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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三位資深師資培育者的生命經驗，探討其教師職涯選擇

的考量與影響因素，並進一步了解其專業發展的方式、挑戰及因應等層面。研究

結果顯示，三位教師受個人與環境因素影響成為師培教師，如：家庭背景、自我

興趣、工作機會等，並基於對教育工作的喜愛，及教育工作給予的回饋與成就感，

持續師培教師職涯，樂在其中。在教師專業發展上，教學專業發展是他們共同關

注的層面，終身學習是專業發展的核心本質。教師們以教育專業精神貫穿師培職

涯，並經常透過自我反思維持專業發展的前進動力。 

關鍵詞：師資培育者、職涯選擇、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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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e life experiences of three senior teacher 
educators,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consideratio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ir 
teacher career choices, and further understands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methods,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show that they have 
become teacher educators affected by person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family background, self-interest, job opportunities, etc. Based on the love of education 
work, and the feedback and accomplishment given by education work, they continue 
to this career, and enjoy it. In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teach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s their common concern, and lifelong learning is the core 
essence of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eachers run through the career with the 
professionalism of education, and often maintain the advancing force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self-reflection. 

Keywords：teacher educator, career selecti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1，10（7），頁 188-219 

 

專論文章 

 

第 190 頁 

壹、前言 

「當我們回顧師資培育的研究，我們發現很多關於課程、教育學、組織和學

生的文獻，但對於師資培育者的了解卻幾乎沒有。」（Acker, 1997, p.66） 

師資培育者肩負著未來教育發展的職責，師資培育者個人不僅具備教師的身

分，更是培育未來教師的重要推手。師資培育者如何決定成為師培教師﹖選擇進

入此工作的考量觀點為何﹖Measor（1985）認為在教師的生命中，常有某些關鍵

事件幫助他們形塑認同和進行職涯選擇，這些事件促使個體選擇某些特殊的行動，

並導引他們往特殊方向，他並指出影響的因素包括外在事件、關於教師職業的經

驗以及個人背景等三類因素。李惠茹、唐文慧（2004）則指出選擇成為一位教師，

與工作所提供的福利、工作性質以及個人志趣有關，職業選擇是個人與結構互動

的結果。然上述研究對象皆為一般教師，並無針對師資培育者所進行的研究，師

資培育者職涯選擇的經歷與看法，值得吾人進一步加以探討。 

作為教育領域的開發者和創新者，師資培育者的專業發展，不僅涉及個人的

能力提升，亦將在教育現場影響更多未來的職前教師。我國自師資培育法公布與

數度修正，師資培育機構面臨諸多轉型與衝擊，師資培育者不僅需致力於未來教

育工作者的培植，亦需在不斷變遷的高壓環境中自處。許多學校由於大學評鑑、

教師評鑑的施行，強調教師的各種績效表現（孫志麟，2007），例如：研究經費

的申請、產學合作案的取得等，教師的專業發展除了缺乏整體性規劃之外（鄭博

真，2012），部分學校甚而僅著重於學術研究層面。師資培育者面對這些壓力與

挑戰，究竟是什麼因素讓他們願意長期投入師資培育工作，又如何在師培職涯歷

程中，持續教師專業發展？其動力來源為何？個人以及專業上的經驗能提供關於

教師工作的局內人觀點，有助於促進教育實務的發展。 

國內關於師資培育者的研究為數不多，有張德勝、林玟秀（2008）探討同儕

諮詢對新進師資培育者教學層面的影響，亦有針對師資培育者的評量信念（吳崑

檳，1998）、教學檔案建構（溫其純，2000）、生命故事（林佩昭，2007）、教

學信念（李雅鈴，2008）、多元文化教育觀與師培經驗（蕭怡君，2010）或從女

性主義教育面向的自我敘說（蕭昭君，2004）等研究，上述研究有不同的關注面

向，但針對不同資深師資培育者如何走向師培職場，並展開個人的師培生涯與專

業發展，目前較缺少相關研究，希冀透過資深師培者的職涯觀照，進一步將其生

命經驗與智慧蒐集、整理與分析，轉化為傳承給年輕教育工作者的經驗內涵，本

研究的目的如下： 

1. 探討資深師資培育者的生命歷程，了解其教師職涯選擇與影響。 

2. 探究資深師資培育者的教師專業發展歷程、挑戰及其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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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了解資深師資培育者持續教師專業發展的能力與動力。 

貳、文獻探討 

一、教師職涯選擇的意涵與相關研究 

蔡培村（1995）認為 Career 是指一個人在生命歷程中，涵蓋與工作、家庭、

休閒有關的生活與經驗，狹義的生涯是指個人一系列的職業生活與發展的歷程，

也就是職涯。進一步探討職涯選擇（career choice）的意涵，Ginzberg, Ginsburg, 
Axelrad, & Herma（1951）早期從職業選擇（occupational choice）的角度討論生

涯發展，認為個人的生涯發展是一種過程，在 20 多歲時達到高峰，並表現在職

業選擇的具體行動上，之後其意義逐漸擴大，Ginzberg（1984） 以發展性的觀

點探討職業選擇，認為職業選擇不是單一的決定，而是一系列的決定，是個人一

輩子的事，個人會與其終生的工作生活共存。 

Super 的生涯發展理論，更完整地提出其主張，並將生涯（career）的概念引

介到職業輔導領域中，所指的時間較職業選擇為長，認為職涯選擇係個人自我概

念的延伸，此「自我」（the self）受個人心理特質與社會資源的交互影響，個人

的心理特質係指興趣、性向、價值、需求等層面，涉及個人如何選擇，以及如何

調適其選擇；而社會資源則指經濟、學校、家庭、社區等層面，涉及個人對其社

經情況與生活有關之當前社會結構的個人性評價（吳芝儀，1996；Super, 1990）。
職涯選擇是個不斷變化的過程，個人透過不同生活階段中，不同角色間適當的組

合發展，才能達到自我實現。 

Gottfredson（1981） 提出職業抱負理論，他認為每個人都有一幅職業認知

地圖（cognitive map of occupations），從幼年時即開始建構，個體將透過性別取

向（男子氣質／女子氣質）、職業等級、職業領域等向度判斷職業的異同。人們

找尋與自我概念相配的職業，因此生涯發展中的自我概念，是影響生涯選擇最主

要的因素，而自我概念發展的主要因素，包含個人社會化的階段、智力水準與其

他性別取向的經驗。個人依據自我概念和職業印象（occupational images），發

展出對職業的特定偏好。職業偏好（occupational preferences）隨著自我概念的發

展而窄化，個人會去除不適合性別的或低聲望的職業，選擇符合自己能力、興趣、

社會價值觀的職業。 

另外，個人也必須考量進入某種職業的機會，因此個人的職業選擇，是個人

自我概念、偏好、職業印象與職業易接近性的妥協過程。在職業選擇的過程中，

個人將為自己設定一個職業選擇的範圍，稱之為社會空間（social space），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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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眾人對於個人適合從哪裡進入社會的觀點，反映了從家庭、同儕或廣泛社會的

眼光，看個人喜歡成為或將要成為什麼職業（Gottfredson, 1981）。 

綜合上述，本研究的職涯選擇，係指個人長程職業生涯的選擇、決定與實踐，

而影響教師職涯選擇的因素眾多，從國內外學者（林幸台，1989；孫國華，1993；
蔡培村、孫國華，1994；饒見維，2003；Fessler, l992）的論述，可歸納為個人

與環境兩大因素： 

(一) 個人因素包括 

1. 個人特質，如：興趣、抱負水準、專業知能、年齡等； 

2. 理念與觀點，如：人生觀、價值觀、教育觀等。 

(二) 環境因素包括 

1. 外在環境因素，如：家庭背景、教育機會、工作機會、社會期望、工作環境

等； 

2. 重要他人影響，如：至親長輩、手足、老師、上司、朋友等； 

3. 關鍵事件影響，如：法令制度、意外事件、重大事件、生活危機等。 

國內關於師資培育者職涯選擇的部分，尚未有相關研究，國外的部分，也僅

有兩篇針對大學教師所進行的研究，以下針對此兩篇研究中涉及職涯選擇的部分

加以闡述。Patterson（1974）針對賓州十四個大學院校的女性教師進行調查，共

739 個有效樣本，探討其背景、學術地位、工作經驗、職業滿足感、職涯選擇的

影響因素等層面，發現教師基於期望挑戰自己的智能以及工作時與大學生在一起

的興趣，選擇進入高等教育工作，教師們提及此工作最大的價值來自於幫助年輕

人的滿足感，以及環境所帶來的智能刺激。其他影響教師選擇進入高等教育的因

素依序為：好的工作環境與薪資、社會對此工作的價值觀、受教師或家長的影響

等。另外，研究探討女性教師何時開始想以高等教育作為職業，獲得大學學位前

的佔 33.6％，獲得大學學位後到碩士學位之前的佔 34.9％，獲得碩士學位後的佔

31.5％，三種情形所佔比例相差不大。再者，針對教師進入大學任教的預期想法

與實際現況加以比較，優於預期者認為具有更多挑戰性的佔 37.5％，認為有較高

自主性、學術自由及影響改變的機會者佔 25％；低於預期者中，有 35.1％列舉

許多不同理由，如：工作缺乏組織、和系主任的衝突、缺乏對學術研究的鼓勵、

長時間工作伴隨情緒緊繃、教學超出主修領域、性別歧視、沒有時間研究與撰寫

等，而有 18.6％的教師認為對智能的激發低於原先的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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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erson, Phua 和 Herda（2000）探討美國大學教師對於職業選擇與專業生

命的態度、對工作環境的滿意度、對現今高等教育的觀點、對高等教育未來前景

的看法等層面，研究對象為 1511 位來自不同地區公私立機構的教師。研究結果

顯示，有 92％的教師滿意其職業選擇，其選擇從事學術性職業最重要的影響因

素包括： 

1. 教學的吸引力 

對教學的熱愛、和學生在一起的教學和工作帶來滿足和享受、幫助他人的需

求，許多大學教師知道他們想要教書。 

2. 角色楷模與良師 

角色楷模與良師對他們的職業決定也具有關鍵性影響，例如：父母、親人（包

括他們本身就是大學教師者）、高中老師、大學老師等。 

3. 對學習的熱愛 

對學科領域的強烈興趣、智能自由和創意的發揮，也是一種學術職涯的挑

戰。 

4. 專業自主性 

追求研究和智能興趣的機會。 

5. 彈性工作作息的吸引力。 

6. 終身職位及工作有保障、穩定以及大學工作環境。 

二、教師專業發展的意涵與相關研究 

教師專業發展（teacher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依據饒見維（2003）的

觀點認為，教師工作乃是一種專業工作，教師是持續發展的個體，可以透過持續

的學習與探究歷程來提升其專業水準與專業表現。專業發展應該是長時間持續的

學習，教師可以詢問自己：「為了改善我的工作，我需要做什麼？我要如何去獲

得這項知能？」（McDiarmid, David, Kannapel, Corcoran, & Coe, 1997）藉此建構

教師的專業經驗，落實教師的專業實踐。 

教師專業發展隱含著對「教師」的三個基本看法：教師即專業人員、教師即

發展中個體、教師即學習者與研究者（饒見維，2003：16），所強調的是教師的

專業特性，確保教師專業權力得以充分發揮，達至教師專業自主（陳美玉，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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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教師專業發展不僅涉及專業知識與技能的發展，亦是想法與行為的改變，

教師透過各種反省形式，促使其個人信念、實踐理論與教學行為等，產生有意義

的實質改變，並進一步促使學校生態的改變，在校園內養成一個持續學習的文化

（陳美玉，1999；陳嘉彌、鍾文郁、楊承謙、柯瓊惠、謝元譯，2002）。教師專

業發展是一個連續的生涯過程，Fuller 和 Bown（1975）曾針對教師在不同時期

的關注（concern）焦點不同，提出教師發展四階段，茲將其論點整理如表 1（引

自 Burden, 1990），教師從職前師資培育階段開始，到在職教師階段，至離開教

職為止，在整個過程中都必須持續學習與研究，不斷發展其專業內涵，逐漸邁向

專業圓熟的境界（陳美玉，1999；饒見維，2003）。 

表 1 Fuller 和 Bown 的教師發展階段 
階段別 階段 特點 

第一階段 教學前關注階段 
（職前） 

對學生的現實狀況感同身受，但對老師工作存有夢想 

第二階段 初期生存關注階段

（任教初期） 
關注於作為教師的生存，關注班級的掌控，關注教學內容

的掌握 

第三階段 教學情境關注階段 關注教學表現，關注教學情境中的侷限與挫折，以及由此

產生的需求 

第四階段 關注學生階段 關注學生的學習、社會與情緒需求，關注自己以個人身分

與學生建立聯繫的能力 
資料來源：整理自 Burden, P. R.（1990）, Teacher development. In W. R. Houston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acher 
education（p.314）, New York, NY: MacMillan. 

大學教師具有教學、研究與輔導等角色，而郭為藩（2006）則指出高等教育

教師的角色，已由「講授者」轉為「助成者」。過去高等教育被認為是專業分化

的必然趨勢，無須再刻意強調大學教師的專業發展，然而，現今大學教師的專業

發展逐漸受到重視，教師專業發展不僅需要一定的知識積累，且需要有效的知識

增長和更新機制（林杰，2006）。鄭博真（2012）綜合歸納出大學教師專業發展

的內涵應包括三個層面：(1)個人發展，如：人際技巧、生涯發展和人生規劃、

個人成長；(2)專業發展，如：教學、研究及服務之知識、技能及情意；(3)組織

發展，如：建立團隊、做決策、衝突管理、問題解決等。然而目前大學教師專業

發展的現況多以教學發展為主，研究發展次之，很少涉及個人及組織發展，困境

則包括：教師發展欠缺系統規劃、教師發展制度欠缺周延、負責單位編制尚未健

全、教師發展成效有待評鑑等層面（鄭博真，2012）。 

國外對大學教師專業發展的關注較我國為先，認為大學教師是學校有價值的

資源，因此一個良好的管理制度，有助於維持教師學術能力的發展且提供提升這

些能力的機會（Hobbs, 1980）。美國在 1970 年代關於大學教師專業發展的方案，

包含許多實務層面，如：磨練教學技巧以增進教學成效、更了解自己和機構、增

進更好的教學與學習環境等，確保學生皆是被具備專門領域知識的專業教育者所

教導。而有效的教師專業發展方案，應包含機構的發展、組織的發展和個人的發

展，教師必須擴展其關注到機構和社區，而不僅止於個人發展的層面（Lo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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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再者，大學教師的角色應該是一個有意願、有能力且熱情的學習者，自

我學習（self-study）是大學教師建立專業發展歷程的途徑，自我學習的群體亦提

供成員一種社群的歸屬感，使他們在教師和學術研究者兩種身分上獲得價值與支

持（Kitchen, Parker, & Gallagher, 2008; Verkler, 2003）。 

國內目前與師資培育者專業發展有關的研究較少，僅張德勝、林玟秀（2008）
探討同儕諮詢對新進師資培育者教學成長的改變歷程及影響，透過兩位教學諮詢

專家的協助，提供一個學期的教學諮詢，研究顯示新進教師在教師評鑑得分及教

學策略方面有所提升。國外研究者Tyagi和Misra（2021）探討120位師資培育者

在持續專業發展（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CPD）上的挑戰與進取

心，他們認為持續專業發展是師資培育者的先決條件，能促進其專業性與教學實

踐，研究顯示持續專業發展自我主動性高的師資培育者，可以發展或創造專業學

習的機會或活動，而研究對象進行持續專業發展時遭遇的挑戰包括：沒有帶薪的

休假、CPD活動地點近便性的問題、額外工作量造成的時間限制、CPD活動和工

作的時間有所衝突、面臨財務問題也是實踐CPD的限制，CPD活動無法幫助獲得

加薪或升等，而最大的挑戰是心理上的挑戰，有許多師資培育者認為CPD活動應

該在工作時間進行，他們的空餘時間是留給家人的。 

我國大學教師專業發展日漸受到重視，其中又以教師教學專業發展的探討居

多（王令宜，2004；陳宜穎，2008；陳琦媛、蘇錦麗，2013；黃雅萍，1998；
張妙綺， 2007；張媛甯、郭重明，2011；張媛甯，2012；廖年淼，2002；鄭

博真，2011、2014；濮世緯、李逢堅，2017），諸多學校透過教學發展中心或

教學資源中心推動教師的教學專業發展，大學實施的教學專業發展策略多元，透

過專題講座、研習營或工作坊、優良教師經驗分享、課堂觀摩、微型教學、傳習

薪傳制度、專業學習社群、教學優良獎項與補助獎勵、教學專業認證等方式（陳

琦媛、蘇錦麗，2013；游家政，2015；張媛甯，2012；楊國賜，2017；張德銳，

2021），期能鼓勵教師自發性成長，而我國大學較偏好運用教學優良獎項、補助

獎勵及專業成長團體等做法，後者包括教師薪傳制度（mentorship）和專業學習

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陳琦媛、蘇錦麗，2013；陳琦媛，2014）。
大學教師面臨的教學問題與困境，包括：學生學習動機低落、學習態度不佳、學

生間能力差距過大、師生互動不佳等（張媛甯，2012；濮世緯、李逢堅，2017），

教師們亦期待透過教學專業發展，提升自己促進學生學習的能力，如：教材的安

排、授課表達方式、與學生互動方式、教學資訊科技的運用、指導學生專題或比

賽的方法等（張媛甯，2012；濮世緯、李逢堅，2017），以符合學生需求，提

升教學品質。至於阻礙教師參與教學專業發展的因素，主要為大學強調研究與產

學的績效壓力、教師輔導與服務的負擔沉重等，造成教師參與教學專業成長的時

間缺乏或意願低落（游家政，2015；張媛甯，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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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與實施 

一、深度訪談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s）進行之，允許我們進入資深師資培

育者的視角中，了解其如何解釋他們的世界、解釋重要事件或「賦予意義」，蒐

集他們的故事（王文科、王智弘編譯，2002）。本研究的深度訪談兼採非正式對

話式訪談（the informal conversational interview）及訪談指引法（the interview guide 
approach），期能以開放而互為主體的尊重互動，獲得較深入與整體的觀點。 

研究開始先與研究參與者建立關係，請教師談談「擔任師資培育教師之前與

之後的工作經歷」，幫助研究者對研究參與者的工作經歷具備初步了解，與教師

較熟悉後，再將話題轉向以下訪談題綱，並視訪談情形應變：(1)為什麼會選擇

從事師資培育工作這條路的歷程？是什麼因素讓您後來一直從事師培工作？(2)
您在成為師培教師的生涯中，曾遇到什麼重要的事件或人物？對您產生什麼影響

或改變？(3)您覺得自己在不同時期的師培教師生涯中，經歷哪些專業上的成長

或轉變？曾經面對什麼樣的挑戰或困境？您是如何因應或解決的？(4)您如何在

忙碌的生活或工作中，持續教師專業發展？您認為什麼是支持您持續教師專業發

展最重要的能力與動力？ 

二、研究參與者與訪談實施 

採取目標取樣（purposive sampling）策略找尋研究參與者，Newman（1980）
的教師生涯發展研究指出，任教前十年是教師決定是否繼續任教及建立生涯承諾

的重要關鍵，因此研究參與者選取原則為曾從事師資培育工作達十年以上者，且

持續性地在專業領域投入與深入，能提供豐富內涵資訊。本研究共覓得三位資深

師資培育者，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如下： 

表 2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表 

參與者（化名） 
基本資料 

任教年資 學術專長 培育師資種類 
雲老師 41 年 美術教育 中學教師 
微老師 27 年 幼兒教育 幼兒教師 
晴老師 17 年 音樂教育 幼兒教師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訪談前，事先與研究參與者約定時間與地點，訪談地點以研究參與者方便與

舒適為考量，如：教室、餐廳等，每次訪談時間約一小時至兩小時不等，每人訪

談次數一至三次。基於研究倫理的考量，徵得研究參與者同意後，請其簽署訪談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1，10（7），頁 188-219 

 

專論文章 

 

第 197 頁 

同意書，訪談錄音的內容，均由研究者親自轉譯為逐字稿，並請研究參與者查看

確認，為避免可能造成研究參與者的困擾，教師的人名、校名等皆予以匿名。 

三、資料的蒐集與分析 

文本（texts）資料主要來自資深師資培育者的深度訪談內容，研究者將每次

的訪談錄音內容轉譯為逐字稿，成為本研究分析的敘說文本。其次，研究者亦於

訪談後作成實地札記（fieldnotes），將訪談時的非正式觀察、非口語透露的訊息

以及研究省思記錄下來，再者，透過文件資料蒐集所獲得的資料，亦一併納入研

究分析之運用。資料分析時，先透過開放性編碼（open coding），將相關的概念

聚攏成一類，並運用主軸編碼（axial coding）進行歸納與相互比較，找出類目間

的關係，再持續性地統整與精鍊完成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林本炫，

2005；徐宗國，1996）。研究資料的編碼格式，依序為訪談對象匿名（雲、微、

晴）、訪談場次（1-3）、訪談日期（如：0606）。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教師職涯選擇 

(一) 受家庭影響步入教育之路 

微老師生長在教師家庭，家族中的長輩有許多皆從事教職，從小對這個工作

職場就不陌生，閒暇時亦會幫忙家中長輩處理相關事務，微老師回憶道： 

在家族裡面，其實我家好多人當老師，像我姨丈、我姑姑、我三姑、四姑，

也都是老師，小姨丈跟小阿姨也都是老師，我爸爸媽媽、我舅舅也是老師，

好多都是老師！我表弟、表妹也是老師，家族的影響也有一些（微 10606）！ 

媽媽他們那時候都有寒暑假的，小孩嘛都有幫他們補習，那我都會幫忙，不

管是國中啊、高中啊、大學都會做這些事情（微 10606）。 

晴老師的父母親也是教師，他從小就喜歡父母被喚為「老師」的稱謂，晴老

師回憶他對「老師」的想法與觀點： 

我的父母都是老師，從小聽到別人稱呼他們某某老師，我很喜歡這種稱謂。

一路的成長過程也都沒有遇到讓我討厭的老師，相反的，我對許多老師都有

深深的懷念（晴 2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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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或父母擔任教師的家庭淵源，也無形中讓微老師和晴老師從小就奠立了

成為教師的志向。 

記得我們小時候都有寫最大的志願是什麼嗎?...就是當老師，反正就只有先

當老師…那時候大三的時候就想過，我記得我想要再進修，那次就想說想要

考教育相關科系（微 10606）。 

我從小其實就很喜歡當老師，所以我一直想要當老師，但是並不是從小就想

要當個什麼系的老師，或者音樂老師，…反正只要是老師，我就覺得是我想

要做的工作（晴 10611）。 

從國中開始我的志願就是當老師（晴 20618）。 

雲老師則由於家庭經濟環境的緣故，選擇就讀師範學校，希望透過公費培育

的途徑繼續升學，爾後進入國小任教。 

我們讀師範學校的學生大部分都是家境比較清寒，沒有錢可以給我們讀高中，

自己去讀師範學校，我們農家子弟大部分都種田，家裡沒有一個很好的環境，

很好的機會繼續深造，所以想要找個穩定的工作然後當時師範又是公費，畢

業直接派到小學去（雲 10525）。 

(二) 專業領域中的教育取徑選擇 

不同專業領域背景的研究參與者，為何後來走向教育取徑發展，也是其職涯

中的一個重要選擇，雲老師大學時主修美術，之後朝美術教育領域發展；晴老師

大學時主修音樂，之後朝音樂教育領域發展；微老師大學時主修英文，之後朝幼

兒教育領域發展，以下分別探討之： 

雲老師大學就讀美術系，大學畢業後進入國中教書，教學四年後適逢美術實

驗班成立，於是投入美術實驗班的教學工作，爾後的碩士論文與後續若干研究，

皆朝美術教育中的美術資優教育方向努力。 

藍天大學（化名）畢業以後就到國中去教書，我記得教了好像第四年，教育

部就成立美術實驗班，校長就希望我來這個帶這個班，後來就把所有的精神

都投注在美術班，所以對臺灣美術資優教育就接觸比較深入，從基層開始（雲

1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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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在國中教了八年國小又教了四年，我在教育崗位已經待了十二年，希

望把我的經驗拿來做我的學術研究，把它延伸出去，所以我碩士論文也是寫

美術教育方面（雲 10525）。 

晴老師大學就讀音樂系，專攻鋼琴演奏，研究所時改為專攻音樂教育，兩者

是相當不同的學習內涵與發展，他談到了其中的差異： 

大學的時候因為專攻演奏，所以都是在練琴或是學作曲!這些都是比較少閱

讀書本的，除非音樂史或者某些很少部分的課是要讀課本，可是在研究所之

後，鋼琴變成我的副修，主修就變成音樂教育，音樂教育就要讀很多教育類

的書，還有教學法的書，然後要做很多的研究，甚至要到處去看職場裡面老

師的教學（晴 10611）。 

他論及從專攻鋼琴演奏轉入音樂教育的歷程與原因，隱含了其成為教師的志

向與個人特質的省思考量。 

我覺得這有兩點原因，第一點就是因為我從小的志願就是當老師，在日本大

學四年當中，大三大四我就選了教育學分，...當然我如果走鋼琴演奏，我就

是像一般的演奏家，以後在家裡教學生，也是可以當個鋼琴老師，可是第二

個原因，是讓我痛定思痛想要走音樂教育的路。 

大學的時候因為我專攻演奏，每一次的考試，都是在眾人面前上台演奏，我

都非常非常緊張，我在要上台的大概前一個禮拜，就開始吃不好睡不好，睡

覺會做噩夢，實際上了台之後，我的手腳會不聽指揮，我的腦袋一片空白，

突然忘記我彈到哪裡，然後我的眼睛看這些黑白鍵盤，看起來每個鍵盤都長

得一樣，所以我經常會失常，中途就忘譜，我覺得對於我這麼樣一個害怕上

台的人，如果大學畢業之後又選擇了專攻演奏的路，我的生活有很大很大的

壓力，我還是決定，我想要在教室裡面，我想要專攻音樂教育，所以我就轉

到音樂教育的路（晴 10611）。 

微老師大學就讀英文系，但不覺文學是自己未來要走的路，大三時就計畫進

修教育科系，然當時國內僅有的兩間教育研究所皆要求具備教師資格，於是轉考

亦涉及教育領域的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即研究幼兒教育相關主題，因為覺

得自己所學仍不足，後來又赴美進修幼兒教育碩士。 

雖然唸英文系，可是文學的東西事實上都是很深奧，我覺得會把它當作是另

外一個途徑，不會把它當作是我要走的路，大三的時候本來想要考教育相關

科系，可是只有政大跟師大兩所，而且一定要是有修過教育學分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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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考了三民主義研究所，三民主義的東西跟教育還是有一些關係，…其實我

對幼教很有興趣，所以論文是寫從民生主義思想論我國幼教發展的途徑，那

時候就想說有沒有可能會當老師，其實也想說自己還不夠，因為國內的幼教

還沒有那麼盛行，所以就想出國，…申請到紫蘭大學（化名），他們其實叫

我直接唸博士班，可是我不敢，因為我覺得我的基礎還不夠，所以我從碩士

班開始唸（微 10606）。 

(三) 順勢成為大學教師 

進入大專院校任教，對三位老師而言，不是一個刻意追求的目標，反而是偶

然機會的促成。晴老師談到他進入綠穗大學（化名）任教的情形： 

不是我要到綠穗大學的，是綠穗要我來的，那時候我投履歷表到青輔會，沒

多久就接到綠穗通知我來，說這邊有需要這樣的師資，我就到這邊教了（晴

10611）。 

雲老師就讀研究所時，向任職的國中申請留職停薪兩年，期滿後理應回國中

任教兩年，但當時研究所主任的器重，讓雲老師決定放下中小學多年年資與經驗，

到藍天大學（化名）擔任助教。 

國中校長在我讀研究所時，他一直跟我講...你還是可以回來上班，因為我有

申請留職停薪，所以兩年後我就應該回中學去教，事實上我有回去報到了，

剛好藍天大學系主任問我說，我們現在需要一個助教，要不要回來這裡呢？

聽了以後，我也在思考到底要不要？因為我在教育界教了十二年，年資很深

啦，比在學校當助教當講師還要高，那時候考慮很久，後來想，在大學發展

比較有遠景，…所以我就毅然決然就是對老師的一個器重，我就離開中學到

藍天大學教（雲 10525）。 

微老師原本在中學附設雙語幼兒園當老師及園長，暑假時利用空檔兼課，之

後也帶來了一個偶然的機會，進入白雲師範學院（化名）任教。 

暑假師範學院都有辦幼進班跟托教班，我妹妹剛好在唸幼教班，說姊姊你要

不要來試試看白雲師院他們那邊很缺老師，我那時候就很大膽寫封信給暑期

部的主任，…我暑假就開始在那邊兼課，那個主任對我印象很好，…九月多

的時候，主任就打電話給我說，你可不可以來這邊，我說我這邊已經接聘書

了，我可以去兼課，不太可能走嘛。那時正需要老師帶畢業班，他就說你可

不可以幫我這個忙，校長也打電話來，我掙扎了好久，那一年九月底就接白

雲師院這邊的聘書，就到白雲師院來（微 1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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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樂在工作持續擔任師培者 

對老師這份工作的喜愛、喜歡與學生相處，以及一種對教育的感恩回饋，促

使三位老師持續擔任師資培育教師，發揮所學與相關經驗。 

晴老師很喜歡目前的師資培育工作，他談到： 

我很喜歡這個工作，我很喜歡跟這些大孩子相處，可以跟他們講講講，當朋

友（晴 10611）。 

晴老師並且提到，他認識的一些教師朋友都覺得當老師很累，有職業倦怠的

情形，但是他教了十七年，一點都沒有覺得累的感覺，還是很喜歡這份工作。 

微老師也很喜歡與學生相處，與學生的關係很好，他有一個專屬的家族網站，

與學生一起做教學分享和研究，是這個工作他最喜歡的部分。 

我一直很喜歡跟學生在一起，所以我們有一個家族網站，很多學生都很喜歡

到我的研究室，因為我們都會坐在地上聊聊啦，很多老師都很羨慕說我跟學

生怎麼那麼 close 那麼親密，…就覺得當老師是我很有興趣的，竟然會那麼

喜歡教學生（微 10606）。 

雲老師談到他投入師資培育工作的過程，主要源自於過去在中小學服務的經

歷，且對教育界抱持著一種感恩與回饋，促使他持續帶領師培學生，雖然辛苦也

不覺是一種負擔。 

那時候這份工作大部分老師都不太感興趣，主要問題就是當時的老師大部分

都沒在中小學待過，所以他們對這種師資培育或是去訪視，都覺得不是他們

想要的，那時候訪視是一個班畢業五十幾個學生，一畢業出去幾乎就分散在

全臺灣各縣市，…我自己對這個工作不會討厭，因為我也是中小學教了十二

年，去各學校看看反而覺得很好，可以看看我以前教的幾個學校，然後跟全

臺灣各地的學校做一個比較，對我來講好像也蠻有意義的。 

還有我一直覺得我應該回饋我們教育界，因為從讀師範一直到大學後來研究

所畢業，幾乎都沒有花到自己錢，那全是公費，我一直很感謝我們的教育制

度，這是有一種感恩，也是對教育的回饋，所以我一點也不會在乎這種工作

給我額外負擔（雲 1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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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三位教師的職涯選擇與發展，約從大學後期即逐漸考量自己未來的走向，

例如：晴老師修習教育學分、微老師準備報考教育相關研究所等，而進入研究所

時期，就已確立自己的興趣走向，晴老師選擇走向音樂教育、雲老師選擇研究美

術教育、微老師選擇走向幼兒教育。 

再者，三位教師選擇進入高等教育場域任教，一部分是機會使然，如同

Sanderson, Phua 和 Herda（2000）的研究中，也有一些研究對象表示，他們進入

高等教育是一個偶然機遇或好運，並非明確計算的結果。另一部分則是考量大學

任教的發展性與挑戰，以及大學教職的時間自主性，雲老師覺得在大學發展比較

有遠景： 

在大學發展比較有遠景，所以我就跑來藍天大學當助教，因為那時候助教是

可以往上升的，所以我覺得那還不錯有機會（雲 10525）。 

微老師也以挑戰性作為轉任他校的動機： 

因為紅瓦大學在整個教育體系，是大的學府，研究機構也比較多，那師專以

前是專科學校，比較小，在學術領域範圍又很小，而且我覺得這個系是比較

多元的，也希望說，說不定這樣會有另外一些的挑戰（微 10606）。 

晴老師則喜愛大學教師的時間自主性高：在大學的老師，平常有一些日子是

沒有課的，沒有課有時候就可以不用去學校，我覺得彈性很大（晴 10611）。 

三位教師選擇在大學任教並持續師培工作的原由，與 Sanderson, Phua 和

Herda（2000）的研究結果相似，對教學的熱愛、喜愛並享受工作時與大學生相

處、工作時間的自由度等，亦是美國大學教師選擇大學教職的考量。而龐海芍、

何玫、劉衛民（2009）針對中國大陸大學教師職業生涯規畫進行調查，在 422
份問卷樣本中，也有近 50％的教師認為，大學教師工作穩定、時間自由，對他

們吸引力很大。 

二、影響的重要他人與關鍵事件 

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是指在個體生活環境中對其影響最大的人，關

鍵事件（critical incidents），是指在個體生活環境中對其影響最大的事（張春興，

1989）。兩者皆是研究個體生涯發展時，經常探討的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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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他人 

晴老師和微老師都談到影響自己的重要他人，有的是授課老師、有的是教育

界前輩，這些給予關懷的重要他人，也成為自己當老師的典範，或投入專業領域

的楷模。 

晴老師在日本求學時的一位教授，當他用不熟悉的日文發言時，經常給予肯

定讚許，對晴老師產生莫大的鼓舞作用。 

在日本研究所上課的時候，因為用不熟悉的日文發表意見的時候，我經常很

擔心講錯或講得不好，有一位教授他叫濱野教授，不管我講得好或不好，他

都會點頭讚許，我一邊講一邊看到他的點頭，我就變成比較有勇氣繼續說下

去，所以他一直對我點頭讚許的這個畫面，一直留在我的腦海中印象很深刻，

在我的教學生涯裡，我也會碰到學生不管是上台彈琴，或者在發表意見的時

候，我總會想到他，所以我也會效法他對學生點頭讚許，即使學生講得很差，

我還是會學習這個老師帶給我的影響，這樣子去對待學生（晴 10611）。 

重要他人在每個人的生長過程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當一個人感覺到他被

重要他人接受、被尊重、被愛，那麼其自尊也就在同時間獲得了最強而有力的滋

養，會比較看重自己（鄭茱月，2002）。晴老師當年求學時的老師成為給予他力

量的重要他人，他也期許自己用同樣的態度對待現今的年輕學子。 

微老師則談到他在碩士班時接觸到的一位資深幼教前輩，對其投入幼教領域

產生很大的影響： 

以前我在遠山大學（化名）寫研究論文的時候，我就去遠山大學附幼看，他

那時候當園長，他對我很好，把我當他的女兒看，我覺得他對我影響很大，

因為他很投入，讓我覺得當一個幼教的人，我也要投入這樣一塊，…我覺得

他給我一個很大的影響，你對幼教真的是要投心，要學他很開放在看待這件

事情，我覺得他是還蠻重要的一個人物（微 10606）。 

Zaffrann 和 Colangelo（1977）認為「楷模人物」是影響女性生涯發展的因素

之一，角色學習在個人發展過程中，亦佔有極為重要的心理作用，微老師在生涯

的關鍵時刻受到重要他人的鼓舞，也同樣用心投入自己所鍾愛的幼教領域，不僅

持續二十餘年，亦陸續影響其受教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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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鍵事件 

雲老師認為民國 70 年左右臺灣成立美術資優班，對他而言，是一個影響較

大的重要事件，他由於欲研究美術資優教育，曾先後三次赴美在職進修，也促使

他確立了後續學術研究方向。 

當時美術資優班的成立，對我來講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事情，因為這個班成立

我才有時間，很用心的在資優教育下功夫，那時候臺灣沒有這方面的研究資

料，所以我就往國外去找，因為看了這類的書比較多，然後加上我上的課，

覺得在這個領域知識要擴充，所以才特地跑到美國青星大學（化名）去三年，

我寫論文在資料查詢都會看到他們有兩位老師寫了很多這方面的論文，所以，

後來才想說乾脆直接去跟他們討教，比較臺灣和美國有什麼差異（雲

10525）。 

綜合上述，若對照 Super（1990）與 Gottfredson（1981）的理論，自我概念

是影響三位教師成為師資培育者的主要因素，個體在職涯發展過程中，不斷評估

自己的能力與興趣，覺察工作和自我的適合度，進而從不同工作機會與環境中，

選擇成為一位大學師培教師。茲將三位資深師資培育者的職涯選擇相關影響因素，

以下圖表示之： 

 
圖 1 研究參與者職涯選擇影響因素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三、教師專業發展 

(一) 專業發展的成長與改變 

大學教師專業發展包括促進個人成長，獲得或提高與專業工作相關的知識、

技能與意識，涉及所有可能增強或提升大學教師能力的課程或活動（林杰，2006；
廖年淼，2002）。從教師專業發展的層面來看，可包括教學、研究、服務三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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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若將大學教師專業內涵與其任務相互結合，至少應包括「教學專業知能」、

「研究專業知能」以及「服務專業知能」（陳碧祥，2001；鄭博真，2012）。綜

觀三位教師所述及的教師專業發展，亦涵蓋上述三方面，唯每位教師關注的層面

不盡相同。 

1. 教學層面 

晴老師在參加研習或演講等活動之後，嘗試將新學到的專業知能，融入其教

學中，使得其教學越來越活潑豐富。 

因為我自己的興趣，我會不斷的參加外面的研習，或者去聽相關的演講，我

覺得這一部分會提升我的專業能力，我也會運用到我的教學上面，所以我覺

得有助於我的教學，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教學經驗變多了，所以我的教學也變

得越來越活潑、越來越豐富（晴 10611）。 

我對於如何把學生教得更好，如何讓我的這一門課變得更有趣，而且在有趣

當中還能讓學生學習到該學的東西，讓學生喜歡我上的課，這是我一直想要

追求的（晴 10611）。 

雲老師在教學方面的專業成長，是赴美在職進修時，學習到美國教授對於課

程準備的整體規劃，包括：課程進度表、講義與閱讀書單、報告要求等，並且改

變自己的教學模式。 

對我最大的收穫是因為瞭解他們上課的策略，教學的時候因為他們國外的教

學策略很講究績效，對老師教學的評量，或者是學生的評鑑都要求很仔細，

所以他們的老師在教學的準備非常嚴謹，一定要把教學的資料講義還有要閱

讀哪些書，開學就要通通開給學生，…對我的一個引導作用很大，所以我回

來以後整個教學觀念都改變了，很重視課程的準備，還有上課對學生的要求，

期中期末報告整個的規畫，直接改變自己的教學模式（雲 10525）。 

微老師在指導研究生方面，運用在美求學時的小組討論模式，帶領學生練習

討論彼此的 proposal 並提供不同觀點的意見，幫助學生建立自己的研究脈絡。 

到紅瓦大學這邊來，有研究生、博士班的學生，我覺得有很多跟學生之間互

動的關係，怎樣幫助學生建立他們自己的脈絡花了很多時間，我常常會有家

族的聚會，我希望不是只有我會，希望我的 team 能夠在一起，常常會有 team
的 meetting，大家在一起能夠談論，從不同觀點去給這個人一些意見，我覺

得很好，因為以前美國我們老師都會有 team 的 workshop，大家聊一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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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我們國內比較少做這一塊，很可惜，…這些都是從美國學到的（微

10606）。 

另外，微老師也談到了，他認為從國外學習回來看的東西更多，知道的資源

也更多，但這些都是一個開始，授課時仍須找新資料閱讀，了解任教對象的背景

和需求，再進行規劃。 

我覺得很多東西，不管你在國外學什麼東西都只是開始，當你要去授課的時

候要找很多資料來看，要知道你教的對象是怎麼樣，再做一些規畫，大部分

我第一堂課，我都會聽他們（學生）講，我有時候會調整，有時候他們覺得

是缺的再加進去，開新的課會是挑戰，我會找很多資料來看，把他統整出來，

認為對學生很重要的，我自己也要來看，找到新東西來看（微 10606）。 

綜上所述，教學層面的專業發展是三位教師皆論及的部分，包括：了解教學

對象的特質、著重課程的事前規劃與準備、調整課程規劃回應學生的需求、引發

學生的學習動機、維持學生的學習興趣、促發合作學習的團隊氛圍等具體實踐，

教師們的敘說內容，亦反映出他們對教學的關注。若對照 Fuller 和 Bown（1975）
的教師發展階段，三位研究參與者皆屬於第四階段關注學生時期，不僅關注學生

的學習與需求，部分教師亦關注學生的社會與心理需求，以及自己是否能和學生

建立個人關係。 

近年來，在高等教育的變革中，教師被期望除了具備學科專業知能外，也是

一個積極投入教學專業發展的「雙重專業人員」（dual professionals），希冀教

師在課程內容與方法上皆具備教學效能（張媛甯、郭重明，2011；Harwood & 
Clarke, 2006; Pennington, 2000），鼓勵教師投身教學與研究教學學術，以確實提

高教學品質，促進學生全面發展（韓建華，2009）。所謂教學學術，乃視教學為

一種學術性事業，需要教師能迅速掌握新的信息，沉浸在自己專業領域的知識中，

再者，視教學是一個能動的過程，在教師和學生之間架起理解的橋樑，在良好的

教學中，教師不僅傳播知識，同時還學習知識，自身亦獲得發展（王曉瑜，2009）。
這也是三位研究參與者在教師專業發展歷程中所重視，且身體力行的。 

2. 研究層面 

晴老師談到自己在研究層面的成長，主要是對臺灣論文撰寫方式的熟悉，他

也透過期刊投稿、研討會發表、專書撰寫等方式，累積不少研究成果。 

剛回國的時候，因為在日本研究論文的寫法，跟臺灣有點不太一樣，所以我

完全是重新摸索臺灣的寫作方式，在這個部份我也很感謝我的南方大學（化

名）的一個老師，他一直不斷的在這部分給我指導，藉由老師的指導還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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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看書、自己的學習，在臺灣研究論文的寫作部分，就比較能夠掌握一些

重點，所以在研究論文的寫作部分，我覺得這十多年來，自己進步了很多（晴

10611）。 

雲老師認為赴美進修回來後，敢於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是自己在學術

研究方面一個很大的改變，不僅視野擴大了，也增加許多國際交流機會。 

我改變最大的就是以前都不敢去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英文直接發表，…我

是覺得說雖然英文沒有像外國人那麼好，可是有準備就勇敢去參加國際學術

研討會，這個是從國外回來一個最大的訓練，至少視野擴大了，…去年在南

京參加那個英國辦的，我也是發表，我也加一個教他們寫書法、畫國畫，就

東方人的文化背景在那個場合很容易發揮的，這是我最大的收穫，讓我一直

印象很深刻，就是不要把東方的藝術只侷限在國內使用（雲 10525）。 

3. 服務層面 

晴老師認為自己有所成長或改變的服務層面，包括行政工作與學生輔導兩方

面，他曾任約五年行政職務，負責任教科系課務、學生事務、行政庶務等工作，

他談到自己的改變： 

我覺得十幾年來，在行政工作的處理方面，變得比較得心應手，很多事情也

比較不會出錯，比較知道怎麼在人與人之間進行協調、協商，把事情順利完

成（晴 10611）。 

另外，擔任導師工作使得晴老師在引導學生說話、輔導學生等層面亦帶來成

長，令晴老師從中獲得喜悅與成就感。 

在學校有很多學生，可能會有一些困擾或問題來問我，我覺得我對於跟學生

輔導、諮商也還蠻有興趣的，有時候參加一些研習，或閱讀書報，多多少少

學到一些跟學生講話的技巧，或者怎麼樣去引導他講，把原本不想講的話講

出來，這十多年來我也進步蠻多的，我蠻喜歡跟學生聊天聽聽他們的想法，

我覺得在輔導學生這方面，做得蠻開心的，蠻有成就感的（晴 30620）。 

(二) 專業發展的挑戰與因應 

教師在專業發展歷程中，也不斷面臨一些挑戰，有的是赴美在職進修時的語

文挑戰、有的是尋求新的專業整合之挑戰、有的是行政領導工作之挑戰，挑戰或

困境的出現，也往往是一段努力成長歷程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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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老師談到初次赴美在職進修時，面臨到語文上的挑戰： 

去美國挑戰性是很大的，畢竟我是從一個中文環境去，第一件事情就是語文

方面，開始在課堂上比較有一點障礙，所以我去第一年就花了很多時間補修

英文課，加強我的英文，…反正我去了三年就覺得語文方面就是一種挑戰（雲

20529）。 

近期由於晴老師任職的學校增設老人服務相關科系，邀請晴老師教授老人音

樂相關課程，他面臨跨入另一年齡層音樂教育的專業發展挑戰。 

我想要應用以往所學，把目標由幼兒轉向老人領域。有一次去參加一個有關

老人音樂的研習之後，我發現音樂可以帶給老人無限的快樂與能量，可是社

會上為老人所做的事情實在太少了。…在老人音樂這一塊剛剛萌芽，甚至投

入其中的音樂教師在全國不到十人。所以我想應用所學擴展到這個領域，可

是還需要學習很多相關知識，對我個人而言是另一個新的挑戰（晴 20618）。 

微老師在任職系主任期間，遇到了許多行政層面專業發展上的挑戰，如：人

事問題、空間規劃、結合教師參與系務討論等，但他覺得也可將之視為一種學習。 

如果當主任的話就是人事的問題，還有整個空間的規劃，都是很大的挑戰，

如何申請經費，你怎麼樣把它申請到，當有一些事件發生的時候，你怎麼去

跟學校做反映，怎麼樣透過關係，讓他們知道這很重要，所以這個要花很多

心力，…那種困境是怎麼講，有很多的事情必須要去處理，如果說講困境也

算，也不一定是困境，當作一種學習來看就好（微 10606）。 

微老師亦面臨想在服務系所，推動專業社群或凝聚教師合作研究的困境： 

像我自己在當主任的時候，我很想成立幼教的讀書會，…但是做不起來，因

為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思路，到底能不能合作，當系主任的時候才知道有些

是 against，意見是相左的，所以當主任時要一直融合是很辛苦的（微10606）。 

微老師談到他面對挑戰或困境時的因應方式，如：找人協助、找資料、讀經

禱告等，宗教上的支持也是微老師很重要的力量來源，再者，他也覺得有時候事

情不一定馬上能解決，那就 Let it go！ 

那困境，把它當作學習吧，如何解決，找一些人、一些資料、找一些教會的

人禱告、我想這些是自己可以做的，還有讀經禱告，有時候都是出乎你意料

的，不是你意料中的，太多事情了。所以說，很多東西不見得馬上解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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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長期的，而且有的時候是 Let it go！不可能解決的，知道有這種狀況就好

（微 10606）。 

(三) 專業發展的做法、能力與動力 

1. 專業發展的做法 

雲老師透過不斷看書、蒐集資料、指導論文、翻譯書籍等方式，持續自己的

專業發展。 

這部分就是不斷的看書，不斷的蒐集資料，還有一個就是指導學生論文也是

一種方法，有些學生的論文雖然跟自己專業有時候是有關係，但不是很深，

可是因為你看他的內容，也可以擴充一點相關的知識，其實指導論文對指導

教授也是一種幫忙，…所以在持續教師專業發展方面，我是覺得要不斷的從

書裡面去找，尤其現在電子傳播方面太容易，上網找要什麼有什麼，而且多

跟外國教授來往，不管是寫書、翻譯書我覺得都是很大的收穫，特別是閱讀

整理外國資料轉化為國內可用的，在我來講是很有幫忙的（雲 20529）。 

雲老師也談到自己在促進創作層面的專業發展方式，即利用參加畫會持續舉

辦展覽，督促自己不斷產出新作品。 

創作我覺得應該要參加繪畫團體，因為每一個人都很忙，唯一的方法就是用

一種外來的督導的力量逼你去充實，我是參加畫會，要定期展覽你就要畫，

要畫就要播時間，…因為我有那樣的任務，我要參加展覽...當然兩方面都要

兼顧也比較難，但是也不一定做不到，繼續做就對了（雲 20529）。 

晴老師則透過不斷參加音樂教育相關研習、演講或實務教學師訓，藉此吸收

新訊息，並增加自己在實務教學上的知能。 

我會去參加研習，國內這方面研習不能算很多，有些單位會邀請國外的學者

專家來做研習或演講，我會去參加，有時候我會遠征到臺北、臺中或者屏東，

反正我會全臺跑透透參加研習，這一部分的學習雖然很辛苦，可是我覺得回

來的收穫都很大，所以我很樂在其中（晴 30620）。 

微老師覺得專業成長隨時都在進行，他常運用閱讀書籍、上網搜尋新資訊等

方式，持續自己的專業發展。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1，10（7），頁 188-219 

 

專論文章 

 

第 210 頁 

我一直很愛看書，有一些新的東西出來，我就會去看，會上網去看一些新的

東西，我們家有電視，可是我很少看，…我覺得時間不一樣，看的東西也不

一樣（微 10606）。 

2. 專業發展的能力 

雲老師認為外語能力、學術專業能力、研究方法知能、電腦資訊能力對於教

師的專業發展非常重要。 

最重要的能力，我覺得語文能力、外語能力要好，...還有一個就是學術專業

能力，還有研究法、研究方法，還有科技產物的應用能力，在這個社會才能

生存下去（雲 20529）。 

晴老師以他專長的課程設計與教學、節奏與律動等課程，談教學專業發展需

要的能力： 

以我專長的這個領域而言，最重要的、在教學上的專業發展能力是要能舉一

反三，也就是創新，當看過許多課程設計與參加研習之後，教師要有舉一反

三的能力，才能就他人的活動再做更改變化，帶學生進行，產生一些新的創

意，否則永遠只能模仿別人的（晴 30620）。 

3. 專業發展的動力 

晴老師談到他的動力來源，主要是擔任教師的興趣，他很致力於透過課程提

升學生學習興趣與學習成效，也帶給她許多成就感，更增進了教學專業發展的動

力。 

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我的興趣，因為我喜歡當老師，所以我對於如何把學生

教得更好，如何讓我的這一門課變得更有趣，而且在有趣當中還能讓學生學

習到該學的東西，讓學生喜歡我上的課，我覺得這是我一直想要追求的，所

以我會很樂於參加研習或聽演講啊，或者是看一些文章或書籍之類的，去學

習怎麼樣讓我任教的課程變得更好（晴 30620）。 

微老師專業發展的動力，一部分來自於自己認為有缺少的部分就需再增加，

另一部分來自與小朋友相處時的體察，察覺自己需要增進或成長的部分。 

重要的動力跟能力，認為有缺就要加，…這幾年我有帶大四的教學實習，我

很多學生都已經當老師了，很多都叫小朋友叫我 grandma，…因為我也很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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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跟孩子在一起，跟他們在一起其實是一種享受，他們都很好玩，我覺得跟

他們在一起，就會知道看自己哪些東西還要再增加的（微 10606）。 

雲老師覺得自己一輩子在教育崗位上受惠很多，持續教師專業發展也是一種

為下一代做事的回饋，教書也是一種無止盡的充實自己。 

我一輩子在教育崗位上受惠太多了，一種感恩的心情，…然後我覺得那是一

種奉獻，我要為我們下一代做一點事情，…教書是一種無止盡的充實自己，

因為現在是知識爆發的時代，太多東西要瞭解了，有的時候也會發現自己有

技窮的時候，自己有太多還沒有辦法了解的地方，就是要堅持在專業方面不

斷的發展（雲 20529）。 

綜合三位研究參與者在教師專業發展上的成長與改變、挑戰與因應、能力與

動力等層面，從中可發覺，教師們在發展歷程中，不僅挑戰自己所面對的工作難

題，亦挑戰自己當下的現況，在自覺不足的省思中，透過不斷追求新學習，如：

在職進修、閱讀書籍、搜尋新知、參加研習等，提升自己的專業知能，達到一種

作為師資培育者的自我實現，促使自己的專業生涯如同 Fessler（l985）主張的，

是一種可循環、動態的發展系統，同時亦充分反映出其教育專業精神。饒見維

（2003）認為教育專業精神是教師對教育工作產生認同與承諾後，對教育工作自

發投入的精神意向，亦能促使教師保持積極省思與探究，對學生則懷抱深切的關

懷與愛心。三位師資培育者秉持其教育專業精神，在投身教育的路上，持續進行

專業發展，不但對許多年輕學子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亦使研究者重新省思自己

的教師角色與作為。茲以圖 2 表示研究參與者專業發展之實踐： 

 
圖 2 研究參與者專業發展之實踐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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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受個人與環境因素影響成為師培教師，並基於對教育工作的喜愛與回饋，持

續師培教師職涯 

三位研究參與者受家庭背景與個人興趣影響，選擇擔任教師的工作，而進入

高等教育任教，皆源於當時偶然的工作機會。選擇進入大專院校任職的考量，則

包括工作的遠景與挑戰、工作的作息時間彈性等因素。再者，三位教師由於對教

學的熱愛、喜歡與大學生一起工作、對教育的回饋心理等因素，後來仍持續擔任

師資培育教師工作。 

(二) 教學專業發展是共同關注的層面，終身學習是專業發展的核心本質 

教學專業發展上的成長與改變，是三位資深師資培育者共同關注的焦點，也

是其投入與付出努力的方向。大學教師須持續不斷追求專業發展，與時俱進，才

能面對來自學校、學生或專業領域不同面向的需求與挑戰，教師亦隱含著作為學

習者的角色，終身學習可謂大學教師專業發展的核心本質，不僅是個人專業成長

的必備要素，也是一種專業生命態度，三位教師皆以此信念面對各自遭遇的挑戰

與難題，並樂在其中。 

(三) 以教育專業精神貫穿師培職涯，透過自我反思維持專業發展動力 

作為教師須不斷充實自己不足之處，這樣的教育專業精神，是支持三位教師

持續專業發展的主要動力來源。而此動力來源，則需憑藉一個隱含在教師專業發

展背後所需的重要能力－反省性思考（reflective thinking）能力，透過反省性思

考，教師才能在任職過程中，不斷地在發現不足與自我導向學習（self-direct 
learning）間來回，是一個自我激勵（self-motivation）的基本動力系統。三位資

深師資培育者視教師工作為一種終身志業，透過各種專業發展行動，不僅增進自

己的專業知能，亦達至一種自我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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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 實務上的建議 

1. 重視資深師資培育者的經驗傳承 

師資培育者有別於一般大學教師的重要任務，是引導與帶領學生成為教師，

因此其培育學生如何成為教師的經驗相當可貴，諸如：如何培養學生活動設計、

教學、班級經營、省思等能力，或是實習訪視與輔導等經驗，可做為新進師培教

師專業發展的學習內涵，師培學校的專業發展專責單位可透過薪傳傳習制度、個

別諮詢或其他策略，促使資深師培教師的經驗得以傳承。 

2. 鼓勵師資培育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 

大學的工作文化傾向於專業孤立的運作型態，透過專業學習社群的成立與實

踐，是促進教師間相互交流與學習的途徑之一，鼓勵師資培育專業學習社群的實

施，如：同校同領域、同校跨領域或跨校同領域的師培社群，推動師培課程的教

學創新或課程共備、資源整合，或針對師培生議題進行研討，提升師培教育的品

質，亦能支持師資培育者在任教系所之外，結識更多有志於師培教育的夥伴，共

同為教育努力。 

(二) 研究上的建議 

本研究限於時間與人力，僅以三位資深師資培育者為研究參與對象，未來研

究建議可增加不同師培領域的研究參與者，了解更多師培教師的職涯選擇考量與

專業發展行動，或進一步探討師資培育者任教學校的專業發展措施，對其專業發

展上的影響或幫助，亦可探討師培教師在專業發展上的規劃、阻礙與需求等面向，

以豐富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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