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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少子化現象衝擊著國內教育，根

據調查近三成單身不想結婚，經濟壓

力大不想生小孩，2025 年，死亡人數

超過出生數，2008 年臺灣的總生育率

只剩下 1.05 個，低於鄰近的新加坡 1.4

人、日本的 1.3 人、韓國的 1.1 人，成

為世界上生育率倒數第一名的國家

（遠見雜誌，2009）。少子化現象使得

出生人口數每年低至 15 萬人，國小入

學新生未來五年內將銳減近 10 萬人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基金會，2016）。

如何解決在此趨勢下對學校、教師，

甚至整個臺灣教育的衝擊，將會是一

個重要課題，更會是嚴峻的挑戰。 

二、對國民教育的衝擊 

(一) 班級數減少、面臨裁併或廢校 

隨著學生數日漸減少，班級人數

自然而然也減少，人數甚至少到須減

少班級，有些學校規模也日漸萎縮，

有被裁併的可能。學校規模過小，就

經濟效益而言偏低，產生教育資源浪

費（吳政達，2006）。基於政府的財政

困窘及學校最適規模效益，紛紛展開

裁撤。「小班小校的政策」，併校、裁

校、廢校為期三個策略，而近五年來，

共裁併了 112 所百人以下的小學。（陳

啟榮，2006）未來學校人數過少的國

中廢併校勢所難免。依據教育部資料

顯示，2001 至 2007 年度，全國整併的

小型學校有 97 校，分別為本校裁併 13

校，分校裁併 34 校，分班裁併 50 班

（教育部國民教育司，2008）。 

(二) 師資過剩、超額流浪教師問題嚴重 

83 年師資培育法通過，師資培育

政策由一元轉變為多元，從計劃制轉

為儲備制，教育部從 84 年核定教育學

程，包括原有的師資班和學士後教育

學分班，核定招生數逐年增加，並且

從 86 年度開始依新制核發教師證書，

累計核發數已達 10 萬張，但正式獲聘

為教師只有 7 萬餘人，目前約有 3 萬

所謂流浪教師（邱瓊平，2004）。台灣

每年平均有一萬多人考取教育資格，

實際上全國教師甄試綠取率不到 3

％，流浪教師的數量逐年不斷累計增

加中。行政院於 2006 年通過「五年精

緻國民教育方案」之降低編班人數將

調整為每班 32 人，爾後逐年降低一

人，如 99 學年度為每班 29 人，教育

部估算，在 107 年度，國中將減少 5500

多班，教師需求將減少一萬多人，超

額教師問題嚴重。 

(三) 學校經營日益艱困 

目前教育經費是依照學生人數而

補助，當學生人數減少，教育經費便

隨之縮減。學校裁併除了減班，行政

組織也依規定縮編。師資供需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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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各校減班，教師員額被控管，紛

紛以代課教師代替，代課教師流動率

高，影響教學品質。學校要解決超額

教師問題，但中央目前還未有一套處

理超額教師的辦法，由各縣市政府自

行解決，各縣市政府又丟給各校去制

定超額辦法，造成校內教師對立衝

突。各校的辦法是不同的，有失公平。

有些學校要停辦，再加上家長對教育

需求和以前不同，強調更高的教育品

質。學生數不足，小學已有招生不足

的現象，將來國中到大專院校也會發

生同樣問題，學校經營勢必日益艱困。 

(四) 學校閒置空間多 

國小從 93 年度開始減班，98 學年

度少子化衝擊延伸到國中。國內學齡

兒童人數遽降，估計國小減班合計將

近一萬班。（張憲廷，2005）緊接著影

響國中學生來源。少子化減班之後，

多餘的教室變多了，而裁併廢校的校

園也變多了。如何妥善規劃運用，別

讓閒置校園成為治安死角，閒置教室

成為蚊子館，勢必是待解決的ㄧ大問

題。臺北市教育局決定從 2008 學年

度起，連續 4 年投入 5 億 8000 萬

元，將 141 所國小 的 1157 間閒置

教室，改為英語情境教室、音樂教室、

美勞教室、自然教室、特殊資源教室

等專業教室(吳啟綜，2008 ) 臺東縣政

府教育處(2008)就閒置地舍予以積極

規劃，希藉由有意願開發或有公務公

共需要之各機關單位， 可循撥用、借

用或標租方式，提報閒置校地舍再利

用計畫送審，以提高閒置校地舍活化

再利用效益，並避免成為治安死角及

危害公共安全。 

三、少子化國民教育因應之策 

(一) 發展精緻創新特色、吸引學生就

讀 

學生就學人數減少，使教育空間

出現過剩，此時可將教育資源重整，

學校的課程設計可以更多元化、精緻

化及多樣化。以前專科教室不足，現

在空間夠了，可以妥善規劃，落實分

科教學。尤其新住民學童人數愈來愈

多，可針對其需求彈性調整課程。教

育資源由量的擴充轉為質的提升。尤

其質的方面，可有效結合學校與社

區，配合地方產業與文化發展成特色

學校。精緻化有四大特徵，追求卓越

性、績效性、科技性與創新性。簡言

之卓越性追求卓越，提高品質。績效

性強調在推行教育活動能獲得較好的

實施效果。科技性結合尖端科技採用

電腦輔助，運用視聽媒體，有助於提

高教育品質。創新昰創意的產品，將

教育方式推陳出新，突破現狀，提高

學生學習興趣與效果。發展創新經營

特色吸引學生就讀，將是永續發展的

契機。 

(二) 促進師資新陳代謝消化過剩人力 

從師資培育開始嚴選與控管教師

的質與量。審慎審核師資培育機構與

精算數量。降低班級人數調整師生

比，教師編制由每班 1.5 人可提高至每

班 2.0 人，降低班級人數至每班 20--25

人，來達教育的優質，並有效紓解超

額教師的壓力，而非一味的總量控管

的規劃供需。小學包班、小班教育未

必有最好效果，因此教育人力規劃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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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可增加輔導老師、研究老師、雙導

師、教師助理等多元師資，讓未來師

資運用更彈性化（陳星貝，2012）。退

休制度一直變更、國民年金改革爭

議，讓想退休教師進退維谷，盡速合

理修法，以利消化過剩人力。減少班

級人數減少授課時數，增加必要之人

力編組，分工分科更落實更細緻化。

獎勵優退，讓優秀年輕人才可以進

入，以促進新陳代謝。 

(三) 轉型學校經營策略 

處在多元時代的背景衝擊之下，

資訊科技迅速的發展與流通，社會多

元化的腳步也愈來愈快，教育已不能

閉門造車，傳統的教育觀念、教學方

法，學習型態及學校經營方式勢必有

所改變。少子化之後，學校應從經營

策略、師生觀念、策略聯盟、小班制

度與綜合教育資源等面向來經營學

校。（張憲廷，2005）少子化衝擊國民

教育和學校生態結構，學校和社區共

同努力發展轉型策略，策略聯盟是時

勢所然，將不同學校資源予以統整，

讓學生享受更佳的學校條件，多元發

展，將不同學校特色專長予以交流互

惠，學校更朝多元發展，因應學生個

別差異與多元特色。效能提升，教育

能在相互支援下發揮，減少人力物力

浪費，促進教師研發能力，增加學校

優勢競爭力。 

(四) 活化學校閒置空間 

空教室可以跟社區結合作為托育

中心或社區活動中心。高雄市立大同

醫院和失智學會利用校園閒置空間轉

型籌辦「日間照護中心」，命名「大同

福樂學堂」（聯合報，2016）。而中小

學閒置空間更可讓民間慈善團體舉辦

在職教育、老人教育活動，成立社區

大學。教育部為因應少子化之趨勢與

教育生態之改變，於 2007 年的全國教

育局局長會議中，再提出了「活化校

園空間總體規劃方案」， 預計自 2007 

年至 2010 年，為期 3 年投入近 7 

億元經費，補助 1000 校，藉以活化

校園空餘空間，開創空間新生命，期

能從校園永續、健康活力、數位科技

以及提供特色遊學活動等不同面向，

營造一個學習、健康、數位、永續且

具特色的新時代國中小校園(教育部國

民教育司，2007）。利用國中小多餘空

間，建立社區終身學習中心、擴增室

內運動設施、增置偏鄉學校數位機會

中心、營造永續節源新基地，並擴展

學校教育功能，發展特色學校。 

四、結語 

  面對少子化浮現的教育衝擊，

國中小面臨的問題將延伸至高中職和

大專院校。學校教育成敗因素雖然很

複雜，但辦學者正確的教育理念與踏

實解決問題的做法是重要指標。建立

學校特色，強化學校經營績效與競爭

力，解決過剩的師資，活化善用校園

閒置空間，發展學校精緻特色，吸引

學生就讀是未來每個學校都必須面對

的課題。少子化有諸多的問題尚待解

決，因此藉本文提供參考，盼有助於

政府與學校及早因應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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