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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育實習內涵探討國民小學各學習領域教學

輔導推動之研究 

 

王瑞壎 

"

摘要 

"

目前教育實習多半採用半年制的教育實習制度，實習指導教師、實習輔導教師與實習

學生，三者的合作與協調，亦扮演教學實習輔導成功與失敗之關鍵。由於國民小學屬

於包班制之教學型態，實習輔導教師與實習學生的互動，更是影響實習學生在各領域

教學成長之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為主要的探究策略，透過文件分析與

敘說研究的途徑，訪談實習指導教師、教育實習機構教務主任與實習輔導教師，以及

實習學生，了解三者對教學實習的規劃與實際落實的微觀現象。本研究根據文件分析

與研究參與者的敘說，藉以瞭解個案國民小學教學實習的規劃，以及在各領域教學輔

導所分配的時間與比例，與實習指導教師、實習輔導教師與實習學生，在各領域教學

輔導投入之現況。據此，提出各領域教學輔導之結論與建議，以提供推動教學實習之

相關教育單位與教學實習相關人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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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teaching and 
mentoring in elementary schools. This research used qualitative research as the main 
research strategy, and interviews a teacher college professor, education internship agencies 
deans, mentor teacher, and student interns. By document analysis and narrative research, 
the author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microscopic phenomena of planning and actual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for the participants. 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 
analysis and narrative of the study participants, this research learned about the case of 
elementary school education internship planning, assigned time and proportion of teaching 
and mentoring in various curriculums, and the current reality of teaching and mentoring 
with teacher college professors, mentors and internship students in various fields. 
Accordingly, the researcher proposes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related 
personnel and staff regarding education inter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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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師資培育制度的轉變，從以往師範學校培育轉換為多元師資培育的取得。然

而，中小學師資的需多於供的現象，學校師資來源供多於需的飽和狀態，對於修習師

資培育的學生，亦是宣告完成師資培育階段，可預期將面對激烈競爭的就業職場。臺

灣九年一貫課程推動以來，各領域之教學亦時常須有跨領域之統整，師資培育之大

學、實習指導教授、教育實習機構、實習輔導教師更擔負薪傳之責任。未來即將推動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教師學科、領域能力與跨領域整合能力等師資培育品質，師資

培育機構與教育實習機構扮演教師搖籃之重要角色。 
實習學生在實習場域多半以實習輔導教師作為教學實務學習的主要對象（Meijer, 

Zanting, & Verloop, 2002; Zanting, Verloop, & Vermunt, 2001）。換言之，一旦實習學生

邁向實習階段，學習的對象多半是來自實習學校之實習輔導教師。目前教育實習採用

半年制的教育實習制度，在半年的教育實習生涯中，依目前教育部（2012）「師資培

育之大學辦理教育實習」作業原則法令的規範，實習學生須在半年內，培養教學實習、

導師（級務）實習、行政實習、以及研習活動等，以符合教育實習所要求之基本能力。

除此之外，實習指導教師、實習輔導教師與實習學生，三者的合作與協調，亦扮演實

習輔導成功與失敗之關鍵。 
國民小學九年一貫課程領域共包含：語文學習領域、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數學

學習領域、生活課程、社會學習領域、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

域、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以及重大議題。一般而言，國民小學對於各領域的教學輔導，

因應教育實習機構的規劃，而有不同的運作方式與實施策略。現今由於國民中小學減

授課鐘點機制，縱然國民小學導師上課節數較以往相對減少，然而目前國民小學教師

上課方式仍屬於「包班制」。因此，多數實習學生仍以跟隨導師進行實習為最常見方

式。在包班制的教育實習情境中，實習輔導教師與實習學生的互動，仍是影響實習學

生在各領域教學成長之關鍵因素。 
除此之外，相關文獻論述實習輔導教師專業知能部分，鮮少僅探討學科領域知

識，也說明教育實習階段包羅萬象所需學習之知能，諸如：高熏芳及王慧鈴（2000）

認為實習輔導教師專業知能發展需求可分為理論知識與技術能力等兩種性質，

Hudson（2004）認為實習輔導教師應具備的專業知能之因素：個人特質（personal 
attributes）、系統需求（system requirements）、教學知識（pedagogical knowledge）、模

範（modeling），以及回饋（feedback）。據此，本研究分為兩個主軸進行：首先，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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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機構出發，探討實習指導教授參與實習學生在大學修課過程中進行半年實習

輔導的情形；其次，從教育實習機構著手，並以一所曾獲得教育實習典範獎項之國民

小學為個案研究對象，分析個案小學實習輔導推動的現況，尤其在各學習領域教學輔

導的實踐情形。 
綜上所述，本研究旨在瞭解各領域教學輔導推動之現況，其研究目的包括：第一、

了解一般學校對各學習領域教學活動的規劃；第二、分析個案小學各學習領域教學執

行現況；第三、剖析實習指導教授、教育實習機構與實習學生在教學實習輔導的角色；

第四、省思國民小學教學實習之實踐。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提出以下代答問題：第一、

透過研究主軸一，探討目前一般學校在各學習領域教學活動的規劃實際情形為何？第

二、透過研究主軸二，分析個案小學如何進行各領域教學實習輔導？第三、透過研究

主軸一與研究主軸二，了解實習指導教授、教育實習機構與實習學生在教學實習輔導

歷程中各扮演何種角色？第四、透過研究主軸一與研究主軸二，檢視國民小學教學實

習於實際運作歷程中能達成的效果為何？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探討教育實習輔導制度緣起、教育實習內涵與作為，以及實習指導教師、

實習輔導教師、實習學生三者關係，分別敘述如下： 

一、教育實習輔導制度緣起與教學實習之重要性 

民國八十三年《師資培育法》公布後，師資培育工作的權力下放至全國大學院校，

作為教育多元化的機制之一。然而，當前我國的師資培訓，是依據《師資培育法》（94
年 12 月 28 日修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業

於民國 92 年 8 月 27 日廢止，新制實習制度學生將僅有半年的教學現場實習。師資培

育機構與教育實習機構之間的法規，乃依據民國 94 年 9 月 7 日頒定《師資培育之大

學辦理教育實習作業原則》，此原則亦於民國 101 年 4 月 20 日修正。實習輔導教師在

實習學生實習的半年，對學生的成長有極大的影響力。甚至，實習後應試過程中，實

習輔導教師的推薦與支援更顯得重要。因此，教育實習機構的選擇與安排是教育實習

重要的環節，對於實習學生專業成長占有舉足輕重之地位。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以及一些學者（Blackman,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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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dings, 1992）認為，教師應被視為一個專業人員。對於職前教師而言，實習生涯

關乎其成為正式教師之前重要的關鍵期。一些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研究（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 1998; Commission on Teacher Credentialing, 1993; Feiman- 
Nemser, 1992; Stanford, Banaszak, McClelland, Rountree, & Wilson, 1994）指出，該制

度可以改善教師專業孤立情形、促進集體合作教師，因此得以獲得友伴關係與肯定、

接觸各種教學模式、調整自我教學，及從事教學思考等。教育實習輔導制度乃是培育

未來教師的尺規與模組，透過學理與實務的考量，培育優秀之未來師資。其中，教育

實習中的教學實習更占重要的關鍵。諸多研究（王秋絨，1991；張秀敏，1996；郭秋

勳，1997；陳倬民，1995）指出，教學實習的功能在於驗證教育學理、熟練專業知能、

體認教師責任、培養教師風範、了解教育對象與啟發研究志趣等目標。換言之，教學

實習在整個教學實習輔導制度具有關鍵之影響力。 

二、教育實習與教學實習的內涵與作為 

教育部為提升師資培育半年教育實習課程之品質，增進實習輔導之效能，於 94
年與 101 年頒定《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育實習作業原則》。文中皆規定實習學生實

習事項：實習學生參與教育實習課程事項包括教學實習、導師（級務）實習、行政實

習、研習活動；其以教學實習與導師（級務）實習為主，行政實習及研習活動為輔（教

育部，2005，2012）。然而 101 年頒定「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育實習」比例進行大

幅調整，並適用於 101 年 8 月開始進行教育實習的學生。教學實習從百分之四十改為

「百分之四十五」、導師（級務）實習仍維持百分之三十、行政實習百分之二十改為

占百分之十五、研習活動占百分之十為原則，調整教學實習與行政實習部分比重。 
除此之外，此次修訂統一教育實習相關名詞，諸如：「師資培育之大學」定義為：

指師範校院、設有師資培育相關學系或師資培育中心之大學。「教育實習機構」：指經

師資培育之大學遴選供教育實習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特殊教育學校（班）。

「辦理教育實習業務單位」：指師資培育之大學負責教育實習業務之單位。「實習指導

教師」：指師資培育之大學教師受聘指導實習學生者。「實習輔導教師」：指教育實習

機構教師，由教育實習機構向師資培育之大學推薦，輔導實習學生之教師。 
對於教育實習機構遴選之條件，包括：第一、地理位置便於師資培育之大學輔導

者。第二、行政組織健全、合格師資充足及軟硬體設施齊備，足以提供充分教育實習

環境者。第三、曾獲主管機關校務評鑑評定優良或通過基礎評鑑者。第四、經師資培

育之大學主動推薦者。第五、首長具合格教師證書者。第六、近三年無重大違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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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主管機關要求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教育部，2012）。相較於 2005 年頒訂之法規，

特別增加第四項與第五項，由此可說明遴選教育實習學校校長為教學與課程領導之重

要性，以及學校成為教育實習機構品質須達到基本教育品質之規範。 
其中法規亦指出：實習學生之各項教育實習活動應有正式教師在場指導。實習學

生不得從事下列事項：單獨擔任交通導護、單獨帶學生參加校外活動、單獨照顧身心

障礙學生、代理導師職務及行政職務、擔任專職工作或進修學位。而且實習學生於教

育實習機構課後打工、兼差，應經師資培育之大學依教育實習實施規定及教育實習計

畫審慎評估，並取得師資培育之大學同意（教育部，2012）。與 2005 年法規差異，更

明確確立實習學生為「學生的本質」，而能在半年實習生活充分學習。 
教育實習階段是教師專業發展成為一位教師重要的里程碑，除了強化教學理論基

礎，印證職前教育所學之外，更重要是能在實際教學情境中發展個人的教學風格（羅

綸新，2001）。教育實習內涵透過 2005 年與 2012 年的頒定與修訂，期望能建構更完

善的教育實習輔導體系。 
從教育部規定，指出教育實習時間比重應有區隔，宜以教學實習及導師實習為

主，以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為輔。然而，在教學實習部分之領域或學科學習是否能充

足學習，目前相關文獻並未充分指出具有相當成效。誠如鍾靜及楊意亭（2010）關於

數學教學實習輔導研究發現，教學實習期間是實習教師累積數學教室之教學實務經驗

的最佳時機，但對實習教師的數學教學知能之提升有限。因此，未來落實教學實習百

分之四十五的比例與探究教學實習的學習成效可為教育政策決策者、執行者與研究者

關注之焦點。 

三、實習指導教師、實習輔導教師、實習學生在教學實習輔導關係 

實習學生的教學知識來源與其所接受到的師資培育專業訓練息息相關（Betts & 
Frost, 2000; Graber, 1995; Smith, 1999），師資培育的過程中影響其教學知識體系甚

遠。大學師資培育機構、實習輔導老師對實習學生的教導，以及實習課程的各項體驗，

實習學生會透過他們原有的信念與知識來選擇訊息並轉化為自身的教育知識體系

（Richardson, 1996; Tillema, 2000）。因此，實習指導教師、實習輔導教師、實習學生

三者彼此息息相關。 
在教育實習階段中，McIntyre、Byrd 和 Foxx（1996）指出，實習經驗來自實習

輔導教師與實習學生的教學外，更具有引導其學習進入現存學校環境之功能。透過實

習過程之歷練，實習學生對教師行動、課程及學生行為會有更適切的理解，同時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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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學生的信心、自尊與教育專業的敏銳度。Norman 和 Feiman-Nemser（2005）亦

認為師資培育機構須承擔培育輔導教師的責任，提供他們教師專業發展的途徑與反思

的技能與知識，方能協助實習學生持續專業成長，並成為具有反思能力的教師。 
歐用生（1996，頁 112~119）認為，教師可以藉由「自我發展」與「相互學習」

兩個途徑促進專業成長。實習輔導教師的設置在國外已經行之多年，除了鼓勵在職教

師參與師資培育的工作、將教學上的豐富經驗傳承給實習學生之外，許多研究（高強

華，1996；黃淑玲，1997；歐用生，1995；顏慶祥、湯維玲、王嬿惠，1998；Hagger, 
1990; Shaw, 1995）更指出，實習輔導制度不僅使實習學生獲益，實習輔導教師亦覺

得教學相長，收穫不少（轉引自顏慶祥，2000）。實習輔導教師和實習學生間，有時

同時扮演著數種角色並存的現象，彼此間關係也因此緊密而複雜，只有良好溝通和共

識，才能形成最佳的指導關係和夥伴關係（王瑞壎，2010）。因此，實習輔導教師是

實習學生實地經驗之重要他人，影響實習學生的專業成長歷程（覺丹英，2001）。同

時，亦讓實習輔導教師專業成長。換言之，實習輔導制度的落實，將促成實習指導教

師、教育實習機構與實習輔導教師、實習學生都能達到其理想與目標。 
然而，鍾靜及楊意亭（2010）指出，以數學教學實習輔導為例，實習輔導教師的

輔導內容無明確架構，而實習學生的教學觀摩為實習輔導的成果驗收。實習輔導教師

與實習學生的互動關係會影響實習輔導的進行，實習輔導教師的主動性比實習學生的

主動性還重要。換言之，從領域與學科知識而言，實習輔導教師部分在教學實習部分

為主要之主導者。因此，實習指導教師、實習輔導教師、實習學生三者關注於教學實

習的部分顯然有限，可透過相關研究後續了解「能」與「不能」之原因。 

參、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為主要的探究策略，透過文件分析與敘說研究的途徑，訪談實

習指導教授、實習輔導學校教務主任、實習輔導教師，以及實習學生，了解三者對教

育實習的規劃與實際落實的微觀現象。 

一、文件分析 

（一）八位實習學生的文件分析 

本研究以八位半年教育實習之實習學生為研究對象（如表 1 所示），這八位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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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皆為大學部修習小學教育學程應屆畢業生，研究者為八位實習學生之實習指導教

授。半年之教育實習之實習時程，從實習期末返校座談紀錄做為文件，藉以分析實習

學生在實習期間各學習領域教學輔導的實際情形。 

 
 

表 1 
八位實習學生與教育實習機構背景資料一覽表"
實習學生 女 A 女 B 女 C 女 D 女 E 女 F 男 A 男 B 
畢業系所 應數 音樂 音樂 音樂 音樂 英教 中文 林產 

輔導教師 
職務 導師 

導師 
學年主

任 
導師 

導師 
學年

主任 

組長科

任導師
導師 導師 導師 

輔導教師 
性別 女 女 女 女 女 男 女 男 

實習學校 
規模 

49 班 
以上 

13~24
班 

49 班 
以上 

13~24
班 

25~48
班 

13~24
班 

25~48
班 

25~48
班 

 
 
茲將八位實習學生編碼為女 A、女 B、女 C、女 D、女 E、女 F、男 A、男 B。

實習座談的內容參考「實習學生半結構式訪談大綱」，依實習返校座談紀錄之段落（基

本資料、內容、建議與意見）進行編碼，例如女 A 的「基本資料」編碼為女 A-1。 

（二）一所個案學校教學實習規劃文件分析 

本研究以一所曾經獲得典範實習獎項之實習輔導學校，從其規劃教學實習之資料

進行文件分析，藉以瞭解教育實習機構中，實習學生在其學校進行教學實習之比例。 

二、訪談法 

本研究首先探討研究參與者的背景，並且闡述半結構訪談大綱，茲將之敘述如下： 

（一）研究參與者之背景 

本研究訪談一位實習指導教師、兩位教務主任、一位實習輔導教師、一位實習學

生。由於研究倫理所需，本研究將匿名處理，本研究依研究參與者之暱稱，「實習指

導教師」依題目次序進行編碼，例如：第一題項以「明玉 1」表示。「教務主任」與

「實習輔導教師」依半結構式訪談大綱之段落（依次為基本資料、內容、建議與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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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編碼，例如：小玉的「基本資料」編碼為小玉 1。並簡述研究參與者之背景： 
1. 明玉實習指導教師：曾經服務過國民小學，擔任實習指導教授已有兩年時間。 
2. 小玉教務主任：個案曾經獲得典範實習獎項之實習輔導學校之教務主任，此學校

為某縣市的大型學校，擔任主任之年資業已五年，亦曾經擔任過輔導教師。 
3. 小美教務主任：位於某縣市的小型學校，經常有實習學生選擇其學校為實習學校，

擔任教師年資業已十年，亦曾經擔任過輔導教師。 
4. 小明實習輔導教師：目前兼任組長，個案曾經獲得典範實習獎項之實習輔導學校

之實習輔導教師，擔任教師年資業已三年，訪談期間亦擔任輔導教師一職。 
5. 小華實習學生：擁有碩士學位之實習學生，已經完成教育實習，其專長為體育，

實習期間正逢擴大慶祝校慶，絕大部分時間投入校慶相關工作。小華實習輔導教

師為男性的學年主任，教育實習機構規模屬於 25 至 48 班之類型。 

（二）半結構訪談大綱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訪談題目共分四類：實習指導教師、實習輔導機構教

務主任、實習輔導教師、實習學生，藉由訪談實習輔導機構教務主任藉以了解實習輔

導機構之規劃，茲將訪談題目臚列如表 2。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根據文件分析與研究參與者的敘說，藉以了解國民小學教育實習的規劃，

以及在各學習領域教學輔導所分配的時間與比例，與實習指導教師、實習輔導學校與

實習學生在各領域教學輔導投入之現況。本研究有以下之發現："

一、國民小學教育實習規劃 

以下茲從教育實習機構方面、實習輔導教師方面、實習學生方面、實習指導教師

等四個角度，探討目前國民小學教育實習規劃情形： 

（一）教育實習機構方面 

按照教育部（2005）規範之《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育實習作業原則》規定辦理，

授權給實習輔導教師，規劃與安排正式的教學觀摩參觀，邀請同年段教師、該校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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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本研究之訪談題目"

訪談對象 訪談題目 

實習指導教師 

1. 實習指導教師實習輔導的經驗為何？ 
2. 不同背景的學生輔導策略是否有所不同及其策略分別為何？ 
3. 輔導實習老師和實習學生除了面對面的溝通的方式之外是否還有例

如：網頁、部落格其他策略？ 
4. 在不同學科上輔導的方式是否有所不同，輔導的方式分別為何？ 
5. 理想中的師資培育機構指導教師應扮演怎樣的角色、實際中指導教

師的情狀是如何？ 
6. 指導教師、輔導教師及實習生之間如何有效的運作，可以讓學生學

習更有成效？ 

教育實習機構教

務主任與實習輔

導教師 

1. 基本資料 
（1）教學服務年資 
（2）行政服務年資 
（3）擔任實習輔導教師次數 
（4）上學期或下學期是否有擔任實習輔導教師 

2. 內容 
請問實習輔導教師每週讓實習老師實習教學各科分配的比重？ 

3. 建議與意見 
（1）目前每週各科的教學實習時數分配您覺得恰當嗎？ 
（2）這樣的時間分配每一科都可以學習到很多嗎？ 
（3）對於目前各科時間分配的看法為何？是否有具體建議往後各科

實習教學的時間分配為何？ 

實習學生 

1. 基本資料 
（1）受訪者的性別 
（2）輔導教師的職務 
（3）輔導教師的性別 
（4）實習學校的規模 

2. 內容 
（1）目前每週各科的教學實習時數分配您覺得恰當嗎？ 
（2）這樣的時間分配每一科都可以學習到很多嗎？ 

3. 建議與意見 
（1）對於目前各科時間分配的看法為何？ 
（2）是否有具體建議往後各科實習教學的時間分配為何？ 

 
 

學生，並且與大學指導教授約定時間辦理教學觀摩。 
本研究進行期間教育部尚未修訂與執行《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育實習作業原

則》（教育部，2012）。研究過程中，這八位實習學生所處的學校皆為實習學生參考師

資培育大學歷年簽約之學校而進行實習。此外，教育實習機構對實習學生並無任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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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限制，多半歡迎師資培育單位之實習學生至其學校實習。教育實習機構方面依據

訂有實習輔導辦法，並配合師資培育大學所規劃之教育實習輔導制度。 
教育部（2005）以實習指導教師每人指導實習學生人數以十八人為原則。教育部

（2012）指出，師資培育之大學實習指導教師，每人指導實習學生人數以八人至十二

人為原則，得酌計授課時數一小時至三小時，並得視實際需要，由教育專業實習指導

教師與學科專業實習指導教師共同指導。本研究進行過程中，實習指導教師指導之實

習人數乃是適用以十八人為原則。研究過程中之師資培育機構小學部分，實習指導教

師多半為一人擔任。 

（二）實習輔導老師方面 

在實習輔導教師方面，國民小學實習輔導規劃有兩種現況：第一、依單元處理，

無法各領域兼顧；第二、導師任教班級為主，科任班級為輔，重視實習學生主動性。

茲將之敘述如下： 

1. 依單元處理，無法各領域兼顧 

國民小學課程領域包括語文、數學、社會、自然與活科技、健康與體育、藝術與

人文、綜合活動。社會、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三者，在一、二年級階段則合

併為生活領域。實習輔導教師認為讓實習學生任教實習課程，須以整體教材內容之單

元為主體進行教授。此外，學期間的月考與期末考為小學教育的重要時程，因此考量

其進度並配合其時程安排實習。茲將小玉教務主任敘說如下： 

 
依單元處理，符合現實教學狀況，應該是理想的。目前實習依考試時間分

派實習內容和進度應該是較適當的。（小玉 3） 
 
此外，實習教學課程中讓實習學生觀摩或實習教學之課程無法兼顧到各領域，大

多依實習課程比例規劃而定。例如： 

 
目前讓實習學生擔任實習教學的課程，包括數學課與社會課。在第一次月

考前的數學課，主要讓實習學生上課。（小玉 2） 
實習的課程分配，不一定每一科都有可以實習的機會，學習多寡須依照實

習老師的接受度而定。實習節數依照該科在整體課程規劃比例而定。以數學為

例，一週僅有五節也只能讓實習學生有五節的實習課程。（小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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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導師任教班級為主，科任班級為輔，重視實習學生主動性 

實習學生進入班級進行教學，藉由實習輔導教師的指導，清楚確認實習學生的角

色定位，對於實習學生可明確清楚行使實習學生職權之權限（余媛宜，2004）。實習

學生幾乎跟隨著級任教師進行帶班的實習，多半皆為實習學生主要之實習輔導教師。

因此，實習過程中要擔任級任教師所任教課程以外領域的實習，實習學生主動學習的

意願乃是重要的因素。據實習輔導教師觀察，願意在科任課程進行實習的實習學生，

幾乎都有其該領域之專長。誠如饒見維（1996）指出，自然科教師對於教育目標和教

育價值應有正確的認識。教師因為認清目標和價值，才可能建立自我教學信念。換言

之，在實習學生不被規範與要求教學實習之學習領域或學科下，實習之課程領域選

擇，關乎實習學生對學習領域課程與學科之興趣與先備知識。例如： 

 
實習學生擔任的科目主要為級任教師所任教的科目，其他科任教師所擔任

科目實習學生則少了實習機會。（小玉 3） 
曾經擔任過級任的實習輔導教師，也在兼組長後擔任自然科任教師輔導實

習學生。但是，有興趣自然科任實習輔導之實習學生，幾乎都具有理工學院背

景。（小明 2） 
 
輔導教師應幫助實習學生澄清教學目標，監控不同情境並提供學習教學鷹架，將

實作理論化（張淑玲、林福來，2001）。然而，在國小教學實習過程中，各學習領域

教學知識乃是須由不同學習領域教師共同協助，透過實習輔導過程將師資培育課程的

理念加以實踐，實習學生方能多元學習增進其勝任教職之知能。實際運作過程中，級

任與科任多半採分工合作協助實習學生實習。例如： 

學校形式上雖有規定，但實際落實有差距。級任導師的課都是級任教師輔

導，科任教師部分，就麻煩科任教師輔導。我曾經擔任自然、音樂、鄉土語言

之實習輔導教師。（小華 2） 
 
由於輔導教師大多由級任教師擔任，因此多偏重國語和數學領域教學，以及班級

經營的輔導。除非實習輔導教師特別規劃，才有機會讓實習學生教學實習其他領域之

課程知識。例如： 

我擔任自然科任時的處理方式是讓實習學生挑一個禮拜，做兩種課程的實

習教學，以一個單元進行活動。以前擔任級任老師進行實習輔導時，較重視國

語、數學與班級經營的實習輔導。以往在我們學校的實習學生都有很多實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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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機會。（小明 3） 

（三）實習學生方面 

初任教師會面臨大學師資培育理論轉化實務的困難以及初任教師壓力等挑戰，諸

如：班級經營及學生輔導、維持學生學習動機、教學效能、人際關係、工作信心問題

等等（張德銳，2003；張德銳、郭淑芳，2011；陳惠君，2002；黃婉萍，1998；羅綸

新，2001；Brock & Grady, 1997; Glickman, Gordon, & Ross-Gordon, 2001），對於實習

學生而言，在教育實習半年間是否能勝任教育工作與處理困難壓力，更是充滿挑戰。

在實習學生方面，研究中國民小學教育實習輔導有三種現況：第一、觀摩時間多於試

教時間，單元實習與國語、數學實習機會較多；第二、班級經營的學習多於課程的輔

導；第三、讀書與檢定準備為教育實習重心之一。茲將之敘述如下： 

1. 觀摩時間多於試教時間，單元實習與國語、數學實習機會較多 

從實習學生的敘說，研究者發現實習學生認為在整個實習時程中，實習觀摩多於

教學，以課程單元進行實際試教。在國語和數學領域實習機會較多，自然與生活科技、

藝術與人文領域等、非級任教師之課或自己畢業系所專長以外之課，教學機會較少。

例如： 

 
教學以「單元」進行實習，不是以「週」進行分配。實習半年時間，國語

上過一單元（6 節）、數學一單元（5 節）、音樂（8 節）。（女 B-1） 
不是每一科的實習都有見過，但對整體實習的經驗還算可以，例如：未進

行過自然與生活科技的實習。（女 B-2） 
每週有三節自然課，都在科任教室上課，也沒有機會觀摩。（女 D-3） 
體育表演藝術的課較無實際上課的機會。（女 F-2） 

 

2. 班級經營的學習多於課程的輔導 

在本研究中實習學生反思自己的實習課程，認為「班級經營」的學習多於「課程

與教學」。從輔導教師的身教以及言教，學習很多擔任教師技巧與能力，也獲得一些

上課之資源。例如： 

 
與輔導老師的互動，教學技巧與班級經營多從觀摩而來，常與老師談論的

問題，大多是個別同學的問題，例如：家庭背景、學習狀況等。（女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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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老師認為和家長互動比較重要，我們這班程度優於其他班級。（男 B-2） 
有時會問輔導老師有關教學的問題，從輔導老師身上，發現她口才真的很

不錯，跟家長互動也很好。（女 E-2） 
輔導教師很積極提供很多教學資源╱教學媒體，也能針對實際上台教學優

缺點提出建議。（女 F-2） 

3. 讀書與檢定準備為教育實習重心之一 

實習學生對於未來的檢定與教師甄試準備，須花費相當多的心力於讀書，誠如小

華所言：「我希望檢定在教育實習之前，這樣我才能專心的進行教育實習，考試的內

容和是否進行過教育實習並無大關係。」 

 

（四）實習指導教師方面 

實習指導教師負有指導實習學生擬訂教育實習計畫之職責，並溝通協調實習學生

與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間之意見。對每位實習學生進行到校輔導至少一次

觀察實習學生教學實習，並給予回饋意見。此外，亦須主持或參與實習學生返校座談、

評閱實習學生之作業及報告、教育實習檔案、教育實習成績與實習學生之輔導事項（教

育部，2012）。在實習指導教師方面，研究過程中之國民小學實習輔導規劃有三種現

況：第一、普遍性實習問題輔導；第二、廣泛性教學實習輔導；第三、扮演實習學生

與實習輔導教師、學校的溝通橋樑。茲將之敘述如下： 

1. 普遍性實習問題輔導 

實習指導教師認為實習學生實習問題多半是普遍性或與教學專門知識較無直接

相關之問題，與實習學生畢業主修科系並無太大的關係，一些問題多半是實習學生共

同的問題，包括實習輔導學校的生活適應、實習輔導學校人際關係與實習學生權利與

義務之問題。例如： 

 
他們在國小實習，或是返校座談時他們所面臨的狀況，其實跟科系沒有太

大的差別，大概都是跟實習老師溝通的問題或是他們工作很多或是有關於在學

校實習時有關於他們權利的問題。（明玉 2） 
 

2. 廣泛性教學實習輔導 

實習指導教師本身並非多項領域專長，因此領域課程教學輔導中僅能從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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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領域回應。非指導教授專長之其他領域，則採用與實習學生討論及建議進行。雖

然可以搭配學科專長教師，但在小學教育實習部分鮮少採用。例如： 

 
參觀試教時會給他們一些建議，如果他是國文或是社會領域時，我比較針

對他們的問題去回應。我平常沒有針對他們每一領域教學去輔導，但是就是在

試教之後跟他們討論或是給他們建議。（明玉 4） 
 

3. 扮演實習學生與實習輔導教師、學校的溝通橋樑 

實習指導教師在實習輔導過程中，擔任實習輔導過程中的溝通橋樑與問題解決

者，讓實習輔導能夠順利推動與進行，例如： 

 
我覺得當大學的指導教師是有點尷尬，在現場跟他們互動最多的是帶班的

指導老師。實習指導教師應該扮演實習學生跟實習輔導教師的溝通橋樑，如果

兩個人的溝通不良或是誤解的話，那就是由我出面協調；可是實際情境中，除

非是發生很嚴重的不良的問題才會來找我。如果學校真的有什麼狀況，我們又

不是學校的上級指導單位，發生什麼事情，我只能嘗試去了解狀況，我很難直

接立即地解決。（明玉 5） 
 
實習指導教師會每月定期舉辦實習學生的返校聚會或是就近於多數學生所在之

實習輔導區域聚會。此外，師資培育機構在實習半年內舉辦兩次的實習學生返校座談

會，實習指導教師亦會利用此時間召集實習學生，了解實習學生實習情形。實習半年

期間，實習指導教師至少一次至實習學生所在之實習輔導學校進行實習輔導。由於研

究中師資培育機構之實習指導教師多半為一人擔任，面對國民小學各學習領域的課程

與教學專門知識問題，並非其通才能力所及，因此，多半以普遍性之實習問題、廣泛

性教學實習輔導與扮演師資培育機構與實習輔導機構相關人員溝通橋樑之角色。 

二、實習輔導教師、實習指導教師、實習學生在教學實習投入現況 

教育實習為師資培育的重要一環，協助師資生成為教師之準備工作（Fuller & 
Bown, 1975; Lotie, 1975; Zahorik, 1988）。教育實習機構與實習輔導教師、實習指導教

師、實習學生三者在各學習領域學輔導所扮演之角色，茲將之敘說如下： 

（一）教育實習機構統籌劃與實習輔導教師彈性指導 



 
16 《教育行政與評鑑學刊》第十三期 

實習輔導機構與實習輔導教師亦扮演認知教練之角色，透過輔導將有助於學習者

在省思上的正向功能，能幫助其強化本身之省思能力（丁一顧，2008；Brooks, 2000; 
Eger, 2006; Evans, 2005）。Bullough、Young、Hall、Drapper 和 Smith（2008）認為實

習輔導教師輔導實習學生應是整體學校參與關係，建立學校合作與支持氛圍，讓實習

學生能感受學校對其支持。 
教育實習機構多依教育部的規定，訂有該校的實習輔導辦法。教育實習機構統籌

規劃後，實習輔導教師則依學校規定進行輔導。然而，實習輔導教師會依其教學現場

與實習學生本身的特質、專長與需求進行彈性指導，例如，在教學實習課程裡，實習

輔導老師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藉由教學情境中的要素，形成教學的「實踐知識」

（Calderhead & Robson, 1991）。實習輔導學校統籌規劃原則，真正在進行教學實習班

級則各有不同。但大多採用主題與單元式教學實習。實習輔導教師認為採單元實習對

實習學生較有幫助。例如： 

 
不同時段，實習不同領域，該時段該領域的課皆由實習學生上課，若某學

習領域一週課程時，由輔導教師與實習學生輪著上課，恐將銜接不良，影響學

生學習效果。因此，以主題或單元讓實習學生上課較有系統性，對實習學生較

好。（小美 2） 
 

（二）實習指導教師扮演關懷與諮詢的角色 

實習指導教師在實習輔導過程中，主要為關懷與諮詢的角色，一方面傾聽實習學

生的聲音，一方面了解實習學校與輔導教師的現況。師資培育大學與實習輔導學校並

非階層關係，而是共同建構培育優良教師的環境。例如： 

 
實習指導教師跟學校之間並不是一個明顯上下級的關係，中小學現場也是

獨立的單位，但是我們實習指導教師去現場了解我們實習，或多或少會對我們

會有所幫助，因為，學校會想是大學派來的，他們自己心裡面會注意一下，會

注意一下不要太剝削我們；因為，有些學校他們擺明要實習生作廉價的勞工，

把學校裡面老師不要做的丟給實習學生。我希望我們實習學生可以在不同的狀

況之下，做不同經驗的體驗，而不是被學校過度地剝削。（女 A-3） 
 

（三）實習學生扮演學習與配合教育實習機構的角色 

大多實習學生按照學校的規定進行教學實習，鮮少有學校如個案學校讓實習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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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規劃實習內容。實習學生反映，學校雖有規定，但實際運作時仍有調整與不同。

以女 5 這位實習學生一學期的教學實習過程為例，除了參與教學觀摩，並參與社團指

導。國語、數學的教學實習，有時占據了教學實習大量時間。例如： 

 
由於正逢學校重要節日活動，實習期間大多在協助活動的舉辦，在班級的

實習時間相對減少。（小華 2） 
我覺得在國語與數學以外的科目，我們很難得有機會去參觀，導致對教學

認知有點生疏。（男 A-2） 

培養師資生的省思能力不可能完全依賴由單一科目（例如教學實習課程）達成，

而是須要師培課程整體規劃，確立一貫性的師培目標與教育哲學，聯繫各科課程——
包括提供專門學科知識、學科教學知識、課程知識，並且挑戰師培學生根深柢固錯誤

的教學信念，以及發展個人價值觀與後設思考能力（周鳳美，2010）。於實際執行面

中，因應實習指導教師介入教育實習成度、教育實習機構條件、實習輔導教師與實習

學生本身投入，而有不同的教育實習成效。 

三、各學習領域教學輔導分配時間與比例¤一所個案小學現況為例 

本研究個案實習輔導學校，曾獲得師資培育典範獎項之學校。除了依照教育部規

定外，訂定該校之實習輔導規則外，要求實習學生和實習輔導教師商量，規劃出半年

或一年的教學實習內容（如表 3 所示）。 

 
 

表 3 
個案小學實習學生各領域教學的比例（%）"

年級 本國 
語文 英文

健康

與體育 數學 社會 藝術與人文
自然 

與生活科技 綜合活動 彈性 

高年級 28.72 0.59 6.84 24.75 7.77 8.02 12.16 5.74 5.41 
中年級 30.61 － 4.08 12.24 － 24.49 12.24 8.16 8.16 
低年級 34.13 － 2.91 23.26 24.15（生活領域） 6.83 8.72 

 
 
實習歷程中實習經驗之意義有其正、負面之分，正面經驗多屬教材、教學、班級

經營及親師互動等技術理性層次之關注；而負面經驗大體與輔導師傅及學校行政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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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實習欠缺清晰概念及完善規劃有關。教育實習機構若能在此時提供實習學生完整

的實習計畫及完善的輔導環境，相信實習學生在適應及學習上，能獲得較大的實質助

益（余媛宜，2004；許淑玫，2005）。個案教育實習機構要求所有實習學生須提出實

習期間之實習計畫。依照研究者蒐集到的相關資料，將各年段與各領域的教學分配內

涵說明如（表 3）。從教學領域而言，試教的科別以本國語文領域的教學時數最多，

其次為數學領域。以高年級而言，這段期間共有 17 位實習學生，國語為主要教學實

習科目，其次為數學，再則為自然。中年級，這段時間僅有一位，與高年級情況相同。

低年級共有 13 位，仍以本國語文為最多，但生活領域次之，再則數學領域。對低年

級課程而言，生活課程已經包含社會、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因此所占

比例甚多。實習學生能進行教學實習的時數，與現行國民小學課規劃的時數有很大的

關係。 

四、國民小學教學實習推動省思 

當前教育實習的制度設計是由兩組輔導系統建構而成：第一、師資培育大學之實

習指導教師；第二、教育實習機構之實習輔導教師。依據《師資培育法》要義，師資

培育分為師資養成、教育實習、資格檢定、教師甄選及教師專業成長等五個層面。師

資培育制度變革以來，師資的養成以及教師的專業呈現嶄新的面貌與嚴峻的挑戰，亟

待透過評估與變革，適時提出師資培育改良與再造政策，才能確保優質而專業的師資

素質（教育部，2005，2012）。教育實習是全面性的，主要活動以教學實習為主，也

就是準備教材教法及試教為主要學習目標（羅綸新，2001）；但在教育實習輔導推動

時，從上述的教學實習部分可發現有以下幾點現象： 
（一）實習輔導教師與實習學生的關係為整個實習輔導的主軸； 
（二）實習輔導教師擔任學校實習輔導角色與大學實習指導教師，是規劃與聯繫的橋

樑； 
（三）教學實習各領域教學內涵以國語與數學為主； 
（四）學校成立教育實習輔導小組有其必要性； 
（五）教育實習過程檢定的準備與讀書亦是重要的部分。 

根據上述的現象，研究者提出以下省思： 
第一、實習輔導的焦點應在「實習輔導教師」與「實習學生」的關係：半年的實

習輔導，應在學期初就有所規劃，而能納入不同領域輔導教師指導實習學生，並非只

有導師責任。以往太重視導師班級的國語、數學實習，相對忽略科任課的實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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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教學實習過程，亦偏向實習學生專業能力進行輔導：由於學生音樂、美術、

體育的專長，而委託其帶領相關社團或樂隊、球隊等，對其教學實習的薰陶僅限於其

固有專業，甚為可惜。 
第三、理想上三者（實習輔導教師、實習學生、實習指導教師）三角關係：實習

輔導制度的落實，將促成實習指導教授、實習輔導學校與實習輔導教師、實習學生都

能達到其理想與目標。實際上實習指導教師的輔導如同家庭父母，透過部落格與

e-mails 隨時了解實習學生在實習輔導機構的現況。換言之，實習指導教師在實務上

多半從事解惑與溝通之橋樑，經驗與教學的傳承與啟發仍然是以實習輔導學校為重。

三者在實務歷程中，實習輔導教師則扮演認知教練之角色，讓實習學生漸進式了解學

校實務運作，培養其成為教師所須具備之知能。 
第四、配合課程領域教學以國語與數學為主：目前多以國語與數學為主，其他領

域教學須靠實習學生的自發性與學校實習輔導制度的規定。 
第五、理論上每一實習輔導教師以輔導一位實習學生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實施團

體輔導。為順利推展實習輔導工作，教育實習機構應成立實習輔導小組，擬定教育實

習機構教育實習輔導計畫，推動相關實習輔導工作。但是，實際上擁有實習輔導小組

存在的學校相當有限，多半是實習輔導教師主導。 
第六、實習學生為了準備檢定與未來的甄試，影響其對教學實習過程的重視。目

前檢定考放置於教育實習之後，造成一些實習學生認為「檢定考通過」之重要性遠高

於「半年教育實習」的實質收穫。然而，亦非所有實習學生皆能通過檢定考試，對實

習學生而言不得不省思投注教育實習的成本效益。 

伍、結論與建議 

從上述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者提出以下四項結論與五項建議： 

一、結論 

（一）一般學校並未特別規劃各學習領域教學實習 

目前許多學校皆會依據《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育實習作業原則》為依歸，制定

所屬學校之辦法，推動實習輔導。本研究中各個學校亦依據此原則訂定相關之辦法，

只是在未規範之內容部分較為彈性，而在輔導方式與實施策略有所不同，研究中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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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並未特別規劃各學習領域教學實習相關活動，而是讓實習輔導教師或是實習學生

依其需求而規劃。 

（二）個案小學各領域教學實習輔導雖有比例規劃仍以國語與數學教學實習為

主軸 

在實習輔導推動過程中，實習輔導教師和實習學生皆認為實際執行過程，乃是班

級經營的學習多於教學實習。整個教學實習過程中，國語與數學領域的教學占的比例

為多，一方面由於實習輔導教師多為級任教師所致；一方面則因此兩領域的教學時數

占國民小學課程有較大之比例。 

（三）實習指導教師為橋樑，實習輔導教師為認知教練，實習學生為學習者 

實習指導教師扮演關懷與諮詢的角色，進行普遍性與廣泛性之指導。實習學生與

實習輔導教師的關係相當重要，除了實習輔導教師扮演實習輔導的評分者之外，更重

要的是實習輔導過程中從實習輔導教師學得的身教與言教。因此，實習學生在半年的

實習過程中，除實習外亦須準備檢定考試，其扮演學習者與實習輔導機構制度之追隨

者，其與實習輔導教師的關係最為重要。 

（四）國民小學教學實習成效非關乎多元學習領域 

本研究顯示，教學實習過程中班級經營的學習遠大於學習領域或學科課程與教

學。個案學校乃依現行課表各領域教學比例，進行分配式學習。實習學生教學實習必

須配合該校的進度進行實習工作，因此須依各領域在正式課程的比例，為實習學生安

排符合其所需之實習課程。師資培育機構與教育實習機構在國民小學教學實習各科或

領域部分並未強調，目前實習輔導作業原則亦未具體規範，端視實習輔導機構的安排

與規劃。因此，研究過程中，教學實習依學習領域或學科單元處理，無法兼顧各學習

領域。由於多半由導師兼任實習輔導教師，因此以導師任教班級為主，科任班級為輔，

實習學生主動性亦關乎教學實習獲得之多寡。 

二、建議 

（一）國小應善用實習輔導小組規劃教學實習各學習領域之時間 

縱使 2005 與 2012 年《師資培育之大學辦理教育實習作業原則》皆說明須成立實

習輔導小組或是教育實習輔導小組。本研究中國民小學多數並無實習輔導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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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由教務處統籌規劃。教育相關單位應確實檢視教育實習機構成立與運作實習輔導小

組，將能有完整與配套的實習輔導推動方式，不致於學校訂定的規劃僅供參考，而無

法確實執行。此輔導小組亦可規劃教學實習各學習領域時間與比例，協助實習學生進

行多元學習領域學習。 

（二）政策制定與決策者須檢視教學實習各學習領域的落實 

目前教學實習雖然占教育實習的百分之四十五，但對於各學習領域卻未提及，由

師資培育機構、實習輔導機構或是實習輔導教師彈性調整並不妥當。建議宜回歸教學

實習的核心價值，釐清小學教師在學校的使命與任務，安排與規劃合宜的教學實習內

涵與比例。 

（三）實習指導教師與實習輔導機構密切聯繫可能性評估 

目前一些實習輔導區非鄰近師資培育大學，實習指導教授、實習學校、實習輔導

教師與實習學生無法面對面聯繫。換言之，多半僅能提供一人教授之人力。因此，可

多鼓勵實習學生選擇鄰近師資培育大學之國民小學進行實習，並與鄰近小學簽約，在

人力與實習輔導機構互動頻率上應可提升，對於各學習領域專門知識的支持與協助亦

更有可能性。 

（四）建立師徒制與均衡發展各學習領域教學能力 

實習學生和實習輔導教師乃是師徒的關係，絕非代課教師或是教學助理，實習學

校應建構完整的師徒制。由於目前師資培育學生來自各師資培育學系或是由師資培育

中心培育，國民小學教學實習內容應涵蓋七大學習領域，國民小學為通才教育，實習

輔導的推動應均衡實習學生各領域發展，而非僅鎖定國語及數學領域，或是僅依實習

學生畢業系所之專長安排實習。 

（五）鼓勵學生讀書之外，專心與用心進行半年教育實習 

以現行的制度，縱然過教育實習仍須通過教師檢定才能獲致教師證書，以致一些

實習學生在實習過程中，認為可提供讀書環境之實習學校，才是好的實習學校。實習

過程中的投入才是成為優秀教師必備的訓練，因此仍應使學生專心與用心進行半年教

育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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