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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教師在中國二千多年歷史裡，向來都是士農工商之首的代表，享有社會崇高的地位。1995年教師法實施，教師從

公務員改為聘僱關係，隨著教育的改革，不但帶給教師工作變化，也為他們的社會地位帶來變化。從傳統社會教師經科舉

而步人上層階級，至列入公務員而為中產階級，進入聘僱關係的勞動身分而可能為普勞階級，教師的社會階級是否縱向流

動，未來發展引發各界重視。 本文採取文獻探討與深度訪談法，藉由校長、資深教師、新進教師的訪談，探討教師聘僱制

的導入與教師專業地位，是否有利於往中產、上層階級流動；若積極爭取教師權益，是否會往普勞階級流動；校長對於教

師階級流動有何意義；以及教師對於階級流動的關聯性等相關議題。 本文以深度訪談彰化縣教育菁英，希望藉著長期從事

教育工作，以及多元師資培育的新建教師，共同看待教師未來社會地位的關鍵發展。教育界均肯定教師朝專業化發展的必

要性與迫切性，唯對於教師受戒嚴體制的思想控制與教育培育的混亂現象，提出諸多憂慮與建言。

關鍵詞 : 社會地位 ; 專業地位 ; 聘僱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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