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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大業，教師是化育莘

莘學子的第一線戰士，承擔著導引青少年及

兒童向上發展的重責大任，因此關心老師權

益、福利與專業等等，等於是關心學生未來

的發展。本文選擇日本的教師培育與相關改

革作為論述與分析的題材，乃是因為日本與

台灣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就歷史演進過程

來說，日本曾經是台灣的殖民國，給台灣留

下諸如「慰安婦」與「歷史教科書內容」等

等爭議，但也在文化、教育上給予台灣許多

正面的影響。如今時過境遷，不論在1999年9
月21日的台灣大地震，或是在2012年3月11日
日本的東北大震災，台灣與日本皆互相關心

並給予許多物質上的援助，因此兩國之關係

可以說是息息相關。

　　就日本的教師培育與任用而言，基本上

是依據《教育職員免許法》與《教職員免許

法施行規則》等法源，此外，還有文部科學

省的《省令免許狀更新講習規則》、《教育

公務員特例法》、《教育公務員特例法施行

令》、《有關公立學校教員採用選考試驗的

實施方法》等相關辦法。要獲取教師資格需

修業相關課程期滿，並取得相關教師資格（

如專修、一種、二種；幼小中高特別支援學

校等）所需的最低學分。此外，並依據《教

育職員免許法》第5條的2之1項規定，即透

過「教育職員檢定」合格，取得教師資格者

，必須提出學校或設施所發行的介護體驗相

關證明書。其教師任用的特色則在於分級制

、初任者培訓、輪調制與證照的更新制度等

等。本文主要採用文件分析法（documentary 
a n a l y s i s），並輔以採用比較研究法（

comparative research），期能使讀者對近期日

本教師培育的相關改革有較為清晰的認識與

了解，並對國內教師培育的現況與未來進行

省思與建議。茲主要就教師的資格與聘任之

現況與改革兩者，分析論述於后。

二、日本的教師資格與改革分

本節探討日本教師的資格與相關之改

革，針對職前教師的培訓、資格等進行論

述。日本的教師培育，主要是根據《教育職

員免許法》的規定而辦理之，日文中的「免

許」指得就是資格、許可或特許的意思，而

「教員免許狀」則是「教師證書」，是由都

道府縣等政府官廳進行認證的（林雍智、吳

清山，2012；黃文三、桂田愛，2011）。師

資培育課程分為兩種方式：（一）直接養

成：即藉由具傳統師範教育特色之教育大

學進行培育，學生需取得教師資格後方能畢

業；（二）間接養成：即所謂的開放式的教

師培育方式，一般的高等教育機構只要符合

規定就可以開設教育學程，學生依照個人意

願修完所需學分之後，並接受含2-6週實習的

職前訓練，再經由地方教育委員會認定後即

可取得教師資格（梁忠銘，2011；文部科學

省，2006a）。日本主要將教師資格分為幾種

等級（文部科學省，2012a）：

1.普通證書：代表一般教師

（1）專修證書：需具有碩士學位，適用

　　　　   幼稚園、小學、初中、高中

（2）一種證書：需具有四年制學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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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種證書：需具有二年制學士學

                   位，適用幼稚園、小學、初中

2.特別證書：代表專業教師，依照各類

學校特定的學科或事項頒給。

3.臨時證書：代表代課教師，只能在找

不到具有普通證書的教師時，才能發給，而

且只能在頒授之都道府縣內使用，有效期限

為三年。　　　　　　　　　　　　　　　

（二）改革分析

1.零免許課程

在1990年之後，由於師資達到飽和的

狀況，日本推出「零免許課程」，意即雖然

就讀教育大學，但不必修習教育學分，也不

用實習，如此一來可以大量減少教師養成的

名額（文部科學省，2010）。然而，由於戰

後嬰兒潮世代逐漸退休造成教師短缺，從

2005年以來，有些地區已經停止實施零免許

課程，如埼玉大學、京都教育大學等，並進

行改組計畫（香川貴志，2010；翁麗芳，

2006）。

2.教師資格更新

日本2006年的「教育再生會議」提出了

以「以全社會之力量，以實現教育再生」為

主題的報告書，其中的「所有手段總動員，

培養有魅力、值得尊敬的教師」，其重要措

施之一就是實施教師換證制度（楊思偉、陳

盛賢、江志正，2008）。此後，從2009年開

始實行「教員免許更新制」，教師資格的有

效期限為10年，教師需參加至少30小時的

講習時間，並在有效期限前2年就可接受講

習。另外，對於未任教師但擁有教師證照

者，日後若有需要，必須接受恢復證照的講

習，修畢者即可恢復教師資格（文部科學

省，2009）。

3.新設的資格

日本於2004年1月9日發表有關「營養

教諭（教師）」的養成免許制度方案（報

告），並自2005年4月起，全國開始實施營

養教師制度。該教師需具有教師專業及營養

師專業，以執行飲食指導及學校供餐管理

（黃雅文，2005；梁忠銘，2008）。就幼稚

園教師資格的取得上，近年來日本推動幼稚

園與保育所的「幼保一元」政策，針對具有

一定在職經驗的保育士實施幼稚園教員資格

認定考試，使得已取得幼稚園教師執照（翁

麗芳，2006）。此外，日本於2007年通過

《特別支援教育法》，從此年開始，各類養

護學校，如特殊班、資源班的教師證一律單

一化，改為「特別支援教師證」，該教師除

了須具備一般幼小中高的教師證之外，還須

具備特別支援的教師資格，此類教師資格亦

屬於更新制的範圍，每10年需更新一次，以

提升教師品質（張正芬，2010）。

4.提升教師素質

由於「提升教師素質」也與教師培育的

過程有關，因而在此一併探討之。日本近年

為達提升教師素質而提出各種方案。首先，

從2005 年開始推行「提高教員資質養成推

進計畫」（ Good Practice, 簡稱為GP），獎

勵各師資培育的大學、研究所提出提升「有

特色且優質的教師培育方案」，並投入相當

高的預算，目前仍持續進行中（文部科學

省，2013a）。2004年4月導入「認證評鑑制

度」，對師資培育機構進行後續評鑑（文部

科學省，2011a）。2012年指出為提升教師

素質，使教師有效解決霸凌與中輟等各項課

題的因應能力，更研擬將目前4年制的師資

培育課程延長到6年，相當於研究所碩士程

度（文部科學省，20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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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的教師聘任與改革分

本節探討日本教師的聘任與相關之改

革，針對教師的聘任、研修、專業提升、心

理健康等項進行論述。在日本有意擔任教師

者在取得教師資格後，不論是以直接方式或

間接方式取得教師資格，都需通過教師甄試

才能進入學校任教，初任教師於第一年要進

行培訓，稱為「初任者研修」，並且之後還

有各種培訓制度（文部科學省，2013b）。

首先，教師甄試按各縣市狀況於每年於

7~9月進行，大部分縣市在7月實施，其次8
月，再次為9月，三個月各進行一次。採取

多階段的甄選方式，除了筆試測驗外，也包

括面試、實技測驗、作文測驗、實習測驗、

體力測驗與性向測驗等等，期望藉此甄選出

素質優良的教師（文部科學省，2012c）。

接著，在通過甄選後，教師即經正式

派任而加入教職工作。依據「教育公務員特

例法」與「教育公務員特例法施行令」，日

本教師為「教育公務員」，教師必須參加培

訓，也必須接受輪調。校內培訓每週需10小
時、每年共300小時以上，校外培訓則需要

每年25天以上，第一年結束之後才能正常

的上課，但是3~5年之後，可能又要面臨輪

調，亦即須接受派任及調動（楊思偉、陳盛

賢、江志正，2008）。日本的教師培訓制度

非常具有系統性，除了初任者培訓之外，

還有5年、10年、20年的教師培訓，體系精

細，大致可分為以下三種：（一）基本培

訓：依據職級、任教年資等區分課程性質；

（二）專門培訓：有關各教科及各領域的進

修；（三）特別培訓：有關教育課程、學科

領域、普通教育、學校經營、特殊議題或教

育論壇等3～12個月的長期探討（教育職員

養成審議會，1999）。　　　　　　　　　

（二）改革分析

1.徵聘的過程

由於日本亟欲提升教師之素質，在中

央透過修正《教育職員免許法》等相關法

規，以及避免在母校實習而獲得高分，並透

過如「提高教員資質養成推進計畫」等方案

來提升教師培育之素質。至於在地方政府，

則為了避免被企業挖角內定而提前教師甄試

的時間，並採用多樣化的甄選方式，以確保

能徵聘到具備個性、人品、學識及熱忱兼備

的教師（翁麗芳，2006）。 
2.教職大學院

日本除了從師資培育的階段中，擬進

行6年一貫的培育政策外，亦有主要針對在

職教師進修的「教職大學院（研究所）」的

新制度，以提高教學現場教師的學歷、知識

和能力素養，畢業後獲得碩士學位。目前日

本僅25所大學設置，從2013年起各大學都必

須設置，以落實教師培訓進修（許嘉倩，

2012）。修業年限標準為兩年，必須修畢45
學分以上，包含10 學分的學校實習，始可

畢業獲得學位（文部科學省，2006b）。

3.教師評鑑

日本的中央教育審議會於2001年提出

「21世紀新生計畫—彩虹計畫」，對教師評

鑑提出三項建議，分別是：1. 反應教師努

力、能力的報償制度；2. 對優秀教師進行表

揚與加薪；3. 不適任教師的調動和免職（文

部科學省，2001）。然而，東京都已率先於

2000年4月實施中等學校以下的教師評鑑，

大阪府則自2004年開始對中等學校以下的教

師進行S、A、B、C、D等5級評鑑制度，根

據教師的評鑑結果，由校長做最後裁量，並

向該位教師公佈，受評教師對評鑑結果可以

提出異議，進行建議與意見反饋（黃文三、

桂田愛，2011）。在日本全國65個有資格實

施教師評鑑的二級政府及大都市中，2009年
時已有60個地方政府，實施相類似的教師評

析

（一）辦理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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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制度，至2010年時，全國除愛媛縣外，皆

已實施教師評鑑（林雍智，2011）。

4.心理健康

根據日本大規模的調查，自2007年起，

每年均有5千名左右的中小學教師因憂鬱

症等精神疾病而停職在家休養，約占所有

因病停職休養教師的60%（文部科學省，

2011b）。為此，文部科學省於2012年1月設

置了「教師心理健康對策檢討會議」，報告

內容指出日本公立中小學教師心理疾病多發

的原因主要是工作時間過長、工作量過大、

承擔過多額外工作、社會大眾的要求，與輪

調制帶來的壓力（文部科學省，2013c）。

「教師心理健康對策檢討會議」討論出幾項

改善教師心理健康的措施，包括有：1. 教授

心理健康知識，幫助教師學會自我調節；

2. 建立由校長、副校長、教導主任等組成的

支援系統，解決教師面臨的問題；3. 確實減

少教師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4. 建立健全

心理的諮詢機構；5. 營造良好的工作環境

與氛圍；6. 建立教師親友訪談機制；7. 及
時瞭解教師心理狀況等項（文部科學省，

2013d）。

四、結論

本文就日本教師的資格、聘任與相關改

革進行文件分析與討論，以下整理出本文的

大致結論，並就日本與台灣教師培育的現況

進行比較、省思與建議，茲比較分析如下：

（一）日本教師的資格與培訓過程均具備多

　　　樣性與嚴謹性

日本師資培育課程分為直接養成與間

接養成兩種方式，此點與我國現況雷同。但

日本較為特別的是有教師分級制、十年換證

制，並新設各種特別的教師資格，台灣目前

則在醞釀生成中，兩國都正在或打算這麼作

的原因就是為了讓準教師們能夠從就學階段

就接受嚴格的栽培與訓練，並在成為教師之

後亦能夠繼續不斷的自我勉勵、強化與升

級，使得教師專業的氣息能夠源源不斷而日

新又新。　　　　　　　　　　　　　　　

（二）日本教師的聘任與續任均須接受嚴格

　　　的檢證與研修過程

日本的教師甄試採取多階段的甄選過

程，以確保能夠選出具備專才與全才的教

師，我國的教師甄試則有筆試與試教兩個階

段，競爭非常激烈，應亦可選出不錯的教師

人才。但日本有各種研修制度、教師評鑑與

輪調制，目前我國已經在研擬教師交換制

中，期能使教師之間達到專業交流與增廣見

聞的果效，此外，也正在進行教師評鑑中，

未來更可能會強制執行。至於，對於教師的

在職進修，日本研擬出教職大學院的制度，

此與我國的教學碩士班有點類似，但不同的

在於教職大學院需要修習學校實習的10個學

分，而我國則是如一般碩士生只要修畢相關

學分，以及學位論文口試過關即可獲得碩士

資格。凡此種種，亦都是為了提升教師的專

業素質而設。　　　　　　　　　　　　　

（三）應建立教師的專業素質要求與心理支

　　　援系統相互配合的完善機制

日本對教師的專業要求非常嚴格，包括

有依據學歷差異而進行的教師分級制，對教

師培育機關進行認證評鑑，在教師任教後亦

進行各種研修制度、輪調制、10年換證制、

教師評鑑等等。然而，在這樣嚴格的制度與

期待之下，日本教師的精神病情況也越來越

嚴重。由於教師要處理的事情極為龐雜，卻

又被稱做是具備專業性的工作，故為人師長

實為難度頗高之工作。教師的專業素質之要

求固然重要，但也應建立良好的教師心理支

援系統，以協助教師妥善處理情緒、緩衝工

作壓力，並擁有良好的身心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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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本文對目前日本教師制度的現

況描述之下，我國可參考日本良好的教師培

育制度，再搭配本國之國情，替國內教師培

育的制度注入新的思維與活力，以收「他山

之石，可以攻錯」之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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