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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自 2010 學年起，新任教職 之年輕教師中，幾乎有 70%以上

是毫無教學經驗之新老師，原因是原可提供教學實習之師範學院及實

習制度已不復存在，而於師資培育改革措施中改設於大學之教學科

系。儘管報考教師資格競試之學歷由原來的學士 (bac+3)提高至碩士 

(bac+5)，此一改革措施仍被法國審計部門指為未達改革目的，亦不

符合經濟效益。 

法國審計部門(la Cour des comptes)於 2 月 9 日公佈之年報中

針對此一改革措施之執行層面提出幾項修正建議： 

首先，教學碩士學位須建立完整具體之課程規劃；第二，對於分

派至教學環境困難之年輕教師，應准予減少其教學時數，並紀錄教師

需要參加教學講習之實際狀況；最後一點也是最根本的一點，即宜將

招考時間安排在教育碩士學程之前或學程之初，以避免學生於完成教

學碩士學程後，一旦競試落榜，便無法從事此一職業。 

其他財務方面的批評是，師資培育之改革，原亦為國家樽節開

支，節省師範學院原需培訓之 9567 個全職實習教師之經費，約達 7

億 7 百萬歐元，然而扣除幾項新設立之開支項目，例如新任教師之薪

資調高(3 千 8 百萬歐元)、績優學生獎學金(2 千 5 百萬歐元)、輔導

制度(2 千 7 百萬歐元)等，僅剩餘 3 億 7 千萬歐元經費，其中應再扣

除國家培育碩士生兩年所需之教育經費，每人每年約需 1 萬歐元，如

此計來，國家培育教學碩士之實際效益將受到很大影響，尤其師資競

試之高淘汰率，在善用國家經費的觀點上顯得不切實際。 

針對審計部門之建議，法國國民教育部長的回應是，教育部係依

照 2008 年 6 月經部長會議通過之改革案而行，若改變招考時期則與

改革原則相背而行。高教暨研究部長則表示，確實應在招考試務行事

曆上盡量與教學學程相配合，以免使得改革變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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