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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育部（2014）公布的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已於 108 學年度開始實施，該

課綱強調，學生是主動自發的學習者，學校教育應該要協助引發學生的學習熱情

與學習動機，更要達到適性揚才，來成就每一個孩子、引導學生能夠成為終身的

學習者，為新課綱之願景。而教育部（2014）也在課程綱要中指出，對於學習落

後的學生，應考量其學習準備度和學習風格等，規劃補救教學，及時補救；盡可

能將補救教學的策略納入課堂，提供適性的指導。 

「補救教學」政策的實施，大部分學校都能看到教師教學成效與學生成績的

進步，提升孩子的學習信心程度（田建中，2017）。而透過科技輔具的使用，不

僅能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同時也能提高成長測驗的成績，提升補救教學的成效

（陳琦媛，2016）。 

二、補救教學之意涵 

教育是國家大業，如何在教學及行政上協助學習低成就的孩子，是當前重要

教育課題。為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推動，鞏固學生學力，教育部自 2013 年

起整合「教育優先區計畫─學習輔導」及「攜手計畫─課後扶助」為「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補救教學作業要點」，作為國中小補救教學之單一補助要

點。此外，為提供學生學習扶助資源之精神，自 108 年起補助要點更名為「教育

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扶助作業要點」。 

(一) 補救教學的定義 

補救教學是對於學校內學習低成就的學生，透過「評量─教學─再評量」的

教學歷程，所實施的一種額外教學。其目的是希望診斷學生的學習問題，找出學

習落後的原因後，規劃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力的課程，希望能夠讓低成就的學生

跟上班級的學習進度（張新仁，2001；郭明田，2019；蔡宗憲，2015）。 

(二) 補救教學的類型 

學界對於「補救教學」類型的觀點不同，筆者參考張新仁（2001）、劉鎮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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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蔡宗憲（2015）等人對於補救教學類型的觀點，大致分成補救時機、

課程設計、教學方式等三類，分述如下： 

1. 補救時機 

教師站在第一線的教育現場，必須具備洞察學生狀況的能力，事先發現學生

的學習或行為問題，及時行動來積極解決，與輔導工作「三級預防」的理念相似。

而「第一級補救教學」的模式，主要就是由班級導師利用學期中的課餘時間，對

班上低成就的學生提供補救教學的機會（劉鎮寧，2015）。 

2. 課程設計 

補救教學的課程設計，必須考量學生的先備經驗與習得知識，選擇合適的學

習教材來進行。也可參考坊間的教科書，來設定上課的教材內容，簡化課程編排

的時間（許美香，2016）。早期研究指出，一般常用的教學課程內容有補償式、

導生式、適性、補充式、加強基礎能力及輔助式等不同課程類型（杜正治，1993；

張新仁、邱上貞、李素慧，2000）。目前教學現場之補救教學，主要是為了協助

低成就學生，因此筆者認為「導生式」與「加強基礎能力」兩種課程類型，與補

救教學成效較相關。 

(1) 導生式課程 

導生式課程的主要精神，在於提供低成就學生學習課程時，透過一對一或是

小組學習等方式實施。當學生有問題時，為學生舉例加以說明，並對正規課程的

教材加強複習（許美香，2016）。 

(2) 加強基礎能力課程 

加強基礎課程的重點放在規劃學生在課程中未能習得的基本技巧，其基本假

設認為，學習歷程是一種線性作用。例如：一位四年級學生的「分數」概念，還

停滯在三年級「真分數」的程度，則補救教學課程即需強調三年級的「分數」概

念。因此，在實施補救教學之前，不僅要診斷出學生的學習困難點，同時要能確

定學生當時的知識程度與能力水準。 

3. 教學方式 

補救教學的實施型態或方案，會影響補救教學的成效，而學者彙整國內外常

用的補救教學方式如下：資源教室、學習站、套裝學習及電腦輔助教學（杜正治，

1993；林建平，1997；張新仁、邱上真、李素慧，2000）。依筆者實際觀察教學

現場狀況，以「學習站」與「電腦輔助教學」兩種教學方式，與補救教學成效較

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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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習站（learning stations） 

教師在班級教室可以直接布置學習站，是最符合經濟效益的作法。進行補救

教學活動時，教師角色彈性，可依照學生學習需求進度，選擇合適的教材，進行

示範指導；也可扮演輔導的角色，請程度較好的學生協助，讓學生自主學習。 

(2) 電腦輔助教學（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 CAI）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本於全人教育的精神，以「自發」、「互動」、「共好」為

基本理念，其中「自發」是希望學生能透過學校教育，成為一個自發主動的學習

者（教育部，2014）。電腦輔助教學的特色，除了可以為不同學習程度的學生規

劃適合的學習進度，同時也可以對學生的答題即時回饋。研究發現，透過「電腦

輔助教學」的模式，可以增進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鄭進斛，2014）。 

為實現教育的公平正義，以及落實真正的教育機會均等，政府努力整合補救

教學的資源，讓教師可以減輕實施補救教學的負擔，同時能夠協助低成就的孩子

跟上學習進度，提高學習的信心與能力（許美香，2016）。 

三、國小實施補救教學之困境 

近年來，政府投入大筆的經費在執行「補救教學」，以解決弱勢學生學習低

成就的問題，希望達成「不放棄任何一位孩子」的教育理念。自實施以來，學校

端的確收到了一些執行成效，包含學生信心提升及測驗成績進步（田建中，2017）。

然而效果仍不如預期（教育部，2022；陳琦媛，2016；張新仁，2001；鄭進斛，

2014），存在一些問題有待解決，尤其在政策執行及教學實施等方面，分述如下： 

(一) 政策執行面 

教育部（2022）透過學校每年的線上篩選測驗，挑選國語文、數學、英語文

三科學習成就較低的學生，即時提供學習扶助，弭平學力落差。但學校端在實際

開班上課時，雖然會希望班級老師能參考測驗成績，以及學生學習需求來挑選合

適學生，但往往會遇到「有需要的不參加，參加的成績沒問題」的情況。背後的

原因，主要來自於家長對「補救教學」的認知不同，以及家長意願的考量（田建

中，2017；江昭清，2009）。 

(二) 教學實施面 

為提升教師對補救教學的專業知能，教育部（2019）規定現職教師需接受 8

小時、非現職教師須接受 18 小時的學習扶助師資研習課程，才能進行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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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教育第一線的老師，實施補救教學最常使用的方法是「反覆練習」，甚至自

行決定教學內容，補救教學多淪為作業指導、複習、反覆練習或正式課程的延伸，

進而影響補救教學成效（江昭清，2009；田育昆、林志成，2014；徐偉民、劉曼

麗，2015）。 

需要參與補救教學的低成就學生，學習需要比其他同儕更多時間，通常會有

學習動機低落、缺乏學習技巧或是學習態度不佳等問題（張新仁，2001；陳琦媛，

2016）。而基於有教無類的教育理念，政府實施「常態編班」的同時，也造成班

級內學生程度差異大，異質性高，讓教師決定補救課程內容與實施教學時感到困

難（徐偉民、劉曼麗，2015）。 

四、提升國小補救教學成效之建議 

張新仁（2001）認為低成就的學生，透過資訊融入補救教學，可以有效提高

學習動機、提升自我信心、增進基本運算技巧、解決問題並習得簡單的觀念。相

關研究指出透過科技輔具融入補救教學的模式，不但能加強學生學習動機，更有

助於增加學生自主學習的表現，進而提升補救教學實施成效（陳昭珍、林惠愛，

2014；鄭進斛，2014）。 

筆者茲就科技輔具融入補救教學的具體策略建議如下： 

(一) 重視補救教師的專業知能 

政府規劃現職教師 8 小時或非現職教師 18 小時的研習，讓教師具備補救教

學的能力（教育部，2019）。若能事先了解補救對象學生的學習問題及學習歷程，

與班級導師協同合作規劃課程，定能提升補救教學的成效。 

(二) 提升教師資訊教學與科技輔具使用能力 

教學現場的班級導師，平時在班上就會進行補救教學，但多半只能利用早自

修、下課或是午休等零碎時間，協助低成就的學生，成效不高。政府若能增進教

師資訊教學素養，或是辦理科技輔具使用的相關研習，鼓勵教師運用平板電腦或

是教育數位平台進行補救教學，不但能夠彈性運用課餘時間，更能增加學生學習

意願，增進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提升補救教學成效。 

(三) 建立家長對補救教學的認同感與支持力 

家長對於孩子需要參與補救教學的支持與否，往往是建立在對「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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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觀認知，擔心自己的孩子被貼上負面標籤（田建中，2017；田育昆、林志成，

2014；江昭清，2009）。因此，政府及學校應多加舉辦補救教學相關說明會，邀

請家長團體及社區居民參與，增強家長對於補救教學的信心與支持度。 

五、結語 

「十年教育，百年樹人。」培育人才不只需要敏銳的觀察力來「識才」，更

需要適當的教育素材與專業能力來「育才」，可見教師角色對學生學習的重要性！

政府期盼能透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讓孩子經由學校教育中成為一個終身學習

者。筆者也呼籲政府及學校在推動補救教學政策的同時，能多聆聽教師與家長的

真實心聲，整合相關資源，讓補救教學資源能夠有效的運用在有需要的孩子身上，

以提高學習成就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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