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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前言

讓學校教育回歸課程與教學的本質，協

助教師教得更成功，學生學得更有效，進而

提升教育的品質，是社會大眾以及教育工作

者的共同期待（楊振昇，2003）。教育部依
據民國92年全國教育發展會議結論及建議事
項，訂定「補助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

計畫」（教育部，2006），於95學年度起鼓
勵全國中小學參與試辦。試辦三年後，教育

部於98學年度將試辦之字眼改為辦理，並開
始另一個為期四年之實施計畫，但其本質、

內容與作法維持不變，亦即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係一種形成性評鑑，目的在協助教師瞭解

教學之優點、待改進之處，並進一步協助教

師改進教學或提供適當的在職進修課程和計

畫，以提升教學品質，促進教師的專業發

展；它和教師績效考核、不適任教師處理、

教師分級制度脫勾處理，並無關聯（教育

部，2008）。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方案的立意良好，實

施以來是有些成效。張德銳、周麗華、李俊

達（2009）以臺北市一所國小為研究對象，
發現個案學校實施形成性教師評鑑的成效，

包括：（1）促進專業對話，激發教學省思；
（2）解決教學問題，提升教學效能；（3）
記錄評鑑歷程，產出行動研究作品。李昆璉

（2007）以新竹縣一所國小為研究對象，發
現個案學校的實施成效為：（1）強化專業社
群關係，形成追求專業之組織文化；（2）建
立以學校為本位之視導機制與教學輔導體

系；（3）促進「教學績效、學習成效、辦學
效能」三效合一；（4）教師因專業發展之成

就感而持續參與專業發展評鑑；（5）教師因
主體覺知而能建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意義。

可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如果確實執行的話，

會對教師的教學有實質上的幫助。

惟一個立意良好的政策，在執行上難免

會有問題需要克服。問題並不可怕，可怕的

是缺乏解決問題的意志和能力。協助呈現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實施問題，以策勵未來的

發展方向，是本文撰稿的目的。為利讀者瞭

解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自95學年度實施以來的
主要問題，本文作者擬從教師、學校、教育

行政主管機關三個角度來探討，然後分就這

三個層面，各提出若干改進策略。

㆓、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實施

問題

（一）在教師方面

1.對試辦計畫疑慮和不信任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試辦三年以來，教師

會因參與而瞭解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本質在

「改善」（improve）教學品質，而不是在「
證明」（not to prove）教學績效（李昆璉，
2007）。惟仍有非常多的基層教師會「談評
色變」，擔心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現在或者未

來會和教師績效考核、不適任教師處理、教

師分級制度掛勾處理，是實施教師評鑑的最

大隠憂（石璧菱，2003；鄭進丁，2007；劉
祐彰，2008）。
2.評鑑專業知能不足

教育部補助試辦計畫中規定具三年以上

正式教學年資，並完成為期三天的評鑑人才

初階研習，取得研習證書者，現階段即可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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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評鑑人員。惟劉祐彰（2008）指出評鑑
是門專業的學問，兼具嚴謹且精確的歷程，

若是評鑑人員所受的專業訓練不足，專業知

能不夠，都會造成認知上的落差，不利評鑑

工作的推動。張德銳等（2009）發現，個案
學校教師的評鑑知能不足，對於評鑑規準以

及評鑑實施方式仍難以充分掌握。黃琇屏（

2009）亦指出，評鑑人員的儲訓人數不足、
評鑑人員的專業性待加強，亦是當前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的實施困境。

3.教師工作負擔過重，時間難以配合
黃琇屏（2009）指出：依現行授課時數

標準規定，沒有兼任行政工作與導師之教

師，每週授課時數至少為22節，教師忙於教
學備課與班級級務，雖有意願提升教師專

業，參與教師評鑑工作，惟礙於時間因素難

以配合。許多研究（林幸君，2008；吳金
香、陳世潁，2008；張德銳等，2009；羅國
基，2007）亦指出：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會增加教師工作負擔，影響教學時間，耗費

時間心力如又得不到回饋，會影響教師的參

與意願。

（二）在學校方面

1.宣導溝通不足
李坤調（2007）、羅國基（2007）的研

究皆發現學校在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時，

若溝通宣導不足或溝通方式不適當，會造成

教師排斥多於接受，而無法在校務會議時通

過試辦計畫。張德銳等（2009）亦發現：個
案學校在申請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初期，

由於申請的時間緊迫，試辦計畫與推動策略

的研擬缺乏教師的參與，造成教師的質疑。

再者，學校在試辦計畫內定校內教學輔導教

師與夥伴教師一定要加入評鑑方案，致使部

分教師覺得「半強迫參與」。另外，有些教

師在上學期仍不知試辦計畫的詳細期程，以

致參與教師仍不知道評鑑要做什麼。

2.教師分成參與與非參與兩大區塊，增加行

政負荷與挑戰

張德銳等（2009）發現：個案國小利用
週三進修時間，同時進行參與評鑑教師的專

業成長和非參與評鑑教師的自主成長活動，

教師隱約分成兩大區塊，由於一校兩制，對

於行政人員以及非參與評鑑的教師雙方都產

生壓力。對於行政人員而言，會增加原本既

已沈重的行政負荷和困難度；對於未參與評

鑑的教師自主成長團體而言，雖然在過程中

壓力較小，但成長帶領人對於必須在專業成

長後開檢討會，也必須在期末發表會上報告

成長內容，感到頭痛、壓力大。李坤調（

2007）的研究亦發現：試辦階段採教師自
由意願參加立意甚佳，惟同一學校內的教師

被分成試辦與非試辦兩大族群，導致週三教

師進修的課程難以規劃出符合全校教師的課

程，造成教務主任的困擾與負擔。

3.對教師教學成長支援不足
參與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教師，平

日忙於教學工作，要額外找時間討論評鑑規

準、實施教學觀察或者建構與分享教學檔

案，在在都需要行政人員的協助與支持，如

果行政人員無法在空堂時間的調配上、以及

互動空間和互動設備的提供上，充分支援實

際擔任評鑑與被評鑑工作的教師，將使得評

鑑計畫無法順利進行（洪聖昌，2008；劉祐
彰，2008）。

其次，教育部補助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實施計畫規定：被評鑑教師在評鑑後，宜

就教學診斷出來後需要改進成長的地方，提

出專業成長計畫。學校則根據評鑑結果對教

師專業表現給予肯定和回饋；對於個別教師

成長需求，提供適當協助；對於整體性教師

成長需求，提供校內外在職進修機會（教育

部，2006）。然而依據本文作者三年來在大
臺北地區各試辦中小學的訪視輔導經驗，發

現許多參與評鑑的教師們在評鑑後並未提出

與執行專業成長計畫，而學校對於個別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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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性教師專業成長需求的回應與支援亦相

當不足。而依李坤調（2007）的研究則發
現：個案學校申請試辦時的經費預算是15萬
元，結果核准下來的是3萬元，落差太多，
學校實無足夠的經費為教師辦理評鑑後在職

成長研習，加上教師共同成長時間難覓、研

習指導教授不足等因素所限，評鑑後教師專

業成長活動的計畫、執行、與追踪考核這一

個失落的環節，是試辦方案中亟待加強的部

份。

4.教學輔導機制尚未建立
教育部補助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

計畫亦規定：初任教學二年內之教師（不含

實習教師，但含長期代理代課教師）、教學

有困難之教師、以及評鑑後自願成長之教

師，應提供教學輔導教師在教學上的協助、

支持與輔導（教育部，2006）。然而，楊憲
勇（2008）的研究發現：個案學校在評鑑後
在下列三方面仍未建立教學輔導系統：其一

是教師欠缺專業成長計畫編擬的指導；其二

是學校無法提供教師改進缺失的輔導與協

助；其三是缺乏專業教學輔導人力。洪聖昌

（2008）亦發現：在完成評鑑後，對於評鑑
結果處理遭遇的最大困難依序為：（1）評
鑑結果之處理無明確輔導作為與適當獎勵方

式；（2）輔導機制不完備，教學輔導教師
不易選取；（3）評鑑資料不易保密；（4）
評鑑結果易影響教師同儕間和諧氣氛；（5）
教師對評鑑結果不在乎。

（三）在教育主管機關方面

1.缺乏法源依據
在制度方面，研究者最常提出的問題即

是在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尚無法源依

據，對教師無拘束力，導致基層教師對評鑑

採觀望態度，在政策推動上形成相當的阻力

（李坤調，2007；吳金香、陳世潁，2008；林
幸君，2008；黃琇屏，2009；楊憲勇，2008；
劉祐彰，2008）。

2.缺乏多軌道的教師評鑑設計
教育部補助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

施計畫並未對不同階段的受評教師分類、分

軌道處理，提供中小學教師區別化的評鑑

方案，以滿足不同階段教師的成長需求，以

致部份教師覺得教學成長有限，影響其後續

參與的意願（劉祐彰，2008）。有鑑及此，
我國中小學教師評鑑的實施，可考慮美國中

小學行之有年的多軌道評鑑方案之設計。在

這一方面，Danielson 和 McGreal（2000）
便認為一個完整的教師評鑑制度應包含三個

系統（tracks，或譯為路徑或軌道）。第一
個系統係適合評鑑初任教師的「初任教師方

案」（TrackⅠ— The Beginning Teacher 
P rogram），第二個系統係適合評鑑資深
教師的「專業發展方案」（TrackⅡ—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rack），而第三個
系統係適合處理不適任教師的「教師協助方

案」（TrackⅢ—The Teacher Assistance 
Track）。其立論基礎是：初任教師、資深
教師以及不適任教師，各具有不同的需求，

因此其評鑑目的、方式及時間均須有所差

異，才能真正達到公平公正的原則。

3.溝通宣導仍不足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現行推動上的一個困

難，仍在於教師團體的反對或消極抵制。由

於教育部在規劃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制度時，

教師團體和基層教師的參與便相當不足（張

德銳，2004），加上教師團體與教育行政機
關的信任基礎並未建立，教師團體迄今對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政策，仍持消極反對或保留

的態度，這是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未能在國內

中小學順利、有效、普及推動的關鍵因素之

一。由於與基層教師或教師團體的溝通宣導

不足，某教師會網站（2005）更是質疑教育
部的試辦，主要是「請君入甕」，先「評

鑑」再「分級」後「處理」不適任教師的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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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缺乏對試辦學校的支援與協助
此外，政府補助經費亦不足（李坤調，

2007；韓繼成，2008；羅國基，2007），在
經費不足的情況下，有可能會造成講師無法

充分聘請，教師們發展的歷程、專業的對話

沒有經費彙集成冊，以作為傳承（李坤調，

2007）。另外，教育部、教育局對於各試辦
學校在評鑑人力、輔導人力、專業成長資源

平台的整合與支援上仍有待加強（李坤調，

2007；楊憲勇，2008）。
5.教師評鑑管理系統仍有待建立

林明地（2007）指出，目前正在推動試
辦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雖然試辦過的老師

會認同，而且協助教師專業發展的評鑑也是

「對」的方向，但如果「做不好」，可能是

「管理不足」（undermanaged）的問題，換
言之，林氏認為目前國內的各項教育評鑑工

作，最欠缺的是一套可以排除教育評鑑所產

生的問題與來自學校教育人員之抗拒的評鑑

管理系統或配套措施，包括資料蒐集、分析

與運用等重要內容，重點應放在如何協助學

校與教師「做好」教育評鑑工作。

㆔、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解決

策略

針對上述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所遭遇

的問題及困難，茲依序就教師、學校、教育

主管機關等面向，提出解決策略如下：

（一）在教師方面

1.認同專業，永續發展專業
誠如大前研一（2006）在《專業－你的

唯一生存之道》中所說的：「如果沒有專業

的實力，資格只不過一張紙罷了」（p. 24）。
任何專業的從業人員必然會接受某種形式的

評鑑，而身為專業的教師實可以運用「評

鑑」這一個工具，來發展自己的專業，厚植

自己專業的實力，以便對自己的專業以及顧

客－學生負責。

教師們與其擔心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會和

教師績效考核、不適任教師處理、教師分級

制度掛勾處理，不如透過參與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體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唯一目的在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並督促教育行政機關不

要讓本制度變樣或走調。因為唯有參與，才

能主宰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走向，才能確保

教師在教學專業中的主體性。

2.善用教師評鑑促進教學省思
現代教師最需要培養的習慣和能力應是

教學省思；具有省思能力的教師，現在教學

表現即使不盡理想，但他成長和成熟速度會

較為快速，會有極佳的潛能成為明日卓越的

教師。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務中，作者深

信「自評即省思」，是故建議教師善用自評

工具，瞭解自己教學的優點和特色以及待成

長和改進的空間，然後提出與落實專業成長

的構想。

3.善用教師評鑑促進專業對話
教師這個行業相當的自主，但也相當的

孤立。因為孤立，所以少有和同事互動和學

習的機會。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務中，作

者亦深信「他評即對話」，是故建議教師善

用同儕互評，互相加油打氣，互相學習教學

技巧，一方面增進同事間的情誼，另方面也

協助建構了專業的學習社群。

4.善用時間管理，主動參與培訓
教師工作負擔過重，時間難以配合，

確實是影響教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意

願和成效。建議一方面提高教師編制減少教

師授課節數，提高教師參與意願（李坤調，

2006），以及簡化教師評鑑的工作和程序之
外，另方面建議從教師時間管理的角度去思

考，教師亦可善用課餘零碎時間，進行自我

省思以及與同事簡潔有效的對話。其次，教

師評鑑專業知能不足亦影響教師參與的成

效，是故建議學校及教育行政機關要依教師

需求加強辦理相關成長研習，而教師們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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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積極地加以配合參與，以厚植教師在評鑑

與專業發展方面的知能。

（二）在學校方面

1.善用多元管道，宣導評鑑意涵
學校需藉各種機會、各種管道不斷地與

教師溝通說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機制、精

神與內涵，加強宣導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計畫之政策，形塑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氛圍與

文化，鼓勵教師勇於接受評鑑，展現教師的

專業認同與專業主體性（李坤調，2007；羅
國基，2007）。學校實不宜以威脅利誘之方
式推動教師評鑑工作，或者對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的意涵說明不清，引起教師們反彈或者

引發教師們對專業發展評鑑與教師績效考

核、教師分級做不當的聯想。

2.採用民主參與的方式，以建構學校本位評
鑑方案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基本上是屬於校本的

評鑑方案。辦理學校祗要在原則、方向上恪

遵教育部所設立的指導方針，而在評鑑規

準、實施方式以及結果處理上有很大的自主

和彈性空間。因此，建議學校行政人員採民

主參與的方式，將教學領導與決策權與親、

師、生共享，特別是邀請教師以及教師團體

的參與決策。學校藉由評鑑相關工作小組，

能有效規劃與落實學校本位的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內涵。而這個校本評鑑方案，宜儘量簡

單可行，讓教師們在「簡單做、愉快做、分

享著做」的三原則下，能對教師的教學有實

質上的成長和幫助。當然教師們能真實的省

思和互動，是遠比要求教師繳交評鑑書面報

告，要有意義多了。

3.注重教學陪伴與支持，以提升教師專業
「紮實的教學」、「專業的教師」，是

中小學教師認同與願意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方案的主要原因（張德銳等，2009）。當
然，教師在專業發展評鑑過程中，更需要學

校行政的陪伴與支持，才能更有意願與動

力，不斷地走下去。因此，建議學校領導者

應在教師參與培訓過程中，帶頭參與培訓。

另外，在實施評鑑過程中，宜整合與運用校

內外資源，在心理上給予參與教師肯定，在

時間上、空間上、以及設備上，給予參與教

師充分的支援。

4.倡導教師領導，建構教學輔導機制
教師領導（teacher leader）已是當前教

育理論與實務的重要議題。教師在學校裏可

以承擔起帶領學校同事提升教與學之領導者

此一理念，一方面符應了「教師增權賦能」

（teacher empowerment）之理念，另方面帶
給學校同儕互動、建構專業學習社群的新力

量。因此，建議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學

校，宜妥適遴選、培訓、配對教學輔導教師

與夥伴教師（夥伴教師可以是初任教師、教

學困難教師、或自願同儕成長的教師），讓

校內資深優良教師經由個人經驗傳承與同儕

團體互動等多元輔導方式，承擔起教師領導

的新角色。

（三）在教育主管機關方面

1.確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法源
最重要的就是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應制

定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法源依據，逐步全

面性、全校性辦理，有了法源依據，一方面

可免除教師觀望和抗拒的心態，另方面可避

免學校教師分成參與和非參與「一校兩制」

的運作，減低行政人員的熱忱（李坤調，

2007；林幸君，2008；洪聖昌，2008；劉祐
彰，2008；韓繼成，2008）。唯為取信於已
參與實施的中小學教師們，在修正的《教師

法》所建構的教師評鑑制度，建議宜保持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與教師績效考核、不適任教

師處理、教師分級制度脫勾處理的一貫政

策。否則，教師們對教育行政機構的信任基

礎，將受到非常嚴重的傷害。另外，為了提

供中小學教師區別化的教師評鑑方案，以滿

足不同階段教師的成長需求，可採行多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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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師評鑑設計，例如初任教師每年接受評

鑑並接受教學輔導教師的輔導；資深教師則

每四年接受評鑑一次，在非評鑑的三年之

中，每年祗要提出與執行專業成長計畫即

可。

2.加強評鑑方案的溝通宣導，喚起教師追求
專業精進的意識

教師評鑑的推動，首重實施法源的取

得，次重教師評鑑的宣導及訓練工作（張德

銳，2004）。教師評鑑的溝通工作甚為重
要，而如何取得教師團體的接受和參與，更

是本方案成敗的關鍵。另張德銳等（2009）
的研究發現，學校與學校教師願意參與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方案的動機之一，乃是符應社

會對教師的專業期許。是故建議教育行政機

關仍需加強評鑑方案的宣導，強調社會對教

師專業與品質的期許，教師應以教育專業贏

得社會的信賴，教師唯有不斷追求專業精

進，才能增強專業的競爭力。

3.強化配套措施的建置，落實教師專業發展
的協助

張德銳等（2009）的研究亦發現，人才
培訓、相關研習，以及專家學者定期的訪

視，對於學校人員理解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方

案的內涵有實質的幫助，應該持續進行。因

此在人才培訓上，如何鼓勵參與人才培育初

階研習的教師，賡續參與進階研習以及教學

輔導教師培訓，亦是非常迫切需要推動的工

作。其次，教育行政機關必須建置與培養更

多的訪視輔導教授，特別是有成功實施經驗

的中小學教學現場人員，擔任新辦理學校經

驗傳承與疑難問題解答的諮詢者，亦是有必

要的。

4.整合與提供辦理學校足夠的人物力資源
經費不足、資源與業務無法整合亦是很

重要的問題。補助經費不足，影響學校推動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意願與效果（李坤調，

2007）；資源無法整合，造成資源浪費（黃

琇屏，2009）。因此，建議教育部與各縣市
政府教育局必須給予辦理學校足夠的經費與

人力支援。另外，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宜整合

現有的國教輔導團、教育部精進教學計畫等

方案，一方面使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更趨

完善，另方面提供給學校更有效週延的人力

與物力支持系統。

5.建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管理系統
誠如林明地（2007）所言，教育行政機

關同時肩負教育評鑑的領導與管理任務時，

建立教育評鑑管理系統就變得很重要。為利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決策參考以及學校實施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溝通交流平台，此一評

鑑管理系統確有建立的必要性。此一評鑑管

理系統宜由某一專責單位或者委由國立教育

資料館統一由專人有系統、有組織地蒐集、

分析與運用學校與教育行政機關在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的投入、過程、成果（產出）的各

類資料。

㆕、結語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制度在我國中小學的

推動，仍有相當漫長的一段路要走。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試辦三年以來，固然展現了一些

實質的成效，但也遭遇到許多問題。在教師

方面，主要的問題為：教師對對試辦計畫疑

慮和不信任、教師缺乏評鑑的時間、以及教

師在評鑑方面的知能不足。在學校方面，主

要的問題為：宣導溝通不足、增加行政的負

荷、對教師教學成長的支持不足、以及未建

立教學輔導機制。在教育主管機關方面，主

要的問題為：評鑑法源未建立、缺乏多軌道

的評鑑設計、宣導溝通仍不足、對辦理學校

的支援不足、缺乏教師評鑑的管理系統。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本文建議在教師方

面，宜認同專業嘗試參與評鑑方案、善用評

鑑進行教學省思、善用評鑑進行專業對話、

善用時間管理主動參與培訓。在學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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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善用多元管道，宣導評鑑意涵、採用民主

參與的方式，以建構學校本位評鑑方案、加

強對教師的陪伴與支持、加強建構教學輔導

機制。在教育主管機關方面，宜建立評鑑法

源、加強溝通宣導、加強培訓等配套措施、

強化對辦理學校的支援、建立教師評鑑管理

系統等。

教師專業化與教師素質的提升既是當前

社會各界的共識，那麼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

推動更需要教育界每一個人的共同努力才能

成事。無論您是教師、行政人員、學者專

家、學生或者家長，每一個人都是教師專業

發展的共同利益關係人。如果大家能共同體

認臺灣的教育界是一塊值得耕耘的美麗土

地，那麼大家祗要能用心，便能成事，因為

您我共同的合作，便是教育界巨大的力量。

參考文獻

大前研一（2006）。專業－你的唯一生存之道（呂美女譯）。臺北市：天下文化。（原著出版
年：2005）。

石璧菱（2003）。國民小學實施學校本位教師評鑑之研究—以桃園為例。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國民
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林明地（2007）。建立教師評鑑的管理系統。論文發表於教師評鑑：挑戰、因應與展望學術研討
會，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

林幸君（2008）。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認同程度之研究。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李坤調（2007）。國民小學教務主任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個案研究—以台北縣試辦學校
為例。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課程領導與管理在職進修專班碩士論文，臺北市，未出版。

李昆璉（2007）。國小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歷程之個案研究—石頭坑的故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
育系碩士論文，新竹市，未出版。

吳金香、陳世穎（2008）。國小教師對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之調查研究—以台中縣市為
例。學校行政雙月刊，53，211-253。

洪聖昌（2008）。苗栗縣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對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知認知與意見的調查研究。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新竹市，未出版。

黃琇屏（2009）。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試辦現況、困境與因應策略。教育資料與研究雙月刊，89，
71-88。

教育部（2006）。試辦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宣導手冊。臺北市：作者。
教育部（2008）。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作參考手冊。臺北市：作者。
教師會網站專論（2005）。失守的防線。2007年1月8日取自http://naturallybread.yam.org.tw/0928su

bject/2005SUPER/20050928-04.htm#top.
張德銳（2004）。專業發展導向教師評鑑的規劃與推動策略。教育資料集刊，29，169-193。
張德銳、周麗華、李俊達（2009）。國小形成性教師評鑑實施歷程與成效之個案研究。課程與教

學季刊，12（3），265-290。
楊振昇（2003）。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發展。教育資料集刊，28，287-318。
楊憲勇（2008）。臺北縣國民中學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個案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

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專        論

研習資訊24 第26卷第5期　98．10

鄭進丁（2007）。應用方案理論進行評鑑之研究－以高雄市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為例。國民教
育研究學報，19，29-58。

劉祐彰（2008）。國民中小學實施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可能面臨的困境與可行途徑。教育
學術彙刊，2（1），81-103。

韓繼成（2008）。論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及改進策略。學校行政雙月刊，55，169-189。
羅國基（2007）。竹苗地區國小教育人員對「試辦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意見之研究。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市。

Danielson, D., & T. L. McGreal (2000).  Teacher evaluation to enhance professional practice.  Alexandria, 
Virginia: ASC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