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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不息：中小學經營的招生與創生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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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一、前言 

近年來，由於社會變遷、人口結構的改變，中小學的經營連帶著起了相當大

的變化，傳統的學校經營模式已無法適應快速變遷的社會發展。加上少子化的影

響，學校經營者需要擁有更積極、更專業的經營方案，才能使中小學的發展，趕

得上瞬息萬變的時代步伐（林進材，2021）。少子化的現象對於中小學學校經營

產生多方面的影響，包括學校規模、課程設置、師資需求、經費影響、競爭壓力

等，需要學校依據實際狀況進行修正調整，以維持教育品質與持續的發展。有鑑

於此，本文以中小學經營的招生與創生為主題，探討中小學經營的現況與困境、

招生問題與策略、創新思路與途徑等，提出處方性建議供參考。 

二、中小學經營的現況與困境 

新世紀、新時代的教育發展，已然和過去傳統的學校教育發展有所不同，過

去發展基礎教育的「一村一小學、一鄉一中學」的基礎仍在，然而，學校經營的

現況與困境，隨著時代的變遷、歲月的更迭，而起了漸進式的變化。當前的中小

學經營，由於各種內外在情境因素，面臨下列幾項困境： 

(一) 沿路托缽的困境 

近年來，教育行政單位為了確保經費的運用成效，設置各類的計畫申請案，

學校經營者如果想要有額外的經費補助，就需要透過專案計畫的申請，才能迎來

更多的學校建設費用，此種透過計畫案的撰寫、申請、簡報等經費的申請方式，

讓學校經營者感到相當的疲憊，此種美其名為競爭型的專案計畫，形同讓教育人

員「沿路托缽」的假象，對於學校發展是相當不利的。因此，上級單位在編列學

校教育經費時，應該給足學校教育所需的經費，避免讓教育經營者經常感到「捉

襟見肘」的窘境。 

(二) 各憑本事的困境 

學校經營者接掌學校之後，如果想要落實教育理想，讓學生發展朝向更優質

方向，需要和社區民眾、民意代表、中央官員等建立良好的關係，才能在適當時

機爭取更多的資源、更多的經費，讓中小學的發展朝向更為專業的目標。此種「僧

多粥少」、「各憑本事」的經費爭取現象，不利於中小學的教育發展。因此，教育

主管應該在經費申請時建立統一的「SOP」流程，避免學校經營者向民意代表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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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造成不必要的後遺症。 

(三) 搖旗吶喊的困境 

中小學的學校教育發展，經常需要更多元素的加入，更多人力資源的挹注，

才能達到畢其役竟其功。學校教育人員為了達成教育理想，就需要依據學校的特

色、地區發展的需要、家長的教育期望、師生的教育願景等，透過各種教育理念

的應用，以搖旗吶喊的方式，吸引各界對學校教育的關注。因此，學校教育發展

應該透過合理行銷方式，讓學校教育成果可以曝光，避免以搖旗吶喊的方式行銷。 

(四) 口號治校的困境 

中小學教育人員，為了使學校的聲名遠播，提高學校的知名度，讓學校的亮

點更亮，需要透過各種形式將學校行銷出去，讓全國各界知道有這一所「知名學

校」。因此，就會想方設法透過各種口號，吹響學校的各種曲調，其中包括實驗

教育、教育口號、專業口號的不當運用等。因此，學校教育經營者在提出治校理

念時，也應該同時提出適當可行的策略，並且在日後提出教育成效，以避免不當

的口號治校情事發生。 

(五) 名實不符的困境 

中小學學校教育發展，為了迎來更多的掌聲、享有更多的資源、擁有更多的

聲望，會選擇在校門口適當的地方掛上「ＯＯＯ獎牌」、「ＯＯＯ金質獎」、「ＯＯ

Ｏ前導學校」等。此種為教育付出的精神，值得給予相當的肯定。然而，希望掛

上獎牌之後，學校的後續發展，仍然朝向「名實相符」目標努力。 

三、中小學經營的招生問題與策略 

學生來源是學校教育發展的命脈，也是學校教育發展的關鍵，有了學生才有

教師才有學校教育的發展，少子化的現象為學校教育發展，帶來相當程度的改變，

也為教育發展帶來各種負面的影響，其中包括下列幾個方面： 

(一) 教育政策改變的問題與策略 

學生人數減少首當其衝的，就是中小學招生工作產生影響，學校需要針對招

生政策及時瞭解政策的變化，並且依據學校實際上的需要，調整招生策略，以因

應教育政策的要求。例如，教育行政單位可以依據所轄行政區進行政策上的調整，

調整學校原有規模、人力、資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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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人數減少的問題與策略 

由於少子化現象的加劇，中小學生的數量逐漸減少，對於學校的招生工作帶

來相當程度的挑戰，因此學校需要採取有效的宣傳和招生策略，讓家長瞭解學校

的辦學特色與發展，願意將孩子送到學校來接受教育。此外，學校單位應該針對

學生人數減少，修正原有的教育模式，使的學校教育更為精緻、更有效能、更適

性化。 

(三) 學校之間競爭的問題與策略 

由於學校學生人數下降，傳統的學區規範，不再成為學生入學的唯一標準。

中小學之間的競爭也日益激烈，學校為了「搶學生」需要提高教學質量和學生綜

合素質，提供家長更多樣的教育服務，才能吸引更多的學生來就讀。此種現象，

正是上述中小學經營的困境現象主因。因此，學校經營者應該理解，彼此之間的

惡性競爭，對於教育發展產生相當負面的影響，應該在彼此之間建立一種「既合

作又良性競爭」的同儕專業關係。 

(四) 家長教育選擇的問題與策略 

家長在選擇孩子就讀的中小學時，對於學校教育發展會有預期行為，會考慮

學校的地理位置、建築外觀、課程教學質量、學費多少等。因此，學校在招生策

略方面，需要針對這些因素進行綜合考慮，進而擬定各種相對應的招生策略。例

如，學校教育成效應該朝向「看得見」理想發展，讓家長和社區人士瞭解學校的

發展現況有哪些？教育成效有哪些等。 

(五) 學校招生管道的問題與策略 

隨著時代的變遷，少子化現象的擴大，中小學的招生管道也在不斷的變化中，

學校需要及時掌握招生市場的向，依據學校的現實狀況，制度符合市場需求、家

長需要的招生策略，以多元化的招生活動，吸引更多的學生來學校接受教育。在

招生管道多元方面，學校教育人員也應該理解不同學校之間，要相互尊重避免不

當攻擊的情事發生。 

四、中小學經營的創生問題 

學校經營難免面臨各種問題困境，需要教育經營者與教育人員，運用各種教

育專業智慧，透過實踐行動採用創生方案加以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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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校規模調整策略 

由於少子化的現象，隨著學生數量的減少，學校規模方面也應該相對縮小或

調整，學校需要依據實際需要，調整現有校舍建築（或移作他用）、教學設備等，

以適應少子化的趨勢。學校單位可以針對少子化的現象，做建築方面的調整，儘

量降低建築物荒廢的情形，必要時可以「暫時關閉」方式因應。 

(二) 經濟影響調整策略 

學生來源減少，對於學校財務狀況與經費預算，必然產生負面的影響，學校

需要計算學生接受教育的成本預算，採取各種開源節流措施，以提高教育實施成

效等加以因應。教育行政單位（或上級單位）也應該瞭解「關校等於滅村」、「教

育一個孩子要用全村莊的力量」、「教育是改變孩子的重要關鍵」等道理。 

(三) 競爭壓力調整策略 

由於就讀學生人數減少，學校之間的競爭壓力也隨著加劇，學校需要透過各

種提升教育品質方案、擴大服務範圍等策略，吸引鄰近的學生來學校就讀。因此，

學校應該在「可行範圍」之內，調整現有的教育措施，讓家長放心的將孩子送來

學校接受教育。教育經營者也應該瞭解，越區就讀不是解決少子化的萬靈丹，教

育界搶學生不是學校經營的主旨，惡性競爭不是學校教育發展的終極目標。 

(四) 師資素質調整策略 

隨著學生數量減少，原有的師資數量和需求，必然產生變化。學校應該趁這

個機會，適度地檢討現有的師資素質，包括教學理論與方法、教材教法、班級經

營管裡等方面的因應措施，並且分析對於課程教學與行政服務負擔的影響，採取

相對應的措施。例如，如何讓班級課程教學更為精緻，如何將每一位學生帶上來，

如何在課堂上教會每一位學生等。 

(五) 課程教學調整策略 

少子化的現象對於學校經營與班級教學的影響，學校需要針對課程教學設

置，進行調整修正，以滿足家長對子女教育的期望，以及不同年齡層學生的需求，

為學生提供多元的選擇。此外，教師也應該調整班級教學策略，採用適性化教學

（或個別化）教學，以符合學生的學習需求。以往，大班教學模式與實踐，已經

不適用於小班教學，教師需要針對學生人數減少的班級教學，接受專業方面的培

訓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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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邁向生生不息的學校經營典範 

良好的學校經營典範，需要顧及領導力、學校文化、師德師風、教學質量、

學生發展等方面，朝向優質的學校經營理想發展。少子化是學校教育不可避免的

現象，與其誇誇其談，不如針對學校教育發展現況與未來，進行模式上的調整，

可行策略的擬定，提出處方性的策略加以因應，進而邁向生生不息的學校經營典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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