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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高中職餐旅群師資供需
與素質之問題分析

摘  要

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及焦點團體法，以分析高中職餐旅教育師資供需與素

質的問題，並提出具體建議供主政單位參考。主要結果如下：在高中職餐旅群師

資供需的問題上，由於近年來餐旅觀光榮景乍現，高中職餐旅群學生數及班級數

激增，專業教師需求擴大，過去所累積的儲備教師多數充用後，仍不敷師資需

求；而現有師資培育供應源，每年產出量亦不足應用，致許多私立學校無法補充

師資，呈現供不應求的現象，教學品質堪慮。而高中職餐旅群師資素質的發展

上，政府制定了許多政策及法令，希望從師資供需的平衡、提高高中職學歷到碩

士以上、及鼓勵在職進修上著手，塑造優質的教師，實施效果尚未彰顯；尤其當

前高中職餐旅群師資呈供不應求狀態，師資素質難以掌控；餐旅群教師學歷在職

業類群中排名較後；且餐旅群在職進修雖提供教師多元進修，惟參與面仍有成長

空間。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具體建議供相關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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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ed documentary analysis and focus group to address the issues and 

problems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qualified teachers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programs at 
secondary level.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clude the fact that there is an urgent demand 
of qualified teachers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programs due to the expeditious development of 
such programs in Taiwan. The existing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s produce far insufficient numbers 
of qualified teachers for private high schools; therefore, a concern about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has been discussed in the recent years. According to a governmental report, the qualification of 
teachers of H & T program at secondary level is in the lowest ranks.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is 
critical issue,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take action through legislation on the qualification of 
certified teachers. Moreover, current teachers are encouraged to go back to university to receive 
in-service trainings However, effects of such initiatives are limited due to low enrollment.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will provide the related departments with information how to increase 
effectiveness of the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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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近年來餐旅觀光業隨著國內外觀光遊憩事業的蓬勃發展而日益發皇，根據聯

合國世界旅遊組織（United Nations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UNWTO, 2013）

統計指出，全球旅遊入境人次由2008年的8億成長為2012年的10億；國內觀光局

（2012）觀光統計年報也顯示，遊憩人次從2004年的1.36億成長為2012年的2.74

億，成長了2.01倍；再依餐旅服務的住宿及餐飲業人力需求數據看，從2011年10

月到2012年1月就增加僱用了19.03%（勞動部，2012），因而促使餐旅群技職教

育的蓬勃發展。以技專院校入學測驗中心（2013）歷年統計資料指出，四技二

專統一入學測驗餐旅群報考人數自2002年的10,092人直線上升到2013年的27,011

人，成長比例達2.68倍，占人口比例7.46%。而設有餐旅群的高中職，從教育部

（2013a）高級中等學校概況統計資料顯示，也相對熱絡起來，紛紛改設或增設

餐旅類科由2003學年的1,098班，增加到2012學年的2,390班，成長了2.18倍，是高

中職所有群科中成長最多的一群，凸顯國家為迎合觀光遊憩事業在餐旅服務業人

力需求的趨勢。

人力素質的提升，端賴教育來促成，彭森明（1999）認為，影響教育成效的

因素很多，有組織、環境、師資、學生、設備、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鑑等項目，

其中健全的師資，是學生學習進步的主要因素，任何國家若要推展教育，提升

教育成效，無不以提升教師素質為首要工作。Charlton 與 Kritsonis（2009）也指

出，現階段教師在職涯中正面臨挑戰，透過有效的人力資源管理，會提升勞資關

係的品質，讓留在教育界的教師重視學生和教育的價值；可見學校師資，在教育

歷程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而師資的養成，牽涉到師資質與量的議題，當師資供

不應求時，可以挑選的機會少素質較難掌控，師資供過於求時，雖可精挑細選，

素質可能相對較優，但卻造成資源浪費及社會問題。

任何類型教育師資的供需，最理想的狀態是達到供需質量穩定平衡的狀態。

由於後期中等教育係分群分科教育，各群科教師供需情況不同，當師資培育核定

群科額度與現場群科師資需求不一時，可能產生師資看似供過於求，實則不足的

現象（教育部，2013b）。以餐旅群為例，在少子化的現況下，高中職餐旅教育

的學生數十年來不降反升，所衍生的高中職餐旅教育師資供需數量之發展趨勢，

以及高中職餐旅教育師資素質，是否因數量的增加而跟著提升素質等問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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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個別就現階段高中職餐旅教育師資供需與素質的發展問題，剖析探討有其必

要。

高中職餐旅教育，在少子化及多元師資政策的衝擊下，還能夠異軍突起一

枝獨秀，實屬異數，相關的師資供需數量及素質發展議題，已成為各界關注的

焦點。有關學校師資供需的問題，在國外如 Dessoff（2010）、Ingersoll 與 Perda

（2010）、Villegas 與 Irvine（2010）等人的研究發現， 各階段師資皆傾向於供

不應求的現象。國內則因少子化的衝擊，像周祝瑛（2009）、紀金山（2005）、

張仁家（2009）、黃嘉莉（2009）、蕭志同與熊自賢（2010）等人的研究，都顯

示嚴重供過於求的趨勢；且有許多因素會影響供需的平衡，如黃哲彬（2009）、

蕭志同與熊自賢（2010）等人也針對此一議題多所探討，認為少子化的衝擊、師

資生員額數調控的失能、教育經費持續的緊縮、組織變革的推動，以及政策層面

等，都會影響師資供需的發展態勢。

在臺灣地區師資多數領域供需嚴重失衡的教育氛圍裡，餐旅教育學生來源的

遽增趨勢，顯然已對師資供需質量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其質量是否均衡問題？

值得探索。因此，本研究旨在分析現階段高中職餐旅群師資供需與素質的問題，

並根據問題提出具體建議，冀政府能體現問題進而有所行動。

貳、文獻探討

我國從1968年起延長國民教育為九年後，教育制度在後期中等教育中開始

有普通教育與技職教育的分流，高中職餐旅教育的發展，在高中為餐旅學程，在

高職為餐旅學群。依據餐旅群科中心學校(2013a)資料顯示，以1974年鳳山高商

及台南高商的觀光事業科設立最早，接著是1978年的普門中學及後來宜寧中學的

跟進；而餐飲管理科較早設立的是1982年的私立方曙高級商工、及後來的台中高

農、淡水工商、明道中學、恆春工商等校。此後，政府為發展餐旅教育，由高職

家政科轉型為餐飲管理科，像高雄市三民家商，就在1989年將家政科改設餐飲管

理科，台北開平更直接辦理餐飲學校，展開高中職階段輝煌的餐旅技職教育，師

資的供需問題，也隨餐旅教育質量的舞動，而有不同的發展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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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師資供需與素質的相關研究

供應及需求，原是市場經濟的概念，由於教育與經濟的關係密切，人力資源

的質量，就成為教育及經濟發展的基石。師資是教育系統中的人力資源，師資的

供應與需求，有其依循的脈絡，如何促使師資供需數量處在平衡狀態，而又能維

持一定的師資素質，是教育發展的一項重要指標（Murphy & de Jongh, 2011）。

至於師資教育供應數量的形成，主要是受到下列因素的影響（楊葆焜、范

先佐，1998；蓋浙生，1993；Murphy & de Jongh, 2011; Yildiz, 2012）：在師資供

應面上包括：（一）資源分配的多寡，（二）勞力需求的結構，（三）教育的單

位成本，（四）師資狀況等面向；在師資需求面上包括：（一）智慧的程度，

（二）教師職業的需求情形，（三）家庭及個人的經濟條件，（四）家長對子女

的影響，（五）師資教育預期的報酬率等面向。一般來說，國家對於師資教育

的需求，依據國內外學者的看法（楊葆焜、范先佐，1998；蓋浙生，1993；Kuo, 

Chang & Lai, 2011; Murphy & de Jongh, 2011; Yildiz, 2012）：取決於（一）社會的

人口總量，及（二）經濟或教育的發展情形等兩種因素。

至於師資供需的失衡與調節，由於師資的供需，在教育的發展上就如同經濟

的勞動力市場，其決定因素是師資人力的需求與供應關係。有需求就有滿足需求

的供給，供不應求或供過於求，從靜態角度看，就是一種失衡狀態，將有礙於教

育及經濟的發展；但從動態角度看，師資教育的供給與需求，是由不同主體來承

擔，其供需是隨時間變動而變動，因方向及速度的差異，而對供需關係產生不同

的影響。因此，必須對師資教育的短期和長期供需狀況，做出科學的估量，進行

準確、合理、適時的調節（楊葆焜、范先佐，1998），使學校的教師人力，發揮

結合國家教育與經濟發展的功能。

其實，師資供需平衡是一種理想，供過於求的設計，有利於各級學校聘請到

更優秀的教師，但供需之間要維持何種對應關係，難有定論？像臺灣國中小學師

資因少子化影響，而呈現供過於求之過度嚴重失衡現象，就又產生了流浪教師瀰

漫的問題（Chung & Huang, 2012; Yildiz, 2012）。有人認為師資供需間，是一種

非函數對應，而「一對一」或「多對一」是函數關係，「一對多」或「一對無」

則不是函數關係。職前培育階段的師資供需，如果要建立一種機制，以維持品質

與供需平衡為導向，則此一系統的建制，必須考慮培育政策、外部檢定制度、教

師職場需求、以及素質契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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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師資供需的體系中，若能以教師需求為導向，則整個師資培育政策落實的

可能性將大大的提高（張鈿富、王世英、周文菁，2006）。而透過此一機制的調

節，師資供需系統的平衡，也才更臻理想。誠如 Yildiz（2012）對土耳其體育和

運動教師的就業率研究所揭櫫的，在過去 5 年由於培訓與就業間，做了不切實際

的規劃，而造成僅10.29%之就業率。這種供需失衡的現象，造成教育資源的浪費

以及社會的問題。

二、師資供需與素質問題的人口因素

臺灣近年來由於個人自主意識抬頭，國人在承受生活較大的壓力下，考慮小

孩教育成本的支出，使年輕男女晚婚甚至不婚的數字逐年上升，導致我國生育率

逐年快速下降，這種趨勢加速入學新生減少，也使師資過剩的供需問題加劇。因

此，與各級教育一樣，出生人口數是高中職餐旅師資供需的主要關鍵因素之一。 

從內政部（2013）官網之數據顯示(如表1)，臺灣地區出生人數自1994至1997

年出生數（率）皆平穩約32萬多（15%），此階段人口正是現階段高中職就學人

口，僅有輕微少子化現象。但1998年即下降5萬多人，1999以後至2000年略有回

升；2003年降到22萬多，然後一路降到2010年的16萬多，2011至2012年緩步回

升。從數據觀察自1998至2012年，人口數平均為22萬餘人，僅為15年前的3/2強，

少子化的影響從今而後已在高中職逐漸浮現，且愈來愈嚴峻。

年代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出生人數 329,581 325,545 326,002 271,450 283,661 305,312 260,354 247,530 227,070
粗出生率 15.50 15.18 15.07 12.43 12.89 13.76 11.65 11.02 10.06
年代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出生人數 216,419 205,854 204,459 204,414 198,733 191,310 166,886 196,627 229,481
粗出生率 9.56 9.06 8.96 8.92 8.64 8.29 7.21 8.48 9.86

其實，分析上述師資培育的演變可發現，影響學校師資供需的因素，並非

只來自人口結構的改變，少子化也並非是唯一的影響因素，例如在過去多元化師

資培育政策下，廣設師資培育中心，即是造成目前師資市場供需失衡的原因之一

（楊智穎，2012）。他也認為探討師資供需失衡問題時，不必然只針對少子化的

人口現象進行探討，其實也可重新思考與界定「師資供需失衡」的意涵。我國過

表1 全國 1994-2012 年的出生人數和粗出生率

資料來源：內政部（2013）。全國 1994-2012 年出生人數和粗出生率。取自 http://statis.moi.gov.tw/micst/stmain.
jsp?sys=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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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三十年來，學齡人口數從最高點，逐年因人口政策及少子女化而降低，教育需

求相對減少，師資供需政策亦當隨之調整。

有人口才有學生源，所以學生數是教師需求最直接的決定因素，學生數多可

編的班級數就多，而教師需求係根據班級數而計算，其對師資需求的影響較大。

表2為全國2008至2012學年，公私立高中職學齡人口消長情形，由此表可知高中

學生數逐年略減，高職學生逐年增多。整體而言，高中階段人口有向高職流動的

趨勢，雖高中人口略減，但國中上來就讀高職的學生五年來約增2萬3千人。

學年別 高中合計 高中男 高中女 高職合計 高職男 高職女

2008 406,316 203,956 202,360 346,563 193,827 152,736
2009 403,183 203,728 200,455 354,608 197,745 156,863
2010 400,642 200,918 199,724 362,514 201,424 161,090
2011 401,958 201,704 200,254 366,449 203,473 162,976
2012 402,688 202,025 200,663 369,432 205,287 164,145

再從表3全國中等學校職業群科入學人數占當年出生人口比例看，高中職餐

旅群與其他群科之比較，雖然在少子化衝擊下，高中職餐旅群學生數仍持續成

長，從2003年的14,704人到2012年的34,941人，增加了1.38倍；占當年出生人口

比例從2003年的4.30%增加到2012年的9.65%。在所有群科當中一枝獨秀，是近年

來我國教育的一個異象，印證餐旅群班級數從2007至2011學年增為2.19倍可見一

斑。不過高中職學齡人口在未來15年將逐年少掉3/1，對高中職餐旅群班級數及師

資的供需政策，值得觀察並加以重視及探討。

學  年  度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餐旅群
年級均數 14,704 16,330 18,811 21,557 24,598 29,502 31,847 33,416 34,100 34,941
占人口比 4.30 5.18 5.60 6.70 7.65 9.60 9.86 10.14 10.47 9.65

學術群
年級均數 132,850 137,867 141,735 141,208 139,680 121,523 121,352 122,401 124,079 124,893
占人口比 38.84 43.73 42.23 43.86 43.43 37.32 37.58 37.14 38.11 34.50

商管群
年級均數 41,705 40,298 40,680 40,100 39,128 44,273 43,938 42,537 40,973 38,411
占人口比 12.19 12.98 12.12 12.46 12.17 13.59 13.61 12.91 12.59 10.61

機電群
年級均數 28,558 28,782 29,058 29,625 30,073 33,557 32,494 31,175 29,657 28,174
占人口比 8.35 9.13 8.66 9.20 9.35 10.31 10.06 9.46 9.11 7.78

家政群
年級均數 14,957 15,160 15,591 15,844 15,780 16,442 16,343 16,165 14,568 13,049
占人口比 4.37 4.81 4.65 4.92 4.91 5.05 5.06 4.90 4.47 3.60

表3 全國中等學校職業群科入學人數占當年出生人口之比較

表2 全國公私立高中職學齡人口消長情形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3c）。全國公私立高中職學齡人口消長情形。取自 https://stats.moe.gov.tw/result.
aspx?qno=MQA1AA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3c）。全國公私立高中職學齡人口消長情形。取自 https://stats.moe.gov.tw/result.
aspx?qno=MQA1AA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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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年  度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機械群
年級均數 10,693 10,515 10,863 11,271 11,692 12,470 12,345 11,987 11,492 11,245
占人口比 3.13 3.33 3.24 3.50 3.64 3.81 3.82 3.64 3.53 3.11

設計群
年級均數 2,782 6,303 6,486 7,271 7,550 9,493 10,233 9,858 11,282 11,752
占人口比 0.81 2.00 1.93 2.26 2.35 2.92 3.17 2.99 3.47 3.25

外語群
年級均數 2,951 3,244 3,741 4,543 5,227 7,280 7,473 7,833 8,040 8,225
占人口比 0.86 1.03 1.14 1.41 1.63 2.24 2.31 2.38 2.43 2.27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或稱為內容分析法

（content analysis），蒐集國內外有關餐旅教育師資供需與素質的各種書籍、期

刊、論文、報告、相關法令規章、網路資訊等進行研讀整理，作為本研究論述的

基礎，發展研究問題、討論及分析研究結果。

此外，透過質性的焦點團體法（focus group），邀集高中職餐旅群主任2人及

教師10人計12人參與討論。研究對象悉為國內餐旅觀光科系畢業，其中專任合格

教師3人(2人為科主任)，技術教師2人，不合格教師5人(現兼修教育學程)，儲備

教師2人(原為代理教師)，年資在3-7年間。由研究者主持，就高中職餐旅教育師

資供需及師資素質的問題分別深入探討，做成紀錄後(代號科主任為A、B，其餘

教師為C-L)，再以另一次座談，進行修正及確認紀錄的信效度。以了解高中職餐

旅教育師資供需與素質的問題脈絡，並做為提出具體建議的參考。

肆、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透過兩次焦點座談，就師資供需及素質問題深入探討及整理後，據以

呈現結果並討論如下：

一、高中職餐旅教育師資供需的問題

我國高中職餐旅教育的專業師資，一開始是以計劃性師資培育為主， 長年

以來都維持供需平衡的狀態；自1994年實施師資培育多元開放後到2012年，根

表3 全國中等學校職業群科入學人數占當年出生人口之比較(續)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3c）。全國公私立高中職學齡人口消長情形。取自 https://stats.moe.gov.tw/result.
aspx?qno=MQA1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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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教育部（2013b）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資料顯示，教師證核發了174,803

人，其中任教者 113,019人，儲備者 61,784人，足見師資供給量過多；為此，教

育部乃予以因應，逐年減招師資生名額，自2005年起從前一年最高的21,805人，

減少招生人數至2012 年的8,521人。供給量減少後，供需失衡現象已有趨緩，惟

仍處在供過於求的狀態。

高中職餐旅教育專業師資，由於觀光產業榮景正興，學生數量逐年激增後，

師資需求也大量增加，師資供需起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趨勢有別於上述中小學整

體師資供過於求的現象，既特殊也值得針對高中職餐旅群師資供需與素質問題個

別探討。

（一）餐旅群學生激增，師資需求殷切

我國公私立高中職總班級數與總人數，從表4顯示，2003年總學生數為

1 ,017 ,580人，2012年為1 ,061 ,794人，十年來僅多出44 ,214人，成長比例為

4.35%。從數據可知，少子化現象已反映在高中職班級學生數上，也因而促使政

府針對少子化，推出許多包括降低學生班級人數、提高教師編制員額、及核減師

資培育招生人數等政策，冀讓師資供需趨向平衡。

學年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班數 25,805 26,098 26,448 26,773 26,991 27,033 27,291 27,543 27,473 27,422
人數 1,017,580 1,037,454 1,058,948 1,067,280 1,069,884 1,069,674 1,077,022 1,078,749 1,069,077 1,061,794

高中職學校依群科又分為學術與職業兩大群科，從教育部（2013a）的統計

資料顯示（如表5），學術群科學生總人數自2003年的398,550人占高中職總學

生數的 39.17%，降至2012年的374,679人占高中職總學生數的35.29%；職業群科

學生總人數則自2003年的619,030人占高中職總學生數的60.87%，增至2012年的

687,115 人占高中職總學生數的64.71%，顯示學生在近年少子化的情況下，有志

選讀職業群科的學生仍有大幅成長的趨勢。

表4 歷年全國公私立高中職總班級數與總人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3a）。高級中等學校概況統計年報。取自www.govbooks.com.tw/viewitem-journal.
aspx?prodno=59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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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學術群 398,500 413,606 425,204 423,652 419,040 364,570 364,056 367,203 372,237 374,679
比例 39.17 39.87 40.15 39.69 39.17 34.08 33.80 34.04 34.82 35.29
職業群 619,030 623,848 633,744 643,675 650,844 705,104 712,966 711,546 696,840 687,115
比例 60.83 60.13 59.85 60.31 60.83 65.92 66.20 65.96 65.18 64.71

職業群科在近十年中，因應類科結構的大小及屬性，做了一些調整，從教育

部（2013b）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資料顯示，家事類餐旅群，在整個職業

群中雖僅含觀光事業及餐飲管理兩科，是各類群中科別最少，但學生人數變化最

大的一群。從表6統計資料發現，設有餐旅群的高中職學校，經彙整各校包括職

業類科、綜合高中、附設進修部、實用技能學程等日夜間部，設有觀光事業科及

餐飲管理科班級和學生數，由2003年的1,098班44,111人，增加到2012年的2,390班

104,823人，十年來學生數成長 60,712人，其成長學生數幾乎等於另15個職業群成

長的人數總和，成長比例高達138%。老師們說：

…近十年來餐旅群學生，的確暴增許多，我服務的學校就把較冷門的科

停掉或減班改設餐飲科1班…(B0507)

…像今年本校就增加了觀光科1班，餐飲科2班…(K0507) 

顯示學生對餐旅群觀光事業科與餐飲管理科的喜好，而高中職校各種型態的

班別，也迎合學生需求而擴大設立。

再看表6全國公私立高中職總學生數與其他群學生數之比較中發現，除機

械群維持平盤外，學術群、商業與管理群、電機與電子群、家政群等都呈現負

成長，僅餐旅群（4.33 成長至 9.87%）、設計群（0.82成長至3.32%）及外語群

（0.87成長至2.23%）呈現正成長，其中餐旅群成長幅度最大，學生數幾達其他

兩群的3-5倍。

學  年  度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餐旅群
學生數 44,111 48,989 56,432 64,670 73,795 88,507 95,540 100,248 102,301 104,823
總生比  4.33 4.72 5.33 6.06 6.90 8.27 8.87 9.29 9.57 9.87

表5 歷年全國公私立高中職學術群與職業群總班級數與總人數比較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3a）。高級中等學校概況統計年報。取自www.govbooks.com.tw/viewitem-journal.
aspx?prodno=59326

表6 歷年全國公私立高中職餐旅群與其他職群學生數之比較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3a）。高級中等學校概況統計年報。取自www.govbooks.com.tw/viewitem-journal.
aspx?prodno=59326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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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年  度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商管群
學生數 125,114 122,783 122,041 120,299 117,384 132,710 131,813 127,612 122,919 115,234
總生比 12.30 11.84 11.52 11.27 10.97 12.41 12.24 11.83 11.50 10.85

電機群
學生數 85,673 86,345 87,175 88,874 90,220 100,671 97,481 93,524 88,972 84,522
總生比 8.42 8.32 8.23 8.33 8.43 9.98 9.05 8.67 8.32 7.96

家政群
學生數 4,871 45,481 46,773 47,531 47,340 49,327 49,029 48,494 43,703 39,184
總生比 4.41 4.38 4.42 4.45 4.42 4.61 4.55 4.50 4.09 3.69

機械群
學生數 32,078 31,545 32,588 33,813 35,076 37,221 37,036 35,962 34,476 33,736
總生比 3.15 3.04 3.08 3.17 3.28 3.48 3.44 3.33 3.22 3.18

設計群
學生數 8,347 18,910 19,457 21,812 22,651 28,479 30,699 29,574 33,847 35,255
總生比 0.82 1.82 1.84 2.04 2.12 2.66 2.85 2.74 3.17 3.32

外語群
學生數 8,852 9,733 11,223 13,629 15,681 21,840 22,418 23,500 24,121 24,675
總生比 0.87 0.94 1.06 1.28 1.47 2.04 2.08 2.18 2.26 2.32

學生數會影響班級數，而班級數則成為教師員額需求的依據，依教育部

（2005）訂「國立職業學校組織規程」規定，商業、家事職業類群科每2班置5

人，未滿2班者，一班置2人。政府在少子化的影響下，教師員額編制的調高，常

是平衡師資供需的策略，同時也藉此提升教師素質。

餐旅群教師的員額，依前列規定，除了未滿2班者，一班置2人外，3班以上

每班可置2.5人。其員額計算，依據教育部（2010b）最新頒發的「高級職校餐旅

群99年課程綱要」整體授課時數計算，在總學分（授課節數）192節（182-202的

中數）中，共同科目課程（含校定課程）約108節占56%，餐旅專業課程約 84節

占44%，依此計算，餐旅群的教師員額在每班2.5人編制中，共同科目教師可占

1.4-1.5人，餐旅專業教師可占1-1.1人。

再從高中職教師授課時數分析，教育部（2010a）修訂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

週任課節數注意事項規定，專任教師的授課時數如表7，每節上課時間以50分鐘

算，計分成三級，第一級為每週14節課的國文科；第二級為每週16節課的英文、

數學、社會、自然等領域、生活領域之計算機概論、職業專業科目、及藝術才能

班等；第三級為每週18節課的藝術、生活、健康與體育、國防通識等領域、職校

各群科之實習科目、及生命教育等選修科目。此外，教師授課時數還牽涉到兼行

政及導師人員，依職務可減授鐘點，其中兼主任、組長等行政人員，因學校規模

不同而有差異，從每週上0節到8節不等，兼導師則減授4節課。

表6 歷年全國公私立高中職餐旅群與其他職群學生數之比較(續)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3a）。高級中等學校概況統計年報。取自www.govbooks.com.tw/viewitem-journal.
aspx?prodno=59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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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科               節     數 專任 兼導師

語文    國文(含選修) 14 10
領域    英文(含選修) 16 12
數學(含選修) 16 12
社會領域(含選修) 16 12
然領域(含選修) 16 12
藝術領域(含選修) 18 14
生活領域(含選修) 18 14
生活領域之計算機概論 16 12
健康與體育領域(含選修) 18 14
國防通識獲全民國防教育 18 14
職業專業科目(含選修及專題製作) 16 12
職業學校各群科實習科目(含選修及專題製作) 18 14
藝術才能班(音樂、美術、舞蹈)、體育班 16 12
選修課目：生命教育類、生涯規劃類、其他類 18 14

餐旅群師資需求，依照現況從學生數、班級數、教師員額編制、及教師每週

授課時數等指標，就可以計算出餐旅專業師資需求量。從教育部（2013a）101學

年開設餐旅群高中職班級學生數情況資料顯示，高中職餐旅群的學生數為104,823

人，班級數2,390班，餐旅專業教師員額編制1.0（依規定每班置教師2.5人，共同

科以1.5人，專業教師以1.0人計算），餐旅專業教師每週授課時數16節（專業課

16節，實習課18節，導師可減授4節，平均以16節計），準此，2,390個班級就應

有2,390個教師員額或教師需求。

（二）餐旅群專業師資培育供不應求

在師資供給面上，過去師資培育一元化的時代，高中職餐旅群的專業師資，

與中小學其他類科一樣，一部分由師大系統培養，一部分在大專畢業後再至師大

系統修習教育學分後充任，師資都還保持供需平衡的狀態；自師資培育多元化以

後，許多大學設有師資培育中心，也培育了一些餐旅群專業師資。

從教育部（2013b）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職業各類群師資人員首登專

長任職情況資料顯示，2006年（這年才開始有餐旅群的數據）累積培育在職餐旅

專業教師568人，2012年累積到912人，七年來增加344個合格教師。其中在職者

依表8顯示，2006年累積在職餐旅教師261人，2012年累積到644人，七年來在職

合格教師增加 383人。

表7 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任課節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0a）。修訂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任課節數注意事項規定。教育部法規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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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合計 4,761 5,399 5,876 6,120 6,388 6,656 7,001
機械群 340 410 455 493 528 569 614
動機群 196 238 263 273 289 293 298
機電群 725 848 914 953 989 1,025 1,092
化工群 88 58 61 65 76 80 84
土建群 200 193 203 212 261 271 285
商管群 1,953 2,088 2,237 2,292 2,353 2,409 2,480
外語群 54 78 91 96 97 99 109
設計群 237 311 330 352 374 407 441
農業群 97 138 143 153 130 133 136
食品群 106 132 149 157 154 163 168
家政群 227 291 315 323 333 346 390
餐旅群 261 408 497 522 573 613 644
海事群 16 15 17 18 18 22 22
水產群 19 24 25 26 27 28 30
藝術群 181 107 111 119 121 127 133
護理群 61 60 65 65 64 70 74

但事實上依表9顯示，每年餐旅群師資培育可實習人數七年來僅491 人，以

歷年教育部舉辦的教師檢定職業群平均通過率 54.82%計，應只增加269人，多出

來的114人，可能是歷年未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者，再參加檢定考試通過的結果。

年度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比例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合計 869  100 684  100 525  100 484  100 363  100 375  100 465  100
機械群 95   10.95 100     14.62 77   14.76 53   10.96 33    9.09 39   10.40 38    8.17
動機群 1    0.12 0    0 1     0.19 22    4.55 17    4.68 17    4.53 21    4.52
機電群 129  14.84 99   14.17 88   16.76 77   15.91 67   18.46 54   14.40 62    13.33
化工群 12    1.38 8     1.17 3     0.57 2     0.41 2     0.55 2    0.53 6   13.33
土建群 34    3.91 29    3.36 14    2.67 11    2.27 14    3.86 6     1.60 6    1.29
商管群 298  34.29 202  29.53 130  24.76 95   19.63 96   26.45 90   24.00 87   18.71
外語群 12    1.38 12    1.39 13    2.48 17    3.51 4     1.10 17    4.53 18    3.87
設計群 54    6.21 47    6.87 36    6.86 49   10.12 36    9.92 39   10.40 56   12.04
農業群 6     0.69 4     0.58 3     0.57 7     1.45 9     2.48 8     2.13 9     1.94
食品群 19    2.19 11    1.61 7     1.33 10    2.07 4     1.10 2     0.53 1     0.22
家政群 86    9.90 83   12.13 73   13.90 50   10.33 36    9.92 32    8.53 60   12.90
餐旅群 103  11.85 66    9.65 74   14.10 86   17.77 30    8.26 62   16.53 70   15.05
海事群 1     0.12 4     0.58 3     0.57 3     0.62 4     1.10 1     0.27 2     0.43

表8 歷年中等學校職業各類群師資人員首登專長任職情況

表9 歷年中等學校職業群科可參與教育實習師資生人數統計表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3b）。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教育部主編。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3b）。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教育部主編。 (續下頁)



108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第十卷第三期）2014.9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年度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比例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合計 869  100 684  100 525  100 484  100 363  100 375  100 465  100
水產群 3     0.35 5     0.73 0     0 2     0.41 4     1.10 3     0.80 6     1.29
藝術群 14    1.61 13    1.90 3     0.57 0     0 7     1.93 3     0.80 23    4.95
護理群 2     0.2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再依表10中等學校職業各類群師資人員首登專長儲備教師情況看，餐旅群儲

備教師從2006年的307個，逐年降到2012年的268個，七年來在職合格教師增加了 

383人，儲備教師也相對逐年減少，且依2012年高中職餐旅群學生班級數及餐旅

群專業教師員額計算，餐旅專業教師應有2,390個員額才符合需求。然而，根據教

育部（2013b）統計資料顯示，2012學年全國高中職餐旅群專任教師僅 925人，其

中合格教師748人、技術教師177人，若各校兼任教師及業師不算的話，尚差1,465

個教師需求。

年度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合計 5,483 5,452 5,528 5,593 5,741 5,794 5,753
機械群 593 612 611 607 611 604 586
動機群 191 172 165 167 166 173 178
機電群 744 728 732 736 769 776 752
化工群 20 43 46 44 51 48 47
土建群 237 180 184 185 238 240 232
商管群 2,262 2,370 2,424 2,462 2,487 2,516 2,516
外語群 101 98 97 95 108 113 119
設計群 405 378 397 404 424 426 427
農業群 78 119 127 121 60 64 67
食品群 61 51 39 37 45 42 39
家政群 233 225 256 276 299 313 299
餐旅群 307 240 215 227 247 253 268
海事群 5 6 7 6 7 7 10
水產群 5 3 3 3 3 5 6
藝術群 129 113 116 114 116 110 107
護理群 110 113 108 108 109 103 99

表9 歷年中等學校職業群科可參與教育實習師資生人數統計表(續)

表10 中等學校職業各類群師資人員首登專長儲備教師情況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3b）。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教育部主編。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3b）。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教育部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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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上述，教師需求高達千餘人，卻仍有儲備教師268人，這是耐人尋味

的。以高雄餐旅大學（2013）師資培育中心為例，從2004年成立以來，共培育了

246人，通過教師檢定的有163人，其中擔任餐旅群專任教師者145人，儲備教師

18人（含14個兼課教師、4個進修碩博士），沒通過教師檢定者53人（含37個擔

任兼課教師、13個在餐旅產業服務及 5個進修中），有29人仍在教育實習。換言

之，具備教師資格擔任專任教師者占89%，儲備教師11%，而尚未通過教檢者，

每年仍持續參加教檢，除少數在產業服務及進修外，大多數也在高中職餐旅群兼

課。準此，至2012年為止的268個儲備教師，據了解絕大多數目前正擔任私立高

中職餐旅群兼課教師。進一步探討其職涯考量，不外乎下列三項：

1.私校勞動環境不佳 

在我國公立高中職的勞動環境相對於私立學校，是穩定且有保障，是許多老

師嚮往的工作場域。誠如楊葆焜與范先左（1998）所指，教師對教職的選擇與動

機，會影響師資供需的平衡，其中牽涉到薪資待遇、工作穩定度及興趣。由於私

校相對於公校有招生壓力，必須到國中宣導，學生輔導及教學負擔重（每週日夜

授課30-40 節）等問題；加上薪資時有折扣或隨時有不續聘之虞，常感負擔重壓

力大，工作不穩定沒保障。老師們普遍認為：

…在私校餐旅群裡有人寧可一年連考好幾次，仍不放棄搶公立教師鐵飯

碗？除因待遇好、有月退，和私校勞動條件差也大有很大關係，很多人

寧可當儲備老師，也不願到私校忍受次等的待遇。…在私校不像公立學

校有保障，薪資、鐘點、招生等問題，常讓老師們壓力大，故考上公立

是最大的期待…(A-L0507)

因此，自認可以適應私校勞動環境的合格教師皆已應聘，儲備教師則想先兼

課適應，待調適2-3年後再進一步斟酌。

2.對教師職涯興趣漸減 

如同楊葆焜與范先左（1998）所稱，教師對教師職涯的興趣減弱，會影響

師資供需的平衡。部分儲備教師對教師職涯本就抱持可有可無的態度，只是在其

職涯中多一個選擇而已；有些人則是在經歷教育實習期間，發現自己興趣不在這

裡，但已完成教育學程及教育實習，就去考教師檢定作為未來職涯備胎，或成為

其他職涯發展的資歷。有老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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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科就有一位實習老師，在實習後發現志趣不在教職，而去從事旅

遊工作…(F.H0507)

3.參與碩博士進修 

儲備教師在尚未成為專任教師前，為了迎合高中職教師提升學歷到碩士學位

的趨勢，並為自己職涯發展增加競爭力，通常會有進修碩博士的選擇；而原來是

高中職餐旅群的專任合格教師，也會因私校負擔重壓力大，因而辭職參加碩博班

的進修的情形，渠等不外乎擬藉幾年的時間，喘一口氣，並充實自己，為未來再

出發，準備更豐穎有利的行囊。當然尚有一部份不合格教師或技術教師，是藉修

碩士班的學生身分，加修教育學程，俾便畢業實習半年、參加教檢，以取得專任

合格教師資格。老師們說：

…許多合格教師，因私校負擔重壓力大，會辭職參加碩博班進修，藉以

喘口氣…；另不合格教師或技術教師，也藉進修的學生身分，加修教育

學程…，如此既充實自己，也為未來再出發做準備…(C.E.G.J0507)

總之，前列 1,465 個教師需求，縱使儲備教師的 268人都被聘為專任，也還

會有1,197個專業教師需求無法供應。然而，目前全國設有餐旅群的師資培育中

心，歷經逐年停招及減招後，僅剩高雄餐旅大學等七所（如表11)，其中除高餐

大純培育餐旅群教師核定36人外，其餘六所雖核定名額從23到108人不等，但都

包含許多群科。從2006到2012年的數據看，每年平均可實習的師資生才70人，若

實習期滿參加教師檢定，依職業群平均通過率54.82%計，每年相當於產出40個專

業教師。以目前尚差1,197個教師需求而言，餐旅群的師資培育呈現供不應求的情

形。

大  學 培育科別 核定名額   備                                             註

國立高雄

餐旅大學

觀光事業科 
餐飲管理科

36 全是餐旅群

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

觀光事業科 
餐飲管理科

23 核定名額中包括共同科.機械群.動力群.動機群.電機群、土建
群、化工群、商管群、食品群、家政群、水產群、 及餐旅群

私立台南

應科大學

餐飲管理科 45 核定名額中包括共同科.藝術群.商管群.家政群.外語群.餐旅群

表11 全國大學設有餐旅群師資培育中心一欄表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3b）。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教育部主編。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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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學 培育科別 核定名額   備                                             註

私立南臺

科技大學

觀光事業科 
餐飲管理科

29 核定名額中包括共同科.機械群.動機群.電機群.化工群.商管
群.外語群.藝術群.家政群.餐旅群

私立銘傳

大學

觀光事業科 
餐飲管理科

108 核定名額中包括共同科.商管群.外語群.設計群.藝術群.餐旅群

私立東海

大學

餐飲管理科 65 核定名額中包括共同科.電機群.化工群.商管群.外語群.農業
群.食品群.餐旅群

私立靜宜

大學

觀光事業科 
餐飲管理科

90 核定名額中包括共同科.電機群.化工群.商管群.家政群.餐旅群

(三)私立高中職餐旅群師資供需失衡

依據教育部(2013a)統計資料顯示，全國設有餐旅群的高中職2012學年度有

140所，其中公私立學校比為34：106，師資供不應求的情形，在公立學校是眾所

嚮往故不會發生，但在私立學校近年來幾成常態，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所衍生

現象如下：

1.私校憂好景不再未來恐有減班之虞 

由於近十年來觀光餐旅產業榮景方興，餐旅教育需求水漲船高，許多高中職

尤其私校無論過去是傳統工科、商科或是農科等起家設立的學校，受到少子化衝

擊，停招冷門類科，改設或增設餐旅群科，致餐旅群學生數班級數爆增，絲毫不

受少子化影響。從教育部（2013a）高級中等學校概況統計年報數據顯示，近十

年來增班最多的是2008年，一口氣就增加了297班，其他年度也至少有69-183個

班級的成長，累積起來就有1,292個班級，照教師員額編制每班一個餐旅專業教

師，就需要1,292個師資才夠教學需求，這些師資需求若全部開缺補實，可預見的

是臺灣地區人口出生率下降，未來15年高中職學齡人口會少掉3/1，師資需求也將

減少3/1，今若聘足所需師資，未來餐旅群逐漸減班後，屆時可能會有處理超額教

師的困擾。

有老師說：

…我們學校雖然增了觀光科1班餐飲科2班，但校方怕未來趨勢不明，不

敢增聘專任教師…(K0507)

表11 全國大學設有餐旅群師資培育中心一欄表(續)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3b）。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教育部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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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師資不足影響教學品質 

由於私校餐旅群校方，擔心受少子化影響，未來若減班有超額教師處理問

題，加上成本考量，僅開少量缺額增聘合格教師或技術教師，其餘師資需求，則

聘儲備教師、未通過教檢者、餐旅科系畢業未修教育學程者、或餐旅產業師傅等

來代課或兼課，這些兼代課師資，除了儲備教師及未通過教檢者，具有教育專業

背景，在教學品質上較能掌控；至於餐旅科系畢業未修教育學程、或餐旅產業師

傅來授課者，其教學品質皆令人擔憂。老師也憂心的道來：

…據我所知，許多私校怕多聘合格老師未來可能超額，所以增班的課程

多半聘兼課教師或業師或增加專任老師的鐘點，最多上到一周40堂，很

辛苦，當然教學品質就會受影響…(D0507)

3.私校專任教師負擔繁重 

私立學校擔心未來減班，未聘足所有課程需求師資，可能的做法參與座談的

老師說：

…我們學校雖增班卻沒有增聘專任老師，學校設有各種日夜間部或不同

類型的班次，專任教師除承擔教學外又要兼導師，授課時數常超過部規

定的1到2倍，如此才能解決諸多的餐旅專業課程；此外，還有招生工作

要到國中宣導，還要處理青少年學生行為問題，尤其高中職階段學生的

行為問題層出不窮，負擔相當沉重；教學品質不好，對學生而言，其實

也是不公平的。(I0507)

因此，身為私校合格專任教師，工作壓力大負擔繁重，教育品質難以兼顧，

難怪只要公立學校招聘就想離開，對學生受教權來說也是不公平的。

4.政府未能提供足額的合格教師 

從教育部（2013a）統計資料顯示，2012學年度高中職餐旅群學生班級數達 

2,390班，依照教師員額編制及99課綱餐旅專業課程比例，每班至少應設置一名專

業教師，才足以解決各班所需課程時數，依此推算就必須有2,390個師資需求。

然而，我國自1994年師資培育多元化以後，至2012年共培育了912個首登專長的

專業合格教師，若以教師檢定職業類科通過率54.82%反推計算，受過教育學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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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1,664 人。易言之，若連同教檢未通過者全額提供作為高中職餐旅群專任教

師，也還不足726 人，而當前僅有的七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每年平均只產出合

格教師40人，真的是杯水車薪，無法滿足各校需求，也難怪私校科主任說：

…本科(觀光)今年增了2班，為應付校務評鑑，學校同意聘專任教師4

人，可公告後僅1人來應徵，多出來的課程，只好請兼課及業師來上了

…(A.B0507)

因擬聘專任教師雖公告多次都沒人來應聘，私校只好尋求其他替代方案，這

種供不應求的情形，實值教育主管機關加以正視。

綜合言之，目前高中職餐旅群專業教師是傾向供不應求的狀態。雖然公立學

校仍一位難求，是合格教師之所趨，每年開出來的缺，名額從1到14人不等，卻

有儲備教師或私立學校合格教師2-3百人轉戰公立學校，錄取比例都僅在2-5%左

右。然而要在私立學校謀得一職並不困難，私立學校想找合格的專業老師，因供

不應求常無法如願，或儲備教師對私立學校沒信心、工作負擔及壓力大，寧願選

擇自由身的兼課，不願簽約應聘，而私校本身也考量日後少子化衝擊，會有處理

減班超額老師的問題，故保留一些缺額，導致私立學校教師員額不足，也直接影

響教育品質。

二、現階段高中職餐旅教育師資素質的問題

許多研究指出，教師素質（teacher quality）係指一位教師為勝任其教育工

作，所具備的能力素養和特質。易言之，教師必須具備必要的人格特質，及良好

的通識知能、學科知能、教育專業知能、專業精神等素養，這也是對優質教師基

本的要求（吳清山，2004）。政府對提升教師素質政策，長久以來不遺餘力，包

括師資供需的平衡、高中職教師提升到碩士以上學歷、及鼓勵教師在職進修等。

本研究根據相關文獻（Dean, 1991; DeAngel & O Ćonnor, 2012; Hanushek & 

Rivkin, 2006; Howson & McNamara, 2012; Moye, 2009），以及實際現況歸納高中

職餐旅群教師素質的問題大致如下：

（一）餐旅群師資供不應求，師資素質較難掌控

師資供需的數量，會影響師資的素質，當供不應求或供需平衡時，需求單位

選擇性低，師資素質可能無法苛求；當供過於求時需求單位選擇性高，師資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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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易掌控（Hatsor, 2012）。張鈿富等（2006）的研究也指出，教師供需的理想

狀態是供給等於需求，而供給等於需求的條件是，數量的滿足與素質上的契合。

供過於求的正面意義是，學校可以聘到素質更優秀的教師，供過於求的負面意義

是，許多師培機構及準教師們抱怨教職一位難求。供大於求的狀態，要為教育品

質付出未來的代價，供小於求，會出現教師數量短缺及素質不優的問題。師資過

剩固然可以選到較優質的教師，但造成太多的儲備教師，不但浪費教育資源，也

會衍生社會問題；因此，如何讓供需平衡又能維繫教師素質，是一個值得關注的

課題。

由於國內餐旅觀光事業發展方興未艾，人力教育需求史無前例的擴大，高中

職餐旅群學生十年來激增，絲毫不受少子化的影響，學生數增加，班級數也跟著

增加，當然餐旅專業的師資需求就更加殷切。依據教育部（2013a）高中職餐旅

群班級數統計資料顯示，目前班級數三個年級合計有2,390 班，以現行餐旅專業

教師員額計算，餐旅專業教師應有2,390個員額才符合需求，但現有教師數只有

925人（內含177個技術教師），尚差1,465個教師需求。雖然統計資料顯示，至

2012年為止還有儲備教師268個人，但絕大多數儲備教師，目前正擔任私立高中

職餐旅群兼課教師，或專心準備參加公立高中職餐旅群教師甄試。依此計算，前

列1,465個教師需求，若儲備教師的 268 人都被聘為專任教師後，應該還有1,197

個專業教師缺額。

目前全國設有餐旅群的師資培育中心，歷經逐年停招及減招後，僅剩高雄餐

旅大學等七所，其中除高餐大純培育餐旅群教師核定36名外，其餘六所雖核定名

額從23到108名不等，但包含許多群科，據表11顯示從2006到2012年可實習的師

資生看平均才70人，若實習期滿參加教師檢定，依職業群平均通過率54.82%計，

每年等於產出40個專業教師。以目前尚缺1,197 個教師需求而言，餐旅群的師資

培育是處在供不應求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餐旅群專業師資的素質，就較難以

掌控。易言之，在無從挑選的情形下，師資素質會有降低之虞。

（二）餐旅群教師學歷在職業類群中，排名較後

教師進修是權利也是義務，旨在提升教師專業地位，毫無疑義的教師是一種

專業，而專業是一很重要的概念。就如 Liberman（1956）所指，專業人員應具備

高度的智慧、擁有廣泛的自主權、負有正義的責任、體認服務重於報酬、具同業

自治組織、遵守明確的倫理信條等，也就是透過教師自治組織的運作，教師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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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能、能發揮專業自主、自律及專業精神。  

高中職餐旅群師資在成為合格教師之前，他必須擁有法定的學歷資格，即具

備大學以上本科或相關學系畢業，修得教育專業及教育實習課程，並取得教育部

辦理的教師資格檢定證書，才能成為正式教師。其間歷經職前養成教育課程的涵

養，教育實習的焠鍊，教師資格的檢定，並通過徵聘學校的教師甄選。正式成為

專任教師以後，他還需抱持終身學習的理念，不斷的從事在職進修，以獲得專業

知能，發揮專業自主、自律及專業精神，如此，他才能算是具備專業素養的優質

教師。

Ferguson與Ladd（1996）在一項教師對學生影響力的研究中發現，擁有碩士

學位的教師，其影響力較高，對學生學習成就的影響占了31%；Hatsor（2012）

的研究也有同樣看法，認為學歷是教師素質的指標。然而，Hanushek 與 Rivkin

（2006）歸納美國歷年在「教師素質」的研究後發現，過去的研究裡教師的薪

資、學歷、教學經驗和認證條件等變項，常被用來探討其與學生成就間的關係，

但這些變項和學生成就間的關係並不高，影響的程度甚至未達顯著水準，無法真

正代表「教師素質」的評量指標。雖然學歷與教師素質是否相關仁智互見，惟以

我國而言，學歷常成為提升教師素質的指標之一，而提高學歷對其薪資福利是重

要誘因，這部分教師常是主動參與的，其成效也比較明顯。

至高中職餐旅群專業教師在學歷上的成長情形，經與其他職業群科比較發

現（如表12）高中職具碩士以上比例最高的是食品群85.64%，最低的是家政群

的33.33%，餐旅群專業教師學歷，具碩士以上比例，從2006 年的 39.01%提升到

2012年的54.42%，上升了15.41%，其成長比例，與其他16個群科比較起來，排在

第13位，是比較後段的群科。由於高中職餐旅群公私立學校教師比約為1:5，公

立學校教師絕大多數已具碩士以上學歷，私立學校相對較少。探其原因老師們認

為：

…餐旅群為近十年來快速發展的群科，多數師資於大學畢業具合格教師

資格後，很快就被私校聘進，以補足餐旅群課程所需。嗣後想進修，常

因校方唯恐影響校務，或擔心學歷高了後會離職他就，而訂較高門檻，

或課務太多毫無空檔，致無法如願。(A.B.D.I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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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藉由進修來提升學歷及師資素質，常因學校主客觀因素而無法成就，

因此，如何提升私校餐旅群師資學歷以強化素質，仍有努力空間。

學 歷
比 例
群 科

專
科

大
學

碩
士

博
士

碩上
士比
以例

專
科

大
學

碩
士

博
士

碩上
士比
以例

年 度   2     0 0     6  學 年 度   2     0 1     2  學 年 度

合 計 1.14 59.11 38.16 1.59 39.75 0.57 44.07 53.13 2.23 55.35
機械群 1.21 58.31 37.19 3.29 40.48 0.51 42.67 52.08 4.74 56.82
動機群 0.41 56.46 37.26 2.97 40.23 0.72 41.64 53.55 4.09 57.64
機電群 1.64 59.46 36.97 1.93 38.90 0.84 42.74 53.52 2.90 56.42
化工群 0.61 54.88 41.46 3.05 44.51 0.71 39.72 54.61 4.96 59.57
土建群 0.00 40.97 55.80 3.23 59.03 0.00 22.46 73.53 4.01 77.54
商管群 0.41 61.94 36.98 0.67 37.65 0.32 46.08 52.53 1.07 53.60
外語群 0.00 63.33 36.67 0.00 36.67 0.00 50.89 49.11 0.00 49.11
設計群 2.07 56.75 40.49 0.69 41.18 0.55 41.23 57.12 1.10 58.22
農業群 0.00 32.57 64.14 3.29 67.43 0.00 18.78 76.32 4.90 81.22
食品群 0.00 30.65 67.74 1.61 69.35 0.00 14.36 82.98 2.66 85.64
家政群 3.37 74.28 22.24 0.12 22.36 1.06 65.61 32.98 0.35 33.33
餐旅群 1.49 59.50 39.01 0.00 39.01 0.66 46.92 52.42 0.00 54.42
海事群 0.00 50.00 47.62 0.38 50.00 0.00 32.43 67.57 0.00 67.57
水產群 0.00 46.39 47.42 6.19 53.61 0.00 34.94 55.42 9.64 65.06
藝術群 0.00 69.13 28.19 2.68 30.87 0.00 55.78 41.50 2.72 44.22
護理群 0.82 54.10 44.26 0.82 45.08 2.26 41.35 55.64 0.75 56.39

（三）餐旅群教師在職進修提供機會多，參與面不夠普及

Moye（2009）強調在職進修是專業教學發展的基本要求，其設計一套定量

和定性資料分析技術觀察4所學校教師的在職培訓，結果發現培訓中心必須因應

教師與中心的訓練文化和需求變化，重新建構培訓方法，使教師能夠滿足與面對

新的教育需求。而 DeAngel 與O Ćonnor（2012）用多因素歸因法研究伊利諾州教

育行政人員的在職訓練也發現，培訓中心需提供更具針對性的培訓機會和更大支

援與鼓勵，以彌補在整個轉型過程中造成一些前瞻性管理員的流失。

我國師資素質的提升，長久以來政府皆從政策面，制定規範要求教師必須依

規定時數進行在職進修，俾教師專業有所成長，很少去適應教師的需求，而教師

本身過去在取得教師資格以前，通常會很主動的進行自我之專業成長，但真正擔

任教師以後，多半變得被動學習，致教學趕不上資訊進步的時代，專業素質就會

受到影響。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3b）。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教育部主編。

表12 中等學校任教階段職業科首登專長教師學歷之比較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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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研究顯示，教師專業成長與教師效能有高度相關（Deam, 1991），易言

之，優質教師與專業成長關係密切。對此教育部（2004）修定「中小學教師在職

進修研究獎勵辦法」，針對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並

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教師，在國內、外學校或機構，修讀與職務有關之學分、學

位或從事與職務有關之研習、專題研究等活動予以獎勵補助。各縣市也據以訂定

教師在職進修辦法，規定教師一年內至少要研習18小時。

高中職餐旅專業師資素質的良窳，端看教師本身在專業發展的企圖心而定，

一般教師可分成三種類型，第一種是主動型教師，會積極從事專業成長，屬優質

教師；第二種是被動型教師，一切依政府的規範從事專業成長，屬普級教師；第

三種是不動型教師，那怕政府對專業成長規範重重仍然無動於衷，屬不適任教

師。

對照張鈿富與葉連祺（2006）的調查結果指出，民眾認為教師素質「好」和 

「非常好」的比率仍然偏低。因此，政府就只好由上而下推動專業成長，讓優質

教師成為多數，就如周祝瑛（2009）所指，要更細緻設計與法制化教師在職進修

規範，以強化其敬業精神與專業素養。此外，Howson 與 McNamara（2012）指

出，英國教師人力由於缺乏規劃，反而易受政策控制與影響，如縮減財政赤字及

鼓勵私部門刺激景氣，而波及師資質與量的平衡。    

餐旅群專業教師的在職進修，除進修學位係由教師經校方核准自行至相關

大學進修外，有關餐旅群專業教師的在職進修，統由教育部推薦的「餐旅群科

中心學校」負責規劃辦理，過去餐旅群科中心學校原由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師培

育中心負責，由研究者兼任執行秘書，2011年元月才轉由國立淡水工商接手。餐

旅群科中心學校（2013b），一整年辦理的研習活動相當多元，提供餐旅專業教

師許多的研習時間與空間，從參加數據看，以餐旅群教師數925人計參與比例僅

43.24%，這比例與其他群科比較相去不遠，可容納的參與人數不多，各校只是

點的參加，無法做到面的參與，這也是各群科的普遍現象。有四位老師有類似看

法：

…老師們在教學上無法兼顧全方位，若能多方攝取新知是很好的，但進

修內容、時間及課務常無法配合所需，也無法全面參與；若能克服問

題，讓老師們都依需求，那就再好不過了…(A.B.H.L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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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見這些現象的問題點在於，進修內容上，餐旅群有觀光旅遊、航空運輸、

廚藝烘焙、調飲服務、旅館休閒等等不一而足，要在一年內面面俱到所有教師進

修需求不容易；而活動時間，要半天或幾天，要上課日或寒暑假，常因校方或教

師各有考量，難以定奪；加上進修期間課務問題，常須自行補課，造成困擾。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中職餐旅群師資供需及素質之問題，透過文獻分析及焦點

團體法予以分析及討論，謹提研究結論及具體建議如下：

一、結論

從高中職餐旅群專業師資供需與素質的問題發現，師資培育制度由一元發展

到多元取向，中小學師資呈現供過於求的現象致產生許多流浪教師。但近年來餐

旅觀光榮景乍現，高中職餐旅群學生數及班級數激增，專業教師需求擴大，過去

所累積的儲備教師多數充用後，仍不敷師資需求；而現有師資培育供應源，每年

產出量不多，致許多私立學校無法補充師資，呈供不應求的現象。

而高中職餐旅專業師資素質的發展上，政府制定了許多政策及法令，希望從

師資供需的平衡、提升高中職學歷到碩士以上、及鼓勵在職進修上著手，塑造優

質的師資，但效果相當有限；尤其當下餐旅師資供不應求，師資素質難以掌控；

且餐旅群教師學歷在職業類群中排名較後；雖餐旅群教師在職進修提供機會多，

惟參與面未能普及，師資素質仍有成長空間。

二、建議

基於以上高中職餐旅群專業師資供需與素質問題的探討與分析，爰提具體建

議供相關單位參考：

（一）透過專業評鑑規範各校強化餐旅群專任師資

從研究結果發現，近十年高中職餐旅群急速成長，促成各高中職廣設中等學

校職業類科、綜合高中、附設進修部、實用技能學程等日夜間部的觀光事業科及

餐飲管理科，學生和班級數成長，師資需求量亦隨增加，呈供不應求的現象，加

上私校師資應用便宜行事，致影響教學品質。政府宜透過高中職「專業評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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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制定師資員額指標，要求私校強化需求師資，以維護公私立學生教育機會均

等，減輕私校教師教學負擔，促使餐旅群教學正常化。

（二）宜儘速滿足高中職餐旅群師資培育供給量

由於目前高中職對餐旅群專業師資需求多，卻有供不應求情形。為提升餐旅

群教學品質，解決師資需求問題勢在必行。以目前全國七所大學師培中心每年的

培育量，要補充所需師資需求可能緩不濟急。政府宜推估少子化後餐旅群的師資

需求量，專案增加師資供給量。由各餐旅群師資培育大學，開設教育學程專班，

鼓勵大學以上有志高中職餐旅教育教職者，包括各私校冷門類科超額教師、餐旅

背景系所畢業，或非餐旅科系背景者（但需加修餐旅專業課程），利用寒暑假、

週末或夜間時間，修習26個教育學分，結業後參與半年的教育實習，並輔導通過

教師檢定，取得教師證書，就可以加入餐旅群專業教師行列，充實餐旅群師資需

求，讓師資供需趨於平衡。

（三）透過各種途徑提升餐旅群師資素質

高中職餐旅群師資素質的問題，首先是師資供不應求，許多私校聘了不合格

的兼課教師或業師來充任，其素質較難掌控，政府宜儘速調整餐旅群師資供需政

策，讓師資供需趨於平衡，進而提升素質；其次，高中職餐旅群碩士以上學歷排

名較後，主因為近十年來快速發展，多數師資尚未進修碩士以上學歷即被私校聘

進，許多教師嗣後想進修，卻因校方唯恐影響校務，或擔心學歷高了後會離職他

就，而訂較高門檻，或課務太多毫無空檔，致無法如願。因此建議私校能體認教

育使命放寬門檻，以提升餐旅群師資學歷強化素質。

其三，餐旅群科中心與其他群科一樣，每年辦理多元教師研習活動，但因進

修內容無法滿足所有教師需求、活動時間不對、及課務無法解決等因素，致參與

面難以普及。嗣後餐旅群科中心，可結合設有餐旅群師資培育中心的大學，比照

12年國教教師研習方式，每年於寒暑假(無補課問題)分批擴大辦理兩或三天，兼

顧各種內容全面性的教師進修研習，各校也宜克服困難，讓包括兼課或業師的所

有授課教師都能參與，如此才能彌補師資素質參差不齊的落差。

（四）私校宜秉辦學初衷，強化餐旅師資之量與質

許多私立學校，因擔心未來可能榮景不再，而有辦學成本及處理超額教師的

考量，多半僅聘3/1合格教師，將課程以超標的節數，委由未具合格教師證書的兼

課教師或業師來擔任，這些老師未接受教育專業學程，教學品質堪慮。有些私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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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將多出的課程由合格的專任師資來均攤，致負擔太重壓力過大，其教學品

質無法要求。事實上依人口及餐旅群學生數發展趨勢看，未來十年學生數將僅為

目前的3/2，因此，建議私校可聘請員額編制的3/2合格專任教師，應是安全無虞

的。至勞動環境不佳，皆因課程教學、招生事務及學生輔導負荷過重而起，私校

也應秉持辦學初衷，共同營造學生學習及教師服務的良好環境，激發教師專業熱

忱，自然就能夠吸引優質教師來服務，讓高中職餐旅教育得以永續發展。

（五）研究限制及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所分析之師資數據，僅能從師資培育統計年報查到2006-2012年，再

早的2003-2005年因現有統計資料闕如，無法對應學生數據是所限制，所幸對研

究結果尚無影響。由於教育系統是一種開放系統，所面對的師資供需脈絡相當複

雜，在少子化當下，餐旅群學生數發展方興未艾，未來師資供需的質與量的衝擊

將更大，嗣後在量上可進行實證研究，在質上可建構系統動態學模式模擬未來政

策，當具更實用之決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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