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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近年在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的推動下，越來越多的大學師生積極投入偏

鄉教育的社會參與，並累積出若干特色成果。然而，在這波大學協力地方教育的

浪潮中，大學協力地方的議題與行動模式為何？過程中究竟產生哪些內外部效

益，是值得探究與省思的課題。在此，本文將針對大學協力地方鄉村小學的議題、

行動方案進行探究，並以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三個行動案例作為標的，說明各項目

的實際執行概況，以及後續衍生的整體效益，期能作為其他學校參與協力地方鄉

村小學參考之用。 

二、 南投縣的地方教育現況課題 

南投縣整體產業是以一級農業與三級休閒旅遊服務產業為主，人口總數近

12 年來已從 2008 年 531,753 人逐漸降低至 2025 年 471,647 人，共計減少 60,106
人 1。其中全縣 13 鄉鎮總計有 9 個鄉鎮，如中寮鄉、仁愛鄉、水里鄉、名間鄉、

竹山鎮、信義鄉、埔里鎮、國姓鄉、魚池鄉等，被國發會列為地方創生的優先區。

就南投縣小學發展概況，以 110 學年度為例，全縣 140 所國小 95 所國小在班級

數上屬於六班以下（佔全體 67％），其中 82 間屬偏遠學校。另一方面根據相關

研究指出，南投的整體偏鄉學校教育存在「現場教師教學力、家庭與社區學習網

絡力」不足的課題，以下分述說明： 

（一）現場教師的教學力不足的課題 

蔡金田、黃雅芩（2018）研究指出：南投縣偏鄉區域教師進修因交通不便，

大量交通時間不利進修，同時影響研習資源的導入。另一方面，南投縣代理教師

比例過高，南投縣偏鄉代理教師比例達 29%，一般鄉鎮亦達 16%，比例均偏高

（張彩鳳、陳中興、洪素蓉，2021）。面對這個雙結構性問題，將嚴重影響南投

縣現場教師對於 108 課綱之專業知能的培育，此亦將連動影響整體學校發展與學

 

1  南 投 縣 政 府 縣 政 儀 表 版 ， https://ntdash.nantou.gov.tw/ntdash-
web/statistical/07cen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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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習的品質。 

（二）家庭與社區學習網絡力不足的課題 

學童教育的學習，除學校的智識啟發，亦無法擺脫家庭和社區脈絡的影響。

然而，受到地區工作樣態影響，偏鄉地區的家長長期處於工作與收入不穩定的勞

動處境，以致對於孩子的教育參與程度相對低落，與社區和學校的連結關係相對

薄弱（陳聖謨、簡至悅，2015）。是以，在健全學生學習的環境系絡中，除了學

校教育品質的提升外，如何提升家庭或社區對於學生的學習關懷，建立起「同村

共養」或「非血緣的家庭關係」，此學習扶助網絡系統將有助於學生學習發展（陳

盈宏，2017），這部分亦是南投地方教育創新發展過程中值得關注的課題。 

三、 暨大協力鄉村小學教育的行動案例 

面對南投各類型的基層偏鄉教育問題，暨大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

中心（簡稱：暨大人社中心）與教育學院 USR 計畫團隊（簡稱：暨大教院 USR
團隊），自 2016 年以來，即與地方公共社群嘗試各類型的教育創新行動方案，期

盼對應問題得以找出行動解方。以下將選擇三個案例，說明暨大團隊針對不同類

型的基層教育問題，採取的行動策略。企盼藉由這項行動經驗的彙整可以為大學

協力偏鄉基層教育提供一些策略方法的借鏡作法。 

（一）仁愛鄉力行國小：108 課綱教師培力 

緣起於 2020 年一通電話邀請，暨大教院 USR 團隊與仁愛鄉力行國小展開為

期兩年的教師增能培力合作。兩年期間，以每月 1-2 次頻率深入山區，為力行國

小教師團隊提供 108 課綱偏鄉教師培力，協助教師設計書寫教案與校本特色課

程。此外亦陸續導入國際教育、跨年級教學、數位學習、哺乳類動物觀察、鳥類

觀察、中海拔植物辨識、咖啡烘焙、網路文化、童軍教育等多元主題課程，歷經

兩年協作對學校教師知能培力，具有一定實質效益，例如：2023-24 年陸續提出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奠基力行國小的合作基礎，2022 年將培力機制由單點學校

擴大為區域合作，同年 8 月暨大教院 USR 團隊與發祥國小、紅葉國小、力行國

小合辦首次生活科學營，融合了三校教師團隊，以原住民文化、生活技藝如炊事、

陷阱、生火、歌謠傳唱等，結合 STEAM 教育，發展課程共備機制，其中遊力行

國小翠巒分校教師研發的傳統狩獵學習方案，2024 年獲得第 64 屆全國科學展覽

會生活與應用科學鄉土教材獎（林遠沖，2024）綜上，在培力力行國小過程中，

暨大教院 USR 團隊觀察歸納兩項重要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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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群的建構對於教師培力有著重要影響力：無論是單間學校的培力，或是跨校

教師社群培力，若有形成具凝聚力的社群，尤其是有資深教師帶領的社群，即使

是囿於交通因素只能以遠距方式進行討論與團隊增能，培力成果往往優於未形成

社群結構的學校。 

2. 地方社群培力的需求：在活動辦理的過程中，計畫團隊藉由實地訪談，了解在

地部落居民對於城市和部落學習進度落差的焦慮，以及期待大學提供居民職訓培

力和孩子學習輔助等意見。 

承上，下一階段如能引導在地教師社群投入關注在地議題，同時引導小學和

社區做更緊密的結合，此不僅學校辦學的地方認同感可以增加，因特色教材與地

方學和在地議題相容，亦能引導家長投注更多關心，啟動家長對於學生的學習關

注力，此將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的量能。 

（二）埔里鎮桃源國小：桃米生態小學堂的課程企劃與執行 

桃源國小位處於南投縣埔里鎮桃米里。桃米社區自從 921 地震以來，透過生

態環境教育學習，不僅發展出以生態為本的社區生態旅遊模式，同時也吸引許多

青年返鄉就業，為臺灣知名的災後社區重建創生案例。不過區內唯一的小學：桃

源國小，近十年來就學人數逐步下滑甚至面臨一年級一位學生的保衛戰。深究核

心原因，除學區與市區相較略顯偏遠，學校教學特色不足也是問題。值此，長期

陪伴桃米社區營造發展的暨大人社中心，參酌以往桃源國小與桃米生態解說員共

同推動的「生態小學堂」經驗，2016 年透過大學作為平台，整合桃米社區內不同

社區組織與生態解說員，協助桃源國小重新活化「生態小學堂」的學習內容。 

桃米休閒農業區推展協會負責規劃「生態小學堂」學習內容、桃米生態解說

員入校授課。行動初期面臨國小內部校務治理團隊更迭、學校師長被動觀望的問

題，致使整體課程活動活力不足。不過在 2020 年新任校長與教導主任的更迭下

有新的一波改變。除學校積極參與每月一次的桃米生態社區營造協進會，瞭解社

區內其他組織的推動議題，也分享校內的發展概況與協力需求，此改變拉近了學

校與社區之間的距離。接續，在暨大人社中心協力下，開始更有系統化的針對學

校的扶助教學需求，提出相對應行動。例如：從 110 學年起，將歷史系社會服務

學習課程導入桃源國小，協助各年級的扶助教學；應光系社會服務學習，協助生

態校園整治。再者，桃源國小與桃米生態解說員開始依不同年齡層進行「生態小

學堂」課程設計，並與暨大教育學院學士班、國企系學生合作，將生態解說員的

口述與 PPT 資料轉化為教學教案。另一方面，桃米休閒農業區推展協會也協助

學校完成兩幅生態校園的地圖創作、300 多株蝴蝶食草蜜源植物種植、策劃校內

教師在地知識教學知能活動。2022 年桃源國小學生榮獲南投縣環保局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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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競賽的優勝，並且出版「麻竹筍蛙繪本」。 

綜上，在「桃米生態小學堂」的個案中發現，偏鄉學校的教育協作，牽涉「校

務行政團隊的觀念與支持、教師知能的成長、社區協作參與的意願」等項目，同

時亦考驗大學的協力資本是否足以應付。 

（一）埔里鎮福興小學堂：運營社區學習據點 

福興社區位於埔里鎮郊區，由於縣府計畫在此建置溫泉遊憩區替代廬山溫

泉，地方人士有感將面對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的變動，且社區確實較埔里鎮中心

區域相對缺乏課後教學資源，於 2015 年與暨大人社中心商議籌辦福興課輔班的

可能性。初期規劃於每週一、三、五和寒暑假期間，提供學童國文、英文、數學

等主科課後輔導和課外活動等服務。場地方面，則是利用在地信仰中心受奉宮的

二樓空間，經費方面則由時任福興里的里長負責募集，暨南大學教育學院則是負

責課輔師資招募、訓練和教案教材設計。 

歷經四年推動，2019 年更名為「福興小學堂」，延長授課時間為每週一至週

五晚間六點半至八點半。更名為小學堂的用意在於，與坊間常見的補習班作為區

隔，相較於課業，小學堂更注重陪伴學習的過程，大學生們願意用更多的時間傾

聽孩子們說話，並與其溝通或陪伴緩解情緒，如林妙容和張力亞（2021）在書寫

暨南大學在桃米社區推動的方案時，指出臺灣不同鄉村教育團隊都意識到陪伴的

重要性。小學堂一方面使孩子們能夠順利的做完功課、釐清課業上的疑問處，同

時利用學習活動安排，導入科學營、正念營、童軍課程等多元學習方案，期待在

學校課程的基礎上，帶來更多學習的可能性和學習體驗。 

福興小學堂作為暨大教育學院持續投入的實踐場域，由於參與教學者多為暨

大校內學生，且橫跨教育學院、管理學院和人文學院，如何建構培力機制遂成為

重要課題。在福興小學堂建置初期，培力課程由福興小學堂團隊邀請外聘教師，

或參與縣府 18 小時補救教學培訓等方式進行。2020 年後隨著教育學院學士班、

教政系運用服務學習方式投入小學堂固定人力運作，福興小學堂建立起由服務學

習延伸至正式投入服務的育才機制，並運用系內課程進行教案設計、課堂經營、

團隊行動方案發想等系統性培育。在福興教學過程中，可以看見大學生們對於角

色定位的衝擊、課程設計和混齡教學的挑戰、學生相處的挑戰等，而小學堂學長

姐的傳承、經驗的分享、他者的專業經驗等，構成了多元的社會支持系統，讓投

入福興小學堂的行動者能夠獲得不同程度的成長和迴響（阮寶儀，2024，92-98）。 

福興小學堂現階段已穩定由在地企業、社區廟宇和大學系統共同支持社區的

學童學習，2020 年起亦導入暨大教育學院學士班的「社會服務學習」課程，週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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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安排 3 至 5 位學生投入現場教學支援藉以補足現場不足的人力。此機制亦成

為大學端以社區參與實作連結地方的重要行動機制。隨著小學堂的營運逐步穩

定，且小學堂孩子們逐漸成為青少年，如何藉由未來的生職涯發展、產業認識等

課程內容設計，強化小學堂與社區之間的社群網絡、帶動社區家長與社區事務的

連結，強化永續生活能力與視野，將是福興團隊未來的中長程工作議題。 

四、 結論 

位處於偏鄉地區的小學，面對學校教學創新、學生學習扶助的課題，小型的

偏鄉學校如何接應、創新發展。在暨南大學協力的三個教育行動方案中可以發現，

當偏鄉學校有危機感時，輔以大學的協力仍有變革轉型的可能性。以下從上述行

動個案中，規劃出三點大學協力鄉村小學教育呈現的價值與效益： 

（一）讓行動參與者重新理解鄉村教育的生態性癥結問題 

透過行動案例的實際參與，讓大學的師生重新認識偏鄉地區的教育現場問

題，進而從實務中探究問題背後的生態系統根源。這樣的實務經驗對於傳統仰賴

學術研究、理論學習，獲取知識內容的教師與學生們，存在地方知識學習的效用。

此外藉由實際現場的體驗與觀察，也有助於引發學生知識學習的動機，以及教師

投入教學創新的可能性。以福興為例，固定參與福興小學堂課程的人數約在每學

期 12 名至 18 名左右，由於福興所處區域偏僻，參與人數較難大幅增長。然而，

福興小學堂的教師團隊由國英數學科和多元學習方案為基礎，發展出「百工計畫」

等國中小學童職涯探索活動，不僅呼應在地學童的生涯發展需求和在地紮根，也

是行動者融入鄉村社會生態系統，了解鄉村教育議題的另一扇窗口。 

（二）社區參與是鄉村教育創新重要的支持能量 

在福興小學堂營運過程，固然尚未形成穩定的學校、家長、社區、學生四方

之間的社群治理系統，然而正因為社區、大學和企業對於教育議題具有共識，結

合了有互補性的資源和行動，因而形成江大樹等（2021）所指涉的議題導向之社

群網絡。在協同仁愛鄉發祥國小、力行國小、紅葉國小三校辦理科學生活營的過

程，也觀察到教師們為了將在地原民文化融入科學教案中的各種努力，以及部落

居民對於小學教育行動的關注。顯見在地議題的關懷和資源互補性是學校和社區

共同參與教育議題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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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學協作提供偏鄉教育工作者行動的指引與依靠 

在力行國小與桃源國小協力過程感受到，大學願意進入偏鄉長期性的協力合

作，對於偏鄉學校教師，不僅提供穩固變革的後援支持，也讓他們更願意加以嘗

試各類創新行動的可能性。此外對偏鄉地區想要從事課後扶助教學的社區組織，

大學的參與與駐點行動，不僅可完成社區組織工作者的行動想像，同時也可為社

區開展出獨特的發展特色，並建構出更具實體感的社區鄰里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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