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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期 



►主編的話 

本期指標分析「97 學年度畢業後一年師資生擔任教職意願與修課原因、未來規劃之關係」， 結果

發現：擔任教職意願高者，有五成左右是因為想當老師或喜歡教職，而選修師資培育職前教育課

程；而擔任教職意願低者，大多因為入學考試成績落在師資培育 相關學系或為了增加未來就業機

會而修讀，想當老師或喜歡教職的比例偏低。足見當初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時，如果是基於個人

內在動機，那麼會當老師的意願比 較高；反之，如當時是為了備胎或剛好成績落在選填的科系，

這種外在動機的情形，當老師的意願就會低，雖然幼稚園、小學、中學、特殊教育不同師資類科稍

有不 同，但大致趨勢是一樣的，因此如何輔導有內在動機的學生進入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如何甄

選師資生是重要的課題。 

有句話說：「全球思維、在地行動」。本期的導讀文是英國學者 Townsend(2011)的一篇名為：「全

球兼在地化的思維與作為：師資培育的新議題」的論文， 作者援引 Beare（1997）對教育發展分期

的理論，與其論述相互呼應，認為目前已進入第四階段跨國思維、在地作為，重視績效的市場時

期。作者反思教育 研究的發展逐漸國際化，但研究議題、研究方法仍侷限於研究者的國家，應該

要跨國思維、跨國合作，汲取他人研究經驗，擴展研究視野，而課程素材也應該超越 「本國」，

多多跨國取材。不過，該文忽略許多文化差異處，導讀文就提出了這篇論文的盲點，Townsend 看

到了全球化，卻少能提出實際做法，更無力穿透 在地化的不同，所以回應文引用蕭昭君（2000）

的看法，認為「師資培育應該去進行『超越』、『越界』的教學，去協助一個老師可以不受限於自

己的生命經 驗，得以『穿透』學生的經驗，協助師資生『越界』，進入『他人』的世界」。頗能

含攝並超越導讀文的意涵。 

2002 年麻省理工學院的 Nicholas Negroponte 教授在一個偏遠的柬埔寨村落，親眼看到可上網的電腦

對當地兒童生活和家人造成極大轉變，他們學會電腦並上網取得資訊後，即能不假外求 而使農作

收成增加兩倍，改善生活品質，激起其成立「每童一電腦」 （One Laptop per Child，OLPC）的組

織。而本期的師資培育小辭典，介紹「國民電腦應用計畫」， 就是我國行政院仿效上述計畫，自

2004 年 3 月起，所推動「縮減數位落差」的國家重要政策。推動至今，不但補助了 13,201 台國民

電腦（統計至 2011 年），並支付上網費用、辦理自由軟體教育訓練、辦理志工招募及兩屆的「全

國國民電腦資訊應用競賽」，有豐碩的學習成果，是個不錯的計畫。 

師資培育診斷室則提出一則如何在師資培育歷程增加師資生到學校現場經驗的具體建議，對於如何

讓師資生從實務中反思，結合學校課堂學習到的理論，頗具啟示性，值得一讀，並也期盼各位讀者

也能提出您的寶貴意見，加以回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 

「臺灣師資培育資料庫」計畫協同主持人 

張 民 杰 

201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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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電腦應用計畫 

江蕙伶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兼任研究助理） 

張繼寧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 

 

麻省理工大學的 Nicholas Negroponte 教授，2002 年在一個偏遠的柬埔寨村落，親

眼看到可上網的電腦對當地兒童的生活和家人造成極大的轉變，他們學會使用電腦及

上網取得資訊後，即能不假外求而使農作收成增加兩倍，改善生活品質，激起其成立

「每童一電腦」 （One Laptop per Child，OLPC） 一非營利組織，至今已嘉惠超過 2

百萬名在世界各地的師生（OLPC.Asia，2009；OLPC，n.d.）。國外有 OLPC，而臺灣

則有類似理念的「國民電腦」，本期師資培育小辭典，繼續環繞「教育科技」的相關

議題，為讀者介紹教育部 2007 年開始實施的「國民電腦應用計畫」。 

 

一、 「國民電腦應用計畫」緣起 

 

在知識經濟與資訊化的世代，電腦與網際網路等科技已經成為生活中不可或缺的

要素，然而資訊科技的演進與傳佈並不會是種普遍、平等且齊頭並進的過程，可能會

因性別、種族、階級或居住地理區域的不同而有所差異，即形成所謂的「數位落差」

（Digital Divide）（曾淑芬、吳齊殷，2002）。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定義，數位落差指的是存在

於個人、家戶、企業在不同社經背景或居住地理區位上，其接近使用資訊科技及運用

網際網路所參與的各項活動的機會差距（引自曾淑芬、吳齊殷，2002）。 

 

    數位落差是世界各國政府在推動資訊化過程中都無法避免衍生，國內外研究指出，

不同性別、年齡、教育程度、都市化程度、種族、職業、收入的民眾，皆存在程度不

一的數位落差現象，家庭經濟能力則是國內首要障礙，資訊科技及學習資源的分配不

均，擴大了數位落差的現象，使發展失衡，而在學校教育間也出現資訊的數位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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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影響教育機會之均等。因此，我國行政院自2004年3月起，正式將「縮減數位落

差」列為國家重要政策，2005年由教育部負責縮減數位落差、創造公平數位機會之整

合協調，共同推動「縮減城鄉數位落差」，以有效落實對偏遠鄉鎮的社會關懷政策並

逐年改善數位落差現象(行政院研考會，2010)。 

 

2007年起教育部依據行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推動「優質網路社會計畫

（UNS：Ubiquitous Network Society）」之創造公平數位機會，實施「推動國民電腦

應用，照顧弱勢」(教育部，無日期)，辦理低收入戶「國民電腦應用計畫」，分4年

協助低收入學童家庭戶擁有電腦，希望愛心廠商一起來贊助協助這些弱勢家庭，同時

也支援學童家戶的上網費用，以照顧經濟弱勢族群學童的家戶享有公平的資訊科技環

境應用機會，並提升學童與民眾的資訊素養與生活品質。 

 

二、 「國民電腦應用計畫」實施 

 

「國民電腦應用計畫」的推動含括教育部、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學校、輔導老

師、受贈學童家戶等人員分工合作，採分層督導負責與執行方式推動。國民電腦申請

條件為家中有當學年度就讀國小 3年級(含)以上至國中 1年級(含)以下之在學學

童，並領有各縣(市)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中、低收入戶證明，且家中無電腦設備或電

腦設備不堪使用者，學童家長可提出申請及同意配合國民電腦應用計畫相關之規定。

核定通過後，自核定日之次學期起，針對受贈學童及其家戶實施 3年追蹤保管期，3

年期滿後解除受贈學童及其家戶追蹤管考。 

 

    在相關教育訓練方面，受贈學童須接受縣市政府及教育部為期三年定期追蹤保管

期，在期間內需不定期配合縣市政府教育局與學校之填報相關追蹤作業、資料繳

交等，以及接受不定期相關輔導或家訪，於第一年必須配合參加縣市政府教育局

安排之 18 小時親子資訊課程培訓，其中辦理 6小時輔助課程（例如：親子研習班、

家長說明會、輔導老師培訓等，課程內容得由各縣市政府自行規劃決定），第二年必

須配合縣市政府教育局安排 3 小時之親子資訊課程培訓。期間也需接受縣市政府

教育局（處）（可結合學校、數位機會中心共同辦理）各項資訊素養、數位應用成效

能力等檢測。受贈學童亦定期應用自由軟體來完成相關作業（如：讀書心得報告、學

習內容整理、簡報等），或定期提供資訊應用學習成效與段考成績等相關資料，並配

合參與國民電腦應用競賽等活動（教育部，無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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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輔導老師的募集是由學校導師、退休教職人員或大專生等擔任，負責管理、

了解學童電腦使用之情形，並且依照受贈學生實際學習狀況，定期上網填寫相關資料，

以瞭解計畫辦理績效，評量項目包括（引自教育部，無日期）： 

 

（一）國民電腦使用管理：電腦設備之運作、故障情形及障礙排除（輔導老師協助或

維護廠商協助等）、使用頻率（天數/每週）、使用時間（時數/每天）、使用人

數（人數/每天）、上網時間（時數/每天）、電腦使用之作業系統、自由軟體操

作、受贈家戶成員電腦應之素養的提昇、派員至住處查訪電腦的使用等。 

（二）電腦應用素養的提昇：受贈學童定期應用自由軟體完成相關作業（如：讀書心

得報告、學習內容整理、簡報等）並繳交，或提升電腦技能等評量回報。 

（三）電腦對於學習效率的幫助：由輔導老師定期針對受贈學童實際狀況填寫學習成

效評量，並繳交使用後提升學習成效之數據等資料，於每學期末上網填寫一

次。 

（四）對於學科能力的提升：由輔導老師或受贈學童定期上網填報每次月考之國文、

英文、數學、社會（歷史）、自然（理化）等 5科成績。 

（五）其他：配合教育部不定期考核、相關部會不定期調查國民電腦使用狀況等。 

 

除了輔導教師與校方的支援外，尚結合數位機會中心（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DOC）及民間資源組成輔導團隊，招募義工認輔國民電腦兒童，亦有縣市招

募企業贊助電腦及學習教材，以協助輔導作業和學童學習資源。 

 

三、「國民電腦應用計畫」實施成果 

 

「國民電腦應用計畫」期盼能有效縮短經濟弱勢學童之數位落差，並且提昇學生

資訊素養與學科能力。自 2007 年實施起，共計補助了 13,201 臺國民電腦（統計至 2011

年），支付其家戶的上網費用，辦理自由軟體教育訓練 1,001 場（統計至 2009 年），

招募 6,108 位志工老師協助輔導受贈學童（統計至 2009 年），產出自由軟體操作手冊

實體教學書 1本。令人激賞的是，在兩屆的「全國國民電腦資訊應用競賽」中，分別

有 3,137 件及 6,241 件的文書軟體和電腦繪圖作品參賽，顯見受贈學童應用國民電腦

之學習成果（教育部，無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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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討論室  

師培生必修服務學習課程之建議 

 
隋和謙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地理系學生） 

 

建議應該提前讓同學有教學的體驗，例如在師培生的大二、大三安排強制兩學期

的教學服務學習，可以在早自習、課後或是寒暑假輔導弱勢孩童、偏鄉學校等，每周

一次到兩次，採取小班制 4-8 人。 

 

一來增加師培生教學經驗，上教育學程的課時，才會有較深刻的經驗刺激學生去

認真學習，以便為教學困難處找答案，或結合學校所學的教學方法實際應用。有了實

際經驗後，同學也會對該選什麼樣的課、該學什麼樣的技能，更有實際的方向，同學

上課就會變得很積極，更想去結合理論和應用；不然常有同學上教程的課不認真或是

覺得不知該如何應用、不懂得問問題，師生互動不佳，難以激盪出思維的火花，老師

自然教的不起勁。畢竟同學沒有實際教學磨練經驗，就難以把握在校可以學習相關課

程的時間，如此不僅造成教學資源的浪費，也難以提起同學的學習動機。像是出過社

會的人，會真正知道自己還需要學什麼，回到學校會更認真學習，是同樣的道理，邊

學邊做是最有效率的學習方式。 

 

二來也提早讓學生認知自己是否真的喜歡當老師，提早了解自己適不適合，以免

大四教學實習時才發現原來自己不喜歡又不適合當老師，但又投資了四年無其他退路，

造成更多不適任教師；提早篩選才能把資源留給真正需要的人。 

 

三來同學先教過後段的學生，往往可以培養出更多耐心，對日後教學技巧的精進

有很大的幫助（後段學生需要較多元的學習方式來引起動機）。甚至日後教學上也會

比較顧慮到後段孩子的需要，而且對他們有所了解。若同學能提早接觸一些比較容易

產生問題的兒童（單親、學習緩慢、過動、新住民子女、或容易混幫派的孩子），日

後在教學帶班的處理上也會更有方法、更能明白他們的處境、貼近他們的心，畢竟對

這些孩子而言，這些大哥哥大姐姐們有一定的魅力在，不像老師那樣有階級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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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比較容易敞開心去談心事，這些師資生也為他們提供正面的榜樣。而這些師資生們

在教程的課中，學到處理這些問題的方法和引起學生動機的教學方式，教學服務學習

正好為學生提供一個實際應用的舞台，畢竟好的教師不是只看教甄現場的教學表現而

已，像這些帶班、處理學生問題、與孩子們的相處互動、教師 EQ 等等都是教師很重

要的必備能力，但這些又是教甄考不出來的。 

 

如此一來，就可以提早把一些只想找鐵飯碗卻不關心學生學習狀況、沒有教育熱

誠的不適任教師提早淘汰（要在大四實習中淘汰實在是不太可能），而真正有教育熱

誠的種子教師們，反而會因為面對實際教學問題而更積極去學習，提升台灣未來杏壇

品質。如果等大四了才有實習的機會，除了要忙著準備教檢教甄，還要搞行政，真正

知道自己少學了什麼東西都來不及補了。不如趁還有修課的時候，遇到困難還有老師

可以提供諮詢，同學可以有個強而有力的靠山，也有時間可以專心研究教學技巧和班

級經營、學生輔導。 

 

四來對現在的學校也是一大輔助資源，尤其對弱勢孩童。而教育部又可以省去一

大筆聘請課輔老師的費用，服務學習依規定只能拿車馬費，且是強制修習，這樣的服

務學習比大部分學系安排學生掃地有意義多了。 

 

五來當同學上課變的積極主動，教授自然教得有成就感、更願意把最好的技術傾

囊相授，也會想去研究為同學教學遇到的問題提出更好的解決方法，自然教授研究的

方向也會更具有實際價值，更能改善台灣的教育品質，教授更可藉此機會與同學合作

進行教學實驗、推廣新的教育方法、促進教育界和學術界的交流。教授的教學內容也

可以因應同學的實際教學經驗回饋而有不同的調整、更實務化，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正

循環。 

本文引注格式（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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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兼在地化的思維與作為：師資培育的新議題 

 

楊雅妃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 

康瀚文 

（國立臺灣大學生命教育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陳韻如 

（東吳大學語言教學中心兼任教師） 

 
近年來全球社會變遷甚鉅，科技進步所帶來的物質型態的轉變，已非同日可

語；學校教育的重要性、學校教育的型態亦隨之轉變。究竟教師如何教導學生具

備適應快速變遷社會的能力？師資培育階段，又該如何協助教師或師培生擁有因

應變化的專業知能？作者透過回顧教育發展的歷程，點出教育制度轉變的殷切性，

以「全球兼在地化的思維與作為」做為上述研究問題的答案。 

 

壹、 教育本質的轉變 

作者透過不同學者對社會深入觀察和分析的結果，點出社會和物質型態日新

月異，已成為現代社會的特性。甚者社會產生轉變的週期越來越短，如從 email 到

facebook、youtube 和 Twitter，不過是幾個月的光景而已。而教育的發展必然會隨

著社會變遷產生轉變。作者援引 Beare（1997）對教育發展分期的理論，與其論述

相互呼應： 

 

第一階段為「個人化思維與作為」，僅有少數人或權貴者得擁有接受教育的權

力，此階段約莫持續至 1870 年代。第二階段為「在地化思維與作為」，當社會產

業型態由農業轉變為工業社會時，工廠對大量勞力的需求，使得政府開始視人民

教育為要務，所以多數人得以接受教育。只是不同國家有不同的教育制度與作法，

其發展的進程也不一，此階段發展約為 100 年。第三階段，「國家思維、在地作為」

時期，主要發生在 1970-1980 年代間，因為亞洲經濟的快速竄起，使得西方國家開

始陷入恐懼中，最典型的著作為「A nation at risk」。「國定目標」、「國定課程」、「國

家考試」等名詞陸續出現，標準化測驗成為各地方政府共通的制度。經濟產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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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術人力的需求，反映在對教育人力素質的期待上，此階段教育經濟性目的大

增。第四階段始於 1990 年代中期，TIMSS、PISA 相繼出現，進入「跨國思維、在

地作為」的階段。易言之，國際間評比促進彼此課程、教學與學校管理的交流，

然實際作為仍是在個別學校運作。 

 

作者與 Beare（1997）對教育發展分期的理論對照如下表 1： 

表 1   教育發展分期 

學者 
         分期 

備註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Townsend 
  個人化 

思維與作為

在地化 
思維與作為

國家思維 
在地作為 

跨國思維 
在地作為 

Beare 

階段 

名稱 
前工業時期 工業時期 後工業時期 市場時期 

對教育的

隱喻 
具權勢者 工廠量產 私有企業 績效 

現下的教育已成為一個全球性市場，私人化、競爭與選擇權成為其運行的規

則。社經地位不同的學生也因此學習成就差距日益擴大。於是，作者認為教育已

有改變的必要性：讓「每一位」學生享有良好的教育品質。為此，教育需發展為

「全球兼在地化的思維與作為」。教育是全球共通的經驗，透過相互分享與合作，

協助每一位年輕人自我實現為己任。除制度性的改變外，教師和學校領導者也都

是其中的要角。 

 

接下來，本文作者即闡述「全球兼在地化的思維與作為」如何影響教師，以

及師資培育制度又如何確保教師具有適應變遷的能力。 

 

貳、 教師與師資培育 

政策的推行會改變教育結構、學校經營與領導和教室實踐的方式。但作者認

為何不反向思考？究竟「全球兼在地的思維與作為」的模式會如何影響教育政策

呢？作者提出「Core-Plus」的課程架構，此課程強調除了必修的知能之外，並賦

予地方政府選擇與規劃適合當地學生「本位」課程的彈性，希望藉此可塑造出「全

球兼在地的思維與作為」。 

 

「全球兼在地的思維與作為」強調的是「分享」、「互助」的價值。不管在政

策或學校層級，彼此可相互提攜以提升所有學校的教育品質和協助所有學生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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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使得孩子不管到那個學校都可以受到均質的教育（初等教育階段）。此外，

為了協助孩子開展其特殊才能，家長選擇權在中等教育階段是被允許的。 

 

除制度與學校層級外，教室實踐也是一個不容忽視的部分。所以為協助學生

學習，必須正視影響學生教室經驗的三個重要向度： 

一為協助學生適性發展的課程； 

二為貼近學生且多元化的教學方式； 

三即對成功標準的界定，不應該只是來自於標準化測驗的成績。 

 

此外，改革的關鍵還包括教師的信念、價值與專業知能，如適應變遷的能力、

多元文化的素養、協助學生認識自己和建立積極的學習態度、人際關係之能力。

因此，師資培育制度也需隨之調整。 

 

作者援引 Cairns（1998）的模式供師資培育機構參考。Cairns 認為要教導出能

勝任的教師需兼顧以下三個因素： 

 

一、能力：留意教師過去培訓過程、持續的教育發展，尤其是課程、人際關係與

評量等向度； 

二、價值：發展教師的專業信念，及理解「專業」隨時代變化的意義； 

三、自我效能：教師能夠相信自我得勝任教學工作。 

 

如此一來，教師不僅是教授書本知識者，更重要的是要能夠協助學生適應快

速變遷的全球社會，使之有自信成為成功的學習者。綜言之，作者希望師資培育

機構能夠協助教師和師培生擁有面對與處理未知挑戰的能力、國際教學實習的經

驗，並透過建立教師的共享價值系統與分享平台，以有效協助每一位學生有正向

的學習成就與人際關係。 

 

參、 學校領導 

為協助每一位學生達到學習成就，學校領導也是其中一個必須省視的向度。

作者認為協助成就「全球兼在地化的思維與作為」的學校領導模式，有兩個重要

原則： 

一、建立團體合作的領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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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略性地引領學校持續地進步與發展。 

 

接著，作者比較佛羅里達州與澳洲對學校領導認證的方案，不管是在地化思

維或是跨國性思考，都共同指出「分享」領導權力的必要性。作者藉由介紹不同

層次的領導概念－－以領導者為中心或兼顧領導者個體與學校整體發展的領導概

念－－點出其中仍有難解的挑戰與困境。進而推演出 Hamel and Prahalad（1989）

提出的「策略性目的」，是近代值得學校領導者參考的概念，內涵如下： 

一、明確的目標； 

二、彈性的作法； 

三、激發同僚的熱忱。 

 

易言之，學校領導不只是「經營與管理」，更重要的是領導者的心態與作為，

改變同僚前，也需要先改變自己。是故，Bogotch and Townsend（2008）言：「領導

是一門藝術。」 

 

最後，作者反思教育研究本身。教育研究的發展逐漸國際化，.如 AERA、BERA、

UCEA 等學術組織辦理的國際研討會，可見來自世界各地的教育研究者，但研究議

題、研究方法仍侷限於研究者的國家。因此，作者希望各國研究者能夠汲取他人

的研究經驗，或者透過與其他國家教育研究者合作，以擴展研究視野。其次，在

師資培育機構任教者，也需要自我檢視任課的素材是否超過 75％都以「本國」為

主，若是如此，即有需要調整的必要性。如此以來，才能培養出具備「全球兼在

地化的思維與作為」的教師。 

 

導讀文章 

Townsend, T. (2011). Thinking and acting both locally and globally: New issues for 

teacher education.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Teaching, 37(2), 12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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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移動，教學不同—談全球化下師資培育的策略 

鄭景澤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全球化意味著個體、民族社會、世界體系及整體人類的互動增加，教育領域

也難以置身其外。國內的師資培育與教師人力市場，在僧多粥少、正式教職窄門

難進的推波助瀾下，許多儲備教師試著另謀出路，移動至他國就業，例如任教於

東南亞的台灣學校、大陸的台商子弟學校，或是受訓成為華語教師到國外服務等。

此外，近年來台灣跨國婚姻盛行，教師面對著日益增加的新移民之子，這也突顯

全球化脈絡下，催生擁有跨文化觀點的教師，是未來的師培趨勢。Townsend 雖然

在文中鼓吹兼具「全球化」與「在地化」教育理念的師培改革方向，但是他的論

點存在三個缺失。首先，學校課程和學習評量方式的改變，不代表該國師資培育

的重點也跟著改變，以前者劃分教育發展的分期，如後工業化時期、市場時期，

並不能完美契合師資培育歷年來的發展階段。其次，培養跨國思維的教師，實因

其所屬科系不同而有所限制，理工系所出身的教師，在課堂上所教授的，是各國

通用、世界主流的科學知識，不易因地制宜。最後，即便 Townsend 提出了不少未

來師培的願景和理念，但是實際的策略和做法，卻沒有進一步著墨。以下乃針對

師資生和師資培育者，分別提出相關的革新建議。 

 

一、培養師資生「移動」的能力 

 

如何培養一位具多元文化觀的教師，使其面對不同背景的學生，可以適時「移

動」本身教學角度的能力呢？Zeichner（1992）對於如何使師資生具備文化多樣性

的知能，提出了幾項培育的策略，這讓未來教授人文學科的師資生，能夠時時省

思自己的教學視框。 

⑴傳記（biography） 

首先是幫助師資生更加認識他們自己的文化經驗，發展較清楚的族群及文化認

同。 

⑵態度的轉變（attitude change） 

接著，下一步是去瞭解更多有關其他族群團體的態度與價值，並再次檢驗、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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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分析他們對其他族群的價值與態度。 

⑶實地經驗（field experience） 

將學習主流教育的師資生，放置在與其背景截然不同的社會脈絡中，例如貧窮

社區實地體驗，讓師資生知道如何與不同族群文化背景的孩童和家長互動。 

⑷文化知識（cultural knowledge） 

師資生藉由知道不同族群團體的歷史及對母國社會的參與，來克服文化知識的

缺乏。 

 

二、師資培育者本身的「移動」 

 

美國師資培育的困境在於，師資生是帶著主流意識來定義個人成功，她們大

多是出生在中產家庭的女性，在「跟她們不一樣的人」接觸的經驗非常有限，而

改變對「跟她們不一樣的人」的既有觀點，是需要長時間的轉變。身為師資培育

者，蕭昭君（2000）懇切地提出「我們師資培育者才是需要再教育的人」，其可行

的做法如下。 

⑴師培機構內的多元文化課程空間 

①增設單一課程 

開設「單一特定族群」的專題研究，以整個學期讓師資生去針對台灣特定的弱

勢族群進行深入了解。 

②附加在既有的課程單元中 

師培機構既有的課程，實也具備跟多元文化教育結合的空間。例如「語文教材

教法」課程，可加入有關「語言政策」與身分認同的議題。 

③教育實習 

讓師資生有機會和學童直接接觸（如進行家庭訪問，瞭解學生家庭真實情況，

作為教學和輔導的依據），他們個人的諸多意識形態也有機會面臨檢驗。 

④整套課程 

開設一系列增強師資生跨文化素養的課程（包括弱勢族群研究、性別認同研究、

多元文化教育課程與教學發展、台灣婦女史等），讓他們的文化認同發展更為清

楚，也讓他們可以在踏進任教學校時，有信心的承擔教師作為一位文化工作者

的角色。 

⑤課外社團、社區活動 

藉由參與服務性社團，到不同社區對非主流學生進行課輔，鼓勵師資生將此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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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視為一個到弱勢地區「學習」的機會，以進一步認識他們是誰，他們需要什

麼幫助，而不是我們決定他們需要什麼。 

⑥對內─師資培育機構的教授在職發展 

針對多元文化相關議題，舉辦在職研習或研討會，提供不同領域教授的對話機

會。 

⑦對外─師資培育機構要更積極走入小學現場 

多元文化教育工作的學者，必須更主動走入中小學實務現場，與中小學教師進

行更多的教材研發和多元文化素養教學策略的探討。 

 

⑵師培機構內的多元文化教學實務 

師資培育者可以如何協助師資生「越界」進入「他人」的世界？Jackson（1995）

提出下列可行的做法： 

①閱讀自傳 

自傳提供一個機會可以讓人「去經驗差異與批判地檢視這些差異」。個人透過自

傳，得以站在主體的發聲位置，從自己的觀點說出自己的經驗，讓師資生有機

會發展出對他人生命的豐富理解，也使其思考未來教學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②撰寫個人札記 

讓師資生先從了解自我開始，鼓勵其在認同上提出觀點、想法和感覺，從而引

導師資生洞察它們在教學上的意義。 

 

蕭昭君（2000）認為師資培育應該去進行「超越」、「越界」的教學，去協

助一個老師可以不受限於自己的生命經驗，得以「穿透」學生的經驗，協助師資

生「越界」，進入「他人」的世界。師資生應嘗試跨越的界線，不只包含階級、

種族與性別，更該涉及教育核心價值、城鄉差距和學校志願。由於台灣的師資培

育缺乏越界教學的敏銳度，面對愈趨文化多元的台灣社會，培養一位具備多元文

化觀和跨文化能力的教師相當重要，因為在可預見的未來，教師將面對愈來愈多

與自身背景文化及生活經驗迥異的學生。然而令人擔憂的是，國內的教師大多是

文化盲，缺乏與「和自己不一樣」的人接觸的經驗，甚至師資培育者本身極可能

就是文化盲，缺乏文化敏覺度，因此兩者適時進行教育理念和教學心態上的「移

動」，是有其必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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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電子報之統計指標僅為調查數據之客觀呈現，請讀者謹慎解讀使用) 

【本期主題】 

97 學年度畢業後一年師資生擔任教職意願與修課原因、未來規劃之關係 

【委託單位】 

教育部 

【調查名稱】 

「97 學年度大專學生畢業後一年問卷」 

【調查時間】 

自民國 99 年 8 月至 99 年 12 月止 

【樣本人數】 

  本調查對象為全國大學校院97學年度畢業之大學生（包括一般大學、四技、二技、五

專、二專）、碩士生、博士生，畢業後一年流向調查，本調查採普查方式進行，大學生部

分共回收132,261份，整體平均回收率為52.23%。 

  本期指標針對畢業後一年已經取得教師證之畢業生進行分析，具幼稚園教師證共626

人（14.5%）、國民小學教師證有1,545人（35.8%）、中等學校教師證者1,697人（39.3%）和

特殊教育教師證449人（10.4%）。唯專科學校並不負責培育師資生，故本統計指標定義的

「師資生」並不包含專科學校畢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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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指標摘要】 

97 學年度大專畢業師資生畢業後一年： 

一、擔任教職意願高低與修課原因 

1-1、幼稚園 

1-2、國民小學 

1-3、中等學校 

1-4、特殊教育 

二、擔任教職意願高低與無法從事教職之未來規劃 

2-1、幼稚園 

2-2、國民小學 

2-3、中等學校 

2-4、特殊教育 

 

  本期指標將具教師證的師資生區分為擔任教職意願高與意願低兩組，分別探討其修習

師資培育職前教育課程之原因，以及若無法順利擔任教職時的未來規劃。 

 

  資料經加權後，所有取得教師證之師資生中，幼稚園類科：擔任教職意願高有 540 人

（86.4%），意願低者有 85人（13.6%）；國民小學類科：擔任教職意願高者共 1283人（83.2%），

意願低者 260 人（16.8%）；中等學校類科：擔任教職意願高者有 1517 人（89.4%），意願低

者共 179 人（10.6%）；特殊教育類科：意願高者有 407 人（90.6%），意願低者有 42 人（9.4%）。

其中以國民小學類科擔任教職意願低比例最高（16.8%），其次為幼稚園類科（13.6%）、中

等學校類科（10.6%），特殊教育類科最低（9.4%）。 

 

  整體而言，擔任教職意願高者，有五成左右是因為想當老師或喜歡教職而選修師資培

育職前教育課程；但擔任教職意願低者，大多因為入學考試成績落在師資培育相關學系或

為了增加未來就業機會而修讀，想當老師或喜歡教職的比例偏低。 

  面對無法順利擔任教職的假設情境下，擔任教職意願高者，通常願意暫時擔任代理或

代課教師，轉職從事非教育相關工作意願較低。 

  相對地，擔任教職意願低的師資生，最想轉職從事非教育相關工作；但暫時從事代理

代課教師之意願也不低；中等學校類科擔任教職意願低者，對從事其它教育相關工作意願

皆低；特殊教育類科，從事教職意願低之師資生，對未來準備教育行政相關公職考試或教

育研究或行政相關工作的意願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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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擔任教職意願高低與修課原因 

  本期指標針對 97 學年度畢業後一年，已經取得教師證的師資生進行分析，根據其取

得教師證區分為幼稚園、國民小學、中等學校以及特殊教育四類科。 

  根據問題「您想當學校老師（含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職）的意願有多強？」答

題結果，區分為兩類，將完全沒意願、不太有意願視為「意願低」；有意願、非常有意願

視為「意願高」。 

 

1-1、幼稚園 

  具有幼稚園教師證的師資生中，擔任教職意願低者，有逾五成的人（54.3％）修課

原因為「入學考試成績落在師資培育相關學系」；近三成的師資生（28.1％）為了增加

未來就業機會而修課，因為想當老師或喜歡教職而選修課程者僅 9%。 

  相較之下，擔任教職意願高者，有近半數（49.1％）的比例因為想當老師及喜歡教

職而選課；其次則因入學考試落在師資培育相關學系者比例有 22.7%，為了增加未來就

業機會者有 16.3%、增加教育相關知識有 11.6%。 

 

註 1：意願高/低根據問題「您想當學校老師（含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職）的意願有多強？」

回答結果，將完全沒意願、不太有意願視為「意願低」；有意願、非常有意願視為「意願高」。 

  

54.3% 

28.1% 

8.7% 

9.0% 
22.7% 

16.3% 

11.6% 

49.1% 

0.2% 

圖1-1、幼稚園類科師資生擔任教職意願高低與修課原因 

入學考試成績落在師資培育相關學系 

增加未來就業機會 

增加教育相關知識 

想當老師/喜歡教職 

其他 

內圈 意願低 

外圈 意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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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國民小學 

  具國民小學教師證之師資生，從事教職意願低者，有近七成（68.4%）修課原因為

入學考試成績落在師資培育相關學系，其次為增加未來就業機會（16.8%）。 

  擔任教職意願高者，有 48.1%是因為想當老師或喜歡教職而選修課程，其次是入學

考試成績落在師資培育相關學系（30.6%），增加未來就業機會者則有 14.4%。 

 

 

註 1：意願高/低根據問題「您想當學校老師（含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職）的意願有多強？」

回答結果，將完全沒意願、不太有意願視為「意願低」；有意願、非常有意願視為「意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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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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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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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國民小學類科師資生擔任教職意願高低與修課原因 

入學考試成績落在師資培育相關學系 

增加未來就業機會 

增加教育相關知識 

想當老師/喜歡教職 

其他 

內圈 意願低 

外圈 意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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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等學校 

  已持有中等學校教師證的師資生，對擔任教職意願低者，因為入學考試成績落在師

資培育相關學系之比例為四類科中最低（34.9%），主要修課原因為增加未來就業機會

（48.3%）。 

  中等學校類科擔任教職意願高的師資生，有 55%的比例是因為想當老師或喜歡教職

而修課，增加未來就業機會比例為 22.4%，再其次有近兩成（19.1%）的修課原因是考

試成績落在師資培育相關學系。 

 

 

註 1：意願高/低根據問題「您想當學校老師（含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職）的意願有多強？」

回答結果，將完全沒意願、不太有意願視為「意願低」；有意願、非常有意願視為「意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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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中等學校類科師資生擔任教職意願高低與修課原因 

入學考試成績落在師資培育相關學系 

增加未來就業機會 

增加教育相關知識 

想當老師/喜歡教職 

其他 

內圈 意願低 

外圈 意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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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特殊教育 

  具特殊教育教師證的師資生，若其擔任教職意願低，多數人當初修課原因為入學考

試成績落在師資培育相關學系（61.5%），其次是增加未來就業機會（23.2%）。 

  擔任教職意願高者，約半數修課原因是想當老師或喜歡教職（49.6%），也有 36.4%

的比例是因為入學考試成績落在師資培育相關學系，為了增加未來就業機會之比例約一

成（9.7%）。 

 

註 1：意願高/低根據問題「您想當學校老師（含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職）的意願有多強？」

回答結果，將完全沒意願、不太有意願視為「意願低」；有意願、非常有意願視為「意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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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特殊教育類科師資生擔任教職意願高低與修課原因 

入學考試成績落在師資培育相關學系 

增加未來就業機會 

增加教育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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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擔任教職意願高低與無法從事教職之未來規劃 

  此部份分析，採用師資生「如果無法順利擔任幼稚園、中小學或高中職教職，您從事

下列事情的意願如何」答案進行分析。回答「完全無意願」計分 1、「不太有意願」計分 2、

「有意願」計分 3、「非常有意願」計分 4。平均數愈高代表意願愈高。 

 

2-1、幼稚園 

  想要從事教職意願高者，如無法順利從事教職時，較願意選擇暫時擔任代理代課教

師、擔任專案約聘教師，對從事其它教育相關工作意願相對較低。 

整體看來，轉行從事非教育相關工作的意願（平均數 2.75），略高於準備教育行政相關

公職（2.74）以及從事教育研究或行政相關工作（2.70），且以擔任「補習班、安親班之

教學工作」的意願最低（2.49）。 

  幼稚園類科從事教職意願低者，面對可能無法順利成為正式教師的情況，選擇規劃

從事非教育相關工作之意願最高（3.16），其次為擔任代理代課（2.95）或專任約聘教師

（2.70），對於專職準備教師甄試的意願最低（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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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意願高/低根據問題「您想當學校老師（含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職）的意願有多強？」

回答結果，將完全沒意願、不太有意願視為「意願低」；有意願、非常有意願視為「意願高」。 

註 2：未來規劃使用之題目為「如果無法順利擔任幼稚園、中小學或高中職教職，您從事下列事

情的意願如何？」 

註 3：專案約聘教師包含增置專長教師、2688 增置教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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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幼稚園類科師資生擔任教職意願高低與未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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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國民小學 

  已有國民小學教師證的師資生，擔任教職意願高者，面臨無法順利擔任教職的情形，

選擇擔任代理代課意願最高（3.23），其次為擔任專案約聘教師（2.95）和專職準備教師

甄試（2.78）。對於從事補習班、安親班之教學工作意願最低（2.67）。 

  擔任教職意願低者，無法順利擔任教職之情形下，對於轉行從事非教育相關工作之

意願最高（3.27），相對地，規劃專職準備教師甄試意願最低（1.87）。除轉職至非教育

相關工作外，準備教育行政相關公職考試（2.65）和從事教育研究或行政相關工作（2.69）

是意願較高的規劃方向。 

 

註 1：意願高/低根據問題「您想當學校老師（含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職）的意願有多強？」

回答結果，將完全沒意願、不太有意願視為「意願低」；有意願、非常有意願視為「意願高」。 

註 2：未來規劃使用之題目為「如果無法順利擔任幼稚園、中小學或高中職教職，您從事下列事

情的意願如何？」 

註 3：專案約聘教師包含增置專長教師、2688 增置教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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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國民小學類科師資生擔任教職意願高低與未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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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中等學校 

  已有中等學校教師證之師資生，如無法順利擔任教職，擔任教職意願高之師資生，

偏向規劃擔任代理或代課教師（3.26），其次為擔任專案約聘教師（2.81）或專職準備教

師甄試（2.80）；相反地，準備教育行政相關公職考試的意願最低（2.51）。 

  反觀擔任教職意願低者，意願最高之未來規劃即為轉行從事非教育相關工作（3.02），

從事代理代課之意願平均數為 2.52，規劃從事其它教育相關工作之意願都相當低，平均

數介於 2.03 至 2.38 之間。 

 

 

註 1：意願高/低根據問題「您想當學校老師（含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職）的意願有多強？」

回答結果，將完全沒意願、不太有意願視為「意願低」；有意願、非常有意願視為「意願高」。 

註 2：未來規劃使用之題目為「如果無法順利擔任幼稚園、中小學或高中職教職，您從事下列事

情的意願如何？」 

註 3：專案約聘教師包含增置專長教師、2688 增置教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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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中等學校類科師資生擔任教職意願高低與未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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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類科具教師證的師資生，擔任教職意願高者，無法順利擔任教職時，擔任

代理代課教師意願最高（3.33），其次為專心準備教師甄試（3.08）和擔任專案約聘教師

（2.79）。打算轉行從事非教育相關工作以及補習班、安親班之教學工作的意願最低

（2.54）。 

  擔任教職意願低的師資生，無法順利從事教職時，較願意準備教育行政相關公職工

作（3.17）以及從事教育研究或行政相關工作（3.17），其次為轉行從事非教育相關工作

（2.94），規劃專職準備教師甄試之意願最低（2.00）。 

 

 

註 1：意願高/低根據問題「您想當學校老師（含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職）的意願有多強？」

回答結果，將完全沒意願、不太有意願視為「意願低」；有意願、非常有意願視為「意願高」。 

註 2：未來規劃使用之題目為「如果無法順利擔任幼稚園、中小學或高中職教職，您從事下列事

情的意願如何？」 

註 3：專案約聘教師包含增置專長教師、2688 增置教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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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特殊教育類科師資生擔任教職意願高低與未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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