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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小校縮小城鄉教育差距可行性策略之初探
─以實施數位學習及建構智慧學校為例

高雄市鳳山區鳳山國民小學學務主任　洪榮昌

壹、前言

教育機會均等（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與教育公平（educational 

equity）理想的實現，是世界各國教育改革的核

心價值，也是我國教育的重點方針，並同時受

《中華民國憲法》及《教育基本法》所保障的教

育權利。然而數位學習為減少學習上長期存在的

各種差異提供了縮小甚至弭平的有效管道。面對

臺灣既有城鄉的教育差距現象，以及逐年擴大的

現況，面對偏鄉小校的教育落差，數位學習的資

源如何投入和配置以提升小校教與學的品質，是

落實教育正義、弭平教育鴻溝的當務之急。聯合

國已為各國利用資訊與通信科技發展數位學習，

提供清楚的目標，期待建立優質教育內涵和終身

學習的核心素養，本文旨在藉由了解偏鄉小校現

況與困境，進而以數位學習及智慧學校的途徑提

出具體建議，以作為縮小城鄉教育落差的策略參

考。

貳、目前偏鄉小校面臨城鄉教育差距的現況

與困境

長期城鄉發展不均衡所產生的教育機會不均

等的問題，更加速城鄉之間的教育產生落差位

移。吳清山與林天祐（2009）指出，由於受到地

理位置的影響，偏遠地區的居民有學習動機相對

較弱，人口結構相對老化、文化刺激相對不足、

社會風氣較為封閉、日常生活比較貧困等諸多不

利教育推動之背景因素，再加上偏鄉學校由於人

數相對較少，教育問題比較容易被政策所忽視

（詹志禹、吳璧純，2015），進一步探討造成偏

鄉小校形成城鄉教育落差現況的原因如下：

一、師資流動大，對於學校發展願景向心力不

足，教學投入意願低

師資的流動大，教師對於偏鄉小校多為

過客，教學投入意願偏低，對於學校發展願

景自然無法深刻融入並專注於教學之中，影

響教學成效的展現。偏鄉學校的地理位置偏

遠、交通不便，教師的調動頻繁，會直接影

響教學品質，再加上偏鄉學生學習效果無法

提升等關鍵因素，造成教師教學成就感低落

（吳俊憲、羅詩意，2017），影響教師教學

投入意願，不易對學校產生高度承諾感與認

同感，不利於營造學校特色的經營，進而影

響教育品質。

二、行政及教學雙重負擔，影響教師教學品質，

教學方法與活動設計刺激不足

當教學與行政的雙重負擔造成教師無力

增進教育新知，厚實教師專業時，面對教育

現場，教師無法使用最新教學理論與實務進

行教學，便無法因應偏鄉複雜教育情境的教

學知識及技能（吳俊憲、羅詩意，2017）。

偏鄉地區的教師專業發展困境在於教師工作

負擔沈重、交通不便等諸多因素，以致偏鄉

教師參與進修研習的意願低落（許振家、吳

秋慧，2014），城鄉的教學品質差距便逐日

擴大。

三、家庭社經地位弱勢，親師生功能無法架構有

利的學習支持

偏鄉小校所面臨的是偏遠地區家庭教育

功能不足之挑戰，以及家長社經背景低、學

生學習起點落後、經濟文化條件不力等偏遠

地區普遍存在之現象（甄曉蘭、李涵鈺，

2009）。在偏鄉地區，家庭有經濟困難、單

親家庭與隔代教養比例較高，也較不重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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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以致偏鄉的家庭比較沒有多餘資源投入

在孩子的教育上（吳玥臻，2016）。偏鄉學

童生活在親職功能相對不穩定的家庭之中，

親師生無法共同架構出有利學習的支持網

絡，進而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

參、偏鄉小校以數位學習及智慧學校概念縮

小城鄉差距具體實施策略

一、建立偏鄉小校落實數位學習及智慧學校共識

行動，建構數位學習及智慧學校發展願景

(一)建立偏鄉小校推動數位學習及智慧學校

的典範，以弭平城鄉教育差距思維

加強掌握數位學習脈動，融合校長

創新智慧學校辦學理念，凝聚親師生共

識，加強內外部溝通，讓Rawls在《正

義論》中所強調的平等原則和差異原

則，得以在城鄉教育均衡發展中實踐，

校長身為領頭羊的角色，責無旁貸（引

自江嘉杰，2016）。校長本身須了解學

校特色與在地文化，凝聚共識，發展校

本課程，藉由教育在地化，結合社區

永續發展、成員互為主體性，平等對

話、成員間彼此關懷支持（鄭雅靜，

2017）。校長應重視關懷領導，建立學

校成員生命共同體的概念，延續小校生

命力，凝聚學校發展共識；藉由系統領

導聯盟偏鄉地區國中小、校長與教師彼

此形成密集的網絡，共享教育價值，並

合作解決問題。

(二)透過SWOT分析，精緻化偏鄉小校發展數

位學習及智慧學校特色

考量偏鄉在地文化，以文化回應教

學，融合在地特色，創造偏鄉學校發展

利基。數位學習及智慧學校的發展，主

要以配合或延續學校教育，以學校為本

位，強調數位學習融入課程，發展個別

化、終身學習為目標，以扎根課程、行

實教學並深植校園。進一步檢視偏鄉教

育實施的困難，建議可統整學校優勢與

人力資源，依據偏鄉學校之需求與可用

資源、支援加以活用，型塑優質學校組

織文化，強化在地連結，以利做為偏鄉

小校發展精緻化智慧學校特色的基礎。

二、建構優質專業數位學習及智慧學校推動行政

團隊，奠定發展教學專業後盾

學校行政的主要目的在支援教學活動順

利進行，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

效。團隊運作以分享對話作為利基，營造互

為信賴氛圍，共同參與校內與校外、定期與

非定期教育相關會議、宣導性研習活動、經

營學校公共關係，以及政策性、策略性與效

益性管理與經營學校發展。行政支援融入服

務教學，校務有效運作，教學活動順利進

行。團隊彼此之間互為主體，以互惠、共好

搭建起彼此互動的橋梁。

三、形塑教師專業文化，提升偏鄉小校發展數位

學習課程的專業知能

(一)透過教師專業社群，聚焦偏鄉小校發展

特色，形成教師數位教學理念共識

教師是學校的重要資產，有專業的

教師方可落實數位學習課程與教學，學

習與活動才具有意義，進而建構智慧學

校的發展脈絡。偏鄉小校可利用鄰近學

校策略聯盟，成立教師數位學習創新發

展工作坊，教師共同研習與交流，共同

辦理活動，專研數位學習教學課程內

容，分享教學技巧、提出教學困境及解

決問題達到「共好」之教育目標。鼓勵

偏鄉教師成立數位學習跨領域或跨校的

專業學習社群，以進行課程與教學上的

共備、教學觀察、專業回饋。偏鄉弱勢

學校可透過共同撰寫數位學習計畫書形

成專業社群，集中可用之資源，一起診

斷學習困難的阻礙因素，並依據學生需

求與教師專長發展學習品質改進策略，

合作解決學習失敗的問題（葉珍玲、許



焦點話題 >>>

30

New Taipei City Education

新北市教育　中華民國108年6月/第三十一期

New Taipei City Education

添明，2014）。

(二)提供多元進修模式，提升教師教學能

力，增進數位教學效能

教師為教學實踐的靈魂，為增進數

位學習，教師及行政團隊的視野及豐富

專業知能，對於如何將教材教法以數位

學習作最有效的教學規畫，鼓勵派員參

與各項數位相關教學活動與研習，以增

進學生學習成效。同時透過實際操作，

讓教師更容易應用數位學習在創新教

學中。偏鄉小校為落實學校本位在職進

修，亦可由學校依其發展需求，自辦研

習活動，不但可發展出更貼近學校特色

發展的數位學習課程，亦可解決學校特

色發展問題，減少教師交通不便，來回

往返之苦。偏鄉學校教師可以共同討論

出每學期研習的基本時數與內容，透

過社群運作、遠距教學進行e化自主研

習、鄰近學校結盟研習等方式進行（鄭

雅靜，2017）。提供偏鄉教師多元進修

管道，減少專業數位學習課程進修障

礙，以利教師專業知能的提升，實踐於

實際教學現場之中。

四、營造數位學習及智慧學校情境氛圍，提供學

生豐富的學習資源

善用數位AI科技，透過「直播共學」的

學習模式，推動偏鄉地區數位個別化學習，

彌補城鄉落差。考量到偏鄉師資的不足，教

育部也投入科技的力量，結合民間資源共同

努力，協助校園智慧網路建置、教室資訊設

備提升。進一步為因應偏鄉師資資源較不足

的情況，規劃運用數位學習資源與服務平臺

應用等，以協助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同

時，將互動模式移轉成以學生為中心，提升

主動學習的態度，營造適性、個別化的學習

情境，讓在學生在所熟悉的文化脈絡下激起

投入學習創造的可能性。

五、整合偏鄉小校特色資源共享，建構數位學習

交流平台，展現學校亮點特色 

發展學校特色是各校追求卓越、創新的

途徑。透過策略聯盟機制，宣傳偏鄉小校特

色資源，進行文化交流、資源共享。透過多

方教育資源之挹注改善文化不利，提升學童

的學習成效（葉珍玲、許添明，2011），研

擬學校本位結合社區之課程，研發在地化數

位學習課程特色教材，融合學校願景、師生

需求、社區發展特色及方向，邀請校長、全

校師生、家長及社區人士來共同參與智慧學

校願景的規畫。同時加強城鄉學校交流活

動，擴大學生相互學習體驗的機會，增廣學

生學習視野，進而促使學生學習成效提升。

六、進行偏鄉小校數位學習特色課程發展評鑑，

隨時滾動式修正

評鑑是確保提升教育品質的重要措施。

學校數位學習特色發展及智慧學校建構應該

因時因地制宜，充分評估，擬訂計畫後，必

須以執行力為基礎，確實執行，並隨時調整

修正。政府公部門及地方教育單位為使偏鄉

小校專業自主不流於寬鬆，專業評鑑自不可

少，但應同時考量偏鄉小校現況制定合宜的

評鑑指標，避免造成學校行政及教師的負

擔，可藉由以學校本位融入數位學習為基礎

發展出適合的評鑑機制，鼓勵學校行政端與

教師教學端的反思創新，使偏鄉小校數位學

習特色課程，得以不斷創新發展，充實智慧

學校發展的內涵。

肆、結論

教育是希望工程，如何藉由有系統規劃偏鄉

小校的數位學習課程，並藉由充實專業師資，來

改善偏鄉小校文化刺激不足的遺憾，加速縮小城

鄉差距，讓我們堅持教育的公平正義以邁向城鄉

教育的均衡發展。未來偏鄉小校教育發展願景的

實踐，在縮小城鄉教育差距方面，仍需教育公部

門資源的挹注之外，偏鄉小校本身的教育團隊，

行政、教學與社區資源，皆須相輔相成、相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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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致力於數位學習的發展和智慧學校的積極建

構。而偏鄉小校教師除了本身持續增進教學專業

外，校長領導行政團隊須更具備數位學習及智慧

學校規劃的涵養，融合偏鄉在地文化意識、重視

教育公義和教育機會均等的共識，讓教育在地

化，找出偏鄉小校旺盛的生命力，藉由偏鄉小校

數位學習特色發展及智慧學校的建構，使城鄉教

育更能均衡發展。「把每一位孩子都帶上來」，

數位學習和智慧學校的建立是進一步縮小城鄉差

距，實踐教育公平正義的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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