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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前教育處長 
 

一、 緒論 

國民中小學教育為所有教育的根本基礎，重要性極高。學業成績是學校效能

重要指標，成績的良劣對於學校的形象，以及家長和社區對學校整體之印象影響

極大。學業成績之優劣，乃決定學校效能之重要因素，努力把學生學業成績提升，

是辦學很重要之目標。教育是學生向上社會流動的重要關鍵，尤其是清寒的學生

更是如此，教育是他們翻身的重要方式與機會，可見教育對於清寒學生與偏遠地

區學生極為重要，不可等閒視之。 

學校教育除了品德行為很重要外，多元發展亦很重要，而在學業成就良好發

展上，對於清寒與偏遠地區學子更是重要，是他們翻身與向上流動的重要契機。

學生學業成就乃指由學校學習過程中所獲取的知識和技能，是學生在學業上所擁

有的實際能力。個人的身心狀況，是影響學業成就的因素（Hammouri, 2004；
Wilkins, 2004）；學業成就影響因素，學生家庭因素是一個重要影響因素（余民

寧，2006；Marjoribanks, 2002；Lee & Bowen, 2006）。個人、學校、家庭及社會，

都會影響到學生學業成就優劣。 

怎樣去探究出澎湖縣有助於提升國中小學業成就之方法，降低不利因素，消

除諸多問題阻力，用以提升學生學業成績，讓偏遠離島學子未來有更佳向上流動

機會，這是澎湖縣當前教育很重要課題，不可輕忽。 

二、 澎湖縣國民中小學教育概況探討 

澎湖在地域上受限於是離島縣市，而本身又是多個小島嶼所組成，在經濟、

政治及社會上，與臺灣本島都市相較，還有努力之空間。澎湖縣的財政是困窘拮

据，自主財源不多（澎湖縣政府教育處，2018a）。澎湖教育有一些問題，其中以

教育資源、學校領導、行政人才荒、國中少子化、師資與研習、新移民子女教育、

城鄉差距問題等較為顯著。離島教師流動率相對較高，年齡有逐漸降低的趨勢，

也會有前述狀況產生。 

澎湖縣現今有許多新移民子女，因社經地位比本國籍一般大都較低些，對其

子女的身心發展較為不利，進而會影響其學業成就。目前新移民子女教育問題，

亦是澎湖教育很重要問題（朱玉玲，2004，頁 128；葉子超、林宜君，2012，頁

2）。 

    澎湖教育問題困境有：家長社經地位不高，較忽視子女教育；學生素質較低，

企圖心不強；學校行政組織與推動教育工作所面臨的困境問題；新移民家庭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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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較為弱勢，不利於其子女教育；社區支持度與政治力量介入校園等，以上都

是需要面對解決（葉子超、林宜君，2012，頁 3）。 

依據澎湖縣政府 107 學年度學校概況（澎湖縣政府教育處，2018b）的統計，

縣立國小有 37 所學校，分成偏遠、特偏及極特偏地區，偏遠 13 所，特偏 23，
極特偏 1；其中全校班級數七班（含）以上學校有 7 所，六班（含）以下則有 30
所。澎湖縣立國小有班級數：日間部 294 班、夜間部 1 班及特教班 28 班；全縣

國小有學生數：日間部 3,484 人、夜間部 13 人及特教班 305 人；全縣國小有教

師數 560 人。 

澎湖縣立國中有 14 所學校，分成偏遠及特偏地區，偏遠 4 所，特偏 10 所；

其中全校班級數七班（含）以上學校有 4 所，六班（含）以下則有 10 所。縣立

國中有班級數：日間部 111 班、夜間部 1 班及特教班 20 班；全縣國中有學生數：

日間部 2,195 人、夜間部 3 人及特教班 241 人；全縣國中有教師數 270 人。 

澎湖縣政府教育處願景是：札根基礎、多元創新、追求卓越（葉子超，2017，
頁 1）。而澎湖縣政府教育處（2018c）當前推動的教育政策有：提升教育品質，

整建國中小教育設施；改善國中小資訊教育設施；提高幼兒園教育品質；推動身

心障礙學生就學輔導發展工作；發展美感教育及藝文活動；設立新住民學習中

心；推動各項體育與學校衛生健康；推動特色學校，鼓勵學校發展校本課程；發

展英語教學、推動國際學伴及國際教育；持續推動海洋教育，深耕在地文化。 

三、 學業成就之探討 

（一）學業成就之意義 

石培欣（2000）研究學業成就，可以定義為由學校教學中所獲得各項知識和

技能。黃明娟（2003）研究指出，學業成就是透過學習歷程而達到某一水平的知

識或技能。Brown（1981）指出經由正式的課程、教學設計的特殊經驗所獲得知

識、理解和技能，也是個體經由特殊教學而獲得的某些訊息和精熟某些技能。 

    綜上所述，學生學業成就乃指由學校學習過程中所獲取的知識和技能，是學

生在學業上所擁有的實際能力。 

（二）學業成就之影響因素 

學生之學業成就的影響因素，除了學生個人因素之外，家庭因素、學校因素

以及社會因素，皆為學業成就的影響因素。個人的身心狀況，是影響學業成就的

因素（Hammouri, 2004；Wilkins, 2004）。這些學業成就的影響因素，以個人因

素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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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ye（1991）研究發現於單親家庭中成長的女生，在語文或數學學業成就

方面，高於單親家庭中成長的男生。Michell（2005）針對菲律賓青少年研究中

也發現，父母管教方式與子女學業成就有高度相關性。 

學業成就影響因素，學生家庭因素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余民寧，2006；
Lee & Bowen, 2006）。Pintrich 和 Schrauben（1992）研究發現在班級情境、動機

與認知對學業成就具影響性。 

美國新住民因為英文能力不佳，致使無法有效學習，學業成就較為低下，且

因家庭較為貧窮，父母親較無法幫助子女之教育（黃德祥，2006，頁 19-21；Fix 
& Passel, 2003）。余民寧（2006）研究指出學業成就影響因素有，學生個人背景

因素、學生家庭背景因素、教師教學背景因素、學校管理背景因素、以及政府教

育政策因素。 

由此可見影響學生學業成就的因素，從學生個人特質而言，智力、年齡、人

際關係…等都具相關性；從家庭因素而言，父母管教態度、家庭社經地位…都具

相關性；從學校因素而言，班級經營、教學內涵、學校教育功能…等都具相關性；

從社會因素而言，法令政策、文化、經濟…等都具有相關性。 

四、 學業問題與解決之道探討 

（一）學業問題探討 

學業問題乃指學生在學業上各式問題，影響學生學業問題之因素有很多，

有學生本身、學校、家庭及社會等因素，影響因素非常複雜且多元，不是單一

層面所能解釋。 

學校學生學業成績表現，是學生所學學科成績之整體表現。林進材（2000）
認為學習困難的因素可分為學習者因素和教學者因素，分述如下：1.學習者因素

有：（1）生理因素；（2）心理因素；（3）環境因素；（4）內在因素。2.教學

者因素有：（1）策略因素；（2）行為因素；（3）環境因素。 

黃明娟（2003）指出初等教育階段常見的學業困擾有：1.拒絕學習；2.輟學；

3.感覺失調；4.過動症狀；5.性情或生活作息突然改變。楊憲明（2006，頁25-36）
研究指出，注意力、工作記憶、與後設認知等三種心理機制，對學習成就有顯

著的影響力。 

    綜上所述，學業問題乃指學生在學業上各層面問題，學生學業問題有：1.
低社經地位家庭導致學生學業成績不佳。2.城鄉間學習及資源差距。3.學校努力

不足導致教學成效不佳。4.一綱多本的學習壓力較大。5.學校編班所產生問題。

6.學生本身學業成就動機不高及努力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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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業問題的解決之道探討 

學生學業問題複雜，學業問題乃指學生在學業上各層面問題，影響學業問

題之因素有學生本身、學校、家庭及社會等多元複雜的因素。因此，學生學業

問題的解決之道，所牽涉之層面是極廣且深，難度是頗難去解決的。 

周文欽（2004）指出學校教育輔導之功能有：1.使學生發揮學習潛能。2.使
教師能因材施教。3.使學校擬定教學計畫。4.使家長了解子女。5.使社會人士了

解社會教育，以實踐終身教育的理念。 

黃明娟（2003）指出解決學習問題的方法有：1.採用適當的評量方式。2.積

極發掘學童不同的才能。3.與家長保持聯繫。4.針對學童問題提供轉介及輔導。

葉玉珠（2003）認為提升學生的學習策略有：1.是當使用教師期望與建立教學自

我效能。2.使課室目標結構多樣化。3.了解學生的學習動機。4.注意組織變項對

學生動機影響。5.有效使用增強。 

綜上所述，學生學業問題複雜，其影響學業問題之因素有學生本身、學校、

家庭及社會等多元因素，學生學業問題解決之道，所牽涉層面極廣且深，不是

很容易可去解決的。學生學業問題的解決之道有：1.繼續教育優先區的課業後輔

導計畫之推動。2.加強辦理良好之優質的親職教育。3.提升教育人員之教育專業

知能與學養。4.學生學業輔導的不斷地加強。5.極努力將優質教學技巧融入教學

中。 

五、 澎湖縣國中小學之學業問題討論 

筆者依據平時對澎湖縣國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訪談（1070827、1071026、
1071116）、文獻探討及多年實務經驗，綜合分析歸納國中小當前常見學生學業

問題有： 

（一） 澎湖縣國中小目前有許多低社經地位家庭，導致學生學業成績不佳 

    澎湖縣國民中小學依據 107 學年度統計（澎湖縣政府教育處，2018b），目

前大約有三成多低社經地位家庭，家境清寒而且家庭資源缺乏，不利於學生學

習，導致學生學業成績不佳；以 107 年度全縣國中會考為例，成績較差的，大部

分都在偏遠地區，且家庭低社經的學生。 

（二） 澎湖縣跟都會區相比，明顯有城鄉間學習及資源差異 

    澎湖縣跟臺灣都會區學校相比較，明顯有城鄉間學習及資源的差距，會不利

於學生教育，尤其在學生學業成績上；以 107 年度全國各縣市國中會考為例，成

績較差的，大部分都在偏鄉與離島，臺灣都會區學生，學業成績大部分都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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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偏遠地區國中小學生學業成就動機不高，以及努力也不足 

澎湖縣位居偏遠外島，學生較輕鬆緩慢，有些本身學業成就動機不高，及努

力也不足，所以成績不太理想。筆者 106 年至 107 年擔任教育處長近兩年，兩年

全縣國中小都檢測一些年段與科目學生學業成績，澎湖縣國中小依據 107 學年度

統計（澎湖縣政府教育處，2018b），整體有發現馬公市比其它偏鄉離島成績好，

偏鄉離島學生比馬公市學生學業成就動機較不高，以及努力也較不足。 

（四）有些弱勢新移民子女的學業成績，有較為低落之問題 

澎湖縣國中小新移民子女家庭，一般社經地位都較低，新移民子女的資質都

不錯，但因家庭社經地位較低，且有些母親剛來臺灣語言不是很好，無法適時在

家指導學生課業，導致有些弱勢新移民子女的學業成績，有較為低落之問題產生。 

（五）有部分學校及人員不是很重視學業成就，導致部分學校教學成效不彰 

澎湖縣位居偏遠外島，部分學校及人員不是很重視學業成就，導致教學成效

不彰；如果再加上，少數教育處行政人員，不夠教育專業，或是較不重視，學生

學業成就會更低落。 

六、 澎湖縣國中小學學業問題的解決之道（代結語） 

筆者依據平時對國中小校長主任教師訪談（1070827、1071026、1071116）、

文獻探討及多年推動之實務經驗，綜合分析歸納澎湖縣國中小學學業問題的解決

之道，有： 

（一）在教育部方面 

1.要特別重視離島澎湖縣國中小學生學業上問題。 

2.澎湖縣自有財源極少，大約只有 4% 左右（澎湖縣政府教育處，2018a），所

以教育經費很缺乏，教育部要優先寬列澎湖縣國民中小學各項教育之經費，尤其

在新移民子女教育經費更需優先編列，以改進解決學生學業上的問題。 

3.增加教育優先區或專案補助經費，來推動澎湖縣國中小學業上的問題之補救教

育。 

（二）在澎湖縣教育處方面 

1.教育處需特別重視學生學業成績，並列入全縣最重點教育政策工作，因為澎湖

縣地處偏遠，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學生是清寒學生，他們要向上流動，最佳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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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就是把書讀好，考上好學校，將來更有機會找到好工作，脫離清寒貧窮，向

上流動。 

2.每年都要舉辦全縣國中小學生學業成績檢測，對於績優學校給予獎勵，尤其是

偏遠及離島學校成績如果成績績優，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事，更需加倍獎勵鼓勵；

對於成績不佳的學校，應多給與輔導，全力支持及配合學校，推動改進學生學業

問題的各項教育活動。 

3.落實執行學生學業成就之評鑑和考核，並且經常公開表揚及鼓勵學生學業成績

優異之學校與教育同仁，以作為各校效法之楷模，以收風行草偃之效。 

4.教育處行政人員，在提升學生學業成就之教育知能及學養上，要多充實與進

修，以避免外行領導內行之弊病產生，能優質領導及支援各校提升學生學業成

就，讓學生更有向上流動之機會。 

（三）在學校方面 

1.學校積極成立「學生學業問題改進方案」之教育工作推行小組。 

2.有為的校長及教師要有懷抱理想，追求卓越之企圖心，積極努力推動學校之學

生學業問題改進方案。 

3.學校非常重視，很積極努力於學生素質之提升，事在人為，只要全體教育同仁

齊心努力，教學績效一定更加提升。 

4.學校要寬列推行經費，並績效化執行；亦需要加強推動學生學業問題改進方案

的師資與人力素質之提升，多給予此方面研習及進修機會。 

5.學校要特別重視新移民子女教育，教學經費更需優先支應，教師要多給與新移

民子女關懷與輔導，親師能密切合作，以改進並解決其學業上之問題。 

（四）在家庭方面 

1.家長支持是推動成敗關鍵，學校要努力落實親師合作，並做好提升

學生學業成就教育活動；上級教育行政機關要多關心支持學校和家庭，

做他們推行後盾。  

2.上級單位可先選擇有心且富熱忱學校，來全力推動親師合作以提升學生學業

成就，待有其成效後，再來做風行草偃之各校楷模學習，讓各校家庭教育

都能發揮提升學生學業成就之功能，如此成效才能更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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