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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令和的日本型學校教育」方案中的 
師資培育改革論析 

林雍智 
亞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一、 前言 

日本與臺灣的師資培育制度有高度的相似之處，兩國發展的軌跡雖然在時間

點上並不一致，但迄今都以「開放制」師資培育的精神選才，並且除了職前培育外，

包含任（聘）用以及到在職專業發展上，從制度設計、制度效果與近期熱門議題，

甚至是聯結到教師的工作場域：學校制度上，都有相當多可對照比較之處（林雍智，

2021；楊思偉，2020）。 

在廣義的師資培育制度中，日本的職前培育教育學程的學分數、課程結構，任

用上的專業證照制度與定期調動制度，在職專業發展上的初任研習系統與定期強

制研習規定、為確保師資素養與水準的教師評鑑與教師換證制度，都有臺灣的學者

對其進行詳細的探究（吳清山等人，2021；林雍智，2021；林雍智，2019；楊思偉，

2020），然而社會發展的速度極快，日本的教職市場在社會背景的衝擊下也面臨的

諸多問題，例如教師採用倍率過低（以國小為例，日本 2024 年度正式教師錄取倍

數全國平均約為 2.2，代表 2.2 人中就有 1 人錄取），教師工作的過度勞動，導致志

願當教師與志願修讀教育學程的人數降低等（林雍智，2023；東洋経済 education × 
ICT 編集部，2025）。有鑑於社會環境的變動，日本近期提出的師培改革方案，乃

是從 2015 年時由中央教育審議會（2015）所提出的「未來教師素養提升」的答詢

報告開始進行。該報告提出的改革方向大致有「自職前培育到任用與研習的支持教

師學習的方案」與「建構支持持續學習的教職系統」兩項，前者著重的是對教師本

身的改革、後者則是提供支持的教育行政機關和師培大學等的對應策略。 

中央教育審議會（以下簡稱中教審）提出的報告，確定了自 2015 年後的師資

培育體系的基本改革方向。不過，隨著日本新天皇在 2021 年上任並改紀元為「令

和」後，文部科學省公布了「令和的日本型教育」方案，宣示今後重大教育革新的

方向（中央教育審議会，2021）。為了在師資培育制度上也能符應「令和的日本型

教育」方案揭示的理念，中教審隨後亦在 2022 年 12 月提出「擔任『令和的日本型

教育』的教師培育、任用、研習等定位」答詢報告。可以說當前日本師資培育改革

的制度框架，係以中教審 2015 年的答詢報告為基本架構，再以 2022 年的答詢報

告補充強化革新的方向。由於若要接續過去臺灣學者對日本師資培育制度的探究

成果，當需瞭解最近的改革方向以形成完整的知識體系。目前臺灣亦正在進行師資

培育課程架構與學分數調整的研議，學程中如何納入新興議題（如偏鄉教育、實驗

教育等）課程亦受到討論，且部分師培大學已有同時提供中等教育與初等教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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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這些改革的方向與日本亦有相近之處，互相參考的價值乃隨之浮現。 

因此，本文乃將重點置於論析在「令和的日本型學校改革」引導下的師資培育

改革方向，透過對其之概述提供臺灣後續師培改革之參考。茲簡述中教審的 2015
年方案，再敘述「令和的日本型學校改革」中師資培育的改革內涵和配套措施。 

二、2015 年版的師資培育革新方案 

中教審於 2015 年提出的改革方案，日文原名為「これからの学校教育を担う

教員の資質能力の向上について」。若解析日文原名，則會出現如「擔當學校教育

角色的教師」、「資質能力」與「向上」三個關鍵詞。因此最接近原意的中譯，可為

「提升日後擔任學校教育角色之教師的素養增能」方案。以下，逐一說明方案內涵。 

（一）革新背景 

依照中教審（2015）的闡述，方案的革新背景有五，包含課程與教學方法的改

革，如從學生的主動學習（active learning）到教師必須做的課程經營、對應國小引

進英語科、道德科、特教等新議題、實現團隊學校（team school）（即學校以配置

多種專業人才組成團隊學校、而非學校團隊）、社會環境的急速變化（如少子化）

以及教師的大量退休與學校課題的多樣複雜化等。不過，背景上，亦受 OECD（經

濟合作暨開發組織）2013 年發布的 TALIS（教學與學習國際調查）評比結果的影

響，該評比顯示了日本教師的自我滿意度感（包含再有一次機會會不會選擇當教

師、教師工作有獲得社會高度評價等）低於 OECD 會員國平均，因而使得提升教

師的素養和熱忱成為促動革新的因素（中教審，2015）。 

（二）方案的主要內涵 

此方案採廣義的師資培育解釋，對自職前培育、教師任用與研習系統提出系統

性的革新策略，而非僅聚焦於職前培育上，其主要課題有： 

1. 職前培育革新：a.師資培育課程體系應朝最低限度且必要的基礎修課改革；b.充
實更多實際體驗了解學校現場與教職的機會；c.對教育學程進行品質保證與提升；

d.改進學科領域科目和教育專業科目的分斷與細分化的現象。這些改革的目的，在

於反應文部科學省提出的「理論與實踐的循環」（理論と実践の往還）標語，經由

重視職前培育中的見習與實習來讓師培生增加實務經驗。 

2. 教師任用革新：a.明確提示教師圖像與選考方法，以確保優秀教師；b.檢討推動

統一教師甄試；c.選考時，需同步改善學校教師年齡分布不均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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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師研習革新：a.改進教師因忙碌無法確保參與研習時間的問題，如提供教師能

維持自我持續學習動機的環境；b.將研習觀配合「主動學習」轉化；c.改善既有的

強制性初任教師研習和第十年度研習制度。這些改革的目的，旨在整合分散的研習，

讓教師能基於職涯專業發展的需求規劃有系統的研習。 

其次，為了達成上述課題，所需要提供的配套措施，則由地方政府建立教師培

育指標開始（大杉昭英，2020），再構築地方教育委員會和師資培育大學（以下簡

稱師培大學）端的配套支持措施。 

（三）方案帶來的重大改變 

伴隨上述三項內涵的落實所帶來的重大改變，在職前培育上，文部科學省有對

全國的師培大學提出開設的教育學程課程架構中，應有師培生應共通習得的「師培

核心課程」（文部科学省，2017）。教育學程核心課程的架構，除全國共通性課程外，

尚允許師培大學開設符合社區、地區及學校現場需求的課程，以讓師培大學可以發

揮自主性和獨特性。不過，開設時則需依據由地方政府建構的「師資培育指標」，

有系統性的依據各教師證照需求的學分數開設課程。其次，文部科學省亦希望教育

學程內的「教學實習」應該從早期做起，例如透過學校參訪等機會逐步推動，使師

培生願意找到願意任教的意願和方向。 

任用體系上的革新亮點，在於製發「特別教師證書」與建立特別兼任教師制度

給多元化專業人才到學校授課之用。因應科技革新與時代發展的需求，許多受學校

邀請前來授課者並不一定具備教師證照，因此採行「嚴格證照主義」（即要任教某

階段某科，應具有該階段該科的證照）的日本，乃提出放寬「特別教師證書」的規

範，讓二級政府可以製發特別教師證書給未具教師資格的專業人才到學校任教的

機會。至於特別兼任講師制度，則是指聘用藝術家、奧運國手、各議題的專家到校

教授某學科領域，不過迄今以這二種身分進到學校教學的外部專家，人數仍少（文

部科学省，2024）。其次，文部科學省認為辦理全國統一教師甄試（考試）可以減

少現今都道府縣各自命題的負擔，且統一與提前考試日期，可讓師培生不會被其他

民間企業等招聘所搶走（前田麦穂，2020）。因而責成全國教師研習中心（正式名

稱為教職員支援機構）研擬考題並實施。不過迄今為止只有九州各縣在 2024 年 6
月 16 日統一辦理，其他各縣仍在觀望中（教育新聞，2024）。 

 

在研修體系上的革新則是要求二級政府：都道府縣根據「師資培育指標」訂立

教師研習計畫、提供教師研習機會。本方案放寬具有教師任用人事權的二級政府可

開設研習的限制。讓二級政府的教育行政機關可以彈性調整法定的初任教師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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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十年經驗者研習的時間和內容。 

三、2022 年版的「令和的日本型學校教育」革新方案 

中教審提出的 2022 年版革新方案，在定位上係為 2021 年提出「令和的日本

型學校教育」革新的一環，旨在培育能夠肩負推動令和教育改革的多元、專業的教

師。以下，逐一說明方案內涵。 

（一）革新背景 

中教審 2021 年提出的「令和的日本型學校教育」重點，係基於時代變遷下學

校教育觀與學習觀的改變，提出學校如何符應現行課程標準（於 2020 年開始實施）

揭櫫的核心素養學習的改革方案（中央教育審議会，2021）。該方案最重要的內容

乃提出學生的「個別最適化學習」和「協作教學」理念，因此該方案在學生學習上

亦算是課程標準的補充說明（林雍智，2024；澤井陽介，2022）。此外，在該方案

中，亦有說明九大從幼兒教育到教師圖像的改革論述，也就是說，隨「令和的日本

型學校教育」之後提出的 2022 年版的師資培育革新方案，亦屬於「令和的日本型

學校教育」方案的補充。 

由上可知，該方案的重點是師資要能夠實踐學生圖像，成為：1.在教職生涯中

能持續精進；2.能引導每位學生展現學習最大可能性；與 3.成為支持學生進行主體

學習的陪伴者之教師。該方案也想要確保學校能任用教育界內部或來自外部的多

元人材，透過提高教師的素養，打造高品質的團隊專業能力。 

不過，該方案的構想，也深刻的反應了日本當前社會情勢與教職市場面臨的問

題。例如教師過勞、多元需求學生的存在、教職市場缺教師（東洋経済 education × 
ICT 編集部，2025）等，也有和如降低班級人數、學校工作方法改革（働き方改革）

等其他改革方案聯結。 

（二）方案的主要內涵 

該方案的主要內涵承繼 2015 年版本，亦聚焦在職前培育、任用、教師證照與

研習制度上，且亦帶有減輕師培生和現職教師負擔、提升教職魅力的用意存在。該

方案的主要革新共分五大項目，分別為：「肩負令和的日本型教育所應具備的素

養」、「打造多元且具專業性的高品質教師社群」、「教師證照的定位」與「師培大學

之大學部與研究所的定位」與「支持教師的環境整備」。 

其次，革新的主要課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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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職前培育革新：a.持續檢討師資培育核心課程與師資培育指標；b.強化師資培育

大學的大學部和研究所的聯繫和銜接；c.提高教師的就業率；d.改變既有教學實習

課程的作法；e.指定「師資培育旗艦大學」進行先導型教育學程的研發等。此系列

改革的目的，在於精進師資培育的目的，並讓師培大學進一步提出切合地方需求的

培育系統。 

2. 教師任用革新：a.教師甄試辦理日期提早與甄試的多軌化（如大三亦可報考、委

由民間企業辦理適性考查等）；b.放寬特別教師證的運用途徑與促進該類教師甄試

的實施；c.強化地方教育行政機關和大學間的合作等。此系列改革的目的，在於確

保優秀教師願意投入教職市場，並廣納師培系統短期內未能培育的專業人才。 

3. 教師研習革新：a.辦理持特別教師證書者的研習；b.建構校長等主管的培育指標、

辦理初任校長研習；C.整合教師的研習履歷紀錄與平臺；d.促進持有教師證照的非

現職教師的圓滑的就職；e.持續推動工作方式改革（改進教師編制員額、推動學校

數位轉型、依教師工作量調整薪資等）。此系列改革之重點，在於教師與校長專業

發展系統的整合，以及緩解令和年間最受矚目的「過勞」問題，改善教師的工作負

擔。 

為推動上述革新，文部科學省（2023）亦盤點了上述三課題的優先推動項目與

推動時間點，發表迄 2025 年度已進行的「改革工程表」。例如：「肩負令和的日本

型教育所應具備的素養」包含 9 項計畫、「打造多元且具專業性的高品質教師社群」

包含 20 項計畫、「教師證照定位」共有 6 項計畫、「師培大學之大學部與研究所的

定位」涵蓋 10 項計畫，「支持教師的環境整備」則有 8 項計畫。 

（三）方案帶來的重大改變 

該方案帶來的重大改變，可聚焦在「教育學程的彈性化」、「教學實習實施時期

的性化」、「教師甄試的早期化與多軌化」與「擴大持特別教師證書者之任用」四項

觀之（田中博之，2023）。 

該方案放寬大學入學時未修讀教育學程的學生，可在中途修讀二年教育學程，

完成修讀後取得「二種教師證照」。日本所謂「二種教師證照」（國小需修 45 教育

學分）原係授予二年制短期大學的師培生，在正式任教後負有在一定期間取得無效

期「一種教師證照」（國小需修 67 教育學分）的義務（林雍智，2007）。本方案中

對於職前師培的放寬，算是一種特例的學程，旨在應對當前教師不足的狀況，並滿

足大學其他非教育學群各系之學生修讀教育學程上的負擔。其次，方案也促進師培

生一併取得國小和國中的教師證照。此舉目的乃在於讓日本當紅的九年一貫制「義

務教育學校」的教師可以跨學習階段授課。再者，則是日本當前也提倡國小高年級

的「專科教師制度」（英文、自然、數學、體育），所以修讀國小教育學程者，亦可

加修國中的各科學科課程，取得專科教師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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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實習上的彈性化」改革上，最受到矚目的是方案改變了過去一律在大

四進行教育實習（臺灣已改稱為教學實習）的做法，讓師資培育大學依據自己需求

和國小、國中等教育學程特性的差別採用彈性的方法實施。例如表 1 為北海道教

育大學所安排的案例。 

北海道教大的幅員廣闊，輔導區境內多數皆為偏鄉小校，由該表來看，該大學

為了促進學生能有意願前往偏鄉服務、且不懼怕擔任畢業後任教，從大一就開始安

排偏鄉體驗實習。並且搭配教育學程中開設「偏鄉教育概論」、「偏鄉教育實踐論」

等科目培育符合地方需求的師資。 

在「教師甄試的早期化與多軌化」上，主要目的仍著眼於教職市場要比其他民

間企業或公務員考試更早一步確保人才，因此將教師甄試提早到 7 月辦理（9-10 月

放榜）。此外，還有辦理任用專業人才的特別教師甄試，以及讓師培生提交的履歷

能反應出修讀教育學程、參與教學實習的成果，或是允許提出民間企業的適性檢查

來佐證學習成果等作法。 

表 1 北海道教育大學教學實習課程的設計 

年級 主要項目名稱 教學實習重點 
一、

二 
●偏鄉學校體驗實習 I 
○教育現場研究 I（學校基礎）；偏鄉學校

體驗實習 I 

從大一師資生開始到偏鄉學校，

體驗和孩子之間的互動。必修的

教育現場研究 I 和 II 在星期五實

施，讓師資生有時間到偏鄉學校

現場和孩子、教師建立人際關係 
二 ●基礎實習 

○大二修讀教育現場研究 II（ 學校基礎）、

教育田野研究 III（學校應用）、教育現場

研究 III（學校應用）、教育現場研究 V（長

照體驗）、教育現場研究（特教） 

學習如何領導與被領導；實習課

程與學校現場研究等科目在同學

年中一併實施，讓大二學生體會

教育實習的重要性 

三 ●教育實習 I（主要教師證照時習）；偏鄉

學校體驗實習 II 
●偏鄉學校體驗實習 II 
○教育現場研究 IV（學校發展）、教育現

場研究 VI（道○地區體驗） 

學習如何領導與被領導；取得主

要教師證照（主要學科領域），時

間為 5 週 

四 ●教育實習 II（次要教師證照實習）；特教

實習 
○偏鄉學校體驗實習 III 

取得次要（主要學科領域外）的多

數證照（不同學科領域）所需要進

行的實習。時間為 2 週 
資料來源：引自「以《理論與實踐的往返》為前提的偏鄉教育計畫與教師教育」［專題演講］，玉井康之，2023，臺北市立

大學。 

至於「擴大持特別教師證書的人才任用」上，雖然讓地方政府可以放寬以特別

教師證書任用專業人才，也讓專業人才有取得特別教師證書或是到學校擔任特別

兼任教師的可能。不過依文部科學省（2024）的統計，近 20 年來，取得特別教師

證書者僅有 2774 人，而擔任特別兼任教師者在 2022 年度也僅有 19,515 人，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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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非常少，未來在教師證照條件持續鬆綁、配合上述兩類者的在職研習系統，對學

校在取得多元人才上應有助益。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自 2009 年引進的教師換證制度（林雍智，2021），在實施 10
年後，已於 2022 年 5 月修法廢止。由於以教師參與講習作為換證條件，與教師研

習系統過於相似等因素，制度上路之後飽受批評（吳清山等人，2021），廢止後，

日本現職教師的專業發展，重新回到以研習體系作為主要途徑。 

四、對臺灣師資培育的啟示 

本文提到日本近期以來師資培育改革的兩項革新方案，並對 2022 年版本的「令

和的日本型教育」方案中的師資培育改革進行較為詳細的闡述，其目的乃在於析出

日本師資培育改革的方向，並從較重要的具體項目中探求可供臺灣對照與參考的

啟示，本文依照日本改革的精神，並按職前、任用與研習三階段排序，扼要提出四

項啟示於下： 

（一）師資培育的革新需連結職前培育、專業證照制度與在職專業發展 

從日本兩項師資培育改革的內涵來看，政策上係採廣義師資培育的觀點，縱貫

師資職前培育、任用與研習，提出整體的改革構想，也因此能在後續推動的配套政

策上整合各階段的需求，如在彈性任用多元教師上，從職前師培大學可規劃因地需

求的彈性課程與漸進式的教育實習課程，再到培育上地方政府與大學的合作，這些

都看得出各配套相互連結的用意。 

師資培育領域是一個龐大的體系，由於各制度牽一髮動全身，任何細項的改革

都難以單獨成功。復以臺灣在師資培育制度上的研究能量，相較於該領域中已有充

沛蓄積的職前師培及在職教師專業發展文獻仍算少見，因此未來在通盤檢討師資

培育制度上，仍需師資培育各子領域的專家建立共識後形成改革方案。 

（二）師資職前培育課程的更動，需要因地制宜且有研究結果支持 

日本的師培生要取得教師資格，所需履修的教育學程學分數約為一般大學生

的 1.5 倍，復以兩項改革方案推動下師培大學的因地制宜課程，以及鼓勵修讀取得

兩種以上教育階段的教育學程，都可能讓師培生感到壓力。玉井康之（2023）以北

海道教育大學為例，舉出該大學的師培生要取得幼、小、中、高、特教中之兩種以

上資格，約要修讀 150 至 200 個學分。若再加上一年級開始就需到偏鄉學校參與

體驗實習課程，可謂負擔不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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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或許是放寬師培大學可以依照地方需求彈性調整課程所帶來的壓力。日

本在 2022 年方案中指定四所大學成為「師資培育旗艦大學」，試辦師培課程改革。

這四所大學為東京學藝大學、福井大學、大阪教育大學與兵庫教育大學，其任務需

改革既有教育學程，同時也被賦權整合不同教育階段教育學程及現有學程中的各

學科課程，或是以新課程取代既有課程，讓師培生更順利取得兩種以上資格。目前，

四所大學推出的教育學程框架皆不相同，後續成果值得關注之。 

對照臺灣，各界對師培職前課程改革的需求亦高。部分認為教師素質的良窳來

自職前培育、部分則認為當前熱門議題，如偏鄉教育及實驗教育等應成為學程的必

修或選修課。惟一味加重教育學程的量，而不是從整體教育學程體系變革上著手，

似乎也會遇到日本刻正面臨的「修讀學分數太多」的問題。其次，臺灣訂有「教師

專業素養指引」做為職前教育階段的課程基準。相同的，日本在上述革新中也有發

布職前培育用的「師培核心課程」與在職專業發展用的「師資培育指標」。然而，

日本中央政府的職責是制定「師培核心課程」並公布「指針」做為地方政府建構指

標之參考，真正建構師資培育指標的是地方政府，而臺灣則是全國共通版本。日本

會尊重地方的因素，係為「地方幅員遼闊、各地教育生態差異大」、「中小學教師的

人事權為地方權責」，此外還有長期以來政制上對於地方分權的呼聲從未停歇，例

如「道州制」一直都有人提起（大塚真介，2024）。文部科學省更在 2022 年方案中

發布「修正指針」，供地方政府修正培育指標、以符合革新方案的精神（文部科学

省，2022）。對照日本，臺灣能否給予師培大學在職前師培課程的調整上更大的彈

性，也給地方政府更大彈性，使師培大學可以基於因地制宜的特性與地方政府合作

建構完整的廣義師資培育系統，值得探討。若欲比照日本指定師資培育旗艦大學作

法，亦可先由幾所師培大學與地方政府合作建構師培指標，再經研究整理後來改革

課程，避免讓教育學程受到未經整體考量的任意變革。 

（三）在取得複數教師證照上需努力者，包含師培大學與師資生 

日本的師培大學，大多同時開設兩種以上資格的教育學程供師培生選讀。部分

師培大學有開設幼、小學程，部分則有小、中學程。只不過革新方案提出前，需要

師培生自行去調整課程修讀安排，也要參與不同教育階段的教育實習課程。2022 年

革新方案所關注的焦點，是要同時要讓「師培生」與「現職教師」能以較簡易的方

式取得第二種資格，而這種資格是當前日本推動九年一貫學校、國小高年級專科教

師制度以及國高中其他領域任教所需的。 

此套制度設計的背景脈絡，當然離不開少子化與人口社會移動到大都會所帶

來的學校規模縮小與學校整併的發展。「設施一體型」九年一貫學校的興起，主要

是解決國中、國小學校規模降低對學生造成的影響，也被作為學校整併後的代替方

案而受到支持（林雍智，2016）。高年級的專科教師制度則是在臺灣已實施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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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至於國高中教師任教其他領域，則是關注在規模縮小後的國高中師資已必須

跨科教學，為了不違反自己訂下的「嚴格證照主義」精神，才透過革新方案放寬取

得的難易度。 

臺灣過去的師資培育一向採取中等教育與初等教育分流的作法、近期則有臺

灣師範大學、高雄師範大學等增設國小教育學程，並提供跨階段修課的空間。類似

日本的幼小組合、小中組合的歷史尚淺。另外臺灣提供現職教師以加註專長方式取

得其他領域任教資格，則屬一種「資格」的取得，而非貫徹教師專業證照主義的作

法。未來若要完善教師專業證照制度，則師培生與現職教師取得複數證照的多套作

法，宜盤點以形成較具系統性的制度。 

（四）為學校引進多元優秀師資，應有制度與配套政策支持 

日本 2022 年的革新方案有鑑於日益低下的教職人氣度，以及學校亟須引進各

種專家（如護理、AI、特教、外語、體育競技、文化藝術或是留學歸國者），放寬

了過去已有的特別教師證書及特別兼任教師的取得、甄試與研習規定。另外也針對

職前師培階段增設了短期取得教師證照的特例途徑。此套制度設計的背景脈絡、來

自近年中小學教師任用倍率的下降（東洋経済 education × ICT 編集部，2025），也

受教師過勞的影響（林雍智，2023）。 

據「全日本教員組合」（2025）的統計，2024 年度全日本的教師懸缺為 4,739
人，引進多元人才雖有助於學校覓得足夠專業的師資，也能暫時解決不足額問題。

不過真正的問題，恐怕是出在教師授課時數過多，以及校務處理、家長應對、指導

社團等非教學工作造成其過勞所導致。雖然日本推動「工作方式改革」以求減輕教

師負擔，也有提高部分加給，但全體的改革從教師懸缺數字上來看，似乎未有成效。 

臺灣當前的校園文化對教師來說，亦是一個負擔。如開不完的校事會議、參與

各種競賽活動以及日趨複雜的級務處理、家長應對，以及小型學校教師面臨的工作

「個業化」（isolation tendency）：即缺乏足夠同儕支撐而導致的孤立現象等，也導

致不易尋得優秀教師的困境。有些國、高中要聘代理教師，尚需公告超過 30 次才

能等到報名者（王韻齡、趙宥寧，2024）。或許臺灣亦有引進多元優秀師資的需求。

此外，還有實驗教育界期待的「認可制」（即將教育學程改為研習後的認可制）或

是特定教育理念（如華德福教育）是否應授予教師證照等，日本確保多元優秀師資

的做法，如提前辦理教師檢定與甄試等，以及如何在法規修訂上反應出改革的重

點，或有參考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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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日本 2022 年提出的師資培育革新方案，係承繼 2015 年的方案而來，其更補

充了制度建構上與施政上的未竟之處。文部科學省在系列改革中設定有各行動者，

包含文部科學省、教職員支援機構、一般大學、師資培育大學與教育學院及地方教

育行政機關，期待透過各行動者在五大革新項目上的合作，達成師資培育革新之目

的。 

不過，從整個背景脈絡來看，令和的日本型教育師資培育系列革新，仍帶有解

決日本社會問題、教職市場及學校現場需求的濃厚現實主義色彩。相較於 1970 年

到 1990 年間的師資培育學者對師資培育提出的方案較聚焦在哲理上（如師資培育

的圖像、課程哲學觀等）與內部需求（如五年一貫制師培），令和年代的改革可謂

是一種迫於現實需求的改革。我們應該注意到的是，日本的師資培育改革一向以緩

步著稱，然而近期的革新似乎有加速的現象，但成果能否為教師、教師團體和社會

各界接受，或許仍待時間考驗。一如飽受抨擊，但實施 13 年的教師換證制度已於

2022 年廢止，日本這次將包含師資培育改革在內的教育改革賭上「令和」和「日

本型」的字眼，似有在時間線（縱軸）和國際評比（橫軸）上賭上國運而必須成功

之意。其後續發展值得吟味。 

本文提到的日本近期師資培育改革改革特色，在職前培育上較受重視的有教

育實習的提前辦理、教職核心課程的修訂，任用部分有提早確保優秀師資與擴大各

種專業人才投入教育行列，在研習系統上則有讓各地方建立培育指標，以反映地方

教育現場的師資需求，這些都屬於大方向的更動，也值得作為臺灣的參考。 

對臺灣來說，一直以來皆有持續進行師資培育改革，亦是一個複雜、涉及多面

向的問題。有些課題尚且超越師資培育層級、牽涉到大學總學分的設定，或是地方

政府和師培大學如何搭配的問題。師資培育的革新遠非一篇文章即能道盡，本文也

僅能摘要日本革新的重點提出可供借鏡之啟示。然而，少子化與社會移動、多元與

包容、邁向共生與永續的社會發展是臺日共通之處，當中基於制度相近的基礎，關

注日本改革方向，除了是對臺灣師資培育學者在日本研究上的接續，亦是映照與預

測自身改革成果的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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