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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對近幾年來教職缺額難求，教師無法順利申請退休現象，使許多準教師找不到工作，「流浪教師」的議題於是產生，因

此，本研究將待業教師所衍生之失業問題視為教育當局的管理範圍，而師資品質也為教育系統中重要的一環，因此，本研

究認為要探討師資供需失衡應朝系統整體性觀點出發，由教育系統內生觀點觀察，建立師資供需系統動力學模式，才能發

現系統波動的根源。 模式中由民國38年政府遷台時期為起點，以社會出生人口率、教育政策(九年國教政策、師範教育法

、師資培育法及教育改革)與經濟構面作為觀察教育系統發展過程之主要變數，觀察系統內待業教師、師資品質及師資供需

差額等變數變化情形，並於基本現況模擬後，進行情境模擬分析，以進一步發現有效之政策介入點。 研究發現，系統內待

業教師形成、師資品質下滑與供需間差距愈來愈大，這些結果並非單一、突發事件，而是長期教育政策配套措施不完善，

與外力干預系統所造成，如同Senge於學習型學校一書中所提及，在活系統內採控制行為，是會讓系統產生崩裂的現象。

因此，政府在制定各項決策之前，須更廣闊地探究問題影響所及之處，以避免單一培育政策違背教育整體發展政策之情況

，導致系統內一直出現「飲酖止渴」之行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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