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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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學年度大學及研究所新進師資生之修習動機 

【委託單位】 

教育部 

【調查名稱】 

「99 學年度新進師資生問卷調查」 

【調查時間】 

自民國 100 年 11 月至 101 年 2 月止 

【樣本人數】 

  本調查對象為99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具修習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資格之師資生（簡稱「新進師資生」），本調查採普查方式進行，母群體共計7,600人，完

整填答之有效問卷共回收6,217份，回收率為81.8%。 

  本期指標針對99學年度大學及研究所新進師資生進行分析，經加權後，大學新進師資

生共6,401人、研究所新進師資生共1,197人；各師資培育類科統計：幼稚園類科793人、國

民小學類科2,154人、中等學校類科4,079人及特殊教育類科73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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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包含專科學校

畢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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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指標摘要】 

一、對目前教師就業市場之瞭解情況 

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原因 

三、對於未來考取教職的意願與評估 

 

本文依據 99 學年度新進師資生問卷「修課動機」之相關題項進行分析，比較大學及

研究所師資生之起點狀態，包括「對目前教師就業市場之瞭解情況」、「修習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的原因」、及「對於未來考取教職的意願與評估」。 

 

在「對目前教師就業市場之瞭解情況」方面，新進師資生的瞭解程度落於中等以上，

但研究所師資生較大學師資生清楚教師就業市場情況。 

 

在「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原因」方面，大學新進師資生修習原因的前三項分別為

「當老師有不錯的薪水、福利和保障」、「喜歡跟兒童或青少年想處在一起」、「可透過教育

改善社會」，而研究所師資生修習原因之前三項為「喜歡從事教學工作」、「喜歡跟兒童或

青少年相處在一起」、「可透過教育改善社會」。 

 

然而，成為師資生是否受到其他重要他人的影響，有 68.4%的大學師資生修習師培是

「自己」的決定，但也有 25.3%是受到「父或母」的影響；另一方面，研究所師資生則高

達 80.1%表示修師培是「自己」的想法，受到「父或母」影響的研究所師資生僅占 15.4%，

不如大學師資生來的多。大體而言，師資生選擇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主要是「自己」的

意思。 

 

最後，「對於未來考取教職的意願與評估」方面，整體上新進師資生想當老師的意願

及自評未來考取教師的可能性皆高，不過研究所師資生「想當學校老師的意願」及「評估

自己未來考上正式教師的可能性」，均高於大學師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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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目前教師就業市場之瞭解情況 

 

圖 1 為 99 學年新進師資生對於目前教師的就業市場之瞭解情況。由平均數可發現，

研究所師資生（2.96）對於市場的瞭解高於大學師資生（2.68）。但整體而言，平均數高於

2.5 分，顯示師資生瞭解目前就業市場的程度算是中等以上。 

 

 

註：本題選項 1 分代表完全不瞭解，4 分代表非常瞭解， 

       分數介於 1-4 分，平均數越高代表越瞭解就業市場。 

 

  

您是否瞭解目前教師就業市場的狀況？ 

大學 2.68 

研究所 2.96 

2.68 

2.96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圖1.  新進師資生對教師就業市場之瞭解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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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原因 

 

 

註：本題選項 1 分代表非常不符合，4 分代表非常符合， 

          分數介於 1-4 分，平均數越高代表越符合其修習動機。 

 

圖 2 為「您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原因，下列敘述符合的程度如何」之題組。如圖

2 所示，大學師資生（2.65）因「大學入學考試成績落在師資培育相關學系」而修習，符

合程度高於研究所師資生（2.16）；研究所師資生（3.24）因「增加未來就業機會」而修習，

符合程度高於大學師資生（3.11）；因「就讀科系的專長較適合從事教職」而修習，研究所

師資生（3.27）符合程度高於大學師資生（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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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新進師資生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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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研究所師資生（2.95）由於「當老師可以有比較多自己之配的時間」而修習師

培，符合程度高於大學師資生（2.84）；研究所師資生（2.91）因「當老師可以兼顧家庭」

而修師培，符合程度高於大學師資生（2.84）；因「當老師有不錯的薪水、福利和保障」而

修習師培課程，研究所師資生（3.25）符合情況高於大學師資生（3.15）。 

 

而本題組的最後三題，由平均數可知，研究所師資生（3.35）因為「喜歡跟兒童或青

少年相處在一起」而修習師培，符合程度高於大學師資生（3.13）研究所師資生（3.44）

由於「喜歡從事教學工作」而選擇修師培，符合情形高於大學師資生（3.10）；最後，因為

「可透過教育改善社會」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研究所師資生（3.33）的符合程度高

於大學師資生（3.12）。 

 

整體而言，大學新進師資生修習原因的前三項分別為「當老師有不錯的薪水、福利和

保障」（3.15）、「喜歡跟兒童或青少年想處在一起」（3.13）、「可透過教育改善社會」（3.12），

而研究所師資生修習原因之前三項為「喜歡從事教學工作」（3.44）、「喜歡跟兒童或青少年

相處在一起」（3.35）、「可透過教育改善社會」（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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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則揭露師資生選擇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最主要受到誰的影響或是自己的意思，

結果顯示有 68.4%的大學師資生修習師培是「自己」的決定，但也有 25.3%是受到「父或

母」的影響；另一方面，研究所師資生則高達 80.1%表示修師培是「自己」的想法，受到

「父或母」影響的研究所師資生僅占 15.4%，不如大學師資生來的多。大體而言，師資生

選擇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主要是「自己」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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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新進師資生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主要是誰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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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未來考取教職的意願與評估 

 

如圖 4，「想當學校老師的意願」方面，研究所師資生（3.59）高於大學師資生（3.16）；

而「評估自己未來考上正式教師的可能性」方面，研究所師資生（3.22）高於大學師資生

（2.99）。但整體上，師資生想當老師的意願及自評未來考取教師的可能性皆高。 

 

 

註：此題 1 分各代表完全沒意願/非常不可能，4 分代表非常有意願/非常可能， 

分數介於 1-4 分，平均數越高代表意願越強/可能性越高。 

 

 

就您所修習的類科，您想當該

類科學校老師的意願有多強？ 

您認為你未來順利考上該類科

正式教師的可能性如何？ 

大學 3.16 2.99 

研究所 3.59 3.22 

3.16 
2.99 

3.59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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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新進師資生對於未來考取教職的意願與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