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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教育改革與師資培育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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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0 年代 Holmes Group1指出，師資培育多受到政治與財政政策的影響。

直到 2011 年，這樣的情況並未改善、甚至是愈發嚴重，師資培育反成為教育政策

的改革標的，教育專業團體被迫陷於被動的狀態。首先，作者點出促使師資培育

改革的背景包括社會變遷、學生學習成就差距等，以及相繼的相關研究認為教師

表現對學生學習效果的解釋力高，致使教師素質、教師效能等師資培育成為教育

改革的對象。其次，作者指出政策影響師資培育原因甚多，如社會輿論、政治或

財政壓力、教育趨勢或教育界本身等，為回應以上各方的期待，相關的課程與教

學改革與重構是不可避免的。以上這些力量構成政策、改革與師資培育三者間互

動關係的要素。 

 

壹、 師資培育的壓力來源 

《把每個孩子帶上來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NCLB）及其後的《邁向巔

峰》（Race to the Top ，RTTT）對 PreK-12 教育的重視都象徵著政府對師資培育所

施加的壓力。其中，NCLB 所強調的「高素質教師」，顯示政府改以學科內容知識

和教學的延續性做為判定教師素質的規準。因此，部分師資培育相關機構轉而允

許新進教師以現場學科教學做為學位取得的依據並強調「認證」的重要性。而後

者 RTTT 為歐巴馬政府教育改革的重點政策，RTTT 不僅延續 NCLB 對學科內容導

向與高素質教師的主張，更聚焦於學生的學科學習成效與該學科教師及其師資培

育課程的連結。具言之，RTTT 是美國聯邦政府敦促各州或地方學區提出具體改善

學生學習成效的方法，透過經費的挹注以改革各州及學區中小學及學前教育的品

質（國家教育研究院，2010）。 

除聯邦政府之外，高等教育體系本身也對師資培育政策造成影響。「美國國家

                                                 
1 Holmes Group 為美國著名的師資培育研究團體，於 1990 年代提出「專業發展學校」相關理念與

作法（吳清山、林天祐，無日期）。欲了解進一步相關資訊請見

http://www.socialwork.com.hk/artical/educate/gx14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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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教育認可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for Accredit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NCATE）和「美國教師教育認證委員會」（Teac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Council，

TEAC）相互結盟為「全美師資認證審議會」（Council for Accreditation of Educator 

Preparation，CAEP），該組織強調「實證導向」的教學過程，進而重塑績效和認證

的過程，包含符應認證規準、蒐集實務教學的資料等，如擬訂碩士學位制度以提

昇教學品質（陳瀅方，2011）。再者，PreK-12 教育體系亦是左右政策、改革和師

資培育關係的作用因素之一。「共生關係」（symbiotic relationship）成為 PreK-12 教

育體系的核心方案，促進 PreK-12 教育體系和師資培育二者的整合，改變教師們的

教學效能與專業發展，進而影響學生的學習。相對地，這樣的模式是需要相當的

資源和注意力做為支持的基礎。復次，RTTT 或州政策方案對於績效、實證和評鑑

資料的要求，使得師資培育機構因而增加其對州資料系統的參與程度，並改變其

挑選、培育和輔導未來師資的方式，以及試圖找出測量師資培育課程對學生學習

影響力的方式。社會輿論也是影響政策制訂的要素之一。透過電影2的播送，其隨

之而來的反思和討論，可能左右政府財政對師資培育的投資，同時也能刺激教育

學術界的討論。 

不管是哪一種作用力所重塑的師資培育新政策與新期待，改革必然隨之而來。

接下來作者分析政策制訂的外在因素和內在因素，以了解其如何再概念化師資培

育。 

貳、 影響政策的相對勢力 

「美國全國教師素質協會」（The National Council on Teacher Quality，NCTQ）

和「美國國家師資教育認可委員會」（NCATE）兩個組織對於師資培育政策都有相

當的政策影響力，只是影響途徑與過程大相逕庭。NCTQ 為一個非營利的私人機構，

致力於研究美國各層級教育的師資問題，以提昇美國教師的教學效能（張繼寧，

2010）。NCTQ 建構出一些規準和評鑑系統，藉由文件檔案、指導手冊、教科書和

其他文件的蒐集，做為評比師資培育學程品質的依據。在 NCTQ 的標準下，約莫

只有 7%的師資培育機構具備完善的師培課程。然而相關的教育學者或機構，例如

美國師資培育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of Teacher Education ，AACTE）

對其報告書的結果不以為然、不願參與其研究或提出質疑，例如研究方法論上的

品質和完整性。然而，NCTQ 的研究報告卻深受政府方信賴與採納，因此其對於相

關政策的形成與討論擁有一定的影響力。 

                                                 
2 電影《等待超人》（Waiting for superman: How we can save American’s public schools）主要以紀錄

片的形式，探討教育和貧富差距的問題，比爾蓋茲甚至現身影片受訪。該影片曾獲得日舞影展最佳

紀錄片的獎項。（無作者，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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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NCATE 做為主導教育變遷的角色，其主席於 2010 年組織「藍帶工

作小組」（Blue Ribbon Panel，BRP），透過實務實習（clinical preparation）和與現

場教師的合作以達到改善學生學習的目標。NCATE 認為教師被培育的能力和學校

實際所需之間有一定的落差，因此希望透過 BRP 重塑師資培育的制度，主張學校

和師資培育機構間應密切合作，以提供新進教師兼具效能和品質的專業發展和實

務經驗。BRP 也因而獲得美國教育部的支持和肯定。 

政策、改革和師資培育間關係相互交織且複雜。但從 NCTQ 和 NCATE 的主張

反映出，教育界應從過去被改革者轉而能夠主動檢討教育本身的問題，尤其教育

學者應扮演主導教育變革的角色，此足以影響未來師資培育的重要性與地位的發

展。 

參、 審慎的回應 

總結上述，對於教育學者而言，當前正是發揮專業知能以影響師資培育政策

的制訂與發展。第一，教育學者應找出共享的師資培育本質並形成共識，其次，

應了解與分析政策如何影響教育改革。換言之，教育學者應留意政策與改革的形

成原因及其對師資培育的影響，尤其社會輿論和政策的關係往往是師資培育改革

的核心。過去，政策的形成往往來自於研究成果；然而，現在政策的制訂多為社

會輿論價值導向。因此，教育學者應主動導引教育政策和教育議題的發展，包含

研究教育變遷的前因後果，及其與師資培育機制的連帶關係，進而如何改善學生

的學習成效。現在正是成熟的時機利於教育學者策動和參與政策導向的教育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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