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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 學年度教育優先區計畫 

壹、 計畫緣起 

  政府遷臺以來，教育的普及，不但為經濟發展提供豐沛的人力資

源，更為舉世矚目的臺灣經濟奇蹟，奠定了厚實的根基，而經濟繁榮、

國民所得增加，也相對促使教育在量的擴充與質的提升方面，均有顯

著的進展。尤其在國民教育方面，依據中華民國教育統計，國民中、

小學適齡兒童平均就學率已近百分之百，衡諸世界各先進國家，實不

遑多讓。 

  惟囿於臺灣地理環境殊異及社會環境的急劇變遷，造成了教育資

源分配不均，產生城鄉教育失衡及少數弱勢族群未能受到積極照顧的

現象。爰此，教育部曾於 83 年度補助臺灣省教育廳試辦「教育優先

區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由於辦理績效良好，教育部自 85 年度

起開始審慎規劃，擴大辦理並逐年檢討，依據實際狀況及需要，修訂

指標及補助項目。101 年度建置線上填報審核系統，以簡化作業程序。

爰此，賡續辦理本計畫，每年依實際執行狀況及法令規定略做修調（修

調內容詳見計畫沿革 P.40-P.46），且更重視實質成效之獲致與提升。 

  近年來，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下，世界各國普遍出現貧富與城鄉差

距逐漸加大的現象。國內部分文化資源不足地區及學習弱勢族群學生

的教育問題更應受到重視。因此，將「照顧學習弱勢族群學生」之議

題，納入本計畫考量，致力追求卓越、公平及正義之教育，深信本計

畫的持續推動，必能縮短城鄉教育差距，達成「教育機會均等」與「社

會公平正義」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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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目標 

一、 規劃教育資源分配之優先策略，有效發揮各項資源之實質效益。 

二、 改善文化不利地區之教育條件，解決城鄉失衡之國教特殊問題。 

三、 提升處境不利學生之教育成就，確保弱勢族群學生之受教權益。 

四、 提供相對弱勢地區多元化資源，實現社會正義與教育機會均等。 

五、 促進不同地區之國教均衡發展，提升人力素質與教育文化水準。 

 

參、 計畫指標及補助項目 

一、 113 學年度教育優先區計畫之指標如下：（請參閱 P.4-P.8） 

（一） 原住民學生比率偏高之學校。 

（二） 低收入戶、隔代教養、單（寄）親家庭、親子年齡差距過

大、新住民子女之學生比率偏高之學校。 

（三） 國中學習弱勢學生比率偏高之學校。 

（四） 中途輟學率偏高之學校。 

（五） 離島或偏遠交通不便之學校。 

 

二、 113學年度教育優先區計畫之補助項目如下：（請參閱P.9-P.20） 

（一） 推展親職教育活動。 

（二） 補助學校發展教育特色。 

（三） 充實學校基本教學設備。 

（四） 發展原住民教育文化特色及充實設備器材。 

（五） 補助交通不便地區學校租車費、學生交通費或交通車。 

（六） 整修學校社區化活動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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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學年度教育優先區計畫之指標及內涵 

 

 

 
 

指標一：原住民學生比率偏高之學校 

指標

界定 

一-（一）偏遠地區學校原住民學生合計占全校學生總數 40%以上

者。 

一-（二）非山非市學校原住民學生合計占全校學生總數 20%以上

者。 

一-（三）一般學校原住民學生合計占全校學生總數 15%以上者。 

一-（四）全校學生中，原住民學生合計達 35 人以上者。 

目標 （一） 照顧原住民學生，建立溫馨社會。 

（二） 充實學校各項活動內涵，促進學生身心健全發展。 

改善

策略 
（一） 提供文化刺激，協助學生成長，奠定學習基礎。 

（二） 加強多元學習輔導，增進學習效果。 

申請

說明 

（一） 本項指標分為百分比【一-（一）、一-（二）、一-（三）】及

人數【一-（四）】二類標準。 

（二） 符合指標一-（一）、一-（二）、一-（三）之學校，均得申請

補助項目一及補助項目四。惟考量經費運用之效益，同時符

合補助項目二及補助項目四之學校，擇一申請。 

（三） 符合指標一-（三）之學校，除可申請補助項目一及補助項

目四外，亦可申請補助項目三及補助項目六。 

（四） 符合指標一-（四）之學校，僅得申請補助項目一。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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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二：低收入戶、隔代教養、單（寄）親家庭、親子年齡差距過大、

新住民子女之學生比率偏高之學校 

指標

界定 

二-（一）低收入戶、隔代教養、單（寄）親家庭、親子年齡差距

過大、新住民子女等之學生合計人數，占全校學生總數

20%以上之學校。 
二-（二）低收入戶、隔代教養、單（寄）親家庭、親子年齡差距

過大、新住民子女等學生人數合計達 60 人以上之學校。 
二-（三）原住民學生人數未符合指標一-（一）、一-（二）、 

一-（三），但併入指標二之目標學生人數後，合計人數

占全校學生總數 30%以上者。 

目標 （一） 提供積極的教育關懷，促進自我成長。 

（二） 達成社會正義及教育機會均等之理想。 

改善

策略 

（一） 關懷每一位學生，提供多元學習機會。 

（二） 導正父母及社會民眾的價值觀念與教育態度，發揮學校教

育效能。 

申請

說明 

（一） 本項指標分為百分比【二-（一）、二-（三）】及人數 
【二-（二）】二類標準。 

（二） 符合指標二-（一）之學校，得申請補助項目一及補助項目

六。 
（三） 符合指標二-（二）之學校，僅得申請補助項目一。 
（四） 符合指標二-（三）之學校，僅得申請補助項目二。 

備註 

（一） 「寄親家庭」係指父母雙亡或失蹤，而寄養在親友家中或

公私立收容機構者。 
（二） 「親子年齡差距過大」係指父母其中任一方與子女之親子

年齡差距達 45 歲以上者。 
（三） 「社會救助法」低收入戶定義：本法所稱低收入戶，指經申

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符合家

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以下，

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年度一

定金額者。前項所稱最低生活費，由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

參照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當地區最近一年每人可支配所得

中位數百分之六十定之，並於新年度計算出之數額較現行

最低生活費變動達百分之五以上時調整之。直轄市主管機

關並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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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三：國中學習弱勢學生比率偏高之學校 

指標

界定 
該校前一學年度參加國中教育會考任兩科成績列『待加強』之學

生人數占全校參加國中教育會考總人數比率達 50%以上者。 

目標 （一） 增加學習弱勢學生學習之競爭力。 

（二） 縮短城鄉教育差距，提供學校均等發展的機會。 

改善

策略 
（一） 提供學習領域小組教學設備，增進學生學習興趣。 

（二） 充實基本教學設備，提升教學品質。 

申請

說明 符合本項指標之學校，得申請補助項目一及補助項目三。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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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四：中途輟學率偏高之學校 

指標

界定 
係指前一學年度經通報有案之中途輟學學生人數，占該學年度在

籍學生人數之 3%以上者。 

目標 
（一） 找回中輟學生，輔導其完成國民教育。 

（二） 增進親子關係，變化學生氣質，提高適應能力，增進學習成

就。 

改善

策略 
（一） 提供多元學習活動，強化學生學習意願、激發學生潛能。 

（二） 營造優質的學習環境，發展學生良好的適應行為。 

申請

說明 
符合本項指標之學校，得申請補助項目一、補助項目二及補助項

目六。  

備註 

（一） 通報有案之中輟學生，係指「未經請假、未到校上課達三天

以上之學生」，由原就讀學校填報「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單」

列管有案者。 

（二） 學年度中輟學生人數，係以「人」為單位，不以「次」為單

位。若同一學生在同一學年度內，有多次中輟紀錄（即：中

輟－復學－中輟－復學－中輟……）者，僅能計列一個人

次，不能重複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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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五：離島或偏遠交通不便之學校 

指標

界定 

五-（一）符合行政院 112 年 1 月 19 日行政院院授人給字 
第 11140022911 號函修正發布「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

域加給表（詳見 P.48）」離島地區之分級規定。 

五-（二）偏遠交通不便學校係指經核定為偏遠地區學校，且符合

下列條件之一者： 

1. 學校所在鄉鎮區，無公共交通工具到達者。 

2. 學校距離公共交通工具站牌，達 5 公里以上者。 

3. 學區內之社區距離學校 5 公里以上，且無公共交通工

具可抵達學校者。 

4. 公共交通工具到學校所在地區每天少於 4 班次者。 

五-（三）因合併停辦致學區幅員遼闊須交通車接送學生上下學之

學校。 

目標 （一） 縮短城鄉教育差距，提供學校均等發展的機會。 

（二） 安定師生校園生活，提升教學績效。 

改善

策略 
（一） 協助地理條件不利地區學校改善教學環境。 

（二） 辦理親職教育、發展教育特色，增進學校教育功能。 

申請

說明 

（一） 符合指標五-（一）、五-（二）之學校，均得申請補助項目

一、補助項目二及補助項目五。 

（二） 符合指標五-（三）之學校，僅得申請補助項目五。 

（三） 符合指標五-（二）且曾獲補助項目五購置交通車經費之學

校，倘學校類型改變，仍得繼續申請交通車汰舊換新經費。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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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學年度教育優先區計畫之補助項目及內涵 

補助項目一、推展親職教育活動 

補助

對象 
符合指標一、指標二-（一）、二-（二）、指標三、指標四、指標

五-（一）、五-（二）之學校。 

補助

原則 

（一） 辦理親職教育活動，係以目標學生之家長為主要對象，應

充分考量目標學生身心特性及家長需求，活動內容應多元

化，且其活動地點與方式應方便家長參與。 
（二） 針對有學習適應困難或特殊行為之目標學生，學校應結合

社會（區）資源，擬具「個案家庭輔導方案」，進行家庭訪

視，並建立訪視紀錄表（請參閱表 3-1）。 
（三） 為符應地方需求，各地方政府或學校得參考本項補助原則

自行設計表格或文件，惟應包括下列事項： 
1. 明確的訪視對象：需有「個案名單」或「個案代號」。 
2. 個案問題概述與探討：目前主要問題概述及探討可能引

發問題之成因。 
3. 輔導策略：針對上開可能引發問題之成因所研擬之輔導

策略。 
4. 預期效益：執行本方案後所能達成之效益。 
5. 輔導訪視紀錄：本學年度個案家庭輔導訪視紀錄。 

（四） 親職教育活動之課程內容，請參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

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 

補助

額度

及基

準 

（一） 補助額度：最高核定 8 萬元，辦理內容包括親職教育活動

及目標學生之個案家庭輔導訪視，說明如下： 
1. 親職教育活動：最高核定 3 萬元，每場最高核定 1.5 萬

元。 
2. 目標學生之個案家庭輔導訪視：最高核定 5 萬元；利用

上班以外時間執行「個案家庭輔導方案者」，每次訪視

200 元，每個個案訪視每學期最少 1 次，最多 2 次。另

每個個案以補助 1 名訪視人員為限，且不得支領誤餐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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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補助基準：各項經費勿以一式編列，須明列品名（含規格）、

數量、單價、金額，說明如下： 
1. 講師鐘點費：依「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規定辦理；每場

次以夜間 2 小時、假日白天 3 小時為原則。 
2. 講師交通費與住宿費：依「中央機關公務員工國內出差

旅費報支數額表」規定辦理。 
3. 印刷費（含講義及文件）：每人 100 元為限。 
4. 材料費：每人 150 元為限。 
5. 場地佈置費：每場最高 3,000 元。 
6. 膳費（含家長與工作人員）：每人 100 元為限，且不得

額外編列茶水費；未逾用餐時段者，不予補助（用餐時

間：中午 12 時 30 分或下午 6 時）。（注意：若工作人員

有編列加班費，則不可再編列工作人員膳費） 
7. 加班費：最高以總經費 10%為限。 
8. 雜支：最高以總經費 6%為限。 

（三） 本項不得編列保險費、資料袋、紀念品、宣導品、茶敘及

點心費用、旅遊住宿門票；其康樂活動【如：親子旅遊、

卡拉 OK、露營、烤肉、自強活動、參觀旅遊、生態（文

化、科技、尋根）之旅…】、才（技）藝表演、慶生會、學

校校內運動會、表演會、成果發表會、各項（競）比賽、

畢業典禮等經費不予補助。 

應檢

附資

料 

列印線上填報之申請計畫書（包含日期、時間、地點、內容），送

主（會）計、校長核章後掃描上傳至填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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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目二、補助學校發展教育特色 

補助

對象 
符合指標二-（三）、指標四、指標五-（一）、五-（二）之學

校。 

補助

原則 

（一） 學校發展教育特色係以目標學生為主要對象，希望能讓目

標學生有更多元學習的機會，培育其具有更多元化能力。

離島地區學校目標學生應占參與學生總數之 30%以上，其

餘學校目標學生應占參與學生總數之 50%以上。 
（二） 本項補助以多元化、藝能科為取向，不予補助知識性學科；

並以普遍實施且多數學生參與為原則，避免做校隊的培

訓。 
（三） 為確保學生受教權益、維護課程完整性及考量校務運作，

學校發展教育特色之授課時間應以平時（學期中）之完整

學習節數為原則；並應注意排課之合理性，避免排滿節數

而無下課休息時間。說明如下： 
1. 於假日（週六或週日）實施者，不得連續兩天均安排課

程，以確保學生有適當休息時間。 
2. 於寒暑假實施者，不得超過總時數 30%。 
3. 不得使用現行課程之授課時數。 
4. 不得排於中午用餐時間；若排於午休時間，每週不得

超過 2 天。 
5. 不得與學習扶助方案之實施時間重疊。 
6. 國小若排於學校未排課之下午，請敘明各年級共同不排

課時間為星期幾之下午。 
（四） 每一特色應持續發展，若學校申請項目為 2 項者，應排定

優先順序，以充分運用教育資源。說明如下： 
1. 應以補助鐘點費為優先，倘經費申請項目僅含器材設備

未含鐘點費，則不予補助。 
2. 同一授課時段以補助 1 人次鐘點費為原則，倘該特色需

分組教學或參與學生人數超過 30 人以上時，請於實施

計畫書內敘明理由，方可編列 2 人次以上之鐘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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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器材設備與教材、教具性質說明如下： 
（1） 器材設備為使用期間較長的用具，例如：譜架、各

類樂器、籃球架…等。 
（2） 教材、教具為短期性使用的消耗品，例如：樂譜、

樂器吹嘴、美術材料、黏土、羽球、比賽箭…等。 

補助

額度

及基

準 

（一） 補助額度： 

1. 全校班級數 12 班（含）以下，最高核定 10 萬元。 

2. 全校班級數 13 班（含）以上，最高核定 20 萬元。 

3. 分校分班最高核定 8 萬元。 

（二） 補助基準：各項經費勿以一式編列，須明列品名（含規格）、

數量、單價、金額，說明如下： 

1. 教練鐘點費：編列不得低於總經費 30%。 

（1） 內聘：依「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

给基準表」規定辦理。 

（2） 外聘：每節以 400 元為原則；倘因交通不便致師

資難覓，得酌予編列至 600 元為限，偏遠地區學

校最高 800 元為限。（外聘教練鐘點費，每節編列

超過 400 元者，請於線上經費申請表中「說明」

欄位敘明理由） 

2. 外聘教練之交通費與住宿費：依「中央機關公務員工國

內出差旅費報支數額表」規定辦理。 

3. 器材設備（含租用）：最高以總經費 30%為限；不得購

置與本補助項目無關之設備，避免集中購置單一設備項

目，且不宜每年都購置同一器材設備（除非當年經費無

法購置全部器材設備，需分年採購），惟如有特別需求

請於線上經費申請表中「說明」欄位敘明。 

4. 器材維修費：最高以總經費 20%為限，並以本計畫歷年

補助之器材為限。（請於線上經費申請表中「說明」欄位

說明購置年度與品項） 

5. 教材、教具費：最高以總經費 20%為限。 

6. 服裝費（含租用）：最高以總經費 20%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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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參與比賽費用：補助參加縣（市）級以上之比賽費用，

每生每天 800 元（包含車資、膳費、住宿）為限，並酌

予補助 1-3 名教練及隨隊人員本項費用。（請於線上經

費申請表中「說明」欄位說明參與比賽名稱） 

8. 冷氣電費：參考行政院一般性補助款計算電費補助基

準，每班每臺冷氣每小時電費 7 元，最高以總經費 5%

為限。（請於線上經費申請表中「說明」欄位說明冷氣使

用時間） 

9. 雜支：最高以總經費 6%為限。 

（三） 本項不得編列參與學生營養費、加班費、茶水費、膳費（除

參與比賽外）；其巡迴表演、校外觀摩、觀摩練習及移地訓

練等經費不予補助。 

應檢

附資

料 

列印線上填報之申請計畫書（包含實施對象、方式、地點及課程

表，其中課程表應依項次（或週次）詳列：上課日期、時間、課

程內容、授課節數、講師內/外聘說明），送主（會）計、校長核章

後掃描上傳至填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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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目三、充實學校基本教學設備 

補助

對象 符合指標一-（三）、指標三之一般學校。 

補助

原則 

（一） 學校應經各課程領域小組充分討論，並註明設備對應領域

及說明用途後，始予補助。 
（二） 近三年曾獲本項目補助者，不得提出申請。 
（三） 不得購置與教學無直接相關之設備、避免集中購置單一設

備項目，且不得購置消耗品或修繕既有之設備設施。 

補助

額度

及基

準 

（一） 補助額度： 

1. 全校班級數 6 班（含）以下，最高核定 10 萬元。 

2. 全校班級數 7-12 班，最高核定 15 萬元。 

3. 全校班級數 13 班（含）以上，最高核定 20 萬元。 

（二） 各項經費勿以一式編列，須明列品名（含規格）、數量、單

價、金額。 

應檢

附資

料 

（一） 列印線上填報之申請計畫書（包含設備需求說明、執行方

式），送主（會）計、校長核章後掃描上傳至填報網站。 
（二） 上傳附件：課程領域小組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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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目四、發展原住民教育文化特色及充實設備器材 

補助

對象 符合指標一-（一）、一-（二）、一-（三）之學校。 

補助

原則 

（一） 發展原住民教育文化特色係以目標學生為主要對象，希望能讓

目標學生有更多元學習的機會，培育其具有更多元化能力。 

離島地區學校目標學生應占參與學生總數之 30%以上，其餘

學校目標學生應占參與學生總數之 50%以上。 

（二） 本項補助以發展原住民族文化特色為主，並以普遍實施且多數

學生參與為原則。 

（三） 發展原住民族文化特色之相關教學活動： 

1. 原住民傳統藝術、技藝、音樂、體育、舞蹈等傳承教學（同

類型項目以一項為限）。 

2. 實施母語教學。 

3. 辦理原住民族群交流、城鄉交流、國際交流等教學活動。 

（四） 為確保學生受教權益、維護課程完整性及考量校務運作，學校

發展原住民族文化特色之授課時間應以平時（學期中）之完整

學習節數為原則；並應注意排課之合理性，避免排滿節數而無

下課休息時間。說明如下： 

1. 於假日（週六或週日）實施者，不得連續兩天均安排課程，

以確保學生有適當休息時間。 

2. 於寒暑假實施者，不得超過總時數 30%。 

3. 不得使用現行課程之授課時數。 

4. 不得排於中午用餐時間；若排於午休時間，每週不得超過 2

天。 

5. 不得與學習扶助方案之實施時間重疊。 

6. 國小若排於學校未排課之下午，請敘明各年級共同不排課

時間為星期幾之下午。 

（五） 每一特色應持續發展，若學校申請項目為 2 項者，應排定優先

順序，以充分運用教育資源。說明如下： 

1. 應以補助鐘點費為優先，倘經費申請項目僅含器材設備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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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鐘點費，則不予補助。 

2. 同一授課時段以補助 1 人次鐘點費為原則，倘該特色需分

組教學或參與學生人數超過 30 人以上時，請於實施計畫書

內敘明理由，方可編列 2 人次以上之鐘點費。 

3. 器材設備與教材、教具性質說明如下： 

（1） 器材設備為使用期間較長的用具，例如：譜架、各類

樂器、籃球架…等。 

（2） 教材、教具為短期性使用的消耗品，例如：樂譜、樂

器吹嘴、美術材料、黏土、羽球、比賽箭…等。 

補助

額度

及基

準 

（一） 補助額度： 

1. 全校學生人數 100 人（含）以下，最高核定 15 萬元。 

2. 全校學生人數超過 100 人，最高核定 30 萬元，以申請 2 項

特色為原則。 

3. 分校分班最高核定 10 萬元。 

（二） 補助基準：各項經費勿以一式編列，須明列品名（含規格）、

數量、單價、金額，說明如下： 

1. 教練鐘點費：編列不得低於總經費 30%。 

（1） 內聘：依「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给基

準表」規定辦理。 

（2） 外聘：每節以 400 元為原則；倘因交通不便致師資難

覓，得酌予編列至 600 元為限，偏遠地區學校最高 800

元為限。（外聘教練鐘點費，每節編列超過 400 元者，

請於線上經費申請表中「說明」欄位敘明理由） 

2. 外聘教練之交通費與住宿費：依「中央機關公務員工國內出

差旅費報支數額表」規定辦理。 

3. 器材設備（含租用）：最高以總經費 30%為限；不得購置與

本補助項目無關之設備，避免集中購置單一設備項目，且不

宜每年都購置同一器材設備（除非當年經費無法購置全部

器材設備，需分年採購），惟如有特別需求請於線上經費申

請表中「說明」欄位敘明。 

4. 器材維修費：最高以總經費 20%為限，並以本計畫歷年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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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之器材為限。（請於線上經費申請表中「說明」欄位說明

購置年度與品項） 

5. 教材、教具費：最高以總經費 20%為限。 

6. 服裝費（含租用）：最高以總經費 30%為限。 

7. 城鄉交流活動：申請時數為實際交流的時間，不包含交通時

間，並以每生每天 1,200 元（包含車資、膳費、住宿）為限，

並酌予補助 1-3 名隨隊師長本項費用。 

8. 參與比賽費用：補助參加縣（市）級以上之比賽費用，每生

每天 800 元（包含車資、膳費、住宿）為限，並酌予補助 1-

3 名教練及隨隊人員本項費用。（請於線上經費申請表中「說

明」欄位說明參與比賽名稱） 

9. 參與學生營養費：最高以總經費 10%為限，以補助學生補

充體力之營養品為主，如牛奶、麵包、肌酸、維他命…等。 

10. 冷氣電費：參考行政院一般性補助款計算電費補助基準，每

班每臺冷氣每小時電費 7 元，最高以總經費 5%為限。（請

於線上經費申請表中「說明」欄位說明冷氣使用時間） 

11. 雜支：最高以總經費 6%為限。 

（三） 本項不得編列加班費、茶水費、膳費（除參與比賽及城鄉交流

活動外）；其巡迴表演、校外觀摩、觀摩練習及移地訓練等經

費不予補助。 

應檢

附資

料 

列印線上填報之申請計畫書（包含實施對象、方式、地點及課程表，

其中課程表應依項次（或週次）詳列：上課日期、時間、課程內容、

授課節數、講師內/外聘說明），送主（會）計、校長核章後掃描上傳

至填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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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目五、補助交通不便地區學校租車費、學生交通費或交通車 

補助

對象 符合指標五之學校。 

補助

原則 

（一） 本項以優先補助租車費或學生交通費為原則（擇一補助）。 
（二） 凡獲本計畫補助購置學生交通車，依「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

規定，倘載運國民中學學生交通車之車齡將達 15 年、載運國

民小學學生交通車之車齡將達 10 年或確有不堪使用之情形，

可提前一年提出申請，並得選擇以下補助方式：（依學生交通

車管理辦法規定，舊有交通車車齡達限制年限後，請依規定辦

理報廢） 
1. 以優先申請補助租車費或學生交通費為原則（擇一補助）。 
2. 如學校確有汰舊換新學生交通車之實際需求，請敘明理由，

並先評估行車路線，且符合公路監理單位相關規定，始得提

出申請。 
（三） 凡學校獲本署補助汰舊換新學生交通車經費，於學校交通車依

規定使用期間，不得再申請補助租車費或學生交通費。 

補助

額度

及基

準 

（一） 租車費： 

1. 搭車人數 9 人以下，最高核定 17 萬元。 

2. 搭車人數 10-25 人，最高核定 31 萬元。 

3. 搭車人數 26 人以上，最高核定 50 萬元。 

（二） 學生交通費：以上開租車費之核定額度為限 

1. 非住宿生：每生每年最高核定 1 萬 2,000 元， 

2. 住宿生：每生每年最高核定 2,400 元。 

（三） 購置交通車：限本計畫補助之交通車汰舊換新 

1. 乘人汽車座位 9 人以下，每輛最高核定 154 萬元。 

2. 乘人汽車座位 10-21 人，每輛最高核定 276 萬元。 

3. 乘人汽車座位 22 人以上，每輛最高核定 422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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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

附資

料 

（一） 學校應檢附資料 

1. 列印線上填報之申請計畫書（包含需求說明、實施方式），

送主（會）計、校長核章後掃描上傳至填報網站。 

2. 各搭車路線學生名冊【須註明學區內學生戶籍地至學校之距

離】（如表 3-2） 

3. 補助購置交通車須額外檢附下列文件： 

（1） 學校現有交通車調查表（如表 3-3）。 
（2） 縣市同意函（同意編列下列七項經費：a.司機薪津、b.

車輛養（維）護費、c.油料費、d.使用牌照稅、e.燃料

費、f.車輛責任保險費、g.乘客保險費）。 
（二） 地方政府應檢附資料：縣市各國中小現有交通車彙整表 

（如表 3-4）。 

※各搭車路線學生名冊，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若內容涉及個人資

料，姓名需隱藏部分名字（例如：王 OO），且該詳細資料僅留於學

校存查備用，不得將詳細個人資料上傳於填報網站，若有上傳導致

個資外洩，法律責任由填報學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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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目六、整修學校社區化活動場所 

補助 
對象 

於 85-91 年度曾獲本計畫補助興建學校社區化活動場所，且符合

指標一-（三）、二-（一）、指標四之一般學校。 

補助 
原則 

本項以補助綜合球場為限，優先補助球場本身主體工程項目，並

於經費額度內，視計畫合理性酌予補助周邊項目經費。 

補助

額度

及基

準 

每校辦理修建工程，最高核定 40 萬元；購置設備，最高核定 20
萬元。 

應檢

附資

料 

（一） 列印線上填報之申請計畫書（包含實施方式、期程），送主

（會）計、校長核章後掃描上傳至填報網站。 
（二） 上傳附件：現況照片（含說明）、詳細工程預算書（應明列

工程項目單價、數量，勿以「工程一式」方式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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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3 學年度教育優先區計畫之指標與補助項目對照表 

註：符合指標一-（一）、一-（二）、一-（三）之學校，均得申請補助項目一及補助項目四。惟

考量經費運用之效益，同時符合補助項目二及補助項目四之學校，擇一申請。 

  

 
          符合標準可申 
          請之補助項目 

 
指標 

一、推展親

職教育活動 

二、補助學

校發展教育

特色 

三、充實學

校基本教學

設備 
（僅限一般

學校且近 3
年未獲本項

補助者） 

四、發展原

住民教育文

化特色及充

實設備器材 

五、補助交

通不便地

區學校租

車費、學生

交通費或

交通車 

六、整修學

校社區化活

動場所 
（僅限一般

學校且 85-
91 年度曾

獲本項補助

者） 

一、原住民學生

比率偏高之

學校 

一-（一） *   *   

一-（二） *   *   

一-（三） *  * *  * 

一-（四） *      

二、低收入戶、

隔代教養、

單（寄）親

家庭、親子

年齡差距

大、新住民

子女之學生

比率偏高之

學校 

二-（一） *     * 

二-（二） *      

二-（三）  *     

三、國中學習弱

勢學生比率

偏高之學校 
三 *  *    

四、中途輟學率

偏高之學校 四 * *    * 

五、離島或偏遠

交通不便之

學校 

五-（一） * *   *  

五-（二） * *   *  

五-（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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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13 學年度教育優先區計畫之補助項目基準表 

 

補助項目 核      定      基      準 備  註 

一、推展親職 
     教育活動 

最高核定 8 萬元；其中辦理親職教育活動，最高核定 3 萬

元，每場最高核定 1.5 萬元。 

 

二、補助學校發 
     展教育特色 

12 班（含）以下學校每校最高核定 10 萬元。 
13 班（含）以上者，每校最高核定 20 萬元。 
分校分班最高核定 8 萬元。 

 

三、充實學校基 
     本教學設備 

6 班（含）以下每

校最高 10 萬元。 
7 至 12 班每校最

高 15 萬元。 
13 班（含）以上每

校最高 20 萬元。 

1. 僅限一般

學校且近 3
年未獲本項

補助者。 
2. 本補助項

目經費需求，

應由學校各

課程領域小

組充分討論

後填報。 

四、發展原住民教 
    育文化特色及 
    充實設備器材 

全校學生人數在 100 人（含）以下，最高核定 15 萬元。 
全校學生人數超過 100 人之學校，最高核定 30 萬元。 
分校分班最高核定 10 萬元。 

全校學生人

數超過 100
人之學校，以

申請 2 項特

色為原則。 

五、 補助交通不

便地區學校

租車費、學生

交通費或交     
通車 

租車費 學生交通費 購置交通車 
（限汰舊換新） 

 

搭車人數 26 人以上

最高核定 50 萬元；

搭車人數 10-25 人最

高核定 31 萬元；搭

車人數9人以下最高

核定 17 萬元。 

非住宿生每生每

年最高核定 1 萬

2,000 元，住宿生

每生每年最高核

定 2,400 元，核實

補助，最高依租車

費標準為限。 

補助購置乘人汽

車座位22人以上

每輛最高核定

422 萬元；座位

10-21 人每輛最

高核定 276 萬

元；座位 9 人以

下每輛最高核定

154 萬元。 

六、整修學校社區 
  化活動場所 

綜合球場 僅限一般學

校 且 85-91
年度曾獲本

項補助者。 修建 40 萬元。 設備 2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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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權責分工及作業期程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 學年度教育優先區計畫作業期程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 

1. 113 年 2 月底前，召開相關會議，完成教育優先區手冊修訂，並函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轉知各校。 

2. 113 年 3 月 10 日前，辦理分區（北、中、南、東）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說明會及審查共識營。 

 

二 
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 
113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 113 學年度計畫說明會。 

 

三 各國民中、小學 
113 年 4 月 2 日至 113 年 4 月 22 日，線上填報作業。 

（學校申請作業流程詳見 P.30） 

 

四 
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 

1. 113 年 4 月 30 日至 113 年 5 月 13 日，線上預審作業。 

2. 113 年 5 月 14 日至 113 年 5 月 20 日，完成線上初審作業。 

（縣市審查作業流程詳見 P.31） 

 

五 

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 
 

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 
 

各國民中、小學 

1. 113 年 5 月 24 日至 113 年 6 月 14 日，完成線上複審作業。 
2. 本署依據複審結果核定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補助經費，並請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轉知學校上網檢視核定結果。 
3. 學校依核定結果及委員審查意見於本署核定公文日期三週內，線上

完成修正計畫申請書（含經費表）並重新列印，再經校長核章後掃

描上傳至填報網站，並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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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 

至填報網站確認所屬申請學校全數上傳修正後計畫，及列印「各校修

正後計畫上傳校數統計表」，經首長核章後掣據函報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請領第 1 期經費。 

 

七 

各國民中、小學 
 

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 

1. 執行期程：113 年 8 月 1 日至 114 年 7 月 31 日。 

2. 本計畫經費應按計畫執行；倘有經費調整之需求，除涉及一級用途

別經費互相流用、指定經費項目變更、補助比率變更或補助金額變

更等情事，應報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核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同意外，餘經費調整事項，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循內

部程序本權責妥處。（注意：若需調整網站經費項目，請副知本計

畫工作小組核定同意函） 

3. 辦理本計畫核定之各項工程、設備購置、各項活動，請確實依相關

規定請（付）款。 

4.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督促所屬學校定期至填報網站填寫「經

費核結」及「辦理成果」。 

5. 114 年 8 月 31 日前，學校應繳交成果報告，並至填報網站列印「學

校經費核結表」，經校長核章後函送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經

費核結，如有餘款，應依規定繳回。 

6. 114 年 9 月 30 日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彙整各校所繳交之成

果報告，並至填報網站列印「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捐）助

經費收支結算表」、「各補助項目經費核結總表」及「各校各補助項

目經費核結一覽表」，經首長核章後函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並副知本計畫工作小組）辦理經費核結。 

 

八 
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 
輔導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積極推動、落實計畫之執行。 

 
 
 
 
 
 
 
 

24



伍、 效益評估 

一、 各學校除應依本計畫指定期限，上網填報本計畫之經費核結與

辦理成果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增加學校定期填報次數

及期限，以檢視學校執行成果。 
二、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視需求辦理教育優先區計畫相關訪視活

動或分享會議等，針對各補助項目之執行效益，進行相關評估。 

陸、 未來展望 

    本計畫的推動，係本諸「教育機會均等」之理想與「社會公平正

義」之精神，針對文化資源不利地區及學習弱勢族群，擬訂適當的教

育支援策略，提供「積極差別待遇」補助，以整體提升文化資源不利

地區之教育水準為計畫目標。因此，本計畫的推動，正顯示我國國民

教育政策，已朝向「精緻、卓越、均等、正義」的理想境界邁進。  

    教育理想目標是政府與人民所共同追求的，惟教育策略與方法卻

是多元而富有彈性，教育部秉承「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精神，致

力於「教育均等、教育正義」目標的實現，除積極爭取國民教育經費

之編列外，更關注於教育資源的合理分配，有效發揮經費補助的實質

效益，希望每一分錢、每一分努力都有助於學生的學習與成長，使本

計畫有助教育環境的改善與學習效果的提升。展望未來國民教育的發

展，面對教育多元化、自由化的趨勢，本計畫將朝向六大方向邁進： 
一、 積極充實文化不利地區之教育內涵。 
二、 積極提升文化不利地區之教育水準。 
三、 積極整合教育優先區的多元化資源。 
四、 提供積極差別待遇之教育支援策略。 
五、 提升相對弱勢兒童之基本學習能力。 
六、 逐年調整教育優先區計畫實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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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申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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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指標界定填報與補助項目網路填報申請注意事項 

一、 召開說明會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召開說明會，將指標界定標準、補助

項目內涵及網路填報操作方式（請參考網站上之操作手冊）等詳加說

明。 
二、 操作人員設定 
（一）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指定國教科（課）或主管業務單

位人員負責本計畫填報及審查作業。 
（二） 各學校應指定處室主管一人負責彙整本計畫各項資料，並上

網統一填報。 
（三） 前項人員第一次登入時，應填寫負責人員之基本資料，以利

各項聯繫工作。 
三、 指標界定填報 
（一） 全校學生人數與班級數 

    各公立國民中小學（含高中附設國中、小及分校、分班）

之全校學生人數與班級數，由當年度 1 月教育部統計處公告

資料匯入。 
（二） 目標學生資料：進入申請網站後，將有下列 2 種判定方式： 

1. 【採匯入近 3 年補助項目資料之判定方式】：近 3 年符

合該補助項目且曾提出申請之學校，系統會自動匯入可

申請之補助項目，則不需重新填寫目標學生資料。若學

校要延續以往申請之補助項目，請點選此方式進行申請。 
2. 【採重新填報指標界定內容之判定方式】：針對「新設

校」、「近 3 年未申請補助之學校」或「要改變系統匯入

可申請之補助項目」，請點選此方式進行申請： 
（1） 各校務必依指標界定標準所須資料，依網路指引填

入各項資料。 
（2） 學校填報之指標界定資料，不得浮報或捏造事實，

且填寫完畢後，於網站上列印「學校指標界定紀錄

表」，經校長核章後，轉成電子檔案上傳至填報網

站。 
【請注意：上開兩者判定方式經點選後不可再改變，請學校

審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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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校申請作業：分班、分校統一由本校統籌申請。 

（一） 符合該補助項目申請資格之學校，應核實檢討其確有「需要

性」及「急迫性」，參照各補助項目之內涵，視學校條件及需

求，召開學校相關人員會議，充分討論後，線上填報並列印

申請計畫書【內容包含現況/問題分析或計畫目標（200 字）、

辦理/執行方式（1,000 字）、預期效益（150 字）及經費申請

表】，送主（會）計及校長核章後，掃描上傳填報網站，即完

成該補助項目申請。 

（二） 符合該補助項目申請資格之學校，倘經學校校長確認放棄申

請補助者，請於線上點選「不申請」，送出後即結束該補助項

目之申請作業。 

（三） 新設校及近 3 年未申請之學校，需重新填寫目標學生資料，

若經系統判別無法申請任何補助項目者，列印「學校指標界

定紀錄表」經校長核章後，掃描上傳填報網站，即完成填報

作業。 

（四）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若內容涉及個人資料（例如：姓名、

身分證字號、生日、聯絡方式…等），請勿書寫於實施計畫書

內；倘若有其需求，需隱藏部分文字（例如：王 OO），且該

詳細資料僅留於學校存查備用，不得將詳細個人資料上傳於

填報網站，若有上傳導致個資外洩，法律責任由填報學校負

責。 

五、 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 

（一）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負責本專案人員，於審查期間前，

應上網填寫審查人員資料，並完成審查權限設定。 

（二）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邀集學者專家或經驗豐富之教育

人員組成審查小組，協助審查轄內各國民中、小學的補助項

目申請計畫並填寫審查意見，得視需要實地勘查，且依各直

轄市、縣（市）之地區整體條件，考量各校計畫之急迫性、

優先性及妥適性予以審慎查核。 

（三）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負責本專案人員應於初審期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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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學校申請補助之審查，並上網列印【初審結果表】，經首

長核章後掃描上傳，方能進入複審作業。 

（四） 如有申請購置交通車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需額外

檢附【縣市各國中小現有交通車彙整表】，並提供申請購置

交通車之學校「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編列交通車相

關經費之同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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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填報申請及審查作業流程 

一、 各校填報作業流程（113 年 4 月 2 日至 4 月 22 日） 

 

否 
是 

 

申請教育優先區計畫 

【採重新填報指標界定內容之判定方式】： 

「新設校」、「近 3年未申請補助之學校」

或「要改變系統匯入可申請之補助項目」 

【採匯入近 3 年補助項目資料之判定方式】：

近 3年符合該補助項目且曾提出申請之學校 

填寫指標資料 

學校確認填報指標資料是否

正確 

系統依學校填報指標資料顯示學校符合

之指標及可申請補助項目 

列印【學校指標界定紀錄表】送校長核

章後掃描上傳填報網站，紙本留校備查 

確認系統匯入之資料 

回上一頁修

正指標資料 

學校依系統顯示之申請補助項目填報申請計畫書 

是 

 

學校確認填報補助資料是否正確 

列印申請【各補助項目申請計畫書】送主（會）計、校長核章後掃

描上傳填報網站，並上傳檢附相關表件，其紙本留校備查 

學校申請作業完成 

回前一頁修正申請補助資料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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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縣市審查作業流程

1. 審查人員檢視學校各補助項目申請計畫

書，初核補助金額，並填寫審查意見或核

減理由。 

2. 審查狀況為「退回修正」，教育局（處）承

辦人需通知學校於預審期間內完成修改。 

3. 學校依審查意見修改申請計畫書，再次列

印核章掃描上傳。 

4. 審查人員再次審查，確認學校申請計畫書

已修正完畢。 

承辦人員於審查期間前，依分配之帳號

填列審查人員名單及審查權限 

確認所有學校填報皆填報完成並檢視各

校申請結果 

審查人員依所分配之項目逐校開始進行

審查 

預審期間 
（113 年 4月 30日至 5月 13日） 

可退回通知學校修改及補件 
 

完成審查作業 

初審期間 

（113年 5月 14日至 5月 20 日） 

不可退回修改及補件 
 

1. 針對審查狀況為「退回修正」或「待審查」

之學校，於初審期間內仍可繼續審查。 

2. 承辦人員及審查人員須檢視所有學校皆

已審畢，確認資料無誤。 

3. 承辦人員須點選「確認送出初審結果」按

鈕後，下載「初審結果表」，送首長核章後

掃描上傳，方能進入複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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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學校及直轄市、縣

（市）政府申請填用

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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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填用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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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學年度教育優先區計畫 

個案家庭輔導方案暨訪視紀錄表 

學 校 名 稱  

受 訪 學 生 代 號  

個
案
家
庭
輔
導
方
案 

項    目 說        明 

個案問題概述與

探討： 
目前主要問題概述

及探討可能引發問

題之成因。 

 

輔導策略： 
針對前揭引發問題

成因，研擬有效之

訪視輔導策略。 

 

預期效益： 
研訂預計能達成的

成效。 

 

個
案
家
庭
輔
導
訪
視
紀
錄 

實際執行情形

與成效： 
家庭輔導訪視過程

與達成目標之敘述 

第一次訪視 第二次訪視 

  

執行成效檢討

與分析： 
檢討訪視達成的效

益，並分析利弊得

失。 

  

訪視者簽名   

訪視日期時間 
__年__月__日 

__時__分~__時__分 

__年__月__日 

__時__分~__時__分 

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備註 

（1）本表應依申請補助個案數量逐案填寫。 
（2）為符應地方需求，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或學校得參照本補助項目補助原則，

自行設計表格或文件使用。 
（3）撰寫內容請勿出現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全名，並留意勿逾越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 

 

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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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年級 搭車學生姓名 戶籍地是否在學區內

1 五 王○○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請注意：1.新生如需交通接送，若有明確新生名單請填列；若新生名單尚未確定請以預估人數方式處理。

        2.為維護個人資料安全，請寫出搭車學生戶籍地之村或里名稱，姓名僅顯示姓氏，名字則以○○表示，不得顯示全名，

          例如：王○○。詳細名冊僅留於學校存查備用。

備註：預估新生人數         人。

戶籍地之村、里名稱

臺中市和平區梨山里

表3-2 　（學校填報）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學年度教育優先區計畫補助項目申請表

（五）補助交通不便地區學校租車費、學生交通費或交通車-各搭車路線學生名冊

學校名稱           縣（市）                 鄉鎮市區                         國民            學

學校類型：□一般  □非山非市  □偏遠  □特偏  □極偏

搭車路線戶籍地與學校距離（公尺）

5400 福壽山農場<-->梨山國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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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使用年數 堪用/不堪用

   □ 15年以上

   □ 10-14年

   □ 未滿10年

  □ 堪  用

  □ 不堪用

   □ 15年以上

   □ 10-14年

   □ 未滿10年

  □ 堪  用

  □ 不堪用

   □ 15年以上

   □ 10-14年

   □ 未滿10年

  □ 堪  用

  □ 不堪用

   □ 15年以上

   □ 10-14年

   □ 未滿10年

  □ 堪  用

  □ 不堪用

   □ 15年以上

   □ 10-14年

   □ 未滿10年

  □ 堪  用

  □ 不堪用

（學校填報）

車牌號碼

學校代碼：

表3-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學年度教育優先區計畫補助項目申請表

學校現有交通車調查表

學校名稱：               　縣（市）                   國民      學

乘客數

（座）

購　置　經　費

（元）
備註

實際搭

乘人數

※依據教育部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第一類學生交通車之車齡，不得逾出廠十年；第二類學生交通車之車齡，不得逾出廠十五年。

  （第一類：載運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國民小學學生者。第二類：載運國民中學、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者。）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編號
廠　牌

類　型

購　置

日　期
經費來源

排氣量

 （c.c.）

行駛里程

（ｋｍ）

目前車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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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直轄市、縣（市）政

府 

填用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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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使用年數 堪用/不堪用

  □ 15年以上

  □ 10-14年

  □ 未滿10年

  □ 堪  用

  □ 不堪用

  □ 15年以上

  □ 10-14年

  □ 未滿10年

  □ 堪  用

  □ 不堪用

  □ 15年以上

  □ 10-14年

  □ 未滿10年

  □ 堪  用

  □ 不堪用

  □ 15年以上

  □ 10-14年

  □ 未滿10年

  □ 堪  用

  □ 不堪用

  □ 15年以上

  □ 10-14年

  □ 未滿10年

  □ 堪  用

  □ 不堪用

  □ 15年以上

  □ 10-14年

  □ 未滿10年

  □ 堪  用

  □ 不堪用

乘客數

（座）
購置日期 購置經費（元） 經費來源

目前車況

※依據教育部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第一類學生交通車之車齡，不得逾出廠十年；第二類學生交通車之車齡，不得逾出廠十五年。

（第一類：載運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國民小學學生者。第二類：載運國民中學、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者。）

 （縣市填報）

承辦人：　　　　　 　　　　　                 　科長： 　　                   　　    　    　處(局)長：

表3-4

編號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學年度教育優先區計畫補助項目申請表

縣市各國中小現有交通車彙整表

縣（市）：

車牌號碼 使用學校
行駛里程

（ｋｍ）

實際搭

乘人數
備註廠牌類型

排氣量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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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計畫沿革 
  自 82 年度起，教育部對地方政府國民教育經費的補助核計方式，

採依據各縣市國民中小學之「人事費（教職員數）、學校數及班級數」

占全省總數比例的平均值為核算補助經費額度之標準。此一核算標準，

雖能針對各縣市現階段辦理國民教育所面臨的問題特性，謀求較為合

理公平的經費補助原則，實施多年以後，亦尚能獲得各縣市政府一致

的支持與肯定。但此經費補助方式對於解決城鄉教育差距或某一地區

特有的教育問題而言，顯然仍有所不足，因此，位處偏遠、地理環境

特殊、交通不便、學齡人口逐漸流失、教師流動率過高…等等文化不

利地區的學校，其改善或解決既存問題所需的資源無法充分獲得解決，

致使當地教育水準難以迎頭趕上，而形成所謂「國民教育的暗角」。 

  爰此，教育部於 83 年度補助臺灣省教育廳試辦「教育優先區計

畫」經費八億元，針對具有：「地震震源區或地層滑動區」、「地層下

陷地區」、「山地及離島地區」、「試辦國中技藝教育中心」及「降低班

級人數急需增建教室」等五項指標（特殊問題）之學校予以專款補助，

用以改善師生安全衛生及健全身心發展的教育環境，並充實其教學設

備，期能營造更為合適的教育條件，進而達成適性發展之教育目標。 

  沿承 83 年度教育優先區的試辦經驗，教育部自 85 年度起開始審

慎規劃，擴大辦理「教育優先區計畫」，並擬訂十項教育優先區指標。

此十項指標為：「原住民及低收入戶學生比例偏高之學校」、「離島或

特殊偏遠交通不便之學校」、「隔代教養及單（寄）親家庭等學生比例

偏高之學校」、「中途輟學率偏高之學校」、「國中升學率偏低之學校」、

「青少年行為適應積極輔導地區」、「學齡人口嚴重流失地區」、「教師

流動率及代課教師比例偏高之學校」、「特殊地理條件不利地區」、「教

學基本設備不足之學校」等。至 87 年度止，本計畫第一階段（85－

87 年度）執行完畢，88 年度針對第一階段之計畫內容，參考學術單

位之研究及執行效益訪視評估之結果，並依據本部編列經費額度與既

定之施政目標，整體考量將指標及補助項目予以修訂，刪除「國中升

學率偏低之學校」、「特殊地理條件不利地區」及「教學基本設備不足

之學校」三項指標，保留七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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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年度因受九二一地震影響，部分經費移做震災復建之用，將其

中部分項目停止執行。91 年度彙集各縣市實際執行情形及意見，訂定

修訂原則如下：一、指標界定部分：（一）酌予降低人數及百分比指標

門檻、（二）指標欠明確者予以重新調整界定。二、補助項目部分：依

地方實際需求，將原有八項補助項目，調整為十項補助項目，並訂定

執行優先順序。 

  92 年度降低指標門檻，將外籍配偶子女納入指標界定範圍內，並

刪除「青少年行為適應積極輔導地區」指標，同時新增補助項目「充

實學校基本設備」。 

  93 年度再將「大陸配偶子女」列入指標，同時為貫徹本計畫之精

神，提升弱勢學生之學習競爭力，新增「國中學習弱勢學生比例偏高

之學校」指標項目。 

  94 年度針對「原住民及低收入戶學生比例偏高之學校」指標，將

與原住民屬性不同之「低收入戶學生」抽離，納入「隔代教養、單（寄）

親家庭及親子年齡差距過大及外籍、大陸配偶子女比例偏高之學校」

之指標內。 

  95 年度因外籍、大陸配偶子女已有專案補助，僅小幅修訂，故將

「外籍、大陸配偶子女」部分，自「低收入戶、隔代教養、單（寄）

親家庭及親子年齡差距過大及外籍、大陸配偶子女比例偏高之學校」

之指標中刪除。且因學齡人口減少已為當前之普遍趨勢，因此亦將「學

齡人口嚴重流失之學校」之指標刪除。 

  96 年度在指標方面，未作大幅修正。惟補助項目之「學習輔導」，

經檢討後，發現與本部攜手計畫及課後照顧方案性質相近，因此，予

以整合，力求在公平、公正之原則下，使有限經費發揮最大效益。同

時並增列寒、暑假亦可申請辦理學習輔導，使實施方式更趨靈活；如

遇師資不足得外聘師資或結合社會資源辦理。惟在各縣市受理計畫申

請時，發現學習輔導與攜手計畫整合後，部分ㄧ般地區及都會地區原

住民比率占 40％以上學校，在 95 年度原可申請學習輔導，96 年度優

先區計畫却無法申請，因此，本部在受理申請時，及時予以補救解決。 

    基於上述原因，97 年度遂將一般地區、都會地區納入指標一-（一）

修正為：「一般地區、都會地區、特偏及偏遠地區學校，原住民學生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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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學生總數 40％以上」；另有鑑於新住民子女比率逐年增加，加強

新住民家庭親職教育及發展學校教育特色，提供新住民子女多元學習

機會已刻不容緩，因此將新住民子女納入指標二修正為：低收入戶、

隔代教養、單（寄）親家庭、親子年齡差距過大、新住民子女之學生

比率偏高之學校；在 91 年度以前，本部對偏遠交通不便學校，逐年

所補助購置之交通車，大都已逾使用年限，亟需汰舊換新，另部分學

校因裁併校後學區幅員遼闊，為方便學生上下學，基於學校位處偏遠，

確屬實際需要，增列補助項目九：「補助交通不便地區學校交通車」。 

  98 年度為配合政府提供社區兒童及青少年活動場所之政策，乃

參照 91 年度以前本部曾辦理多年之補助項目「整建學校社區化活動

場所」之內涵，並配合當前需要，重新研修後納入當年度補助項目。 

    99 年度在指標及補助項目內涵方面，因考量民國 101 年將全面

檢討調整，故未作大幅修正。爰依 98 年度訪視結果、各直轄市政府

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與學校建議事項，綜合修正如下：（一）部分指

標因門檻過低，符合申請條件之學校眾多，稀釋補助經費，影響計畫

預期效益，已作適度調整。（二）親職教育之實施略顯僵化，績效不

彰，已檢討由各校因地制宜，擬訂具體活潑多元教育功能之實施計畫

憑核。（三）宿舍修繕及充實設備，將依實際使用情形嚴審核實補助，

對住宿率不高或已不堪修復使用者，應力求改善，以避免設備閒置、

資源浪費情形。（四）「補助交通不便地區學校交通車」、「整建學校社

區化活動場所」等二項計畫，因整體經費考量，其申請條件及內容予

以限縮。 

  100 年度因考量地方行政區域重新劃分、地方制度法第 81 條及

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改及本計畫預算大幅短少之情形，爰委託國立臺中

教育大學進行「101 年度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評估指標、補助項目及

成效評估之研究」。100 年度暫維持原計畫內容，惟補助項目四、修繕

離島或偏遠地區師生宿舍，補助項目五、開辦國小附設幼稚園，補助

項目六、充實學校基本教學設備，補助項目七、充實學童午餐設施等

項暫不予補助；補助項目十、整修學校社區化活動場所，僅補助綜合

球場。 

  101 年度「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指標六項維持不變，補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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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刪除開辦國小附設幼稚園與充實學童午餐設施等二項；另外，為了

簡化申請作業程序，101 年度建立網路線上填報審核系統。 

  102 年度將原「補助項目二、補助原住民及離島地區學校辦理學

生學習輔導」併入國民中小學學生補救教學方案辦理，各指標予以保

留。並繼續採線上填報及審核作業，以符應節能減碳、提高行政效率

政策。 

    103年度將補助項目一：推展親職教育活動經費總額最高7萬元。

【其中辦理親職教育活動（含講座），最高補助 2 萬元】改為「最高

補助 2 場，每場 1 萬元，共 2 萬元」。補助項目五：發展原住民教育

文化特色及充實設備器材。原為：「100 人（含）以下，最高補助 12

萬元；超過 100 人，最高補助 25 萬元；分校分班最高補助 10 萬元。」

改為「分校分班最高補助 8 萬元。」備註部分新增說明文字：發展原

住民教育文化特色限一至二項。 

    104 年度因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故增加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做為

補助參考指標及內容，指標三：國中學習弱勢學生比率偏高之學校。

指標界定為：該校前一學年度參加國中教育會考任兩科成績列「待加

強」之學生人數占全校參加國中教育會考總人數比率達 50%以上者。

補助項目二「補助學校發展特色」、補助項目五「發展原住民教育文

化特色及充實設備器材」，改為得一次申請三年計畫，以使學校特色

發展得以延續。 

    105 年度除沿用線上填報審查系統外，並改以前一年 9 月 30 日

為基準日，匯入學校師生資料作為指標審核依據，以簡化學校填報流

程。 

    106 年度起因資料庫建立所需，承辦學校需重新填報學校師生資

料，以利申請作業程序遂行。另補助項目三：修繕離島或偏遠地區師

生宿舍，因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已頒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補助改善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宿舍作業要點」，故予以刪除本項補

助項目，連動影響之指標六：教師流動率及代理教師比率偏高之學校

亦隨之刪除。 

    符合指標界定一-（一）、一-（二）、一-（三）者，可依規定申請

補助項目一、三、四、六。惟同時符合補助項目二各指標之學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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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補助項目二「補助學校發展教育特色」及補助項目四「發展原住民

教育特色及充實設備器材」擇一申請。 

107 年度考量部分非屬上開宿舍作業要點補助對象，但符合原補

助項目「修繕離島或偏遠地區師生宿舍」指標之學校，無法申請學校

宿舍相關補助。基此，恢復「修繕離島或偏遠地區師生宿舍」（項次改

列為補助項目七）補助項目，惟若符合依「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校長

暨教師資格標準」或「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認定之偏遠地區學校，

仍依上開宿舍作業要點申請補助，不得透過教育優先區計畫管道申請，

以避免經費重複補助。此外配合教育行動區試辦計畫，教育優先區計

畫做下列調整：（一）學校申請教育行動區試辦計畫經審核通過，即

不可再申請教育優先區計畫之補助。（二）因教育行動區試辦計畫期

程為二年，故將補助項目二「補助學校發展特色」、補助項目四「發展

原住民教育文化特色及充實設備器材」，改為一次申請二年計畫，以

使學校特色發展得以延續，並與教育行動區試辦計畫期程相符。 

108年度配合教育部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與偏遠地區學校

分級及認定標準修正「指標一：原住民學生比率偏高之學校」指標界

定文字內容為：偏遠地區學校原住民學生合計占全校學生總數 40%以

上；非山非市學校原住民學生合計占全校學生總數 20%以上；一般學

校原住民學生合計占全校學生總數 15%以上。此外因應各學校屢次反

映補助經費不足額之問題，為符應教育實務現場之需求，本年度調整

部分補助項目之執行期間與補助額度如下：（一）補助項目一執行期

程延長至 109 年 1 月 31 日，活動經費總額最高 8 萬元【其中辦理親

職教育活動（含講座），最高補助 3 萬元，每場最高補助 1.5 萬元】。

（二）補助項目二經費調整，改為「12 班（含）以下每校每年最高補

助 10 萬元，13 班（含）以上者最高補助 20 萬元，分班分校則為 8 萬

元」。（三）補助項目四經費亦調整為「全校學生人數 100 人（含）以

下，最高補助 15 萬元；超過 100 人之學校，最高補助 30 萬元（但以

申請兩項特色為原則）；分校分班則為 10 萬元」。（四）補助項目五之

補助購置交通車則修正為「補助購置乘人汽車座位 9 人以下每輛最高

補助 100 萬元，10-21 人為 276 萬元，22 人以上最高可補助 422 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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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下學期暨 109 學年度配合教育部補助偏遠地區學校及

非山非市學校教育經費作業要點並整合教育資源，調整及刪除下列項

目：（一）調整補助項目三「充實學校基本教學設備」、補助項目六「整

修學校社區化活動場所」，僅限一般學校申請。（二）刪除補助項目七

「修繕離島或偏遠地區師生宿舍」及指標六「教師流動率及代理教師

比率偏高之學校」。 

考量偏鄉補助以學年度為主要方式辦理，本計畫由「年度」改為

「學年度」，故補助項目一、補助項目二、補助項目四、補助項目五

之補助臨時性租車經費與補助交通費的執行期程皆自 109 年 2 月 1 日

起至 110 年 7 月 31 日止，其補助額度隨之調整為原來的 1.5 倍。惟

下列補助項目與執行期程部分維持原規範：（一）補助項目三須於 109

年 8 月 31 日前辦理完成，經費調整為「6 班（含）以下每校最高 15

萬元；7-12 班每校最高 22.5 萬元；13 班（含）以上每校最高 30 萬

元」。（二）補助項目五之補助購置交通車須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前辦

理完成，經費維持原補助額度「補助購置乘人汽車座位 9 人以下每輛

最高補助 100 萬元，10-21 人為 276 萬元，22 人以上最高可補助 422

萬元」。（三）補助項目六須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前辦理完成，經費維

持原補助額度「綜合球場：修建 40 萬元、設備器材 20 萬元」。 

110 學年度，計畫執行期程為 110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7 月 31

日止，補助金額恢復為 1 年的補助額度上限。另部分指標及補助項目

做以下調整：（一）指標五之申請說明新增『符合指標五-（二）且曾

獲補助項目五「補助交通不便地區學校交通車」購置交通車經費之學

校，倘學校類型改變，仍得繼續申請交通車汰舊換新經費』，確保學

校不會因學校類型的改變而無法申請交通車汰舊換新。（二）補助項

目五之租車費補助額度調整為「搭車人數 9 人以下最高補助 17 萬元、

搭車人數 10-25 人最高補助 31 萬元、搭車人數 26 人以上最高補助 50

萬元」。（三） 補助項目六「整修學校社區化活動場所」考量自 105 年

度起以補助綜合球場為限，故更正名稱為「整修學校綜合球場」。 

此外，110 學年度為簡化填報與審查作業流程，做以下調整：（一）

全校學生人數與班級數由教育部統計處公告資料匯入（統計基準日為

每年 9 月 30 日）。（二）近 3 年符合該補助項目且曾提出申請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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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系統自動匯入可申請之補助項目，各校若要延續以往申請之補助項

目，則直接進入申請；若要改變申請補助項目或近 3 年未申請之學校，

請循程序重新提出申請，先填寫目標學生資料，再由系統判定可申請

之補助項目目。（三）採線上填報各補助項目申請計畫書，另分校、

分班統一由本校統籌申請。（四）僅補助項目二及補助項目四維持複

審機制，其餘補助項目依地方政府初審金額逕予補助。（五）刪除複

審結果說明會。 

111 學年度除沿用 110 學年度簡化填報與審查作業流程外，僅調

整各補助項目之補助原則、補助額度及基準的文字內容，以利學校與

審查委員知悉相關規範。 

112 學年度，為利教育部國民及學前署網站管理及降低資安風險，

本計畫之「教育優先區計畫網路填報審查系統」業於 111 年 7 月 6 日

起整併至「教育部補助學校教育經費統合網站」（以下簡稱統合網站），

未來本計畫相關申請、審查及核結等作業，改由至統合網站辦理。 

113 學年度考量補助項目五之購置交通車汰舊換新年限與「學生

交通車管理辦法」規定衝突，導致學校汰舊換新交通車期間會有空窗

期無法接送學生上下學，故調整補助原則文字內容，開放學校可提早

一年提出申請；並配合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之「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

表」，調整補助項目五之補助購置交通車額度及基準，修正為「補助

購置乘人汽車座位 9 人以下每輛最高核定 154 萬元」。其餘延續 112

學年度之補助對象及審查方式賡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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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_____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辦理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 學年度教育優先區計畫說明會範例 

壹、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 學年度教育優先區計畫 

貳、計畫目標： 

一、協助各校掌握教育優先區計畫之精神與價值，並完成相關之行政作業 

二、提升各校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 學年度教育優先區計畫之了解，增

進申請作業效能與效率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OOO 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三、承辦單位：______ 

肆、辦理時間： 

伍、研習地點：  

陸、辦理對象：本府所屬各公立國民中、小學校長或承辦教育優先區主任，至少一人。 

柒、說明會流程與內容：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主講 備註 

09:00-09:20 報到 OOO 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09:20-10:20 
教育優先區計畫 
精神與內涵說明 

OOO 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承辦人或初審委員  

10:20-11:10 填報網站操作說明 OOO 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承辦人或初審委員  

11:10-11:20 休息   

11:20-12:00 綜合座談與討論 OOO 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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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 
單位：新臺幣元/月 

服 務 地 區 
山 僻 地 區 

離 島 地 區 
偏  遠  地  區 高  山  地  區 

級 別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支 給 對 象 

服務於山地或平地

偏遠地區，由服務處

所至最近公共汽車

招呼站或火車站須

步行路程，山地地區

未滿15公里者或平

地偏遠地區在5公里

以上而未滿15公里

者。 

服務於山地或平

地偏遠地區，由

服務處所至最近

公共汽車招呼站

或火車站須步行

路程，在15公里

以上而未滿  35

公里者。 

服務於山地或平

地偏遠地區，由

服務處所至最近

公共汽車招呼站

或火車站須步行

路程，在35公里

以上者。 

服 務 於 海 拔

1,000 公 尺 至

2,000 公尺地區

之人員。 

服 務 於 海 拔

2,001 公 尺 至

2,500 公尺地區

之人員。 

服 務 於 海 拔

2,501 公 尺 至

3,000 公尺地區

之人員。 

服 務 於 海 拔

3,001 公尺以上

地區之人員（中

央氣象局玉山氣

象站）。 

服務於馬公、湖西、白

沙、西嶼（漁翁島）、

小門、龜山島、琉球鄉

等離島地區之人員。 

服務於虎井、桶盤、吉

貝、鳥嶼、望安、七美、

將軍澳、綠島、蘭嶼等

離島地區之人員。 

服務於東沙、南沙、彭

佳嶼、目斗嶼、大小金

門、馬祖、東引島、烏

坵嶼、東椗島、北椗

島、東莒島、員貝、大

倉、東吉、花嶼、東嶼

坪、西嶼坪等離島地

區之人員。 

基 本 數 額 3,090 4,120 6,180 1,030 2,060 4,120 8,240 7,700 8,730 9,790 

年資加成（服務

山僻、離島地區

年資加成，每服

務滿 1 年按俸額

加2％計給，最高

以右列比率為

限） 

10% 20% 30% 10% 10% 20% 30% 10% 20% 30% 

附 則 

1. 本表依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 13 條及教師待遇條例第 16 條規定訂定。 

2. 本表支給對象以各機關、學校編制內員工；或依業務需要經設置固定派出辦公場所，

並實際長期派駐在本表各地區辦公達 1 個月以上之編制內員工為限。 

3. 本表各地區之基本數額僅能擇一支給，惟山僻地區之偏遠地區與高山地區競合時，

其基本數額得合併支給，但年資加成部分，僅能擇優支給；另改支後基本數額如有

差額，准予補足。 

4. 本表自 79 年 7 月 1 日起算，每服務當地時間滿 1 年，按俸額加 2%計給，最高以本

表所列各級最高比率為限；其服務於本表各山僻、離島地區之年資得合併採計。 

5. 本表山僻地區之偏遠地區支給對象所稱「山地地區」者，係以新北市烏來區、宜蘭

縣大同鄉、南澳鄉、桃園市復興區、新竹縣尖石鄉、五峰鄉、苗栗縣泰安鄉、臺中

市和平區、南投縣信義鄉、仁愛鄉、嘉義縣阿里山鄉、高雄市茂林區、桃源區、那 

瑪夏區、屏東縣三地門鄉、霧臺鄉、瑪家鄉、泰武鄉、來義鄉、春日鄉、獅子鄉、牡丹鄉、臺東

縣延平鄉、海端鄉、達仁鄉、金峰鄉、蘭嶼鄉、花蓮縣秀林鄉、萬榮鄉、卓溪鄉等 30 個臺灣地

區原住民山地鄉（區）為限。 

6. 花蓮、台東地區人員原支東台加給每月 630 元，予以凍結，爾後不再調整。已支山僻地區、離島

地區基本數額及年資加成者，不得再支給東台加給。 

7. 表列基本數額係視服務處所之地理環境、交通狀況、艱苦程度及經濟條件等因素訂定。 

8. 地方政府得就本表規定或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合理化調整方案（以下簡稱合理化方案）

擇一適用。適用合理化方案者，該地方政府所屬機關學校及其固定派出辦公處所之地域加給應依

該方案所定級別及數額覈實支給；中央二級以上機關同意其於地方政府行政轄區內之所屬機關

學校及其固定派出辦公處所，與地方政府一併依合理化方案辦理者，亦同。 

9. 本表自 112 年 5 月 1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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