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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或回饋  

提升教育實習效益的幾個關鍵點 

 

邱世明 

(臺北市立大學師資培育及職涯發展中心主任) 

大學畢業典禮上，學士帽底下的臉孔多是一副學有所成的樣貌，對照起他們入學

時生澀的樣子，身為老師的我們或許不免暗自欣喜：看啊，這就是大學教育的功效與

價值。可是在課堂上，我也常常問學生：萬一一個人在大學受教四年的成長幅度，竟

然比不上沒有讀大學的高中同學，那麼大學高牆內的師生有什麼可以沾沾自喜的？ 

若把類似的邏輯套用在修畢教育學程的實習學生身上，當我們在慶賀教師甄試榜

單的同時，可能也需要思考一下：這半年的實習，對於實習學生成為一個合格老師的

發展歷程，我們所提供的協助是否大過於自然成長的幅度？ 

根據師資培育資料庫的分析，某些因素會讓實習學生對於這半年的實習感到收穫

不如預期。例如：時間不夠、教學機會與時數不足、教學輔導回饋不足或過多、行政

實習收穫極少。其中教學實習收穫不大的原因有：上場機會不夠、欠缺適當指導回饋、

理論與實務難以結合；導師（級務）實習收穫不大的原因有：機會不足、授權不足、

角色地位模糊；行政實習收穫不大的原因有：只是處理雜務、欠缺系統規劃、行政知

能不足。 

雖然看起來因素很多，但這些因素其實有著更為根源性的共同因素，最主要的兩

個因素是：實習學校負責教育實習的行政主管與輔導教師較欠缺指導實習學生的知能，

以及實習學生在學期間所修習的教育學程較偏學科理論導向。以下就實習學校、師資

培育單位面向分述之，並提出初步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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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習學校方面 

學科知識方面的專家，未必擅長於學科教學；擅長於學科教學者，也未必擅長於

指導生手成為適任的教師。從實習學校的角度來看，指導實習學生本來就是額外的負

擔，至於該如何指導、有哪些關鍵技巧，近二十年來大多是八仙過海各憑本事了。至

於收實習學生的原因，可能是基於師道傳承與提攜後進的責任感，也可能是人情請託，

抑或可能考量處理雜務的人力等。 

以行政實習為例，多數實習學校由教務處負責教育實習業務，教務主任在全校人

力安排上必須面對各處室的需求，在平衡妥協考量下，實習學生每個月到各處室輪流

行政實習就成為多數學校的最佳選擇。對於只來行政實習一個月的實習學生，行政主

管能交付他什麼事情呢？通常就是坐在辦公室，幫忙接電話、打字、畫海報、傳送文

件、場地布置等，碰到比較緊急的行政業務或是當學校舉辦大型活動時，實習學生就

成為彈性支援人力。 

實習學生當然可以從這些事情學到一些東西，我們常說「做別人的事情練自己的

功夫」就是這個道理，但畢竟這說詞還是難以說服學生。實習學生扮演小螺絲釘，無

法看到宏觀的行政視野，也不大可能了解行政決定的內在歷程，更會覺得自己只像是

臨時工讀生一樣。尤其正在教室觀摩教學，若突然被叫到辦公室打字或分送資料時，

更會有這種感覺。 

部分實習學校的作法不大一樣，有的是在開學前就安排實習學生固定協助某一位

老師行政業務（例如協助教學組、訓育組或合唱團的指導等），有的是將學校例行活

動（新生始業輔導、迎新活動、國語文比賽等等）交給實習學生負責，並由該項業務

負責老師來指導實習學生。在行政事務內容或從屬關係確立的情況下，實習生有更多

的思考判斷與揮灑空間，會受到更多的深入指導，顯然這樣的行政實習會讓實習學生

感受到獨力承擔與成長的機會。只不過受限於各校行政生態不同，更因為實習學生態

度與行政能力懸殊，所以未必都能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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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現象呈現出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如何讓學校裡優秀的行政人員，成為擅長

於指導實習學生行政實習的輔導教師？ 

教育實習部分其實也是類似的現象。如果只是應付完成半年的實習，最省事的方

法就是少上課，只把力氣放在教學觀摩那一節課，而把更多力氣放在教師資格檢定或

教師甄試的筆試上面。讓人覺得憂心忡忡的是，有不少實習學生在半年實習期間可能

上台教學不到十節課。一方面是班級老師覺得自己上課還比較省事一些，多一個實習

學生在教室裡未必幫得上忙，可能反過來還要幫他收拾善後，另方面就是實習學生的

教學能力真的讓人無法放手，而給予指導意見時可能還惹來不高興。 

二、師資培育單位方面 

實習學生教學與行政能力不足的現象，師資培育大學責無旁貸。以職前教育內容

來看，目前多是分科的學分課程，教育專業課程中只有兩學分的教學實習課程來統整，

難以跟教學現場實務作適切且緊密的連結。即便教材教法課程可能會有實地見習機會，

新的教育專業課程規定要有一定時數以上的實地見習，但仍然是不夠的。一般師資生

若只修習兩學分的教學實習，實際在中小學上台試教的機會可能不到三、五節課。 

或許有些人會認為反正畢業後有半年的教育實習，何必在校內就做那麼多的教學

實習？但這就是雙方期盼產生落差的地方：實習學校希望師培單位培養出夠成熟的實

習學生，師培單位認為實習學生可以到實習學校再慢慢成熟。 

影響實習學生成熟度的，除了正式教育專業課程以外，還有非正式課程部分，像

是學生社團領導經驗、教育營隊服務經驗、學生活動上台發表、主持討論、溝通互動

等，這許多正式課程以外的學習與成長經驗，都跟實習學生的教學與行政能力息息相

關。因此，師培單位不僅要強化正式課程與現場實務的連結，並應增進非正式課程的

陶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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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事項 

基於以上分析，以下粗略提出幾點建議： 

（一）師資培育單位與教育行政部門可為教育實習學校/機構建立經驗分享平臺

或管道，甚至辦理地區性且跨越師培單位的觀摩座談，讓行政生態相近的學校可以彼

此交流取法，從而不斷改進其輔導措施。 

（二）師資培育單位可會同辦學及實習輔導成效卓著的實習學校/機構，對於如

何有效輔導實習學生的議題進行行動研究，深入採掘其隱性知識。 

（三）增加教育專業課程中教學實習的學分數，將教學實習課程改為兩學期四學

分以上，並讓師資生了解自己若能從事教職，不僅為單純的學科教學者，還必須是更

有承擔的教育工作者。 

（四）除正式教育專業課程的規劃外，師資培育大學須安排相關活動（弱勢服務、

教育志工服務、學生社團等等），讓師資生於在校期間就可以獲得足夠的歷練，同時

陶冶其教育熱忱，避免成為只是會讀書考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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