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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偏鄉教育問題長期以來是備受關注的議題。歷年來，臺灣政府制定相應政策

或計劃，如教育優先區計劃、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補救教學方案實施計畫等，

以助解決偏鄉教育所面臨的困境。儘管政府持續挹注經費和人力資源，然而，偏

鄉教育的主要問題—「師資和學習機會的匱乏」（周妤靜，2023；吳雅萍，2020；

黃昭勳，2019；陳淑麗、洪儷瑜，2011；甄曉蘭，2007），仍然存在。而學者詹

志禹與吳璧純（2015）建議參考歐美偏鄉教育經驗，注重學校發展特色課程、創

新教學，並與民間組織協力發展偏鄉教育。「鹿樂平臺」就是在這些理念脈絡下

建置，將偏鄉學校的需求，與來自民間企業和社會大眾的資源適切媒合，透過公

私協力方式，將社會資源作更有效整合和利用。 

「鹿樂平臺」是教育部國教署委託政大創新與創造力中心執行的社會實踐計

畫，自 104 年 3 月執行至今，已媒合超過 3,800 位志工至偏鄉學校服務，合作企

業超過 130 間，受惠學生逾 79,000 人次，足跡遍布全臺灣及離島（鹿樂平臺，

2024）。雖然在偏遠地區學校推動創新，是一項具有挑戰性的任務，特別是對於

資源受限的鄉村地區和學校而言（Fox et al., 2017）。「鹿樂平臺」經過將近十年

的努力，已逐漸受到偏鄉學校及社會大眾關注與肯定。 

然而該計畫團隊歷來以個別、點狀式的調查並媒合偏鄉學校之人力資源需

求，始終未能進行較為廣泛全面性的人力資源需求調查，以致較難做到整體性的

規劃，擴大平臺的服務效能。基於此，研究者設計製發問卷，對國內偏鄉學校（含

非山非市學校）進行人力資源需求調查，與鹿樂平臺人力資源挹注的現況，做一

對照比較，以期發現需求滿足類型的符應或歧異情形，特別是懸缺的部分，並提

出平臺未來工作的展望。 

二、 調查設計與實施 

(一) 調查問卷 

調查問卷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以鹿樂志工服務項目為基礎設計人力資源需

求選項，分為學科素養（閱讀、數學、英文、生態環境）、非學科素養（藝術創

作、資訊科技、文化分享、體育、環保永續、科學實驗、多元課程、AI）、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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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社團活動、勞務、輔導陪伴、社區參與）等大項目以及若干子項目，請偏

鄉學校單選或複選所需之人力資源，若有備選項目所未羅列的人力資源需求，則

在「其他」處填寫所需。問卷第二部分，則進一步跳脫「鹿樂平臺」現有人力資

源服務項目的框架，請偏鄉學校以簡答方式，開放性的提出所需的人力資源。 

問卷初稿草擬完成，徵詢新北市金山國小、坪林國小及雲海國小等三所偏鄉

學校長提供修改意見之後完成定稿。  

(二) 調查對象 

調查問卷採線上方式實施，自 113 年 9 月至 10 月，共寄發國內 1,500 所偏

鄉或非山非市中小學填答。問卷回收 323 份，回收率為 21%。 

填答學校所在縣市包括嘉義縣 66 校（20.43%），花蓮縣 50 校（15.48%），

新北市 41 校（12.69%），新竹縣 36 校（11.15%），桃園市 32 校（9.91%），臺

中市 32 校（9.91%），臺南市 32 校（9.91%），高雄市 14 校（4.33%），屏東縣

11 校（3.41%），南投縣 4 校（1.24%），臺東縣 3 校（0.93%），基隆市 2 校

（0.62%）。填答學校的層級包括國小（含實驗小學）258 校（79.87%），國中

（含實驗國中）55 校（17.03%），高中 4 校（1.24%），另有一所實驗學校、一

所無法辨別。填答學校之偏遠類型屬於「偏遠」者 161 校（49.85%），「非山非

市」107 校（33.13%），「特殊偏遠」29 校（8.98%），「極度偏遠」26 校（8.05%）。

填答學校填答者不曾聽過鹿樂平臺者 183 校（56.66%），曾經聽過鹿樂平臺者

140 校（43.34%）。不曾與鹿樂平臺合作者 259 校（80.19%），曾經與鹿樂平臺

合作者 64 校（19.81%）。 

三、 調查結果 

(一) 第一部分 

學科素養相關人力資源方面，在可複選的情況下，偏遠學校提出「閱讀」類

型人力資源需求者有 194 校為最多，其次為「英文」187 校，「生態環境」126

校，「數學」109 校。 

非學科素養相關人力資源方面，第一，藝術創作類型以「表藝舞蹈」174 校

為最多，其次為「攝影」153 校，「各式創作」142 校，「音樂」136 校，「美術」

114 校；其他則有 3 校提出「樂團教師」之需求。第二，資訊科技類型以「程式

設計」215 校最多，其次為「3D 列印」181 校，「影片剪輯」159 校，「PPT 製

作」50 校。第三，「文化分享」類型以「跨國線上交流」196 校最多，其次為「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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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介紹」176 校，「異國美食」156 校。第四，體育課程類型以「扯鈴」150 校

最多，其次為「直排輪」及「跆拳道」皆各 142 校，「足球」109 校、「籃球」

79 校；7 校勾選「其他」者提出「認識運動家」、「高爾夫」、「田徑」、「桌

球」、「排球」等需求。第五，環保永續類型以「廢物利用」135 校最多，其次

為「食農教育」119 校，「節能減碳」111 校；3 校勾選「其他」者提出「水資源

利用」、「SDGs」等需求。第六，科學實驗類型以「水火箭」175 校最多，其次

為「史萊姆製作」167 校，「食用色素」162 校，5 校勾選「其他」者提出「食安

議題相關科學實驗」、「簡單機械之應用」、「科展製作」、「非以上三種實驗

人力」等需求。第七，多元課程類型以「觸控式檯燈」190 校最多，其次為「縫

紉機製作」185 校，「攀樹」173 校，「烘焙」148 校，「果醬製作」130 校。第

八，AI 相關課程類型以「生成式 AI 繪圖/影片操作」239 校最多，其次為「認識

人工智慧與大數據」204 校，「Chat GPT 運用」199 校，「Python」資料分析 197

校。 

在其他協助方面，第一，社團活動項目，71 校提出包括藝術性社團（原住民

古謠歌謠舞蹈、音樂國樂社團指導、弦樂、直笛、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熱舞）、

體育性社團（球類教練、羽球、網球、高爾夫、民俗體育）、其他性質社團（天

文、書法、閱讀、技能/家政類、羊毛氈、烘焙中餐烹飪、樂高機器人、網路遊戲）

之社團人力需求。第二，勞務項目，182 校提出「整理圖書」，158 校提出「彩

繪圍牆」之需求，9 校提出之其他需求包括校園佈置、環境整理、草地修剪、財

產清查、交通導護等需求。第三，輔導陪伴項目，126 校提出「假日營隊」，75

校提出「晚自習」之需求，12 校提出的「其他」需求包含「課業輔導老師」、「課

後 1 對 1 指導國數」、「課後班/食農實驗課程師資」、「寒暑假營隊」、「認輔

/高關懷學生輔導與陪伴」。第四，社區參與項目，133 校提出「法律講座」，85

校提出「衛教宣導」，83 校提出「毒品防制」之需求。 

(二) 第二部分 

問卷第二部分，跳脫「鹿樂平臺」現有人力挹注的框架，由偏鄉學校開放性

的提出所需的人力資源。依據類型，偏鄉學校提出的人力資源需求歸類整理如下。 

1. 課後輔導及照顧：包括「課後輔導教師」、「課後照顧師資」、「課後伴讀/

陪伴志工」、「情緒輔導活動帶領志工」。 

2. 圖書管理及閱讀：包括「圖書管理與整理志工」（編目、貼標、上架、整理）、

「閱讀推動、指導或帶領志工」、「故事媽媽」。 

3. 校園環境設備整修：包括「校園環境整理志工」、「環境布置志工」、「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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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志工」。 

4. 導護：包括「長期性導護志工」、「上學交通導護志工」等。 

5. 藝能領域：包括「藝術創作或美術類志工」、「戲劇/表演藝術展演志工」、

「專業體能志工」。 

6. 其他：「科學實驗志工」、「外語志工」、「探究實作志工」、「多元學習志

工」（如：藝文、陶藝、運動、新興科技等）、「社區參與志工」、「假日/

寒暑假閱讀或營隊活動志工」、「AI、機器人課程、資訊科技志工」、「生

態環境認識/自然山野探索志工」、「學校行政支援人力」。 

四、 比較、評析與展望 

(一) 比較 

綜整問卷調查結果，若以填答學校有 20%以上、亦即 65 校提出需求為標準

來檢視，鹿樂平臺目前提供的人力資源，無論是學科素養、非學科素養、或者其

他協助方面相關各子項的人力資源，其中絕大多數（42 項）都能對應偏鄉學校的

需求。唯一一項需求略低的項目是「PPT 製作」，需求比例未達 20%，但數量上

仍有 50 校認為有此項人力需求。 

偏遠學校提出的其他人力資源需求項目，其中某些項目事實上鹿樂平臺已有

所提供，諸如課後輔導教師、課後照顧師資、課後伴讀/陪伴志工，圖書管理與整

理志工，藝術展演指導志工，外語志工，AI、資訊科技志工，以及社區參與志工、

寒暑假營隊志工等。 

不過，部分需求在類別上雖然並未超越鹿樂平臺現有服務範疇，但其細部內

涵卻有未能滿足之處，例如：樂團、高爾夫、田徑、桌球、排球、專業體能、認

識運動家之指導志工，水資源利用指導志工，食農/食安實驗課程、簡單機械應

用、機器人之課程師資，以及環境布置志工等，必須擴大擴展鹿樂平臺人力資源

挹注的項目。例如：鹿樂平臺目前只媒合提供學校牆壁彩繪的志工人力，但學校

需要彩繪牆壁之外其他更廣義的學校環境布置之協助。 

此外也發現有若干項目為鹿樂平臺現在並未提供的人力資源，主要包括

SDGs、科展製作、探究實作指導志工，草地修剪、財產清查、交通導護、水電維

修志工，認輔/高關懷學生輔導與陪伴志工，生態環境認識/自然山野探索志工，

以及學校行政支援人力等，是否應納入鹿樂平臺之新增服務範疇，則計畫團隊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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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再審慎評估，若適當，則為鹿樂平臺未來可進一步發揮功能之處。 

(二) 評析 

偏鄉學校教育人力資源不足，最直接導因於學校規模較小，因此教育人員編

制較少，流動性也大，加上社區規模也必然較小，而且多半存在文化不利現象，

社區或家長能夠就近提供的人力資源也本然較少。這些可謂偏鄉學校教育相關人

力資源出現缺口的先天不良之處。但除了先天條件不良之外，尚有其他後天失調

之原因，也加劇偏鄉學校人力資源的窘境。 

第一，當前教育多元化趨勢，除了課綱內涵的持續擴增、教育政策推動的各

項議題，例如：表演藝術、食農、環保永續、程式設計等，以及學校本位課程發

展、以及適性學習機會的提供，例如：社團、多元展能課程，以及新興科技所帶

來的新風尚，例如 AI、GPT、機器人等，這些層出不窮、無法阻擋、或者偏鄉學

校也不願跟不上流行的教育需求，全部納入學校教育內涵範疇，一般學校要能及

時或者充分的獲得人力資源猶感吃力，更遑論偏遠學校。這樣的問題雖然可以尋

求鹿樂平臺之類的人力資源給予挹注，但是教育主管機關以及個別學校也應檢視

學校課程內涵的適切性，尤其要警覺「課程過載」（curriculum overloading）的問

題（賴光真，2022），對課程進行取捨，以免永遠深陷人力資源不足的困境。 

第二，偏遠地區學校提出的人力資源窘境，除了課程、教學或輔導層面之外，

還包含較為偏向勞務、行政的事項。諸如學校提出交通導護、校園整理布置、財

產清查、水電修理、行政支援人力等，雖然廣義上也與教育事務有關，但是與教

學輔導關係較不密切，理當由學校自行尋覓並滿足所需人力。然而這些需求被提

出，意味著仍有不少學校受困於校內教師人員編制有限、事務負荷繁重，以及社

區資源難以徵求取得等困境，因此寄望獲得各種管道彌補這些人力缺口。但是這

種向外求援的措施，畢竟不應成為第一優先的良策，國家能否挹注更多的預算或

資源於教育領域，提高學校教育人員編制，或增設類似偏鄉學校巡迴教師或合聘

教師編制，增設學校行政總務巡迴人員，當是教育主管機關或學校寄望類似鹿樂

平臺提供人力資源挹注之同時，應積極尋求解決之根本。 

(三) 展望 

在課程超載與教育人力編制無法獲得有效改善之前，鹿樂平臺之類的教育人

力資源媒合機制仍然具有重要功能。 

檢視調查研究發現，鹿樂平臺目前提供的人力資源，幾乎所有項目都能符應

偏鄉學校之需求，因此建議未來繼續賡續辦理。調查中也發現，偏鄉學校仍有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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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人力資源需求超越鹿樂平臺現有的項目或範疇，基本上只要與教育有直接或間

接的相關，鹿樂平臺原則上都會將需求上傳尋求可用的人力資源，嘗試媒合，滿

足學校的需求。不過，也必須進行適當的宣導，同時加強志工服務後的問卷調查

及實地訪校，避免不當的變成代替學校編制教育人員從事其份內職責，也必須注

意擔任這些工作是否對服務者具有安全疑慮，是否需要給予保險，以及某些服務

事項是否涉及專業以及輔導倫理等，均需納入擴大服務項目或範疇時，一併審慎

考量。 

此外，調查中發現超過半數的偏鄉學校不知道鹿樂平臺之存在，當然無法透

過鹿樂平臺嘗試取得可資彌補人力缺口的資源，因此如何讓鹿樂平臺更廣為周

知，深植國內偏鄉中小學教育人員的視野或心目當中，這也是鹿樂平臺未來應努

力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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