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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對一位有意成為國小教師的人來說，不論落榜幾年，只要能通過教師甄試，

成為正式教師必然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近五年（2020-2024），因國小正式教師

開的缺額較多，成為正式教師的人多，有許多剛從師資培育大學畢業、完成教育

實習並應屆上榜的人也多。然而，上榜者「金榜題名」的喜悅似乎常隨著開學日

與正式任職的到來而逐漸減少。這群教育生力軍除了在自己家鄉可住家裡外，會

先面臨住宿、租屋或購屋的問題。正式任職後，他們的角色不再是實習生，不再

只在教室中見習或輔助者，他們已是正式教師，必須完全負責教學與班級經營的

工作，也必須配合各處室推動校內各項行政業務，有些初任教師也會被賦予或要

求兼任行政職務。一旦就職後，所有教師應有的工作就會自動到來。然而，學校

生態已與 20 年前不同，筆者常常會聽到初任教師針對自己教師工作提出辛苦的

一面，包括班上學生、學生家長與行政工作的問題等。事實上，也有許多實徵研

究探討了國小初任教師的工作挑戰、壓力或因應策略。例如：陳家安（2020）發

現：國小初任教師面臨了許多壓力，包括了教學與輔導、人際關係、工作負擔、

教師專業知能以及個人因素等五個層面的壓力。 

初任教師是教育職場的新鮮人，無論是從師資培育的角度來說，或是教育行

政主管單位、學校校長或主任，都應重視初任教師面臨的問題，並提供相應的支

持或解決之道。本文期望藉由文獻探討、訪談初任教師及筆者實際接觸的經驗，

提出國小初任教師的工作挑戰與因應建議，希望能協助初任教師減少困擾、克服

挑戰，獲得正向及愉快的初任教師經驗。 

二、國小初任教師的工作挑戰與困難 

初任教師一詞，不同國家或文獻的界定不同。依照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

發展實踐方案作業要點，教學年資三年以下之專任教師為初任教師（教育部，

2025），在本文中，初任教師亦指的是擔任正式教師三年內的教師。國內外已許

多文獻曾提出初任教師在面對新的工作環境與角色時，會面臨到許多挑戰與困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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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小初任教師的工作 

初任教師與非初任教師在法定工作職責上無本質差異，依教師法 32 條的規

定，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許多義務，包括：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

排之課程，實施適性教學活動；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

全人格；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術、行政工作及

社會教育活動；擔任導師（教育部，2019）。 

易言之，所有教師皆負有教學、輔導與管教學生、擔任導師、從事與教學有

關之研究與進修、依據有關法令參與學校之學術、行政工作及社會教育活動等義

務。只不過，教師會因職務不同而有不同的工作比重。例如，擔任導師者，在輔

導與管教學生及親師溝通所佔的比重通常較未擔任導師者為重；兼任行政職務

者，在行政工作中所佔的比重會比未兼任者多。 

(二) 國小初任教師的工作挑戰與困擾 

雖然初任教師與非初任教師在職務上並無不同，然而，這些職務對初任教師

來說，卻可能是一項挑戰或困難。范熾文、金冠廷（2024）訪談對象為八位初任

教師後，歸納初任教師面臨課程教學、班級經營、行政職務與親師溝通輔導四大

方面的工作困擾。另外，筆者曾於 2025 年 2 月非正式訪談四位國小初任教師，

她們提及：她們在擔任教師時，面臨了許多挑戰與困難。綜合文獻探討及對初任

教師之訪談，茲統整與摘述國小初任教師的工作挑戰與困擾如下： 

1. 課程內容與教學策略不熟悉 

對國小初任教師來說，雖然他們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也在小學實習了六個月。

不過，進到學校任教後，他們教學的年段、領域與內容，並不一定是自己熟悉的，

因此，他們必須花費許多時間來備課。倘若遇到未曾任教過的年級或領域，在備

課上花費的時間勢必又更長。張德銳（2003）提及初任教師在教學初期，沈重的

教學負荷與備課壓力會壓得他們喘不過氣。 

2. 班級經營（特別是親師溝通）不熟悉 

對國小初任教師來說，班級經營是他們覺得沒有把握，特別是親師溝通。對

這群剛從大學畢業或研究所畢業、經實習並通過教甄的初任教師來說，因為欠缺

與家長互動的實際經驗，使得家長其子女學校生活的關心與對初任教師的不放

心，常讓初任教師備感壓力。另外，初任教師因經驗不多，在班級經營中，經常

會有過往未曾遇過的校園事件。例如：特殊學生的輔導、學生間衝突的處理。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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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師會因欠缺既往的基模會不知所措，或不知是否處理得當的焦慮感。 

校園中偶發事件的處理對每一位教育工作者而言，都是職場上危機警報提升

的時刻，不論是孩子受傷、學生衝突、師生衝突、孩子的挫折事件等等，都必須

要敏覺到家長的感受並期待提供即時需求與資源。初任教師必須對於教育場域的

法規與處理程序有清楚的瞭解，如霸凌事件、性平事件等等，以免讓自己陷於難

解的情境中。若初任教師在第一時間未能將衝突事件處理完善、同理家長的情緒、

協助家長陪伴孩子從偶發事件中得到成長的省思，常常難以撫平當事人的心情、

得到理解與認同，甚至被認為是不適任教師，這對於初任教師的信心打擊非常的

大。 

3. 行政工作與業務不熟悉 

行政大逃亡是近年來常見的教育現場問題，當現職教師對行政工作皆無意願

時，部分學校會將期待投注於初任教師的身上。不少學校在初任教師報到後，即

要求這些剛到校任教的初任教師兼任教學組長或訓育組長等行政職務（陳經綸、

陳建志，2023）。 

行政工作其實是學校運作中重要且有意義的工作，勝任愉快的教師也大有人

在，此外，行政工作更是職涯發展為主任、校長的必經之路，在學習與成長良好

的情形下，也能讓初任教師有很好的成長機會。不過，對初任教師來說，他們對

行政業務並不熟悉。但若學校無良好的行政經驗傳承、良善的行政文化與校園氛

圍，初任教師不容易在行政工作上有穩健的學習成長，反而會因為行政工作形成

壓力與負擔。一旦他們有機會卸下行政職務，就不再願意兼任行政職務。 

4. 校園文化不熟悉與生活適應問題 

S. P. Gordon 提及對初任教師來說，初到一所學校，通常不瞭解校園裡正式

的規則，也不瞭解校園中非正式的習慣與做事方式，也不瞭解校園中教師的次文

化（張德銳，2003）。換句話說，初任教師到一所新學校需要去認識學校的規則、

做事習慣與校園文化。 

另外，除非教甄成績優異，名列前茅，否則，通常任教的學校不見得是自己

心目中的首選。初任教師到一所新學校，必須去熟悉與適應任教學校附近的環境，

其中，也包括居住及三餐等生活需求的滿足。有些學校偏遠、交通往返費時與不

便，也會是初任教師面臨的問題之一（陳知穎，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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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助國小初任教師突破工作困擾之作法 

初任教師是教育界的生力軍，他們充滿教育熱情與活力。然而，他們也會因

為經驗較不足，而在工作上面臨困擾、挑戰或壓力，若能系統性協助初任教師增

進專業知能、適應教育環境，將能讓初任教師獲得正向的工作經驗，創造更美好

的團隊協作與教育共好。 

(一) 同理、關心與支持初任教師，初期不宜給予過多任務 

誠如前述，初任教師到職後，會面臨許多問題、挑戰或壓力。筆者認為要協

助初任教師解決這些問題，首先要多同理初任教師的感受，關心初任教師的工作

與生活，再針對其面臨的問題提供支持與協助。 

站在協助立場，初期不宜給初任教師太多工作，特別直接指定初任教師兼任

組長或主任一職。初任教師到校的第一年，先熟悉學校環境與文化，熟悉教材內

容等。待初任教師在工作與生活適應後，再依學校的人力配置與資源條件等，請

初任教師兼任行政工作。 

(二) 安排薪傳教師（mentorship）協助初任教師 

薪傳教師是教育部為協助初任教師適應教學與學校環境所規劃的教師專業

發展設計，旨在透過班級經營及教學表現優良且具服務熱忱者（薪傳教師）協助

新進教師（初任教師）順利融入學校工作，提升其教學與班級經營能力，並提供

相關支持。 

依據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作業要點，針對教學年資三年以

下之專任教師（初任教師）輔導，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督導學校遴派薪傳教

師一人提供諮詢輔導至少一年（偏遠地區學校至少二年），透過對談、座談、課

程研討、結合社群運作等多元形式進行；並於每學年度安排初任教師與同領域／

科目教師進行備課、觀課及議課（教育部，2025）。初任教師應善用薪傳教師體系

所建立的輔導機制，善用諮詢與增能機會，迅速完備自己課堂經營與班級經營的

專業 

(三) 辦理初任教師研習，提供初任教師輔導手冊，加速初任教師熟悉教育環境 

每年都會有初任教師，教育部或各縣巿均會初任教師辦理研習。在此研習前，

建議能製作初任教師輔導手冊，將重要法規、初任教師常遇到的問題與解決之建

議列出，讓初任教師可更有系統地認識相關法規、當前重要政策、校園中常遇到

的問題與解決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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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北巿為例，該巿為協助新進教師順利銜接新北巿教育環境，編製了「新

北巿國民小學新進教師攻略」，此攻略內除教師行事曆外，主要包括班級經營、

課程教學、輔導特教等三大教師專業面向（新北巿政府教育局，2023）。 

(四) 參加專業學習社群，建立專業與人際網路 

教師進入職場後，仍需持續進修，要能保持主動學習的能力與動力，並由獨

立工作的文化轉向共同工作的文化，教師應藉由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來促進自身專

業成長，以及提升學生學習表現（黃政傑，2021）。 

初任教師要秉持終身學習及主動學習的態度，宜積極參加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藉以建立專業與人際網路，讓自己在學校任教時不孤單。 

(五) 建立成長型思惟，做正向的歸因 

初任教師在工作上因欠缺經驗而遇到挫折或挑戰是必然會存在的，初任教師

除了可向外尋求資源與協助外，自身也應該建立成長型思維（growth mindset），

相信自己可以透過學習與努力而做得更好（蔡進雄，2018）。 

另外，初任教師在做成敗歸因時，宜建立正向的歸因方式。依照 Weiner（1985）

的歸因理論，個體會去解釋自己成功與失敗的原因，其解釋會影響個體的情緒與

未來的行為。初任教師進行成敗歸因時，應將成敗歸因為努力、策略及可改變的

因素，避免將之歸為能力不足或不可控因素，以減少其挫折感。 

(六) 經營良好人際關係，健全生活適應與美好生活 

初任教師進入職場，若能迅速融入在地文化，理解在地家長與社區對教師的

期待，取得當地生活資訊，可讓自己的生活安適自在，生活更加愉快。初任教師

可透過同學年、同領域教師、行政人員、或租屋房東與鄰居等經營與建立良好的

人際關係，兼顧生活與工作，讓教職生活與生涯發展更美好。 

四、結語 

初任教師是教育職場新鮮人，也是教育界生力軍。他們擁有教育熱情，具備

教育專業，但也因欠缺經驗而面臨困擾或挫折。初任教師常會面臨課程內容與教

學策略不熟悉、班級經營（特別是親師溝通）不熟悉、行政工作與業務不熟悉及

校園文化不熟悉與生活適應等問題。對此，本文提出六項因應作法，前三項由政

府或學校來協助初任教師，後三項則需初任教師必須自己主動參與及發展。易言

之，政府、學校或教師本人都可以且需要為初任教師的工作適應問題做一些協助，

期許這些做法能幫助初任教師儘快適應教職生活並樂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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