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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教師專業發展的內

　 　

為何謂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

展」（professional development）與「專業成

長」（professional growth）多數時候用語同

義，在相關文獻中常交替使用，前者凸顯持

續性，後者則強調改進性。世界教師組織聯

合會（World Confederation of Organizations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WCOTP）在1990年
代表大會中強調「教師在其專業執行時間，

應不斷精進，繼續增加其知識與經驗，不斷

發展其不可或缺的素質」（引自許嘉倩，

2006）。可見教師職業是一種專業性工作，

教師專業發展的本質就是學習（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s learning），而且是永無止境的

終生學習，這已為世界潮流的訴求重點。

美國全國教育人員發展協會（National 
Staff Development Council, NSDC）於2007年
制訂教育人員發展的新目標：「每一位教育

人員每天從事有效的專業發展，使得每一位

學生達到學習成就目標。」（Mizell, 2007, p. 
1）換言之，教師在學校工作的每一天，都是

專業發展日，關注的焦點在於：學習如何促

進學生有效學習。

究竟教師在專業發展過程中，持續不斷

學習的內涵為何？首先，由於學科知識日新

月異，授課教師必須不斷與時俱進，因此，

“學科專業”是教師在職進修的一項重要內

涵。其次，基於學生學習的個別差異性，如

何帶好每一個孩子，涉及到教學實踐（或稱

教學實務, teaching practice）能力，主要包

括課程設計、教學策略、班級經營與學習

評量等核心能力，又統稱為“教學專業”

（teaching profession）。然而，在職前師資

培育課程所學到的  “教學專業”，是一體

適用的規律，和實際教學情境仍有差距，需

要教師在實際的任教學校與班級中，從做

中學（learning by doing）、從經驗中學習

（learning by experience），不斷經由反思作

修正與精進，進而積累成為個人的“教學實

務智慧”（wisdom of practice） （shulman, 
1987）。因此，以學校為本位，不斷精進教

師的教學專業或改善教學實務能力，更是教

師專業發展的核心內涵。

二、臺灣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

　　

臺灣長期以來的教師專業發展，偏向於

以學位、學分為主的在職進修，以及參加校

內外的主題研習等。直到1996年教育部《教

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針對「改革中小學

教育」部分，提出「提升教師專業素質、建

立教育評鑑制度」的主張，開始出現轉變的

契機。1999年台北市教育局率先辦理《教學

輔導教師設置試辦方案》，2000年高雄市教

育局發佈並全面試辦《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師專業評鑑試行要點》，2005年臺北

縣教育局徵求15所國中小，試辦《推動『教

學精進、專業昇華』方案—以試辦學校形成

性導向之教學專業評鑑工作試辦計畫》（張

新仁，2011）。

2001年教育部召開「教育改革檢討與

改進會議」，進一步提出「建立教師評鑑機

制，提升教師教學績效」政策，希望能促進

學生的學習成效。2002年11月至2003年8月期

臺灣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的推動策略

張新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的進展軌跡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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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教育部邀集全國教師會、全國家長團體

聯盟，以及學者專家等籌組「公立中小學教

師專業評鑑制度起草小組」，擬訂《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評鑑試辦辦法〈草

案〉》，由於全國教師會與全國家長團體聯

盟兩團體始終對於教師專業評鑑之實施有歧

見，前後總共召開25次會議，直至2005年11
月，才達成初步共識，先行試辦以促進教師

專業發展為目的之形成性評鑑，並修正計畫

名稱為《教育部補助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實施計畫》。

2006年起，教育部正式推動形成性的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這是臺灣百年教師專業發

展演變上的一項重大突破，使教師的專業成

長不再侷限於學分學位與研習的在職進修，

開始重視以同儕評鑑與輔導方式，促進中小

學教師教學專業的提昇。為積極推動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同年教育部研發供試辦學校參

考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並開始培

育評鑑相關人才；2007年起建構「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輔導支持網絡」，協助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的人才培訓與輔導機制，並建立學校

本位的「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以輔導新進

教師並協助教師專業成長；2010年正式推動

學校本位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制度，以

同儕合作方式提升教學專業；同年建置完成

並啟動「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整合平台」，

以提供評鑑後續性的多元專業成展途徑與資

源。此外，教育部陸續委託編印10多本協助

評鑑和專業成長的相關手冊與影音資料。這

些多元化的配套措施，目的在建立以學校為

本位的「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促使台

灣的教師專業發展進入新的里程碑，強調以

提升教師的教學專業能力為主軸。

2009年教育部修正發布《中小學教師素

質提升方案》，其中層面三為「促進教師專

業發展，提升教師專業知能」，包含「進修

及進階」和「評鑑」兩大方案重點。前者的

執行策略為：「建構中央、地方、學校教師

進修整合體系」、「提升校長及教師專業能

力」、「建立多元進修制度」、「建立教師

進階制度」；後者的執行策略，即為推動中

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顯見教師在職進修

與專業發展同步受到重視。2010年8月教育

部召開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將「師資培育

與專業發展」列為十大中心議題之一，其中

「深耕教師進修機制，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併列為重要的主題（教育部，2010a），也

是針對此作積極回應。此外，與會人士對於

積極擴大辦理「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與推動「中小學教師績效評鑑」具有高度共

識，並列入2011年《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

行動方案「陸：優質教師專業發展方案」

（教育部，2011a）。

近日教育部完成「中小學教師評鑑制度

規劃研究」草案之規劃，包括：提出《教師

法》中教師評鑑文字內容的修法建議，提供

教師成績考核具體檢核指標與檢核工具之建

議，並規劃出涵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

「教師績效評鑑」兩者的「中小學教師評鑑

制度」草案（吳清山、曾憲政、張德銳、張

新仁、陳榮政、洪詠善、廖耘彗，2011）。

至此，完整的台灣「中小學教師評鑑制度」

略見雛形。

以下本文將簡要說明台灣學校層級的中

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的推動策略。

三、臺灣學校層級的中小學教

　　師專業發展的推動策略 　

（一）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提昇以教學

　　　實務為核心的教學專業能力

　　2005年11月，教育部頒佈《教育部補助

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定位為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為主軸的形成性評鑑，鼓

勵教師以自我省思與同儕專業互動為成長手

段，以精進教學和班級經營為主要內涵，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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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在如何改善教師的教學專業能力，期待學

生的學習表現和成效能獲得有效提升。其實

施方式採用校內同儕評鑑，根據教學觀察、

教學檔案、晤談教師、學生與家長意見，以

及檢視學生作品、學習成效等多元途徑，來

客觀評量教師的教學表現，包括教學優點和

待改進之處。其辦理方式為教師自願參加，

並經由校務會議同意，評鑑的結果不得作為

教師成績考核、教師分級制度及不適任教師

處理之參據（教育部，2006c）。

　　為順利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育部

於2006年委託專家學者研發「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乃涵蓋「課

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

研究發展與進修」、「敬業精神與態度」等

四個層面、18個評鑑指標、73個參考檢核重

點（曾憲政、張新仁、張德銳、許玉齡、馮

莉雅、陳順和、柯汝穎，2007）。前兩個層

面聚焦在如何改善教師的課程設計、教學策

略、班級經營、學習評量等教學實務，後兩

個層面涉及教師專業發展與責任。此外，提

供5種評鑑工具：教師自評表、教學觀察表

、檔案評��表、綜合報告表及專業成長計畫

表。有鑑於高中職教師的差異性需求，教育

部又於2009年公布高中22學科的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規準（趙志揚、楊寶琴、江惠真、黃

曙東、賴虹霖，2008），以及高職15群科的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宋耀廷、張新仁、

吳參鏡、張天庸、陳玉玲，2008）。其主要

差異，是在共通性評鑑規準「A.課程設計與

教學」層面下，分別新增A-8呈現學科專業

能力或群科專業能力之教學表現。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正式於2006年開

始試辦，2009年試辦期滿3年，納入教育部

2009-2012年施政計畫重點，改以常態性政

策辦理，刪除「試辦」二字，並修正名稱為

《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要

點》（教育部，2010c）。實施至今，其申

請模式多樣化，包括「逐年申請」及「多年

期申請」兩類。多年期申請可包括2年期、3
年期和4年期，其辦理方式在尊重學校本位

，以及「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教師專業

成長」相輔相成的原則下（見圖3），可採

多元模式進行，包括「漸進強化模式」（逐

年增加評鑑層面，逐年改變評鑑方式），以

及「多年循環模式」（評鑑與專業成長的不

同組合方式）（詳見張新仁、馮莉雅、潘道

仁、林美惠、王美惠、王俊哲、張翠倫，

2010）。

　　由於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學校，必

須尊重教師的自願性，以及通過校務會議同

意（2011年11月4日修訂為增加通過學校課

發會同意），因此，參與的比率較低。推動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至今已邁入第六年，

參加的學校數、教師人數與比率有逐年增加

的趨勢（見表1），截至100學年度，計有

1,028校數參加，超過全國校數的25％，參

與的教師人數共24,961人，超過全國中小學

教師人數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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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95-100年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參與情形

項目 總計高中職國中國小

年度 比例數量分類

95
學校數

教師數

126

2,313

163

3,514

174

4,124

354

7,349

455

8,718

568

9,936

比例數量比例數量比例數量

96
學校數

教師數

97
學校數

教師數

98
學校數

教師數

99
學校數

教師數

100
學校數

教師數

備註：100學年資料統計時間係截至100年10月7日止（資料來源：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輔導網絡網站）

2010年8月底，教育部召開「第8次全國

教育會議」，對於積極擴大辦理「中小學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與推動「中小學教師績效

評鑑」具有高度共識，並列入2011年《中華

民國教育報告書》行動方案「陸：優質教師

專業發展方案」中，其中明確指出四項具體

措施，包括：「2-2-3持續推動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並研議相關機制（含評鑑工具與評鑑

人員等事項）」、「3-1-1委請學術機構就

教師評鑑制度之規劃及推動進行專案研究，

並邀請相關教育團體提供意見」、「3-1-2
依據教師評鑑制度之規劃及推動研究結論修

正《教師法》，賦予教師評鑑法源基礎」、

「3-1-3依據『教師專業標準』及『教師專

業表現指標』發展教師評鑑檢核指標，培訓

教師評鑑專業人員，評選適當教師評鑑機

構」。（教育部，2011a）
2011年9月，教育部委託國家教育研究

院完成「中小學教師評鑑制度規劃研究」草

案之規劃，包括：（1）提出教師法中關於

教師評鑑文字內容之修法建議，（2）規劃

涵蓋形成性「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總結性

「教師績效評鑑」的完整「中小學教師評鑑

制度」草案，包括評鑑方式、程序、結果

處理、標準作業流程，（3）「教師績效評

鑑」在尚未納入教師法之前，先以落實「教

師成績考核」作為重點，並提出教師成績考

核檢核指標與檢核工具之建議。其年終考核

結果，作為教師是否晉級及發給獎金之依

據；必要時，並作為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8
款之重要參考。教師評鑑如納入《教師法》

之後，則依法訂定相關辦法，將教師成績考

4.7%

2.3%

6.1%

3.5%

6.6%

4.1%

13.3%

7.4%

17.29%

8.83%

21.5%

10%

31

605

49

1,484

67

2,271

116

3,629

129

3,688

168

4,182

4.1%

1.2%

6.6%

2.9%

9%

4.4%

15.7%

7.0%

17.67%

7.14%

22.72%

8%

16

527

29

1,097

54

2,305

144

4,622

206

9306

293

10,843

3.4%

1%

6%

2.1%

7.20%

4.5%

30%

9.0%

30.75%

17.33%

57%

20%

173

3,445

241

6,095

295

8,700

614

15,600

790

21,712

1,028

24,961

4.4%

1.6%

6.23%

3%

7.62%

7.28%

15.86%

7.68%

19.60%

10.64%

26.43%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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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辦法轉為教師績效評鑑辦法（吳清山、曾

憲政、張德銳、張新仁、陳榮政、洪詠善、

廖耘彗，2011）。至此，完成規劃台灣完整

的「中小學教師評鑑制度」雛形。

教育部自2006年推動中小學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以來，陸續完成相關重要配套措施，

不斷促進教師專業發展。茲摘述如下：

1. 培育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人才

有鑑於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需要大

量的宣導，以及培訓專業評鑑與輔導人員，

教育部陸續委託學術單位規劃一系列評鑑人

才培育課程。2005年11月規劃4類評鑑相關

課程：「推動知能研習」、「評鑑人員初階

研習」、「教學輔導教師培訓研習」及「講

師培訓研習」；2008年6月有鑑於評鑑人才

課程深化之必要，再規劃出「評鑑人員進階

研習」課程；2009年3月為擴大辦理初階評

鑑人員研習，委請學術單位規劃部分評鑑人

員初階研習課程遠距教學製作，並於2010年

7月正式線上運作（http://olc.moe.gov.tw）；

截至目前為止，完成部分教學輔導教師線上

課程。

為擴大辦理評鑑人才培育，2009年6
月15日，教育部成立北北基、桃竹苗、中

彰投、雲嘉南澎、高高屏、花宜東等7個
區域人才培育中心，主辦下列研習：（1）
評鑑人員進階研習，（2）教學輔導教師研

習，（3）進階講師研習。歷年各評鑑人才

培育數量，見表2。其中，初階研習、進階

研習、教學輔導教師研習課程，均事前規

劃完整的課程內涵（http://tepd.moe.gov.tw/
chinese/02_curriculum/00_overview.php）、

授課方式與補充資料，培訓課程需全程參

與，缺課需補課。進階與教學輔導教師參加

完培訓課程，僅能給研習時數，需完成實

作，繳交學習檔案後，經過審查認證通過

者，方能授予證書。

表2  歷年各評鑑人才培育數量統計

類別 評鑑人才培育人數

年度

初階

研習

輔導

委員

輔導

夥伴
講師

教學輔

導教師

進階

研習

初階

證書

95高中職 未統計 未規劃 未培育 規劃中 未培育未統計

95國中 未統計 未規劃 未培育 規劃中 未培育未統計

95國小 未統計 未規劃 未培育 規劃中 未培育未統計

22

96高中職 未統計 未規劃 8 11 3未發出

96國中 未統計 未規劃 11 13 4未統計

96國小 未統計 未規劃 63 45 25未統計

33

97高中職 762 0 100 14 29150

97國中 1900 0 29 8 231900

97國小 3500 0 186 54 1363500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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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高中職 742

1900

3500

837

3023

7552

2200

3000

5500

97國中

97國小

59

98高中職

98國中

98國小

128

99高中職

99國中

99國小

135

資料來源：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輔導支持網絡網站

2. 編印各種評鑑相關參考資料

為順利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育部

逐年委託相關學術單位編製以下的書籍與影

音資料，並可於相關網站下載（http://tepd.
moe.gov.tw/, http://teachernet.moe.edu.tw/）：

（1）與政策宣導有關的《試辦中小學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宣導手冊》。

（2）協助學校工作推動的《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工作參考手冊》。

（3）收錄學校辦理案例、以及採訪參

　　　　   

（4）拍攝教學觀察與回饋系列篇/教學

　　　　   檔案與評量系列篇。

（5）提供初次與續辦學校多元評鑑與

　　　　  成長模式的《推動中小學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參考手冊》。

（6）協助評鑑人員如何進行教學觀

　　　　   

（7）聚焦於如何教學觀察與回饋的

　　　　   《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人員      

3. 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國際交流活動

（1）辦理國際性研討活動

　　 

（2）參訪國外推動實務情形

　　 2008年起，首度由教育部教育研

　　 　　究委員會規劃，選派續辦教師專

2006至2008年期間，每年邀請英

國、美國波士頓、馬里蘭及德州

等專家學者來臺，辦理為期1至2
天的國際性研討會，以介紹國外

的教師評鑑制度，分享辦理的實

務運作經驗，並進行現場實作指

導。2009年起，為深化評鑑人才

之評鑑知能，改以工作坊形式，

每年調訓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的學校團隊（含校長、主任、教

師共4人）、7個區域人才培育中

心負責人。2011年持續辦理的工

作坊，更擴大邀請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講師、教師會及家長會代表

等參與研習活動，以期建立推動

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共識

（教育部，2011b）。

與教師、輔導委員與夥伴觀點與

故事的《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案例專輯》，共4本。

察與回饋、教學檔案評量、撰寫

綜合報告的《中小學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人員參考手冊》。

29

23

136

32

23

121

29

52

247

14

8

54

0

0

0

初階14 

初階19 

初階90 

100

29

186

87

61

247

50

22

95

0

0

0

193

141

516

397

192

614

150

1900

3500

0

1798

4586

1667

2106

5118

參考手冊—教學觀察分析與回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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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發展評鑑的高中職、國中小校

4. 檢討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成

　　 　效

教育部為瞭解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

成效，分別委託研究成效評估與後設評鑑，

包括2008年「高級中等學校試辦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之成效評估」報告（趙志揚、黃曙

東、楊寶琴、賴虹霖，2008），以及2010年
「試辦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方案評鑑

（II）」報告（潘慧玲、王麗雲、張素貞、

吳俊憲、鄭淑惠，2010）。根據上述教育部

方案調查結果顯示，約有八成以上表示滿意

方案實施成效，惟只有五成以上認為達成方

案目的，六成左右認為未來正式實施方案具

可行性。受訪者對於計畫內容具有相當高的

瞭解度與接受度，也都肯定能協助教師專業

成長。惟縣市層級的承辦人力與講師人力不

足，學校未完全依照計畫流程實施，時間不

足為最大困難，最需要的配套措施為教師評

鑑的法源，以及教師專業發展系統。不同縣

市所屬學校的參與率、支持系統、方案活動

與方案成果不同，不同層級學校的方案活動

與方案成果也有差異。　　　　　　　　　

（二）建立「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發展教

　　　師領導能力，協助新進與個別需求教

　　　師

國外推動「教學輔導教師」（mentor 
teacher）制度，旨在由獲得專業訓練認證的

資深優良教師，輔以減課配套措施，協助校

內教師提升教學專業與改善班級教學。教育

部於2007年起，針對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之學校培訓教學輔導教師，作為協助評

鑑後續性專業成長的配套措施之一。其推薦

資格為：1. 5年以上正式教師之年資，並有5
年以上實際教學經驗，2.具學科或學習領域

教學相關知能，3.有擔任教學輔導教師之意

願，4.能進行教學示範，並能輔導其他教師

教學，提供相關教育諮詢服務，協助教師解

決問題，5.具有評鑑人員初階證書，並有自

評及校內評鑑的實際經驗。甄選參考標準如

下：1.具有豐富的任教學科專門知識，2.具
有課程設計的能力，3.具有良好的教學能

力，4.經常且願意做教學示範，5.具有人際

溝通的技巧，6.具有開放、包容的心胸與人

格特質，7.其他教學輔導知能。培訓的內涵

包括：教學輔導理論與實務、人際關係與溝

通、課程教學與班級經營、教學觀察與會談

技術、教學行動研究等共計七天42小時之研

習課程，經由認證後仍須參加12小時的在職

成長課程。事實上，接受教學輔導教師培訓

之前，學員均已完成18-20小時的評鑑人員

初階研習，以及三天18小時的評鑑人員進階

研習。

教學輔導教師的主要職責，是協助初

任教學3年內之正式教師、新調校服務第1
年教師、1學年以上之長期代課教師、自願

追求精進需要協助之教師、經評鑑認定未達

規準之教師。教學輔導教師以輔導二名教師

為限，每輔導一名教師得減一節課，跨校輔

導得減二節課；如無法減授節數，得改發鐘

長、主任及教師，由教育部率團

前往美國麻州，由波士頓教育局

協助安排參觀當地學校的教師評

鑑實務與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

以深化研習評鑑理念、強化評鑑

能力，每梯次7-11天（教育部，

2012）。該海外研習至今已持續

辦理四年，其多數成員返台後經

由甄選，成為「教育部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中央輔導群」團員，赴

各縣市積極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並協助辦理7個區域人才培育

中心的輔導委員與夥伴研習，藉

以轉達教育部政策與配套措施，

並適時反映各地的困難以研提解

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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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費。其工作內容為：1.協助服務對象了解

與適應班級（群）、學校、社區及教職之環

境，2.進行示範教學，3.觀察服務對象之教

學，提供回饋與建議，4.與服務對象共同審

視教學內容，協助服務對象建立教學檔案，

5.在其他教學事務提供建議與協助，例如分

享教學資源與材料、協助設計課程，6.撰寫

輔導報告。

臺灣推動教學輔導教師至今，其功能

受限於減授時數過少，教學或行政工作負擔

沉重，缺乏與夥伴教師進行互動和共同討論

的時間（許籐繼、張德銳、張新仁、謝寶

梅、丁一顧、黃嘉莉、張民杰，2010），且

目前侷限於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學校。

未來建議視少子化教師超額趨勢，全面普遍

設置教學輔導教師，逐步邁向教學輔導教師

專職化，增加減授時數，並可擴及至各校、

各學習領域/學科，成為協助個別教師課程

規劃、教學設計、班級經營與減輕教師同儕

工作心理壓力的重要支持系統，並可進一步

鼓勵教學輔導教師帶領專業學習社群，以發

展教師領導能力。目前受少子化影響新進教

師員額急遽縮減，教學輔導教師以其嚴謹的

培訓內容與認證過程，應足以擔任實習輔導

教師的工作。此外，未來教育部即將研擬

的實習學校認證機制，或是專業發展學校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chool)建置標準，

建議可將校內受過評鑑人員進階研習、教

學輔導教師培訓的人數，以及實施教學輔

導成效等，作為重要考量依據（張新仁，

2010）。　　　　　　　　　　　　　　　

（三）推動中小學專業學習社群，以同儕合

　　　作方式集體探究與學習，提升教學專

　　　業

根據國外研究指出，高品質的教師

專業成長內涵應以教學實務為主軸，並

與實際任教的班級與學校的教學脈絡相連

接，進行長期持續性學習，符合這些要素

的最有效運作模式則為「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Masters, 2003），其主要特徵，是指由一

群具有共同信念、願景或目標的教育工作

者，經由協同合作方式，進行專業對話與分

享，共同探究學習與問題解決，並持續致力

於促進學生獲得更佳的學習成效（張新仁、

王瓊珠、馮莉雅，2010）。

2009年，教育部委託學術單位撰寫《中

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手冊》，並於2010年
起，大力推動以學校為本位，由志同道合的

教師自發性組成「專業學習社群」，希望改

變長期以來教學研究會、課程發展委員會流

於形式與效果不彰的困擾。「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可採取年級、學科（群科）/學習領

域、學校發展任務，或專業發展主題等多元

組成形式，並可多元運用下列方式進行，包

括：協同備課、教學觀察與回饋、同儕省思

對話、建立專業檔案、案例分析、主題經驗

分享、主題探討（含專書、影帶）、新課程

發展、教學媒材研發、教學方法創新、標竿

楷模學習、新進教師輔導、專題講座等多

元組合進行（張新仁、王瓊珠、馮莉雅，

2010）。

為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教育部

陸續提供以下配套措施與資源：1.編印《中

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手冊》，2.提供社群

成功案例，3.訂定實施計畫與經費補助，

4.分區辦理計畫宣導與經驗分享說明會，

5.鼓勵與學校向其他教育部門申請之計畫結

合，6.編印《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領頭羊葵

花寶典》，7.培訓社群召集人。此外，教育

部將補助參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學校辦

理的教師專業成長經費，變更為補助辦理教

師專業發展社群之經費，希望「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能有效結合評鑑前的「討論校本

專業發展評鑑規準」、評鑑中的「教學觀

察」、「教學檔案」，以及評鑑後的「專業



專　論

教育人力與專業發展 21第29卷第1期　101．02

成長計畫與執行」，以便建構完整的「教師

專業發展循環系統」。

兩年來申請核准的「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逐年擴增（見表3），2010年度國中小

學校申請專業學習社群數，國中計有73所學

校、187個社群；國小計有256所學校、616
個社群。2011年度，國中計有85所學校、

227個社群；國小計有366所學校、828個社

表3  99/100年度參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學校獲核准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統計

縣市

參加社群人數社群數目學校數

99年

國小 國中

基隆市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縣

新竹市

新竹縣

苗栗縣

台中市

南投縣

彰化縣

雲林縣

嘉義市

嘉義縣

台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台東縣

花蓮縣

宜蘭縣

澎湖縣

合  計

核 定

經 費

（元）

100年

國小 國中

99年

國小 國中

100年

國小 國中

99年

國小 國中

100年

國小 國中

0

30

10

3

5

9

11

26

0

22

12

2

5

22

18

46

8

8

16

3

256

0

16

3

1

4

1

4

2

1

1

0

0

4

0

18

12

2

2

2

0

73

4

44

24

5

6

19

27

35

6

32

10

2

4

23

27

51

14

12

21

0

366

2

27

4

1

7

2

3

2

3

1

0

0

4

1

13

10

1

4

0

0

85

0

100

31

5

16

12

20

78

0

39

28

5

11

57

44

98

15

17

37

4

616

0

30

8

3

13

2

5

8

1

1

0

0

8

0

65

32

3

4

4

0

187

7

125

59

11

16

27

32

111

1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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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99年教專計畫：國小：12,786,657元；國中：3,254,145元
100年教專計畫：國小：18,890,217元；國中：4,939,502元

資料來源：根據教育部資料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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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置教師專業發展輔助平台，提供教

　　　師評鑑與專業發展網路資源

1.建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輔導支持網

　　　絡」

為協助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教育部

委託學術機構於2007年建構「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輔導支持網絡」，其功能主要為人力輔

導與網站輔導（教育部，2012）。在人力輔

導部分，包含中央輔導群、輔導委員及輔導

夥伴，各有不同輔導對象與分工。此外，協

助7個區域人才培育中心召開聯席會議，協

商培育課程內涵、方式，以及其他辦理之問

題。

在網站輔導部分（http:// tepd.moe.gov.
tw/），主要協助各縣市教育局/處、學校與

教師瞭解「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實施，網

站主要提供輔導諮詢人力、研習課程與活

動、資源專區、最新資訊、實施現況統計資

料等專區，蒐集各縣市教育局處與學校遭

遇之問題，並提供解答服務。2011年並單獨

設立線上課程學習平台（http://olc.moe.gov.
tw/），提供評鑑人才的線上研習課程。 

2.建置「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整合平

            台」

教育部長期以來，委託不同學術單位

建置許多有助於教師專業發展的相關資源網

站， 然而缺乏整合平台，且部分專業團隊

並未能持續長久經營，對教師專業發展之推

動，恐無法發揮功能整合之效益。因此，教

育部自2006年起委託學術單位詳細規劃「中

小學教師專業發展整合體系與認證機制」，

並於2010年8月4日「99年度第二次全國教

育局處長會議」中正式啟用「中小學教師

專業發展整合平台」（http://teachernet.moe.
edu.tw/）。此平台以促進教師教學專業為核

心，網羅公部門與民間將近270多個中小學

專業成長資源，旨在締造高品質中小學教師

專業成長資源集散中心，希冀成20萬中小學

教師專業成長的「單一窗口」。該平台建有

六個子網站，主要功能如下：

（1）提供中小學教師線上專屬圖書網

　　　　  站，協助教師精進教學專業核心

　　　　   能力。

（2）提供中小學各領域課程資源與教

　　　　  學實務影帶，增進教師教材教法

　　　　   知能。

（3）提供國內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知識

　　　　  庫，以及成功社群案例經驗分享

　　　　  影片，協助教師參與社群以落實

　　　　   校內專業成長。

（4）建立中小學教師標竿典範學習網

　　　　  頁，網羅近年來全國教育界的

　　　　  個人及團隊楷模標竿，如教學卓

　　　　  越團隊、 Greatech、優良教材、

　 　 　  領 導 卓 越 校 長 、 師 鐸 獎 、

　　　　  Innoschool等，以達成知識管理，

　　　　   典範經驗傳承之功能。

（5）建置智慧型線上教師自主規劃系

　　　　  統，提供教師專業成長客製化診

　　　　   斷與處方。

（6）提供線上網路演講廳，幫助教師

　　　　  進行專業發展評鑑與後續性專業

　　　　   成長。

（7）提供專家人才資料庫搜尋，促進

　　　　   專業成長對話與互動。

四、結語—臺灣教師專業發展

　　的未來展望跡

臺灣目前「教學輔導教師」、「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等制度的建立，侷限於參與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學校，尚未全面普遍設

置，其主要功能為教師專業成長的配套措

施，彼此相輔相成，形成「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系統」。兩者均可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

改善學生的學習成效，但前者以協助校內新

進教師、個別需求之教師為主要功能；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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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同儕合作方式，共同探索、學習、分享

和解決教學實務問題。由於教師評鑑與專

業成長是一循環系統，因此「教學輔導教

師」、「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可穿插運用

於任何一過程。至於「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網」、「教師專業發展整合平台」，則為協

助「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系統」順利進行的網

路資源平台。顯見臺灣教師專業發展已不再

侷限於早期的教師在職進修，而是邁向多元

而優質的專業發展里程碑。

未來臺灣教師專業發展提出新的展望，

應優先促使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制度儘速法制

化，並建置完整的教師評鑑機制，重視評鑑

專業人才的培訓與認證。然而，根據調查，

現有教師工作負荷重且內容繁雜（吳忠泰、

薛宗煌、楊超雲、于居正、吳靜宜、蘇宗

賢、楊文錠、王愛君、黃俊斌、任懷民，

2006），不利於投入專業成長，學校也不易

安排教師共同不排課的專業成長時間。教育

部在加速教師進修和教師評鑑法制化，使教

師專業發展成為教師應盡的職責和應有的權

利之時，應正視教師專業發展時間與備課、

教學、班級經營、學生輔導、參與學校行政

事務時間產生競合的困擾，檢討及調整教師

工作量，使教師得以兼顧專業發展及本職工

作。

「國家的未來在教育，教育的品質在良

師」。國外實證研究發現：教師素質是預測

學生成就的最重要因素（Kaplan & Owings, 
2001; Rowe, 2003; Whitehurst, 2002），因

此，教師素質的高低攸關教育的成敗。教育

部門應大力投資，提供優質的支持系統，推

動並激勵教師持續不斷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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