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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退休教師生涯規劃需求，以及教師退休的背景因素及面對退休之態度及退休之前後，其生涯規劃需

求的相關因素，本研究選擇以質性研究的角度進行探討，透過五位國小中退休教師的深入訪談資料分析結果，進而提出研

究後的建議，以供相關單位作為參考，下列為本研究主要發現: 一、退休教師對教育制度的失望、對退休制度失去信心、

面對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生管教之無力感、而師生關係變緊張、政府政策上的鼓勵、個人因素問題等等，而有

退休的念頭。 二、面對退休的態度上，用積極樂觀態度面對退休，在心情的認知、情緒、改變生活重心的調適中，過自己

的新生活，但是也察覺部份退休教師用消極悲觀態度面對退休事件，帶著矛盾複雜的心情，又無法找到成就感與滿足，也

害怕自己的打擾造成別人負擔與困擾等，因此無法愉快、享受退休的生活。 三、因退休教師因退休前無生涯規劃，因此需

要從政府相關部門與退休教師個人兩方面著手，才能對退休教師退休後生活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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