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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當前師資培育研究的現況與問題 

 
張繼寧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從事師資培育的相關研究，有助於我們培育出更優質的教師；當前國內外師

資培育之研究，仍有諸多發展空間。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課程與教學系教授 Kenneth 

M. Zeichner 在本文中陳述美國當前師資培育的研究現況，包括研究設計與方法、

研究主題，以及對於現況之建議，可作為國內從事師資培育研究之參考。 

 

一、師資培育研究的設計與方法 

 

有關師資培育的研究設計與方法，Zeichner 針對名詞釋義的不一致、研究背景

描述之不足、研究與理論對話的重要性、測驗與評量的問題、實驗研究的限制等，

提出以下討論： 

 

（一）名詞釋義的不一致 

許多專有名詞（如： alternative and traditional certification 、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chool、portfolio、action research）在不同的研究中，出現不一致的現

象，甚至未能清楚的定義。 

 

（二）研究背景描述之不足 

許多研究未能對於研究背景（如教育學程、學校制度、政策、學校及縣市的

特徵等）、資料蒐集、分析方法等提供清楚的說明，缺乏這些資訊將使研究的宣稱

站不住腳。 

 

（三）研究與理論對話的重要性 

與理論對話之重要性，在於理論能從不同角度解釋研究發現，例如透過課程、

社會關係、教學策略、教育學程的組織結構等理論觀點，有助於從不同角度解釋

教師如何學習教學，使研究發現更具說服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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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測驗與評量的問題 

事實上，測驗與評量亦存在不少問題。例如學生的學習通常以標準化測驗的

進步情形作為學習的評斷，卻未能顯示學生究竟學會什麼；而教育學程中心通常

以教學標準評定教師的教學表現。在學生方面，Zeichner 認為除了認知測驗外，研

究者應當關注其他面向的學習，包括社會、情感、美學、公民等發展。在教師方

面，目前已有較新型的評量方式能兼顧教師教學的認知及行為面向，如教學檔案

評量、評量中心考驗（assessment center exercises）、教室觀察系統。 

 

（五）實驗研究的限制 

目前有愈來愈多研究者將系統性的分析方法應用於師資培育的研究，透過配

對及控制方法，進行準實驗研究或隨機分派的實驗設計。Zeichner 雖表示支持，但

這類型的研究常礙於經費限制及實際操作困難，以致研究中斷。若隨機分派在現

實狀況下難以操作，不妨透過配對或控制的方式進行分析，甚至推薦使用質量並

用的分析方法。 

 

二、師資培育研究的主題 

 

在師資培育的研究主題方面，Zeichner 認為當前師資培育的研究議題仍有不少

待開發的空間，特別是師培生的遴選標準、師培中心對於師培生的影響、多元文

化教育及其他議題，分述如下： 

 

（一）師培生的遴選標準 

Zeichner 認為什麼樣的遴選標準具備預測效度是重要的研究議題。例如師培生

的錄取標準，是否能準確預測學生的學術潛能及修畢教育學程後於教學現場的各

項表現。 

 

（二）師培中心對於師培生的影響 

從師培生修習教育學程開始，乃至於實習，甚至日後在教學現場的表現，師

培中心佔有重要的關鍵環節，究竟師培中心對於師培生的影響為何？需要進一步

的研究。例如：誰負責教授師資培育課程？誰負責督導學生在教學現場實習？師

資培育課程的授課教師須具備什麼特質？如何教導師資培育課程？師資培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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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課品質為何？實習的品質為何？實習的歷程為何？不同師培機構、師培課程、

教育學程（例如中等教程、初等教程）、學科領域的課程或實習之方式、內容、要

求、環境等，有何不同？師培生從師資培育課程中真正學到什麼？所學的內容是

否能應用於日後的教學現場？所學的內容如何影響日後教師的素質及學生的學習？

學生的學業表現，有多少來自教師？教師的教學表現又有多少來自教育學程的修

習經驗？ 

 

（三）多元文化教學 

比起台灣，美國的教育現場更有機會接觸多元的族群，有關教師面對多元族

群學生所展現的教師效能，或學校對於不同背景教師之聘用，都是重要的研究議

題。 

 

（四）其它議題 

例如不同學科領域的教育、不同政策對於師資培育的影響、師資培育中心的

組織研究、教師的知識與實踐等仍有許多研究的空間。 

 

三、師資培育研究現況的建議 

 

有學者指出，美國一般的教育經費處於危險而不足的狀態，除了數學及科學

教育之研究，從事師資培育研究的資源受到極大的限制。因此，Zeichner 對於當前

的現況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一）優先從師資培育的資源著手 

Zeichner 認為當前必須優先從師資培育研究的資源分配著手。第一、建置全國

大型的師資培育資料庫；第二、尋求經費來源；第三、改善當前師資培育的研究

品質；第四、對於重要的師資培育期刊，立即提供審稿人更詳盡的指導，以提昇

期刊品質。 

 

（二）改善師資培育研究的研究品質 

教育研究在研究所階段的訓練廣受討論，在各界努力下，目前教育研究品質

已獲得提昇，但努力的成效卻未顯現於師資培育的研究。Zeichner 強烈建議無論是

期刊或書籍之出版，師資培育的實徵研究必須透過同儕審查（Peer-Review）的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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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以提高論文品質。面對有限的經費及資源，Zeichner 希望透過師資培育研究品

質的明顯改善，吸引更多的人或單位挹注更多的投資及經費。 

 

（三）建立機構間的合作關係 

儘管個別的研究人員進行師資培育研究的前景可期，但 Zeichner 更希望看到

更多的師資培育機構的夥伴關係。透過夥伴間的合作關係及資源的集中，相信能

處理更多複雜的研究問題。 

 

四、省思與啟發 

 

由本文不難看出美國師資培育研究仍處於發展中的階段，相較於其他教育研

究的議題，國內師資培育的實徵研究並不多，文中在研究主題及方法設計之建議，

可作為國內學者進行師資培育研究之參考。文末 Zeichner 對於美國的研究現況提

出建議，可檢視台灣當前的現況，筆者提出以下幾點思考： 

(1) 國內教育研究的經費及資源是否充足？ 

(2) 國內是否建置全國性的師資培育資料庫？ 

(3) 國內是否專門為「師資培育」設置高品質的學術期刊？ 

(4) 國內的師資培育機構，在研究上是否有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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