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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師資培育的管道多元化，以

及超額的大量培育，造成本(九十二)年

度教師甄選錄取率大幅降低，從去年

的六成降到今年的三成。由於滾雪球

的效應，今年的落榜者加上明年的畢

結業者，悲觀的估計，明年的錄取比

率可能不到一成。這些現象對心急如

焚的求職教師來說，是一個相當大的

壓力，因為假設今年沒有考上，明年

的競爭將會更加激烈，身為一個師資

培育機構老師的筆者來說，實在不願

意看到這種情形發生。

問題源自於民國八十三年師資培

育法公布以來將近十年的時間，國內

師資培育政策有相當大的變革，依筆

者的觀察，國內師資培育制度已經過

於浮濫。因為四年前國小教師還有約

數千名的缺額，當時教育部開設專科

代課教師班、大學代課教師班，使以

前的代課教師取得正式教師資格，並

且同意幼稚園教師只要修過廿個指定

的國小教育學程學分或特教學程，就

可以參加偏遠地區國小教師甄試。因

此，在很短的時間內良莠不齊的師資

補足了這些缺額。再加上經濟不景

氣，教師成為炙手可熱的工作，大學

教育學程、師範院校的學生，以及學

士後國小師資班的學生每年不斷的畢

結業，投入教育市場的行列，形成今

日供過於求的局面。前教育部某次長

曾經於開會中提到「當前的師資培育

政策是『藏師於民』」，不過，過多具

有教師資格的教師沒有辦法取得教師

的工作，形成目前個個有資格、人人

沒把握的教師甄選，看在眼裏、痛在

心裏。為了幫助藝術與人文教師順利

取得教師資格，筆者僅針對本年度的

教師甄選，提供個人的心得，作為準

備甄選時的參考。

由於每個縣市的甄選方式不同，

為避免各校獨立招生的弊端，目前大

都採取聯合甄選，而聯合甄選的方式

也略有差異。例如有些縣市必須考國

語(20%)、數學(20%)、教育相關科目

(20%)，另外，還有口試(15%)與試教

(25%)；有些則只有筆試(80%)與口試

(20%)。除此之外，為了避免人為的干

預，還規定口試與試教的成績不得低

於七十或高於九十分，如有特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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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加註說明。從這些考試的方式來

看，我們可以歸納下列幾點問題：

一、學科成績的好壞佔舉足輕重的地

位：

因為學科成績的好壞佔舉足輕重

的地位，有時高達80%，口試與試教

所占的成績比例不高，加上為了防止

弊端，特別限定成績不得低於七十或

高於九十分，因此，口試與試教的結

果並沒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與鑑別度，

動用人數龐大的大學教授與國小的校

長、主任，有點流於形式，只是為考

試結果背書。

二、藝術與人文教師甄選方式與其它

類科教師相同，不易區分教師藝

術的本質學能：

藝術與人文教師甄選方式，除了

試教或口試邀請藝術專業的專家學者

之外，與其它類科教師甄選方式完全

相同，只有透過十到十五分鐘的試教

或口試，而沒有實際操作，很難斷定

藝術與人文教師的專業能力。部分考

取的教師可能只是因為學科考試優

異，實際並沒有美術、音樂或表演專

長。意即現有的甄選方式，讓非藝術

與人文教師專長者有可乘之機。

三、品德優劣不易評估：

筆者認為一位優秀的藝術與人文

教師必須具備藝術與人文專業能力、

教學方法與技巧、良好的教學態度與

服務熱忱，但是從筆試、試教與口試

很難了解應考者的品德優劣與否。尤

其是應考者的精神狀況是否穩定，更

為重要，但是，這些重要的人格特質

並不容易從現有考試方式看出來。

四、專家學者的專長影響考生專業能

力的判斷：

由於當代藝術發展日趨多元化，

以美術來說，應考者的專長已經從以

前的水彩、素描、水墨、油畫，拓展

到裝置藝術、設計、電腦藝術、表演

等等，邀請的專家學者當中部分具備

教學經驗與傳統藝術專業能力，但是

卻對於設計與電腦藝術等新型態的藝

術項目缺乏了解，如此對於這類的考

生將十分不利與不公平。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使甄選工作

盡善盡美，並且適應藝術與人文學科

教師的特殊需求，筆者建議以下幾

點：

一、降低學科考試的百分比：

在藝術與人文教師的甄選考試

中，國語、數學與教育相關科目的百

分比不應過高，例如某一各縣市學科

考試的比例佔總成績的80%，口試成

績僅佔20%，而且還規定口試的成績

不得低於七十分與高於九十分，因

此，筆試的成績高低幾乎決定了一

切，藝術專業能力的口試，只是聊備

一格而已。降低學科考試的百分比至

50%以下，讓藝術的專業能力能夠真

正成為考取與否的關鍵

二、採用多種考生資料作為評估成績

的依據：

短短十至十五分鐘的口試與試教

成績作為錄取與否的根據其實非常不

客觀，因此，考生的作品集、教學實

習資料、在學成績、操行成績、各項

獎勵、研習證明都應考量。部分的考

生其實並未具備藝術專業能力，卻可

以透過事前的準備，試教得非常生動

活潑。部分考生的在學成績幾乎各科

只有六、七十分，卻因補習，學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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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好，也取得了教師資格。因此，

筆者建議應嚴格要求考生準備各項學

經歷與成績證件，作為評量的依據，

而不能讓考生避重就輕，隱藏不利於

個人的資料，甚至以貌取人。

三、試教採取單元抽籤方式以考驗考

生臨場能力：

部分縣市試教的單元由考生自行

選擇，部分縣市則於三十分鐘前當場

抽籤決定。考生自行選擇試教的單元

大都選擇其專長的領域，並且經過不

斷的演練，不易看出其教學能力與優

缺點，而且經濟能力較佳的考生可以

運用經濟能力的優勢，準備精美的教

具，影響教學成果的評定。筆者建議

試教應該採抽籤的方式選擇試教的單

元，考驗考生不同的能力，例如中西

藝術史、藝術理論、版畫、水彩、水

墨、攝影等等，而不是讓考生選擇其

最專長的部分試教，而無法測出其他

專業能力的優劣。

四、審慎選擇口試與試教考試委員：

部分縣市的口試與試教考試委員

以師資培育機構的教授與國小的校長

或主任為主，一方面評定考生的專業

能力，一方面測驗其教學能力，立意

甚佳。但是，部分考試委員對於新的

藝術媒材與表現方式，例如電腦藝術

與設計並不熟悉，如此，可能造成考

生程度相當優異，而考試委員並不了

解的情形，反而讓以傳統素材為專長

的學生有較高的錄取率。

五、甄選同時具備音樂、美術、表演

能力的教師：

目前藝術與人文教學很多教學單

元都以統整課程進行，部分現任教師

抱怨因為專長為音樂或美術，無法勝

任九年一貫的藝術與人文教學。為了

徹底解決此一問題，未來藝術與人文

教師甄選應同時測量考生的音樂、美

術與表演的能力，讓新進的教師具備

統合教學的能力，解決九年一貫藝術

與人文教學的困擾，鼓勵考生同時具

備音樂、美術與表演能力，以增加錄

取的機會。

至於在藝術與人文師資的培育方

面，由於教師甄試的競爭日趨激烈，

必須有所因應與改變，以利未來具有

教師資格的學生參加教師甄選。筆者

建議：

一、調整師資培育機構的科系結構：

目前九年一貫的藝術與人文教學

已經開始實施，藝術與人文教師必須

同時具備音樂、美術與表演藝術能

力，但是，各師資培育機構與教育學

程學生的養成，仍然以美術、音樂分

科、分系獨立教學，不易培育具備統

合教學能力的藝術與人文師資。因

此，現有的美術系與音樂系應該順著

時代的趨勢以及教育改革的需求，轉

型為藝術與人文教育學系，培育同時

具備音樂、美術、表演與人文教學能

力的未來教師。

二、培育學生多元的能力：

目前各大學廣開教育學程，因

此，很多學生具有中小學教師資格，

但是，卻只有很少百分比的學生可以

找到教師的工作，如果把一生的理想

都寄望在僧多粥少的教師工作，大部

分的學生都將無法如願。權宜之計只

有培養學生多元的能力，使學生能多

元發展，不必完全寄望教師的工作。

尤其是師範大學與師範學院的學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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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培養多元的專長，否則將很難與大

學教育學程的學生競爭，因為學程生

除了具有教師資格之外，更有其自身

的專長，不一定非當教師不可。

三、師資培育應量少質精：

由於目前師資培育已經嚴重過

剩，造成僧多粥少的的困境，因此，

在師範校院、大學學程、國中小師資

班的師資培育應總量管制，並且注重

品質，量少質精。不要培育了一大票

具有教師資格，但是完全沒有機會從

事教育工作的備用教師，造成人才的

浪費。

四、善用電腦準備試教教材：

部分的試教採三十分鐘前當場抽

籤的方式決定教學單元，因此，很多

教師常常急著在很短的時間內製作教

學的資料，甚至請親朋好友臨時協助

加入製作的行列。筆者建議不管是參

加甄選或於平時的教學，必須善用電

腦蒐集與整理教學的資料，並且善用

各種軟體呈現教學的內容，如此，不

管是參加甄選或於平時的教學，都可

以讓教學生動有趣，提昇學生學習的

興趣與教學的成效。

五、改善經濟環境：

當前教師甄選空前的競爭最主要

的因素是經濟不景氣，大量的工商業

人才因為找不到適當的工作而湧向教

育界。筆者在教學過程中遇到一位年

紀不小的學程生，他告訴筆者：「在

業界，一個機械工程師的職缺可能有

三百個人競爭，相較於教育界，30%

的錄取比率還是大很多，很有機會。」

其實在經濟景氣好的時候，很多人不

願屈就教師的工作，因為死薪資不能

滿足具有挑戰性的人。但是，當經濟

不景氣的現在，教師穩定而高薪的工

作卻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甚至連以

前大家都瞧不起的軍警工作都擠破

頭。

為了解決當前的困境，急需振興

經濟，製造就業機會，使一般大學的

畢業生回歸各行各業，而不要一窩蜂

的往教師的工作擠。使教育成為一種

專業，讓具有教育熱忱者安於取得工

作，而不是淪為失業者人生的避風

港。

六、鼓勵升學或職前訓練培育所需的

人才：

為了解決當前具教師資格而無法

取得教師工作的問題，筆者建議鼓勵

未取得教師資格者升學或參加職前訓

練，因為，當前國家急需光電、資

工、3D動畫等相關產業的人才，尤其

是具博士學位又具3D電腦能力者相當

缺乏，一直都找不到適當的人選。因

此，輔導未取得教師工作者升學或轉

業，使其學有所用，降低失業的衝

擊，減少社會的負擔。

筆者參與今年的教師甄選，眼見

自己指導的與他校的實習教師南北奔

波，競逐很少的工作名額，內心不免

感慨萬分。在可預見的未來，問題不

但無法解決，而且將更為嚴重。筆者

提出上述的心得與建議，希望相關單

位與人員參考，使未來藝術與人文教

師的甄選考試更為公平合理，而且所

培育出來的師資更符合當前教育的需

求。最後，期望國內經濟趕快復甦，

使各行各業的人才各得其所，而不要

競相爭逐僧多粥少的教育市場，造成

師資培育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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