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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你會不會回來？」談偏鄉教師的任用與流動 
方金雅 

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副教授 

 

一、前言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甫於本

（106）年 10 月 25 日初審通過「偏遠

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草案，在初

審前，包括行政院與立法委員總計提

出了多達 12 個草案版本；此次初審決

議，包括服務年限的要求：未來分發

到偏遠學校公費生、以及專為偏遠學

校辦理的教師甄選錄取者（專聘教

師），必須綁約 6 年，才能介聘到非偏

遠學校服務。而這次修法最大的突破

為設立「偏鄉專聘教師」，未來各縣市

可空留所轄偏遠地區學校教師編制員

額三分之一以下人事經費，用於聘任

「專聘教師」，「專聘教師」聘期每次 2

年，經學校教評會審核通過可再續

聘，3 次 6 年後，表現優良，原學校可

一次續聘 6 年，達到 12 年，如果專聘

教師參加教師甄選也可獲得加分。這

是鼓勵老師長期在偏鄉服務，也是這

次修法的最大突破（沈育如，2017）。 

而本文的主標題「老師，你會不

會回來？」，則是有感於偏鄉教師南投

縣爽文國中王政忠老師真人真事所寫

成的書（王政忠，2011）以及今年九

月剛上映的同名影片。在這部影片，

可對偏鄉教師的服務現況有真實的理

解。例如：甫分發到偏鄉學校、才是

第一年服務的「菜鳥」老師，馬上身

兼多職，暨是導師又是組長；又如：

偏鄉學校雖小，但公文、庶務一點也

不會少；再如：在偏鄉服務的老師，

面對隔代教養的孩子，生活的關懷與

學習的輔導，都需要老師默默的付

出；從這部片中，對於照顧學生的點

點滴滴、鼓勵學生的殷殷期盼，想方

設法引導學生學習動機，實在令人動

容，與其說這是一部電影，不如說：

這是對擔任一位偏鄉教師的角色任務

之真實寫照。 

承上，感人影片放映與偏鄉條例

初審，都是關心偏鄉教育。截至目前，

偏鄉教師的任用與流動，目前仍是很

多偏鄉學校校長很困擾的問題，也是

偏鄉教育非常不穩定的區塊。而本文

的主要內容，係來自 106 年 9 月 9 日

在高雄師範大學舉辦的 2017 年「偏鄉

學校專聘教師」方案高雄場論壇（『偏

鄉學校專聘教師』方案高雄場論壇手

冊，2017），以及 10 月 25 日在立法院

舉辦的「2017 偏鄉教育巡迴論壇」（突

破偏鄉的困境─穩定偏鄉師資全國論

壇議題手冊，2017），筆者於會後撰寫

發表後的簡要記述，並融入個人反思

與建議，希望能對偏鄉教育師資不穩

定的情形，表達關心與淺見。 

二、老師，你會不會進來？關於

偏鄉教師的任用 

偏鄉學校，一直處在缺乏教師的

窘境當中。常見的情形是即將開學

了，許多的偏鄉學校還等不到正式老

師上門，代理代課缺一招再招，即使

退而求其次改招聘大學畢業就有報考

資格的代理、代課老師，依然有許多

偏鄉學校在開學後無法將教師缺額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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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另一個是偏鄉教師流動率甚大，

由於偏鄉老師招考不易，雖有正式合

格老師廁身其中，但為數不少的偏鄉

代理、代課教師可能是大學非本科系

畢業，教學專業和對課程的了解程度

不如正式老師，或是未考上教師甄試

而當作過渡期的職業。這些老師每年

都會重新招考，學校也無法要求代

理、代課老師的專業程度，導致教師

的教學品質低落、學生的學習零零落

落的現象。 

為了穩定偏鄉師資的來源，教育

部與縣市政府，結合了中央與地方的

力量，再加上日前初審通過的專聘教

師制度。鼓勵偏鄉師資的來源，目前

可有幾個作法，參見表 1： 

 

表 1 偏鄉師資來源 

師資來源 說明 服務年限 

正式教師甄試 1.增加偏鄉正式教師員額 

2.考生透過教甄成為正式教師 

初任教師綁約三年 

偏鄉組－ 

正式教師甄試 

1.專為偏遠地區學校辦理之甄選 

2.錄取者皆分發至偏鄉學校 

3.綁約六年 

綁約六年 

一般公費生分發 1.一般師資生領受公費 

2.畢業後分發到偏鄉服務 

綁約四年 

（未來可能綁約六年） 

在地公費生培育 1.偏鄉在地的師資生領受公費 

2.畢業後返鄉服務 

綁約四年 

（未來可能綁約六年） 

教學訪問教師 

（試辦計畫） 

1.一般地區學校的優秀正式教師至

同級偏鄉學校服務 

以一學年為原則 

專聘教師 

（研議立法中） 

1.以契約專案聘任教師  

2.不適用教師法有關代理教師聘任

資格、次數、聘期等相關規定 

3.補助考教師證、進修第二專長 

聘期每次兩年，服務年滿經

審核通過可續聘 

三次兩年聘後，再聘可六年

聘 

（研議立法中）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編整理而成。 

首先，最合理的方式應該是開出正

式老師的缺額，讓報考教甄的考生直接

透過教師甄試取得偏鄉教師的缺額，成

為偏鄉的正式教師。然而，由於少子化

影響，學生數大量減少，偏鄉小校的學

生人數更是減少，因此，真正在偏鄉教

師開正式員額的情況並不理想，而且有

時偏鄉正式老師被借調到行政機關，對

學生的影響更大（偏鄉應開正式教師缺

且用在學校，2016）。其次，開出「公

費生名額」：公費生的名額是由縣市政

府開缺，與師資培育機構進行媒合，希

望師資生領受公費後，學成畢業後可到

偏鄉服務固定的年數。另一方向，教育

部國教署以計畫形式推動的「教學訪問

教師計畫」，鼓勵國中小教師到偏鄉學

校駐點一年（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2017），貢獻課程及教學專業，讓

優秀的教學也能與資源匱乏的偏鄉學

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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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就是目前立法院初稿通過

的專聘教師（沈育如，2017），希望透

過條例的建立，可有適切的法源依

據，在推動時也能有所依循。目前通

過的草案重點包括有： 

其一、公開甄選專聘教師，聘期

每次最長二年，服務成績優良者由學

校校長再聘之。 

其二、協助具教師證書之專聘教師，

取得第二專長，對未具教師資格者，則協

助其取得參加教師檢定之資格。 

其三、提供誘因讓專聘教師得以久任。 

在此所指稱的提供誘因，就聘期

年限來說，偏遠地區專聘教師一次聘

用兩年，經過三次聘任，屆滿聘用六

年且表現優異者，得直接續聘六年。

未來，專聘教師表現優異者，參與正

式老師考試時，並給予加分鼓勵。 

綜合以上，可見到官方主管單

位、立法單位及相關民間對偏鄉教師

的人員來源的用心良苦的規劃。但進

一步要問的是：這樣的來源就足以讓

偏鄉教師充足呢？進到偏鄉教學後，

會不會繼續教？可續教多久呢？ 

三、老師，你會不會留下？偏鄉

教師的困境 

在偏鄉教書，續教率如何？根據

屏東縣教育處的統計，公費生大約 4.5

年會調校離開，而代理、代課老師的

服務期限，則在 1-2 年之間，因此，偏

鄉的續教率非常不理想。時有所聞，

偏鄉學校的畢業生回顧國中三年，換

了五位導師等情事，或是國小六年換

了七位老師。高更換率即可得知，這

種狀況對於學生的學習十分不利。 

究竟偏鄉有什麼樣的困境，老師

變動如此頻繁？茲列要點說明如下： 

(一) 「教師對偏鄉認知不足」 

常見到許多偏鄉教師對偏鄉的認

知不足。實務上發現：有許多偏鄉教

師到偏鄉任教的那一刻才真正踏入偏

鄉，對於偏鄉可能是過度美化的。未

到偏鄉以前，以為是「好山、好水、

好無聊」，可以很閒，有用不完的時

間；其實偏鄉真實樣貌是「好山、好

水、好辛苦」，因為偏鄉小校，人少事

多。每位老師都負擔不少行政工作、

額外工作，而對於學生照顧的需求

量，常常是高於一般地區的教師。 

(二) 「偏鄉教師有如全職保姆」 

在偏鄉，常見隔代教養的情形，

老師們要跟祖父母輩溝通，頗費心

力；同時，由於偏鄉地處偏遠，學生

上下學若無校車接送，則常見老師代

父職、母職，協助接送學生上、下學，

同時，還陪學生到晚上，堪稱是全職

保姆．像是老師又像是父母的角色。 

(三) 「政府對偏鄉教師的照顧未符老

師所需」 

在偏鄉，外地來的老師找不到地方

居住，而宿舍竟成為留與不留的關鍵因

素之一。論壇時，有校長直言，偏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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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教師宿舍，如果是宿舍整齊、設備

齊全，對於教師的續教率，具有良好且

正面的循環作用（偏鄉教育論壇高雄

場，2017）；因此，在高雄場論壇時，

有位校長特別為偏鄉教師請命，希望在

修繕宿舍或是新建偏鄉學校宿舍時，一

定要考慮家庭宿舍，而不只是興建單身

宿舍。該校長提出：以教師的職涯發展

來看，尤其是年輕的教師，到偏鄉任教

後，若要老師安定，這個階段的年輕教

師可能會有結婚的需求，若單純只給予

單身宿舍是不夠的，至於提供家庭宿舍

後，讓老師再付一些費用與水電也是合

理的。試想看看：若到偏鄉任教的老師

願意讓小孩在上小學之前留在當地教

書，等到孩子讀小學再搬至市區，這位

老師最起碼會在當地待十年，而這位老

師相當精華的時間已經奉獻給偏鄉教

育了，因此，若能提供家庭宿舍使老師

多教幾年，絶對是很有價值且必要的作

法。 

另外，也可把偏鄉教師調動不易

的困境，化危機為轉機，以提高教師

的續教率。也就是，由於少子化、超

額情形嚴重，有太多的正式教師想要

調動是非常困難的，即使是用結婚加

分的方式，也很難調到自己理想的學

校。所以，目前也有都會教師，願意

直接調至偏鄉學校蹲點六年，好好在

偏鄉學校任教、發展教學專長，然後

再請調到自己理想的市區學校。這樣

的偏鄉加分方式，對於想要調動的老

師有很好的吸引力，因此，到偏鄉教

學，穩定的教滿數年，或是六年之久，

再配合調動積分加分利多的制度，也

有助於解決教師續教率的問題。 

四、老師，你會不會回來？偏鄉

教師的專業發展 

在偏鄉教書，不管是要進修與研

習，都十分困難。曾經有在偏鄉代理

代課的老師表示：雖然已習慣在偏鄉

服務，擔任班導或科任老師，都已經

跟偏鄉融為一體，也很喜歡偏鄉的孩

子；但是，眼看著昔日的大學同學，

那些繼續在都市裡的大學同儕，在進

修學位較少阻礙，或者也能學習到更

新、更好的教學，所以，漸漸萌生去

意。換言之，要讓偏鄉教師有安心的

教學環境，要能保障偏鄉教師的專業

成長，也能與時俱進，在專業成長方

面能夠繼續向前。因此，對於偏鄉老

師的專業發展，需要另有合適的作法。 

首先，採用「適量且質精」的教

學增能方式。偏鄉老師平日已忙碌不

堪，可能是一人身兼多職，也可能是

對學生的付出，還包含了生活起居。

因此，要談教師的專業增能，要儘可

能「適量且質精」。何謂「適量且質精」

呢？ 

要談「適量」，那就是必須「先減

量」。儘量減少不相關的研習，避免各

研究單位、相關部級單位，隨時就來

一份公文，避免呈現出多個老闆的狀

態（葉丙成，社論）。那「質精」呢？ 

自 104 年暑假開始，由教育部支

持，在中正大學首次辦理的夢的研習

系列，以及 106 年以後各縣市的夢 N，

持續性的夢 N 研習，正一點一點的擴

大影響力，這樣的大型研習活動送研

習到各縣市，方便偏鄉教師可就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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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縣市參加研習。首先，在 104

年7月3-4日在中正大學首辦的夢的系

列研習活動，每一個研習都吸引了千

人以上的老師參加，一次比一次多。

分別有 104 年夢一、105 年 2 月夢一回

娘家、105 年 7 月夢二，以及在各縣市

的夢 N 系列研習活動如表 2，一個又

一個的研習，讓許多現場的老師在研

習與夥伴的討論交流中，找回了擔任

老師的教育初衷，另一方面，參加過

研習的老師將經驗分享，並在課堂上

真正的實踐，吸引了更多老師參加。

例如：今年七月的宜蘭場次中，全體

計有 1,200 多人參加，約有 75%的老師

是第一次參加，這表示不斷有新的老

師加入研習，餅會持續做大；同時在

全部參加者當中約有 70%來自當地教

師，這表示夢的在地化策略成功，承

接著過去的 4 個大型場次外，老師們

也將會透過分區共備，建立更緊密的

合作（王政忠，2017；王韻齡，2017）。 

 

表 2 夢 N 歷年各地研習列表 

年份 月份 夢 N 場次 研習地點 

104 年  7 月 夢一 國立中正大學 

12 月 花蓮場 明義國小 

105 年  1 月 夢一回娘家 國立中正大學 

 5 月 澎湖場 澎湖縣特殊教育綜合館      

 7 月 夢二 國立中正大學 

 8 月 彰化場 田中高中 

 8 月 南投場 南開科技大學 

10 月 桃園場 六和高中 

106 年  1 月 雲林場 雲林科技大學 

 3 月 苗栗場 育達科技大學 

 4 月 屏東場 國立屏東大學 

 7 月 宜蘭場 國立蘭陽女中 

 8 月 南投場 南開科技大學 

 8 月 金門場 中正國小 

11 月 臺南場 長榮大學 

12 月 基隆場 明德國中 
資料來源：王政忠《我有一個夢》，2017。（截取自王政忠老師的 FB: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alex-wang/%E6%88%91%E6%9C%89%E4%B8%80%E5%80%8B%E5%A4%A2/96483153019

5240） 

其次，運用各縣市輔導團的輔導

員，個別化的協助與輔導。例如：為

體恤偏鄉教師一出動到各地研習，學

校就會缺少人手，輔導人員若能直接

到偏鄉諮詢輔導或是到偏鄉示範教

學，採用教學團的方式，進行輔導，

可以避免偏鄉教師一出動研習，就有

學校唱空城的潛在危機。舉高雄市國

教輔導團為例，輔導團到偏鄉學校採

用的「專業支持領航，建構學校卓越

教學團隊」，其作法是：帶領教師卓越

教學，規劃主題課程與教學模組及輔

導教學待提升之教師的支持系統，以

「會 議研商實施方向→教學演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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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教師回校實作→透過入班觀察、

教學演示與對話討論回饋 →成果發

表」方式進行，檢視學校教師教學成

效，協助教師提升教學品質（高雄市

政府教育局，2017）。 

另一方面，到校諮詢輔導，輔導

人員實際到校輔導，可以直接分析受

輔學校的偏鄉特性、學生特質及教師

教學困境，予以個別化的諮詢和指

導，提供偏鄉老師最需求的部分。 

以今年暑假為例，由一群熱心的

圖書教師、閱讀推手及圖書館主任組

成「Reading For Taiwan 圖書敎師志工

團」，規劃一次出團，為期三天的輔

導。這三天的研習討論，包括圖書館

經營、閱讀教學及圖書資訊利用課程

等等。在今年暑假期間，這「Reading 

For Taiwan 圖書敎師志工團」已至偏

鄉學校為學校進行教師的閱讀推動培

訓，由於偏鄉單一學校的教師人數本

來就少，而閱讀教學又是各學科需要

具備的，此閱讀志工團到校後，是幫

助未獲教育部圖書教師計畫補助的偏

鄉學校，也有機會協助該校各科教師

習得閱讀教學知能（何憶婷，2017；

教育部圖書推動教師網站，2017）。 

綜合以上，把研究、專業進修成

長直接送到偏鄉學校，瞭解各個學校

不同的需求，以及不同的發展和協

助，可以使得專業成長更具意義。其

次，追求「適量且質精」的專業增能

方式，不會造成老師過多的研習負

擔，都是可以幫助偏鄉教師的好作法。 

 

五、代結語－偏鄉教育最美麗的

風景是老師與校長 

政府或民間關注到偏鄉的教育已是

多年，不管是偏鄉的教學設備、環境建

置，還是增設電腦，這些年來，偏鄉的設

備與環境已提升不少，有時，其嶄新的設

備、豐富的物質條件，甚至多過市區的學

校。所以，臺東縣偏鄉教師王彩玲老師

說：「偏鄉學校最大的問題並不是錢，最

大的問題是人。」（劉以寧，喀報28）。 

談到人，一則是老師，擔任教學工

作的教師；一則是校長，引領學校的一

校之長，是校園裡的靈魂人物。要讓偏

鄉的師資穩定，應該要給予領導的靈魂

人物「校長」，有更多的法職權，有好

的校長，學校是美麗的。而培養好的優

質的教師，並能在偏鄉穩定的執教，偏

鄉的風光才真正是無限美好！ 

因此，回到立法院日前甫初審通過

的「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草案

來看，此法的修正，對於偏鄉教師的去

留，有了更明確的要求，以二年為一次

聘期，時間頗為合理，且另一方面，也

鼓勵偏鄉代理教師，能好好的展現教學

專業與教育熱誠，因為，新的一任二年

聘書，是來自於教學工作的努力和投

入，不再是考場的筆試分數而已，所以，

把焦點放在學生學習的身上，是最有優

值的投資。這樣的基準點是具有意義的。 

可惜的是，在目前 10 月 25 日的「偏

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草案討論的

進度尚未討論行政負擔減量部分。依據

偏鄉教師王政忠老師在其書中提出的需

求包括：（1）依不同班級數重新規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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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編制，以滿足偏鄉小校教學現場的最

低教學需求。（2）六班規模以下的學校，

行政人力必須合理擴編，以解決日益繁

雜繁瑣的教學升學及輔導管教工作，不

論是正式編制，任務約聘或閒置人力活

化挪用。（3）人力編制擴編所需的預算，

必須由中央立法編列，而不是由地方政

府自籌買單，以符合國家必須負責的公

平正義問題 （以上三點引自王政忠，

2017）。 

最後，再次呼籲：鑑於目前師資培

育是供過於求，即使是偏鄉組的正式教

師甄試，其錄取率約在 5%左右，顯示樂

意擔任偏鄉教師的人數仍然是非常充足

的（2017 偏鄉教育論壇全國場，2017）。

因此，如有可能的話，正式教師與代理

教師的分配，建議仍讓偏鄉優先補足正

式教師（張錦弘、吳佩旻、馮靖惠，

2017）。因為，若能開出正式老師的缺

額，因為是正式長期的員額，可以取得

正式教職，專心在偏鄉服務，其穩定性

仍會高於專聘教師。再加上有「偏遠地

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草案的約束，相

信老師不會輕易離開，學生也不必再

問：「老師，你會不會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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