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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訊封面照片攝於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園一景

學  會  快  訊HOT NEWS

一、最新消息
        ※本會預定與臺中教育大學合辦「師資培育的黃金十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詳細資訊如下：
        ( 一 ) 研討會地點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求真樓一樓音樂廳與四樓會議室（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140 號）

        ( 二 ) 研討會時間
                 100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三）9：00~16：40
                 100 年 12 月 1 日（星期四）8：30~13：00
        ( 三 ) 研討會內容
                 1.專題演講講者與主題：
                     (1) 韓國首爾教育大學教育學院金鎬城院長 
                          演講主題：韓國小學教師教育（暫定）

                     (2) 湛江師範學院院長羅海鷗院長
                          演講主題：海峽兩岸師資培育之比較（暫定）

                     (3) 越南大叻大學教授 ( 邀請中 )

                          演講主題：越南教師教育 ( 暫訂 )

                 2.論文發表：共計六場次，預計 24 篇（論文具審查制度）
        ( 四 ) 報名方式
                        請於 100 年 11 月 20 日（星期日）前利用線上進行報名，主辦單位將依報名先後次序受
                 理，除統一於網站上先行公告通知錄取編號，並將以電子郵件通知報名結果，以利參加人
                 員據以辦理相關請假及差旅事宜。
        ( 伍 ) 聯絡方式
                 承辦人員：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教育研究中心  專任助理王紫妃小姐
                 電話：04-2218-3576 傳真：04-2218-3120     
                 Email : lovefe@mail.ntcu.edu.tw 或 wlovefe@gmail.com
                 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140 號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教育研究中心

二、會員招募
        本學會會員可獲師資培育最新訊息，定期寄送一年四期之師資培育通訊，並享有本會辦理所有活
動之報名費優惠，本會將不定期舉辦各種有關師資培育與教育改革相關研討會，歡迎您的參與！
      （一）會員種類
               依據本會章程，本會會員分個人會員、團體會員、名譽會員及學生會員等四種：
              1. 凡贊同本會宗旨，對師範教育有專門研究，  或對師範教育具有興趣者，由本會會員二人 
             以上之介紹，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得為本會個人會員（未滿二十歲，具學生身份者，為
             學生會員）。
              2. 凡贊同本會宗旨之團體，經本會會員二人以上之介紹，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得為本會團體會
             員。
              3. 凡對於師範教育理論或實際工作之推行有重大貢獻者，經由理事會通過推選為名譽會員。

      （二）入會方式
              1. 個人會員請填妥「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個人會員入會申請書」，團體會員請填妥「中華
             民國師範教育學會團體會員入會申請書」並連同劃撥收據寄至本會【403 臺中市西區民生
             路 140 號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教育研究中心 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 收】，經確認後將函
             覆申請會員知照。

              2. 入會費用：依據本會章程，個人會員入會時應一次繳費會費新台幣參佰元；團體會員為新

             台幣參仟元；學生會員為新台幣貳佰元。

              3. 常年會費：個人會員常年會費為新台幣參佰元；團體會員為新台幣參仟元；學生會員為新

             台幣貳佰元。個人永久常年會費為新台幣伍仟元。

              4. 學會會費劃撥帳號：14826182        學會會費劃撥戶名：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

【學會快訊 - 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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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行  人  的  話

總  編  輯  的  話

　　 日本非官方的「教師自主研修」相當盛行，教師個人或團體自發
自動地進行，這是日本教師界的文化，因為日本教師界對於「教師」
看法是，只有不斷學習研究的人才能肩負起教師工作。此外不斷學習
研究的部分，不僅是研究教學內容，提高教育專業知能，更要求是教
師自我人格的修養，這是一份志業心的精進。我想如果國內教師文
化，也充份瀰漫此氛圍時，臺灣的教育再生力量，才能深根發展，有
才能源源不絕，任何教育革新才會成功。
                   
      失去志業心的教師專業發展都是空的。目前國內有教師進階、教

                                          師評鑑、教師換證、教師在職進修等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研議，討論
這些議題時，常問誘因為何？我知道這是實際的問題，但是我更深思「教師的志業心與義務感」如何
培育？從老師的老師 ( 師資培育大學的教師 ) 身上開始吧，從革新師資培育大學的體質開始，讓教師培
養起「人之楷模」─有品教師的志業心，沒有師道的師資培育，任何教育革新都會徒勞無功。

     本期除了報導教育的最新消息與研習資訊外，主要有下列的幾篇文章。
     在專題論述方面，由筆者介紹中國大陸的師資生遴選與輔導制度。在台灣早期師範學
校及師專時代，由於各學校單獨招生，故除了有筆試以外，尚有複試的制度，複試中會
檢查考生五官是否健全、口齒是否清晰、對教育的基本看法等，惟師範院校參與大學聯
招後，複試制度已形同取消，此舉也產生學生進入師資培育學程後才發現志趣不符；各
師資培育機構也發現部分學生學習態度不夠積極的現象；此外，學生進入師資培育學程
後，學校對學生的生活習慣、教育職志的涵濡、師德的養成並無特別的要求，因此有識
者咸認為要培養經師與人師兼具的優秀師資，有必要在師資生在學期間，在課程、生活
習慣及奉獻的精神給予較高的要求。從文章中中國大陸對師資生的遴選與輔導的一些做
法，有些恰足以提供我國做為借鏡。

                                       師資培育專業交流方面，陳盛賢教授認為「師資導入期輔導」是發展教師實務能力的
最關鍵階段。因此，對師資培育導入期提出一些革新建議。首先，陳教授對目前實習輔導教師未受專業培訓、實習
指導教師未能就近輔導的做法提出質疑，他認為應發展師資培用聯盟，讓各縣市輔導團與鄰近的師資培育大學合
作，共同擔負輔導的工作。接著，他認為宜讓各師資培育大學聯合發展檢定任教學科領域的測驗，以保證師資生
具有任教學科的專門知能。再者，陳教授提出教師甄選的複審制度，他認為任教第二年要獲得續聘，應由國教輔導
團與區域師資培用聯盟檢核初任教師的教學情形，通過後方可獲聘。最後，應建立初任教師的輔導制度，初任教
師授課時數要減少，並且須每隔固定時間至區域師資培用聯盟上課一日。

     教育有愛專欄方面，由桃園縣笨港國小吳淑蓉校長介紹學校的辦學措施，吳校長提出該校規模雖小，但全校上
下一心，努力辦學、教學，推動笨港閱讀，組成「愛閱教想樂團」，營造良好閱讀環境，使學生沉浸在書香的閱讀
環境中。利用校園的動植物，推展永續健康校園、生態樂活學習，讓學生學習感恩，愛護校園，養成生態保育觀
念。推動品格百分百活動，成立好品家族，力行良好行為的實踐。小小導覽員，訓練學生的勇氣與信心。透過參觀
校外藝文展覽，每年藝文季全校大寫生等活動，涵養學生藝術能力與情操。成立多元社團，充實養學生各種知識技
能，如天文知識、桌球棒球技能等。從吳校長的文章中，讓我們了解雖然是小型學校，只要全校教職員工大家一起
努力，照樣可以撐起一片天。

     教育新觀點方面，台灣大學符碧真教授提出頂石課程 (capstone course) 的概念，頂石課程可以對師資培育課程
作一個總體檢的工作。頂石即建築物完成之前最頂層及最後一塊石頭，使建築物得以穩固而終於全部完工。符教授
認為我國目前師資培育階段的半年實習為頂石課程的一種。她建議在這半年實習中，實習生應組成小組，共同去找
出中小學生的迷思概念，集體設計破除中小學生迷思概念的教案，然後由一位成員負責教學，小組其他成員進行觀
察記錄並作檢討修正。最後再由另一位實習教師在另一班實施，以進行實踐並檢討學生學習成效。此種建基於研究
的基礎，並歷經教學實踐的頂石課程，將有助於師資生順利進入職場。

     最後，在新書介紹方方面，仍然由林政逸教授幫我們導讀兩本新書，一本是亞洲大學心理系教授葉重新所著的
「教育心理學」；另一本是臺大終身特聘教授黃光國所著的「心理學的科學革命方案」。林教授將兩本新書的內容
作簡要精闢的介紹，讓我們能快速的了解這兩本書的內容梗概。

     最後，還是要感謝本期各篇的作者的惠賜鴻文，也感謝編輯的努力。

楊思偉  理事長

楊銀興 秘書長

最  新  消  息HOT NEWS

　　100 年度教育部卓越儲備教師證明書，計有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等 6 校 14 位儲備教師獲得教育部審
核通過（名單如附表），並函知各地方教育行政主管機關，以鼓勵教師甄選時優先進用。

　　教育部為提升師資生素質、鼓勵優秀學子投入師資培育行列，推動「教育部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
試辦計畫」，並訂有「教育部核發卓越儲備教師證明書作業規範」，建立卓越儲備教師審核機制，參與
本試辦計畫之師資生，經學校審查及教育部審核通過者，由教育部發給「卓越儲備教師證明書」，通過

學生須達成指標如下：
      一、完整參與本試辦計畫學習歷程。
      二、學業成績表現優秀：每學年學業成績應達學系排名或各班排名前 25％。
      三、通過特殊學習能力表現：每年通過 1 項以上教學基本能力；師資培育學系學生合計應通過 4
            項以上、教育學程學生合計應通過 3 項以上。
      四、修畢教育專業課程前應通過英語能力相當 CEF B1 級以上證照（如全民英檢中級）。
      五、品德成績優秀：勞動教育或品德教育等相關課程成績應達 80 分以上。
      六、參加弱勢學生輔導：每學年義務為弱勢學生課業輔導 72 小時。
      七、增廣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八、畢業後一年內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教育部表示，此次通過審核者皆為「能教、會教、願意教」的優質儲備教師，教育部除核發「卓
越儲備教師證明書」外，同時將獲頒本證明書的儲備教師名冊登錄於教育部網站（網址：
http://www.edu.tw/high-school/index.aspx/ 最新消息），並函知各地方教育行政主管機關，鼓勵其轉
知所屬學校於甄選教師時優先考量進用。

  校名

臺北市立

教育大學

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

國立臺中

教育大學

身份別

師資培育

學系學生

師資培育

學系學生

教育學程

學生

教育學程

學生

師資培育

學系學生

師資培育

學系學生

師資培育

學系學生

師資培育

學系學生

師資培育

學系學生

師資培育

學系學生

姓名

盧珮涵

羅逸昇

鍾巧慧

詹芷婷

殷湘芸

李依霞

李亭

龔如珊

黃鈺涵

陳彥樺

組別

國民小學卓越儲

備教師證明書

幼稚園卓越儲備

教師證明書

幼稚園卓越儲備

教師證明書

特殊教育卓越儲

備教師證明書

特殊教育卓越儲

備教師證明書

國民小學卓越儲

備教師證明書

學校聯絡人

蕭小姐

02-23113040-8321

楊小姐

02-2732-1104-2181

高小姐

04-2218-3234

【100 年度教育部「卓越儲備教師」名單出爐，鼓勵
教師甄選優先進用】

2 3

附表 100年度「卓越儲備教師證明書」通過名單（次頁待續）

user
註解
加上，變成從文章中，

user
文字注釋
「有」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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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在職教師參加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通過初試（聽
力與閱讀能力測驗）人數計 575 人，通過複試（口說與寫作能力測驗）人數計 248 人。
　　（五）增列原住民籍教師基本現況，掌握原住民教師人力分布：為傳承及推廣原住民族文化，並了
解原住民籍教師任職於原住民重點學校情形，本年報首度納入原住民籍教師基本現況資料。原住民籍
教師共計 2,192 人，其中以泰雅族 546 人最多，占全體原住民籍在職教師人數之 24.9%；任職原住民
重點學校之原住民籍教師，以臺東縣學校在職教師 298 人最多（含正式編制在職教師 290 人與代理代
課教師 8 人），占全體任職於原住民重點學校之原住民籍在職教師人數之 22.3%。

　　本年報係供全國師資人員職涯規劃、各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政策研議及各師資培育之大學辦學參
考。除印製紙本發行外，並設計數位光碟檔隨紙本出版，同時建置本年報資料動態查詢網站，預定本
（100）年底測試完成，以利快速檢閱各項統計數據。年報完整內容可至本部中等教育司網頁（
http://www.edu.tw/high-school/index.aspx）電 子 布 告 欄 項 下 及 全 國 教 師 在 職 進 修 資 訊 網（
http://inservice.edu.tw/）一般瀏覽 / 統計專區項下載查閱，或至相關單位（詳見年報版權頁）購買紙
本。

　　為因應社會變遷與人口趨勢，掌握準確周全之師資培育現況資訊，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賡續
發行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以下簡稱本年報），以利規劃制定具前瞻性及專業性之師資培育策進
作為。本年報 99 年版增列師資生完成專門課程與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情形，且將在職教師通過閩
南語檢定狀況及原住民籍教師之任教現況納入統計彙編範圍，其特色及重要數據如下：

　　（一）教師學歷呈現提升趨勢：99 年度在職教師具學士學位（含副學士學位）者占全國在職教師人
數之 61.6%、具碩士學位者占 37.5%、具博士學位者占 0.9%，其中具碩士學位教師占全國在職教師比
率較 98 年度（32.9%）提高近 4.6%。
　　（二）師資人員就業比率增加：至 99 年度，依《師資培育法》所培育且核證之師資人員（以下簡
稱師資人員）就任教職、公務機關正式編制職位、公務機關非正式編制職位及其他行業之實際任職現
況如下：

　　1. 師資人員共計 163,409 人，其中正式編制專任教師計 86,804 人，代理代課教師計 15,977 人，儲
備師資人員計 60,628 人，任教率為 62.90%，較至 98 年度之任教率（正式編制專任教師計 83,879 人，
代理代課教師計 13,963 人，任教率 62.57%）增加 0.33%。
　　2. 儲備師資人員為公務機關正式編制人員計 3,745 人，就任公務機關非正式編制職缺及其他行業
者共計 37,774 人，其中以教育服務業 15,243 人最多、製造業 4,963 人次之。已任教任職師資人員（計
144,300 人）占全體師資人員比例達 88.31%，較至 98 年度就業率（已任教任職師資人員計 134,004
人，就業率 85.7%）成長 2.61%。
　　（三）完備學生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資料，反映各師資類科培育現況：為了解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培育現況，做為本部師資培育名額核定參考，增列各校師資生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即依《師資培
育法》規定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統計篇章。99 年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師資生總計
7,557 人，其中幼稚園師資類科 1,144 人、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2,702 人、中等學校普通學科 2,757 人、
中等學校職業學科 352 人及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 602 人。
　　（四）擴充教師語言能力認證統計，呈現教師具備多元文化教學能力情形：為符應多元文化與國際
教育趨勢且了解在職教師增進多元語言文化教學專業狀況，除針對在職教師通過客語、原住民語及英
語之檢定現況進行統計外，並增列在職教師通過閩南語檢定（99 年度第一次舉辦）數據資訊。99 年度
通過檢定情形如下：

　　1. 通過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客語能力認證在職教師共計 738 人，其中獲初級認證為 374 人、獲中級
認證為 156 人、獲中高級認證為 208 人。各檢定級別均以四縣腔語系通過認證人數最多；自 94 年度累
計至 99 年度，在職教師通過客語能力檢定（含各級別）者共計 3,669 人。
　　2. 通過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在職教師共計 19 人，其中以排灣族語通過 5
人為最多。自 96 年度累計至 99 年度，在職教師通過原住民語言能力檢定（含各族語）者共計 150 人。
　　3. 通過本部國語推行委員會閩南語能力認證在職教師共計 1,208 人，其中獲基礎級認證為 5 人、
獲初級認證為 147 人、獲中級認證為 335 人、獲中高級認證為 344 人、獲高級認證為 316 人、獲專業
級認證為 61 人。

【教育部發行 99年版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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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名

國立新竹

教育大學

國立屏東

教育大學

國立東華

  大學

身份別

師資培育

學系學生

教育學程

學生

師資培育

學系學生

師資培育

學系學生

姓名

陳彥樺

楊雅蓉

鍾昀珊

蔡羽筑

組別

幼稚園卓越儲備

教師證明書

國民小學卓越儲

備教師證明書

國民小學卓越儲

備教師證明書

國民小學卓越儲

備教師證明書

學校聯絡人

蔡小姐

03-5213132*6291

陳小姐

08-7226141-22101
梁小姐

03-8227106-1307

（續前頁）附表 100年度「卓越儲備教師證明書」通過名單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相關資訊請以官方網頁內容為準】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業於今（100）年 9 月 20 日經行政院核定，預定自 103 學年度起全
面實施，今（100）年入學的國一（七年級）新生開始適用，為讓社會各界充分清楚本項重要政策，教
育部採分階段方式展開下列宣導工作：

　　一、第一階段宣導（100 年 9 月至 100 年 10 月中下旬）：重點為介紹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整體
內涵與架構，以國中及高中職教職員、學生及學生家長為主要宣導對象，印製並發送宣導摺頁與手冊，
讓親師生能清楚瞭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整體樣貌。
　　二、第二階段宣導（100 年 10 月中下旬至 101 年 3 月）：重點為運用電子媒體、平面媒體（報紙、
雜誌）、網路及廣播方式進行宣導，並於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6 日期間先由教育部與地方政府合作辦理
政策說明會，再由地方政府接續辦理地方性宣導說明會，讓各地區的民眾可以就近參與，獲得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政策內涵相關資訊。
　　三、第三階段宣導（101 年 4 月起）：教育部預定於 101 年 4 月就升學高中、高職及五專學生入學
方式、就學區與國中教育會考等議題提出更明確的實務作法，並由各直轄市、縣 ( 市 ) 政府因地制宜就
地區實際規劃情形進行全面性宣導。

　　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已是全民共識，本實施計畫完整包含 7 大工作要項與 11 項配套措施，共
計 29 個方案。教育部與各直轄市、縣（市）合作之全國辦理 22 場次政策說明會，已於 11 月 6 日辦理
完竣，宣導說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整體架構與目標，達 5,024 人參加。

　　有關外界關注的入學方式、就學區及國中教育會考等相關方案，教育部已訂有「高中高職及五專
免試入學實施方案」和「高中高職及五專特色招生實施方案」和全國一致性原則，相關進一步實施流
程與執行作法（包含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方式、特色招生的審查原則及就學區規劃等項），一定會依規劃
期程於 101 年 4 月前對外公布。因為全國有 15 個免試就學區，各區就學資源不同，地方教育局（處）
亟需充分時間廣納地區相關機構與人員意見，審慎模擬演練技術層面的完整運作細節，以確保學生權
益。教育部已經同步成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入學方式輔導小組」及「高中高職入學審議小組」，協
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劃前述相關事宜。屆時，各直轄市、縣 ( 市 ) 政府就會針對區內學校之入
學方式、就學區及國中教育會考等實際規劃內容進行全面性宣導。絕對來得及在 103 年度全面實施前
提供各項資訊，請學生保持正常學習、教師安心教學，與家長放心。

　　想要了解最新正確的相關訊息，可至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資訊網 (http://140.111.34.179/)
取得，詳細內容亦可透過該網站提供寶貴意見，作為教育部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研議精進的參
考。有關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相關訊息，請以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資訊網」公布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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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來師資職前培育政策的革新建議】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教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陳盛賢

　　師資導入輔導階段是發展教師實務能力的最

關鍵期程。透過實習檢定制度、健全教師甄選歷

程與進行初任教師輔導，讓師資生在轉變為正式

教師的過程中，能得到最大的支持，使一位剛畢

業的師資生可以快速地站上講台，成為具有實戰

力的專業教師。師資導入輔導政策的革新方向有

四：健全實習體制以落實師資培用作為、教師檢

定可檢測任教學科領域的專業知能、合理與公平

的教師甄選制度、初任教師獲得完善的入職輔

導。

　　目前教育實習制度連結理論與實務的強度不

足，雖實習可以分成教學實習、行政實習、導師

實習及研習活動等四類，但是實習輔導教師在未

接受過專業培訓下，是否可發揮其指導力不無疑

問 ? 再者，教育實習運作三聯關係中，實習指導

教授未能就近輔導，也難以發揮其實習輔導的指

導功能，此時實習教師就常在各項學校任務或活

動度過形式的半年實習；有關教師檢定方面，目

前以紙筆測驗進行國語文與教育專業知能檢定，

但是目前有關師資生的教學力、任教學科領域專

業知能受限於檢測技術而無法進行，因此教師檢

定制度是否可充分瞭解師資生的任教能力呢 ? 目

前各縣市教師甄選受限於甄選名額有限，往往競

爭者眾，所以對於一位應試者，都只能透過短暫

的筆試、試教就決定是否錄取，但是這樣是否可

以錄取到理想的教師呢 ? 目前初任教師到校任職

後，就被視為具備與資深優秀教師同樣能力，但

是真的可以這樣對待嗎 ? 以下就上述的問題，提

出以下的革新建議。

　　發展區域的師資培用聯盟，讓各縣市國教輔

導團與就近師資培育之大學合作，一方面遴選優

質的實習輔導學校，一方面實習指導教授可就

近輔導師資生，師資生每隔固定時間 ( 例如雙

週 ) 就參與區域師資培用聯盟辦理的師資生實

習輔導討論會，而區域的師資培用聯盟也辦理

實習輔導教師的實習輔導知能工作坊，以發展

實習輔導教師的指導力，由此出發方可健全整

個實習輔導制度。

　　建立教師任教學科領域的檢定機制。目前

要讓一次檢測的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同時檢測其

任教學科領域有其困難，如果讓各師資培育大

學聯合發展任教學科領域的專業知能檢定作業，

師資生於畢業前在各師資培育大學參加筆試檢

定，而試教可交給實習階段的區域師資培用聯

盟辦理。

　　發展教師甄選的複審制度。通過教師甄選

即可取得教職，但是往往有許多不適任者，在

學校也不會開除他。如果初任教師在要取得第

二年教職時，設有門檻，由縣市國教輔導團與

區域師資培育聯盟檢核其教學情形，決定是否

具有資格續聘，再交由任教學校決定，則此複

審制度應可讓不適任教師提早離開學校。

　　建立初任教師的輔導制度。初任教師到職

後，由學校指派具有相當教學經驗者 ( 例如 5

年以上 ) 擔任初任教師的輔導者，而初任教師

授課節數只有一般教師的一半或三分之二，且

每隔固定時間 ( 例如雙週 ) 要到縣市所屬的區域

師資培用聯盟上課一日，藉由此相關制度等可

以讓初任教師可以逐漸適應學校的教職生活。

藉由區域師資培用聯盟、縣市國教輔導團、優

質輔導學校、初任教師輔導制度等應可讓師資

導入輔導趨於良善。

師  資  培  育 政  策  革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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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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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師資生入學的程度關係著整體教師素質的良

窳，中國共產黨 1949 年建政後，師資培育延續

國民政府時代的公費培育制度，學生免繳學雜

費、書籍費用，暨擴大了農村貧寒學生接受教育

的機會，也提供充足優質的師資生來源。但在文

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使整個中國大陸的教育事業

面臨崩潰和消亡，師範教育當然也不能倖免。

1978 年改革開放後，師範教育再度受到重視，

1987 年國家教委會、財政部頒布《關於重新印

發＜普通高等學校本、專科學生實行獎學金制度

的辦法＞和＜普通高等學校本、專科學生實行貸

款制度辦法＞的通知》，其中將師資生的助學金

制度改變為實施獎學金制度。1996 年 12 月教育

部頒布《高等學校收費管理暫行規定》，從此以

後，師範院校從過去免學費，調整為收取一部分

學費。1997 年是一個分水嶺，師範大學開始實

施逐漸收費乃至全額收費制度，從此師範教育開

始出現弱化傾向 ( 梅新林，2008)。而有鑑於改革

開放後，經濟快速發達，一般高中優秀畢業生以

唸科技、商管、 資訊為第一志願，於是中共教育

部從 2007 年開始恢復直屬 6 所重點師範大學學

生公費培育的制度，從 2007 年秋季入學的的師

資生得以接受免費教育，以吸引優秀學生就讀師

範院校。兩年下來，也發現重點師大學生錄取分

數有逐年上升的現象，達成吸引部分優秀學生以

第一志願前來就讀的希望。從以上公費制度的改

變造成對師範院校招生的影響，充分說明制度設

計會影響師資素質。惟就如中國大陸所認為?師

範教育是教育的工作母機」，師資素質如果優

良，將會影響其餘各級教育的品質。因此，如何

進行師資生的遴選與輔導，以確保教師維持良好

的素質也是中國大陸教育當前所應努力的目標。

貳、師資生的遴選

　　中國大陸自 1949 年以來，師資生的入學方
式大致上有下列的幾種：( 屠天源，2007)

一、全國普通高校的統一招生

　　統一招生又分統一文化考試和保送兩種方

式，統一文化考試是高師院校選拔學生的主要方

式，此種考試錄取原則、錄取體制、錄取方法 (

網上錄取 )、錄取時間採全國統一方式，但錄取

則由各省自主。錄取時按考生所填志願，從高分

到低分依次錄取，這種錄取方式的優點為公平、

公正、具有權威性，但由於考生選填志願有很多

的選擇性，加以過去教師在中國大陸社會地位不

高，待遇不佳，高師院校的優惠待遇 ( 如免收學

費 ) 被逐步取消後，高中畢業生報考的吸引力逐

漸下降。保送即免試入學，由高中或中師優秀畢

業生自願報名，招生學校審查其在中學的思想政

治表現、課業成績，同時對其進行面試和體格檢

查，最後經省、市、自治區招生委員會審查合格

後錄取。在面試中增加專業文化知識的內容，以

檢驗推薦成績的真實性。

二、聯合招生

　　由省、市、自治區招生委員會組織區域內的

師範院校聯合招生。師範聯合招生一般在全國普

通高校統一招生考試報名前舉行，以利於未被錄

取的考生有機會參加全國高校統一招生考試的報

名及考試。師範院校聯合招生有其優點，能保證

在專業思想、文化 ( 課業 ) 成績等方面都能錄取

到較好的學生，有利於提高師範院校的辦學品

質。但試務工作浩繁，需要投入很大人力、財力

及物力。

三、師範院校單獨招生

　　中國大陸目前也有極少數高師院校採取單獨

招生方式，這種考試方式考生及招生學校有雙向

選擇權，考生對師範教育及招生院校有高度的信

任，學生入學後對師範教育較有認同感，愛校意

識較強烈，學習意願比較高昂。但採取此種招生

方式的學校必須要辦學水準高，社會聲譽好，才

能吸引足夠的考生報考。

　　為求有助於師範院校招收到優秀且有意願從

事教育工作的學生，陸宏英 (1998) 提出建議，認

為師範院校應提前單獨招生，並根據師範的特

點，擬定設置考試科目，其中可以包括對考生心

 【中國大陸師資生遴選與輔導機制】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楊銀興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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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素質方面的測試，然後再進行面試或口試，全

面考察學生德、智、體、美全面的狀況，了解考

生的表達能力、邏輯思維、應變能力，然後再進

行錄取，如此將可保證新生有一定的專業思想及

專業素質，為日後師範教育質量的提高奠定良好

的基礎。

　　除前述招生方式外，部分省份規定報考師範

專業的考生須參加面試 ( 連澤錦，2009)，面試時

對五官、四肢、體型、語音素質等方面有具體的

要求。遼寧省為了提高師範院校生源質量，對報

考師範院校的考生制定了面試標準，考生的體檢

除達到《普通高等學校招生體檢標準》外，有下

列之一者不能報考師範院校。儀表方面：1. 五官

：五官不端正 ( 包括一眼失明、明顯斜視、兩眼

矯正後視力未達 0.1、唇裂、顎裂、斜頸 )、面部

畸形、有嚴重疤痕者、重聽或全聾者；2. 四肢不

健全或有生理缺陷，如六指、缺指、缺足、嚴重

O 型腿者；3. 體型：身體畸形、雞胸、駝背、身

體明顯不勻稱。17 歲以上男生身高低於 155 公

分，女生身高低於 150 公分者；18 歲以上男生

身高低於 160 公分者，或女生身高低於 155 公分

者。語音素質方面，口吃、聲音沙啞、公鴨嗓、

聲帶病變或口腔有生理缺陷及耳鼻喉疾病之一而

妨礙發音者、咬字不清、反應遲鈍者。由以上對

於面試的相關規定來看，中國大陸對欲擔任教職

者的要求相當嚴格。

　　2007 年在六所重點師範大學實施免費師範

教育制度，因免費師資生無就業風險，恐學習動

力不足，因此楊聚鵬 (2009)，建議學生要有淘汰

機制。淘汰可分為兩類：1. 標準淘汰制。由學校

對學生進行考核，對課業要求未達到標準的學生

予以淘汰，讓他可以選擇其他的專業。2. 自我淘

汰制。高中生當初考大學選填志願時，由於自身

判斷力缺乏、決策權力小，受高中教師、家長影

響而選擇了免費的師範教育。入學後，對自己的

性向、志趣及對教師職業特點有較清楚的了解，

決策權力也增加，因此他若發現沒興趣從事教職

工作，應允許他退出公費的行列，選擇其他的專

業繼續學習，因為一年級剛入學，對學校、專業

及教師職業上須了解，三、四年級退出又不利轉

到其他專業，所以退出時間以二年級較為適宜。

參、師資生的輔導措施

　　不管是經由何種管道進入師範院校學習，中

國大陸在學生入學之初即強調應 該培養學生良

好師德的概念和從事教育應有的基本功訓練。讓

學生進入大學之後能有良好的適應，且對未來所

要學習的課程與應具有的能力有清楚的認識，因

此目前相當重視新生入學教育，並對後續課業的

要求也有具體的規範。

一、新生入學教育

        中國大陸對於入學的新生很重視新生的輔

導工作，認為入學教育 ( 新生入學始業式 ) 是使

中學生向師範院校學生角色轉換的適應期教育 (
郝艷梅，2008)。國務院頒布《關於進一步加強

和改進大學生思想和政治教育的意見》後，師範

院校開始重視學生的入學教育，師範院校新生入

學教育的重點在加強師德的養成教育和從事教育

的基本功教育，師範院校開始探索新的入學教育

模式，延長入學教育的時間，更新入學教育的形

式和內容。在師資生入學教育的時間方面，像上

海大學的新生入學教育為期兩天， 擔任新生入學

教育的講師包括副校長、心理諮商中心教師、校

內各學系的教授，成績優秀的學長姐、派出所的

警官等，課程包括「大文科」、「大理科」兩大

類，15 種課程內容。郝艷梅 (2008) 認為師範院

校應採集中和分散結合的方式對師資生進行入學

教育，即開學時利用 3、4 天有計畫、有系統的

進行以適應為主的的教育，接下來利用大約 10
周左右的時間，以班級為單位進行以穩定專業思

想和師德教育為主的活動。北京師大新生入學教

育的舉辦形式，包括各式各樣的活動，如迎新

典禮、聯歡晚會、聆聽大師教誨、與高年級學長

座談、參觀校園與實驗室、學生社團展覽並招收

新團員等。郝艷梅 (2008) 建議可以組織新生讀

校史、校訓、校規、校紀；讀經典名著、偉人傳

記及人生哲理與勵志成才的書籍；可以開展新生

與領導、師長、校友、舊生的交流與溝通。

二、對師資生課業的要求

        鑑於中國大陸近年來師範專業的大學生專業

基礎知識薄弱，師範素質不高。因此，楊偉

(2009) 建議為了能使師範院校培養出來的學生，

將來能成為優秀的教師，提出下列的六項要求。

( 一 ) 中小學學科知識的系統化

     師範院校的大學生自入學後的第一學期到第

六學期，全面系統化掌握中小學學科內容，重讀

中小學各科課程內容，並於期末舉行統一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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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四參加實習之前能對中小學學科知識有充份

的掌握。各大學應將考試成績納入德智體綜合評

估。

( 二 ) 研討中小學教材和新課程標準

　　組建學生社團，成立「高中知識研討班」、

「初中知識研討班」、「小學知識研討班」，每個

研討班在專業教師指導下，對中小學知識進行研

討，並不定期邀請中小學優秀教師進行指導交

流，研討過程中要進一步熟悉中小學的新課程標

準。 

( 三 ) 邀請中小優秀教師上示範課，加強師資生到
       中小學見習和試教的力道

　　為了加強師資生對中小學教育的了解，增加

其實踐能力，學校應不定期邀請中小學優秀教師

為師資生上示範課，並對試教學生進行指導，同

時增加學生到中小學實習的機會，讓學生得到實

際的鍛鍊，進而從實踐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 四 ) 分層抓好學生的試講工作

　　為了提高學生的教學能力，強化學生的師範

技能，師範院校學生的試講工作要做到早動員、

早啟動、早指導，從一年級開始鍛鍊學生的口語

表達能力；二年級開始讓學生習寫教案、分組進

行試講；三年級學生開始有系統的進行試講，並

邀請優秀的畢業生進行分組指導，每個優秀的畢

業生都負責一組的試講工作，每個小組試講的情

況都要以表格的形式回饋到系上，系上根據情況

進一步安排，力求學生一定達到較高的水平，為

學生實習和就業打下良好的基礎。

( 五 ) 舉行師資生素質大賽，引領師資生技能發展

　　每年三月要求每班進行師資生素質大賽，並

選拔學生參加院級比賽，對學生的「三字」( 毛

筆、硬筆、粉筆 )、普通話及表達能力、課件製

作及使用、特殊專長等進行檢驗，對在比賽中表

現優秀的學生進行表揚。師資生素質大賽每年舉

辦一次，形成傳統，使學生的師範技能得到發

展。

( 六 ) 舉行導師 ( 班主任 ) 技能大賽，拓展導師工
        作能力

　　通過設計班會主題方案，模擬主持主題班

會，情境問題處理等來考察參賽選手的導師工作

能力，讓學生在實習之間對導師工作有初步的了

解，做好擔任導師的準備。

　　由以上師資生的輔導措施，可知中國大陸從

師資生一入學即重視師德的培養，和教育教學基

本功的奠基，在學習過程中也不斷的利用教學或

設計各種活動要求學生完成擔任教師所應具備的

能力。

肆、對我國的啟示

一、增加公費制度學生數量，以有助於招收優秀
      高中畢業生投入教師行列

　　中國大陸自 2007 年秋天在 6 所部屬重點師

範大學恢復公費培育制度，兩年下來已見到具體

成效，學生在高考錄取分數較之前為高，顯見素

質已有所提升，鑒於國內中小學教師素質有逐年

下降的趨勢，宜仿效中國大陸的制度，恢復部分

公費培育的方式。

二、入學考試中增加口試制度，以招收真正有志
      於從事教育工作的青年學生

　　中國大陸有部分的師範院校除以高考分數做

為錄取依據外，還進行第二階段的口試，以了解

學生的性向、志趣，並對考生的智、德、體、美

進行全面的考察，此一作法亦值得我國學習，台

灣早期師範、師專時期採各校獨立招生，有行口

試的方式，升格為大學後參加大學統一考試即取

消此種作法，今後若要恢復此一作法，可考慮採

遠距面試的方式實施。

三、在師資培育機構就學期間，加強中小學課程
      內容的研讀，以熟悉中小學教材內容

　　中國大陸要求師資生在學期間要研讀中小學

課程內容，熟悉將來所要教學 的教材，可使學

生將在師資培育機構所學與中小學教材密切結

合，讓學生不會覺得眼前在大學所學的內容不曉

得要做什麼，增加學生學習的動力。

四、重視師德的培養，形成為人表率的良師風範

　　中國大陸從學生剛進大學之入學教育，即強

調師德的培養，相對於國內師範院校與一般大學

似乎無多大區別，或許今後各師資培育機構應強

調在養成教育期間應重視言教、身教及境教的功

能，以培養學生良師的風範。



P.
T.
E.
N
.

2011 . 11

第   

期
23

P.
T.
E.
N
.

2011 . 11

第   

期
23

專 

題 

論 

述

專 

題 

論 

述

10 11

1    教育與專業研究課程之主要內容包括：國家政策架構、兒童學習與發展理論、教育學：理論與實務、公民與PSHE、公正、區別

   與社會正義、特殊教育需求兒童教養（包括EAL）、班級經營、兒童保護、個別化學習之有效能評量。教育與專業研究相關課程

   包括：必修－ECS3001; ECS3002;  ESB3003; 選修一門－EMUM003; EEDM009; EMAM009; EHUM009; ESCM004; ESYM001; 

   EMLM008; EARM002。

（一）全校性的閱讀活動

        1. 晨光閱讀：規劃每週一、三、四晨光時間

由導師帶領各班學生進行讀報、讀經教育及「晨

讀 10 分鐘」自由閱讀活動；週二、五學生朝會

時進行讀經抽背及讀報 Q&A 等活動，培養閱讀

習慣，提昇閱讀能力。

        2. 松葉親親藝文季：於每年三、四月規劃藝

文競賽活動，如作文、書法、硬筆字、朗讀、演

說、說故事、寫生、複合媒材創作比賽等，提供

閱讀成果發表舞台。

        3. 悅讀公佈欄或學校閱讀網站：由各班教師

指導或學生個人主動從事閱讀心得寫作，並依規

定格式繕寫於稿紙上投稿，通過校內評審老師審

核通過後即可張貼於「悅讀公佈欄」或學校「閱

讀網站」上，且達到規定篇數後可獲頒圖書禮

券。同時可獲得摸彩券，於學期末由校長於公開

場合抽獎、頒獎。 

        4. 笨港刊物：定期刊登師生作品發行，提供

多元發表方式，更可增加榮譽感。

        5. 結合天下雜誌基金會之「希望閱讀」活

動，豐富閱讀資源。

（二）班級經營之閱讀活動

        由各班導師針對學生能力，於晨光時間、

班級共讀時間、語文領域授課時間等，規劃進

行班級之閱讀活動。成果驗收各有不同，口頭

發表、悅讀學習單、剪報、小書製作、作文、

朗誦、戲劇演出……等，提供多向度能力展現。

（三）親子共讀之閱讀活動

        1. 讀報教育：除了在學校進行讀報教育，

更延伸其學習範圍，擴展至家庭親子共讀，期

使閱讀習慣養成。

        2.閱讀心得寫作及分享：藉由回家功課媒

教  育  有  愛

　　偏鄉的孩子並不悲情，因為有一群充滿熱誠

的老師與社區人士陪伴他們成長，一個孩子的成

長需要全村莊的力量，這種想法正在笨港國小實

踐中。

　　桃園縣笨港國小位於永安漁港南岸，離海邊

約 2 公里，全校有小學部 6 班，幼稚園 1 班，共

計 133 名學生，每個孩子都被看重為「海角

天才」，也就是天生的英才，只要好好的教育都

可成為有用之才。就是在這簡單的「硬目標」

下，全校老師、家長同心為笨港的孩子付出，希

望為這偏遠、文化不利地區的學校造就一番學習

的契機。

　　學校雖小，但我們堅持實現我們的願景∼航

向學習瀚海；學海無涯，在學習的瀚海中我們有

明確前進的航道：航向閱讀書海，航向品格心

海，航向永續綠海，航向藝文美海，航向天文星

海，為了達成全校的願景我們有多元活潑的教學

活動，課程規劃，希望透過多元的學習讓孩子的

生命歷程豐富，在這學習樂園中我們共享的成果

概述如下：

一、笨港閱讀 GO GO GO！ 
      海角天才 show show  show

　　笨港國小由親師生組成的「愛閱教想樂

團」，透過閱讀點燃每個小孩與生俱有的學習熱

情，並終生持續，為了讓學生沈浸在閱讀的環境

中，我們設計了豐富有趣的閱讀活動，帶領學生

在書海中成為知識的主人。

海角天才的學習樂園∼笨港國小

桃園縣笨港國小 校長吳淑容

介，進行閱讀心得寫作及分享，增加親子接觸

機會，拉進親子間距離。

        3. 親子讀經：由各年段訂定讀經內容，如

弟子規，百孝經論語…除了在學校進行讀經，

更延伸其學習範圍，擴展至家庭親子共讀，每

學期全校鑑定一次，過關者給予獎勵。

（四）社區共享之閱讀活動：

        1. 社區媽媽說故事：結合品格教育或重大

議題，由社區媽媽帶領，預計上下學期各安排 4

次，每次 2 小時。除了提升社區閱讀風氣外，

也培育社區故事媽媽之人力。

        2. 假日讀書會：邀請桃園縣教育志工聯盟

志工或本校家長志工負責說故事，親子在假日

讀書會完成聽故事及閱讀活動之後，由校內輪

值人員登記認證，學生可獲得摸彩券一張，並

於期末參與摸彩活動。

（五）創意閱讀

        1. 閱讀星等獎：利用閱讀心得寫作、投稿

等方式提昇閱讀的品質。由認證單位於閱讀護

照上蓋章認證並登記星等數，於「校長室小客

人」時間頒發獎勵，校長與獲閱讀興等獎學生

進行團體對話並鼓勵讀書活動形成「校長與小

客人讀書會」。

        2. 下課電影院：每週安排固定下課時段，

挑選有聲電子書或影片，於自然教室播放，提

供多元方式鼓勵閱讀，形成「另類讀書會」。

        3. 微笑舞台：每週安排固定下課時段，由

學生自治鄉成員安排上台發表，提供學生自由

發表機會。

        4. 小小導覽員：透過校園景點發展並訓練

中、高年級生成為小小導覽員，為中、低年級

生或來訪嘉賓進行導覽，增長學生閱讀環境及

口語表達之相關能力。

二、永續健康校園，生態樂活學習

　　學校因處鄉村，校地寬廣，校園動植物生態

豐富，特別是前庭有六棵既強壯又翠綠的大赤

教  育  有  愛

松，樹齡逾 60 歲了，枝葉茂密，鱗片狀的樹幹

粗糙有形，四季長青的老松樹是笨港孩子最深的

記憶，數十年來他默默的陪伴偏鄉孩子的學習與

成長，松果四季都有，掉落在校園中，總灑下無

限浪漫，尤其是在聖誕節將臨之時，孩子或社區

遊客撿拾松果，做成裝置藝術，濃濃的節慶味道

就如此自然天成。每年的植樹節，小朋友寫滿感

恩與祝福的卡片，送給老松樹爺爺當禮物。

　　5 月是校園裡的感恩月，小朋友作了母親卡

送給親愛的嗎媽，五甲的小朋友自願加做了一張

，要送給紅鳩媽媽。每年四月份開始，小朋友在

老師的提醒下觀察紅鳩媽媽在大赤松上面結巢，

牠每天都坐在巢中一動也不動的認真孵蛋，小朋

友透過 2 樓的窗戶近距離觀察，時常和紅鳩媽媽

四目相對，牠知道我們是友善的校園，一點都不

受觀察的干擾。終於孵出了 2 隻小紅鳩，五年甲

班的鉯喬、瑜珊、瑜娜幾位小朋友高興得似乎自

己當了媽媽似的，小朋友還發現鳩媽媽定時出去

覓食，回來後一口一口的餵小紅鳩，看起來好可

口，牠好有耐心的照顧小紅鳩，就像媽媽這麼愛

我們一般，小朋友的小小心靈也大受感動，除此

之外，大家也說要感謝大赤松，因為赤松張開大

手臂讓紅鳩築巢，他才是紅鳩家族的大恩人，於

是校園裡充滿感恩的氣氛，好溫馨的春天喔！

　　我們發現校園裡的一花一木，一鳥一獸，都

是最好的教學資源，也深深的覺得大自然就是資

源最豐富的教室，現在學校中的「航海王菜園」

是小朋友下課最愛去的地方，因為在那裡小朋友

可以享受到他們照顧菜園的成果，也可以就近與

鳥兄弟們對話，鳥兒教會我們尊重生命，學會欣

賞，心靈柔軟，擁有好品格，大家都應該珍惜身

邊的大自然老師，時時享受天然的快樂滋味。

三、品格百分百，體驗實踐樂開懷

　　笨港國小團隊相信：品格的養成是從體驗實

踐省思而來，我們把學校營造成一個品格校園。

笨港國小成立好品家族，從 1-6 年級都有自己的

家族名稱，每個家族有自己要達成的好品誓約，

班級就是品格的實踐堡壘。為了貫徹服務學習的

精神，小朋友也組成愛校綠手指，採責任制照顧

50歲的笨港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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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元社團，學習更精彩

　　除了平日正常的教學活動外，注入多元的

社團活動對孩子的學習有提升效果，據此，學

校用心安排了許多社團活動，有強身健體性質

的桌球營棒球營，結合學校客家漁村特色的哈

客營，實踐學校願景的天文營，激勵藝文展現

的花鼓營、多元創作營，多元的社團也為孩子

帶來多元的學習內涵，滿足孩子好動好奇的特

性，在這民風純樸的客家村落中，學校扮演著

社區文化傳承的中心，童年只有一次，希望透

過多元的社團讓學習更精彩。

　　教育是「心靈感動心靈，真愛與榜樣」百

年樹人的大業，愈是偏遠的地區愈需要親師更

多的付出與努力，今年笨港國小正好 50 週年，

目前受少子化因素影響，偏遠迷你小學學生人

數逐年萎縮，有可能面臨整併裁撤的命運，然

而本校近 10 年來，積極推動閱讀教育、品格教

育、環境教育、海洋教育，以終生學習為哲學

思維，以海洋及自然環境為背景，由生、親、

師、社區共創「航向學習瀚海」願景，建構具

有客家風情的農漁村學校，打造笨港傳奇；以

「行政追求卓越，教學追求精緻，家長真誠和

諧，學生積極感恩」為目標，希望再締造下一

個 50 年的海角天才學習史。

學校的花草樹木，每年更舉辦親親家園清靜社區

的愛鄉土活動，讓 1-6 年級的小朋友走入社區清

淨家園，認識家鄉社區環境並進行資源回收垃圾

分類宣導，幼稚園的小可愛則採定點表演的方

式，童言童語逗樂爺奶，目的是想讓孩子從小處

實踐社會公民的責任。

　　小小導覽員的培訓也是讓小朋友訓練勇氣與

自信的方式，在學校舉辦的親職教育日中，家長

就是最佳的聽眾，從爸媽鼓勵的眼神中小朋友的

解說愈來愈可愛，愈說愈精彩深入，也養成小朋

友適切的人際互動好品格。

　　學校中的航海王農場是小朋友最喜歡去的場

所，每個學期每個班級栽種適合當令節氣的菜

苗，從拔草、澆水、抓虫到收成，親師生注入許

多的用心，也告訴小朋友「要怎麼收穫先怎麼

栽」的道理。

四、生活之美，大家藝起來

　　學校的藝文資源受到偏遠的限制，相對缺

少，家長平日忙於生計，新移民家庭高達 40%，

藝文美化人生的概念往往不被重視，但在這艱困

的環境下我們依然熱力推動藝文活動，教師為了

充實教學專業知識，樂於參加藝文研習，指導學

生的作品適時展覽，也積極申請資源讓小朋友走

出校園到其他展場參觀；例如新屋客家圖書館藝

文展、國家音樂廳、廣達遊於藝等資源，學校每

年的松葉青青藝文季全校大寫生，松果復合媒材

親子創作交流賽等都是宣示藝文美化人生的活

動，其他如校園角落布置與美化等都希望用藝術

的角度切入，希望偏鄉的孩子也能擁抱生活之

美，大家藝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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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驪歌響起，即將畢業的大學生面對未來前程

常感到徬徨。他們投注了這麼多的時間與金錢，

畢業後不知道自己到底學到了什麼，對未來升學

或就業感到茫茫然。因此，大學生在畢業前實有

必要對其學習經驗做個總結，也需為其繼續升學

或就業作準備。另一方面從績效責任的角度，政

府投入了相當的人力與資源培育學生，校方與系

所實有必要瞭解學生是否達到系所設定的教育目

標。同樣地，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者有必要回顧過

去，將所學做個總結，也需要前瞻未來，為就業

或升學作準備。此外，師資培育機構亦有必要了

解學生是否達到校方及系所設定的教育目標。這

些方向都與下一輪大學系所評鑑強調的重點—學

生學習成效，不謀而合。

　　近年來美國、英國、澳洲普遍實施的「頂石

課程」（capstone course）被視為檢視學習總體

檢 的 課 程，以 瞭 解 學 生 的 學 習 成 效。

“capstone” 原意是建築物最頂層及最後一塊石

頭，用以穩固建築結構，使其順利完工。「頂石

課程」係指學生最巔峰與最後的學習經驗，即提

供大學生在最後一年整合所學理論及應用到現場

實務經驗的機會，這最巔峰的學習經驗使其學習

能夠穩固完成。長久以來，頂石課程被視為學生

在畢業前「最後一筆」（finishing touch）的完封

課程，但近些年來也被視為學生展現他們是否達

到系所教育目標的機會。

　　國外大學實施頂石課程為期多是一學期，呈

現方式有多種樣態，包括學士論文、專題研究、

臨場實習、學習歷程檔案等。目前我國師資培育

為期半年的「教育實習」可視為頂石課程的一種

。惟筆者建議此課程的設計，宜融合芬蘭「研究

為基礎」的師資培育派典及日本「教學研究」的

專業發展模式。首先，實習學生組成小組，學習

從家教經驗、文獻資料或與現職教師的對話中，

找出中小學生常見的迷思概念（misconception）1

，而後小組成員集思廣益，閱讀研究文獻、整合

過去所學的學科知識（content knowledge）、教

學知識（pedagogical knowledge）及學科教學

知 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從

5W（目標 Why, 對象 Whom, 教材 What, 教法

How, 評量 Whether or not & How much）研發

出破除迷思概念的書面教案，幫助學生概念改

變。接著將教案到教學現場付諸實踐。教學時，

由一位實習教師示範教學，其餘小組成員聚焦於

觀察記錄學生的學習及思考情形，並進行簡單的

評量。最後，教學完畢後，根據觀察紀錄作檢討

及修正。如果評量結果不如預期，宜思考如何改

進課程設計、教學與評量，以及對表現欠佳的學

生如何輔導等。修正後的教案由另一位實習教師

在另一個班級實施，一方面增加實習教師的實踐

機會，另一方面確認修正後的教案是否提升學生

的學習成效。如果實習教師在教育實習階段，抱

持著「研究為基礎」的理念，並經歷「教學研

究」完整的演練步驟，將有助於日後進入學校與

現職教師的對話，並能運用自如。

　　實習教師透過這樣的頂石課程，應可培養出

從實務中診斷問題、閱讀研究文獻、整合所學，

並根據研究文獻做出理性的思考，解決問題的能

力。具備了這些能力，則是具備了各行各業所需

的核心能力。實習教師畢業後即使不克從事教

職，轉換軌道到企業、產業、政府機構的人力資

源、人才培育部門，也能勝任，不必擔心畢業即

失業。以上淺見希望能拋磚引玉，期待更多學者

針對這個議題提出看法，使頂石課程的規劃與實

施更趨完善。

師資職前教育的總體檢課程--頂石課程（capstone course）

教  育  新  觀  點

國立台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符碧真 教授

1    迷思概念或稱錯誤概念，例如 (1) 1/2÷1/4=? 學生如果解釋成1/2個蘋果分給1/4個人，但人沒有1/4個人，則分數除法的意義為

       何？(2) 生物最小單位是細胞，但細胞是由細胞質、細胞膜、細胞核所組成，如果細胞是最小單位，卻又由三種東西所組成，

       是否矛盾？(3) 為什麼南港位於北台灣，北港位於南台灣？(4) 為什麼高山頂距離太陽比較近，卻比山腳下冷？

航海王農場玉米收成了

藝文美化生活，親子彩繪廁所

客家花鼓就是好客



P.
T.
E.
N
.

2011 . 11

第   

期
23

P.
T.
E.
N
.

2011 . 11

第   

期
23

新
書
介
紹

　　「教育心理學」一書是由亞洲大學心理學系

主任葉重新教授所著，並由心理出版社於 2011

年 8 月出版。本書是以師資生以及從事教育工作

者為主要閱讀對象來加以撰寫。

     全書共分為十三章。第一章緒論，分別說明

教育心理學的性質、教育心理學研究的目的、教

育心理學的歷史發展、教育心理學研究的主題、

教育心理學常用的研究方法等。第二章身心發展

理論與教育，首先探究身心發展的涵義與爭論，

其次，依據介紹認知發展理論、語言發展理論、

心理社會發展理論、道德發展理論。第三章兒童

與青少年期身心發展與教育，分別介紹嬰兒期、

學齡前兒童、學齡兒童以及中學生的身心發展與

教育。第四章智力個別差異因素與學校教育，先

說明智力的性質與相關概念，其次，依序介紹智

力理論、智力的影響因素、智力測驗的種類與測

驗分數的解釋、智力測驗在教育上的應用。第五

章非智能因素個別差異與學校教育，分別探究種

族文化差異、家庭差異、性別差異、自我觀念個

別差異、性格差異等，與學校教育的關係。

　　第六章學習理論與教學，分析學習的涵義、

古典制約的學習理論、操作制約的學習理論、社

會學習理論及其在教學上的應用、行為學習理論

在教育上的應用。第七章人本主義心理學的學習

理論，介紹人本主義心理學的歷史背景及其要

義、人本主義心理學的理論、人本理論的教育理

念、人本取向教學法，及人本主義在教學上的應

用及其限制。第八章　學習動機與學習行為，先

說明動機的性質與相關概念，其次，依序分析行

為主義的學習動機理論、人本主義的學習動機理

論、認知學派的動機理論、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第九章記憶、遺忘與學習遷移，則是說明記憶、

遺忘與學習遷移三者的意涵與對於教育的應用。

第十章思考活動與教學，第一、二節先說明思考

的性質與類型，其次，說明作決定與解決問題，

創造性思考與教學的意涵與類型。第十一章特殊

學生的心理與教學，先分析特殊學生的種類及出

現率，另外也依次介紹智能障礙與資賦優異學

生、學習障礙與語言障礙學生、視覺障礙與聽覺

障礙學生、情緒障礙、行為異常與自閉症學生，

以及肢體障礙或身體病弱學生。第十二章班級經

營與常規輔導，第一節說明教師應先了解學生身

心發展的特徵，其次，依序分析班級經營的重要

項目，例如 : 班級經營管理、營造良好的學習情

境、班級教室的布置、教師領導與班級氣氛、學

生違規行為的管理與輔導等等。第十三章學生學

習評量，先分析教學評量的涵義與目的，其次，

說明教學評量的種類及教學評量的工具，最後，

介紹多元化教學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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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學的科學革命方案」一書是由台灣大

學終身特聘教授黃光國教授所著，並由心理出版

社於 2011 年 6 月出版。本書針對近代心理學之

父馮特（Wilhelm Wundt）未能以科學方法妥善

處理的文化議題，提出〈自我的曼陀羅模型〉，

分析非西方國家的本土心理學者在建構理論方面

所遭遇到的困難，特別強調：西方科學哲學由「

實證主義」轉向成為「後實證主義」之後，在「

本體論∕知識論∕方法論∕人性論」各方面所產生的

鉅大翻轉，主張本土心理學的目的是要建構既能

反應人類普遍心智，又能說明特定文化中人們心

態的理論，並以作者對儒家文化傳統的分析為

例，說明如何對西方個人主義的心理學進行科學

革命。

　　本書共分十一章。第一章自我的曼陀羅模

型，說明婆羅浮屠與壇城、「方以智」與「圓而

神」、自我生命的深層結構、個人知識的發展、

行動的智慧、社會知識庫。第二章從「智慧」到

「理論」，重點之一在探討台灣臨床心理學所面

臨的困境。第三章實證主義的哲學轉向，提及並

說明實證主義的興起、維根斯坦的《邏輯哲學

論》、邏輯實證論、唯我論的世界觀等等。第四

章由行為主義到認知心理學，探究心理學的轉

向、認知心理學的興起以及社會心理學的發展

等。第五章從科學主義到素樸實證主義，先說明

「西化」的意識型態、科學心理學的中國移植、

素樸實證主義的研究、社會科學研究本土化運

動、實驗認知心理學的爭議等。

　　第六章反歸納法與自我中心的整合，主要在

分析本土心理學的發展困境。第七章　呼喚心理

學的科學革命，說明本土心理學的使命、個人主

義／集體主義」研究取向的批判、素樸否證論的

批判、科學研究綱領的反思。第八章文化價值與

行動智慧，分析科學微世界與生活世界、「中

庸」的構念化、科學微世界的建構、人類本體的

雙重性、道德的形上學基礎、文化傳統的詮釋、

本土心理學的理論素養。第九章儒家的修養與人

生境界，說明智慧與哲學、「誠」與自我的修

養、儒家的天命觀、修養的內容、修養的方法、

修養與人生境界、「士」的使命、「戲台」和「賽

場」、中庸之道，最後分析對「中庸」心理學研

究的再反思。第十章儒家的庶人倫理與行動模

型，依次說明儒家的庶人倫理、孝道與人情法

則、華人關係模型的建構、理論模型與外推、「

人觀」與自我。第十一章自我的追尋、真我與無

我，第一節分析〈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型，其

次，探究社會及行為科學本土化運動、中、西文

明的對比、科學哲學的探索、亞洲心理學會、追

求卓越計畫、《儒家關係主義》的研究傳統、真

我與無我：自我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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