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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三人舞—打造一個完備的教育實習制度 
鄭景澤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普遍而言，各國的師資生在修習完「大學課堂」的教育理論科目之後，會接

著進入到「基層學校」的教學實務演練階段。此時有兩個議題值得討論：首先，

在教育實習階段，實習輔導教師應該傳遞哪些知識和技能，方可使師資生勝任日

後從事的正式教職？再者，另一個重要關鍵人—實習指導教授，又該扮演怎樣的

角色，才能夠讓師資生順利連結「教育理論」和「教學實務」？Hawkey 在文中，

雖然針對前述第一個問題的解答，已稍有著墨，但她卻沒有進一步說明「實習指

導教授」應該發揮的角色及功能。倘若師資生的教育實習，僅由經驗老到的「基

層教師」全盤接手，卻沒有同時佐以「實習指導教授」的從旁輔導，這是否最後

只能造就出「教書匠」，而無法培養「教學的藝術家」？依筆者之見，欲打造一

個完備的教育實習制度，必先從部署「適任輔導人員」開始著手。 

 
供給決定需求？！實習輔導教師來源的僵固性 

 
一個最基本的問題，誰來擔任實習輔導教師？是基層校園裡的教學秀異者，

抑或只是年輕資淺者？人選決定的基礎，是按照基層教師的輔導能力，還是單靠

排資論輩？可以肯定的是，不管是英美還是我國，基層教師對於人選的支配，都

是處於主動的地位，至於實習教師，則鮮有發言的空間。如此一來，教育實習的

「賣方市場」就形成了！即使當下無法勝任「輔導教師」一職，基層教師也能夠

把自己推銷出去，此乃教育實習「供給面」與「需求面」之間權力不對等的關係

所致。再加上「供不應求」，願意擔任「實習輔導教師」者為數不多，那麼實習教

師能夠在教育現場找到「歸屬」，就已是萬幸之事。這也就是為什麼 Hawkey 在文

中會提到實習教師往往必須去「適應」或「屈從」實習輔導教師的指導型態，最

後釀成兩者觀念衝突的必然性。文中，Hawkey 也自我解嘲，她認為兩者的意見衝

突，會導致實習教師的自我省思，無須過度擔憂。難道，我們只能放任「供給決

定需求」，靜待衝突發生，而無法在一開始就預設「師徒關係」的和諧性嗎？！ 

 



 
 
 
 

  
 
 

P.2

第 5 期 2010 年 2 月 

客串多過輔導？！實習指導教授角色的邊緣化 
 

提及教育實習過程中的「鐵三角」關係，不外乎實習指導教授與實習學生間

的「指導關係」，師培機構與實習學校間的「夥伴關係」，實習輔導教師與實習教

師間的「師徒關係」。而唯有此三種關係構成一個鐵三角，方能達到教育實習的優

質化及師資培育的專業化。但就英美兩國的教改傾向來看，兩國皆邁向一種「學

校本位」（school-based）師資培育模式，強調教學現場的實務技能，且由政府授予

「基層學校」認可教師資格的權力，這在在讓實習指導教授與實習學生間的「指

導關係」趨於式微。如果今日我們期望師資生能夠在教育實習階段連結「教育理

論」和「教學實務」，但卻尋獲不到實習指導教授的協助及指點，則該位實習教師

也就容易盲從於學校輔導教師的教學經驗，而無法將本身的實習演練提升到「理

論反省」的層次，最後不免落入「教師中心」的老套教學法。基本上，沒有實習

指導教授作為「領頭雁」，或者「實習指導教授」只是客串點綴的配角，我們可以

寄望一位初出茅廬的實習教師憑藉一己之力，就將「教育理論」和「教學實務」

相互貫通嗎？！說穿了，Hawkey 在文中所謂的「教師個人理論」，不過是實習輔

導教師的教學經驗罷了，它可以完全取代實習指導教授的學術角色地位？！ 

 
從「單師獨舞」到「多師群舞」 
 

一位適任教師的培養，勢需「師資生」、「學校教師」及「大學教授」三者合

歌共舞，方可促進教育實習階段「理論」與「實務」的對話，從而確保師資培育

的優質化和專業性。Hawkey 的研究啟示，容易造成實習輔導教師的個人秀，畢竟

只憑藉學校層級的師徒互動，多少會讓教育實習的過程有所偏頗，忽略教育理論

的引導作用。一個完備的教育實習制度，應從「單師獨舞」走向「多師群舞」，打

造一個互惠合作的三角關係。首先，就實習輔導教師來說，若能訂定實習輔導教

師的素養指標，建立實習輔導教師的證照制度，並制定法規，給予實習輔導教師

相當的地位與待遇，應有助於提高其指導師資生的意願，由此不但可顧及師資生

實際的實習需求，亦可建構出一個「需求創造供給」的教育實習買方市場。次就

實習指導教授而言，其所扮演的「回饋者」及「分析者」角色，一方面透過經驗

的角度，來協助實習教師解決在班級經營上遇到的難題，另方面則同時蒐集實習

教師的學習資訊，給予分析評估，提供一個自我省思的方向及空間，以便培養其

在教育工作上的人性關懷及能力素養。要言之，這場教育實習的三人舞，實有賴

「師徒三者」的協力合作，方可舞得精彩，且舞出師資培育的核心價值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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