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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挑戰的師資培育 

許育萍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當前的師資培育受到哪些衝擊？師資培育應包含哪些理念？面對新自由主義

的壓力，師資培育的公平性、民主性受到哪些影響？Sleeter（2008）在〈平等、民

主與受到新自由主義抨擊的師資培育〉一文中，闡述了新自由主義對師資培育的

衝擊。其中，師資培育面臨著下列論述的挑戰：（1）師資培育成為提高學生測驗

分數的工具；（2）教師的專業知識與教學品質被窄化；（3）以大學為基礎的專業

師資培育面臨縮減。Sleeter 以上述為基點，進而提出師資培育應具有的五種內涵：

（1）甄選與入學；（2）早期的實習；（3）專業課程；（4）實習教師的教學；（5）

持續地專業發展。唯有擁有上述內涵，師資培育才能夠落實平等與民主的理想。 

 

一、師資培育受到的抨擊 

1980 年代中期，新自由主義對教育產生壓力，主張由於進步主義軟式的教學

使學生的學業成就低落，讓國家面臨危機，因此接受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最終通

過 NCLB 法案，公布課程標準與測驗，教育成為菁英的工具，並且為全球競爭與

私有財產服務。Harvey（2005）將新自由主義定義為一種政治與經濟的理論，認

為經由自由市場、自由貿易與私有財產權，在個人有最大的自由時，可以使人類

獲得最大的利益；此時政府的角色轉變，由市場控制轉變為讓私有企業取代公共

設施。 

美國的師資培育受到學校實務與研究理論無法連結的批評，並且由於新自由主

義與新保守主義的壓力，美國政府逐漸對師資培育縮減公共福利的開支。以新自

由主義為基礎的政策引起師資培育的爭論──應改進貧窮社區教學的平等，或是

訓練教師讓學生為未來全球競爭作準備。 

然而，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政策如學校選擇權、績效責任等，看起來可成為教育

問題的解決方案，事實上卻將公共服務轉移到私人競爭，讓優勢階級得到最多的

利益。新自由主義政策對師資培育領域的影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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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師資培育成為提高學生測驗分數的工具 

在技術訓練取向下，教育原先為民主參與作準備，現在則是為未來的工作準

備。NCLB 法案實施後，各學區採用課程標準並且重視測驗成績，為達成此目的，

師資培育以各州的課程標準為教學內容，放棄平等理念與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

學，減少多元文化與雙語的課程，使得不同族群和社會階級在測驗成績上出現學

業差距擴大的現象。 
 
（二）教師的專業知識與教學品質被窄化 

Zeichner（2003）區別三項教師品質的內涵：專業、社會正義與鬆綁。美國對

於教師的專業反映在各種專業組織上，如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aching and 

America’s Future、NCATE，以及 The 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強調教師教學的專業知識，以及能將知識運用於教室當中；在社會正義

這方面，反映在組織的運作，如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關注教師是否擁有與運用文化回應的教學策略；上述此兩種觀念，雖然強調的重

點不同，但皆視教師的教學專業知識為學科知識的組成成分之一。至於鬆綁，則

顯現在美國報告書中，如 The Fordham and Abell Foundations 與 The Heritage 

Institute，將教師品質定義為學術能力的表現，認為除了經驗之外，無法從其他的

方式學到有價值的教學專業知識，教師的能力轉而從學生的學業成就與教師的學

科知識來判定。以教師資格認證的措施而言，NCLB 法案定義經過認證或通過教師

證照考試，即是合格的教師。然而此種教師定義窄化師資培育的內容，教師的專

業知識主要為準備測驗的知識，教學與學習不再由教師決定，而是由販售測驗的

政府與私人企業控制。 
 
（三）縮減以大學為基礎的專業師資培育 

當教學被定義為傳授特定內容給兒童，並且高品質的教師僅侷限在懂得如何

教導測驗內容時，大學層級的師資培育逐漸被忽略。1990 年代早期師資培育課程

蓬勃發展，大幅增加通識教育與臨床教學課程，以符合學校與學生的需求，然而

在 1990 年代末期皆減少師資培育各項計畫。究其原因，政府減少高等教育預算，

大學預算降低，連帶影響課程縮減。此外，推動 NCLB 法案使得教師需求大增，

教師可經由各種方式得到認證成為正式教師，大學的師資培育課程非唯一可行管

道，直接衝擊大學的師資培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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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等與民主的師資培育 

師資培育應該具備多元性、民主以及平等，欲達到此，必須奠基在下列三個

支柱上，進行師資培育領域之改進──（1）為每天的學校與教室作準備、（2）大

學提供知識與專業理論、（3）並且與學校所屬社區溝通。此外，平等與民主的師

資培育必須使每位學生都可以獲得卓越教師的指導，並且培育教師的民主參與精

神，以下討論師資培育應有的內涵。 
 
（一）甄選與入學 

處於不利地位的學生都應有高品質的教師，提供文化與語言資源、幫助學習

以及促進民主參與。傳統上，師資培育依照學科能力甄選師資生，且白人居多數；

經實徵研究，多元的教學可以提供多元的知識，不同族群的教師較能提供多樣的

課程，也較能理解不同族群學生的需求，因此可以考慮使多元化成為甄選與入學

的條件之一。 
 
（二）早期的實習 

經研究顯示，實習的經驗可以幫助實習教師觀察不同學生的文化背景，連結

學生的行為與教師期望，並且與社區建立良好關係。然而實習教師實際進入現場

時，通常不鼓勵批判與質疑；並且當各州實施課程標準、重視測驗成績後，實習

教師通常不被接受進入教室，因此未能與學生相處得到多元的經驗。 
 
（三）專業課程 

師資培育課程應將多元、平等的理念貫穿整個課程計畫，Zeichner（1996）認

為專業課程包括倫理的澄清與文化的自我認同、檢視個人的民族優越感與偏見、

學校應如何面對這些不平等、發展多元文化課程、瞭解各種學習型態等；至於專

業知識可分成三個領域：瞭解學習與語言的歷程並符合兒童的發展、學習設計課

程，以及如何進行教學。 
 
（四）實習教師的教學 

多數實習教師取得教師資格後，進入教室從事教學時，面對不同的學校與環

境，通常會經歷文化衝擊，若未協助度過此難關，實習教師的教學可能無法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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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觀點，順利的轉移至關懷學生的需求。Rushton（2000）研究顯示，實習教師

經歷一年實習後，比只實習一學期的實習教師更容易度過文化衝擊；而指導教師

對實習教師在教學上亦有極大幫助。 
 
（五）持續的專業發展 

持續的專業發展包括新手教師與專家教師，短暫的教學演示較難瞭解教學背

後關於民主和多元性的預設，團隊合作教學則可以提供教師較廣泛的視野。最佳

的專業發展計畫是結合實地探索與教室本位的學習，可以幫助教師擴展信念、理

解學生需求，或與大學合作發展課程。 
 
四、省思與啟發 

本文檢視新自由主義對師資培育的主張，檢討其對師資培育的影響。作者認

為在民主社會中，師資培育應重視社會正義，並且警覺新自由主義對師資培育的

影響，期望美國的師資培育將重心自大學轉移至現場，培養教師具備「面對差異、

具挑戰的教學場域」的能力，而不是只能面對一般的學生，方能透過教育促成多

元發展與社會正義，畢竟一位良好的教師對受教者，是不可或缺的力量。 

文中提到美國師資培育受到 NCLB 法案的影響，認為只要瞭解課程標準的內

涵，就可以當老師，卻忽略了美國社會學生多元文化的背景，違背民主與平等的

真諦。反思我國師資培育亦有類似情況，認為只要通過標準化的證照考試即是一

位合格的教師，一位好的老師即是遵循課程綱要進行教學，使學生得到好成績，

忽略了學生適才適性的需求，亦未致力於培養一位具有民主素養，具備開放多元

的態度從事教育的教師。Sleeter 的這篇文章確實可以使我們思考師資培育應具備

的內涵，在現代民主社會當中，如何培養一位「好」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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