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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偏鄉學校長期面臨教育資源不足、師資流動率高及行政支援體系薄弱等問

題，影響學校發展與學生學習成效（劉鎮寧，2019）。由於地理環境不利，偏鄉

學校難以吸引穩定師資，而教師的頻繁流動進一步影響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興趣

（何俊青，2022）。 

新進教師進入偏鄉學校後，除了適應新環境，還需面對行政負擔、專業發展

資源不足、學生學習動機低落及社會支持系統薄弱等挑戰（張文權、林明地與陳

信助，2023）。然而，學校本身亦需承擔輔導與支持新進教師的責任，在行政資

源有限、外部支援不足的情況下，如何有效協助新進教師適應成為偏鄉學校治理

的一大難題。 

本研究探討偏鄉學校在輔導新進教師時的困境與挑戰，並進一步提出可行的

解決策略，以期透過行政支持、專業發展機制與政策改革，促進師資穩定與偏鄉教

育的永續發展。 

二、偏鄉學校輔導新進教師的困境 

偏鄉學校在輔導新進教師時，面臨多方面挑戰，包括行政支援不足、專業成長

機制缺乏、社會資源匱乏及家校合作困難（張文權等，2023）。這些因素不僅影響

新進教師的適應，也對學校的長期運作產生負面影響，進一步加劇偏鄉師資流動率

（Ingersoll & Smith, 2004）。 

（一）行政支援體系薄弱 

由於行政人力不足，學校難以提供新進教師充足的輔導與行政減負措施（蔡政

宏，2021）。教師需兼任學務、總務及各類行政職務，學校缺乏專責單位來協助其

適應，使新進教師面臨高壓環境，進而影響教學表現與留任意願。 

（二）專業發展資源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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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學校因經費與區位限制，難以定期舉辦專業成長課程或安排進修機會（楊

智穎，2011）。雖有師徒制或行政導師制度，但受限於資深教師的工作負擔，輔導

效果不彰，使學校無法提供系統性的專業成長支持。 

（三）外部資源與社會支持有限 

偏鄉學校難以獲取企業贊助、高等教育機構的合作或數位學習設備，導致學校

在輔導新進教師時缺乏實質性的外部資源支持（蔡金田與黃雅芹，2018）。社會支

持系統的薄弱，使學校難以提升整體教育資源配置，影響新進教師的成長與學生學

習環境。 

（四）家校合作機制不足 

部分偏鄉家長因生計壓力或教育觀念影響，參與學校活動意願較低，親師溝通

不順暢（吳俊憲等，2017）。學校雖透過講座、親師座談等方式提升家長參與，但

效果有限，影響新進教師推動家校合作的效率與學生的學習支持系統。研究顯示，

家長與教師的有效合作關係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成果與教師的教學滿意度

（Darling-Hammond, 2017） 

（五）師資流動對輔導機制的影響 

由於師資流動率高，學校難以建立穩定的輔導機制。當教師頻繁更換時，學校

需不斷調整輔導方式，導致資源分配不均，影響長期培訓與經驗傳承（劉鎮寧，

2019）。這使學校在輔導新進教師時，難以形成連貫的支援系統，進一步影響整體

學校發展。 

三、解決策略與方法 

為了有效協助新進教師適應偏鄉環境，提升其行政適應力、教學品質與職業滿

意度，學校及教育主管機關應整合多種策略，建立完善的教師輔導與支持體系。除

了加強行政支援與專業發展，亦應重視偏鄉人才培育，透過公費生制度與代理教師

轉任機制，培養具有在地認同感的長期教師，以降低師資流動率，促進偏鄉教育的

永續發展。 

（一）建立師徒制與行政導師制度 

透過師徒制安排資深教師或行政人員擔任新進教師的導師，協助其熟悉學校

行政運作（蔡政宏，2021）。導師可提供行政作業的示範指導，並透過定期會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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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幫助新進教師理解行政流程與應對策略。此外，學校應建立正式的師徒配對

機制，確保新進教師在不同的職責上皆能獲得專業指導，以提升其行政與教學適應

能力。 

（二）推動行政專業培訓與跨校學習社群 

透過區域性教師行政培訓課程，讓新進教師透過工作坊、實務課程與案例分

享，快速掌握行政知能（吳俊憲等，2017）。此外，透過跨校學習社群，讓偏鄉教

師相互交流經驗，提升適應力與專業能力。教育主管機關亦可提供遠距培訓資源，

讓新進教師即使身處偏鄉，也能持續學習最新的行政管理與教學策略，以縮短適應

期並提升教學成效。 

（三）強化數位行政支援與行政流程標準化 

學校可建立數位行政支援平台，提供行政手冊、常見問題解答、套用公文範例

等，使新進教師能迅速找到所需資訊（張文權等，2023）。此外，透過行政流程標

準化，減少行政操作的不確定性，使教師更容易適應行政工作。例如，導入自動化

公文管理系統，減輕教師處理行政文書的負擔，提高行政效率，使教師能專注於教

學與學生輔導。 

（四）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家長參與度 

學校可透過多元教學法（如專題探究、合作學習）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創造學

生亮點獲取家長信任，並舉辦親師活動，提高家長參與度，使學生獲得更穩定的學

習支持。此外，透過家長教育計畫，透過講座、座談會，提高家長對學校教育的理

解與參與，使其成為教師的合作夥伴，共同促進學生的學習成長。當家長與教師形

成良好的夥伴關係時，學生的學習成效亦能顯著提升。 

（五）授權學校因地制宜推動彈性工時及績效獎勵 

學校應透過行政減負政策、績效獎勵與升遷機制，提高新進教師對行政工作的

認同感與工作滿意度（劉鎮寧，2019）。例如，學校可推動彈性工時、行政工作輪

調與適度獎勵，以減輕新進教師負擔，增強其留任意願。此外，提供心理健康支持

與教師社群活動，有助於減少教師的情緒壓力，提升工作滿意度與學校歸屬感，使

教師更願意長期留在偏鄉服務。 

（六）培養在地偏鄉原住民公費生 

為解決偏鄉師資流動問題，應積極培養在地人才，透過公費生制度培育來自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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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地區的原住民或當地學生成為未來教師（蔡金田等，2018）。政府與大學應合作

設立偏鄉教師培育專案，提供學費減免與生活補助，吸引當地學生就讀師資培育課

程，並於畢業後返回家鄉服務。 

此外，政府可與地方學校合作，提供在地公費生畢業後的優先就業機會，並建

立回流機制，確保受培育的教師能長期留任，減少師資流動對學校發展的影響。 

（七）選拔偏鄉優秀代理教師轉任正式教師 

由於正式教師流動率高，許多學校依賴代理教師支援教學。然而，這些代理教

師通常已在偏鄉服務多年，對學校運作與學生特質較為熟悉，若能提供正式教師培

育機制，將可有效提升偏鄉教師穩定度（張文權等，2023）。 

教育主管機關可設立偏鄉教師留任計畫，針對連續擔任代理教師一定年資且

表現優異的教師，提供轉任正式教師的機會，包括免試或簡化甄選程序，讓這些具

備豐富經驗的代理教師順利轉任。此外，提供進修補助，使代理教師能在取得正式

教師資格的同時，提升專業能力，確保偏鄉學生能獲得穩定的師資與優質教育。 

（八）建立偏鄉教育支持計畫與政府資源整合 

政府與教育主管機關應提供專門的偏鄉教師支持計畫，如設立教育獎勵金、住

房補助與交通津貼等，以提升教師在偏鄉服務的誘因（劉鎮寧，2019）。此外，鼓

勵公私協力，透過企業贊助、基金會補助等方式，提升偏鄉學校的教學與行政資源，

確保新進教師能獲得足夠的支持。 

四、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對新進教師輔導的修法建議 

本研究除聚焦於學校層級對新進教師的實務支持策略外，亦認為唯有從法規

制度與結構面進行調整，始能從根本上促進偏鄉教育的永續發展。雖然《偏遠地區

學校教育發展條例》（教育部，2023）已針對教師待遇、任用與培育機制提出具體

規範，惟對於「新進教師初入職場的適應與支持」仍缺乏明文條款，故建議可自以

下三方面進行修法補強： 

 

（一）增設新進教師支持制度條文，建構適應輔導機制 

應於條例中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有責任建立新進教師支持制度，內容可包括師

徒制度、行政導師制度與心理諮詢服務。該制度應提供執行所需經費與人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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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校具備制度化的適應輔導機制，以協助新進教師熟悉校務運作、行政流程與學

生特質，強化其職業信心與留任意願。 

 

（二）完善代理教師轉任制度，穩定師資結構 

現行條例雖設有服務滿四年可加分參與甄選的規定，然對實際轉任之彈性仍

嫌不足。建議縮短年資門檻至三年，並設立「免試轉任」制度，賦予主管機關依

據教師教學表現進行專案審查之權限。此舉不僅能穩定具在地認同感與實務經驗

之代理教師，更可減少學校因人員流動所產生的教學斷層與行政壓力。 

 

（三）增修專業成長與行政彈性條文，提升教學效能與工作滿意度 

建議於第十三條增修條文，明定主管機關應提供偏遠地區教師之專業進修補

助、遠距數位教學資源與行政簡化訓練，協助新進教師縮短適應歷程。此外，條例

亦應授權學校依人力需求實施行政工時彈性調整、行政職務輪調與考核制度簡化，

藉以減輕教師行政負荷，提升其整體工作滿意度與服務意願。 

 

綜上所述，若能將上述三項修法建議納入《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將

有助於形塑制度化的新進教師支持架構，並從根本改善偏鄉學校人力資源流動困

境，進而推動偏鄉教育之長期穩定與品質提升。 

五、結論 

偏鄉新進教師常面對行政支援不足、專業資源缺乏、家校溝通困難與社會支持

薄弱等挑戰，影響其教學品質與留任意願。若無系統性支持機制，不僅無法穩定師

資，也將衝擊學校整體發展。本文建議學校應建立師徒制度、推動行政導師與專業

社群機制，提供實務協助與情感支持，以縮短新進教師的適應期。 

從制度層面而言，現行《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雖保障教師待遇，惟針

對新進教師適應輔導仍顯不足。建議未來修法應納入三項要點：其一，明定中央與

地方主管機關設置新進教師支持制度；其二，完善代理教師轉任正式機制，穩定在

地師資；其三，賦予學校行政彈性與教師專業發展空間。 

透過上述措施之落實，有助於提升教師工作滿意度與學校整體運作效率，進而

降低偏鄉師資流動，推動教育機會均等，實現偏鄉教育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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