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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國小已婚女性教師的生涯發展歷程與其生涯觀，

透過質性研究的訪談方式，再將訪談內容編碼分析後，從中歸納出影響研究參與

者生涯發展的因素與其生涯觀。本章一開始將分別描述七位受訪者的生命故事，

接著是歸納研究發現做出結論，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的建議，最後回顧省思

整個研究過程的限制。 

 

 

 第一節 七個生命故事 

本節將七位受訪者的生涯發展歷程做一縱貫性的描述，以便讓讀者清楚其

生活、職場經驗與成長歷程。 

 

壹、依依老師 

從小在農村長大，父親經商，母親在家操持家務與幫忙做生意，依依老師

有三個姐姐、一個哥哥和弟弟，父母對兒子期望較高，對兒子的教養方式也就比

對待女兒嚴厲。姊妹多從事傳統所謂之「女性工作」，包括：工廠女工、家庭裁

縫、中小學教師。因任教於國小的大姊引薦，而讓她在高職畢業後開始短期代課

生涯，直到商專畢業就在私人公司擔任會計工作。  

 

依依老師結婚後和公婆同住數年，她承擔大多數的家務工作，當兩個孩子

陸續出生後，便辭職在家帶孩子。當時為了分擔家計，也到國小去代課，直到代

課七年後，她考上南部的師院夜間部。公婆反對她去異地進修，但是因為丈夫的

支持而使她能完成想要成為正式教師的心願。在師院進修期間，她白天當代課老

師賺錢，晚上除了上課唸書外，還需照顧長子，後來才由公婆、丈夫照顧兩個孩

子。 

 

任教十九年（包括代課）以來，依依老師曾擔任過級任、組長與純科任教

師，她認為雖然教職穩定、待遇不錯，但需要耗用大量的體力與精神，不像一般

工作單純的做事。她發現學校行政工作（校長、主任、組長）、高年級級任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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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男教師的天下，職場充斥著「男老師應該走行政路線」的文化，低年級級任則

是女教師的世界。依依老師之所以開始兼任組長，是因為人情壓力而非出自個人

意願。她覺得教育學生才是成就感重要的來源，當學生畢業、進入社會後還會來

找自己聊天，那種「感覺真的非常棒」！ 

 

依依老師認為生涯是很難用具體的時間表來規劃的，人生有許多部分是沒

有辦法掌控的。此外，她一直很感謝重要他人的鼓勵：若不是大姊的推薦，她就

不可能去代課;假使丈夫不支持，她也無法成為正式教師。目前，即使孩子、丈

夫都鼓勵她去進修，但照顧孩子的責任讓她總覺得要等孩子大學畢業後，再來仔

細考慮自己的生涯發展。 

 

貳、小爾老師 

父親在私人機構上班，母親是學校職工，父母的教養觀念並不重男輕女。

小爾老師在家排行老么，有兩個哥哥都在私人機構上班。她覺得自己對於生涯的

選擇，受到母親與國中導師的影響很深，加上本身喜歡小孩，以致於想要當老師。 

 

小爾老師在師院時，有教授會站在學生的角度去設想，是她學習的楷模。

她師院畢業成績名列前茅，接受公費分發到交通比較方便又離家鄉不遠的城市，

任教五年以來，擔任過級任、組長的工作。在她所服務的學校裡，還是女老師位

居多數，男老師多半負責一些勞動、體育性質的行政業務，女老師則是負責國語

文、音樂之類的活動。 

 

小爾老師認為「當老師是會影響學生很多的」，且是個「有前途發展的」工

作，且在實際投入教職後更確定了自己一生的志業。她認為生涯是很難用具體的

時間表來規劃，「人生的機遇」也很難說得明白，目前只想把事做好，並沒有考

慮未來的發展。此外，所謂的「生涯發展」不一定要朝行政方面去晉升，當老師

的成就感也不是來自於行政工作，而是師生之間的關係：老師在經過一段時間的

付出之後，從學生身上「看到了一些結果」。外人很單純的認為教職可以兼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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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與工作，可是小爾老師覺得他們忽略了教師們在「背後所付出的一些心力」。 

 

小爾老師結婚到現在三年，女兒兩歲，夫妻共同經營小家庭，假日才回娘

家、婆家探親。她和同是教師的先生平均分攤家務、教育子女的責任，夫妻生活

都會「以小孩子為中心點去考慮」，自己的生涯規劃也會受先生的影響。她認為

有一個美滿的家，讓她在工作上無後顧之憂，工作上不好的情緒也能獲得舒緩。

目前懷有身孕的她正在考慮請育嬰假，先生也支持這想法，如果真的有需要的

話，她會毅然地留職停薪來照顧孩子。  

 

參、珊珊老師 

父親是郵局員工，母親在私人機構上班，母親負責操持家務與養育子女，

是典型的「嚴父慈母」家庭，珊珊老師認為自己受到父母影響最深。她有一個大

哥，兩個姐姐，父母對兒子的要求、期望較高，其姊妹從事傳統所謂之「女性工

作」，包括：護士、學校行政職員、小學教師。她原本想從商，雖然曾考上私立

大學財金系，但父親要她重考當老師，第二年填志願時，父親更限制她只能選填

師範院校。 

 

珊珊老師考上師院（公費生）後，與同班男友交往許久，兩人商量選填分

發的任教地點，是「以男方的家鄉為主」來選擇。在校成績優異的她，如願地到

想去的地方任教。師院畢業三年後結婚，與公婆同住，並育有兩女。婚後，自己、

周遭親友都認為教職是一份好工作：穩定、待遇不錯，且能兼顧工作與家庭。 

 

任教五年以來，珊珊老師一直擔任低年級的級任工作。她覺得學生家長不像

過去尊重老師，教師工作也有許多外界並不清楚的辛苦。不過即使工作勞苦繁

雜，學生的學習成果是她所在意的，「要把自己的小孩和別人的小孩教好」是她

對工作與家庭責任的自我期許，自己進修學位的需求則暫時擱置之。和同是國小

教師的先生相較之下，珊珊老師認為自己的生涯是很難以時間、階段來區分與規

劃的。婚前她沒考上研究所，婚後因家務負擔多、孩子出生而轉變生活重心，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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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孩子與家庭影響到自己的生涯發展很大，自己一直調整想法去適應環境。 

 

在職場中，珊珊老師發現男、女教師人數懸殊，女多男寡，低年級級任以

女教師居多，而學校行政工作（校長、主任、組長）幾乎是男教師的天下。任教

至今未曾擔任組長的她，認為並非是自己不願意接觸行政工作，而是因為組長職

位「可遇不可求啦！」 

 

肆、詩詩老師 

父親原本是麵包師傅，後來上補校進修，而到保險公司上班，母親則是一

直在家負責操持家務與養育子女，有時兼做家庭代工貼補家用。詩詩老師排行老

大，有一個妹妹與兩個弟弟，父母不分男女地重視四個孩子的教育。手足成年後，

妹妹從事會計工作，大弟因父親的引薦而進入保險公司，小弟則是在電視台工作。 

 

詩詩老師從小想當老師、讀大學而認真讀書，雖然同時考上女中跟師專，

但她被父親說服而就讀免學費的師專。父親對詩詩老師一輩子影響很深，父親也

一直以有女兒當老師而引以為榮。後來，她一邊工作一邊到大學夜間部進修，取

得學士學位。她進修時是單身，家事都是由媽媽做，並不影響學業與工作。大四

尚未畢業前結婚，婆婆會私下跟她的妯娌講她沒做什麼家事，那時她會覺得與公

婆同住的生活很不自在。 

 

任教之後，詩詩老師慢慢申請調動到娘家附近，也讓娘家幫忙照顧雙胞胎孩

子。那時生產完不久，恰是任教第十年，擔任高年級級任教師，發現健康「亮起

紅燈」，正心力交瘁地面對工作與家庭，進而轉任純科任教師、資源班教師若干

年，此後便一直擔任級任工作。孩子入學之後也都跟著她上、放學，跟別的工作

比起來，教職使她易於兼顧家庭與工作。然而，最近幾年推行九年一貫的教改政

策，老師的工作量增多，老師較不被肯定、尊重。 

 

任教數年後，她一直想要申請研究所四十學分班的進修，但因之前所學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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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教育相關科目，任教年資也不夠久，而無法順利申請。當初如果沒有結婚、沒

有生孩子，詩詩老師會積極的再去讀研究所。目前，因為家事有菲傭幫忙，兩個

孩子也讀國中了，詩詩老師下班幾乎都在為學生而忙，將心思投入在電腦軟體、

架設班級網站上，以用於師生溝通與配合學校教學活動。同是教師的先生，並不

限制或鼓勵她去做什麼，但偶爾會抱怨陪他的時間不多。 

 

在職場中，珊珊老師也發現男、女教師人數懸殊，女多男寡，高年級級任多

由男教師負責，低年級級任則是女教師位居多數。但學校行政工作不會對男、女

老師的期望不一樣，職務安排是看個人能力。 

 

伍、小舞老師 

父親是司機，母親在家做縫紉、負責操持家務與養育子女，是典型的「嚴

父慈母」家庭。小舞老師有一個哥哥與一個弟弟，父母對兒子的要求、期望較高，

尤其她覺得母親比較「重男輕女」。家人都希望她去唸師專，但國中的女導師認

為她應該「一路直接往上讀」，她覺得自己讓導師失望了。 

 

任教十七年期間，小舞老師擔任級任與組長多年，也利用暑假去師院進修，

雖然因此獲得學士學位，但她覺得對教學的幫助不大，也不想為了寫報告而去念

研究所。本身不太喜歡行政工作的她更不考慮去考主任，熟悉目前擔任組長的行

政職務而不想要改變。然而，小舞老師比較重視學生的態度和學習成果，她將心

思投入在教材準備、活動設計、學生問題處理上，並「不在乎記功嘉獎」的行政

酬賞。 

 

在職場職務分配上，她覺得主管是看人的工作能力，有些磨練機會可能會

給男教師、「有心的人」比較多。校內按照老師的志願而安排任教年段，但高年

級教師多由男教師擔任，她認為教高年級學生必須是具備「威嚴，比較容易掌握

學生」的人。 

 

雖然和一般行業比起來，教職較穩定，但同樣是職業婦女，她並不認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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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較能兼顧家庭。此外，社會對於老師的尊重已慢慢的式微與教改問題繁多，

都讓她覺得當老師越來越不容易了。同是國小教師的先生曾一度想轉行從商，後

來因長輩反對而做罷，而小舞老師繼續任教意願較高。她認為自己的生涯是很難

以時間來區分與規劃的。她覺得要等孩子上大學後，才能比較有自己的時間。如

果退休制度更改，她會考慮提早退休去當義工。 

 

陸、露露老師 

從小在農村長大，父、母親以農耕、賣魚維生，家境貧苦。露露老師有兩個

姊姊，三個弟弟，從小七個孩子都會幫忙種田、做家事。父、母親對孩子的教育

是男女平等的，只要考得到前三志願、公立的學校，就讓孩子去就讀，且父親堅

持再苦也要讓孩子受教育。後來，露露老師姊妹都從事教職，只有二姐念補校從

商，而三個弟弟都大學畢業從商。她一直感恩自己父母的苦心栽培，她重複地說：

「真的很感謝爸媽讓我們讀書！」 

 

露露老師從小因為家裡沒錢補習而讀放牛班，沒想到竟考上了初中，她初

中畢業放棄直升而選擇師專，因為念師專可以「減輕家庭的負擔」，且自己、周

遭親友都認為當老師是一份穩定、待遇不錯的好工作。師專畢業成績優異讓她選

擇交通比較方便又離家鄉不遠的城市，擔任級任工作 29 年，未曾轉任其他職務。 

 

露露老師婚前，假日常帶著學生去玩，婚後師生課餘時間的互動就比較不

頻繁。當自己孩子入學那時，由於校內實施「二部制」，讓自己沒有辦法分身去

照顧跟自己上課年段不同的孩子。不過她還是認為，整體而言，教職能夠兼顧到

家庭生活，她的婆家也都認為「媳婦當老師很好」。 

 

在職場職務分配上，在露露老師任教的學校中，男老師都分配在高年級，

低年級幾乎都是女老師帶班。她覺得從事行政工作是看個人的意願，除了部分組

長必須有專業能力（如電腦資訊）之外。本來校內男老師就很少，所以有很多女

老師當組長。此外，在露露老師自己的學年同事之間，會分配獎狀給年輕資淺的

或想考主任的人，她們並不會計較這些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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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心比較重」的露露老師認為做任何事情都是盡力去做，並且要以「正

面的想法」去看待一切。她認為級任把一些作業帶回家改、下班後跟家長的互動

是必要的，並不會影響家庭生活。然而她並不欣賞組長或主任為了記功嘉獎的酬

賞，常常請假而「影響到孩子的學習」，因此她很少請假，把心思放在教學、學

生上，也不想接任行政工作。露露老師也認為生涯是沒有具體的時間規劃表，直

到退休後才能真正自由自在地過生活。 

 

任教幾年後，露露老師曾想去進修，但那時孩子年紀都還小，又沒有人幫

忙照顧，後來就沒去進修了。不過她並不後悔做了這個決定，還笑稱自己師專畢

業是「國寶級的」、「碩果僅存的」。先生從商而必須經常出國，兩個孩子都是露

露老師帶大的，目前孩子都已離家讀大學，她對孩子的言行與課業都很放心。「認

真讀書，有這個實力的話才有機會去跟人家競爭」是露露老師自己的體驗，她也

用這句話鼓勵子女讀書。她深信即使「沒有什麼背景」，但「讀書真的可以改變

一切」，自己的人生要靠自己去開創。 

 

柒、琦琦老師 

琦琦老師父親早逝，由母親開貨運公司撫養六個孩子，她讓孩子獨立自主的

教養方式使得孩子都能各有發展。琦琦老師有一個哥哥、三個姐姐、一個妹妹，

她則是排行老五。哥哥開貨運公司，姊妹多從事傳統上所謂「女性的工作」，包

括有：開美容坊、家管、補習班教師。 

 

從小到大求學過程順利，琦琦老師大學畢業結婚後，擔任醫學院助教，懷孕

期間考上國小師資夜間學分班，晚上進修，白天繼續當助教。當了五年助教後，

考上與醫學相關的研究所，「從來沒有想過要當國小老師」的她，因為在碩一時

流產後，才決心要當國小老師，當時先生也支持她的決定，直到後來，即使曾經

覺得可惜，但不會後悔放棄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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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先生從商比較忙碌，所以三個孩子的教養與家務工作大都是由琦琦老師

負責，國小教師這工作讓她能夠照顧孩子、作息正常，也清楚孩子的學習狀況，

讓她覺得工作與家庭生活是互相平衡的。孩子跟家庭是她「人生順位」的第一、

第二名，目前並無進修學位或考主任的念頭，即使丈夫鼓勵她去嘗試，但她總覺

得要等三個孩子獨立後，再來考慮自己，沒有規劃自己生涯發展的時間表。 

 

在國小任教八年以來，琦琦老師曾擔任過級任、組長與純科任教師，依學校

安排而盡其本分，她對行政晉升興趣不高，且認為教學遠比做行政工作重要，也

一直從事「實際教學可以用到的」的進修活動，尤其輔導學生的成就感讓她想繼

續當老師。她發現在所待過的幾所學校中，雖然男、女教師行政晉升或進修學位

的機會都差不多，但大多數人會比較期待男教師往行政之途晉升，且高年級大部

份安排男教師任教，琦琦老師認為，低年級需要「細心度、耐心度」都比男教師

高的女老師。 

 

 

第二節  結論 

本節將依據研究發現，並整理分析七位國小已婚女性教師的生命故事，將

結果歸納成數項結論。 

 

壹、國小已婚女性教師的生涯發展歷程與生涯觀是不斷變動的 

本研究發現，國小已婚女性教師的生涯發展歷程是不斷地適應外在環境的

動態歷程，很難以明確的時間界定出生涯的發展階段與生涯計畫，也並非直線升

遷的模式。個人在內、外在因素的交互影響中成長發展，以個人興趣、能力與社

會性別角色觀念、社會制度等等因素交錯之下而投入被社會大眾視為適合女性工

作的教職。進入教職、走入婚姻後，國小已婚女性教師的生涯發展往往會隨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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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生活而變動，在無法切割的工作與婚姻之間擺盪、調適，有著兼顧家庭與工作

的生涯觀。 

 

貳、國小已婚女性教師重新定義生涯發展的成就 

傳統上社會以男人為主體，以工作職務的地位來定義「成就」，公領域（工

作）與私領域（家庭）的性別分化使得家庭生活是被排除、被忽略的，女性的母

職被視為毫無成就的犧牲奉獻，家庭也就成為對工作領域成就追求的限制或阻

礙，此外小學校園中「男尊女卑」的人事結構，以及依循傳統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的教師職務分工，讓已婚女性教師更陷於傳統性別角色的束縛之中，教室裡的教

學並無明顯的晉升酬賞，也就不如行政職位升遷被重視，因此教職便顯得無生涯

發展的、沒有成就的。然而對受訪者而言，孩子與學生的成長、回饋是難以衡量

多寡的「成就」，行政職位的升遷不一定是生涯發展的目標，能使工作與家庭間

維持平衡才是成功，這些都是在傳統所定義「成就」的領域之外。此外，縱使在

結構不利的限制下，受訪的女性教師仍肯定其工作的意義與價值，繼續任教意願

高。 

 

參、教職和母職相互重疊帶來回饋與壓力 

身為母親與教師的雙重角色影響了已婚女性教師的生活，讓她們整天與孩

子在一起，全天候擔任教導者、照顧者的角色。雖然教職有助於提昇親子管教技

巧、配合子女生活作息，但容易讓女性教師將「好老師」和「好媽媽」的期望放

在自身與自己孩子身上，而形成教養自己孩子的壓力。另一方面，教職猶如母職

的延續，其中透露著發人深省的性別訊息，然而她們以愛與關懷來照顧學生，將

學生當成自己的孩子，從師生相處中獲得回饋。 

 

肆、原生家庭與婚姻家庭影響國小已婚女性教師的生涯發展極大 

原生家庭影響國小已婚女性教師的生涯發展歷程與其生涯觀極大，來自不

同家庭成長經驗的女性，呈現出個人獨特的生命故事。當女性走入婚姻後，丈

夫、子女等重要他人是影響生涯發展的關鍵因素，工作與婚姻彼此相互影響之

外也影響其他部分的系統。雖然家庭責任與母職可能會窄化女性的生涯發展，

但原生家庭與婚姻家庭提供了讓她們安身立命的支持力量，也是給予情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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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支援的重要系統。 

 

伍、家人與自己的關係影響到國小已婚女性的生涯發展 

國小已婚女性教師重視如何維繫與重要他人的關係，尤其將家人融入自己

的考量裡，且擁有不可推卸的照顧責任，因此受訪的這些女性教師會配合家人的

生涯發展，例如優先考慮丈夫、子女的需求，而暫緩自己的進修計畫或中斷工作，

女性不能抽離與其家庭的關係，也讓自我需求隱形在人際關係中。 

 
 

 

第三節  建議 

 

本研究由女性經驗著眼，探究影響國小已婚女性教師生涯發展歷程的因素

與其生涯觀。在本節中，研究者將依據研究結果、討論分析與相關結論，進一步

針對教育行政機關與未來相關研究等方面提出建議。 

 

壹、 對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一、肯定教師對教學工作的付出 

生涯是與工作、生活周遭相關的經驗累積，工作並非個人生涯的全部，且

教職中除了少數的行政工作之外，並無明顯的生涯階梯可供攀爬，社會也忽略教

師行政職位晉升之外另有成就來源，即是教學工作的回饋。教育行政機關應肯定

教師對教學工作的努力，「成就」並非限於行政職位的升遷，對於沒有行政志趣

的教師也需予以肯定與鼓勵，並認同其教職的專業地位。 

二、建立男女平權、資源共享的校園 

學校主管可主動邀請更多女性教師參與學校行政事務的決定、改變行政職

務所伴隨的權力科層體制模式，以團隊合作氣氛營造出平權共享的校園文化，在

教學上彼此協同合作，在情誼上相互支持接納，也做為學生「男女平權」的榜樣。 

三、提供彈性、多元的在職進修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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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研究參與者皆有進修意願，但可能限於照顧家庭少有自己的彈

性時間、進修制度配套措施不足或進修課程內容不能滿足其實務需求等等而無

法繼續地追求專業成長。因此教育行政機關可以開闢彈性、多元化的進修管

道，針對不同生涯發展需求的教師來設計在職進修的課程與研習活動。 

 

 

貳、 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擴及不同的研究對象建立女性發展相關理論 

將研究對象擴及其他女性教師，針對不同生命發展經驗的女性教師（例如

離婚者、喪偶者、不孕者等等）或以縱貫性研究了解不同世代女性教師等等的生

涯發展歷程，整理出女性教師的生涯發展歷程與觀點，並建立相關理論，將研究

結果用於諮商或教育實務中。 

二、訪談對象納入重要他人 

本研究著重在個體主觀的詮釋其生涯發展，未來研究可納入這些影響女性

教師生涯發展歷程的重要他人，例如訪談女性教師的丈夫陳述對夫妻工作與家庭

生涯發展的想法等等，將能瞭解社會環境與女性個體的互動關係，與社會脈絡對

個體的影響力。 

 

 

第四節  研究限制 

因限於能力與時間因素，研究者無法長時間地在研究現場，以便蒐集到多

重角度或具有時間縱貫性的資料，且無法接觸任教於私立國小的研究參與者，實

屬本研究之缺憾。此外也受限於研究參與者遺忘部分記憶的因素影響，因此結論

上僅限於瞭解任教於公立國小已婚女性教師訪談當時口述的生涯觀點、回溯的生

涯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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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研究是對研究現場瞭解意義、建構訊息的歷程，研究者本身也是研究工

具，故研究者的主觀意識、訪談技巧也會影響到訪談的內容，例如時間壓力讓訪

談參與者無法暢所欲言、研究者訪談技巧欠佳而使訪談內容深度不足等等。雖然

研究者儘可能不讓自己受到先前理解與主觀意識的牽制、不斷地反省改進發問技

巧，但上述之限制仍是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