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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教師會暨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政策部／鄭天福

補救教學現場實況報告－國小部分

　　今年本會與教育局合作開發補救教學後端支持系統。為了使系統發展更為有

效，會務幹部拜訪參與計畫的學校。在訪談過程，學校老師與行政主任提供本會

許多意見。以下綜合所見，提供給會員參考。

一、補救教學源起

　　為加強扶助弱勢家庭且學習低成就學生，教育部自2006年起著手辦理「攜手

計畫-課後扶助」方案。本方案的目的在於提供經濟弱勢的大專學生服務機會，

紓解其經濟壓力，以實現弱勢關懷；縮短國民中小學學習成就低落學生的學習落

差，以彰顯教育正義。教育部於2008年將「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擴大適用範圍，

提供更多機會給學習低成就的學生。2012年起，攜手計畫的補救教學概念已由扶

助弱勢轉為提升學生的基本學習力。

二、補救教學入班學生資格

　　補救教學實施的對象認定方式須符合下列兩個部分：

(一)學業表現：學業成績表現水準明顯低於其學習能力所可以表現的學生。      

(二)身分認定：原住民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及身心障礙學生；外籍、大陸及

  　港澳配偶子女；低收入、中低收入家庭學生及免納所得稅之農工

  　漁民子弟、其他經學校輔導會議認定有需要之學習成就低落弱勢

  　國中小學生（如單親、隔代教養、家境清寒等，以不超過攜手計

  　畫受輔對象人數百分之二十為原則)等類別。

三、補救教學實施方式

　　接受補救教學之學生，先期透過教育部線上評量系統診斷。診斷結果呈現學

生測驗T分増與PR值。此外，診斷結果也呈現題目的概増，提供教師做為補救教

學増考。補救教學之授課教師只要透過診斷圖的描述，從各科的能力指標中找出

該生需要加強的能力所在。根據能力指標選擇合適該名學生的年段、學習目標單

元、學習項目，編輯或找尋適合的教材及練習作業協助學生學習。

　　目前國小之補救教學以國語、數學及英語為主。補救教學之內容可以使用教育部或

新北市教育局編制的教材，或由授課教師自編訂選用適合的教材。

四、教學現場

　　大部份的補救教學班級學生人數約略十人左右。補救教學活動內容可以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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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部份：完成回家作業、補救學習。大部份的受訪學校授課老師表示，先給學生

一些時間完成回家作業。補救教學活動則由授課教師根據學生的學力規畫學習活

動。

　　在語文領域以繪本閱讀增進學生的識字與理解力；有些教師則以單元主題進

行句子練習，或是說寫練習。在數學方面，以單元及主題概念，透過計算練習或

是問題分析讓學生對該主題的計算方式更為熟練。

　　訪問中發現補救教學活動過程中，授課教師的班級經營顯得格外重要。入班

的學生在原班級的課業表現成就感較低，信心較不足，部分學生學習動機弱；有

些學生自我約束能力較不足，容易受到同學的干擾或是干擾別人學習活動。授課

教師要讓這些學生專心、有意願進行學習活動，在班級經營部份都格外用心。部

份教師會以有趣的團體活動，來提昇學生的興致；部份老師則以遊戲引領課程的

進行。在學習檢驗的部份，則透過隨堂測驗或是發表活動來驗收成果。

　　在訪問過程補救教學的授課老師最常提出的幾個問題包括回家作業、教材的

準備、與授課時間不足等。其中以完成回家作業是最常提出的。大部份入班的學

生都已習慣的想要先完成回家作業。可能的原因包括，隔天上學要繳交作業、父

母會希望學生在學校就完成作業。授課教師表示，這些學生需要花比其他學生更

多的時間，才能完成回家作業。但是，補救教學的時間只有幾個小時，若要等學

生完成作業，則真正補救教學時間則少得可憐。

　　其次，補救教學是利用課餘或課後，故活動尚須經家長同意才能對學生進行

補救教學。有些家長因為孩子的學習意願不高，放棄補救教學的機會；有些家長

認為補救教學的上課時間不是沒天都有，所以選擇其他的資源，這些因素也讓該

進行補救教學的學生沒有入班。

五、從教師專業看補救教學

　　從現場的補救教學活動可以發現幾個問題，這些問題可大可小。本人綜合訪

談過程及各方專業提出的意見，綜合說明。

(一)導師協助提報入班學生資料

　　有部份的老師反應，線上篩選測驗的人數設定為全班後35%的學生，施測時

間和人力消耗許多；且須符合「雙低」資格的學生才能入班，所以若把篩選的對

象改為有「雙低」且學習成就在後35%的學生即可。

　　這個問題新北市教育局及教育部專門負責補救教學的業務相關人員表示：

2012年後原本的攜手計畫已轉型為補救教學。計畫的概念已經由過去的「扶助弱

勢轉」為「提升基本學力」。因此除了協助弱勢學生學習之外，也要提升非弱勢

卻需要進行補救教學的學生。

　　因此，在入班資格部份，由過去攜手計畫只有符合雙低的學生才能入班；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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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在入班資格中增加第七項：其他經學校學習輔導小組認定有需要補救教學之弱

勢國中小學生……。新增的第七項可以讓沒有雙低但學習表現卻落在後35%的學

生也有機會接受補救教學。因此篩選測驗才會需要有如此多的學生要參加。

　　教師專業在此可以適時的產生作用。各班級的導師若發現學生符合上述的狀

況，可以主動協助行政部門，為學生提出申請計畫，協助學生學習。行政部門的

教師則可以協助班級導師處理學生身份問題。而教育部的黃老師也表示，35%是

一個普遍性的數字，各地區、各校的教學環境不一，班級導師可以在此時發揮教

師專業，彈性的調整施測的人數。

(二)教師專業可使篩選過程更為精確

　　在訪談中，關於線上篩選測驗的作業過程甚少被提起，個人大膽推測，大部

份的教師可能都不清楚線上篩選測驗可以提供我們什麼資訊。線上篩選測驗，透

過各領域的試題檢驗學生前一學年的學習結果。學習結果除了T分數之外，另外

也以文字敘述受測者在哪些概念是沒有通過簡驗。導師或補救教學的授課教師可

以從這些文字描束對應到學習能力指標，並從能力指標找尋相關合適的教材，協

助學生學習。

線上篩選測驗的初始設定為學生前一年學年的學習狀況，但導師可以透過個人的

專業判斷，調整受測學生的施測範圍。例如，五年甲班導師判斷A君的國語學力

有四年級的程度、數學只有二年級的程度，那麼可以在提出申請檢測時，加注”

數學領域可能需要從二年始檢測”；行政業務的老師，透過其專業協助班導師作

篩選系統的調整。在導師與行政部門的協助合作下，可以讓補救教學的授課教師

或班導師更清楚學生需要哪些資源。

　　學校行政主管校長或主任則可以發揮其領導專業，協助或分散業務承辦老師

的部份工作，使業務承辦老師有充分的時間完成如此巨大又細膩的工作。

(三)教師專業可以使補救教學可更有效果

　　在訪談過程中，回家作業是許多補救教授課教師覺得比較麻煩的事情之一。

學生機械性的一放學或到補救教學教室就把功課拿出來寫；若沒寫完，可能家長

會打電話反應、班導師親臨指導補救教學的授課老師、學生想到上完這堂課，回

家還要寫作業，可能來上課的意願又降低了。但若給學生時間寫作業，真正用於

補救教學的時間則少的可憐。某校輔導主任曾主動的向參加補救教學的原班導師

反應，希望可以減少這些學生的回家作業。但原本導師又擔心作業量不齊一，其

它學生和家長會抗議。另外也有教師反應，可以給學生減少作業，但教務處抽查

作業時該怎麼辦！或者這些因上補救教學而減少作業的學生會不會被原班的同學

嘲笑、家長擔心教師給這些學生貼標籤……。

　　從教師專業自主的角度，班級導師對於學生的回家作業量，是可以自行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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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導師可以發揮其教師專業評估、判斷進入補救教學的學生，他們的作業量或

內容。透過書面資料呈教師個人對於回家作業指派的多元化，相信家長和行政業

部門都能夠理解的。而學校行政主管對於參加補救教學學生及家長、授課教師及

學生原班導師在回家作業及補救教學中如何取得一個平衡，則可以發揮其教學與

領導專業幫助三方取得共識。

　　另外，有些家長對於補救教學和課後安親班的性質不太了解，因此選擇可以

留在學比較多天的課後安親。若學校行政於親師座談會或其他較為合適的方法，

透過導師或家長會的協助，讓家長了解補救教學的意義，也許可以提升補救教學

的效能。而其中的作法有待我們大家發揮自身專業，一起來思考。

六、結論

　　在社會風氣及各國對教育思維的轉變過程中，學校教育中的補救教學也有新

的想法與期待。不管，身分為何？觀察點為何？最終的目標，在於使所有學生能

夠得到「基本學力」、「喜歡學習的心」，這是責任但也可能是一份成就。只要

學生有基本學力和喜歡學習的心，透過基本工具學科及喜歡學習的心，未來到任

何地方都可以自我進修。也許大家的工作內容不同，可能是導師、科任老師或是

行政教師，但透過教學過程、行政程序，更細膩的展現補救教學，讓這些需要我

們幫助的學生得到協助，這也是我們自身教師專業素養的展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