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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

　　國立政治大學於民國四十三年在臺灣復校時，教育研究所為本校首先成立的四個研究所之一，

原名公民教育研究所，民國四十四年更名為教育研究所，亦是臺灣最早成立的教育研究所。同年，

大學部招生，開師資培育多元化之先河，居臺灣教育領導之地位。本系大學部以培養優秀中學教師

及教育行政人員為目標，碩士班則以培育教育專業研究人才為宗旨。為提昇國內教育研究所的學術

水準，本系更於民國六十六年成立博士班，迄八十五學年度起系所合一，自學士班至博士班，系統

性的教學，以期培養具備獨立思考及研究能力的教育專業人才。

　　在師資教育政策開放一般大學培育師資前，本系是唯一非師範校院，而同時擔起師資培育及教

師進職進修主流的系所。在師資培育的部分：民國五十六年起，接受教育部妥託，配合實施九年國

民教育，辦理臺北市中等學校師資培訓的工作；其後則陸續於暑期或夜間開辦各項教育學分班，培

訓無數中學優秀教師；此外，也接受教育部指示，與臺大、中興及成大四所大學，開辦教育學分班，

供各系所學生修讀教育學分，取得合格教師資格。在民國六十九年教育部公布「師範教育法」若干

年後，教育部宣布停辦四校供大學生修讀的教育學分班後，本系於民國七十六年起設立教育輔系課

程，開放全校學生修讀，在當時是全國唯一能提供學生修讀教育輔系的學系。直至民國八十三年

修改並開放師資培育政策後，開始辦理之教育學程，即延續原來之教育輔系發展而成。同時在民國

六十九年至八十三年間，本系也是全國唯一非師範校院，而同時提供一半學生公費待遇培養師資的

學系。

　　在教師在職進修的部分，民國五十六年起開辦的教育學分班，供試用教師培育合格教師外，其

後陸續於暑期或夜間開辦各項教育學分班，供中等學校試用教師進修，取得合格教師資格外，更於

民國六十七年左右起與師大等校首創研究所層級之四十學分班進修，包括暑期、週末與花蓮巡迴班

等，供合格教師進修，提昇教師素質，這些都是奠定日後教師研習中心成立的基礎。

系徽介紹

　　本系系徽由紅、橙、黃、綠、藍、靛，紫

七種色彩組成，象徵天上的彩虹漸層色，代表

多元智慧，七種智慧潛能，是多元智慧教學的

期許。

    本系期望以多元智慧為管道進行教學，相信

每一個學習者都是一塊璞玉，願意以智慧與耐

心去用心雕琢成器，展現其不同面向的多元智

慧理論擴展了人類潛能的範圍。

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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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特色

一、著重中等師資培育　　　

　　在傳統師範體系中，師範學院偏重培育小學師資，師範大學偏重培育中學師資，彼此學歷相同，

工作各有專精。此目的在於培養相互認同與尊重、相互交流學習的機會，培育健康、有自信的教師。

本系大學部師資培育自 87 學年度起分為「小學師資組」及「中學師資組」二組招生，為全國首創。

每年約招收新生 60 名，分別培育中小學師資，然受大環境因素影響，98 學年度起「小學師資組」

停招。

二、融合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為一爐
　　一般大學多重視正式課程的設計，然而相關課程理論卻指出：非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對學生的

影響力有時候比正式課程來得更大、更強。

　　本系學士班學生除了修習教育系的專業課程之外，大多會加修輔系或雙主修，以提昇自己的教

學內涵，強化未來教學之競爭力，成為多元領域的人才。此外，本系學生在教師指導之下，經常舉

辦各項活動與營隊，提供同學們大量參與非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的機會。

三、課程與政大附中、政大實小密切合作
　　教育學系教師及碩博士研究生，時常需要進入教育現場取得相關研究之資料，而附中、實小便

提供了最佳的研究場域。不論是一般研究之學生資料蒐集、或是與附中、實小教師合作之行動研究，

使研究工作與教學現場有了連結，更體現了教育學系與兩所學校間緊密的互動。

　　教育學系學士班學生之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等相關課程，如「中等學校教學實習」，時常前往

政大附中進行教學觀摩、提供課程上之協助。教育學系學生修習完相關課程之後，也可在政大附中

進行教學實習，附中校方除了提供學生優良的教學與實習環境之外，也為學生將來投入教職工作做

最完善的準備。

　　除了增進自己的教育專業外，能懷有一顆懂得付出、感恩的心更加重要。讓學生有機會前往學

校進行服務學習是本系注重的面向，透過此課程的體驗，不但使學生從中學習服務的意義與內涵，

也可以增加校方與教育學系之互動，正可謂為多元之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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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特色

一、研究生課程著重多元化之研究方法訓練
　　本系碩博士班之課程重視研究方法訓練，而且多元容納計量方法與質性方法。計量方法包含實

驗設計、變異數分析、多元迴歸、各種多變量分析方法、時間序列模式、結構方程模式等，學生可

循序修課並實際操作。質性方法包含哲學分析、個案研究、行動研究、訪談法、紮根理論、生命史等，

學生可適性修課並實際體驗。在博碩士論文之指導歷程中，亦重視邏輯思考培育和研究方法之適切

掌握。

二、研究生培育歷程鼓勵學術發表及學術社群參與
　　本系鼓勵研究生多發表學術論文，資格考方式不限於紙筆測驗，得以經過評審、公開發表的作

品，作為口試依據，以完成資格考。

各部門設立宗旨目標

　　學士班從八十七學年度起分為「國小師資組」及「中學師資組」二組招生，為全國首創之措施，

分別培育中小學師資，然受大環境因素影響，98 學年度起「小學師資組」停招。基於本校自由多元

的學術環境，利用科際整合與交流，以提供有志投入「教育」志業的學生一個寬廣的專業成長學習

環境。

　　由於未來的社會，不只是訓練『教師』，更重視『全人』與『多元』的能力培養。以政大綜合

大學之異質多元的團體，與開放包容的學習環境、氣氛，更能造就適應未來社會對專才與通才的需

求。由於各科系與社團的蓬勃發展，提供許多交流互動的觸機，能提供不同的視野觀點，激發學生

創造力，以因應日新月異的時代。此外有更多的輔系、雙學位選擇，更能幫助學生培養多元的專長。

　　碩士班以「培育教育學術領域之研究人才及具有研究能力之中小學師資」作為發展的重點，強

調理論與實務的結合，以培養兼具人文素養與教育專業知能的教學、行政人才為教育目標。

　　博士班則以「培養高階教育學術研究人才、對教育學術及實務革新、提供更開創性的貢獻」作

為發展的重點，依其專業領域分為「教育行政組」及「教育心理與輔導組」二組。

　　無論身處哪一專業領域，本系碩、博士班希望培養學生具有獨立從事學術研究的能力以及洞察

教育問題的敏銳觀察力，並加強研究方法的訓練，使學生能善用研究工具以提升研究品質。更具體

而言，本系特別強調研究生應具備下列基本能力：

一、能廣博並深入探究教育學門中的一個特定領域

二、能使用適當的量化或質化研究方法以分析各種的研究資料

三、能積極參與全國性及國際性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