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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探討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師培中心）的社會責任，先要了解社會責任的意涵。

所謂社會責任是個人或組織產出對於社會有益的行動，因為每一個人和組織都有

責任讓社會平衡經濟和生態系統平衡，也就是社會福祉以及環境共生的概念

（Palmer, Oates et al., 1995）。大學也是一種社會組織，政府和社會也要求要對在

地社區和社會貢獻的責任，亦即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楊正誠，2019）。 

「社會責任」無論是地方性大學或頂尖型大學都可參與推動（楊正誠，2019），
因此研究者認為師資培育中心也可「善盡社會責任」。研究者在某大學師資培育

中心兼課，從授課的對象（師培生）及國民小學的互動中（教育實習），深深覺

得「師培中心」除了需要培育優質的師資外，並且有將研究所得與國民小學分享

的社會責任。茲分析其相關因素並探討其實際作法如下。 

二、師資培育中心社會責任分析 

教育部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計畫），以「人才培育」與「在地

連結」為核心，引導大專校院以人為本，從在地需求出發，並透過人文關懷與協

助解決區域問題之概念，善盡社會責任（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2018）。
以教育學程中心的規模和人員編制，雖然不能有大的實踐計畫，但是在人才培育

與在地連結方面仍有可以著力的地方。茲剖析如下： 

(一) 人才培育的社會責任 

師資培育中心最重要的任務，為中小學培育優秀的教育人員。教師的良窳攸

關教育的成敗，教師的知識、技能與態度，不但要與時俱進，而且要有終身學習

的態度。因此教育學程中心的教學要走在教育政策的前端，所培養的師資才能幫

助學校教育。如 12 年國教素養導向新課綱於 2019 年開始實施，學程中心的課程

安排需要及早準備—授課的內容以新課綱為主，讓學生一進入職場就可以順利上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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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培中心的學生有部分是在職教師，除了他們有機會進修外，其他的在職教

師也需要專業成長，尤其是偏鄉地區的老師（含代課教師），師資培育中心，也

應該提出專案申請，規劃合適的課程，提供他們進修、專業成長的機會。 

(二) 在地連結的社會責任 

教育學程中心雖然沒有在地學校輔導業務，但是有伙伴學校，學生必須在這

些學校實習。這些夥伴學校在教育實習工作上，幫助學生學到實務上的知識和技

能，因此大學的師培單位，也需給這些學校最新、較高階的知識。 

師資培育中心的老師們，學經歷與實務經驗都非常豐富，他們可以進行相關

研究，並將所研究的成果與夥伴學校分享，提供較高階的知識。 

三、師資培育中心社會責任實踐 

教育部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計畫），以「人才培育」與「在地

連結」為核心。師資培育中心也該援引這兩個核心工作，進行社會服務工作。在

人才培育方面，要培養合適優秀的師培生，將來在學校裡能夠順利地進行教學工

作，且可安排在職教師進修的機會；在地連結部分，師培中心的師生要與在地學

校連結，如，中心的教授們可以帶領在地學校老師們的專業能力成長，師培中心

的學生能夠服務在地學校的國中小學生。茲詳述如下： 

(一) 師資培育的實踐 

1. 培養師培生自主學習的技巧 

終身學習是教育的最高願景（教育部，2014），而自主學習是終身學習重要

的必要條件，在教育的領域中，最常被忽略的就是「學生學習（自主學習）的技

巧」（Zimmerman, 1998），所以教師應協助學生成為自主的學習者（吳璧純、詹

志禹 ，2018）。學生學習效果在50％以上的，都是團隊學習、主動學習和參與式

學習（王亮，2016），這種學習就是自主性的學習，也就是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

具有興趣和動機，了解自己的認知與學習狀態，有意識且主動地調整自己的學習

目標、節奏與方式，並運用學習策略進行學習（Pintrich, 2004；Zimmerman, 
2000）。 

教師在素養導向的教學環境中，必須是學習專家，才能教學生學習，所以必

須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與態度，才能應付學校的需求。實務上可以透過一系列認

知學習策略培養具有「自主學習」能力的學生。教學上提供機會，讓學生自己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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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執行與監督自我的學習，教師將不再是知識的演示者與傳遞者，而是學習歷

程中，引導學習者主動習得知識與獲得技能的協助者（林吟霞，2010）。故，師

培中心應提供機會讓學生「團隊、主動、參與」的自我學習、且提供鷹架的輔助，

幫助學習者自主學習（主動求知）。 

2. 提供在職教師專業成長的場域與機會 

教育理論和教學策略不斷出陳布新，在職教師也需要有專業成長的機會，所

以師資培育中心也該適時的規劃在職教師的進修機會。例如，偏鄉地區的在職教

師、代課教師，因地理環境的影響，要到大學進修的機會相對的少，所以師資培

育中心，可以規劃相關課程，幫助他們的專業成長。 

(二) 師培中心「師生」在地關懷的實踐 

1. 鼓勵師培中心教授進行教學實務研究並將研究成果分享 

大學在推廣進行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 計畫）時，要能扮演較高階知識

領導的角色（楊正誠，2019）。因此師培中心的教授們可以透過教學實務研究，

扮演較高階知識領導的角色。教學實務研究讓教授們獲得教師專業成長，其過程

是基於教學實務知識從「學生『學不會』到『學得會』」的教學歷程改變，是由

教學實務知識判斷，亦即先前的教學實務知識是什麼，改變後的教學實務知識是

什麼，中間的課程內容與教學策略轉移，藉此判斷教學專業成長（劉世雄，2016）。 

2. 鼓勵安排師資培育中心學生到學校服務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 計畫）希望大學與區域城鄉發展之在地連結

合作，藉由教師帶領學生以跨團隊串聯的力量，共同促進社區文化創新發展，進

而培養新世代人才對真實問題的理解、回應與採取實踐行動能力…（教育部大學

社會責任推動中心，2018）。如，某些大學「數位學伴計畫」透過視訊課後輔導，

辦理，「大小學伴相見歡」系列課程與活動，透過面對面交流，提升大小學伴的

多元視野、生活體驗，以彌補偏鄉教育資源的不足，提升學習動機及成效！ 

四、結語 

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善盡社會責任」不但是世界潮流，更是先進社會所需，

加上教育部也積極推動，所以「師培中心」應該盤點師資資源與設備，規劃社會

責任相關工作：培育能夠自我學習的教師；且提供在職教師進修機會；同時師培

中心的教授們，應該扮演較高階知識領導的角色，將研究所得分享給中小學；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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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學生到中小學服務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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