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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進修的規劃與實施 

曾俊凱 
臺北縣鶯歌鎮鳳鳴國小學務主任 

一、楔子—4C 的時代：變、變、變 

廿一世紀是知識經濟時代，筆者有幸於八十二年即加入臺北縣教育局國教輔導

團社會科輔導員，在這十二年中歷經兩次重大課程的變革，一次是八十二年公布的

新課程標準，一次是八十七年公布的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兩次均是自六十四年

課程改革重要里程碑，也符應「課程是發展出來」的理念及教育思潮。 

在今日變動快速化、科技高度化、競爭全球化的廿一世紀，是一個充滿 4C 的

不確定時代：Complexity（複雜性）、Computer（電腦資訊化）、Communication（溝

通傳輸）、Change（變革）。誠如奈思比所說：「廿一世紀唯一不變的是『變』」；英

國未來學教授查爾斯.韓帝也說：「變化只不過是成長的另一種寫法，也是『學習』

的同義詞」（曾俊凱，民 90）。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出未來學習的四大支柱是：1.學
習認知（learning to know）、2.學習做事（learning to do）、3.學習做人（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4.學習發展（learning to be）（引自吳清山，民 90：6）。因此，身為輔導

員，可謂是老師中的老師或以首席教師（head teacher）自許時，研習進修、專業對

話與經驗分享是提升專業知能的不二法門，更是專業精進的利器。所以，各縣市的

輔導員在規劃教師進修的方式時，應理論與實務並重，中央課程與學校本位課程能

相聯結，課程理想與課程現實面能相呼應，本土化與國際化能相輔相成，方能讓教

師進修的規劃與實施能紮根落實，而非霧裏看花---茫、忙、盲於進修，但不知為誰

而「進」，不知為何而「修」。本文擬從我國教師進修現況談起並分析之，再依其現

況提出初任輔導員與教師進修之規劃與實施策略供參，希冀對初任輔導員有所助

益，共為教育獻心力。 

二、他山之石—我國教師進修現況之探討   

教師的再教育是全球共同的趨勢，不進修就要退休。這是一個資訊爆炸的時

代，知識的使用期限只剩五年，甚至不到三年就成了舊知，所以以教育為志職的我

們，應像一塊「乾海綿」不斷吸收新知、研習進修，提昇專業知能；並做一個行動

的教學者、研究者及諮詢者，以符應「活到老學到老」的終身學習社會(曾俊凱，民

89)。後現代社會是反統一、反集中化及非線性思考的時代，加上教育改革--「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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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綁、多元，去中央化與本位化」的思維；因此，學校本位進修是各縣市學校教師

研習進修的重心，而一般學校本位教師進修實施程序約可分為：一.準備評估階段、

二.規劃階段、三.實施階段、四.評鑑階段，各階段大都以教務處為主，其餘各處室

為輔，共同規劃與執行。目前我國教師進修現況為(彭麗琦，民 89；彭仁晃，民 89；

何文慶，民 90；洪士雯，民 91；方琇瑩，民 92；魏素鄉，民 92；陳怡君，民 93)： 

(一)國中小教師進修現況之分析 

1.學校本位教師進修是教師進修的趨勢；國民小學實施學校本位教師進修的

成效以教學成長和個人成長較佳，校務發展稍顯不足；學校本位教師進修

激發起教師追求專業成長的積極態度，以及帶動學校本位專業自主的落實。 
2.研習時間：以星期三下午為主，一學年平均安排了 25 次以上進修；除週三

下午外，適合辦理進修的時間首推寒、暑假。 
3.研習對象：以本校的教師為主，教師普遍樂於進修、卻又不喜受約束。 
4.進修型式：偏重在專家指導、參觀與觀摩、引導式自我探究和學校專業領

導等；辦理教師進修方案之規劃者大多具有教師身份，十分瞭解「學習者

特性」這項要素；教師參與網路學習課程可同時學習資訊科技的應用知識、

有助於學習社群的形成及可培養資訊素養。 
5.引導(主講)者的安排：專家學者的比例較實務工作者略低；教學研究會是教

師進行團隊學習的重要機制；教育人員認為最能提供幫助，也感覺滿意的

是專家學者、現任教師和輔導團團員。 
6.研習內容：以執行九年一貫新課程的知能為首要；以教師教學知能、新課

程執行知能和教師輔導知能為最常見。 
7.經費：教師進修方案之經費大多由教育部或教育局全額支出或補助。 

綜言之，各縣市辦理教師進修以學校本位教師進修為主，成效尚不錯；

研習時間以週三下午及寒暑假為主；教師普遍樂於進修、卻又不喜受約束；

進修方式多元並結合資訊科技；主講者以專家學者、現任教師和輔導團團員

最有助益；研習內容以九年一貫和輔導知能為主，這可能與教育相關政策有

關；而研習經費仍依賴上級的補助。 

(二)國中小教師進修現況之問題 

1.國中學校本位教師進修問題：進修義務不明確、進修視導未落實、進修經

費明顯不足、需求評估觀念尚未建立、進修效果不如預期、進修內容重複

性過高。 
2.國民小學雖重視學校本位教師進修的實施，卻較忽略評鑑；缺乏外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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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教師學習成長。 
3.教師的溝通表達能力、學經歷的差異性、以及行政負擔過重、時間不足、

校外因素干擾等因素，則形成學校本位教師進修推動的阻力。 

綜言之，教師進修的問題有需求評估觀念尚未建立、進修權利義務不明

確、經費不足、進修內容重複性過高、行政負擔過重、時間不足、校外因素

干擾、忽略進修視導與評鑑及進修效果不如預期。 

(三)國中小教師進修現況之建議 

對國中小教師的建議 
1.宜主動參與教師進修，以落實進修效果；需認清教育改革需要，提昇專業

內涵；健全生涯發展，發揮專業精神。 
2.主動參與教師進修，實現生涯規劃；提升專業內涵，塑造教師新形象；鼓

勵同儕合作，激發教師潛能。 
3.將校內進修學習成果轉化至教學實踐中；以資訊科技協助研究學習成果的

儲存與轉移。 
4.鼓勵營造學校同儕學習；增進同儕間彼此的了解，建立同儕的理解，以營

造同儕間良性的溝通與互動。 

綜言之，對國中小教師的建議有：宜主動參與教師進修、實現生涯規劃、

鼓勵同儕合作、將校內進修學習成果轉化至教學實踐中、以資訊科技協助研

究學習成果等。對行政(含教育行政)方面的建議有：成立人力資源中心、學校

本位教師進修規劃應做長期系統化之永續考量、簡化行政工作、建立進修檔

案、明確建立教師進修之權利和義務觀、教師進修課程多元化、課程兼重實

務與理論、創造真實網路學習環境，將科技的學習與生活結合、跨越學校圍

牆的心理界限、寬列進修經費、實施教師分級制、擴大縣市輔導團的功能並

成立教師研習中心、增闢網站補充網路教學平台功能、落實進修視導與評鑑

回饋機制。 

三、教師進修的規劃與實施 

歌德曾說：「教育事業之根苦，則其實甘」。因此，身為各縣市之輔導員是榮譽，

亦是責任；其本身的角色與功能有如首席教師、課程的研發者、教育政策的推動者、

中央與學校的溝通者、教材教學的創新者、教師的代言者及課程與教學領導者。所

以各縣市輔導員在規劃與實施教師進修時，應以多元為策略，教師專業提升為主旨，

學校本位為中心，以符合後現代社會多元的教育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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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輔導員以身作則、研修精進 

輔導員為規劃縣內教師或輔導員的進修，本身的專業及專門知能應較一

般老師充足，方能發揮火車頭的功能；所以輔導員本身應以身作則、終身學

習，對教育新知與議題、九年一貫與教育政策等應深入了解，以不至於出去

輔導時讓人貽笑大方。因此，可從下列幾個途徑著手：(一)師範院校與各大

學：參加師範院校與各大學的系列進修(如學位或學分制等)、教育論壇與研

討會；(二)一般社教機構及財團法人：包含文教基金會及民間團體之各區域

課程成果發表，或社區地方學術機構鄉土踏查等；(三)國家教育研究院及縣

市政府教師研習中心：包含縣市政府輔導團等研習進修；(四)參加讀書會或

教育部局之行動方案；(五)透過網際網路之自勵學習，如亞卓市、Google、

Yahoo、Eric、思摩特網、全國博碩士論文等，以隨時掌握新知、把握機會進

修；方是個人專業精進之不二法門。 

(二)縣內教師進修的規劃與實施 

教師要成為專業，終身學習是其利器；因此，要帶領教師走向專業化，

其研習進修的規劃與實施應可大(全面思考)、可久(永續性)、可遠(長期性)，
要有深度、廣度及效度(效率與效能)；最後輔以行政三聯制----計畫、執行及

考核，進修的目的方能紮根落實、開花結果。 
1.系統化、永續化進修計畫：建立輔導員及教師人力資源庫，讓縣內各教師

人才分門別類，適才、適所及適用，再透過資訊科技建立最佳進修計畫，

只可惜很少縣市教育局能全面實施。 
2.學校本位教師進修：教育改革與鬆綁後，學校本位課程及學校本位教師進

修是學校兩大礎石，唯有學校方知老師需要什麼菜、缺什麼營養，在規劃

教師進修時就送什麼餐，以符合教師的需求；但進修的實施，其「執行力」

與「考評」應發揮研習進修效能之把關作用。 
3.進修內容：大魚大肉也需清粥小菜，因此，進修內容應以專業為主、休閒

為輔，內容可多采多姿，但絕不可只一味迎合教師的口味或興趣，而忽略

教育專業；其內容應包含專業知能、專門學科、普通知能及生涯休閒知能

四大類別。 
4.進修方式多元：可採策略聯盟(產學合作：如淡江大學與淡江地區中小學合

作)、數校合辦(如臺北縣東北角學校聯盟)、資源共享、正式與非正式並列、

教育廣播電臺、網際網路進修(較不受時空間限制)行動研究、讀書會、個人

閱讀自勵進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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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進修時間統一而富彈性：進修時間除週三下午之外，寒暑假及系列的週末

班亦是未來的趨勢；另外，夜間研習進修也可適度考量。 
6.進修地點：進修的地點不應只限於學校內排排坐，將學習的空間突破學校

圍牆藩界，尤其是社區有教室及鄉土教育的進修，唯有貼近現場，理論方

能生活化、實踐化；此外，跨團隊、跨縣市的進修都應鼓勵(如昔日省輔導

團曾辦理全國各領域輔導員之專業對談進修於高雄市澄清湖畔舉行、北部

七縣市九年一貫課程種子教師研習等)，甚至海外遊學也是可以考慮(如寒暑

假教育考察遊學)。 
7.進修獎勵與認證：人是需要獎勵的，應將每位教師「不想進修只等退休」

的思維，化為「不等退休只想進修」的態度，教育的願景是指日可待的；

此外，認證也應採多方、多元認證方式，事前審核從嚴，事後考核人性化，

多相信教師，就是相信未來；必要時給與教師進修「公假派代」，就是給予

老師最大的獎勵與肯定。 
8.進修經費的考量：錢不是萬能，但沒錢卻是萬萬不能；教育當局應適度從

寬補助，因為投資教育，就是投資未來。 
9.省思與評鑑：整學年或整學期研習進修結束後，應採問卷或口頭等方式來

了解其研習績效如何？效法企業精神---事前審核、事後考核及省思，不僅

有效率，亦要有效能；不只是「把事情做對」(do the thing right)，更要「做

對的事情」(do the right thing)。 

結語：為有活水源頭來 

國家的未來決定於人才，人才的未來決定於教育；而掌握教育的關鍵點即是教

師的知能與意願，尤其是處於廿一世紀資訊科技與知識經濟時代。教師研習進修的

規劃與執行，輔導員應是「自勵者」、「協助者」、「規劃者」、「激勵者」、「評鑑者」

之多元角色，以促進教師與自我的專業精進，方能讓教育「活水」如長江之水源源

來；更重要的是，要讓所有教師體認研習進修是教師的權利與義務，教師自己願意

動起來，為「學生」而「進」，為「專業」而修，而成為杏壇的長青樹，方是教育之

福、學生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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