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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完成了師資培育？ 
 

自民國 83 年「師資培育法」公佈實施後，台灣的師資培育從一元化、計畫制、分

發制的師範教育體系，邁向多元化、儲備制、甄選制的師資培育方式。96 學年度時，

即有 75 所公私立大學院校設有師資培育系、師資培育中心或師培學程（以下統稱為師

培學程）。1過去二十年來，由於中學以下各級師資快速增長，供需逐漸失衡，進而產生

流浪教師現象。TEPS-B 2009 年電訪調查之受訪者，就讀大學期間正值流浪教師邁入高

峰期。因此本期電子報針對 2009 年 SH 樣本電話訪問中受訪者，初步瞭解修完師培學

程者的情形。有效回答該題的受訪者一共 9,429 人，其中 568 人修完師培學程，佔有效

答題者 6.02%。下列分析將比較有無修完師培學程者，其性別差異、教育類型，以及後

續工作狀態。 

                                                      
1 教育部，2008。《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民國九十六年版》。

http://www.edu.tw/FileUpload/1052-16924%5CDocuments/Edu-paper96.pdf，擷取日期：2015 年 1 月 31

日。 

http://www.edu.tw/FileUpload/1052-16924%5CDocuments/Edu-paper96.pdf%EF%BC%8C%E6%93%B7%E5%8F%96%E6%97%A5%E6%9C%9F%EF%BC%9A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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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一可以看出，兩性修完師培學程的比例差異頗明顯。所有男性受訪者中，修完

師培學程的只有 3.66%，而女性修完師培學程的比例較高，有 8.21%，高出男性一倍多。

修完師培學程的性別差異，可能與男女就讀的科系類型相關。女性較多就讀教育、語

文、文學，以及歷史等人文學科，以及藝術學科，男性較多自然科學與工程應用學科。 

 

表一、性別與修完師培學程 

樣本性別 無 有 Total % N 

男 96.34 3.66 100 4,531 

女 91.79 8.21 100 4,898 

資料來源: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調查」2009 年 Panel-1 SH 電話調查 

 

表二顯示學歷與修完師培學程之關連。其中，具有大學學歷者，修完師培學程的比

例最高，有 9.32%，其次是具有碩士學歷者，有 7.48%修完師培學程，居第三高比例者

是攻讀博士學位者，有 4.84%修畢師培學程。而技職院校學歷者，只有 1.71%修完師培

學程，二專學歷者則有 1.50%回答修完師培學程。由此可知，修完師培學程者偏向於一

般大學類型，以及較高學歷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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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學歷與修完師培學程 

學歷 無 有 Total % N 

二專 98.50 1.50 100 324 

技職院校 98.29 1.71 100 3,207 

大學 90.68 9.32 100 3,810 

碩士 92.52 7.48 100 2,006 

博士 95.16 4.84 100 62 

其他 100 0 100 8 

資料來源: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調查」2009 年 Panel-1 SH 電話調查 

 

表三顯示，各種大學分類中，以就讀公立一般大學的受訪者修完師培學程的比例

最高，有 23.58%，其次是公立一般學院，有 12.24%。私立一般學院則有 5.59%，公立

技職學院有 2.93%，私立一般大學只有 2.06%。都遠遠低於公立一般大學以及公立一般

學院。除了國外大學之外，以公立科技大學比例最低，只有 1.32%。師培學程在公立一

般大學院校的比例較高，一方面可能是師資培育相關學系及學程提供的名額較多，另

一方面可能是公立一般大學院校的科系屬性比較傾向師資教育所需的科系。尤其是具

有師範性質的院校，或是有教育相關科系的學校，都提供較多的師資培育機會，學生基

於自身專業相關性，或是就業可能性，也較傾向於修讀師培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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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大學類型與修完師培學程 

大學學校分類 無 有 Total % N 

公立一般大學 76.42 23.58 100 1,764 

公立一般學院 87.76 12.24 100 49 

公立科技大學 98.68 1.32 100 756 

公立技職學院 97.07 2.93 100 273 

公立專科學校 97.14 2.86 100 35 

私立一般大學 97.94 2.06 100 3,204 

私立一般學院 94.41 5.59 100 161 

私立科技大學 98.22 1.78 100 1,853 

私立技職學院 98.63 1.37 100 1,096 

私立專科學校 95.83 4.17 100 24 

國外大學 100 0 100 90 

其他 92.31 7.69 100 13 

資料來源: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調查」2009 年 Panel-1 SH 電話調查 

 

由表四可以看出，修完師培學程的受訪者，與大學就讀哪一類科系有關。就讀教育

領域者，將近四分之三都有修完師培學程。其次則是人文及藝術領域者，有 10.74%修

完師培學程。第三高的則是科學領域，有 6.33%修完師培學程。而社會科學、商業及法

律類則只有 1.75%修完師培學程。雖然社會科學與法律領域屬於中學或小學的公民或

社會科教育範疇，但這類教師需求較少，加上與商業領域混合在同一類型中，愈加壓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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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科系類別可能修完師培學程的比例。至於大學就讀農學、醫藥衛生與社福，以及服

務領域的受訪者，修完的比例都只有 2%到 3%。修完師培學程比例最低的類別則是工

程、製造及營造領域。大學若是就讀這類領域，修完師培學程，大約是在高工這類的職

業學校擔任教職。因此，大多數人選擇往實務工作領域發展。綜合來說，屬於應用學科

領域者，如工程、法律、商學等，在職場的實務領域上有較多發揮空間，因此較少修完

師培學程。而屬於教育領域或是基礎學科者，如人文藝術與科學，其專業在實務應用的

職業市場上比較容易受到忽略，因此比較可能投入教育界。 

 

表四、科系類型與修完師培學程 

大學科系 無 有 Total N 

教育領域 25.93 74.07 100 324 

人文及藝術領域 89.26 10.74 100 1,378 

社會科學、商業及法律領域 98.25 1.75 100 2,683 

科學領域 93.67 6.33 100 979 

工程、製造及營造領域 98.8 1.2 100 2,337 

農學領域 97.77 2.23 100 224 

醫藥衛生及社福領域 97.71 2.29 100 655 

服務領域 97.01 2.99 100 636 

其他領域 94.44 5.56 100 18 

資料來源: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調查」2009 年 Panel-1 SH 電話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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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顯示，如可預期的，擔任教師工作者，有極高的比例修完師培學程，其中 85.26%

有修完，只有 14.74%未修完師培學程或沒有修學程。其次，則是教學相關助理專業人

員，有 16.89%修完師培學程。技藝工以及農牧業技術工作人員中，也有 6.06%以及 5.56%

修完師培學程。如果是有效答題，則這些人可能是屬於學用不相稱的一群人。包含其他

操作工在內，也有些人修完師培學程，這種關聯顯示，這些人有可能是無法謀得教職而

從事這些工作，也有可能是因繼承家業，或是自願選擇這些類型工作。而也有許多職業

類型的工作者，沒有人修完師培學程，這些類型工作多半是以技術、勞力，以及應用類

型為主。此外，以縱向百分比來看，修完師培學程者，有 49.09%（未列表）擔任教師，

因此有一半的人，修完師培學程，但沒有從事中小學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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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職業類型與修完師培學程 

職業（ISCO88 2 碼） 無 有 Total  N  

大企業（30 人以上）高階主管人員 96.55 3.45 100  58 

小公司負責或及總經理 100 0 100  2 

物理學家、數學家及工程科學專業人員 97.56 2.44 100  123 

生命科學及醫療保健專業人員 99.24 0.76 100  132 

教師 14.74 85.26 100  190 

其他專業人員 100 0 100  53 

物理及工程科學助理專業人員 99.09 0.91 100  441 

生命科學及醫療保健助理專業人員 97.56 2.44 100  123 

教學相關助理專業人員 83.11 16.89 100  296 

其他助理專業人員 97.48 2.52 100  1,071 

辦公室事務人員 96.93 3.07 100  1,497 

顧客服務事務人員 99.33 0.67 100  299 

個人服務工作人員 97.11 2.89 100  380 

售貨員、模特兒及展售人員 97.95 2.05 100  391 

農業及畜牧業技術工作人員 94.44 5.56 100  18 

採礦工及營建工 100 0 100  28 

金屬、機具處理及製造有關工作者 99.01 0.99 100  202 

精密儀器、手工藝、印刷及相關工作者 100 0 100  18 

其他技藝工等相關工作者 93.94 6.06 100  33 

其他分類之技術工人 100 0 100  2 

固定生產設備等相關操作工 98.88 1.12 100  89 

機械操作工及裝配工 97.2 2.8 100  143 

駕駛及移運設備操作工 100 0 100  36 

其他半技術工人 100 0 100  2 

小販及服務工 97.83 2.17 100  46 

農業、漁業等相關體力工 100 0 100  2 

礦業、營建業、製造業及運輸業體力工 100 0 100  47 

資料來源: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調查」2009 年 Panel-1 SH 電話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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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言，修完師培學程在性別上有明顯差異，女性比男性明顯高出一倍以上。這

種差異可能與中小學所需的學科類型師資有關，同時也可能與男性女性傾向就讀的科

系類型有關。而在學歷方面，一般大學與碩士學歷者修完師培學程比例較高，但也都在

一成以內。在高等教育擴張的背景條件下，中小學的師資已經由早期的專科與大學，提

升到大學與碩士程度。而少子化影響，中小學教師的機會逐漸減少，師資供給逐漸有過

剩的問題，因此修完師培學程的比例並不高。 

 

從大學類型中可以看出，在公立大學比私立大學修完師培學程的機會較高，而且

在一般教育系統修完的機會也比技職教育系統來得高。因此一般大學院校修完師培學

程的機會最高，幾乎接近四分之一，而技職院校則是低到僅有 1.3%，差異相當大。這

種差異可能與科系類型相關，教育類型的科系與學校都屬於公立學校的一般高等教育

系統，因此在教育類型的科系中，將近四分之三都修完了師培學程，而就讀人文藝術類

型科系者，也有一成以上修完。而工程製造領域，商業法律社會科學領域，修完師培學

程的比例則是最低。技職教育的科系大多是工程製造與商業類型，學生畢業後大多進

入實務應用的職業市場。在機械、營造、勞力，小型企業與小販商等職業中，曾修完師

培學程的比例極低。反觀擔任教師職業者，絕大多數都修完師培學程。整體觀之，師培

學程修完的比例並不高，只有 6%，而這些修完的受訪者，也只有一半擔任中小學教職。

目前除了可利用 TEPS-B 調查資料分析師資培育的情況外，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

究及評鑑中心也建置了「台灣師資培育整合資料庫」。這兩個資料庫各有其特色，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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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研究台灣師資培育情況有興趣者，應仔細瞭解並發揮此二資料庫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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