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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師是影響課堂的重要人員之一，其教學專業與內涵，更是營造良好教學環

境、給予學生有效學習的重要因素。尤其，近年來科技進步、疫情等外在環境不

斷衝擊著教育環境，一名教師是否具備足夠的專業面對各樣狀況，更是新世代教

育關切的議題。 

臺灣教育新創組織－「為臺灣而教」（Teach for Taiwan, TFT）致力於教育不

平等，積極招募人才至臺灣高需求地區的國小，以教師的身分，為孩子創造優質

且公平的教育（TFT 官網，2023）。然而在偏鄉地區擔任教師並非易事，由於部

分社區及家庭長期缺乏支持、導致功能不彰，教師必須處理複雜性更高的事務，

顯得教師專業知識與技能更為重要與迫切。多數 TFT 教師學經歷不具備教育背

景，各自被分發至地區學校後，所面臨的是在陌生環境、工作團隊以及職務下進

行教學。TFT 為了支持教師，兩年計畫期間定期提供培訓，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其培訓系統在教師們的教學生涯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 

根據上述，TFT 教師在教師專業知能的需求究竟為何，組織培訓系統是否有

效的對準教師需求，是本研究之焦點。因此本研究目的為：(1)了解 TFT 教師所

認為專業知能的重要性；(2)探究 TFT 教師專業知能培訓的現況；(3)分析兩者之

差距以了解教師專業成長的需求。 

二、需求評估的意涵 

目前被廣為採用的需求評估定義之一，是由 Altschuld and Kumar（2010）所

提出，認為需求評估是一個線性的歷程，幫助組織或企業解決潛在的需求問題。

歷程分為三階段：先前評估、評估、決策。於先前評估階段，研究者應蒐集「應

有」及「現有」的資料進行分析；接著於評估階段，進行全面的評估後，排出優

先順序並嘗試擬定解決策略；最後在決策階段，做出解決問題的決定、執行、監

測及評估成效。 

需求評估已被廣泛應用在實徵研究，以德州教育局（2007）為例，採用了

Altschuld and Kumar 的三階段需求評估模型，進行了「德州移民教育計畫」，對

該州移民學生所提供的服務進行全面需求分析。結果發現，移民學生在「教育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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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性」、「學校及社會參與」、「家庭中的教育支持」以及「學習時間」四大面向皆

呈現了需求。經由需求評估，為德州教育局指引了一個明確的方向，擬定能使學

生有效學習的教育策略。 

綜上所述，組織或學校可以藉由需求評估，了解現況與組織期待之差異，並

透過界定問題、了解需求以及針對最優先之面向產生解決辦法，有效對準組織的

目標。 

三、教師專業成長的專業知能內容與需求評估 

教師專業知能包含學科知識、教學專業、班級經營、輔導，及人際與溝通（曾

筱君，2017）。教育成功與否，和教師素質有密切關係，因此教師研習應建構「由

下而上」的機制，充分了解教師需求後，針對需求給予適當的養分（閔詩紜，2019）。

首先，不同學科擁有不同的專業知識需求（李淑玲、闕月清，2006）。其次，還

需關切環境及文化對教師專業需求的影響。葉川榮等人（2014）指出，原住民族

學校之教師於「族群文化課程」需求為最強烈，對他們而言，感知文化的敏銳度

與覺察力能幫助課程的轉化與設計，也是教師文化回應的能力需求之一。第三，

還須納入「科技使用」層面。Zakaria 與 Daud（2009）將學科領域之教師專業分

為六大類，進行對數學教師的專業成長需求評估，其中包含了「科技使用」面向，

更符應現今科技融入教育的狀態。 

本研究所關切的對象為 TFT 教師，而他們大多是第一年進到教學現場的新

手教師，加上科技融入教學的趨勢、原住民或新住民等環境因素，使得 TFT 教

師在教學專業知能需求上可能會與其他教師不同，值得探討。 

四、研究方法 

在研究架構上，根據需求理論及教師專業知能的內涵，參考曾筱君（2017）

建構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 1），以四構面探討教師專業知能之差異：專業教學

知能、班級經營知能、輔導知能與人際關係與溝通知能。 

圖 1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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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為曾任及現任的 TFT 教師。為獲得客觀的資料及避免記憶模糊所

造成之誤差，選取第四屆至第八屆教師進行問卷調查，共計 59 位。研究對象均

接受 TFT 的專業成長課程，課程內容包含教學實作、領導力及長期影響力等三

個面向（TFT 官網，2022）。 

在資料收集與分析上，採用解釋性設計的混合方法研究法，先進行量化研究，

再以質性方法探究問卷填答背後的意義（楊孟麗、謝水南，2021）。首先，問卷

調查方面，參考曾筱君（2017），編制「TFT 教師專業成長需求問卷」。由於本研

究「專業成長知能需求」的定義為研究對象所評估的「專業知能的重要性」與「專

業知能的培訓提供情形」之差距，因此問卷包括兩部分：專業知能的重要性、專

業知能的培訓提供情形。其中專業知能包含四個面向：教學專業（包含科技融入

教學）、班級經營、輔導知能、人際關係與溝通，各有 8、6、6 及 9 題，共計 29

題。採用李克式五點量表，重要性為 1 至 5 分，代表「非常不重要」到「非常重

要」；而培訓提供情形為 1 至 5 分，代表「完全不能滿足」到「完全能滿足」。問

卷發送 58 份，有效問卷 58 份，有效回收率為 100%。在工具信度方面，專業知

能重要性及培訓提供情形的 Cronbach‘s α 的整體平均值為 0.89。資料分析採用

SPSS 22.0 軟體，分別進行描述性統計及成對樣本 t 檢定。其次，質性資料方面，

訪談三位 TFT 教師，為第四及六屆 TFT 教師，每人訪談 30 分鐘，將錄音檔轉成

文字進行分析，了解 TFT 教師兩年期間的專業成長需求、培訓情形及回饋。 

五、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TFT 教師的專業知能重要性分析 

分析結果（表 1）顯示，TFT 教師專業成長重要性的平均值為 3.79，四大面

向依序為：專業教學（3.90）、輔導（3.89）、班級經營（3.82）、人際關係與溝通

（3.56）。TFT 教師認為學習如何設計課程、設定學習目標及教學策略等最重要；

反之，與同事、學生家長之間的溝通互動則重要性較低。 

其中，專業教學知能的次項目中，最重要的前兩項是：應用差異化教學策略、

及擬定合適的教案。從訪談了解，TFT 教師認為，應優先關注孩子學習權益與品

質，而專業的教學能直接幫助有效學習，有直接影響，因此很重要。 

最基本的還是要知道怎麼教這些科目，就算跟孩子關係好、班經能力佳，

但如果連這些知識都無法有效的教會孩子，是沒有意義的。（A 師

_20230201） 

輔導知能的次項目中，「輔導學生生活規範、學習困擾或行為偏差」與「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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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生的需求予以適切回應」分數最高。教師認為，輔導是以個案為本，必須依

照當時學生的狀況給予相對應的支持。然而偏鄉輔導資源缺乏，沒有專任輔導老

師，是由一般教師承接此重任。 

輔導很 case by case，不像教學或班經，有明確的方法嘗試。在偏鄉遇到的

孩子情況比較多元，是結構性問題。而且偏鄉很少輔導資源，我們學校沒

有專任輔導老師可以協助，對我來說很困難。（B師_20230131） 

(二) TFT 教師專業知能的培訓提供情形 

TFT 培訓分為兩類：實體的課程培訓、及教學過程的沉浸式培訓。教師根據

其感受填寫培訓課程當時的提供情形。表 1 顯示，培訓的滿意平均值為 3.11，評

分情形為：班級經營（3.23）、專業教學（3.17）、輔導（3.08）、人際關係與溝通

（2.96）。亦即教師認為 TFT 培訓的教師增能以班級經營及專業教學知能為主，

而人際關係與溝通知能較少。 

班級經營知能的次項中，「營造良好且適合學習的環境」分數最高，「了解小

學生同儕文化」最低；而專業教學知能的次項，分數最高的是「擬定合適的課程

計劃」及「擬定合適的教案」。教師在訪談中表示，培訓所學的教學專業及班級

經營技巧，大幅增加教學自信；雖然其他面向的培訓不多，但將課程放在此二面

向的效益很大。 

課程最多是專業教學或班級經營，我覺得這兩類課程的 CP 值最高，像是

看懂教師手冊、編寫教案，都有脈絡可循，學起來很快，可以馬上應用。

（B師_20230131） 

(三) TFT 教師專業知能發展之培訓需求程度 

本研究以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教師專業知能的重要程度與培訓課程現況的

差異情形。表 1 顯示，四大構面皆有顯著差異（p<.001），顯示均有專業成長的需

求。由於差距愈大，代表需求愈高，所以需求依序為：輔導知能、專業教學知能、

人際關係與溝通知、及班級經營知能。 

表 1 TFT 教師專業知能重要程度與培訓現況 

構面 
重要程度 培訓現況 

t 
需求 

平均 標準差 排序 平均 標準差 排序 差距 排序 

專業教學知能 3.90 .33 1 3.17 .46 2 6.13*** .73 2 

班級經營知能 3.82 .19 3 3.23 .34 1 5.32*** .59 4 

輔導知能 3.89 .27 2 3.08 .49 3 7.91*** .8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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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與 

溝通知能 
3.56 .17 4 2.96 .22 4 4.50*** .60 3 

整體 3.79 .28  3.11 .37     

備註: ***p < .001 

輔導知能的次項目分析，發現需求最高的前三項為：詳實記錄輔導資料、依

個別差異進行輔導工作及輔導學生生活規範。從訪談中了解，教師的角色不只教

學，還須兼顧孩子的發展與行為，及如何引導學生的衝突等輔導課題。而目前臺

灣國小教育採融合教育，除了一般學生之外，還須同時照顧特殊需求的學生。但

是教師通常對於如何幫助特殊學生感到困惑。 

有一位學生情緒來得快，張力也很大，影響其他人，但我卻不知道他為何

生氣，要用什麼方式讓他不要生氣。（C 師_20230201） 

輔導不僅是輔導學生，有時還包含家長溝通，但我們沒有這麼多專業，不

知道該怎麼做。（B師_20230131） 

從上述結果可知，TFT 教師的需求在專業教學面向最高，輔導位居第二，此

與一般新手教師有很大不同。一般新手教師在學科專業或教學策略上已具備一定

能力，因此專業學習以班級經營需求為先，好建立專業認同與教室實踐能力（陳

慧蓉、李玲惠，2021），反觀 TFT 教師，班級經營能力並未比教學與輔導知能來

得迫切，而這可能與教師背景、以及 TFT 培訓著重班級經營面向有關。 

六、結論 

本研究探究 TFT 教師專業成長需求，結果指出教師認為教學與輔導知能重

要性及需求最高，和一般教育背景之教師有所差異，可見 TFT 培訓為教師奠下

教學與班級經營的良好基礎，能於入校前具備一定之教學能力。然而，根據本研

究結果及教師回饋，TFT 可於未來將特殊生認識及輔導、親師溝通等面向納入培

訓課程中。教師亦能在未來職涯中，更專精於其他專業知能，甚至於臺灣各師範

大學、教育大學進修，投資自己成為更專業的教育者。 

本研究主要以 TFT 教師整體之需求作為探究核心，然而教師專業知能需求

仍可能因地區、任教學科、學生背景等不同而有所差異，未來研究者可再深入探

討不同變項與 TFT 教師專業成長需求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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