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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的中小學近年來因為少子女化和薪資退撫制度調整等因素，使得師資結

構轉變。本文將先探究中小學師資老化的現象，以及對於學校教育有何影響，繼

而提出可能的因應之道，以供參考。 

二、中小學師資老化的現象 

根據教育部資料，國小專任教師總人數 99 學年為 99,562 人，至 108 學年減

為 96,604 人（教育部，無日期）。整理近十年來國小教師各年齡層占比之變化（如

表一），可發現 30 至 40 歲占比大幅減少，由 99 學年 42.00%、108 學年降至

23.09%。同時 40 至 50 歲由 39.35%增加為 46.99%，50 至 60 歲則由 8.71%增為

20.50%，教師年齡層由 99 學年以 30 至 50 歲為最多，逐漸往 50 至 60 歲年齡層

移動。 

表 1 我國國小專任教師各年齡層人數佔當年度總人數比率表 
學年 

年齡 
99 

學年 
100 學

年 
101 學

年 
102 學

年 
103 學

年 
104 學

年 
105 學

年 
106 學

年 
107 學

年 
108 學

年 
未滿 
30 歲 9.35% 7.89% 7.38% 7.19% 7.45% 7.34% 7.18% 7.21% 7.88% 8.47% 

30 至

40 歲 
42.00

% 
40.90

% 
39.35

% 
36.95

% 
34.65

% 
32.61

% 
30.64

% 
28.57

% 
25.88

% 
23.09

% 
40 至

50 歲 
39.35

% 
41.61

% 
43.35

% 
45.09

% 
45.87

% 
46.98

% 
48.20

% 
48.61

% 
48.04

% 
46.99

% 
50 至

60 歲 8.71% 8.97% 9.29% 10.11
% 

11.36
% 

12.38
% 

13.28
% 

14.88
% 

17.39
% 

20.50
% 

60 歲 
以上 0.59% 0.62% 0.63% 0.67% 0.67% 0.68% 0.71% 0.72% 0.80% 0.95%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教育資料查詢網。作者自行整理。 

根據表 1 製成圖 1，可看到比率增加的是 40 至 50 歲、以及 50 至 60 歲兩個

年齡層，顯著減少的是 30 至 40 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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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民國 99 至 108 學年國小專任教師各年齡層佔總人數比率圖 

同樣的趨勢也發生在國中專任教師的年齡結構，如表二。更明顯的是，30
歲以下教師由 16.38%降為 6.92%，30 至 40 歲由 42.76%降為 30.42%，合計 40
歲以下國中教師總比率由 57.14%降到 37.34%。同時，40 至 50 歲教師由 30.92%
大幅增加為 44.85%，50 歲以上也由 9.29%增為 16.72%。 

表 2 我國國中專任教師各年齡層人數佔當年度總人數比率表 
學年 

年齡 
99 

學年 
100 學

年 
101 學

年 
102 學

年 
103 學

年 
104 學

年 
105 學

年 
106 學

年 
107 學

年 
108 學

年 
未滿 
30 歲 

16.38
% 

14.76
% 

14.27
% 

13.84
% 

12.99
% 

11.18
% 9.24% 7.91% 7.09% 6.92% 

30 至

40 歲 
42.76

% 
43.02

% 
43.04

% 
42.68

% 
41.64

% 
40.62

% 
38.77

% 
36.33

% 
33.29

% 
30.42

% 
40 至

50 歲 
30.92

% 
32.13

% 
32.83

% 
33.27

% 
34.74

% 
36.92

% 
39.73

% 
42.04

% 
43.97

% 
44.85

% 
50 至

60 歲 9.29% 9.36% 9.08% 9.45% 9.86% 10.52
% 

11.47
% 

12.88
% 

14.68
% 

16.72
% 

60 歲 
以上 0.65% 0.73% 0.78% 0.77% 0.77% 0.76% 0.79% 0.84% 0.97% 1.09%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教育資料查詢網。作者自行整理。 

 
圖 2 民國 99 至 108 學年國中專任教師各年齡層佔總人數比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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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言，近十年來國中小專任教師之年齡結構，確有老化現象，國中和國

小都以 30 至 40 歲占比下降最多，但國中和國小略有不同，30 歲以下教師，在

國小變化不大，在國中由 16.38%降為 6.92%。50 至 60 歲教師，在國小由 8.71%
增為 20.50%增幅甚大，國中則以 40 至 50 歲教師，由 30.92%增為 44.85%變化較

大。 

三、師資老化現象的評析 

中小學的確存在師資老化的現象，此現象對於中小學學校教育之利弊探討如

下： 

(一) 超高齡社會與高齡者勞動參與率 

國人的平均壽命逐年增加，至民國 108 年達 80.9 歲（內政部，2020）。許多

高齡或超高齡社會國家，多倡議延後退休或持續工作，英國政府 2005 年就要求

雇主須對勞工 65 歲之後的就業意願積極回應。以 65 歲以上者的勞動參與率來

說，瑞典 2013 年為 14.9％，比 1993 年的 8.46％，增加了 6.44％（詹火生、辛

炳隆、黃麗璇、黃玟娟，2015，頁 72、83），而臺灣 65 歲以上勞動參與率，2018
年尚不到 3%（林宗弘、林文正，2020)。 

再看 55 至 64 歲者之就業率，在冰島、紐西蘭、瑞典都有七成以上，德國自

2005 年的 45.48％到 2014 年達 65.55％，日本 2013 年 55 至 59 歲就業率高達

79.5%，60 至 64 歲亦有 61.4%（林宗弘、林文正，2020；詹火生等，2015，頁

72、91、110）。 

由此可知，延後退休年限、提高高齡者勞動參與率，是各國因應高齡衝擊的

重要策略。而臺灣高齡者的勞動參與率遠低於其他先進國家。以此觀點看中小學

師資老化現象，若能規劃適當的人力運用，應可協助臺灣社會因應高齡衝擊。 

(二) 社會及教育現場對於師資老化的疑慮 

目前教育現場對於師資老化，主要具有以下疑慮和迷思： 

1. 教師能力不足 

在專業能力方面，資深教師雖然經驗豐富，但常被懷疑所受培訓已經過時，

不符合現今教學需求。在體力方面，資深教師常被認為年邁體衰，無法勝任教學

要求。在教育政策推動不力、教學效率不彰時，資深教師往往成為被檢討的箭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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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薪資高而不當 

資深教師薪資福利優渥，但未必分擔較多工作量，被譏為錢多事少的肥貓，

退休也會被諷為米蟲。例如網路閒聊中，「政府有可能要求 60 歲以上的中小學教

師強迫退休嗎？」引發熱議（蘋果日報，2021）。 

3. 排擠年輕教師 

資深教師佔缺不退休，常被質疑導致年輕教師無法進入職場。然而許多報告

指出，沒有證據顯示老人就業的增多，導致年輕人就業機會或薪資減少（Munnell 
and Wu, 2013；Jin, 2017），甚至指出青年就業的真正障礙不在熟齡就業，而在於

政策刻意避免年輕勞動者的培訓費用（Gekara, Snell & Chhetri, 2015）。 

以上質疑使資深教師倍受歧視，甚至有年輕老師當面直言「你不要倚老賣

老」，面對逼退的負面眼光，資深教師面臨困難的抉擇，若不退休，體力衰退工

作繁重，被汙名化不受尊重，身心俱疲。若退休，之後可能還有漫長的三十年，

要面對薪資減少和生活的改變，退與不退都是為難。 

(三) 資深教師的貢獻 

資深教師持續工作對於教育現場和社會，有其貢獻如下： 

1. 資深教師可協助師生教學與學習 

資深教師累積多年教學經驗，包括對教學內容的熟悉度、班級經營的心得

等。另外人生智慧、以及社區人脈的積累，都可以協助學校解決問題、增進教學

成效和行政效能。例如臺北市國小兼任行政之教師，以 51 歲以上、碩士以上之

主任，教學效能和行政效能都比年輕教師高（蘇祖賢，2020）。孫國華（2014）
也發現服務年資高（任教 21~30 年）的教師心理資本及自我效能得分，以及教學

效能，皆顯著高於年資淺（任教 1~10 年）的教師。 

2. 中高齡就業促進社會發展 

許多國家發現工作有助於老人身心健康，延遲體能和智能老化，減少國家健

保支出，且有薪的工作除了維持自尊，也因增加個人可支配所得，促進銀髮商機，

亦可補充少子女化勞動力不足的情形，增加國民生產毛額（GDP）。以日本為例，

65 歲以上工作者每週尚可工作 40 小時，安倍晉三 2017 年即宣布打造「即使已

經 80 歲，也能活力充沛地工作的社會」，甚至還有 98 歲的勞動者（彭蕙仙，2017；
蔡義昌、楊智傑、楊欣燕、張韻潔，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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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而言，臺灣的中高齡就業尚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資深教師的持續就業，

更可以是未來高齡社會重要政策。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首先就官方數據了解目前臺灣國中小師資老化趨勢確實存在，繼而以高

齡社會之高齡者勞動觀點，評析師資老化現象。由本文分析，筆者認為臺灣即將

成為超高齡社會，增加資深公民的勞動是必然的應對策略，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制

定友善政策，改善工作環境，善用國中小資深教師作為人力資源。以下提出幾點

建議： 

(一) 加強教育研究，教師專業精緻化 

不同年齡和年資的教師各有其優勢和劣勢，目前並未明確分工分級，應加強

教育研究，分析教學各項專業能力，將教師專業精緻化，以利教師依其專長，進

行分工。 

例如教學實習的師徒制度中，實習教學教師扮演重要的角色，工作負擔也相

當大，不容易找到符合資格且有意願的教師（王妤，2020）。若能調整實習師徒

制度，甚至擴及初任教師的薪傳制度，讓適任的資深教師能集中心力，將教學經

驗傳承給資淺教師，或許能更妥善運用資深教師專業能力。 

(二) 協助教師維持身心健康及終身學習 

教師工作壓力大，案牘勞形，應鼓勵教師運動保健，並注重教師心理衛生，

維持身心健康和充沛體力，以持續承擔教學或行政工作。研究顯示每晚 1 年退

休，失智的風險可以降低 5％（彭蕙仙，2017），當教師維持身心健康，不只能

做更多貢獻，也能減少社會醫療支出負擔。 

勞動者的終身學習也將有助於延長其工作狀態，德國、澳洲、荷蘭等國補助

鼓勵資深員工進修，提高學習動機，更有許多國家特別鼓勵 ICT 技術訓練

（OECD，2019）。 

(三) 以「科技賦能」（IT Enable）營造友善環境，維持生產力 

因應資深教師特質，應建立友善工作環境，協助克服身心障礙。過去如眼鏡、

計算機等無不協助人類突破限制，如今更可運用科技輔助，例如小至照明改善、

放大螢幕、無障礙設施、調整工時等，或所謂 IT 科技賦能（IT Enable），如 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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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設備、外骨骼、生理輔助科技，如結合 AI 人工智慧的藍芽助聽器等，協

助資深教師更妥善地進行工作，或開發遠距上班的工作環境（蔡義昌等，2020）。 

值得注意的是，工作環境的改善，不只對於高齡者，也須提供給年輕勞動者，

對於整體工作狀態都會有幫助（OECD，2019）。 

總之，資深公民持續工作不但有助於人力資本，同時減少社會福利的財政壓

力（林宗弘、林文正，2020），尚可促進經濟繁榮，對於個人、就業單位、和國

家，可以創造三贏局面。教職以女性居多，更有利於舒緩老年婦女貧窮的問題（周

玟琪，2019）。與其任由年齡歧視打壓勞動者，造成階級世代不公平，不若正視

高齡化社會的現象，改善工作環境，讓各年齡層教師，都可以貢獻所長，有尊嚴

地為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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