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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緣由  十二年國教



攜手計畫是什麼？

學習低成就弱勢家庭學生

本計畫主要輔導對象
全體學生

◆是兼具經濟弱勢與學習弱勢學生的補救教
 學計畫。

教育部 鄭來長 副司長(2011)



◆學習低成就

1.參加篩選追蹤輔導轉銜試辦計畫學校，經
 標準化測驗結果，百分等級未達35者。

2.未參加篩選追蹤輔導轉銜試辦計畫學校，
 都會地區(直轄市、省轄市及縣轄市)以單
 一學科班級成績後25%為指標，非都會地
 區以單一學科班級成績後35%為指標。

攜手計畫是什麼？

教育部 鄭來長 副司長(2011)



◆弱勢家庭學生
♦具有下列身分之ㄧ，另有其他輔導方案者，以不重複服務為

 原則：
A.原住民學生。
B.身心障礙人士子女。
C.外籍、大陸及港澳配偶子女。
D.低或中低收入家庭學生及免納所得稅之農工漁民子弟。
E.隔代教養及家庭失功能子女(包括單親)。
F.身心障礙學生(包括經鑑輔會鑑定為疑似身心障礙，並經

 學校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同意者)。
♦其他經學習輔導小組認定有需要之學習成就低落弱勢學生，

 以不超過攜手計畫受輔對象人數30%為原則，並以前述2種條
 件之學生為優先，如均已滿足需求，百分比得酌予放寬，且

 不得超過35%。

攜手計畫是什麼？

教育部 鄭來長 副司長(2011)



◆國中基測PR＜10學生數占全校學生數達25% 
以上者，可申請「國中基測成績提升方案」經

 費：

– 教育部向基測推動委員會索取統計資料。

– 當年度2次基測擇較優1次為計算基準。

– 由教育部以密件核定通知縣市政府教育局。

– 由教育局函轉學校提出申請，教育部得核定連
 續補助2年。

– 補助經費：聘用儲備教師代理代課費每校70萬
 元/年，以及學校辦理之相關費用1.2萬元/班，
 以全校總班級數為補助上限。

攜手計畫是什麼？

教育部 鄭來長 副司長(2011)



《師資》
2.退休教師

5.其他
教學人員

1.現職教師 3.大專學生

4.國中小
儲備教師

受扶助學生

攜手計畫是什麼？

教育部 鄭來長 副司長(2011)



◆每班學生人數
– 6-10人為原則。最高不超過12人，最低不

 少於6人(偏遠地區學校經直轄市、縣(市) 
政府同意可依實際情形編班)。

– 大專學生擔任教學者，以3-6人為原則。但
 經縣市政府補救教學培訓課程達18小時以

 上且經縣市政府同意者，得放寬至8人。
– 退休教師輔導學生人數不設限，可1對1、

 1對2……等方式。

攜手計畫是什麼？

教育部 鄭來長 副司長(2011)



◆教學時間
– 以課餘時間(含假日)為主。
– 不得在早自習或午休進行。惟學校有特殊

 情形，專案報經縣市政府同意者，不在此
 限。(98年度起新增規定)

– 特殊情形輔導會議通過，經家長同意者，
 得於正課時間抽離授課。

攜手計畫是什麼？

教育部 鄭來長 副司長(2011)



◆授課科目

年級
科目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七 八 九

國語文、數學

英語

自然、社會

藝文、運動等
 活動性課程

1.寒暑假期間，學校得視學生學習需求
 安排安排藝文、運動等活動性課程。

2.以不超過教學節數20%為原則。

攜手計畫是什麼？

教育部 鄭來長 副司長(2011)



為何要推動攜手計畫？

教育部 鄭來長 副司長(2011)



有教無類

因材施教

積極性
差別待遇

教育的發展的路徑

教育部 鄭來長 副司長(2011)



英國

1967年
普勞頓報告書

(Plowden Report)
─兒童及其初等教育

教育優先區
(Educational 

Priority
Areas,
EPA)

教育部 鄭來長 副司長(2011)



教育行動區計畫
(Educational Action Zone)

(1)課程上：EAZ學校不受國家

 課程束縛，可自主設計課程

 以適應當地的需要。
(2)人事上： EAZ學校可不受現

 行教師聘任條例約束，可提

 供更優厚待遇，吸引優秀管

 理人員擔任區內學校校長，

 並招聘更多優秀教師。
(3)資源上，區內結盟學校校

 舍、圖書和設備等資源分

 享。
(4)經費上：政府在日常預算外

 每年向每個教育行動區提供

 25萬英鎊的追加撥款，並希

 望從工商界籌集相等資金。

效果
1.轉換政府角色：行動區有獨立

 的法人地位，日常運作不受地

 方教育局控制，行政機關與學

 校不再是領導與被領導的關

 係，而為合夥人關係。

2.鼓勵家長參與： EAZ計畫實施

 結果發現，家長和學校有效合

 作時，學生的學習最為有效。

3.注重教師的專業發展：師資培

 訓是提高教育品質的核心，也

 是弱勢學校改造的關鍵。

4.提供充足經費支援：幾乎所有

 行動區在總結成功的經驗時，

 都將政府和私立部門提供充裕

 的經費列為首要因素。

英國─1996工黨執政後

教育部 鄭來長 副司長(2011)



卓越城市教育計畫
(Excellence in Cities)
(1)內城區(inner city) 是工

 人、貧民與少數民族等
 下層階聚居地區，該區
 域的公立學校往往是弱
 勢學校，師資、教學及
 學生學業成就方面存在
 嚴重問題，因此，「城
 市教育」在英國是教育
 品質低下的代名詞。

(2)1999年3月推出「卓越城
 市教育計畫」(Excellence 

in Cities，簡稱EiC計
 畫)。

作為
1.建立夥伴關係：每個EiC地區

 建立地方夥伴關係組織(local 
partnership)，加強校間、校與

 地方教育機關間的合作。
2.建立學生發展支持體系：(1)置

 學習輔導員(Learning Mentors)。

 (2)建立學習支持課程(Learning 
Support Unit)，依學生個別需求

 擬訂獨立的短期教學和支持計

 畫，進行個別指導。
3.建立城市學習中心(City Learning 

Centre)，提供廣泛多樣活動。
4.提供多樣化教育方式：(1)天才

 學生發展計畫。(2)設立專門學

 校(Specialist School)，即某專

 業領域為「專門」的學校，以

 滿足不同學生的興趣和需要。

英國─1996工黨執政後

教育部 鄭來長 副司長(2011)



美國

1954年
布朗訟案

1966年
柯爾曼報告書(Coleman Report)

▲人權思潮盛行
▲弱勢群體權益的重視

反種族隔
離政策

黑白合校

補償教育補償教育
Compensatory

education

教育部 鄭來長 副司長(2011)



法國

1982年開始推動

優先教育區方案
 (Zones d’ Education 

Prioritaires, ZEP) 

1982年開始推動

優先教育區方案
 (Zones d’ Education 

Prioritaires, ZEP)

協助學業失敗甚
 為普遍的地區

教育部 鄭來長 副司長(2011)



我國

國
教
發
展
計
畫

STEP 1 (58~63)
◆九年國教第一、二期三年計畫

STEP 2 (66~81)
◆發展與改進國民教育五年計畫

◆發展與改進國民教育六年計畫、第二期計畫發展與改進國民教育六年計畫、第二期計畫

STEP 3 (82起)
◆國民中小學校務發展計畫

STEP 4 (84~89)
◆整建國中與國小教育設施計畫

教育部 鄭來長 副司長(2011)



民國83年
◆經費：8億元
◆指標：
1.地震震源區或地層滑動區
2.地層下陷地區
3.山地及離島地區
4.試辦國中技藝教育中心
5.降低班級人數急需增建教

 室

 ◆目的：
給予學校專款補助，改善

 師生安全衛生及健全身心

 發展的教育環境，並充實

 其教學設備。

 

民國83年
◆經費：8億元
◆指標：
1.地震震源區或地層滑動區
2.地層下陷地區
3.山地及離島地區
4.試辦國中技藝教育中心
5.降低班級人數急需增建教

 室
◆目的：
給予學校專款補助，改善

 師生安全衛生及健全身心

 發展的教育環境，並充實

 其教學設備。

試辦優先區計畫試辦優先區計畫

◆85~87年度(70億元)
◆弱勢學校指標：
1.原住民及低收入戶學生比例偏

 高之學校

 2.離島或特殊偏遠交通不便之學

 校

 3.隔代教養及單(寄)親家庭等學

 生比例偏高之學校

 4.中途輟學率偏高之學校
5.國中升學率偏低之學校
6.青少年行為適應積極輔導地區
7.學齡人口嚴重流失地區
8.教師流動率及代課教師比例偏

 高之學校

 9.特殊地理條件不利地區
10.教學基本設備不足之學校

◆85~87年度(70億元)
◆弱勢學校指標：
1.原住民及低收入戶學生比例偏

 高之學校
2.離島或特殊偏遠交通不便之學

 校
3.隔代教養及單(寄)親家庭等學

 生比例偏高之學校
4.中途輟學率偏高之學校
5.國中升學率偏低之學校
6.青少年行為適應積極輔導地區
7.學齡人口嚴重流失地區
8.教師流動率及代課教師比例偏

 高之學校
9.特殊地理條件不利地區
10.教學基本設備不足之學校

正式優先區計畫正式優先區計畫

我國

教育部 鄭來長 副司長(2011)



Step3

長年計畫

91年度→

Step3

長年計畫

91年度→
Step2

第二期計畫

88~90年度

Step2

第二期計畫

88~90年度
Step1

第一期計畫

85~87年度

Step1

第一期計畫

85~87年度

教育優先區計畫之演進

教育優先區計畫之演進

逐年檢討修正

逐年檢討修正

教育優先區計畫之實施期程

教育部 鄭來長 副司長(2011)



「弭平落差—課業輔導」計畫

退休菁英風華再現計畫

攜手計畫
—課後扶助

我國

教育部 鄭來長 副司長(2011)



教育優先區計
 畫之學習輔導

離島及
原住民地區 一般地區

攜手計畫

我國
(97年度開始)

教育部 鄭來長 副司長(2011)





100學年度教育部統計處資料

‧國小學生總人數：1,457,004人

‧國中學生總人數：
 

873,220人

–畢業生：312,663人

‧參加第一次全國基測：199,198人

‧參加北北基聯測：77,537人



PR值

99 403 404

98 400 400

97 397 398

96 394 395

95 392 393

90 380 383

85 369 373

80 356 362

75 343 351

50 263 276

25 170 161

10 116 77

國中基本學力測驗第一次PR
 值對應量尺分數摘要表
國中基本學力測驗參加人數

 及成績分布統計

100年 100年北北基

報名人數
第一次 199,198 

77,537 
第二次 75,878 

第一次學測成績分

 
布人數(以PR值分

 
組)

99 2,439 829 

98 4,245 1,778 

97 6,376 2,405 

96 8,686 3,452 

95 10,398 4,139 

90 20,728 7,944 

85 29,907 11,827 

80 40,088 15,882 

75 49,814 19,539 

50 99,613 38,843 

25 149,744 58,165 

10 179,326 69,786 

100年 100年北北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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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年度起，教育部開始推動「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
 案」及「教育優先區計畫—學習輔導」，以照顧弱勢
 之個人或地區

‧為因應十二年國教實施，102年起將整合國中小補救
 教學計畫，以協助所有學習成就低落的學生

‧然而各級學校不應將補救教學受限於此範圍。廣義而
 言，補救教學是學習輔導的一環。當學生發生學習困
 難時，他們便應獲得的一種診斷式教學

‧補救教學型態眾多，如資源教室、學習站、學習實驗
 室、套裝學習材料、電腦輔助教學等，皆可屬之（參
 見張新仁文獻回顧，2001）



補救教學法源依據

• 12年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配套措施方案3-2 
「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

• 臺國(二)字第1000193000號函發布

• 經費補助適用要點: 「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小學
 及幼稚園弱勢學生實施要點」

教育部為執行五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教育優先區計
 畫、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國民小學辦理兒童課後照顧

 服務及人員資格標準及本部協助國民中小學急困學生計畫
 之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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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小學及幼稚
 

園弱勢學生實施要點」之目的
(一) 扶助五歲以上弱勢家庭幼兒接受優質之學前教

 育，使其獲得良好之發展。

(二) 鼓勵國民小學辦理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以促進兒
 童健康成長、支持婦女婚育及使父母安心就業。

(三) 有效解決地區性教育問題，平衡城鄉教育差距。

(四) 提供學習成就低落之弱勢國中小學生課業補救教
 學及適性多元學習機會，提高學習效果，增進學
 習成功之信心。

(五) 落實國民教育法第五條規定，協助社會福利機制
 無法照顧之在學學童，發揚教育人文精神；避免
 在學學童因家庭經濟突發困境而失學，適時給予
 經濟上之支持，使其順利就學，以達成教育機會
 均等目標。

攜
手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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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計畫之補救教學特色

• 「學生屬性」方面：
 針對弱勢且低成就國
 中小學生

• 「教學方式」方面：
 提供課業補救教學與
 適性多元學習機會

• 「教學目標」方面：
 提高學習效果與學習
 成功之信心

教師應了解低成就學生的
 學習需求

教師應了解補救教材的選
 用原則並運用有科學證據
 為基礎的教學方法

教師應了解定期檢核學習
 成效的重要與培養學生正
 向積極的學習態度


 

「學生屬性」：
 

100
 學年之國一生不限身分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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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公平」？
• 常態分配圖

‧你有當過outlier的親身經驗嗎?

‧在教學中我們要如何處理這些outlier？

‧有多少outlier是因為缺乏公平的起跑點？

outlierout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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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屬性方面  
了解「弱勢低成就學生」的學習需求

‧「弱勢」≠
 

「低成就」

‧「低成就學生」的定義
–「……補救教學受教對象之界定，分為三類：一為學生的實

 際學業表現明顯低於其應有的能力水準……。另一為學生的
 實際學業表現明顯低於其班級平均水準，亦稱之為低成就。
 最後一類為學生學科成就不及格，且其學業表現明顯低於其
 他學生許多者，稱之為成績低落者」（張新仁，2001）

‧攜手計畫對學業成就低落的界定：都會地區以單一學
 科班級成績後百分之二十五，非都會地區以單一學科
 班級成績後百分之三十五為指標

‧

 

未來一旦補救教學評量系統建置完成後，將可採全國學生為常模，進行檢

 核與篩選(100學年已採全國常模檢核,101學年起將採標準參照進行篩選及

 檢核，以「補救教學基本學習內容」作為篩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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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弱勢學生」？

–這是一個非常異質的團體

–目前國內常見的定義
• 環境因素：低社經家庭、地處偏遠地區、文化殊異、家庭因素

• 個人因素：智力、各種身心障礙

–除上述之外，還有哪些學生也具有弱勢的特性？

‧再思考「資源」的定義
 

(參見Payne, 2005)

‧弱勢低成就學生最大的困境為何？（參見唐淑華，
 2010）

‧一般人對弱勢低成就學生的刻板印象

–「他們很懶惰」、「他們很駑鈍」、「他們並不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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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補救教學現場常聽見的抱怨/問題
‧「受輔學生很容易分心，受他(她)人影響」

‧「受輔學生常常不專心、被動、注意力不集中、心不在焉、
 東張西望，甚至和隔壁同學聊天」

‧「受輔學生學習動機很弱，常常不容易將他(她)拉回正課」

‧「受輔學生上課時常常感覺都很疲累，精神狀況非常不
 佳 」

‧「受輔學生不說話，也不想回答問題，讓課輔老師很無助」

‧「受輔學生不是真正了解、明白所教學的內容」

‧「受輔學生很有個性，上課心情不好時，不知該用什麼方法
 跟他(她)溝通？」

‧「受輔學生的程度很差，不知該如何提供補充教材給他
 (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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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表象

形成假設

收集相關訊息

思考可能的解決方式

設定優先順序

選擇問題解決之指標

決定處理方式並展開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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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學習  
的因素

‧外在因素：
–學校

–家庭

–社區

‧內在因素：
–學習能力

–學習策略

–學習動機

（林建平，1997，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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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學習品質三因素

「能不能學」 「會不會學」

「要不要學」

還是

「缺乏資源」？

還是「沒

 有好的學

 習方

 法」？

還是「不相信努力是有用

 的」？

是「沒有

 能力」？

是「懶

 惰」?

是「不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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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原則（1）  
提供適性與多元的學習材料

‧對於學習的迷思

– 是「失敗為成功之母? 」「化悲憤為力量? 」「越挫越
 勇?

 
」

 
還是

–習得無助感?!

‧選擇補救教材的原則

–應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勝任感」：學習任務難易適中、
 鼓勵挑戰與犯錯、獎勵努力而非能力

–符合「自主性」的精神：設定個人學習的目標、鼓勵學
 生思考學習的價值、允許學生以自己的速率進步、避免
 競爭，鼓勵合作、培養自我管理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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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任務的困難程度與學習者的技能
 (Nakamura & Csikszentmihaly，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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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原則（2）  
運用適性與多元的教學方法

• 學習沒有捷徑，但一定有方法！

• 應教導有效的學習策略
–認知策略：複誦（如抄筆記、劃重點）、意義化（如摘

 要、提問、類比）、組織策略（如做大綱、畫組織圖）

–後設認知策略：計畫（設定目標）、監控（自我測
 試）、調整（調整閱讀速度、應試策略）

–資源管理策略：時間管理（預定進度）、環境管理（如
 了解哪裡是安靜區域）、努力管理（歸因方式）、尋求他
 人協助（如尋求師長或同儕協助）

• 最重要的是，要運用各學科教學知識以進行補
 救教學（參見Schulman,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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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原則（3）  
設定學習成效方面的教學目標

• 提供多層次的學習支援系統

– 初級介入：由原班級老師擔任，一般教室內之學生都
 包括在內

– 次級介入：以較密集的方式提供額外的、小組的協助

– 三級介入：提供更密集、更個別化、更明示的協助

• 定期檢測成果：運用「評量—教學—再評量」的
 循環模式

• 學習過程中，應提供高品質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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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原則（4）  
有效增進學習成功之信心

• 提升學習動機
– 動機「喚起」階段—趣味性原則

• 儘量呼應學生的個人興趣

• 使用高趣味性的學習媒材

• 將學生的生活經驗納入思考

– 動機「維持」階段
• 提升學生的自我效能感
• 協助學生建立適當的失敗歸因
• 運用自主性的教學策略

• 創造一個富「學習型組織」的環境
– 建立互信的師生關係

– 鼓勵同儕之間的合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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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一）：亡羊補牢
‧

 
補救教學的第一步乃是正確的問題診斷。愈精確的診斷，愈能

 給予有效的協助
–想一想：為什麼學生不會解應用問題？（參見張景媛與陳萩卿，2004）
–想一想：為什麼學生不愛閱讀？（參見陳淑麗與洪儷瑜，2010）
–想一想：是學生駑鈍？還是缺乏背景知識？是懶惰？還是沒培養好的學

 習習慣？是不認真？還是缺乏一套好的行動控制能力？是不在乎？還是

 不相信努力是有用的？

‧除了使用課本之外，亦能使用適性多元的補充教材

‧配合學生不同特性與需求，彈性調整補救策略與教學方法

‧時間永遠都不夠用，因此對於教學目標的掌握非常重要

‧系統定期的進行學習成效評估，最終目的是在幫助他們回到同
 儕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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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二）：預防勝於治療
‧以「希望感」的角度設計學習輔導方案

–Snyder認為希望感並非一種情緒，而是個體在追尋所欲
 目標（desired goals）時所產生的認知結果

–希望感三元素

‧個體在追尋目標的過程中，若自覺一直沒有進展，
 其希望感會因而降低，負向情緒會接踵而至，最後
 還會嚴重損害其幸福感

–幫助那些看似「目標」明確，卻不知為何而戰的學生

–幫助那些想唸好書，卻沒有好「方法」的學生

–幫助那些想專心唸書，但卻沒有強烈「意志力」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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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學生思考：  
「目標是否明確且具體可行？

 
」

‧對於那些面對人生目標毫無想法的學生，
 我們應提供一個可發掘其目標的架構

‧希望感理論雖然認為目標可以是短期也可
 以是長期的，但對個體而言都應該具有足
 夠的價值感，否則由他人代為訂定的目

 標，將很難產生足夠的力量
Q: 老師能夠鼓勵學生思考 “desired goals” vs. “desirable 

goals” 的差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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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學生思考：  
「達成目標的方法是否多元？ 」

‧通常每個問題都有至少一種以上的解決方法，而
 Snyder等人發現希望感愈高者，愈能想出其他替
 代方案

‧希望感理論認為「方法」的選擇與使用是達成目標
 的關鍵，但有時大目標需分解為幾個小目標才能夠
 漸次完成。當遇到困難時，更需主動嘗試，從眾多
 方法中找到較為可行的作法，如此才能順利地提升
 希望感

Q: 老師鼓勵學生犯錯嗎？
Q: 老師自己是一個有彈性的問題解決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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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學生思考：  
「個人的主體性與意志力是否足夠堅強？」

Q: 老師能夠正向的激勵學生嗎？



 
根據希望感理論，所謂「agency」就是指對於自

 己是否能夠使用pathway來達成目標的知覺。這
 是一種自我內言，亦即”I can do this”, “I am 

not going to be stopped”。尤其在遇到障礙
 時，agency會幫助一個人有強烈動機使用其他的

 pathway 



 
「徒法不足以自行」，即便有清楚的目標與方

 法，若當事人自我知覺的能力是非常消極的，亦
 無法產生足夠的動力



影響教育成敗的三個關鍵

• 教學者是否能夠開闊自身的知識視野是一個關鍵

閉門造車，失去遠眺的視野是最可怕的！

• 教學者是否能夠提供學生有效的學習策略是另一個關鍵

教學者要努力改進教學方法，而非僅將學生分級分類！

• 教學者是否能夠幫助學生解放個人所受的限制是最後一
 個關鍵

給孩子機會，不要太早界定一個人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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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解貧困的一種框架》

‧何謂「資源」?
–經濟上：是否有足夠的錢可以買想要的東西？

–情緒上：遇到不如意的事，是否能採建設性的方式調適與因應？

–心智能力上：是否有基本的讀寫算能力以應付日常事務？

–精神上：是否能夠脫離世俗層面而找到性靈上的意義？

–身體方面：是否擁有健全的身體健康與行動能力？

–支持系統方面：有急需時，是否能得到朋友、家庭等的立即支持？

–情感關係上：是否有良好的楷模可供學習與提供情感上的依附？

–對隱藏規則的知識：是否能了解上一階層的hidden rules？

（Payne, 2005）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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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受阻

憤怒(Rage)

絕望(Despair)

漠不關心(Apathy)

灰心喪志
 三步曲

(Rodriguez-Hanley & Snyder, 2000)

以「希望感」觀點思考弱勢低成就學生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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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yder等人對希望感的定義

意志力

個體 障礙 目標

方法

唐淑華(2010) 。從希望感模式論學業挫折之調適與因應—正向心理學提供的「第三種選擇」。臺北：心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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