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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補校教師成人教育專業知能發展之研究 

*王文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學系 

1. 研究背景與目的 

國小補校學生的組成十分多元，有臺灣在地的高齡婦女，也有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外籍配偶，

不只文化背景不同，年齡層更是從二十歲到八十餘歲都有。如此異質性高的班級，學生間的學習

能力也會有落差。外籍配偶因為年紀較輕，雖然沒有語言基礎，但學習速度快；而高齡婦女學生

雖有深厚的語言背景，但因年事已高，記憶力與專注力逐年下降使其學習速度緩慢。且國小補校

的編制多屬附設性質，大部份補校導師多以校內現任教師兼任為主，或是任何人只需憑大專院校

畢業證書，無須持有成人教育相關文憑或經過考試合格，即可申請國小補校教師一職。因此，研

究者不斷地思考，是否該增加聘用國小補校教師的條件？例如：應徵者必須持有成人教育相關文

憑、或是在任教期間內應定期參與成人教育專業知能研習，並達到規定的時數等。如此一來，既

能夠把持國小補校教師的專業能力，教師在教學時也能更有自信地展現其教學技能，更能確保學

生在補校課程中能夠獲得自己真正需要的知識與技能。 

2. 研究方法 

坊間雖有許多教育機構開設短期學分班及研習班，提供現職成人教育教師在職進修的機會。

但需進修人數與提供進修名額卻不成比例。例如：全國中小學補校及基本教育研習班教師總數逾

三千人，而補校教師及成人基本教育教師研習班，卻只提供了數百名教師研習機會。故我國對於

成人教育教師的專業培訓仍有潛在龐大的需求。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中的焦點訪談法作為研究方

法的主軸，訪談六位任職於台北市某國小的補校教師，以瞭解國小補校教師在教學上所面臨到的

困境，最後並提出發展教師成人專業知能之研究建議。 

3. 結果與討論 

3.1 國小補校教師教學困境 

(1) 班級經營方面 

 學生異質性高：現在的國小補校呈現外籍配偶學生與高齡婦女學生各半的樣貌。在

同一個班級中，同時會有打扮艷麗的年輕小姐，也有行動不便的年邁學生，光是行

走速度就有明顯的差距，更別說是學習。此外，外籍配偶與本地高齡婦女所使用的

語言不同，教師在課堂中解釋時，也會面臨不知該使用哪一種語言來輔助的情況。 

 師生互動不良：由於國小補校上課時數較少，且學生們通常準時到校並且放學馬上

離校，甚至偶有缺席，因此教師無足夠時間與補校學生培養良好的師生關係。另外，

國小補校教師年輕化的現象，也導致年輕教師因為缺乏人生歷練或是生活經驗不

足，較難與年長的學生溝通，因而造成學生的學習成效下降。 

(2) 教學技巧方面 

 授課多為直接講述法：國小現任教師兼職補校教師，因未接受過成人教育的訓練，

往往未能瞭解成人學習者的學習需求，常以「直接講述法」進行教學，降低成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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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的評量標準，且設定不適合成人學習者的學習目標，影響教學品質，甚至流失

學生（何青蓉，1999），例如：許多教師採用「直接講述法」進行教學，但因此法課

後記憶保留率低。故國小補校教師在教學上應屏除直接講述法，試著以學生的問題

為中心，將知識與學生的生活相連結。 

 評量多為紙筆測驗：國小補校在的評量多為紙筆測驗。此法較不符合成人教學原理，

成人學習者較無法使用背誦的方式習得新知，必須在實作中學習，以增加課後記憶

保存率。如果教師選擇紙筆測驗，那麼學生可能會因為記憶力衰退而無法完成考卷，

無法真正測出學生的實力，反而只是徒增其習得無助感。教師可以試著使用觀察、

對談的方式來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效，或是請學生自評，以瞭解自己的學習情形。 

 課程進度難以銜接：由於成人學習者通常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在生活中時常面臨角

色衝突的危機，例如須同時兼顧職業婦女、母親、女兒、媳婦等角色，學生的缺席

率較國小學生高出許多。成人教育者能夠體諒學生的難處，但卻很難找到適當的方

法來彌補學生的學習進度，因此，班級中每位學生的學習進度不一，再加上其學習

速度落差大教師難按照預定計畫教學。 

3.2 研究建議 

(1) 國小補校教師 

 進行在職進修：許多教師其實都有意願參加進修，但由於時間或資源上的限制而無

法如願。因此，如果政府單位能多鼓勵教師利用寒暑假參加研習或學分班，甚至是

到研究所在職進修，不但可以提升國小補校教師的專業素養，也可開發到補校兼課

的教師人選。 

 多與同儕進行交流：目前在國小補校任教的教師年齡層有年輕化的趨勢，新進教師

常會在課堂上遇到許多突發狀況而不知所措。建議新進教師向資深教師請益教學經

驗，也懇請資深的國小補校教師們能夠不吝將自己多年來的結晶傳承給新進教師，

助其步上軌道。 

(2) 成人教育專業知能研習主辦單位 

 實務經驗分享：多位參加過成人教育相關研習的教師發現，講師所教授的內容往往

偏向教育理論，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解決其教學困境。若主辦單位能提供教學實

務上的資訊，如請資深國小補校教師分享教學經驗、教學設計等，甚至舉辦跨校教

學觀摩活動，對於國小補校教師的教師專業發展將會有較實質上的幫助。 

 架設線上研習網站：目前所舉辦的研習，大多是以國小教學事務相關的研習為主，

與國小補校教學相關的研習場次較少，教師一旦錯過報名機會，就必須再等很久才

有機會參加，且主題可能不會是自己所真正需要的。建議主辦單位可以將研習數位

化，架設成人教育及多元文化培育的研習網站或是資源站，供國小補校教師使用。

如此一來，無論教師身在何處或是任何時刻，只要教師能夠坐在電腦前，就有機會

能夠進行成人教育專業素養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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