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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中小學師資老化對教育現場的衝擊－ 

以非山非市型學校為例 
曹欽瑋 

臺南市東山區東山國民小學校長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新住民語文教育輔導團副召集人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國教輔導團國小自然領域副召集人 
歐奕淳 

臺南市東山國小教學組長 

一、前言 

中小學師資老化自 1994 起就陸續浮現，這個情況對臺灣教育的現場勢必產

生影響，筆者試著將從教學效能、行政支援、班級經營、團隊（社團）管理、社

群參與及人才培育等六個面向試論，以筆者經歷偏鄉及非山非市型學校 20 年教

職生涯經驗，並經歷教育局課程督學一職，分析問題可能產生的原因及推論可能

產生的影響，提供各界在推動實務上之參考依據。 

二、中小學師資老化成因 

(一) 何為非山非市學校 

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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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指出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90074373B 號令），非山非市學校為非偏遠地區學校，而經

教育部核定教育資源需要協助之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通常坐落於偏遠地區與

都市交界地帶的學校，全國有 342所小學比率約為 13%，臺南市有 36所約占 16%。 

(二) 師資老化成因 

非山非市學校因坐落於市郊，筆者認為師資老化成因如下： 

1. 人口都市化是趨勢，再加上少子女化的影響，多數非山非市學校有逐年減班

的情況，編制教師數（正式）因而減少。 

2. 因緊鄰都會區，離教師居住地不遠，在學校氛圍尚可的前提下，老師流動率

不高。 

3. 若無教師退休，即無因新增缺額而有新進教師，以筆者所屬學校為例，5 年

來僅有 2 位初任教師，1 位從外校調入，1 位調出。 

綜上所論，筆者所屬學校及鄰近非山非市國中教師平均年齡為 49 歲及 43
歲，皆已近退休年齡，實際均有師資老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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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資老化對教育現場的衝擊 

以下將從教學效能、行政支援、班級經營、團隊（社團）管理、社群參與及

科技運用等六個面向試論師資老化對教育現場的衝擊： 

(一) 教學效能 

教師效能（teacher efficacy）指教師具有專業知識，以發揮專業能力與專業

態度，有信心地幫助學生從事有效的學習，以達成學習目標（2011，張吉良）。

教師的專業知識必須與時俱進，態度更應隨著社會氛圍而改變，師資老化會帶來

經驗的累積，態度也較為沉穩，但可能會產生自我專業上的固執，較不易因環境

的改變而自我增能，相較之下年輕（資淺）的師資因經驗不足，雖然擁有較新的

專業知能，但不見得能有信心的幫助學生學習。 

(二) 行政支援 

學校內行政的工作可分為一般行政與教學行政兩大類，一般行政通常為職員

或兼任行政教師負責，所有教師都有協助教學行政的義務，在此意指一般行政而

言，年輕（資淺）的師資在行政的配合度上較高，對擔任行政比較有意願也不排

斥，會較具有創意，但是因為經驗尚淺在處理事務上常無法圓滿或躁進，筆者認

為師資老化的行政團隊，雖然在創意方面較為不足，但因為經歷充足，處事上較

為圓融而穩定，能為學校帶來較穩定的力量。 

(三) 班級經營 

班級經營是教學的基本能力，然而這需要認知的學習再加上臨場的應變，初

任教師會較無法掌握訣竅，是故師資老化未必帶來負面的影響，但若是資深教師

未能隨著時代變革而調整班級經營技巧，可能會為自己帶來困擾與麻煩。 

(四) 團隊管理 

校內的社團都需要有教師負責管理，早期師院及師專生都具備帶領團隊的能

力，但隨著教育現場大環境的改變，師道不受尊重，管理團隊僅有敘獎與榮譽感，

若無法提升教師意願與動能，將導致資深教師管理團隊意願日漸低落，資淺或較

年輕教師較在意自己的生活，即使接任也是因為是屬於自身的（教學行政）工作，

所以團隊管理的問題在師資老化的學校是一項問題。 

(五) 社群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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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校內的正式次級組織-教師社群或是非正式組織-朋友圈，資深教師的

參與率明顯低於資淺或較年輕教師，有法源的教師社群資深教師往往只是參加，

鮮少發表言論或成果，對團體的社群性與貢獻幫助不大，在非正式組織方面，資

深教師與資淺或較年輕教師也分成數群，往往資淺或較年輕教師自成一群，若無

一些休閒性質社群，如瑜珈社、羽球社等，就很難打破資深與資淺在非公務的交

流，進而形成情誼的建立與整體的社群性。 

(六) 科技運用 

雖然教師教學的有效及創新性，未必一定要使用科技資訊設備，但是全國的

教室內已具備越來越多科技資訊設備，從 10 年前的單槍到電子白板到現今的大

電視，教師的教學已難脫離科技資訊，然而根據研究（周士雄，2009）指出 31-40
歲的教師運用科技資訊設備來教學意願最高，超過 40 歲以後就呈線性下降，男

性教師意願高於女性（周士雄，2009；江羽慈，2002），以現今教育現場師資老

化及女性多於男性來看，科技資訊運用於教學上日趨困難，可能僅能達到使用設

備而無法發揮完整的功能。 

四、結論 

綜上所論，師資老化是一場進行式，而且尚未到達高峰，因此教師缺額持續

的減少之下，中小學師資老師 6 年後會更嚴重；從 6 個面向來看，師資老化未必

全部是缺點，在教學效能、行政支援及班級經營方面，師資老化會帶來教育現場

穩定的力量，但可能較缺乏創意與動能，而在團隊管理、社群參與及科技運用，

師資老化極可能帶來較負面的影響，若未能針對此情況作出適當回應，受影響的

下一代是無法重來一次，冀望相關部會能提出妥適因應之道，因為師資的培育無

法即時，選才也不能倉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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