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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受少子女化影響，偏鄉小校教師面臨學生人數少，學生上課缺乏同儕互動的

問題。當班級人數過少時，有些偏鄉教師開始進行了混齡教學的課程，增進學生

間的團體互動。新北市教育局在面臨小校學生數少的問題時，於 105 學年度下學

期開始試辦混齡教學。106 學年度時，新北市公立國小六班以下，全校學生數未

滿五十人的小型學校，開始實施混齡教學（新北市教育局，2017）。實施混齡教

學是教師教學的一大挑戰，尤其是剛進入偏鄉小校的新手教師。他們在進入學校

時，並沒有受過混齡教學的職前培訓，當他們到了偏鄉小校，除了面臨生活環境

適應挑戰外，實施混齡教學，更對教師產生許多壓力。 

筆者服務學校位於東北角的偏鄉小校，學校實施混齡教學已長達五年，實施

過程中，因師資流動，新手教師及代理代課教師比率偏高，有些教師甚至沒有合

格教師證。筆者學校面臨的情況是，新手教師來學校時，因他們從未實施過混齡

教學，對教學現場充滿疑問。當新手老師開始熟悉混齡教學現場的運作模式後，

有些教師就調校或另有其他生涯規畫了。有經驗的教師尚未來得及經驗傳承，新

學期一批正式或代理代課教師又已到學校。新手教師們對於混齡教學現場一片空

白，需要從做中學。筆者察覺偏鄉新進教師因班級學生數少而有快速投入混齡教

學現場之需求，如何讓新手教師在進行課程與教學時，能調適及轉化自己的心情

及態度，如何建立新手教師實施混齡教學的模式，透過經驗及分享擴散到其他偏

鄉小校，是值得探討的方向。 

二、契機與行動 

因緣際會下，筆者學校於 103-108 學年度實施混齡教學，近兩年間學校實施

混齡新手教師（含正式及代理教師）達十人以上，當新手教師進入課室前，對於

課堂內有兩個年級的學生，其中較高年級學生已學過多一年的學科知識，較低的

年級則是第一次學習新知識，面對這樣的教學情境時，新手教師充滿許多的困

惑，課程如何規劃，班級經營如何處理，學生的評量如何進行，這都是他們所面

臨的挑戰。筆者在這樣的契機下，詢問校內五位新手教師實施混齡教學的看法，

利用個別訪談詢問教師實施教學的困境，找出問題並提出解決的行動建議，希望

提供偏鄉新手教師投入混齡教學時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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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與新手教師群討論主題包含混齡教學的課程設計，教學環境資源、班級

經營及學生評量部分，教師該如何進行教學抑或是尋求教學資源，作為實施混齡

課程教學思考的方向（梁雲霞、陳淑麗，2018）。五位教師的混齡課程教材均參

考新北市混齡課程導引手冊的安排，進行課程的轉化及重新建構（新北市教育

局，2017）。教學課程進行長達一學期以上，最後對於課程規劃、教學環境與資

源、班級經營與學生評量提出建議，希望藉由偏鄉的新手教師實施混齡教學的歷

程，拋磚引玉，幫助更多進入偏鄉的教師。 

三、翻轉 

(一) 課程規劃翻轉 

新手教師在進入偏鄉時，較習慣的教學方式是大班教學。他們認為偏鄉學生

人數少，在人際互動及學習品質提升的部分，的確有實施混齡教學的必要性。一

開始新手教師在進入混齡教學現場時，遇到的困難在於不同年級的兩班學生在同

一個班級中該如何進行課程，由於新進教師對於混齡教學分組的理念較不熟悉，

一開始實施覺得教學難度頗高，他們會擔心年級較高的學生或是程度較好的學生

被弱化了，因而覺得實施困難。但有趣的是實施一學期後，語文課程如國語、英

語部分，他們覺得是可行的，掌握度較高。在數學科部分，教師普遍認為難度較

高，一開始易找不到方向，究其原因乃在於教師對混齡教材仍不夠熟悉，課程概

念地圖也仍建立中，對學生的程度診斷也未把握。教師認為如何規劃分組教學，

異質分組或是同組分組，也是教學前需多考量的部分。最後，教師認為若混齡課

程有兩位教師共同備課，課堂中透過協同教學協助，分組教學，課後再相互回饋，

做為下一次教學的調整，將使課堂進行較為流暢。 

(二) 教學環境資源翻轉 

新手教師對混齡教學環境資源的普遍想法是希望在進入教學現場時，教材已

經過差異化的處理，倘若教學教材內容有差異化的處理，備課的時間將減少許

多，也會讓教師教學過程較流暢。尤其是數學教材部分，教師通常會花較多時間

尋找額外的補充內容，也會擔心學生的程度落差大，練習的時間不夠。而在教室

環境資源上，教師覺得學校硬體資源是足夠的，他們也能依課程、節慶適時進行

教室佈置。混齡教學實施一學期過後，由於新手教師對學生程度及能力更加了

解，對於課堂同質性或異質性分組較有概念，在教材部分也會進行分析，選擇適

合學生的學習內容，也會因課程需要進行座位調整及情境佈置。而在混齡教材部

分，教師普遍反應需要更多的備課時間與協同教師共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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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班級經營翻轉 

新手教師在第一學期剛接觸混齡班級時，覺得混齡班級的經營應該與市區學

校的班級經營差不多，他們假設教室人數少可能更不需要班級經營或管秩序等問

題。實施一學期後，新手教師卻覺得混齡教室班級經營非常重要，尤其是學生秩

序的處理，有時候低年級跟高年級學生在一起時，會發生吵架或是意見不合情

形，高年級會希望低年級學生聽他們的意見，或對低年級學生表現較兇及不耐煩

的情形，所以座位安排及掌控全班秩序非常重要。教師認為高年級的學生會因為

比低年級的學生多學過一年而較有優越感，如何教導高年級學生多包容及引導低

年級學生討論部分，也是教師需多著墨的地方。 

(四) 學生評量翻轉 

新手教師在實施混齡教學後，認為學生的評量也應該呈現差異化的部分。但

對於評量的差異化，或是學科內容應該評量到多深化感到困惑。他們擔心弱化了

高程度的學生，尤其是小校的教師評量的工作量大，有的教師要設計三份以上考

卷，覺得時間較緊迫。當教師了解學生程度後，他們會依每個學生的程度去設定

不同的學習目標及行動策略，每個年級有不同的標準，並在評量上呈現出相同出

題內容及差異性部分，亦即學習吸收速度快的學生給予更深程度的挑戰。教師會

於期末時檢討學生是否有達到教學預設的目標，達到後於下一學期的任務設定則

可以提高，若未達到則繼續觀察。這說明新手教師在教學欲設定不同年級學生或

不同程度學生的學習目標時，首先在於了解學生的個別差異。 

四、創生 

(一) 新手教師搭配有經驗的教師進行協同教學獲益良多 

新手教師由於從未進行過混齡教學，一開始對自己信心不足，對班級學生程

度及能力掌握度不夠，因而在同質教學或分組教學會像無頭蒼蠅般找不到方向。

若由有經驗教師帶領混齡教學現場的進行，新手教師可以觀察有經驗教師如何進

行教材規劃，分組教學，及差異化評量。課程實施前由前輩教師一同進行共備課，

設定學生差異化目標，當課堂教學進行分組時，前輩教師配合協助指導學習困難

的學生，課程的進行將更為流暢。尤其是進行混齡教學，班上還有特殊生的時候，

特殊學生課程進度如何調整及進行課堂分組教學，新手教師經過與有經驗的協同

教師的討論及搭配，學生獲益效果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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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手教師需要更多的共備時間進行混齡教材規畫 

新手教師由於對混齡的教學理念較不熟悉，一開始實施時，他們覺得設計課

程及指派學生不同學習任務難度頗高。新手教師擔心年級較高的學生程度被弱

化，因而在課程規畫方面找不到方向，也需投入較多時間備課。當教師透過協同

教師回饋及建議，實務操作演練後可得到更多的混齡教學經驗。新手教師普遍認

為共備混齡教材的時間要再增加，討論學生程度時間也要再延長。新手教師因為

教師共備交流的機會增加了，教師效能也會提升（洪儷瑜、梁雲霞、林素貞，

2015）。有經驗的教師在課堂後給予新手教師的回饋亦能增加他們的信心，及協

助他們教學滾動式調整，透過經驗教師的協助，掌握到學生的學習表現，共同努

力，讓整體學生的學習成果提升。 

(三) 新手教師需更多差異化教學策略的增能協助 

新手教師覺得混齡課程設計方面，蠻有難度。教師覺得如何依學生程度設計

差異化的課程，讓不同程度的學生達到差異化的目標，是他們的一大挑戰。教師

們普遍建議學校能多提供差異化教學策略的增能研習，來協助新手教師實施混齡

教學。倘若教材本身並沒有差異化處理，新手教師可以透過與前輩教師的共同討

論，進行教材分析後，再給予學生差異化的學習單，或是不同的教學任務指派，

他們對於混齡課堂的掌握更加流暢。 

(四) 學校建立分享平台提供新手教師資源及支援 

新手教師在進入學校時，對於學校原有課程進行或是規定較不熟悉，例如進

行的教材內容，或是學校的校訂課程規劃，學校的既有行事及例行活動等。倘若

學校能提供新手教師一個共享資源平台，分享教學檔案，學習單及既有的行事活

動規劃等。教師可從平台中尋找已有的脈絡，在構思自己如何去設計評量及學習

單等。這將節省新手教師許多摸索的時間。新手教師除了需要教學專業的支援，

在學校活動力行規畫部分，也需要學校教師給予協助及支持，這將讓教師盡快適

應混齡教學現場。 

五、結語 

實施混齡教學對於新手教師而言，具有許多的挑戰及困難。但經由有經驗的

前輩教師協助教學，幫助他們成長很多。筆者認為實施混齡教學時，教學夥伴互

相關懷，進行教材分析及備課，並對學生的學習程度深入討論，會給予新手教師

最大的協助，也可避免新手教師單打獨鬥、孤立無援。當偏鄉小校在歡迎新手教

師加入教學現場時，先安排新手教師與有經驗的協同教師相互學習，從現場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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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適合教學策略，建立教學分享平台，是混齡教學可思考的方向。也建議新手

教師多加強差異化教學的能力，了解混齡教學重點，檢視教學中學生是否達到學

習目標，並提升相關混齡教學的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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