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教學檔案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

 壹、緒論

 近十多年來，「檔案」(portfo^^0)已成為教育評鑑方法革新運動的重要議

 題。在美國，使用學習檔案來評鑑學生的表現不但已是教育改革的 新發展，而

 且教學檔案亦被廣泛地運用在教師評鑑上。例如，在全美各大學的師資培育方案

 上，檔案用來促進職前教師的專業成長(^or^o，咐chaelec       & T^^^ons,

 1996);在各地方學區的教師評鑑實務上，檔案被用來判斷教師的傑出成就(Wolf,

 Lichtenstein, Bartlett & Hart^an, 1996)^在州政府的層級上，檔案被用來做

 為教師換照的依據(Lichtenstein^ Wolf, Pease, Ruckle & Campbe^^, 1996);

 在全國的層次上，檔案被用來認證高成就水準的教師(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 1989)?

 教學檔案(teaching Portf O^ io )在教師評鑑上，特別是形成性教師評鑑(亦

 即以協助教師改進教學、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為目的教師評鑑)上，可以發揮相當

 顯著的功能，這是因為教學檔案鼓勵教師在教學歷程中，就自己教學知能表現，

 做有組織、有系統、目標導向的收集資料和紀錄。而此種教學專業表現紀錄由於

 是教師自我選擇、自我收集、自我省思的，所以不但能反映教師的個別性和自主

 權，也能敦促教師在不斷反省實踐中自我專業成長，進而達成教學終身發展的目

 標。-不

 一個良好的教學檔案固然有促進職前教師與在職教師專業發展的可能性，然

而我國師資培有學界在此一方面的研究仍未深入普及;在實務推廣上亦尚未有一

 套簡便可行的系統，協助中小學教師有目的、有組織、有系統的建構其教學檔案。

 有鑑及此，本文作者近年來結合一群志同道合的台北市國小教師研發出一套以促

 進教師專業發展為目的之「發展性教學檔案系統」。惟在介紹此一系統之前，擬先

 探討教學檔案的基本概念，並殿以發展性教學檔案的實施展望做為結語。

 貳、教學檔案的基本概念

 一、教學檔案的意義

-125-



 教學檔案(teaching Portfo^^0)的定義很多，例如Bird (1990)認為教

 學檔案是教師顯示其個人教學知識、技巧或特長的統整文件。Paulson, Paulson

 和Meyer (1991)主張教學檔案是蒐集教師在一個或一個以上教學領域的努力、進

 步和成就的方法。Lee Shul^an (1992)則進一步指出教學檔案是一套有組織的

 記錄和文件，用以顯示教師在經過輔導之後所達成的成就，而這些成就應有學生

 的作品做為佐證，並且惟有經由省思筆記、深入思考以及嚴肅對話才能充分實現

 的。綜合上述定義，可知教學檔案係教師對其教學知能、成長與成就，進行實際

 資料的收集，並將之組織化、系統化呈現之文件檔案，其中包含教師的省思及與

 他人對話的記錄。

 根據Shul^an(1992)的看法，一個成功的教學檔案應有下列幾個重要特性:

 1．檔案應依據教學專業規準及個人成長目標來組織、來建構的。

 2．檔案應包含仔細選擇的學生及教師作品的樣本，用以展示教師教學的特

 徵。

 乙每一件檔案文件應儘可能含有「標題」、「註解」和「省思評語」，用以說

 明檔案文件的內容以及鼓勵教師能就檔案內容做反省性思考。

 4．檔案應是一個被輔導(^entore^)或被教導(^oached )的經驗，亦即檔

 案應被用來做為教師與其同臍教師進行專業對話的基礎。

 二、教學檔案的目的

 蔡清華、張麗麗、林能傑(民84)認為教學檔案的目的有四:(^)提升教師

 教學成長，(2)提升學生學習成果，(3)做為人事決定(教師資格檢定、證照核

 發、聘任教師等)的依據，(4)促使師資培育機構與教師負起績效責任。

 Wolf, L^chtenst^^n和Stevenson (1997)則認為教學檔案有三個目的:(1)

 符合成績考核的要求，(2)促進專業成長，(3)協助受聘任的機會。根據上述看

 法，一個良好的教師教學檔案應可發揮三個功能:其一，教學檔案可做為考評教

 師成績的依據;其二，教學檔案可敦促教師在搜集文件、紀錄與反省思考中，不

 斷地專業成長;其三，教學檔案可做為教師在應徵教職時，說明其專業表現水準

 的有利證據。

 三、教學檔案的內容

 陳惠萍(民88)指出，無論任何類型的教學檔案，都應該具備下列內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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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計畫; (2)教學的組織; (3)師生互動的情形; (4)親師互動情形; (5)教學評

 量的評估。

 秦麗花(民89)認為教學檔案的內容包含:教育哲學觀、教學設計、教材設

 計與編擬、學習成果診斷與應用、教師的專業成長。

 Senne & Rikard (2002)描述北卡羅納州認證的教學檔案內容為:(1)「瞭解

 我」包含自我介紹、簡歷、教學理念;(2)內容知識與教學能力(教學單元和五個

 單元計畫);(3)反省與專業成長(教學效能的自評、提升教學效能的行動方案、

進步的系統文件); (4)持續不斷的反省(以結構化的反省日誌進行每週的反省);

 (5)教學錄音錄影帶; (6)教學技巧。

 總上所述，教學檔案係依據其目的，而有不同的內容，但必須具備基本的結

 構，避免資料龐雜，無法達成檔案的目的。因此，進一步審視前述文獻，可發現

下列的檔案結構:

 1．描述自己:包含教師自我簡介、教育信念、教學理念、專業背景等。

 2．課程設計與教學:包含課程計畫、單元設計、實施教學等。

 3．班級經營:包含班級經營計畫、常規管理策略、師生互動、親師關係經營

 等。

 4．教學觀察:包含教學現場的觀察、同擠互動的回餚等。

 5．學習評量:包含多元的評量以及評量結果的運用。

 6．省思與應用:包含對於每個過程的反省札記，以及透過同擠互動所得到的

 成長經驗等。

 四、教學檔案的相關研究

 陳惠萍(民88)以台南市中小學教師發展教學檔案進行質化研究，結果發現

 教學檔案可以增進教學能力，促進教師反省思考^強化教師專業成長等功能。但

 是也發現教學檔案較難再使用、教師發展教學檔案時間不夠、內容選擇不易、專

 汪於檔案建置使教師忽略真實教學等限制。

 張德銳(民88)進行教學檔案在國小師資培育教育實習課程應用之研究，結

果發現(1)教學檔案內容能完整描述實習教師整體表現;(2)教學檔案能提升實

習教師對實習歷程覺知的敏銳度;(3)實習教師教學檔案可以做為應聘時專業表現

 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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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順詮(民90)以個案研究的方式，進行教師發展教學歷程檔案之質性研究，

 結果發現，個案教師的教學歷程檔案具有下列功能:(1)發展教學歷程檔案提供教

師當下反省的機會; (2)釐清個人發展教學歷程檔案的目的有助於提升檔案的品

質;(3)教學歷程檔案可以真實紀錄個人的教學脈絡;(4)發展教學歷程檔案促進

個案教師個人教學理念明確化^(5)發展教學歷程檔案可以提供個案教師未來教學

 的參考;(6)對檔案內容的後設反省可以促進個人成長。

 Free^an(^^98)以教學檔案作為專業成長工具，進行個案研究，結果發現教學

 檔案可以促進教師唱我反省、自我評鑑，並提升專業成長動機等。

 Andrejko(1999)進行14位志願參加研究的教師之實驗研究，藉以瞭解教師與

 校長在成長取向教師評鑑的教學檔案運用上知覺情形，結果發現:教學檔案可以

 提供教師知識與技能的充分證明，並做為專業成長的工具，同時教師以教學檔案

 做為自我反省的基礎。

 綜合以上相關研究可以發現，教學檔案不論對於職前教師抑或在職教師，皆

 具有增進教學能力，促進教師反省思考，強化教師專業成長等功能。但是也發現

 教學檔案並不是百利而無一害的，其主要限制在於教學檔案的設計、搜集，整理

 等，曠日費時，致所投入的建構成本較高。

 參、發展，性教學檔案系統簡介

 發展性教學檔案是透過「認識自己認識環境」、「課程設計與實施」、「班級經

 營計畫與執行」、「教學觀察與回餚」、「學習評量計畫與執行」、「專業成長與省思」

 等六個檔案活動，而在每個活動中運用「計畫」、「教學」、「省思」、「應用」等四

 個歷程，來指引職前教師及在職教師進行有目的、有組織、有系統的教學檔案建

 構，進而協助其改進教學，促進其不斷的專業發展。茲就該系統的檔案規準、基

 本歷種、活動內容、特色與限制說明如下:

 一、檔案規準

發展性教學檔案所使用的教學規準主要係參考張德銳等人(民89)所研發出

 來的「發展性教學輔導系統」來加以修正而成的。本教學規準共有六個領域、廿

 五個行為。其中以英文大寫字母代表教學領域，以阿拉伯數字代表教學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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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精熟學科

 A^瞭解任教學科領域的內容知識"

蛇具備統整相關學科領域的能力

 A3能將任教學科概念轉換成教學活動

 A4能清楚教導任教學科概念及技能

 B活潑多樣

 B^引起並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B2運用多元的教學方法及學習活動

 B3使用各種教學媒體

 B4善於各種發問技巧

 C有效溝通

^^運用良好的語文技巧

 C2適當地運用身體語言

 C3用^t;注意學生發表，促進師生互動

 D班級經營

 D^塑造良好的學習氣氛

 D2妥善布置教學情境

 D3建立良好的教室常規和程序

 D4有效運用管教方法

 E掌握目標

 El充分完成教學準備

 E2有效利用教學時間

 E3應用多元的評量．

 E4提供學生回餚與指導

 E5達成預期學習效果

 F專業責任

 F^瞭解學生的學習發展和個別差異

 F2結合家長協力教學

 F3善用社區資源於學生的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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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4經常反思教學，主動尋求成長機會

 F5與同擠教師合作，形成夥伴關係

 二、檔案建構基本歷程

 發展性教學檔案的建構是一個持續成長的循環歷程，它表現於以下四個階

 段:計畫、教學、省思及應用(如圖^)^

十

應用

省;田

(一)計畫:教學行動前階段

 計畫做為設計階段，是其他三個階段的基礎，它包括四個工作項目:

 1．描述受教學影響的學生學習現象，這些現象觀察得到且能事先加以預測。

 2．確定學生的背景能力及知識。

 3．了解教學活動的順序及教學策略的特性，判斷學生在現有能力基礎之上，所能

 達到的短期及長期的學習效果。

 4．設定評估學生學習結果的方法。

(^)教學:互動階段

 教學階段包括所有現場決定，這些決定是在班級互動緊湊的情形下進行的。

 教師在教學時必須能立即判斷，決定何時以及多快進行各個教學步驟。教學便是

 一個不斷作決定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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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思:分析及評估階段

 分析及評估是由對教學所做的反省、分析及判斷等^^智歷程所組成。分析包

 含對實際及預期行為之間的比較，以及這種比較性資料的蒐集和了解。評估則是

 包括對前面計畫和教學等兩階段所做決定的價值判斷。

(四)應用:投射階段

 應用包括從經驗中學習，教師根據評估及分析結果，對將來的行動提出承

 諾。此一階段包括經驗的抽象概念化以及在未來情境應用這些經驗概念。教師在

 應用階段會形成假設及教學計畫;假設可以透過更口語的方式加以表達:「假如

 我要再教一吹，我會"」。這個步驟代表整個教學循環的結束，並作為下一個循

 環的基礎。

 三、檔案活動內容

(-)認識自己認識環境

 本活動的主要目的在於讓教學者經由各項資料的蒐集過程，學習並了解到有

 關自己及所處的教學環境、教學資源和教學挑戰，使其在建立教學檔案的過程中

 能更加順利。

 教學者首先要填寫「教師個人資料表」，說明個人的專長、經歷，並澄清確

 立自己的教學理念。接著要根據所選教學科目，對任教班級的學生進行分析，瞭

 解其學習狀況，並從中挑選兩位焦點學生(-位學習程度好，另一位學習狀況

 差)，完成「班級學生資料表」及「焦點學生選擇表」。 後則是瞭解學校及社區

 的特性和資源，完成「學校與社區環境資源表」，作為教學請益與尋求支援的參

 ̂召。

(^)課程設計與實施

 本活動主要是由教學者和同擠教師一起發展課程計畫，並根據計畫，設計單

 元教學活動與實施教學，再由教學者省思教學設計的成效。其目的在於進行有效

 的教學設計，並且將教學內容建立在學生應該精熟的技能、知識和能力上。

 首先，教學者必須在確定該學期的教學單元和統整單元後，完成「學期課程

 計畫表」。接著再和同擠教師討論決定二個單元的教學目標、教學策略和學習評

 量方式，並且填寫「單元課程計畫表」。在進行教學之後，教學者與同擠教師一

 起會談，檢討課程計畫、教學活動等，並且把討論的決定記錄在「課程設計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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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後則是根據前述省思表所發現的優缺點擬定一份「教師個人專業成長計

 畫表」，以具體的行動提升教學者課程設計的能力。

(三)班級經營計畫與執行

 本活動的主要目的在於協助教學者經由資料蒐集、教學觀察以及自我省思等

 歷程，對於班級經營各項內涵，進行深入的了解與應用。

 首先，教學者與同臍教師一起探討目前的班級經營狀況，找出一項具有成長

 空間的規準，做為班級經營成長計畫的目標，此時教學者必須填寫「班級經營行

 動計畫表」。接著，教學者依據行動計畫的內容，實際練習並接受觀察或自我觀

 察，並將結果填寫於班級經營觀察記錄表，以確定行動計畫執行狀況。 後，則

 由同擠教師與教學者進行回餚會談，共同填寫「班級經營省思表」。透過相互討

 論，瞭解教學者的優、缺點，肯定教學者的長處，並針對可以繼續成長的班級經

 營規準，訂定個人專業成長目標。

(四)教學觀察與回餚

 這是一個以從進教師專業成長為鵠的，從計畫到教學;從教學到省思;從省

 思到應用的循環歷程。其目的在於幫助教學者，從規劃一節課的課程、實施教學

 與蒐集學生作業的日常教學實況資料申，促進自我專業成長。

 本活動第一階段從教師提出教學計畫開始，教學者首先填寫「教學計畫與省

 思表」中的教學計畫部分，一方面釐清自己即將進行的教學之相關脈落，另方面

 作為與同擠教師進行觀察前會談的基本資料。然後，同擠教師即依照約定的觀察

 時間觀察教學，同時填寫「教學行為觀察記錄表」。而教學者也要在教學後的四

 十八小時內，填寫「教學計畫與省思表」中的省思部分，並蒐集學生學習的相關

 資料(如作業、學習單．‥等)黏貼於表上，進行自我檢視與省思的工作。接著，

 依據教學者的省思記錄，以及同擠教師的教學行為觀察記錄，進行回餚會談，一

 方面找出教學者已經具備的教學成就，一方面也從討論中發現教學者可以繼續成

 長的教學行為。

(五)學習評量計畫與執行

 本活動目的，在透過對先前學習評量的分析及省思，瞭解學生學習經驗、態

 度和策略，藉多元化評量的運用，改進評量成效。

 教師首先省思近來所使用的評量(測驗或作業)，邀請同臍教師協助填寫「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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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評量分析表」，作為教學前的省思及計畫下一次評量的依據。接著，配合教學

 活動設計，發展一份新的「學習評量計畫表」，並逐項實施評量。教學後，蒐集

 學生所完成的評量，進行檢核及省思，完成「評量活動省思表」，做為下吹持續

 改進學習評量成效的依據。

(六)專業成長與省思

本活動是以教學者在教學檔案建立過程中所進行的各項成長活動成效之省

 思為基礎，透過同擠教師與教學者的會談及共同省思等方法，確認教學者在教學

 方面的優缺點及日後專業成長的具體目標。

 教學者首先要回顧教學檔案建立過程中所進行的各項成長活動，包括「認

 識自己認識環境」、「課程設計與實施」、「班級經營計畫與執行」、「教學觀察與回

 餚」、「學習評量計畫與執行」等項目，並依據評估各項教學規準達成情形的結果

 填寫「教師專業成長記錄簡表」。接著，由同臍教師與教學者共同檢視教學檔案

 建立過程和成果，並以「教師專業省思展望表」為核^^進行「專業對話」，共同

 檢討思考教學者整個教學檔案的優缺點，以及未來廢續教學專業發展的方向。

 四、特色與限制

(-)特色

 結構清晰完整是發展性教學檔案的 大特色，它讓教師能夠依據六項活動的

 程序及表格，完成教學檔案，可以減少摸索的時間，但它也同時鼓勵教自在熟悉

 整個程之後，能夠加入自己的倉意，跳脫結構的限制。此外，發展性教學檔案

 還具有「強調省思」、「重視實證資料的蒐集」、「鼓勵專業對話」、「具有發展性」、

 「具有參照的規準」等五項特色:

 1．強調省思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及提昇學生學習是教學檔案的主要目的，而省思則是教師

 專業化過程的重要能力，也是發展性教學檔案各項活動 希望教師培養的能力與

 習慣。教學省思是教師對於本身教學所做的一種回顧與檢討，表現於計畫、教學、

 省思、應用等四個循環歷程中。

 2．重視實證資料的蒐集

 發展性教學檔案強調教師必須在教學過程中，蒐集各項實證資料，包括教師

 的教案、親師溝通資料、學生作品、學校簡介，．，等等，這些資料一方面可作為教

-133-



 師表現的依據，更重要的是教師可以更具體、更深入且清晰的探討自己的教學實

 況，對於促進教學專業有相當重要的功能。

乳鼓勵專業對話

 同學之間的互動走兒童學習的重要來源，同樣的，教師同擠的互動也是影響

 教師專業發展的關鍵因素。在建立教學檔案的過程中，同仁之間互相請益與彼此

 協助的機會增加，形成以教學有關事務為核^^的互動模式及專業對話。

 4，具有發展性

 發展性教學檔案鼓勵教師採取長期發展的做法建立本身的檔案。一方面，教

 師可以配合活動六的教師專業成長紀錄簡表，逐年紀錄專業成長情形;另一方

 面，可以第一年將檔案建立以及成長的重點，以某一學科某一年段為主(如二年

 級國語)，第二年再換成其他科目或年段(如二年級數學或三年級國語)，在經過

 一段時間之後，教師對於自己各科、各年段的教學的瞭解不但完整，而且深入。

 5．具參照的教學規準

 發展性教學檔案除了具有結構性的實施及內容之外，更以原有「發展性教學

 輔導系統」的規準為基礎，發展出「發展性教學檔案規準」，共有六個教學領域，

 廿五個教學行為，六大教學領域分別為「精熟學科」、「活潑多樣」、「有效溝通」、

 「班級經營」、「掌握目標」、「專業責任」，作為各項活動成效檢核的依據，同時

 也是教師進行專業成長活動的重要參考。

(二)限制

 發展性教學檔案雖具備多種功能，但它在實施時也可能面臨一些限制。首先

 是需要較多的時間精力，其吹則是沒有根據各學科領域而發展的規準:

 1．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

 儘管發展性教學檔案已經因為結構清晰，而能協助建立者更有效的建立檔

 案。但是，教師要建立一份完整的發展性教學檔案，仍然必須配合各項活動的進

 行，汪意教學資料的蒐集，等到資料蒐集到某種程度之後，可能仍要花費一些的

 時間加以整理編排。這對於原本日常性事務就很多的中小學教師而言，勢必形成

 一種負擔。

 2．缺乏根據學科領域發展的規準

 發展性教學檔案的另一項限制，在於因為受限於人力物力，所以無法針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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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科或領域而發展出不同的規準，這對於各項活動的成果的判斷多少會產生影

-135



參考書目

 李順銓(民90)。國小初任教師發展教學歷程檔案經驗之個案研究。國立台北師範

 學院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陳惠萍(民88)。教學檔案在教師專業發展上之應用，輯於中華民國師範教

 育學會主編:師資培育與教學科技(頁183-212)。台北市:台灣

 書店。

 秦麗^rb (民89)。迎向專業挑戰的新紀元一談教師如何建立教學檔案。台南市:翰

 林出版社。

 張德銳(民89)。教學檔案在國小師資培育教育實習課程應用之初探。台北市立師

 範學院:初等教育學刊，8，頁219-240 Q

 張德銳、蔡秀媛、許籐繼、江殷昱、李俊達、蔡美錦、李柏佳、陳順和、馮清皇、

 賴志峰(民89)。發展性教學輔導系統一理論與實務。台北市:五南圖書出

 版公司。

 蔡清華、張麗麗、林能傑(民84)。個人教學檔案在國小實習教師專業成長

 與評鑑上的應用，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大綱。

 B^rd,T．(1990).    The    School^astorls   portfOlio:    AD   essay   On

possibilities.    In   J.    Millman & L. Darling-Hammond (Eds.),    Zhe    new

handbook   Of   Aeacher evoJuarion. Newbury Park,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Borko,H.^    M^chaelec,P.,    T^^mnons,M.    (1996). Srudent reaching   porrfOJios

A fool fOr promofing ngf7ecrive pracriceJ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Lichtenste^n,G.,    Wolf,    K., Pease,P., Ruckle,CJ, & Campbell,G.(1996).

 Teaching     por，ffo7ios   ond   nelicensure    in    Colorado.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 (1989). nO^^^^

 切gh      ond   rigo仍^s    s肋刀力吶for    the    reaching   pnO必ssio爪

Washington, DC: Author.

Paulson,F. L., Paulson, PJ R., & Meyer, E.A. (^^91). What makes a portfolio a

portfOlio.    Educationo7 teadership, 48(5), 60-63.

 Senne,T．A．&出kard,G．L. (2002). Experiencing the portfOlio process During the

internship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ETE portfolio Models. Journal of Reaching

 切P矽sicoJ Educatio私刀，3．

 Shu^^m，L．S．(1992). Por恥^ios加r 4gacher g血catio刀: d co^po刀。栩才W刃ecfive

teacher edu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136-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Wolf,   K.,   Lichtenstein,   G.,   Bartlett,   E., &Hartman,D. (1996).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eaching portfolios: The Douglas County    School   District

Outstanding Teacher Program. Journal of Personnel Evaluation in Education, 10,

279-286.

Wolf,    K.,    Lichtenstein,    G.,    Stevenson,    C. (1997). Portfolios in teacher

Evaluation. In J. H. Stronge (Ed.), Evaluating teaching: A    guide    to    current

thinking and best practice.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Corwin Press.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