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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師資培育過程中理論與實務必需有效結合，教育實習是師資生完成師資職

前課程之後，到實際領域去應證理論、試驗所學、轉化概念的關鍵階段，在此期

間同時接受師培機構的指導及實習機構的輔導，融合理論與實務實習，師資生逐

漸建構對於職涯真實經驗並同時增進教師專業知能與信念。我國早期實習主要乃

藉由在師培機構內的教學實習及到校參訪的方式進行，為加強學生建構完整的實

務經驗，自 1979 年《師範教育法》施行後，確立教育實習制度，當時規定師資

生需完成在校實習一年才能取得教師證書，期間以全職方式進行，實習可支領全

薪，並依據《師範校院結業生教育實習準則》進行實習成績評定，規定實習導師

與實習單位主管之考評各占百分之五十，二者合計一百分為滿分，六十分為及格。 

二、師資培育法的頒布與教育實習制度的演變 

1994 年《師資培育法》公布後，教育實習仍持續實施一年的全時實習，唯

實習期間以隨班方式進行，每月支領 8,000 元津貼，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

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實習教師實習成績分為平時評量及學年評

量二項，採百分計分法，其中師資培育機構及教育實習機構各占百分之五十。平

時評量包括下列事項：品德操守、服務態度及敬業精神、表達能力及人際溝通、

教學能力及學生輔導知能、研習活動之表現。學年評量由師資培育機構邀集教育

實習機構，共同就實習教師所撰寫之實習計畫、實習心得報告或專題研究報告，

以口試及試教方式予以評量。二項評量成績均達到六十分者，為實習成績及格。 

2002 年《師資培育法》修訂後，實習期間改為半年，期間將實習教師改稱實

習學生，並由師培機構收取四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結束實習後學生需參加教

師資格檢定考試，首屆半年全時實習的學生亦於 2004 年 8 月 1 日起進入實習現

場，並於 2005 年參加首屆教師資格檢定考試，這段期間依據《師資培育之大學

辦理教育實習作業原則》考核實習成績，規定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共

同評定之，採百分法，以六十分為及格。師資培育之大學實習指導教師及教育實

習機構評量各占百分之五十，其中教學實習（包含至少一次教學演示）占百分之

四十五、導師（級務）實習占百分之三十、行政實習占百分之十五、研習活動占

百分之十為原則。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50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2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21
http://practice2.ncue.edu.tw/ezcatfiles/b007/img/img/391/1010420.pdf
http://practice2.ncue.edu.tw/ezcatfiles/b007/img/img/391/10104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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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師資培育法》再次修訂後，師資生在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證明書後，需先參加檢定考試，通過後才能修習教育實習，另外也提供偏鄉代

課可抵免實習管道。教育實習的成績評定則依據《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

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進行，評定方式另訂《教育實習成績評定指標與評量

基準》規範，建構出目前的表現本位教育實習成績評量制度，由原有的百分法

改為依指標進行優良、通過及待改進三種評量等第；評定方式包含：教學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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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檔案（由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輔導教師共同評定）、整

體表現（由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輔導教師共同評定），成績評定項目之細項指標

為優良或通過達六成以上者為及格。依據黃嘉莉和武佳瀅（2021）的研究發

現，目前的表現本位評量設計能讓參與教育實習相關人員，對教育實習歷程有

整體性認識、促使實習輔導教師瞭解幫助實習學生方法、促進互動並增進實習

輔導教師自我反思、精進實習學生專業教學能力…等優點，也可讓評量實習學

生表現更為客觀與具有共識。 

此外，自 2013 年起，教育實習平台啟用，提供教育實習相關資訊之連結與

彙整，包含合格實習機構訊息、相關法規、表單、手冊資料等資料，提供學生作

業及相關文件上傳功能，自 2018 年開始進行實習成績線上評量登錄，取代原有

紙本成績記錄方式，並逐年優化系統操作流程。 

綜合不同時間之教育實習制度相關內涵，如表 1 所示，可以觀察到評量方式

的轉變，從最早期 1979 年開始，實習成績全由實習機構負責，1994 年後，平時

評量由實習機構負責，學年評量則由師培機構與邀集教育實習機構進行，不同於

上個時期，此時師培機構參與評量進行，但主要還是由實習機構協助完成，在

2002 年後評量定義為共同評量，並將教學演示項目列為必要項目，最到 2017 年

後將共同評量改為依指標評量等第取代百分法，評量的方式主要分為教學演示、

實習檔案及整體表現，當中又再細分為不同的指標細項，所有評量均由師培機構

指導老師及實習機構輔導老師共同討論後評定，從評分表單的設計及各指標細

項，可看出實習教師所應具有的能力，企圖融入教師專業標準指引與教師專業素

養，並且配合「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且為提高成績評定之

嚴謹性，讓教育實習成績結果為實習學生真實表現，以小教師資類科為例，教學

演示細項指標包含 13 項、實習檔案包含 10 項、整體表現包含 29 項，每個指標

都有其特點，向度涵蓋「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專業精進與服

務」三個面向，若比對前幾個階段的評量項目及比率，可以發現行政參與的比率

似乎有逐年下漸的趨勢，而且更強調學生在教學技能（包含教學演示）及班級經

營上的表現。 

除此之外，對於實習期間所應有的專業增能表現的規範也逐漸明確，例如在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50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5001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50018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796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796
https://eii.ncue.edu.tw/Apps/Sys/AboutUs010.aspx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1，10（10），頁 44-50 

 

師資培育實習課程 主題評論 

 

第 46 頁 

1994 年時期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中

只規定應參加教師研習進修機構辦理之研習活動，到了 2002 年後依《師資培育

之大學辦理教育實習作業原則》規定研習成績占教育實習總成績百分之十，並由

師資培育之大學每個月辦理一次為原則。到了 2017《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

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更明文規定研習時數至少需達到十小時。 

表 1  不同時期教育實習制度相關內涵的演變 

名稱 1979 年 1994 年 2002 年 2017 年 

實習法規 《師範教

育法》及

《師範校

院結業生

教育實習

準則》 

《師資培育法》

及《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幼稚園

教師資格檢定及

教育實習辦法》 

修訂《師資培育

法》及《師資培

育之大學辦理教

育實習作業原

則》 

再次修訂《師資

培育法》、《師資

培育之大學及教

育實習機構辦理

教育實習辦法》

及《教育實習成

績評定指標與評

量基準》 
實習時間 一年 一年 半年 半年 
實習費用 以全職受

薪 
每月領取 8,000

元 
支付四學分之教

育實習輔導費 
支付四學分之教

育實習輔導費 
評分方式 實習導師

與實習單

位主管之

考評各占

百分之五

十。 

實習教師實習成

績分為平時評量

及學年評量二項

師資培育機構及

教育實習機構各

占百分之五十。

平時評量包括品

德操守、服務態

度及敬業精神、

表達能力及人際

溝通…等。學年

評量由師資培育

機構邀集教育實

習機構，共同評

量。 

師資培育之大學

及教育實習機構

共同評定之教學

實習（包含至少

一次教學演示）

占百分之四十

五、導師（級

務）實習占百分

之三十、行政實

習占百分之十

五、研習活動占

百分之十為原

則。 

評定方式包含：

教學演示（由實

習指導教師、實

習輔導教師及第

三方教師共同評

定）實習檔案

（由實習指導教

師及實習輔導教

師共同評定）、

整體表現（由實

習指導教師及實

習輔導教師共同

評定）。 

三、實習期間代課相關規定與現況 

師資培育相關法規歷經多次的調整與改變，解決了過去過於強調行政、研習

時間規範不明確、忽略班級經營輔導...等重要問題，理應符合當前實際需求，但

是事實上，經過二年多來的實施，目前的教育實習制度，仍有一些值得商榷與討

論之處，本文主要以實習法規與實際現況針對有關實習期間代課相關之問題提出

討論觀點，以供未來相關研究及制度修訂之參考。 

有關實習期間代課相關之問題，主要受到教育部 2017《師資培育之大學及

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中第 23 條內規範，其內容為：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5001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5001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50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2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2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2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2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50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50001
http://practice2.ncue.edu.tw/ezcatfiles/b007/img/img/391/1010420.pdf
http://practice2.ncue.edu.tw/ezcatfiles/b007/img/img/391/1010420.pdf
http://practice2.ncue.edu.tw/ezcatfiles/b007/img/img/391/1010420.pdf
http://practice2.ncue.edu.tw/ezcatfiles/b007/img/img/391/1010420.pdf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50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50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5001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5001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5001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50018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796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796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79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50018&flno=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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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學生符合法令規定資格，並經師資培育之大學同意者，得於教育實習期

間，配合教育實習機構進行下列教學活動： 

一、擔任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補救教學、社團活動指導、監考或其他教學活動。 

二、擔任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未滿三個月之代課及幼兒園未滿三個月之代理教

保服務。 

前項教學活動，每週累計總節（時）數最高為十節（時），前項第二款代課

或教保服務，每月最高為二十節（時）；上開節（時）數，均不得計入第四

條節（時）數及日數。 

第一項教學活動，以實習學生之教育實習機構辦理者為限。擔任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未滿三個月之代課及幼兒園未滿三個月之代理教保服務。 

由法規內容可知，在學校有短期（未滿三個月）代課需求時，在符合原有實

習時數及場域的規範之下，可以由實習學生進行短期代課，甚至在課後時間亦可

進行補救教學、社團活動指導。 

由於實習機構在教師請假時需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

任辦法》聘任代課教師來授課，當前多數的現況是在教師提出請假時由教務處進

行代課教師的安排，由於教師可能因臨時事件提出請假，教務處準備時間不多，

再加上代課薪資並不優渥，依據《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

在國小代課鐘點費為每節 320 元，因此教務處會依據既有的口袋名單或地方政府

教育局處網站平台去找尋支援，但往往會發生遍尋不著的窘境。此時由於實習學

生已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對於學校環境亦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若學校中有實

習學生的協助，往往可以解除找不到代課教師的燃眉之急，對於目前的代課需求，

可說是解決方案之一。而對於實習學生而言，一方面可以參與不同班級的代課教

學活動增進教學實務知能，另一方面亦可在目前實習不支領津貼的情況下，獲得

薪資補貼經濟需求。 

如此一來，實習期間的代課似乎變成皆大歡喜的結果，但是看起來似乎解決

問題的規定，也同時產生了一些可再深思的問題，尤其是在實習學生進行長期代

課的規定方面。此在師資培育法第二十二條規範：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通過教師資格考

試且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聘任之代理教師，符合下列各款

規定者，得抵免修習教育實習，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該類科教師證書：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50001&flno=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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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後七年內於偏遠地區之學校任教二學年以上或每年連

續任教三個月以上累計滿二年。但其年資累計以同一師資類科為限。 

二、經評定成績及格。 

依法規內容可知，若實習學生在規定期限內到偏遠地區進行長期代課，可以

抵免教育實習，亦即認可實習學生可以長期代課。由於偏鄉教學機構在無法足額

聘任正式教師的情況下，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

第三條規定可以聘任代課、代理教師。依在偏鄉的教育現場的現況中，許多代課、

代理教師甄選作業結果主要以第三款資格（具有大學以上畢業者）的人員居多，

甚至連有些都市地區亦是如此。主要原因不外乎是代課、代理教師工作性質不具

長期性，工作保障不足，而且待遇與正式教師仍有差距。由於已修畢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且尚未具有合格教師證書，因此屬於上述規定中的第二款人員，開放實習

學生以代課抵免方式教育實習，對於實習學生而言主要誘因包括，代課期間支領

薪資並可抵免半年的實習，亦可對於偏鄉教育較深入的理解。對於偏遠地區學校

則可以增加較為專業的師資需求，減少甄選無人問津的窘況，由於相關法規新訂

完成，實習學生投入偏鄉長期代課的情況如何尚有待觀察。 

四、實習期間代課衍生相關問題 

(一) 重現教育實習管道雙軌並行的困境 

若依相關規定，教育實習可經由參加半年全時實習或二年偏鄉代課來完成，

我國在 1997 年師資培育法剛公布期間，因教育實習學生制度尚未完全落實，亦

有短暫時間開放代課抵免實習，但是由於津貼及薪資待遇公平性及成績評定等問

題，遂快速廢止雙軌實習管道，在 2002 年並將實習制度逐漸導向半年期收費實

習制度，如今開放偏鄉長期代課抵免實習，亦可能面對當時所處的相同困境，未

來實習學生在了解可以用不同管道完成實習，可能會逐漸改變目前選擇半年制的

實習，值得借鏡經驗與觀察後續變化與影響。 

(二) 教育實習學生身份定位不明 

有關實習期間代課的問題也會衍生出身份認定的問題。在現況法規上，是將

教育實習人員定位成學生，在實習機構校園中，班級導師為了區隔班上學童並建

立實習學生的專業地位，往往稱教育實習人員為實習教師。相較於不同職業，若

工作者足以勝任部份專業工作並實際執行，則會將實習二字冠於職業名稱之上，

例如實習醫生、實習機師或實習律師...等，若工作者部份參與工作或在職場主要

擔任見習者則稱為實習生或見習生，教育實習制度上允許實習學生進行代課無異

於實習學生身份轉換成為教師，雖然目前師資培育的歷程分為職前培育、導入輔

http://www.ntpta.org.tw/qqq/q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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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與在職教育三大階段，將在校修習師資職前課程視為職前專業養成教育，將進

入實習學生視為輔導階段。又認為導入輔導階段，位居承先啟後之地位極為重要，

但無論如何在此階段的實習人員擔任代課教師的職位，會使得實習者本身、受教

學生、家長、學校其他教師對於身份定位感不禁感到困惑。 

(三) 制度設計的邏輯問題 

偏鄉代課可以抵免實習的概念，表面上似乎彌補偏鄉代課人力需求，同時可

提供實習生了解偏鄉教育的機會又能解決實習時薪資的問題，似乎同時滿足各方

面的需求，但在邏輯上不禁令人質疑，為何偏鄉代課可以抵免實習但是一般地區

代課不能抵免實習，難道是偏鄉教育實施的困難程度比較適合實習學生嗎？亦或

是在偏鄉教育進行教學時比較能夠獲得適當的輔導教師進行輔導呢？此外，偏遠

地區需要的是正式老師與減少教師流動，若長期以實習學生彌補偏鄉人力需求，

是否真正滿足其教育需求。相對地，都會地區學校缺乏代課老師時若無法開放實

習學生來進行代理時，是否也會讓都會地區學校無法召聘到修完學程的實習學

生，並迫使其召聘尚未修習師資職前課程的大學畢業者。 

五、結語 

從歷史角度檢視教育實習制度的發展與變化，黃嘉莉（2013）發現實習制度

問題會隨時間不同而不斷的衍生與演化，完善的教育實習制度乃是提升師資培育

品質之重要基石，也是職前師資培育的最後一段關鍵歷程，乃是教師來結合教育

學程的理論與教學現場實務的重要階段，面對時代的變化與教育現場的需求，師

資培育相關法規歷經多次的調整與改變，不斷調整實習制度的相關規範，解決了

過去過於強調行政、研習時間規範不明確、忽略班級經營輔導...等重要問題，逐

漸回歸多元評量以求符合師資專業素養，丁一顧和梁東民（2020）認為教育實習

制度乃是提升師資培育品質之重要利器，本文就實習制度的演變與實習期間開放

實習生代課所洐生的問題進行討論，期望能在相關問題即將發生之前，提供不同

向度的思考，使師資培育中實習階段的規畫能更佳完善。 

參考文獻 

 丁一顧、梁東民（2020）。臺灣教育實習制度的回顧與前瞻。幼兒教育， (329), 

6-18。 

 黃嘉莉（2013）。我國教育實習制度設計之結構邏輯分析。教育研究與發展

期刊，9(3)，115-141。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1，10（10），頁 44-50 

 

師資培育實習課程 主題評論 

 

第 50 頁 

 黃嘉莉、武佳瀅 （2021）。表現本位教育實習成績評量制度之建構及其試辦

成果分析。教育科學研究期刊。66(1)，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