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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如何吸引更多優秀人才投入技高教職 
陳星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臺積電工程師 vs 高中教師」這道選擇題，每隔一段時間便會在網路掀起

論戰，年薪百萬頂尖企業的工程師對上生活穩定坐擁寒暑假期的高中教師，討論

多半聚焦在工作壓力與薪酬兩大面向，雙方各有立論，甚至出現工程師說教師好，

教師說工程師好的趣味現象。然而工作與生活的平衡、職涯的發展選擇終究因人

而異，這注定是道沒有標準答案的題目，但相關論戰或許能帶給教育領域一些正

向啟示。 

投入教職所需付出的師培時間成本，以及面對極低錄取率的教甄、充滿不確

定性的職涯發展，恐讓許多原本有意踏入教育領域的優秀人才卻步。再對比上近

年臺灣半導體、資訊科技產業蓬勃發展，業界大量釋出工作職缺、紛紛祭出高額

薪資吸引人才，一來一往之間，臺灣教育界在人才大戰中還佔有多少優勢（特別

是技高理工背景的教師職缺，如電機、資訊、機械等），值得大家深思。 

本文希望拋開外界對於教甄已是萬中選一、教師福利工作不差、已是人人稱

羨的職業等既定印象，並將高中教師限縮為技高理工科教師，以利分析探討。試

圖從積極面對「如何吸引更多優秀人才投入技高教職」進行討論，個人拙見還請

師長們海涵。 

二、優秀人才哪裡去了 

由下表 1 可見，近年學生投入師資職前教育的意願低落，檢視前段大學的師

培招生情況更是明顯（此數據包含薪資對比張力相對較小的人文社科學系），即

便是臺灣師範大學，在 109 年的師培統計數據中，實際招生也未滿教育部核定人

數。在不變的師培規模下，面對師培生源的萎縮，廣納百川的情況恐導致整體師

資生平均學力下降（黃政傑，2020）。 

換個角度檢視人才流向，根據 1111 人力銀行「2022 新鮮人就業意向調查」，

新鮮人求職主要考量還是「薪資待遇」，優先於工作內容、興趣、時間地點等因

素，且近年「資訊科技業」穩坐新鮮人最想投入產業之首，力壓教公職領域（李

佩璇，2022），104 人力銀行、yes123 人力銀行相關調查結果也大致相同（104 人

力銀行，2022；楊宗斌，2022）。在臺灣，高速成長的半導體、資訊科技產業，

面對缺工挑戰更是紛紛祭出高薪、放寬學歷門檻，主動與高教合作開辦學程專班

（如臺積電、聯發科等），積極爭取優秀青年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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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教職主要還是依靠「本身的工作性質」與中規中矩的薪資，維持這項職業

在就業市場的競爭力與吸引力。但受少子化影響，大幅減少的教師職缺、不斷刷

新低的教甄錄取率、技高端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新增的一年業界經驗條件，

又為技高教職這條職涯進路增添更多不確定性與成本考量。以前段理工背景學生

來說，業界薪酬對比教職薪酬是以倍數論之，在大幅薪資落差、工作門檻兩相權

衡之下難保優秀人才不斷向業界傾斜。 

表 1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師資生招生之情況（節錄部分學校） 
師資培育之大學 核定數 實際數 
109 學年度總數 5,136 4,364 
國立臺灣大學 108 91 
國立清華大學 246 136 
國立交通大學 90 49 
國立成功大學 235 167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90 6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816 804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2020）。109 年版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臺北市：教育部。 

三、為何需要吸引優秀人才投入教職？ 

教職「鐵飯碗」的稱號並非空穴來風，依照我國現行教育法規政策，確實無

法強制要求教師進行專業成長、或有制度地把關師資品質。薪資結構內的學術研

究加給，早已被中學教師自動歸化為應領薪酬的一部分。前些年所倡議的「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也在面對各方挑戰、質疑後退場。在此情況下，該付出多少、用

心多少，取決於教師對於教育的熱忱與自我要求，教育屬實成為了一項「良心事

業」。 

換句話說，對於無法從制度面把關現職師資品質的臺灣來說，目前僅能變相

依靠「極低錄取率的教師甄試」這道因少子化、師培開放而被迫築起的門檻，來

把關新進教師品質。先不論短時間的試教面試是否能篩選出適任的教育人才，有

幸通過教甄關卡的教師將會在往後二三十年的教職生涯裡，影響著臺灣無數學子

的未來，也更凸顯出吸引優秀人才投入師培、教職的重要性。 

四、可行的途徑與建議 

許多教育問題的根本源自於社會問題，用教育的手段去解決是有限的。吸引

優秀人才投入教職、提升師資品質或有諸多方案，如賦予教職高薪資高標準、大

幅調整現行師培制度、實施師資評鑑等途徑，但這些方案牽涉的問題層面太廣，

在我國「民主社會」的政治結構下，如同當年試圖發展的教專評鑑可行性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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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在技高理工教職，較有機會的作法是「降低優秀人才投入教職需要付

出的成本代價」，降低成本代價並不代表師培品質的妥協，最可行的切入點會是

《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所要求的一年業界相關經驗，此政策立意良好但存在諸多

問題，例如政策若是希望「師資生於求學期間完成業界實習」，須考量到兩點： 

1. 理工科系課程相對繁重、緊湊，大學四年除完成專業本分外，加修教育學程

並積累一年完整的業界實習經歷，對於理工學生來說是不小負荷。第一，魚

與熊掌都想兼得的情況下，恐難讓各項學習的品質都被打上折扣；第二，前

段理工學生把相同精力，拿來準備臺清交成研究所考試是綽綽有餘，輕鬆邁

入年薪七位數的工程師人生，且不用承擔風險面對少子化所立下的教職窄門。 

2. 業界有競爭力的企業，投注資源設立實習職缺是為吸收人才、培養自己的「準

員工」，在此況下除非政府能夠與企業達成協商，提出妥善的配套安排，否則

就會讓師資生與企業雙方落入尷尬的境地。 

又或是政策希望「師資生在完成教檢、教育實習後，能夠真實走入業界累積

經驗」，則存在以下問題： 

1. 如果這是一位富有教育熱忱、早已立定教職志向的青年學子，他該抱以何種

心態踏入職場？業界沒有任何理由需要無償幫助政府培訓師資，聘用一個「已

經準備要離職」的員工。在求職媒合的過程中恐怕僅能透過隱瞞、選擇性迴

避，來爭取工作機會，完成規定門檻。 

2. 將投注大量師培資源、通過層層關卡所培育出的教育人才以目前的開放條件

送入業界，業界優渥的薪酬福利對比上高風險的教師甄試、無法評估的考試

代課人生，難保人才就此流失。 

強調「務實致用」的技職教育，希望其師資能夠與業界接軌，縮短學用落差

是正確的方向，所立下的這項政策仍需再有更完善的思考、規劃，否則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最終不但無法有效發揮政策的價值，恐更進一步降低人才投入技高教

職的意願。 

目前技高師資生相較於其他學科需多付出的一年的人生成本才能參加教甄，

技職體系應進一步研擬如何妥善地將業界經驗政策、中等師培課程、教育實習進

行整合性的規劃、調配，並且串聯產官學協商發展出更完善的業界實習模式，將

投入技高教職所需付出的成本代價調整到合適、公平的範圍，或能進一步提升優

秀人才投入技高教職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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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在業界，如何納才、留才始終是成功企業發展最重視的環節，是提升公司競

爭力、促進公司永續發展的重要關鍵；而教育基業攸關整體國家社會發展，是百

年樹人大業。在當今人才大戰中，臺灣教育體系不能置身事外，畢竟在「很多很

多的麵包」面前，不能期許「教育熱忱」這塊神主牌能夠永遠靈驗，應主動思考

該如何進一步吸引並留下優秀人才、提出具體的積極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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