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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育實施的成效影響著國家發展與推動，而實施的品質關鍵因素來自於優質

的師資培育（吳清基、黃嘉莉、張明文，2011）。師資的養成和專業素質又與國

內社會環境變遷、人口結構、教育政策的改革、推動以及國際趨勢的發展有很大

的關聯。教師身負培育未來人才的橋樑和工程，特別是高中職以下的教師直接影

響著發展中學習者的認知能力、學習技能、處事的態度。同時，師資的品質、良

好與否關係著未來教師如何與學生們教學的互動、引導和帶領（吳清山，2017；
Murphy, Delli, & Edwards, 2004），此些深深影響學生面對未來的挑戰與該具備的

能力。 

觀看目前社會環境的變遷，中學師資培育的需求面臨著社會結構少子女化、

年金制度的改變、教育政策及師資培育制度的變革和國際趨勢發展對未來人才所

應具備能力要求（林陳涌等，2014），故從這三方面來探討師資培育機構所面臨

的挑戰現及思考如何因應這三方面的衝擊。 

二、社會結構少子女化、年金制度的改變 

(一) 挑戰 

由於社會結構的少子女化，影響著中小學校入學的人數，而入學的人數決定

了各校班級數的多寡，而每所學校入學的總量與所需的教師員額彼此密切關聯

著。在目前不同教育階段的學校當中，中學階段（國中、高中、高職）所需的新

教師甄選員額從民國 104 至 107 年相較於國民小學甄選錄取的比率是較少的（師

資培育統計年報，2015、2016、2017、2018)，因為入學的人口數減少加上政府

在軍公教人員年金的改革，多數的現職教師在原有退休計畫的時間亦往後延退

（陳德，2018），因此直接影響教學現場對新進教師的需求，這些現象也間接影

響了師培大學之在學的大學生或研究生於就讀其間報考師資培育中心修習中等

教育學程的意願。學生們很大的考量因素是因為即時在修習師培的課程完後並無

法順利取得正式教職進入到教學現場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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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因應 

目前師資培育中心普遍存在著前述這些情況所產生的招募新生壓力，可知修

習中等師資培育的學生，他們心理上明顯存在著對未來就業不確定性的隱憂，而

在此情況下所引發的相關問題，就是不容易吸引優秀的大學生、研究生考量選擇

以教師為志業、抱持著教育熱忱來影響下一代中學生們的學習。另外，即使是有

意願修讀、報考的學生，但在不清楚修課條件、課程變動、須要通過各項的教學

實務檢定，使得原本有意修習學生在不是很了解為什麼不同年度會有不同修課規

範及要求，也因此降低了申請報考的意願。在此之下，師資培育機構就必須在每

年招生方面想盡各種辦法，讓學生知道他們未來的希望、就業管道、機會有多少。

因 此 ， 藉 由 「 教 育 部 全 國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教 師 選 聘 網 」

（http://tsn.moe.edu.tw/index/JobTShow.aspx?f=FUN201003161118253V1）的資訊

網站，了解台灣中等學校每年所開教師職缺的縣市、學校所在地及所需的師資員

額，提供目前中等學校正式、代理、代課的訊息，或也可以到一般的文教機構補

習班任教，又或者參與各中小學校學習扶助上課的機會，以及配合目前政府新南

向政策，讓畢業的師資生具有國際移動能力到東南亞國家中等學校的僑校或馬來

西亞獨立中學任教的可能性。藉由主動提供、告知這些相關的資訊讓師資生知道

就業的可能性和不同的任教管道的機會。另外，師資培育中心也藉由提供優秀學

生入學獎學金或學費減免的方式吸引優異學生的報考，或介紹進入師培修讀後亦

有申請相關的獎學金（如教育部提供師培優秀獎學金、助學金等）來鼓勵、吸引

學生修讀教育學程的意願。 

三、教育政策及師資培育制度的變革 

(一) 挑戰 

一旦選擇報考修習師資培育的學生，是有意願選擇成為一位教師，更需要自

我理解為何想當老師、自己的人格特質是什麼，成為一位教師是否合適，透過自

我的省思及在有關教師人格、工作價值、工作態度及教育情境判斷等心理測驗（如

師資生潛能測驗；趙子揚、宋曜廷、許明輝，2018；趙子揚、黃嘉莉、宋曜廷、

郭蕙寧、許明輝，2016）來協助對自我的探討、了解和剖析。做為一位良師人格

特質、教育理念和教學信念是相當重要的（Pajares, 1992），主要是教師這份志業

與職務是影響人的工作，自己本身要能夠具有適切的特質、處事價值觀和態度，

是否足以勝任、承擔教學這樣的工作角色與職責。另外也因國家在教育政策改革

的推動，成功的關鍵因素都來自於教師本身的素質（吳淑禎，2012；林陳涌等，

2014），能夠讓合適的人做對、適合的事，特別是在故勵師資生修習教育專業的

課程中，是不能不深刻強調、重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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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師資培育中心在面對這幾年來國家在師資培育制度上的變革，有 2013
年七月公布師資培育的教育專業課程，因此 103 學年度入學之師資生必須完成

54 小時的實地學習（教育部，2013）、通過教學實務能力檢測（如教案設計、教

學演示、多媒體設計與運用、學習評量、教具製作、板書書寫等）（中等學校師

資類科教學實務能力檢測，2016）、105 學年度入學的配合技職司的技職法，必

須修習「職業教育與訓練」、「生涯規劃」等課程（教育部，2015）、民國 107 年

教育實習由百分制改成等第制（需有六成以上的指標達到通過才算合格）(教育

部，2018)、教育的相關議題融入課程之修習（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洋及

其他重要議題等共 19 項（國家教育研究院，2019）、108 學年度師資職前教育專

業課程之開設須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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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項教育專業素養、17 條教育專業素養指標的課程規劃)（教

育部，2018）、民國 108 年開始，教育實習與教師資格考試之順序更換，調整為

「先考試後實習」的方式，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後才能前往參與教育實習（行政院，

2017)。以上這些師資培育制度的變革，師培中心都必須要清楚掌握並配合調整

重新規劃原有教育專業課程、修業的規範與修畢的資格及條件，讓師資生了解、

認知不同學年度進入師培修讀的會有不同的規範、條件及要求。 

(二) 因應 

首先，針對 108 學年度師培中心所開設的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因為須要配合

教育部教育專業素養及指標來規劃整體教育專業課程設計，這應該是變動最大並

且影響也最多，因師培中心本身所列的教育目標、核心能力都要能對應教育部所

列的課程基準及其素養指標，且因師資培育的當中就要能因應 108 課綱素養導向

有關中小幼教育銜接的課程政策與教學實務，故在中等教育學程所開設 26 學分

的教育專業課程要有教育基礎、教育方法學、教育實踐等課程，並且必須對應到

教育部經過多次專家、學者討論後所彙整提供的 5 項教育專業素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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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條素養指標（教育部，2018）。 

在此規範原則下，師培中心必需考量到中心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及所規劃的

整體課程（教育基礎、教育方法及教育實踐）是否能一一對應到此些素養及指標，

並確保每一位師資生所修習的課程後也都要能對應達到、具備這些教育專業素養

及指標。而在這樣的整體課程規範下，課程似乎是鬆綁較有彈性，因僅需考量到

所開設的課程內容對應到所列的教育專業素養指標，不須從開設的課程名稱一致

性來要求，而在 108 學年度新的教育專業課程規劃、實施下（例如，基礎課程 6
學分，方法學課程 10 學分、實踐課程 10 學分），由於每一位師資生修習每一門

課程時須要對應前述所提及職前教育課程基準及指標，並再顧及修讀完後所要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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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的教師資格考試的課程內容，實際上師資生在修讀選修課程的機會變少了，而

在此規範之下各師培中心能夠開設屬於自我特色課程的數量變少了，相較之下，

不易呈現各師培中所要凸顯各自培育師資的重點特色。因此在十二年國教所強調

多元適性教育目的下，較難有效開展達成此目的，此方面更是須要各教育先進再

持續思索及討論的地方。 

接著，從師資生修習過程中來思考如何面對師資培育制度變革下在教育專業

素養、教學實務能力檢測及教師資格考試，如何來裝備自己及因應這些該具備的

挑戰。在 26 學分的中等教育專業課程修習中，若以四學期的修課原則下，建議

在這其中的某一學期修習到 8 學分，其他三學期則是修習 6 學分的課程，讓自己

在修習這些專業課程順序時、同時準備、加強教育學知識（PK）、任教學科內容

知識（CK）、各領域/各科目教學法知識（PCK 或 TPCK），以及教學實務能力的

提升（如教案設計、教學演示、學習評量設計、多媒體設計、教具設計、板書書

寫能力等）。如同 Shulman(1987, 2000)所揭示的，這三方面的能力，對於成為一

位有效能的教師（effective teacher）或專家教師（expert teacher）是必須具備的

條件。而這樣的修課邏輯順序與學習方式也是要求師資生能運用課堂上所學到的

學科內容的教育基礎、方法學知識，思考如何聯結、轉化、運用到實際的教學情

境上。這也如同在 108 學年度前，教育部規範要求的師資生要有額外 54 小時的

實地學習，強化師資生在教育理念、課程和教學設計、教學評量、班級經營、處

理學生問題等教育實務能力，也又如同 108 課綱強調素養導向能力的培養，具備

運用所學的知識來面對生活上問題的解決能力。 

此外，師資生應抱持著積極學習態度及自主學習計畫的能力，規劃讀書會，

有目標、有系統與師資生同儕們共同閱讀、分享和討論，藉由組成教育專業學習

社群彼此研讀、整理各科目的重點、心得、問題，並主動練習回答教師資格考試

問答題或綜合題型之題目。如此建議的修課順序、每學期修習的學分數、研讀專

業課程內容、準備方式，須於進入師培的第一年就要開始務實規劃並持續扎實運

作，例如邀請通過教師資格考試或畢業的學長姊分享他們的讀書準備經驗，讓師

資生能有更實在、穩固、深刻的學習。學習的風氣需要特別營造、推動與支持，

協助師資生面對多元化的社會及在未來被要求須具備跨領域或不同能力的挑戰。 

除了教育專業知能的加強、奠定基礎之外，就是同時要提升師資生將所習得

的教育專業知識運用到中等學校教學場域的機會。此方面可先與師培中心教育實

習合作學校中的教師或由師培畢業擔任教職的學長姊來分享他們在課程、教學、

評量與班級經營等之教育經驗和心得。也可藉由讓師資生參與中等學校的學習扶

助課程、服務學習、寒暑假生命教育營隊、偏鄉史懷哲計畫、各領域教學研討（如

備課、觀課、議課等）、各領域的專業學習社群工作坊等，此些方式都是鼓勵師

資生參與教學實務的途徑，師資生有了這些直接參與的經驗後，體會、理解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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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日後就更可能展現、做到如何將課堂所學的教育專業知識、學科內容轉化

運用在中學生的學習、聯結與其成長上，並在之後做為一個更稱職、優秀的好老

師。 

四、國際趨勢發展對未來人才所應具備能力要求 

(一) 挑戰 

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及其所帶來資訊傳播、處理、分享的效率，改變了教學

與學習的模式（林陳涌等，2014），在教學上，知識的取得不再是由教師單向的

向學生傳遞，學生對於學科內容知識的知曉，不全是由課堂教師的授課而得知，

學生可以主動找尋相關資料閱讀來認知。因此教學的過程中，任課教師可以調整

於課前讓學生主動閱讀相關資料、思考相關問題，於課堂中討論所提出問題或由

課堂教師再延伸、深化可能的問題討論，並由學生歸納、綜合學習的結論。 

(二) 因應 

從未來能力需求之挑戰可知，在目前資訊科技的運用下，教師最重要的是教

導學生學習知識的方法，而非僅是教育專業學科的知識內容。同時透過科技的運

用，讓專業知識的學習與教育的實務相連（如利用 VR， 虛擬實境所設計的教

育情境），不僅師資生在課程內容知識與教育實務的轉換能獲得成就感，而且未

來在發展自己的教育專業知能的增長能獲得滿足感。 

此外，在新的學習模式下，學習者要培養在學習歷程中能夠自學(有能力學

習)、想學（願意學習）、會學（知道如何有效學習）（Jackson, 2004），如此才能

讓自己透過這三方面的學習力找到個人的定位與價值，也藉由持續運用這樣的學

習力來面對快速更新的知識、資訊及多元跨領域能力發展的需求。職是之故，師

資生學習過程中，主動、自主的學習態度的方式與養成將是對於之後的教學的專

業發展與個人生涯發展的關鍵要素。並由於師資生是未來進入教育職場影響下一

代中學生的學習，師培中心的教師在授課的歷程中所營造課室裡的學習氛圍與學

習方式，將亦影響他們之後所採用的學習觀與教學信念。而適切的學習觀與教學

信念將影響著未來的卓越師資，並且卓越師資又牽動下一代的學習與能力的發

展。 

五、結語 

師資職前的培育幫助師資生之後的生涯發展，而在社會整體人口結構及教師

年金改革下，中等師資的需求量下降，影響學生選擇當老師的意願，雖報考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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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響，但教師是開啟下一代、影響人的工作，因此必須要謹慎甄選。而已經取

得資格修習的師資生更是要培養教育熱忱、教育愛，即便修習的過程需要具備培

養的知識、能力、面對的挑戰、累積教學實務經驗、通過教師資格考試，這些經

歷的都是師資生的養分，為的是要成為更卓越的教師。最後，在資訊科技  善用

科技來幫助自我的學習，並學會學習、主動求知，讓科技成為學習的工具，發展

自己及未來的教育專業生涯的發展，並成為學生適時的幫助及人生的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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