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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校兼任助理教授 

高雄市中小學校長協會總幹事 

 

一、前言 

近年來，少子女化日益嚴重的現

象，直接的影響就是招生人數減少，

讓學校的規模產生變化。以筆者服務

的高雄市國民小學為例，105 學年度的

國民小學有 242 所，共有 5,442 班，合

計小學生 129,926 人。與 104 學年度

比較，在國民小學部分學校數並沒有

刪減，但卻一共減少 159 班，合計 5,023

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2016），直接

影響的就是學校的班級數與規模。 

少子女化現象不論在偏鄉或都會

地區都發生，並且不斷延伸至臺灣各教

育體系。林佳賢（2016）利用教育部統

計處的全國小學學生數統計資料，對臺

灣六都小學進行總體檢，以觀察明星小

學與非明星小學的招生情況差異。他並

指出，從國小到大學，招生未滿額的學

校愈來愈多，但弔詭的是，同時，那些

所謂的「明星學校」招生卻年年滿額。

吳昭儀（2011）研究發現高雄市學生有

集中少數特定學校之趨勢，主要分佈於

人口衰退的市中心，一所學校規模之消

長可能與多所學校有關，顯現家長擇校

行為越加明顯。 

申言之，面對少子女化危機與家

長教育選擇權市場化的機制作用下，

傳統的學區劃分已經不再是學校規模

的保障。原本採學區制國中、小安穩

的學區生態，如今卻必須展開搶人大

戰，各校均使出渾身解數，用盡心思

招生（宋慶瑋，2016）。現今家長面對

辦學不力、績效不佳、名聲低落、沒

有特色的學校，往往都給予最現實的

回饋，「用腳投票」、「用交通工具接送」

越區就讀，這樣的情況已讓都會區傳

統大型學校備感壓力。 

當班級數縮減、學校的規模縮

小，學校所面臨的問題是教師超額、

教育資源縮減、教育經費不足、學校

教室空間閒置等。學校經營者若不能

即時因應使用有效策略來吸引學生就

讀，以維持班級數量與學校規模，最

終將使學校面臨併校與廢校的困境。 

是以，本文擬就目前都會區傳統

大型國民小學招生時面臨的外部的問

題與挑戰，以及學校經營者要採取何

種策略因應，以達成學校永續經營的

目標。 

二、當前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一) 鄰近新設學校的影響 

學校的設立向來都是隨著都市發

展與人口遷移、增加而定。學校設立

通常位於市中心、交通便利與人口密

集地區。但是，當鄰近地區因為都市

開發或工商業發展人口增加而設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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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校時，原來傳統舊有的大型學校

立即面對嚴峻的挑戰。首先，學區立

即被劃分，學生一定會被移播，家長

多數會選擇較近的學校；其次，因為

新學校的設備、校園建築和景觀等，

對於家長和學生都有比較有吸引力，

傳統的舊學校往往會被犧牲；第三，

全新的師資與新設學校的願景與目

標，讓家長們燃起了新的希望，而考

慮新設學校。 

(二) 明星學校的影響 

長久以來，臺灣的家長對於明星

學校的嚮往，可謂不爭的事實。為了

子女的未來，家長不惜千金租屋，甚

至是萬金置產購屋以獲得學籍，時有

所聞。而這些明星學校通常是設有特

殊班別，例如資優班、音樂班、體育

班等特殊才能班等，對外競賽屢獲佳

績；或者是經常負責辦理大型或全國

性的競賽或活動，學校聲名遠播。影

響所及，讓其他學區家長趨之若鶩，

紛紛設法跨區就讀擠進該校。 

(三) 辦學績優學校的挑戰 

當學校辦學績效優異時，往往是

指學生參與各項競賽與活動表現優

異。特別是學校必須要獲得全國性的

競賽成績，才更能獲得家長與社區民

眾的認同。績優學校對於家長的意義

是不同的，學校必定要投入相當的資

源、時間與精力來指導學生，學生的

表現才會如此傑出。近年來教育現場

受到多元智能理論的引領，學校除了

在教師教學團隊專業認真負責之外，

音樂、體育、科技資訊、閱讀、課後

社團等全方位的發展，各項成績表現

亮眼；甚至對於學生生活教育，常規、

舉止、品德和儀態等要求嚴謹，讓家

長能安心將學生交給學校。因此，同

樣學區中的傳統大型學校必須以辦學

績效來彼此競爭，吸引學生就讀。 

(四) 大校的磁吸效應（西瓜效應） 

當學校規模擴大後有利於學校經

營效益的提昇。在教學方面，隨著教

師員額的增加，教師能做有效率之分

工，適才適所；在行政方面，具有足

夠的行政人力與規模，能建立合理行

政程序及制度，甚至有專門人力發展

學校特色專案，行政素質較高；在課

程與活動等各方面之安排上，有較大

彈性空間，可提供更多類型的課程或

教學活動，增加學生參與與學習機會

（諶亦聰，2008）。方正吉（1999）的

研究也證實規模大型學校，教學專門

化、課程廣度表現較佳。 

濮世緯（2015）指出，大校的磁

吸效應也推升了「西瓜效應」，大校吸

引到更多優質的學生前來就讀。江嘉

杰和張鴻章（2015）亦認為家長深受

傳統刻板印象的影響而認為大型學校

學生人數多競爭力較強，對於學生的

學習較為有利。林佳賢(2016)的研究更

可看出大校磁吸效應的端倪，例如高

雄市路竹區和仁武區（原高雄縣），轄

內有不少小學的學生數減少幅度較

小，路竹區的路竹國小學生數不減反

增，與其他高雄市郊區形成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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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育行政資源的支持 

一所學校的發展除了學校本身所

處的地理條件、人口密集因素之外，

是否得到教育行政主管機關的青睞與

行政資源的支持，亦是影響學校發展

與規模重要因素。茲以高雄市苓雅區

的四維國小為例，學校學區原屬於苓

雅區，學區家長的社經地位原本就

高，再加上四維國小位於遷址後的高

雄市政府旁（高雄市政府於 81 年遷移

至苓雅區），高雄市政府員工子女通常

會跨區就讀，以利照顧。是以，四維

國小因地緣的關係受到教育局「就近

照顧」，往往是教育政策執行的重點學

校，也是教育行政資源豐富的學校。

從林佳賢（2016）的報告可以看出，

當苓雅區四維國小的四周，圍繞許多

學生數銳減的小學校時，四維國小招

生狀況卻絲毫不受影響。 

(六) 社區家長和志工的支持與認同 

一般而言，在都會地區家長會及

班親會的組成較具經濟優勢，家長社

經地位高且願意投入教育資源，讓學

校辦理學生活動比較沒有經費考量的

壓力。社區家長和民眾都支持學校，

認同學校教育理念，人力資源自然充

沛，志工的招募與組織較容易（江嘉

杰和張鴻章，2015）。社區家長和志工

的支持與認同，社區資源的投入與配

合，亦為學校吸引家長就讀的重要因

素。 

 

 

(七) 學校的校風與評價 

學校是一個有機體組織，它必須

與社區、環境人事物互動，這些交互

作用就成為外界對學校的印象，也就

是俗稱的「校風」（宋慶瑋，2016）。校

風體現在學校各類人員的精神面貌

上，例如學生的學習風氣、教師的教

學風氣、學校行政人員的服務態度和

行為模式、各班級的班風，以及潛在

於學校的各種事物和環境之中。家長

在決定就讀學校之前，往往會向親朋

好友、左鄰右舍打聽一番，看看這所

學校的校風是否良好？而這些口語相

傳的「評價」往往造成家長們根深蒂

固的印象，也是決定家長選擇就讀與

否的關鍵。 

三、因應策略 

    根據上述之分析，筆者認為可實

施以下之因應策略，以解決其癥結。 

(一) 發展學校特色與課程 

林天祐（2009）指出，發展學校

特色對於當前教育環境與校務經營是

非常重要的，主要原因是受到少子化

之衝擊、家長參與教育之法制化，以

及學校創新經營之轉變。特色課程是

學校充分利用學校及社區利基資源，

凝聚學校利害關係人的教育共識，考

量學生學習的需求，兼顧教育目標之

達成、學生潛能之發揮、公平正義維

護、永續經營發展的原則，發展具有

價值性、在地文化性、創意特殊性及

市場競爭性的場域課程內涵，其目的

是導引學生樂活有效學習，產出優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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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品牌價值，凸顯學校優質經營績

效，超越利害關係人所期待之需求，

以永續創新學校教育價值（林志成主

編，2011）。 

具體而言，特色課程的特性如

下：課程目標符合教育本質、課程規

劃以學生為主體、課程內涵具獨特創

新性、課程學習由教室到社區、社區

資本轉為課程資本、課程活動重視體

驗學習、課程實踐需能分享推廣、課

程發展需具有綜觀性。周淑卿（2012）

更指出，特色課程應當有兩個基本規

範：一、特色課程應當以教與學的創

新而展現特色-課程要有特色，不是看

學生的優異表現，而是看學校提供的

學習經驗。二、特色課程須為全校學

生共享，並提供適性設計-特色課程若

要能彰顯學校特色，就應讓全校師生

都有機會參與。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學校在發展

本位課程或特色課程時應考量以下之

策略： 

1. 盤點學校特色與既有課程內容與

資源，並經由 SWOT 分析以掌握學

校之優劣強弱等因素，藉以規劃未

來創新永續之課程。 

2. 成立課程發展推動小組，除了延攬

學校課程核心領頭教師，更考量學

校願景、地方特色與學校優良傳

統，凝聚全校親師生之共識，共同

商討研擬發展課程，並發揮正面積

極能量，影響各項領域課程會議或

專業社群運作。 

3. 善用激勵策略，鼓勵優秀教師及學

習社群進行各項進修、行動研究或

知識分享，將教師專業發展社群成

果與績效，擴散至學校與社區家

長。 

4. 鼓勵教師間進行跨領域探究及合

作，並善用適當的教學方法及策略

引領學生適性學習及發展，並藉由

多元評量評估學生多元學習成

效，活化教學領域，豐富學習成果。  

5. 學校經營者應以身作則，對於教學

領導與課程領導之相關會議與研

習應積極參與、不遺餘力，以收風

行草偃之效。 

6. 學校經營者應領導行政團隊充分

支援教學，解決教師實際參與特色

課程執行之困難，例如學校在辦理

共、備、觀、議課時，教師的課程

編排要合適，避免讓教師必須額外

負擔過多的行政工作。 

(二) 建立良好學校外部公關 

隨著教育的普及與開放，資訊科

技媒體的發達，教育改革家長參與權

利的釋放，學校以不再是遺世獨立的

封閉王國。相反地，現今社會的家長

由於「小孩個個都是寶貝」，因此對於

學校教育品質和績效、教育的權利、

公平與正義、經費使用的合理性、以

及社會資源的借助與利用等，皆投以

「關愛」的眼神，讓學校不得不主動

出擊，期待與社會建立良好的公共關

係，以幫助學校經營者脫離政府經費

有限的困境，增加學校優秀績效，以

吸引學生就讀。 

廣義而言，學校的公關對象應包

括（1）校內成員（2）相關教育行政

機構（3）社區團體（4）傳播媒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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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公眾等五大類（秦夢群，2000）。

申言之，學校公關的對象包含了內部

群眾（校內成員）及外部群眾（機關、

社區、媒體等）。然本文僅就學校對外

公共關係的策略為重點，茲臚列如下： 

1. 教育行政機關方面 

(1) 與教育局承辦人員保持聯繫並維

持良好關係，及時了解教育局長

官的策略及風向，維護學校權益。 

(2) 積極承辦教育局推展的業務或委

託辦理的活動，樹立學校行政團

隊的口碑與形象，有利學校行銷。 

(3) 學校辦理重大競賽活動或學校重

要節慶時，邀請教育局相關長官

蒞臨，建立學校與教育局密切關

係，加深社區家長之良好印象。 

(4) 詳列學校經需求與預算，必要時

備妥執行計畫與經費明細表等資

料，向教育局積極爭取，解決學

校需求。 

2. 社區家長、民眾及團體（家長會、

校友會）方面 

(1) 親自拜訪社區重要人士（村里

長、鄰長、幹事等），以了解社區

生態及樣貌，並表達合作誠意，

創造學校社區融合氛圍。 

(2) 舉辦各項活動，邀請學生家長

（會）、校友（會）及社區民眾參

加，以創造社區家長（會）、校友

（會）及民眾了解學校機會，宣

導學校績效與活動成果，提升學

校向心力。 

 

(3) 訂定學校場地使用相關辦法，並

對學校社區家長、志工及民眾在

合於規定下提供相關優惠，以便

利社區民眾，創造雙贏局勢。 

(4) 辦理親職教育講座或親子活動，

以協助家長瞭解如何在家有效地

教導孩子，促進親子關係融洽，

提升家庭教育品質。 

(5) 積極參與社區各項活動，並提供

學校社團活動成果及學生展演機

會，以宣揚、展示學校教育成果，

贏得社區信任。 

3. 大眾傳播媒體方面 

(1) 認識地方媒體、新聞、電視和雜

誌等記者或負責人，了解不同媒

體對於教育的觀點與其政治意識

形態，並熟知新聞處理之過程，

妥適因應。 

(2) 學校舉辦各項活動或競賽，應主

動出擊，可邀請媒體朋友參加，

並藉機宣傳學校特色與績效，以

建立優良形象，創造口碑。 

(3) 當學校發生校園危機時，應先了

解掌握事件始末，並按照危及處

理程序，以負責的態度，誠懇理

性面對現實，由學校發言人統一

口徑，並主動說明清楚，不隱瞞

負面消息，並給予新聞稿和聲明

書，尊重媒體報導的權利。 

(4) 若發現媒體報導錯誤，應主動聯

絡媒體，溝通事件發展的原因和

過程，了解媒體處理的緣由，並

請媒體作更正報導，或尋其他管

道澄清，避免正面衝突，造成日

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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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銷學校特色 

學校行銷是將行銷的概念和理論

應用在學校經營上，透過學校內、外

環境的情勢分析，據以形成行銷方

案，經由行銷策略的社會互動歷程，

爭取教育消費的社會大眾對學校教育

活動的了解與認同（吳宗立，2006）。

近年來國民生育率不斷下降，學校如

何透過有效的行銷策略，爭取家長認

同、學生就讀以及更多的資源投入，

以提升教育效能，是刻不容緩的重要

課題（羅明忠，2008）。茲將行銷學校

特色策略分述如下（參考自吳宗立

（2006）、吳明隆和許詩旺（2004）及

張淑貞和楊杏琳（2009）等）：  

1. 國民小學的行銷活動，有助於教育

品質的提昇與增進校外人士對學

校的了解與支持，學校經營者應給

予正視，並加以推廣。 

2. 學校應設立相關組織或專責單位

策劃行銷，建立行銷機制與獎勵制

度，並且應公開表揚行銷績優的教

職員工，以激勵士氣，提高行銷成

效。 

3. 學校經營者應以身作則，領導行政

同仁積極推動行銷，並鼓勵教師參

與相關進修與研習，建立教職員工

正確理念，以落實各項行銷策略，

提昇學校整體形象。 

4. 學校應編列經費與預算，整合學校

內外人力，靈活運用社會資源，投

入行銷行列，以彰顯學校績效。 

 

 

5. 與家長或社區人士的互動過程

中，應善用互動行銷的技巧，主

動、積極、真誠與同理心，有效傳

達專業知能，並使他們能感受服務

的品質，贏得信賴與口碑。 

6. 學校經營者應掌握且創造有利時

機，透過文宣、媒體、刊物、網路

傳播、親職活動的辦理，行銷學校

特色，並積極參與社區活動、拜訪

地方仕紳，建立友善關係。 

四、結語 

少子女化浪潮和家長教育選擇權

的行使所帶來的相關問題與挑戰，讓

都會區傳統大型國民小學的經營愈加

困難。學校經營者往往必須使盡渾身

解數「招生」，企圖在這洶湧的浪濤中

引領學校同仁逆爭上游，並擦亮學校

的傳統招牌，不被淹沒。為解決上述

問題，首先，唯有回歸教育本質，將

學校本身經營做好，並結合地方資

源，發展學校特色課程，產出獨特品

牌，凸顯學校優質經營績效，超越利

害關係人所期待之需求，以永續創新

學校教育價值；其次，建立良好的學

校外部公共關係，學校經營者應主動

出擊，積極地與當地社會建立良好的

關係，以幫助學校脫離經費有限的窘

境，增加學校績效，並營造學校的口

碑、形象與品牌；最後，利用策略行

銷學校特色，藉由外部公共關係的建

立及行銷理念的配合（許筱君和林政

逸，2011），讓大家清楚了解學校運作

方式與目的，藉此提升學校教育的品

質，跨區爭取家長與民眾認同，吸引

學生就讀，降低少子女化的影響，以

解決學校招生的困境，達成學校永續

經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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