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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縣為農業大縣，長期以來因為就業不易造成人口外流，人口結構有

少子化與高齡化的現象產生；依據本縣各級學校之統計，本縣學生單親與

隔代教養的比例相較其他縣市而言也高出許多。因此要如何留住出生即設

籍於本縣之人口並吸引已遷出本縣之人口能夠鮭魚返鄉，即是今日縣府各

項政策制定的首重課題。 

    由縣府自籌經費開發大埔美工業區與馬稠後工業區，已吸引部分青年

人返鄉就業與父母共享天倫，但依據統計，本縣仍舊處於高齡人口自然淘

汰比率高，新生人口陸續遷出之窘境，造成總人口數直線下降的現象發生。

爰此，從本縣民政處統計資料發現，本縣出生即設籍本縣之人口數至各年

齡時之人口數量比較，發現 6歲及 12歲遷出人口數大於其他年齡階段。6

歲及 12歲分別為國小學齡兒童入學與國中入學的時間，故可以合理推測本

縣的教育環境應是除了普遍少子化現象之外，因學生就學家長選擇遷出的

主要因素，亦為縣府在面對少子化問題時，需思考對症下藥的解決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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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長期以來，本縣幅員遼闊，又因為就業環境不佳，先天不良且後天失

調的情況下，造成少子化情形嚴重。縣內民眾多數以務農維生，散居的情

況下偏鄉小校眾多，本縣在教育投資的單位成本相較於其他縣市高出許多。

縣府在自有財源不足造成財政日益困窘的情形下，教育經費僅能仰賴中央

補助或對外媒合民間企業挹注資源，也讓本縣在教育的推動上受到部分限

制。 

     自張花冠縣長上任後，體認到莘莘學子們「生在偏鄉本無罪，活出希

望靠機會」，在自籌經費開發的大埔美工業區與馬稠後工業區的進行期間，

透過投資廠商媒合在地人才的過程中，發現出本縣人力出現斷層與軟實力

不足的問題，因此戮力推動嘉教五讚、與大學之專業合作發展、英語力提

升及學力檢測等教育事務。在此基礎下，教育部於 103年底通過制定實驗

教育三法後，在縣長的支持下教育處積極規劃並推動由縣府指定辦理之公

辦公營的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希望透過教育的轉型經營，為本縣教育於原

有的基礎下注入一股活水，讓本縣教育環境與學子能有翻轉之機會，厚植

本縣學齡縣民之軟實力與巧實力，留住每一個出生即設籍本縣的孩子。未

來透過多元化的教育經營模式，能提供各種不同型態之教育模式提供本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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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能有落實教育選擇權的機會，並在工業區建置完成後，可吸引工業區

就業之外地民眾舉家遷移至本縣落地生根，或提供本縣優秀青年返鄉創業

的機會，亦可透過特定的教育理念與對學生的優質照顧，吸引鄰近縣市家

長帶著孩子入籍本縣，間接促進本縣觀光與經濟發展，進而帶動人口之增

加。 

二、 分析現況： 

(一) 出生即設籍本縣之人口概況與變化 

根據本縣民政處統計本縣人口數持續下降，細部分析本縣 102 

      年至 104年本縣 12歲國中入學人口於本縣在籍人數發現，102-104 

      年 12歲人口數於 90-92年出生時人口數有近 2,000人的差距(如附 

      表 1-3)，另以人口遷出的比例來看，這批出生在籍之學齡人口在 

      96-98年 1-6月學齡與 102-104年就學轉銜階段的在地出生在籍人 

      口的遷出數佔整體遷出的比例分別為 4.5%、1.3%、2.4%、5.4%、1%、 

      3%，雖然佔整體遷出的比重不大，若與家長併同遷出及其他外地遷 

      入又遷出的學齡與就學轉銜接段相加總來看，相信此類人口遷出占 

      總人口遷出比重十分可觀。雖然無法確認是否適因為就學因素而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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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但本縣部分鄉鎮臨近嘉義市、台南市與雲林縣，又每年特殊教 

      育安置、資優鑑定、藝才班與體育班甄選期間，家長詢問各類班級 

      本府所提供的支持服務與發展現況情況十分踴躍，顯見家長在少子 

      化的今日十分在意孩子接受教育的未來性，故並不能排除 6歲與 12 

      歲人口因為就學與競爭而遷出本縣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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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前教育現況 

本縣因為自有財源有限，在教育事務與規劃上往往受到預算不 

      足的影響，僅能配合中央相關政策爭取補助，或結合民間相關資源 

      挹注，推動各項教育事務。受限於中央法令與民間參與單位的規劃， 

      無法有效地整合各項資源並整體規劃，採因地制宜的方式為本縣教 

      育做出適合本縣在地化的教育藍圖，亦無法足額協助本縣提供產業  

      進歩與革新的人才。 

(三) 目前已有之措施與作為 

教育部於 103年 11月公布施行實驗教育三法，並著手制訂偏 

      鄉教育計畫與偏鄉教育專法。本縣為配合中央法令與政策規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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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並因應嘉義新時代培育本縣在地優質人才，教育處分析本縣 

      目前教育現況與實際需要，結合中央政策採因地制宜的方式規劃適 

      合本縣發展現況的實驗教育。考量本縣學子單親及隔代教養情形嚴 

      重，為使這些弱勢家庭學子能透過教育公平正義獲得人生翻轉未來 

      的機會，朝向以推動公辦公營的方式指定本縣國民中小學辦理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 

           104學年度本縣指定梅山鄉太平國小辦理生態人文小學實驗計 

      畫、太興國小與仁和國小辦理混齡教學實驗計畫，另配合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校育署委託國立政治大學指定阿里山鄉豐山國小辦理混齡 

      國民中小學實驗計畫，並於 105學年度增設國中部更名為豐山實驗 

      教育學校。目前 4所學校已依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規定經由 

      實驗教育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於 104學年度試辦並滾動修正計 

      畫，105學年度正式實施。試辦期間，獲得學區家長與地方人士的 

      認同與支持，除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案補助經費外，更獲得 

      企業的認養與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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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配合縣政發展需求之措施與作為 

105學年度本縣規劃行政創新、親家學校、生態人文國中小與 

     適性分群 4類指定公立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相關型態與規 

     畫分述如下： 

         1.行政創新：分 2種型態 

          (1)美林國小：針對小型學校簡化行政，透過教學團規劃課程 

             與教學結合行政專責服務，提升教師教學效能。 

          (2)鹿草行政中心：配合教育部國民教育署規畫，由本縣鹿草 

             國小、後塘國小與竹園國小整合共通性行政事務，由行政 

             中心與校際合作，減輕教師兼行政之負擔，提升教師教學 

             品質。 

         2.親家學校：由 2校透過校際合作，讓學生能共享 2校資源， 

           增進學生群性發展與人際互動之能力，教師透過合作與良性 

           競爭，激發教學熱忱，發揮 1+1>2的效果。 

         3.生態人文國中小：整合大埔鄉國中小之資源，並結合當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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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之水庫的豐富生態，培養在地學子愛鄉愛土的情懷，並透          

           過多元社團與課程的設計，讓孩子能夠建立自信心與發表演 

           說之能力，彌補偏鄉才藝學習之不足，並將學校發展為九年 

           一貫之示範學校，吸引外地家長將孩子送至大埔就讀，間接 

           促進觀光與地方經濟繁榮。 

         4.適性分群：本縣因少子化，學生學力差異極大，為達到 12年 

           國教適性揚才的理想，將透過適性的概念，對學科強的孩子 

           能透過課程獲得精進的機會，對學科弱的孩子能提供才藝或 

           技藝學習的機會，替孩子找到學習的亮點，進而提升孩子的 

           自信，對未來能有無限的發展空間。 

三、 檢討問題： 

(一) 人口遷出的可能因素 

         本縣小班小校眾多，單親及隔代教養學生比例亦因為產業結構相 

     較於其他縣市高出許多。部分家長認為單年級單班或者是班級人數少 

     ，對於教師而言，缺乏專業對話與成長的社群、過多的行政工作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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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教學熱忱日漸減少，讓教師教學缺乏創新與活力；對於學生而言， 

     學生人數銳減下，其群性發展與學習競爭力上都十分不利，再加上教 

     師在教學方法無心及無力針對學生個別學習差異情形設計課程，讓學 

     生學力落差增加，致使部分家長選擇將學生遷往私立學校或者是鄰近 

     縣市班級數較多或學生人數較多之學校就讀，以協助孩子提升整體競 

     爭力；再者，本縣財政不佳，部分設備設施老舊且陽春，無法提供各 

     類學生，尤其特教資優學生、各類藝術才能學生與體育專長學生全方 

     位的照顧，間接造成本縣人口軟實力不足及外移之現象加劇。 

(二) 本縣教育發展的限制 

         本縣自有財源不足，再加上中央對於各項補助須有一定比例的 

      配合款，致使有限資源更顯困窘，故本縣對於在教育創新與發展無 

      法因地制宜的整體規劃，僅能配合教育部各項政策補助辦理。教育 

      部在制定各項教育政策與執行，往往以台北看天下角度，但囿於本 

      縣資源不豐，亟待中央挹注，故僅能受限於教育部的規範推動相關 

      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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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囿於財政的困窘與少子化情形日益嚴重，部分須由地方政府自 

      有財源支應之教育事務，如：特殊教育班、藝術才能班、體育班及 

      幼兒園等，無法核實以專任教師聘用師資，僅能用代理及鐘點教師 

      聘任教師；在各單項班級之設置與規畫亦囿於經費或設備條件不足 

      僅能以方案方式推動，無法獨立成班或依不同屬性設班，對於部分 

      家長而言，攜子遷入鄰近資源較豐富之縣市將會是對於學子未來教 

      育的唯一選擇，對於本縣原本就先天不良的教育環境與少子化十分 

      嚴重之情形，無疑是雪上加霜。 

       再者，本縣少子化及人口外流嚴重，生源不足造成小班小校眾 

   多，師生數均少，不利學生人際互動及學習情境營造，教師間缺乏 

   良性競爭。此外，本縣人口外流、高齡化情況嚴重，縣內就業機會 

   少與本縣產業發展為農業，造成單親、隔代及新移民家庭多，家庭 

   功能十分薄弱，教師往往需要肩負部分的家庭教育功能，教師教學 

   壓力與日俱增，教師師資流動率大，學生無法穩定學習，對學生學 

   習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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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配合縣政發展需求目前可行之作為 

          教育部於 103年底公告發布施行實驗教育三法後，並專案編列 

      經費補助縣市政府指定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對於本縣小型學校 

      結合地方產業特色發展轉型，實有極大助益。因為本縣幅員遼闊， 

      各學校教學現場面臨的困境不盡相同，部分偏鄉學校更需要負起提 

      供學生所有學習機會的責任，例如：才藝學習、生活適應等，但是 

      縣府並無法有充足的經費與適用的法源，來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的機 

     會或增加在校學習時間的法令依據，透過實驗三法的通過與教育部專 

     案計畫的補助，透過教育鬆綁，讓本縣弱勢的孩子能有多元學習、開 

     發多元智慧的試探機會，進而發揮潛能，厚植在地認同感，發掘每個 

     孩子學習的亮點，未來更能發光發熱。 

          此外，透過與在地教育現況與在地產業結合的實驗課程設計， 

      讓本縣的人才培育政策能夠更適切地提供本縣各項產業所需，例 

      如：設施農業、水產養殖、食品檢驗、觀光發展、工業區發展產業 

      等，讓本縣縣民能夠根留家鄉， 回鄉發展，促進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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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提出解決方案： 

(一) 洞悉中央機關各項相關計畫，配合制訂本縣教育政策，

以獲取參與競爭型計畫之先機，提升本縣整體教育品

質。 

     目前本縣教育資源囿於困窘的財政多仰賴教育部補助，自籌財 

      源比例低，因此依據教育部制定各項計畫規劃本縣教育方針，是推 

      動本縣教育最重要的工作。教育部的政策走向，往往從台北看天下， 

      無法因應教育現場中多面向的現狀，故配合教育部相關計畫規劃本 

      縣合宜的作法將會是所有教育同仁首重的課題。 

          再者，本縣可將現場各項問題，制定相關因地制宜的做法與政 

      策說帖，向教育部陳請與反應，並邀請各級長官至本縣了解實際情 

      形，爭取專案補助與試辦的機會，為本縣教育爭取先機並協助本縣 

      提升整體教育之競爭力。 

(二) 持續推動因地制宜的公辦公營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吸

引家長落實教育選擇權。 

          本縣幅員遼闊，小班小校多，為因應各社區人口組成與學生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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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不同，於 104學年度率先於原有嘉教五讚等因地制宜之教育作為 

      下，推動公辦公營的指定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為本縣教育環境 

      注入一股新的活水。 

          目前辦理試辦的梅山鄉太平國小、太興國小、仁和國小與阿里 

      山鄉豐山國小，獲得校內教師、學區家長與社區及地方人士一致的 

      肯定。教育部吳前部長思華亦二度下鄉至本縣，前往梅山鄉太平國 

      小與阿里山鄉豐山國小實地了解偏鄉學校的發展困境。縣府有感於 

      九年一貫實施後有配套不足的情況，105學年度更規劃有行政創新、 

      親家學校與適性分組的新型態指定公立學校辦理實驗教育，並延續 

      梅山鄉太平國小的優質經驗，將大埔鄉大埔國中與大埔國小合併轉 

      型經營為大埔生態人文國民中小學，希冀透過各校經營型態不同， 

      除了兼顧到學生的基本學力外，透過因地制宜的規劃各項課程能提 

      升學生學習能力與軟性競爭力、教師教學效能與教學潛能及學校永 

      續經營發展成為社區學習中心的理想。 

          未來本縣將賡續以適性分群的概念，規劃技藝國中，結合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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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與多元社團，為學科不利的學生找到學習的亮點，建立其自信、 

      與人相處及發表演說之機會，減少學生中輟及其他行為偏差之機會 

      ；透過多樣態的學習機會提供，讓學生不再需要為了提升兢爭力， 

      家長選擇將孩子帶離，而是根留家鄉替嘉義縣找到翻轉未來的機 

      會。 

(三) 持續配合縣政發展規劃培植本縣需要各領域之人才，提

升本縣之隱形競爭力。 

本縣長期以來都以成本考量在經營教育，對於特教、藝才與體 

      育等本縣需自籌財源辦理之班級，往往都以法令規定之最低限方式 

      辦理。故家長在這類孩子入學時，會考量政府支持程度為孩子選擇 

      最好的學習環境，這類班別之學生又有設籍之問題，即為本縣每到 

      學齡或學習階段轉銜時，人口遷出的主要原因。 

          為了減緩此類人口遷出的機會，除了將積極爭取中央專案補助 

      設備之機會外，媒合廠商贊助與規劃三級培育制度，讓幅員遼闊的 

      本縣能夠採區域整合的方式辦理，透過區域內資源共享的概念，採 

      最經濟的方式經營，惟多元師資部分，仍希冀能採上限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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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整體教育在少子化加劇之今日，能有突破發展困境的機會。 

          另外，本縣為農漁業大縣，並自行開發工業區，目前全國對於 

      各領域技術人才欠缺，為求本縣各項產業得以永續發展，我們需要 

      善用教育部的各項計畫，例如國中技藝班與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等資 

      源，爭取自己培養在地的學子能夠在家鄉永續經營，透過補足九年 

      一貫配套不足的部分，讓每一個孩子能夠朝自己的優勢智能發展， 

      本縣的農二代與漁二代，能透過正規大學教育與技職教育翻轉農漁 

      業只能看天吃飯的經營態；本縣的學子能夠符應工業區的發展，學 

      成之後有就業的機會使其能鮭魚返鄉服務促進產業，活絡本縣自有 

      產業，創造嘉義新時代。 

五、 結語： 

         「生在偏鄉不是罪，活出希望靠機會；嘉義囝仔不認輸，在地 

      翻轉真功夫！」在少子化的今日，對於處在相對弱勢的嘉義縣，我 

      們期待能透過教育的長期擘劃，讓每一個孩子能有公平的機會與六 

      都接軌，與世界競爭。教育部長期以台北看天下的方式制定教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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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故自 92年九年一貫課程實施至今，十數年來因配套不足的結果， 

      造成學生學力受城鄉差距與競爭不足導致學力減弱等問題產生，進 

      而影響本縣學子學力與各項競爭力，造成經濟發展停滯，人口外流 

      情形嚴重。我們更要能運用有限的資源以尊重孩子的個別差異與考 

      量在地環境的先天條件為前提，為孩子創造潛能發揮的機會，為未 

      來與人相處立基，翻轉嘉義新時代。 

          此外，透過縣內自行開發的工業區、先天自然環境的觀光業發 

      展與農業的產業升級，讓整體縣內產業結構改變，年輕人願意鮭魚 

      返鄉，傳統三代同堂的家庭不是夢想，代間的傳承將縣內民眾的在 

      地認同傳承下去，相信在未來不久的將來，嘉義縣無論在教育、產 

      業發展與人口都會是全國的亮點，達成創造嘉義新時代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