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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大數據與物聯網的時代，科技發展在短期內發生了數次質變，人工智慧技

術的成熟將加速產業與生活型態的變遷與遞嬗，社會愈趨複雜化，學習年限的延

長，反映出培養個人適應複雜社會所需的巨量知識與技能，而隨著經濟發展所伴

隨的生態崩潰、能源耗盡與氣候變遷，面對「全球性」議題，如何協助個人在變

遷快速的社會中生存下來，培養個人成為世界公民所需具備的素養與能力，是現

今各級教育的重要目標。 

在全球化的背後，世界各地也同樣面臨著區域的不均衡發展以及因平均壽命

增長、生育率降低所造成的年齡結構改變，銀髮族的高消費型態、高齡社會的福

利需求，以及如何降低城鄉差距（曾憲雄、黃仁竑、趙涵捷、涂元光、黃能富、

葉耀明，2009），都是現代社會的重要課題。 

現今的學習者需要具備敏銳的感知力，且能夠在不同的領域中如魚得水，如

此的「斜槓思維」已經成為趨勢（潘俊宏，2019），教育應放眼未來，使學生能

夠適應多變的社會型態，並能夠妥善運用自己所學。又大學作為學術研究的殿

堂，廣納各地的優秀人才，在高等教育市場化的趨勢之下，政府和社會也對大學

產生類似於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認為大學除了具備教學研究服務之功能外，也

應該要對在地社區和社會有所貢獻（楊正誠，2019）。 

大學做為社會文化發展的重要機構，有義務培育關心公共事務之責任公民，

本文意圖探討大學作為師資培育機構，能夠如何運用其資源與影響力，深入偏鄉

學校與社區，成為建立雙方協力關係的橋樑，扮演地方創生的重要推手，鼓勵學

生畢業後回鄉教書，為偏鄉的師資短缺謀求解決之道。 

二、大學社會責任與地方創生 

2019 年為臺灣地方創生元年，是政府追隨日本的地方創生腳步做出回應，

企圖以重點發展政策級別吸引更多學術討論，並以補助創造更多關注，而大學社

會責任的核心價值在於組成跨領域團隊，扮演地方核心智庫角色，主動發掘在地

需求，並透過在地優勢分工合作解決問題，帶動當地企業及社區文化的創新發展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2019），針對地方產業的再出發、均衡城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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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等共同願景，實有異曲同工之妙。教育部高教司目前也已初步規劃在大學社會

責任實踐計畫中加入「地方創生類 USR 計畫」，配合國發會的地方創生政策加碼

補助，最快將於 2021 年開始推動（章凱閔，2019）。 

(一) 學校與社區之協力關係 

丁嘉琦、陳月珠、林萬男、高金山與薛明仁（2016）揭示學校與社區之間的

協力所能夠創造的雙贏局面，提及學校若能夠走出封閉系統，和外界互動，並擴

大其教育功能以提升地方形象與實質建設，同時成為社區的公共財，社區將得以

共享學校資源，成員間的緊密連結，亦是在地認同感的構築。將上述概念延伸至

偏鄉地區將會發現有時候沒落的地方產業僅是缺乏一個創意的發想，或甚至僅是

缺乏被「看見」，大學端在其中能夠扮演的角色相當多元，既是資源與人力的輸

入，更能夠透過專業知識協助地方認知在地需求，問題的再確認後應用新穎的技

術與經驗的借鑒協助社區訂定解決策略，最重要的是成為偏鄉學校與社區之間的

橋樑，使學校與社區協力邁向團結互助、資源共享的共善關係。 

(二) 跨教育階段之合作網絡 

透過確認偏鄉學校差異教學的合法性與給予適度尊重，以及彼此互惠的良性

互動，偏鄉小校可參考國家課綱或其他合理理念發展在地化課程，透過實施異質

性混齡與差異化教學，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藉此增進學生福祉（well‐being）

並實踐教育均等與社會正義。大學社會責任落實於偏鄉小校，應作為偏鄉學校的

支持系統，與偏鄉學校建立長期永續的合作關係，展現其專業支持功能，透過教

授下鄉以及舉辦研習等多元進修方式，協助教師專業發展，陪伴教師轉換心境並

適應新穎的教學模式。 

師資培育機構若能與鄰近社區以及國民中小學建立合作網絡，無疑是兩全其

美，在協力上所需跨越的障礙相形較少，交通上的可及性也使資源的輸入、人力

的進駐成為可能；然而師培生在畢業後的職場可能在臺灣各縣市，偏遠地區未必

有師資培育機構佇立在側，若缺乏師資培育團隊的「下鄉」陪伴，恐難打破當地

學子階級的再製與相對不足的文化刺激。跨教育階段之合作網絡的構築，其功效

與美國專業發展學校（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chools）相似，師資培育機構可

同時作為改進教師教學、提供實習教師臨床經驗的情境提供者，培育出具有社會

意識、跨界思考能力的教師，並可提供現場教師的在職進修管道，協助教師整合

理論與實務之間的學用落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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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資培育的人才供給 

(一) 偏鄉師資短缺與不穩定性 

Chang、Chiu 與 Liu（2017）提到交通與生活機能不便等因素使偏鄉學校難

以僱用或留住教師在偏鄉地區學校進行教學工作，師資的不穩定性對於學生的受

教權亦是損害。欲成功為偏鄉招攬或是留住好教師，促進島內教師的轉移，應從

師資培育端做起，大學作為一師資培育機構，其師資培育課程對於日後師資培育

生進入教學現場教學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雖已有不少學者提出外顯的改善策

略，如改善教師宿舍、交通津貼補助、增置員額等（范熾文、張文權，2015；高

富美，2014；張奕國，張凌凌，2017），亦有重視教師內在激勵因素，如 Norton
（1999）認為透過為教師提供有意義的專業發展機會，以及日常互動中成長的機

會，使教師更有可能在角色中找到個人的自我實現，能夠獲得比金錢這類物質補

償更高的收益。 

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試圖透過強化偏遠地區學校教育措施、寬列經

費、彈性運用人事及提高教師福利措施等方式，協助解決其辦學困境，也積極鼓

勵偏鄉學校實施混齡教學或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期待利用法規將教師留在偏鄉的

想法成效尚待觀察，不仿配合對偏鄉任教環境的積極改善，以化解教師因交通不

便、機能不足所造成的留任意願低落，打造讓教師願意久任偏鄉的在地風光，亦

是對當地產業的提振與復甦。 

師資培育端也應迅速調整、跟上步伐，培育師資培育生具有混齡教學及發展

特色課程、戶外教育、差異化教學等不同型態教學方法的課程設計能力，透過與

校方的合作，共同致力於提升師資培育生對於偏鄉的認知與認同，也為偏鄉師資

保持一池活水，提升師資培育生前進偏鄉任教的吸力。 

(二) 課程設計整合實務 

大學端所掌握的知識不應該束之高閣，而應與教學現場相結合，透過與校方

的積極合作，師生共同走出象牙塔，走入校園，可以從師資培育階段就開始。面

對學生進行試教，實踐其在師資培育中所學習到的相關教育理論與教學方法，不

斷累積實戰經驗的同時，也進行觀課並與教學現場的教師議課，對於實務問題也

將不再那麼陌生與膽怯。 

目前許多偏鄉小校嘗試以實驗教育扭轉其辦學困境，然而過去的課程設計通

常以一日的參訪課程作為學生接觸新事物的啟蒙，缺乏更深入的體驗，因此師資

培育端應嘗試與校方接洽，帶領學生認識實驗教育型態教育之運作模式，並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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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協助授課，豐富師資培育生的教學知能，以接軌日後的職場。 

解決社會上的實際問題所需要的知識與技能是複雜而跨領域的，因此透過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學法進行教學，培養學生人際溝通與團隊合作

的核心素養，進而搭配由學生自行蒐集資料做出的解決方案的具體實踐，使學生

正視自己的影響力與行動力，並建立其對地方的情感，亦是大學社會責任的最佳

展現。 

(三) 合作網絡系統化 

張裕程（2018）揭示了自師範大學轉型為教育大學以來，也對於其責任區國

小之輔導與協助逐漸力有未逮，並認為國民小學應主動出擊爭取教育大學與一般

師資培育機構的輔導與協助。師資培育機構可以地域性為出發點，與當地的中小

學及其鄰近社區建立合作網絡，儘管是位於都市中心的大學也不例外，洪大倫

（2019）提到並非只有偏鄉才需要地方創生，都市或都市與鄉鎮的交界也有許多

需要重新活化的空間，可能消失或即將消失的聚落、社區、歷史建物也在等待被

賦予新的意義，開創新的生命。而那些未能有幸有師資培育機構或是大專院校設

立在旁的地區，或如靠海聚落、原住民山區、離島學校等交通易達性更低的偏遠

學校也同樣不應被放棄，因為在這裡同樣有著一群教師將自己奉獻於教學，也同

樣有著一群學子準備開啟自己的人生。 

除了踏出學術圈連結社區與學校，建立共享網絡，師資培育機構內部也應協

商與整合，將大學社會責任納入未來規劃，視為是學校重要目標，透過訂定系所

的大方向與大目標，同時維繫教師課程設計的自主權，系統性手段為教師謀得行

政團隊的支持，確保資源與經費的進駐，以及對外關係的永續性。 

四、結語 

本文試圖整理大學作為一師資培育機構能夠如何善盡社會責任，對於偏鄉的

地方創生及偏鄉的師資供給，以建立偏鄉與社區的協力關係以及跨教育階段合作

網絡為手段，試圖以新思維揭示師資培育機構在面對臺灣各處普遍的區域發展不

均衡以及地方人才外流、產業沒落等議題，實具有不容小覷的影響力，並主張師

資培育機構應積極有所作為。除了與國民中小學建立合作網絡共同致力於創造地

方特色外，環境的改善、觀光產業的復甦也帶動生活機能的成熟，為偏鄉增添更

多拉力，一條龍式的各級教育單位也能夠透過攜手共創學校特色，以避免在少子

女化的情況下面臨被迫減班與退場。而社會服務的具體落實也不應僅限於教育領

域，跨領域與不同科系建立起合作模式，組成團隊進駐地方，也許能對地方社區

對症下藥，開啟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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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師資不足是長久以來令人頭痛的難解之題，偏偏在此同時流浪教師也是

多如牛毛，師資培育生在畢業後苦尋不著合意的教職工作。透過師資培育課程的

優化、整合系所未來願景，將「大學社會責任」由口號落實成系統化的課程融入，

並以 PBL 教學法鼓勵學生探究個案的需求面與問題解決，學習場域跳脫課堂走

入中小學，既能夠使師資培育生接觸到教學現場的原貌，也期盼能夠因此破除部

分師資培育學生對於偏鄉任教的誤解與迷思，願意嘗試到偏鄉展現其教學熱忱。 

大學社會責任的實踐是大學端自主性的發揮影響力，為公民社群有所貢獻，

而政府應作為一個促進的角色，以避免為了得到補助而產生的同型化危機，由下

而上的公民社會能量既溫暖又堅韌，不僅構築校方雙贏的契機，也讓社會邁向共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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