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7，6（11），頁 61-65 

 

自由評論 

 

第 61 頁 

《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草案探討 
吳忠勇 

雲林縣中興國小校長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育系博士生 

 

一、前言 

少子女化是全世界各先進國家普

遍面臨的問題，部分農漁業縣市因財

政困窘，紛紛進行小型學校的整併工

作。首當其衝的就是生源不足的偏遠

地區小學，但這些被裁併或瀕臨裁併

的學校，對於當地社區文化的傳承及

教育功能的發揮至關重要，草率進行

裁併校，實則罔顧學生在地就學的權

利，甚至造成偏鄉社區的沒落。教育

部因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在去年公

布了《偏遠地區學校振興條例》草案

（後來名稱改為《偏遠地區學校教育

發展條例》），並辦理了四場公聽會蒐

集民意。近來部分關心此條例的立法

委員，從 8 月 10 日起由屏東開始，預

計辦理 10 場「2017 偏鄉教育巡迴論

壇」，主要針對「偏鄉學校專聘教師方

案」內容進行討論，並蒐集與會各界

人士的看法。 

偏遠地區學校的發展，必須以整

全的觀點進行考慮，除了地方政府必

須提供經費挹注，獎勵偏鄉學校進行

校務革新及轉型之外，教師專業成長

及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也是首要之

務。校長的職責是綜理校務，也是攸

關學校發展的靈魂人物。學校的需

要，校長最知道。本文將以一位在偏

鄉地區服務的國小校長視角出發，探

討《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草

案對偏鄉學校的影響，以及提出相關

建議供教育工作者及行政機關參酌。 

二、《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

例》草案要點 

本條例被稱為教育法令當中的

「轉型正義條例」，期能落實憲法中保

障人民教育機會均等的權利，並讓偏

遠地區的教育能夠均衡發展。茲依據

立法院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13 次會議議

案關係文書，將《偏遠地區學校教育

發展條例》重點說明如下（立法院，

2017）：

表 1 《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草案重點整理 

項目 內容 

偏遠地區定

義 

本條例所稱偏遠地區，指交通、經濟、文化、社會等條件不利之地區。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偏遠地區學校認定基準認定，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並

公告……至少每三年應通盤檢討並公告之（第四條）。 

偏遠地區學

校教師之進

用及培育 

偏遠地區學校進用編制內合格專任教師確有困難者，得以契約進用教學人員或

以共聘、巡迴輔導或其他方式聘用特殊專長教師，最高以三分之一教師編制員

額為限（第八條）。各大學招生之師資培育，應保留一定名額予偏遠地區學

生。……協調師資培育之大學設公費偏鄉教育師資培育在職專班（第九條）。 

(續下頁)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7，6（11），頁 61-65 

 

自由評論 

 

第 62 頁 

項目 內容 

偏遠地區學

校之組織、

人事……等

事項，得採

取特別措施 

本條例為有關偏遠地區學校事務之特別法，在組織、人事及經費上賦予較大的

彈性（第二條）。……不受國民教育法、高級中等教育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

其相關法規之限制（第七條）。如：（1）學校之行政組織得彈性設置（2）校長

之遴聘由地方主管機關依實際需要另定之。校長得提出未來校務發展計畫，經

原學校校務會議通過，報各該主管機關同意後連任，得不受連任一次之限制。（3）

學校招生得不受學區及行政區域之限制。（4）學校得依需要採混齡編班方式並

實施混齡教學。 

中央主管機

關應採取改

善偏遠地區

學校教育措

施 

中央主管機關為改善偏遠地區學校教育，應採取下列措施（第五條）：（1）研訂

全國性之偏遠地區教育法規及政策。（2）對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偏

遠地區學校教育事務進行協調及監督。（3）優先提供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

關為辦理第七條各款措施所需經費補助。（4）鼓勵偏鄉地區學校及教師提升教

學品質、發展特色課程或實施混齡編班混齡教學。（5）定期舉辦全國偏鄉地區

教育會議。 

改善偏遠地

區學校教育

的優先措施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改善偏遠地區學校教育，應優先採取下列措施（第

六條）：（1）整建學校基礎設施。（2）提供教材、教具……數位及其他必要設施。

（3）為學生就學與通學採取必要措施。（4）視學生需要，提供課後補救教學或

課後照顧。（5）提供教職員工及學生住宿設施或安排適當之措施，及交通費補

貼及生活津貼。（6）合理配置教學及行政人力，簡化學校行政流程，必要時得

指定學校集中辦理。（7）因應地域特性加強規劃辦理教師研習、輔導，協助教

師專業發展。（8）設置任務編組性質之偏遠地區學校區域教育資源中心，對偏

遠地區學校提供教學及行政支援。 

特別獎勵 自願赴偏遠地區學校服務之校長及教職員，應給予特別獎勵及福利；其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十條）。 

 

三、《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

例》草案探討 

《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

立意良好，對於偏遠地區學校面臨的

困境有所改善，但就教育實際現場的

運作而言，有部分問題仍值得加以探

討。 

(一) 偏遠地區學校的界定 

原本《條例》草案中依地理環境

特性作為區別偏遠學校的規準，雖有

其便利性，但也引起不少爭論，日前

亦發生蘭嶼某學校代理教師考上後因

為沒有交通津貼而放棄到該校。就研

究者 2017 年 9 月 1 日參加在嘉義大學

辦理之「偏鄉學校專聘教師」方案雲

嘉場論壇，立委鍾佳濱提出將以目前

教育部認定的「教育優先區」學校的

要件，作為認定偏遠地區學校之依

據，相較於原先草案之規定寬鬆不

少。另外，對於部分俗稱「不山不市」

的學校，除本身教育資源較為匱乏

外，因部分法令的限制，所以無法得

到相對應的補助，在此次條例修訂中

也應加以規範，讓學校能主動申請偏

遠地區學校的認定（林文蘭，2016），

或保障此類學校的經費補助。  

(二) 師資來源的穩定性 

為了偏遠地區師資來源的穩定

性，對於分發之公費生及特定為偏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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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的教師訂有綁約「六年」之條款，

對此爭議各方看法不同。立委鍾佳濱

依據嘉義縣教育處長王建龍之構想提

出「專案教師」方案，針對具備教師

證且在教育優先區學校服務之代理教

師，經一定招考程序錄取後給予六年

聘期，在聘期當中給予 1 年 12 個月的

薪水，並針對偏鄉師資之需求加以培

訓及考核，六年後參加專門為偏鄉學

校辦理的教師甄選可以加分，如果考

上正式教師，聘約服務期間的年資可

以提敘。此方案對於偏鄉師資的穩定

具有相當的吸引力。研究者認為「綁

約六年」是短期內的必要之惡，這是

針對偏鄉考試取才的特殊性需求，且

偏鄉學校師資流動頻繁，招不到優質

或正式師資，在世界各國是普遍的現

象，為取得正式教師資格而選擇報考

偏鄉教師，就該遵守契約，才符合考

試的公平性。如教師因為個人或家庭

因素（結婚、重病、家庭變故等），必

須調離原服務之偏鄉學校，考量法律

不外乎人情，可依不足之服務年資繳

交罰緩，畢竟專案教師也在偏鄉服務

了六年。 

(三) 偏遠地區學校教師員額編制及人

事經費的彈性運用規定 

偏遠地區學校要甄選到合格專任

教師不太容易，為了讓偏遠地區學校

學生開學後能正常上課，條例明訂學

校得在編制員額內彈性運用三分之一

以下的人事經費，透過公開甄選方式

進用代理教師，不必受限於教師法等

有關代理教師之相關規定。但師資品

質攸關偏鄉教育之良窳，讓學校能彈

性運用人事經費是權宜之計，但不能

確保所招聘到的教師素質是優秀合宜

的，開了彈性聘用代理教師的大門，

有可能犧牲掉學生的受教品質（羅德

水，2017）。既然一人成班已是確定的

政策，日後學校裁併的校數當大幅減

緩，條例理應訂定優先給予代理教師

12 個月的薪水，讓師資穩定，並且精

算教師退休及缺額數，補助縣市政府

經費招考偏鄉學校正式教師，讓孩子

不必每年適應新教師。 

(四) 擴大人力的彈性編制、簡化行政

負擔 

偏鄉學校正式師資來源缺乏，但

行政業務卻不見減少。年輕的正式教

師經常必須兼代理主任，代理教師有

時亦必須兼任組長。依〈教育部補助

國民小學充實行政人力實施要點〉規

定，只有 12 班到 20 班的學校才有資

格獲得補助，對於諸如繁雜的出納業

務，經常讓兼辦的教師避之唯恐不

及，且承辦出納人員經常異動，讓學

校苦不堪言。（宋慶瑋，2017）。研究

者認為，部分代理教師相當盡責，除

了教學及學生輔導工作表現良好外，

對於學校行政事務的推動更是相當配

合，而擔任行政人力人員，對於交辦

工作也能認真達成任務，甚至比正式

教師或正式職員更認真，所以如果能

依代理教師及約用的行政人員表現給

予相對較高的薪資，對於工作士氣的

激發及工作的穩定性有積極作用，因

此，對於服務成績優良之代理教師及

行政人力，也應該依其在偏鄉的服務

年資，給予獎金鼓勵。此外，偏遠地

區學校可彈性運用人事費用共聘行政

人員，並將業務集中處理。研究者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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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偏鄉行政人力考核成績優良者也

可斟酌納入日後參加國考加分的依

據。 

(五) 鼓勵辦學績優校長及優秀教師留

任偏鄉 

校長是學校校務推動的靈魂人

物，攸關學校教育績效之良窳。為了

讓辦學績效卓越之校長，能不受任期

的限制，在條例中也明訂相關條文。

而為了讓真正符合偏鄉學校需求的校

長能長期服務，應該要有適合的評鑑

機制，廣納學校同仁、家長和地方公

正人士的意見（林文蘭，2016），藉由

360 度評鑑之精神，讓真正適合的校長

及教師留下來，避免立法美意蒙塵。 

(六) 教學型態的創新 

條例提及教育部應鼓勵偏遠地區

學校進行混齡教育及實驗教育。但公

辦公營的偏鄉學校要辦理實驗教育有

其難處，除了校內及地方家長必須先

有共識外，對於部分不願意接受實驗

教育的學生，家長必須接送他們到外

學區就讀，不僅造成更大的負擔，也

有交通安全上的顧慮（羅德水，

2017），而且一旦改制成實驗學校，通

常會有人事的大調動，更偏遠的地區

則是每年代理教師異動頻繁。在嘉義

大學的論壇上，某實驗學校校長私下

告知，再怎麼努力學生人數都不會增

加，因此，對於偏鄉學校申請成為實

驗教育學校必須審慎把關，或許如芬

蘭一樣朝高品質的混齡教育方式著

手，會是較佳的方式。 

四、結論與建議 

《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

是我國首次從「振興角度」來研擬的

教育法案，對偏遠地區學校的校務發

展提供更多的運作彈性（林文蘭，

2016），但教育問題涉及層面相當廣

泛，需統合各部會業務相互合作才能

見效（王慧蘭、佘育盈、劉晏伶，

2011）。早期中央及部分縣市政府以偏

鄉小校教育成本太高或財政不佳為

由，積極進行學校裁併，後來，在部

分學者及社會人士積極呼籲反裁併

校，以及立委的關注之下，教育部終

於體認到偏鄉教育的重要性，轉而在

今年一月公告「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合併或停辦準則」，其中第四條提

及：「學校新生或各年級有一人以上者

均應開班。」至此，正式確立偏鄉教

育的主體價值，落實憲法保障國民的

受教權利。 

然任何法令規定很難求其完備，

就此次訂定之《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

展條例》草案，匯集眾人的智慧，已

對於偏鄉教育的發展跨出一大步，值

得加以肯定。而法令的規定有其時代

歷史背景及受當時的教育思潮所影

響，因此，本條例也必須視實際執行

情況加以滾動式修訂，以符合實際教

育現場的需要。尤其 106 學年度全國

共有 130 個班級 1 人成班，部分學校

已開始嘗試實施混齡教學，教育主管

行政機關必須及早因應，對於實施混

齡教學的教師進行培訓，並研擬相關

配套措施，以確保學生的學習權及受

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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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研究結論，本文提出相關建

議如下： 

1. 偏遠地區學校的界定宜納入社區

經濟、文化、產業、外界資源補助

等因素綜合考量，並讓學校有主動

提出接受認定的機制，以免部分學

校有實際需求，卻未被納入相關認

定規準內。而對於不必要的評鑑及

外部會諸多的成果配合事項，教育

部要審慎檢討或廢除，讓學校教育

回歸課程綱要的要求，按領域課程

及重大議題的規範比例正常上課。 

2. 教師專業發展的規劃及補助方式

宜更彈性、多元。優良的師資來

源，是學校優質教育的保證，教師

的重要性並不亞於校長，因此，在

教師專業發展上應優先補助資訊

通訊設備，規劃跨時空環境的教師

進修方式，並且鼓勵教師突破先天

地理環境的限制，能方便藉由遠距

教學的方式取得碩士學位，成為如

芬蘭的「研究型教師」，有助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另外，因應偏鄉學

校人數遽減，及早規劃創新的混齡

教學模式是當務之急。 

3. 偏鄉行政人員及教師的任用及獎

勵辦法宜有評鑑機制並從優獎

勵。我國因教師分級制並未落實，

對於教師評鑑亦看法分歧，在教師

成績考核上只要請假天數未超

過，大多人人甲等，而不適任教師

的處理機制往往曠日廢時難有成

效。因此，對於服務成績優良，且

願意留在偏鄉服務的校長及教職

同仁，應該給予特別且額外的獎勵

機制（含代理教師及行政人力），

提升在偏鄉服務的誘因，讓在偏鄉

就讀的學子也能受到國家積極的

關注，有機會翻轉自己和家鄉的命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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