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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中小學師資老化問題，原本因少子女化問題而更凸顯。自 1980 年代開

始，臺灣出生人口數就從 40 餘萬一路緩步下降，每年大約以 1~2 萬人的幅度跌

落；近 10 幾年來的少子女化情勢更顯著，2020 年，出生人數為 16 萬 5,249 人，

除了較 2019 年減少 1 萬 2,518 人，也創下新生兒數史上新低。死亡人數為 17 萬

3,156 人，較 2019 年減少 3,140 人。最值得注意的是，2020 年臺灣的死亡人數比

出生人數多 7,907 人，年自然增加率為「負千分之 0.34」，臺灣人口自然成長首

度迎來「死亡交叉」，即死亡人數大於出生人數。 

而 2018 年 7 月 1 日，立法院正式立法三讀通過，確定修改「取消 18％優惠」、

「降低所得替代率」、「提高退休年齡」、「改變退休金計算基準」，目的則是為了

阻止軍公教退撫基金制度破產。之後，教師們的月退休金，從原本每個月平均約

70k，逐步減少到 40 多 k，許多教師因生活消費的需求，打消退休的申請計劃。

老的教師不退休，新進教師便進不去教育圈，導致每年教師開出的缺額逐漸減

少。年金改革，更使得中小學師資老化問題，更為嚴重。 

二、教育受到少子女化的衝擊 

表面上，少子女化，沒有那麼多學生，就不需要那麼多教師。所以，教育界

受少子女化現象而直接衍生的問題有：併班、減班、併校、廢校、超額教師、代

課普遍化、小班制盛行、親師關係緊繃、教師兼行政壓力等。 

其實，少子女化對教育是一場殘酷的考驗，特別是國民教育。國民教育是以

6 歲足齡學童開始，少了人就無以維繫，也不是移民可以替代的，因此必定會爆

發廢校或整併潮。即使學校開發大量課程特色，也得面對現實。在廢校的壓力下，

被詬病甚久的能力分班將會在家長的壓力下死灰復燃，導致公私立學校之間的生

源之爭，而且使極端偏重智育的教育更為扭曲。 

就教師們而言，師資頻繁調動，人員減少，行政事務沒有減量，兼職行政的

機會與壓力大增。引發師師之間、師生之間關係疏離、教學品質下降。畢竟教師

意識到自己的前途不穩，教學就難以付出熱忱。學生也會因為關係的斷裂，課程

的銜接適應問題，導致學習效率降低。 

而廢校與整併，大都是偏鄉的小型學校。對於偏遠鄉鎮的村里來說，這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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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滅頂之災。當地的社會關係之維持，大都仰賴學校的空間與人氣，失去了學校

的支援，有小孩的父母勢必只能將家庭遷徙到城市，社區只剩下老人，整體經濟

與社會狀況，會瀕臨瓦解的狀態。 

三、中小學師資老化問題 

(一) 世代差異 

世代差異最大的問題在於觀念的溝通。過往的年代，教師們都是師範教育畢

業的，多數都是家庭環境比較窮困的居多，那時候公費制度，使得他們有機會透

過個人努力，考上公費學校，取得教師的資格，成為正式教師。教職成為他終身

的職業，認真踏實，兢兢業業是他們的優點。但是，這幾十年來，臺灣大環境歷

經解嚴與改革開放，社會的進步與成長，產生許多觀念的調整與改變。例如: 學
生的成長環境與 3c 產品的使用發明，近來政府推動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的精神，

跨領域的課程與教學等，時代的進步與他們的成長環境，是有一些落差的。 

當學生是他們的朋友、後輩，到了兒女輩甚至孫子輩的時候，觀念的落差，

在課堂上與家長的互動上，就會產生許多溝通的問題。現在家長重視孩子學得快

樂，教師要學生認真學習，當兩者沒有良性溝通的時候，認知衝突的問題就出來

了。這就是世代的差異，也是價值觀的差異。 

(二) 教學方法與教學環境的改變 

當初師範制度的師資培訓，是以實體教學方式為主的教學模式。教師著重在

課程與教學，是在課堂上與學生互動的方式。隨著時代的進步，目前透過科技的

使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方式，非同步學習等，與當初的教學方式，有所差異。 

年輕教師不可諱言，在師資培訓的過程裡面，會有機會習得最新的科技與教

學方法。而老資格教師，在師資培育的年代，就是透過一隻粉筆、一本書、一個

麥克風，就完成了一堂課。後續的在職進修，開設這些研習課程，也是年輕教師

去的居多，老教師都把這些機會當成工作，丟給年輕教師去做了。 

許多資格老的教師們，並不熟悉資訊設備的操作與線上授課的使用。尤其最

近因為新冠肺炎（covid-19）的疫情嚴峻，全國中小學全面停課，改為線上教學，

對許多教師來說，線上授課成為許多教師們在技術上面一個很大的困擾與挑戰。 

無法善用資訊設備與線上資源，會產生很大的教與學問題。環境的改變與因

應疫情帶來的強制性變動，產生的教學技術門檻，對於教學現場，產生很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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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也影響到學生的學習成效。 

(三) 教學經驗傳承的問題 

在生物學上，生態系統的穩定是指一個包括生態再生及生態恢復能力（很快

的恢復到原有狀態），而且可以持續維持的穩定狀態。 

其中，抵抗力（Resistance）及慣性（inertia）都是指系統對干擾的固有反應。

干擾是指外在條件造成的改變，一般只會維持一小段時間。而慣性是指生物系統

可以抵抗外在干擾的能力。 

也就是說，當一個教師系統，含老、中、青三代，並維持一定的數量的時候，

系統會處在一個相對比較穩定的狀態，在外部的變動與干擾下，可以較容易對外

在的干擾產生抵抗的能力。 

當師資結構老化的問題出現，沒有去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時，久而久之，這

個系統很容易因為外部的變化而崩潰。 

理想的系統，含括老、中、青的組成，會有經驗的傳承與技術的交流，形成

組織良性的氛圍，帶動整體發展與進步，形成穩定的系統。若是組織裏頭，大都

是老的教師，雖有技術，但熱情被現實的學生與家長溝通問題磨滅，只剩等待退

休，相關的工作分配，因為職場倫理的關係，都分配給少數的年輕教師，如何期

待這樣的系統產生源源不絕成長的動力與能量？ 

四、可能的解方 

首先，改善生育的條件，減緩少子女化的趨勢。這是最直接的處方，例如，

鼓勵生育，改善勞動條件，讓年輕人養育小孩的壓力減輕，願意多生小孩。這需

要很多條件來配合，通常是社會與經濟的問題。有學生生源，就會有教師員額的

需求，就會有缺額，就會有新的血輪進入職場，以改善組織老化的現象。 

再來，優化退休制度，鼓勵達到退休條件的教師退休。老的教師願意退休，

就會有新的缺額，就有機會開缺讓年輕的教師進入教育圈，讓組織的成分調整到

理想的狀態，有利於生態的平衡與穩定。當然，需要考慮到國家的財政狀況與制

度的公平性。 

上述的兩個方法，是從長遠的角度去思考。短期能做的，是從制度的改變著

手。以下的淺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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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降低班級人數，以維持固定的班級數，同時，維持一定需求。才有可能在現

有的條件下，每年擠出部分的教師員額，提供年輕教師進入職場的機會。 

2. 實施組織改造，讓老的有經驗、表現優秀的教師，教學的對象是教師，提供

經驗的傳承與教材教法的研發，一方面鼓勵教師有優良的表現，維持熱情與

動能；一方面鼓勵教師在教材教法方面，因應時代的改變，做創新與發展，

跟隨學生的時代與環境改變，做最好的學習支持與陪伴。 

最終極的目標，教育的困境，用教育來改變。發揮臺灣的優勢與條件，透過

教育方式的調整與改變，保障每位學生的學習，適性揚材、終身學習；並善用科

技、文創、教育等的優勢走出臺灣自己的路。讓孩子面對未來世界有足夠競爭力，

開發出新的產品，而不是只有做代工，才能產業升級，改善國家經濟財政狀況，

徹底解決中小學師資老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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