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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是否為專業人員，教職是否為專業工作，經常受到外界的質疑與誤解。

一般民眾及教育管理者，往往抱持著「人皆可師」的想法，看輕教學工作的複雜

度，貶抑師資培育方案的有效性。傳統速成的師資培育方案，培養出大量不合格

的教師人力，更加強了上述的偏見。為了革除這種看法，鞏固教師工作的專業地

位，本文作者指出，一個有力的師資培育方案，必須包括三項重點，即加強不同

師培課程之間的聯繫，落實廣泛而密集、連結理論和實踐的教育實習，建立師培

機構和基層學校之間的教育夥伴關係。作者擬借用過去 Holmes Group 的教改理

念，在「專業發展學校」（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chools, PDSs）的基礎上，建構

二十一世紀的師資培育方案，促進師資培育機構與中小學的同步改革與發展。另

外，作者也指出，教師的留任及人力分佈的問題，實應與教師人力的培養，受到

同等重視，如此一來，方可培養好老師、留住好老師、善用好老師。 

 
當代對於教師工作的期望已與過去不同，傳統的教師僅教授少部份的知識與

技能，但現在則已被期望必須啟發學生更高層次的認知思考與成就表現。此外，

教師每日從事的工作，表面上看起來雖然容易，但事實上卻必須面對不同背景的

學生與複雜的教學情境，亦需針對學生相異的學習需求做出最恰當的決定，而這

些決定對學生來講，往往影響深遠。 

 
一、當代師資培育的兩難 

 
許多教育門外漢與政策制定者理想地認為，每位教師都能教得很好，然而在

美國的中小學，每個學生的受教機會卻落差很大，此乃當代教育所面臨的兩難。

事實上，成功的教學是個相當複雜、知識集中的工作，其需要高超的專業技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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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教學資源，但是在美國中小學的校園中，卻幾乎沒有提供此方面的資源，

因此，提升教師專業素質的任務，就落到了教育學院的手中。 

 
教育學院的師培課程設計，需從學習如何教，及之後該如何成為一位好老師

的方向著手，顯示出大學的課程內容，必須與「準教師」之後在中小學會遇到的

挑戰產生連結關係，並且師資培育者有必要告知政策制定者與社會大眾，在今日

的社會中，何謂有效率的教學。但近年來，在師資培育反對者的壓力下，及越來

越強調便宜、快速的師培方案下，導致了更多初任教師的折損，甚至師資培育者

也棄守，在公開場合放棄其發言權利，這使得美國的教育環境，面臨空前危機。 

 
二、建構一個堅強的師資培育模式 

 
作者指出，過去的教育研究文獻，對於師資培育過程中的「黑箱」—師培課

程、臨床訓練，及實習教師如何把所學得的知識與技能運用於實際課堂中，皆缺

乏詳細的討論，因此下文將從「教什麼」以及「如何教」加以說明。 

 
（一）教學知識：教什麼？ 

 
根據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Committee on Teacher Education的研究報

告指出，有三大內容，是構成師資培育的知識基礎（見圖一）。 

1.學習者的知識、以及學習者在社會脈絡下的學習與發展： 

包含了學習、人類發展、語言。 

2.課程目標與內容的理解： 

包含了教育的目標、技巧、內容、學科科目的目的。 

3.教學技巧的理解： 

包含了教學及教導不同學習者的知識、評量及教室管理。 

 
上述的三大內涵，點出了教學是個同時包含道德與技術的專業，特別在美國

社會中，教育是必須為民主的目的而服務。這揭露了所謂的教師知識，代表著並

非僅是提供教師獲得更多的知識、考量更深入而已，更應該幫助教師在教學的過

程中，不斷地獲得知識、補充知識，師資培育者應該調查教師在工作中的需要，

以滿足基層教師的教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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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教學與學習的基本架構 

資料來源：Darling-Hammond & Bransford (2005: 11). 

 
（二）課程的設計與教學：如何教？ 

 
除了關注師培課程的內涵之外，同等重要的是該如何組織與融合教師經驗，

讓他們的所學能有效應用於教室中。這是師資培育者最重要的職責，即保證師培

生於大學所學的教學知識，能確實地形塑其在班級現場的實際教學，並且促使他

們能夠在之後的教學生涯中，不斷地學習精進，適度採納教育專家們的意見。從

這個前提出發，有三項要點是這些師培生（新老師）在學習如何教時，所必須瞭

解的，即：⑴當前的教學方式，與這些師培生在當國中小學生時完全不同；⑵除

培育師資以肆應變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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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想法上必須像個老師，行為動作表現上更需像個老師；⑶當一位教師，必須每

天處理複雜的問題，短時間內必須要下判斷，而這些教學問題來自於教室、學科、

及家長的需求。 

 
自 1950 年開始，美國的師資培育工作由師範學院移轉到大學中，其中有三個

重要關鍵，在在影響著師培生的學習表現。 

 
1.課程間的連貫與整合： 

 
師培課程的教學，應該與中小學的臨床工作緊密結合，不同科系間應該在「師

培生學習如何教」的架構下，做彼此的課程整合。連結不同科系的課程規劃，可

從教育的角色、教與學的本質、民主社會中的學校任務、不同科別間的師資分享

等角度，來建構出教師教學的基本架構，而不是把師資培育課程視為是一個搖錢

樹，也非各學系對「教師應該如何教學」做各自解讀，這樣只會距離教學的基本

核心架構越來越遠。 

 
2.教育理論與實務的結合，及妥善監督的臨床經驗： 

 
傳統的師培課程，強調師培生必須在師資培育者的近身監督下，從事大量的

臨床工作、進行專家模式的練習，及面對教室中多樣性的學生。作者認為，光是

這樣還不夠，因為未來一個最有能力的教師，還必須懂得融合最新的教學方法，

如：個案研究法、表現評量及行動研究等，而這些都必須是理論與實務的結合。

一個強效的課程（powerful program），應該是衡量師培生在花費大量的時間學習完

所有的課程後，能否應用這些概念於教學中，並且由專家教師們演練如何把這些

課程概念應用於現場教學之中。作者指出，要使師培生結合理論與實踐的最佳方

法，是運用個案研究的方式來培育師培生。 

 
3.建立與中小學的夥伴關係： 

 
教師專業教育的根本性變革，需要建立師資培育機構與中小學的夥伴關係，

加強理論與實踐的結合，同步提升師資教育及學校教育的品質。作者指出，「專業

發展學校」的理念，是利用「夥伴關係策略」影響師資培育方案的樞紐要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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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應持續加強師資培育機構與中小學的夥伴關係，並以平等互惠的關係進行對

話、互動、協作，以「互補」而不是「上下」的概念形成新的師資培育網絡，共

同培育優質的師資。 

 
三、抵抗被削弱的師資培育 

 
當前美國許多州對於「教師進入教職」所設的門檻並不高，超過一半的州甚

至允許「無牌教師」教學，特別一些較為貧困的學區更多。許多師培生在接受完

大學的師培課程後，在實習內容上大為縮水，甚至在還沒理解課程教學的原理，

及實際會遇到的困難之前，就被推入職場。這種拼湊式的脆弱培育課程，無法解

決當前教師折損率高的問題，這並不是只要培育更多的教師，就能解決教師人力

缺乏及素質低落的窘境。事實上，美國政府投入越來越多的成本（一年一兆美元）

來處理各州「離職教師」的問題。 

 
如果國家允許師培生在接受「粗糙的培育過程」後就進入職場，那麼即便有

再多提高教師效能的措施，都會是枉然。如今，各行各業都走向專業化，唯有加

強師資培育，不允許未經訓練完備者進入教職，才是提升教師專業素質、建立教

師專業地位的唯一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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