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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培生之核心素養―以國立中興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為例 

吳勁甫 
國立中興大學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一、前言 

國內中小學在 2019 年正式推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而在 108 新

課綱如火如荼實施之際，國內師資培育制度亦隨之變革，舉其犖犖大者，如和師

資培育相關之課程、教學、實習、評鑑，以及教師資格考試等都有非常重大的改

變。而在這一波新課綱和師資培育制度之變革中，「核心素養」（core or key 
competencies）正是上述教育改革的核心理念之一（教育部，2018；蔡清田，2019）。   

事實上，國內各大學之師資培育中心在近年來皆積極推動相關改革，以因應

教育改革之變局。本文主要聚焦在師培生核心素養議題的探討，在文中係以國立

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之學生核心能力或素養為例，說明在當今的教育改革脈絡

中，師培生所應具備的核心素養究係為何。 

二、國立中興大學師培生核心素養之實例 

國立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在擬定學生核心能力或素養時，主要係考慮學校

和中心之教育目標、多元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如師資培育中心之教師、學生、畢

業生、校外學者專家等），並且參酌核心能力或素養之概念、《中華民國教師專業

標準及表現指標指引》（教育部，2016），以及《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

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教育部，2018）等考量因素來決定。 

以下，茲就核心素養之概念、教育部教師專業標準和教師專業素養指引之主

張，以及國立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之學生核心能力或素養等加以說明。 

(一) 核心素養之概念 

就概念的意涵而言，吳清山（2011）表示，核心素養（core or key competencies）
亦可譯為核心能力、基本能力或關鍵能力，此係指一個人所具備的最基本和最重

要的知識、能力和態度。因此，核心素養可能涵括認知、技能、情意、價值和行

動等層面。 

李源順（2014）認為，就狹義而言，素養係指個體應有的讀、寫能力，廣義

來說，則指個體應有之有教養、有文化的意思，也可以說個體能成功地回應特定

情境問題的基本能力，是人格發展學習的基本能力。要言之，在人格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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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預設了一組可發展或學習的能力，這組最基本的能力，可稱之為核心素養。 

在教育部（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中，核心素養是指

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來挑戰，所應具備的知識、能力與態度。核心素

養強調學習不宜以學科知識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

力行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 

黃光雄、蔡清田（2017）提及，素養是一種根據學理建構的理論構念，是指

個人為了健全發展，並發展成為健全之個體，必須透過教育而學習獲得因應社會

之複雜生活情境需求所不可或缺的知識、能力與態度。而核心素養係指核心的素

養，不僅是共同，更是關鍵、必要和重要的素養，是經精心挑選，並可透過課程

設計專業將學科知識和基本能力取得均衡，並加以精密組織及安排先後順序，而

且是可學習、可教學、可評量的必要素養。 

從上述學者和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之看法中，吾人可清楚理解核心素養係指涉

個人為因應生活情境需求或未來之挑戰，所須具備之基本和重要的知識、能力與

態度。就教師而言，教師的核心能力或素養，此可視為教師在教育生涯過程中，

應該擁有基本和重要的知識、技能和態度，它會影響到教師的教學成效和生涯發

展，並會深切影響學生之學習品質（施宜煌，2017）。 

若依照《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基準》中之定義（教育部，2018），教師專業素養則指一位教師勝任其教學工

作，符應教育需求，在博雅知識基礎上應具備任教學科專門知識、教育專業知能、

實踐能力與專業態度。質言之，從教師專業發展的角度來看（吳俊憲，2013；林

思騏、陳盛賢，2018；OECD, 2019），師培生在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所應學習和具

備的學生核心能力或素養，乃是朝向成為教師作準備。因之，師資培育大學在擬

定師培生之核心能力或素養時，即須掌握住教師專業能力或素養的概念。 

(二) 教育部有關教師專業標準和教師專業素養指引之主張 

教育部在 2016 年發布《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及表現指標指引》，而發展

教師專業標準之目的，旨在使教師專業化歷程能形塑我國理想的教師圖像。具體

而言，設置教師專業標準的內涵與指標，可達到五項預期效益：(1) 引導師資培

育大學規劃職前師資培育課程。(2) 引導師資培育大學與中小學／幼兒園安排師

資生實習輔導與評量。(3) 協助教育主管機關辦理教師甄選及精進教師專業成長

措施。(4) 協助辦理教師專業發展單位規劃教師專業成長活動。(5) 鼓勵教師終

身學習及落實教師專業成長（教育部，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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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言之，國內教師專業標準係以理想教師圖像為引導，以重視學習個別差

異，並關注學生學習成效為標的，勾勒以學習者為中心的理想教師圖像，應具備

十大專業知能及態度，作為引導教師專業化歷程，以及精進各階段教師表現之依

據，此十項標準為：(1) 具備教育專業知識並掌握重要教育議題。(2) 具備領域

／學科知識及相關教學知能。(3) 具備課程與教學設計能力。(4) 善用教學策略

進行有效教學。(5) 運用適切方法進行學習評量。(6) 發揮班級經營效能營造支

持性學習環境。(7) 掌握學生差異進行相關輔導。(8) 善盡教育專業責任。(9) 致
力教師專業成長。(10) 展現協作與領導能力（教育部，2016）。  

邇來，在師資培育制度的變革中，教育部（2018）為促進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更加多元發展，並確保師資培育品質與教師素質，係依法訂定《中華民國教師專

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教師專業素養指引

和課程基準的施行，其主要目的在：(1) 引導師資培育之大學發展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以確保師資生具有教師專業知能。(2) 引導師資培育之大學與中小學／幼

兒園安排師資生進行教育實踐活動，以涵養其教育熱忱。(3) 確保師資培育之大

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內涵，兼具理論與實務經驗，以有效評量師資生之專業教

學能力。(4) 作為師資培育之大學輔導師資生參加教師資格考試與辦理師資培育

評鑑之參考，以確保師資培育成果品質。 

依照《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基準》（教育部，2018），師資職前教育階段主要包括五項教師專業素養：(1) 了
解教育發展的理念與實務。(2) 了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3) 規劃

適切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量。(4) 建立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5) 認同並

實踐教師專業倫理。 

要言之，從上述教育部有關教師專業標準（十項標準）和教師專業素養指引

（五項素養）觀之，即可窺見我國對於教師和職前教育階段之師培生在專業上的

期待和要求。專業標準本位之師資培育（周愚文，2016；教育部，2016）乃是國

家在師資培育政策的發展方向。職是之故，國內各師資培育大學在研擬師培生之

核心能力或素養時，由國家所頒布之教師專業標準和教師專業素養指引，此即成

為不可或缺的考量因素。 

(三) 國立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之學生核心能力或素養 

就國立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之學生核心能力或素養的研擬而言，師資培育

中心係透過正式會議之召開（如中心會議、課程委員會等），由中心教師和行政

人員、學生代表、畢業校友、校外學者專家（如師資培育之學者和中學校長等）

等多元利害關係人，先針對學校層級教育目標（培育兼具人文科學素養、溝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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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能力、國際視野與社會關懷之菁英人才），以及師資培育中心教育目標（培

育具多元視野、社會關懷、良好溝通與創新能力之優秀中等學校教師）進行討論，

例如分析師資培育中心和學校層級教育目標之對照情形，以及探討師資培育中心

教育目標與教育相關學理、實務之符應情形。 

在確立師資培育中心教育目標和方向之後，才進一步透過相關會議討論，請

多元利害關係人表達意見，設法凝聚出眾人共識，以擬定學生核心能力或素養。

值得一提的是，學生核心能力或素養會隨著教育理念的革新、教育制度和政策的

改變，甚或社會環境的變遷而須與時俱進或調整。因之，學生核心能力或素養亦

須滾動式修正，並不會經久不變。 

實際上，國立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為因應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師資培育制

度（如課程、教學與評鑑等）等變革之問題與挑戰，係一直在滾動修正相關教育

舉措。就學生核心能力或素養之修訂而言，近年來最重要的調整，即是須參照《中

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及表現指標指引》（教育部，2016），以及《中華民國教師專

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教育部，2018）進

行相關修訂。 

具體言之，為達成培育具多元視野、社會關懷、良好溝通與創新能力之優秀

中等學校教師的教育目標，國立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之學生核心能力或素養在

近年來設定為以下五項：(1) 「課程設計與教學」。(2) 「班級經營與輔導」。(3) 「專

業發展與創新」。(4) 「溝通合作與領導」。(5) 「專業倫理與關懷」。以下，茲以

表列（參見表 1）方式，摘要整理國立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之學生核心能力或

素養、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以及中華民國教師專

業標準等核心素養或專業標準項目，以作為後續參照之用。 

在「課程設計與教學」方面，這是身為教師所須具備的基本素養，更是推展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素養導向之課程、教學與評量的關鍵專業知能（教育部，2018；
劉世雄，2018），此與教師專業素養指引中之「規劃適切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

量」，以及教師專業標準中之「具備教育專業知識並掌握重要教育議題」、「具備

領域／學科知識及相關教學知能」、「具備課程與教學設計能力」、「善用教學策略

進行有效教學」和「運用適切方法進行學習評量」相符合。 

在「班級經營與輔導」方面，這乃是教師身為人師，能影響學生，引導其向

上與向善，和經營好班級之必要素養。此和教師專業素養指引中之「建立正向學

習環境並適性輔導」，以及教師專業標準中之「具備教育專業知識並掌握重要教

育議題」、「發揮班級經營效能營造支持性學習環境」和「掌握學生差異進行相關

輔導」相互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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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立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之學生核心能力或素養、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

前教育階段）、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之摘要表 

國立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學生核心能力或素養 

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

―師資職前教育階段 
（教育部，2018） 

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 
（教育部，2016） 

1.課程設計與教學 
1.了解教育發展的理念與實

務 
1.具備教育專業知識並掌握

重要教育議題 

2.班級經營與輔導 
2.了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

與學習需求 
2.具備領域／學科知識及相

關教學知能 

3.專業發展與創新 
3.規劃適切的課程、教學及

多元評量 3.具備課程與教學設計能力 

4.溝通合作與領導 
4.建立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

輔導 
4.善用教學策略進行有效教

學 

5.專業倫理與關懷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倫理 
5.運用適切方法進行學習評

量 

  
6.發揮班級經營效能營造支

持性學習環境 

  
7.掌握學生差異進行相關輔

導 

  8.善盡教育專業責任 

  9.致力教師專業成長 

  10.展現協作與領導能力 

在「專業發展與創新」方面，教師專業發展之理念（如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在近年來備受重視（林妤蓁、吳勁甫，2017），教師須持續進行專業發展，以不

斷進步與創新，如此方能適切因應相關教育變革，並提升教學與學習之成效。此

與教師專業素養指引中之「了解教育發展的理念與實務」，以及教師專業標準中

之「具備教育專業知識並掌握重要教育議題」和「致力教師專業成長」具有互通

之處。 

在「溝通合作與領導」方面，隨著教師領導理念之興起（秦夢群，2019；
Bush, 2015; DeMara, 2018; Levin ＆ Schrum, 2016），教師在學校中已實際扮演領

導角色（如擔任各委員會之代表、兼任行政職務等），並透過溝通與合作之方式

發揮實質影響力，由此即可了解這項核心能力或素養的重要性。此與教師專業素

養指引中之「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倫理」，以及教師專業標準中之「具備教育專

業知識並掌握重要教育議題」和「展現協作與領導能力」若合符節。 

在「專業倫理與關懷」方面，如同前述核心素養概念之探討，教師除了須擁

有教育專門和專業之知識和能力外，更須具備正向的價值與態度，以及實踐作為

之意願與能力。換言之，價值觀和態度係教師為人處事之根本，若具有正向的價

值與態度，願意關懷社會，並遵守教育專業倫理和法規，則行事作為不致消極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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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亦有助其他教育知能之成長。此與教師專業素養指引中之「認同並實踐教師

專業倫理」，以及教師專業標準中之「具備教育專業知識並掌握重要教育議題」

和「善盡教育專業責任」可互相呼應。 

由上述五項學生核心能力或素養的陳述中，可清楚窺知相關核心能力或素養

之設定，能符應教育部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和教師專業標準之主張。可補充說明的

是，因教師在其教學歷程中，須不斷透過各種專業成長途徑或參與各種專業成長

活動，促進本身專業知識與技能、尋繹自我了解、因應生態改變及規劃生涯發展

提升，此即是教師專業發展之意涵（林思騏、陳盛賢，2018）。而國立中興大學

除了師資培育中心之外，亦設有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在強調教師專業發展之理

念，以及整合師資培育中心和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之辦學方向下，特別考量將「專

業發展與創新」納入，以顯示對教師專業發展之重視。易言之，結合學校自身條

件和特色，此亦是研擬學生核心能力或素養的思考方向。 

概而言之，為因應 108 新課綱與師資培育制度往核心素養方向發展之變革，

在近幾年，國立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除透過學生核心能力或素養之檢核和修訂

外，更依據教育部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教師專業標準，以及師資職前教育專業

和專門課程等相關辦法，重新研擬教育專業和教育專門等相關課程。期望以新的

正式課程（教育專業和教育專門課程）、教育專業增能計畫或活動（如史懷哲計

畫、數位學伴計畫、國外教育見習與教育實習計畫、教學實務能力檢測、教育專

業增能研習活動等），以及師資生學習歷程檔案（如師資生自我評估符合核心能

力或素養之情形）等教育舉措，培育出具備核心素養之優秀中等學校教師。 

三、結語 

核心素養是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和師資培育制度變革在推展背後的基礎理

念，本文從核心素養概念之介紹、教育部有關教師專業標準和教師專業素養指引

主張之說明，再進而以國立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之學生核心能力或素養為例，

論述師培生之核心素養的面貌為何。專業標準本位雖是國內師資培育之政策方

向，然而在多元的後現代教育和社會環境中，各大學在師資培育上還是會擁有自

身的特色或發展方向。也因如此，各大學師培生之核心素養其實存在多元面目。

希冀本文所提供之說明，能裨益吾人對師培生核心素養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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