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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關係？還是缺乏關係？—談台灣師資培育改革的動力源 

鄭景澤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以「互動」這個概念，來描述教育政策與師資培育之間的關係，是否恰當？

英美也好，我國也罷，師資培育似乎向來都是處於被動的那一方，附庸在其他教

育政策理念或課程教學架構的變遷上。美國的 NCLB 法案，英國的國定課程、全

國測驗，皆是先對教育績效、學生成就做出要求，兩國師資培育的標準才發生相

對應的轉變。至於我國，主要是受到政治開放、產業轉型和新右派意識型態等外

在脈絡的影響，導致師資培育從一元制走向儲備制，其過程也非師培機構本身所

發起與主導。因此，師資培育和教育政策兩者之間，彼此的關係並非直接明顯。 

 

細觀美國和我國師資培育改革的動力源，仍有其不同之處。美國是根據政策

的理念和口號，甚至是教師素質的相關研究成果，來帶動師資培育的改革。反觀

台灣師資培育的幾番改革，往往肇因於制度的缺陷，迫使師資培育不得不做出調

整。比方，過去公費制度的缺陷，打開了師資培育的大門，而如今師資多元化衍

生的弊病，教育當局又開始嚮往公費制，盼藉由「年年百名公費生方案」，重振師

資培育的發展。換言之，我國師資培育改革的動力源，乃來自制度性的依附，而

不是政策面的共生，並且和教育研究證據之間，缺乏直接的互動關係。 

 

一、制度性的依附—我國師資培育改革的肇因 

 

綜觀我國師資培育的歷史，一元 vs.多元的制度性缺陷，所造成的師資供需失

衡，是屢次發動師培改革的力量。民國八十三年公布實施〈師資培育法〉，實質

上打破了以往師資培育由師範院校專權培育的壟斷局面，由一元閉鎖改為多元開

放，是以「充裕師資來源」為主要訴求，市場化成為師資培育的重要趨勢。此一

朝向儲備式培育、市場化的師資供需，其目的在於使合格教師供過於需，以利學

校獲得充裕的師資來源，期能擇優汰劣，提昇教師素質。這種師資培育市場化的

模式，以自由競爭為象徵的去政治化策略，將師資培育交由市場機制自由運作，

隱喻政府無須精確估計師資的需求和供給量，似乎所有的問題，均會經由市場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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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而自動解決。自師資培育法實施十年來，廣開師資培育管道，使得師資來源和

數量大為提高，卻由於忽略了學校教師的實際需求量，僧多粥少、供需失調，導

致大量流浪教師無予覓得正式職缺，衍生社會問題。而大量流浪教師的輿論壓力，

迫使教育部不得不訂定「我國師資數量規劃方案」因應，計畫在三年內減少 50%

培育量；並採取宣導儲備式培育、核退退休教師、評鑑師培機構、轉導師範院校

轉型及降低班級人數等措施，以期改善嚴重的流浪教師問題。 

 

二、以量求質—我國師資培育改革的動向 

 

美國因為長期處於師資短缺，在學校執教的老師未必有合格的專業認證，因

此靠著政策理念的要求，在師資量不足的條件下，帶動教師素質的提升。然而我

國師資培育的改革點，卻始終停留在「數量」的問題上。自師資培育多元開放後，

一般大學生僅需修滿數十學分的教育學程，即能取得實習或檢定資格。加上各校

教育學程的設置過於寬鬆，師資儲備量在短時間內急遽成長。而今，由於少子化

趨勢的衝擊，教育部為因應師資供需失調問題，採取師資緊縮減量的措施。首先

是發布《師資培育數量規劃方案》，預計三年內至少減少師資培育量 50%；其次是

加強對師資培育大學評鑑，建立師資培育機構的退場機制。換言之，我國最近這

一波師資培育的改革，顯而易見的，師資數量從擴增到緊縮是最重要訴求，而教

師素質是否提昇已淪為次要，甚至是被邊緣化的議題了。一開始「以量求質」的

打算，不但達不到「守量重質」的結果，卻最後落得「質量皆輸」的下場。 

 

師資培育和教育政策間的關係，其實可以是雙向互動的交流道，由師培機構

自發性地建構師資生優質的學習環境，推動師資生遴選標準流程，發展激勵與認

證機制，連動影響相關課程與教學政策的變革。但是英美也好，我國也罷，師資

培育至今都只是成為其他教育政策改革的標的，而「教師素質」則被當作是解決

教育問題、提升學生成就的特效藥。如果哪一天能夠反過來，由「師培端」去影

響其他的教育決策，這樣直接且明確的互動關係，才可以稱作是師培改革道路上

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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