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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的中小學教師培育專業化歷程，包括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實習、在

職教師專業發展三個階段，為培養新時代「終身學習的教師」具備「教育愛」，

持續成長的「專業力」，以及擁有面對新時代挑戰的「未來力」，教育部（2021）

修正發布「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界定「教師專業素養」係指一位教師

勝任其教學工作，符應教育需求，在博雅知識基礎上應具備任教學科專門知識、

教育專業知能、實踐能力與專業態度。五項教師專業素養分別是「了解教育發展

的理念與實務」、「了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規劃適切的課程、教

學及多元評量」、「建立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倫理」，

十七項專業素養指標之一「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

知能，以進行教學」，即特別標示「學科教學知能」（pedagogical content knowing, 

以下簡稱 PCKg）為教師專業素養的重要指標之一，顯現師資生要強化 PCKg，

以勝任在實習學校或未來教師的教學工作。 

我國師資培育教育實習制度歷經三次變革，舊制教育實習辦法在 2003 年之

前是實習教師須跟隨實習輔導教師一年全時間教育實習，實習期間自當年七月一

日起至翌年六月三十日止。但自 2003 年之後，教育實習改為內含到「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中，準教師取得畢業學歷文憑後，才進入學校現場進行半年全時間實

習。因應 2017 年《師資培育法》調整先考試後實習，教育部自 2018 年開始推動

實施新制教育實習制度，在教學實習、導師實習、行政實習、研習活動、成績評

定等有明確的專業要求，教育實習成績成為取得教師證書的重要依據（教育部，

2019）。然而，新制教學實習歷程與教學演示能否精進師資生的專業教學能力？

這是師生共同關注和值得探究的議題。 

筆者於大學長期擔任領域教材教法授課，每年帶領師資生至國中教學現場進

行教學見習，近年帶領跨系所師資生到日本（2017 年）、馬來西亞（2018 年）進

行二星期的實地教育見習，曾擔任大學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處長職務（2018 至

2021 年三年），在教育見習與教學演示關注師資生如何學習教學。本文從素養導

向教學的視角，先分析新制教育實習的變革；其次，探討 PCKg 與素養導向教學

之關聯性；再者，分析一位師資生在國中國文課堂教學演示 PCKg 教學能力的表

現示例；最後，提出發展和強化師資生 PCKg 專業素養的三點具體建議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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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制教育實習變革的內涵與議題 

依據《師資培育法》之規定，教育部（2018a）發布「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

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開始推動實施「新制教育實習」制度，界定「實

習學生」係指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修習半年全時教育實習之學生。同時明訂教育

實習機構之條件與選擇、實習學生在各種實習項目之時數（參見表 1），確保以代

理年資抵免教育實習之品質、輔導與成績評定、實習輔導教師與實習指導教師之

資格條件等多方面進行變革。 

表 1 臺灣新制/舊制教育實習在四種實習項目規定對照表 

實習項目 
新制教育實習 

（先教師資格考試，後實習） 

舊制教育實習 

（先實習，後教檢） 

教學實習 

以循序漸進為原則；開學後第1週至第3週

以見習為主，第4週起進行上臺教學。教學

節數如下： 

1. 高級中等學校：應為專任教師基本教學

節數1/6以上，但不得超過1/2。 

2. 國小及國中：應為專任教師授課節數1/6

以上，但不得超過1/2。 

開學後前3週以見習為主，第

4週起實習學生每週教學實習

節數： 

1. 中等學校：不得超過編制

內合格專任教師基本授課

節數之1/2。 

2. 國小：不得超過12節。 

導師實習 

以班級經營、輔導學生及親師溝通為主，且

以寒、暑假以外學期期間，每週三個半日為

原則。 

未明確規範 

行政實習 

以認識、協助學校行政事務及全校性活動

為主，並以於寒、暑假期間實施為原則；

於學期期間實施者， 

每週以4小時為原則。 

除教學實習時間外，應全程

參與教育實習機構之各項教

育活動。開學上課期間行政

實習每週以不超過1日為原

則。 

研習活動 

以參加校內、外教學、班級經營、學生輔

導、教育政策及精進專業知能之研習活動

為主；參加時數，總計應至少10小時。 

未明確規範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2018a）。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 

新制教育實習能增進師資生的 PCKg 嗎？新制在「教育實習成績評定」之

「教學演示」項目，規定「由實習指導教師、實習輔導教師及具三年以上教學經

驗之編制內專任教師或退休教師共同評定。」楊婉琳、鍾宜君（2021）採批判教

育學觀點，訪談六位在國中、高中、高職的實習教師存在的實習困境，研究發現：

實習教師角色定位模糊、缺乏實權；師徒制下與實習輔導教師理念迥異，選擇迎

合固有思維，恐難成為具有批判覺醒、轉化改造能力的未來教師；行政實習勞務

過多，成為沒有發聲權的廉價勞工；實習場域的人際互動困擾等。但黄嘉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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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瀅（2021）的量化實徵研究，蒐集利害關係人實習學生 330 份、實習輔導教師

255 份、實習指導教師 41 份問卷後，進行統計分析，研究發現在表現評量任務

設計上，能精進實習學生專業教學能力，但任務表單的設計仍有調整的空間；在

表現評量方法上，能讓評量實習學生表現更為客觀與具有共識。綜上可知，新制

教育實習對於增進實習學生專業教學能力之研究結果未盡相同，需要有更多元理

論觀點、方法進行證據導向的探究。 

三、PCKg與素養導向教學之關聯性 

「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作為教師專業素

養的關鍵概念，溯源自Shulman（1986）從認知發展理論為論述基礎，提出PCK

是為了教學目的而生的教材內容知識，具高度情境脈絡性，屬於內容知識的特殊

形式，每當教學目標、課程知識、學習者的特質等有所改變時，選擇的教學活動

任務也跟著變動，體現出內容知識最適合教學的「複雜性」、「可教性」與「動

態性」的觀點。 

Cochran, DeRuiter和King（1993）從建構主義觀點提出「學科教學知能」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ing, PCKg）概念，PCKg是由教師主動建構的知識，包

含「課程與教學知識」（knowledge of Pedagogy）、「學科內容知識」（knowledge 

of subject matter）、「學習者知識」（knowledge of students）、「環境脈絡知識」

（knowledge of environmental contexts）等四種知識的交互性理解，參見圖1。 

 

圖1 教師培育架構的PCKg發展模式 
資料來源：Cochran, K. F., DeRuiter, J. A., & King, R. A.（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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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1可知，在師資培育過程中，內圈的PCKg整合四種知識的範圍有所不同，

沒有教學經驗的準教師（prospective teachers）粗淺認識，初任教師比較關注學科

內容知識，專家教師透則過反思的循環修正歷程，融會貫通PCKg的四種知識並

內化為實踐智慧。 

筆者發現PCKg整合四種內涵，對照教育部（2014）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推動「素養導向教學」的四項基本原則：（一）整合知識、

技能與態度；（二）營造脈絡化的情境學習；（三）重視學習歷程、學習方法及策

略（學會學習）；（四）強調在真實生活中實踐力行的表現。二者有異曲同工之妙，

參見表2所示。 

表2 教師專業素養與師資生的「學科教學知能」（PCKg）對照表 

素養導向教學 教學設計 學科教學知能 PCKg 內涵 

整合知識、技能與

態度 
學習目標 學科內容知識 特定學科內容所蘊含的知識。 

營造脈絡化的 

情境學習 
學習內容 環境脈絡知識 

教學情境的了解與掌握，包括教室情

境、學校文化與行政運作、家長與社

區文化等。 

重視學習歷程、方

法與策略 
學習表現 學習者知識 

學習者身心發展、學習能力、學習經

驗等所理解的知識。 

強調實踐力行的

表現 
表現任務 課程與教學知識 

課程目的、架構與教材的理解，以及

班級經營、教學原理、教學方法與策

略、學習方法與策略等教學知識的掌

握。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從表2可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推動實施的素養導向教學基本

原則，可做為PCKg四種知識內涵整合模式的教學設計，並據以檢視師資生在教

育實習進行教學演示PCKg表現分析的概念性架構。 

四、師資生 PCKg教學能力的表現分析示例 

Shulman（1986）認為「能理解的人，才會教學」（Those who understand, teach.）。

佐藤学（2015）亦提出教師的工作具高度知識、具藝術性，需要高度的創造性與

專業能力。並舉例說明「負負得正」是每個人都朗朗上口的概念，但要如何將之

教授給學生？如何知道學生在腦中是如何理解這個概念的？無法回答這些疑問

的人，便無法勝任教師的工作。教育實習階段是師資生應用PCKg和發展素養導

向教學策略的關鍵期，本文從學理、法規、師資生教育實習的教學演示案例，概

念化學生中心學習（student-centered learning）動態的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如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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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動態的素養導向教學設計 

筆者立意選擇一位參與 2021 教育實習績優獎甄選的國中國文科教育實習示

例，由於半年教育實習書面檔案有頁數限制，國中七年級國文課本洪醒夫所寫之

「紙船印象」教學演示影片只有 10 分鐘，謹就筆者所見並參照圖 2 分析其教案

設計與課堂教學之學理依據，並闡明其優點與特色，提供師資生參考。 

(一) 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整合知識、技能與情意目標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語文課程綱要的理念為培育語文能力、文學與文化素

質的涵養，以及培養學生表情達意、解決問題與反省思辯的能力（教育部，2018b）。

師資生在教學前依據國語文理念與學習重點，訂定四項學習目標：1.能閱讀描寫

親情為主題的多元文本，了解篇章的主旨、結構與寓意。2.能理解文本中所反映

的個人與家庭的關係，據以體會親情的可貴；3.能運用寫作技巧，以敘述事件與

描寫景物的方式間接抒情。4.能以事實、理論為論據進行小組討論、發表評論與

口頭報告，並加以記錄、歸納。分析上述學習目標，學習內容從抒情文表述親情

可貴，進而連結學生親子關係的家庭經驗，學習表現融入口語表達與寫作技巧，

改變傳統認知、技能、情意目標分項撰寫，學習目標撰寫方式改為知識與情意整

合，或認知、技能和情意相互關聯的整合性學習目標。 

(二) 運用遊戲學習情境與鷹架策略，小組學生體現認知排比修辭的抽象語詞 

「排比修辭」的寫作技巧，是語文中用結構相似的句法，接二連三地表達同

範圍、同性質的意念，可增強文章語勢、深化情感，所要表達的意象也更加鮮明。

如何使國中學生感受課文中放紙船遊戲的樂趣，並能理解抽象的排比修辭寫作技

巧中的動態和靜態語言描述呢？於是乎實習教師後設認知思考設計「我們的紙船

印象」之遊戲學習（game for learning），讓學生分組擔任「操作組」、「觀察組」，

操作組學生從「詞庫」鷹架中抽取靜態語詞（花色斑雜、型態怪異、氣派儼然、

甫經下水即遭沉沒」，和動態語詞「列隊而出、千里單騎、比肩齊步、相互追逐、

如何以生活情
境的問題引發
學習者的問題
意識或學習動
機?

如何依據情境
問題提供適當
的學習任務?

如何在學習過
程中導入適當
的學習策略?

如何提供應用
知識技能情意
的實踐力行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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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戰艦—首尾相連），操作紙船在水道中航行移動或排列情形，觀察組學生

則在小白板寫下答案，當觀察組的答案不一致時，請學生發表，教師親自操作紙

船的排列方式以澄清學生的迷思概念。這也符合認知心理學的學習新觀點，體現

認知（embodied cognition）闡揚認知是身體、大腦和環境交互作用產生的，身體

參與可以幫助個體了解自我或是理解語言等抽象的認知活動（吳美瑤，2019）。 

(三) 融入「提問、討論」學習策略，引導學生深度思考「真正的快樂」 

國中段國文的學習重點要旨，透過閱讀不同文本的主旨、寓意與寫作手法（學

習內容），逐步發展國中生文本深究與文學賞析的能力（學習表現）。作者在「紙

船印象」文章借物抒情，借紙船寄託對童年生活的眷戀，以及抒發對母愛的親情

感念。然而，如何讓國中學生能理解什麼是課文中「我們所得到的，是真正的快

樂」，如何體悟「美麗的感情」的意義？師資生應用了批判教育學者提出的「提

問」策略，以及合作學習的「討論」策略，在教師的「事實性」、「推論性」與「評

論性」提問引導下，對文本進行有層次的深度思考。教學活動流程以「快樂的心

理測驗」引起動機，教師提問：「對你而言，什麼是快樂？」引導學生發發現每

一位學生對快樂的定義不相同。先讓學生小組討論作者在文章中提到「真正的快

樂」是什麼？教師再提問：對作者而言，什麼是「真正的快樂」？「真正的」和

「一般的」快樂感覺差在哪裡？請學生小組討論後發表看法，學生回答：「真正

的快樂是因為母愛」。教師提問：「一般的快樂又是什麼？」學生回答：「笑過就

忘了」。教師提問：「真正的快樂，是作者小時候就有的感受 vs.成長後的體悟」，

讓學生回到文本篇章主旨，引導學生理解作者的快樂是「成長後的體悟」。 

綜合言之，師資生在大學指導老師和實習國中的輔導老師的共同指導下，學

習目標以學生為主體，整合素養導向的認知、技能與情意，進行七年級教學演示

「紙船印象」的課堂實踐，在國文「句意理解」方面，讓小組學生從具體操作紙

船排列方式，學習抽象的排比修辭的語詞與寫作技巧，在「情感表達」方面，瞭

解紙船象徵母愛，真正的快樂來自母愛的「深層意涵與象徵意義」。  

五、結論與建議 

學而「實習」之，融會貫通學科內容，考慮學生的背景與學習特點，營造師

生互信的提問和討論教學情境，靈活變通教學策略與學習策略後，才能勝任教學

工作，享受愉悅教學的心流經驗（experience of flow）！「學科教學知能」（PCKg）

在師資培育與教師生涯發展歷程的角色，係提升教學品質並促進學生學習，因此

需要終身學習。新制教育實習須進入實習學校進行半年全時間實習，含括教學實

習、導師實習、行政實習、研習活動，實習學生遭遇教育實習現實的衝擊（reality 

shock）下，筆者的行政經驗發現有少數師資生未參與教育實習，另謀其他職涯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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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也有少數師資生未通過半年的教育實習考驗，教師之夢成空，都是個人或社

會資本的損失。 

本文從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論述 PCKg 的重要性，從認知心理學和建構

主義闡述師資培育架構的 PCKg 是終身學習的發展歷程，分析一位師資生的教學

演示表現的 PCKg 教學特色，期望鼓勵有志於教職良師志業的師資生典範參考。

然而，邁向教職之路師資生的角色從實習學生、初任教師到專家教師的專業學習

歷程中，如何鼓勵、協助師資生發展 PCKg，以勝任未來教師工作，是師資培育

者念茲在茲的教育使命，具有教育傳承與創新的意義與價值。最後，筆者謹提出

以下三點具體建議供參： 

(一) 證據導向實踐（evidence-based practice）觀點 

依據教育部（2020）出版《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統計數據顯示，2019

年參加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參與教育實習人數為 1,869 人，在臺灣 22 個縣市 1,904

所國中或普通高級中學進行半年全時教育實習，建議調查新制教育實習師資生在

所處的教育實習情境脈絡中，教學實習、導師實習、行政實習、研習活動等四項

實習，對發展師資生 PCKg 的「課程與教學知識」、「學習者知識」、「環境脈絡知

識」、「學科內容知識」的正向或負向影響因素，採證據導向的制度調整方式，降

低負向工作負荷，增加正向 PCKg 學習機會，並據以調整新制教育實習制度聚焦

於協助師資生的 PCKg 專業素養發展。 

(二) 師資培育之大學與學校協作（collaboration）觀點 

大學系所與教育實習專業發展學校的中小學各領域專家教師協同教學或合

作專業教學增能，共同檢視和調整大學師資培育系所專門課程與教學學分課程內

容，以確保職前教育課程的學習內容對發展師資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任教之素

養導向領域教學，以及跨領域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教學確實有所助益。 

(三) 師資生自我或團隊合作增能（empowerment）觀點 

建議師資生主動參加與寒暑假中學課業輔導志工營隊或學習扶助方案；組成

同儕學習社群討論如何應用國中教材與延伸的網路學習平台教材，活化教學；將

學校教案作業，透過教師指導和同儕討論修正後，參與校內外或全國性的教案比

賽；師資生教學演示進行一節課或完整的單元教學錄影（而非 10 分鐘教學錄影），

以便進行說課、觀課和議課後的課程、教學與評量改進，期待透過多元管道的專

業學習，激發師資生教學熱忱並提升新時代教師專業素養的教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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