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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公費師培生制度在臺灣的教育發展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地位。該制度自有

史以來，經歷多次轉型與改變，尤其是在 1994 年《師資培育法》修正後，第 14

條規定，由公費為主改變為以自費為主，兼採公費的方式來培養師資。根據該法

第 11 條規定，公費生的培育以就讀師資類科不足的學系或畢業後自願赴偏遠或

特殊地區學校服務為原則，其初衷在補足偏鄉地區師資的不足，並促進教育資源

的均衡分配。 

然而，隨著社會變遷及教育政策的改變，公費生的培育制度面臨新的挑戰。

除了偏遠地區的師資需求外，近年來國家語言發展的政策也影響了師資培育的方

向。在 2018、2019 年期間，針對《客家基本法》、《原住民族教育法》、《國家語

言發展法》及《師資培育法》的修正，明確要求師資培育機構開設相關的國家語

言及文化課程，以促進多元文化的發展。公費師培制度因此新增了多元文化與語

言傳承的培育目標，使其功能更加多元。根據林曜聖（2022）所述，修正後的第

14 條規定要求各師資培育機構開設符合主管機關需求的國家語言與文化課程，

以推動多元文化教育的落實。這項法規的新增，為各師資培育機構的課程規劃提

供了更明確的方向，並確保教育政策的落實。 

然而，臺灣偏鄉地區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合格師資短缺影響教育品質，加上

社會對具備多元文化素養的師資需求日益增加。這導致偏鄉學校面臨師資不足的

困境，進一步影響學生的學習權益，尤其在多元文化教育推廣的背景下，對多元

文化師資的需求愈加凸顯。筆者在接觸偏鄉地區學生的經驗中發現，這些學生擁

有更為多元的文化背景，但由於學習資源匱乏，公費師培亦面臨著更多考驗與文

化脈絡的不理解。因此，需要透過多元文化教育的推動，讓教師具備多元文化素

養相關的知識和技能，以因應學生的需求。儘管如此，除了主管機關所提需求之

外，偏鄉地區是否能夠留住教師持續服務，仍然是影響教育資源分配的重要因素

（教育部，107，110，111）。根據教育部即時新聞發現，吸引教師持續服務於偏

鄉的策略仍待探討與更新，否則他們在服務期限期滿後，可能就會選擇離開，進

一步加劇偏鄉地區的師資流動問題。 

因此，本文將探討公費師培生制度如何平衡偏鄉教育與多元文化發展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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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公費師培制度應如何調整，以更好地因應當前教育發展的需求？等問題進行

分析，以提供偏鄉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均情形做為實務參考。 

二、公費師培制度的轉型，重視多元文化傳承 

教育部於 2020 年所修正公布的《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標

誌著臺灣公費師培生制度的重大轉型與定位調整。此外，該修正也針對原住民族

教育法第 31 條的相關規定進行了調整，要求原住民學生在參加公費生招生時，

必須取得中級以上的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證明。這一政策旨在強化原住民師資的返

鄉服務精神。 

隨著政策的變遷，公費師培制度不僅需要滿足偏鄉地區的師資需求，還必須

承擔多元文化教育的責任，這些新挑戰促使我們重新審視該制度的定位與目標。

自 2020 學年度起，教育部核定 71 名原住民公費生專注於其族語的培育，並在取

得教師證書後，根據族語別分發至相應的學校，進一步促進原住民語言與文化的

傳承，充分反映出對文化傳承的重視。 

此外，在 2018 年及 2019 年期間，教育部亦修正《客家基本法》、《國家語言

發展法》及《師資培育法》，要求師資培育大學需開設相應的國家語言及其文化

課程，這不僅是對偏鄉及離島地區需求的回應，也使得師資培育的方向轉向本土

語言的提升與文化的傳承。由此可見，公費生的培育不再單純聚焦於地理上的偏

鄉，更是依循《國家語言發展法》的發展方向，培育本土語文（閩、客、原）科

目，以充裕及提升本土語教學師資，落實臺灣本土語教學成效，擴展更為多元化

的觀點與語言的豐富內涵。 

三、重視偏鄉教師資源與多元文化的平衡 

根據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 2020 年的統計，從 2016 年到 2020 年，公

費生分發的類別中，「偏遠或特殊地區」的比率持續為最高，比率從 2016 年的

68.1%增加至 2020 年的 80%，顯示出該政策重視提升偏鄉地區的教師資源；而

原住民的比率則相對穩定，分別在 2 成至 3 成之間，2013 年《原住民族教育法》

的通過，第 23 條規定「保留一定名額」予原住民公費師培生，因此，原住民公

費師培生人數維持穩定，以保障原住民地區的教師與文化傳承。離島與不足師資

類科，從 10%降到 3%（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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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6 年-2020 年師培公費生分發類別百分比 

年  原住民  離島  偏遠或特殊地區 不足師資類科 

2016 年  22.0 9.1 68.1 0.7 

2017 年  28% 7% 65% 0% 

2018 年  23% 5% 71% 0% 

2019 年  22% 7% 71% 0% 

2020 年  17% 3% 80% 0%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 2020 年（教育部，2021） 

根據《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 2017、2020 年》，公費生的名額從 2010

年到 2020 年間出現了顯著變化，這十年間從 32 人逐年增加，至 101 年起公費生

名額突破百人，於 2020 年增加至 430 人，顯示出政策在穩定偏遠地區師資的作

用與需求。這一增長有助於滿足偏鄉地區的教學需求，也是師資培育體系對於地

方政府需求的回應。 

表 2 2010 年-2020 年師培公費生名額變化 

年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人數  32 56 122 220 289 317 254 300 320 349 430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 2017、2020 年（教育部，2017，2020） 

師培大學可依各地方政府需求培育，依《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 6

條規定：「……得依偏遠地區學校師資需求，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地方主管機關，

提供公費名額或設師資培育專班。」因偏遠地區要甄選合格專任教師有相當的難

度，因此會由偏遠地區於 8 月底前的需求，由主管機關對公費師培生的需求進行

評估，名額核定作業流程如下圖所示，可以看到公費生制度是為配合在地教育需

求，以提升偏鄉地區教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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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師資培育公費生名額核定作業流程圖 
資料來源：教育部，2022 

接著，筆者整理了 2 所北部大學國小公費師培生及 1 所北部大學國中公費

師培生的培育科目及分發縣市情形介紹如下，說明目前的偏遠地區學校師資科目

的需求與區域，分別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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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2-2024 學年度師資公費生培育類科與分發縣市一覽表 

師資培育階段 人數  可培育類科 分發縣市  

2022 年某北部大學 

國小 19 人 

數學領域數學專長雙語教學次專長、藝術領域美術
專長專長雙語教學專長、資訊專長雙語教學專長、

語文領域客家語文專長雙語教學次專長、自然科學
領域自然科學專長雙語教學次專長、藝術領域音樂
專長原住民族之民族教育次專長、原住民族之民族

教育次專長雙語教學次專長 

新北、桃園
苗栗、新竹
南投、臺南 

2023 年某北部大學 

國小 16 人 

國小特殊教育、資訊專長雙語教學次專長、自然科
學領域自然科學專長雙語教學次專長、藝術領域雙
語教學次專長、藝術領域原住民族之民族教育次專
長、一般教師原住民族之民族教育次專長、一般教

師加註英語專長 

宜蘭、臺北
新北、桃園
新竹、臺中

臺南 

2024 年某北部大學 

中等教育 32 人 

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童
軍次專長、健康與體育領域健康教育專長與健康與

護理科，第二專長雙語教學、綜合活動領域家政專
長，加註第二專長雙語教學、綜合活動領域家政專
長、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童軍專長，第二專長語
文領域英語文、特殊教育身心障礙組，第二專長情

緒與行為需求、特殊教育學校（班）（中等-國民中
學）特殊教育身心障礙組，第二專長聽力與語言需
求、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第二專長語文領域本土
語文閩南語文、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第二專長特

殊教育資賦優異組、社會領域歷史專長，原住民族
語泰雅族語語言中高級以上認證通過、社會領域地
理專長，第二專長自然科學領域第二專長地球科
學、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第二專長自然科學領

域生物專長 

花蓮、臺東

新北、桃園
苗栗、新竹
南投、臺南
屏東 

資料來源：整理自2022學年北市大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簡章、2023學年度清華大學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簡章、2023-2024

學年度臺灣師範大學乙案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錄取名單 

綜上所述，師資培育公費制度之目的在於均衡偏鄉區域教師素質，具有彰顯

社會正義之目的，且重視偏遠地區學生的受教權，讓文化不利因素的學生能夠獲

得合格教師的教導，以保障學生公平的學習權益。在多元師資培育市場下，公費

制度已轉向為均衡城鄉區域師資人力為目標。 

由上述大學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簡章發現，國小的公費師培生科目較多元且

幾乎都要求雙語教學，或原住民族之民族教育次專長；而中等教育的科目較多綜

合活動領域家政專長、綜合活動領域童軍專長、特殊教育專長及第二專長雙語教

學、語文領域國語文、閩南語專長等，更重視多元文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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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升公費師培生留任意願的誘因與建議 

但是，如何提升公費教師的留任意願，是政策需要去面對的重要課題。有報

導提到年輕的公費教師，對於偏鄉環境不適應的幾個因素，包括：(1)學生的家庭

缺乏管教與尊重教師，傷害教師的教育熱情；(2)學校對公費教師放假沒有回家會

給予更多額外的工作；(3)有的人對偏鄉沒有概念，第一天服務就被震攝到（吳尚

軒，2023）。這些是偏鄉學校服務的缺點。 

政府透過公費制度的法規設計，讓這些新手初任教師派往偏遠地區學校服

務。然而，待六年的服務限制期滿，這些教師大多都必須得面對成家立業或是生

涯發展的人生規劃與選擇（顏于智，2022）因此，筆者提出三點提升公費師培生

留任意願的誘因與建議： 

1. 增加教師偏鄉服務的福利 

符碧真（1999）、蔡雯琪與李錦旭（2016）的研究提出八成以上公費生認為

擔任教職有向上社會流動的途徑，對貧困的學生是有誘因的（參考黃嘉莉，2019）。

然而，Callahan 及 Brantlinger（2023）的研究中提到工作福利比利他主義和有意

義的工作，更有助於教師留任。張德銳（2017）指出，調高教師偏鄉服務津貼與

員額編制，可提高教師留任意願。黃嘉莉（2017）提出(1)評量師資生具有高度意

願與熱忱者，或者改變公費待遇項目等，讓公費制度成為師資生表現優良的篩選

機制；(2)提高公費待遇、不限制人才發展、賠償公費條件彈性化，提高教師留任

動機。因此，若能提升偏鄉教師福利，包括提供每月的交通津貼和低利率住房貸款

支持；抑或對具有特殊語言教學能力的教師，給予額外獎勵，將可提高他們的留任

意願。這些福利政策不僅能改善偏鄉教師的生活條件，還能吸引和留住優秀人才，

進一步提升偏鄉教育品質。 

2. 選擇代理抵實習的制度 

師資生可選擇參加教師資格考試通過後，赴偏遠地區擔任代理教師，以 2 年

教學年資抵免半年教育實習。Callahan 及 Brantlinger（2023）的研究中就曾提到

教師替代認證比利他主義和有意義的工作更有助於影響教師留任意願。 

3. 建構良好的學校環境 

Linet 及 Simon（2023）研究內外在動機的相互作用影響，發現與學生建立正

向的關係、同事的支持和學校領導的重視，能夠提高教師的留任率。強化偏鄉教

學的支持系統，如提供教練或是師資培育機構和國教輔導團，強化偏鄉教師的專

業成長功能（張德銳，2017）。增加學校本位在職進修，由學校依其發展需求，

自辦研習活動或是遠距教學的方式，也可以解決交通距離的不便（呂玟霖，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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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支持性的學校環境，有助於教師留任意願。 

五、結語 

由上述研究可以看到對於經濟困難的學生向上流動、提高工作福利、替代認

證的機會，還有良好的學校環境，師生及同事關係良好，都是可以增加留任的誘

因。公費師培制度雖在補充偏鄉師資方面發揮重要功能，但教師個人的留任問題

若未解決，則流動問題仍會是難解之題。未來政策推動應更重視教師的在地文化

連結與生活適應能力的提升，甄選時若是篩選高意願者，以個人生涯規畫與條件

符合在地因素為加分條件，重視投入偏鄉教育的意願或是選擇經濟困難者等，能

夠有助於達到穩定偏鄉教育資源的目標。整體而言，師培制度是重視偏遠地區學

生的受教權，讓文化不利學生能獲得合格教師的教導，以獲得公平的學習權益

（Apple, 2001）因此，運用公費制度，培養優秀人才到偏鄉服務，以及促進多元

文化的傳承等，都是其當前教育政策的重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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