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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不同師資培育管道教師的教學經驗 

 

楊雅妃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 

 
本文為一篇比較性、縱貫性地個案研究。作者藉由比較二位源自於不同師資

培育系統（以下簡稱師培）的七年級社會科教師之案例，檢視和討論不同師培系

統的優點與限制。作者透過為期二年的訪談、教室觀察、相關文本分析和問卷調

查，檢視兩位教師教學過程及其經驗反思。最後，作者提出不同師資培育系統應

整合各自特有的核心價值，以齊備師資生之能力與素養。 

壹、 研究目標與問題 

兩位研究參與者 Brian 和 Timothy 分別來自於各具獨特目標的師資培育系統，

前者屬於「中等教育專業導向」的師培系統；後者則偏「學科導向」的系統。從

Brian 和 Timothy 的經驗得以協助讀者探討師資培育的相關問題：一、「學科知識」

的準備應該到什麼程度；二、「對特定學生了解」的準備應該到什麼程度；三、上

述不同的培育重心又如何協助教師形塑他們的教學能力。 

據此，本文研究問題如下： 

一、在中學的社會科對智識要求前提下，教師從師培系統學到了什麼？ 

二、師資培育如何影響新手教師第一年教學的教學經驗？ 

貳、 理論觀點 

本文以社會學和認知心理學的理論視角檢視教師的學習以及理解中學社會科

教學必須以智識為導向的傾向。一方面，作者了解教師在師培階段學習的成果與

教師本身的背景與信念、學習當下的時空脈絡、內容和教學方式，以及未來授課

學生年齡之特性的影響。另一方面，就學科特性而言，社會科對於智識的要求相

對較高，尤其教與學的過程中，不僅學生需具備高層次的思考能力，教師也必須

具備豐富且深入的社會科相關知識和明確的教學引導與目標。  

參、 名詞解釋 

一、專業的中等教育學程（specialized middle school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專業的中等教育學程是大學 2 年制（4 個學期）著重於協助師資生熟悉課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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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相關的技能與方法、了解青少年的生心理發展及如何與青少年建立關係。故

此中等教育學程所建構的核心課程為「教育青少年」（Educating Young Adolescents）、

「中等教育的課程」（The Middle School Curriculum）和「中等教育的教學」（Teaching 

in the Middle School）。其次，該學程要求師資生修習 2 種學科專長，並必須花 3

個學期的時間參與 4-8 年級的教室生活，而在最後一個學期則是全職的實習教師。 

二、社會科的中等教育學程（secondary social studies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社會科的中等教育學程亦屬於大學的學制，其強調的是「社會科」課程設計

與教學策略的教授。此學程亦同樣地要求師資生需花費 3 個學期參與國中或高中

階段的教室實踐，但國中部分毋須完成。另師資生在最後一個學期亦為全職的實

習教師。 

肆、 研究脈絡及研究參與者 

作者認為研究脈絡的理解是有助於其和讀者解釋與分析研究參與者的行為和

態度。因此，作者先分別闡述 Brian 和 Timothy 教學實踐所鑲嵌的情境脈絡；才進

一步敘述研究參與者的特性。 

首先，本研究之制度性脈絡為「州指定課程」，州政府要求七年級的社會課程

內容應包括對於非洲、中東、東亞和南亞的地理環境、政府以及政經狀態的認識。

另社會科成績是否被採納為學生畢業門檻亦會影響教師的教學實踐。 

其次，在學校脈絡部分。Brian 和 Timothy 的相同處在於，兩位皆任教於具支

持性和合作性氛圍的學校，賦予他們相當的自主性；學校社群都偏政治性保守的

性格；同時，兩位教師在任教第一年時皆肯認師培課程的貢獻與重要性。但相較

之下，Brian 所服務的學校規模較大；而 Timothy 所服務學校的學生背景文化歧異

性較大。 

最後，作者聚焦於本研究參與者的背景。Brian 和 Timothy 都為出身於中產階

級的男性教師、兩者皆教授 7 年級的社會科，也都嘗試將在師培階段所學的成果

實踐於現場教學中，如「反向教學設計」（backward instruction design）即為他們主

要的教學計畫設計模式。此外，他們也都願意不斷地修正自己的不足之處。Brian

為修習「專業的中等教育學程」的代表，他是一位充滿活力、幽默的教師，其主

張實務經驗的重要性大於理論學習。而 Timothy 則是「社會科的中等教育學程」的

代表性個，其教學信念是重視學生的學習、不涉入學生的校外生活。比較特別的

是，Timothy 曾表達其希望在高中任教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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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結果 

一、Brian 的教室實踐 

Brian 希望他的學生都能成為具有世界觀和文化意識的公民，因此他希望藉由

教學讓學生了解世界文化的差異性。Brian 的教學以字彙建構、圖解筆記和合作學

習為特色，並輔以資料豐富的簡報。第一年時，Brian 是比較教師中心的教學模式，

他所規劃的課程對於智識的要求較低；但 Brian 並不滿意自己的教學方式，且他發

現自己缺乏社會科特有的教學方法，因此難以協助學生學習特定的學科內容。在

第二年時，Brian 便逐漸提高社會科教學內容的難易度，同時他提高學生合作學習

的頻率和作業，藉此刺激和提升學生的思考層次；另 Brian 提到他在師培階段所學

會影響他對學生的期望和看法。不過，兩年教學實踐的結果不若Brian預先的期待，

Brian 將此結果歸因於制度性因素，如州政府的課程標準；另一方面，Brian 對於自

己規劃社會科互動性教學活動的能力感到挫折。 

二、Timothy 的教室實踐 

就教學目標而言，Timothy 期望他的學生能夠成為民主社會中具有功能性、生

產性的公民，並希望他們能夠具備獨立思考和跨文化的能力。他更主張應提供學

生具有挑戰性的社會科知識，如此才能協助學生建立成就感。Timothy 一樣深受其

學習的師培系統所影響，他重視學生的成果表現、團隊合作、專有名詞的學習和

高層次思考能力的培養。因此，Timothy 的教學以研究取向的寫作和學習技巧、合

作學習和創造性活動為特色；然而，事實上並非所有學生皆能達到 Timothy 課業的

要求，Timothy 因而在第二年逐漸簡化他的教學方式，而他與學生之間的距離感也

因而增加了。 

陸、 討論與啟示 

兩位教師的教學經驗反映出各自所代表的師培系統之核心價值。雖然兩者皆

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重視實務經驗和多元的教學方式，並願意利用專業發展的

機會積累更豐富的教學資源和嘗試主動改善各自的教學效能。如 Brian 的例子體現

其對青少年的理解和同理心，以及主張以知識架構的教學方式協助學生學習。反

觀 Timothy 則是展現出其對歷史詮釋、社會科知識的深度了解，以及對社會科教學

策略運用的精熟與完整。 

然而，當 Brian 和 Timothy 進入教育現場後，不同師培系統的限制也顯露無遺。

即便 Brian 對於青少年心智發展掌握度高，但相對地他缺乏社會科特有的教學策略

和目標的認識，使得他對州定課程標準感到挫折。相反地，Timothy 熟習社會科相

關的知識與教學方法，但不清楚該如何與學生建立友善的互動關係，致使他需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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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的社會科教學方式因應教學現場所遭遇的困境。最終，Brian 和 Timothy 都

無法順利以原先預期的學生中心教學法進行授課。 

從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師資培育體制不僅應提供師資生對特定學科內容和教

學目標完整的理解，也必須協助師資生學習如何理解青少年心智發展的狀態，使

得師資生能夠同時習得整合學科知識和了解師生互動過程所需留意的細節。如此

一來，師資生才能夠有統整性和一貫性地學習。同時，師培系統亦應協助師資生

「解剖」教學活動，找出並分析可能影響教學成效的相關因素，例如學科相關的

抽象概念、學習策略和教學模式，以及評估、理解授課學生的年齡所反映的心智

發展狀況。 

從本文研究結果可反映出不同師培系統之核心價值對於師資生的影響力，且

此價值可能成為進入師培系統的門檻或師培系統招募何種特質師資生的規準。例

如，「專業的中等教育學程」強調申請者與青少年相處的經驗；而「社會科的中等

教育學程」則要求申請者能夠論述個人想教社會科的理由，以及申請者需精熟學

科的內容。除此之外。本文亦揭露大學學科本位的師培系統限縮師資培育單位影

響力的事實，此制度性的限制使得師資生的學習會限於特定的學科知識中，而缺

乏師資培育單位所期待師資生應有的實習經驗。 

綜言之，本研究作者希望藉此比較性研究敦促不同師培系統反思其教育的目

標和教學活動，並審慎評估和追蹤其所培育的師資生進入實務現場的經驗和表現，

進而修正與齊備各自師資培育系統所缺乏之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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