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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教室三種教師」－談中小學師資的隱憂 
楊怡婷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 

 

一、前言 

今年暑假即將開學前，全臺出現代理教師荒，縣市教育局各級學校的網頁，

一整排都是徵選代理教師的訊息，就連都會區也不例外，新竹市十三招，新北甚

至有學校進入第十五招；臺東縣偏鄉開出月薪四萬五千元搶人；屏縣國中小十校

招不足代理教師，有學校六招無人考（徐如宜、尤聰光、魏斌、鄭惠仁、王駿杰、

劉懿萱，2022；章明哲，2022；劉星君，2022），讓學校陷入找不到教師的集體

焦慮中。 

依據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規定，國中

小代理代課教師甄選第三招以後，標準放寬為不需具備合格教師證、不用取得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修畢證書，只要大學畢業即可，然降低師資要求卻仍找不到教師，

反應了國教現場長期以來教學人力不足，學生學習品質與受教權益堪慮的課題。 

二、中小學師資的隱憂 

(一) 一間教室三種教師成為學校常態 

在九年一貫課程推行之前，學校依法訂的教師員額編制，召聘正式教師，偶

因教師病假、育嬰假、侍親或進修留職停薪等原因，才需要聘任代理教師或兼任

鐘點教師，校園中的教師人力結構與教學穩定。 

民國 90 年，教育部因應「九年一貫」課程實施，欲積極解決長久以來小學

教師工作負荷過重之困境，將「教改行動方案」核定增置之教師員額所剩餘額共 

2,688 名，於當年度一次悉數挹注於各國民小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

院，2017），以提升教學品質，發展學校特色。自此，非典型教師人力進入校園，

學校開始有固定的專案，聘任長期代理或兼任代課教師。 

民國 101 年，中小學教師課稅政策實施，國中小教師平均每週減少 2 到 4 節

課，衍生龐大的課務需求人力，為此教育部將提高教師員額編制的重責，交由地

方政府承擔，只補助學校教師鐘點費，由於地方政府財政困窘，無力支應龐大的

人事費及退休金，只能聘請短期代課教師，於是出現令人憂心的現象，校園中每

六個國中小老師，就有一個鐘點兼任老師（林倖妃，2013；翁崇文，2015）。因

為薪資低，學校很難找到具備教師證的合格老師，加上聘期不穩定，教師流動率

高，師資不穩定，無法保障學生的受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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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4 年，教育部訂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提高教

育人力實施要點》，提高教師員額編制，欲解決校園兼任教師越來越多的教學問

題，改聘請長期代理老師，補學校法定員額之不足，以降低編制外代課教師比率，

確保教學現場穩定性，維護學生學習權益。然此舉卻讓學校大量聘任原本作為「暫

時性補充人力」的代理教師，替代正式教師的教學工作。 

當學校教室同時出現正式教師、代理教師與代課教師；當教師代理代課制度

成為校園的常態，將造成教學人力結構的質變，不僅不利於教學現場的穩定，無

法保障學生的受教權，更嚴重危及國教的品質。 

(二) 學校代理代課教師比率嚴重超標 

穩定優質的師資是維護國教品質的基礎。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

助國民中小學提高教育人力實施要點》，國小普通班教師員額控留比率不得超過

8%。然根據民國 111 年 7 月 14 日監察委員葉大華所提之調查報告，110 學年度

各縣市公立國小教師員額控留比率均高於 8%；公立國中有 18 個縣市均超過 8%，

且全國僅 29%公立國中小教師員額控留比率未超過 8%。此外，96 學年度的國中

小全國代理教師僅 8,916 人，占 5.8%，但此後比例不斷攀升。107 學年度占 14.8%；

108 學年度占 15.8%；109 學年度占 15.6%；110 學年度占 17%，然這些數據並未

包含學校的兼任代課老師，由此可知，教育現場非正式教師的比率更高且已經嚴

重超標。 

根據筆者在教育現場的觀察，因各校正式教師員額不足，本土語言課程多半

只能聘請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擔任兼任代課教師上課。加上近年來教育部推動各

項重要教育政策方案，如十二年國教課程前導學校協作計畫、部分領域課程雙語

教學實施計畫、推動中小學數位學習精進計畫等，為減輕教師執行計畫之負擔，

增進學校推動績效，皆編列代理代課之教師鐘點費，以彈性因應教師執行計畫減

授鐘點、協同教學、研習增能、公開觀議課等事宜。如此一來，學校對代課教師

的需求增加，讓教學與師資更加不穩定，實非學校運作之常態。 

(三) 少子女化衝擊師培的就業與招生  

根據教育部日前公布 111 至 126 學年度各教育階段學生數預測報告，未來

16 年，國小學生平均年減 2.0 萬人或 2%；國中學生平均年減 8.8 千人或 1.7%；

高級中等教育學生平均年減 10.4 千人或 1.9%，顯示臺灣小學至高中，將面對學

生來源減少的重大衝擊（教育部，2022）。受少子女化的影響，學校控管正式教

師員額，以代理代課彈性因應的作法，短期內很難改變，此勢必將加重流浪教師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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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大學分發放榜，總缺額人數高達 14,493 人，僅 11 所大學滿招，

師範及師培大學也面臨缺額暴增的危機（楊綿傑、洪美秀、林曉雲，2022）。從

統計數據來看，今年只是雪崩的開始，未來大學招生將更困難，面對益加嚴峻的

少子女化衝擊，師資生取得教師證就業的機會每況愈下，及大學不到十年之間學

生來源更少，將出現更嚴重教育品質低落現象和轉型退場壓力（黃政傑，2020）。

為求招生無虞，恐降低錄取門檻、寧濫勿缺，將導致師資生的學力愈來愈差，師

資培育的品質大幅滑落，而危及國家教育的長期發展。 

三、省思與建議 

(一) 公平合理待遇，穩定教學人力 

教育現場需要穩定，由於長久以來代理教師薪資待遇低人一等，勞動權益

受損，還常遭家長質疑，影響其工作意願與教學品質。根據筆者在教育現場的觀

察，代理教師的工作與正式教師幾無差異，且積極度、配合度與專業性有時更勝

正式教師，因此學校會將重要職務或乏人問津的苦差事，交由代理老師承擔，然

各縣市對於代理教師待遇的規範不盡相同，而有不同聘期和不同薪資的亂象，未

能合理保障代理教師的工作權。 

因此，在短期內無法釋出正式教師員額的情況下，政府應該從制度面根本保

障代理教師權益，給予完整聘期、起敘基準比照正式教師的公平合理待遇，避免

因權益保障有落差，而影響應聘意願，以維護代理教師的工作尊嚴，穩定教學現

場人力，保障學生的受教品質。 

(二) 改變師培政策，吸引優秀人才 

師資良窳關係著教育的成敗與國家的未來。我國師資培育自民國 83 年改採

行多元、儲備制後，師資培育數量快速增加，初期核定招生數逐年增加，造成供

需失衡，產生流浪教師過多的問題。教育部自 93 學年度起進行師資培育減量，

持續進行師資培育數量管控作業（教育部，2019）。由於正式教師缺額少、錄取

率低，影響師資合理流動，優秀學生投入教職意願降低，師培生的素質不若以往。

根據筆者在教育現場的觀察，近年來由於師資生的入學成績及整體學力素質降

低，學校教師在指導實習生時倍極辛勞，更對未來師資感到憂心。 

在科技快速進步、社會與人口結構急速轉型之際，做為一名教師，除教育志

向與熱忱外，必須具備高素質的學力，以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綱、各項教育政策所

需之課程設計與教學專業，及滿足教學現場學生多樣化的需求。因此有必要改變

師培模式，檢討現行耗費許多資源、淘汰再淘汰的師資培育模式，規劃能招收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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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學生就讀，提供優質教育並能充分就業之培育模式（黃政傑，2020）。政府應

提高教育人力與正式教師員額，增加教職的工作機會；鼓勵地方政府提高公費生

和獎學金的名額，以吸引優秀高中生投入教職，提升師資素質，也確保偏鄉教學

之人力與教育品質。 

(三) 增加教育經費，邁向精緻國教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2021）的資料，全國教育經費佔國內生產毛額（GDP）

的比率，從民國 90 年的 5.8%、民國 95 年的 5.6%、民國 100 年 5.5%、民國 105

年 5.0%、民國 109 年 4.8%，到民國 110 年的 4.8%，顯見國家投入教育的經費呈

現逐漸下滑的趨勢。由於校園代理代課教師比率遠超過 8%的規範，已嚴重影響

國教品質，建議政府應解除國中小教師員額的控管，納入正式教師編制；為改善

教學品質，投入更多的教育經費；並透過政策力量，讓代理教師比率逐漸回歸正

常。 

此外，在少子女化的浪潮下，更顯人才培育與人力資源的重要，教育應重視

學生的個別化學習與適性發展，透過降低班級人數、調整師生比，提高教育人力，

提升國中小學生的受教品質，朝精緻國教的目標邁進，以確保每一個孩子都能成

功，都能成為卓越優秀的國家未來主人翁。  

四、結語 

教育乃國家百年大計，師資培育乃教育之基礎，優秀的師資方能培育未來國

家人才，帶動國家全面進步與永續發展。現今中小學校園因師資就業市場供需失

衡，學校找不到代理教師，出現教師荒，卻有流浪老師到處奔波，找不到教職；

因課稅減課政策、少子化影響控管缺額，而產生代理代課教師充斥校園的亂象；

因師資就業機會每況愈下，學生就讀意願與學力不斷下降，師培大學面臨招生不

足的危機，為求招生，只好降低錄取門檻，形成師資低落的惡性循環。 

政府應正視教育現場這些令人憂心的問題，運用政策的力量，提高教育人力，

以穩定校園師資與教學品質；改變師資培育模式，激勵優秀學生投入教職，以提

升師資素質；積極投入教育資源與經費，促進教育品質的全面提升，以達成精緻

卓越的國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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