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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因少子化海嘯的衝擊，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2019）的數據，1999 年

出生人口計 28 萬人，到了 2019 年只剩 18 萬人。教育部的統計資料顯示，國小

在學人數逐年下降，從 2009 年的 159 萬人，至 2018 年的 116 萬人，十年間減

少了約 43 萬人。導致偏鄉地區國民小學的學生人數銳減， 2018 年全校班級 6
班以下共 1,054 校（佔 40%），全校學生人數低於 50 人以下者共 474 校（佔 18%）

（教育部，2019）。由上述各項統計資料可看出，因為出生人數持續減少的因素，

未來小校小班的比例將愈來愈高，這也埋下教育體系面臨學生來源不足，以及教

育資源閒置的問題，地方教育主管機關必須面對偏遠地區廢併校及減班的抉擇

（蔡銘津，2012）。同時，解決偏遠地區小型學校學生同儕互動、文化刺激及學

習品質的教育問題，已達刻不容緩的地步。 

國小學生以年齡做為逐年入學的依據，故雖然在同一年級（grade）或同一

班級（class）由於教師教授同樣的課程與教材，當學年度結束時同時升級，所以

在課程與教學不涉及其他年級共同上課的情況下，便無涉混齡教學的議題。但

是，偏鄉地區學校學生人數逐年降低的情況，學校不得不思考混齡教學是否較適

宜學生學習的問題；因為混齡教學的實施，對於學生人數不足、教育資源閒置的

學校而言，提供了另一種更彈性、更有效整合教育資源的可能性（林欣毅、鄭章

華、廖素嫻，2016）。混齡教學騰出的教學人力，則可移做更多學習措施，例如，

學習輔導、補救教學、行政支援等，讓教學與行政資源發揮更大的效益（Lindström 
& Lindahl, 2011）。 

綜合上述，從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到各地方政府，都必須嚴肅面對就學人口下

降越趨明顯所造成的教育問題，及早針對教師信念、師培訓練、課程教材、教師

教學及家長信任等，了解混齡教學所面臨的挑戰，並且妥善擬定實施策略，有效

整合教育資源，建構優質學習環境，促進學生同儕互動，培養群體多元學習，確

保學生就學權益。 

二、實施混齡教學的挑戰 

實施混齡教學存有不少難題，例如訓練有素的教師難聘、缺乏適合的混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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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缺少彈性的課程組織、學校設備不足、欠缺吸引教師的誘因、造成教師恐慌

抗拒與班級經營問題、高齡學生的學習較為不利（Hyry-Beihammer & Hascher, 
2015）。簡至悅（2015）的研究指出混齡教學有利同儕學習、學生合作、激發創

意，但也有課程統整、排課不易、教材備量大的限制。李玉玫（2018）研究指出

混齡教學待解決的問題眾多，包括各年齡層學生發展階段不一、教師需花費較多

時間備課、需加強與家長溝通混齡觀念；行政人力支援不足、教材資源與行政支

援欠缺、混齡相關配套措施不足。林欣毅等人（2016）提到臺灣缺乏混齡教學之

師資培育、課程教學設計難度過高、學校行政及政府支援的配套尚未到位、學校

行政業務負擔繁重、排課彈性與空間不足等，皆是偏鄉小校實施混齡教學的問題。 

綜合上述，以下茲從教師信念、師培訓練、課程教材、教師教學及家長信任

等面向，分析混齡教學面臨的困境： 

(一) 教師對混齡教學理念認同不深，全面實施心存疑慮 

混齡教學實施的成效關鍵在教師，教師若對混齡教學的理念認識不清，甚至

缺乏認同與信心，則混齡教學的推動將困難重重。當教師對混齡教學產生堅定的

信仰，且認同混齡教學對偏鄉少子化之下學生學習成效的價值，才能真正投入混

齡教學的行列。然而，多數教師在未參與混齡教學前，多半一知半解，若未能透

過各種管道針對混齡教學的實施方式、配套措施進行宣導，教師必定心生抗拒。 

(二) 教師職前養成與在職進修不足，混齡專業有待提升 

由於教師在職前教育或在職進修階段中，並未受過混齡教學的培訓養成計

畫，進入職場後必須花時間轉化既有的課程、教材，改變傳統教學策略，承擔更

多年級的學生之教學責任（陳聖謨，2015）。傳統的師資培育多以同年級與同年

齡教學為基礎，師培機構尚未積極將混齡教學的議題納入養成課程中，加上未能

系統性的規劃混齡教師的在職進修，致使現場教學的教師只能自行拼湊混齡教學

的圖像，未能清楚了解混齡教學的全貌。 

(三) 混齡課程與教材缺乏組織統整，學習成效缺乏實證 

一般的課程、教材通常是以分年級方式編定，若將不同年級的學生合班，學

生的學習起點行為和基礎能力不同，課程設計或活動安排困難，教師須花較多的

時間備課（李玉玫，2018）。教師在混齡教學時，需要熟悉各領域綱要的內容，

才能提供適合混齡班級的課程及教材。然而，教師在混齡課程規劃與編選教材的

專業能力不足，因為涉及知識螺旋先後順序的安排時，教師要在有限的時間透過

多元的教學策略去教導二個班級，形成了很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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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師協同備課與班級經營不易，教學工作負擔沉重 

教師面對混齡班級不同程度的學生，教學壓力明顯上升，學生的學習成就較

低（Berry, 2004）。教師原本只需要準備單一年級的教材，但是混齡教學之後要

跨年級備課，且要考量學生之間先備知識的差異，增加教師的備課與教學負擔，

甚至要花費更多時間與同校或跨校教師共同備課或協同教學（黃昱芳，2018）。
此外，混齡教學的班級學生異質性增加，不同班級導師班級經營風格的差異，使

教師及學生都需要時間調適，因而提高混齡教學的困難。 

(五) 家長對混齡教學的質疑與抗拒，鬆動親師信任關係 

陳聖謨（2015）指出，家長認為混齡教學因為教師必須將課堂時間配置給不

同年級學生，使得學生接受教導與關照的機會大幅減少。年長學生的家長認為孩

子在混齡班級學得較少，年幼孩童家長會擔心學習跟不上而對學習失去信心。當

家長不了解混齡教學的理念與運作，自然會心存疑慮，親師的關係難以維持信任

關係，倘若家長認為實施混齡教學致使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降低，學生缺乏競爭

力，最後選擇轉學至鄰近學校，反而會加速學生人數流失，讓學校面臨更嚴峻的

危機。 

三、 混齡教學困境的解決策略 

為能解決混齡教學所遭遇的困境，首先應建立對話機制，凝聚全員共識，其

次培育混齡師資，提升教師專業，第三鬆綁領域節數，實作回饋修正，第四鼓勵

同儕共備，才能減輕教師負擔，最後則是消除家長疑慮，以爭取家長認同。茲分

述如下： 

(一) 闡述混齡教育理念，建立對話機制，凝聚全員共識 

在臺灣實施混齡教學型態是一項教育革新政策，對教學實務現場的教師是極

大的衝擊。教育主管機關及學校必須引導教師了解混齡教學的政策及推動方式，

化解其心中疑慮。因此，在推動混齡教學政策前，應擬定周延之實施計畫、循序

漸進的實施進程，妥適的配套措施，藉由理念價值的闡述宣導，說明混齡教學對

學生的益處，避免因誤解造成推動困難或終止。因此，提升教師對混齡教學的信

心與認同，教師才能對混齡教學存有肯定態度。混齡教學的過程中，校長與行政

團隊更應協助教師解決問題，避免讓教師產生無助感及負面情緒，導致實施意願

低落與教學品質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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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規劃混齡專業學程，培育混齡師資，提升教師專業 

    混齡教學政策的制定及推動的困難在於參與成員未具備混齡教學的專業知

能，因此師培機構應將混齡教學納入師資養成課程，各縣市政府應針對新進與在

職教師進行混齡教學知能講習與進修研習，讓教師了解混齡教學政策，聚焦混齡

教學的課程架構、教學策略、班級經營等問題，提升教師教學效能。此外，導入

課程督學與國教輔導團的專業領航，邀請專家駐校協同教學，辦理相關研習與實

務交流，分享混齡教學策略與經驗，讓教師有更多的觀摩機會學習，甚至實地參

訪混齡教學績優學校，吸取他人的成功經驗，均有助於教師的教學實踐反思。 

(三) 統整混齡課程教材，鬆綁領域時數，實作回饋修正 

教師是課程的設計者，也是教學的實踐者。面對混齡教學的政策，教師最感

到棘手的就是課程的規劃，雖然教科書是依照課程綱要的階段別編寫，但為了混

齡教學授課，教師必須考量知識的邏輯發展層次，將現有的教材拆解重整，才能

符合混齡教學的需求。同時，教師為了要讓不同年級及不同能力的學生有效學習

與精熟學習，需要更多的教學時間，因此，建議教育主管機關能夠針對混齡教學

給予領域課程時數較大的自主彈性，並且組成課程教學專家團隊，協助教師建構

課程地圖，發展適合混齡教學的課程與教材，並實際在教學現場試用，了解學生

的混齡學習成效，傾聽教師實作過程的回饋意見，進而調整修正。 

(四) 組成混齡專業社群，鼓勵同儕共備，減輕教師負擔 

教師教學不應再單打獨鬥，教師可以自主建立網路或實體的專業學習社群，

持續專業對話與專業發展，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落實混齡課堂教學實踐，

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透過社群的組織，針對教學進行共同備課與討

論，在協同合作的歷程中，分享班級經營實務經驗與策略，彼此相互支持成長，

匯集眾人的經驗與智慧，達到更高的教學效能。Hord（1997）指出，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的學習可以降低工作孤立感，提升工作滿意度。教師應參與專業學習社

群，透過學習共同體備、觀、議課的方式，精進混齡教學專業，促進自我省思力

的效益。 

(五) 確保混齡品質績效，消除家長疑慮，爭取家長支持 

家長是學校教育的合夥人，也是教育利害的關係人，教育政策若能獲得家長

的認可與支持，便可事半功倍的順利推動。因此，學校行政須透過各式管道及機

會，加強宣導混齡教學的理念與做法，辦理混齡教學公開課，建立混齡教學品質

保證機制，展現溝通對話的誠意，爭取家長的信任與認同，化解家長對混齡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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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疑慮，讓家長成為混齡教學的代言人，激起家長間的漣漪效應。同時，教育主

管機關以及學校應持續進行混齡教學實踐研究，確保教師有效教學，保障學生學

習成效。 

四、結語 

面臨少子化的現況，推動混齡教學是提升學生同儕學習、互動和增進社會學

習力的可行方式之一，更可避免家長因為裁班併校後所產生的疑慮。從實施混齡

教學的經驗可知，行政機關相關法令及措施是否完備、混齡教材的建置、相關經

費的補助、完善的師資結構、家長的支持等，都有助於混齡教學的執行，並能讓

學生的學習更為順利。 

教師是混齡教學的靈魂人物，更是站在第一線執行混齡教學的夥伴，教師必

須透過不斷地檢視、學習、思考，改變自己的心態，接納多方的意見，方能了解

混齡教學的真義並滾動調整最適合的教材教法，讓自己成為一個混齡教學的專業

教師。因此，對於混齡教學的推動，應透過更多具有實務經驗的教師，分享有效

的策略方法，建立健全的配套措施，提供相關的資源協助，進行實務研究做為佐

證，給予各校因地制宜的彈性，方能在主、客觀條件最合宜的情況下，順利推動

混齡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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