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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良師興國，教育改革的成敗端賴師資培育與養成，十二年國民教育之核心素

養理念，有賴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素養的學習與成長，須更早從師培生培育與其

教師專業成長開始，師培生素養影響我國未來教育政策的實踐與成效。在師資培

育上我國於 2017 年訂定「師資培育法」，更是透露出師培教育的關鍵角色為「政

府」（中央與地方）、「師培機構」與「師培生」的三者關係；在我國過去師資培

育的發展模式也是運用「政府」與「師培單位」合作，共同發展與培育「師資」

（周祝瑛，2009），從而確立「政府」、「師培機構」與「師培生」在師培教育間

的相互關係。隨著我國師資職前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及課程基準 108 學年度啟動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2019），以及十二年國教素養型教學與評量的發展，

政府、師培單位與師培生各需如何因應「教師專業素養及指標」？各師培單位應

如何發展相關規劃，達成師培生的素養指標？師培生如何展現教學素養與專業發

展？這些都是必須思考的問題，本文根據個人多年大學師培教學經驗，運用質性

研究，研究對象為我國某教育大學大學部各類學程師生，包括個人教學札記、無

結構式訪談等，提出以下結論與建議。 

二、政府、師培單位、師培生「師培生核心素養」的協作方略 

(一) 就國家政府而言，應評估現行政策與計畫，制定優化策略 

1. 加強各單位與計畫橫向連繫，提供各類各層級師資培育的具體體例 

政府應提供各師培大學單位：(1)師資職前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及課程基準彼

此關聯性具體說明；(2)依據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及課程基準的教師資格考試考題

與型態揭示；(3)師資職前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及課程基準，與現有十二年國教的

素養教學與評量相關說明與示例；(4)提供十二年國教教學素養發展之師培課程

教學範例與規畫等。 

2. 採取「培育與就業」定向的師資培育政策與規劃 

    政府須做好短中長程師資培育的規畫，控管師培生員額，訂定「培育與就業」

定向的師資培育模式。多數師培生訪談中反映，質疑自己日後未來無法就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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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因此，對於師培學程投入與學習，變得無法深耕與專心一致，形成修課多頭

馬車（同時選修其他就業學位、專長與學程等），無法專心一致投入教育專業的

學習，也對於教育專業的學習採取徬徨與擔憂的態度。 

3. 制定師培生主修與副修學習領域等跨領域／多領域學習 

    有鑑於少子化與學校規模日益縮小，參考芬蘭師資培育（顏佩如、歐于菁、

王蘊涵，2012），未來教師須具備多科證照與多領域任教資格，中學師培生必須

主修至少一個以上學習領域、副修二至三個以上學習領域（教師授課專業），以

便日後協助學校發展多科統整課程與協同教學的能力；小教學程生應加強發展包

班課程培育（能教授主要學習領域），並加註輔導或是英語等專長。此外，各教

育階段師培生必須選修教材研發與製作、學習資源應用、評量與輔導知能，以因

應素養型教學與評量的發展。 

4. 運用十二年國教師培生課程，同步規劃在職教師短期專業成長 

    應建置與發展國家層級的在職教師國培計畫（顏佩如、林晏汝，2015），運

用半年教育實習已具備教師證之實習教師，其實習期間提供同校其他在職教師短

期進修，類似實習支教（顏佩如、黃雅鈴，2012），並優先提供新任教師、有需

求在職教師以及適應需協助教師，給予短期就近師培單位進行教師專業發展課

程。 

5. 制定增列「線上師培學習歷程」、「多科試教」教師甄試型態 

    教甄考試領導師培教學走向甚鉅！現今教師甄試多以筆試、面試、試教一科

為主的考試型態，師培生容易僅以筆試為主，促使以背誦與寫考古題作為師培學

習過程的重心。未來可運用現有的實習平台增列學習歷程檔案項目，發展「線上

師培學習歷程」，例如：國小教甄可增列試教科目至少三科，以國語與數學為必

要試教科目；自然、社會、綜合活動為現場隨機抽選試教科目，促使師培生關注

到包班教學的能力（可以任教學習領域）。 

(二) 就師培單位而言，應發展學校現場夥伴關係與整合教育相關資源 

1. 應規畫師培生提早進入教學現場的實際浸潤與學習 

    素養教學趨近師生互動的歷程模式與締造觀的教學，因此，在師培教育過程

中更需要有教學對象-孩童，促使師培生更能以教學對象為中心，開展更多互動

性與情境性任務與活動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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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需加強十二年國教九大素養與素養型教學評量轉化與教學演示 

    今日師培生多是九年一貫教育的背景，對於十二年國教實際教學發展與課程

設計不甚理解，即便進入實習現場，也多是九年一貫環境的教學實習，無法建立

十二年國教素養型教學模組，更無法找到運用十二年國教提升學生學力的教學實

例，因此，必須提供學習資源平台與現場教學範例，使師培生可以更具體了解。 

3. 更早建立「師徒制度」與「教師專業發展學校」夥伴關係，延長「大學教授

+實習輔導教師」之師資培育型態 

    提早至大三時便建立與實習輔導教師之師徒制度、提前與「教師專業發展學

校」建立關係，提早提供師培生教學場域與學童對象練習，以便使師培生在修習

學程期間，可以即早進入學校觀課與學習，並延長現有教育實習平台上網時間，

提前至大三前線上登錄，提前運用教育實習平台建立師培生與「大學教授+實習

輔導教師」與「教師專業發展學校」關係與聯繫，以因應素養型教學與評量的發

展，見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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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提早建立師徒制之「大學教授+實習輔導教師」與「教師專業發展學校」夥伴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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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規劃師培生參與學校公開備／觀／議課與教師專業發展社群 

    納入師培正式課程（例如：實習課）內，並參與觀察學校本位課程與特色課

程計畫發展，使學生更具體了解學校課程管理、實施與領導等層面。 

(三) 就師培生而言，發展為研究型教師，培養自己轉化教學、發展專業能力 

1. 須學習將政府教育政策具體轉化為教育實踐活動 

    師培生多著重師培規定的學分完成，然而，對於國家與縣市政府政策的理

解，流於記憶與背誦，殊不知課程也有理想的、正式的、知覺的、運作的、經驗

的課程五種層次（Goodlad, Klein, & Tye,，1979），教育改革的核心在於教師是否

能將政策轉化為實際的教學活動與成效，並轉為學生成功的經驗課程，師培生須

掌握國家最新政策，參與相關研習與研討會，撰寫教學規劃與設計，積極發展教

學活動與評量等，並發展教育實踐學習小組，彼此分享。 

2. 需發展自己為研究型教師，加強掌握社會變遷、發展群際與社區關係 

    師培生需進入教學現場，學習與教學對象孩童互動，並參與教學計畫與活動

帶領，學習發展群際與社區關係，重視利他行為與社會公益價值、實踐與態度的

培養。 

3. 須終身學習、以教育為志業，多應用數位資源與開發教材資源 

    教師容易依賴與複製過去成功經驗傳統講述為主的教學模式，然因社會變遷

與科技進步過快，學生所需的多元與差異化的學習型態、電腦依賴的生活，可能

超越教師的想像，現在學生群聚問題與人際關係，已從現場實體轉為虛擬線上攻

戰，學習的節奏變快，習慣依賴更動態與有趣的教材，因此，施培生需加強自身

教材編制的能力與素養。 

三、結語 

    因應十二年國教改革、素養型教學與評量推動與師資職前教師專業素養指引

實施，政府、師培單位與師培生需協作實踐、互相合作。因此，我國未來教師的

培育必須具備比以往更多專業知識、技能、態度精神，需要更多現場的觀摩、浸

潤與實踐，應考慮以「專業師培學系」的方式，這樣才有足夠學分（大學約 128-148
學分）與學習時程（大學 4-5 年）培養，不應化約為極短期學程／學分性課程（例

如：教育學程約 20-40 學分）培養模式，政府單位應積極創建「專業師培學系」

的形態，因應教育改革的理念與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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