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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玲娟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偏遠地區國小教師人力需求與維持的問題一直困擾著校長、縣市政府和家

長，且留不住教育人才的問題嚴重影響偏遠地區國小學校教育正常發展。對偏遠

地區國民小學教育工作來說，如何留住好老師、吸引好老師投入偏遠地區學校教

育，是教育主管單位、偏遠學校校長與偏遠社區家長長久以來頭痛也努力中的問

題。這個問題在偏遠的原住民地區學校更是顯著，幾乎每個學校、每位校長，每

年都為相對較高的教師流動率苦惱。 

經過多年的政策演變，目前已立法通過「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行

政院政策方針，2017），此政策是否能清楚且緊密的連結偏遠的原住民地區國小

教師穩定人力的影響因素，帶來正面的影響，發揮讓現任偏遠原住民地區國小教

師願意留任、吸引優秀教師進入偏遠原住民地區學校任教的效果，並以此為基礎

帶動提升學校發展、增進學生教育品質，很值得玩味。 

姑且暫不探討上述條例是否真能讓偏遠原住民地區學校扭轉乾坤，否極泰

來，創造高峰，很重要的是了解偏遠原住民地區國小教師留任的意涵，並試圖建

立偏遠原住民地區國小教師人力穩定現況與留任影響因素的關係模式，以提供政

策參照，是更有價值的。 

二、偏遠地區國小與原住民重點學校教師留任意涵與理論基礎分析 

本篇主要分析偏遠地區國小教師留任的意涵和理論基礎、相關法規和政策，

以作為後續調查資料和分析的參考依據。 

(一) 偏遠地區國小教師留任意涵 

過去偏遠地區學校教師多因為交通和生活不便、未來生涯發展選擇狹隘、政

府相關激勵和協助政策不足或支持制度不完備等因素，造成教師留任意願低、教

師離職和流動情形頻繁，變成學校教師數量不足和教師素質不理想、嚴重影響到

學生受教權益、學校行政運作品質（葉連祺，2018），因此誘使教師留任是可以

降低教師異動和離職情形。所以偏遠地區國小教師留任的意義是指在偏遠地區國

小服務的教師願意留在原校繼續服務，不申請遷調到他校服務；當提高學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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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的穩定性，使優秀教師留任，會保障學校學生的受教育權益和公平接受優質

教育機會，維持偏遠地區學校教育品質，也可能一併解決了教師兼任行政職務經

驗不足和能力不佳的困境，使得學校整體運作穩定。上述討論也適合說明部分原

住民重點學校教師留任學校的意義。 

(二) 偏遠地區國小教師留任相關理論基礎分析 

關於偏遠地區國小教師的留任因素可能是和教師個人有關，也可能是其他非

個人因素（Chapman & Green, 1986），探討與教師留任有關的理論基礎，會有助

於促進教師留任意願，減少教師異動傾向。而教師留任原校需要有激勵教師做此

決定的誘因，這可以從幾個激勵理論（theory of motivation）來討論（秦夢群，

2017；謝文全，2018）： 

1. Maslow 需求層次論其指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會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

實現需求的層級關係。就教師留任來看，生理需求和教師薪津和獎懲機制有

關，安全需求和社會需求與學校同仁關係、師生關係和家師關係有關，尊重

需求和校長領導與行政管理有關，自我實現需求可能與教師生涯發展和專業

成長有關，如果教師在學校可以獲得這些需求的滿足，教師離職異動應該就

很少發生。 

2. Herzberg 認為激勵因素是影響工作滿意，屬於內在因素，包括成就感、責任

感、工作升遷等，保健因素是影響工作不滿意，屬於外在因素，包括組織政

策與行政、薪資、人際關係、工作環境等。就教師留任來看，激勵因素似乎

和教師個人內在知覺和主觀感受有關，保健因素和學校工作環境、教育或教

師相關政策和制度等有關，因此要促使教師留任，就要注意這兩類因素的現

況和造成影響。 

3. Adams 公平理論主張經過比較後獲得公平感受是影響激勵的關鍵，公平是由

比較投入、比較成果或報酬、比較人或參照人而產生，當評估自己獲得報酬

和投入的比較結果與他人所得報酬和投入的比較結果，如果感受是不公平時，

就會選擇採取降低工作投入、提高報酬要求、改選其他比較參照人、自我安

慰、離職等方式。就教師留任來看，教師可能會針對現況做比較，包括比較

多所學校、比較多位人員、比較自己的過去和現在之後，做出公平與否的決

定，然後選擇留任或是離職。 

綜合上述討論，激勵理論確實可以為教師留任提供一些合理解釋，這些激勵

理論提到的要素（如需求滿足、公平感受、滿意達成）是指出了可能的教師留任

影響因素思考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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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住民重點學校教師留任學校相關理論基礎分析 

原住民地區係指行政院（2002，行政院 91年 4月 16日院臺疆字第 0910017300
號函）依據法規核定的「臺灣原住民族地區」；其中包含山地原住民族地區（山

地鄉、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平地原住民族地區。原住民族地區為臺灣原住民

族委員會所指定之臺灣原住民族傳統居住，具有原住民族歷史淵源及文化特色，

經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地區。目前已核定的地區包括 30 個

山地鄉及 25 個平地原住民鄉（鎮、市），共 55 個鄉（鎮、市）。 

原住民重點學校依據「原住民教育法」第四條第六款，指原住民學生達一定

人數或比例之中小學；其人數或比例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再依據「原住民教育

法施行細則」第三條，原住民學生達一定人數或比例之中小學，在原住民族地區，

指該校原住民學生人數達學生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者；在非原住民族地區，指該校

原住民學生人數達一百人以上或達學生總數三分之一以上，經各該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視實際需要擇一認定者。 

針對偏遠地區國小教師而言，而原住民重點學校因為地處原住民族地區，不

少教師具原住民族身分，他們留任學校的原因和理論基礎會有一些差異，需要從

更多方面來討論。 

基本上文化認同與族群（ethnic group）概念之間的相互關係、族群性與族群

原生文化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繫、群體認同的實踐性整合過程突顯行動主體的能動

行為抉擇。教師在原住民重點學校服務若要穩定長久，是否為原生文化族群，或

對與該地方族群文化的融入與認同有密切的影響。以下整理一些相關的理論基礎

並且加以討論： 

1. 原生論（Primordialism）以 Clifford Geertz 在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1963）
一書，原生論強調族群單位的穩固性和持續性，認為人在其本質上首先可劃

分為同質的「種族」共同體範疇，而具體到下一層級的「族類共同體」則是

由「語言、血緣和土地等要素構成」。種族與族群、歷史與文化、血源與語言、

土地與風俗習慣，與生俱來形成的感情與生活依賴，強化了在地與非在地是

否留任的意願因素。 

2. 工具論（circumstantialist approach）持「功能主義」之目的，認為族群性伴隨

具體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情境而改變，從理性選擇的角度出發，強調人們的

族群歸類是為了特定的政治、經濟目的，其背後往往存在精英的權力操作。

在「工具論」者看來，族群的最大屬性是人們為了追求利益而不斷操作的一

種話語和行動工具。理論預設包括：只要能夠增加利益，族群紐帶和群體主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2，11（3），頁 92-96 

 

自由評論 

 

第 95 頁 

義就會獲得巨大的號召力，而族裔和族籍也並非是一成不變或者「原生」的，

在「理性選擇」的動力感召之下，人們會依據情境和場景不斷變換自己的「身

份」歸屬。對學校教師同仁個性、風格，對學校行政習慣、目的，對學校願

景、教學特色發展的想法一致或認同，超越了是否在地留任的意願因素。 

綜合上述討論，在原住民重點學校服務的教師有可能影響其留任意願的因素

或許錯綜複雜，甚至此互動、影響，但如果將這樣一個學校的教師群視為一個群

體或族群，原生論與工具論為說明教師們願意或不願意相聚在一起努力，產生情

感與互動的主要理論。 

三、結語 

本文綜合法規、相關文獻討論，提出有關偏遠地區國小教師留任的意涵，指

在偏遠地區國小服務的教師願意留在原校繼續服務，不申請遷調到他校服務；當

提高學校教師人力的穩定性，使優秀教師留任，會保障學校學生的受教育權益和

公平接受優質教育機會，維持偏遠地區學校教育品質，也可能一併解決了教師兼

任行政職務經驗不足和能力不佳的困境，使得學校整體運作穩定。因此促進偏遠

地區國小教師留任，不僅能穩定教師人力、維護教育品質，也能穩定學校運作、

鬆緩校長辦學壓力，顯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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