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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專長加註師培政策談國民小學教師素質相關議題 
林小玉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音樂學系教授 

 

學校教師教學品質良窳，直接影

響教育成效；其班級經營、教學知能、

課程規劃、學科專門等知能以及人格

特質，對於教學對象有莫大的影響，

這是無庸置疑的。每一位教師站在講

台上的那四十分鐘或更多時間的表

現，以其過去所受到的師資培育之養

成成效為基底，加上個人的生活歷練

及專業成長歷程與態度，為教師專業

做各種不同程度與不同內涵之解讀。 

從「中小學教師素質提升方案」，

到近來不少相關師資培育政策，都反

映我國在社會結構及型態不斷變化的

過程中，因應局勢以鞏固教師素質之

努力。舉例而言，鑑於少子化對於國

民小學教育場景所帶來的學校減班、

教師配課等現實因素所帶來之衝擊，

教育部推動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英語專

長政策，預定自 100 學年度起由師資培

育大學在校師資生先行實施，101 學年

度起鼓勵現職一般教師加註英語專

長，且未來包括輔導教師、自然生活

科技、藝術與人文等學習領域或學

科，也都將加註專長，在這樣的政策

方向下，國小教師的培育走向，可能

從「包班制」改為部分領域採「專業

分工」取向。 

相異於中學採分科（領域）證照，

長久以來，我國國小教師人力採包班

制，以班級教師為班級的主要授課與

班級經營人力，班級老師雖不至於需

要教授所有領域，但每位教師需儲備

所有領域的教學能力。如此機制乃考

量國小階段所需之領域或學科專門知

識精深度不若中學階段嚴格，且班級

導師在教育啟蒙階段應負擔起學生學

習、生活等各面向輔導的重責大任，

需要有較多的時間和班級學生互動，

以及國內有超過一半為 12 班以下學校

之現實。可以想像，如此包班制常遭

致教師教學知能「博而不精」的批評，

尤其在知識經濟時代各種知識與教育

議題推陳出新之際，包班制下的教師

教學品質與社會期待頗有落差。 

因應社會發展以及實際教學需

要，鼓勵教師擁有多項專長已成為未

來教師專業發展趨勢，國民小學階段

也不例外。然而，教育現象盤根錯節，

推動國小教師專長加註，宜思索以下

幾個問題： 

(一)需確實與人員進用或職務保

障有關以求政策精神及立意之落實：

加註需有相關配套，以獲致預期的效

益；若此政策與人員進用或職務保障

沒有相關時，即使政策有其良善之立

意，仍難產生較全面性的影響。以加

註英語教學專長為例，其推動對象分

為師資生、現職國小一般教師、現職

國小英語教師及具國小合格教師證書

之儲備教師四類，並規定從 102 年 8

月起，新進老師若教師證上未加註英

語專長，就不能教授英語，吾人可想

見，當可趁勢提升教師教授英語之門

檻。惟加註之配套若過於寬鬆而導致

教師大量且輕易的就地合法化，其直

接影響的就是刻正修習師培課程的各

領域學生及具國小合格教師證書之儲

備教師，導致教育新血輪合理競爭以

取得國民小學正式教職的空間更形壓

縮，惡化教師人力之流動性。 

(二)加註之科目內涵務必因應學

科特性：既然想藉由加註以強化教師

不同專長，則其加註學科與學分數就

應在符應國家政策之前提下，尊重各

學科之專業與特性。以加註英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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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為例，其規定除修學分外，亦要

求通過英語檢定，此即回歸該專長特

性之作法。同理可試想，若未來擬針

對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加註，鑑於「藝

術與人文」學習領域包括音樂、視覺

藝術與表演藝術三部分，除尊重該領

域專業意見外，當審慎思考加註是分

領域或分科；亦應探討即使採分科加

註，是否應強調其「藝術與人文」之

共同性而保有共同必修學分等機制；

另思量該領域學門之特性，而是否應

當穩固術科學分之必要性，甚至對於

相關科系修畢規定學分之師資生採取

自動加註機制，以鼓勵各不同專長背

景之學系學生投身教育工作。 

(三)對於國小教師國語、數學教學

能力應有務實之作為：教育部未來擬

辦理教師加註之領域或學科，似乎不

包括數學及國語，因為這二領域被認

為是所有教師應具備的基本教學領

域。惟在各師培單位的教育學程課程

規劃中，此二領域雖比別的學門有較

多的學分數修習要求，但相較於加註

科目至少需修習的學分數，仍有落

差。建請相關單位對於國民小學教師

之數學及國語教學能力，宜有更明確

而積極的規範及做法，而非過多的假

設。  

上述觀點只針對現今第一線教學

場域上與加註教師專長有關議題提出

個人看法，但國民中小學教學人力的

問題可謂盤根錯節，從輸入端到輸出

端都有問題待解決，舉凡因為前景不

明導致修習教育學程意願低落進而影

響師資生素質，學校教師人力老化而

沒有新血輪以注入活水，為數不少的

無照教師擔任教學工作等，均相當棘

手；尤其十二年國教即將於民國 103

年上路，教學人力之品質問題難度與

複雜度將更高。但我們深信，變化的

年代不變的熱情是我國人力素質穩健

的根基，世代更迭中整個社會對於教

育不變的關注，是我國教育永續經

營、力求精進的最大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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