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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任大量國小專任教師之我見 
張詠舜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在職專班研究生 

新北市新莊區丹鳳國民小學專任教師 

 

一、前言 

因應少子女化，每年出生人口影響到學齡人口不穩定，已對學校產生超額教

師問題。依據《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簡稱員

額編制準則），國民小學得視需要，在不超過全校教師員額編制數百分之八範圍

內，將專任員額控留，改聘代理教師、兼任、代課教師、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或輔

助教學工作之臨時人員。 

然而，立法院在《2021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整體評估報告》指出，2018 年

國民小學代理教師占比高達 11.79%。監察院更於 2022 年糾正教育部，教育部遂

於 2022 年度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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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人力實施要點），於一般性補助款考核項目新增「教師員額控留

比率」項目，引導各縣市逐步降低代理教師比率，以不超過 8%為目標，以符合

《員額編制準則》之相關規範。 

自 2019 年度到 2021 年度，全臺釋出的國小專任教師職缺，每年總數在約

2,000 名左右。但 2022 年度，全國國小專任教師缺額增加到 4,191 名，2023 年度

更提高到至 4,218 名，連續兩年雙倍量招考專任教師，看似逐步補足專任教師缺

額，其實暗藏了不少隱憂。此事件影響層面廣泛，本文將探討相關問題，並提供

可行之建議。 

二、大量聘任專任教師的優點與問題分析 

(一) 優點 

1. 解決多年大量代理代課教師狀況，穩定師資 

近幾年開缺招考專任教師，各校控管之代理代課教師比例逐步下降，不需要

每年煩惱新進老師的適應問題。莊英正（2010）指出，專任教師已脫離代理代課

時期，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性，對於自我教職生涯更可盡情發展。當教師受聘為專

任後，擁有了穩定教職工作，不需再年年煩惱甄選事宜，更可專心致力於教學及

課程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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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穩定招聘專任教師，師培機構更能吸引優秀學生 

師資培育機構，肩負培育合格師資之任務，多數師資生須參加教師資格檢定

及甄試招考。各大學師資培育機構，受到教師檢定通過率及教師甄試上榜率的壓

力，在課程規劃上往往「通過教檢、考上教甄」為主要目的（吳盈融，2023）。倘

若往後幾年，年年皆持續開設專任教師職缺，讓師資培育機構對於未來前景有所

展望，當可招收優秀人才擔任教職，對整體教育環境更有助益。 

(二) 問題與隱憂 

公教人員年金改革之後，影響教師退休年限，降低國小校內師資新陳代謝。

筆者服務之個案學校配合新北市政府政策，安排薪傳教師協助新進教師。但於

2022 及 2023 兩個年度，共新進超過 30 位專任教師，占全校專任教師 21%，衍

生問題如次。 

1. 缺乏薪傳教師的優質輔導 

原在校服務之教師兼任薪傳教師者，需顧全自身行政工作或班級事務，突然

大量暴增教師人數，薪傳教師可以騰出額外時間來指導初任教師的時間相當有

限，心有餘而力不足。 

2. 重演新輪迴之流浪教師狀況 

近幾年間大量補足正式教師缺額後，教師工作年限長達二、三十年、加上少

子化影響、年金制度調整降低退休意願等，數年後恐又會再陷入教師職缺飽和的

問題。導致爾後畢業之師資生，取得教師證書卻沒有正式教師缺額，重演流浪教

師滿街跑的狀況。不當循環之下，對於師資培育機構、小學端、教師本身，都有

不確定的影響。 

三、改善策略 

(一) 重新審視退休及供需制度，穩定教師人力 

政策上應詳細推估教師預定退休時間，讓已達退休年限之教師，釋出適量專

任教師職缺。參考內政部每年度新生兒出生數，統計各校退休人員意願，精準預

估規劃並控管師資培育人數，穩定教師聘任與退休之供需制度，方能穩定國家基

本教育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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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調整師資培育機構課程，提高初任教師實務能力 

因應少子化浪潮，應檢討師資培育因應新課綱之規劃和實施情形，建立有效

且及時的師資配套模式（黃政傑，2022）。師資培育機構安排課程時，適度調整

師資培育階段授課內容，以利師資培育生至教學現場後，能順利將理論基礎與實

務工作銜接。政策上宜評估各院校系所培育師資之成效與就業率，確保教學現場

之實務能力。 

(三) 學校應精準控管教師員額，提供新進教師專業協助 

學校能精準計算出各校學區內學生數，以及待退人員狀況，便能控管校園內

不會出現大量代理代課教師。新進教師，尤其是初任教師，除安排薪傳教師協助

適應外，也可安排親師溝通、班級經營、教學與課程設計等實務進修研習，補足

師資培育機構學習與學校實際運作上的落差。 

四、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當退休之年金制度影響退休意願、少子化或政治因素，缺額沒有辦法逐年穩

定開設，為避免過多超額教師無法安置，只能改聘任代理代課教師。當缺額累積

幾年後，又在短期內招考大量員額，這樣不良的循環將不斷重蹈覆轍。精準控管

教師員額，是教育主管機關及師資培育機構重要的課題。穩定聘用專任教師，有

利校園運作與教師人力新陳代謝。畢業生有穩定教職缺額，師資培育機構有源源

不絕的學生，培育國家合格教師。教師獲得穩定工作後，有心力著重課程與教學。

聘任後之新進教師如何快速上手，也考驗著學校端及教師本身。 

(二) 建議 

1. 教育主管機關 

(1) 掌控員額控管人數，有計畫的逐年開設職缺 

教育主管機關須掌握學生人數、具之合格教師資格人數，配合縣市政府

提報退休人員數、教師甄補人數及控管代理代課教師比例，避免人員過剩或

不足窘境。逐年開設聘任新進或調動師資，確保校園內教師穩定新陳代謝，

非短時間內聘任大量教師，導致前述問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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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落實教師在職進修，輔導新進教師增能  

聘任新進教師後，教育主管機關安排職前訓練並與學校端保持聯繫，初

聘三年內可視狀況進行教師回流受訓。要求聘任學校須針對新進教師，落實

薪傳教師或教師專業社群進行輔導，協助教學、人際、家長與學生等各方面

需求，確實提升新進教師對於職場適應能力。 

2. 師資培育機構 

(1) 調整職前課程，具備基本專業能力 

師資培育機構，透過教育現場校友建議，適度調整師資培育階段，養成

修習之課程內容，增強師資生入職場前各項認知。教育實習階段須和師資培

育學校、實習輔導教授、實習輔導教師三方密切聯繫，落實理論與實務結合，

以利往後迅速適應教學現場。整體性的安排，不僅可以吸引優秀學生，更提

升教學現場教師能力。 

(2) 提供回流進修機會，有效化解困境 

全國國小數量多，針對少數學校問題個別協助。若如近幾年大量新進教

師，大多學校遇到相似的問題，可藉由師資培育大學、教學現場資深教師，

依據師資培學校所在地進行區域性整合輔導，配合課綱或教學現場需要，提

供教師專業增能研習或工作坊，讓新進教師在面對教學現場問題能迎刃而

解。 

3. 小學端 

(1) 確實控管教師員額，逐年聘用專任師資 

學校宜依據《員額編制準則》，結合歷年學生人數、學區內新生數及周

遭環境發展，估計並控管校內代理代課人數，逐年爭取聘用專任師資，確保

學校內教師新陳代謝，穩定校園整體運作。 

(2) 鼓勵在職進修，提高專業知能 

校方鼓勵教師進行研習或學位進修，厚實教師專業理論背景知識，增加

實務經驗與問題解決能力，將所學應用到教室現場，改善教學狀況。建議更

可列入職務調動的加分依據，提高進修意願。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9），頁 154-159 

 

自由評論 

 

第 158 頁 

(3) 成立教師專業社群，整體提高教育品質 

校內進用新進教師時，透過薪傳教師或教師專業社群進行輔導與協助，

減少新進教師教學與適應問題。此外，針對全校教師提出常見狀況，例如課

程發展、特殊學生處遇方式等，進行專業社群研討或是邀請專家學者宣導講

座，提升校內全體教師知能。 

4. 初任教師 

(1) 發揮教育熱忱，善用正向心態 

當新進教師進入職場後，多數擔任導師工作，需要立即獨當一面，帶領

整個班級任務。當狀況或問題產生時，教師須盡速調整個人心態，冷靜思考

解決方案，積極正向態度處理，避免得過且過心態。 

(2) 勇於面對問題，及時尋求協助 

若教師自覺於班級經營、親師溝通、行政業務或課程及教學等有不足之

處，應盡速配合薪傳教師、資深教師或教師專業社群進行輔導與協助，尋求

資深或經驗豐富之教師輔導與調整，以利往後職涯發展。 

(3) 在職進修增能，持續自我精進 

利用公餘或假日時間，進行專業知能增能研習或進修學位，除強化理論

與實務結合外，透過轉化調整運用到教學現場，改善教學狀況。現今網路資

訊媒體方便且多元化，教學現場資深教師願意分享教學資源，也可利用機會

多多學習，嘉惠更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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