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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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補救教學現場與社工投入報告

　　2014年，十二年國民教育即將啟動。這項教育計畫是否能夠發揮功效，補救

教學系統的功能備受期待。為此，本會與教育局從2013年八月開始合作，進行補

救教學後端支持系統測試。為了使系統發展更為有效，會務幹部拜訪參與計畫的

學校，彼此對於整個計畫進行意見交流。在上一期的會訊，從國小補救教學的實

施方式，授課教師、導師在補救教學系統所扮演的角色探討補救教學。經過數個

月實際操演之後，本期將從國中端的補救教學及社工資源導入補救教學來檢視補

救教學實施。

一、補救教學中社工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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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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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補救教學以國語文、英文及數學三科為主要。透過

平時成績表現及教育部線上檢測系統篩選入班學生。接受補救教學的學生在隔年

二月及六月需再接受追蹤測驗，若達標準則可退出補救教學。教師授課雖是補救

教學的關鍵卻可能不是唯一的因素。從永齡希望小學補救教學的經驗可以發現，

除了有系統性的教材、授課師資、入班學生的嚴格篩選、家長認同及配合教學之

外，社工人員在補救教學中似乎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部份參與永齡希望小學

課程的學校都發現其中的差別。永齡補救教的前測和後測的方式較為嚴謹，也非

常在乎學生的學習成效。透過每個月一次的檢測，課輔老師能檢討教學成果及教

學方法，設計出比較完整的監控機制。社工方面，對於弱勢學生的家庭經濟和情

緒處理都能全面關心。有些學生在原班級跟不上進度，得不到成就感而常常翹

課。進入永齡希望小學的課輔班，依個人程度「降級學習」，從不會的單元概念

教起，學生逐漸發現自己原來也有學習能力，漸漸喜歡上課。在社工人員的協助

下，引導原本脫離學習軌道的學生回到原路途。

二、「補救教學後端支援」社工介入的實況

　　本會今年度與八所國中進行補救教學後端支援系統測試。系統中包含一位社

工師。社工師按表定時間巡迴到這些學校持續關心補救教學班級中需要協助的學

生。補救教學的教師在教學過程發現有學生需要額外關心及課業協助時，會立即

跟社工人員進行溝通，使社工人員可以接手處理。

　　輔導的場所是由該生所屬之學校提供輔導場所，有時候在輔導室，有時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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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辦公室。社工師與學生逐步建立彼此間的信任感之後，再深入了解學生在學

習過程中所面臨的困難。從記錄的資料可以發現，國中階段的學生其學習障礙包

括：個人心理因素、個人習慣及外在影響。

　　個人心理因素方面包含先入為主的認為課業太難，自己不夠聰明、沒有什麼

讀書動力、不知道為什麼要讀書、精神不易集中容易分心。個人習慣方面包括總

是以逃避的方式面對困難、不知道用什麼方式學習、討厭寫字、容易分心。外在

影響包括和容易受到同學打擾而分心、睡眠不足上課想睡覺。

　　授課教師雖經驗豐富，但要在有限的時間裡，一方面處理學生對知識理解上

的問題，一方面又要分神處理學生千奇百怪的個人問題，總是力有未逮。因此，

社工人員在這個時間點適時介入，對於授課教師也許是一大助力；對入班學生而

言也許有一個抒發心情的管道。從本會社工師的記錄中可以看到，在他們諮商的

學生個案中，每位個案都有不同的學習阻礙：

    

　　老師表示A生在課堂表現注意力非常不集中、上課不專心、數學基本觀念不

好。導師表示A生在課堂上經常睡覺，父母親較不關心孩子課業，雖然A生本性不

壞，但個性懶散且有被動學習的情況發生。

　　老師表示B生在課堂表現不積極，學習動機薄弱、注意力不集中、上課不專

心、會和同班同學C生聊天、上國文課吸收效果不好。

　　教學老師表示D生在課堂表現比較被動學習，遇到不懂的問題不會主動發

問，注意力非常不集中、學習動機低落、數學基本觀念不好。導師表示D生在課

堂上經常作業缺交，成績不好，需要別人在旁提醒和協助。

　　社工人員和這些個案建立信任感之後，逐步引導這些學生回到學習的道路

上。透過對學生心理理解、家庭背景記錄及課堂上的觀查，再和個案進行對話。

透過這些專業的輔導技巧引導個案正視自己的問題，勇敢的面對自己學習上的難

題。個案在社工師的引導下與之共同擬定改善方法，並自願的實行改善細節。

　　A生是個誠實、坦白的小孩，知道自己功課不好，也知道自己上課常睡－

覺，透過引導和溝通，A生願意試試看在課堂上認真聽課，好好練習做題目，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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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讓自己打起精神，不要睡覺，這次補教教學課堂上，A生經過督促後進步許

多。

　　A生近期上課表現狀況漸入佳境，講義會自主寫完，上課也會與同學討論練

習題目，補救教學老師肯定A生上課表現，由於受到老師稱讚三次，因此給予小

禮物以資獎勵。

　　社工透過各種管道觀察這些個案發生學習阻礙的原因，再擬定輔導策略，並

逐步協助這些個案，提高他們學習的意願和自信心，大部份的個案都能逐漸的展

示改善的成果。

　　然而，從記錄中的數據我們也發現，這些學習落後的學生，雖然在社工的協

助下，願意在回到教室裡進行學習，也願意改善自己學習上的一些缺失，但目

標－－距離所謂合格的目標－－似乎仍遙遠了一點。

　　

　　……績若有達成，集滿十次，可得小禮物以資獎勵。各科成績標準如下:國

文50分，英文40分，數學30分，之後會視情況調整分數……(A生)

　　持續肯定B生的正向行為表現，在晤談過程中再次提B生只要補救教學老師說

他上課有專心，進步許多，將可集獎章一枚。另外，與B生討論後，調整各科小

考分數標準，國文75分、英文60分、數學60分，集滿十次，將可兌換禮物一份，

以資鼓勵。

　　在這裡我們要有心理準備的是，在補救教學的路程上，我們投入的資源(成

本)可能沒有辦法立刻看出重大成果；而這些接受社工協助的學生是否能在白天

回到原來學習的教室依然保有這樣的學習模樣，都是需要再進一步觀察的。因

此，十二年國教裡的補救教學，大家所期盼的夢想是什麼圖樣？而現實中，補救

教學所需要的資源有多少人能清楚的計算出來？然而這一切因素中最重要的也最

遙遠的應該是「時間」！我們願意等待多久？我們願意給這些學生多少時間？ 

三、從國中教師端看補救教學

　　補救教學在國中端實施將近一個學期了！過程中所面臨到的問題和國小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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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小異。和國小端相似的問題包括：補救教學概念宣導不足、家長對補救教學認

識不足、線上檢測的有效性。和國小端不同的地方為補救教材來自師大所研發

的，所有參與的學校都需要配合使用該套教材。

(一)補救教學計畫宣導

　　教師對於補救教學計畫並不十分清楚。雖然參與補救教學的教師都參加過補

救教學研習，但是參加過研習並非等於了解整個計畫的目標。在計畫推動者與計

畫執行者雙方沒有充份討論及溝通下，部份參與補救教學的教師對於這樣的系統

並不是很認同。而上課教材必需配合師大所設計的教材、教材內容單元進度安排

的方式，是否有一定的共同時間表或是依照學生的學習時間表似乎認知不一而

同。

　　家長對於補救教學的概念認知不一，因此有些該入班接受補救的學生卻沒進

來。部份老師反應：該班有些學生符合補救教學的資格，檢測也反應學生該接受

補救，但，家長不同意，一切都白費工，這樣的實施方式有意義嗎？補救教學要

成功，似乎不應只是侷限在校園裡，教育部可能得走到學生家長的人群中去宣達

理念！

(二)線上檢測的可靠性

　　線上檢測篩選及追蹤測驗的可靠性！不管是國小端或國中都有教師提出這個

問題。受測試的學生因為個人原因，隨意的填寫答案，這可能使得檢測結果無法

達到目標預設，使得篩選出的學生可能不是補救教學預設的目標。教師反應線上

檢測雖然是目前一個較好的方法，但是，要如何讓學生願意如實的呈現目前的學

習成效是必需考量的。

四、結語

　　學校教育體系的補救教學在社會共識及時代思維的轉變過程中也有新的想法

與期待。補救教學最終的目標，在於使所有學生能夠得到基本學力，喜歡學習的

心。在補救教學的整個系統中應該還有許多的元素是可以更彈性的使用，這次我

們從社工對補救教學的影響來觀察，希望從中引起更多的想像與務實的作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