熟程度的學生自主成立社群，精熟程度較高的學生帶

動精熟程度較低的學生共同學習的例子： 

有一個同學心血來潮，就找我幫他寫程式，但是因為時間因素，我就是有一搭

沒一搭的教他。他試了一早上後，下午就去找另外一個比較年長的同學，然後

兩個人開始練習寫，一個比較資深、一個比較資淺，兩個人就開始在玩怎麼樣

寫程式這件事情，然後差不多到昨天快放學，哎！他們倆就可以寫出一個遊戲

出來玩。（C2） 

像手工藝課，這兩個學期都是編織跟縫紉。我們有縫紉機，他們需要自己去動

手做，於是就自然而然地組了社團出來，比較厲害的八年級、七年級各有一位，

然後就會帶著其他人，甚至是帶著年紀更大的九年級一起做。（C12） 

另外，混齡教學中的合作學習，對於教師的班級經營也產生了額外的益處。D1

教師提到： 

我會把年紀小的跟年紀大的重新分組，然後把年紀小的分在他的學長姐裡面…

像三年級的小朋友比較皮，如果有學長姐來帶，他們會比較聽話，會比老師在

那裡吼還有效，而且他們學習的還更快一些。（D1） 

黃政傑、林佩璇（1996）提到，合作學習教學法是希望透過合作學習來提高學習

成效，讓能力高的學生指導能力較低的學生進行學習，此外，合作學習也能增進人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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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機會，培養人際關係的能力。Hyry-Beihammer 與 Hascher（2015）、丘愛鈴（2001）

及林書伶等人（2010）的研究，以及本研究中的發現，也能夠呼應上述論點。至於 D

校案例所呈現的，混齡教學中的合作學習有益於班級秩序的管理進而提升學習效果，

研究者尚未發現相關研究論及。 

（四）差異化教學法 

體制外學校在實施混齡教學時，因考量學生的適性學習，所以同班學生之間的精

熟程度會較相近，但也無法避免個別學生的差異性。至於為了因應現實考量而實施混

齡教學的偏鄉小校，編班的考量不是以適性發展為主要前提，同班學生之間的差異性

可能較一般非混齡教學的學校或班級來得大。因此，差異化教學對於混齡教學而言就

顯得格外重要。C9 教師的混齡教學經驗說明了學生個別差異大，影響了教師教學的

現象： 

一開始上除法，一些人是說老師在幹嘛，一些人是說老師快一點我聽過了…真

的很可怕，會有一種這邊我要給他們東西，那邊我要想辦法讓他們懂，這個很

難拿捏。（C9） 

研究者也觀察到多位教師實施差異化教學的情形（研 A0305；研 C0320；研

C0326）。其中 C2 教師提到，「我不在乎個人的程度是不是都跟著進度走，而是把這個

當媒介，讓每個人根據他的差異性來學習（C2）」。C8 教師則認為，要先看見孩子的

學習動機、人際互動、學習風格等差異性，才能有更好的學習效果（C8）。 

A3 教師也注意到了國中生的個別差異，因此運用開放性問題以及自學的方式進

行數學課的差異化教學。研究者觀察到該師在一堂幾何課讓學生分成兩組，各組在操

場以三個人站出他們所認為的正三角形，並測量三角形各邊的邊長如下圖（以公分為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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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數學差異化教學示意圖 

 

接著教師帶領學生討論哪一組的數據最接近正三角形，並提示程度較弱的學生思

考正三角形的定義。有的學生提出和某一條參考邊的「落差」總和來比較；有的學生

提出「平均法」，取各邊與三邊平均值的差距之絕對值，加總進行比較（研 A0305）。

這位教師在訪談中也提及差異化教學的做法： 

這學期碰到的是差異性比較大的，在共同活動的部分就要想一個活動可以讓高

年級的學生做延伸思考，低年級學生去想我怎麼在活動裡面去執行那個規則，

或是了解那個規則怎麼進行，順便聽聽看大家的討論。（A3） 

小組討論後，教師根據個別程度指派學生自學不同單元的內容，檢視學生的學習

狀況，適時和學生討論並給予個別指導。該師也談到培養學生自學能力來解決學習程

度的落差： 

我們的定位是自學模式…希望學生培養可以看課本，然後了解課本在說什麼。

當他有疑問時，老師跟他互動，如果大家正好有同樣的進度，才會把這幾個小

朋友集合起來，開一個小的討論會…所以我不會特別設定這個小朋友今天要到

哪邊、明天要到哪邊，我們把這個部分的時間稍微拉長，讓小朋友在比較長的

時間裡，根據自己的進度去調整。（A3） 

另外，A2 教師則是依照學生不同程度、興趣，進行同質分組教學，來因應班上

差異化的問題（研 A0305）。A2 教師說明： 

718 655

745

850 820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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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的時候我一樣上簡單的，但是我同時給大小孩深入的教材在另外一本裡

面，他必須研讀然後來問我，因為我們都兩堂課一起上，所以大概會有半小時

的時間空著，我就處理兩邊的差異。（A2） 

差異化教學時，教師必須施以多元評量，並依學生的學習狀況持續的調整教學策

略。C3 教師認為「除了教學設計按照進度外，還要更細緻的觀察每個孩子不同的學

習狀況（C3）」。進行混齡教學時，不可避免地要處理學生程度落差的問題，而差異化

的評量則是用來了解個別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之用，如同 A2 教師所言：「我

會依不一樣的環境、學生，用不一樣的方式去檢測。檢測通常都是從寬認定，創作、

寫作本身是一件快樂的事，所以一律從寬（A2）」。差異化教學評量具有多元、動態、

符合差異精神等特性，C14 教師分享了他在英文課上的教學經驗： 

學習風格不一樣，有的是視覺型、聽覺型、觸覺型。所以他在產出的時候，有

的願意寫、有的願意畫、有的願意講…不一定要寫，可以用講啊、用畫的，圖

文交雜這樣子，就是要看到他們在面對英文的困難度，然後在活動上做調整，

讓他自然而然接受英文。（C14） 

Tomlinson（2001）認為，差異化教學應從課程內容、教學方法與評量方式三者進

行差異化。課程內容需要考量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為的個別差異；教學方法需顧及

學生的學習興趣、性向發展，提供學生不同方式去了解課程內容；評量方式則需因應

學生的個別差異，採取多元的學習評量方式。本研究發現教師藉由學生自學、輔以教

師指導的方式，讓學生按自身學習進度研讀教材，達成學習內容差異化；在教學上則

是運用解法多元的開放性問題以及分組教學方式，提供所有學生參與學習的機會；在

評量上運用多元評量與因應學生的身心條件調整評量標準，達成評量的差異化。 

雖然形成性評量是差異化教學的核心（Laud, 2011），教師可以藉此持續探查學生

的學習狀況、學習困難與成效，蒐集相關的學習證據，識別學生的學習差異，從而機

動調整教學方式，回應學生多樣的學習需求。然而，研究者觀察到實施混齡教學的教

師運用形成性評量，以探查個別學生的學習狀況，從而給予學生即時且適當的回饋，

以促進其學習成效的情形並不普遍；再者，教師鮮少安排難易度不同的平行學習任務

（Small, 2012），讓學生可以根據自身的程度選擇要解決的任務（即內容差異化），或

是如 Hyry-Beihammer 與 Hascher（2015）所提及的個別化任務進行差異化教學。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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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對於混齡教學而言，差異化教學是相當重要的議題，如何進行差異化教學來彌平

混齡班級學生間的學習落差，需要教育工作者更多的關注與研究。 

三、混齡教學的支持措施 

混齡教學的順利與否，與相應的支持措施息息相關。以下針對教師專業成長、課

程規畫、學校行政支持三方面進行分析與論述： 

（一）教師專業成長 

Berry（2004）或是 Song 等人（2009）的研究，都認為教師的專業知能對於混齡

教學的成效產生相當的影響。從訪談資料得知，多數採用混齡教學的教師認為，教師

對於任教學科的專業知能養成是最基本的要件（A2；A4；B2）。 

至於混齡教學教師需要怎樣的專業成長內涵，C6 教師認為，教師需要「對於兒

童發展理論有基本的認識，因為學校是根據兒童發展理論，確立混齡教學的理念

（C6）」。此外還包括心理輔導方面的訓練，「不然你以為這個孩子很享受，可是他事

實上是敷衍你，或者他其實有困難，就會有很多後續的情緒產生（C4）」。C 校在教師

的編制上發展出一套協助新手教師專業成長的做法，就是讓有經驗的教師帶著新手教

師一起規劃、設計並執行混齡教學（C2）。此舉是 C 校在面對新手教師混齡教學經驗

不足所採取的配套措施。這種資深教師帶著新手教師做中學的方式，是一種循序漸進

的歷程，C4 教師提及： 

有的時候引導（新手教師），我儘量就把主導性放到最低，可是因為剛開始孩

子還沒有進入狀況，我的主導性還是比較強，當然我們希望（新手）老師在現

場觀察跟引導可以逐漸變強。（C4） 

相較於其他學校，C 校混齡教學的實施較為成熟，在教師專業成長的內涵上了解

教師的需求；在制度上則發展出有經驗教師帶著新手教師做中學的機制。不論配套措

施是否健全，教學還是要回到教育的本質，也就是學生的學習上。正如 C14 教師所言：

「混齡教學的歧異度很大，最主要的重點就是有沒有專業能力看到孩子們的需要？會

遇到什麼樣的困難？這是比較重要的（C14）」。B 校校長則認為應該要提供教師更多

元、更實用的專業成長，甚至在師資培育的過程中就應該要顧及這個環節（B 校長）。

值得注意的是，多數實施混齡教學的國家，並沒有把混齡教學列入師資培育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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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國家則是把混齡教學做為在職教師專業發展的一部分，迄今尚未有國家提供教師進

行混齡教學的指導準則（guidelines）（Gomes, 2013）。 

（二）混齡教學的課程規畫 

由於一般教師多是接受傳統的師資培育，未受過混齡教學的相關培訓，混齡教學

的課程又因涉及不同年齡層，再加上沒有針對混齡教學設計的整體性教材，因此課程

規畫的難度頗高。如 C9 教師所言： 

混齡一定要了解學科脈絡、架構，如果不知道頭尾，就是這個從頭上到這，後

面要接什麼？因為我們沒有教科書、參考書，所以教材定位的前後位置，真的

很難。（C9） 

事實上，混齡教學的過程如果沒有整體且長遠的規畫，有可能造成學生重複或遺

漏學習內容的情況，混齡的跨度越大，課程規畫的工程就愈繁重。對於個別教師而言，

可謂相當費時費力，因此需要多位教師共同合作來完成。在訪談時，C5 教師即提到

課程規畫的重要性： 

教師：光課程架構就一整個假期都在弄，就是如何切才恰當。切完我們還是各

自分工去做自己的教案…其他老師離職的話我也不知道他們做了什麼，輪到我

要教時，還是得重做啊！可是這些東西其實國家以現有資源，請專家來做是沒

有問題的。 

研究者：就是梳理課程架構，按混齡年段規畫，不要有重複或疏漏？ 

教師：對，這是國家可以做到的。（C5） 

混齡的課程架構僅靠個別或少數教師來設計，難度確實過高，學校行政甚至政府

的支援應當適時到位。有資深的教師在訪談時進一步指出，進行混齡教學時，需針對

混齡年級牽涉到的學習內容或能力指標進行整體性的檢視、盤整與規畫，以避免學習

內容的重複或疏漏： 

（內容重複）這個問題我們早年有遇到，94 年以前我們就是傻傻地上，今年接

到哪一班就上， 92 年上到 94 年，兩年了才發現現在這一批不是又重複了嗎？

這個上過了，可是這一批新上來的沒有上過啊！那我要教什麼？（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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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教師則分享了她的教學經驗，對小三、小四學生進行混齡教學時，先將能力

指標安排成 A、B 兩套課程，小三生進來先學習 A 課程，升上小四時學習 B 課程，此

時同班的小三生也是學習 B 課程，當他們升上小四時就學習 A 課程，這樣可以避免

學習重複的內容（A1）。另外，C1 教師也分享了他在課程規畫上的經驗： 

事前要做教學計畫…如果今年教物理，到明年的時候就再重教一次，有些會重

複到，但是如果不教，後來再進來的人就學不到。所以第一年教物理，第二年

教化學，第三年教生物、地科。就變成有些人六年級學物理、七年級學化學、

八年級學生物、地科，九年級學生活應用科技；有些則是六年級進來就學化學。

（C1） 

由此也可見，A 校與 C 校在行政上相對支持教師自主的課程規畫與安排，否則教

學進度將會是教師們在規劃課程時很大的困擾。另外，從 C1 教師的談論中也可發現，

混齡的主題探究課程除了在行政上必須支持排課，也需要有跨學科協同教學的相應規

畫。 

至於學習評量方面，A1 教師直率的表示，「我設計評量是根據個別進度去評量的，

不是根據班級的進度（A1）」。混齡教學在本質上與一般同年齡、同年級、同進度的課

程規畫不同，除了一般紙筆測驗之外，研究者發現還有其他三種評量方式。首先，許

多混齡教學的教師表示，混齡教學的班級學生之間彼此差異大，因此「觀察記錄」是

主要採取的方式（C4；C5；C12；C14）。採用此種作法的教師，班上學生人數往往不

多（研 A0305；研 B0313；研 C0320；研 D0414），教師因此有更多時間與精力可以長

時間觀察個別學生的學習情況，有些教師甚至每堂課都製作觀察記錄。另外，也有教

師因其教授的學科內容具有活動性質，而以實作評量為主。例如，有 11 年教學經驗

的 C12 教師表示，「自然課就會加入一些操作，比如說會正確使用酒精燈，這就很明

確（C12）」。此外，有幾位教師則在評量的過程中加入學生學習態度的項目（C1；C3）。

綜言之，研究中所發現的混齡教學評量範疇包含了認知、情意與技能等部分。 

（三）學校行政支持 

首先，對於偏鄉小校而言，校長、教師普遍認為行政業務太過繁重，影響了教師

正常的教學。從平地都市來到原鄉服務的 B 校校長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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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的老師行政業務太多，以致於他沒有關注教學設計，甚至同儕之間的討

論、專業成長等教師本身應該做的事情。去年有個老師兼出納，工作非常繁忙，

他每個禮拜五中午都要到外面去談業務的事情。除了這個之外，他平常上課的

空堂要處理出納的事情，一些表件。他跟我講，校長我覺得好對不起學生，因

為我沒有辦法好好的備課，好好的教他們。（B 校長） 

偏鄉小校在人員編制上有一定的規範，且相較於大型學校而言，行政工作並沒有

比較少，這也壓縮到教師的備課時間，甚至影響到教學品質。為了讓偏鄉小校的教學

正常化，減輕學校行政業務的負擔有其必要性。另外，當學校採取合班上課進行混齡

教學時，若不涉及協同教學，則會多出一位教師人力。如何妥善運用因為實施混齡教

學而釋放出來的人力與教育資源，協助相關的校務運作，例如學習輔導、補救教學、

行政支援等，學校行政方面應有妥善的規畫，善用現行政策，如十二年國教總綱的規

範，而政府的支持措施政策也應及時到位。 

學校排課的彈性跟空間是實施混齡教學相當重要的環節，學校行政方面必須有充

分的支持，這可能是體制內學校比較大的挑戰。即便如此，D 校對於實施混齡教學的

教師，仍在行政上給予支持，包括協助排課、減課、超鐘點等作法（D1；D3），以鼓

勵教師實施混齡教學。 

此外，學校的行政系統也需要做相應的配合，例如「成績單系統、課表系統或學

籍系統，要能夠配合得上混齡教學（C3）」。尤其在資訊化的時代，善用網路系統讓教

師能夠共享的教學資源更加多元，C5 教師即提到： 

行政方面的話，就是我們的網路平台。讓老師可以分門別類把他整理的教案跟

資源上傳，需要教這個課程或者是這個指標的時候可以找到參考教案，這樣的

話就不用每次去生出教案。（C5） 

簡言之，對於偏鄉小校而言，實施混齡教學的學校行政支持方面，所涉及的是學

校行政業務負擔繁重，以及排課彈性與空間不足的問題；對於體制外的學校而言，因

為學校排課的彈性較大，所以考量更多的是健全學校行政系統以支持教師教學的部

分。 

綜合混齡教學的實施原因、教學方式與支持措施等三方面論述，本研究發現不同

混齡教學的實施原因，學校所採取的教學方式會有所差異，也會影響學校的支持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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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因教育理念而實施混齡教學，秉持著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念，關注個別學生的

學習情形，因此在教學方式上是以學生學習成效為首要考量，不加以設限，並且注重

探究式與差異化的教學，以顧及學生的適性發展。因現實考量而實施混齡教學，其考

量點則在於學生人數稀少與師資的匱乏，因此在教學方式上較傾向於合作學習與協同

教學。合作學習的實施可以增進學生的人際互動機會、培養人際關係的能力，以彌補

學生人數不足所導致的互動學習困境。協同教學的好處則是可以整合教學資源與教師

專長，教師採取彼此合作的方式以因應師資的匱乏。在支持措施方面，不論是因教育

理念或是因現實考量而實施混齡教學，均認為教師的專業成長極為重要。是故，因教

育理念而實施混齡教學的 C 校即發展出一套協助新手教師專業成長的具體做法，讓新

手教師得以在教學現場中邊做邊學。在課程規畫方面，基於理念而實施混齡教學的學

校教師花費更多的時間與精力，自行設計課程架構與自編教材，發展認知、情意、技

能等多元評量，以符應學生的學習需求。在學校行政支持方面，因理念而實施混齡教

學的學校，在行政系統上提供了教師教學更多的便利性。 

對於台灣的少子化趨勢而言，由於學生人數逐年下降所導致的裁校、併校、減班，

以及學生之間的人際互動機會漸少的現象，會是一個愈來愈明顯的教育難題。根據文

獻分析與本研究之發現，混齡教學提供了一個轉化此難題的可能機會。對於學校而

言，能夠藉此整合教師人力與減少經費開銷；對於教師而言，能夠活化課程內容與共

享教學資源；對於學生而言，則能增加人際互動與多元學習。 

 

伍、結論與建議 

 

不論是混齡教學的方式或支持措施，考量學生學習進度與個別差異而適時、適性

地改變教學策略，是實施混齡教學的重要精神，以下分述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基於理念或現實而實施混齡教學 

研究結果顯示，在台灣實施混齡教學的原因有兩種，一種是為了教育理念而實

施；另一種是因為現實考量而實施。實施混齡教學的體制外學校，基於以學生為主體

的教育理念，所以混齡教學的方式是考量學生的學習差異而自然形成的結果，而在班

級經營上，則產生年齡較大的學生帶動年齡較小的學生，並且彼此相互激勵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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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因為現實考量而實施混齡教學的偏鄉小校，其現實考量有二，其一為偏鄉

小校的學生人數少，為了讓學生之間有足夠的互動學習機會而實施混齡教學；其二為

偏鄉小校的師資匱乏、流動率高，學校為了減輕教師的行政負擔而實施混齡教學，以

挪出人力分擔行政業務。因現實考量而實施混齡教學的學校，多半是將混齡教學視為

學校面臨經營困境所採取的一種手段。申言之，混齡教學對於偏鄉小校因學生數、教

師數不足所導致的學校經營困境，是一種可能的解套辦法。 

二、混齡教學的方式多元 

研究發現，學校在實施混齡教學的方式上至少有四種，包括探究式教學、協同教

學、合作學習、差異化教學法。 

體制外學校在實施混齡教學時，將探究式教學作為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一種方

式，其特點包括，根據學生的學習興趣安排課程，以及實施跨學科、領域的主題探究

式課程。體制外學校從學生的學習動機出發，再試著將相關知識融入課程中，強調學

生的探索學習。由於課程的主體從學科知識轉移到學生的學習，所以可順著學生的學

習情況發展出跨學科、領域的主題探究式課程，而教師之間也能發展出協同教學。 

此外，體制外學校的協同教學具有培育新手教師的功能。藉由資深教師與新手教

師的合作，讓新手教師在課程構思、準備與教學過程中，習得資深教師的經驗與觀點。

另一方面，偏鄉小校的混齡教學也發展出協同教學的方式，但其原因則是因為現實考

量而採取合班上課所致。 

合作學習也是其中一種混齡教學方式。實施混齡教學時，精熟程度高的學生帶動

精熟程度低的學生組成學習社群；精熟程度低的學生與精熟程度高的學生在合作學習

的過程中產生了鷹架作用，使精熟程度較低的學生得以提升學習效能。因此實施合作

學習時，混齡的編班反而成為一種優勢。另外，本研究發現混齡教學中的合作學習，

對於學生的自主學習、人際互動，以及教師的班級經營都產生正面影響。 

除此之外，有些體制外教師會運用差異化教學法來因應學生之間的學習落差。就

課程內容而言，教師會提供不同的自學內容，以因應不同程度的學生，並適時給予個

別指導；就教學方式而言，教師會採用開放性問題、分組教學等方式進行差異化教學；

就評量方式而言，教師以多元的評量，考量學生的不同學習狀況，適時調整教學策略

與評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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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混齡教學的支持措施亟待加強 

混齡教學的教師專業成長是許多教師認為最重要的部分，教師是否具備混齡教學

的相關知能，將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本研究發現，體制外學校的混齡教學發展出獨特

的協助新手教師專業成長的做法，讓有混齡教學經驗的教師帶著新手教師進行課程規

畫，並在教學過程中邊做邊學。然而，在師資培育或教師進修的過程中，並沒有將混

齡教學列入其中，若要發揮混齡教學的理念與成效，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是不可

或缺的配套措施。 

此外，混齡教學的課程規畫也需要充足的支持措施。由於混齡教學涉及不同年齡

層，也沒有相應的教材內容，所以教師往往需要自行設計課程或自編教材，這也讓混

齡教學的課程規畫難度大增。教師在設計課程時除了必須考量學習內容或能力指標的

整體性，有時還必須具備跨學科、領域的課程規畫能力，才不致使得學生的學習產生

重複或缺漏的情形。因此，教師除了教學之外，尚須耗費大量時間進行課程規畫與教

材設計，倘若學校行政端以及教育主管機關可以提供協助與資源，將能更有效、更完

整的進行混齡課程規畫。 

學校行政支持也必須給予教師足夠的空間與彈性進行課程規畫與安排。本研究也

發現偏鄉小校教師的行政負擔太過繁重，導致教師的教學受到影響。有些偏鄉小校在

實施混齡教學時，為了解決師資匱乏、教師行政負擔過重的情況而採取混齡編班，所

以當合班上課時就會空出閒置教師，多出來的教師人力如何運用，就需要學校行政端

的妥善規畫。另外，學校行政系統也須因應混齡教學的實施提供支持。整體而言，包

括行政業務、排課彈性、行政系統等調整，都是實施混齡教學時所需的支持措施。 

四、實施混齡教學的具體建議 

（一） 就課程發展而言，混齡教學的課程安排必須提供充足的空間與時間讓學生自主

學習，也需要有跨學科、領域協同教學的統整性規畫。除了行政上的支持外，

混齡教學宜從學校本位課程的高度進行規畫，以及課程統整與教材教法的建

構，發展出學校特色與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 

（二） 就教學實施而言，混齡教學的實施跨越不同年級，所以必須面對學生之間的差

異化問題，學校與教師宜結合校本研究與行動研究，以了解學生的學習經驗、

興趣與特性，配合適性的學習目標與內容，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探索、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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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與問題解決的差異化教學。教育學者則需投入更多的關注與研究，讓混齡

教學中的差異化教學論述更加完備，內涵更加充足。 

（三） 就學習評量而言，混齡教學應善用形成性評量，運用觀察記錄、實作、學生投

入態度等多元的學習評量方式，適時了解個別學生的學習狀況、學習困難及需

求。教師也應依據學習評量結果，針對個別學生的學習狀態，即時調整教材教

法與教學進度。 

（四） 就教師專業發展而言，學校可以發展混齡的校本課程，提供支持與鼓勵的學校

氣氛，促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凝聚，並鼓勵教師在職進修與行動研究，共同

探討混齡教學的校本議題、提升教師相關的知能。至於體制內偏鄉小校的混齡

教學，學生之間的差異性更大，教師需要差異化教學專業成長方面的協助，以

提升其在課程內容、教學方式與評量方式進行差異化教學的能力。 

（五） 就行政支持而言，學校行政與政府資源宜協助混齡課程架構的規畫，而非僅靠

個別或少數教師來設計，尤其體制內偏鄉小校教師的行政業務負擔大，若要自

行設計課程更是困難。另外，採取合班上課時所空出來的教師人力，也須學校

行政端妥善的規畫與運用，例如學習輔導、補救教學、行政支援等，而學校的

行政系統也需要做相應的配合。 

本研究之初衷在於深入了解目前混齡教學實施的現況，並提出未來實施混齡教學

時的考量與建議。其實，現行課綱與教育法規並未禁止混齡教學，十二年國教總綱更

是明文規定，各校可以視自身需求彈性調整年級與班級的組合。面對少子化的衝擊，

與學生學習差異大的情況，如果採取混齡教學，就無可避免要考量到相應的教學方式

與支持措施。如何善用混齡教學以提供學生適性學習的機會，並改善偏鄉小校經營的

現實困境，需要後續的深入探討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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