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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認同？ 
中小學實習輔導教師的角色困境與解決策略 

許籐繼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一、前言 

我國《師資培育法》第 3 條「師資培育：指專業教師之培養，包括師資職前

教育、教育實習及教師在職進修。」可見，在培養專業教師的歷程中，教育實習

處於承上啟下的關鍵地位。我國從師範教育時代到師資培育時代，儘管在培育師

資的內涵上不斷發展，但是教育實習始終都是關注的焦點，只因其負有轉化實習

學生的重要任務（黃嘉莉，2013；Feiman-Nemser, 2003）。 

教育實習既是如此的重要，為發揮教育實習的功能，便需要各方的參與和協

助。《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第 2 條便界定了重要的

參與方，包括教育實習機構、實習輔導教師、實習指導教師、實習學生，這些參

與方分別歸屬於大學師資培育機構和中小學機構。另外，從最新修正後的《師資

培育法》相關條文來看，其強化了大學師資培育機構、中小學實習機構與教育主

管機關合作辦理教育實習的精神（黃嘉莉，2013）。換言之，在教育主管機關的法

令規範之下，師資培育大學依據法令與中小學簽訂教育實習契約，載明了機構彼

此之間的合作關係。 

然而，不可諱言，僅僅簽訂契約並無法保證實習學生獲得高品質的實習輔導，

其中的關鍵還在於實習輔導教師（周水珍，2012）。從張學善、鄭青青、林宛瑩（2005）
研究結果發現，國小實習學生對實習輔導教師的需求程度遠高於其他，更可看出

實習輔導教師對於實習學生的重要性。張芬芬（1995）指出，實習輔導教師扮演

將教育理論具體化、教育知識活動化、教育智能熟練化、教育活動藝術化的轉化

與協助實習學生角色。實習輔導教師能否滿足人們對這些角色的期待，與其所遭

遇的角色困境與解決程度有關。 

二、角色困境 

中小學實習輔導教師在輔導實習學生的過程中，常有以下的角色困境： 

(一) 缺乏角色權利與義務的法律規範，易產生角色認同危機 

有關實習輔導教師的權利與義務，在《師資培育法》中並沒有具體條文的明

確規範。即使是《師資培育法》第 10、22 條授權所訂定的《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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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以下簡稱實習辦法），同樣未見具體的條文，惟

在該辦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範「實習輔導教師應依實習契約及實習計畫進行實習輔

導；每人每學期以輔導實習學生一人為限。但教育實習之學科、領域、群科為稀

有類科……不在此限。」可見，不但在法律上缺乏實習輔導教師權利義務的規範，

即使是教育部所訂定的實習辦法，也僅規範實習輔導教師的大致條件與義務，卻

不見有關權利的具體條文。 

僅在實習辦法第 7 條規範「師資培育之大學應訂定教育實習實施規定，經學

校行政會議或教育實習相關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前項實施規定，應包括下列事

項：……七、實習指導教師與實習輔導教師之資格、遴聘、職責及權利與義務。……」

同辦法第 8 條「師資培育之大學應與教育實習機構簽訂實習契約，其內容應包括

下列事項：一、前條第二項第二款至第八款事項……。」很明顯該條文是藉由行

政命令，將實習輔導教師的權利與義務授權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分別列入其教育

實習實施規定以及和教育實習機構的實習契約之中。 

如此一來，實習輔導教師在法律上的權利與義務不但缺乏明文保障（張英傑

等人，2004；鍾宜君，2015），而且授權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列入所訂定的教育實習

實施規定和實習契約中，彼此的內容規範也並不完全相同，使得實習輔導教師的

權利無法獲得一致性的穩定保障。杜昌霖（2012）就指出，由於實習輔導教師的

實習指導費非常之少，因此幾乎是義務幫忙，所獲得的僅是由師資培育之大學所

頒發的聘書或感謝狀。此種缺乏角色權利與義務的法律規範，不但降低了學校教

師擔任該角色的意願，也會造成教師對該角色的認同危機。正如孫志麟（2006）
指出，在臺灣尚未賦予「實習輔導教師」特殊的明確角色或職業定位，使得實習

輔導教師面臨角色的混淆，因而可能影響其角色實踐與成效。 

(二) 面臨師資培育者/學校教師雙重角色的挑戰，易引發角色衝突 

隨著師資培育新典範以及《師資培育法》頒布與實施，我國師資培育的教育

實習也採取了由師資培育機構和中小學合作的夥伴模式（孫志麟，2006）。實習辦

法第 8 條：「師資培育之大學應與教育實習機構簽訂實習契約」、第 12 條第 2 項：

「實習輔導教師應依實習契約及實習計畫進行實習輔導」前述條文，顯示實習輔

導教師在機構夥伴的契約之下，接受聘任而承擔輔導實習學生的師資培育者角色

與職責。然而，實際上實習輔導教師的本職仍是中小學生的老師，有其既有的學

校專任教師角色與職責。 

因此，當實習輔導教師接受聘書的那一刻起，就必須根據實習契約承擔起輔

導實習學生的責任。然而，同樣的時空又必須扮演既有的學校教師角色。對實習

輔導教師而言，將面臨既是師資培育者，又是學校教師的雙重角色挑戰（孫志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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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一旦實習輔導教師曾因無法調和而產生角色衝突經驗時，往往會在未來實

習輔導教師的徵聘中選擇打退堂鼓。張英傑等人（2004）便指出，學校所推薦的

優秀導師不願意擔任實習輔導教師的理由之一，便是「我希望專心經營目前的班

級，不想再多帶一位大學生。」 

可見，實習輔導教師所面臨的雙重角色挑戰，極易引發角色衝突而使實習輔

導教師面臨更大的工作壓力而選擇離去，這也是學校不易遴聘實習輔導教師的原

因之一。 

(三) 缺乏系統性的角色培力與認證，易產生角色素養不足 

實習辦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範實習輔導教師的條件：「應為具有三年以上教學

年資之編制內專任教師，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一、能結合理論及教學實務經驗，

示範有效教學技巧。二、對實習學生具有輔導能力，適時給予協助及指導。三、

了解教育實習機構行政事務。」前述條文，對於擔任實習輔導教師的條件門檻並

不高，對於實習輔導教師的能力要求也略顯籠統，很難加以認證。如果在推薦過

程又受到學校特殊教師文化的影響，使得校內優秀教師不願意承擔時，那就更難

保證實習輔導教師的專業能力與品質。 

再者，國內相關研究（孫志麟，2009：黃嘉莉，2013）指出，部分實習輔導

教師對自己的教育實習輔導角色與職責並不十分清楚，有時在面對實習學生也不

知道要如何進行有效的輔導。過去，甚至還有部分實習輔導教師將實習學生視為

教師的義務助手，以分擔其原有的工作事務（張學善、鄭青青、林宛瑩，2005）。
之所以如此，誠如孫志麟（2006）所指出，多數實習輔導教師並未接受系統的實

習輔導教師培訓，因而欠缺足夠的輔導專業知能。可見，僅憑實習辦法中所規範

的條件，並無法確保遴聘出高品質的實習輔導教師。加之長期以來，缺乏提供實

習輔導教師系統性的角色培力與認證，使得實習輔導教師的角色素養常有不足，

實習學生的輔導品質也因而受到影響。 

(四) 面對與實習指導教師之間不明確的關係，易引發角色焦慮 

從實習辦法第 8 條：「師資培育之大學應與教育實習機構簽訂實習契約」來看，

機構之間是一種合作的夥伴關係。不過，從師資培育大學教育實習實施規定以及

實習契約中載明的任務來看，實習輔導教師與實習指導教師之間，其任務關係與

定位並不明確，但可以確定的是，彼此並非直接隸屬關係。所以，實習指導教師

很難要求實習輔導教師應該採取何種輔導方式或糾正其所採取的輔導措施，除非

法令有明文規範，否則只能透過座談或溝通來發揮專業的影響力（周水珍，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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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不同的實習輔導教師，在面對師資培育大學的實習指導教師時，會

採取不同的應對方式，因而發展出不同的彼此關係。有可能是指導關係、合作關

係或者是自主關係等。如果彼此之間是相互尊重的自主關係，實習輔導教師擁有

比較高的自主性，實習指導教師基於尊重彼此，即使面臨實習學生對所謂不合理

要求的抱怨，也僅能勉勵其在實習機構要多做多學。雖然彼此發展的是自主關係，

但卻也在乎彼此的感受，總是小心翼翼的互動（杜昌霖，2012）。如果彼此之間是

一種指導關係時，實習輔導教師面對實習指導教師的實習機構巡迴訪視，便會感

受到很大的壓力，唯恐被指輔導成效不彰。可見，實習輔導教師面對與實習指導

教師之間不明確的角色關係，常易引發其角色焦慮而影響其輔導表現。 

三、解決策略 

有關上述實習輔導教師的角色困境，提出以下解決策略： 

(一) 師資培育法明定角色的權利與義務，以提升承擔角色的意願 

實習輔導教師一職在缺乏角色權利與義務的法律保障之下，影響了中小學教

師對其角色的認同。再者，實務上實習輔導教師所面臨的雙重角色挑戰，一旦發

生角色衝突，不但會降低其繼續擔任的意願，也會影響其輔導成效。針對前述問

題，應在法律上明訂實習輔導教師角色的權利與義務。因此，《師資培育法》中除

了 17 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兒園及特殊教育學校（班）配合師資培育之大學

辦理全時教育實習者，主管機關應督導辦理教育實習相關事宜，並給予必要之經

費及協助。」之外，應增加有關實習輔導教師權利與義務的明確條文，給予實習

輔導教師在權利與義務上明確的法律保障。特別是在解決雙重角色所引發的衝突

上，應明文賦予主管機關，提供必要的經費與資源加以解決。例如：在法律上賦

予實習輔導教師明確的師資培育者角色，一方面可以由師資培育之大學聘任實習

輔導教師為兼任教師，以提高其角色認同；另一方面，主管機關應提供相對的資

源，讓實習輔導教師得以減授時數，減輕其雙重角色的工作負擔，提高其擔任實

習輔導教師角色的意願（杜昌霖，2012）。 

(二) 師資培育大學協助角色培力與認證，以確保角色的專業素養 

一段時間以來，由於缺乏對於實習輔導教師的系統性角色培力與認證，使得

實習輔導教師的專業素養受到質疑，實習學生的輔導品質也無法加以確保。針對

前述問題，關鍵在於實習輔導教師專業能力的培養以及高品質實習輔導教師的儲

備。前者，可以透過提供實習輔導教師系統性培訓課程來達成，而後者則需要認

證制度的建立與實施。根據《師資培育法》所體現的師資培育機構、實習學校、

教育主管機關合辦教育實習的精神，可以由實習學校推薦優質教師參與培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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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培育大學負責實習輔導教師的角色培力，再由教育主管機關努力於實習輔導教

師認證制度的建立（孫志麟，2006）。期待在三者合作之下，所規劃執行的實習輔

導教師培力方案，能有效培訓實習輔導教師以確保其角色的專業素養，解決輔導

專業知能不足的問題（周水珍，2012）。另外，藉由認證制度的建置與實施，以儲

備更多優質實習輔導教師，並進一步形成人才庫（黃嘉莉、魏秀珍，2016）。教育

實習機構可以從中遴聘實習輔導教師，以確保其專業素養，避免過去因能力條件

解讀與認定不一，所導致的能力落差問題。 

(三) 大學明確化指導教師與實習輔導教師同儕協作關係，以發揮團隊輔導的功能 

實習輔導教師與師資培育大學實習指導教師之間的不明確角色關係，易使實

習輔導教師承受無形的壓力。針對前述問題，應明確化彼此的關係，才能有助於

發揮彼此合作的效能。《師資培育法》第 6 條「師資職前教育及教育實習，由師資

培育之大學為之」、第 16 條「師資培育之大學應有實習就業輔導單位，辦理教育

實習」、及第 17 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兒園及特殊教育學校（班）配合師資

培育之大學辦理全時教育實習者，主管機關應督導辦理教育實習相關事宜，並給

予必要之經費及協助。」另外，實習辦法第 7 條「師資培育之大學應訂定教育實

習實施規定，經學校行政會議或教育 實習相關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根據前述

條文顯示，教育實習應由師資培育之大學來主導。因此，師資培育之大學可以聘

任實習輔導教師為大學兼任教師，平時即可參與師資培育中心，有關各學習領域

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課程的協同教學。當參與教育實習課程的輔導時，則可由大

學實習指導教師與其組成實習輔導的教師協作團隊，明確化彼此為一種同儕協作

關係（周水珍，2012；黃嘉莉，2013；張英傑等人，2004），針對相關實習輔導事

項進行分工合作，以發揮團隊輔導的功能。 

四、結語 

教育實習是培育專業師資的重要階段，而實習輔導教師在其中扮演關鍵的角

色，負有協助實習學生連結與轉化理論，以培養其專業實踐能力的重要任務。然而，

實習輔導教師所遭遇的角色困境，常會影響其角色認同、擔任意願與輔導的成效。

這些困境包括缺乏角色權利與義務的法律規範，易產生角色認同危機；其次是面臨

師資培育者和學校教師雙重角色的挑戰，易引發角色衝突；第三是缺乏系統性的角

色培力與認證，易產生角色素養不足；最後則是面對與大學實習指導教師之間不明

確的關係，易引發角色焦慮。有鑑於此，本文提出三項解決策略，分別是師資培育

法明定實習輔導教師角色的權利與義務，以提升中小學教師承擔角色的意願；師資

培育大學協助實習輔導教師的角色培力與認證，以確保角色的專業素養；大學明確

化實習指導教師與實習輔導教師的同儕協作關係，以發揮團隊輔導的功能。期盼所

提出的策略有助於實習輔導教師角色困境的解決，共同合作培育未來的卓越師資。 

http://ericdata.com/tw/search_list.aspx?SearchKey=17222&type=AC&show_name=%e9%bb%83%e5%98%89%e8%8e%89
http://ericdata.com/tw/search_list.aspx?SearchKey=15446&type=AC&show_name=%e9%ad%8f%e7%a7%80%e7%8f%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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