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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21 年，在新冠肺炎的影響下，國內各縣市教師甄選紛紛停辦，對於努力準

備教師甄試的代理教師們來說，被迫要再流浪一年而感到無奈。然而，值得吾人

思考的是，流浪教師的問題真的只是市場機制下的供需問題嗎？在過去師專時

代，每年都有固定的師範畢業生進入職場，若就屆齡退休來計算，每年也是以固

定的數量離開教育職場，更遑論後來開放師資培育（以下簡稱師培）以及減少班

級學生數後大量進用人員，其實進入教育職場的人應該要比以前公費生時代要來

得多！ 

倘若流浪教師的關鍵不在於供需失衡的問題，那麼考不上的原因之一就是品

質的問題。各大學師培相關學系或修畢教育學程之學生（簡稱師資生）除了在學

校接受師培養成外，在教育實務現場實習所培養的知能及經驗，對於師資生而言

更是不可或缺，畢竟教師甄選除了有一部分是自我修為的讀書考試，更有面試和

教學演示的考驗，所以教育實習階段就顯得十分重要。然而，師資生的實習經驗

充實與否有些卻是要靠運氣（財團法人為臺灣而教教育基金會，2021 年 6 月 29

日），在這樣的實習條件下，師資生的實習品質勢必良莠不齊。 

師培制度在我國教育改革政策中歷經幾番變革，從師專時代的一元化公費分

發走到如今開放多元化師培的儲備及自費為主，其中不變的是，「教育實習」在

個人成為正式教師前仍是必經過程。在師資生進行全時教育實習的歷程中，擔任

重要啟導角色者就是教育實務現場的「實習輔導教師」，然而，在教學現場中，

成功的中小學教師卻未必就能自動轉化為優秀的實習輔導教師（孫志麟，2006），

因此師資生在實習階段是否能找得到理想以及合格的實習輔導教師加以指導？

此一課題關乎師培品質甚鉅，值得深入探討。 

二、啟蒙之鑰：實習制度與實習輔導教師的支持 

因應時代的需求，我國師培制度歷經幾番修法變革，從《師範教育法》到《師

資培育法》，教育實習在 2002 年《師資培育法》修訂通過後，實習者實習時間從

一年縮短為半年，而實習事項含括教學、級務、行政及研習等（如表 1），其定位

更從職前訓練轉變為需要繳交學分費的「職前課程」。2018 年 7 月 24 日發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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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第 11 條，亦明確規範教

育實習機構需成立教育實習輔導小組，推薦實習輔導教師，由實習輔導教師依據

實習契約及計畫進行實習輔導。因此，相較於早期的師專時代，課程結束後就直

接投入實務現場開始教職生涯的磨練，而現今實習成了「課程」的一環，制度中

規劃了「實習輔導教師」的角色，希冀引導師資生在邁向教師的歷程中能夠獲得

專業的支持與協助。 

表 1 師範教育法與師資培育法教育實習制度對照表 

時期區分 

向度 
師範教育法 1994 年師資培育法 2002 年師資培育法 

實習期間 1 年 1 年 半年 

實習定性 職前訓練 職前訓練 職前課程 

實習事項 

教學實習 

行政實習 

教學實習 

導師實習 

行政實習 

研習活動 

教學實習 

導師（級務）實習 

行政實習 

研習活動 

資料來源：修改自（曾大千、陳炫任，2010：155） 

依據《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第 12 條規定，

實習輔導教師，應為具有三年以上教學年資之編制內專任教師，並符合下列條件

之一：（一）能結合理論及教學實務經驗，示範有效教學技巧。（二）對實習學生

具有輔導能力，適時給予協助及指導。（三）了解教育實習機構行政事務。相較

於教育部認證的教學輔導教師（以下簡稱教學導師），教學導師除了需具備五年

以上教學經驗外，更需通過儲訓研習，返校從事專業實踐、輔導夥伴教師，並參

與回流研習課程，方能取得效期十年的教學導師證書（教育部，2020）。實習輔

導教師法令規範的僅是基本資格。 

實習輔導教師的素養與專業倫理也是我們所關切的，身為實習輔導教師，除

了經驗傳承，也應好好考核實習者，基於社會大眾的信任與提升專業服務水準之

責任，對於人格、教育或其他相關特質不符合資格者，就不該讓他通過實習而成

為教師（黃嘉莉，2008）。 

在實習現場，我們期望見到兼具實務經驗、專業素養與倫理的實習輔導教師，

啟導師資生精實的半年教育實習，但相較於教學導師制度，實習輔導教師的系統

化培訓與認證制度，現階段仍付之闕如，僅憑實習法中所規範的條件，並無法確

保遴聘出高品質的實習輔導教師，師資生的輔導品質也將因此受到影響（許籐繼，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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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步之遙：現實與理想的差距 

從歷來教育實習法規的變化、當前實習輔導教師的資格以及筆者於實務場域

所知來探討，可以了解到： 

(一) 優良實習輔導教師難覓，缺乏系統化的認證程序 

現階段制度中，實習輔導教師的三年以上教學年資門檻雖然不高，但在推薦

實習輔導教師之際，卻也經常遭遇阻礙。學校推薦的優秀導師不見得有意願擔任，

而部分有意願的教師，也未必能有效輔導實習者。有些學校則是隨機分派實習輔

導教師（林明煌、陳文瑜，2020），在師資生的督導上，學校的指導老師有些會

全心全力協助觀課，給予回饋和中肯建議，或是協助師資生準備教師甄試，但亦

有少數師資生在校不僅需要打雜跑腿，甚至被要求做超出法定範圍許可的工作，

也沒有報酬（財團法人為臺灣而教教育基金會，2021 年 6 月 29 日），如此混淆

輔導角色的職責，反將實習者視為義務助理分擔工作的情形，在缺乏系統化的角

色培力與認證程序下，著實難以保證實習輔導教師的品質（許藤繼，2020）。 

(二) 教學之外擔負實習輔導之責，缺乏實質誘因鼓勵教師接任 

對於實習輔導教師而言，在原有忙碌的教學之外，還要負擔起半年實習輔導

的職責，卻僅支給微薄的指導費用。我們不能期待以廉價的實習輔導去保障師資

生的實習輔導品質，畢竟現實層面仍必須兼顧，實習輔導教師在帶領實習者的半

年中，不論是班級經營、教學觀摩、教師素養，甚至是教學信心的建立往往都在

其輔導的範疇內，要能回應實習輔導教師的辛苦程度，實則應有合理的報酬或是

獎勵加以支持。 

(三) 半年實習時間，實習輔導教師難以完整指導實務全貌 

師專時代的實習是直接進入職場，沒有師傅帶領，對比現在的實習輔導制度，

如今的師資生所接收到的支持應該是相對提高的。然而，相較於早期一年的實習，

半年的時間較難以讓實習輔導教師完整指導師資生，因為在實務現場，不同的時

間點都各有重要事務要進行，不論是班級經營或行政運作，要在半年內完整了解

與認知全部相關事務，著實有難度。 

(四) 走馬看花的行政實習，影響師資生未來應考教師的口試能力 

在師資生的半年實習課程中，行政實習係屬其中一環，但有些學校會有系統

的規劃實習工作，有些學校卻將師資生用於打雜、剪影片，或補足學校人力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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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務，實習效果大相逕庭（財團法人為臺灣而教教育基金會，2021 年 6 月 29

日）。對於行政實習的規劃，有的學校可能規劃每週半天，有的學校甚至沒有特

定安排行政事務的實習，師資生對於學校行政事務未能得知全貌，在教師甄選的

口試階段，被問及行政相關事務往往無法回應，也成為日後師資生在參與教師甄

選時無法取得高分的原因之一。 

(五) 師資生品質不佳，減損實習輔導教師擔任意願 

在多元師培制度下，師資需求市場目前雖已供過於求，但師資生的品質把關

仍是不容忽視。在實務現場中，有些師資生進到實習學校後抱持虛應實習的態度，

消極不作為或散漫（林明煌、陳文瑜，2020），實習輔導教師雖有輔導之責，與

師培機構共同負責教育實習評分，但若遇到師資生消極不作為時，往往礙於個人

或師培機構的情面，難以嚴加管束，因此接任實習輔導教師一職，反倒成了一份

重擔。 

四、結語 

綜觀前述，為了提高優秀教師擔任實習輔導教師的意願，未來的實習輔導制

度應可考慮以下方向： 

(一) 建立實習輔導教師認證系統，以提升實習輔導教師專業地位 

參考教學導師認證機制，規劃實習輔導教師的培訓課程、專業實踐、回流研

習等認證歷程，發給固定效期之資格證書，以保障實習輔導之品質，提升實習輔

導教師專業地位。 

(二) 提供實質報酬以及獎勵機制，以提升輔導教師擔任意願 

除了給予符合勞力付出的相當報酬外，在主任甄選、優良教師等各類評比中，

建議亦可列入加分依據。 

(三) 明確規範行政實習事務與時數，使實習內容完整 

半年的實習時間非常匆忙，對於行政事務若未詳加規畫，難以習得全貌，而

且新任教師按各校的職務分配辦法，幾乎都會被安排行政職務，在口試時行政實

務也成為必要的問題，明確規範可保障師資生的學習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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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嚴格把關師資生品質，落實教育實習成績評定 

師資培育機構在師資生的甄選階段，應予以嚴格篩選，此外，實習輔導教師

與師培機構共同擔起教育實習成績評定的任務，自然亦有把關之責，對於師資生

在實習階段的表現，實習輔導教師更應如實考核，尚未準備好成為教師的不合格

者，在教育實習階段就不該給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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