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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古有明訓：「良師興國」，如國內的吳武典等（2005）就強調：「輸掉教師，

將輸掉教育；輸掉教育，必定輸掉將來」；在國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1, 簡稱 UNESCO） 於 2001 年第 8 屆的

「世界教師日」，也清楚的提到「有高素質的教師，才有高品質的教育」(Qualified 
Teachers for Quality Education)（引自葉婉翎，2015：1）；由此可見，各個先進國

家都非常重視各級學校師資的培育與品質之維護，以提升國家的教育品質。 

有關師資培育的相關政策，乃攸關全國師資素質之良窳，進而直接影響教育

品質與國家競爭力。回顧我國中小學的師資培育政策，自 1994 年 2 月所頒布的

《師資培育法》後，爲迎合時代的變遷與社會的需求，已做多次變革，如 2017
年 6 月就再次修正通過，將師資生過去「先實習再參加教師檢定考試」的制度，

改為「先檢定後實習」，好讓其在半年實習的過程中，不用再忙著因要準備教師

資格檢定，而影響教學實習的進行；同時，此政策乃先進行教師資格檢定以檢測

學科能力，再透過實習檢測教學實務能力，這樣，透過層層把關和檢測來篩選優

秀師資人才，對師資水平之提升應有一定的助力，惟相對的，此制度的變革，對

各師資培育大學的教學與師資生的學習，皆會帶來一定程度的衝擊（林和春，

2017）。另外，為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程綱要的推動，各級學校都在積

極推動素養導向的教學，身為師資生亦應與時俱進，從個人做好教學的基本功，

轉為較有深度的核心素養，去做有效的翻轉教學。今筆者有幸在師資培育機構工

作多年，想不揣謭陋列舉些許拙見，以供相關之師資培育機構參考，同時，也願

對各師資生有所期許，企盼渠等在未來，個個皆能成為一位優質的教師。 

二、目前培育師資生專業核心知能之現況 

師資職前教育所規劃與設計之課程，是奠定師資生未來任教之專業核心知能

的重要基礎，綜觀過去在課程發展與設計之主軸，主要是定位在涵養師資生五育

融通、教師專業本位與教學實務為核心；另各教育階段因其所面對之學生身心發

展不同，該教師所需強化的專業能力當然必須有所差異，故如何研議整合中小學

教育專業課程與規劃普通課程，即兼重學科內容知識、學科教材教法能力與教學

實務能力，以及如何落實教學實習，並培養具備議題融入教學之能力，皆是各師

資培育大學全面精進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與教學的重要課題（林和春，2017）。只

是經筆者的觀察與體認，部分師資培育大學對師資生培育的重點，顯然都偏重在

如何增進師資生未來擔任教職之基本能力，而能順利取得教職而已，相對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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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生本身內在正向核心價值的陶冶與教師專業精神的培養，都還有再著力的空

間，諸如可用融入教學、專題講座、標竿學習，甚至是加強情境布置等方式來加

以形塑。 

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程綱要總綱的推動，已將過去九年一貫課程所強

調要培養學生十大基本能力，提升為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而分為三

面九項的核心素養，並積極推動素養導向的教學，故各師資培育大學對師資生專

業素養的培育，亦必須跟著翻轉與精進，由是，教育部特別於 2018 年 11 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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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規定》做因應，此「課程基準」，係指中央主管機關對各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劃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最基本、必要

及共同的規範（教育部，2018）。然此課程基準雖然在各師資培育大學已經上路，

但該課程的有效實施，卻是仍處於起跑與試驗的階段，其對師資生教學專業與其

他相關核心素養之培育，應是仍未見大幅精進，這是急需努力與改善之處。 

三、師資生與核心素養 

(一) 核心素養的意涵 

有關「核心」這詞，我國《辭海》將其解釋為中心或重心，而「素養」一詞，

則主要包含 competence 與 literacy 這兩個涵義（蔡清田，2018），換言之，它是

指一種能夠成功地回應個人或社會的生活需求，包括使用知識、認知與技能的能

力，以及態度、情意、價值與動機等部分（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故論及「核

心素養」，應是指一個人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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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2014）。也因此，不管是達官顯貴、販夫走卒，或是學生、

教師，可謂人人都需具備核心素養，亦即一個人在生活、學習與發展的過程中，

都應具備各種切身需要的核心素養，包含擁有科學素養、語文素養、閱讀素養…

等，甚至是能做系統思考、團隊合作以及研究創新，都是屬核心素養的範疇。 

(二) 優質師資生應具備核心素養 

師資生考上教師檢定並完成半年的教育實習，就可參加教師甄試，然後踏入

教職成為正式教師或做代理代課教師。而教育是改造人類的希望工程，身為教師

者，其所從事的是一項助人與教人的重要志業，平日不但要進行教學活動，引導

學生學習，也要重視個人的言行與修為，以供學生做典範學習，因此，一位優質

的師資生，在職前一定要培養其具有「教師專業」與「人師典範」這兩類相關核

心素養。所謂：「教師專業素養」，係指一位教師能勝任其教學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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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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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態度（教育部，2018）。而「人師典範素養」，則指一位教師應有良好的人格特

質，正確的價值觀，也能做前瞻的思維與合理的批判思考，更能注意自己的言行

舉止，時時以身作則，供學生做典範學習。 

四、培養師資生的核心素養─專業、敦品、創新 

為人師者，既要做經師，更要做人師，為達此目標，擁有精實的核心素養乃

為首要，而「教師專業」與「人師典範」此兩類素養是為人師者的必備條件，因

此，師資職前教育要培養師資生所應具備的核心素養，應可綜合歸納出「專業、

敦品、創新」這三個面向，茲分述如下： 

(一) 專業的核心素養 

師資生未來進入職場，擔任教學與輔導學生是其本務，尤其是在新課程綱要

實施的當兒，要進行以學生學習為主體的翻轉教學，就一定要擁有三大專業素

養，包含(1) 學會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2) 學會素養導向的教學實踐；(3) 能擁

有做好班級經營的實力。由是，各個師資培育之大學，一定要積極鼓勵授課教授

從自身做起，人人皆應參與新課綱之總綱研習，也要深入瞭解總綱解析與實施準

備，更要充分認識核心素養的概念及其課程轉化，而在師資職前教育過程中，能

有效教導師資生徹底瞭解新課綱之精神，且能不斷精進「核心素養導向教學」的

專業知能，以便真正學會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然要如何幫助師資生

精進此專業知能呢？除一般理論課程的講授外，邀請縣市國民教育輔導團之績優

教師，前來協助辦理工作坊，教導師資生進行實作、演練，和績優作品發表與分

享，這是最有效的方法。 

(二) 敦品的核心素養 

一位稱職之教師，除要具有專業精神以及豐富的專門知識，和嫻熟的教育專

業知能外，本身良好的人格特質與正確的價值觀更不可忽略，於是，在師資職前

教育的過程中，一定要透過非正式課程有效的加以陶冶與形塑，尤其在這面臨新

世代教師理想圖像急待重塑的過程中，更要重視師資生三大敦品性素養：(1) 高
尚品格的陶冶；(2) 關懷倫理的形塑；(3) 批判思考能力的培養。溫明麗（2006）
從後現代及批判教育學的角度，就極力主張師資培育不僅要重建績效，更要提升

品格；不僅要發展師資生的主體與群性，更要提升批判思考的能力；而要維護教

育正義，則須先具備關懷倫理。然敦品即是修養品德，那該如何陶冶師資生擁有

以上所強調之三大素養呢？除了加強宣導與規範外，邀請榮獲師鐸獎、入選杏壇

芬芳錄或有極特殊表現之傑出教師，蒞校做經驗傳承與故事分享，以供師資生做

「楷模學習」，這應是既可行又簡便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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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創新的核心素養 

創意是創新的元素，做任何事如能發揮創意去進行有效的革新，即所謂的「創

新經營」，必能發揮最大的邊際效益，由此可見學校實踐創新理念的重要；而教

師是學生的啟蒙者，其不但要力行創新教學，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更要時時

培養學生的創造思考能力，這才是一位有為的教師。由是，在師資職前教育的過

程中，一定要積極鼓勵創新與提供良好的實習情境，讓師資生實作與演練，以確

實形塑其(1) 理念的創新；(2) 教學的創新；(3) 無奇不有的創新，並能有效實踐

在其日常生活與教學實習中，好讓個個師資生都能成為富有創意的精靈，時時懂

得運用智慧做創新與改變，不再墨守成規，以嘉惠本身及莘莘學子。也因此，定

期舉辦各項創意發表之活動，以激發師資生無可限量發揮的腦力，或舉辦創新教

學課程設計、創新教學演示之競賽，都可累積師資生發揮創意的能量，未來實際

運用在精采的創新教學中。 

五、結語 

總之，師資職前教育是培育優良教師的起始，所謂：「能力養成在各師資培

育大學，成果展現卻是在未來任教的中小學」，故各師資培育大學應一改過去得

過且過的心態，勇於改進問題，尤其是在這教育急遽變革的年代，為因應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程綱要的有效推動，一定要加強師資生核心素養的陶鑄。而師

資生所應具備的核心素養，主要應是蘊藏在「教師專業」與「人師典範」這兩個

範疇裡，更具體的說，就是要擁有「專業、敦品、創新」的核心素養，即在教育

專業上，應能擁有素養導向之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的專業知能；在平日生活與工

作中，應有高尚品格、關懷倫理、批判思考等素養以做學生典範；最後，則是要

確實實踐在創新的作為中，因為理念的創新與教學的創新，將會擴大邊際效益，

讓教學品質大幅提升，同時，學生因為獲得創造力的啟發，必定一生受益無窮，

這就是教育的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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