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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社群的組織與運作 
以台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中小學教學資源輔導組為例 

曾雪娥 
 

 

現職：1.台北市內湖區新湖國小暨附屬幼稚園校長 
2.台北市立師院初等教育系兼任講師 

學歷：1.台北市立師專畢業 
2.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圖書館組畢業 
3.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 40 學分班結業  
4.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畢業 

經歷：1.台北市百齡國小教師兼主任，民 59 年 8 月起共 19 年  
2.台北市大屯國小校長三年，民 78 年 8 月起至 81 年 7 月 
3.台北市潭美國小校長四年，民 81 年 8 月起至 85 年 7 月 
4.台北市新湖國小校長，85 年 8 月到職至今滿九年 
5.台北市國民教育美勞科輔導團員三年 
6.台北市國民教育社會科輔導團員十年 
7.國民教育圖書館利用教育輔導團員暨團長二十二年 
8.台北市成人教育資源中心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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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台北市深耕閱讀總規劃召集人 
10.台北市立圖書館館務發展顧問 
11.曾任教育部國立編譯館教科書編審委員  
12.教育部人文與社會學科教育部人文與社會學科指導委員會研究委員  
13.教育部兒童閱讀推動委員會諮詢委員                     
14.中國圖書館學會理事暨學校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 
15.台灣閱讀協會理事  
16.成立台灣教學資源學會 

興趣：美術設計、隸書、浮雕設計 

專長：國民教育、欽師溝通、圖書館利用教育、閱讀教育與成人教育 

著作：1.國民小學社會科教學資料利用索引，典亞出版公司。 
2.兒童圖書館學——兒童篇，典亞出版公司（榮獲台灣省政府教育人員

獎勵研究著作優等獎）。 
3.兒童圖書館學——推廣服務篇，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4.圖書館的利用──國民小學篇，國家圖書館。 
5.第三次中華民國圖書館年鑑──學校圖書館篇，國家圖書館。 
6.成人基本教育教材共十六冊暨習作 32 冊主編識字評量題本，台北市政

府教育局印行。 
7.台北市反綁架親師手冊，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印行。 
8.學習資源又一章：讀書、讀人、讀生活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印行。 
9.終身學習邁向學習社會——以推展家長參與營造學習型家庭為例，台

北市政府教育局印行。 
10.兒童圖書館學──推廣服務篇上中下三冊：把知識變能力、讓智慧非

起來、終身學習快樂遊，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印行。 
11.圖書館利用教育指導手冊──百變圖書館，閱讀嘉年華上下兩冊，台

北市政府教育局印行。 
12.我愛卡通媒體互動教學方案──光佑出版社。 
13.遠距教學：資訊融入各學習領域 15 個單元課程、學校圖書館的經營、

啟動教學資源中心 VCD 光碟及指導手冊。 
14.小朋友作研究──上：藝術與人文領域，正中出版社出版。 
15.我愛卡通──媒體識讀，光佑出版。 
16.圖書館利用教育掛圖 25 幅及教學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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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社群的組織與運作 
以台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中小學教學資源輔導組為例 

曾雪娥 
台北市新湖國小校長 

前 言 

有制度的組織才能發揮永續經營的能量，輔導團就在國教時時需要改革求進的

迫切需求下因應而蓬勃發展。輔導貴在有效能的協助和引導，輔導團功能的重要指

標，在於接受輔導的學校或老師，在獲得引導的過程中，是否具備有全方位的學習，

而不是零碎片段知識的堆積結果，可以說師傅引上門後，個人能得以舉一反三、觸

類旁通的效能。所謂全方位的學習，著重在主動的學習方法，其基本精神是多元的、

開放的、自由的、彈性的、個別化的，而且是可以永續進行學習、發揮潛能的一種

行為。藉以培養具有「人文的心、科技的腦、倫理的情、運動的身、守法的行、公

義的理、創造的力及思辨的能」全方位學習的優質師資，藉以改進教學提昇教育生

命力。 

一、輔導社群的組織 

從巨觀面而言，各縣市教育局為了為加強輔導國民中小學之教學與研究，提高

國民教育品質，故會特別以「任務編組」設置國民教育輔導團；從微觀面而言，輔

導團協助各學校各個領域、議題，甚至是行政相關業務之進行，需要針對各校或每

位教師的優缺點作鼓勵與協助。 

(一)輔導理念的落實 

1.精神的再凝聚---輔導團員的志同道合，自然組成了為國教專業而推廣任務

的社群，大家因為興趣與專長的聚合，產生了共建共享的機制，知識越用

越有價值，知識不怕被利用只怕被埋葬。輔導團的優質組織，有效能規劃，

能促進輔導團員精神的再凝聚，智識的再充實，加深加廣全腦的發揮。 
2.力量的再擴張---如愛默生說的一句話：「每一根鐵弦都隨它而震盪」，輔導

團的運作如同從一個爐引燃一火把，傳遞而點燃第二個爐，再傳到第三個

爐，使得星星之火可以無限的傳薪，成就光明燦爛的大火焰，這就是教育

的智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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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導團的社群分工 

1.任務需求---七大學習領域與六大重要議題的教學輔導是輔導團的組織任

務，國中小學校基本上的排課，是按照七大學習領域來排，把六大重要議

題的內容融入於領域中來教學，如何統整？如何融入？則靠著老師的智慧

規劃課程及編擬教學計畫來實施。在此，輔導團的教學輔導與服務的任務

即在於，提供正確豐富的教學資源，適時提出原來教師所規劃的教學計畫

的評鑑參考，使老師在外部客觀的評鑑中，獲得微調及充實內容。 
2.專長與興趣組合---輔導團需兼顧團員的專長與興趣，由團員認養項目，並

明列分工表，以作為深入探索該項目的教學與蒐集資料資源的依據，相信

持續的鑽研必定會有比別人更豐碩而精確的成果。 
3.遴聘團員加入---輔導員需作「星探」，在輔導的過程中隨時發現人才，隨時

登錄該領域及對某個議題有專長的教師，徵求參與輔導團員的預備服務；

於學期的更迭時定期增聘，使輔導團能加入活水源頭，具備多元多樣的專

題研究及輔導服務的能量。 

二、輔導團務的運作 

(一)團務分工與學習：在協助研習進修、推廣活動、參與課程發展的輔導工作中，

需要工作認養。 
1.在支援系統上，可與家長協會、校長協會、教師協會、社區大學等組織聯

繫。 
2.在合作的機制上，可與師範院校及大學教育學程中心合作，因為高一級的

學術機構具有地方國民教育輔導的任務。 
3.在研討與進修或實驗研究上，可與教師研習會、各種文教學會、協會做聯

繫。 
4.在整體專業的宣導與推動上，需要與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小組、服務

團隊相結合聯絡，以求系統化的輔導主軸完成；到各校輔導時則需要與該

校的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作聯繫。 
5.在輔導的技巧上，要從了解、關心、服務與協助開始，爾後才能發揮知識

解釋權與專業影響力，過程中注重溝通、協調與合作的輔導技巧。 
6.在輔導成果的檢討上，輔導及學習，需設計回饋單與服務日誌，透過回饋

與省思提升服務品質，紀錄輔導過程，建立輔導檔案，團員彼此分享輔導

心得，討論輔導疑難問題，建立輔導資料庫，並建立與其他團做經驗交流

互訪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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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例舉台北市教學資源輔導團近幾年的分工表綜合如下。 

 

 

(二)國中小學銜接與連線服務 

1.銜接輔導 

國中國小甚至幼稚園的教育都是輔導的對象與內涵，在輔導團輔導工

作的銜接上，不外乎時間安排的事前協調，以及輔導的方式和安排共同的

時間做中小學相關領域輔導團的專題研討與進修。 

名  稱 姓  名 服務學校 職  稱 輔導專長 團務分工
課程研究

興趣 
輔導委員 張復興 教育局 退休督學 圖書資訊素養 指導 電腦資訊 
輔導委員 丁雯玲 教育局 督  學 課程專案督學 指導 課程教材 
輔導委員 劉貞孜 市立師院 教  授 圖書館學專業之能 指導 諮詢顧問 
輔導委員 崔夢萍 市立師院 教  授 多媒體.網路遠距教學 指導 諮詢顧問 
輔導委員 李昆翰 市立師院 教  授 圖書館經營與利用 指導 諮詢顧問 

主任 
輔導員 曾雪娥 新湖國小 校 長 終身學習及圖書資訊

利用教育 
十多年團

長 人文藝術 

主任 
輔導員 翁繩玉 平等國小 校  長 書香志工培訓及社會

資源整合 
93 學年接
任團長 數學 

輔導員 范滿珠 胡適國小 校 長 團務經營管理 論文研究 綜合活動 
輔導員 張金調 福星國小 校 長 團務經營管理 論文研究 綜合活動 
輔導員 徐月梅 濱江國小 校 長 資訊檢索 論文研究 社會 
輔導員 蔡  玲 舊莊國小 校 長 閱讀指導與讀書報告 文書培訓 語文 
輔導員 曹麗珍 龍安國小 校 長 閱讀指導與主題探索 聯絡文康 社會 

輔導員 湯昶洪 劍潭國小 教務主任 網路資源與教學 網頁管理
自然與科

技 

輔導員 官聖政 三民國小 總務主任 網路資源與教學 網頁管理
健康與體

育 

輔導員 曹曉文 永建國小 教學組長 網路資源與教學 聯絡 自然與科
技 

輔導員 許淑雲 新湖國小 教務主任 閱讀指導與讀書報告 輔導報告 英文教學 
輔導員 黃耀農 新湖國小 總務主任 網路資源與教學 資源蒐集 藝文 
輔導員 胡菊韻 市圖稻香 分館主任 公共圖書館 出版品  
輔導員 余秋玉 萬芳國小 訓導主任 教學與圖書館利用 教材編製 綜合領域 

輔導員 楊志堅 懷生國小 輔導主任 媒體資源利用 多媒體作
自然與科

技 

輔導員 吳俊傑 萬芳國小 總務主任 媒體資源利用 多媒體作
自然與科

技 
輔導員 尤保善 公館國小 退休主任 參考工具書資料剪輯 美工攝影 數學 
輔導員 黃文中 士東國小 退休主任 國立教育資料館資源 編輯 社會 

輔導員 黃明霞 金華國小 退休主任 圖書館行政自動化 總務.專題 行政自動
化 

輔導員 王麗玲 女監所 觀護員 社會資源利用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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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1)輔導日相同，容易聯誼與調派輔導員的分享與交流。 
(2)安排輔導年度行事曆，規劃共同研討主題，請專家學者蒞臨指導。 
(3)縱向的協接，需要對中小學學程階段的課程作分析，從中方能發現遺漏

之處，而需要編寫補充教材以補斷層。  

2.深度輔導與服務 

策略： 
(1)深度輔導，專對一個學校的自動申請，作多次系列性的主題輔導。 
(2)輔導團員專長分配負責，分開擔任協助輔導的工作，不需要一整團的團

員都到，可以分組進行。 
(3)可依照行政區聯合舉辦輔導活動，聯合附近的學校集中輔導與探討。 

3.連線結合 

策略： 
(1)針對所需要輔導協助的學校作個案管理，詳述該校的特色與發展方向，

以備舉薦與分享。 
(2)當某校的需求與他校有雷同時，建議觀摩參訪，並提供多項資源。 
(3)提供資料、文案、影片、網路資源供分享。(如表一) 

表一 資源的調查、分析與應用 

 項目 年級 教學領域 學校 

人力資源     

物力資源     

文史資源     

地方資源     

環境資源     

生活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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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團能將學校需求整合，且與教育機關及研究單位維持密切聯繫，掌

握改革動向，反應學校意見，以求真正達到輔導服務的效能。 

(三)專業對話 

輔導員對於教育的現場，教育改革的方向，以及教學課程需要有深入的

了解，才能做深入的專業對話。 

1.永續經營 

學科專長，學科、學習領域的學識增進是日積月累的。輔導團團隊的

精神著重觀念新穎、前瞻負責，常需以「滾動的石頭不長苔」的操持，來

活絡自己及周圍的夥伴，是終身學習的實踐者，時時進修，求學不斷。 

2.教師專業能力(ability)的詮釋 

能 力 是 知 識 (knowledge)+ 技 能 (skill)+ 價 值 觀 + 態 度 (value)+ 行 動

(active)。國民教育輔導團的組成，基本上即是國民教育的知識管理團隊，

而掌理團隊運作與推廣研發的，就如同企業界常使用的職稱，稱為「知識

長」，如果比喻古代的治國體制，就是「師爺」或「宰相」，能說、能做、

能現場教學，更能寫、能說服，以推廣教育的理念和教學方法。在課程改

革上，輔導團員需要與教育現場的教師、行政人員的合作與創新。而透過

教育夥伴的相互支持與協助，將理念化成行動來實踐，經由集體反思來促

進專業發展，進而創造各地在國民教育上的創新與活力。 

3.協同與合作能力 

筆者認為，輔導員首先須具備專業能力（competence），執行中要有溝

通的能力（communication ），如何作有效溝通，來表達你的輔導協助的理

想與見解，這是一個能掌握需求、發揮輔導功能的大學問。更需要的是統

御合作的能力(cooperation)，如果只是輔導團員一個人在某個角落埋頭苦

幹，你的價值只有一個人；倘若你學會溝通，學會合作，甚至培育同儕，

那輔導團就有可成為統御合作的課程教學領導群了。如何將每一位教師個

體的差異性融合起來(cooperation)，成就一股宏大的力量，如此才能成就為

一個有發展能力的輔導團隊組織。  

(四)策略聯盟 

1.學校經驗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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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連線，希望無限，教育大連線，智慧無限，可結盟各校網站發

揮其最大之使用效能。例如：台北市萬華區於 2005 年舉辦了高國中小社大

等各級學校與社區文教機構的「教育連線，希望無限」的教育博覽會，從

中能讓社區的居民、機構，也是教育的夥伴們充分了解各校的特點，從不

同的成果展現必能整合出萬華區的教育主軸與特色。又如教育部深耕教育

攜手合作計畫，也是中小學與大學院校策略聯盟的好方案，讓理論與實務

能相互印證、相互導引邁向完美階段。 

2.各輔導團之間的策略聯盟 

各學習領域或重要議題的輔導團，平時忙於本身業務與本團的輔導工

作，確實已經分身乏術，但為了綜合輔導內涵讓資源整合利用，故每學期

至少有一至二次的聯繫會議，使輔導計畫更周全但不重複。 

3.縣市文化脈絡 
(1)著重學校發揮社會教育功能的營造，能與社區結合教學，研討為學校發

展的方向，蔚成獨特的教學特色。  
(2)如何將教師社群的知識分享與合作創新模式分享給各縣市，協助各縣市

應用資訊科技來輔助知識管理與教學創新，成為推動課程革新，引動基

層教育夥伴相互支持的機制，達成共同進行教學創新的重點工作。 
(3)挖掘與匯整各地社群發展與專業實踐的典範故事，達到跨校與跨縣市的

經驗分享。 
(4)各縣市因其自然與社會環境，在教育發展上各有其進程與特色，如何來

讓各地教育發展依其環境與特色來發展，紮根於基層的教師專業網絡將

是促其發展的助力與阻力。發展教師專業社群來協助教師在知識分享，

專業支持，與合作創新，需要配合各地的社區與學校文化。 
4.網路策略聯盟，網路科技的發達，需盡能力善用。具備聯盟相關組織與網

站擴展性的機制，提供與整合全國教育夥伴教學創新和專業能量繽紛多彩

的發表平台，使網路的策略聯盟成為九年一貫課程發展的專業、多元、成

熟的對話空間，藉以擴展全國各地教育夥伴專業網路，促進知識分享與創

新。希望能提供親和和安全的網路環境來輔助教師的專業社群發展，以共

同模式與規範的建立，逐步讓各縣市自主管理社群的運作。 

三、營造優質輔導績效的指標 

現在多元化的經營中，輔導團必然需採取的是整合團隊智慧，發揮團隊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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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一個一個的團隊具有獨特、精緻、卓越的發展。因此，營造一個優質輔導績效

的檢核指標，好讓輔導團員及各輔導團對自我評估是很重要的。茲列舉有關輔導與

協助應遵循的幾個方針如下：（提供參考與補充） 

1.輔導團隊的任務願景指標 
2.展現以學生為主的課程規劃 
3.掌握學校文化脈絡的情境要素 
4.能落實學校願景的課程計畫 
5.發展清晰的課程發展脈絡 
6.強化教師教學績效的輔導效能 
7.策略聯盟與資源的利用 

舉例：台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教學資源輔導小組，針對進行深耕閱讀的輔導策

略圖規劃作為自我檢核工作成效的指標。 
 
 
 
 
 
 
 
 
 
 
 
 
 
 
 
 
 
 
 
 
 
 
 
 

抓住輔導工作的剎那變永恆，把點滴的輔導參與作紀錄並隨時檢討省思；另外

安排充實的學習是實際工作的泉源，以輔導團豐富的工作機會以及充分參與研討的

經驗，即是再深入研究的基礎，期許能互相滋長，提昇落實國民教育之效能。從輔

圖一：推展閱讀策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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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學校教師和家長中，真正做到全方位的學習。 

四、輔導工作的轉型與展望 

(一)資源力量統整與合作 

與教育機關及研究單位維持密切聯繫，掌握需要倡導的方向，配合輔導

的活動和重點，統整資源與力量，可參與師院、社教機構、中央文化及教育

單位合作。 

舉例：台北市教育局國教教學資源輔導團，是一個推廣如何利用圖書

館，協助各校做好教學資源中心如圖書館、媒體製作室、視聽室、資訊室的

管理經營；以及引導各級學校每一位老師，如何做好自己教學上的知識管

理。每位老師的教學資料豐富龐雜，如果沒有有系統的整理則變成一堆的垃

圾；相同的每個學校辦理了相當精采的活動，如果沒做好資料的管理則過眼

雲煙，隨著時空更迭，記憶遺忘而消失得無影無蹤。台北市教育局國教教學

資源輔導團曾與社會資源結合時完成的項目如下： 

1.與國家圖書館聯盟合作，製作「啟動教學資源中心」影帶與教學利用手冊。 
2.與國立教育資料館聯盟合作，建置「兒童閱讀資源網」布克斯島兒童閱讀

之旅。 
3.與資訊圖書館聯盟合作，建置線上數位學習課程「國中小學圖書館的經營」。 
4.與國立教育廣播電台、台北電台聯盟合作，輔導團員作閱讀專題報導。 

(二)輔導團服務方式的轉型 

為提供師生與相關學術社群發表學術研究成果園地，溝通專業理念，推

展各學習領域與議題的輔導實務工作，輔導團的輔導工作除了到校輔導外，

勢必階段性的轉型。 
1.轉型為網路線上的輔導，發展以同步或非同步的線上輔導課程來實施，以

免耗時耗力，需結合資訊系統規劃網路諮詢或追蹤，讓輔導工作能互動、

迅速、精緻、準確、新穎而完整。 
2.建立互動交流平台，植基於提供教師社群平台，需要有持續發展進階的知

識管理功能，發展出各領域的知識地圖，以及快速問題解決的網絡，和探

究式集體學習模式等功能。先能匯集各地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的歷程、成果、

反思、與創新資訊，並期望輔導團能率先實驗各種可能的知識管理機制，

提供學校及老師們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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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動研究及工作坊，輔導團在發現教育與教學上的問題所在，輔導團員的

學習是起始於疑慮，成長於針對問題的解決。是故，如需深度輔導時，則

以有規劃的輔導方案到校進行，或以行動研究或工作坊的方式做專題式的

輔導，則輔導績效會更為確實。 

(二)建議與展望 

輔導團的經營有其無限寬廣的發揮空間，輔導團員社群的力量無窮，參

加的團員是榮譽更是責任，有道是「事在人為」，正面的意義是，肯定每位

輔導員有使命感的竭盡能力的服務；但同時也有其未能盡全功的限制，有以

下的建議和展望。（參考圖二：優質輔導團隊知識管理的品質圈） 
1.輔導員遴聘制度的建立，設專責輔導員，並能有定期回任學校教學的制度，

使輔導工作與實際教學不脫節。 
2.研究機制的規劃與利用，固定的輔導指導機構，敦聘專業的教授、長官，

加上固定的研究、進修、聚會討論的場所和設備，非常必要。 
3.知識管理的大整合，各領域與議題的教學資源運用與補充，需要作有效性

的知識管理，才能互通有無。 
4.營造優質的輔導指標，定期評鑑、鼓勵和加深加廣的成長，強調各縣市的

分享機制。 
5.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在此國際交流頻繁的時代裡，從網路訊息、從實地參

訪，都是輔導團隊可在精進的方向。 

結 語 

「孩子！他的名字叫做今天！」為孩子做事不能等到明天，因為他的成長是不

能等待的；「親師的名字叫做學習」，要教人之前先要教自己，孩子要一杯水時，親

師可要準備一桶水，才能深入淺出的引導孩子瞭解；那麼輔導團員的名字叫「鑽研」，

所以主動、前瞻、負責、講求績效，是輔導團經營的基本指標。在邁向學習社會、

知識社會的教育願景下，以專業化、資訊化、社區化及國際觀的輔導理念，而以合

作、創新、整合、服務的學習圖像為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標。希望「抓住每一分鐘的

貢獻」，成為每位團員快樂服務、智慧人生的寫照。 

參考資料： 

教育部國教專業社群網 TESEC ，Taiwan   Elementary  &  Secondary  Educator  
Community，網址 http://teach.ej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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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市政府教育局資訊網，網址：http://www.edunet.taipei.gov.tw/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資訊網，網址：http://wwwedu.k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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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優質輔導團隊知識管理的品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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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台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設置實施要點 

一、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加強輔導國民中小學(以下簡稱學校)之教學

與研究，提高國民教育品質，特設置台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以下簡稱本團)辦理

之。 

二、輔導目標︰ 
(一)輔導學校落實國民教育相關政策之有效執行。 
(二)輔導學校課程發展及教材教法研究。 
(三)強化學校教學視導、提昇學生學習效能。 

三、工作項目︰ 
(一)協助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及規劃學習領域教材教法研究。 
(二)輔導學校強化教學研究會之功能。 
(三)輔導學校辦理教學演示會，推展教學典範，提昇教學效能。 
(四)輔導學校之教學視導工作。 
(五)輔導學校強化教師教學專業知能與分享教學資源。 
(六)協助本局審閱各校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四、組織成員 
(一)本團置團長一人，由局長兼任；副團長三人，由副局長、主任秘書兼任；執

行秘書一人，由督學室主任兼任；輔導委員若干人，由本局督學、相關業務

暨市立師院等大學院校有關人員兼任；另置助理秘書一人，由督學室人員兼

任。 
(二)依學習領域設若干輔導小組，各輔導小組置主任輔導員一人暨輔導員八至十

五人為原則。 
(三)主任輔導員由執行秘書就高中職暨國民中小學教育人員中遴選簽請團長聘兼

之。 
(四)輔導員由輔導委員及主任輔導員共同商議就高中職暨國民中小學教育人員中

遴選之，經服務學校校長之同意，由執行秘書簽請團長聘兼之。 

五、遴用資格與任期︰ 
(一)輔導員應具備左列資格︰ 

1.七年以上之教學經驗。 
2.高度之教育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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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該領域之豐富教學與研究經驗或三年內曾公開發表之專業作品。 
(二)主任輔導員任期為三年，任期屆滿得連任。 
(三)輔導員任期為一年，任期屆滿得連任。 

六、輔導內涵︰ 
(一)輔導時機︰ 

1.學校提出申請。 
2.個別調查需要。 
3.專案研究規劃。 
4.追蹤輔導。 
5.其他 

(二)輔導方式︰ 
1.團體輔導︰專題演講、分區研討、教學演示、成長團體、通訊輔導、參觀

活動、教學研究心得分享等。 
2.個別輔導︰教學視導、教學診斷與演示、諮詢輔導、問題座談、實作研習

等。 
(三)輔導步驟︰ 

1.由學校自我評估，提供書面資料。 
2.實地訪視。 
3.專業診斷。 
4.提出建議方案。 

(四)輔導工具︰ 

教學視導規準︰教學視導系統有效能教學視導規準量表/觀察表、發展性

教師評鑑系統工具。 

七、輔導成果︰ 
(一)本團各輔導小組於輔導結束後應提出輔導報告，包含︰輔導主題、輔導內容、

輔導過程、輔導效益評估，著重輔導質與量的提昇。 
(二)學校教師接受個別輔導後，應就後續影響、成果等部分，提供資料作為追蹤

輔導參考。 
(三)各輔導小組於輔導中對教學優良之教師應建立優良教學典範人才庫，廣為推

薦，邀請做教學演示、發表教學研究心得、編印優良研究成果、或予推薦特

殊優良教師，以擴大其影響。 
(四)各輔導小組應建構教學資源網站，放置教學輔導資源、教學新知、輔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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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典範、疑難問題專欄等。 

八、考核獎勵 
(一)本團人員工作成績優良者，除由執行秘書報請敘獎外，並得因特殊貢獻辦理

專案獎勵。 
(二)接受本團輔導辦理各項工作成績優異之學校或人員，得由本團報請獎勵或提

供年終考績重要資料。 
(三)各輔導小組應於每學年末提出教學優良典範教師名單辦理敘獎。 

九、減課公假︰ 

本團人員為兼任無給職，於輔導工作進行期間給予公假。據教師身分者由服務

學校酌減二至四節之授課時數，所遺課務改聘其他教師代授，所需經費由鐘點費支

應。 

十、經費支應 

本團辦理業務所需經費由本局按實際需要編列經費支應。 

十二、附則：本要點呈奉 局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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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設置要點 

 
74.08.16 高市教督字第二四六四一號函頒訂 
81.12.16 高市教督字第三八一一０號函修正 

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加強輔導本市國民中小學之教學與研究，

以提高國民教育水準，特設置「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以下簡稱

本團）。 

二、輔導目標： 
(一)輔導國民中小學切實推行教育法令，貫徹國家教育政策。 
(二)輔導各校強化行政組織，革新校務，提高工作效率。 
(三)激勵教師服務情緒，革新教學方法，增進教學效果。 
(四)輔導教師積極研究進修，鼓勵創造，以發揮教育功能。 

三、輔導方式： 
(一)輔導人員除本身進行研究外，並採個別研究及集體研究方式輔導教師進行研

究工作。 
(二)配合本局業務科教學研究計畫，定期辦理校際教學演示會或由輔導團舉行示

範教學。 
(三)配合各校校務計畫，輔導舉辦教學研究會或校內演示會。 
(四)輔導教師自製教具或編撰教學參考資料。 
(五)舉辦專題研究，並聘請專家介紹教育新知。 

四、輔導範圍： 
(一)輔導各國民中小學從事研究發展工作。 
(二)舉辦各科教材教法研習會。 
(三)輔導學校辦理教學觀摩會。 
(四)發掘教學方法著有成效之教師及優良事例，予以推廣表揚。 
(五)舉辦追蹤輔導，以增進輔導績效。 

五、本團組織： 
(一)團長一人，由本局局長兼任；副團長三人，由本局兩位副局長及主任秘書兼

任；秘書一人，由本局督學室主任兼任。 
(二)團務輔導委員若干人，由團長就本局督學、科長、專員、秘書及股長中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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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人員兼任。 
(三)設國中、國小二組，每組各設組長一人，由團長就團務輔導委員中遴選適當

人員擔任。 
(四)各科設主任輔導員一人，由各科研習中心之學校校長擔任；各科研習中心之

設置，以五年為期，期滿得視學校之設備與需要調整科目。 
(五)輔導員若干人，由各科主任輔導員分別遴選教學成績優良之教師經報請本團

核定後擔任，但每科以八人為原則；其中一人得指定為召集人，輔導員之任

期以一年為原則。 
(六)幹事三人，由團長就所屬中小學教師調兼。 
(七)顧問若干人，由團長聘請學者專家擔任。 

六、輔導工作之聯繫： 
(一)本團應於學年度開始前訂定輔導工作重點，以為各科研習中心擬定全年輔導

計畫之依據。 
(二)本局督學於視導時，應儘量配合本團輔導計畫及日程實施。 
(三)國民中學輔導計畫，應邀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教育學院、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及有關學校派員指導；國民小學之輔導，應邀請國立台南師範學院、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國教研習會及其他有關機構派員指導。 

七、考核與獎勵： 
(一)本團人員工作成績優良者，由本局從優敘獎。 
(二)接受本團輔導辦理各項工作，成績優良之學校或人員，得報請本局獎勵或提

供年終考績之依據。 

八、經費及待遇： 
(一)各科研習中心由本局分年編列預算，以充實其設備。 
(二)各科研習中心辦理研習會或觀摩會，由本局編列預算予以補助。 
(三)本團輔導人員於輔導工作進行期間准予公假，職務或課務由原服務單位依規

定辦理。 
(四)本團輔導人員在進行輔導工作時，如因超過用餐時間，准在本局或編列在各

校之研習中心經費項下依規定報支誤餐費。 

九、附則： 
(一)本要點經 局長核准後實施。 
(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簽請 局長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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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教學資源輔導團 
九十三學年度輔導工作計畫 

壹、依據 
一、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設置要點 
二、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九十三學年度輔導工作計畫 

貳、目標 
一、 輔導本市國民小學及幼稚園教師善用圖書館、教學資源中心從事課程、教

材、教法之研究、教學評量之改進及教學媒體利用之研究，以增進教學資

源的充分運用，提昇教學的效能。 
二、 輔導本市國民小學及幼稚園教師、書香志工等推動「臺北市國民小學推動

兒童深耕閱讀四年計畫」的能量，協助兒童學習閱讀、透過閱讀學習以奠

定的終身學習的能力。 

參、輔導工作項目 
一、 協助各校圖書館轉型為教學資源中心的經營。 
二、 輔導教師、家長增進閱讀指導與圖書館利用教育的知能，以協助兒童自主

學習。 
三、 輔導各校圖書館管理人員增進專業經營知能，促進圖書館轉型為教學資源

中心。 
四、 規劃資源共享平台，輔導教師發揮教學知識經濟的影響力。 
五、舉辦專題研究會或聘請專家介紹新課程或教育新知。 

肆、輔導工作重點：教學資源中心的經營 
一、 建築、設備、動線、管理方式之規劃與觀摩 
二、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利用 

（一）相關設備、系統的維護與運用 
（二）管理人員知能的提升 

三、圖書館利用教育與閱讀的推動 
（一）圖書館利用教育與教學的結合 
（二）臺北市兒童深耕閱讀的推動 
（三）書香志工的培訓 

四、教學媒體製作、利用與資料庫的建立 
五、社會資源、線上資料庫與教學的結合 

伍、輔導方式 
一、 到校輔導：視調查結果，至各校輔導，並邀請群組學校就近派員參加。 
二、 集中輔導：商借場地辦理研習活動，行文各校指定人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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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團員成長進修 
一、 專家學者演講：線上資源庫認識與利用、媒體、資訊與教學的結合等。 
二、 團員專長分享報告：讀書會、專長與新知、主題認養、教學演練。 
三、 團員主題任務製作發表：網頁建置、線上數位學習媒體製作。 
四、 參觀、觀摩與討論。 
五、 國家圖書館年鑑撰寫、專題研究撰寫。 

柒、本計畫報局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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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例：台北市國民教育教學資源圖書館利用教育輔導團學年度輔導工作分工與行程 

（一）團務工作分配： 
1.年度報告總整理：蔡  玲  曹麗珍 
2.輔導及團務工作紀錄：許淑雲  曹曉文 
3.專題研究：曾雪娥  徐月梅 
4.團刊編輯：陳培棕  黃明霞  胡菊韻 
5.研習事務：官聖政  楊志堅 
6.總    務：余秋玉  王麗玲 
7.康    樂：吳俊傑  黃耀農 
8.聯    絡：黃  碧  曹曉文 

（二）團務工作分組：  
A 組：曾雪娥校長.許秀真主任.黃明霞組長.尤保善主任.陳培棕主任.黃  碧主

任   
B 組：張金調校長.蔡  玲校長.胡菊韻主任.王麗玲老師.黃耀農主任.楊志堅主

任 
C 組：徐月梅校長.翁繩玉校長.曹麗珍校長.官聖政主任.曹曉文組長.許淑雲主

任 

台北市國民教育教學資源圖書館利用教育輔導團○學年度輔導工作行程 

週
次 日期

星
期 預定工作內容 參與人員 活動地點 備註 

3 9/13 四 專題工作坊：書目中心建置 圖書館輔導員 新湖國小 資源平台

4 9/20 四 全團會議 全團視聽、環教、圖書
館三小組輔導員 新湖國小 曾雪娥

5 9/27 四 團務計畫 
圖書館利用教育實務. 

圖書館利用小組輔導員 
教師與志工 

新湖國小 
蘭雅國小 曹麗珍

6 10/4 四 專題工作坊：建書目中心資料庫 圖書館輔導員 新湖國小 資源平台

7 10/11 四 書香愛心志工的培訓 愛心志工 福德國小 
大屯國小   

曾雪娥
徐月梅
蔡 玲
曹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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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0/18 四 專題工作坊：建立書目中心資料庫 圖書館輔導員 新湖國小 資源平台

9 10/25 四 閱讀歷程與策略研討 圖書館輔導員 市立師院  

10 11/1 四 團務工作與團員成長 圖書館輔導員 新湖國小  

11 11/8 四 專題工作坊：建立書目中心資料庫 圖書館輔導員 新湖國小 
 資源平台

12 11/15 四 九年一貫課程 圖書館自動化與書香
志工培訓 圖書志工與教師 

長安國小 A 
古亭國小 B 
三玉國小 C 

 

13 11/2 四 九年一貫課程圖書資訊能力指標 圖書館輔導員 市立師學院 李昆翰
教授 

14 11/29 四 九年一貫課程 圖書館自動化與書香
志工培訓 圖書志工與教師 

健康國小 A 
明道國小 B 
文林國小 C  

 

15 12/6 四 九年一貫課程 圖書館自動化與書香
志工培訓 圖書志工與教師 

東園國小 A 
西園國小 A 
河堤國小 B 
五常國小 C 

 

16 12/13 四 九年一貫課程 圖書館自動化與書香
志工培訓 圖書志工與教師 

光復國小 A 
吳興國小 B 
社子國小 C 

 

17 12/20 四 九年一貫課程 圖書館自動化與書香
志工培訓 圖書志工與教師 

葫蘆國小 A 
日新國小 B 
芝山國小 C 

 

18 12/27 四 九年一貫課程圖書資訊能力指標 2 圖書館利用小組輔導員 台北市立師範
學院 

李昆翰
教授 

19 1/3 四 圖書室設置規劃與志工培訓 圖書館利用小組輔導員 舊莊國小  

20 1/10 四 團務學期檢討 圖書館利用小組輔導員 新湖國小  

 1/24 四 發表論文之撰寫 圖書館利用小組輔導員 市圖總館  

 1/31 四 發表論文之撰寫 圖書館利用小組輔導員 市圖總館  

 2/14 四 發表論文之撰寫 圖書館利用小組輔導員 市圖總館  

 2/21 四 發表論文之撰寫 圖書館利用小組輔導員 市圖總館  

1 2/28 四 國中小教學資源輔導團結合 
全團團務研討 

國中團員.全團視聽、環
教、圖書館三小組輔導
員 

新湖國小  

2 3/7 四 研習課程與教材/媒體準備 圖書館利用小組輔導員 平等國小  

3 3/14 四 九年一貫課程 圖書館自動化與書香
志工培訓 圖書志工與教師 

萬興國小 A 
景興國小 B 
指南國小 C 

 

4 3/21 四 研習課程與教材/媒體準備 圖書志工與教師 新湖國小  

5 3/28 四 圖書志工研習 全市國小圖書館館員及 台北市立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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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4 四 圖書志工研習 書香志工 學院  

7 4/11 四 專題工作坊：書目中心建置 圖書館輔導員 新湖國小  

8 4/18 四 專題工作坊：書目中心建置 圖書館輔導員 新湖國小  

9 4/25 四 外埠參觀 圖書館輔導員 另訂  

10 5/2 四 九年一貫課程 圖書館自動化與書香
志工培訓 圖書志工與教師 

新生國小 A 
敦化國小 B 
信義國小 C 

 

11 5/9 四 九年一貫課程 圖書館自動化與書香
志工培訓 圖書志工與教師 

大理國小 A 
永安國小 B 
明倫國小 C 

 

12 5/16 四 九年一貫課程 圖書館自動化與書香
志工培訓 圖書志工與教師 

興隆國小 A 
天母國小 B 
北投國小 C 

 

13 5/23 四 專題工作坊：書目中心建置 圖書館利用小組輔導員 國家圖書館  

14 5/30 四 專題工作坊：書目中心建置 圖書館利用小組輔導員 民生分館  

15 6/6 四 專題工作坊：書目中心建置 圖書館輔導員 教育資料館  

16 6/13 四 團務工作 圖書館輔導員 吉林國小  

17 6/20 四 全團團務檢討 全團視聽、環教、圖書
館三小組輔導員 新湖國小  

18 6/27 四 研習課程與教材/媒體準備 圖書志工與教師 新湖國小  

 7/4 四 圖書資訊利用教育研習 對象：全市國小教師及
志工 

市立圖書館 
新湖國小  

 7/11 四 海峽兩岸兒童青少年圖書館學術交流
研討會 圖書館輔導員 廈門 上海  

 7/18 四 海峽兩岸兒童青少年圖書館學術交流
研討會 圖書館輔導員 廈門 上海  

 7/25 四 年度報告總整理 圖書館輔導員 新湖國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