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學術研究） 

 

 

 

 

 

 

日本偏鄉學校師資調節及執行政策 

 
 

 

 

 

 

 

服務機關：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姓名職稱：馮莉雅 教授 

派赴國家：日本 

出國期間：106.07.26-106.08.02 

報告日期：106.08.08 

 

 



 

摘要 

近人年來偏鄉教育的提升是教育部的重要政策，而包括教學訪問教師計畫、偏

鄉教育條例等，期待能從不同角度改善偏鄉教育。日本的偏鄉教育和少子化教育政

策調整，始於 2005 年。本次報告擬藉由日本北海道的實地考察研究，對於我國正在

起步的偏鄉教育政策的推動，應可提供相當的參考。 

本文旨在透過參訪與訪談，彙整偏鄉教育的政策、師資素質變化和改善策略，

包含教師甄選、師資培育課程、教師人力補充方案等等，冀望能有助於我國偏鄉教

育的改善有所參考價值。 

關鍵字：偏鄉教育、師資調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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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偏鄉地區由於遠離都會地區，交通不便加上人口稀少，經濟條件不佳，學校條件

相對不良，種種因素影響偏鄉地區的學生的教育與學習發展。教師素質是偏鄉教育的

重要檢核項目，因為偏鄉學校，平均年年都有教師調動。師資調動是整個大環境及政

策的問題，而偏鄉地區中擁有特偏資格，在調動中可以累加積分的學校，更成了想要

回鄉教師的跳板，平均每三年幾乎整個學校大換血，如此高的教師流動率，教育的推

展勢必比教師流動率低的學校來得困難。 

本計畫旨在經由實地參訪了解日本北海道的偏鄉教育，及大學餐廳在教師在職

課程的輔助功能，做為我國偏鄉教育之規畫參考，發揮其預期效益有下列三點： 

1.蒐集日本偏鄉教育的發展方向 

2.蒐集偏鄉師資的培育方式 

3.分析大學學生餐廳在教師短期研習的協助功能 

 

貳、過程 

本次參訪共 8 天，07 月 26 日高雄出發，7 月 27 日~7 月 30 日＜北海道大學＞實

地參訪學習，7 月 31 日確認訪談資料，8 月 1 日前往函館，8 月 2 日搭機回國。 

一、106 年 7 月 27 日至 7 月 30 日，實地參訪學習 

(一)北海道大學 

北海道大學，簡稱北大或海大，位於日本北海道的國立研究型綜合大學。設

有教育系和「高等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協助日本文部省和北道地區研發偏

鄉教育政策和推動。 

(二)參訪過程和內容 

時 間 參  訪  活  動  和  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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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參  訪  活  動  和  過  程 

7 月 27 日 

1.圖書館查資料、觀察專案教師的培訓課程。 

2.特色： 

(1)資料齊全，提供豐富的在職教育課程教材。 

(2)專案教師的資格較鬆，但有提供良好的成長支持系統。 

(3)重視補救教學策略的培訓，心理輔導也是重要課程。 

(4)貧窮學生家庭比例(20%)或學習力成績低落(單科全國後 25%/全部

學科低於全國平均 5%)的學校可以申請專案教師。 

7 月 28 日 

1.訪談主題：偏鄉教師的素質。 

2.訪談對象：米日奇教授和二位中小學校長。 

3.訪談發現 

(1)不同類型大學的對教師人格特質的重要性和表現程度有不同的

要求，私立大學的要求顯著高於地區大學和國立大學。但表現

程度則是地區大學較佳。 

(2)教授人數和班級數、同儕和實地實習時間會影響教師素質。 

(3)偏鄉職前教師的自信心較不足。 

7 月 29 日 

1.大學餐廳：克拉克會館、百年紀念會館、醫學部食堂、中央食堂(一樓)、

中央食堂(二樓)、才能廳(ELM)、福利厚生會館(北部食堂)、白楊食

堂共有 8 間，散佈學校各區，餐食不同，供餐時間不同，方便研習

教師用餐。 

2.特色 

(1)有些餐廳周六日和國定假日不營業，例如才能廳、白楊食堂。 

(2)各餐廰有其主打菜單，是增加營業額的有效方法，也提供一週研

習教師有多種選擇機會。 

(3)日西菜色並重，吸引各族群的顧客，價格亦較便宜。 

(4)各餐廳有長時段的營業時間(下午沒有休息時間)，教師可以研討

活動結束後，避開人潮時段去用餐，有利研習活動的調整。 

7 月 30 日 
1.訪談主題：小文化的教育派典。 

2.訪談對象：阿斯拼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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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參  訪  活  動  和  過  程 

3.訪談發現 

(1)日本英語教育決策過程的阻礙。 

(2)社會規範、價值和期待對學校的英語教學有沉浸式的影響。 

(3)學習環境影響教師和學生二種群體的互動，限制教學活動的有

效，偏鄉教育更明顯。 

(三)研究心得 

1.學習落差在亞洲國家是一嚴重問題，而偏鄉更為嚴重。因為資源貧乏地區，

學生學習表現更不理想。編制教師無法有效提升學習力，需要有額外的教

師人力。因此外加的專案教師，經過培訓後可以成為學校的主要補救教學

人員，與原任課教師合作，進行一對一的課業輔導。使得偏鄉教師能致力

實施混齡教學，不需要費心改善學生的不良生活問題。 

2.專案教師每年也需要完成規定時數在職研習課程，偏鄉學校的研習時間以

暑假為主，以大學為學習場域，課程大多是實際案例研討(即問題導向的課

程)。 

3.教學態度是偏鄉教師素質的重要指標，但不同培育機構的教師有顯著的差

異，培訓課程會是差異的來源之一。所以偏鄉學校的教師增能課程會有所

區別。 

4.在職成長課程地點具備便利性，師資培育大學要成為合適地點，餐食供應

的方便性須列入考慮。 

5.58%的偏鄉職前教師評估結果，在創造力、個別性、發表能力、創發心理狀

態等方面的自信心不足。 

6.日本人特質、教師和學生的個別群體之小文化之間存有關聯性，即後來者

須依據前輩行為準則的文化，日本教育重視教室的安靜學習，所以英語口

說能力無法經由練習而提升，公立學校的英語課程改革無法成功，因為其

他科目學習時間不願減少，使得公立學校面臨課堂缺少英語投入的學習時

間。但私立學校重視個別學生的學習需求，聘請外師教學，外師不受日本

文化影響，課堂重視口說練習的活動，所以學習文化大大不同。 

7.偏鄉教育需要有一教學領導者，此一領導者須具能力、可信認、開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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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和正直等特質。 

二、106 年 7 月 31 日，確認訪談資料 

(一)少子化使得偏鄉學校有關閉和合併之困境， 教師工作的競爭難度加大，平

均每 5.6 位才錄取 1 位。但偏鄉校是 12.9~28.7 錄取一位。因為教師職業有很

高的社會地位，2007 年出現偏鄉地區校長/副校長行賄協助子女在家鄉取得

教職，因此改變教師甄選的管理方式，由其他州教育管理人員負責教師甄

選。這些教師解聘的適法性也面臨挑戰。 

(二)因為少子化偏鄉教育的師資結構也有不易更新的問題。教師培育的就業力成

為課程核心，近年來師資培育機構為了提高學生的就業力，關注學生對就業

力屬性的知覺和改善，進而調整師資培育課程。尤其是溝通技巧、接受挑戰

的慾望，創造力思考、露敏度、好奇心、樂觀、創業心態等。 

參、心得及建議 

一、少子化造成影響學校規模和校數，進而影響教師甄選的機制 

(一)都市地區因為人口移入，學校規模改變不大，尚有新學校成立。但偏鄉地區

則則學校規模變小、關閉或併校。 

(二)教師員額缺少，偏鄉教育人員的子弟不易謀到教職，産生幣端後，教師甄選

機制修正。 

(三)人力減少、資源不足，學生學習力低落，經由專案教師改變教師素質。 

二、專案教師須有定期完成增能活動 

(一)專案教師的係為中小學校額外人力，能協助現職教師一同針對學習力低落的

學習提供個別化補救教學方案。 

(二)因為專案教師的教學經驗或教學實務能力不一定足夠，提供其增能課程有其

必要性。 

(三)大學端負責大區域的專案教師在職增能課程，課程包含學科知識分析、個案

問題解決之研討等。餐食的方便性能提高增能課程的外在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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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偏鄉地區教師的自信心有賴培訓課程 

(一)不同類型大學的教師其自信心有顯著差異 

就對教師就業力指標的重要性而言，私立大學畢業的教師其重視程度較高，

包括溝通能力、接受挑戰的慾望，創造力思考、露敏度、好奇心、樂觀、創

業心態等。但就表現程度，地區大學畢業的教師因為傾向在當地尋找教職，

故其資訊能力、好奇心、創業心態較積極。 

(二)培訓課程的改調整重點 

日本偏鄉地區教師其專業發展需求有四大類，(1)個別學生的關心策略、(2)

連結産業的能力(以利了解學生就業力要如何及早培養)、(3)改善學生投入和

學習熱忱的教學方法、(4)生涯發展的資訊和試探方式。 

(三)外語教學的改革須突破舊有文化價值觀的侷限 

日本有遵守現有文化、規範的民族特質，不利英語口說能力的培養，雖然政

府投入很多經費，改善效果不彰顯。外師教學的效果顯著，仍因為不受限於

課堂安靜學習的教學信念。 

四、建議 

(一)偏鄉師資要長期管考，避免流動率過高或不變化，或同教師聘任的問題。 

(二)積極推動教學訪問教師計畫，以外加專案教學專家協助提升偏鄉地區的教師

素質。 

(三)教育部應分析台灣鄉教育的師資結構和轉變速度，在才能少子化的困境中，

經由有效合適的遴選方式，增加合適教師入力，提高學生學習力。 

(四)國小英語、木土語須具備專長授課資格，未來會增加自然學習領域。國中則

18 班以下教師結構無法滿足所有學習領域之分科教學。因此，如何由經由

寒暑假的增能研習補強教教專長教學知能，可以參考北海道大學的方式，包

括先分析教師的學習需求，在一民生需求供應方便的地方，辦理系列研習，

並以實作研討方式為主，才能吸引偏鄉地區教師參加增能研習。 



 

 

 

 

 

肆、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