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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師自我管理」到「中央集權體制」—談新工黨師資培育政策的利弊 

鄭景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英國的保守黨與新工黨，兩者在師資培育政策上的相同處，在於教師實務工

作的培訓，應該凌駕高等教育機構的理論課程，第一現場的教學演練，才是最好

的「教育者」，唯有及早接受資深教師的監督與指導，方能幫助師資生獲得高品

質的教學能力。為了達到此一政策目的，兩黨政府皆致力於學校的市場化及師培

機構的多樣化，讓基層學校自由選聘新進教師，以期回應教育消費者的需求，體

現一種學校本位的師資培育模式。然而，有別於「重視教師個人發展」、「允許

教師自我管理」的保守黨，新工黨在執政之後，更加強調官定的師資培育標準，

由政府全面規範教學方法、內容及評量方式，重建師資培育的全國性架構，這讓

原本「市場化」的師培政策，添上了幾分「中央集權」的色彩。換言之，保守黨

在師資養成之後就「放手」，鼓勵教師從事個人專業發展，而新工黨則進一步透過

視導架構、績效獎懲制度，來「追蹤」新進教師的工作表現。新工黨的師資培育

政策，有何利弊，值得我們細觀。 

 

一、教師個人專業發展≠教學效能 

 

一個理想的狀況是，師資培育制度打從一開始，就致力於提高師資生的教學

素質，從「供給端」管控新進教師的水準，而非等到不適合的師資培育機構已經

培養出眾多無法勝任教師或不具專業能力的準教師後，再來減量及要求其退場。

接著，等到師資生進入到教育現場之後，則進一步鼓勵其從事個人專業發展，比

如攻讀碩士學位，充實教學知能，並由此加薪晉等。但是，一開始確保師資生的

素質，師資培育就算完成了嗎？當納入學校組織文化的因素，一位新進教師的工

作表現，會不會隨著時間的進展，而被打上一個問號？易言之，前述這般「抓頭

不抓尾」的師資培育，無法保證基層教師在教育現場「恆定地」產出教學效能。

因此，有別於這樣的做法，英國新工黨採取「抓尾不抓頭」的策略，除了更加漠

視初任教師培育工作外，更堅信任由教師在教育現場從事個人專業發展，是不保

險的，而應該規範一個官定標準，配合著年度績效獎金制度，如此方可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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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的效率和效能。 

 

我國師資培育，傳統的做法是「抓頭不抓尾」，給予公費制度與就業保障，固

然吸引優秀人才投入教育工作，同時賦予傳統師範院校重大師資培育責任，卻也

因為缺乏監督機制，而招來批評。師資培育多元化後，市場機制被視為師資素質

的保障，但卻因市場運作的不完美，及眾多干擾市場運作因素的影響，使得多元

化師資培育政策帶來不少的問題，政府逐漸體認到「多元」不是師資培育的核心

目標，「專業」才是，對於在職教師的專業發展與要求，也必須一併重視。我國在

師資培育的方向上，雖已較過去更完善，但在做法上，則有賴實務的考驗。 

 

承前述，英國師資培育對實務經驗的重視值得我們參考，不過其做法也有幾

點令人擔心，首先是簡化了教師工作，將教師工作化約為技術工作，另一方面則

忽略傳統師資培育的價值，不重視教師理論、思辨能力的教育，且讓準教師直接

在現場中磨練，由資深教師指導，大部分的師資培育在學校中操作是否可行？對

於中小學生的學習權益又提供了何種保障？也是值得思考之處。 

 

二、師資培育機構功能的式微 

 

為什麼師資生要花時間學教育理論？因為教育理論可以引導師資生思考、反

省、批判，這讓一位準教師的思緒有深度，懂得以「習得的教育理論」來自我檢

視教學作為。然而，英國新工黨的師資培育政策，卻明顯朝向更為實務導向的訓

練形式，一方面增加師資生的實習機會，並提升「中小學教師」在師資培育過程

中的角色，另方面將市場的力量引進教師養成的領域，並以教育消費者的需求，

作為選聘新進教師的依據，在成為教師的管道上，也大開門路，使得師資來源多

元化。如此一來，傳統師培機構功能被弱化，加上師資培育預算隨著師資生流到

中小學，讓師範院校因財政困難而必須減少「師培教授」或是根本撤離師資培育

的事務，這對於未來的英國中小學童所受教育的品質，究竟是福或是禍？仍有待

繼續注意。 

 

三、英國新工黨師培政策對我國的啟示 

 

回觀我國，中小學「數學職前教師」的數學能力及數學教學知識，在國際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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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列前茅（詳見本中心第九期教育小辭典），代表我國「學院本位」的師資培育成

果顯著。在我國，師資生的養成基地，主要在大專院校，師資生只有少部分的時

間，會到教育現場去實習觀摩。英國則捨棄「學院本位」的師資培育，其希望及

早看到新手教師的教學成效，從而採取務實、直接的策略，改以基層學校作為師

資生學習的大本營，因為老師就是要教書，不需浪費太多時間在學理論，而教學

績效將直接反映在薪資上。反之，我國的師資生，花很多時間在大專院校學理論，

到了教育現場，則多任由其個人發展，沒有任何評鑑輔導的配套措施，這樣是否

頗為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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