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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幼兒園實務經驗的師培實習學生之專業認同敘說探究 

 

摘要 

    本研究在探討具有實務經驗師培實習教師學習「敘說探究」的歷程，並共同建構進

入公立幼兒園系統對於他們幼教專業認同的形塑歷程。 

    研究將關注已具有實務經驗之實習教師在公立幼兒園實習過程中如何定位自己?這

些經驗對自己而言，具有什麼意義?研究者期待藉著具有經驗的師培實習教師的敘說對

話、深入理解半年的教育實習旅程。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包括: 

1. 具有幼兒園實務經驗之師培實習教師在實習期間的專業認同建立和內涵為何? 

2. 具有幼兒園實務經驗之師培實習教師在實習期間面臨的內在衝突為何? 

    研究針對兩位實習學生進行深入訪談，研究結果顯示，具有實務經驗的實習學生對

於專業教師形象已有其清楚的界定和期待，其中包括教師對於教學的投入程度和對待幼

兒的方式適切程度。實習期間面臨的內在衝突主要是已領薪工作一段時間，必須中斷工

作和薪資，支撐自己的是完成實習後，如果能通過教師甄試，進入公幼教師的行列，將

擁有較高的薪資和寒暑假等福利。其中一位實習學生雖是在優質的公立幼兒園實習，然

輔導老師的缺乏專業精神使其更自我警惕要莫忘初衷。研究建議教育部須針對實習學生

是否有現場實務經驗，需要有不同的實習安排，而且，需要針對實習輔導老師的遴選和

分級，訂定更完善的機制。 

    透過聆聽學生表達、思考或釐清自己內心的想法，可看到不同面向的故事，研究者

能更深刻的了解學生的情緒、情感、信念和價值觀等等，也助於學生釐清自己對於公立

幼兒園的教師圖像，理解自我認同幼教專業的內涵和歷程，重新定位自己，展望未來。 

    

 

 

關鍵詞: 幼兒園實習教師、敘說探究、專業認同 

 



 

 

 

 

 

 

 

 

 

 

 

 

Narrative research on professional identification of intern students  

with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kindergartens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experienced intern teachers about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the " narrative inquiry”.   The study will focus on how the student 

teachers position themselves during the internship process. What do these experiences mean 

for themselves? Who am I in these experiences? Where is the future?  Who is making the 

decision? Do I want to stick to it? Researchers look forward to guiding intern teachers to start 

a journey of self-exploration. 

    The research questions of this research include: 

1. What is 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tent of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experienced intern 

teachers during the internship? 

2. What are the internal conflicts faced by teacher training trainees with practical 

experience during the internship? 

Through narrative, students can practice expressing and organizing experiences, thinking 

about or clarifying their inner thoughts, and seeing different stories, which can be more 

deeply thought-provoking.  

Everyone can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communicate and understand own identity of 

preschool teachers, clarify their own image of teachers in public kindergartens , thereafter 

reposition themselves and look to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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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幼兒園實務經驗的師培實習學生之專業認同敘說探究 

 

壹、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一、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教育部於 101 年發布《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白皮書》，宣示標準本位師資培育

政策方向，105 年公告之「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則明示國家教師專業

標準，引導師資培育的規劃與實施。之後 106 年 6 月 14 日公布《師資培育法》

修正條文，則明定教師資格檢定包括教師資格考試及半年全時教育實習，且師

培學生須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後方能參加教育實習，教育實習成績及格方能取得

教師證書。 

     教育實習是印證轉化與應用理論至實務的重要學習歷程，在授予教師證書

之前須藉著教育實習確保教師素質，106 年《師資培育法》修正後的新制教育

實習，藉著清楚的評量標準，強調實習學生務必要在教學演示評量、檔案評量

等作業或表現上達到一定的水準，方能取得實習學分證明。 

    研究者去年曾與剛完成大學和師培學分修習的學生進行敘說探究團體，瞭

解其進入幼兒園教學現場的教育實習歷程，研究發現每一位實習學生的實習旅

程如同其應對人生模式的縮影，在優質的實習輔導老師引領及返校時敘說團體

的順利運作之下，完整的教育實習可以是實習學生自我瞭解甚或自我改變的歷

程，對於其幼教專業生涯的持續發展及以幼兒為主體的信念堅持有很大助益。 

    新的一學期帶領的是師培專班學生的教育實習，他們因為嚮往公立幼兒園

的待遇福利和穩定性，因此就讀幼教學程專班，一心朝著公幼老師的目標邁

進。實習學生的年齡分布為二十餘歲到四十餘歲，共同之處是他們都已經過幼

兒園實務工作的洗禮，是有資歷的幼兒園老師，承載著曾在公私立幼兒園任教

的經驗，完成了專班的學分，而且通過了教師資格考試，。他們在新學期選擇

放下已有的工作，在沒有薪資的狀況下，走出舒適圈，將投注半年的精力在公



立幼兒園完成教育實習，他們將遇到不一樣的公幼實習輔導教師，將看到不同

公幼班級的教學面貌，這群曾經獨當一面的實習學生，會如何經歷和詮釋教育

實習的歷程? 

    林淑梤、張惠博、段曉林(2009)談及 Roth 等學者（2004）認為師資培育者

／研究者應擔任「觸媒」的角色，激勵或引導實習教師學習社群產生共同產生

對話，促使雙方思考有關教學、學習和科學的本質。共同產生對話的主要目的

是為了瞭解或改變教學與學習的環境，這不僅需透過觀察對教學者教學實務產

生基本的瞭解，亦有必要瞭解教學者的理論。陳伯璋(1990）亦曾論述

Habermas 所提出的批判理論中，強調需透過「因果說明」與「溝通理解」的辯

證方式，個體可能達到自我反省的境界。自我反省代表「批判」和「重建」雙

重意義，雖然自我反省與實踐之間還有一段距離，然而，外在文化因素對個體

自我解放會產生相當的影響。對話當中有助於集結這些外在文化因素，使之明

朗化，對個體的思想意識提供了內在批判和重建的機會。 

    研究者認為，師資培育者的確需要引領實習者更多了解自己的潛在「理

論」和觀點，在交叉檢視中探究釐清，才不至於迷失在忙碌的實習生活中。敘

事探究提供了一個契機，這是一個很具挑戰和深度的學習方式，研究者期望有

機會透過敘事團體及團體合作學習的方式，共同瞭解團隊成員之前對於幼教工

作的認同內涵為何?幫助學生們釐清進入所嚮往的公立幼兒園系統實習的各種經

驗，同時能覺知教育實習歷程中是如何逐步建立對於公幼教師的圖像，而教育

實習經驗對於自己未來幼兒教保工作的認同又帶來哪些影響?對於這些問題的反

思和回應將影響他們未來是否繼續深耕此專業領域，或會懷抱甚麼樣的精神態

度再度進入幼兒園職場，研究者認為應是十分有價值的探究課題。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延續上的個學年度對於針對大學剛畢業的師培實習生的專業認同敘事探

究，本研究期望針對已有幼兒園教學實務經驗的專班實習學生目的於下:: 

(一) 瞭解具有教學經驗之師培實習學生的專業認同建立過程和內涵 



(二) 瞭解具有實務經驗之師培實習學生在公立幼兒園實習期間面臨的內在

衝突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包括: 

(一) 具有實務經驗的師培實習學生的專業認同建立過程和內涵為何? 

(二) 具有實務經驗之師培實習學生在公立幼兒園實習期間面臨的內在衝突

為何? 

     

貳、文獻回顧與探討 

    對於具有實務經驗的師培實習學生而言，教育實習發生在其已進入幼兒園

教育現場之後，性質如同在職培訓，這樣的實習(培訓)經驗對於其教師專業發

展的意義是值得探究的，本章即針對教師專業發展、專業認同及敘說探究進行

相關文獻探討。 

一、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專業發展的一項基本假設是：教師職業是一種專業性工作，教師是持

續發展的個體，透過持續性專業學習與探究的歷程，進而不斷提升其專業表現

與水準 (饒見維，2003，頁 15)。 

    周淑卿(2003 )參考 Hoyle & John(1995)等學者觀點，歸納歷來教師專業發展

文獻，主要包含三個部分：1.關注教師的專業知識 2.關注對於有效實務運作的

自主性 3.關注基於專業責任所應有的價值與態度。而教師專業的內涵大抵可以

從「知能」、「自主」、「承諾」、「成長」四個層面來討論。其追溯教師專業發展

研究的歷史軌跡，強調現今教師專業的提升不僅關注追求個人的進步，更致力

於「專業社群」的建立；不僅需要關注教師知能的成長，更須擴及教師自主性

的提升及對於專業的承諾。 

        學者們將研究課題的轉變軌跡畫以八０年代為分野畫分為 : 1.八o年代之前

將專業性界定為要符合某種客觀或機構認可的標準，教師角色是需要成為學校

和社會期望的樣式，教師形同教學的工具(周淑卿引自Reynolds, 1996, 75)；2. 



八o年代之後開始逐漸強調「教師身為人」(teacher as person)的觀點，視教師為

一獨特個體，強調教師對於教育自有其生命經驗、情感，知能與價值觀(周淑卿

引自Nias, 1989)。然而，要將研究焦點轉變為真正看到教師這個主體，且用對

方法來協助教師專業的發展，則顯然還在探索的路途中。周淑卿(2003 )即指

出，即便已嘗試與昔日不同的方式(如:進行行動研究、建立教學檔案、實施同

儕視導等方案)切入教師專業發展課題，仍可能因為績效或成果導向而陷入另一

種未預期的、壓制性的教師專業成長窠臼中。 

    從師資培育端的課程規劃來看，台灣師資培訓的特色包括培訓管道多元化

及注重能力本位，主要是針對職場上的需求來培育師資，職場對於幼兒教師的

能力有甚麼需求，師資培育端就會強化此方面能力的培養，目的在使學生畢業

能符合社會需求，具有就業的優勢(魏惠貞,2008）。 

    姜添輝（2002）則認為當時的師資培訓課程架構呈現出高度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實務運用傾向，心理學導向的科目佔據了大部分的

專業科目內容，缺少了反省或批判的思維培養，限制了受教者的文化視野。其

引用 Gibson(1995:125) 的觀點，認為工具理性意味著關注「如何做好它」的問

題，而不是「為什麼要做」或是「我們要走向哪裡」的問題。因為它更傾向於

考慮的是終點而不是途徑，是效率而不是目的。在學校中的呈現出來的現象則

是強調管理和組織，而不考慮「教育是為了什麼」。 

  因應國內中小學的課程改革，教師培育方式及內涵也需要相應的變革，教

育部於民國 107 年 11 月新公布之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

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修正規定，其中教師專業素養是指一位教師勝任其

教學工作，符應教育需求，在博雅知識基礎上應具備任教學科專門知識、教育

專業知能、實踐能力與專業態度，基準中明列各級教師之專業素養，包括:1.了

解教育發展的理念與實務 2.了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 3.規劃適切的

課程、教學及多元評量 4.建立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

倫理，前四項專業素養對應的教學參考科目仍多集中於教育理論、教學方法等



科目，其中第五項素養的課程核心內容較關注到教師非理論或技術層面的專業

成長，包括:1.教師自我省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 2.教師專業發展社群、溝通

與決策及終身學習 3.教保專業倫理及專業承諾。參考科目則包括: 幼兒園教材

教法 I、II、幼兒園教學實習、教保專業倫理、教師專業發展、教育研究法及人

際關係與溝通等。在各校師培課程規劃時要如何設定科目，讓學生學習更深刻

的認識自己、了解別人並學習相互交流學習，是極需要深思的課題。 

    綜合上述，教師專業發展或成長是教育成功與否的關鍵，歷來學界及實務

工作者不斷嘗試有效的在職或職前教師培訓方式，目前的趨勢是期望不再將教

師框架於規準中，愈來愈重視教師個體的全人發展，期望透過敘說、對話來了

解教師的生命經驗、情感，知能與價值觀，並幫助教師邁向一種持續理解、反

思與修正的學習旅程。 

 

二、教師專業認同 

    綜合學者們對於教師認同（teacher identity）的定義，其指的是教師對於自

身角色及專業的覺察，它是一種動態的歷程，發展的過程同時受到內部因素

（如自身情緒）及外部因素（如教學情境、生活經驗）的交互影響，使教師逐

漸理解要如何扮演好教師的角色，並符合社會期待，這些理解將隨著經驗累積

而持續重塑。因此，教師認同具有以下特質：（一）會持續發展，並非恆常不

變；（二）發展歷程融合了教師自身的人格特質與特定的情境脈絡；（三）鑲嵌

於社會文化脈絡之中（四）教師「自我」是認同的創造者，決定了自身對於教

師工作、教師角色、教師專業的理解圖像。換句話說，教師專業認同是教師對

其角色、工作內容及教育專業形塑的重要歷程 (張繼寧,2011)。 

    教師專業認同的內涵為何?張純子(2009)研究提及教師專業認同是轉化

（transformation）的歷程，當教師考慮到自身的認同，首要考慮「我是誰？」

的問題，自我知覺會影響教師觀點、策略與行動，而教師認同是個人賦予意義

與決定之基礎。後現代觀點教師研究尤其關注認同是「成為一個什麼人的一種



歷程」。其文中引述 Newman（2000）的觀點，強調必須重視個人的教育實踐和

個人歷史之間的關係。因此，教師專業認同結合在教師個人認同之中，並可以

從「我是甚麼樣的老師？」、「我對教學的信念是什麼？」、「在我的課堂中，我

要和學生做什麼？」、「在學生/家長/行政人員眼中，我是怎樣的老師？」等問題

中來理解教師專業認同，整體而言，可整合為教師的自我概念、工作動機、工

作覺知和未來展望等四個面向的探討與理解。 

     至於要如何提升教師的專業認同，張繼寧(2011) 引述 Beauchamp 和

Thomas（2009）的觀點，認為認同發展的階段，通常是進入教育現場之後，但

師資培育階段對於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性不容忽視，透過「反思」增進師資生

對教師角色或工作的理解、在教學演練的脈絡中置入學生增加臨場感、以及不

斷引導師資生反思自己的教學信念等活動，或許是促進教師認同發展的方法。 

 

三、敘事探究 

    近年來許多有關教師專業的研究，已開始重視教育過程中的教師主體經

驗，包括個案研究、生命史研究、行動研究到敘說研究，都是源於相信教師透

過敘說生活故事與教學實務經驗，從分享的歷程中回溯生命經驗和反省自我的

信念、態度以及價值觀，可能得到一個新的視野，以避免陷入習而不察的教學

困境（甄曉蘭，2003）。 

(一)敘事探究的歷史和教師培訓 

    Chan (2012) 文中整理了敘事探究途經的發展過程，其指出敘事探究的形式

已經有一段很長的歷史。心理學界先驅之一的 Sigmund Freud 已使用生命敘事

來進行嚴謹的學術研究，其使用生活敘說，主要是以心理分析的理論來探究個

體的生命發展。另一個具有影響力的學者是 Erik Erikson，他使用生命史的方法

去探究生命的重要時刻如何影響著生命的進展，在他的著作中強調個體是鑲嵌

在社會脈絡當中，以生活的歷程分析人成長的生理、心理和社會面向，讓我們

能夠去更全面而有意義的理解一個人的認同過程。 



    在二十世紀中期，對於生命故事的理解和其他的敘事方式有更快速的成

長，為什麼敘事探究會成為心理學研究普遍的方式呢？為什麼這麼多心理學家

開始有興趣個體對於真實的敘事建構過程？有一個趨勢是源自於認知心理學者

Jerome Bruner 的創見，他提出個人的真實是來自於主觀的觀點，在他的研究當

中，他描述了個人的意義與真實，事實上是在敘說個人的經驗過程中被建構起

來。藉著故事的敘說，會經驗到故事是一種組織、詮釋、創造、意義的方式，

這些經驗維持著一種連續感。在 1984 年美國心理學協會當中，Bruner 挑戰了當

時盛行的實證主義觀點，開始確認關於敘事的主張，他強調傳統的邏輯科學模

式和敘事模式是互補的，無法互相取代，他進一步宣稱實證主義的標準已經主

宰了社會科學領域，需要有更多元的觀點，他的倡議加速了學界跨領域、跨學

科的對於敘事的討論。 

    在教育領域，教育理論家 Schwab 帶領大家更進近距離看到教室中的生活

經驗對於學生與老師的重要性。他對於實際課程的概念受到 Dewey 想法的啟

發，他強調教師是一個實際的參與者，必須了解他的學生關於生命及運作的生

活，需要透過集體探究去注意到老師們的觀點和他們對於真實的表徵，重要的

是以老師們的話語來表達，很多教育工作者於是都開始使用生活故事及個人敘

事當作了解教學學習的新方式，根據 Clandinin 和 Connelly 的觀點，故事或者

敘事讓我們最密切的與經驗相遇，他們將這種稱為經驗敘說探究。教師的實際

知識具有一種故事的本質，因此說故事成為了解教師究竟知道什麼的自然方

式。E.W. Eisner 也認為知識是奠基於經驗，且需要一種表徵的形式，教師的故

事因此成為最廣泛的形式，用來表徵教師們的經驗。 

(二) 為什麼要進行「敘說」? 

    敘說是透過講故事與閱讀故事且看起來特別有用，在於教師實務工作所處

的情境是複雜的、混亂、不確定而不可預期的，敘說被認為是一種進行教師培

育的方式，能夠幫助實習學生去建構知識，對於 Clandinin 和 Connelly 而言，

敘事不只是我們所閱讀的文本，更是反省及閱讀實務的媒介，且是教育研究的



對象或實體，我們可以經由反思來尋找意義，反思可以導向理解，可以導向行

動，以教師為例，反省和瞭解可以轉化成為一種再更新與再活化的實務(蔡敏

玲、余曉雯譯，2004）。 

    Clandinin 和 Connelly 所著的「敘說探究」一書中談到從事人類研究的

Bateson 的想法及嘗試。Bateson 覺察到敘事的形式是適合於人類學的，Bateson

的焦點在於「學習」，而且，她小心的將她的書環繞在連續及即興

(improvisation)等主題上，她說:「調適是來自於，與那些似顯混亂的新奇事物之

遭逢。但在努力調適中，我們需要從經珍視的價值中逃逸出來，以那些我們未

曾注意過的方式立身行事，並捕捉那零碎不全的線索。」對 Bateson 來說，即

興是對生活中種種不確定，以及那似乎是無意義、無法解釋並且「混亂」的新

奇事物之一種回應。對 Bateson 來說，改變由學習而來，學習正是改變。連續

性的產生，正是因為人們的即興演出與調適。也就是說，人在學習，Bateson 的

焦點則是在於理解人如何了解一個處於變動的世界。最重要的是，探究者對於

參與者的態度，那是一種能夠滋養學習的態度 (蔡敏玲、余曉雯譯，2004）。 

    邱憶惠、高忠增(2009)綜整學者們的觀點，認為敘說探究有四項功能:1.是

一種思考的型態，可作為組織知識的一種方法 2.是「意義與知識」的建構，透

過人們自己觀看、理解和賦予其經驗意義，表達出對生命的觀點，釐清訊息的

來源，成為解釋與再解釋個人經驗的重要方法 3.是一種生活經驗，人所知的生

活是透過「活過的經驗」（lived experience）而得知，藉著說故事來詳述經驗是

一件很自然的方式 4.是一種回顧與省思，透過敘說可理解我們自己及他人的生

命，讓參與者透過對話和省思來看到不同的可能性。自然地，當人們思考和視

野改變了，之後的行動也將不同與往昔。  

(三)敘事探究的歷程 

    敘事探究包括哪些步驟或歷程? Riessman(2004) 以「經驗的再現」來簡要

說明敘事研究過程中的五個層級(關注、訴說、轉錄、分析及閱讀)，其強調這

些層面是可能互相滲透的，茲摘要於下(王勇智、鄧明宇譯,2012)。 



1.關注經驗(attending to experience) 

   指的是對敘說者意識流(反思、回憶等)裡關注傾聽，經由關注，敘事者讓某

些現象具有了意義。關注時是有所選擇的，敘事者在未經反思的整體(基本的經

驗)裡做了選取，藉由思考，以新的方式主動建構了真實。 

2.訴說經驗(telling about experience) 

    即個人敘說的展現。敘說者在描述著自己內在的一個經驗，因為聽者的傾

聽、質問或其所重視的分析架構，於對話裡將行為再度演出，可能依序的重新

形成事件，陳述的是一個關於發生了什麼的故事，擴大了參考的文化脈絡資

源，藉由說和聽，產生出了一個敘說。敘說者在此層面也在創造及建構一個自

我(self) 再呈現─涉及敘說者在互動過程中想如何被其他參與者認識。     

3.轉錄經驗(transcribing experience) 

    即是以某種文本呈現訴說的經驗。轉錄的過程也如同兩個層級一樣，是不

完整的、部分的和具有選擇性的。不同的轉錄慣例會引發及支持不同的解釋與

意識型態的立場，創造了不同的世界。對於同一段談話若用不同轉錄的方式，

也將以不同的方式建構其意義。 

4.分析經驗(analyzing experience) 

    此層面是研究者仔細的對訪談逐字稿或謄本(transcript)(有時是許多的謄本)

進行分析。要把一系列的談話加以剪裁，使它合於一個報告或書面的內容，並

試圖理解其意義以及創造戲劇性的張力。此時，形式、次序、呈現的風格、如

何安插訪談中所得到的生命片段，都涉及策略過程。對於作品的預期性反應，

不可避免的會影響哪些內容將被涵蓋，哪些則被排除。最後，分析者創造一個

後設故事(metastory)來說明發生了什麼事。     

5.閱讀經驗 

    當讀者面對文字報告時，他們的經驗也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會整合到所謂的

最後成品(final product)裡，敘事參與者或許可以(或無法)認出當中關於他們的經

驗；以及喜歡或不喜歡他們被描述成那樣。Riessman 認同閱讀經驗可能是一個



沒有終點的過程，每個文本都是「多重聲音(plurivocal)」，開放給多種的閱讀方

式和不同的結構，沒有最終的說法。 

(四)協作敘事研究     

    協作敘事是透過團體敘說的方式來共同協作，透過學習社群建構和相互交

流對話及省思，參與者有機會探究存在於教學現場工作者的經驗並重新創造意

義。為使此協作敘事歷程有足夠的醞釀及發展時間。歷來研究者的經驗發現團

體運作的時間以持續約一年，每個月一次，每次至少兩小時的方式進行教合

適，為求團體的敘說與對話具品質與深入性，建議成員人數以 6-12 人為佳。團

體的引導者主要負責團體議程的規劃、團體氣氛的營造、敘說對話的引發、調

節與催化者(張素貞、劉美慧，2018)。 

    綜合上述，敘說探究形式經過心理學者及教育學者廣加運用，近來已成為

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和持續學習的一種方法，其具備了學習思考、建構意義、在

生活中建構及回顧省思等特性或功能，敘事探究過程則包括關注、訴說、轉

錄、分析及閱讀等五個層級。為了讓師培實習學生們不只是被研究者，而是能

有更多機會學習敘說探究的方法，使敘說成為幫助自我專業成長的方法，因此

本研究將嘗試讓參與教育實習的成員們初步認識敘說，並嘗試敘說，在協作的

情境相互溝通、提問、理解、及支持，有機會看到不同的視野和風景，獲得能

量，更穩健的走在教師專業發展的道路上。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協作敘事研究作為研究方法，如同 Clandinin 與 Connelly

（1998）所言，探討教師知識的研究是個人及社會兩層面相互交織的，其中反

映了個人生命史，也反映了教師所在的社會文化環境與脈絡。本研究將試圖探

究具有幼兒園實務經驗的師培實習學生學習敘說探究及藉由敘說在教育實習歷

程中建構個人及團體專業認同之內涵及歷程，邀請 2 位具有幼兒園實務經驗的

實習學生參加此研究。 



二、資料收集 

    進行敘說 2 次，每次 2 小時，現場進行錄音紀錄，研究者隨時筆記。敘說

訪談及對話內容則將取得協作者同意，進行錄音紀錄，經逐字稿整理後，並及

時交由敘事者過目修正。 

三、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主要包括下列幾方面: 

(一) 訪談省思札記整理:訪談期間研究者持續記錄省思札記，對照逐字稿資料整

理，透過專業對話，降低與釐清個人偏見，也做為下次訪談前提問與分析

資料的參照，這些交流重點也將在文本中以註腳的方式呈現。 

(二) 敘事內容的逐字稿整理:個別及團體敘事的錄音皆轉為逐字稿，資料則以代

號輔助整理編碼。 

(三) 敘事文本的分析:主要以時間軸序來分析整理，嘗試運用來自實踐或理論資

料，撰寫出不同類型的過渡文本。當資料整理成逐字稿以及逐漸形成文本

時，除了自我檢驗，也將請參與者為這些資料給予意見回饋。(何縕琪，

2008；邱憶惠、高忠增，2009) 

五、研究信效度 

   研究中的有效性經由三角檢驗或使用多元覺知澄清意義，說明重複的觀察

或解釋，其中「資料的三角交叉」以訪談方法來說，可以透過多次訪談以提供

多種資料來源做檢驗。本研究透過訪談從個案不同的故事敘說中，尋找敘說的

一致性，以及呈現敘說內容呈現的整體感。解釋效度部分，本研究採用訪談逐

字記錄，將運用低推論字眼（low inference descriptions），直接引用個案使用的

描述語言，讓讀者直接經驗研究對象真正使用的語言，助於判斷說者個人的意

義（張純子,2009；王文科、王智弘,2018）。 

六、研究倫理 

    藉由研究者持續與研究對象交流、省思、修正，並確保每一成員皆有知情

及閱讀文本、研究成果並提出修正意見的權利，研究者必須承諾謹守研究倫理



與保密原則。 

肆、研究結果 

 

一、雪老師的實習故事 

雪老師(化名)目前 28 歲，已婚，家住板橋，在進行師培實習之前已是一位有

四年半教學經驗的教保員。 

    她服務於一所位於新莊的公立幼兒園，園裡有六個小、中、大的混齡班，

她當時的教保員角色是與教師協同帶班，和班級老師輪流一周擔任主教老師。

園裡的老師們覺得他們領比較多薪水，會體諒教保員，像是餐點組、教學組等

比較繁重行政工作都是由教師擔任，教師們不是不讓教保員學，而是擔心教保

員會比較辛苦，教保員分到的行政工作都會比較簡單，說文書組、活動組或是

網頁組。 

 

雪老師面對這樣的分工方式，她曾經覺得自己可以多承擔一些工作也無妨，

但因為教保員蠻多人不想這麼做，她就沒再提這件事了。整體而言，雪老師在

這個幼兒園的工作負擔並不重，她認為在這個幼兒園中教師和教保員並沒有許

多公立幼兒園所出現因為同工不同酬而產生計較甚或衝突的狀況。 

    雪:「在那邊算是教師與教保員之間蠻和平相處的，我覺得相處起來是舒服

的開心的。」 

    教師們相處上固然讓雪老師感覺舒服開心，但卻存在著另一層面的隱憂。

關於幼兒園內教學的方式或者是團隊學習的動力，雪老師的觀察和發現是，教

師相處融洽的幼兒園讓人員教師異動變少，久而久之園內資深教師成為主力，

課程與教學容易變得一成不變，迄今幼兒園仍是採用單元課程方式，教師習慣

於輪流一周主教，課程之間缺少連貫性，即便有新進的老師試圖改變，但畢竟

屬於少數，因此難以做出大的改變。 

    雪:「因為在那人都很好相處，所以調動都比較少。但是就會衍伸出普遍老

師年紀都會比較大的情形，他們所學到的課程和教學方法就會比較單元方式，

他們也有試著想要改變，但是我覺得很難去改變，因為從以前他們所學到的概

念跟教法就是這樣，所以我覺得可能教案的表格改了，但是其實教的東西就還

是單元。因為一週換一個主教，所以變成說這一週我教，下一週你教，雖然都

是在這個主題之下，但我跟你教的東西是完全不相干的。而且因為資深的老

師，他們就是會不想要改變，他們會覺得這樣就好，然後也有一些老師是想要

改變的，但是因為資深的老師比較多，就比較難去改變些甚麼。」 



    雪老師服務的公立幼兒園有六個班級，有 8 位教師 4 位教保員，扣掉一位

主任及一位增置教保員，總共有 12 位老師。主任的輪置是一年一次，由正式教

師輪流。雪老師服務的四年半中，到了服務的第二年時，雪老師有了課程上得

掙扎，雪老師認為自己不該只停留在原點，所以，後續雪老師參加了許多研習

課程，吸取更多新的知識，在這過程中也發現自己有想要做的事。 A 園的課程

運作模式中，雖然傳統但是不受於限制，教師在教學上是非常自由的。 

    雪：「課程上的掙扎……應該算是有，基本的概念，但是我當初在工作第二

年的時候，會想要辭掉工作，因為我覺得……難道我的工作、我的人生就這樣

子了嗎？就覺得好像沒有進步的地方，然後又覺得我好像不應該只停在這裡，

對所以後續我真的參加蠻多研習的課程，就是到處參加我喜歡的研習課程，然

後也有想要做的事情，用這種方式去吸取新的知識，所以我覺得應該也算是

有，因為 A雖然說傳統或是比較單元，但是主任不會限定你要怎麼教，也沒有

人會管你怎麼教，所以你的教學是很自由的。」 

 

    A 園一年會換一次老師，教師年齡平均落在 35-50 歲，40-50 歲有 3-4 位老

師，這幾位老師是 A 最資深的老師，久而久之，在雪老師的觀察裡，資深教師

有了家庭後，對教育的熱情減少許多，但這些資深教師的想法，也容易成為幼

兒園中的主要的想法及決策，在同一件事情上，年輕教師的想法與資深教師的

想法不同時，雪老師發現孩子的笑容變多也是驗證效果的一種方法，這也讓雪

老師警惕自己不要成為自己不喜歡的樣子，同時也擔憂自己未來是否也會因為

家庭而對教育失去了熱忱。 

 

  雪：「我理解他們也有家庭，然後加上可能對於教育的熱忱，慢慢少了這樣。

所以自己也會擔心，會不會以後我有了小孩、有了家庭也變成這樣，所以我一

直在警惕自己。」 

  研：「你覺得你會一直想警惕自己的這個東西是怎麼來的？」 

  雪：「因為我覺得這樣子不對，所以我覺得我不能把不對的事情再繼續發生下

去。」 

 

     在雪老師身上可以看見成為一位好老師應有的特質，在幼教這條路上，也

改變了雪老師的人生，從小，雪老師家中教養的模式是屬於傳統家庭，父母主

導性較強，就比較沒有心靈上的溝通，她渴望能和家中的人有著互相談心，當

他成為一位教師的時候，他覺得這樣是不對的，所以，並沒有被他的家庭環境



影響，也覺得念越多的書可以更清楚的運用在孩子身上，更理解孩子的感受及

狀況，所以孩子的感覺是需要被重視的。 

  雪：「我的爸媽比較沒有給我心靈上的溝通，我以前有一個同學，他的爸爸媽

媽都會互相談心，或是不開心的事情就直接說出來，可是我們家不是這樣，我

一直都很渴望有那種談心的家庭，或是人家能懂我。」 

雪：「我在幼兒園的時候會無緣無故哭，可是我哭是有原因的，但是老師不懂，

就只知道你在哭而已，我就會覺得我就是有原因在哭，你怎麼不曉得？他也沒

有問你就只知道你哭，所以我知道不被懂的感覺，現在出社會工作了，我可以

理解小孩那種學不會的感覺，還有她難受的時候，他就是想哭，你就是等他想

說再說，陪著他就好了。我覺得就是我之前得不到那種感覺，現在我才能同理

小孩」 

在高職的生涯中，每一個人都接收到許多老師的教導，但並不是每一個人

都是一樣的收穫及心態，雪老師在與孩子相處的過程中，他覺得看見幼兒成

長、笑容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而那種感覺並不是求學的過程中來的，而這種感

覺是在雪老師步入職場後，真正成為一位老師的時候，那種感覺更貼切雪老師

的心。 

研:「你為什麼會覺得帶著孩子、看著孩子成長、孩子歡笑，是件重要的

事情?」 

雪:「我覺得不是求學中來的，是你跟孩子相處中而來的。」 

研:「那你覺得是高中之前就有的，還是高中才有的?」 

雪:「我覺得是相處的當下有的。」 

研:「是實習的時候嗎?」 

雪:「我覺得不是實習的時候，是開始工作的時候。成為一位真正的老

師，被叫老師的時候。」 

    「實習」能讓一位老師能將書本學習到的在實務現場中得到印證，雪老師

在某公立幼兒園實習時，遇見的帶班教師是一位會使用正向語言說話的幼兒園

教師，但是在教學上並沒有像其他班級一樣豐富，學習區是這間學校最主要的

教學，雪老師在該名教師身上學到較少在教學上的經營，雪老師當下並沒有反

應該名教師的狀況，雪老師告訴自己「把老師好的地方學起來不好的地方就反

省，警惕自己不 要成為那樣子的人。 」 

雪:「我的輔導老師都會用正向的語言說話，但是在教學上我覺得老師沒有那麼

的盡心盡力，就學習區來說，學習區是他們最主要的教學，但是老師可能一週



的學習區只有 1至 2 天，或是有時候一週都沒有開學習區。除了我自己的那一

區跟其他同學的區域，就比較沒有看到老師怎麼引導小孩。但我當下也沒有

說，因為我覺得這種老師是會存在的，所以就把老師好的地方學起來，不好的

地方就反省，警惕自己不要成為那樣子的人。 」 

 

    雪老師在實習的過程中，即便遇到了可能較不理想的學習環境，在雪老師

的心中還是保持著對幼教的熱忱，用正面的心態去學習，雪老師認為一位專業

的教師心裡必須要有幼兒，在實習過程中也會讓雪老師發現帶班老師較少心思

在幼兒身上，反而放較長的時間在使用電腦看教學以外的網站，雪老師在實習

中遇見「幼兒整天都沒有喝水，是家長反應他的孩子整天都沒有喝水，老師才

會去叮嚀」，雪老師覺得不應該是要由家長去提醒，這件事是教師自己要去發現

的。 

雪:「我覺得他已經嚴重到他不配當一位老師，因為我覺得當一位老師最基本的

就是你心裡要有孩子，可是他的思想就是家長為中心，我覺得就是不對...」 

雪:「因為只有家長要求的時候，他才會去做，譬如說換衣服衣服濕了，就去換 

衣服，他也覺得沒關係無所謂。還有小孩一整天都沒有喝水，也是家長反

應我的小孩都沒有喝水，他才會去盯，就是家長反應他才會做。」 

在實習遇見的輔導教師，對新手教師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雖然雪老師實習

時遇到的帶班教師，沒有辦法讓自己學到教學上的技巧，幸運的是，班上除了

雪老師一位實習生還有另外一個其他學校的實習生，雪老師覺得幸好他們擁有

彼此，不然可能無法繼續保有他們原本對教育的熱情。另外一位實習生因為這

一次的實習，有回去看精神疾病繼續吃藥，雪老師常常跟另外一位實習生說

「常常會有這樣的教師存在，所以我們要更謹惕自己成為什麼樣子的人、什麼

樣的教師。」 

 

研:「我們現在想像一下，以倫理的角度來看，就是說我們要安排學生，你們等

於是新手的老師，尤其對另外一個實習生來說，就是新手的老師，有人用另外

一種思維去想說，說他之後也是會碰到這樣的老師，所以就先讓他了解社會的

真實面。這是實習的目標嗎?」 

雪:「不是」 

研:「我覺得那個學生還好很幸運有你當夥伴，不然他只有一個人，他是不是就

會對這個行業感到失望?」 

雪:「對，會。」 



研:「他就會覺得這個行業是這個樣子，他也沒有對話的對象，那會是一個 

    很痛苦的時間耶。」 

雪:「對啊。而且其實他還有再吃精神疾病的藥，他那時候也是因為實習的 

    狀況，就有回去看醫生吃藥這樣，我覺得我們真的是幸好有彼此，我 

    也常常跟他說有這樣的老師存在，讓我們更警惕自己要成為甚麼樣子 

    的人、怎麼樣的老師，所以其實把我們擺在這個班級，面對這種老 

    師，其實有好有壞。」 

雖然是公立幼兒園，但每一間園所都有不同的特色，在幼兒園實習的這半

年是沒有辦法拿到薪水的，對雪老師而言，有很多東西是無法用金錢換取的。

每一個人的身上都會有值得學習的地方，身為一位幼教老師，也不能常常看見

幼兒的缺點，要去看見幼兒的優點，每一個人擅長的都不一樣。雪老師在他的

實習輔導教師身上，學會了與家長說話的技巧，雖然雪老師並不贊同「說家長

想聽的話」，要把這個技巧用在對的地方，雪老師也將這一個技巧運用在他的家

庭。 

雪:「在這個班學到的是要怎麼說話，老師真的很會講話。」 

雪:「但我覺得有點不太好，就是講話會變比較婉轉或是用別人比較想聽的話，

去敘說一件事情。」 

雪:「我覺得要用對地方，從他身上我有運用在我的家庭中，就譬如說我跟我先

生講話，我就會不是以指責、命令的方式，可能會換一個方式說話這樣。」 

研:「能不能舉一個例子來說？」 

雪:「就譬如說你可能想要他做某一些事情，因為人都不喜歡被命令的感覺，所

以我就會說你今天早上起床幫我泡咖啡，我就會很開心，早上能喝到很溫暖的

咖啡，我就覺得好舒服喔，所以我老公下一次就會做一樣的事情。那個老師就

是用這種方式跟孩子說話，這種說話方式沒有不對，我覺得太過於華麗的詞

彙，可能孩子沒有辦法真正的體會吸收，也不這麼重要。」 

 

    要成為一位正式的幼兒園教師前，考上教師證是大多數的人想達成的目

標，也有人考了教師檢定後，也想考教甄。但是也存在著另外一個問題，女性

教師如果在達成自己的目標前先懷孕，就有可能不能繼續往自己的目標前進。

在雪老師的身旁也有著這樣子的人，也因為看見身旁的人有著這樣的狀況，讓

雪老師更謹惕自己「自己要穩定，我的小孩才會穩定」。 



雪:「因為我有很多朋友，後來懷孕了就沒有繼續念書，還考上了專班但也沒有

去念，因為我覺得經濟可能也算重要，還有我自己要穩定我的小孩才會穩

定。」 

雪:「有時候好像你越想要就會越得不到，後來我自己拿到教師證，我就偏向於

順其自然，然後也有想說要同步一起，可是就隨緣這樣。」 

 

二、嫻老師的實習故事 

嫻老師（化名）目前 24 歲，未婚，與奶奶一起住，家居住在台北市，大

學·畢業後就直接步入職場。 

    公立幼兒園跟私立幼兒園呈現教學的方式不一樣，嫻老師在 C 附幼及 B 附

幼各實習了半年，經過密集的實習經驗，也讓嫻老師對公立幼兒園有著很深的

印象。公立幼兒園的方式較彈性、自由，在公立幼兒園的老師的教學方式跟私

立幼兒園比起來較能依照幼兒的興趣、喜愛的事物開始，不用按照課本教，公

幼採學習區教學的方式居多。每一個活動及課程都有學習指標，私立幼兒園較

多還是屬於課本模式，嫻老師覺得在公立幼兒園的幼兒，較能開心又沒有壓力

的學習。 

嫻：「其實他們比較重視幼兒的生活自理跟我們的學習指標，就他們每一個課程

都有學習指標，例如收碗的時候是什麼指標。私幼的話是沒有，他們都是比較

課本式的。公幼是老師的很彈性，他想要教什麼就是什麼，然後也比較多時間

可以觀察孩子跟小朋友互動，然後像 C國小，他們的學習區就很很落實，就是

他們會有在吃飯時間 40分鐘到一個小時的時間會讓小朋友去學習區，小朋友是

在一邊學習一邊玩，可是在私幼就是打開課本練習ㄅㄆㄇ開始寫字做什麼，而

有些都只是做給來審查委員看，所以如果我今天有小孩的話，我可能會比較想

要讓他在公幼就是比較快樂學習，他們沒有壓力又可以學到東西。」 

 

    雖然一樣都是公立幼兒園，卻讓嫻老師有著不一樣的收穫和體驗，顯然在

兩次實習中，嫻老師較喜愛規律型的幼兒園，課程有連續性，從簡單到困難，

最後呈現一個高峰活動。有多少幼兒園能真正落實教案內容，並且帶著實習生

去執行、思考自己哪些地方可以更好的？讓「教案撰寫」不再只是形式，而是

真正可以從實習生自己設計的教學中，學習到東西，才能讓實習生越來越好。 

嫻：「如果兩家比起來,當然是 C,會讓我覺得學習到比較多。可是每個老師的帶

法不同。C他們是課程,例如說一開始就是跟同齡小朋友討論什麼?老師是一直

都在想課程,一直在想才一直都在進行課程,讓小朋友也是樂在其中；然後安興



就比較自由,我今天想教什麼就帶什麼，可是 C他們是有規律的,就是今天是什

麼?明天就會是什麼?老師用小朋友的話,如果小朋友有疑問好了，老師會說你們

有這個疑問,那我們明天就來做。這個疑問的問題是他們的課程，非常連續性也

是慢慢從簡單慢慢到難,然後最後做一個高峰活動。」 

 

嫻：「如果我會覺得比較值得實習的話,我會喜歡 C，應該是因為老師吧，寫教

案的部分,雖然兩邊老師都很有用心,就是叫我寫教案也是真的有讓我落實的是

C比較多，那時候我們有一個老師的強項是大肌肉就說,那以後每天的早上就是

你來帶,然後你可以去想一個教案,你覺得這個教案你要想安全動線,就是會讓你

把你的教案不是寫出來而已,而是你去執行，然後去反省說,你這個哪裡還沒有

夠清楚?例如說我之前一開始,我對忘了動線這件事，就想說反正他們就輪流跳

就好啦?最後就排練到時候一團亂沒秩序。老師就從中來告訴我,你如果將來沒

有寫出來這些就代表妳不夠詳細，你還沒有想好你這個活動也要怎麼進行。然

後你還要有些先想狀況如小朋友撞到流血?那你應該怎麼處理之類的。」 

 

    嫻老師一心一意只想唸幼保相關科系，但是因為家中已經有許多親戚都是

走幼教相關科系，所以父親希望他接觸幼教以外的性質。後來嫻老師發現要在

幼兒園工作必須要有教保員的資格，在大二時，覺得自己還是很想走幼教，所

以就自己選擇轉學念幼保系。 

嫻：「我之前是念設計的，因為我們家是一直以來都是幼保，爸爸覺得不想要我

做幼保他說『你有沒有覺得家裡太多人做教保員』，他叫我出去多看看。所以這

次轉學也是自己先轉，然後轉成功我才跟爸爸我說那我轉學囉，他就說好吧，

既然你都轉了，那就轉了，所以那時候大二才正式的進入幼教這樣。」 

嫻：「我不喜歡設計。我覺得出來就是如果兩個比起來的話出來，我還是會想要

走幼保系，還是想要在幼兒園工作，然後那時候有看過 104，覺得他們好像如

果你要在幼稚園工作，今天就要有教保員資格，如果不是本科系畢業，就會很

難進入這個環境，所以就想說好那就轉學看看。」 

 

私立和公立幼兒園的不同，除了教師的教學方法，還有教師的上班時間、

備課時間都與私立幼兒園的教師不同，公立幼兒園也有較好的資源可以協助教

師舉辦活動，有了不一樣的資源，幼兒園能做的事情程度也不相同。 

 



嫻：「公立就是八個小時，而且中午這兩個小時，其實老師有時間可以備課的，

也有時間可以休息、可以處理一些行政的業務，可是像私立上班十個小時，中

午沒有午休、老師要開會還要備課，有時候還會晚回家還會加班，還要額外就

是十個小時，下班之後，回家還要拿電腦做一些事情，所以光時間就差很多。

內容也差很多，像公立的老師就是今天的教案，他們其實一開始就已經討論好

這學期的大概的走向是什麼了，私立的是老闆想要只要一句話，你就要去做很

多很多事。」 

 

     在實習期間返校也是學習的過程，聽外界講師的課程，都能讓實習生課程

與實務結合；每位實習生藉此分享自己在園所的收穫與互相交流，當能讓彼此

互相學習，且運用在自己實習的班上，這對實習生來說是很棒的資源與互動。 

 

嫻：「像有一個專注力的課，隔天我就用這些東西來嘗試，可以運用這些東西在

課堂，以前可能沒有想到的老師都會在研習學到這些。像那個學習指標以前可

能不熟，可是上完了研習都知道這個指標。」 

嫻：「在研習學到什麼方法，回去後是可以幫助到小朋友，像他那時候是給我們

看一個影片是在大肌肉活動要怎麼轉手或是跳舞那個格子圈圈，然後那時候因

為我晚上有接陪玩，那個小朋友超級沒有專注力，我就跟他玩一下，然後玩完

那個活動，然後又訓練專注力他真的寫字的時候，他就會比較專注，在寫字

上，我就覺得那個很神奇，好像真的有用。」 

嫻：「每一間(幼兒園)好像都不太一樣，這樣才知道我那時候，其實滿快樂，因

為都蠻水深火熱的就可以知道每一間理念都不一樣。」 

嫻：「聽同學分享會發現『原來你們是這樣喔～』或是他們是學習區，然後像她

們那時候去參觀觀摩的時候，我才說『喔～原來主題學習區是這樣帶活動』，因

為之前兩家都是主題，我其實不太確定學習區要怎麼帶，可是聽同學說，會發

現原來是這樣，就可以從別人身上學到一些小技巧還有教案怎麼寫。」 

 

    實習這半年中，雖然可以跟著老師學習，但對實習生來說，也會是一種擔

憂。有很多人會利用課餘的時間到其他地方打工，如果開始實習了，不像是在

學校一樣，有課的時候再去上課就可以了，而是一整天都要待在幼兒園裡，做

幼兒園教師要做的工作，但沒有薪資這件事也存在著，半年的時間可以從一個

班級最剛開始到最後的高峰活動，可是卻沒有辦法有一份薪水，對實習生來

說，學習的動力可能會因此而減少。 



嫻:「如果說縮短的話，你又沒有辦法真正參與這孩子這個學期的教學，所以，

如果你前面，然後到中間就停了，可是你並不知道結果是什麼，又少看了什

麼。可是如果說像我，我那天在私幼，我看到有個老師，他們的大學時期才兩

個禮拜，我覺得兩個禮拜好像又太短了，就感覺你好像才認識孩子就要跟他們

說再見那你這兩個禮拜好像只是來，走一圈而已其實，你還沒有真正的學到什

麼?或是你還不知道他們的流程是怎麼跑，對可是我覺得半年是還好，可是沒有

薪水，這件事情就會是一個問題。」 

嫻:「實習至少要三個月吧，就至少摸熟了，然後你也教過了。大概因為到了最

後一個月高峰活動結束，其實後來都是在玩，所以那一段時間其實還好。比較

巔峰可能就是前面一開始要怎麼去教你那個主題、要怎麼教孩子、你要怎麼一

開始去經營你的班級。」 

 

伍、結論與建議 

    由上述雪和嫻兩位有工作經驗的實習學生之實習經驗中，可看到具有實務經

驗的實習學生對於專業教師形象已有其清楚的界定和期待，其中包括教師對於教

學的投入程度和對待幼兒的方式適切程度。實習期間面臨的內在衝突主要是已領

薪工作一段時間，必須中斷工作和薪資，支撐自己的是完成實習後，如果能通過

教師甄試，進入公幼教師的行列，將擁有較高的薪資和寒暑假等福利。其中一位

實習學生雖是在優質的公立幼兒園實習，然輔導老師的缺乏專業精神和態度，使

其更自我警惕要莫忘初衷。研究建議教育部須視實習學生是否有現場實務經驗，

需要不同的實習安排，而且，需要針對實習輔導老師的遴選和分級，訂定更完善

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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