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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校的前世今生 

                      謝金榮 

     

 

 

    中華民國補習教育的起源，最早應當為清末所推行的【識字教育】，

宣統元年頒布「簡易識字學塾章程」後，各地紛紛設立【識字學塾】 (中

國教育學會，1973)，直到北伐成功後，於民國十八年頒布「民眾學校辦

法大綱」，才確立國民政府時期識字教育的正規制度。同時，義務教育與

補習教育合而於一校的制度，也是從當時沿用至今。民國二十九年頒布

的「國民教育實施綱領」，規定國民學校應辦理失學民眾補習教育，【失

學民眾補習教育】從此取代【識字教育】。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後，頒

布「國民學校法」，規定失學民眾應受補習教育。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

遷台，將國民學校民教部與民眾學校整合為【民眾補習班】，繼續推動失

學民眾補習教育，【民眾補習班】也可謂是國小補校之前身，民國五十七

年九月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國小補校也延升至國民中學。直到民國

六十六年公布「補習教育法」，我國國民補習教育體系才宣告完成，【國

民補習教育】正式取代【失學民眾補習教育】。從此開始，國民補習教育

蓬勃發展，我國國民的識字率也逐年提升，就讀國小補校，也是失學民

眾獲得最基本國小學歷的最佳途徑。 

    內壢國小附設補校也大約在 70年代左右開設。當時有分初級部及高

級部。時任校長為鄧碧賢，教務主任黃榮和，學籍股長鍾阿圳，級任導

師則為羅靜民老師、羅教貴老師、郭達淳老師、彭文德老師和陳溪源老

師等人。 

    當時除週日外，每日皆需進行兩節各四十分鐘的課程，後為考慮減

少學生舟車往返的辛勞，改為星期一、三、五隔日晚間上課，每週上課

三天，每天以四節為原則。學校亦得視實際需要增開課程，每週可調增

至上課四天。課程編制以讀、寫、算……等基本能力之培養，生活與品

德為教育中心。教學內容採用教育部部編教材，國語包含注音符號ㄅㄆ

ㄇ、會話、閱讀、作文、寫字及書法。數學包含計算、應用，現代生活

包含臺灣在地文化及生活、道德、公民知識、生涯規劃等。音樂體育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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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唱歌、舞蹈、樂器吹奏、球類等。為適應學生個別差異，學校得視學

生需要、地區特性、師資設備等條件，彈性增開選修課程，包括家庭生

活、健康生活、消費知識、環境保護、法律常識……等課程。教師亦可

根據補校成人學生之個別差異、興趣與社會發展和學習實際生活所需自

編適用教材，並可結合社區資源，如圖書館、博物館、藝術館、社教館、

文化中心、專業人士……等進行教學活動。 

    後來，教育部社教司長何進財博士上任，他是出身於嘉義新港的農

家子弟，由於幼年家中貧困，全靠父母、兄弟姊妹，種田賣菜維持生計，

為了報答從小到大在家務農支援他一路攻讀博士的哥哥、姊姊，更感念

自己能有今天這個職位，全歸功於他們無私的付出，所以，非常積極推

動補校教育，供失學民眾能有機會再受教育，規定全國每一鄉鎮都至少

要有一所學校，供失學民眾就讀，並在他的大力推廣之下，全國補校達

到鼎盛時期。 

    內壢國小附設補校也曾達到六班的高峰期。這時期來就讀補校的同

學大部分是小時候家庭環境不好，給人當養女，或是給人當長工。每天

要留在家中幫忙放牛、洗衣服、除草、撿柴……等工作，生活非常艱苦。

有一個七、八十歲的同學說:她當童養媳時，受到養母的虐待，生活苦不

堪言，已到無法可忍的地步，然後，就偷跑回親生的父母娘家。本想，

可以得到溫暖安慰或收留，但是，當時的社會觀念，送給人家，就是別

人的，要她再回去養母家，她只能每天以淚洗面，過著無奈的生活；有

時候，她想寫封信訴苦，但不識字怎麼寫，她很苦惱，只好用畫的，畫

不清楚的，就一個字、一個字的去問人家，碰到人家很忙的時候，心裡

也會覺得難過與不好意思，總是去打擾人家，因此即便年紀已經七、八

十歲，她還是堅持要來讀書。剛開始連筆都拿不穩，手一直抖，筆芯一

直斷，一個字都組合不起來，總是會落掉筆畫，教過的字很快又忘記；

但她不灰心，一筆一畫慢慢寫，一字ㄧ句慢慢記，經過不斷地努力，最

後，她能閱讀文章，也能寫出一手好字，並且可以和家人溝通。她這堅

決的心，永不放棄的精神，真是讓人佩服!最後，她在畢業時，很感動的

說：沒想到今生，她能當學生，能拿筆寫字，能有機會喊人一聲「老師」，

在這之前，她連作夢也不敢想，以為這輩子永遠沒有讀書的機會。由此

可知，對她來說，讀書是一件人生非常珍貴且重要的事，也因此，她對

老師格外的尊敬。 

    還有另一位同學，她家就住在學校旁邊，每天看著人家背著書包上

學讀書，但是，她的養父母就是不准她上學，每天早上眼巴巴的看著同

儕背著書包上學，只能無奈的躲在一旁暗自流淚。她說沒有上學讀書，

聽別人講國語像鴨子聽雷；不識字，出門像頭盲牛，真是痛苦萬分，寸

步難行。所以，她下定決心，只要，還有一口氣在，她就要來讀書，完

成這一生的志願與夢想。這些早年失學的同學來就讀補校的最大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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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過於在公共場所能漂漂亮亮的寫出自己的名字，能和子女兒孫用國語

溝通，能看懂信件，能分出兒子或女兒的繳稅通知單，是房屋稅、地價

稅、還是牌照稅，能寫出家庭的生活用品名稱，能記簡單的家庭收支，

去公家機關辦事，要填寫任何表格，都不用假手他人，也不需要一直厚

著臉皮拜託別人，這樣他們就心滿意足了。會讀書寫字在他們心目中，

就是人世間最神氣的事! 

    到了九十年代後，來臺定居的新住民人口漸長，他們離鄉背井，初

到臺灣，人生地不熟，不會認路，出門都需要透過他人協助，否則回不

了家，聽不懂國語，連跟家人溝通都有困難，何況要聊天。去看醫生說

不出哪裡痛，只好用比的。看不懂國字，連自己的名字、家人的名字、

自家的住址都看不懂。語言文字的溝通產生非常大的障礙，好像，進入

一個黑暗的世界一樣，生活非常的痛苦。因此，紛紛來就讀國小補校，

從最基礎的注音符號ㄅㄆㄇ學起。剛開始，這些符號，對他們來說，好

像蚯蚓一樣，以為是在學日文。後來慢慢學到國字，他們說好像在學畫

畫，這讓我深深體會到文化的差異。補校三年，他們白天要上班工作，

晚上還要上學讀書。無論是颳風下雨或是寒流來襲，不但要忍著辛苦工

作後的疲憊身軀，還得克服照顧家人小孩及家務的繁忙，才能到學校讀

書，這需要很大的決心與毅力。而他們讀書最大的心願，就是能夠學會

生活語文，增進國語文的溝通能力，提升自我價值，營造其家庭的和諧

及親子關係，教養子女，培養親子閱讀習慣，俾利家庭與社會發展，拓

展人際關係，加快融入台灣的社會人際關係，提升其生活品質，也促進

國人對新住民的同理與認識，增進對其母國文化的交流與融合。這些新

住民吸收了我國文化，回鄉時，也會對家人宣傳，這對國民外交也是一

大貢獻。如果能開放到臺灣的百萬外籍移工，給他們機會來就讀補校教

育，除了幫助解決勞資雙方的溝通問題，對文化交流更是一大助益! 

    補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彼此亦相輔相成，當你教育一位新住民家長，

等於是在教育他的整個家庭和下一代。解決了許多新住民子女在學校及

社會的問題。一個孩子的行為舉止之養成，很大程度取決於其家庭教育。

良好的家庭關係和國家的未來密不可分。所以，新住民的補校教育，看

似簡單，但對整個國家的發展，著實重要。教育部自 108學年度起，將

新住民語文列入國小語文領域，我們補校的學生，也搖身一變，成為新

住民語老師，專教其原母國語言，本校有來自菲律賓的楊美莉和葉芸榛

老師、印尼的官美連老師、鄧妮佳老師、馬來西亞的歐彩萍老師、泰國

的施伶縈老師、越南的沈清芳和黎懷湘老師。這些來自全球各地的新住

民解決了本校新住民語師資缺乏的問題，這也是當初內壢國小開辦補校

時，料想不到的一大益處呢！ 

    整體而言，自民國九十一年「終身學習法」的制定，更代表著終身

學習的時代已經來臨，「活到老學到老」，已經不是一句口號，而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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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身體力行，確實實踐的人生課題。最基層的國小補校教育，成為提供

當今社會失學民眾及新住民取得國小學歷的重要機構。在這段教學的過

程中，看到許多長輩、新住民，常常忍受著冬天的寒風刺骨，不畏艱難

的來到學校求學，真是深深的感動與敬佩!看到他們手握畢業證書，眼中

泛出滿足與自信的神情，也給了我很大的鼓舞。補校教育雖然是最基層

的服務，然而，對我而言，卻是一份極有意義與價值的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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