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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小校混齡教學實施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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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博士 

 

一、前言 

在臺灣，學生數未滿 50 人的小型學校逐年增加，且大多位於偏鄉。根據教

育部統計處資料，106 學年國小全校學生少於 50 人之學校共 452 所，較 96 學年

增加 1.7 倍，占全國國小校數比率升至 17.2%（教育部統計處，2018）。近年來，

隨著實驗教育三法以及「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通過後，面對小校越來越

多趨勢，採行混齡編班的教育方式成為廢併校以外的新選擇，也是創新轉型的策

略之一（陳延興、朱秀麗，2018；陳聖謨，2016）。不過，也有相關報導指出，

混齡教學根本無法將課程完整上完，不僅高程度學生的課外學習被犧牲，低成就

學生也沒時間再複習，因此學校不再續辦混齡教學（蔡容喬，2018）。有鑑於混

齡教學之實施成效與教學方式頗有爭議，筆者依現場實務之觀點提出想法。本文

首先分析混齡教學之現況，其次提出推動混齡教學之關鍵因素與推動基礎，接著

提出學校課程發展經驗供參考。期望在實驗教育多元發展的今日，能為混齡教學

的實施提供務實觀點。 

二、混齡教學現況分析 

混齡教學（multiage teaching）係指教師在混齡班級中，設計適合不同年齡

的課程內容，並進行各種教學活動，以幫助學生有效學習（吳清山，2016）。依

筆者觀察，混齡教學的實施，在臺灣有兩大系統。一是臺灣實驗教育推動中心所

推動的混齡教育，大多以實驗教育學校作為推動，不受課綱限制，因此，教師需

自編教材，課堂上還須面對不同年齡層的學生。另一則是前國家教育研究院副院

長洪儷瑜推動的「跨年級教學」，強調在課綱架構下，老師依學生程度發展出不

同的教學方式。 

混齡實驗教育推動是否真正成功，尚未有定論，不過，苗栗縣南河國小可以

說是落實混齡實驗教育的代表（臺灣實驗教育推動中心，2017）。除了學生人數

持續增加，報章雜誌上更常見其報導，學校克服師資問題，採混齡教學，增加教

師授課與學生學習時數，辦學受家長肯定與認同。 

「跨年級教學」強調與混齡教學不同，為兼顧小校可以遵循課綱進度、又能

混齡授課，提升學習效能。課程除了按照課綱指標進行外，老師仍使用原來的教

材，其關鍵在教師能否依班級內不同程度的學生發展出不同的教學方式。上述學

者不同之觀點而產生對混齡教學之不同作法，不過筆者認為，只要在教學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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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不同年級之學生成員聚集在同一班級內進行學習則統稱為「混齡教學」。 

三、混齡教學之關鍵在於教師專業，而教師專業之展現在於課程規劃

與實踐 

「課程」之原義是指跑馬道或是馬車跑道，就今日而言就如同是賽車的跑道。

代表一種遵循的路線，也是一種教與學的過程。換句話說就是「教什麼」，是一

種內容或學習經驗，是一種有組織、有系統的學習。課程規劃是一項心智密集的

工作，教師必須體察實際教學現場的條件，運用專業學理，結合教育經驗智慧，

以設計出符合學生需求的課程（陳聖謨，2016）。 

落實課程的責任在教師，教師是否具備專業能力，對於任教學科是否精熟，

都是課程實施成功與否的關鍵。教師要跳脫既有教學框架，運用課綱直接設計教

學活動之難度相當高，不過，教師唯有跳脫出教科書的束縛，運用教材，精熟領

域內容，妥善運用教科書及其他教學資源，方可在新課綱推動的今日成為一位「經

師」。 

四、專業教師才能成就每一個孩子，精熟學科教材與教法是教師專業

之基石 

專業教師才能成就每個孩子，因此筆者要特別強調教師對於學科教材與教法

的精熟。就現場實務觀察而言，在強調共同備課、翻轉教學、數位學習以及以學

生為學習者中心的教育思潮下，許多教學模式與提問技巧都可應用於許多學科。

但是針對學科領域教材與學生身心發展程度交織而成的教材教法，因其難度較高，

再加上師資培育時又欠缺該領域之深度理解。因此，教師對於任教學科之教授往

往還是以從前自己學習的經驗出發，落入「用過去所學教導學生面對未來」之窘

境。再加上，教科書的編輯往往令第一線的教師與審查委員所詬病，但又被教師

所依賴，長期下來，學生之學習成效令人憂心。在此惡性循環下，教師往往會將

學生學習失敗歸因於學生資質不好、不夠努力、練習不足等因素，忽略了將每位

孩子帶起來是身為專業教師的責任與應盡的義務。忽略了學生的學習失敗與教學

是否成功有很大的關係。 

混齡教學實施下，教師除了要了解學生學習差異狀況，又要診斷其學習困難

所在，在學科本質較為嚴謹與複雜的學科領域相當難實施。因此，大多數推動混

齡教學之小班小校大多以體育、藝文、綜合等領域為主。相關研究（陳延興、朱

秀麗，2018）也顯示數學領域是教師認為最難以進行混齡教學的課程，更有研究

（陳彥廷、卓冠維，2019）顯示，教師之數學教學專業知能仍需專家陪伴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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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要進行國語或數學領域的混齡教學，除非教師對於教材內容分析透

徹，了解不同程度與年齡學生所應達成之學習目標，否則終究會徒勞無功，無法

讓學生真正學會與了解。這時具備學科專業之「經師」就顯得重要，只可惜在目

前中小學教育中，國小因為採取「包班制」的緣故，除了英語文與音樂等領域科

目外，教師對於其他科目的專業知識明顯不如國高中教師。 

五、小班小校是推動課程發展的最佳利基，教師協同教學是混齡教學

推動的基礎 

小班小校教師組成單純，較易形成推動課程發展之共識。就小班小校而言，

班級人數少，自然而然會在某些領域發展出混齡教學。因此，以體育課進行混齡

教學是最常見的教學方式。 

不過，將班級經營技巧運用於混齡教學較容易達成，但要能設計出符合學生

程度之工作任務則需要更高層次之專業。教師彼此協同教學，兩位或兩位以上教

師彼此合作，由一名教師擔任主要教學者，另一名教師擔任副教學者（以班導師

為佳）是可行的方式。如此，學生之工作任務除了在課堂中順利完成，更可於課

後加以延伸，進一步加深加廣，使課程不流於形式，而是有意義的循環。 

六、南投縣長福國小課程發展經驗～混齡教學初探 

長福國小教師團隊投入主題式教學課程近二十年，因為學生數少，常以混齡

方式進行主題課程。許多領域課程不以教科書為唯一的教學依據，推動生態、美

感與探索體驗等學校特色與亮點課程。此外，五、六年級綜合活動領域進行混齡

教學，由主任擔任主要教學者，班級導師協同教學，採自編教材方式進行課程，

依據課程綱要規劃出學生的學習內容。 

為避免同一主題重覆進行而降低學習興趣，因此，同一主題通常隔年進行；

為使同一主題可以深入並促進學生學習，每一主題均透過教學省思與討論，反覆

修正與調整。畢業自助旅行--「鄉下老鼠進城」、服務學習課程--「手繪故鄉．愛

傳異邦」、國際教育課程--「小小地球村」、戶外教育課程--「與桃花心木共舞」、

未來想像課程--「與未來的自己相遇」等課程，都是實施多次的主題課程。其中

的課程教學方案更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以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未來教育 臺灣

100」的殊榮。 

課程在進行混齡教學時，班導師一定會在教學現場。一方面可同時配合主要

授課教師進行課程推動外，也可協助處理學生突發狀況。以綜合活動領域來說，

教師擺脫教科書的束縛，自編教材，依據課綱設計符合學生的課程，除了進行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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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導向教學外，並落實評鑑、修正與調整，如此精緻的課程設計與實踐是混齡教

學成功之典範。 

總之，長福國小發展的不是活動，而是扎扎實實的課程。教師從課程醞釀、

發展、呈現，並不斷進行討論與調整；學生則是進行有意義的完整學習，在教師

引導下強調自我省思。 

七、省思～代結語     

我們常說，教育工作的重點在「做對的事」，但許多人即使做錯了，仍堅持

自己在「做對的事」，說穿了就是缺乏熟慮及省思。現今教師授課節數大幅降低，

以班級導師而言，大多教授國語、數學，即使科任教師之授課領域也趨於單一。

不論實施混齡教學與否，教師可由自己開始，整理教材，匯聚經驗，參加教師專

業成長活動，針對自己的任教領域不斷精進，達成學習成效提升，實現成就每一

個孩子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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