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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臺灣地區人口結構快速變遷，尤其少子女化的趨勢，令臺灣嬰兒數快

速崩跌。根據內政部統計，我國出生嬰兒數逐年下降，近 10 餘年來臺灣總生育

率都徘徊在 1.10%間，2021 年首季的嬰兒數僅 34,917 人較去年同期大減 13.6%，

續創新低（內政部，2021）。美國中情局預測各國生育率，臺灣是全球最低（CIA，

2021）。 

少子女化的趨勢，使得教育面臨巨大的衝擊與挑戰，加速了各級學校間的競

爭與淘汰。國內自 80 年代始，教育市場已走向自由競爭的導向，進而迫使學校

的經營與運作，產生實質上的轉變來滿足學生、家長、社會大眾的要求，學校不

斷調整經營的目標及方法以符合學生與家長的教育需求。 

二、少子女化對學校與師資結構的影響與衝擊 

因為生育率下降致使學校生員減少，加上父母視孩子如掌上珍寶，對其所受

之教育品質會有更高的期待。學校經營無論是班級規模的變化造成經營的改變、

師資結構的變化、親師關係的緊張、校舍規劃及運用、行政人力的改變，均面臨

許多挑戰。 

(一) 學校規模的縮減，經營模式的改變 

教育的對象是學生，當學生數量大幅減少時，學校班級數就會減少。許多公

立的迷你學校，因為學區內的學生數太少，甚至面臨裁併的命運（黃俊傑，2008）。
而且學生則必須付出更多時間通車上學，或因外地寄宿而得不到家人的照顧，這

些均不利於原本經濟與文化資源不佳的學生，更擴大城鄉差距的教育問題，阻礙

其進入社會中上層的機會（楊忠斌、曾雅瑛，2007）。因此，學校的經營模式勢

必要改變。 

(二) 師資結構的變化 

少子女化是難以避免的趨勢，就學人數逐年遞減，學校面臨減班或併校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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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超額教師，大多數學校採用「後進先出」的超額制度，新進教師往往成了最

先被超額的一員，因而被迫換校。現職教師面臨超額問題時，不免造成心情不安，

憂心自己被列入超額名單，因而影響其教學情緒，有時也會影響與同事之間的情

誼（吳珮瑜、施登堯，2015）。在少子女化的趨勢下，一般學校不易有教師缺額，

也很少甄選新進教師。學校雖有教師需求，但學校保留用人空間，不聘正式教師，

而聘代理教師，因此造成代理老師比例偏高。這種情形，對代理老師來說，他的

工作相對較不穩定，一面工作，一面還得準備來年的教師甄試。對學生來說，如

果教師經常異動，他們就需不斷適應新老師。這對老師及學生來說都不是個好現

象。 

(三) 親師關係的緊張 

由於家庭子女少，父母不免對孩子投入過多的關注或過度的保護與干預，形

成所謂的「直昇機父母」。父母親常常介入及剝奪小孩自我建構、獨立學習的機

會。使得孩子自信心與意志力喪失，形成害怕挑戰的畏縮性格（蔡銘津，2009）。
又或者父母成為怪獸家長，不斷地對學校提出不合理要求，造成學校教師及行政

單位的困擾。 

(四) 校舍規劃及運用 

各地人口變化的情況不同，有些地方因學童減少過多，之前所投入的經費、

軟硬體設施等資源，廢併校後教室閒置的問題浮現（吳珮瑜，施登堯，2015）。
目前國民中學的教育經費是依照學生人數而補助，當學生人數減少時，教育經費

便隨之縮減。這樣學校的教學設備的更新或是其他硬體設備的添購，將會遇到設

備無法更新或甚至維修費短缺的狀況。 

(五) 行政人力的改變 

行政工作常常勞逸不均，不論主任或組長，在校務實際運作上容易出現部分

職務較輕鬆，部分職務較累。而少子女化的趨勢下，在小學校中，每位教師幾乎

一兼二職甚至三職以上，在這樣的狀況下，行政與教學兩者之間是無法兼顧的（吳

珮瑜、施登堯，2015）。而兼任行政教師除須擔任教學工作外，尚須處理學校行

政業務，工作相當繁重，背負著沈重的行政壓力，有時身陷校園行政或親師的衝

突中（趙士瑩，2012）。教師兼任行政工作面臨的工作壓力並非單一來源，常常

是錯綜複雜、多面性的，且彼此相互影響。這種身心疲累的狀況常使老師望行政

而卻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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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行政與師資專業的因應之道 

(一) 轉型學校經營策略，彰顯精緻創新特色 

學校經營配合在地文化發展特色，就會吸引學生回流或跨區就讀。教育主管

機關若能透過獎補機制挹注經費，增補人力資源，更有利其推動能量。例如學校

推動國際教育，能比照閱讀推動教師給予減授課專責推動。另一方面，可以規劃

與同質性高的學校結盟相互支援，和異質性大的學校合作互通有無，交流過程中

吸取優質經驗，並爭取內外部資源。如此，可拓展師生視野、促進教師研發能力、

提供學生學習機會，促進教育機會均等，增加學校優勢競爭力。 

(二) 重新檢討生師比，完備代理教師制度 

教育主管機關應重新評估現有生師比，逐年降低班級人數，增加學生學習上

的關注及機會。另一方面，為了管控員額，代理老師儼然成為學校師資的重要主

力之一，應提供其更多專業成長的空間，並建立年資累積的機制，以厚實代理教

師的專業能量，穩定教學品質。 

(三) 教學模式的改變，與時俱進的教師專業成長 

實施優質適性教學，吸引學生就讀意願。應以適性教學的設計與實施為首

務。蓋學生稟賦有異、個性不同，不僅是經驗上的實然，也是學術上的定論（吳

明清，2005）。透過教師專業成長社群的推動及引入新興的議題及教學模式，如

運用科技輔助進行數位教學及分組進行合作教學，促進專業對話，活化教學。 

(四) 活化空間跨界合作，鬆綁制度增補經費 

學校閒置空間應思考活化的可能，比如：跨界與企業合作，建置特色主題展

館，規劃校本課程，共創雙贏。對於學校經費編列建議鬆綁，除按班級及學生人

數為標準外，應外加學校特色發展，允以專案補助。 

(五) 建立職務輪替機制 

教師兼任學校行政職務，為我國教育制度中的一種體制。現今政府機關於教

育投注經費有限的狀況之下，教師仍是需擔任行政人員一職，來維持學校組織的

穩定性。學校機關可以透過會議凝聚共識，讓主任與組長的職務可以依原則輪

替，維持教師兼任行政工作的動機及意願，增進對彼此所管轄業務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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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在少子女化衝擊下，學校行政面臨結構性、功能性及團體氛圍的三重夾擊，

一方面必須透過創新應變，調整思維與作為，以活化教學、空間、人力配置；另

一方面教育主管機關應擬定配套措施，從檢討制度面的員額、經費等結構是否仍

合宜，給學校行政運作更多的可能與空間，朝精緻且具效能的方向發展。未來，

少子女化讓一個孩子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倍增，何不思考投資在每個孩子身上的資

源也能提前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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