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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另類師資培育方案」風氣吹向臺灣 

【文／教育制度及政策中心副研究員 蘇進棻】 

  在美國，大部份人對於師資培育到底應以一種專業來教或以技藝來教，至今仍爭論不休，沒有定論，因而產生多種類

型的師資培育方案。若加以歸類，大致可分為傳統正規的師資培育和另類師資培育這兩大類（駐美國代表處教育組，2013）。

傳統師資培育大多在大學的教育院系培養，秉持教師是一種專業的理念在培育師資，這類師資培育課程理論與實務並重，

大部分時間在大學內受教，少部份時間在中小學場域內實習，前後至少都在一、二年以上。 

  另類師資培育方案卻是種類繁多，培育場所就不一定在大學內，通常是在大學接受幾週教育理論課程，然後就進到

中小學接受實際教學技能訓練，這種訓練方案秉持教學是一種技藝的理念在培育師資，較重視教學實務訓練，且大部份

時間是在中小學內實際教學，邊教邊學，從做中學，再利用課餘時間補足規定學分，並且一面接受輔導取得教師證照，才

能成為正式合格教師。 

  另類師資培育方案種類繁多，其中以「為美國而教」（Teaching for American）最具爭議性，該方案是 1990 年美

國普林斯頓大學女學生 Wendy Kopp 創辦，為非營利性質的私人組織，她發現美國教育城鄉差距嚴重，偏鄉師資嚴重不

足，因而成立 TFA，號召大學畢業生花兩年時間投入偏鄉教育，成立之初人數不到五百人，但至 2013 年已有十幾萬人

報名，卻僅錄取上萬人，光是去年受惠的偏鄉學生就已經超過 75 萬人（聯合報，2014.3.10,A16），這方案的主要理念

認為經由經驗、反省、持續協助和專業發展，可以培養有效能教師。FTA 認為師資職前教育的目標，不在於將學員培養

成專家教師，而在訓練學生掌握將來置身的實地教學情境，為有效教學做好準備。其課程特色有二﹕（1）為期五週的暑

期訓練課程；(2)偏重實務經驗的培育取向。主要招募大學非教育科系畢業的傑出青年投入教職工作（葉連祺，1995）。 

  國內最近也有人仿效美國的作法，成立「為臺灣而教」協會（Teaching For Taiwan），且已取得立案證書。第一屆

TFT 教師計劃已於 2014 年展開招募，透過完整的培訓課程、教學導師、在地支持等，培養成為兼具使命與專業的 TFT 教

師，資格只要大學畢業即可，不一定要修畢規定的教育學程學分，但須承諾花兩年時間，全職的投身各個師資缺乏的小

學，為臺灣教育盡一份心力。TFT 期待和企業建立長期關係，接受企業的贊助。參與這個計畫的教師每月仍有薪水可領，

所以在此計劃下擔任教師不是施捨或做公益，而是一種歷練機會，且能培養多方面教學知能。目前 TFT 在臺東有萬安、

廣原、永安和瑞源等四個試點小學，這些學校是由臺東縣政府教育處協助選定。 

  臺灣目前中小學正規師資都是在大學內培育，資格必須大學畢業且修畢規定的教育學程，經教檢教甄通過，才能成

為正式合格中小學教師。一時無法考取正職者，亦可參加代理代課教師甄選，通過後便可擔任中小學代理代課教師。由於

代理代課教師並非正職，薪資福利都不及正式教師且工作不穩定，導致近年來許多偏遠學校找不到代理代課教師，嚴重

影響學生受教權與學習品質，「為美國而教」的另類師資培育風氣近來吹到臺灣，正可彌補台灣偏鄉師資不足的缺口。整

體而論，「為臺灣而教」這個民間協會，結合企業、學校、社區、地方政府資源，以提升偏鄉兒童受教品質為使命，是值

得鼓勵與推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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