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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期 



►主編的話 

本期師資培育統計指標探討 98 學年度應屆大學畢業師資生之放棄率，分為學程放棄率及實習放棄

率。所謂學程放棄率是指師資職前培育課程未修完即放棄，所謂實習放棄率是指師資職前培育課程

修完，但是不參與實習，因此也無法參加教師檢定考試者。結果發現學程放棄率以國民小學學程師

資生放棄的比例最高，有 16.49%，最低者為特殊教育學程，為 11.15%，但是不同學程放棄原因不

同，這些原因可以作為學程規劃與招生之參考。在實習放棄率部份，則以幼稚園的部份最高，為

23.33%，最低者為中等教育學程，只有 3.91%，落差甚大，個性不合及教職難求是兩大主因，教職

難求是客觀條件，個性不合卻要等到實習前才發現，其實對於學程與師資生都可能是一種浪費，如

何改進，值得關注。 

 

與師資培育統計指標相對應，本期之師資培育討論室刊登了以敘事研究為主的反省，以實例說明自

我研究如何在師資培育領域有所貢獻。有趣的是自我研究的對象是師資培育者(未來教師的教師)，而

不是教師及未來教師，這項特色當然相當可以理解，因為這些現在或未來師資培育者眼下最關心的，

是與自己最相關的議題，如何找到工作？或是如何做好自己的工作？從整體師資培育來看，師資培

育工作者的研究(未必透過自我研究)相當重要，因為這乃是此專業能不斷精進的重要根基，不過找到

自己另外一個重要方式是從認識別人(現職教師與未來教師)開始，離開自己才能找到自己。擔任師資

培育工作者的確是沉重的工作，教師教不來的學生我們教得會嗎？教師解決不了的問題，我們解決

得了嗎？對於教育工作，師資培育工作者可以提供什麼洞見呢？對於教師個人的專業成長，師資培

育工作者在哪裡能夠置喙呢？不管是 teach 或是 coach，我們憑什麼做得來師資培育的工作呢？更重

要的是，我們究竟是師資培育工作者或教育科學研究者？或者連這兩者的差別尚分不清呢？要回答

這兩者如何連結，恐怕是更困難了！這是個吊詭的時代，一方面個人資料保護喊得震天價響，一方

面在網路或書面上自曝的人也越來越多，錯亂之間，還是要找出秩序，除了安慰與滿足外，對於教

師與未來教師的培育，可以產生那一些具體貢獻或影響？「搖筆爽」(更正確的講是「敲鍵爽」)是不

夠的，「立論」更為重要。 

鄭景澤的回應文，如同往例，關心點在社會環境與政策面，這個面向的探討是重要的，嘗試由不同

的故事、情緒、經驗中，找出一根針，串起滿地珠。雖然窄了些，但是更為立體。記得一位在花蓮

服務的教師回憶師資培育變革快速年代，他和他學妹不同的遭遇，他畢業時，工作到處都是，特別

是在偏鄉，但沒兩年，他的學妹到花蓮考教職，他到火車站接她，轉戰全省的學妹，一下火車就哭

出來了，漫漫的考試路，是始料未及的。誰在玩弄師資培育工作？新的師資培育制度，為老師們串

起了那些「自我經驗」，這些「自我經驗」造就出怎樣的教師？造就出怎樣的教育？師資培育工作

者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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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 

王 麗 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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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而個體協

告開始。是故

以及可能如何

資培育自我研

體的三面。

作的環境脈絡

與「從事」師

，澳洲 Mo

了一套共 12

nce Teacher

ching Math

tudies Educ

f Self-Study

ce as a Genr

for the Self-

Teacher Ed

elf 

: Self-Study

g about Teac

ation in a Te

nd Developm

e in Teacher

in Teacher E

興趣小組所

習教師教學

的反思轉化

徑（如部落

                
P.4

協商或掙扎

故，外在環

何互動，在

研究者所關

在自我研究

絡、成為師

師資培育工作

onash 大學的

2 冊的叢書

r Education

hematics: Ad

cation throu

y in Social S

nre of Qualit

Study of Pr

ducation: Tr

y of a Teach

ching: Unde

Teacher Educ

ment 

r Education

Education D

所接受的研究

學視導的省

化成改變的

落格做為自我

          師

扎這三個要求

環境的改變和

在互動的過程

關心的議題

究的過程中

師資培育工作

作的行動（

的 John Lou

書，可以看到

n Practices

dding Value

ugh Self-Stu

Studies Edu

tative Resea

ractice 

ransforming

her Educator

erstanding P

cation Com

n Through S

Design 

究主題為例

省思 

的實踐行動

我研究的場

師資培育討

求的行動，

和我們自身

程中我們如

。易言之，

，研究者理

作者的歷程

Erickson, Y

ughran 教授

到領域的研

e to Self and

udy Methodo

cation 

arch: Theory

g Student Te

r’s Practice 

Practice as a

mmunity 

elf-Study 

例，該社群近

場域、對話的

討論室  

，從決定自己

身的改變，兩

如何找到意義

自我研究/師

理解師資培育

程、以及反省

Young, & Pi

授，已經為師

研究進展。各

d Content 

ology: The 

y, Methodo

eachers, 

a Teacher Ed

近年所關注的

的參與式研究

 

  

己走入

兩者之

義或創

師資培

育工作

省「身

nnegar, 

師資培

各冊書

Power, 

logy, 

ducator 

的課題

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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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三、 

 

我

的

概

過

所

力

回

 

        郡

在碩博

變遷，

也逐漸

聽著來

邊從這

不禁開

晚。另

作的博

的進田

更顯孤

起，朋

育自我

苦水、

 

20

場次，

導教授

期 2012 年 12

. 對教育學

. 師資培育

自我研究

我們幾個，正

的經驗，卻也

概算是我們這

過這麼真實的

所以我會想提

力的經過。透

回饋的交叉歷

郡雯、明娟、

博士班的前幾

在研究、教

漸不同。200

來自澳洲、英

這些教學活動

開始回想那段

另一方面，與

博士班學生相

田野、單獨的

孤寂的。因此

朋友們也因為

我研究的資料

、彼此找幫忙

010 年，我

也巧遇已由

授 Dr. Renee

2 月 

學院博士班階

育的知識轉化

究團體的組

正徘徊在這

卻也同時是高

們這一代的時

實的感觸，在

想提議，大家

透過五個人

叉歷程中，或

、欣宜、亮雯

幾年，我們

教學、美國

8年到紐約

英國、紐西

動的點點滴

段在師院兼

與自然和工

相比，社會

的分析次級

此，回到香

為這個構想

料蒐集還不

忙、一同漏

我到 Denver

由伊利諾香

e T. Clift。在

階段培育未

化歷程 

組成 

這個青澀又尷

高等教育充員

時代精神吧

在一旦脫離了

家一起來寫故

人分別就--我

或許可以讓我

雯、和我，我

們共享了類似

國經驗、國外

約參加 AERA

西蘭的師培教

滴滴重新反

兼課時，忙碌

工程科學總是

會科學的博士

級資料、單獨

香檳沈澱了一

想逐漸的轉化

不甚豐，也還

漏氣求進步的

的 AERA

香檳到 Ariz

在獲知 Clif

P.5

未來師資培

又尷尬的博班

充員撐場的勞

？（至少就

離了學生身份

寫故事。 在同

我寫我、我

讓我們多一些

我們原先都

似的研究所

外工作等等

A年會的鏗

教授，說著

反省自我身為

碌、自我懷

是必須常跑

士班學生在

獨的進圖書

一段時間，

化成共同的

還沒有具體

的港灣，卻

年會發表。

zona State U

ft 即將擔任

培育工作者的

班學生身份之

勞動角色。漂

就走上學術這

份之後，恐

同一個世界

我看我、我讀

些繼續走下

（2008/08/0

都是師大教育

所經驗。不過

等選擇中，每

鏗任，因緣際

著他們一邊帶

為師資培育

懷疑、卻也充

跑實驗室與教

在修課結束之

書館、單獨的

我就把構想

的成長小團體

體的計畫，因

卻在兩年中

。這次我花

University 轉

任 2011 年度

的省思 

份之間，雖然

漂泊、不確

這條不歸路

恐怕就會轉眼

界裡面，五個

我讀你想我自

下去的力量。

01，鏗任給

育系博士班

過由於高等

每個人掙扎

際會的踏進

帶領學生走

育工作者的專

充實感謝的

教授、前後

之後，生活

的寫作，研

想對同在博

體。不過，

因此我們雖

沒有具體的

花了更多的時

轉任教育學

度 S-STEP 興

然有了在大學

確定感跟掙扎

路的我們來說

眼間就被忘

個夢想、困境

自己，妳讀我

。 

給大家的群組

班前後屆的同

等教育環境的

扎調適之後的

S-STEP的場

走向教師志業

專業使命與

的每一個早晨

後屆研究生見

活中卻可能是

研究的身影其

博班們的好姊

，當時對於師

雖然搭建了相

的進展。 

時間在 S-ST

學院副院長的

興趣組的組長

 

大學教課

掙扎，大

說）。 不

忘記了。

困境跟努

我給我

組信） 

同學。

的迅速

的道路

場次，

業，一

與挑戰，

晨與夜

見面合

是單獨

其實是

姊妹提

師資培

相互吐

TEP 的

的前指

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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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便把

的建議

焦出第

Pinneg

深入理

自我研

 

四、 

除

教進行

灣的博

學生尚

邇進由

學經驗

班學生

也就再

後，研

經驗在

 

有

專任師

師資，

汲取了

至 200

另一方

因此，

培育工

人深省

 

20

因

為

            

期 2012 年 12

把這個合作自

議之後，我

第一個我們很

gar 與 Hami

理解在複雜情

研究成為驅動

從我們五

除了研究能力

行教學專業知

博士班教育對

尚有機會留系

由於畢業博士

驗。以師大為

生協助校內大

再沒有博士班

研究生教學助

在程度上畢竟

有趣的是，在

師資員額，使

以取得人事

了寶貴的教學

07年間擔任

方面也感受到

我們的兼任

工作者的定位

省，不過讀者

004 年的我

因為我還沒想

為縈繞在心頭

                

2 月 

自我敘說的

我們便再度

很有感覺，

ilton （2009

情境中，我

動我們教學

五人獨特的

力之外，博

知能的培養

對教學知能

系逐級深造

士飽和，社

為例，自從

大學部教育

班學生能在

助理（teac

竟與獨當一

在 2003 至

使得部分系

事上的彈性

學經驗，對於

任師大與鄰近

到師培生、

任經驗所面

位與價值。

者可能要等

我是迷惘與嘔

沒想面對當兵

心頭的憂愁。

                

的構想向她提

「回首來時

想要訴說與

9）的概念

我們在身為新

學轉化的動力

的「臨時工

博士班學生做

養，是美國博

能則較無系統

造之時，開始

社科全職博士

從舊制助教制

育學分班的課

在校內當獨立

hing assista

一面的講師有

2007 年之間

系所開始進用

性。因此，能

於臺灣師資

近師院兼任

、在職生、

面臨的重要課

。先用我的故

等等了： 

嘔吐感兼具

兵而繼續逃避

。我的第一個

                
P.6

提起並尋求

時路」，希望

與省思的故

，相信組員

新手師資培

力（Schult

工」故事開始

做為未來大

博士班教育

統性的規劃

始擔負大學

士班學生已

制度結束之

課程，而爾

立講師的例

ant）的制度

有所差距。

間，由於師

用校內外博

能夠在博士

資培育而言

任講師的過程

以及學士後

課題，其實

故事來回憶

具的。念博士

逃避。但是去

一個憂愁是：

          師

求指點。在獲

望能從彼此多

故事。在團體

員之間的互動

培育工作者的

te, 2009）。

始…… 

大學中的年輕

育中不可或缺

劃。過去在舊

學教學工作而

已難有機會於

之後至 200

爾後師培處

例子。教育部

度雖然算是稍

。 

師範院校在轉

博士班學生作

士班階段獨立

，也是一個

程中，我們一

後學生在師

實是如何從自

憶當時的感覺

士班似乎是

去兼課讓我想

：突然變成一

師資培育討

獲得她對研

多年的漫漫

體的動腦歷

動與合作，

的過程中所

。 

輕學者與教

缺的制度性

舊制助教講

而培養教學

於在學期間

5 年間，未

於 2007 年

部教學卓越

稍有補充，

轉型的預期

作為執教大

立執教，對

短暫卻難得

一邊學習大

師資培育變革

自身經驗中

覺吧，其他

是個半推半就

我想了很多，

成一個師資培

討論室  

研究方法跟文

漫長路當中

歷程中，我們

能讓彼此更

所做出的行

教員，透過實

性一環。然而

講師年代，博

學專業知能

間實際執教取

未曾考慮過由

年轉型成立之

越計畫正式上

，但能提供的

期心理下內部

大學部課程的

對於我們來說

得的縮影。在

大學教學的知

革中的不確

中，摸索成為

他同伴的故事

就的決定，多

，而不確定感

培育者，我能

 

  

文獻上

，先聚

們參考

更能夠

動，使

實際任

而，臺

博士班

；然而

取得教

由博士

之後，

上路之

的教學

部控管

的兼任

說不但

在 2003

知能，

確定感。

為師資

事更發

多少是

定感則成

我能夠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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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

銳

工

神

考

一

室

只

我

們

 

明

在那個

並且我

畢業就

我認為

的回應

豐富資

的身份

「希望

社會環

時工的

 

五、 

 

過

階

當

反思對

期 2012 年 12

領學生成為未

銳大雜工的經

工作者的能力

神告訴我：

考或公職；沒

一點；來上課

室裡的。坑坑

只是我還得扮

我在幫助他們

們並無二致啊

明娟也憶起身

個時間點，師

我也懷疑，會

就失業的學生

為，即使這一

應（也許是

資源。亮雯

份界定，就是

望故事之後

環境可以形成

的經驗，就成

需要彼此

過了這幾年

階段（不包括

當每個人都俗

對話則需要小

2 月 

為未來的好老

的經驗。但是

能力嗎？第二

「填到師院

沒來上課的

上課的我，天

坑坑老師，你

得扮演起給予

他們，抑或是

致啊！ 哈哈～

身為學生與

師院畢業生

會不會畢業

生，會不會

一段生命經

是反抗、也許

雯也在和我的

是一個認同

，能夠進行

成某種─由

成為了我們

此的支持，

，我想，大

包括我），或許

俗務纏身的

小團體成員

老師嗎？碩博

是，在這個歷

二個憂愁是

院沒救了，我

的，至少睡飽

天啊！我是跟

你要告訴我

予她們希望的

是欺騙他們

～   

與教師雙重

生很難找工

業就失業呢

會知道老師也

經驗可能有晦

許是調適、

的討論中提

同建構的過程

行後設分析

由小見大、由

們第一個共同

，也需要彼此

大家或許蓄積

或許今年，我

的時候，彼此

員彼此之間的

P.7

碩博士班給了

個歷程中我學

，進了教室

我的同學，

睡飽一點對健

是跟本不知道

我當老師是一

望的老師角色

們？事實上，

重身份的掙扎

工作了，我懷

（問題可能

也有可能面

晦暗跟不愉

也許是超越

提到：「尤其

程」（2012/0

，連結結構

由大見小的

同敘說的主

彼此的紀律

蓄積了更多能

我們可以試

此互相的情

的研究紀律

了我很多研

學到當一個老

室，我的學生

知道要救自

健康有幫助

道自己應該幹

是一個很偉大

色。 我對自己

，作為一個小

扎：「啊你有

懷疑自己教

能出在結構

面臨畢業就失

愉快，但是經

越），這些都

其事後的重述

06/24）。郡

構與行動，讓

的扣連。」（

主題。 

能量，職場上

試著有紀律地

情感支持較為

律。事實上

研究工作的訓

個老師、或者

學生眼神是絕

救自己的現在

，晚上去天

該幹嘛所以我

大的志業嗎

自己問著：我

個小小博士生

（201

有的那種感

教的東西到底

，也出現在

失業的問題

經過反省結

都是我們未

述，以及連

郡雯也有類似

讓非常私人

（2012/07/02

場上也邁入另

地來完成這件

（201

為容易，但

，家庭、研

訓練，當然還

者當一個師資

絕望的。他們

在在南陽街補

天堂打怪分數

我才來上課坐

？不要騙我

我行嗎？ 我該

生，我的處境

12/07/02，鏗

感覺我也有

底實際上有

在我個人）

題？」（2012/

結構的影響和

未來帶領師資

連結到目前對

似的看法，她

人的經驗與巨

2）於是，這

另一個比較穩

這件事，sha

12/06/23，亮

但是要定期的

研究、教學

 

然還有精

師資培育

他們的眼

街補轉學

分數也高

課坐在教

我了。」

我該嗎？ 

處境跟他

鏗任） 

，尤其

有何用，

？害怕

/07/03）

和自己

資生的

對自己

她說：

巨觀的

這個臨

較穩定的

ll we？ 

亮雯） 

 

的進行

、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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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挑

的部分

新著手

以及在

Gaalen

雯指出

為梳理

資培育

會。 

 

六、 

拖

女

想

我

（Cha

Collab

所主辦

Inquiry

 

鏗任

郡雯

明娟

亮雯

欣宜

            

期 2012 年 12

挑戰，依然把

分只有慢慢的

手嘗試。所幸

在線上圖書館

n, & Anthon

出個體、結構

理我們教學經

育者身份的理

未來的旅

拖下去也不是

女兒在花轎上

想嫁人了！讓

我們身為初任

allenges an

borative Sel

辦 2013 年 5

y, ICQI）的

任 
掙扎、

Strugg
Educat

雯 
（並不

It’s all/

娟 
黑暗中

Light 
Experi

雯 
看見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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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討論室  
從「換跑道」到「等頭路」—由師培工作者的自我敘事看我國師培環境的轉變 

鄭景澤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談及我國師培工作者的自我敘事，劉美慧（2005）可以說是首開先河。與陳鏗任

（2012）相較，前者接受師培的時空脈絡，是師資一元化的公費時期，而後者就讀教

育科系，則是在師資多元化政策實施之後。兩者有著不同的師培背景。從他們的自我

敘事當中，可以看見彼此投身教職的背後「推力」與踏入師培機構後的教學「施力」，

從而一探我國師培環境的轉變與問題。透過師培工作者的故事敘說，我們可以回觀其

過去的生命經驗，瞭解其對教師角色的知覺，如何進一步形成教師角色的認同，以及

該認同與選擇教職的關係。 

 

一、換跑道—師範公費時期教師的自我敘事 

 

劉美慧（2005）提及，當初會選擇當老師，完全不是因為對教師這個行業的了解

或嚮往，而是受到重要他人的影響（母親的期望），因為女生當老師最好，可以兼顧

工作與家庭，而且還有寒暑假。之所以選擇師大就學，是因為要彌補母親對她當初放

棄女師專而就讀北一女的遺憾。矛盾的是，師大畢業後，卻只在公立高職教了兩年書，

就負笈美國求學。原因有二，其一，她想逃離「公立高職」這個養老的環境，當她報

到的第一天，同事劈頭就問：「妳來這裡養老嗎？」；其二，高職學生求知慾望薄弱，

不知道自己的明天在哪裡，以致教起書來沒有成就感，只有無力感。也就是說，學校

的文化和學生的問題，讓頗有教育理念的她，選擇逃離理論與實際的斷裂帶給她的衝

擊，決定放棄現成教職，出國尋找答案。 

 

當她於 1995 年返台，進入花師任教，時值師培政策開放之初，基層師資的來源，

主要仍來自師範院校，師資生大多有當老師的機會。看見自己未來可以當老師，師資

生求知的動機自然高昂，這也讓她在花師的任教過程，充滿樂趣與成就感，從而把美

國所學多元文化的教育理念，傳遞給即將踏入中小學校園的師資生們。經歷了幾年在

師培機構的教學，她對教育有了重新的理解，「當老師」這件事對她而言，已經脫離

當初命定的選擇，變成一種內心的認同，而在高職失去的成就感，則從師培機構裡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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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然而，此一時，彼一時，陳鏗任（2012）及其同儕在師資開放後的處境，則完全

是另外一回事。 

 

二、等頭路—師資開放時期教師的自我敘事 

 

身為陳鏗任（2012）敘事探究主角之一的劉欣宜，在她的博士論文（2008）中自

述，當初畢業於日文系的她，之所以修習國小學程，是因為想儘快取得教師證，及早

參加教師甄試。然而，在首次教甄失利後，她沒有繼續挑戰國小教職，反而把教育研

究所當成自己的庇護所，將其作為「逃離教甄壓力」的手段，藉由學生身分獲得暫時

的安全感，與現實的謀職環境相隔絕。但是拿到博士學位的她，卻發現旁人的期待，

不斷動搖她再次報考國小教甄的決心，因為高學歷者應該以愈高層次的教職發展才是

合理。最後，陷在這種對「學歷」和「職業地位」的刻板印象之中，難以自拔，縱使

她不排斥當一個小學老師，但在眾人的建議下，讓她在沒有當上老師之前，就已直接

成為「老師的老師」。 

 

基層學校的職缺閉鎖，讓有意從事教職的知識份子，往上向師培機構尋找就業的

出口，所產生的問題至少有二。首先，是「師培者何以服人」的問題。陳鏗任在文中

引用 Murray、 Swennen 和 Shagrir 等人所提出之師培工作者的八個專業規準，其中之

一便是「在師資培育課程的進行當中，實際演示出有效教學的模範」。試問，沒有機

會累積基層學校教學經驗的師培工作者，如何能做到這一點？因此，陳鏗任的自省，

頗有幾分道理：「突然變成一個師資培育者，我能夠帶領師資生成為未來的好老師嗎？」

其次，是「師資生動機喪失」的問題。教師人力市場供給過剩，師資生知道自己沒有

機會當老師，如何保有修習師培課程的慾望？如同陳鏗任自身的角色矛盾：「進了教

室，我的學生眼神是絕望的。他們的眼神告訴我：『填到師院沒救了，我的同學，知

道要救自己的，現在在南陽街補轉學考或公職；沒來上課的，至少睡飽一點對健康有

幫助；來上課的我，天啊！我是根本不知道自己應該幹嘛，所以我才來坐在教室裡的。

坑坑老師，你要告訴我當老師是一個很偉大的志業嗎？不要騙我了！』只是我還得扮

演起給予他們希望的老師角色。」當師培工作者的素養難以讓師資生心服，師資生求

學動機也薄弱，我們如何還能高喊「教育興國」的口號？ 

從不同師培背景的師培工作者自我敘事，我們不難看見我國師資培育由過去到現

在面臨的兩大問題。第一，如何留住好老師？如果有教育理念的基層教師，教書教不

到幾年，就選擇出國深造，轉投大專院校的懷抱，我們如何有機會落實基層學校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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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營造一個好老師願意長期留任的教學環境，且落實初任教師的導入制度，是非常

重要的。第二，如何讓想當老師的人進得來？師資多元化，伴隨而來的師資生失落感，

種種的生涯不確定性，讓他們尚未實習，就已打退堂鼓，我們如何維持師資培育的水

準？最後只能招收到三心二意的師資生？為了避免這種現象，一個可行的做法是，在

師培課程的初期，即進行教育實習，讓師資生衡量自己是不是教書的一塊料，從而決

定要不要繼續讀完師培課程。總的來說，欲重振教職的整體品質，師資培育機構與研

究人員的反省，國家師資培育政策的定調、方向與決心，是師資培育與教育發展的重

要生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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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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學年度應屆畢業師資生之放棄率評估 

【委託單位】 

教育部 

【調查名稱】 

「98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問卷調查」 

【調查時間】 

自民國 99 年 1 月至 99 年 10 月止 

【樣本人數】 

  本期指標針對大學應屆畢業生且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不含教育實習）之各類科師

資生行進行分析，經加權後，各師資培育類科人數：幼稚園類科1,458人、國民小學類科2,620

人、中等教育類科3,119人及特殊教育類科996人。 

  調查對象為全國大學校院98學年度畢業之大學生（包括一般大學、四技、二技、五專、

二專），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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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並不包

含專科學校、碩士生與博士生畢業生，本調查採普查方式進行，該年度大專校院畢業生共

264,371人，共回收235,144份，整體平均回收率為回收率8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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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指標摘要】 

一、師資生之學程放棄率評估情形 

二、不同師資培育類科的師資生放棄學程原因 

2-1、「幼稚園類科」師資生之放棄學程原因 

2-2、「國民小學類科」師資生之放棄學程原因 

2-3、「中等教育類科」師資生之放棄學程原因 

2-4、「特殊教育類科」師資生之放棄學程原因 

三、師資生之實習放棄率評估情形 

四、不同師資培育類科的師資生放棄實習原因 

4-1、「幼稚園類科」師資生之放棄實習原因 

4-2、「國民小學類科」師資生之放棄實習原因 

4-3、「中等教育類科」師資生之放棄實習原因 

4-4、「特殊教育類科」師資生之放棄實習原因 

 

不同師資培育類科師資生「學程放棄率」，以國民小學的學程放棄率佔最高，其比率

為 16.49%，國民小學類科放棄學程原因，以「畢業後教職難求」之原因所佔比率最高，其

比率為 25.54%，其次為「對課程不感興趣」佔 19.03%；中等教育的學程放棄率佔第二高，

其比率為 14.20%，中等教育類科放棄學程原因，以「想從事或已經從事該教程老師以外的

工作」之原因所佔比率最高，其比率為 24.67%，其次為「不想再多花時間實習或為修教育

學分而延畢」佔 18.10%；學程放棄率佔第三高為幼稚園，其比率為 11.78%，幼稚園類科

放棄學程原因，以「對課程不感興趣」之原因所佔比率最高，其比率為 20.74%，其次為「想

從事或已經從事該教程老師以外的工作」佔 15.78%，學程放棄率最低為特殊教育，其比率

為 11.15%，特殊教育類科放棄學程原因，以「想從事或已經從事該教程老師以外的工作」

之原因所佔比率最高，其比率為 24.29 %，其次為「對課程不感興趣」佔 19.73%。 

  師資生已經修畢教育專業課程(不含半年或一年的教育實習)，想放棄幼稚園、中小學

或高中職教職，投入其他行業，稱為師資生「實習放棄率」，以幼稚園的實習放棄率」佔

最高，其比率為 23.33%，幼稚園類科放棄實習原因，以「個性不適合從事教職」之原因所

佔比率最高，其比率為 32%；特殊教育的實習放棄率佔第二高，其比率為 11.49%，特殊教

育類科放棄實習原因，以「個性不適合從事教職」之原因所佔比率最高，其比率為 58%；

第三高為國民小學，其比率為 8.18%，國民小學類科放棄實習原因，以「教職難求」之原

因所佔比率最高，其比率為 46%；實習放棄率最低為中等教育，其比率為 3.91%，中等教

育類科放棄實習原因，以「教職難求」之原因所佔比率最高，其比率為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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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師資生之學程放棄率評估情形 

   

依據師資生回答師資培育課程修習情況，比較不同師資培育類科師資生選擇曾經修過

教育專業課程，但決定放棄之比率，稱為師資生「學程放棄率」。各師資培育類科其學程

放棄率約一至二成左右，其中以國民小學的學程放棄率佔最高，其比率為 16.49%，而特殊

教育的學程放棄率佔最低，其比率為 11.15%，其餘師資培育類科之學程放棄率分別為幼稚

園佔 11.78%及中等教育佔 14.20%。 

 

 

圖 1、各師資培育類科的師資生學程放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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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師資培育類科的師資生放棄學程原因 

2-1、「幼稚園類科」師資生之放棄學程原因 

幼稚園類科放棄學程原因，以「對課程不感興趣」之原因所佔比率最高，其比率為

20.74%，而以「無力或不想繳交額外學分費」之原因所佔比率最低，其比率為3.27%。其

他各放棄學程原因所佔之比率依序為「不想再多花時間實習或為修教育學分而延畢」佔

12.76%、「課業或論文負擔重，無法兼顧」佔14.87%、「課程內容並不能讓我學到東西」

佔3.72%、「很難修到任教領域所規定的專門科目」佔6.10%、「畢業後教職難求」佔15.18%、

「想從事或已經從事該教程老師以外的工作」佔15.78%及「其他」佔7.49%。 

 

 

圖 2-1、幼稚園類科師資生之放棄學程原因 

 

  



 
 
 

  

 
 

P.5 

第 35期 2012年 12月 

2-2、「國民小學類科」師資生之放棄學程原因 

國民小學類科放棄學程原因，以「畢業後教職難求」之原因所佔比率最高，其比率

為 25.54%，而以「無力或不想繳交額外學分費」之原因所佔比率最低，其比率為 2.11%。

其他各放棄學程原因所佔之比率依序為「對課程不感興趣」佔 19.03%、「不想再多花

時間實習或為修教育學分而延畢」佔 14.19 %、「課業或論文負擔重，無法兼顧」佔 7.72%、

「課程內容並不能讓我學到東西」佔 2.78、「很難修到任教領域所規定的專門科目」佔

2.82%、「想從事或已經從事該教程老師以外的工作」佔 18.79%及「其他」佔 6.91%。 

 

 

 

 

圖 2-2、國民小學類科師資生之放棄學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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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中等教育類科」師資生之放棄學程原因 

 

中等教育類科放棄學程原因，以「想從事或已經從事該教程老師以外的工作」之原

因所佔比率最高，其比率為 24.67%，而以「很難修到任教領域所規定的專門科目」之

原因所佔比率最低，其比率為 3.18%。其他各放棄學程原因所佔之比率依序為「對課程

不感興趣」佔 15.46%、「不想再多花時間實習或為修教育學分而延畢」佔 18.10%、「課

業或論文負擔重，無法兼顧」佔 8.63%、「課程內容並不能讓我學到東西」佔 4.01%、

「無力或不想繳交額外學分費」佔 3.44%、「畢業後教職難求」佔 15.97%及「其他」佔

6.44 %。 

 

 

 

圖 2-3、中等教育類科師資生之放棄學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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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特殊教育類科」師資生之放棄學程原因 

   

特殊教育類科放棄學程原因，以「想從事或已經從事該教程老師以外的工作」之原

因所佔比率最高，其比率為 24.29 %，而以「課程內容並不能讓我學到東西」之原因所

佔比率最低，其比率為 2.21%。其他各放棄學程原因所佔之比率依序為「對課程不感興

趣」佔 19.73%、「不想再多花時間實習或為修教育學分而延畢」佔 13.78%、「課業或

論文負擔重，無法兼顧」佔 12.19%、「很難修到任教領域所規定的專門科目」佔 5.54%、

「無力或不想繳交額外學分費」佔 4.41%、「畢業後教職難求」佔 10.21%及「其他」佔

7.44%。 

 

 

圖 2-4、特殊教育類科師資生之放棄學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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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資生之實習放棄率評估情形 

 

   依據師資生回答大專畢業後不打算先參加實習最主要的原因，選擇想放棄幼稚園、

中小學或高中職教職，投入其他行業，稱為師資生「實習放棄率」。各師資培育類科實習

放棄率以幼稚園佔最高，其比率為 23.33%，而中等教育的實習放棄率佔最低，其比率為

3.91%，其餘師資培育類科之實習放棄率分別為國民小學佔 8.18%及特殊教育佔 11.49%。 

 

圖 3、各師資培育類科的師資生實習放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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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師資培育類科的師資生放棄實習原因 

4-1、「幼稚園類科」師資生之放棄實習原因 

 

幼稚園類科放棄實習原因，以「個性不適合從事教職」之原因所佔比率最高，其比

率為 32%，而以「不想當老師」之原因所佔比率最低，其比率為 8%。其他各放棄實習

原因所佔之比率依序為「教職難求」與「從事其他工作的條件(如薪資、升遷等)較佳」

均佔 30%。 

 

 

圖 4-1、幼稚園類科師資生之放棄實習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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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國民小學類科」師資生之放棄實習原因 

   

國民小學類科放棄實習原因，以「教職難求」之原因所佔比率最高，其比率為 46%，

而以「從事其他工作的條件(如薪資、升遷等)較佳」之原因所佔比率最低，其比率為 4%。

其他各放棄實習原因所佔之比率依序為「個性不適合從事教職」佔 18%與「不想當老師」

均佔 32%。 

 

 

 

圖 4-2、國民小學類科師資生師資生之放棄實習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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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中等教育類科」師資生之放棄實習原因 

   

中等教育類科放棄實習原因，以「教職難求」之原因所佔比率最高，其比率為 38%，

而以「從事其他工作的條件(如薪資、升遷等)較佳」之原因所佔比率最低，其比率為 11%。

其他各放棄實習原因所佔之比率依序為「個性不適合從事教職」佔 33%與「不想當老師」

均佔 18%。 

 

 

圖 4-3、中等教育類科師資生之放棄實習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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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特殊教育類科」師資生之放棄實習原因 

  

特殊教育類科放棄實習原因，以「個性不適合從事教職」之原因所佔比率最高，其

比率為 58%，而以「教職難求」之原因所佔比率最低，其比率為 0%。其他各放棄實習原

因所佔之比率依序為「從事其他工作的條件(如薪資、升遷等)較佳」佔 14%與「不想當老

師」均佔 28%。 

 

 

圖 4-4、特殊教育類科師資生之放棄實習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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