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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句話

固然說明人才培育之不易，然卻不能成為教

育工作者，對人才培育責任的推託之詞。教

育可以慢工但產出務必是細活。換言之，教

育活動不僅要講究過程，更要重視成果之優

質與否。隨著工業化與科技化社會來臨，追

求標準化流程及精良產品品質的要求，逐漸

滲透至社會生活各層面，教育當然無法避

免，過去教育被視為神聖志業，也在此一概

念架構下平凡化，並向工業產品看齊，因而

教育品質遂成為教育體系內外，扮演衡鑑教

育成果的最佳代言人。

優質教育是人人企求的目標，但是如何

定義教育品質才是重點？望文生義「品質」

是指人品或物品的良劣程度，顯然「教育品

質」是指「經過教育體系所培養的學生，其

知識、能力與道德符合社會期望的程度」。

不過前述「教育品質」定義仍十分抽象，而

且蘊含較為多元的價值內涵，基於溝通及理

解方便，分別以「學習成就」及「能力表現」

來說明，雖然兩者不易明顯區分，仍試圖稍

加釐清，前者係學習者在教育系統中，其學

習結果與設定目標之符合程度；後者是學習

者離開學校後的各方面表現與社會需求契合

程度。換言之，不管在教育體系內外或國內

外比較，學生學習成就表現究竟是一代不如

一代，還是一代超越一代，如果答案是後

者，教育品質自然受到社會大眾的認可。

優質教育既是教育理想目標，也是全體

教育工作者及全民共同努力的方向，因為教

育成果與績效，除了教育人員負主要責任

外，尚包括受教育者及家長的參與，以及全

民的監督。教育歷程有如蓋房子，更多人願

意參與藍圖設計與建造過程應該是好事，參

與不僅代表關心，運作流程即是學習，而且

參與者眾多，教育資源必然更為充沛，學習

者受到照顧更多，相對的監控者也如影隨

形，其學習基礎與成就較為穩固。所以各階

段教育、教育系統所有成員，如能善用各種

機制把關與管控，共同有計畫的致力於維

持、改進及提升教育品質，則教育更易獲得

社會大眾肯定與信賴。

教育品質需要管控機制監測，即時有效

的監測有助教育品質的提升，在當前社會及

學校如採取下列作法，可以進一步提升教育

品質。

㆒、檢討教育環境，持續改善

更新

教育人員常受限於教學工作特性，埋首

學校作育英才，以為只要用心投入教育工

作，定然能培養優質學生，然而外在大環境

多所變遷，教育思潮與理念也逐步轉變，學

生日益多元化，教育工作者必然要與時俱

進，持續調整自我，改進教學環境。雖然教

育成果並不容易在短時間看到明顯效果，但

是持續改善環境，提升教學品質，必然有助

學生學習表現。

環境改善主要仰賴學校成員，是否具備

品質管制相關能力才是關鍵。因而，學校宜

經常辦理教育品管的活動，培育校長及行政

主管之研究發展能力，訓練全體員工發現與

解決問題，主動積極排除學校教學環境中有

礙學生學習與發展的障礙，進而設計讓學生

能自我成長學習的環境，激發學生學習的動

機及意願，提升教育品質的目標必然可期。

教育品質與管控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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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建立管控機制，檢視教育

品質

提升學生學習成就需要建構合適機制，

並密切觀察學生成長與進步歷程，學校可以

建構以「學生學習成就」為目標的系統化品

管機制，訂定學生在各年段應具備的知識能

力指標，定期檢視課程教學品質，檢討學生

學習成就與知識能力指標的落差，進而提供

補救教學，持續補強學生學習成果。

㆔、教育系統㈲機組織與管

理，提升教育品質

教育系統環環相扣，依層級劃分之學校

制度各司其職，所以各階層教育均應善盡其

責，若學生學習表現不盡理想，則要運用教

育專業知能，改善學生學習成就，讓學生學

習表現符合該階層或該年段之成就水準，以

免憑添更高階段教育人員困擾。

其次，學校中負有教學輔導主要責任的

就是教師，他們對學生學習要負大部分的責

任是毋庸置疑；但是教育品質無法僅依賴教

師就能畢其功，學校行政需提供支援。行政

上在校長領導下，就教育工作本身擬訂完善

計畫，並各自做好執行與考核，使得教育品

質責任得以確保；當然教師也應以國家教育

目標為指標，與行政人員及家長齊心協力一

起努力，共同協助學生的學習與成長。

㆕、家庭與㈳會體系㈿同與㈼

控，維持教育成效

教育品質要優質，完全仰賴教育體系人

力與資源並不足夠，適度引入家庭與社會資

源，讓學校、家庭與社會一起參與，如此一

來，家長能參與學校的教育活動，也會有積

極意願配合學校的教育需求，學校教育效果藉

助社會及家庭力量強化，使得「家庭—學校—

社會」形成教育整體，一起提升教育品質。

總之，運用教育品管機制，有利監控學

校教育發展，品管過程需要全體教育人員、

家長及社會參與，相信更多人力與資源投入，

教育品質才能更優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