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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育實施成效，影響國家發展與推

動，而實施品質的關鍵因素來自於優質

的師資培育 1。自古以來，教師承載傳

道、授業及解惑之重任，其素質良窳攸

關學生學習、影響教育成敗、國家發展

與存亡至鉅，故有「良師興國」之說，

這也是師資培育為社會關注的重要議

題。

「師資培育」係指師資培育之大學

培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包括幼兒園）

等國民基礎教育之教師。隨著社會發展

1 吳清基、黃嘉莉、張明文，我國師資培育政策回顧與展望，收錄於（國家教育研究院主編），

《我國百年教育回顧與展望》，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2011年 5月，1-20頁。
2 盧延根，經濟發展與人力培育政策之析論，收錄於（吳清基主編）《教育政策與議題趨勢》，

五南，2021年 12月，84頁。 
3 吳清山，迎向師資培育 4.0世代的教師角色與責任，《師友雙月刊》，2020年 8月，第 622期，

8頁。

過程，人力培育配合不同階段而逐漸調

整 2。因為教育也是社會的一環，教育

發展必然會受到社會、經濟、政治、科

技及生態環境等各種因素影響，因而會

在制度、政策、課程、教學與學生學習

等方面有所調適與改變，才能符應世代

發展的需求 3。面對國家教育發展需求、

科技進步帶來智慧化與數位化發展、社

會變遷的價值與生活模式轉變、教育

政策的方向與模式調整、學校教育的自

主特性發展、學生學習特徵與多元成

長等，亦宜配合整體環境有所調整。尤

其，面臨師資培育素質下降，教育政策

肆、師資素質下降對策與相關法制建議

一、�鬆綁班級編制準則之規定，酌增教師員

額吸引優秀學生修習教育學程之意願

二、�落實師資培育法規兼採公費及助學金，

並增加核定公費生名額

三、�為提升師資培育之大學水平，允宜確實

評鑑學校辦學品質並作為調整發展之參

據

四、�教師資格考試建議依一定比例核列及

格，進行篩選汰劣提升教師素質

五、�規範教師資格考試調整為多元模式

六、�完備師資生教育實習津貼法源依據，以

利師資生專注於實習課程

七、�建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法源，有利於

提升教師專業能力

八、�訂定積極性教師分級制度，以激勵教師

職涯發展之士氣

伍、結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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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因應環境的變化，適時配合時空背

景做滾動式的檢討與修正，方能與時俱

進，達到師資培育政策之適切性。隨著

工業 4.0（industry 4.0）世代的到來，

帶動教育科技化、智慧化和個性化的發

展，教育也正式進入 4.0 的世代，也會

深深影響師資培育的發展 4。由於師資

培育發展及教師使命、素質攸關教育品

質，也勢必影響國家競爭力與未來的發

展。面對「工業 4.0」的浪潮席捲，各

國政府莫不殫精竭慮思索經濟發展與人

才培育的因應之道 5。教師扮演著育人、

育才的關鍵角色，故增進師資培育素質

4 同前註。 
5 中國教育學會，《邁向教育 4.0：智慧學校的想像與建構》，學富，2018年 11月，書後介紹 -
內容簡介。

值得探究。

基此，本文擬先行分析師資培育制

度演進概況，接著瞭解師資培育素質下

降之問題分析與檢視，最後就問題依序

歸納後研提師資培育制度對策之相關法

制建議供參。

貳、我國師資培育制度演進概
況

師資培育制度由過去一元化、計畫

性、公費制及分發制，修正為現行多元

化、儲備性、自費制及甄選制，師資培

圖一 我國師資培育制度演進

資料來源： 修正自林慧雯，師資培育制度大變革，師友雙月刊，第 622期，2020年 8月，13
頁；盧延根，師資培育相關問題法制研析，《立法院法制局專題研究報告》，編號：

A1614，2022年 11月，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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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政策因此產生重大改變與突破 6，影

響國家教育至為深遠。茲就我國師資培

育制度演進分階段之概況 7如圖一所示，

並分別依進程敘述 8如下：

一、1979—1994年《師範教育法》

階段

我國師範教育實施之法令依據，最

早可追溯於清朝光緒 29 年（1904 年）

頒布的「奏定初級師範學堂章程」與

「奏定優級師範學堂章程」，該兩章程

內容詳實完備，民國成立後廢止，政府

另於 1932 年頒布《師範學校法》9，確

立師範學制以政府辦理師資培育為原

則。

1949 年政府遷臺，師資培育政策

仍採單一與公費制度，並沿用《師範學

校法》。1968 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

教育」需要大量教師，政府為應急補足

6 盧延根，師資培育法修正草案評估報告，《立法院法制局法案評估報告》，編號：B1211，
2017年 3月，3頁。

7 吳清基、黃嘉莉、張明文，同註 1，3-6頁；林政逸，師資培育白皮書發布後師資職前培育和
教師專業發展之省思，《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2019年 3月，第 15卷第 1期，5-10頁；林
慧雯，師資培育制度大變革，《師友雙月刊》，2020年 8月，第 622期，13頁；吳清山，《師
資培育研究》，高等教育，2010年 7月，43頁；楊銀興、林政逸、劉健慧，我國多元化師資
培育政策問題影響評估，《教育理論與實踐學刊》，2007年 12月，第 16期，3-5頁。 

8 盧延根，師資培育相關問題法制研析，《立法院法制局專題研究報告》，編號：A1614，2022
年 11月，4-8頁。 

9 吳清山，師資培育法的發展，收錄於《師資培育研究》，高等教育，2010年 7月，43頁。  
10 臺灣省政府，《中華民國五十六學年度臺灣省教育統計 -現行學制圖》，1968年 6月。 
11 黃嘉莉，《師資培育品質保證的體系建構》，高等教育，2018年 12月，276頁。

教師缺額，衍生教師素質問題，無法保

障偏遠地區及特殊科目等教師的教學品

質 10，教育部以行政命令指定國立臺灣

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及國立中興大學等

校開設教育課程，解決不合格及缺額教

師問題，以維護學生學習權益及社會正

義。為符應社會發展需求，1979 年公

布《師範教育法》，確立師範教育一元

化的法律基礎。依該法規範，師資係政

府設立之師範大學、師範學院及師範專

科學校等養成教育，教育專業科目則依

《師範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15條規定，

由師範校、院、教育學院及設有教育

系、所之大學辦理為限。由於中小學師

資採計畫式培育，全國共僅 12 所公立

師範校院與政治大學教育系進行培育，

遂形成所謂的「師範教育體系」11，此

時師範校院培育師資學生均為公費生，

畢業分發至中小學學校實習與服務，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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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教師占實缺領全薪實習一年，教師證

書係以登記審定後核發；一元化公費制

的師資培育政策具有充分掌握教師需

求，避免培育之人力浪費及掌控師範生

素質等特色及優點，但師資培育制度集

中於師範校院，外界質疑師資培育壟斷

市場，易使師資培育機構產生老大心

態，無法適時回應社會與時代變遷的流

弊，對維持與提升師資素質無異是阻

礙 12，但其利弊得失尚待釐清。

二、1994—2003 年《 師 資 培 育

法》：模式轉變

面對社會與政治環境的轉變，原有

師資培育政策無法因應新社會變遷的需

求，意味政府必須研議革新治理客體與

技術，進行制度調整或藉由研修法律以

為因應。

1987年臺灣解除戒嚴後，解除黨禁

與報禁，形成政治民主化、社會多元化

及經濟自由化之浪潮一波波衝擊師資培

育的思維。政府在社會愈形複雜的情境

下，來自社會的各種聲音影響系列性的

12 吳清山，同註 9，43頁。
13 盧延根，教育政策行銷功能及策略之探究，《臺灣教育（雙月刊）》，2003年 4月，第 620期，

19頁。 
14 立法院，立法院第 2屆第 2會期第 34次會議，《立法院公報》，第 83卷第 7期，院會紀錄，
總號：2681，1994年 1月 18日，204-205頁。

15 吳清基、黃嘉莉、張明文，同註 1，我國師資培育政策回顧與展望，5頁。

教育改革 13，也是師資培育制度轉型的

重要機會。教育部成立「師範教育法專

案研究小組」，著手研議修正《師範教

育法》。立法院於 1994 年三讀通過修

正《師資培育法》14公布施行後，教育

部於 1995 年依《師資培育法》第 4 條

第 4 項規定授權訂定《大學校院教育學

程師資及設立標準》，以利各大學校院

據以申設教育學程，正式啟動多元化師

資培育。師資培育生以自費為主，從公

費計畫到自費多元模式。大學生修畢規

定教育學分後，學校發給學分證明書，

但取得教師資格必須經過初檢及複檢之

檢定考試，形成開放與多元化的師資培

育政策破除師範生獨占教師市場，展現

自由競爭的特色，讓師資培育政策從計

畫性邁入競爭性的儲備制。再者，1999 

年召開「邁向教育新世紀」全國教育改

革檢討會議 15，健全師資培育與教師進

修制度亦為討論題綱，以建立多元培育

管道、改善師資培育機構體質等教師專

業化歷程，劃分各階段設計管控品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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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2001 年召開「教育改革之檢討

與改進會議」16，討論師資培育品質，

建議嚴格審查師資培育機構、建立有

效淘汰評鑑機制、促進師範校院轉型

發展、研訂合理而優質的課程及比較不

同管道培育師資的優劣。2002 年教育

部頒發《教育改革行動方案》第 3 項，

亦以健全師資培育與教師進修制度為

主，包括多元師資培育制度充實師資來

源等。《師資培育法》施行後，透過適

當管控機制，強化師資培育品質，並以

多元培育為重點。然而，強調多元發展

與品質管控之際，社會卻面臨少子化現

象的衝擊，衍生師資培育數量失衡的現

象。

三、2003—2018 年《 師 資 培 育

法》：質量調控

《師資培育法》修正後，各大學辦

理培育師資必須成立師資培育中心開設

教育學程，教育實習由原 1 年改為半

年，且不發給實習津貼。此外，每年舉

16 吳清基、黃嘉莉、張明文，同註 1，我國師資培育政策回顧與展望，5頁。
17 黃以敬，教師供過於求 教部：減招，《自由時報》，2004年 10月 12日，http://old.ltn.com.

tw/2004/new/oct/12/today-life7.htm（最後瀏覽日期：2022年 8月 12日）。
18 教育部，《電子書 -國民中小學校概況統計（110學年度）》，表 3-10 國民小學概況 （專設／
附設）－按設立別分，2022年 4月 26日。

19 教育部，《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白皮書》，2012年 12月，29頁。
20 教育部，《師資培育統計年報 2021》，2022年 10月，29頁。
21 同前註，36頁。
22 黃以敬，同註 17。

行一次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並廢除初檢

及複檢程序。

當師資生與準教師數量驟增，卻面

臨少子化衝擊，造成中小學生源數逐年

降低（過去小一新生每年約 32 萬人，

2002 年降至 22 萬餘人 17，2022 年—

110 學年為 210,047 人 18），師資培育

量體最高峰為 93 學年度 2 萬 1,805 個

名額，101 學年降為 8,521 名 19（後續

師資生招生之實際數：109學年為 8,834

名，110 學年仍有 8,754 名 20），師資

培育供需嚴重失調，衍生儲備教師過多

的棘手問題。師資培育制度多元化後，

除師資培育供需失衡外，培育成效也不

理想。就如前述，師資培育多元化後，

國民教育之生源驟降，師資培育生成為

儲備教師後，領有教師證書卻無法找到

教職的儲備教師至少 3 萬人，每年還有

正在接受培訓的準教師約 2 萬人（110

學年在校師資生有 2 萬 7,407 人 21），

國內教師「供過於求」越來越嚴重 22，

當師資培育生謀職（成為正式教師）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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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渺茫，降低投入修習專業課目的精神

與態度，惡性循環下，影響師資品質至

鉅，教育部 2004 年度推動「我國師資

培育數量規劃方案」，減少師資培育數

量，緩和師資培育供過於求之問題；

2012 年進行「師資培育數量第二階段

規劃方案」，透過督導師資培育之大學

及師資培育評鑑，提升培育品質。2005

年起國立臺北、新竹、臺中、屏東、花

蓮與臺北市立等 6 所師範學院改名為教

育大學，師資培育量 3 年內需完成減

半目標，僅占總招生人數的 3 成至 4 成

5；而一般大學的教育學程 3 年內減招

50%，學士後教育學分班招生名額亦大

幅減少。

因應師資培育供需失衡及師資培育

品質下降的問題，教育部 2010 年召開

第 8 次全國教育會議，其中重點就是

規劃師資培育發展藍圖，教育部續於

2012 年研訂發布「師資培育白皮書」，

以期培育優質師資，精進教師專業發

展。

23 教育部，同註 20，39頁。
24 教育部，《教育部部務會報通過「師資培育法」修正草案》，2016年 11月 9日，http://www.

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E6E22046F04F1C05（最後瀏覽日期：
2022年 8月 12日）。

25 同前註。 

四、2018 年迄今《師資培育法》：

程序調整

2017 年修正《師資培育法》，主

要是呼應師資培育白皮書「方案 22：

完備法令規章方案」，有關《師資培育

法》及專業標準本位之師資培育政策的

檢討，並據以修正師資生先考試後實習

的「程序調整」，另於 2022 年起發給

師資生教育實習津貼。

此次《師資培育法》修正，係就原

先實習再檢定之教育實習制度，改為

先檢定考試後教育實習。經查 2005 年

至 2015 年間，師資培育之學生每年約

4 成未能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故修

正為先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後實習，實

習學生數將可大幅減少（110 學年具實

習資格師資生有 4,282 人 23），相對減

輕教育實習機構及師資培育之大學在教

育實習輔導上負擔，實習資源較能有

效利用 24，此項政策也是師資培育白皮

書「先檢定後實習」的落實。其次，

《師資培育法》修法授權中央主管機關

訂定子法，發揮引領師資職前培育及

教師專業發展之功能 25。教育部也早於

2016 年發布《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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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26，希望能發揮引導師資培育精

進各階段教師的表現，彰顯教育工作者

之專業性，逐步落實理想教師圖像。再

者，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2021 年

3月 17日委員提案 27，請教育部規劃恢

復教育實習之津貼，以減輕實習教師之

生活負擔，使其能專心於課程教學及教

育行政之實習，教育部業於 2022 年 1

月起實施 28，但相關法規允宜配合完備

修正。事實上，「國家的未來，關鍵在

教育；教育的品質，奠基於良師」，故

給予師資生實習期間適當津貼，維持基

本生活費用，讓有志青年願意投入師資

培育教育之熱忱，有利於教育體系注入

活水。

參、師資素質下降之問題分析
與檢視

教育成敗的關鍵繫於教師，而教師

26 教育部，《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2016年 2 月 15 日。
27 立法院，第 10屆第 3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4次全體委員會議，《立法院公報》，第 110
卷第 032期，總號：4883，2021年 3月 17日，66頁。 

28 陳至中，教育實習 1月起有獎助金 每人每月 5000元，《中央社》╱國內文教，2021年 12月
28日。

29 《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 》第 2 條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
學普通班班級編制規定如下：一、國民小學每班學生人數以二十九人為原則。二、國民中學每

班學生人數以三十人為原則。⋯」；第 3 條規定：「國民小學教職員員額編制如下：⋯四、教
師：每班至少置教師一．六五人；全校未達九班者，另增置教師一人。⋯」；第 4 條規定：「國
民中學教職員員額編制如下：⋯四、教師：每班至少置教師二．二人，每九班得增置教師一人；

全校未達九班者，得另增置教師一人。⋯」

素質良窳攸關國家發展與競爭力。本文

依前述師資培育制度演進，近些年來受

到大環境人口結構與政策法規遷移的脈

絡下，茲分析與檢視師資素質下降的相

關問題，應包括如下項目：

一、少子化生源銳減與經濟不穩

定，造成現職教師延退與職缺

減少

由於少子化現象賡續嚴峻，影響中

小學及幼兒園的生源，學校依編制規

定 29降低教師及開缺徵人需求。再者，

2018年 7月「軍公教人員年金改革」，

現職教師憂心退休後，且體能狀態更為

退化與社會生活指數持續攀升，在經濟

不穩定之疑慮下延緩退休，衍生教師出

缺更為有限，師資培育面臨嚴重市場供

需失衡的問題。

近 60 年來，我國出生人口概況：

1961 年 42 萬 254 人，1981 年 41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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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9人，2001年遽降為 26萬 354人，

至 2021 年更跌破 16 萬人（15 萬 3,820

人）30，尤其 2022 年新生兒人數更僅

13.8 萬人，是有統計數據以來的史上

新低 31，顯現出生率嚴重遞減，勢必嚴

重影響各級學校的招生。在少子化與經

濟疑慮下，現職教師延退 32，中小學及

幼兒園教師需求降低，衍生師資培育大

學招收師資生的困難程度；因此，除了

少數公費生外，師資生的入學成績及整

體學力素質恐有降低情形 33，實務上就

是年輕優質學生加入教育新血的誘因降

低，讓整體教育領域之人力更顯老化，

也影響教育現場的工作熱忱與執行效

益。顯然，師資培育之大學存在前述因

素而產生招生壓力，因為師資生較一般

生投入更多時間與學分費修習教育學

程，對未來就業卻存有不確定性的隱

憂，優秀學生報考意願自然降低，影響

青年學生選擇以教師為志業與為培育國

30 內政部統計處，《人口年齡分配按單齡組》，更新日期：2022年 1月 10日，資料來源：內政
部戶政司。

31 黃麗蓉，2024總統當選人若不立刻處理這問題 沈富雄驚人預言結果，《中時新聞網》，2023
年 2月 2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30202005668-260407?chdtv（最後瀏
覽日期：2023年 2月 9日）。

32 彭杏珠，延退、老化、人才流失 五大後遺症接連引爆，《遠見》，2018 / 09 月號，2018年 8
月 30日，https://www.gvm.com.tw/article/45741（最後瀏覽日期：2022年 8月 20日）。

33 黃政傑，面對師資培育新挑戰，《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年 5月，第 9卷第 5期，5頁。
34 楊涵，偏遠地區學校師資素質低落之成因與建議，《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年 10月，第

9卷第 10期，155頁。

家人才的意願，因此允宜研議相關政策

或法制進行因應。

二、限縮師資培育公費生員額，影

響招生優勢及偏遠地區師資素

質

《師範教育法》時期的學生有公費

制度保障，吸引諸多清寒優質學子入

學，培育成為較高素質的國中小優質教

師，但《師資培育法》施行後，《師資

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第 2

條規定，公費制度僅作為補助偏遠地區

之師資類科不足等師資來源，傳統師範

校院在無公費制度下，轉型為綜合型大

學，招生優勢不再。

事實上，目前偏遠地區學校嚴重面

臨師資流動率高、師資員額不足、師資

素質低落的情形，應設法解決 34。然而

都市化使城鄉差距擴大，偏遠地區外移

人口增加。而學生人數又牽涉學校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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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35，也衍生學校經營的教育問題；因

此偏遠地區教師配置人數較少、授課科

目多，小校教師又須兼辦行政工作，教

學工作負擔沉重，也是教師流動率高的

原因之一 36。當學校時常處在教師異動

的更迭中，不僅教學經驗難以傳承，學

生也必需不斷適應新任教師，影響學生

學習的連貫性。再者，甚至於進用未具

教師證的比例也高，影響偏遠地區學生

學習品質 37。因此，目前偏遠地區師資

明顯不足，且現行公費生名額幾乎縮減

到沒有的境地，與現行規定 38「師資培

育以自費為主，但兼採公費及助學金方

式實施」之立法意旨不盡契合。

三、師資培育之大學水平不一，師

資生素質良莠不齊

1994年《師範教育法》修正為《師

資培育法》，師資培育多元化後，一般

公私立大學校院或技職校院，只要設立

教育學程者都得參與師資培育。由於各

35 盧延根，公立中小學退場與活化校園歷程策略之研析，《立法院法制局議題研析》，編號：

R01106，2020年 9月。 
36 王麗茹，以動態能力觀點探討偏鄉小校轉型 -以新北市大坪國小及附幼為例，《臺灣教育評論
月刊》，2019年 5月，第 8卷第 5期，44頁。

37 盧延根，偏遠地區學校經營問題之法制研析，《立法院法制局專題研究報告》，編號：

A1569，2021年 4月，19頁。
38 《師資培育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師資培育以自費為主，兼採公費及助學金方式實施；
公費生畢業後，應至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服務。」 

39 教育部，《110學年度核定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師資培育名額》，2021年 4 月 27日，臺教師（二）
字第 1100056215號函。

學校學術地位或教學模式不盡相同，學

生入學成績落差頗大，遴選師資生的素

質有所差異，且在少子化下師資生優勢

不再，師資培育之大學存在平均水準不

一的情形，因此師資生素質走低影響國

民教育發展。

依據教育部核定 39，110 學年度各

師資培育之大學師資培育名額，師資培

育之大學共有 50 所（國立大學 33 所

及私立大學 17 所）。由於師資培育之

大學在多元儲備制度下，分別進行師資

職前教育，然而師資培育之大學辦學品

質水平不一，雖然符合行政院教育改革

審議委員會提出，師資培育中心設立採

「先寬後嚴」策略，形式條件符合《大

學校院教育學程師資及設立標準》規

定，並經教育部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之

審議，即可培育各類科師資。惟師資培

育乃教育之基礎，教師素質良窳，攸關

國家未來的發展與競爭力。優秀的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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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確保學生的學習能力、素質提升、

具備優質之核心能力 40。因此師資培育

之大學似宜訂定嚴謹施行汰劣留優機

制，以維持師資培育品質。

四、教師資格考試通過率偏高，無

法做好教師品質把關

當今實施的教師資格考試性質，僅

係評量師資生學習成果之門檻，應考人

只要成績達到標準即為通過。但因通過

率偏高，似無篩選，為人詬病流於形

式，無法做好教師品質把關工作 41，故

在目前教師需求量體降低，教師資格考

試檢核標準似宜研議寬嚴尺度。因此，

40 教育部，《2021 年度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2020年 8月，1頁。
41 吳清山，《師資培育研究》，高教出版，2010年 7月，70頁。

教師資格考試制度應有更明確之定位，

也宜以維繫教師素質為原則，似有調整

之空間。

師資培育制度的初複檢，審查多以

相關證件文件或將教育實習與檢定分

開，亦即教育實習仍屬職前課程之一，

師資生雖已修畢職前課程後之「實質考

試層面」，但僅以紙筆測驗，且符合

即通過的形式化流程；就以 2021 年 7

月 17 日舉行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

兒園教師資格考試為例，計有 6,152 人

通過，全國通過率為 67.37％（通過率

係以符合考試資格的到考人數 9,131 人

表一  2020-2022 年教師資格考試人數與通過率

年度 到考人數 通過人數 全國通過率 備註

2020 9,953
4,907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 501人、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2,559人、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1,389人、幼兒園師資類科 458人

50.10%

2021 9,131
6,152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 535人、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2,601人、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1,773人、幼兒園師資類科 1,243人

67.37%

2022 8,873
5,504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 535 人、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2,567人、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1,670 人、 幼兒園師資類科 732 人

62.03％

資料來源： 整理自教育部全球資訊網（2020，2021，2022），2020年 7月 29 日、2021年 8月
23 日及 2022年 7月 29 日即時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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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42，高於 2020 年的全國通過率 

50.10%43，這二年未通過教師資格考試

的考生人數，分別為 5,046 人及 2,979 

人；而今（2022）年 6 月 4 日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 44，計

有 5,504 人通過，通過率與 2021 年相

較雖略有降低，但仍高達 62.03％（通

過率亦係以符合考試資格的到考人數

8,873人計算）詳如表一所示。

五、紙筆測驗之教師資格考試，無

法反映教學實作能力

教師以教學為主要工作，而教學工

作除了應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並能將

專業知識中不論是知識的理論、教學原

理或學科連結之知識等傳達給學習者吸

收，也被視為是教師傳道授業重要之一

環。否則教師雖有滿腹經綸與淵博的學

識，卻缺乏表達傳授與關心學生的能

力，仍無法成為良師。

雖然教師資格考試以紙筆測驗具有

42 教育部，《110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放榜》，訊息公告 /即時新聞，
2021年 8月 23 日，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920D846
A62BC2C5F（最後瀏覽日期：2022年 8月 23日）。

43 教育部，《109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放榜》，訊息公告 /即時新聞，
2020年 7月 29 日，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920D846
A62BC2C5F（最後瀏覽日期：2022年 8月 23日）。

44 教育部，《111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放榜》，訊息公告 /即時新聞，
2022年 7月 29 日，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ms=169B
8E91BB75571F&s=EB370A823474DCCF (最後瀏覽日期：2023年 2月 16日 )。 

45 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 /溝通互動，2021年 2月修正，5頁。

命題方便、使用便利、較不耗時、能夠

同時評量多位師資生、也能依建立之題

庫重複使用等好處，且測驗結束就能依

標準答案迅速批改或電腦讀卡，具有評

分與計分的方便性等優點。然而，成為

一位優質教師必須具有應扮演之角色，

包括結合學生學習與生活關心，經由同

事、家長與學生等互動，力行教與學之

全人教育與發展，且要能符應教育現場

適應實務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的知識、

能力與態度。教師角色必須由傳統以教

學為主的知識傳授者，演變為能夠對話

的協調者，方能協助學生學習《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具備溝通互

動與表達、友善人際情懷及與他人建

立良好的互動關係，並發展與人溝通協

調、包容異己、社會參與及服務等團

隊合作的素養 45。故面對實務的教學關

係，教師不宜只有教書，必須與學生

等多方面的對話與互動。顯然，教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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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考試以紙筆測驗恐怕無法完全有效反

映教學或班級經營等實作能力 46，允宜

研議做精進之法制修正，俾能兼顧傳授

知識與關心學生實作之能力，方能達成

「教」與「學」共同成長。

六、發給實習津貼之法制規定不夠

完備，不利於師資生實習教育

成效

2002年修正《師資培育法》之後，

教育實習之師資生定位為由原「實習教

師」（教育實習為期一年，每月實習津

貼 8,000 元）改為「實習學生」，並逐

步停止給付實習津貼。

由於師資生先前依法須於教育實習

機構完成為期半年的全時教育實習，及

格後才可獲得教師證書。然而，師資生

於實習階段不但缺乏收入來源，更要繳

納學分費及返校座談研習的交通與住宿

成本，造成龐大經濟壓力。故民眾於公

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提案，呼籲政府

46 蔡進雄，高級中等學校以下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機制現況、問題與精進策略之探究，收錄於（吳

清基主編）《教育政策與議題趨勢》，2021年 12月，五南，179頁。
47 詹湘淇，勞動事實認定歧異 師資生籲發放教育實習津貼，《大學報》，https://reurl.cc/

MN9pbW（最後瀏覽日期：2022年 8月 23日）。
48 立法院，同註 27，66頁。 
49 吳柏軒，師培生教育實習津貼 最快 111年發放，《自由時報》，2021年 3月 25日，https://

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686145（最後瀏覽日期：2022年 8月 12日）。
50 吳清山，建立學生學習為本的校務評鑑，收錄於（吳清山）《教育的新希望》，高等教育，

2022年 2月，57頁。 

研擬給予教育實習學生補助津貼，而

該提案於 30 天內便累積近 5,000 名民

眾參與附議 47。教育部依立法院委員之

提案 48，為鼓勵師資生參與教育實習，

獎勵教學以提升教育實習成效，並自

2022 年 1 月起開始實施，提供修習半

年之教育實習學生，每人每月 5,000元，

至多請領 6 個月 49，但為提升師資生教

育實習成效，立意良好，但依法行政是

行政機關必須遵守法則。因此，完備實

習津貼發放之法源，方能讓政府行政機

關與公務人員在法律授權與規範圍下行

使行政權力，符合法律規定管理公共事

務之依據。

七、提升教師專業素質允宜研議推

動教師品質保證機制

學校為學生而設，一切要以學生學

習為依歸 50。《教育基本法》第 2 條也

揭櫫「教育的主體是學生」，由於教師

素質良窳攸關學生學習成效，學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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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與教師專業發展更為社會矚目焦

點；隨著社會多元演進，教師不能以昨

天所學的知識及方式來教育今天的學

生，故教師專業能力必須賡續精進。

世界各先進國家為提升競爭力，也

十分關注教師素質的教育政策 51。近些

年來，我國教育革新—主管機關也陸續

提出《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及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等，

因此教師職涯發展配合教育政策有其積

極性的價值，允宜不斷提升教師專業素

質，另依 1996 年公布的「教育改革總

諮議報告書」建議：「提升教師專業素

質、建立教育評鑑制度」。教師素質的

提升，可促進教育品質的提升，而教師

評鑑能夠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提升教師

素質的重要方法之一 52。

「教師評鑑」係對從事教育專業服

務的教師，定期或不定期地予以評量品

鑑，考核其工作表現的一種方式或制

度。教師評鑑可用以提高教師專業服務

品質，促進教師專業成長，並管制教

51 駐紐約辦事處教育組，《美國教育部公布教師培育新法規》，國家教育研究院國際教育訊息電

子報，第 112期，2016年 10月 17日，https://www.naer.edu.tw/PagePublish?fid=64 (最後瀏覽日：
2022年 8月 19日 )；駐瑞典代表處教育組，《瑞典中小學教育當前核心問題及改善措施》，
國家教育研究院國際教育訊息電子報，第 156期，2018年 6月 5日，https://www.naer.edu.tw/
PagePublish?fid=64 (最後瀏覽日：2022年 8月 22日 )。

52 張民杰，「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培力教師專業成長之探討，《飛訊》，2015年 9 月，第 210 期，1頁。
53 林生傅，教師評鑑，《教育大辭書》，2000年 12月，https://terms.naer.edu.tw/detail/1309953/（最
後瀏覽日期：2022年 8月 22日）

育事業的成效，滿足績效責任制度的需

求 53。故教師評鑑有利於協助教師瞭解

對教學優劣得失及原因，引導教師改進

及提高教學品質，進而提升學生學習表

現與成效，以達成教學目標。雖然「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對於教師而言，難免

存有疑慮，諸如：評鑑規準公正與客觀

性、由誰評鑑？怎麼評鑑？評鑑指標？

教師該怎麼面對？評鑑結果之運用，對

教師敘薪、任免的影響？⋯⋯以及真

的有實質之幫助嗎？針對上述的相關問

題，主管機關允宜先與各關心教育的團

體—教師、家長與學者等充分溝通及加

強宣導，並至各地區召開公聽會針對規

劃內容及教師疑慮問題逐一釐清，化解

教師排斥或反感，經由漸進性、鼓勵

性、專業性及回饋性的有效評鑑，作為

發現教師教學不足及檢討精進之參考，

讓接受評鑑的教師安心配合政策執行，

俾能順利推動教師品質保證之機制，除

了增進教師專業素養外，也具有提升學

生學習成果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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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師職涯欠缺升遷機會，影響

教育熱忱與教學品質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的職涯發

展，不論是《師範教育法》階段或目前

師資培育養成教育制度後的教師，從分

發任職教師到退休都做一樣的事，在此

體制下幾乎沒有升遷機會，影響教育熱

忱與教學品質，教師在看不到未來的職

涯發展，導致其中不乏優秀年輕教師，

因而離開教育工作，聞之令人扼腕。

教師面對未成年與個別差異性極大

的學生，長期處在忙、茫、盲的教學困

境裡，一邊要管理班級秩序，一邊又要

備課、教學、參加研習；桌上堆滿未批

改的作業、行政調查表，學生問題處理

輔導與家長聯繫⋯等，在這樣的環境

下，怎麼展現自己的教學熱情？」充滿

教學熱情的教師也有著深深的無奈 54。

尤其是在走過青壯年期的教師，教學經

驗豐富，但因缺乏職涯發展、人生渺茫

與失落感，衍生焦慮或沮喪的情緒，日

復一日，工作職位升遷無望，頓感「難

道，我就這樣過一生嗎？」當教師覺得

生活了無生趣，久而久之就會失去教學

熱情與活力。相反的，當教師具有晉任

54 賴若函、郭淑媛，教師心聲：還剩多少熱情給學生，《今周刊》，第 1012期，2016年 5月 12
日，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7/post/201605120022/（最後瀏覽日期：
2022年 8月 23日）。

55 黃政傑，同註 33。  

升等機會，懷有升遷希望時，就能無暇

發展副業或其他興趣或專業，也就會將

教育熱忱、決心與勇氣，全力投入於學

校教學及關心輔導學生。

肆、師資素質下降對策與相關
法制建議 

經由師資培育制度演進與素質下降

問題分析與檢視，在面對大環境人口結

構、社會風氣與制度遷移的脈絡下，我

國師資素質明顯下降，茲針對相關問題

研提如下精進對策之法制建議：

一、鬆綁班級編制準則之規定，酌

增教師員額吸引優秀學生修習

教育學程之意願

教育是國家的根本，國民教育階段

是基礎教育，當優秀人才不願意投入師

資培育之大學成為師資生，不免讓有識

者憂心未來師資素質，影響國民教育品

質及國家未來經濟發展的人力需求。

因此，學者認為 55，應鼓勵各地方

政府開出教師職缺，提高取得教師證的

師資獲聘成為中小學與幼兒園編制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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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比例，以激勵高中畢業生就讀師資

培育之學系或大學生修讀教育學程的動

機。尤其經濟非瞬息間得以提升，而少

子化更是嚴峻的趨勢，爰建議檢討鬆綁

《國民教育法》第 12條授權訂定之《班

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相關規

定，適度調整國民中小學採小班制為原

則或酌予增加教師員額，也藉由降低班

級人數與生師比，有利於優秀學生報考

師資培育之大學的意願，選擇教師為志

業培育國家人才，並提升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包括幼兒園）國民基礎教育之教

學品質。

二、落實師資培育法規兼採公費及

助學金，並增加核定公費生名

額

《師資培育法》公布施行後，師資

培育之大學師資生改為善自費為主，並

逐年減少公費生人數，在缺乏公費誘因

下，師資培育大學降低吸引優秀學生就

讀的情形日益嚴重。為協助傳統師資培

育機制招收優秀師資生，師資培育政策

為改善公費名額，並確實施行助學金協

56 吳武典，教育改革的歷史思維（3-24頁），收錄於（中國教育學會與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等
合編），《教師專業成長問題研究 -理念、問題與革新》，學富，2003年 11月，8頁；楊銀興、
林政逸、劉健慧，同註 7，10頁。

57 黃淑苓，我國要回復公費師資培育制嗎？《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4年 4月，第 3卷第 4期，
65-70頁。

助師資生安心學習，以提供公費生名額

磁吸優秀學生從事教職的作用，穩定教

師素質與促進社會流動 56，也為偏遠及

特殊地區提供教師需求。

公費培育曾經是我國師資培育制度

的主軸。公費師資培育制度曾經提供窮

困年代貧窮人家優秀子弟翻身的機會，

也造就許多教育人才 57。鑑此，教育部

允宜確實依《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

發服務辦法》第 3 條第 3 項規定，增加

核定師資培育大學公費生名額，俾利吸

引優秀學生或清寒家庭子弟就讀，加入

教育行列，除解決偏遠地區師資不足的

問題，提升師資及教育體系素質，共同培

育優質國民，也增進國家未來競爭力。

三、為提升師資培育之大學水平，

允宜確實評鑑學校辦學品質並

作為調整發展之參據

為確保師資培育之大學培育品質，

教育部於 2002 年訂定《大學校院師資

培育評鑑作業要點》，2017 年修正要

點針對各師資類科分別評定，並依評鑑

項目分項認結果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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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未通過三種 58。基於師資培育辦學係

以追求卓越為目標，高素質的教育來自

高素質教師，也是國家發展重要動力來

源。

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由教育部委

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

會」辦理，於 2018 年度起展開新一週

期評鑑，以了解師資培育之辦理現況，

促進且協助各校培育單位之資源整合，

建立品質保證與辦學改善機制 59。故師

資培育之大學進行師資職前教育、輔導

及在職進修均應善盡功能。並應賡續檢

核師資培育之大學辦學品質，師資培育

評鑑制度允宜更為嚴謹施行，明定評鑑

機制及結果作為學校調整發展參考，

爰建議《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作業要

點》60第 9 點規定修正為：「前點第二

項新設師資類科以外之評鑑結果，依大

學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作為學校校務

發展及調整發展之參考。」以精進師資

培育之大學辦學品質，方能落實提升師

資生之素質。

58 《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作業要點》第 8點規定：「分年評鑑自一百零六年八月一日起以各師
資類科分別評定，並依評鑑項目分項認定，其評鑑結果，除新設師資類科外，分為通過、有條

件通過及未通過三種⋯」
59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最新消息，《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資訊網》110年度
下半年大學校院師資培育分年評鑑結果公布，2022年 6月 30日，http://tece.heeact.edu.tw/
LatestNews.aspx?EvaluationType=1/（最後瀏覽日期：2022年 8月 22日）。

60 《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作業要點》第 9點規定：「前點第二項新設師資類科以外之評鑑結果，
依大學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作為學校校務發展之參考。」

61 教育部，《中小學教師素質提升方案》，總目標，2009年 9月。

四、教師資格考試建議依一定比例

核列及格，進行篩選汰劣提升

教師素質

隨著社會變遷多元化與公眾關注師

資素質的原則下，除了不斷加強培育師

資素質外，藉由量化了解師資需求與均

衡性，並以專業化進行教師資格考試，

從獲取教師資格歷程，培育優質師資，

也管控教師數量。故似可檢視「全程到

考人數一定比例為及格」之法規，作為

篩選機制與參照之規定。

教育是一項社會工程，在國家建設

中，它居於樞紐的地位。然而，有一流

優質專業的師資，才有一流優質卓越的

教育。準此，教師素質是決定教育品

質和國家實力的關鍵因素。落實「優

質適量」之師資培育政策，培育優質

明日教師，引領國家教育永續發展 61。

就以「優質適量」培育師資政策，依

到考人數一定比例為及格，似有量化師

資需求與均衡性之功能。經檢視全程到

考人數一定比例為及格之相關規定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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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體例，例如《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

試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得視等級或類科之不

同，採下列及格方式：一、科別及格。

二、總成績及格。三、以各類科全程到

考人數一定比例為及格。」爰依此立法

體例，建議增訂「以各類科全程到考人

數一定比例為及格門檻。」以有利於精

進教師資格考試之制度，並確實提升教

師素質。

五、規範教師資格考試調整為多元

模式

檢視《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教師資格考試辦法》第 2 條：「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以

下簡稱本考試），以筆試行之；每年以

辦理一次為原則。」及同辦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考試題型除國語文能力測

驗為選擇題及作文外，其餘應試科目均

為選擇題及非選擇題。」依條文規定，很

明確教師資格考試係以紙筆測驗為原則。

由於考試領導教學，師資培育之大

學勢必就依此方向「考甚麼，就準備甚

麼」，無法兼具理論與實務之應用，也

難以兼顧教師專業能力之展現，故為改

善教師資格考試難反映實作能力，並確

實篩選適任及具有一定專業素質之教

師，教師資格考試除了紙筆測驗外，允

宜增加教學與輔導等實作相關能力的多

元模式，以利甄選出具有基本學養之

外，更能以教育的熱忱與方法，有效與

耐心地將專業知識傳授給學生。因此，

依據《師資培育法》第 10 條第 2 項授

權訂定之教師資格檢定之考試方式⋯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辦法》，爰

建議修正如下： 

第 2 條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

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以下簡稱本考

試），以筆試及實作教學與輔導行之；

每年以辦理一次為原則。」

第 6 條第 2 項為：「考試題型除國

語文能力測驗為選擇題及作文外，其餘

應試科目均為選擇題、非選擇題及實作

教學與輔導。」且考量教師資格考試

「實作教學與輔導」應試成績之評分，

主管機關允宜兼顧客觀性與公平性，以

避免評分方式遭受質疑，畢竟成績攸關

考生通過與否至為重要。

六、完備師資生教育實習津貼法源

依據，以利師資生專注於實習

課程

為鼓勵師資生參與教育實習，並專

注安心實習工作，提升教育實習成效，

有利於提升教師素質與意願，教育部業

於 2022 年度籌編「教育實習獎助金」

預算，惟依《師資培育法》規定，允宜

配合修正相關法規，以資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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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查，教育部 2021 年 11 月 15 日

修正《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落實

教育實習輔導工作實施要點》第 5 點第

2項第 2款，有關補助教育實習獎助金：

「補助基準：依師資培育法規定實際修

習教育實習，每人每月補助新臺幣五千

元，至多支領六個月。」惟前述要點依

《師資培育法》第 17 條規定係為協助

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育實習，並給予

必要之經費及協助；但既係針對師資生

之教育實習津貼，其法源依據允宜依同

法第 10 條第 4 項規定 62 授權訂定之辦

法增列之，較為妥適，以完備法源依據。

七、建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法

源，有利於提升教師專業能力

提升教師專業與品質，可透過教師

評鑑系統的實施 63，高品質的教師評鑑

系統則可評估教師素質 64。是而推動教

62 《師資培育法》第 10條第 4項規定：「第一項第二款教育實習，其教育實習機構之條件與選擇、
實習期間之權利義務、內容與程序、輔導與成績評定、實習輔導教師與實習指導教師之資格條

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63 Tucker, P. D., & Stronge, J. H. (2005). Linking teacher evaluation and student learning. Alexandria, 

VA: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64 Stronge, J. H., & Tucker, P. D. (2003). Handbook on Teacher Evaluation：Assessing and Improving 

Performance. Larchmont, NY：Eye on Education.
65 楊思偉、陳盛賢，我國師資培育制度之變革與未來動向，收錄於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主編《我

國師資培育百年回顧與未來動向》，2012年 5月，18頁。
66 孫志麟，學校本位教師評鑑的實踐與反思，《教育實踐與研究》，2008年 9月，第 21卷第 2期，

63頁。
67 Shinkfield, A. J., ＆ Stufflebeam, D. L. (1995). Teacher evaluation:Guide to effective pratice. Boston, 

師品質保證機制，落實教師專業發展，

可藉由系統化及制度化專業發展及評鑑

回饋機制，進而精進優質教師專業成長

與永續發展 65，並提升教學品質。

為促進並達成教師專業發展，教師

除了自我精進研習與進修外，最有效的

模式就是藉由評鑑機制進行檢視，主要

意義在於瞭解教師教學「績效」或「改

進」教學方法。其中績效部分，應係藉

由評鑑的實施，瞭解教師能否確實達成

教學目標為最基本的要求。而改進式的

評鑑，則是經由評鑑瞭解教師教學的過

程，並從中發現問題及時提供協助與解

方以利修正精進，最終仍係期望教學順

利達成目標。由於教師評鑑是增進教師

專業發展的可行途徑，也是確保學生學

習成就的重要機制 66。因此，落實推動

教師評鑑制度，可以提升教師素質 67。

依據《教育基本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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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中央政府之教育權限如下︰

『六、⋯評鑑與政策研究。』」同法第 

10 條第 1 項：「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應設立教育審議委員會，定期召開會

議，負責主管教育事務之審議、諮詢、

協調 及評鑑等事宜。」顯然主管機關

依法本來就有義務辦理教師評鑑。經

查，教育主管機關對大學教師業依制定

《大學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68 建立

教師評鑑制度，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尚無明確規定評鑑之法源依據，爰建

議《教師法》增訂第 23條之 1為：「為

提升教師專業發展與達成教學及輔導之

成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應接受評

鑑。（第 1項）前項評鑑之類別、內容、

標準、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 2項）」

然而，教育主管機關在《教師法》

增訂教師專業發展與評鑑之條文前，允

宜妥善做好下列措施：1. 妥善辦理溝

通，讓教師充分瞭解方案之內涵與目

的；2. 投入必要經費、設備與行政整合

資源，化解教師心理壓力與提供實質之

MA: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
68 《大學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大學應建立教師評鑑制度，對於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
及服務成效進行評鑑，作為教師升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

69 盧延根，教育政策形成的影響因素與行銷功能，收錄於（吳清基主編）《教育政策與發展策

略》，五南，2020年 10月，41頁。
70 駐紐約辦事處教育組，美國教育部公布教師培育新法規，《國家教育研究院國際教育訊息電子

報》，第 112期，2016年 10月 17日，https://www.naer.edu.tw/PagePublish?fid=64（最後瀏覽日期：

協助；3. 簡化評鑑作業程序，減輕受評

教師的負擔；4. 型塑學習型組織文化，

激勵教師主動專業成長；5. 強化評鑑專

業能力，建立嚴謹量化具體數據，輔以

質性描述之檢測機制；6. 確保公平與客

觀詮釋評鑑結果，協助受評教師有效專

業成長。為了強化政策周延與可行，教

育主管機關偕同學校行政人員廣泛徵詢

各方意見，增強政策周延性，再善用政

策行銷機能，提升教育政策方案本身的

優越性噢競爭力，使教師及社會大眾信

服，有效達成教育政策目標 69。如此做

好前置作業，方能讓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之政策能夠順利執行。

八、訂定積極性教師分級制度，以

激勵教師職涯發展之士氣

美國聯邦教育部責成各州善盡監督

及輔導師資培育之責，2016-17 學年規

劃師資培育績效責任通報系統，2017-

18 學年度實施先導計畫，2018-19 學年

度起建立教師分級制度 70。另外，瑞典

教育部也規劃中小學教師升等職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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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讓較多教師留在教育崗位上，提前培

養教師更高水準的能力，學生也能學得

更多知識 71。

世界各先進國家中小學教師早已實

施教師分級制，例如美國各州一般分為

第一級至第四級教師；日本區分為二級

免許狀、一級免許狀及專修免許狀；英

國區分高階教師、優秀教師、一般教

師、合格教師等四級，校長皆由最高階

教師中遴聘，任期屆滿回任教師或由他

校再遴聘為校長。因此，我國亟應實施

中小學教師分級制度，以解決校務行政

的窘境 72。事實上，只要每個工作盡力

做好都應有回饋機制，也許短期權宜績

效獎金、行政嘉獎等榮譽為之，長期而

言就允宜規劃建立職涯升遷制度方達到

效益，讓有能力又想做事者進入更高層

次的職務，擁有更為尊崇與更高薪資

待遇，裨益提升組織向上激勵之效果，

如此對於學校或教育體系必能提供更

2022年 8月 19日）。
71 駐瑞典代表處教育組，瑞典中小學教師將有新的升等職級，《國家教育研究院國際教育訊息電

子報》，第 147期，2018年 4月 12日，https://www.naer.edu.tw/PagePublish?fid=64（最後瀏覽
日期：2022年 8月 22日）。

72 陳劍賢，教師分級 解決校務行政的困境，《自由評論網》，2021年 1月 22日，https://talk.ltn.
com.tw/article/paper/1427153（最後瀏覽日期：2022年 8月 29日）。

73 謝宇程，教師的職涯，是這樣被毀掉的，《ETtoday新聞雲》，2017年 09月 02日，https://
forum.ettoday.net/news/1002254（最後瀏覽日期：2022年 8月 22日）

74 《大學法》第 17條第 1項規定：「大學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從事授課、
研究及輔導。」

75 《大學法》第 20條規定：「大學教師之聘任、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及資遣原因之認定

大貢獻。因此有許多老師會選擇在「行

政」工作追求職涯發展－由組長、主任

職缺歷練，能夠在不懈地努力之後，產

生卓越的表現，進而有機會擔任校長。

然而，目前教育體系中的教師，「如果

擔任一般上課的教師，從年輕到退休，

只能停在相同的權限與身分，不斷重複

做相似的工作。例如：一個地球科學

教師，退休前可能會把同一份教材講

授 600 次。」也有論者認為「當教師的

身分沒有升遷，不會因為有經驗、教得

好，就成為高一職級的教師。無論教得

好或不好，認真或不認真，每年過去，

教師的薪水就會上升一點點。你怎麼可

能期待一個老師在講 100 次之後還很熱

忱呢？ 73」顯然對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包括幼兒園）教師產生喪氣的情形。

經檢視《大學法》第 17條第 1項規定，

大學教師可以分為四級 74，並依同法第

20 條、第 21 條 75規定：對於教師進行

司法新聲142期2專題研析.indd   160司法新聲142期2專題研析.indd   160 2023/3/21   下午 05:01:252023/3/21   下午 05:01:25



161
專題研析

師資培育素質問題與精進相關法制建議

評鑑。因此教師分級也引起外界質疑：

大學教師可以，為什麼中小學教師不

行 76？為期健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之職涯發展相關制度，允宜妥善規劃修

法政策方向，爰建議參照《大學法》前

述之「第 4 章教師分級及聘用」相關條

文，研議於《教師法》修正第 4 章教師

分級相關條文，以激勵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之士氣。

伍、結論

「國家的未來在教育，教育的品質

在良師」。自古以來，教師承載傳道、

授業及解惑之重任，具有培育社會所需

人才的專業，其素質良窳攸關國家發展

與競爭力。近些年來受到大環境人口結

構與政策法規遷移的脈絡下，衝擊教師

養成教育與自我認同成就感，本文針對

問題與精進之相關法制進行評估，研提

如下若干建議：

一、 鬆綁班級編制準則之規定，酌增教

師員額吸引優秀學生修習教育學程

之意願。

等事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分級、組成方式及運作規定，經校

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第 21條規定：「大學應建立教師評鑑制度，對於教師之教學、研究、
輔導及服務成效進行評鑑，作為教師升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

前項評鑑方法、程序及具體措施等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76 《蘋果新聞網》，教師分級有理，2005年 3月 30日，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20050330/ 

EADV26KDOLJDTZ5CNZV52IJIDA/（最後瀏覽日期：2022年 8月 18日）。

二、 落實師培法規兼採公費及助學金，

並增加核定公費生名額。

三、 為提升師培大學水平，允宜確實評

鑑學校辦學品質並作為調整發展之

參據。

四、 教師資格考試建議依一定比例核列

及格，進行篩選汰劣提升教師素

質。

五、 規範教師資格考試調整為多元模

式。

六、 完備師資生教育實習津貼法源依

據，以利師資生專注於實習課程。

七、 建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法源，有

利於提升教師專業能力。

八、 訂定積極性教師分級制度，以激勵

教師職涯發展之士氣。

總之，教師培育係經過專業養成的

教育，具有獨特專業知識與技能，從事

身教與言教為人處世原理原則之工作，

並傳授學科知識與未來就業基本技能，

協助學生解決思想、生活困惑與煩惱的

專業輔導人員，被譽為人類靈魂的工程

師。因此，我國一向重視尊師重道，教

師也是受到社會大眾尊崇的志業，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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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精進教師素質、強化師資專業品質與

效能等政策也不遺餘力。

基於教育是一項專業化的工作，

師資的培育必須經過長期的養成與訓

練，包括職前教育、檢定與實習、甄選

及聘用等程序，擔任教職以後，也必

須參加系列性的在職進修（In-Service 

education），不斷精進，方能符應時代

的變遷 77。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包括

幼兒園）等國民基礎教育之教師，面對

少子化、學生多為未成年與個體差異性

77 洪榮炎，《日本、新加坡、中國大陸與臺灣中小學教師評鑑制度比較研究》，國立臺中教育大

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22頁。 

極大的情形下，教學與輔導工作繁重，

且在政策社會變遷的情境下，同時來自

社會高度期望與關注所產生的壓力，也

逐漸消磨教師對此志業的認同感，衍生

教師素質遭受社會質疑。本文經檢視目

前師資培育素質相關現況問題分析後，

研提前述精進之相關法制建議，希冀有

助於提升師資培育素質及激發教師士

氣，作為厚植國家未來發展與競爭力之

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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