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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受到大環境結構的影響，如人口外流及少子化等，偏遠地區學校學生人數減少，

學校課程發展遇到困難與挑戰，而透過跨校課程策略聯盟運作模式可有效解決偏遠地

區學校課程發展的瓶頸與問題，故本研究在於探究偏遠地區學校課程策略聯盟運作模

式，依據文獻探討、焦點團體訪談及個別深度訪談等分析結果提出本研究整體架構、

運作內涵、問題挑戰及精進策略，闡明臚列如下。 

貳、運作模式 

一、整體架構 

    整體而言透過文獻探討及訪談結果，關於偏遠地區學校跨校課程策略聯盟之運作

模式及整體架構，可彙整如圖 1 所示。 

從圖 1 可知，偏遠地區學校跨校課程策略聯盟模式包含理論系統、結構系統、執

行系統及支持系統等四大面向。就理論系統而言，在本研究之文獻探討指出資源依賴

理論、策略行為理論、組織學習及行動者網絡理論等，可做為偏遠地區學校跨校課程

策略聯盟的理論基礎；就結構系統來說，偏遠地區學校跨校課程策略聯盟包含主題、

類型、內容與成果；從執行系統觀之，偏遠地區跨校課程策略聯盟應包含規劃、行動、

反思及修正等執行步驟；最後是偏遠地區跨校課程策略聯盟需要支持系統，包含法令、

政策、經費、人員、制度、設備及民間組織等支撐力量，特別是政策及法令之支持，

才能使偏鄉地區學校跨校課程策略聯盟永續發展。 

 

 

 

 



圖 1、偏遠地區學校跨校課程策略聯盟運作模式 

 

二、運作內涵 

（一）偏遠地區學校跨校課程策略聯盟的實施能發揮促成資源共享、課程精進、

共存共榮、教師專業成長、資源共享、學習品質等正面效益。 

    偏遠地區學校跨校策略聯盟可以促成資源共享、課程精進、共存共榮、教師專業

成長、成效共享、學習品質等成果，而從本研究之訪談內容亦發現受訪者普遍肯定偏

遠地區學校跨校課程策略聯盟的正面功能包括擴展教師的課程觀、提升教學效能及學

生學習、有利於組織學習、資源統整等，是以從理論分析及實務訪談皆肯定偏遠地區

學校跨校課程策略聯盟的實施能發揮正面效益。 



（二）偏遠地區學校跨校課程策略聯盟的類型可包含水平型、垂直型及異業型，

新北市偏遠地區小校課程聯盟以水平型居多。 

跨校策略聯盟大致可分為水平型、垂直型及異業聯盟三種，水平型是同一教育階

段成立策略聯盟，校際間分工合作並共享資源，垂直型可以是國小、國中及高中建立

夥伴關係，異業聯盟是學校與企業組織、社區或非學校系統團體聯盟，以補足學校教

育資源的欠缺，新北市偏遠地區學校課程聯盟以同一教育階段之水平型聯盟居多。 

（三）偏遠地區學校跨校課程策略聯盟的內容可包含資源整合、課程發展及共備、

教學方法與設施、學生學習及活動、成效共享等，而新北市偏遠地區小校課程聯盟內

容以課程共備及教學分享居多。 

學校策略聯盟首重合作夥伴關係的建立，並透過師資、課程、設備及人力等資源

共享，以促進學校彼此間的教育發展與進步。偏遠地區學校跨校課程策略聯盟的內容

可包含資源整合、課程發展及共備、教學方法與設施、學生學習與活動、成效共享等，

新北市偏遠地區學校跨校課程策略聯盟內容以教師間的課程共備、教學觀課、共同議

課及教學分享居多，例如關於混齡教學之跨校教師課程共備及教學觀摩分享。 

（四）偏遠地區學校跨校課程策略聯盟的動能來源可分為由下而上之自發性及由

上而下之政策性兩種類型。 

從跨校策略聯盟的動能來源觀之，則可分為由下而上之自發性策略聯盟及由上而

下之策略聯盟政策性兩種類型，前者的動能是來自跨學校本身體察跨校聯盟的必要性，

而主動發起跨校策略聯盟，後者的動能是來自教育行政主管機關由上而下的政策措施

或方案，偏遠地區學校跨校間因著政策方案推動而實施策略聯盟。 

三、問題挑戰 

本研究發現偏遠地區學校跨校課程策略聯盟面對人員意願、交通距離、時間安排、

教師流動、經費資源等問題與挑戰，具體而言，校長的支持、教師的意願、校際間交

通距離及交通車、時間安排、偏鄉小校教師的流動率及經費來源等都是偏遠地區學校

跨校策略聯盟所可能面對的困境。 

四、精進策略 

偏遠地區學校跨校課程策略聯盟之問題解決精進策略包括教育行政主管機關的



政策支持與經費挹注、校長的意願態度、建立評估機制及系統支持等。 

偏遠地區學校策略聯盟需要外在條件的支持，才能使偏遠地區小校跨校課程策略

聯盟得以永續發展，故建議教育行政主管單位宜挹注經費資源及政策支持。此外，校

長的意願及態度亦是偏遠地區學校跨校課程策略聯盟是否能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特

別是屬於自發型的偏遠地區學校跨校策略聯盟，如果沒有聯盟學校校長間的共識及努

力，自發型的跨校聯盟就無法有效運作，因此建議偏遠地區學校校長可主動積極推動

跨校課程策略聯盟，以使校際間因資源共享而更有教育競爭力，而受益最大的是學生

的學習。 

再者，偏遠地區學校跨校課程策略聯盟亟需建立評估機制，透過不斷檢討及反省

了解偏遠地區學校策略聯盟的精進發展方向。策略聯盟應包含規劃、行動、反思及修

正等執行步驟；最後是偏遠地區學校跨校課程策略聯盟需要支持系統，包含法令、政

策、經費、人員、制度、設備及民間組織等支撐力量，特別是政策及法令之支持，才

能使偏遠地區學校跨校課程策略聯盟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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