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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計畫－課後扶助」自 95 年開辦以來，即有要求縣市對現職教師及大專生

等補救教學人員進行補救教學知能之培訓，尤其強調大專生之增能培訓，94 年規劃「攜

手計畫－大專生輔導國中生課業試辦計畫」，以大專學生就讀學校所在縣市就近提供

課業輔導，而經過多年努力亦有研究指出，大專生擔任補救教學教師仍有諸多問題產

生。有鑑於此，100 年起教育部委託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執行「國民中

小學補救教學師資培育計畫」，以提升補救教學師資品質。本期師資培育小辭典繼續

環繞攜手計畫，為各位讀者簡介「國民中小學補救教學師資培育計畫」。 

 

一、 計畫介紹 

 

鑒於各縣市「攜手計畫」師資培訓之品質良莠不齊，為避免因教學人員之補救教

學知能不足，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補教教學的成效，同時配合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

政策，確保每一位國民中小學學生之基本學力，教育部委託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

評鑑中心，集合各專家學者、縣市地方教育單位主管與攜手計畫教師們，召開焦點座

談會議，規畫了「國民中小學補救教學師資培育計畫」。此計畫之具體目標如下（教

育部，2012）： 

（一） 發展補救教學師資培育課程，進行課程研發、試用與推廣。 

（二） 培育縣市辦理補救教學師資研習之種子講師。 

（三） 充實國民中小學補救教學師資培育及促進專業成長之支援系統。 

（四） 提升國民中小學補救教學師資專業能力及補救教育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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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施現況 

 

       在課程研發方面，已於 100 年 3 月完成試用版研習課程規劃，預定 101 年 8 月完

成正式版課程規劃。國中小兩階段的課程主題均包含「攜手計畫核心精神（配合 12

年國教此主題於正式版中刪除）」、「補救教學基本概念」、「補救教學班級經營」、「測

驗與診斷的應用」、「分科補救教學策略」及「分科補救教學教材教法」等。預計從 102

年起，在職教師需接受「補救教學概論」(含理論與技術)2 小時、「(國小或國中)低成

就學生學習診斷與評量」2 小時、「分科補救教學教材教法」4 小時等共八小時之補救

教學研習後才可成為一名合格的補救教學師資；儲備教師、大專生等其他非在職教師，

則需修習「補救教學概論」(含理論與技術)2 小時、「補救教學實務案例研討」2 小時、

「(國小或國中)低成就學生心理特質與輔導」2 小時、「(國小或國中)補救教學班級經

營」2 小時、「(國小或國中)低成就學生學習診斷與評量」2 小時、「分科補救教學教材

教法」4 小時、「分科補救教學策略」4 小時等十八小時的研習證明，才能擔任補救教

學人員。 

    

        而補救教學師資培育方面， 100 年已完成 3 梯次之培訓並已為地方政府培育國民

中小學及大專院校種子講師 374 名，今年（101 年）預計再進行第 4、5 梯次培訓，預

計培育 400 名補救教學種子講師(教育部，2012)。研習課程共分 6 個子領域辦理，參

與人員可依專長擇適合之子領域報名；根據問卷調查之回饋意見，大部分參與老師都

很滿意師資培訓的課程內容，並表示培訓課程兼顧了理論與實務分享，有助於提升補

救教學之專業知能。此外培訓課程中亦特別安排臺南大學科技化評量中心，針對教育

部電腦化適性測驗(ASPA)之應用進行介紹，讓參與補救教學教師能更精確瞭解學生問

題所在。 

     

        為協助提升地方辦理「補救教學」相關研習的品質、減少研習內容的落差，確保

研習課程在全國實施時品質的一致性，該計畫透過補救教學專家與實務工作者座談方

式，完成細部課綱的制定，包含了課程基本理念、課程目標、學習內容以及實施要點

(含教材編選、教學實施、教學方法以及學習評量)等細節，並根據第一、第二梯次種

子教師培訓之授課經驗與調查回饋意見，進行相關內容修訂，編製「國民中小學補救

教學師資研習課程參考手冊」（含手冊使用說明、課程大綱、參考資源、授課內容之

PPT、相關法令等之完整紙本與光碟），寄發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備查參照，另將光碟

寄予獲得認證之種子講師，做為日後授課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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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來展望 

 

        國民中小學補救教學師資培育計畫實施至今僅一年多，種子教師督導系統的建立

與推動仍持續發展進行，未來將結合目前教育部已有的線上資源與平台，建置補救教

學遠距線上教學系統及督導平台。遠距線上教學其基礎課程將建於國家教育研究院網

路大學，供全國教師學習並進行線上考核認證，督導平台則使用線上論壇的方式瞭解

種子教師推動研習所遭遇的困難及協助解決問題，並同時於今年 4 月及 9 月辦理督導

儲訓班，邀請全國種子教師分享研習與授課心得，共同探討與分析，以期全面提升種

子教師的實務應變能力，而此平台能成為補救教學種子教師的全國性線上社群。 

 

        除了建置種子教師督導系統外，亦可從中獲得經驗，提出中央種子講師培訓及地

方督導系統作業標準流程與建議，期能協助改善師資研習品質，同時各項培育課程之

內容更待不斷發展以臻完美，對弱勢學童補救教學需不停怠的努力，期中央能長期關

注並永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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