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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國五十七年九年國教開始實施，中學師資需
求量遽增，公布「國民中學教師儲備及職前訓
練辦法」。

於民國五十六年教育部指定台大、政大、成功
及中興大學開設教育選修科目。

民國六十八年「師範教育法」。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師範教育法修正草案

─關鍵人物：
立法院教育委員會召集委員蔡璧煌、洪冬桂、謝長廷、余玲雅、劉炳
華。
教育部政務次長趙金祁

─環境背景：
以往師資培訓，著重於師徒關係，1905年後，著重於能力本位，更發
展到證照制度。教育部希望發展出能融合師徒傳授、能力本位、證照
落實的一套師範教育法。

─兩大著眼點：
1.揚棄過去制度上發生困難或施行後認為有不周延之處。
2.希望有更開放且嚴謹的辦法來培育師資。



─草案重點：
1.師資培育多元化─亦即一般大學若有能力應
負起共同培育師資的責任。
2.公自費並行─一般家庭經濟能力提高，增加
個人選擇執業的自由。
3.加強教育實習─確實檢討以往的實習制度。
4.強調教師證照制度。
5.加強在職進修─由於時代變遷及知識膨脹，
應由學校或公家機關給予在職進修的培訓。



─修正要點：
1.改「師範教育法」為「師資培育法」。
2.將原草案第一條「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五十八條
之規定」等字刪除。
3.第二條界定師資及其他教育專業人員範圍，第一項
增列「特殊教育」，第二項增列「心理輔導」。
4.修改條文內「師範教育」為「師資培育」。
5.第四條第二項「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修改為
「中等學校」。
6.第五條規定師範校院學生入學資格與修業年限，刪
除「但亦得招收專科學校畢業生，其辦法由教育部定
之」。



7.第八條在規定教育實習辦法，刪除「前項實習教師
於實習期間，應接受指導教育實習之師範校院及實習
學校輔導考核」。
8.第十一條規定師資培育之實施方式，將第一項「師
資培育得採公費、自費及助學金等方式實施」修正為
「師資培育以自費為主，兼採公費及助學金等方式實
施。」。第二項「公費生以成績優良、自願獻身教育
工作之學生為限」，修正為「公費生以就讀師資類科
不足的之學系或畢業後自願至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服
務學生為原則。」
9.第十二條在規定師範校院之任務，刪除「地方教育
之輔導」等字。



10.第十三條有關師範院校設置實習輔導之規
定，將「師範院校應設實習輔導處」修正為
「師資培育機構及進修機構得設實習輔導單
位」。
11.第十四條關於設立幼稚園之規定，在「附
屬」下增列「或」。
12.第十六條有關教師進修教育之規定，在第
二項「得視實際需要，另設機構辦理之」前加
上「主管行政機關」。



民國八十五年五月十七日
師資培育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關鍵人物：
立法院教育、法制兩委員會委員洪秀柱等十六人
教育部部長郭為藩。
─時代背景：
目前有大約六千餘名中小學代課老師無法享有修習教
育學分之機會，對學生受教權以及教學品質影響甚
大。
─訴求：
修正師資培育法第六條規定，准許設有教育學程之大
學校院亦得招收大學畢業生，修業一年，完成教育部
規定之教育學分，成績及格者，由學校發給學分證明
書。



─教育部長郭為藩說明：
設有教育學程的公立大學，教師人數並不多，
恐怕會無法承受這麼沉重的師資問題。而目前
國小師資不足，然而開設教育學程的公立大學
多以中等教育學程為主，不見得能有所幫助。

─條文內容(重點節錄)：
師資培育機構得視實際需要招收大學校院畢業
生，修業一年，完成教育部規定之教育學分，
成績及格者，由學校發給學分證明書。



民國八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師資培育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

─關鍵人物：
立法院教育、法制兩委員會委員蔡式淵等，教育委員
會召集委員范巽綠
教務部政務次長楊朝祥。
─訴求：
在師資培育課程裡的「專業科目」的認定問題，在師
資培育法中並沒有規定。一般認為沒有規定即是讓各
大學自主，然而教育部又一直希望能更嚴格的讓師資
的產生能全國一致，有所矛盾。而關於專業科目、本
系所等認定若由教育部執行，並不是最有效率的方
式，也不能做出最好的決定，因此希望在第十條後加
上「前項之專門科目，由各師資培育機構自行認定
之。」



民國八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師資培育法第四、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新的師資培育之師資培育課程應實行於師範校
院。

准予師範校院自費生有決定是否修教育學分之
權利。



─教育部政務次長楊朝祥說明：
在本系所、相關系所、專業課程認定上，希望
能成立類似國外的國家師資教育評估委員會，
由其擔任。此委員會非屬政府組織，主要由學
者組成，針對各級學生所需要的科目做一認
定。在此委員會成立之前，教育部支持由各個
大學自行認定。

─條文內容(重點節錄)：
師資培育課程包括普通科目、教育專業科目及
專門科目……前項之專門科目，由各師資培育
機構自行認定之。



民國九十年五月十六日修正公布
第十八條並增訂第十八之一條

政策背景

代理不能抵實習

九年一貫英語師資缺乏

制訂過程

代理代課老師請託

教育部表示樂見修法，希望由立法委員主動提出
可增進時效

立委提案

朝野協商

楊恭墉

林政則、洪秀柱

教育部部長曾志朗、中教司司長洪清香

許舒博（審查會主席）



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修正公
布第十三、十六條

政策背景：因修正「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七
十四條之一，為配合該法修正，以提升位階
或明確規定授權範圍兩個因素修改師資培育
法第十三、十六條。



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三日修正公布
第十八之一條

政策背景：在職進修教育專班之代理教師權
益受損。

關鍵演出者

立法委員：曹啟鴻、羅志明（均審查會主席）、
王鍾渝、郭添財

官方代表：教育部部長黃榮村、常務次長吳鐵
雄、中教司司長洪清香



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修正
公布全文二十六條

政策背景：師資培育法自民國八十三年二月
七日修正公布，其間又陸續經歷了六次部分
條文修正。然該法也衍生出許多新的問題需
要解決，像是實習教師身份地位問題、公費
生分發困擾、以及我國師資培育階段是否應
該重新劃分等問題。

制訂過程
刪除「其他教育專業人員」之培育：為使「師資
培育法」之內容符合該法名稱，故其內容應只限
定於培育「教師」。（第一條）



師資培育由設有師資培育相關學系及師資培育
中心之大學為之：規定凡設有師資培育相關學
系及師資培育中心之大學均屬於師資培育機
構。而師範校院與一般大學之教育院、系、所
因其設立之功能與目的不只限於師資培育，所
以也要符合本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師資培
育相關學系並另設師資培育中心。（第五條）

• 師資培育階段重新劃分：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
前教育，應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稚園及特殊教育三
類分別規劃。因為師專皆已升格為師院，師院生之學歷
與專長領域素質和一般大學無異，不應侷限師院生之任
教資格，所以取消國、高中及國小師資培育階段之劃
分。此外，為加強教師職前教育素質，明訂師資職前教
育各類課程之學分得相互採計。（第七條）



合格教師資格之取得：大學畢業並完成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者，取得師資職前教育結業證明書，並
得參加全時教育實習，待完成一學期之全時教育
實習後，成績及格者，取得合格教師資格。（第
十條）

全時教育實習之定位與報酬：教育實習者應全時
在與其師資師資培育類別相符之學校進行教育實
習，並以教學、輔導與導師實習為限，時間一學
期，過程中以「助理教師」之身分定位。該期
間，中央主管機關應給予助理教師保險及至少基
本工資以上之報酬。（第十條）

建立持國外學歷所修師資培育課程認定標準及認定方式：
持國外大學學歷者，其所修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認定，由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標準認定之，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後，
再依規定向師資培育機構申請參加全時教育實習。（第十
條）
教育實習之經費來源：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督導辦理教育
實習相關事宜，並給予必要之經費與協助。



公費生制度：維持公費生以就讀師資類科不足之
學系或畢業後自願至偏遠地區學校服務之制度。
為中央主管機關應事先訂定相關標準，並統計該
類師資之未來需求，以作為招收公費生名額之依
據。（第十三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應辦理之實習與輔導工作：師資培育之大
學應辦理在校生實習及助理教師實習之工作。（第十四
條）
落實教師終身進修學習：明訂教師在職期間應參加與其本
職工作或專業發展有關之進修活動，而師資培育機構得設
專責單位或指派專人辦理教師在職進修教育。各級主觀機
關得為實際需要自辦或委由公、民營機構辦理該業務。
（第十六、十七條）

關鍵演出者
立法委員：曹啟鴻、羅志明、鄭國忠。
官方代表：教育部部長黃榮村、常務次長吳鐵雄。



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二十八修正公
布第二十三條

立委湯金全說明：
專科以上學校護理老師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漏未規定。

師資培育法規定需大學畢業才能修教育學分，如此將剝奪
早期專科畢業者的進修機會。

教育部長黃榮村表示意見：
專科護理老師並不屬於師資培育法中規定的「高、中職以
下的師資」。

至於目前高、中職以上護理教師中專科畢業學歷者有一百
七十五人，由於師資法已有明文規定不具有大學學歷者不
得參加師資職前教育，因此教育部不同意這一部份。



夭折的第四條草案

立委余政道

青少年犯罪問題層出不窮，中輟生佔很大比例。根據「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1987）指出：教師的教學態度、對學生的激勵、是
否使用正確方法、是否以學生為中心、重視學生反應、活潑的教
學法是影響中輟生的主要因素。因此，若能全面增進教師的輔導
諮商技能，必然能顯著減少中輟生產量。再者，根據「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委託「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初等教育系」對國小老
師批評學生問題進行研究，發現教師的負面、情緒性口語批評對
學生身心傷害很大，可看出改進教師教學態度之重要性。

然而由教育部所訂之各類教育學程中所應修習課程來看，有關教
育心理輔導之科目比重偏少，且多數為選修性質或與其他科目列
為必選之一。如此學生可能未曾修習過教育心理方面的課程即成
為教師。因此希望修改第四條條文，規定教育心理輔導課程應占
有必修學分之一定比例，以充實教師此方面能力。因此提出第四
條條文修正草案。



審查會決議：

草案第四條旨在明定教育心理輔導課程在教育學程
中，應占必修學分之一定比例。然因現行法第七條
對師資培育之教育課程已有規定，不宜就單一課程
再增明確規定，因此決議維持現行條文。



法律內容重點介紹

專門培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師資」。（第一條）
用詞定義如下：（1）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
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2）師資培育之大學：指師
範校院、設有師資培育相關學系或師資培育中心之大學。（第三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其委員應包括中央主
管機關代表、師資培育之大學代表、教師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
（第四條）
師資培育包括「師資職前教育」及「教師資格檢定」。前者包括普
通課程、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及教育實習課程。專門課程，由
師資培育之大學擬定，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教育專業課程，
經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審議，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第七
條）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分為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稚園及特殊教育學
校 (班) 師資類科，另為配合教學需要，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師資類
科得依前項程序合併規劃為中小學校師資類科。（第六條）



各大學師資培育相關學系之學生，其入學資格及修業年限，依大
學法之規定。設有師資培育中心之大學，得甄選「大學二年級以
上及碩、博士班在校生」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師資培育之大
學，得視實際需要招收「大學畢業生」，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至少一年，並另加教育實習課程半年。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成績及格者，由師資培育之大學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
明書。（第九條）
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修業期限以「四年」為原則，並另加
教育實習課程「半年」。成績優異者，得依大學法之規定提前畢
業。但半年之教育實習課程不得減少。（第八條）
持「國外大學以上學歷」者，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已修畢普通
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者，得向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參
加半年教育實習，成績及格者，由師資培育之大學發給修畢師資
職前教育證明書。（第十條）
大學畢業依規定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參加教師資格檢
定通過後，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已取得合格教師證
書，修畢另一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證明書者，由中央主管
機關發給該類科教師證書，免參加教師資格檢定。（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教師資格檢定，應設「教師資格檢定委員會」。得
委託學校或有關機關 (構) 辦理。（第十二條）
師資培育以自費為主，兼採公費及助學金方式實施，公費生畢業後，
應至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服務。（第十三條）
取得教師證書欲從事教職者，除公費生外，應參加教師公開甄選。
（第十四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應有實習就業輔導單位。（第十五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稚園及特殊教育學校 (班) 應配合師資培育之大
學辦理全時教育實習。主管機關應督導並給予必要之經費與協助。
（第十六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得設立與其培育之師資類科相同之附設實驗學校、幼
稚園或特殊教育學校 (班) ，以供教育實習、實驗及研究。（第十七
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用途及數額，不得逾中央
主管機關之規定。（第十八條）
主管機關可提供以下管道讓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進修：
（1）單獨或聯合設立教師進修機構。（2）協調或委託師資培育之大
學開設各類型教師進修課程。（3）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社會教育機
構或法人開辦各種教師進修課程。（第十九條）
保護之前依舊法體制修習者。（第二十至二十四條）



問題一

師範校院師生積極爭取自費生有選擇是
否修習教育課程的權利，而台大教育學
程卻年年出現報名人數遠超出收取人

數，兩相比較之下，你覺得這是常態還
是問題？若是常態，請試說明其因由；
若是問題，請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



問題二

請問你對前後的實習制度有何看法？



問題三

請問你覺得這一連串的師資培育法
的修改中隱含了那些價值觀，試舉
例說明之？



報告結束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