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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統 計 分 析 

重要教育統計指標    109 年 5 月 

   

前言 

一所學校內師生比例多寡、每個班級平均該設置多少教師及每個班級該有多

少學生，皆為影響該校教育能量之重要因素。爰此，教育部為妥善分配教育資源，

訂定「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及「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

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以明定各階段各校教師數設置標準、設定國中小每

班學生數量之原則，作為維持學校教育品質之方法。 

為衡量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除幼兒園)之生師比、每班

學生數(以下簡稱生班比)及每班教師數(以下簡稱師班比)，以檢視本市學校教學

能量現況，本文自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公務與調查統計報表網路報送系統」及

「國中、小（含補校）定期公務統計報表網路填報作業系統」蒐集學生、班級及

教師相關統計資料，分析上述重要教育統計指標，以供各界瞭解目前本市各級學

校教育能源，並作為相關單位施政參考。 

另，囿於資料來源之限制，本文統計指標內涵及範圍統一列示如下: 

1. 高中部分之生師比、師班比，涵蓋高中附設國中部資料；國中部分僅包括

專設國中之資料；國小部分則包括附設國小部資料。 

2. 高中、國中及國小之生班比，按其教育階段資料分別計列，即高中之資料

不含附設國中部及附設國小部，附設國中部、附設國小部之資料分別計列

於國中及國小。 

3. 本文涵蓋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其資料按教育階段分別計列於高中、國中

或國小。 

4. 國中小合校之資料，按教育階段分別計列於國中或國小。 

一、 生師比 

(一) 各教育階段生師比皆呈減勢，108 學年度以高中 16.77 人最多。 

生師比為衡量一校學生數除以專任教師總數之比值，藉由其數值可一窺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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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師數是否足夠，以作為日後聘用教師或草擬相關教育政策之依據。108 學

年度本市各教育階段之生師比，以高中 16.77 人最多，其次為國小 13.14 人，再

次為國中 10.16 人。與上學年度相較，僅國小增加 0.04 人，餘高中及國中分別減

少 0.86 及 0.33 人。若再與 98 學年度相較，各教育階段生師比皆大幅減少，以高

中減少 5.20 人最多，其次為國中減少 5.05 人，而國小減少 4.58 人。整體觀之，

雖國中階段與上學年度相較有些微增加，惟歷年趨勢仍呈減勢，高中及國小亦同。

(圖 1)  

(二) 高中階段之生師比以清水區 22.16人最多；國中階段以南屯區 11.06人最多；

國小階段以潭子區 14.87 人最多。 

按區域別觀察 108 學年度生師比數值狀況，以比較各級學校在各地區之教育

資源。高中部分，29 個行政區中有 6 個行政區高於平均值(16.77 人)，從高至低

分別為:清水區 22.16 人、烏日區 20.70 人、北區 20.44 人、大里區 20.02 人、潭

子區 19.20 人及南屯區 18.38 人，而其中有 7 個無數值之行政區(中區、石岡區、

和平區、神岡區、大肚區、外埔區及大安區)，因其轄內無高級中等學校。 

探究上述高中部分生師比於 6 個行政區偏高之原因，多數行政區轄內學校因

學生數較多，以致拉高生師比，如烏日區之明道高中，因該校有設立附設國中部，

爰該校高中部加上國中部，學生數共計有 7,359 人，將該區之生師比數值拉抬。

而續探討生師比最高之清水區，其轄內有嘉陽高中及清水高中 2 所高級中等學校，

2 所學校之學生數皆尚不算多，為 1,500 人左右。然，其中嘉陽高中之生師比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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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達 40.41 人，顯見該校專任教師數小於他校，因而將該區生師比拉升至最高，

雖該校學生數係涵蓋進修部，仍有教育資源不足之虞。在少子化浪潮下，近年多

數學校之學生數及班級數皆有略減，致校方以減聘教師數因應，惟於此同時應一

併考量教育資源分配及教師授課負荷，才可使學生學習成效及求學環境最優化。 

國中部分，有 12 個行政區高於平均值(10.16 人)，由高至低分別為:南屯區

11.06 人、沙鹿區 11.04 人、北屯區 10.81 人、潭子區 10.65 人、大雅區 10.61 人、

豐原區 10.57 人、西區 10.50 人、大里區 10.48 人、北區 10.23 人、西屯區 10.23

人、太平區 10.21 人及后里區 10.21 人，而中區及新社區無數值，因中區轄內無

設立國中，新社區則是轄內僅有新社高中附設國中部，惟本文生師比數據之計算

方式(詳前言)，附設國中部一併計列於高中部，因而亦屬無數值地區。 

各行政區之國中部分生師比數值，因高數值之地區相對於平均數(10.16 人)

皆所差無幾，值得觀察的是低數值地區(小於平均數 2 人)，其與平均數差值較大，

屬該類之地區有和平區 3.53 人、外埔區 6.95 人、石岡區 7.82 人及東區 7.87 人，

計 4 區。此 4 區轄內國中皆屬中小規模學校，除東區轄內育英國中學生數 649

人，屬中規模學校，餘皆為人數不超過 500 人之小規模學校，且除東區之外，其

他地區皆位處偏遠，由此歸納，偏遠地區學校或學生數規模較小之學校，可能為

生師比偏低之重要因素。 

國小部分，有 13 個行政區高於平均值(13.14 人)，數值由高至低分別為:潭子

區 14.87 人、西屯區 14.41 人、北屯區 14.38 人、南屯區 14.31 人、南區 14.03 人、

大里區 13.96 人、豐原區 13.84 人、沙鹿區 13.69 人、北區 13.68 人、西區 13.65

人、太平區 13.45 人、梧棲區 13.24 人及大雅區 13.20 人。 

各行政區之國小部分生師比數值結構，與國中部分類似，低數值地區對平均

數之差值較高數值地區為鉅。屬低數值地區(小於平均數 2 人)之行政區有和平區

3.17 人、新社區 7.04 人、外埔區 7.88 人、東勢區 8.43 人、大安區 9.39 人、中區

9.73 人、石岡區 10.16 人及霧峰區 10.28 人。上述行政區除中區外，餘皆位處偏

遠，且轄內學校僅 4 所屬中高規模學校，分別為霧峰區霧峰國小 1,008 人、東勢

區東勢國小 779 人、外埔區外埔國小 771 人及中區光復國小 603 人，而其餘學校

人數規模皆不足 500 人。(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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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級學校之各校生師比，高中以嘉陽高中 40.41 人最多，國中以福科國中

13.42 人最多，國小以明道普霖斯頓小學 23.08 人最多。 

再探各級教育生師比前 3 高及及前 3 低之學校，數值較高之學校多位於人口

較密集之行政區，反之，數值較低之學校則位處偏遠或屬實驗學校。 

高中部分，生師比數值最高之學校為位於清水區之嘉陽高中 40.41 人，該校

已於前段分析因專任教師數略少，致大幅拉高生師比數值。其次依序為僑泰高中

26.32 人及新民高中 25.57 人，皆為學生人數規模大之學校且設有進修部，學生

數涵蓋進修部分別計有 6,264 人及 6,469 人，因其學生數眾多，學生數除以專任

教師總數之比值自會偏高，尚屬合理。 

另一方面，高中生師比數值前 3 低之學校，依序為磊川華德福 3.89 人、華

德福大地 5.07 人及龍津高中 10.15 人，前 2 者係屬實驗教育學校，因其教授課程

較一般學校多元且不受課綱限制，在招聘教師之制度上亦有別於一般學校，以致

其生師比數值遠低於其他學校。而位於龍井區之龍津高中，原為龍津國中，其於

106 學年度改制為完全中學，108 學年度該校之高中部及國中部學生數合計 1,086

人，教師數 107 人，生師比偏低，教學能量充足。 

國中部分，生師比數值高於平均之學校(10.16 人)，其數值差距不大，最高

者為位於西屯區之福科國中 13.42 人，南屯區之大業國中 12.87 人次之，兩者皆

為學生數約為 1,500 人之大規模學校，因而使其生師比數值較高。再次為位居沙

鹿區之鹿寮國中 12.66 人，雖非位在本市人口鬧區，但在校學生數亦是逼近千人

之中規模學校。 

單位:人

序位 地區別 生師比 序位 地區別 生師比 序位地區別 生師比

1 清水區 22.16  1 南屯區 11.06  1 潭子區 14.87  

2 烏日區 20.70  2 沙鹿區 11.04  2 西屯區 14.41  

3 北  區 20.44  3 北屯區 10.81  3 北屯區 14.38  

20 后里區 11.19  25 石岡區 7.82    27 外埔區 7.88    

21 新社區 10.88  26 外埔區 6.95    28 新社區 7.04    

22 龍井區 10.15  27 和平區 3.53    29 和平區 3.17    

註: 1.無數值之地區不列入排序。

   2.排序方式為數值由高至低。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高中 國中 國小

108學年度

表 1 生 師 比 地 區 別 序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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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國中生師比數值前 3 低之學校，依序為:善水國中(小)0.1 人、和

平國中 3 人及清海國中 4.5 人。數值最低之善水國中(小)係 106 學年度始招生之

實驗學校，其校內學生學籍多未設在該校，而囿於本文資料來源之各校學生人數

定義為有設學籍之學生，因而該校學生數未反映真實情況，生師比亦大幅低估。

和平國中及清海國中則為小規模學校，校內學生數皆不足百人，且位處偏遠行政

區。 

國小部分，生師比最高前 3 序位皆為私立國小，依序為:明道普霖斯頓小學

23.08 人、育仁國小 22.64 人及東大附屬實驗高中附設國小部 20.94 人。校內學生

數皆落於 800 人至 1,100 人區間，屬中大規模學校，惟與同屬大規模學校，人數

達 2,000 人以上之市立國小(生師比多在 14 人至 16 人區間)相較，其生師比數值

稍高。 

另一方面，國小生師比最低之前 3 序位，依序為:黃竹國小 1.89 人、自由國

小 1.48 人及中和國小 1.42 人。校內學生數皆不足 50 人，其中黃竹國小及中和國

小，更皆僅有 17 人，且三者皆為於偏遠區域，學生數較少，以致生師比大幅小

於平均數(13.14 人)。(圖 2) 

圖2 各級教育生師比前3高及前3低之學校位置圖
108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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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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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班比 

(一) 各教育階段生班比皆緩降，108 學年度以高中 35.79 人最多。 

生班比係衡量一校學生數除以班級數之比值，藉由檢視其數值，可一探各校

各班級內平均容納多少學生，初步衡量學子學習環境，觀察學校教學資源能否有

效分配予每位學生。教育部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普通班班級編制規定」亦有

訂定相關原則1，供各校做為規劃班級內學生數時之指引。 

108 學年度本市各級學校生班比，以高中 35.79 人最多，其次為國中 28.09

人，而國小為 24.45 人。與上學年度相較，除國小略增 0.02 人外，高中及國中皆

分別減少 1.63 人及 0.07 人。再與 98 學年度相較，三者皆大幅減少，其中以高中

減少 6.99 人最多，其次國中減少 6.80 人，再次為國小減少 4.17 人。整體觀之，

各級教育歷年呈減少趨勢，在每班學生數下降之情況下，教師也因此能有餘裕照

顧到每位學生。(圖 3)  

(二) 高中階段之生班比以烏日區46.27人最多；國中階段亦以烏日區35.74最多；

國小階段則為潭子區 26.77 人最多。 

按區域別觀察各區之生班比，高中部分前 3 高序位，依序為:烏日區 46.27

人、北區 41.09 人及南屯區 39.59 人。烏日區轄內因有明道高中，其校內高中部

學生數眾多，造成該區生班比數值為之大幅拉抬。而北區有臺中一中及臺中二中

                                                 
1
「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第 2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國民小學每班學生

人數以二十九人為原則」，同項第 2款規定:「國民中學每班學生人數以三十人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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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傳統名校，學生亦不在少數，尤以位於轄內之新民高中，人數更高達 5,822 人，

使該區生班比較其他行政區為高。南屯區則因有嶺東高中，其學生數有 3,113 人，

該區生班比亦因而偏高。 

國中部分之各地區生班比，前 3 高序位依序為:烏日區 35.74 人、潭子區 32.27

人及北區 31.71 人。究其原因，烏日區轄內有明道高中附設國中部，其學生數有

2,946 人，因而將該區國中之生班比數值大幅提高。而潭子區之生班比數值偏高

之主因為:其轄內有弘文高中附設國中部及常春藤高中附設國中部 2 所私校，其

班級數較公立為少，使該區生班比為之提升。北區則亦因有新民高中附設國中部

及曉明女中附設國中部 2 所私校，生班比也隨之升高。另，和平區為生班比數值

最低之區域，轄內國中僅有梨山國中(小)及和平國中 2 校，生班比分別為 11.33

人及 7.5 人，因學生數皆不足百人，生班比因而拉低。 

再觀察國小部分各地區生班比，前 3 高序位為:潭子區 26.77 人、北區 26.28

人及西屯區 25.98 人。高於平均值(24.45 人)之地區，其生班比差異不大。值得注

意的是生班比數值最低之和平區，全區內國小除梨山國(中)小及博屋瑪國小，其

生班比分別為 15.67 人及 10.17 人外，餘皆小於 10 人。因該區學校多位於山區偏

遠地段，學生數較少，大幅拉低該區生班比。(表 2)  

(三) 各級學校之各校生班比，高中以明道高中 47.45人最多；國中以曉明女中附

設國中部 49.23 人最多；國小以育仁國小 36.58人最多。 

108 學年度本市各級學校生班比，生班比數值較高之學校多屬校內學生數眾

多之大規模學校，尤以私校較為明顯。反之，生班比數值偏低之學校，其校內學

單位:人

序位 地區別 生班比 序位 地區別 生班比 序位地區別 生班比

1 烏日區 46.27  1 烏日區 35.74  1 潭子區 26.77  

2 北  區 41.09  2 潭子區 32.27  2 北  區 26.28  

3 南屯區 39.59  3 北  區 31.71  3 西屯區 25.98  

20 后里區 26.11  26 石岡區 18.56  27 外埔區 16.77  

21 新社區 25.93  27 外埔區 17.00  28 新社區 13.87  

22 龍井區 24.85  28 和平區 9.42    29 和平區 6.70    

註: 1.無數值之地區不列入排序。

   2.排序方式為數值由高至低。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表 2 生 班 比 地 區 別 序 位

108學年度

高中 國中 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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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數較少，且多位於較偏遠地區或屬實驗教育學校。 

高中部分，生班比數值最高前 3 序位，依序為:明道高中 47.45 人、曉明女中

46.67 人及立人高中 46.27 人。上述學校皆屬私校，且其生班比數值大幅高於平

均值(35.79 人)，多因校內學生眾多以致生班比隨之升高，在每班學生數較多之

情況下，學校應多注意班級內每位學生之學習情形，避免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情

況發生。反之，數值最低之前 3 序位，依序為:華德福大地 9.67 人、磊川華德福

13.67 人及玉山高中 18.19 人。前兩者為實驗教育學校，因教學模式與其他學校

相異，致每班學生數不多，而玉山高中則因其地屬偏遠，學生數少，生班比數值

不高。 

國中部分，生班比數值最高前 10 序位皆為私立高中附設國中部，其中前 3

序位以曉明女中附設國中部 49.23 人最多，其次為明道高中附設國中部 49.1 人，

再次為衛道高中附設國中部 48.16 人。其皆為學生數超過千人之大規模學校，其

中明道高中國中部更多達 2,946 人，使之生班比數值提高。反之，數值最低之前

3 序位依序為:善水國中(小)0.33 人、和平國中 7.5 人及梨山國中(小)11.33 人。關

於善水國中(小)之生班比數值小於 1 人，其主因為該校為實驗學校，且其學生學

籍多未設在該校，因此生班比大幅低估，其數值較不具統計上意義。而和平國中

及梨山國中(小)則皆為偏遠地區小規模學校，學生數少，生班比數值亦低。 

No.1明道高中 47.45

No.2曉明女中 46.67

No.3立人高中 46.27
No.2明道高中

附設國中部 49.1

No.3衛道高中
附設國中部 48.16

No.2明道普霖斯頓 34.63

No.1曉明女中
附設國中部 49.23

No.2和平國中 7.5

No.3黃竹國小 3.4

No.2自由國小 3.08

No.1中和國小 2.83
高中
國中
國小

前3高

前3低

單位:人

烏日

梧棲

西屯

大里 太平

北

北屯

東勢

和平

新社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圖4 各級教育生班比前3高及前3低之學校位置圖
108學年度

No.1華德福大地 9.67

No.2磊川華德福 13.67

No.1善水國中(小) 0.33

No.3玉山高中 18.19

No.3東大附小 33.5

No.1育仁國小 36.58

No.3梨山國中(小)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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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部分，數值最高之前 3 序位分別為:育仁國小 36.58 人、明道普霖斯頓小

學 34.63 人及東大附小 33.5 人，皆屬私立學校且其生班比數值高於平均值(24.45

人)9 人以上，主因亦為學生數眾多。反之，數值最低之前 3 序位學校依序為:中

和國小 2.83 人、自由國小 3.08 人及黃竹國小 3.4 人，上述學校亦同時為國小部

分生師比數值最低之學校，其校址分別坐落於新社區、和平區及太平區，位置較

為偏遠，學生人數稀少，生班比數值因而較低。(圖 4) 

三、 師班比 

(一) 各級教育歷年師班比呈增勢，108 學年度以國中 2.54 人最多。 

師班比係衡量一校專任教師數除以班級數之比值，觀察其數值之高低及其趨

勢，可初探教師教學負荷輕重，進而研訂相關政策以達成學子學習成效提高且教

師教學環境優化之雙贏目標。 

108 學年度本市各級教育之師班比，以國中 2.54 人最多，其次為高中 2.13

人，再次為國小 1.86 人。與上學年度相較，以國中增加 0.07 人最多，其次為高

中增加 0.03 人，國小則持平。再與 98 學年度相較，仍以國中增加 0.34 人最多，

其次為國小增加 0.25 人，高中則增加 0.2 人居第三。綜上所述，各級教育近年師

班比數值皆有提升現象，由於每班教師數提高，將有助於減輕教師教學負荷，提

高其授課品質。(圖 5)  

 

1.93 

2.10 2.13 
2.20 

2.47 
2.54 

1.61 

1.86 1.86 

 1.3

 1.5

 1.8

 2.0

 2.3

 2.5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高中 國中 國小

≈

0

圖 5 各 級 學 校 歷 年 師 班 比

人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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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中階段之師班比以新社區 2.80 人最多；國中以東區 2.76人最多；國小以

外埔區 2.13 人最多。 

按區域別觀察各區之師班比，高中部分最高數值前 3 序位，依序為:新社區

2.80 人、龍井區 2.61 人及梧棲區 2.56 人。前述行政區轄內皆各僅有 1 間高中，

分別為新社高中、龍津高中及中港高中，且其皆有附設國中部。另，數值最低之

行政區為清水區 1.56 人，轄內設有嘉陽高中及清水高中，因嘉陽高中之專任教

師數略低，連帶使該區師班比數值偏低，較高中部分平均師班比數值減少 0.57

人。 

再觀察國中部分之各區師班比，各區數值與國中部分平均值(2.54 人)差異不

大，皆落於 2.38 人至 2.76 人區間。其數值最高前 3 序位，依序為:東區 2.76 人、

龍井區 2.70 人及西區 2.68 人。而數值最低之行政區為石岡區 2.38 人。 

再探國小部分之各區師班比，各區數值與國小部分平均值(1.86 人)亦所差無

幾，皆落於 1.77 人至 2.13 人區間。其數值最高前 3 序位，依序為:外埔區 2.13

人、和平區 2.12 人及霧峰區 2.03 人。而數值最低之行政區為北屯區 1.77 人。(表

3)  

(三) 各級學校之各校師班比，高中部分以磊川華德福 4.5 人最多；國中部分以麗

喆國中(小)4.67 人最多；國小部分以博屋瑪國小 2.67 人最多。 

108 學年度本市各校師班比，實驗學校通常數值偏高，其餘學校多無特別差

異。在高中部分，數值最高之前 3 序位學校，分別為:磊川華德福 4.5 人、新社高

中 2.8 人及大甲高中 2.79 人，因磊川華德福屬實驗學校，其每班所設專任教師數

單位:人

序位 地區別 師班比 序位 地區別 師班比 序位地區別 師班比

1 新社區 2.80    1 東  區 2.76    1 外埔區 2.13    

2 龍井區 2.61    2 龍井區 2.70    2 和平區 2.12    

3 梧棲區 2.56    3 西  區 2.68    3 霧峰區 2.03    

20 北  區 2.03    25 外埔區 2.44    27 西屯區 1.80    

21 大里區 1.92    26 南  區 2.38    28 潭子區 1.80    

22 清水區 1.56    27 石岡區 2.38    29 北屯區 1.77    

註: 1.無數值之地區不列入排序。

   2.排序方式為數值由高至低。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表 3 師 班 比 地 區 別 序 位

108學年度

高中 國中 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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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多，以致其師班比數值亦較高，高出平均值 2.37 人。反之，最低之前 3 序位，

分別為:嘉陽高中 0.83 人、玉山高中 0.95 人及光華高工 1.54 人。前述兩者每班專

任教師數少於 1 人，主因為本文師班比之計算方式有涵蓋各高中之進修部，因此

計算師班比時，加計進修部之班級數使該 2 校之師班比為之拉低。 

國中部分，數值最高前 3序位，分別為:麗喆國中(小)4.67人、善水國中(小)3.67

人及東峰國中 2.93 人。其中麗喆國中(小)為小規模學校，各年級皆僅有 1 班，專

任教師數微幅波動，便會造成其師班比數值明顯高於他校。另一方面，數值最低

前 3 序位，分別為:沙鹿國中 2.35 人、大墩國中 2.32 人及崇德國中 2.25 人，其皆

與國中部分平均師班比數值(2.54 人)相差不大。 

而國小部分，數值最高前 3 序位，分別為:博屋瑪國小 2.67 人、山陽國小 2.57

人及太平區太平國小 2.56 人。前 2 者為小規模學校，因其班級數較少，使師班

比稍高，而太平區太平國小為大規模學校，班級數多，師班比亦較高。綜上所述，

國小部分之師班比與學校規模較無相關性，受各校個別因素較多。另一方面，數

值最低前 3 序位，分別為:麗喆國(中)小 1.39 人、善水國(中)小 1.5 人及明道普霖

斯頓小學 1.54 人，其中有 2 所為私立學校，1 所為實驗學校，與國小部分師班比

數值平均(1.86 人)相較僅略微差異。(圖 6) 

No.3明道普霖斯頓 1.54 高中
國中
國小

前3高

前3低

單位:人

大肚

梧棲

清水

西屯

南屯

太平

東

北屯

東勢

和平

新社

沙鹿

大甲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圖6 各級教育師班比前3高及前3低之學校位置圖
108學年度

No.2玉山高中 0.95

No.2善水國中(小) 3.67

No.1磊川華德福 4.5

No.1麗喆國中(小) 4.67

No.2新社高中 2.8

No.3大甲高中 2.79

No.1博屋瑪國小 2.67

No.1嘉陽高中 0.83

No.3光華高工 1.54

No.3東峰國中 2.93

No.1沙鹿國中 2.35

No.2大墩國中 2.32

No.3崇德國中 2.25

No.2山陽國小 2.57

No.3太平區太平國小 2.56

No.1麗喆國(中)小 1.39

No.2善水國(中)小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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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依本文整理之重要教育統計指標顯示，生師比及生班比持續走低，師班比則

有走高趨勢。私立學校在生師比及生班比數值通常較平均值偏高，尤以國中階段

較為明顯。偏遠地區或學生數規模較小之學校，生師比及生班比通常較低。在師

班比部分，實驗學校之數值通常較平均值偏高，其餘學校則差異不大。 

為此，本局致力於推動小班精緻教學化，降低各校生師比以提高教學品質，

讓學生擁有更多更好的教育培力，亦減輕教師教學負荷。 

而在偏遠地區，為提高該區就學孩童學習成效，避免因地形阻礙所造成之教

育資源短缺，亦建置「偏鄉鄰近學校策略聯盟」制度:聯盟學校間專長師資共聘，

三個聯盟學區共聘 16 位英語、美勞、音樂、資訊專長師資，以共聘專長師資、

整合各校資源的方式，搭起學習之橋梁。另推動 15 所偏鄉地區國小辦理「靶心

學習創新課堂」計畫，建立共同備課、觀課、議課模式，研發活化教學課程，推

動分組合作學習，確保學生學力養成及提高學習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