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子化」對學校經營之影響與因應策略 

摘要 

臺灣人口的生育率下降，社會結構出現少子化的型態，將影響未來學校經營

的走向。本文分析人口少子化之成因；歸納人口少子化後對學校的教育發展的衝

擊；並指出校長應從學校經營策略、師生觀念、策略聯盟、適性教學、小班制度

與整合教育資源等面向來經營學校。如此，應可有效減緩少子化後，對學校教育

發展的衝擊。 

關鍵字：校長、少子化、學校經營 

壹、前言 

近年來，國小入學新生逐年降低，教育部統計處根據內政部戶政司歷年出生

人口數，推估台灣地區九十二至九十八學年度國民小學一年級新生入學人數，九

十二學年度約三十二萬二千人，去年八月入學的九十三學年度小一新生約為二十

八萬四千餘人，創五十年來新低紀錄；到九十八學年度，將可能只剩下二十三萬

四千餘人（韓國棟，2004.2.23），未來六年內小一入學新生便將銳減近十萬人。 

因此，台灣社會即將面臨『少子化』、『異質化』和『快速老化』等三大挑

戰，三者環環相扣，其中又以『少子化』現象為其根本原因，衝擊著國內教育。

有鑑於此，為了探討此一現象與問題，本文擬從人口少子化趨勢之成因，分析少

子化所產生的教育問題，進而提出因應策略，期能提供教育界人士做一參考。 

貳、人口少子化趨勢之成因 

臺灣的生育率下降，人口結構出現的少子化型態，已儼然是目前不可忽視的

社會現象，對整個社會、經濟、家庭、文化將產生深遠影響，也將影響未來學校

經營的走向，茲將人口少子化趨勢之成因，分述如下（李光廷，2005；鍾俊文，

2004）： 

一、家庭計畫實施結果 

臺灣人口的出生率下降是受到經濟發展的結果所影響，家庭計畫之推行卻有

加速生育率下降的功能。臺灣的社會觀念由『多子多孫多福氣』轉為『兩個孩子

恰恰好』的想法，在『望子成龍，望女成鳳』的心理期待下，每個父母都希望給

自己的子女最好的培養。因此，多數家庭趨向選擇生育一個或二個來用心栽培，

每個家庭的子女數一旦逐漸減少，少子化便是必然的現象。 

二、經濟負擔壓力增加 

臺灣社會隨著失業率高升、薪資萎縮等因素，大家對於社會及生活充滿著不

確定感，覺得生活愈來愈辛苦，組成家庭及養兒育女形成一種經濟及心理上的壓

力及負擔。使許多年輕人有『朝不保夕』的危機感。且都市化的結果，造成撫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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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的成本大增，但是嬰兒的經濟價值（至少對父母言），則較農業社會大幅下

降，有一些人養不起小孩，會在經濟考量下，為了避免增加經濟負擔，不敢生孩

子。 

三、社會價值觀念改變 

過去農業時代，由於欠缺投資與儲蓄工具，因此把養小孩視為投資與儲蓄，

但現在父母很難再指望『養兒防老』，反而許多人認為子女是重大負擔，觀念一

百八十度改變，成為『養老防兒』。同時，有許多人對世界未來發展持悲觀看法，

認為下一代的生活會比這一代差。有人甚至指三十年之後，三個年輕人要養一個

老人，與目前的八比一相較，未來的年輕人負擔將會更重。 

四、科技文明發達影響 

拜網路及電腦普及所賜，現今許多年輕人整天上網，不但耗去很多時間，而

且網路不正常的兩性關係（從色情圖片、網路交友到網路一夜情）日益普遍，許

多人因此遲婚、不婚或不生育。並且拜女性主義的興起，強調生育自主，以及墮

胎合法化、墮胎藥物之普及化、E世代嬌生慣養、不願意負擔養兒育女的辛苦責任，

視生育為畏途等都是原因。 

五、晚婚與晚育的結果 

近年來，由於教育年限普遍拉長，使現今女性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提升，女性

在學歷與工作上的能力都不輸男性。因此，造成女性結婚年齡大幅延後，女性適

合生育年限因而縮短，且在觀念上傳統的婚姻對於現代女性已不再適用，追求獨

立及自由為現代女性所標榜，使得頂客族（夫妻都工作，家中無子女）增加，造

成生育率下降。 

綜合上述少子化的現象，包括：家庭計畫實施結果、經濟負擔壓力增加、社

會價值觀念改變、科技文明發達影響、晚婚與晚育的結果等因素。為避免情況持

續惡化，目前宜應加強宣導提高生育率、鼓勵已婚夫婦懷孕意願，並加強優生保

健及遺傳諮詢服務，使新生兒出生率提高，並減低嬰幼兒死亡率，疏緩人口少子

化所產生的衝擊。 

參、少子化所產生的教育問題 

由於時代變遷，形成多元價值，加以社會經濟、政治、教育等問題不斷，人

口少子化的現象，已是近年來的發展趨勢。此一發展趨勢對目前的教育規劃，如

小班小校、班級師資的員額配置以及生師比的標準等等，將有相當大的衝擊（張

鈿富，2004）。身為學校校長，應敏於覺知社會變化，瞭解其對學校教育發展的

衝擊，研擬妥善的因應措施。茲歸納人口少子化後對學校的教育發展衝擊如下： 

一、學生及班級數減少，學校面臨裁併或廢校 

少子化趨勢嚴重衝擊到我國國民教育體系，林麗雪（2004.4.24）指出，去年

八月入學的九十三學年度小一新生約二十八萬四千餘人，較小二學生人數少三萬

五千餘人，全國小學減少五百三十六班。T過去六年來國內小一入學新生維持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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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萬人至三十一萬人，六年後則遽降到二十三萬人，降幅之大，為我國國民教育

首見，九十八學年度後少子化衝擊將延伸到國中，國中減班、併校案例也將增加。

國T內學齡兒童人數遽降，預估國小減班合計將近一萬班，緊接著影響國中學生來

源，未來學生人數過少的國中小廢併校勢所難免。 

二、教師供需嚴重失調，超額問題揮之不去 

師資培育法從八十三年二月七日公佈施行後，師資培育政策由一元轉為多

元，且從計劃制轉為儲備制。此外，教育部從八十四年度核設教育學程，包括原

有的師資班與學士後教育學分班，核定招生數逐年增加，並且從八十六學年度開

始依新制核發教師證書，累計核發的教師證書已經達到十萬張，不過獲聘為正式

教師的只有七萬人，顯示仍有三萬人目前依然是找不到教職的『流浪教師』（邱瓊

平，T2004 T）。加上T受到『少子化』的影響，就學人數逐年遞減，學校面臨T超額教師

的問題將日益嚴重。 

三、教育資源隨之縮減，學校形成艱困產業 

目前國中小的教育經費是依照學生人數而補助，當學生人數減少時教育資源

便隨之縮減。依循目前的制度，現有的教育資源將因少子化而過剩，有些人可能

會失去工作，有些學校可能必須停辦，而另一方面，少子化及知識經濟的發展，

也使得我們對教育的要求和以前不同，並且講求更高的教育品質。因此，由於學

生數減少，目前幼稚園及中小學已普遍有招生不足的現象，將來大專院校也會發

生同樣問題，學校勢將成為艱困產業，教師工作機會隨之減少（論我國『少子化』

的危機，2004.5.7）。 

四、學生缺乏人際互動，人格發展產生偏頗 

由於『少子化』影響，家庭人口觀念由『兒女成群、承歡膝下』演變到『二

個恰恰好，一個不算少』，近來『寶貝兒女一個』已成風氣。由於家中往往只有一

個孩子，家人寵愛在一身。父母花大把鈔票提供最好的物質享受給孩子。嬌生慣

養結果是造成孩子『使性又不知感恩』、『好吃又懶作』的偏差行為（鐘朝宏，2004）。

在學校由於缺乏人際互動，人格發展易產生偏頗，影響它們在學校受教的態度及

待人處世的素養，更進而會影響將來健康社會的運作。 

綜合上述，少子化第一個所衝擊的便是學校與教育，由於新生兒人數逐年遞

減，目前幼稚園及中小學已普遍有招生不足的現象，將來大專院校也會發生同樣

問題，學校經營勢將日趨艱困，教師工作機會隨之減少，招不到學生的結果是濫

竽充數，使教學品質降低，吾人不得不深思及重視此一問題。 

肆、因應少子化教育問題之策略 

基於上述問題，對於如何因應少子化的衝擊，乃成為學校經營中一項刻不容

緩的課題，歸納學者（潘道仁，2004；鄭毓霖，2004；錢幼蘭，2004）的看法，

學校校長應從經營策略、師生觀念、策略聯盟、適性教學、小班制度與整合教育

資源等面向來經營學校，如此應可有效減緩此一現象。故在學校經營方面，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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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採取以下策略： 

一、轉型學校經營策略，發展精緻創新特色 

國內教育因為兒童人口減少，必須面對就學人數減少，而使得教育資源出現

剩餘的情況，此時必須將釋出的教育資源重整，學校的經營和教育內容應可更趨

精緻化和多樣化，並且更重視兒童的個別發展（莫藜藜、賴珮玲，2004）。也就

是說，教育資源的運用必須由量的擴充轉為質的提升，尤其在質的方面力求精進，

有效結合學校與社區，積極溝通協調，擬定創新經營策略，形成特色學校，落實

民主參與，研擬解決策略，訂定發展目標，如此轉型學校經營策略，發展創新經

營特色，將是永續發展的契機。 

二、加強溝通師生觀念，型塑學校未來願景 

學校校長在面臨少子化的經營壓力時，更應加強教育宣導，使教職員工瞭解

少子化對學校發展的衝擊。學校不是孤立的，不是封閉的，外在的社會環境，常

常會影響到學校各方面，若要發揮學校教育之功能，則必須巧用溝通，做好溝通，

使學校、家庭、社區觀念獲得統整，讓學校成為社區的中心。如此，運用良好的

溝通方式，會獲得組織內員工的支持與信心，並能提振士氣，開創出學校共同的

願景，減輕少子化對學校經營的壓力。 

三、採取策略聯盟方式，增強學校競爭優勢 

採取策略聯盟係時勢所然，因此在實施上有其必要性與迫切性，其優點有下

列三項：1.資源統整：將不同學校的各項資源予以統整，讓學生享受更佳的學校

條件。2.多元發展：策略聯盟將不同特色、專長的學校予以交流互惠，使學校更

能朝多元發展，因應學生的個別差異與多元特色。3.效能提升：個別學校在教育

資源貧乏之下，採行策略聯盟，使教育效能能在相互支援下發揮。如此，可減少

人力、物力浪費、拓展師生視野、促進教師研發能力、提供學生學習機會，促進

教育機會均等，增加學校優勢競爭力。 

四、實施優質適性教學，吸引學生就讀意願 

在少子化家庭中，學生集家人寵愛於一身，父母莫不重視學生的教育品質。

然而，教學才是學校教育的核心，也是影響學校教育品質的關鍵因素，除上述策

略之外，應以適性教學的設計與實施為首務。蓋學生稟賦有異、個性不同，不僅

是經驗上的實然，也是學術上的定論（吳明清，2005）。因此，謀求一個讓學生樂

於學習的教育環境；實施一個優質適性的教學方式，讓每一位學生均能享受學習

的喜悅並獲得學習的效果，凡學習不利或困難的學生都能得到必要且充足的協

助。如此，便能贏得家長肯定，並吸引更多學生就讀的意願。 

五、推動落實小班制度，塑造溫馨學習環境 

學童人口減少，使國小可能需減少一千多班，教師過剩的問題也隨之嚴重。

教育部目前的構想是以不減班、不減師的原則來解決問題。這項原則雖然正確，

但具體的做法仍需做更仔細的規劃。目前有些班級過大的問題固須改善，但小班

不只成本高，也可能減少學生互動的經驗或產生不當的競爭。因此，小班制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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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應配合學生的減少，以漸進的方式推動。調整初期可先由必須加強輔導的學生

或課程開始，不必急著全面實施，同時在不影響整體校務運作之下，多聘兼代課

教師及充分運用退休教師及志工家長的協助，以塑造溫馨優良的學習環境。 

六、善加整合教育資源，發揮整體教育效能 

因新生兒減半，出現產能閒置、人力過剩現象。例如，校舍與師資閒置，應

普遍辦理課後輔導，讓上班婦女無後顧之憂，這可消化目前中小學設備、師資人

力過剩問題。小學也可用公辦民營方式附設幼稚園，提供上班族及中低收入戶托

嬰。由於新生兒迅速減少，實施十二年國教所需之經費與困難度，應較原先減低

甚多，政府也可及早規劃。另外，提供各大學及中小學閒置空間，讓民間團體舉

辦社區大學，在職教育及老人教育等活動，如此善加整合教育資源，不但可以改

善學校財務狀況，更可發揮整體教育效能。 

伍、結語 

學校面對愈來愈競爭的社會，必須重新思考學校經營的理念與方向，並因應

社會脈動和時代潮流調整學校經營的策略；若是仍然停留在傳統的學校經營思考

模式中，遲早有一天將會被大環境的變化所淘汰（吳清山，2004）。少子化所產

生的教育問題，已逐漸浮現出來，學校校長應先系統分析其形成原因，以創新經

營之策略，強化辦學績效，落實親職教育，重視學生品德與人格發展，藉以引導

社會善良風氣，善用社會資源，塑造學校特色，協助社區發展，以增加學校競爭

優勢，吸引外來人口就學，避免受到少子化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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