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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教師轉化成經驗與智慧的教育領航人— 
談教師職涯發展 

黃國峯 
臺南市篤加國小校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2017 年公布實施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全國法規資料庫），自實施

後這二年發現，現場教師已多數選擇緩退。中小學學校教職員退休制度，歷經鼓

勵提早退休的教師五五專案，後來又因所得替代率高過於 100%的現象，導致年

滿 50 歲服務滿 25 年，即可辦理自願退休，使得大量師專畢業之優秀教師提早離

開校園，這其實是教育界的損失。大致上年滿 50 歲尚未退休還不算老的中小學

教師，這一群應該可泛稱為資深老師。 

其實臺灣早期選擇報考教師，當初大多是從小就抱定志向，將教師視為終身

的志業。但歷經 30、40 年教學生涯之後，加上教育環境與社會氛圍的劇變，校

園民主化、家長參與權及新媒體的崛起，訊息流通更快速，多少影響著資深老師

在職場上工作的情緒，要持續保有教學熱情實屬不易。蔡清華（1996）研究指出

美國在 1960 年代實施教師生涯階梯（以加州天波市為例）是基於三種假定：(1)
教師有機會沿著教師生涯階梯（career ladder）循級而上。(2)好老師可以留在教

師崗位繼續從事教學。(3)個別教師的教學工作更趨專精之後，受惠的學生將會

更多。 

教師職涯分級的建議，雖已討論多年，卻無法付諸實施。然而時代轉變之快，

正如新冠肺炎，一年間世界彷如隔世，面對年金改革與遠距教學所帶來的衝擊，

在制度面的配套上，教育主管機關與教育人員都應該要調整觀念改變思維。為使

教育能持續呈現創新與活力，同時找回教師的尊榮感、促進教師生涯發展、激勵

教師專業成長、教學行政軌道並行、借重資深優良教師、膺續教師終身學習，積

極推動教師職涯發展，留用兼具經驗與智慧的教育教育工作者，並解決教師老化

是值得各界探討的議題，因此研擬一套可行的試辦制度，應是刻不容緩的事。 

二、臺灣教育改革演進微觀 

臺灣教育於 1994 年發起 410 教改運動，筆者正好就讀師範學院大三，當年

的遊行現場就在學校旁邊，感受特別強烈。遊行主軸提出四項改革訴求：落實小

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與制定教育基本法。回頭看教育發展歷

程，在這 26 年來，教育現場可說是三年一小變，五年一大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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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的節奏，不僅從未停歇，且新政策推動的間隔更短，速度更快。筆

者自 1978 年入國民小學就讀，至 1995 年 8 月 1 日公費分發，在新制實施之前取

得教職，在臺灣中小學教育的演進歷程中，可說是無役不與，茲將教育政策各層

面的重要行事簡略如下： 

(一) 教育課程層面的改革 

2001 年 9 月試行九年一貫課程，2004 年 9 月正式實施。緊接著 2014 年實施

十二年國教，高中職免學費。2019 年為符應世界經濟趨勢工業 4.0，在教育上推

動有素養導向的 108 新課綱。 

(二) 教育相關法規的修訂 

1979 年公布「國民教育法」及「師範教育法」，1994 年制訂「師資培育法」，

1999 年制訂「教育基本法」，2011 年公布實施「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到 2014 年

制訂「實驗教育三法」，2017 年發布「實施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 

(三) 教學設備的演進 

從掛圖、板書、鍵盤、幻燈片，到投影機的設備更新。1998 年實施「資訊

教育基礎建設計畫擴大內需方案」，各校成立電腦教室並鼓勵資訊融入教學。2001
年公布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實施資訊融入教學之創新教學，班班有電腦及電

子白板。2011 年平板電腦問世，一種小型的、方便攜帶的個人電腦，可當作電

子書包。2020 年的前瞻計畫設置觸控面板、光纖、及無線網路及行動裝置。 

(四) 退休制度年金改革 

1996 年（民國八十五年二月一日起）實施之教育人員退休撫卹制度之前屬

舊制採「恩給制」（僱主即國家完全負責），之後為退撫新制，採用「儲金制」。

2017 年公布實施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推動所謂的年金改革方案。 

教育為社會制度之一種教育政策的制定，不僅受到大社會環境的影響，同時

需要掌握社會變遷的趨勢、脈動與一般社會大眾的需求（翁福元，2007）。筆者

有幸親身見證臺灣教育近 30 年發展的過程，從教師、組長、主任、到校長，教

育現場始終存在著長年待解決的問題，雖然透過政策的推動已改善不少，但下一

階段的問題，須思考對策提早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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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階段教育新政策面臨的挑戰 

繼 108 新課綱實施後不久，教育環境面臨兩大挑戰即科技領域與雙語。行政

院曾在 2018 年宣示，規劃將在英語在 2030 年列為第二官方語言，而 2021 年

COVID-19 新冠肺炎在臺灣蔓延開來，導致在同年 5 月 18 日教育部突然宣布全

國停課不停學，所造成教育現場生態的衝擊，對資深教師而言又是一大挑戰： 

(一) 雙語教育 

為落實「雙語國家」政策，期待讓臺灣與國際接軌，打造臺灣中、英文並存

將有助於提升人才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以及促進跨國商貿往來。就在 2021 年各

縣市首度開出雙語教師正式缺，各縣市無不盤點並調整教師缺額，以因應教育環

境的丕變。教育主管機關期許透過學校主動申請，分三年結合國際教育 2.0 的推

動，讓縣市內的雙語學校達到總校數的三分之一。 

(二) 遠距教學 

隨著 2020 年新型冠狀肺炎疫情的擴散，眼看著國外大多國家均因為疫情而

停課，改採用線上同步教學，教育主管機關開始重視遠距教學的模擬。然而 2021
年 5 月，一向防堵很好的臺灣，疫情急轉向下，5 月 18 日宣布停課，這是臺灣

教育史上第一次在期中停課，改同步與非同步及混成的居家學習模式，教師資訊

及通訊設備的操控能力與教學能力隨即攤在陽光下，遠距教學一時間成為顯學。 

(三) 縣市政府公播版直播教學 

從夢 N 系列研習到各縣市公播版直播教學，各縣市輔導團員挺身而出，開

啟教師網紅的新紀元，其實學校內始終有一群願意身先士卒的教師，主動積極自

我實現教育理念。從五大科（國、英、數、社、自）到藝能科逐步上線，讓學生

採同步、非同步或自主學習，開啟跨縣市連線之跨域學習的新局面。 

隨著網路的推波，教師的挑戰更加緊迫。葉丙成教授曾在停課一週之際，於

臉書上發表一篇文章，以鯊魚比喻線上直播教學的挑戰，提出未跟上的教師，將

在不久之後，一定會遇見前所未有的壓力。其實，相對於年輕新進教師的英語與

科技能力，資深教師則是擁有豐富的教學經驗、班級經營與純熟的教學技巧，如

能利用此危機的轉折點，思考建構起一個屬於資深教師甚至於全臺灣教師特有的

職涯激勵制度，協助全體教師從容的面對挑戰，去除僅靠一招半式便想闖蕩江湖

的心態，並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才可確保學習的受教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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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職涯發展之相關研究 

教育改革的浪潮推演至今，師資培育的多元化已造就現場的教師，多數是經

過代理教師教甄的歷程，與師範時代所培育的師資所產生的教育生態，出現偌大

的改變。現行考核與考績制度早已流於形式，教師職涯發展又再度受到重視，國

內許多專家學者不乏提出教師生涯發展或教師分級制的相關研究發現： 

根據蔡培村、鄭彩鳳（2003）研究指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分級

實施辦法草案，將教師分為四級：初階教師、中階教師、高階教師（得減授 1-2
節）及顧問教師（得減授 3-4 節）。草案中設計教師提出申請晉級審查，同一級

別連續服務達八年以上，或參加並完成相關教師專業發展相關進修、研究、發表

與研習取得認證。分級制度之目的，係依據教師生涯發展階梯學理，強制教師在

職進修以達到提升教學品質。 

張民杰（2012）研究認為現今的教甄方法造成代理教師專業成長錯置，年年

輪迴導致生涯發展的停滯與中斷（代理教師的想法是那些公費年代學生所不能體

會的），建議考慮將代理教師作為教師分級中的一級。 

方朝郁、方德隆（2014）研究以美國田納西州為例，田納西州實施生涯階梯，

將教師職級分為五級，通過層級之教師，才可取得該層級的證書，且每個層級都

有其對應之薪資與責任。主要分類如下： 

1. 試用教師：擔任教師第一年，須接受學區考評。 

2. 初任教師：擔任教師二至五年，每年需接受考評。 

3. 初級教師：擔任教師五至十年，若欲升級需經過兩次考評。 

4. 中級教師：有效期間為五年，若欲升級需經過考評通過。 

5. 高級教師：有效期間為五年，仍須考評，合格後再獲新證。 

根據黃子銘（2016）研究英國目前的教師評鑑制度裡，分高階教師、優秀教

師、通過表現門檻水準教師、一般教師、合格教師（導入期教師）等五種教師職

級。認為應該整合臺灣教師表現的總結型評鑑與教學績效，設計出對於表現傑出

的教師能有特別獎勵的制度。 

張德銳（2016）曾提出四個階別的教師名稱（採自願參與為原則），初任教

師、中堅教師、教學輔導教師（得減授課 1-2 節）、研發教師（得減授課 3-4 節）。

在尊重教師現有生態及校園民主的氛圍下化解疑慮，激發教學領導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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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學者研究，建議教師職涯發展可結合教師分級，本著自願、形成性

考評、通過認證、申請晉級審查、獎勵傑出較高級別教師得以減授課、賦予責任

及對應薪資等方式來規劃。 

五、教師職涯發展規劃建議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曾於 2005 及 2013 年兩度提案列入教師法修法條文草案，

因故無法立法修正，遂於 2017 年轉型與精進計畫整合為教師專業支持系統（倪

士峯，2018）。張德銳（2016）認為教師生涯進階，在目前中小學的教育環境下

其推動固然有其困難度，但還是要有前瞻性的思考和規劃，並循序漸進地穩健推

動。為調動教師工作及專業發展的積極性，行政與教學雙軌進階途徑可以先做，

本文綜合上述提出教師職涯發展規劃，建議如下： 

(一) 教師分級採教學與行政分軌設計 

1. 教學軌 

採五級制，顧問教師（25 年以上）、輔導教師（17-24 年）、中堅教師（9-16
年）、初任教師（1-8）及約聘教師（代理 3 年以上）。兼任導師則加領導師費。 

2. 行政軌 

課啟校長（17 年以上）、輔導校長（9-16）、校長（1-8）、主任與組長（中堅

教師以上）。行政加級分四級，主任與組長同級，課啟校長需任職大型學校。兼

任行政除領有學術研究費亦加領主管加給。 

3. 併軌交流  

主任與組長資格須取得中堅教師級別。校長相當於顧問教師級別，且報考校

長須具備輔導教師資格。 

4. 年資上限 

每一級原則上 8 年，但滿 6 年時即可提出晉級申請。年滿 53 歲時，可自願

減額提早退休，續聘必須換證，換證依年齡實施，且每四年換證一次（值屆滿

53-57-61 歲時）。 

5. 學術研究費 

結合教師分級分將學術研究費分成五級，並拉大級距，每晉升一級則學術研

究費提敘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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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鼓勵教師輪調 

依學校類型按大型、中型、小型、偏遠等採取類似縣市介聘特殊加分機制，

可藉鼓勵至偏鄉服務、縮短年資提早晉級。 

(二) 成立專責機構 

1. 擴大專審會功能 

目前各縣市專審會以處理學校不適任教師為主，除汰弱之外，也可以賦予拔

尖的任務，發揮教育的積極引導作用。 

2. 成立超然機構 

校長有遴選制度與校長協會，透過遴選委員會作業。教師可由教師團體、家

長團體及校長代表，及資深優良之人事主任，共同籌組超然公正的委員會，考慮

引用國民法官制度增加民眾參與空間，逐步建構分區晉級與換證申請之認定機

制。 

3. 分區增能賦權 

以某直轄市為例，全市約有國中小正式教師 1 萬名，可將每 20 萬人口數劃

分一區，劃分為五大區，每一區約 2,000 名教師，成立區教育委員會專責教師分

級審查，降低審查業務壓力。 

(三) 採比例制上限 

比照多數縣市教師甄試及校長遴選採取 1/3 入選或候用為原則，運用在最高

層級，約略次一級的 1/3 才得晉級。兼採 20/80 法則，最高階之教師級別約佔全

體教師總數之 20%為上限。 

(四) 重視教學歷程  

1. 給予加分（比照介聘或主任甄選積分設計） 

曾任專業社群召集人、國教輔導團輔導員、專任輔導員或央團專任輔導員、

課程督學、教案比賽獲獎，帶隊指導學生參賽等。整合現行優良教師制度設計，

亮點教師、年度體育有功人員、全國學校經營與教學創新 KDP 國際認證獎等官

方或非官方獎項，皆可納入形成性歷程資料審查，並給予一定比例的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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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禮遇晉級（表彰特優卓越） 

曾獲教育部及各縣市優良教師評選、師鐸獎、教學卓越團隊、教育部閱讀磐

石獎、閱讀推手獎、教師團體辦理的 SUPER 教師，佛光山星雲教育獎之典範教

師得獎者等，無須審查可直接晉升一級。 

教育部在 2015 年 2 月公布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而全國中小學校長

協會也在 2021 年公布之中小學校長專業素養指引，其立意是希望教育工作者

者，能更專業、更符合各界的期待，為下一個世代的臺灣打下良好的基礎。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 2017 年轉型為形成性的專業支持系統，將評鑑二字移除，主要是

希望審查原則以符合程序、資料備齊，但教師應體認自身為公共服務提供者，須

善盡公共責任（倪士峯，2018）。現今各縣市學校欲任職校長，每四年需經過遴

選機制，倘若教師除職涯分級之外，資深教師若再參酌，實施每四年換證一次，

確保身心健康且適任，將有經驗之資深優良教師留用、重用於教學現場，經校長

與教評會延聘亦可轉任行政職（組長或主任）至屆齡退休，且讓無心教學或待退

者能提早離開職場，如此應能助益於教學品質的穩定。 

六、結語 

臺灣教育從翻天覆地般的 410 教改運動之後，至今約 30 年將近一個世代，

也到了該試行教師職涯發展新制的時候。現今教師在入行之後，除非考主任或校

長，否則沒任何晉級機會，易被淹沒在日復一日教學生活中。教育主管機關必須

思考改革教師人事制度，活化和激勵教師士氣。從教師評鑑制度與教師輪調制，

要在校園民主化的現今氛圍之下實施雖然不易，但建構一套合情合理、提高薪資

級距與責任配套的教師職涯發展制度，在臺灣未來的教育能呈現優質並接軌國

際，實應再次凝聚共識、拋開歧見找出試辦的空間。 

美國師範教育史上，不斷出現教師生涯階梯的實驗方案，符合人性力爭上游

的特性，並克服教職在競爭人才上長久不利的障礙，使教職呈現如工商界競爭激

烈之挑戰性，鼓勵教師參與設計可行方案，再由教育行政當局擇優授權試辦，不

失為改善教師工作條件的良方（蔡清華，1996）。 

觀察夢 N 系列研習熱烈參與的盛況，各縣市公播版直播教學願意率先披掛

上陣的輔導團員，甚至學校內一群身先士卒線上直播的教師，其主動積極自我實

現教育理念的教師仍然大有人在。因此，如何建構一個屬於臺灣特有的教師激勵

制度，讓教師老化不是負面的詞彙，賦予資深教師正面的社會形象。屆時，教師

老化是專業與適任與否的議題，而不是年齡與年資的問題。掌握年金改革與疫情

停課不停學的契機，讓資深優良教師轉化成「經驗與智慧的教育領航人」是教育

主關機關應該積極正視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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