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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依據教育部「偏遠地區學校分級及認定標準」：偏鄉學校多指「地域位處偏

遠且交通狀況不便者，或數位學習不利地區」。分級偏鄉學校時，將以下事項納

入考量，分別是:將交通、文化、生活機能、數位環境及社會經濟等客觀條件因素

納入計算指標。而我們常談論的 「偏鄉」，指涉的比「偏遠地區」範圍更為廣義，

包含著因低居偏遠致交通不便所衍生的產業不發達、家庭收入不穩定、隔代教養、

單親、家暴、酗酒、缺乏醫療資源等問題，從家庭和社區延伸致學校教育的困境，

才是我們所關注「偏鄉」教育。 

由於偏鄉教師常駐服務時間多數不長，流動率高，即使有「偏遠地區學校教

育發展條例」等各種政策規定，但礙於偏鄉交通與生活機能的不便，以及教師個

人生涯規劃，往往讓教師在達到服務年限後便離職，甚至有教師將偏鄉學校當成

個人職涯跳板，服務完便選擇離開回到都市。反覆上演的歷程，極不利於偏鄉學

校教育理念深耕實踐，難以避免思考的是：究竟偏鄉師資的難題怎麼解決？ 

二、偏鄉師資的困境 

目前偏鄉學校常面臨的師資困境如下： 

(一) 師資培訓之職前教育不足 

現行師資培育多不以偏鄉主體來思考，將所有的教學情境都預設為相同，如

此會忽視偏鄉與都會的巨大差異（王慧蘭，2017）。在師培系統規劃的課程裡欠

缺偏遠地區學校背景相關的師資培育課程，以致於造成師資生進入教學現場後，

支持與陪伴偏遠地區學校學生的效果大打折扣（楊涵，2020）。即便平常規劃師

資生接觸偏遠地區學校學生的營隊及實習機會，但是大部分師資生不願意長期投

入（楊涵，2020）。大多數初到偏鄉服務的老師，常因為對於偏鄉地區的陌生、

不適應或教學受挫而放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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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師培大學與中小學的夥伴關係效果不彰 

目前師資培育大學與中小學的夥伴關係，較多為合作關係和共生關係，而未

發展成有機關係，導致師資培育大學與在地連結不夠，使得師資生平常缺乏實務

演練機會（楊涵 2020）。 

(三) 師資結構不健全及配課困難 

偏鄉學校受限於「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標準」，

校內法定員額縮減。由於員額編制之限，地處偏遠，外聘兼課教師不易，導致部

分科目教師數不足，教師專長授課比例較低，校內配課困難（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2）。加上可能要分擔行政工作，沉重負擔往住使師資流動頻繁。 

三、建議策略與作法 

因應偏鄉師資困境，筆者依序提出幾點建議供參： 

(一) 師培系統規劃及提供偏鄉本位師資培育課程 

師培系統可以依據偏鄉的特殊需求設計偏鄉專屬的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含

偏鄉班級經營、混齡教學、融合偏鄉教育議題課程等，俾便未來的教師能夠勝任

偏鄉教育工作。 

(二) 在地及民間師培系統與學校建立有機夥伴關係 

大專校院與偏遠地區學校建立全面雙向合作夥伴關係，運用團隊輔導偏遠地

區學校協助發展適合該校之課程及創新教學策略，減輕偏遠地區學校教師工作壓

力，並且提供專業成長空間，也讓學生有不一樣的學習機會。此外各個師資培育

大學也能發展學校特色、在地深耕和實踐，使教授和師資生更能理論兼具實務，

以共同成長。 

師培大學可以與民間師培單位合作，提供有利措施留住老師。例如：鑫淼教

育基金會提供獎助計劃，與北科大師培中心聯手合作。獎金根據老師的服務年資

發放，新進專任教師可獲得 6 萬元獎勵金；服務滿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的專任老

師，則可獲得 12 萬的獎勵金；若獲獎教師持續任教，待愈多年能額外領取更多

獎金（蕭歆諺，2022）。就基金會來說，獎助與培育師資有機會發揮更大影響力。

因為師除教學任務外，往往也肩負近似家長的角色，協助穩定學生的家庭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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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甄政策配套及師資生具備第二專長 

推動縣市教甄增設偏鄉組、釋放部分名額給長期服務於偏遠地區學校優秀代

理代課教師甄選，解決偏鄉師資缺乏。 

另外，偏鄉學校由於師資不穩定，常至開學初，仍有些科目無法聘任到師資，

師資生如能具有第二專長將緩解配課困難之急。 

(四) 制定類公費生鮭魚返鄉計畫 

人親土親，若能鼓勵具有資格教師返鄉服務，不但能保留在地人才，且因具

有過去的求學經驗，對於本地學子的學習需求及困境更能理解並改善。因此，建

議教育主管機關應訂定相關制度類似於公費生的概念，保留偏鄉學校正式教師名

額，並與師培機構和師培生間簽訂契約，提供具在地成長背景的師培生能夠回到

家鄉服務當地的子弟，師培機構同時增列更符合在地特色的學分課程，以厚植偏

鄉教育更實際需要的學習內容，活化的不只是學校教育，同時也能加深在地的經

營和認同，透過良性的循環，才能逆轉流失為豐盈。 

(五) 建構課後遠距教學師資 

近兩年因疫情的限制而促進了數位線上教學及設施的改善，就此打開另一種

學習管道的普及化；偏鄉孩子普遍居住分散，家庭一般經濟也不富裕，即便網路

許多學習資源，課後家長無暇或無能力陪同學習下，且下課後無法到市區補習班

加強課業，學校也很難再提供補救教學或延伸學習，在缺乏適當教師的引導及實

質的互動，能產生的效果有限。若能編列部分經費，將部分師培生編制為建構課

後遠距教學教師，一方面可以提供收入，增進教學經驗，對偏鄉孩子教育更深度

的理解，觸動未來至偏鄉服務的意願；另一方面，對偏鄉孩子也能有課後輔導的

機制，補足城鄉一部份的學習落差。 

四、結語 

國內各師培系統或可針對偏鄉教師的需求，重新設計師資培育課程，尤其是

納入理解偏鄉教育的文化課程和相關體驗，以增進師資生對偏鄉實際情況的理解

與準備。加上國家政策的實施及民間團體的規劃，將增加偏鄉穩定的教育力量，

使學生在不同成長階段，獲得適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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