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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中小學習扶助 兼顧數位教學結合及個別程度引導 

 (圖/文  國中小組江育誠) 

    為幫助國中小學生改善學習成效，教育部持續推動學習扶助計畫，並順應趨勢結合數

位、遊戲等多元模式，依學生個別學力程度提供適切的學習資源，增加學習動機。對於績

優學校、教師及學生楷模，也舉行評選並公開表揚，為學習扶助注入更多動能，讓更多學

生受益。 

教育部 10 月 20 日舉行 109 年度國中小學學生學習扶助績優人員頒獎典禮，由國教署

署長彭富源親自頒獎表揚 12 所學校、16 位教師及 11 位學生，期盼藉由他們的優異表現，

帶動更多學校與教師投入學習扶助，引領學生的學習持續進步。 

教育部表示，為提供學生更多的學習資源與機會，自 95 年起推動「攜手計畫—課後

扶助方案」，102 年整合為「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並進一步推行「課

中補救」政策，利用一般上課時間將有需求的學生抽離原班進行學習扶助，透過小班化教

學，讓學生獲得更適切的引導與學習。108 年起，「補救教學」更名為「學習扶助」，除彰

顯正向積極的意義，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成就每一位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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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更多參與學習扶助的團隊、教師及學生，教育部調整今年度績優人員評選計畫，

除評選年度改為當年度，原評選三組別名稱：績優教學團隊、教師教學典範及學生學習楷

模，分別更名為「領航團隊獎」、「鐸聲伴學獎」與「學習潛力獎」。評選方式從初選、複選

及決選三階段，調整為初選及決選二階段。今年的評選經地方政府推薦送件數達 104 件，

比去年有所提升。 

在數位學習趨勢下，學習扶助的課程也結合數位、遊戲等多元模式，以不同的學習策

略，增加學生學習動機，提升學習成效。獲得鐸聲伴學獎的雲林縣立褒忠國民中學校長陳

昭龍，在偏鄉小校服務已十年，他的教學特色在於全力讓學生「聽得懂、說得出、寫得來」，

並加強陪伴學生學習與成長；桃園市中壢區大崙國民小學教師王韻婷，則透過多樣的英文

教學方法，引導學生「多嘗試、多挑戰、多體驗」，讓學習更有效。 

領航團隊獎部分，例如：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關注每位孩子的學習，以學生需求為

中心，利用閒置空間設置學習扶助班專用教室，並結合學習扶助專案與教學試辦計畫，提

供學習低成就學生更多學習的機會；花蓮縣新城鄉北埔國民小學教師皆具有教學熱忱和正

確的學習扶助觀念，行政及教學齊心合作，為每位學生建立個別學習扶助輔導資料冊，有

效掌握學習狀況。 

獲得學習潛力獎的學生，也在老師的指導下展現積極學習態度，例如：臺南市立龍崎

國民中學陳同學，參加學習扶助課程後，數學成績穩定進步，除擔任班級幹部外，更在技

藝學程中有所發揮；屏東縣林邊鄉竹林國民小學陳同學則透過學習扶助老師的個別指導，

持續精進課業，也更積極參與校內外各項活動與比賽，曾獲屏東縣 109 年科展比賽化學科

第一名殊榮。 

教育部表示，學習扶助提供再次學習的機會，讓每個孩子在學習的道路上獲得即時的

幫助。未來將持續落實學習扶助計畫，並結合數位學習資源，強化與民間公益團體合作，

依學生個別學力現況，提供適切的學習扶助資源，設計更適性的課程與教學策略，激發學

生的學習潛力，展現良好的學習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