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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職校院教師

 壹、規劃動機與目的

 教育的對象是人

 年的根本立國大

 系統在台灣經濟

 教育體系的師資

 要更具有高的競

 與任用制度，是極重要的課題。

 我國技職體系包

 學。就師資的來

 科，其師資的主

 類科之師資則由

 年來在師資培育

 主權，學校可依

 構。師資來源的

 多正面效益，也

 年大計，自須要對技職校院教

 在專科學校、技

 之碩、博士為主

 業技術人員擔任

 特定的培育機構

 學之研究所，無

 實務經驗或實用

 情況相當普遍

 學生是否具備有實務技術的能力有直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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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之緣起與動機，因此本計畫之主

 一、分析技職校院教師應具備能力。

 二、探討技職校院教師培育方式。

 三、探討技職校院教師任用方式。

 四、提供技職教師培育及任用之具體方案。

 貳、規劃方法與步驟

 規劃方j

法
 為達成前述之

 國內外相關文

 技職校院教師

 種層級之專家

 案」加以修訂

 會議，除廣泛

 可行之建議。

 俾使規劃之成果具體可行。



 技職校院教師

分析與文獻蒐三

T

輿

校教師之培育與

任用方式草案

垮

召開第一次專家

教師應具備之能力

嚕

參加與師資培育

和任用相關之會議 @俸叫

研擬理想技專校

院教師培育與任

用方式草案

立

帑

技職專家訪談 召開第二次專家

諮詢會議

帑

建立技職教師培訓及任用之具體方案

申

生

 圖一、技職校院教師之培育

 參、規劃範圍與限制



 40南港高工學報

 本研究所指之技

 層級以及技術學

學院層級則包括技術學院、科技大

 就高職學校層級

 際授課之教師依

 不在本文探討之範圍。

 就高等教育技職

 育，師資留用之

 過程，將採取專

 料之統整與分析。

 二、規劃限制

 本規劃案受規劃

 之回饋意見，納

 令規定已相當完

 已模糊化專科學

 易違背此一重要

 不免容易落入現實

具體而言，本研究之研究範圍與限制如下圖二所示



 技職校院教

 1，技專校院師資應具備之能

研究重點??   2．師資職前教育之內

 3．師資進修的相關配套措施

上下垂直流動

 培育:

 1．高職學校師資應具備之能

研究重點:    2．職前教育之課程內

 任用: 1．教師資格認定

 2．技術及專業教師在職進修

圖二研究範圍與限制圖示

 肆、結論

 因此本計畫旨

 討技職校院教

 的，本計畫採用文

 在高職部分:

 一、高職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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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能力、運用電腦

 評量能力、教學管

 學校行政管理能力

 的能力。

二、高職教師教育學程職前培育課程計

 (一)必修課程:職

 教學媒體製作與應

 應用。

 ̂^^^選修課程:職

 安全與衛生、職業

 統計、專題研究。

 三、加強初任教師的實務經驗甚為重要

 四、各類型高職教師的任用採不同作法

 在技專校院師資部分:

 一、技專校院教師

力、教學方法能力、教助應用能力、教學評量能力

 二、鼓勵在學研究生修習教育

 三、辦理技職校院

 輔導學生之能力有直接成效。

 四、五專前三年師

 五、本研究所得之技專校院

 技專校院教育專業

 涯規劃與輔導、教

巧、教學教助應用、教學管理學、教育心

 六、經釐清之高等教育師資培

 七、加強鼓勵技專校院教師進



 技職校院教師之

 d五。建議

 基於上述之結論

 實施的期程提出下列建議:

近期可實施者

 表一	技職校院師資培育與

 坤	層級
 兩	高職	戶"
 		育學程課程安
 		應有別於一般
 		等學校教師之

 		育學程課程。	測驗方法研究、職場規 兩	高職	『"
 		實務經驗宜列
 		高職任用教師

 		必備甘廉件	務經驗。改善之道除了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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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技專

院教師教學素辜

之機制宜速建立  教師進修制度

 之因素、人事

 技專校院教師

 個主要向度:

 能力、專家技

 修制度、升等制度、教

近期 技專  四、現行強化技

專校院教師教育

專業能力之進修

作法宜調整

 可參考採行之

 案係根據技專

院或教育部現

 程相比較之結

 四大主要方向加強

 方案一:宜在

 『課程發展能

 訂課程時數增加之亟需。

 作法:目前技

 無『課程發展能力』之研

 (一)在職前訓

 教師研習』，加

 研習時間延長為二天為宜。

 (二)在職前訓

 研習』，加入課程發

 在教學素養研

 習，



 技職校院教師

 ̂近期 技專  四、現行強化技

專校院教師教育

專業能力之進修

 (續-)

 方案二:宜延長

 強化其教學素養增進研習成效

 作法:現行規劃

 20-30小時為主

 和『教學及實

 全面提升技專

 校院教師『教

 劃為宜，在寒暑假

 方案三:以北中

 (九月初)或寒假期

 作法:可區分為

 學方法及教學

 兩種方式為主

 法上可採行:

 1．以新進教師或

 2．以北中南為

 理三天兩夜(二十四

 王以『基礎概

 兩種方式規劃教學。

 4．請學員攜帶二至三

工講師聘請以

 程知識之教師為宜。

 6．為使教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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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	碎	0 - Jl
 	^層級	^專
 		^專業能力之
 		^作法宜調

 L-一		(續二)	修)， 雨	棒玉專
 	層級	力養成課
 		用技



 技職校院教

 ̂近期 技專  六、技專校院師

資養成之教育學

 程，可考慮依類

 群之需要，

月

師的需求進行規劃

 程設計，可依

 之教育專業能

 編選能力、教

 能力。參採上

 力需求，設計

 目，應可納入

 習活動之參考。

經調整後適

 目，可考慮教

 之教育學者與

 職教育專業課

 共同合作協同教學。

 ̂近期 技專  七、鼓勵各技職

校院建立校內教

師進修獎勵制度

 應續加強，期從

制度面鼓勵教師

教育部可要求

 進修制度，以

 業素養之進修

 款中，已要求

 進修上。各校

 亦應考慮透過

 和教育專業素

未來教育部宜

 目在技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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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高職  八、職校技術教

師之甄審規定應

落實執行

 當前職校對技術教

 使各校均能依規定

 宜請北高兩市及中

 之技術教師應以兼

 教師人數不得超過

 目前專任技術教師

 專任技術教師。

近期 技專  九、教學法研習

營與教育研究研

教育部舉辦之教

 可考慮擴大辦理

 研習對象的特質辦

 是如何將教育理論

 故教育研習的研習內容宜朝

教學法研習營也

 :育課程的特質相

 教學法，以吸引技

可研議由教育部頒

 業能力『進修護照

 研習。研習達一定

獎勵制度考慮加重退休年資計算

 研習營為短期進修

 完全採彈哇、開放

 研習名額伊．三垂  不要設限以申請方

 假日研習亦可。



 技職校院教師

 ̂近期 同櫚

及技

級

 十、鼓勵技職校

院進行師資層級

之產學交流合作

 優秀人才，至校

 流合作，以導入

 使技專教師獲得

 ̂近期 高職

及技

 十一、初任技職

校院之教師宜具

備一定技能證照

級  種職業類科，應

 技職校院各類科

 級職業證照或高

 包括工、農、商

要

 求初任之教師具

 畢業以取得相對

 科之高考資格，才能對教

在技專層級則

 要，透過教育部

 勵辦法，鼓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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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遠期可實施者

表二技職校院師資培育與任用規劃遠期策略一覽

內容說明

高職

記辦法需進一步

作適度修改

 根據過去相關進修

 進修方案必須與其

 這樣的法令過於

 在專業科目比重

 新修習第二專長

 登記方面，未來

 記方式行之。

 作'司  :、各類型職校

教師的資格認定

宜更具彈性

 職校教師中之專任

 活動課程教師、

 徒式教學之師傅

 件。但許多類別

 科教師等其法令

 建議相關教育行

賦予學校遴選教

 性。



技職校院教師

 ̂遠期 高職

 三、規定五專前

三年師資應具備

教育專業能力之

 進修時數，從法

規面落實是未來

的努力方向

現行五專學制

 級。但由於專

 資任用適用之

 專學制隸屬技

 六個教育學分

 且修習二十六

 式之教師資格。

 教育目標不同

 習成效自然無

 相當，學生之

 前三年師資之

 具備之條件要

 未來努力的方

 會應增加，並

 師每年內應達成一定

 ̂遠期 高職

及技

 四、技術教師轉

型為一般專任教

師之任用問題宜

級

 技術教師具技

 任教實習課為

 兼行政工作，

 專任教師，勢

 於進修公平性

 技術教師報考

 所差異，如觀

 因應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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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技

級

 五、針對技術教

師個人生涯發展

 需要，宜進一步

研議進修途徑與

方式

 為提昇技職學校

師之進修應秉持

 且和回流教育相

 職職能之增進或

 師的進修從終身

 的最佳良機，因

 的實質回報。因

 議其進修之途徑

 性教師之可行性。

 針對部分其有大學

 轉任一般教師者

 壞現行師資任用

 教師之人數及進

正義原則再行深

 職專班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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