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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在中等師資 
職前教育階段之實施問題 

馮莉雅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一、前言 

近年來教育部的師資培育重點在於「體制調整」，除了調整教師資格考試與

教學實習之先後順序，更透過發布《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

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以促進各師資培育大學更加多元發展，及確保

師資培育品質與教師素質（教育部，2018）。符碧真（2018）、萬家春（2019）等

人認為《教師專業素養暨課程基準》之發佈可能是我國史上最大規模的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改革。但教師專業素養暨課程基準發佈時，相關研究也發現師資培育機

構主管的信念與領導，教師投入及資源支持系統之建立是此一政策推動之關鍵因

素（丁一顧、王孝維，2020；湯家偉、王俐淳，2021；楊智穎，2013）。而湯家

偉、王俐淳（2021）也發現師資培育評鑑會影響師資培育機構主管對此政策的推

動態度。 

新一週期的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計畫（108 年至 110 年）共有六評鑑項目

二十一個評鑑標準，其中有三個項目六個標準是直接扣緊教師專業素養指引，期

待更能促進此一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改革發揮預期效果。筆者多年來參與中等學校

師資類科之評鑑工作，發現《教師專業素養暨課程基準》在中等師資培育機構的

落實有四項問題。本文評論重點即在於分析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在中等師資職前教

育階段之實施問題並提出建議。 

二、實施問題 

(一) 課程規劃能展現校專業自主與特色，但學生選課無法涵蓋不同面向的學習 

依據《教師專業素養暨課程基準》，教育專業課程分成四大類：(1)教育基礎

課程，至少 4 學分；(2)教育方法課程，至少 8 學分；(3)教育實踐課程，至少 8 學

分且應達教育專業課程總學分數 1/3；(4)選修課程，無法對應規定（教育部，2018）。
教育部授權各師資培育機構自行劃課程名稱及學分數，更能展現學校專業自主及

特色，因材施教。教育實踐課程類別的增加，可以拉近與中小學教學現場的距離，

減少學用落差的現象，許多學校將原本的實地學習時數無併入教育實踐一門或多

門課，部分中等師資培育機構僅將課程名稱歸類，但課程內容沒有調整，其中分

科/領域教材教法或教學實習的課程內容與教育實踐其他科目的差異性不大。但

是因為師資生人數、開課最低人數、學生可以修課的時間等等限制因素，各校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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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課程實際開課的數量相當有少，甚至有一所中等師資培育機構其師資生僅需要

修習一門選修課就符合教育專門課程的修畢業條件。湯家偉、王俐淳（2021）發

現修課人數不足造成中等師資培育機構集中減少選修課程的開課數量。換言之，

各校的正式課程內涵規劃時大致能涵蓋五項教師專業素養及十七項教師專業素

養指標，但正式課程實施時，學生受限於選課的主客觀因素，而無法選取涵蓋十

七項指標能力之相關課程。 

非正式課程也以專題演講為主，並且大多聚焦十二年國教課程推動的議題，

涵蓋的學習面向有限，較少涵蓋學科知識的學習面向。 

簡言之，目前中等師資培育機構對於「課程與教學」的作法，以滿足行政基

本規定為導向。課程內涵的部分，由於涉及授課教師的教學差異，故中等師資培

育機構較難了解教師的授課內容是否確實依據指標進行調整。也很少中等師資培

育機構會利用教師專業素養指標審視正式課程和非正式課程的實施是否涵蓋所

有面向，逐年修正調整各類課程的實施。 

(二) 「教師專業素養」有去脈絡化之問題 

「教師專業素養」立意良好，期望提供一些指引，但其制定主要由一群教育

背景專家學者主導，缺乏與各學科內容知識專家對話或加入意見，流於去脈絡化。

素養需要結合學科知識（數學、理工、英文、餐旅等）才會落實。如同十二年國

教有總綱素養，總綱下接著發展各群科素養。然而目前教師專業素養如「總綱」

這個位階，接著似乎沒有繼續延展思考教師素養具體落入各學科應是何種樣貌。

例如素養指標 3-1「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

課程、教學及評量」，物理職前老師和餐旅職前老師發展的教學策略及多元評量

方式，必有各自其獨特面向，但並未延展思考具體的落實策略。 

或許，《教師專業素養暨課程基準》的制定就是希望中等師資培育機構能繼

續延展思考教師素養具體落入各學科應是採用哪些策略，但大多數中等師資培育

機構僅完成「單位教育目標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之聯結」，

而依教育目標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培育師資生之具體作

法則不明確，大多侷限在學科知識外活動的培養（例如實地實習），因為各校的

教師專業素養與學科知識呈現分離，專業素養不易落實。其原因在於中等師資培

育機構教師對於《教師專業素養暨課程基準》投入程度不一，分科教材教法/教學

實習的教師不一定具備該科目的專長資格，各科目之間也沒有共同建構，課程的

銜接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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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職前教育課程無法有效達成教師專業素養的新強調面向 

黃嘉莉、陳學志、王俊斌、洪仁進（2020）提出教師專業素養指標更貼近「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師資能力需求，包括培養師資生具備核心素

養導向的教學設計、跨領域課程、教學及評量，及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等能力。

而「社會公民責任之作為」、「教師有效教學之作為」是新一週期的大學校院師資

培育評鑑的評鑑標準，前者期待師資培育機構能輔導師資生組。 

成多元團隊赴教學現場進行學習服務，從服務中學習教師專業。後者期待分

科/領域/學群的教材教法或教學實習之授課教師有符合所任教類科之中等以下學

校任教教師實際或臨床教學經驗，師資培育機構的教師能合作，或與教學現場優

質師資合作開課，確保教學內容符應教學現場需求及師資生跨領域課程設計與合

作學習之能力。 

非師範校院的中等師資培育機構有教材教法授課教師日益流失的現象（湯家

偉、王俐淳，2021），分科/領域/學群教材教法或教學實習的修課人數少，也造成

開課困難或混班上課、或教師專長不符（配課）等問題。因此，少部分中等師資

培育機構會聘任教學現場教師為兼任教師合作開課。部分中等師資培育機構聘請

教學現場師資，以一次或二次的業師協同教學的方式來解決師資的問題，但短期

且知識傳授為主的合作方式對於核心的教育實踐課程（教材教法/教學實習）能

否確保教學內容符應教學現場需求，令人擔心。 

此外，大多數的教育實踐課程僅於觀課或參訪來符應教學現場需求，結合學

科知識的實地學習之活動並不多見，跨領域課程設計的學習活動或小組合作方式

的實地學習方式更是少見。可能因為這些學習活動需要教育實踐課程的教師與教

學現場教師事前共同建構，有系統的檢討及評估，尤其是針對課程應對的專業素

養指標加以審視。若沒有長期的教學資源挹注，中等師資培育機構或教師是無法

達成新的教師專業素養面向之目標。 

(四) 僅少數中等師資培育機構經由社群運作活化及創新課程 

相關研究均指出面對課程與教師專業素養指標連結之改革，中等師資培育機

構其行政與教師的投入是成功的關鍵因素（丁一顧、王孝維，2020；湯家偉、王

俐淳，2021；楊智穎，2013），而教師社群的建立，進行共備及經驗交流，可以

提升師資培育機構教師的向心力，建立教學資源，與教學現場結合，有利於整體

課程與教學變革的推動（何縕琪、張景媛，2019；楊智穎，2019），但湯家偉、

王俐淳（2021）卻發現其所調查的中等師資培育機構，僅一成的機構有成立教師

社群，且投入的教師人數相當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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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專任教師依據教學現場需求自我增能之作為」是新一週期大學校院師

資培育評鑑的評鑑標準，項目內函包括：(1)師資培育機構的專任教師與教學現場

合作；(2)師資培育機構組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但從各校的評鑑資料中，發現此

一評鑑標準的達成情況並不理想。大多數師資培育機構的專任教師與教學現場合

作以課堂專題演講為主，深度的自我增能活動並不常見，針對課程內容和教師專

業素養指標，研議可行的教材或教學策略，雙方共同觀課和議課等深度的增能活

動更是少見。大多數的師資培育機構沒有組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針對職前教師

專業課程進行互動增能。部分機構甚至以為 1-2 次的校外專家的演講就符合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運作之評鑑標準，由此可知部分中等師資培育機構教師本身的專業

發展，不利於指導師資生之社群發展知能與行動，有待精進之必要。 

三、結語 

現階段政策鼓勵中小學教師「進行實踐本位教師學習」，因此，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不應與此政策背離，尤其是教育實踐課程應與此一政策密切結合，如此才

能讓教師專業素養指標更有脈絡化，亦盼教育部能鼓勵各師資培育機構教師投入

於中小學教學現場的了解與學習，才能有助師資培育機構教師具體掌握理論與教

學現場之結合與相輔相成，職前教育課程才能有效達成教師專業素養的新強調面

向。所以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領域教材教法人才培育計畫要擴大辦理，尤

其是職業類科的教材教法大多是非師範校院的師資培育機構所負責的，也是開課

問題最大的課程之一，教育部應積極盤點職業類科的教材教法人才培育情況，補

助經費或將之列入精進師培計畫的必要辦理項目，積極引導跨校、跨領域教材教

法師資之社群設立與教學源共享。 

師資培育機構主管應妥善利用針對標準本位所編製的教師專業素養指標評

估工具，了解師資生在各課程的學習成效，並結合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之建立，

鼓勵師資培育機構專任教師能和教學現場優質教師組成教學團隊，經由教師社群

的定期運作，大學課堂和中小學課堂結合，系統性規劃課程，以證據資料檢討教

學成效。利用各大學的高教耕計畫或教育部的精進師培計畫，提供社群運作經費，

鼓勵或要求教育實踐課程的授課教師組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尤其要邀請教學現

場的優秀教師成為社群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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