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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師範生與教師面臨的最大衝擊是語言的轉換，由皇民化教育培育出來的台灣學生，求學過

程中以日語為國語，任教後卻必須使用另一種國語，原先己由日人獨佔的學校師資，隨著 1946 年 3

月在臺日籍教職員間始遣返，在「行政不中斷，工廠不停工，學校不停課」三原則的要求下，如何快

速解決嚴重的師荒現象、補充學校所需的行政人員和教師，成為重大的課題，因此，北、中、南各師

範學校召開『臺灣省立師範學校校長座談會』，首要工作在於復學，並依據各級學校學制與修業年限認

證，迅速恢復學生上課與學校教學工作，同時也引進大陸之師資補充日籍教師遺缺。 

1946 年 1 月 3 日起召開「臺灣省立師範學校校長座談會」，依紀錄說明民國 35-36 年期間共召開

9 次；37-38 年共 3 次；另 38 年 12 月 26 日在臺南師範學校召開第四次會議；該次會議主要內容為宣

讀歷年開會情形及男女生制服顏色、附小聯繫由師範轉呈及全省師範學校運動提案等。參加第 1 次至

第 6 次主要參加知學校為臺灣省立臺北師範學校唐守謙先生、臺灣省立臺南師範學校張忠仁先生、臺

灣省立臺中師範學校薛建吾先生、台北女子師範學校任培道先生，內容主要商討招生問題、師範生待

遇、學校經費、新舊制師範學生問題、教員短缺問題、學校組織問題、軍事管理等問題。 

  

1946 年 1 月 3 日起召開『臺灣省立師範學校校長座談會』，依第一次紀錄說明招生方法著重學力

的審查及口試體格檢查，同等學力須加筆試科目國文及常識；各中學照舊制學年結束在三月底，其中



規定師範生待遇每人每月發米食三十四斤八兩、副食費三百元、制服冬夏季各一套、書籍津貼每學期

二百元每年四百元、零用金每月十五元每年計一百八十元。 

   

 
 

 
 



   

1945 年 11 月，行政長官公署頒布「臺灣省國民、中等學校教員徵選辦法」，其中規範師範學校

師資須以師範學校畢業為主，以台南師範學校「到臺南師範服務的事前參考」(1947 年 6 月)為例,可略

知一二，如該服務說明其約聘大陸師資之任用標準及待遇、沿海各大城市與臺灣海道交通方式、臺灣

地理、台灣所需再教育如「皇民化運動」誤認大陸沒有火車、1947 年 2 月 27 日至 5 月 16 日發生的

事件二二八之暴行說明，為奸徒之煽動，日本殖民地教育遺毒未盡造成的；另外薪津支給比照「臺灣

省立中等學校校長教職員薪俸支給暫行標準」提高二級支薪，例如月薪二百元換算生活指數可得薪津

台幣一萬一千八百四十元(註：舊臺幣於 1950 年 1 月 14 日正式停止流通)、另說明臺南生活指數每個家庭約六、

七千元已可維持日常食用，到臺南車站後人力車每輛五十元說明至師範學校(臺語ㄙㄨ , ㄏㄨㄢ, ㄏㄚ,

ㄏㄠ)盡人皆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