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訪問偏鄉 共同讓教育夢想發光 

(文/ 國中小及學前教育組楊雅廸提供) 

「成長路上，我們結伴同行」，教師是學生追逐夢想過程中的陪伴者，更是引領航向

未來的光明燈塔。讓教師專業成長，得以有源源不絕的動力，在教育現場持續發光發熱，

是值得重視的重要課題，尤其在偏遠地區學校，囿於地理環境的限制，如何引進外在刺激，

讓教師能透過夥伴的真實互動，進而達到精進教學技巧，落實教師專業成長，便相當重要。

有鑒於此，為增進一般地區與偏遠地區學校教師教學交流與經驗傳承，教育部國教署自 105

學年度起推動「教學訪問教師計畫」，鼓勵一般地區學校優秀正式教師，至偏遠地區學校

進行教學訪問，讓教師專業資源「主動走進偏鄉」，透過「教學訪問教師」與「受訪學校教

師」的經驗分享與交流，結合偏遠地區學校的特色，共同翻轉既有課程，相互學習及成長，

拓展教師視野，激盪出教育創新的可能，進而提供學生更多元的學習體驗，實踐教育夢想。

計畫推動以來，媒合組數由 105 學年度 19 組上升至 107 學年度 31 組，偏遠地區學校反應

熱烈，迄今申請校數更超過百所。 

來到宜蘭縣利澤國中，目前就有一名屏東縣鹽埔國中的藝術與人文領域林素梅老師，

正駐校進行教學訪問中。在該校與其一同合作的社會領域教師楊瑄明老師表示，透過與林

老師的互動，在教師專業成長部分，相較以往單純的觀課輔導，「更像是一種切磋」，同時

也能感受到真實的人際互動，比起過往僅觀看線上專業成長課程，更有溫度。透過教學訪

問教師新思維的刺激，楊老師開始從不同的角度認識學生表現，也對於課程有新層次的思

考，經過這樣的交流感受到自己仍有成長空間，未來將進一步大膽嘗試多元的課程設計，

讓教學能更貼近學生的真正需求，將理想化為實際，以期找到更適合自己的教學模式，有

效發揮自身專長，也進而激發學生的種種可能。更重要的是，要將課本的知識連結到學生

的自身經驗進行反思，社會課教給學生的不再是死板的知識，而是面對這個世界的方法。 

為了符合偏遠地區學校的在地化需求，教育部國教署也鼓勵教學訪問教師與鄰近學校

進行跨校合作，組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切磋。目前就有臺北市信義國小陳麗香老師透過本

計畫，至花蓮縣觀音國小及大禹國小進行教學訪問。受訪學校的合作教師表示，陳老師所

分享的學習策略，能夠應用在教學活動上，不只對學生來說很實用，對於學習有了成就感，

老師們也很受用，讓上課成為師生都享受的一段旅程，這樣的轉變在學校教師討論彈性課

程問題時產生令人驚艷的火花，社群活動的交流上能精準聚焦，以學生為中心，重新思考

課程設計如何能讓學生將知識、能力運用在生活情境，關注在地元素，使課程地圖越來越

清晰。在此過程中，最難能可貴的是校長及老師們能放下各自的教學專業堅持，包容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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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教學作為，從彼此分享的經驗中學習智慧，「互相漏氣求進步」，讓教師能面對問題，

並放心跟其他夥伴求救，教學相長。 

教育部國教署表示，教學訪問教師與偏遠地區學校合作模式類型多樣，包含基礎教學

經驗傳承，如學校教師授課的備課及入班後之議課、班級經營等方向來精進教學，或採跨

領域的課程應用方式，與偏遠地區學校教師共同擦出教育火花，未來將持續辦理「教學訪

問教師計畫」，108 學年度計畫申請已開始，除了一般地區優秀教師可參與外，退休教師也

可提出申請，有意擔任教學訪問教師者，可參考教學訪問教師計畫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pg/nkuhttitt/posts/?ref=page_internal)，加入教學訪問教師行列，給自

己一個實踐的機會，走入偏鄉，延續點亮全國各地的教育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