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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把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當成是教

師專業發展的重要策略，因而投注教育資

源，鼓勵教師參與。社會大眾似乎同意藉助

教師評鑑，來提升教師專業能力，然教師卻

對評鑑敬而畏之，因而教育部在政策上，大

力強調教師專業發展為主軸，形成性評鑑為

方法，企圖在政策上導引教師評鑑成為專業

發展的重要途徑。究竟教師評鑑與專業發展

有何關係？教師評鑑在協助教師專業發展上

需要關注哪些層面？正為本文意旨所在。

教師提升教學知能，改善學生學習成

效，在專業上不斷成長，為教師專業發展的

本義，然而教師專業要發展，首先必須瞭解

專業發展內涵，否則不知發展重點與內涵，

其發展必然落空；其次，教師也需認知本身

在每項發展內涵之發展的程度，才能掌握本

身在教學上的優缺點，據以作為改進的起

點。很自然地，教師評鑑在理解教師發展內

涵及瞭解本身發展程度上有其功能，此一存

在的價值，可視為教師評鑑在教師專業發展

過程中形成性評鑑的角色。

其次，教師評鑑由對象來區分，可略分

為自我、校長、主任、同儕、學生、家長及

學者專家等人員，如果要強調形成性評鑑功

能，採用自我、同儕及學生等人員評鑑較為

有用；其中學生對教學評鑑，因其年紀小，

不易獲得客觀有用資料，而自我及同儕評鑑

則有用得多，原因在於教師專業發展，需先

瞭解專業內涵及本身發展程度，自我評鑑正

符合此一需求，教師自能我檢視教學知能發

展程度，才能察覺其弱點，認知到需要改進

之處；然自我評鑑也有盲點，如對於有效教

學指標的理解與認識，過於寬鬆或瞭解不夠

深入，而同儕評鑑可以減少類似問題，因而

同儕評鑑成為教師專業發展採用的一種評鑑

方法。

目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多用教室觀察，

觀察教學並非坐在教室觀察同儕教學，然後

依檢核表勾選其符合程度而已，其實學科教

材及目標不同，其教學方法當有所差異，故

觀察教學除掌握有效教學指標內涵，並對如

何達成有效教學的教學方法熟悉外，尚需要

具備分析教學歷程的能力，才能判斷教師在

特定情境下的教學，是否恰當地掌握教學原

則，達成教學目標。所以，觀察者需具備教

室觀察能力，而教學優異的教師，也不一定

是一位稱職的觀察者，但是同儕觀察確實在

瞭解其他教師的教學技巧與方法上有所助

益，對於發展與提升其專業能力具有正面與

積極的效用。

教室觀察乃對教師教學進行評價，雖然

形成性評鑑無涉考績及不適任教師問題，但

「他人」進入「我」的教室，必然引起觀察

者與被觀察者的緊張關係，如果同儕之間缺

乏信任，其教學必然不是「平常真實」情

況，觀察者既然無法觀察實際教學情境，觀

察結果與改進作法效果當然存疑，此點反映

在平日學校教學觀摩的效果不彰，可見一

般。因而，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不

宜強迫教師加入，否則教師意願不高，其教

室觀察必然虛應故事；反之，先鼓勵教師發

展同儕夥伴關係，建立彼此合作分享的文

化，願意開放自我，打開教室大門，歡迎同

儕進入協助成長，才能發揮政策預期之成效。

教學觀察完成後，需與教師討論觀察結

果，使能透過「他人之眼」，發現自我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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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此時觀察者與被觀察者都需要克服認

知與心理的障礙。首先，觀察者係依據教學

內涵指標，來主觀判斷其符合程度，他相信

自己是「客觀」的，但是觀察者常受限於本

身對教學內涵認知標準、判斷事物的寬嚴及

觀察對象間的差異等因素而受影響。因此，

觀察者對所觀察到的現象應採建議性質，供

教學者參考；而教學者也應有察納雅言的度

量，並有願意嘗試改變的心向，力求教學創

新與變革。換言之，觀察者儘量以正面積極

鼓勵引導的方式，來協助被觀察者瞭解其問

題，協助教學改進，以提升其專業能力。

總之，以教師評鑑當作教師專業發展的

工具，在專業內涵理解、教師同儕心理、教

師文化以及觀察人員、歷程、結果與應用等

因素都要審慎，畢竟觀察同儕的教學行為，

需要安全不受威脅的環境與信任的關係，

才能有效達到專業發展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