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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即「專業」？ 

阮孝齊 

（臺南市立崇明國中教師） 

Grossman 由 Abbott 的三個影響管轄權的因素出發，藉以歸納美國師資培育機

構所受的質疑，並提出著重「教學效能的研究」以及「高品質的研究」兩項建議。

由國外所稱「管轄權剝奪」的情形，反思我國的情況，以何種方式可促進我國師

資培育機構的專業性，進而提升教師素質？便是值得思考的課題。 

 

多元 vs 專業 

就 Andrew Abbott 的理論而言，師培機構具有三個專業規準──「瞭解需求」、

「找出問題」、「設計有效的解決方法」，便能夠培育出更為「專業」的教師。亦即，

透過更多大學中豐富的課程與設計，能夠促使機構培育出的教師，具有多元思考

以及處理不同種類學生問題的能力。 

在我國「師資培育多元化」以及「師範院校合併轉型」的政策之下，縱然仍

強調由具有「教育學院」或「師資培育中心」的大學培育師資，然而似乎唯有打

破師範大學與師範學院「壟斷」師資培育的專利，方能促進教師適應「多元」學

生與社會脈絡的轉變。若由大學課程「專業」豐富程度來思考，則似乎不能完全

說明政策變遷的原因。 

而在政策效果上，以往一元的師資培育系統已為出口管制機制所取代，已建

立的師範教育專業社群，也隨著教育大學的轉型或合併，而逐漸凋零。而「教師

圖像」的本身，亦隨著傳統社群的消逝，而逐漸轉向，在「師資培育專業」的實

踐程度上，更不得而知。多元是否帶來專業？其答案並不明確。 

 

強化師資培育專業 

而師資培育的專業如何提升？除了需「釐清教師具備條件」，並研究「如何提

昇教師教學」以作為提升教師素質的策略，筆者尚有幾點建議。（一）由三個規準

對我國一般教師培育進行分析。（二）Grossman 文中所提「微型教學」等創新的師

資培育研究策略，可以作為我國師資培育機構設計「教學實習」課程時重要的參

考。甚至在實習教師以及新手教師的專業發展上，亦可作為輔助的策略。（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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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徵性（empirical）理論研究與教學實踐上，可作為我們在進行更加精緻的師資培

育研究時，所採行的參考策略。 

在研究方面，目前國內對於教師教學，特別是教師專業的研究，相較其他相

關課程與教學的研究，仍顯不足。唯有更加具說服力的研究，方能增強教師的專

業，也才能增進師資培育機構的專業管轄權。因此關於如何精緻化教師專業內涵，

有待更多的專業研究投入，亦是我國師資培育未來可行的努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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