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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regulations, 

curriculum plann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 in edu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in Guangdong 

and Taiwan, and to compare two regionals. This study used Bereday's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method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eacher education in Guangdong and Taiwan is the same as that of 

promoting education. Guangdong started earlier than Taiwan, and Taiwan used the evaluation method 

to cultivate institutions more specifically than Guangdong; (2) in the acquisition of professional 

credits, Guangdong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ake the same course, the credits only account for 

8.75% of the total number of graduates; Taiwan clearly distinguishes the different classes and credits 

requirements from the total score of 18~20%; (3) i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education in Guangdong and Taiwan the emphasis on pragmatic and practical use, compared with 

Taiwan, still presents a relatively narrow scope of technology education, which is due to the lack of 

infrastructure for the education platform and the fewer curriculum arrangements for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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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广东与台湾地区教师教育法规沿革、课程规划、人工智能应用在教

育及特色，以及比较广东与台湾教师教育法规沿革、课程规划、人工智能应用在教育及特色。

本研究采用Bereday之比较教育研究法与文献分析方式来达成研究的目的。研究发现：(1)粤台

两地教师教育发展走向与推动教改动机相同，广东较台湾早开始，台湾则以评鉴方式较广东具

体要求培育机构；(2)在习得专业学分，广东中小学师范生修读同样课程，学分仅占毕业总数

8.75%；台湾明确区分不同学阶层次课程及学分要求占毕业总学分数18～20%；(3)在人工智能

科技应用于教育中粤台两地重视务实致用，与台湾相较仍呈现出较为窄狭的科技教育范畴空

间，其原因来自教育平台基础建设不足及师范生课程安排较少涉及科技教育范畴所致。 

1．引言 

”教师教育”台湾地区称之为”师资培育”，教师教育乃教育根本系在培养良好的师资，是奠

定优质教育体系最重要之础石。现今教育正面临多元急遽变迁的科技社会挑战，世界各国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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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教师教育专业素养之提升作为兴革的重要环节[1]。盱衡近来科技力量贯穿了经济、社会与

教育领域，同时也为教育带来一定性的”教与学”变革，以往传统方式的教师教育培育制度正

面临严峻考验[2]。教育是带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教育不能自绝于社会之外，必须与时俱进

也必须与社会产生良性互动，维持一种相互依存关系。身处科技时代，社会各界对教师教育

专业化、优质化与卓越化，提升教师教育质量与永续发展期许之殷切要求，教师教育如何转

型以因应社会发展，是一值得关切的课题。因此，本研究以广东(粤)和台湾(台)两地教师教育

培育师范生方面的相关事宜进行比较，了解两地不一样的地方和所突显的特色，作为广东在

推动”新师范”参考。 

2．粤台两地主要教育法规比较 

2.1 广东地区 

2018年八月广东省委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

实施意见》[3]，该文明确指示六大项27条款，全面推进广东"新师范"教师教育质量建设，提升

师范院校和师范专业办学水平，推动基础良好高水平综合大学成立教师教育学院。目前在广

东高校中主要承担教师教育培养任务的学校有：华南师范大学、深圳大学、广州大学、广东

技术师范学院、岭南师范学院、韩山师范学院、广东第二师范学院、韶关学院、嘉应学院、

惠州学院、肇庆学院等11所本科院校，其中五所为师范体系学校；另外，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佛山科学学院、东莞理工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也负责培育少量的本科师范生；另外，

少数高职高专及中等职业学校也参与教师教育培育，由于至今尚缺乏教师教育机构认证相关

法规及教学质量评估情况下，似乎成了任何学校都可以涉足教师教育的培育，教师教育培育

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也因此省教育厅出台《广东“新师范”建设实施方案》和《关于全面深

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规范专业低落或素质不佳或不需要的师范生。 

2.2 台湾地区 

台湾的师资培育主要相关的重要法规有16种，如师资培育法、教师法、教育人员任用条

例、大学法、大学设立师资培育中心办法等等[4]。台湾的大学包含大学、独立学院、科技大学

及技术学院，自1994年公布施行《师资培育法》之后，师资培育由原先计划型培育转变成为

多元、储备、甄选、公自费并行的多元培育师资模式，透过自由竞争市场机制，提升师资养

成的基本素质与专业素养。师资培育之大学大致可区分为四种类型：师范大学(共3校)、教育

大学(共2校)、设有师资培育相关学系之一般大学(共12校)、设置师资培育中心之一般大学(共

27校)等[5]。《师资培育法》自公布施行后又历经四次修法，为求师资培育专业化，提升师资

培育质量以及师范生素质。2016年2月公告”教师专业标准指引”，以”全球参照、在地统整”为

规划方针及依循《师资培育白皮书》，以10大教师专业标准及29项教师专业表现指标，揭橥

理想教师图像，展现对师范生专业知能与态度之期许，型塑师资养成及专业发展各阶段师范

生应具备之能力。 

3. 粤台两地教师教育专业培育课程比较 

3.1 广东地区 

承担广东教师教育培养任务的高等校院，在培育本科师范生修读教师教育专业课程与学

分规划，各校各有自行特色。如华南师范大学在师范类专业方向教育课程，包含理论课程、

实践研习与教育实习三个模块。理论课程、教育实习为正式学分学时制课程，实践研习为非

正式课程，实施零学分小时制。教师教育课程规划24学分，其中必修课10学分，选修课8学分，

教育实习16周6学分，实践研习包括访谈、见习、演练和创新四个分模块，要求至少累计完成

40小时[6]。韶关学院规划必修课程6学分、选修课程4学分和教育实习12周12学分[7]。嘉应学院

必修课程12分，选修课程7学分，教育见习4周4学分，教育实习16周16学分[8]。惠州学院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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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16学分，选修课程6学分，教育见习2学分2周，教育实习12学分18周[9]。肇庆学院必修课

程12分，选修课程2学分，教育见习1学分，教育实习9学分。学生修读的教师教育学分数约占

毕业总学分数的8.75%～25.00%之间。 

由上述资料可见，各校在修读的必选修课程学分范围在10到24学分之间，差异14个学分

之多，规划最低为韶关学院10学分，最高为惠州学院24学分；其次，在教育实习学分规划在6

到20学分范围之间，差异14个学分，如华南师范大学师范生教育实习规划6学分而实践研习要

求至少累计40小时，嘉应学院规划20学分(见习4学分、实习16学分)，惠州学院规划14学分(见

习2学分、实习12学分)，肇庆学院10学分(见习1学分、实习9学分)。从教育实习时间轴看此学

分规划显得不太合理，从已有的数据资料仍然可看见正转型为”新师范”架构中的广东省，必

须面对及出台一套适切的教师教育培养方案的学科、学分、实习等可参考的范围标准。 

3.2 台湾地区 

针对培养不同学阶层次的教师，台湾地区依法明确规范各类教育学程应习得的学分数。

如中等学校师资(初中、高中、高职)至少修读26学分，约占毕业总学分数18～20%，必修科目

采学科领域，如教育基础课程(至少4学分)、教育方法学课程(至少10学分)、教材教法与教育实

习课程(4～6学分)；选修科目包含教育原理与制度，学生发展与辅导、教学与评量，新兴教育

议题等(至少8学分)。小学师资至少修读40学分，必修科目采学科领域，如教学基本学科课程、

教育基础课程、教育方法学课程及教育实习课程等计20学分；选修科目计20学分。幼儿园师

资至少修读48学分，包括教保专业课程32学分，必修科目采学科领域，如教学基本学科课程、

教育基础课程、教育方法学课程及教育实习课程等。特殊教育师资分为资赋优异类及身心障

碍类，至少修读40学分，包含一般教育专业课程，分为学前教育阶段、国民小学教育阶段及

中等教育阶段，计10学分；特殊教育专业课程，计30学分，包含特殊教育共同专业课程10学

分，特殊教育各类组专业课程20学分。可跨中小学校的师资至少修读50学分[5]。在高中职业类

科，如机械群，动力机械群，电机与电子群，商业与管理群，外语群，设计群，家政群，餐旅

群，艺术群等。教育实习课程分有教学实习、导师实习、行政实习、研习活动，师范生(实习

生)以教学实习及导师(级务)实习为主，行政实习及研习活动为辅。教学实习以占40%、导师

(级务)实习占30%、行政实习占20%、研习活动占10%为原则[10]。 

4. 结论与建议 

从粤台两地的教育法规及规章相较，台湾积极提升教师教育的质量与绩效，设立师资培

育等16种法规，都较广东地区明确许多；以及鼓励各校设置或指定专责单位，负责规划教师

教育及整合教育质量管理措施，都较广东更具明确且对教师教育单位的执行力、检核力和聚

焦性，或辅导改进、或停办成效不佳之教师教育单位，此可供广东的教育机构依政府已经发

布的相关法规中再精进，致力于提升教师教育单位教师教学专业能力，建立一套适切的教师

评鉴及教学评量制度，将有益广东”新师范”打造成为中国教育强省加分。 

广东大多数师培学校并没有明确划分出师范生修读的课程是要到中学任教，或是小学任

教，或是幼儿园任教，目前规划比较明确的是惠州学院；其次，各校在教育实习的学分数范

围差异14个学分之多，华南师范大学才规划6学分，台湾地区也才规划4学分，且具体要求师

范生要学习的专业知识范围，此值得后续再深入探讨差异的14学分可提供师范生学习到那部

份的具体专业知识。台湾地区明确区分中学教师、小学教师、幼教教师、特殊教育和跨中小

学教师，在修读的专业课程不同，习得学分不同，小学教师必须比中学教师要再至少多修14

学分以上，学前幼儿园教师则要至少修读48学分以上，由习得学分数及师范生学阶区分，可

看出台湾方面在培育未来教师的师范生基本要求比广东严谨许多。 

师范生的质量是教师教育质量的反映，广东”新师范”需再对课程的学分给予合理的范围

规划，并扩大及加强开设多门专业课程，如教育科技与应用、计算机与教学，教学原理、课

程发展与设计、教学媒体与应用、教育概论、学习评量、教育心理学等。藉由课程规划来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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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教育部出台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关于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提升工程2.0的意见》，着力建设广东“新师范”特色，提升师范生教育专业水平；其次，更应

主动在该校官方网公开教师教育专业师培课程、师资等基本讯息，供社会关心师范生教育的

大众了解及监督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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