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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提早退休決定因素與因應策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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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與目的 

近年，教師提早退休漸形成趨勢，而在退休年齡也呈現下降的情形。銓敘部(2014)統計指出，

在 2013年 50~55歲教師辦理退休人數總共有 3891 人與 56~61歲教師辦理退休 692人；與 2012年

50~55 歲教師辦理退休人數總共有 4393 人與 56~61 歲教師辦理退休 764 人。可以看出在 50~55 歲

教師選擇辦理退休人數大幅多於在 55歲以上。若以台灣平均壽命來看，在退休後的生涯約長達有

15 到 25年的時間，又將近成為一個人生的新職涯。 

越來越多的退休教師將會進入到退休後的調適歷程階段。未來的退休調適與因應方式，對於

退休者而言，將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研究者在工作場域中看見許多教學經驗豐富、協助擔任

行政工作推展校務與俱備教學熱忱等正面特質的教師，近年發現這類型教師在一符合退休資格，

即選擇辦理自願退休。觀察此族群教師，工作具有多年資歷下，理當應該能夠更得心應手的享受

在工作過程，也能因為具有教學創意、學生問題因應解決技巧及行政發展機會等具備持續工作的

特質；但卻發現近年來教師紛紛選擇立即退休離開職場。引發研究者對於教師提早退休決定因素

與退休因應策略產生濃厚興趣，並希望藉由本研究進行探究。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瞭解研究問題，探討退休教師的提早退休決定因素與促進退休因應策略，以作為提

供即將邁入退休階段或已經進入退休階段的退休者做為生涯規劃及調適的參考，本研究藉由質性

的訪談法進行研究。藉由質性研究能夠透過文字的意義做邏輯的歸納，來探究真實的社會現象意

涵（潘淑滿，2003）。研究參與者從研究者本身學校同事轉介紹及周邊朋友認識的退休者，找尋符

合本研究參與者。本研究對象需符合三個條件。第一個條件為，願意分享退休生活、生命態度及

口語表達流暢者。第二個條件為，退休達到法定退休期符合退休資格，並領有退休金，退休年齡

在 50-55 歲之間。第三個條件為，退休前皆為合格教師。在研究參與者抽樣選擇上則採滾雪球法

(snowballing)，研究者在完成文獻探討與訪談大綱後，即進入研究場域進行資料的蒐集；最後根據

資料分析的的內容，整理本研究結果。以下為本研究的流程如表 1所示。 

表 1. 研究流程表 

(1)初步階段 (2)實施階段：訪談、蒐集資料 (3)完成階段：分析、整理和呈現

結果 

1-1確定研究題目、文獻資料

蒐集 

2-1與受訪者確認受訪意願、約

定訪談時間並傳送訪談大綱 

3-1將錄音檔轉成逐字稿 

1-2確定訪談大綱 2-2了解受訪者基本資料和相關

背景 

3-2主題的探究和分析 

1-3透過轉介紹選擇受訪者 2-3進行訪談 3-3其他分析或資料補充並與受訪

者確認文稿 

  3-4發表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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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果與討論 

根據三位受訪者資料歸納後，發現退休決定因素有以下四點，(1)健康因素方面，多數退休者

察覺到體力的衰退，在內心感受到自己似乎無法勝任工作，在 Hograth(1988)研究指出影響提前退

休原因其中健康狀況的改變與下降是重要的因素；(2)工作因素方面，退休者表示因為擔任行政職

務，在工作上需要辦理許多活動、協助配合推動學校業務，產生在個人家庭生活較無法安排及缺

乏個人彈性時間，因而產生提早退休決定；(3)家庭因素部分，有能夠擁有較彈性時間陪伴長輩、

想要參與家庭活動、兒女的離巢及經濟獨立，並讓退休者感受到責任的卸下，進而想要開始安排

個人生活與生活重心轉移；(4)退休制度部分，在符合退休條件時，讓退休者知道可以選擇退休了，

而做決定的因素則為因為在工作上傳承的完成及適當機緣的緣故。 

在退休因應策略四個層面如下：(1)在社會參與方面:其一是藉由擔任志工過程，讓退休者透過

服務過程學習其他專業能力，除此之外，也能在服務中與他人的互動過程，更能重視自己的身體

與心理健康；再者是在團體組織中，擔任管理職務並有定期的活動與交流，增進退休者的人際網

絡。根據陳佑淵(2007)研究指出，在國小退休教師的社會參與和其生活品質呈現正相關，也代表了

退休者能夠持續的參與社會活動，將有助於提昇退休者的生活品質；(2)在持續學習部分：可以看

到退休者透過丙級證照檢定的課程學習及參加職業訓練課程來學習新的技能，提昇多元興趣培養

與自我持續探索；也在無形當中認識更多的朋友、拓展生活圈與建立寬闊視野；(3)重拾興趣部分：

分為重拾學生時代喜愛的文字書寫、進行農園栽種與手工藝品製作，藉由在退休後擁有充足的時

間當中，延續興趣以及自我實現的開始；(4)規律運動與健康生活模式建立：規劃定時活動與運動

習慣養成，並能邀約家人或是朋友共同參與，能兼顧健康以及情誼維持，在栽種過程，能提高身

體活動量也帶來成就感，並持續學習栽種技巧也提昇自我生命察覺。 

Rowe和 Kahn(1997)定義成功老化為保有三項關鍵行為或特徵的能力，包括：在生理上降低疾

病或失能的風險;在心理上維持心智與身體的高功能;在社會上積極參與社會活動。此三項要素即為

成功老化的重要成分。為了因應退休者的晚年生活，教育部提出完善老人教育環境的四大願景，

有「社會參與」、「終身學習」、「健康快樂」與「自主尊嚴」（教育部，2006）。與本研究中歸納的

「社會參與的因應策略」、「持續學習的因應策略」、「維持健康的因應策略」、「重拾興趣的因應策

略」相同。在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的主要內容，希望透過教育與學習活動的提供幫助退休者在退

休生活中提升參與社會的機會，以促進活躍老化並豐富晚年生活。故建議退休者在進行退休準備

及退休後應儘可能將以上四項層面均列入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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