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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體制調整對普通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之 
挑戰與因應－以靜宜大學為例 

呂文惠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一、前言 

協助職前教師將課堂知識與實務經驗結合，形成教師個人知識以達有效教學

是現代師資培育的趨勢（黃嘉莉、陳學志、王俊斌、洪仁進，2020）。我國 1994
年頒布師資培育法，開放各大學設立教育學程培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師資，即將

師資職前培育分為教育專業課程修習與教育實習二階段。當時的規劃是利用一年

的師徒制教育實習讓職前教師得以實踐教育理論。之後，為控制師資質量，師培

法再次修訂，將一年實習改為半年實習，並增加教師資格考試。而 2014 年起，

我國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隨後頒布的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中強調活用知識

連結現實生活的素養導向教學。在此同時，各界也呼籲師培課程也應有所變化，

以培育出具專業素養，能連結理論與教學實務的教師（符碧真，2008；黃嘉莉等

人，2020；萬家春，2019）。 

要讓職前教師能連結教育理論與實務，職前教育專業課程需做調整。而為了

讓各師培大學能發揮特色規劃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培育出具專業素養的教師，立

法院於 2017 年三讀通過修訂《師資培育法》，主要改變包括教師資格取得之相關

規範以及對師培課程的規範。在教師資格取得的部分，改變包括將教師資格考試

從實習後調整為實習前以及開放偏鄉代理及海外學校教學的年資抵實習；而師培

課程部分則是放寬各師培大學根據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專業素養與課程基準，發

展符合學校特色的師培課程。隨後，教育部（2018）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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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為課程基準），

並要求各師培大學須依此課程基準規劃教育專業課程，並於 2019 年 8 月以後開

始實施。黃嘉莉等人（2020）將這一系列的改變稱為我國師培模式的「體制調整」。

因應新課程基準的頒佈，教師資格考試於 2021 年開始調整考試科目，並增加貼

近教學現場情境的「綜合題」題型。此次師資培育的體制調整讓各師資培育大學

必須重新調整或建構職前教育專業課程，並強化師資生實務應用能力。本文將以

筆者服務的學校（以下稱為本校）為例討論普通大學面臨師資培育體制調整所面

臨之挑戰，並分享本校因應策略供相關單位參考。 

二、師資培育體制調整對普通大學師資培育中的挑戰 

在這波「體制調整」的師資培育改革中，放寬各師資培育大學得以在符合課

程基準的規範下，自行規劃具特色且能讓師資生應活用教育知識於教學實務的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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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教育專業課程。因此，如何規劃出具特色的課程遂成師培大學的一個挑戰。再

者，由於課程基準的專業素養強調師資生連結教育知識與教學現場實務的能力，

而教師資格考試增加「綜合題」更是評量學生對教學現場的認識與解決問題的能

力。師培課程如何有效地協助師資生結合教育相關理論與實務，進而順利地因應

教師資格考試的題型變化，為另一挑戰。課程基準雖然取消了原本「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中所規範的實地學習時數，但要求各教

育實踐課程需安排學生實地見習，如何落實師資生實地見習活動也成了師資培育

中心的另一挑戰。 

(一) 課程規劃的挑戰 

過往各師培大學的課程均遵循教育部（2013）所頒布的「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規劃，以致於不同師培大學畢業的學生接受的

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均大同小異，而近一半的現職教師表示師培課程對其教學

實務幫助有限，認為師培課程要與實務結合對其最有幫助（李田英等人，2008）。
此次師資培育法的修訂鬆綁了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規範，各師培大學得以更有彈

性規劃有特色的課程。理想上，師培大學可以據此規劃統整的課程，讓學生可以

將理論應用於各學習或教學情境中。然而，筆者蒐集國內各師培大學國民小學教

育學程適用於 108 學年度以後取得師資生資格者的課程規劃表，發現不論課程名

稱或學分數都與教育部 2013 年頒布的「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

學分對照表」大同小異。康家偉與王俐淳（2021）也發現課程基準頒布後，大部

分中等學校教育學程並未更動其課程規劃。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因應學生轉學

扺免學分的需求，擔心因課程名稱或學分數不同而造成學生無法抵免的困境；其

二則是受限於教師資格考試，擔心更動課程架構無法涵蓋教師資格考試內容，影

響教師資格考試通過率。因此，師培大學的挑戰之一是如何調整課程以發展大學

特色，並兼顧師資生折抵學分及教師資格考試之需。 

(二) 有效協助學生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之挑戰 

如前所述，提升師資生教師資格考試通過率一直是各大學師資培育中心重要

目標之一。對於私立大學而言，更是一大關鍵因素。一來是因為教師資格考試的

通過率影響學生的修讀意願（康家偉、王俐淳，2021），少子化的現象造成教師

甄試名額減少，教育學程招生不易。二來，則是因為教師資格考試通過率是師培

評鑑的關鍵指標之一。私立大學的學生大學入學成績普遍較公立大學學生低，這

一點也反映在教檢通過率上。由於普通大學的師資生需額外繳交教育學程學分

費，加上本科系學業負擔也不低，往往只修習教育部規範的教育專業課程學分。

然而，教師資格考試的科目雖只有 4 或 5 科，每個考試科目又涵蓋多門教育專業

科目，學生需要花時間準備考試。以往，先實習後考試的制度，讓學生可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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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教育實習期間準備考試，且實習結束後仍有 1 至 2 個月的時間準備。2017 年

師資培育法修訂後，教師資格考試改為先考試後實習，每年考試時間改為 6 月

初。師資生往往需一邊準備校內課程的評量，一邊準備教師資格考試。如何提升

師資生的教師資格考試通過率對普通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更是挑戰。 

此外，2020 年起，教師資格考試增加了的「綜合題」，強調以教學現場情境

為素材命題（教育部，2020）。在考試領導教學與學習的情形下，此類題型評量

學生能否活用教育理論於實際的教學情境中，可以提醒師培大學的授課教師及師

資生應考量各學科知識與教學現場之連結。然而，教師所提的案例往往也只是二

手資料，學生不一定能有所體悟。過往，師資生實習後才參加教師資格考試，以

實際教學情境為本的題目可以鼓勵師資生在實際教學情境中反思所學的教育理

論，以準備考試。然而，目前先考試再實習的設計，如何讓學生在師培過程中有

足夠機會接觸各種教學情境以因應考試，遂成普通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一大的挑

戰。 

(三) 落實教育實踐課程實地見習之挑戰 

為了增加師資生對教育現場的瞭解，教育部（2013）頒布「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要求各師資培育大學據此規劃教

育專業課程。在該實施要點中明文規定師資培育大學需為師資生規劃 54（中等

學校及幼兒園教育學程）或 72（國民小學教育學程）小時實地見習機會。教育部

（2018）公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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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取消了實地見習時數之規定，但要求各教育實踐課程中須安排學

生實地見習。提升學生對教育現場的認識與理解是師培大學不可規避的責任，但

教師在安排實地見習時，卻會遇到學生時間無法配合的情形。 

實地見習需配合被見習學校教師授課時間安排，與教育實踐課程的授課時間

不一定相同。而見習的學校距離不一，觀課加上交通時間，通常需要耗費 3-4 小

時。普通大學的師資生來自不同學系，除了師資培育的課程外，學生同時修習其

它非師資培育課程。雖然教師可以為學生申請公假，但若遇到該時段課程考試、

報告或其它無法請假的活動時，可能造成學生困擾。再者，2020 年以來，受 Co-
vid 19 的疫情影響，各中小學校園限制出入人員。因為疫情變法無法預測，有時

候授課教師安排好實地見習後，卻因疫情擴散，校園封閉，學生無法進入中小學

校園實地見習。這種情形從 2021 年以來尤常出現，如何增加學生接觸教育現場

的機會對普通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而言更是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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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應策略 

如何規劃有特色的師資培育課程，強化教育理論與實務的連結，協助師資生

活動教育知識於教學現場可說是師資培育大學面臨次波體制調整的師資培育變

革主要之挑戰。筆者服務的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的因應策略包括調整部分課程、

課程內容並重理論應用與考試準備、規範教育志工服務、以及採用多元管道提供

學生實地見習機會。 

(一) 課程調整 

本校經多次會議討論，重新架構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其中，部分課程名稱修

改並調整授課內容，例如原「教育心理學」修改為「學習心理與教學」，經由會

議討論調整原教育心理學授課內容，以符合教師專業素養「2-1 了解並尊重學生

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此外，為了增

加國民小學教育學程師資生包班授課的能力，本校將「國民小學數學科教材教法」

與「國民小學國語科教材教法」由 2 學分調整為 3 學分，增加上課時數，讓學生

可以完整地了解學科教學理論、研讀國小教材、實地見習、以及微型試教，連結

教育理論與實務。 

除了課程調整外，本校亦徵求外部意見，以確保課程品質。本校邀請校外教

授相同科目的學者審查課程綱要，針對教師的授課內容、教學方式與評量方式提

出建議。此外，本校每學年召開課程諮議會議，邀請師資培育專家學者及中小學

業界代表擔任課程諮議委員，針對本校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之規劃與設計提供

意見。透過這些機制提升本校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品質，以符應社會對師資培育之

期待。 

(二) 課程內容並重理論應用與考試準備 

本校各教育專業課程的教師設計多元的學習與評量活動提升師資生活用教

育理論於實務之能力。除了教育實踐課程安排實地見習外，其它類課程授課教師

也會安排在職教師演講分享教學與班級經營之經驗。此外，教師亦會透過多元評

量方式，讓學生展現所學知識。而如果教授課程涉及教師資格考試科目，教師也

會輔以紙筆測驗與考古題討論等方式協助學生適應教師資格考試方式。以筆者所

授的「學習心理與教學」為例，由於其屬教師資格考試科目中「學習者發展與適

性輔導」涵蓋之領域，評量方式包括紙筆測驗、平時作業與期末專題報告。紙筆

測驗的題型仿教師資格考試題型包括選擇、簡答與綜合題。而平時作業內容則是

簡答題，讓學生在教師授課後透過分組合作學習的方式討論後繳交，主要目的是

讓學生精熟上課內容外，亦能應用所學。期末專題報告主要是讓學生小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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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己或同儕需解決之與學習有關的議題為題，蒐集文獻找出解決策略，實際執

行後反思成效。透過這種方式，學生可以實際應用所學，並反思其效果。這只是

其中一個案例，本校各教育專業課程的授課教師皆規劃各式多元教學活動，並重

理論應用與教師資格考試準備。 

(三) 以教育志工服務增加學生實務經驗 

傳統師資培育大學，尤其是師培學系，可以在學生大四時安排集中實習，讓

學生長時間在實習學校內觀察教師授課，甚至實際帶班授課，應用所學教育理論

於教學實務中。然而，普通大學卻因學生來源多元，且修課時間不一，而無法安

排學生在師培課程最後一學期集中實習。為了讓師資生有足夠的實地見習機會，

儘管課程基準已取消了實地見習時數規範，本校仍要求所有師資生在取得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證明前須完成至少 60 小時的教育志工，規範師資生必須在符合其實

習之教育階段別的學校進行教育志工。為了確保教育志工服務之品質，學生在進

行教育志工前須先撰寫服務計畫，經其師培導師同意後始得進行。完成教育志工

後，則需反思撰寫心得報告，並由師培導師評分，做為教育實習分發之依據。 

(四) 利用多元管道落實教育實地見習 

為了解決學生修課時間無法配合教師安排之實地見習之困境，本校教育實踐

課程授課教師多會安排多個實地見習時段，允許學生選擇合適的時段參加。此外，

本校自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規定全校所有課程第 18 週不在校內授課，教師可

以利用前面 17 週安排額外的學習活動，或者利用第 18 週帶學生校外參訪。這種

設計也有利教授教育實踐課程的教師利用第 18 週安排學生實地見習。 

因為疫情，校園臨時封閉造成教師必須取消已安排好的實地見習仍是我們亟

待解決的挑戰。部分課程授課教師的因應之道是在取得中小學教師同意的情形

下，拍攝教學影片供師資生觀摩；部分課程則是邀請中小學教師至課堂分享或擔

任學生教學演示之評審老師。另一方面，由於本校國民小學教育學程有一半以上

的師資生同時在小學代理或代課，授課教師會要求這些師資生就近觀摩其代理或

代課學校其它資深教師授課，並在課堂中與同儕分享。這些方式雖然沒辦法提供

所有師資生第一手經驗，但也是疫情下不得已的措施。 

四、結語 

優良的師資培育課程應是強化師資生將實務與理論連結的能力，這也是我國

此次師資培育制度體制調整的方向（黃嘉莉等人，2020）。改變帶來壓力，也讓

我們反思如何培育出更優秀的師資。本文以本校的經驗探討普通大學師資培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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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此變革下面臨的挑戰與因應之道，期許本校培育之師資生都能具備教師專業

素養，以符合社會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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