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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期



►編輯部的話 

本期電子報主題為「教師專業」， 教育是一門專業嗎？相信大家多持肯定的態度，但是，專業

的內涵卻莫衷一是，本期分別從三個層面，提供教師專業之思考觀點——（1）學生進修規劃--

-臺灣 的準教師對自己的學術生涯規劃；（2）師資培育機構---教師專業培育內容；（3）政策

方案---美國短期師資培訓方式。提要如下： 

 

在統計指標部分，探究未來的教師們（95 學年度大專畢業者，有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

在大學畢業時，是否打算繼續進修國內研究所或出國深造？進修的理由 為何？希望取得的最高

學歷等進修規劃。儘管研究所學歷不代表必然促進教師教學專業，可從中瞭解國內準教師們對

自我的學術專業期望。進一步指標請見「95 學年度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生的進修規劃」。 

 

在文獻回顧部分，Grossman（2008）提出教師專業應具備的三個內涵，分別是（1）能夠使用

專業知識了解學生或班級需求；（2）在教學產生問題時，能夠運用專業知能找出原因；（3）

能設計出支持學生有效學習的學習方法。當師資培育機構的教師本身、師資培育研究無法朝培

育上述內涵的專業教師發展時，可能就會失去其培育的專業管轄權，因此，本期的導讀文介紹

「如何強化師資培育領域之專業？」，回應文則主要是思考國內開放師資培育多元化後，是否

相應地提升專業，能夠有哪些改進之道，請參見「多元」即「專業」。 

 

小辭典部分則介紹美國教師變通授證方案，在師資員額不足的情況下，美國採取了多種形式培

育教師，儘管解決了人力不足的問題，但是教師流動率高、教師專業性不足的限制亦值得國內

進一步省思，教師養成究竟需要什麼樣的歷程，如何兼顧教師數量與素質，本期小辭典從「美

國教師變通授證方案」的發展情況提供國內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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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主題】 

95 學年度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生的進修規劃 

 

【資  料  庫】 

「95 學年度大學應屆畢業生問卷調查」 

 

【調查時間】 

民國 96 年 3 月~96 年 12 月 

 

【樣本人數】 

本期統計指標使用未加權之調查資料，實際填答人數為 196,201 人，其中有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者人數為 23,484 人，約 12%，沒有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人數為 172,717 人，約 88%。 

 

【統計指標】 

 
95 學年度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大專畢業生： 

1、畢業時是否計畫出國進修？ 

2、畢業時若計畫出國進修，則其進修的國家為？ 

3、畢業時若計畫出國進修，則其是否已申請到國外研究所？  

4、畢業時是否已申請到國內研究所(大學)？ 

5、畢業時是否計畫就讀在職專班？ 

6、畢業時計劃取得之最高學位為？ 

7、畢業時若計畫繼續進修，其最主要的理由為？ 

 (註：本電子報所指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即為問卷題目中之「教育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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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指標內容】： 

 

1、95 學年度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大專畢業生，畢業時是否計畫出國進修？ 

 

95 學年度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大專畢業生，畢業時計畫出國進修者約為 14.2 %，不打

算出國進修者約為 85.8%。 

 

而 95 學年度畢業但未修習教育學程之大專畢業生，畢業時計畫出國進修者約為 17.1 %，稍

高於有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畢業生之比例；而不打算出國進修者約為 82.9 %，稍低於有修習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之畢業生。 

畢業時是否計畫出國進修？

─按是否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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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學年度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大專畢業生，畢業時若計畫出國進修，則其進修的國家為？ 

 

95 學年度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大專畢業生，畢業時若計畫出國進修，則約有 42.8%的畢

業生欲前往美國進修，其次依序為日本(14.5%)、英國(8.9%)、澳洲(7.9%)、加拿大(7%)、歐洲以

外的其他國家(6.8%)、紐西蘭(3.0%)、歐洲其他國家(2.7%)、法國(2.4%)、德國(2.3%)，僅約 1.8%

的畢業生計畫至中國大陸(含港澳地區)進修。 

 

而 95 學年度未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大專畢業生，畢業時若計畫出國進修，則約有 44.5%

的畢業生欲前往美國進修，14.7%欲前往日`本、9.8%欲前往英國、8.4%欲前往澳洲，均高於有修

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畢業生；而 6.1%的畢業生欲前加拿大進修、2.3%欲前往紐西蘭、2.5%欲

前往法國、2.1%欲前往德國、2.1%欲前往歐洲其他國家、1.9%欲前往中國大陸(含港澳地區)、5.6%

欲前往歐洲以外的其他國家，均低於有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畢業生。 

畢業時若計畫出國進修，則其進修的國家為？

─按是否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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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 學年度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大專畢業生，畢業時若計畫出國進修，則其是否已申請到國

外研究所？  

 

95 學年度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大專畢業生，畢業時若計畫出國進修，則約有 3.96%已申

請到國外研究所，絕大多數的畢業生未申請到國外研究所(96.04%)。 

 

而 95 學年度未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大專畢業生，畢業時約有 3.98%已申請到國外研究

所，絕大多數的畢業生未申請到國外研究所(96.02%)，與有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畢業生之比例

分配非常相近。 

 

畢業時是否已申請到國外研究所？

─按是否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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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因有修習及未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於本指標之數值極為接近，是故百分比取至小數點後

2 位，以利區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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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 學年度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大專畢業生，畢業時是否已申請到國內研究所(大學)？ 

 

95 學年度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大專畢業生，畢業時約有 8.8%已考上或申請到國內研究

所(大學)；49.0%尚未考上或申請到國內研究所(大學)，但有就讀意願；42.2%不打算申請國內研究

所、無繼續進修意願或計畫到其他單位進修。 

 

而 95 學年度未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大專畢業生，畢業時約有 11.5%已考上或申請到國

內研究所(大學)；44.6%不打算申請國內研究所、無繼續進修意願或計畫到其他單位進修，略高於

有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畢業生。而約有 43.9%的畢業生尚未考上或申請到國內研究所(大學)，

但有就讀意願，略低於有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畢業生。 

 

畢業時是否已申請到國內研究所(大學)？
─按是否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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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 學年度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大專畢業生，畢業時是否計畫就讀在職專班？ 

 

95 學年度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大專畢業生，畢業時約有 38.8%計畫就讀在職專班，61.2%

未計畫就讀在職專班。 

 

而 95 學年度未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大專畢業生，畢業時約有 34.5%計畫就讀在職專班，

略低於有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畢業生；65.5%未計畫就讀在職專班，略高於有修習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之畢業生。 

畢業時是否計畫就讀在職專班？

─按是否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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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 學年度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大專畢業生，畢業時計劃取得之最高學位為？ 

 

95 學年度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大專畢業生，畢業時約有 56.6%計劃取得之最高學位為碩

士，其次依序為學士(23.9%)、博士(19.5%)。 

 

而 95 學年度未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大專畢業生，畢業約有 66.3%計劃取得之最高學位

為碩士，高於有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畢業生；而約有 17.9%計畫取得之最高學位為學士、15.8%

為博士，均低於有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畢業生。與未修教育學程學生相較，教育學程學生修習

學位較呈兩極化的現象，學士與博士的修習比例較一般學生高，碩士則較一般學生低。 

 

畢業時計劃取得最高學位為？

─按是否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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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5 學年度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大專畢業生，畢業時若計畫繼續進修，則其最主要的理由

為？ 

 

95 學年度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大專畢業生，若畢業時計畫繼續進修，約有 55.3%之理由

為追求自我成長，其次依序為為了職業發展需要(30.3%)、順應社會潮流(10.8%)，其理由為符合家

人期望者最少，僅 3.5%。 

 

而 95 學年度未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大專畢業生，若畢業時計畫繼續進修，約有 54.9%

之理由為追求自我成長、10%為順應社會潮流、3.4%為符合家人期望，均低於有修習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之畢業生；而約有 31.6%之理由為為了職業發展需要，微高低於有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之畢業生。 

 

畢業時選擇繼續進修最主要的理由為？

─按是否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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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教師變通授證方案 

張繼寧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根據美國的「全國教育資訊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al Information，簡

稱 NCEI）的調查指出，實施變通授證（alternative certification）的情形有快速成長的

趨勢。至 2007 年為止，全美 50 州和哥倫比亞特區皆有實施，共計 130 種變通授證的

方案，每年由此取得教師資格者也大幅增加（如下圖）。 

資料來源：http://www.teach-now.org/overview.cfm 

 

「變通授證」一詞，源自於 1990 年初期美國各州因教師員額不足，而發給代課

教師「緊急教學證書」（emergency certificates），為將「緊急」扭轉為「正常」，並提

昇教師素質，遂產生「變通授證」之構想（蔡清華，1995）。 

 

變通授證係由各州授權，不需經由傳統四年制師資培育訓練，即可取得正式教師

資格的歷程。其目的是增加各地區（如都市地區、偏遠地區）或特定學科領域（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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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學）更多數及多元的師資。在錄取標準方面，有的地區要求須具備大學畢業的

學歷，GPA 成績必須在平均值以上，並通過嚴格的篩選機制；但也有地區的錄取標準

較為寬鬆，經驗豐富即可。在培訓方面，有的地區在進入現場教學前，提供一整年的

訓練；進入教學現場之後，也會有數年的時間由專業人員進行督導。但也有地區沒有

任何培訓課程，直接進入教學現場，僅給予數週的指導。 

 

實施至今，變通授證的優點在於能吸引更多的男性及少數族裔從事教職，增進多

元化的教學；減少各領域師資短缺的問題，如數學、科學、特殊教育或雙語教育等；

更能增加城市及鄉村地區的教師員額。相較於傳統師資培訓，變通授證能引進高學歷

及實務經驗豐富的人才。儘管如此，不少反對的聲浪認為變通授證雖可快速解決員額

不足的問題，但也因流動率高，長期所負擔的成本相當昂貴，對於需要師資穩定的學

校造成傷害；而整體培訓的過程，未能充分提供有效及必要的教學技巧，此種技術導

向的速成培訓，衝擊教師專業的重要性。 

 

在台灣也有類似變通授證的短期培訓管道－學士後教育學分班，成立之初為解決

當時台灣中小學教師不足的問題，期待在短期內培育出法定資格的師資（蔡清華，

1995）。但近年來師資的需求量與美國恰好相反，台灣學士後教育學分班的師資生大

幅減少，例如 2005 年全台教育學分班的實習生共 4513 位，2006 年降至 960 位，2007

年僅剩 38 位（教育部，2006；教育部，2007；教育部，2008）。從台灣的背景思考，

倘若未來美國教師員額充足，短期速成的師資培育管道是否有繼續存在的必要，有待

觀察；但可確信的是，台灣的師資已不再缺乏，當前應當更重視「長期性」的師資培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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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強化師資培育領域之專業？ 

蔡育澤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自從 1994 年以來，臺灣的師資培育從計畫式培育轉為開放式培育，各大專院

校均可申請開設教育學程，然而，哪些機構具備專業可以培育未來的幼稚園及中

小學教師？當面對專業的質疑時？如何提出更有效的證據證明在師資培育領域具

備專業？Grossman 於 2008 年提出建議，說明當美國的大學愈來愈被質疑是不是適

合培育師資時，師資培育的教師及機構如何透過強化師資培育研究，將保守的防

衛轉化為創發性行動，證明自己的專業性。 

 

一、大學師資培育面臨管轄權挑戰 

Grossman 首先介紹 Andrew Abbott 提出的「管轄權挑戰」概念如下：專業是互

動的系統，不同的專業社群彼此會為了某個領域的管轄權競爭，過程有點類似談

判，各專業間的談判結果，會影響其對某個領域的管轄權程度。 

至於具備什麼樣的能力才具備專業，可以掌握該領域的管轄權，來自於三方

面的能力：（1）能夠評估客戶的現狀、（2）能運用專業知識了解客戶面臨的問題、

以及（3）展現效能解決客戶的問題或改善其行為。若把這套標準轉化到師資培育

領域即為：（1）能夠使用專業知識了解學生或班級需求、（2）在教學產生問題時，

能夠運用專業知能找出原因、（3）能設計出支持學生有效學習的學習方法

（Grossman, 2008）。 

Grossman 指出美國大學面臨師資培育管轄權的挑戰有兩個關鍵：1. 專業發展

準備度、2. 專業學術知識生產量。當專業診斷受到質疑、學術無法提供有效的專

業知識、專業形象受損時，就會導致專業管轄權受到質疑和挑戰。Grossman 並指

出美國大學的師資培育教師，需要在下列三個方面努力，包括如何透過師資培育

提升教師教學效能、如何增加師資培育研究的品質以信服大眾、以及如何強化當

前研究者和師資培育教師的準備度，以培育未來的教師並增進師資培育研究。 

 

二、師資培育的效能 

師資培育的專業課程是否能夠促進教學效能，目前其效果仍然備受爭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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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有許多團體站在肯定的立場上，但仍然缺乏足夠的研究證據證明受過師資培育

課程的教師，在教學效能上有較佳的表現，顯示師資培育的基礎研究仍然相當不

足。檢視美國的師資培育研究，目前研究的主題多集中在教師信念、學科知識上，

對於教學成效或學生學習的相關研究較為貧乏，然而，師資培育教育本身的教學

表現、受師培教育學生的教學表現，及師培機構培育出的教師對學生學習表現等，

都是相當重要且急迫的研究主題。 

當師資培育機構本身不清楚什麼因素能夠影響教師成效、什麼樣的經驗能夠

強化教師教學，或是研究者缺乏足夠的證據證明這些問題的假設時，師資培育機

構的專業無法令人信服，尤其師資培育多在這種缺乏研究基礎的情境下由大學主

導，這樣的現況將影響大學對於師資培育的專業信譽。 

目前大學師資培育單位在回應和面對外界挑戰上，仍有許多努力要做，首要

就是對上述問題提出充分證據解釋，這對於大學回應外界挑戰和發展師資培育是

有相當的助益的，同時也能增加決策者和大眾對師培教育的信賴、以及充實師資

培育的學術知識。 

 

三、師資培育研究的學術品質 

目前師資培育機構並不缺乏相關的研究和文獻，但目前師資培育學術研究卻

缺少了良好設計且具標準化和可信度的研究、亦缺少計畫性的研究以及比較性的

研究。 

目前師培機構產出的研究成果中，具可信度、能取信於其他研究社群和決策

者的研究並不足夠，這也使得研究者難以向外界宣稱自我研究的有效性，故

Grossman（2008）主張必須有計畫地研究關鍵問題，透過長時間和多元的方法來

獲得關鍵性問題的解答，並有必要建構高品質研究所需要的指標，並嚴格公正地

利用這些指標審視我們所做研究。此外，對於研究發現也需存疑，並能從外界對

於研究成果的批判中學習。面對問題時，也需要更多的合作和對話，以多元的方

法建構指標發展工具和方法處理教師學習和學生學習的問題，並結合鉅觀和微觀

研究發展量表找出教師培育特色以及教師和學生的教學效能。 

 

四、目前需要的研究 

綜合上述，目前師資培育領域需要具多樣方法和不同領域的研究架構，因為

這樣的研究架構不僅能微觀細節的資訊，亦可獲得大量的研究資訊。另外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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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多跨領域的教學研究，幫助我們了解更好的師培方法。 

師資培育機構需要透過創造性的思維去研究、轉化有限的時間在研究上生產

出結合個案和普遍的研究成果。另外，師資培育者和師培生也需參與上述提到的

研究。 

此外，師資培育除了面臨管轄權的挑戰外，在知識生產上也遇到了瓶頸，目

前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們對於師資培育的研究也有增加的趨勢，亦可嘗試和這些

領域的人接觸合作，擴展跨領域之研究。 

 

五、省思與啟發 

  Grossman 於這篇文章提出一個重要問題：現今的師資培育夠專業嗎？對於這

個問題，他依據 Abbott 對專業的觀點，由兩個角度切入看待師資培育機構專業性

──專業學術知識、及所產出的教師教學表現，發現當今師培單位的專業學術知

識不足，以及其所培育的教師教學效能目前難以評估，故美國師培機構的專業管

轄權目前遭遇到其他專業的挑戰。 

  目前我國師資培育機構和研究人員也存有 Grossman 文中提到的問題，對於培

育教師的標準、優秀教師的認定、提昇教師效能的方法等師資培育的核心議題，

卻都只有假設性說法，缺乏良好的研究提供更穩固的論證，而培育出的教師教學

效能也缺乏一套評鑑的標準，導致許多對於師資培育機構的質疑出現。另外，目

前師資培育機構的開放，許多師範院校以外的大專院校業已增設了師資培育中

心，在這樣的情況下，更有必要透過研究瞭解什麼樣的老師才能符合現代社會的

需求，以及甚麼樣的課程才能讓受過訓練的教師發揮效能，如此才能夠有效的提

昇教師素質，並且使學生受益。 

關於師資培育研究的部分，筆者以「師資培育」為關鍵字，透過教育資料館

的教育論文全文索引資料庫搜尋，得到 667 筆文獻。歸納這些文獻後發現目前我

國師資培育研究主要可分為以下五種類型： 

1. 現況描述研究：對我國某時期的師資培育狀況做通盤的描述。 

2. 制度比較研究：分析國內外制度，藉以探討我國師資培育制度的問題和展望。 

3. 特定科目的教學研究：研究某個科目的教學方式，例如科學教育或數學教育。 

4. 師培機構評鑑研究：研究師培機構的評鑑方法或對我國師培機構進行比較。 

5. 教育理論研究：從教育相關理論的觀點評析師培機構應如何未來發展。 

歸納上述五類研究，可以發現我國師資培育研究的焦點仍在師培制度和理論

上，但對於師資培育的課程、師培生的學習表現等研究卻少，也鮮少針對影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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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教學的因素進行研究。綜上所述，台灣在師資培育的研究上仍有努力的空間，

我國的教育研究機構和師培機構都有責任要去釐清和建構好的教師該具備什麼條

件，並研究該如何提昇教師教學，透過這方面的努力，提昇我國教師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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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即「專業」？ 

阮孝齊 

（臺南市立崇明國中教師） 

Grossman 由 Abbott 的三個影響管轄權的因素出發，藉以歸納美國師資培育機

構所受的質疑，並提出著重「教學效能的研究」以及「高品質的研究」兩項建議。

由國外所稱「管轄權剝奪」的情形，反思我國的情況，以何種方式可促進我國師

資培育機構的專業性，進而提升教師素質？便是值得思考的課題。 

 

多元 vs 專業 

就 Andrew Abbott 的理論而言，師培機構具有三個專業規準──「瞭解需求」、

「找出問題」、「設計有效的解決方法」，便能夠培育出更為「專業」的教師。亦即，

透過更多大學中豐富的課程與設計，能夠促使機構培育出的教師，具有多元思考

以及處理不同種類學生問題的能力。 

在我國「師資培育多元化」以及「師範院校合併轉型」的政策之下，縱然仍

強調由具有「教育學院」或「師資培育中心」的大學培育師資，然而似乎唯有打

破師範大學與師範學院「壟斷」師資培育的專利，方能促進教師適應「多元」學

生與社會脈絡的轉變。若由大學課程「專業」豐富程度來思考，則似乎不能完全

說明政策變遷的原因。 

而在政策效果上，以往一元的師資培育系統已為出口管制機制所取代，已建

立的師範教育專業社群，也隨著教育大學的轉型或合併，而逐漸凋零。而「教師

圖像」的本身，亦隨著傳統社群的消逝，而逐漸轉向，在「師資培育專業」的實

踐程度上，更不得而知。多元是否帶來專業？其答案並不明確。 

 

強化師資培育專業 

而師資培育的專業如何提升？除了需「釐清教師具備條件」，並研究「如何提

昇教師教學」以作為提升教師素質的策略，筆者尚有幾點建議。（一）由三個規準

對我國一般教師培育進行分析。（二）Grossman 文中所提「微型教學」等創新的師

資培育研究策略，可以作為我國師資培育機構設計「教學實習」課程時重要的參

考。甚至在實習教師以及新手教師的專業發展上，亦可作為輔助的策略。（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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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徵性（empirical）理論研究與教學實踐上，可作為我們在進行更加精緻的師資培

育研究時，所採行的參考策略。 

在研究方面，目前國內對於教師教學，特別是教師專業的研究，相較其他相

關課程與教學的研究，仍顯不足。唯有更加具說服力的研究，方能增強教師的專

業，也才能增進師資培育機構的專業管轄權。因此關於如何精緻化教師專業內涵，

有待更多的專業研究投入，亦是我國師資培育未來可行的努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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