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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正逢號稱知識世紀的關鍵年代（critical

era），國人深切體認教育對人力資源發展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HRD）之

重要性，尤其中小學教師是國民教育的基

礎，學生學習表現及學校教育成效，端賴教

師的素質（歐用生，民85）。教師專業化的能

力與表現至為重要且影響深遠。因此，西諺

云：「有怎樣的老師，就有怎樣的學校和學

生」。

無可諱言的，現代學校若要符合世界潮

流，不被洪流所吞噬，它必是一所「學習型

學校」（learning school）。尤其教師們處於

一個象徵知識快速退化、訊息快速膨脹的

「暫時性社會」（the temporary society），因

而必須建立一個長期、完善且適合的進修機

制（mechanism），方能因應知識的快速轉

變，而非只是短時間的充電而已。在職進修

的重大轉變即是以學校為焦點的訓練

（school-focused training）。因此，國外學者

Holly（1989,p179）指出：英國藉由教職員

間的討論與合作，來增進學校整體的革新。

質言之，「學校本位教師進修」模式能立即

回應社會脈動，不僅使學校課程更新與社會

變遷同步，亦提升教師專業實用技能。由於

在職教師具有實務經驗，所以他們較能清楚

指出政策目標與執行上的落差以及自己在專

業上的需求，並且能於接受研習之後，立即

擁有嘗試及應用的機會（林惠娟，民87）。由

現今諸多學校利用週三研習進修機會，一改

往昔由聘請專家學者到校作專題演講，而轉

變成考量校內教師實務教學上或是基於學生

實際需求等，安排小組研討會、經驗分享成

長團體等方式即可獲致證明。基於上述，以

學校為本位的進修模式正可以解決教師進修

現況的部分缺失。準此以觀，教師進修之重

要性與必要性是不言可喻的。

誠如我國教育部（民84）發表的「中華

民國教育報告書---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教育遠

景」所揭櫫有關師資培育的規劃，亦建議：

「推廣學校中心的進修制度，以加強教師進修

與自我進修的功能，使教師進修活動，不妨

礙正常教學。」更使教師在職進修成為教師

關注的焦點。此外，在教師法第六章「進修

與研究」裡，亦明文鼓勵教師從事進修、研

究，並享有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之保障，可

見政府對於教師進修的重視。準此而言，加

強教師在職進修，充實教師專業發展實乃刻

不容緩之事。惟教育改革的理想要能付諸實

行，必須將每一個改革層面回歸到執行的層

次來，因而以學校為基礎的決定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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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ol-based decision-making and

management）有關理念之探索與發展乃應

運而生。有鑑於此，本文欲藉由對「學校本

位教師進修」之概念予以敘述與探討，期能

提供有效進修的理念與作法，以供教育行政

機關及學校在規劃與推動教師進修制度時之

參考。　

貳、學校本位教師進修的意涵

何謂教育人員的「在職進修」呢？在職

進修亦稱為「在職訓練（I n - S e r v i c e

Training）」（吳清基，民84）。凡此種種，就

教師生涯發展而言是極為重要的一個階段，

因可茲改變的內容與型態亦最具多樣性（楊

深坑、李奉儒等，民90）。學者對「教師進修」

下了許多涵義與看法，列述如下：

台北縣國民教育輔導團（民77：8）認為

在職進修的意義，可包括三方面：

（一）教師個人的自我教育（Personal

Education），即教師自行研究、

閱讀，增進新知。

（二）教師校內的研究進修活動。

（三）教師參加校外的在職教育，包括教

育行政機關或師範院校所辦理的研

習活動。

高強華（民85）認為教師在職進修有下

列十一項目的：（1）維持適當的教學水平和

教師品質；（2）具備充分的教學能力；（3）

革新與創造的能力；（4）擴充知識領域；

（5）促進課程與教學革新；（6）協助對學生

需要及學習經驗的瞭解；（7）加強對組織與

行政事務的瞭解；（8）增進人際關係；（9）

增進個人成長與滿足；（10）增進生涯發

展；（11）鼓勵定期自我反省等。

林惠娟（民87：34）提出，所謂「在職

進修」即是對在職教師及行政人員繼續進行

教育專業上的指導及輔助，以鼓勵師資培育

相關人員對在職教育人員的延續協助及服

務，並促進教育人員的專業成長。

林煌（民89）認為學校本位教師進修有

三大意義：（1）進修的主題能配合學校需要

（study by the school）；（2）進修的地點

能就近於學校（study in the school）；（3）

進修的成果能即為學校所運用（study for

the school）。這是由進修需求、進修場所和

進修功能三方面來詮釋學校本位進修。

學校本位教師進修係指採取異於傳統由

上而下之行政決策模式，改以由下而上之草

根模式，由學校規劃、主辦、以學校發展及

教師需求為導向、以教師日常進行教學工作

的學校或學校附近為進修地點、以學校為進

修控制之主體的教師在職進修（何文慶，民

91：7）。

國外學者Harris（1969, p2）認為：教

師在職進修是有計劃之目標導向活動，其目

的在促進全體教師改進教學。另外，Letson

（1971, p79）亦指出：教師在職進修是提供

教學工作者，在教育環境內有計劃、有系統

之學習活動，以促進專業能力之繼續發展

（轉引自吳美麗，民86：11）。

基於上述對教師進修之相關闡述，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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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唯有釐清「學校本位教師進修」的意涵

與目的，才能化解「形式主義」的教師進

修。據此，筆者結合學者們之看法，試將

「學校本位教師進修」之具體涵義歸納如下所

示：

1、地點：以教師服務之學校為主，鄰近

學校為輔。

2、對象：係指該學校內之教師。

3、目的：促進教師專業技藝知識

（professional craft knowledge ）之

提昇，以及學校校務之正常運作。

4、內涵：由下而上（bottom-up）貼近

學校現場的發展性活動。

5、性質：透過教師自我導向（self -

directed）有計劃、有系統地持續之

學習活動或經驗，藉此產生知識螺旋

作用（knowledge spiral）。

6、途徑：多元、多軌方式，邁向動態的

學校（dynamic school）。

參、學校本位教師進修面臨的
困境

檢視過去有關國小教師在職進修的文獻

分析，目前的制度和活動仍有許多待解決的

問題。教師在職進修之問題多端，尚待改

進，茲引述專家學者的看法（吳明清，民

90；林惠娟，民87；楊深坑、李奉儒等，民

90；蔡培村，民84；歐用生，民85；

Williams, Michael,1991），究其原因，犖犖

大者，可歸納成以下四點。

由於未能對進修活動內容作有效率

（efficiency）的系列安排，往往造成研習議

題經常重複。以目前各縣市教育財政窘困情

形而言，實難以支持「研習」（包含講師費、

代課費、出差費）所帶來等鉅額支出，因

此，各縣市實有必要儘速成立「教師進修審

議委員會」來替進修相關事宜作整體性的規

劃與永續考量，以避免資源重複浪費及資源

分配不均之情事。

進修活動常以聆聽專題演講、學分進修

居多，彼此之間缺乏互動與實務演練機會，

往往造成「時間過了，事情就過了」之憾

事。基此，未來教師進修取向應是合作實施

的、實踐導向的，如此才能促成教師們具備

最高的競爭力並有助於凝聚智慧以因應知識

經濟（knowledge economy）時代。

課程內容的設計與實施常為人所詬病，

偏重理論性、理想化之情境，缺少吸引教師

進修的誘因，導致未能引起教師們的學習動

機（motivation to learn），以致效果不彰

（吳明清，民90）。有識於此，往後相關單位

需具備前瞻的眼光，做好需求評估，設計適

切的「內建機制」（build-in mechanisms），

以達回饋（feedback）之功能，隨時符應教

師需求，如此一來，相信必能達到各取所需

之雙贏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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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諸有時教師進修活動常安排在上

課期間，教師接獲通知後請公假前往研習，

因此，學校亟需聘請代課教師，如此來往之

間便會影響到授課品質、學生受教權益與學

校運作。綜言之，今後時間選定上，筆者建

議應以寒暑假、週休二日或是週三下午為

宜，然對於犧牲假日參加研習之教師（指因

業務需求，而被指派參加者）需補助津貼，

亦是可自行利用無課時補休等，此辦法之研

擬則需相關單位另訂方法補充之。

肆、推展「學校本位教師進修」
模式之可行作法

根據筆者的實務職場經驗中，避免現行

「週三進修」淪為休息的小週末，或是為消化

預算而舉辦密集性的各種研習，造成教師們

人仰馬翻之窘境。因此，對於第一線人員的

感受，也就不能不加以重視。如何讓第一線

的工作人員有能力決定及處理相關業務，是

當今組織與管理理論的研究趨勢（張志明，

民90）。對一個新課程的實施，除觀念的宣導

外，應重視實踐的層面，以學校為本位的教

師進修是未來制度設計的重點（吳清基，民

84；高強華，民85）。以學校為本位的理念

來設計教師專業成長及在職進修的活動，可

以解決目前教師在職進修的部分缺失。國內

亦有學者專家提倡以學校本位為主的教師進

修活動（吳麗君，民79；呂錘卿、林生傳民

90；高強華，民85；楊深坑、李奉儒，民

90；饒見維，民86），茲參酌相關文獻，筆

者試著建構「學校本位教師進修」可行之作

法，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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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本位教師進修」係強調以不影響教

師正常教學及學生上課之情況為主要考量。

筆者實際處於教育場域（site）中，有感於同

事間常因一系列的研習，往往造成「景物依

舊，人事全非」、「勞師傷財」之情形。如前

述所言，教師進修之重要性與必要性是不言

可喻的。據此，教育行政機關如何來規劃一

套教師進修模式，由以往的評鑑者（an

evaluator）轉化成協調者（a coordinator）

及引導者（an guider），將時代潮流、教師

需求、時間等因素納入考量，藉此體現一個

「合作式和參與式」的共同經營組織，以提昇

教師專業成長與增進學校整體行政組織效

能，實有其迫切之需要。如此一來，一則不

辜負上級單位安排教師進修之良法美意，二

則可共創雙方多贏之態勢。

伍、結論

誠如國內學者楊深坑、李奉儒等（民90）

建議：應建立教師不斷進修的體制。的確，

教師必須保有對社會脈動的敏感性，才能穩

健居於教育改革的前線。希冀藉由「學校本

位教師進修」理念與作法之闡述，教育行政

機關能考量未來是否賦予學校更多且適當的

權責，以形塑學校專業的社群，如此可使教

師進修發揮相加相乘的效果。在學校方面，

可增進學校組織的效率及發展優質的學校文

化；在教師個人方面，亦可有效強化教學專

業知能，發揮個人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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